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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出國計畫主要的目的為前往湖北省武漢地區與「湖北省博物館」商議該

館赴國立臺灣博物館展示的基本細節，並就國立臺灣博物館籌畫臺灣文化歷史特

展赴「湖北省博物館」交流展覽的可能性與方向初步交換意見，期間並參訪湖北

省相關博物館機構。在此目標下，國立臺灣博物館預期將正式啟動與大陸地區博

物館的合作交流機制，同時也刺激對博物館展示產生更多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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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的 

近年來，大陸地區在市場開放的經濟發展策動下，許多現代博物館概念隨之

傳入，市場榮景加深了「文化古國」的自信心，因此博物館數量不只急速增加，

且自中央至各地地方政府均積極擴充現有館舍的規模，「博物館熱」不斷在大陸

各地捲動，同時也催生了許多博物館積極向外發展的企圖心，尋求包括台灣在內

的其他地區之博物館交流合作的機會。透過這類館際的交流，兩岸間文化界與博

物館界乃互相觀摩，加強互動，一檔又一檔的大陸地區文物展挑起臺灣民眾的好

奇心，兩岸博物館界人士亦絡繹於途。 

 

國立臺灣博物館是臺灣最早的博物館，本館館藏以臺灣本土自然與人文資源

為主，在過去雖曾數度以不同主題特展赴歐美各地展覽交流，但卻較少與大陸地

區的博物館互動。2009年，本館前赴大陸，分別與位於武漢的「湖北省博物館」、

北京的「周口店遺址博物館」、與內蒙古呼和浩特的「內蒙古博物院」進行初步

的接觸與研商，雙方都希望能夠透過展示交流，讓對方多瞭解各館內典藏的重要

文化傳統。回國後，初步評估「湖北省博物館」、「內蒙古博物院」為較可能推動

展示交流的館所，於是積極展開後續研商，本館並開始進行初步展示規畫，其後

與「內蒙古博物院」的展示交流因故暫停，而與「湖北省博物館」的交流計畫，

則在鴻禧基金會協助下順利推行。今年年初，「湖北省博物館」主要策展人員因

此來臺與本館進一步研商，確認兩館展示交流主題、分工形式及可行時程，該館

訂於今年來臺展示，本館暫訂於2011年赴該館展示，使兩館交流事宜跨出一大

步。本館人員則於今年2月赴廣東深圳，實地了解「湖北省博物館」規畫來臺而

刻在當地巡迴展示的特展，以對展示文物與內涵有第一手的認識。在相關策展規

畫大致就緒後，雙方有許多展示交流細節需共同研商，因此而規畫本次考察參訪

行程。 

 

「湖北省博物館」是湖北省最具規模的博物館。湖北是中國古代楚文化的發

源地，近年來地下所出土古代楚國文物曾經轟動中外，「湖北省博物館」是湖北

的省級博物館，不只收藏豐富古代楚文化文物，該館近年也經重新整修，館舍佔

地廣大，設備優良，人員素質亦具水準，並有多次國際展的經驗，其中包括來臺

展出著名的編鐘。因此，「湖北省博物館」近年來是大陸地區頗具競爭力的一所

博物館。透過國立臺灣博物館與「湖北省博物館」的展示交流，對博物館知識的

推展應是具有加成作用的。 

 

本交流展示研商參訪計畫，即循前述脈絡展開為期八日的研商參訪行程，並

由李子寧組長、隗振瑜組長、吳佰祿助理研究員、郭昭翎研究助理共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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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行程 

    本次赴大陸地區進行「臺灣本土文化赴大陸交流展示研商參訪計畫」為期8

日，自民國99年7月3日至10日止。各日的行程簡列如下： 

 

日程 行程地點 考察參訪對象 主要活動內容 

第一日

（07/03） 
台北—武漢 去程 臺北經香港至武漢 

第二日

(07/04) 
武漢 湖北省博物館 

與湖北省博物館洽商展覽事

宜 

第三日

(07/05) 
武漢 

湖北省博物館、辛亥武昌

起義紀念館 
參訪武漢各博物館 

第四日

(07/06) 
武漢 

中山艦博物館、中南民族

大學民族學博物館 
參訪武漢各博物館 

第五日

(07/07) 

武漢—荊

州—宜昌 
荊州博物館、宜昌博物館 參訪湖北省各博物館 

第六日

(07/08) 

宜昌—長江

三峽 

 

西陵峽、巫峽段 前往白帝城途中 

第七日

(07/09) 

長江三峽—

宜昌—武漢 

 

白帝城文化展示 參訪文化展示、返回武漢 

第八日

(07/10) 
武漢—台北 回程 由武漢經香港回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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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內容 

 

本次研商參訪計畫首要目的為洽商湖北省博物館來臺展示之細節，並初步

研議之後臺博館赴湖北省博物館交流展示的可行性，因此先說明此兩館交流展示

研商的結論，然後再描述各博物館參訪的觀察及心得。 

 

（1）「劍舞楚天」特展來臺展示研商討論 

 

《劍舞楚天—越王勾踐劍暨楚國出土文物特展》是湖北省博物館與國立台

灣博物館兩館館際合作交流計畫下所推出的第一檔特展。湖北是先秦時期楚國的

故地，湖北省博物館是楚文物收藏最為豐富的博物館之一。《劍舞楚天—越王勾

踐劍暨楚國出土文物特展》以湖北省博物館所收藏舉世聞名的越王勾踐劍，以及

最新出土的戰國時代楚國古墓：九連墩出土文物為內容，呈現出戰國時代楚國文

化的輝煌與燦爛。這次來台展出的文物包括青銅禮器、陪葬漆木器、玉器、樂器、

兵器與車馬器等118件（套），其中更有16件（套）為一級國家文物。這一展覽不

僅為臺灣近年來最齊全而完整的楚國文物特展，同時也是今年兩岸文博界文化交

流的大事。預定於民國99年11月19日於臺博館展出。 

 

