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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立臺灣歷史博物館出席「2010 年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第 22 屆大會」

考察行程，考察時間為 2010 年 11 月 7 日至 14 日，共計八天七夜。出國考察代

表為本館典藏組助理研究員謝仕淵與公共服務組研究助理陳明祥等兩人。 

本次出國考察行程，除參加「2010 年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第 22 屆大

會」之大會與專業委員會外，亦包含大會安排之參訪行程─浙江良渚博物院與江

蘇南通博物院等地，以及考察同仁自行安排，參訪上海地區具代表博物館─上海

博物館與浙江省博物館等博物館之考察行程。 

本次大會主題為「博物館致力於社會和諧」，旨在透過人類共同遺產的文化

多樣性及生物多樣性的持續發展，進而期許發展一個相互理解的大社會，一個更

加和諧、和平、寬容的世界。大會主題的報告會議中，藉由不同區域、不同國家、

不同族裔的專家學者，各自就其專長與案例的發言與引介，討論了博物館在面對

文化多樣性危機的挑戰時，如何克服，進而趨近於「致力於社會和諧」的大會宗

旨。 

本館代表所參與的 ICMAH（國際博物館協會考古與歷史委員會，以下簡稱

為「ICMAH」），則以文化研究專家 Hillel Schwartz 提出當代社會文化具有「複製

的文化」（Culture of copy）特徵的影響，產生博物館界對於複製與真實性的相關

討論為基礎，因此以「原件、複製品、膺品：歷史與考古博物館裡物件的重要意

義」為題，主要目的在討論就博物館所揭露的真實性而言，複製品扮演何種角色，

對於博物館教育與傳播知識而言，原件與複製品的功能與意義又為何？ 

除此之外，ICMAH 亦安排參觀 2008 年正式對外開放的浙江良渚博物院，

以及相關的兩處考古遺址，其目的不僅在於介紹中國大陸長江下游流域具有代表

性的新石器文化─良渚文化，新開幕的良渚博物院，所採取的展示方式，也具體

的揭示「ICMAH」所提出的文物展示的原件與複製問題。 

此外，考察行程尚有大會安排的南通博物苑考察，南通博物苑為晚清實業

家張謇所創設，為中國大陸第一所具有近代博物館意義的博物館，因此，被中國

大陸博物館界，視為中國大陸博物館事業的起源地。南通博物苑為一博物館群，

除南館、中館、東館、北館等建於二十世紀初期的館舍外，亦包括 2005 年新開

放的新展館。南通考察行程尚有風箏、珠算、藍染等小型博物館。 

本次行程亦前往近幾年開館的西湖畔的連橫記念館、西湖博覽會博物館以

及杭州省博物館武林館區，得以觀察如雨後春筍般的中國大陸博物館事業。並由

上海美術館的雙年展中，觀察國際都會─上海在藝術領域的國際視野及其主題的

論述企圖，而在上海博物館，則因博物館為迎接 2010 年世博會與 ICOM 大會等

盛會，同時舉行每檔都可為博物館年度大展的各項展覽─英國大英博物館與阿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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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博物館的「古印度文明：輝煌的神廟藝術」，江戶時代「木雕鑒真和尚」、室

町桃山時代的「木雕弘法大師空海像」以及唐代「木雕諸尊佛龕」等珍貴文物，

則在「鑒真與空海 中日文化交流的見證」展覽中展出，以及「北方之星：凱薩

琳二世與俄羅斯帝國的黃金時代」等展覽。 

以上考察行程，擬透過行程日誌與問題討論等章節，說明考察行程重點以

及值得本館業務推動之相關問題討論，並於結論後，以附錄方式，交代相關補充

事宜。 

 

考察日程表 

時間 行程 

2010 年 11 月 7 日 從台灣出發，參加大會開幕式與歡迎晚宴 

2010 年 11 月 8 日 國際博物館協會第 22 屆大會暨第 25 屆全體會議主旨

報告會議、ICAMAH 委員會、博物館展覽會 

2010 年 11 月 9 日 ICMAH 委員會會議，參觀世博中國館與世博會展館

2010 年 11 月 10 日 ICMAH 委員會參觀浙江良渚博物館 

2010 年 11 月 11 日 參訪江蘇省南通博物館群 

2011 年 11 月 12 日 大會結論會議、參觀上海城隍廟與豫園、閉幕 

2010 年 11 月 13 日 杭州西湖畔博物館群、浙江省博物館 

2010 年 11 月 14 日 上海當代藝術館、上海博物館，返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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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察行程日誌 

1、11 月 7 日─大會開幕式與歡迎晚宴 

2010 年 11 月 7 日上午由桃園機場出發，抵達上海後完成註冊手續，晚間前

往參加 ICOM 年會的開幕宣言會議與開幕餐會。 

我 方 係 以 中 華 民 國 博 物 館 學 會 的 英 文 名 稱 「 Chinese Association of 
Museums」（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參加本屆會議，但註冊時發現我方代表團團

員的名牌被加註「Chinese Taipei」（中華台北），而代表團展位的展示文案涉及

國立館所稱號者，會場人員亦希望淡化。  

為此，博物館學會廖桂英團長與國立台灣博物館蕭宗煌館長因與主辦單位

協調未獲立即回應，於是決定學會工作同仁、文建會及所屬博物館以拒絕出席開

幕式與開幕晚會表達抗議，本館亦隨代表團決定，不出席上述兩項活動。 

嗣經確認我國參與大會主要文件及展覽會展位名稱載示如常，後續相關具

有實質交流意義的各項國際會議活動，我方代表團仍以來自台灣的「Chinese 
Association of Museums」代表團名義繼續參加。 

 

 

「Chinese Association of Museums」代表團成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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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建會本部與本館參與 ICOM 大會同仁 



7 
 

2、11 月 8 日─國際博物館協會第 22 屆大會暨第 25 屆全體會議主旨報告會議、

ICAMAH 委員會、博物館展覽會 

本日上午參加國際博物館協會第 22 屆大會暨第 25 屆全體會議主旨報告會

議，會議由本次大會副主任委員宋新潮、俄羅斯文化部副部長 Andrey Busygin
以及國際博協主席 Alissandra Cummins 致詞。後由以下等人進行主題報告： 