此次，於7月3日、4日由臺博館李子寧組長、隗振瑜組長、吳佰祿助理研究

員、郭昭翎研究助理與湖北省博物館王紀潮主任、李蔚副研究員等人，針對展示

圖文資料，初步展示設計內容等進行討論。 

（一）相關文件及圖、照片與影音檔案： 

1. 因應展示及文宣品需求，由湖北省博協助提供展品及圖錄照片檔案、編

鐘樂器及影片等電子檔。 

2. 為能更深入了解楚國特有文化，湖北省博提供相關書籍參考資料以作為

展場設計及文宣品參考。 

（二）展示設計初步概念與內容研商： 

臺博館此次計畫行前已完成本展展場設計施作發包，並由臺博館就初步設

計資料進行說明，以使雙方對展示之架構、取向有一共識，便於後續修正。 

1. 西側展廳：以楚墓文物出土場景為概念，以灰褐砂質牆面及架高地板塑

造墓室場景，文物則以自水面浮現的意像呈現出土的印象。本區展示為禮器、青

銅器及兵器。 

2. 東側展廳：以楚人宴飲場景為概念，空間模擬古代席地而坐宴樂氛圍，

以影像投影呈現古人服飾及歌舞形象，本區展示樂器、漆器及玉器，另也設置互

動展示讓觀眾體驗古代生活。 

3. 兩側走廊：以楚文明特有的雕刻及織品紋樣為主題，將紋樣放大展示，

展現楚國在工藝及藝術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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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鄭成功年代與臺灣意象」特展赴湖北省博物館展示研商 

 

近年來，各方研究者探討臺灣近代對外關係時，多將臺灣置於東西方近代勢

力接觸、激盪的歷史中，再由內外消極與積極因素申論臺灣（以及島上活動的不

同人群）在此過程中的角色。這種視野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臺灣近代社會文化與

歷史發展的真實，原因在於臺灣近代文化變遷的加速，相較於之前新石器時代或

鐵器時代的變遷，確實受到更多島外、甚至是全球性新勢力的牽動所致，也因這

些來自中國東南沿海漸增之經濟壓力與東西方貿易接觸的連鎖關係，臺灣才逐漸

進入近代「區域性政治經濟體系」之中，並在相當程度上隨此體系之聲息與脈動

而加速變遷。就此而言，16、17世紀的東亞情勢及其歷史背景，的確是臺灣早期

近代文化發展的一個關鍵年代。自唐、宋以來，由不同區域國際航海者與貿易商

構成的區域間貿易物資轉口連鎖關係，是東亞、東南亞貿易的主軸，彼此各分勢

力範圍。明代雖發佈多次禁海令，禁止民間海外貿易，僅允許朝貢貿易，，但東

南沿海民間私下的海外貿易並未終止，如明代張燮《東西洋考》即記述成化、弘

治年間（1465-1505）許多有錢有勢的家族仍乘巨舟出洋貿易。受到鄭和下西洋的

影響，15世紀中國商人最遠曾一度直航印度洋，建立據點，但終被阿拉伯世界驅

逐，退回印度南部Tamil Nadu，16世紀初又撤歸麻六甲海峽一帶，葡萄牙人於1511

年佔有麻六甲海峽以後，再逐漸轉趨馬來半島東岸Patani（大泥、浡泥），集中從

事南海地區的區域性貿易，且獲利可觀。在此過程中，葡萄牙、西班牙勢力亦逐

步進入東亞、東南亞，與中國在此地區傳統的優勢開始抗衡，尤其1553年葡萄牙

人取得澳門，1571年西班牙人建馬尼拉為菲律賓殖民首府，中國亦於1567年重新

有條件開放海外貿易，東西方在西太平洋地區（由印尼、菲律賓、中國至日本一

線）的貿易勢力範圍爭奪即揭開序幕，荷蘭人稍後於17世紀初亦加入此貿易爭奪

戰，開拓或穩固具有戰略價值的貿易據點也同時成為各方推展貿易的重要考量。

但除了中國、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之外，日本於16世紀末、17世紀初亦曾短暫

加入此行列。但臺灣在此過程中之重要性何在？ 

 

對明代的中國而言，臺灣為化外之地，東南沿海漁民季節性帶著物資前來與

當地原住民進行交換。隨著東西方航路的開通，西方貿易商為取得中國物資，再

載運至其他地區交換，但礙於明政府不與外國人進行朝貢貿易以外的正式貿易行

為之政策，乃積極於中國東南沿海鄰近地區尋求轉運站，再與由中國乘戎克船來

此的中國貿易商進行交易，形成在此區域活動的各國貿易商之間的「轉口貿易」

體系。為突破此困境，葡、西、荷等各國，屢經嘗試於廣東、澳門、澎湖扣關失

敗，激起政治衝突之後，目光轉移到臺灣這塊中國政府尚無心經營、防備的海島。

除了臺灣接近中國本土、軍事防禦薄弱之外，臺灣周圍的洋流與季風適合大帆船

時代的船隻航行、位於西太平洋航路的要衝、有相對充足的漁產、農產品，及大

量的鹿皮等因素，都是促使臺灣於此時開始受到囑目的重要因素。因此，當時以

原住民為主體的臺灣本地經濟與物產條件，並不是決定性因素，貿易商及投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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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或利用國際政治經濟結構（廣泛的重商主義、區域性貿易圍堵與牽制、東方

區域性商宦權力結構的時代性結合）的能力，以及重要商業物資的國際性流通方

向，在此時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因此，自16世紀中葉以後，各國依其不同貿

易航線紛紛來到臺灣，且均佔有一定的地位，他們與來自中國的貿易商在此交換

生絲、紡織品、陶瓷器等，並由原住民手中搜集鹿皮、鹿肉。如萄國將歐洲、印

度、中南半島的物資攜至澳門，再由此經臺灣至日本；西班牙人由菲律賓將美洲

的銀、銅礦、南洋物資與中國貿易商進行交易；日本商人則攜來銅、鐵、藥罐、

特產雜貨等；荷蘭貿易商則引進南洋、歐洲之物資。至16世紀末、17世紀初，包

括日本、西班牙、荷蘭在內皆體會為取得對中國、甚至是東亞的貿易優勢，臺灣

所具有的重要性。 

 

就當時國際貿易思維而言，承認貿易發展有利國家（王國）利益，在區域

政治軍事結構中佔得有利地位，即為重要的先決條件。而這一點，正是明帝國與

日本、東來的西方海權國家的衝突點。臺灣的戰略價值，就在於它是一個國際地

位未定、可以便捷取得中國物資、潛在資源豐富的可能窗口，但它的弱點在於欠

缺明帝國的背書，難以保證穩定的貿易環境，且獲得中國物資也還有其他正式的

替代性窗口。鄭成功家族就是在這種混沌不明、卻又充滿冒險投機的時空環境

中，從事海上活動，並逐漸與臺灣建立密切關係。 

 

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了相當數量的鄭氏家族相關文物，同時亦精於16至18

世紀早期東亞歷史文獻典藏，此次乃藉此機會讓大陸博物館機構亦得以瞭解此典

藏內涵，以刺激更廣泛的討論。目前暫訂於2011年於湖北省博物館綜合陳列館

進行展示。預估展品約230件。 

 

本展展示主題初步規畫如下： 

（一）序曲：貿易、競賽與區域整合 

（二）太平洋「內海世紀」：針路與東西洋交流 

（1） 出洋：針路世界的擴展 
（2） 物資與觀念之流：東西洋世界的早期整合 

（三）太平洋「跨洋世紀」：香料陶瓷的遠東軸線 

（1） 東方淘金熱：香料群島戰爭 
（2） 西方熱錢：「番銀」的魅力 
（3） 黑潮日落：短命的日本市場 
（4） 中國走私潮與臺灣：陶瓷「新絲路」 

（四）臺灣身影的新舞臺：走入軸線 

（1） 走向明日的跳板：區域政治經濟角色 
（2） 脈動的能量軸線：探險列強與臺灣（轉運及資源整合） 
（3） 入戲的演員：臺灣形相與遠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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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隅雄師：鄭氏家族與臺灣 

（1） 奪寶奇謀（臺江風雲）：鄭氏入臺 
（2） 海上鎮國：東寧群傑 
（3） 英傑儀範：鄭成功畫像群芳譜 

 

（3）湖北省博物館：概況與展覽 

武漢市是中國湖北省的省會，也是湖北最大的城市，地理位置位於長江與

漢水之交，歷史上分為武昌、漢口與漢陽三個城，並稱「武漢三鎮」，目前合併

為武漢直轄市。湖北省博物館位於武漢市武昌區著名的景點：「東湖」之濱。博

物館成立於1953年，是省內唯一的省級綜合性博物館，也是全省歷史文物陳列、

保護和收藏、考古發掘與研究的中心。目前由編鐘館、楚文化館、新綜合陳列

館三部份構成，並持續進行整修。 

目前，湖北省博物館總占地面積達81909平方公尺，建築面積49611平方

公尺，展廳面積13427平方公尺。建築具濃郁楚風，呈一主兩翼、中軸對稱。

該館擁有專業人員200餘人，主要部門16個︰其中湖北省博物館業務部門有社

教部、保管部、陳列部、文保中心，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業務部門有史前考古

部、歷史時期考古部、地上文物研究室、訊息中心、考古協調部，綜合部門有辦

公室、人事部、財務科、保衛部、後勤部、基建辦、市場部。隸屬於湖北省文

化廳。 

湖北省博物館建築群之風格均採高台基、寬屋檐、大坡面屋頂的仿古建

築。三足鼎立，構成一個碩大無朋的「品」字。其總體佈局高度體現了楚國建築

的「中軸對稱」、「一台一殿」、「多台成組」、「多組成群」的高台建築佈局

格式。整個建築風格突出了楚國多層寬屋檐、大坡式屋頂等楚式建築特點，建築

外牆為淺灰色花崗石裝飾，屋面採用深藍灰色琉璃瓦鋪裝。室外環境按景觀式、

園林式的特點進行佈局，透過雕塑短劇、休息庭院、園林綠化、配套的綜合服務

設施等形式，營造出與博物館主體建築和諧配套和濃郁的歷史文化氛圍，給觀眾

提供一個休閑、舒適、幽雅、公園式的室外遊覽空間。 

該館館藏豐富，具有鮮明的湖北地方特色。現藏各類文物料約20萬件，其

中國家一級文物近千餘件(套)。這些藏品絕大多數來自考古發掘和各地徵集，其

中以出土文物為主，既有濃郁、鮮明的地方色彩，又具有時代特徵，基本反映著

湖北地區古代文化的面貌，並且一部分器物在中國古代文化發展史上也居有舉足

輕重的地位。如世界上最龐大的青銅樂器曾侯乙編鐘、中國冷兵器時代的翹楚之

作越王勾踐劍、地質年代早於北京人的鄖縣人頭骨化石、元青花四愛圖梅瓶等。

館藏文物種類繁多，主要有陶、瓷器，青銅器，漆木器，簡牘、兵器、古樂器、

金玉器，古代字畫，古錢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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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博物館目前的常設展覽包括：《楚文化展》、《鄖縣人──長江