姓名 經歷 主題 
Prof. Lourdes Arizpe 墨西哥國立自治大學人類學

系教授 
記憶、尊崇與創新，哪

些博物館 
陳燮君博士 上海博物館館長 「致力於社會和諧」的

博物館管理 
Prof. Okwui Enwezor 策展人、藝術雜誌 Nka（當代

非洲藝術）創辦人。 
偏離軌道：現代性以及

後殖民主義的雙重性 
Mrs. Gabriella 
Battaini Dragoni 

歐洲議會文教、青年與體育事

務總幹事 
歐洲，博物館以及不同

文化間的行為 
樊錦詩院長 敦煌研究院院長 對文化遺產保護與利用

和諧發展的探索─基於

敦煌莫高窟的保護實踐 
Prof. Alpha Oumar 
Konare 

ICOM 前主席、前馬利總統

（兩任，1992-2002）。 
走向博物館學的豐富化 

上述引言人中，Prof. Lourdes Arizpe 指出了博物館應該在「行動時需要科學

知識，關注記憶帶來的和諧，以及對共有土地的尊重，事務多樣性之間的比較，

以及為了促進創新所做的選擇」。她以 1963 年墨西哥國立博物館對於非物質文化

遺產的關注為例，說明博物館對於引發自我認同所扮演的角色。並在藉由人類學

博物館、無形文化遺產中心以及文化認同的體制化市場之間的關係，說明如何使

博物館事業滿足記憶、尊崇與創新的目的。上海博物館館長陳燮君則以「致力於

社會和諧」為題，說明博物館在人文關懷、觀眾至上、服務跟上、以人為本、以

情感人的目標下，使博物館由封閉性走向開放性，從回顧過去走向放眼未來。 

Prof. Okwui Enwezor 則以「偏離軌道：現代性以及後殖民主義的雙重性」，

指出了現代性的歐洲母體，與現代性對外傳播並在後殖民主義脈絡下，區域性現

代性特質的出現。然而，現代性的超語言性，在亞洲各地普遍出現，從博物館、

劇院、體育場、高鐵、機場、豪華住宅等，現代性的超語言特性，顯然已不限於

歐洲中心論的框架，而給了亞洲全新的有活力的城市環境與文化空間。 

Mrs. Gabriella Battaini Dragoni 指出了歐洲博物館發展的趨勢：以博物館作

為文化間交流的平台，促進各種族之間的交流，而非限於「國際」的框架，促使

更為廣泛的公民參與，特別是少數族群與邊緣群體的參與，如此達到跨文化的影

響，同時博物館作為文化生態的一部分，在地的創造力，必須在全球性的脈絡以



8 
 

及其他領域的合作可能下，謀求永續發展的文化環境。敦煌研究院樊錦詩院長則

說明敦煌莫高窟文化遺產的價值以及保護歷程，並在「在保護中做好開放，在開

放中做好保護」的原則，以法律與研究為依據與基礎，確保莫高窟文化遺產的價

值可持續利用。 

Prof. Alpha Oumar Konare 以「走向博物館學的豐富化」為題，則指出了「為

了社會和諧的博物館」的概念，由於注重的是博物館的最終用意，以及達到這個

用意所採取的措施，因此，對於關注博物館的模式、結構等定義的博物館學而言，

也造成了衝撞，對於 1970 年代以降，對照於博物館學而出現，具有進化性特質

的「新博物館學」理論，其限制性也隨之產生。和諧社會這個議題出現在中國大

陸，與中國大陸的現代化有關，使得這個議題，成為典型的亞洲課題或者中國大

陸課題。考慮中國大陸的背景以及訴求於和諧目的的博物館價值，為博物館學的

豐富化產生了重要的影響。 

以上的討論，在於從不同的案例與理論的檢討，說明致力於對話、包容與

創新、開放的博物館價值，如何呼應大會主旨「博物館致力於社會和諧」。 

  

 
主旨會議的會場以及在場外本館的文宣品，亦提供同業人士索取 

下午則參與 ICMAH 的議程，以「原件、複製品、膺品：歷史與考古博物

館裡物件的重要意義」為題，並提出了三個會議主題，一、作為展品的複製品：

「替代品」還是「教育工具」。二、原件「氛圍」的遺失？三、考古展示中的原

件與複製品等三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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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議開始的主題報告中，德國歷史博物館的 Rosmarie Beier-de Haan 以「歷

史、原件與無休止的複製」為題，而中國大陸大葆台西漢墓博物館白岩則以「原

件、複製品在考古遺址博物館中的重要意義」等課題進行報告。Haan 指出原件

為何具有重要性的兩個原因，一個是溯源自文藝復興以來，藝術創作者為作品署

名，便是希望作品不被仿製的精神，一個是原件無可取代的獨特氛圍。但是，

Haan 也同意複製品給博物館帶來更多的選擇機會。 

白岩則以中國大陸為例，說明由於文物被移到保存環境較好的地方，現地

遺址上的博物館反而沒有原件，面對這種現象，複製品給了博物館機會，在不同

形式的文化傳播之中更為積極，但也同時面對觀眾期待觀看原件，而導致的失

望。對於博物館而言，複製與原件各有利弊，因此必須更為審慎的考慮使用的目

的與方式。 

11 月 8 日，ICMAH 的議程中針對作為展品的複製品：「替代品」還是「教

育工具」主題，會議由芬蘭赫爾辛基博物館的 Jari Harju 主持，並依序由三位發

表人針對不同案例提出報告。 

美國普拉提藝術學院的 Nelson Hancock 以「視覺的遣返：歷史檔案與原住

民的歷史」為題討論美國自然史博物館針對 19、20 世紀之交，於北太平洋、勘

察加地區取得的文物與拍攝的影像，在探險行動的百年之際，將相關影像複製後

送回原地區博物館所產生的影響，對於博物館而言，雖然參觀者期望看到原件，

但是以此案例而言，複製品的流動，同時提升兩地博物館的知名度及其在教育上

的效益。 

哥倫比亞國家博物館的 Cristina Lleras 以「英雄不哭泣：對哥倫比亞國家博

物館展覽及起源神話的檢視」為題，藉由 2010 年哥倫比亞擺脫殖民統治兩百年

的展覽，反省單一物件的真品展示方法，及其企圖連結「真實過去」與國家神話

之間的危險性。進而指出在該展覽中，為說明歷史背景的複雜性與完整性，必須

適當的借用複製品，進而指出複製品的使用，與具有反思性的博物館歷史敘述間

的關連性。 

荷蘭阿姆斯特歷史博物館的 Annemarie de Wildt，則以「阿姆斯特丹歷史博

物館的窗妓：藝術與歷史，重建與現實」為題，比較了 2010 年的裝置藝術作品

「妓女巷」與 2002 年城市妓女展示。Wildt 窗妓的作品，不僅是文物複製的問題，

而是對於複製空間（空間中包含有真實性物件）的問題，窗妓空間的主要開放者，

多半具有船夫與勞工等身分，但這個對所有觀眾開放複製的空間及其中的真實物

件，給予了不同階層與不同時空背景下的參觀者更為開放的參觀經驗，從而文物

複製與複製空間等，對於再現與現實、歷史與現在等可能性，對於博物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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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MAH「作為展品的複製品：『替代品』還是『教育工具』場次的開會狀況 

本次大會舉行期間，於 11 月 8 日至 10 日，同時舉辦博物館展覽會，共計

有一百多個參展單位，我國亦以「中華民國博物館協會」為名，設置攤位，以期

透過博物館展覽會，達到各博物館相互交流的目的。展覽會為 8 日中午 2 點開幕

式後揭開序幕，由於中國大陸各重要博物館均設有攤位，因此展覽會對於了解中

國大陸的博物館事業有很大的幫助。 

 
展覽會中的上海博物館與陝西歷史博物館的展區 

 

我國代表團的展區以及陳列本館相關典藏衍生性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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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月 9 日─ICMAH 委員會會議，參觀世博中國館與世博會展館 