中游的遠古人類》、《屈家嶺──長江中游的史前文化》、《盤龍城──長江中

游的青銅衣冠文物》、《曾侯乙墓》、《九連墩紀事》、《書寫歷史──戰國秦

漢簡續》、《秦漢漆器藝術》、《梁在王墓──鄭和時代的瑰寶》、《土與火的

藝術──古代瓷器專題展》、《荊楚百年英傑》等十多個展覽。 

《曾侯乙墓》。1978年在湖北隨縣（今隨州市）城郊擂鼓墩發掘的曾侯乙墓

是一座2400年前的諸侯國君的墓葬，墓主人為戰國早期曾國國君乙。此墓葬出土

多種文物萬餘件，其數量之大，種類之多，價值之高，儲存之好，轟動海內外。

曾侯乙墓展覽陳列了該墓出土的最有代表性的文物，如著名的曾侯乙編鐘、各種

青銅器、漆器與竹簡等。陳列分祭廳、青銅器、兵器、車馬器、竹簡、漆木器、

金玉器和樂器八大部分，共展出最具代表性的文物360件。其中，型式奇妙、工

藝精湛、紋飾華美的青銅鹿角立鶴、聯襟大壺、尊盤、鑒缶；迄今仍很鋒利的多

戈戟；包容文字資料頗多、中國最早的竹簡；重達2156克的特大金盞；製作模式

與風格迥異於楚、秦的漆木竹器等，均是考古中所罕見的珍品。尤其是樂器展品

中的一套青銅編鐘，更是無價之寶。音域寬廣，音色優美，可以演奏中外各種樂

曲，被譽為世界音樂史上的一大奇蹟。 

《屈家嶺》。屈家嶺文化是1954年在湖北京山屈家嶺最先發現的長江中下游

地區的新石器文化，距今5100～4500年。屈家嶺文化發現之後，首次確認了長江

流域是水稻的故鄉之一。屈家嶺文化以稻作農業為主，有了快輪製陶、紡織、漆

器手工業技術。這一時期的社會分層、宗教活動等現象加劇，出現了大型聚落群

和古城，出現了一系列衣冠文物元素。《屈家嶺》展廳展示了江漢地區史前氏族

社會的生活面貌和精神世界。 

《盤龍城》。1954年發現的盤龍城遺址是商代早期城址。城址約建於西

元前15世紀，在商代晚期衰落。城內東北部高地建有宮殿基址。已發現2座坐

北朝南、前後平行排列的大型宮殿基址。城外分佈有居民區、手工業區和墓葬區，

如城南的王家嘴，城北的楊家灣，城西的樓子灣和城東的李家嘴等地。盤龍城

的建築技術、青銅工藝、埋葬習俗、玉器風格、陶器特徵等方面都與商代

二里岡上層文化（約1500BC）一致。它可能是商人為開發南方、獲取資源在

長江中游建立的一個方國。盤龍城的發現首次確認在商代早期，商文化的地域範

圍已從中原擴大到了長江流域。《盤龍城》展示了商代之「南土」：盤龍城城

址的考古發現。 

 

《鄖縣人》。鄖縣人是長江中游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早期的古人類，屬直立

人（Homo erectus）類型。 1975年在湖北鄖縣梅鋪龍骨洞中首先發現四枚古人類

牙齒化石，特徵與北京人相似。伴生的動物化石有嵌齒象、桑氏縞鬣狗等，表明

其所屬的地質年代要早於北京人。1989和1990年，先後在鄖縣青曲鎮曲遠河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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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堂梁子發現了2具人類頭骨化石，屬直立人類型。伴生的哺乳動物化石有藍田

金絲猴、武陵山大熊貓、桑氏縞鬣狗、中國貘。雲南馬、秀麗黑鹿、雲南水鹿、

短角麗牛等種屬。遺址的地質年代屬早更新世晚期，距今約100萬年。科學研究

發現，鄖縣人頭骨化石的面部特徵與中國和亞洲已經發現的古人類化石相一致，

但鼻根點凹陷，類似於歐洲古人類；使用的石製工具以漢水江灘的礫石為原料，

多用錘擊法加工。鄖縣人文化屬於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的礫石文化遺存。《鄖縣

人》展覽以「鄖縣人」的發現為主線，也展示了湖北境內舊石器時代遺存

的發現。 

 

《九連墩紀事》。九連墩墓葬群位於湖北省棗陽市吳店鎮。2002年9月

至2003年1月，為配合湖北省孝感市至襄樊高速公路的建設，文物考古工作

者對九連墩1、2號墓及陪葬的車馬坑進行了科學發掘。《九連墩紀事》展示

了墓葬發掘的過程和楚國進階貴族墓的墓葬文化。 

 

《楚文化展》。楚，既是國名，又是族名。楚人認為顓頊帝高陽氏是他們的

先祖，老童、祝融是遠祖，鬻熊是始祖。西周初年熊繹被封為楚國國君，西元前

223年楚為秦國所滅，立國約八百年。在八百年中，楚人以勇於進取的精神，追

新逐奇的創造意識，創造了博大精深的楚文化。楚文物是楚文化的物質載體，而

《楚文化展》則力求透過楚地的出土文物以全面展示楚人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

的輝煌。 

 