本日為國際博物館協會考古與歷史委員會（ICMAH）第 2 日議程，上午會

議主題為「原件”氛圍”的遺失?」（Loss of the “aura” of the original?），由國際博物

館協會美國國家委員會主席尼娜･阿奇貝（Nina Archabal）主持。 

第 1 場主題為「在博物館及展覽中引發衝突的自然科學問題：真品的作用」

發表由德國德意志博物館（Germany-Deutsches Museum）的研究員丹尼拉･保爾、

康斯坦斯･漢普及斯蒂芬･舒瓦所共同研究發表，主要利用人體視線捕捉程式，針

對以圖片展板及真實文物展現 2 種不同展示方式，觀察觀眾在博物館是否給予真

實文物下，對文物所投注的時間之落差，研究中指出，真實的物件是否被可信、

充滿吸引力、且富有爭議的認知的，與圖片替代品作為展示手法所獲得的觀眾反

應是完全不同。 

第 2 場主題為「博物館展示與展覽裡的岩畫與古代雕像復製品」發表由俄

羅斯凱米羅夫州立大學（Russia-Kemerovo State University）的博物館學高級講師

艾莉那･米克拉什維奇與俄羅斯國立修復科學研究會（Russia-State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Restoration）的紀念性雕塑部修復藝術家阿列克謝･卡查諾

維奇發表，討論岩畫及古代紀念性藝術在博物館的展出方式多是只使用複製品形

式來展現的考古物件，主要原因在於以目前製作復誌品的技術相當進步，製作出

來的物件也相當精美及吸引人，這類型拓片或模型常成為博物館的珍貴展品，甚

至是博物館藏品；另一個原因是許多岩畫的原址都是露天的場地，大多時候未受

到妥善的保護，因此破壞的速度相當驚人。雖然許多博物館收藏並展示有岩畫、

有裝飾的石碑的岩石原件的一部分，但目前更常見的且實際的作法是原址保存，

以俄羅斯為例，就有數百座岩畫遺址，這些原件才更是文化遺產非常龐大且重要

的部分。 

第 3 場主題為「博物館手工藝品的潛能：博物館世界裡的原歷史藝術」，由

美國貝勒大學（USA-Baylor University）的詹尼弗･萊斯特里所發表，本文檢視原

歷史藝術（Meta-historical art）在歷史與考古博物館中的作用，來說明複製品或

贗品作為教育工具或資源對博物館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原歷史藝術鼓勵研

究員更仔細的檢視這些物件，並針對這些原歷史藝術物件的串連，讓這類型展示

相當的成功，進而帶動更多觀眾進到博物館看展。 

第 4 場主題則為「歷史博物館裡的物件：對無形的沉思」，由法國博物館建

築師（France-Museum architect）阿德烈･里斯佩所發表，文中舉例戰爭博物館 3
種類型的藏品，包括非常有力的（如與戰爭巨大犧牲相關的留存物、珍寶）、數

量眾多的（如描繪背景、生存條件、戰鬥的）及珍稀的（通常是提供戰爭真實生

活現象證明的藝術品），在這些藏品背後，不僅是藏品本身的價值，更重要的是

對無形記憶及文化代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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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MAH「在博物館及展覽中引發衝突的自然科學問題：真品的作用」場次的開會狀況 
中午時段，利用午休時間參觀世博中國館及城市足跡館，中國館的外觀設

計以傳統建築斗拱作為主要的意象，高達 49 米的大紅色建築量體也是本次世博

主辦國最巨大的展館之一，主要參觀動線為先從地面層搭電梯直達最高樓層，再

分 3 層逐層往下參訪，地面層以高鐵月台的設計氛圍佐以真人拍攝的動畫來使觀

眾有搭上時光列車的感覺；一進入最高樓的第 1 層，首先會觀看一部由 4 面大型

螢幕（左方、前方、右方、上方）投影之影片，接續以各個時代的不同生活景象

實景模擬來讓觀眾了解中國大陸時代演變下，生活器具、行為模式等不同生活樣

貌的呈現，接下來便是這各樓層中最主要的展品-巨幅動畫版的清明上河圖；第 2
層則是帶領觀眾利用搭乘小型列車的方式，了解包括斗拱在內的傳統建築特色；

第 3 層則是介紹各種綠色環保生活的議題，藉由一些小型互動的展示手法，讓觀

眾了解如何讓生活更環保，地球資源可更充分利用及不被破壞。 

  
世博中國館第 1 層展示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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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中國館第 2 層展示狀況。 世博中國館第 3 層展示狀況。 
 

下午會議主題為「考古展示中的原件與複製品」（Archaeological displays of 
original versus copy），由國際歷史博物館協會主席主席，目前任職於希臘國家歷

史博物館的菲里波斯･馬扎拉基斯（Philippos Mazarakis）主持。 

第 1 場主題為「考古遺址博物館無法完全拒絕復建的三點理由」，由中國大

陸文字博物館副館長唐際根所發表，該專題發表者於 1996 年至 2009 年其間前後

參與中國大陸殷墟博物館考古文物發掘、研究，並帶領該團隊將殷墟申請世界文

化遺產成功，以上開研究的實際經驗，認為遺址類型博物館的博物館無法完全拒

絕複製，甚至必須考慮複製，這與中國大陸目前博物館界，尤其是與博物館密切

相關的考古學家門來說，多數都還是認為在博物館內出現複製品是難以接受的。

該發表認為遺址型的博物館，如在某程度可接受文物複製品的存在，有利於凝聚

遺址中的無形文化價值、而具有明星文物的存在是有助於吸引一般大眾的，並且

一般大眾對於遺址核心的內容也需要簡單而直觀的解讀。除了對複製品的存在表

示贊成外，發表者也申明複製品是需要有科學依據，並且應該是要可以被明確的

判斷出來是複製品，才不至於造成複製品的氾濫。 

第 2 場的會議主題為「作為展品的複製品」，由法國桑戈爾大學文化系

（France-Departement Culture-Universite Senghor）的馬里邁･莫雷爾･德勒達利主

任所發表，發表者除任教職外，也擔任馬賽歷史博物館的館長，多次參加有關遺

址重建與博物館相關及出版等實務工作。其在管理歷史及考古博物館及策劃歷史

與考古特展的經驗中，經常使用複製品，因為在遺址與歷史類的博物館中，展示

的原件不一定都能蒐集的相當齊全，部分也因為文物的年代都相當的久遠，導致

這些原件都非常脆弱，也有是研究及保護的因素，甚至是因為遺失的因素而無法

使用原件，而必須經常性的使用複製品。發表者認為在歷史與考古類的博物館，

物件的展示狀況是相當重要的，但物件的重要性及功能，並不因為是原件或複製

品而決定。 

「考古遺址博物館無法完全拒絕復建的三點

理由」場次的發表者唐際根副館長 
「作為展品的複製品」場次的發表者馬里邁･

莫雷爾･德勒達利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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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場主題為「全谷里舊石器遺址博物館與博物館與遺址的考古文化節」，

由韓國國立文化遺產大學校長裴基同所發表，本專題主要內容為介紹韓國全谷里

史前博物館，該館剛建成不久，主要目的是作為史前文化及人類演變的教育機

構，以及管理及保護國家紀念物的中心和區域地標，該館的展示主要以互動體

驗、3D 及影像設計來吸引觀眾。主展館分為三個部分，包括主要展廳、特別展

廳及兒童教育展，主要展廳的設計則以不同主題規畫成三個部分，第 1 區域為主

要介紹人類演化的歷史；2 區域則是重現不同生態環境下的史前人類，從非洲大

草原的早期猿人到西伯利亞平原的晚期智人，主要希望觀眾可以了解在每個不同

環境下的人類適應過程，這個展廳並展示了全谷里的遺址發掘坑及挖掘到的物

件；第 3 區則是激發想像力的區域，該區再現了史前洞穴，包括石器及岩畫等，

特別的是設置了「兒童考古室」，讓小觀眾可以在這邊從發掘到分析考古材料等

工作，學習考古的過程。 

本場發表也提到該類型野外博物館，多較遠離人口稠密的城鎮，但是其重

要性是相當高的，不但可以讓觀眾了解到考古物件的相關背景，也能告訴觀眾人

類與自然、社會相處的常識，不過就如同前面所提的，由於遠離人口稠密的區域，

管理這類型博物館的最大問題便是觀眾稀少，以臺灣的博物館而言，位於臺東的

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似乎也遭逢相同的問題，如何將重要的考古遺址及相關

知識推廣給更多觀眾，是需要不斷克服的課題。 

「全谷里舊石器遺址博物館與博物館與遺址

的考古文化節」場次的發表者裴基同校長 
下午場次由主持人及 3 位發表者綜合討論的狀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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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月 10 日─ICMAH 委員會參觀浙江良渚博物館 

本日為 ICAMAH 委員會，分別搭乘兩輛車安排參訪 2008 年對外開放的浙

江省良渚博物院。良渚文化距今約 5300-4300 年，為中國大陸南方新石器時代具

有代表性的文化類型，該文化遺址最大特色則為所出土之玉器，此外，還有陶器、

漆器等，因此由極簡主義風格著稱的建築師 David Chipperfiel 所設計的博物館，

設計元素，除了與周邊自然環境融合的特色，亦反映玉石的形狀與質感等特質。 

 
良渚博物院的玉壁及其建築設計 

全館常設展展示空間分為三個主題，依序為「發現求真」、「良渚古國」、「良

渚文明」等。另有特展空間。並有包括騎乘飛鳥遨遊良渚遺址、虛擬考古等幾項

互動項目。由於良渚博物館為近幾年落成，常設展使用比較活潑的展示方式，多

元的運用實品、圖版、模型、數位科技等手法，較能清楚表達良渚文化的面貌與

內涵。 

「發現求真」主題，主要為良渚文化考古歷程及其在中國大陸上古史的位

置與意義，其中包括 1936 年良渚遺址發現始末，1959 年良渚文化正式命名，2007
年良渚諸遺址被認為具有文明的規模與價值等，以及良渚文化與中國大陸各地新

石器時代文化的比較，呈現迄今約七十年間，良渚文化挖掘史與學術史的回顧。 

「良渚古國」單元則以良渚人的生活方式為其重點，透過實物展示與模擬

造景等方式，展現良渚人各種生產面向，如農業、陶業、營造、玉石業、木作業

等，及其生活方式。又包括良渚古城行政中心─莫角山宮殿營建工程場景的大型

油畫，以及良渚莫角山城址範圍內的立體模型，表現出良渚文化的生活狀況、社

會階層、軍事防禦、祭祀宗教、政治關係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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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模型與場景模擬良渚人的生活與產業狀況 

「良渚文明」主要以具有代表性之良渚文化的器物和重要遺跡為主，包括

琮、璧、鉞等，以及平民墓與王陵遺址等，借以彰顯以玉為特徵的良渚文明之重

要地位與影響。 

  

玉鉞為王權的象徵物 

參觀完良渚博物院之後，驅車前往兩個城址遺址考察。一個是城址置高點

俯瞰良渚文化的莫角山城遺址，不過由於現場並無說明，多數參訪者多不能理解

其意，而在城牆遺址現場，雖有適切的說明，但遺址保存狀況並不理想，地下水

滲透情形嚴重，遺址中有許多地方都有積水問題。此外，兩處遺址對於相關解說、

路標指引等展示與服務的資料提供，都有待加強。 

 

遺址現場的解說牌與積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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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月 11 日─南通參訪 

本日為 ICOM 排定之博物館參訪行程，本組選擇參訪地點為南通，南通市

位於長江下游，現轄於江蘇省下，近代由清末狀元，也是實業家、教育家的張謇

開創風氣，在南通開辦了中國大陸第一所師範學校、第一座民間博物苑、第一所

紡織學校、第一所刺繡學校、第一所戲劇學校等，也因為城市規畫多由中國大陸

按照近代理念所全面規劃，也有「中國大陸近代第一城」的別稱。由於南通擁有

全中國大陸第一座民間博物苑，參加本次 ICOM 大會的許多博物館界專家學者，

也都選擇南通作為此次大會參訪的地點，因此南通也成為參訪人數最多的地點。 

本日搭 ICOM 大會接駁車前往南通，參訪的博物館大多位於中國大陸４Ａ

級濠河風景區之濱。上午第 1 個參訪地點為南通風箏博物館，南通的風箏與一般

風箏較為不同，南通的風箏是由一個個獨特造型的六角型單元所組成，並且在風

箏上裝置有「哨子」，可讓風箏在天空飛翔時發出聲響，南通風箏博物館屬於地

方性之小型展覽館，座落於南通著名的濠河風景區內，與南通市勞動人民文化宮

設立於同一棟建築內。全館分為 4 個展廳，展示包括厚重的風箏文化、巨大的風

箏貢獻、精彩的風箏世界及獨特的南通板鷂等主題。 

南通第 1 個參訪地點-南通風箏博物館。 南通風箏博物館內部導覽及展示狀況。 

第 2 個參訪地點為南通藍印花布博物館，該館前身為南通藍印花布藝術館，

由民間企業家所投資。2006 年「藍印花布印染技藝」被中國大陸列入首批國家

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名錄，且南通市曾被中國大陸民間文藝家協會授予「藍印花布

之鄉」的稱號，該館則是中國大陸第一家集收藏、展示、研究、生產、經營為一

體的專業藍印花布博物館，下設有藍藝研究所、明清染坊及旅遊產品開發展示部

等部門，展館收藏明清以來實物及圖片資料 1 萬多件，亦有館方工作人員實際示

範各項藍印花布所使用之器具，並保存著大量優秀的民間製品，更被稱為「藍印

花布傳承基地」，其在藍印技藝的重要性可見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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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第 2 個參訪地點-南通藍印花布博物館。 南通藍印花布博物館內部有工作人員實際操