《梁莊王墓──鄭和時代的瑰寶》展出明仁宗第九個兒子：梁莊王墓出土

的文物。2001年梁莊王墓因遭盜掘而進行搶救性發掘，共出土文物5300餘件，為

中國明代親王墓出土文物最多的一次，其中金鑲寶石帽頂、密教文物最為重要，

墓中也出土見來自「西洋」的金錠，是鄭和下西洋重要見證。 

 

《土與火的藝術──古代瓷器專題展》：本展覽分為兩個專題，第一專題以

出土瓷器為主，介紹元代以前湖北地區的單色釉瓷器的發展脈絡；第二專題以館

藏傳世瓷器為重點，展示元代以後瓷器的發展面貌。其中多數文物是第一次系統

的向公眾展示。 

 

《書寫歷史──戰國秦漢簡續》展出二十世紀初七十年代以來，全國各

地陸續出土了一些戰國秦漢簡牘。湖北是出土戰國秦漢簡續數量最多的地區

之一，本展展出歷來湖北出土重要古代簡牘，如記載秦代法律文書的雲夢睡虎

地秦簡，西漢隨州孔家坡漢簡、湖北荊門市郭店楚簡等。 

《荊楚百年英傑》展出湖北近代政治、學術文化史上傑出人物100餘人，以

圖片結合實物的方式，簡要展示其生平與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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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博物館外觀 湖北省博物館外觀 

  

湖北省博物館外觀 湖北省博物館綜合館大廳 

  

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展 湖北省博物館：盤龍城展 

  

湖北省博物館：楚文化館 湖北省博物館：莊王墓展 



 45 

  

湖北省博物館：鄖縣人 湖北省博物館：湖北菁英展 

  

湖北省博物館：特展空間 湖北省博物館：古代瓷器專題展 

  

鄖縣人化石 曾侯乙墓編鐘 

  

楚，龍蛇座花辮盤漆豆 元青花四愛圖梅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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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龍城出土銅面具 天下地一劍：越王句踐劍 

 

車馬坑展示 

 

楚國兵器：銅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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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鐘古樂表演 

 

 

周邊整修工程 特展：義大利烏菲齊博物館珍藏展 

（4）武昌辛亥革命博物館 

亥革命博物館是依托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舊址（即武昌起義軍政府

舊址）而建立的紀念性博物館。位於湖北省武漢市武昌閱馬廠，西鄰黃鶴樓，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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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蛇山，南面首義廣場。舊址占地面積18000多平方米，建築面積近10000平方米。

因舊址紅牆紅瓦，武漢人稱之為紅樓。 

紅樓原為清朝政府設立的湖北咨議局局址，於1910年（清宣統二年）建成。

1911年（農歷辛亥年）10月10日，在孫中山民主領導下的湖北革命黨人，發起辛

亥革命的第一槍，並一舉光復武昌。次日在此組建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

推舉湖北新軍協統黎元洪為都督，宣告廢除清朝宣統年號，建立中華民國。隨即，

辛亥革命領袖之一黃興趕赴武昌，出任革命軍戰時總司令，領導了的抗擊南下清

軍的陽夏保衛戰。武昌義聲贏得全國附應，清朝統治頓時瓦解。武昌因此被譽為

「首義之區」，紅樓則被尊崇為「民國之門」。 

館內現有兩個主題性的基本陳列︰一是《鄂軍都督府舊址復原陳列》，一

是《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史跡陳列》。前者以舊址主樓為載體，復原和再現了都督

府成立初期的場景與風貌；後者佈置於舊址西配樓，以近400件展品，包括文物

真跡、歷史圖片、美術作品以及圖表、模型和場景等，全景式地展現了辛亥革命

武昌起義的歷史。 

 

 

亥革命博物館 亥革命博物館—紅樓 

  

亥革命博物館—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舊

址禮堂 

亥革命博物館—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

舊址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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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舉起義軍旗場景 

 

孫中山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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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仕女圖海報 

（5）中山艦博物館 

    中山艦博物館園區位於武漢市江夏區金口鎮，由中山艦博物館、中山艦抗

日陣亡將士紀念園、遊客服務中心三部份所構成，目前尚進行二期工程建設中，

未全面對外開放，規畫佔地458畝，其中以船艦造型為設計元素的中山艦博物館

為其核心。該館預計包括《中山艦艦體復原陳列展示》、《中山艦艦史陳列展示》、

《中山艦出水文物展覽》三項主題展示，建築體面積約11,000平方公尺，展區面

積約7,000平方公尺。 

    該館成立於1999年，展廳為三層挑高鏤空建築，復原的中山艦架於一樓向上

伸展，除口於一樓仰望外，亦可於二、三樓兩側、前端觀賞艦體各項結構。中山

艦為日本製船艦，為中國海軍第一代艦，以孫中山之名命艦，曾參與護法戰爭、

護國戰爭等役，八年抗戰時於1938年武漢會戰時在武漢長江邊為日軍擊沉，長眠

江底，其後在湖北省博物館、湖北造船廠合作下打撈上岸，由湖北造船廠進行修

護工作，重現艦隻原貌，2008年移入中山艦博物館展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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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艦博物館船艦建築外觀 中山艦博物館入口 

 

 

中山艦博物館船艦復原展示 中山艦：船尾「中山」艦名款識 

  

中山艦被擊沉的受損痕跡 中山艦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園雕塑 

（6）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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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民族大學為華中地區以少數民族研究為核心的教學研究機構，該校亦設