作花部製作流程。 
下午第 1 個參訪地點為南通博物苑，該單位為中國大陸第一間民間博物館，

由中國大陸近代著名的實業家及教育家張謇於 1905 年所創辦，是現存中國大陸

最早的一家博物館，現在也被列為中國大陸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中國大陸

的博物館發展上尚具有指標性的代表意義。南通博物苑建館結合中國大陸古代園

林與近代博物館於一體，是一座城市園林式的綜合性博物館，初期的主要歷史建

築均得到良好的保存，園林格局也保留原貌，現在分為中館、南館、東館、西館

等主要展館，用以自然、美術、歷史、教育等主題展示，園區內並保留有張謇故

居濠南別業。 

南通第 3 個參訪地點-南通博物苑。 南通苑園區內的張謇故居濠南別業。 

第 2 個參訪地點為珠算博物館，該館建築面積 6000 平方米，歷時３年建成，

為目前最大的珠算專題博物館，館區由珠算展覽廳、學術報告廳、少兒珠算培訓

基地三部分組成，集展出、研究、教學、交流、旅遊等功能於一體，本次參訪重

點主要為展覽廳，展覽廳展出形態各異的珠算用具 2000 多件，包括號稱世界最

大及最小算盤，並藏有珠算典籍史料 4000 多冊。本日參訪結束後，搭乘 ICOM
大會所提供之接駁車返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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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第 4 個參訪地點-珠算博物館，與本次會

本部代表團合影。 
珠算博物館內部展示有號稱最大的算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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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月 12 日─大會結論會議、參觀上海城隍廟與豫園、閉幕 

上午參加 ICOM 大會結論會議，會議由 ICOM 主席 Alissandra Cummins 所

主持，會議內容包括以下內容 1.2009 年 6 月 9 日在法國巴黎所舉辦全體代表大

會的報告、2.主席報告、3.2009 年審計年度報告（包括至 2009 年 12 月 31 日為

止的審計年度的財政證明及年度經費用途彙整報告），4.任命 2010 年至 2015 年

的審計長（本階段由有投票權的會員國代表舉手投票通過），5.報告財務狀況並

通過 2011 年至 2012 年會員的服務費用政策（本階段由有投票權的會員國代表舉

手投票通過），6.票選 ICOM 大會 2010 年至 2013 年的執行協調會主席（本階段

由有投票權的會員國代表以電子投票設備投票）等議題。 

 

ICOM 結論會議現場狀況。 由審計長報告財政證明及年度經費用途狀況。

下午參訪上海城隍廟、中國大陸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豫園及其週邊文化商

圈。第 1 個參訪地點為上海城隍廟，俗稱「老城隍廟」，是上海著名景點，位於

黃浦區南部，臨近豫園。明朝永樂年間由原金山神廟改建而成，清朝道光年間，

老城隍廟達到全盛，佔地面積達到約 50 畝，民國時期則屢遭火災，於 1926 年重

建了大殿。中國大陸文化大革命期間，上海城隍廟也受到嚴重衝擊，廟宇被挪作

他用。1994 年才再行修復，重新成為道觀，惟內部神像、壁面彩繪或廟宇裝飾

等均以不復見舊時物件，以該廟宇壁面彩繪為例，均非用傳統技藝繪製而成，反

以大幅彩色印刷輸出海報替代，對於傳統文化資產保存而言，均為相當大之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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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隍廟正殿。 上海城隍廟周邊文化商圈一景。 

目前廟宇內部包括霍光殿、甲子殿、財神殿、慈航殿、城隍殿、娘娘殿等

殿堂，周邊商圈也以上海城隍廟為中心，逐漸發展成為上海年代最為久遠的商業

區域，各種小吃餐廳、古玩商鋪和小商品市場鱗次櫛比，該商圈建築樣式亦仿中

國大陸傳統園林樓閣建築興建，成為一相當有特色之建築群。 

第 2 個參訪景點為中國大陸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豫園，豫園西面與上海城

隍廟和豫園商城毗鄰，是著名的江南古典園林，原是明代四川布政使上海人潘允

端為了侍奉他的父親—明嘉靖年間的尚書潘恩而建造的，取“豫悅老親＂之意，

故名為“豫園＂。豫園從明嘉靖三十八年（西元 1559 年）開始興建，至明神宗

萬曆五年（西元 1577 年）完成，前後共用了 18 年時間。現在的豫園可分成六大

景區，每個景區都有其獨特的景色，已經成為到上海觀光的國內外遊客常去的遊

覽勝地，園內有 1853 年小刀會起義的指揮所點春堂。 

上海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豫園一景，內部園林

樣貌保留相當完整。 

豫園一景，內部建築作工精細。 

 
第 3 個參訪地點為中國大陸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記念館，紀念

館主要對外開放的有中共一大會議室和「中國共產黨創建歷史文物陳列」，共展

出文物、史料及照片 150 件，展示中國大陸共產黨創建的歷史畫面，整個展示過

程中均有專業的導覽員進行導覽，該館較特別的是由於其在中國大陸所代表的地

位特殊，成為許多中國大陸學生會前往參觀的地點，且館內負責門禁及內部導覽

人員均為身著軍裝的中國大陸軍人，也相對讓整個館內的氛圍相當肅穆。 

當天晚間 5 時 30 分搭乘 ICOM 接駁車前往上海國際會議中心上海廳參加閉

幕酒會，會中提供中外餐點，並邀請許多中國大陸知名藝術家現場演出，會後由

ICOM 大會主席等代表致詞。 



22 
 

 
 

中共一大紀念館館外排隊狀況。 閉幕酒會現場狀況。 

  
中國大陸表演藝術團體現場演出。 由 ICOM 主席及本次大會志工合唱作為閉幕

酒會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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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月 13 日─杭州西湖畔博物館群、浙江省博物館 

上午由上海虹橋轉運站搭乘 9：17 分高鐵由上海前往杭州。10 點多到達杭

州，至西湖蘇堤旁參觀中山公園、浙江省博物館舊館以及西冷印社。中山公園原

為清代皇帝行宮，始建於 18 世紀初期，咸豐年間曾受兵燮，1920 年為紀念孫中

山，改為中山公園，2008 年，中山公園開始挖掘清代行宮遺址，目前中山公園

透過遺址挖掘與相關解說，建立類似遺址博物館的類型發展。浙江省博物館舊館

由於正值整修，參訪時僅開放一個展覽廳，展示主題為玉器。西泠印社則為中國

大陸成立最早的著名全國性印學社團，以「研究印學、保存金石、兼及書畫」為

宗旨，以篆刻書畫創作的卓越成就和豐富的藝術收藏享譽。 

  

中山公園的清行宮遺址現狀 

離開蘇堤前往西湖畔北山街歷史文化街區的連橫紀念館、西湖博覽會紀念

館參觀。1926 年、1927 年間，連橫曾寓居杭州西湖畔始建於五代的瑪瑙寺，由

於此淵源，2006 年連戰訪問西湖時，提出將瑪瑙寺改為博物館的構想，連橫記

念館不僅展示連橫事蹟，尚包括台灣自然環境廳、歷史文化廳、台灣原住民廳、

連橫先生事蹟廳、台灣人物廳、傳統工藝廳、現代工藝廳等展示空間，為多樣化

介紹台灣的博物館。 

  

連橫紀念館的原住民展示與連橫先生紀念廳 

位在北山路的杭州西湖博覽會博物館，係因 1929 年舉行第一屆杭州西湖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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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會，此次博覽會正值北伐結束中國大陸統一之際，各項現代化措施如火如荼進