有民族學博物館，該館成立於1953年，並於2008年完成展示更新，展聽場面積約

2,600平方公尺，以多展廳線性貫穿的方式進行展示，其展示更新以增設多媒體查

詢、模型及空間造景的改善、研究及展示的結合為重點，除展現博物館展示概念

的改進外，也呈現其團隊研究成果的深度。 

《土家族民俗展示》 

    土家族分佈於湖南、湖北、貴州、四川省境，是湖北省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

主要分佈於該省西部，該族以農耕、漁獵為業，與漢族頗有接觸，目前在恩施仍

有頗活躍的土家族聚落，長江三峽工程時許多土家族聚落亦受影響而遷村，或大

量移居到都市中，生活景觀發生極大的改變。土家族研究也成為中南民族大學民

族學研究的一項傳統。 

《黎族民俗展示》 

    分佈於海南島的黎族是中南民族大學近年研究的重點之一，透過長期田野的

資料文物收集，也有頗豐富的相關民族學收藏。 

《少數民族服飾展示》 

    以大陸境內56個少數民族的特色服飾為展示重點，同時也把臺灣原住民族放

入其中，但質量差異頗大。 

《少數民族藝術造形展示》 

    以各項造型特色工藝為主題，如面具、雕刻、金屬冶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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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展示查詢系統 

 

 

空間通透的展示風格 土家族宇宙觀圖繪 

 

土家族聚落模型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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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形工藝展廳：服飾 造形工藝展廳：面具 

  

造形工藝展廳：陶器 黎族展示 

  

黎族展示空間風格 黎族文化展示：生產 

 

 

黎族文化展示：書寫 少數民族服飾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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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民族服飾展示：其中有一件泰雅族長衣（現代工藝品） 

 

館藏選粹展示：銅鼓、民俗圖繪等 

（7）荊州博物館 

此行除了在武漢市參觀考察外，並往西行穿過江漢平原，經荊州、宜昌至

三峽，並停留荊州參觀荊州博物館。 

荊州是湖北南部的歷史重鎮，楚文化的故地，自秦漢以來，一直是歷代王

朝封王置府的重鎮。荊州城內及其城周附近，有著眾多的古跡名勝。荊州古城牆

是我國延續時代最長、跨越朝代最多、由土城發展演變而來的唯一古城垣。1998

年3月，考古工作者先後發掘出了宋朝和五代時期的磚城；兩晉、三國時期的土

城。疊壓在現城牆10米以下的五代磚城的發現、使荊州城磚城的修造歷史從始於

明代的普遍認同，又上溯了400多年。歷年來地下出土文物極為豐富而精彩，也

因此奠定了荊州博物館的收藏。 



 56 

荊州博物館位於荊州城內，始建於1958年。館舍占地面積5萬餘平方公尺，

建築面積達2.3萬平方公尺。該館館藏文物13萬餘件，絕大多數是考古發掘的出土

文物，也有一部分傳世文物和革命文物，其類別包括銅器、陶器、瓷器、漆木器、

玉石器、絲織品、金銀器、古字畫、簡牘等。其中國家一級文物553件套，包括

世界上最早的泥塑動物群；成色如新的4代越王劍和吳王夫差矛；迄今中國儲存

最好、品種最全、被譽為世界「絲綢寶庫」的馬山戰國絲織品；填補史書記載空

白的楚漢簡牘；色澤絢麗、工藝精湛，占全國總數五分之三的楚秦漢漆木器，以

及迄今世界上發現最早的獨具類型的西漢古屍等珍貴文物。荊州博物館在文物的

科學保護上，對飽水漆木器脫水與古絲織品保護技術頗為獨到，並成功地為北

京、雲南、湖南、江蘇、河南、安徽、江西等地的飽水漆木器、竹簡進行了脫水

保護。 

    荊州博物館展示分主體陳列樓和珍品館兩大部分，先後推出了《江漢平原原

始文化展》、《江漢平原楚漢文化展》、《荊州出土簡牘文字展》、《鳳凰山168

號漢墓展》、《古代漆木器精品展》、《楚漢織繡品展》及《傳世丈物展》等七

個專題展覽，全面而系統地展示了荊州出土的文物精品。 

   《鳳凰山168號漢墓展》 

鳳凰山位於湖北省荊州市城北約五公里處的楚故都紀南城的東南隅，是一處

南北走向的平緩崗地。西元前278年，秦將白起攻陷楚國都城紀南城後，這裡便

淪為廢墟並成為秦漢時期的一處貴族墓地。經過考古鑽探，已發現秦和西漢時期

的古墓180多座，168號西漢墓就是其中的一座。 

  1975年，湖北省博物館、荊州博物館等單位對其進行了科學發掘。墓葬為豎

穴土坑墓，葬具為一槨二棺，槨室分為頭廂、邊廂和棺室三部分，棺室與另外兩

室之間有門窗相通。墓內出土了一具儲存完好的古屍和竹牘“告地書”、筆、墨、

天平衡杆以及漆器、銅器、陶器、竹器、絲麻織物、木俑等五百餘件珍貴文物。

根據墓中出土的竹牘記載，古屍名為“遂”，江陵西鄉市陽裡人，生前爵位為五

大夫（西漢二十等爵的第九級），死亡年齡約60歲，下葬時間為西漢文帝十三年

（西元前167年），距出土時已有兩千多年。出土時古屍外形基本完整，身長1.66

米，體重52.5公斤。皮膚、肌肉等軟組織均有彈性，四肢大小關節亦可活動，32

顆牙齒齊全且牢固，鼻道暢通，左耳鼓膜猶存，腦殼完整，腦膜血管清晰，五內

器官齊全，骨骼正常，皮下膠原纖維儲存良好，與新鮮組織非常接近，體內的蛋

白質、脂肪、糖類等也有不同程度的儲存。 

  根據學人的初步研究，鳳凰山168號漢墓古屍得以儲存完好的原因主要是深

埋、密封和棺液的防腐作用，說明我國民眾二千多年前在醫藥、防腐等技術方面

已有較高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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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凰山西漢男屍與長沙馬王堆西漢女屍屬同一類型，兩具古屍相比，男屍的