行，透過西湖博覽會展現中國大陸現代化的成就，此博覽會歷時 137 天，展出

物品共計 14 萬件，估計參觀人次達到 2000 多萬。本次參觀的西湖博覽會

博物館是在 1929 年第一屆西湖博覽會工業館的原址，2003 年改建成西湖博覽會

博物館。並於 2005 年 10 月 1 日正式對遊客開放。該館展示內容主要分為三個部

分：「世界博覽會與中國社會」介紹早期世界博覽會的歷史，以及中國大陸

參與世博會的過程、「1929 年西湖博覽會」詳介本次博覽會的各面向。「金

名片」介紹恢復舉辦西湖博覽會的現狀。 

 
西湖博覽會博物館與館內展示─西湖博覽會開幕典禮 

下午參觀浙江省博物館武林館區。武林館區為浙江省博物館建館 80 週年之

際正式開放，於 2009 年 12 月 20 日開幕，迄今年餘，可說是一座嶄新的博物館，

館址位於京杭大運河畔。全館展示區分為：地下一樓臨時展廳、一樓為浙江歷史

陳列、二樓為浙江現代革命歷史、三樓為寧紹婚俗中的紅妝家具與浙江民間造型

藝術、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中國大陸古琴等主題。本日參觀完畢後，晚間由

杭州搭乘 7 點多的高鐵回上海。 

  
浙江省博物館與出土劍器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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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月 14 日─上海當代藝術館、上海博物館 

本日第 1 個地點為上海美術館，上海美術館鄰近上海人民廣場，建築原為

1930 年代英國新古典主義風格的歷史建築，原用途為舊上海十里洋場的跑馬場

總會大廈，也曾作為上海博物館使用，自 2000 年起才交由上海美術館使用，該

館共計有 12 個展廳，戶外有小型廣場可供辦理戶外展覽，室內設有演講廳、會

議室、圖書室、多媒體閱覽室及藝術家工作坊等，可以舉辦各種規模的學術交流

及教育推廣活動，另外該館也設有藝術書店、藝術品商店及咖啡廳等休閒場所。

另外上海博物館著名的特展為上海雙年展，自 1996 年開始創辦，已舉辦七屆，

線經已成為中國大陸的重要藝術活動之一，本次參訪適逢舉辦年度；除上海雙年

展特展外，該館亦邀請許多不同類型藝術家參展，包括視覺裝置藝術、攝影作品、

紀錄片作品甚至以聲音為主的作品等。上海美術館內部參訪民眾的組成也是該館

相當大的特色，館內參訪族群主要以年輕學生族群為主，與上海博物館多為外國

遊客的組成落差較大。 

  
上海美術館外部。 內部裝置藝術展。 

戶外裝置藝術展。 上海雙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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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個參訪地點為上海博物館，該館為上海大型古代藝術博物館，館藏有

珍貴文物 12 萬件，以青銅器、陶器、瓷器、書法及繪畫為主要特色展品。上海

博物館於 1950 年籌建，當時展館設於上開介紹上海美術館現地的上海跑馬場總

會大廈，並於 1996 年正式遷至目前所在展館。內部共有古代青銅館、雕塑館、

陶瓷館、歷代書法館、歷代繪畫館、少數民族工藝館、歷代錢幣館、古代玉器館、

暫得樓陶瓷館等 9 個主要展廳，另外本次參訪時亦有 2 個與外國合作之特展，分

別為「北方之星-羅卡捷琳娜二世與俄羅斯帝國的黃金時代」及「鑒真和空海-中
日文化交流的見證」。中國大陸的博物館大多並不禁止民眾拍照，且幾乎每個展

廳均有身著制服的保全人員駐點，與臺灣較常以志工作為展場維護人員的制度較

不相同，但在中國大陸的博物館即便參觀民眾有違反規定，駐點的保全人員也較

少有出面干預的動作。 

晚間 6 時搭乘上海磁浮列車前往虹橋機場，搭乘晚間 8 時 10 分的長榮航空

飛機，於 10 時返抵國門。 

與本館典藏組謝助理研究員仕淵合影於上海

博物館。 
展場外小型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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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察心得 

一、博物館文物及其複製的案例討論 

ICMAH 的議程主題討論文物複製的課題，而在本次考察行程中，也在不同

博物館中看到中國大陸博物館界基於文物保護的前提，進行文物移撥，而產生出

土地文物必須展示複製品的問題，而在上海當代藝術館中，則有一件作品，以電

視劇》瓷器》為題，說明複製道具如何成為博物館收藏品，進而開展了文物複製

與博物館之間，不同面向的問題。 

以 ICMAH 的議程，以一、作為展品的複製品：「替代品」還是「教育工具」。

二、原件「氛圍」的遺失？三、考古展示中的原件與複製品等三個主題為例，說

明文物複製的幾個問題。大致來說，基於教育的理由，文物複製多獲肯定。例如

中國大陸殷墟博物館副館長唐際根指出，遺址型博物館在某程度可接受文物複製

品的存在，有利於凝聚遺址中的無形文化價值、而具有明星文物的存在是有助於

吸引一般大眾的，並且一般大眾對於遺址核心的內容也需要簡單而直觀的解讀，

特別是史前文物大多脆弱，以法國、中國大陸與俄羅斯的幾個案例來說，文物複

製的方式，一方面保護了原件，一方面讓觀眾可以用更為親近的方式，仔細觀看

文物中的圖飾，以及文物的使用功能。或者基於博物館的宣傳與推廣，複製也能

夠是博物館經營相關社群與提升知名度的方式。 

但是，由於觀眾對於真實性往往有很深的期待，因此如果複製品的品質粗

糙，或者未特別說明而有意誤導觀眾─以假亂真，則複製的目的不僅未能達成，

且有違博物館專業倫理。此外，一般來說，反對複製品使用的人，以史前博物館

為例，大多為考古學家，則有突顯了博物館中，研究背景專業人員與教育推廣的

專業人員在博物館價值上的認知差異。 

那麼，真實性對於博物館而言，究竟有何意義。以德國德意志博物館研究

員丹尼拉･保爾、康斯坦斯･漢普及斯蒂芬･舒瓦的研究為例，利用圖片展板及真

實文物等不同展示方式，觀察觀眾對於真實文物的注視時間，高於圖片展版甚

多。此外，以中國大陸為例，殷墟博物館展出重要文物時，爭相參觀的民眾，主

要是為了原件而來。因此，真實性物件對於觀眾而言，依舊有著很高的吸引力。 

另外，報告者也提出了另一個角度的觀察，認為文物複製與否以及如何使

用，必須從整體的使用脈絡中允以考慮，因此如同法國桑戈爾大學文化系的馬里

邁･莫雷爾･德勒達利主任指出，物件的展示狀況相當重要，而物件的重要性及功

能，並不因為是原件或複製品而決定，或者說展示中文物的使用，其關鍵在於滿

足展示理念的目的，而非原件與複製品的問題。哥倫比亞國立博物館的 Cristina 
Lleras 也指出為了說明歷史背景的複雜性與完整性，必須借用複製品，進而指出

複製品使用，必須考慮博物館展示敘事與歷史敘述的需求。或者，阿姆斯特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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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妓展示的案例中，複製的空間（窗妓的營業空間）讓存在於其中的文物更具有