下葬年代早，儲存情況亦好一些。這一重大考古發現，對研究中國古代尤其是西

漢時期的科學、經濟、歷史、文化的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楚漢織繡品展》 

西元1982年發現於中國湖北省荊州市的馬山一號楚墓，距今約2300年。該墓

墓主為中年女性，身分是士階層中地位較高者。這座墓的葬具儲存完好，出土的

絲織品種類眾多、幾乎包括了先秦時期絲織品的全部品種，是先秦絲織品的一次

最集中的發現，對研究楚國手工業的水準、服裝形製有著重要的價值，因此被譽

為「絲綢寶庫」。 馬山一號楚墓出土的絲織品主要有絹、綈、紗、錦、羅、綺、

絛和繡等，成品則以衾、裙、袍、夾襦、衣等為主。這批絲織品充分反映了楚地

高度發達的養蠶織絲的技術。 

《江漢平原楚漢文化展》 

地處長江中游的江漢平原氣候溫和，河湖縱橫，自古以來便是人類生息、

聚居之地。商周時期，長江流域更形成各族雜居、邦國林立的局面，尤其是在長

江中游興起的以楚文化為代表的強大勢力，拓展疆域，建立諸侯國，與中原各國

相抗衡。春秋（西元前770－前476年）戰國（西元前475－前221年）時期，楚國

是“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之一。自熊通自立為楚武王（西元前727年）至

秦擄楚王熊負芻楚國滅亡，歷經530余年，先後攻滅諸侯國62個，“地方五千裡，

帶甲百萬”，基本上統治著南半個中國。從江漢平原發展起來的楚人土著文化與

中原及周邊民族文化相融合，形成了頗具特色的楚文化。其精工細作的青銅禮

器、樂器，紋飾華麗、型式奇異的漆木器，巧奪天工的絲織品無一不充滿著楚人

進取、奮鬥的精神和原始、質樸的民風、民俗。秦漢時期，楚文化進一步與中原

文化融合，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源頭。本展展出江漢平原歷年出土的楚漢文

物。 

《古代漆木器精品展》 

中國漆木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遠古的新石器時代，但由於其質地及儲存

環境的種種原素，上古時代的漆木器大多難以流傳至今。江漢流域因其特殊的地

下埋藏環境，大量戰國秦漢墓中隨葬的漆木器得以完好地儲存，歷兩千多年而不

朽。經考古發現，這些漆木器種類繁多、製作精良、型式別致、紋飾華美，而且

具有豐富而神祕的思想內涵，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藝術魅力。繼夏商周三代青銅文

化之後，漆木器成為戰國秦漢時期文化藝術更新的顯著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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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州博物館外觀 荊州博物館外觀 

 
 

鳳凰山168號漢墓 鳳凰山168號漢墓 

 
 

戰國，天星觀二號墓出土，羽人 戰國，天星觀二號墓出土，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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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馬山一號墓出土秋衣 戰國馬山一號墓出土秋衣 

  

戰國馬山一號墓出土根雕避邪 雙龍鎮墓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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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漢平原原始文化展 江漢平原原始文化展 

 

漢墓俑 

 

楚墓出土玉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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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州古城 荊州古城城牆 

  

荊州古城城牆 荊州古城城牆 

（8）宜昌博物館 

    宜昌古稱宜陵、峽州，地處巴蜀和江漢平原的接觸地帶，為長江河運的重

要口岸，近代因三峽工程及水利發電事業的推展，城市發展更趨現代化。 

    宜昌博物館為一地方博物館，為三樓仿古建築，館舍佔地9,700平方公尺，建

築體佔地3,825平方公尺，建築面積8,000平方公尺。館藏文物約3萬餘件，精品文

物約600餘件。其常設展為《三峽宜昌文物展》，分三展廳，依文化期先後順序而

設計，由舊石器時代「長陽人」為始，而後接續新石器時代城背溪文化、大溪文

化、屈家嶺文化，再進入楚文化，以及秦漢至明清時期宜昌地區的文化歷史發展

歷程，展出各類文物617件。展品除該館三十餘年來考古發掘的成果外，三峽工

程搶救的文物也在展出之列。 

    該館之展場環境、展示方式較之湖北省博物館、荊州博物館更為陳舊，仍有

頗大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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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博物館外觀 

 

 

展場空間 城背溪文化陶支腳 

 

 

屈家嶺文化陶器 戰國時代樂器：銅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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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時代漆瑟（本件複製品曾於臺灣展出） 

  

漢代明器 精品文物圖片流動展示 

（9）白帝城長江三峽工程出土文物展示 

    三峽西起四川重慶，東至湖北武漢，全長193公里，依序為瞿塘峽、巫峽和

西陵峽。三峽大壩工程即是在長江三峽上興建水庫，堪稱為世界上最浩大的水利

工程。大壩的蓄水池長約500公里、面積約15萬英畝，發電量可達180億萬瓦，電

力足以供給偏遠的省份，而且還可以防洪以及便捷長江上游的水運。壩址位於湖

北省宜昌市三汁坪，主要由大壩，水電站，通航建築物等三大部分組成。大壩為

混擬土重力壩，壩頂全長約2309米，壩頂高程185米，水電站分設左、右岸兩組

廠房，分別安裝14台和12台水輪發電機組，年平均發電量846.8億度。工程總工期

17年，分三個階段進行。工程竣工後，將發揮防洪、發電、航運、養殖、旅遊、

保護生態、淨化環境、開發性移民、南水北調、供水灌溉十大功能，其中尤以前

三項為最大效益。 

    工程進行期間，因影響範圍廣大，並涉及許多古文化遺址及沿岸聚落，因此

也由各級單位進行了大小不一的文化資產搶救行動，自湖北省博物館、宜昌博物

館、奉節博物館等省級及地方博物館均投入此行列。位於瞿塘峽的白帝城即闢了

相關出土文物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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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帝城自三國時期即知名，歷代詩人、文士至此攬勝留下頗多詩文，李白、

杜甫、白居易均有著名詠頌詩文，目前所見的古城為明清時期所修整，郭沫若並

在大門扁額上書有「白帝城」三字，2006年為中國指定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由於三峽工程所帶來的觀光熱潮，目前其周邊除新建大型寺廟外，通往山城的道

路亦經整修，但其氣勢因瞿塘峽水位上升數十公尺，反而不及過去之壯盛。 

    白帝城在廟後方新闢了三間文化展示空間，一間以土家族「懸棺」習俗為主

題，另兩間則以三峽工程期間於鄰近地區出土的早期考古文物為主題，展出各種

陶器、青銅器、鐵器等文物。但其整體規畫設計極為簡陋，環境設施亦不良，展

出文物品項由於許多較重要的文物已移由他館管理，亦顯得頗為平淡，幾淪為旅

遊觀光的陪襯，殊為可惜。 

  

長江三峽大壩 長江三峽大壩 

  

西陵峽神農溪畔土家族聚落 西陵峽神農溪畔土家族人操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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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帝城遠觀 

 

 

白帝廟入口 劉備白帝城託孤歷史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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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碑林 

  

懸棺展示 懸棺及棺中人骨 

  

春秋戰國時期遺物 漢代明器：民居陶塑 

  

漢代明器：各式陶俑 明清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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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心得與建議 

一、參訪心得 

    此次研商參訪計畫除順利與湖北省博物館就各項交流展示細節進行討論，

並取得展示設計所需的各項補充圖文資料、展場空間與設備資料，以推動各項後

續事務外，也拉近彼此對展示的認知，使兩館交流合作事務往前邁開一步。 

    在博物館參訪方面，除了對大陸各地全力推動博物館建設持續留下深刻印象

外，不同特性及背景的博物館或展示單位其用心、著重點、素質，乃至整體文化

教育能量也有極大差異。湖北省博物館在自身長久研究典藏的基礎上，兼擅武漢

地區的歷史氛圍及經濟實力，再加上文化資源統籌政策的助掖，以及人力素質的

競爭性，在各方面而言，都可說是湖北省內的翹楚，全力發展各項具有代表意義

的展示主題，並在展示手法上日求精進。荊州博物館可說是一處以楚文化及後續

區域性文化發展為核心的一級地方館，古楚王都（紀南城）就在鄰近的歷史氛圍，

荊州作為歷史名城的背景可說是該館的基本命脈，而該館努力經營下，在相當程

度上可說是楚文化研究展示的重鎮，但文化資源統籌政策、現代經濟實力屈居武

漢地區之後的現實，若干重要文物移歸湖北省博物館的陰影，則使該館的發展實

力略居湖北省博物館之後。宜昌博物館雖擁宜昌、三峽之歷史盛名，但究非精雅

的文化之區，博物館文化建設遠被經濟、市容發展的光環所掩蓋，館舍特色的形

成乃受限制，其展示環境、展示手法、展示質量，以及服務人員素質等各方面，

均有極大改善空間。白帝城三峽出土文物展示則反映了主事者只重特殊歷史氛圍

下所帶動的觀光、地方產業，而缺乏更全面的文化歷史視野，因此對應有的展示

條件及品質均未適予重視，甚至出現任憑遊客將紙抄、硬幣投入懸棺展示區展櫃

中堆積如山，猶如許願聚寶盆一般，全然缺乏對文化遺產的敬重之情。中山艦博

物館仿生態博物館的概念是由來自上海的設計集團所塑造的，視圖重新營造、溶

入重構的文化場景，並與市民休閒文化接軌，洗確戰爭悲劇的記憶，但該館在還

沒有方便的大眾運輸工具規畫下，若以團體參觀民眾為主要市場觀眾群來經營此

一單一主題館，將很難發揮應有的教育功能。武昌辛亥革命博物館亦屬特殊歷史

氛圍的歷史現場附屬展示，其格局突破的可能性頗低。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博物

館則是尚在轉型中的大學博物館，其研究教學功能仍甚於文化展示的功能，這也

是大學博物館不可全然免除的一項特點。 

    這些參訪的觀察，說明了博物館文化的發展實為各種條件所匯集的結果，而

自省地體會博物館自身特點所在，並觀摩其他博物館的作法，實為健全博物館體

質不可或缺的基本態度。 

 

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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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上述各項研商參訪結論，作出以下幾項建議： 

1. 透過持續的溝通、交流，使兩岸博物館以新的眼光重新體會自身的特殊
性，並了解文化交流所可能帶來的新刺激與願景。 

2. 大陸博物館普遍對於臺灣的近代文化歷史、原住民文化抱有相當的好
奇，這一方面也是臺博館之所長，未來應持續以此方面進行交流。 

3. 大陸各博物館之基本體質及特色有頗大差異，依各館個案需求慎選合作
對象是臺灣博物館界推動兩岸文化展示交流時，必需時時注意的一項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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