真實性，一方面提出了複製空間與複製文物的差異性，另一方面，也指出了透過

複製方式讓文物更具有說故事的能力。 

文物之所以選擇以複製的方式展示，以中國大陸為例，也與許多出土原件

由於出土地本身保存文物的條件較差，因此被移撥到保存條件好的保管單位有

關，另外一種出土文物離開遺址的狀況，則是挖掘單位與出土地並無關聯，挖掘

單位將出土成果帶走時，文物自然便離開了原出土地。這種狀況通常是在文物的

保護措施的規定，以及專業人才有效運用、財政理性考慮下所造成，例如只有省

級博物館能有資源，設置符合一定標準保護條件的典藏空間，因此省下各縣出土

文物，只要達到一定標準，便需依照標準程序，移撥到保存環境較佳的博物館。

就保護文物的意義而言，此作法也是合理的選擇。另外，則為出土文物為外地的

考古隊所挖掘，當日後原出土地興建博物館時，反而必須用借用的方式展出。 

 
南通博物院的文物來自圖書館、市書畫院以及不同單位的移撥 

拍攝地點：南通博物院 

 

臨近良渚的余杭出土文物為浙江省文物考古研究所挖掘，因此必須以借展方式在良渚展出 

拍攝地點：良渚博物院 

然而，不管就上述何種狀況而言，出土文物與原出土遺址脫離了關係，通

常，在另外一個地方被展示時，其原有之背景脈絡很難被考慮，僅能成為一件藝

術品被看待，進而失去了原真性。另一方面，為了因應這樣的狀況，出土地往往

採取複製品展示，如此雖然可以滿足文物移撥時所造成的缺憾，但觀眾來到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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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觀看到複製品時，一般還是感到失望。甚至這背後又牽涉了許多出文化觀光的

需求問題，也一併被呈現。 

最後，本次考察行程參訪上海當代藝術館時，正值雙年展期間，其中丹麥

的 Superflex 與螺旋槳小組的作品─瓷器 Porcelain，以 2010 年 3 月播出的越南連

續劇《瓷器》為創作基礎，創作同名作品。 

三集的連續劇《瓷器》，藉由現代愛情故事，引發出一段 17 世紀的歷史。

1601 年聖誕節清晨，葡萄牙船 San Jago 號由 Goa 港出發前往里斯本，1602 年 3
月，三艘荷蘭船再 St. Helena 島外搶奪了葡萄牙船 San Jago 號，並將戰利品：越

南的青花瓷、絲綢、珠寶以及其他奢侈品在荷蘭拍賣，並賺進大量財富的歷史。

據策展小組指出該次拍賣的收入，不僅帶來了龐大的經濟效益，也「鞏固擺脫西

班牙的獨立戰爭的外交資本」。《瓷器》的劇情，便是藉由此故事，連接了一段古

今的愛情故事，並由於該劇受到廣泛的歡迎，使得越南與荷蘭民眾，關注了越南

青花瓷的歷史。 

 

 

電視劇瓷器中的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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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出處：http://www.e-flux.com/shows/view/7585 

17 世紀的拍賣品之一的一只瓷器，現在成為 Zeeuws 博物館的收藏品，而

在《瓷器》拍攝過程中，借用了這只瓷器，並複製了其它道具，隨著該劇受到觀

眾的歡迎，這些道具也在荷蘭 Zeeuws 博物館中展出，最後由於展出轟動，這些

道具甚至成為博物館的收藏品，Superflex 以電影道具最終成為博物館收藏的過

程，策畫了這件作品。 

 

上海雙年展中《瓷器》中的展品 

拍攝地點：上海當代藝術館 

對此，策展團隊 Superflex 表示： 

當前，博物館正面臨著如何釀造審美經驗以吸引新觀眾的壓力，隨

著這種壓力的不斷增大，世界各地的博物館對永久性的收藏進行重

新思考，尋求新的解決之道，以新穎互動的方式展出作品。寓教於

樂的傾向，是與博物館解構歷史宏大敘事的壓力和彌補歷史遺漏、

矯正博物館學盲點的想法相並行的。越來越多的博物館邀請藝術家

有建設性地參與到他們的收藏專案中去，Porcelain（2009），由

Superflex 和螺旋槳小組（The Propeller Group）在荷蘭的澤蘭盛

省（Zeeland）的 Zeeuws 博物館聯合推出，正是這樣的企劃。1 

策展團隊從當代博物館立場，說明一部吸引觀眾的電視劇的道具，如何成

為藏品的思考與策略問題。然而，上述說法，不僅在討論一部「吸引觀眾」的電

視劇與如何成為「吸引觀眾」的博物館的課題罷了。這個案例也在指出博物館的

文物與「原真性」之間的關聯。 

歷史常以原真性的姿態，召喚著諸如身分與國族的關聯，然而，身處 Hillel 
Schwartz 所指出的「複製的文化」（Culture of copy）的當代社會中，原真性意謂

著什麼？一件複製的「歷史文物」，成為博物館藏品，凸顯了歷史作為當代史的

特性，也如同策展團隊表示，這個案例是在「為未來的觀眾創造歷史」，過去的

                                                 
1 http://artforum.com.cn/words/3226， 2011 年 1 月 17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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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在當待重新創造，這算是過去的歷史還是當代的歷史，還是一個已過去為基

礎的當代歷史。 

如果歷史的原真性可以藉由當下的複製加以展現其價值，甚至透過博物館

的展示─猶如儀式一般，加諸了其附加意義，最終成為藏品，那麼對於博物館而

言，或者對於歷史博物館而言，歷史或者歷史文物究竟是什麼。綜上，文物的複

製及其意義的衍生，與博物館收藏之間的關係，因此也關係著歷史知識本身如何

在當代被生產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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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 ICOM 大會、中國大陸社會現象與觀眾服務討論 
本次出訪上海這個中國大陸最重要的經濟重鎮之一，與十幾年前第一次至中國大

陸旅行的印象已完全不同，當時第一站造訪的便是上海。當年旅行的方式為旅行

團集體行動，全程都有導遊及司機帶路，對當時上海的印象已然有點模糊，記憶

最深刻的，便是保存相當完整的上海灘內灘。姑且不論中國大陸這麼完整的保留

這一帶的歷史風貌的動機，是事先就預期到的觀光經濟重點，亦或是站在保存重

要文化資產的角度來進行，能夠如此完整的保留這麼重要歷史建築的切面，為中

國大陸帶來的是更厚實了重要文化內涵及觀光經濟的軟實力。藉由本次出訪上海

的見聞，有許多值得反應到未來觀眾服務的所得，分項討論於後。 

1. 大型活動辦理 

本次參訪上海主要活動為參加「2010 年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第 22 屆

大會」，這個活動是筆者第一次參與的國際大型研討會，共計 3000 多位參加的博

物館同業，分別來自各個不同國家，藉由這次參訪可以從中略為了解辦理大型活

動的細節。至上海之前就可以收到主辦國的各項訊息通知，包括各向交通接駁資

訊、大會議程資訊、參訪旅遊資訊，甚至大眾交通工具資訊等；抵達上海虹橋機

場，則有熟悉外語的志工身著橘色背心及手持告示牌，在領取行李處等候及引

導，隨後便有外包的廠商負責接送至飯店。 
飯店樓大廳等候區設有 ICOM 的報到櫃台，負責報到及確認參訪地點、領

取 ICOM 會員證、世博入園證、大會資料包等，較為特別的是這個工作櫃檯並

不是僅在報到的時段設置，而是在活動辦理期間，大會所指定的 15 間飯店均有

設置，且其服務時間通常自上午早餐用餐時間至晚間約 8 點，均常駐有熟悉英語

之工作人員可供諮詢，對國外的參訪同業來說是相當貼心的服務。另外本次大會

提供的指定飯店也有各種不同價位的房型及飯店可供選擇。 
也由於這次大會的參訪人數多達 3 千多人，每日從飯店到會場的接駁需要大

量的車輛協助，本次大會的接駁方式為自下榻飯店接送至世博會場的停車場，再

另行安排進入世博園區或其他參訪地點。以參訪南通的參訪日來說，由於該地點

為中國大陸第一個民間博物苑的所在地，許多中外博物館同業均選擇該地，為本

次大會最多人選擇的參訪地點，共計有 10 輛遊覽車同時出發，且單趟車程便需

要 3.5 小時，為使行程不因車程延誤，主辦國安排以警車協助引導開道；惟在該

次回程途中，大會為節省時間及便於可不需再回到世博會場，將住在相同飯店的

乘客重新安排至同一車，但因為部分飯店居住人數較多，無法容納於同一車，導

致部分乘客無車可搭而抱怨連連的小插曲，這種類似的臨時變動也是未來在辦理

活動時應盡量避免的部分。 
這次參訪的經驗，包括各種事前準備、機場引導、報到登記、飯店住宿安排、

參訪地點選擇、參加同業是否參加晚間準備的文化之旅、會場接駁等諸多細節，

均是未來辦理類似的大型國際研討會，可作為參考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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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訪路程安排警車開道。 大會結束晚宴時安排志工代表上台獻唱及接

受掌聲。 

2. 從中國大陸社會現象談觀眾服務 

近年來上海發展迅速，再加上世界博覽會本屆在上海舉辦，中國大陸也積極

規劃建置各項觀眾服務措施及街道市容美化工作，在幾個重要的觀光客聚集地

點，都可以看到景點周邊是相當的繁榮熱鬧，街道市容也都相當的乾淨整潔。但

相較於整個城市的進步與經濟成長，當地的居民公民道德成長的幅度則是相對較

緩慢，以筆者本次造訪的經驗，當地人民對於尊重他人的意識建立仍較為薄弱，

例如在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時，便時常會遇到被其他當地人阻擋去路及推擠，或者

在上廁所時仍習慣不上鎖。 
另外這次到上海參訪可發現，多項大型建設及城市清潔維護等公共事務、各

種私人公司及服務業都需要大量工作人力，也因此自外地移入相當多人口，這些

人力的收入相對非常的低，福利及相關職業訓練業也較差，以住宿為例，常見一

般供小家庭居住的公寓，裡面居住人員卻是 20 幾個外地來的外來人口，在這種

收入及福利較差的條件下工作，相對的熱誠也薄弱。 
以服務業而言，筆者在上海參訪的這段時間在外用餐時，常見這些從事服務

工作的人員，大多是只完成他們該作的工作，而不是進一步去考慮來訪的觀眾需

要些什麼，或者是考慮他這份工作背後所代表的意義，如其中一次在餐廳用餐

時，服務生送餐點上來後，很含糊的說完一句話馬上轉身離開，筆者加以詢問，

這名服務生卻當作未聽見似的逕自離開，當開始食用餐點的第一刻才發現該項餐

點非常的燙，而送餐的服務員被交代的工作應該是要在送餐時提醒顧客小心食

用；或者亦常見在餐廳欲請服務人員點餐或其他服務時，服務人員聽而未聞、視

而不見，惡性循環之下，演變成顧客對服務人員的態度也相當不友善，諸如此類

的事件在此次參訪行程中層出不窮。諷刺的是上海的餐廳隨處可見 PDA 點餐方

式、使用包裝精美的餐具這類型高級餐廳才有的服務硬體，在軟體的品質上相對

就低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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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供外地人居住的公寓，窗戶外可見伸出常

達 2 米以上的曬衣架。 
上海餐廳常見使用包裝精美的餐具 

正因為這些服務人員對自己的工作不夠了解，甚或不重視自己的工作，讓他

們對工作的態度是相當的極端，給人一種多作一分便多損失一分的印象，而這些

在第一線工作的服務人員，所代表的正是一個公司或餐廳給觀眾的第一印象，也

是最重要的印象。未來本館在服務人力的培訓工作，應以此為借鏡，除了盡量在

合理的範圍內提供適當的福利外，更重要的是要透過各種平常各種的教育訓練、

讀書會、分享會等不同形式的作法，來讓服務人力更加了解及重視自己所從事的

觀眾服務工作，藉此來提升對觀眾服務的熱誠，也進一步提升整個觀眾服務工作

的品質。 
 

3. 上海記事 

這次除了參加主要的 ICOM 大會活動及上海鄰近地區的博物館及文化設施

之外，也利用了公餘的時間以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的方式（主要是地鐵及步行），

體驗上海幾個主要的觀光客必定到訪的景點，包括南京路步行街、新天地商圈、

城隍廟及豫園文化商圈、田子坊創意文化圈、上海東方明珠塔周邊廣場等，本次

筆者造訪中國大陸的經驗與十幾年前的記憶比較起來，雖然上海世博已經結束，

仍隨處可看到外國觀光客，其數量在上海市區比例大幅增加。 
觀光產業發達使得上海湧入大量觀光客，因應而生的小販也如雨後春筍般隨

處可見，惟中國大陸對於一般路邊攤的管治相當嚴格，多數觀光地點均禁止一般

小型路邊攤販設置，甚至設立專門的城管（城市管理行政執法局2）人員來管理、

緝拿甚至沒收非法攤商的物品，因為這些攤商無法以攤販形式進行販售，取而代

                                                 
2 城管執法是城市管理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對市容環境衛生、無照經營、違法佔用道路、

無照違建等方面具有相當程度的執法取締權，但因為沒有相關的法律依據，據當地媒體報導及居

民口述得知，城管執法常出現過當及違規的問題。資料來源：維基百科、上海當地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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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的是以個人身分，持拿廣告單或產品單向經過的遊客兜售物品，這種現象一方

面讓觀光客有被騷擾的感覺，另一方面也讓觀光客擔心財務及人身的安全，反而

會使觀光客對整個城市的印象打折扣。 

從這個角度我們也可以來思考，就一般攤商的角色而言，越多觀光客的景點對他

們來說就是越多經濟來源的地方，一昧的以禁止的方式來管理，雖然在表面上可

讓這些攤商消失，但實際上他們只是轉用其他方式繼續經營，並且這些方式對整

個城市的形象會是有負面的影響的。另一方面也讓想要購買在地特色或具有該景

點紀念價值物品的觀光客無處可挑選，如何有效管理這些攤商，讓他們可以在符

合城市形象及經濟互惠的條件下經營，才是未來應考量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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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錄 

1、ICOM 全體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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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CMAH（國際博物館協會考古與歷史委員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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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於 ICOM 大會上所發送之本館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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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展覽會議程及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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