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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參加大英博物館舉辦之「中國的思與物:慶祝潔西卡羅森七十華

誕國際學術研討會 (Thoughts and thing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honour of Jessica Rawson)」國際學術研討會 

頁數 10含附件：是 

 

 

出國計劃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 

國立故宮博物院/謝欣欣/28812021 ext 2900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吳曉筠/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助理研究員/28812021 ext 2332 

出國類別：國際會議 

出國期間：102年 6月 13日~102年 6月 18日         出國地區：英國 

報告日期：102年 6月 24日 

分類號/目： 

 

關鍵詞：大英博物館 潔西卡.羅森 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國考古美術 

 

摘要： 

為慶祝牛津大學潔西卡.羅森 (Jessica Rawson)教授七十華誕，英國倫敦大英

博物館特舉辦「中國的思與物 :慶祝潔西卡羅森七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 

(Thoughts and thing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honour of Jessica 

Rawson)」，並邀集許多世界知名考古及藝術史學者與會，以榮耀其學術成就。本

人受邀參加該學術研討會並以「從二駕馬車到四駕馬車：早期中國車駕技術的轉

變（From two horses to four: the transformation of driving technology in Early 

China）」為題發表一篇演說。會後參訪大英博物館舉辦之「生與死：龐貝與赫庫

藍尼姆（Life and death: Pompeii and Herculaneum）」特展以及牛津大學艾什莫林

（Ashmolean）博物館之中國及近東常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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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參加參加參加大英博物館舉辦之大英博物館舉辦之大英博物館舉辦之大英博物館舉辦之「「「「中國的思與物中國的思與物中國的思與物中國的思與物:慶祝潔西卡慶祝潔西卡慶祝潔西卡慶祝潔西卡.羅森七羅森七羅森七羅森七

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 (Thoughts and thing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honour of Jessica Rawson)」」」」國際國際國際國際

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 

 

壹、 目的 

 

為慶祝前大英博物館東方部主任、前牛津大學副校長及牛津大學中國考古

藝術史教授潔西卡.羅森七十華誕，英國大英博物館特舉辦「中國的思與物:慶祝

潔西卡羅森七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以榮耀其學術成就。該研討會於 102年 6

月 14 日至 6 月 15 日在大英博物館之史蒂文生（Stevenson）演講聽舉辦。職除參

加學術討論並發表演說外，並於會中與來自世界各地之學者交流。會後進行博物

館之研究參訪行程。 

 
研討會之導引牌 

   
研討會現場             大英博物館館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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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本次行程扣除交通時間，有三天的時間進行學術研討會及研究參訪活動。

除了參加此次國際學術與與會學者進行密切的交流，會後並參訪了大英博物館及

牛津大學艾什莫林（Ashmolean）博物館。詳細的行程安排如下表所示： 

 

 

時間 地點 相關活動 

6 月 13 日(四) 臺北-倫敦 上午出發，英國時間同日晚間抵達倫敦市

區 

 

6 月 14 日(五) 倫敦 參加「中國的思與物:慶祝潔西卡羅森七

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6 月 15 日(六) 倫敦 參加「中國的思與物:慶祝潔西卡羅森七

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6 月 16 日(日) 牛津 參訪大英博物館龐貝特展、牛津大學艾什

莫林（Ashmolean）博物館 

 

12 月 17-18日

(一) 

倫敦-臺北 返程 

 

 

1. 研討會活動 

     

此次為期兩天的研討會分八場進行。涉略的時間從中國的新石器時代至清

代，地理範圍除中國外，也涉及俄國、中東等區域。內容上則主要圍繞新石器時

代、青銅時代、陶瓷、墓葬、宗教、文化交流、藝術思想等幾大議題展開。與會

學者包括許多世界知名中國研究、藝術史及考古學學者，如美國芝加哥大學巫鴻

教授、法國索邦大學高等研究實驗學院畢梅雪(Michele Pirazzoli-t’Stevenson)教

授、德國海得堡大學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教授、牛津大學柯律格（Craig 

Clunas）教授及克理斯.高斯頓（Chris Gosden）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學蘇芳淑教

授等等。研討會議程請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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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鴻教授                 柯律格（Craig Clunas）教授 

                         主持討論 

  

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蘇芳淑教授 

 

 

 

本人的報告安排在 6 月 14 日上午所進行的第一場。本人以「從二駕馬車到

四駕馬車：早期中國車駕技術的轉變（From two horses to four: the transformation 

of driving technology in Early China）」為題，從馬車車駕技術在華夏地區由二馬

車轉變為加入四馬車的車駕方式進行討論，提出商人與周人的車駕技術有其不同

的草原文化背景及來源。而這一重要的技術轉變，對於我們理解中國青銅時代的

發展，以及草原民族對華夏文明發展上的貢獻，均有其意義。車駕技術作為世界

範圍青銅文明的一項重要特徵，也將中國青銅時代與世界其他同時的文明連接在

一起。因此，我們可將商、周為代表的青銅文明視為世界青銅文明技術與概念互

動網絡中的一員，而對其在該網絡中所具有的積極角色的探索，也可能為我們理

解中國或是歐亞草原青銅文化帶來新的認識。於會議上發表之簡報投影片見附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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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進行學術報告 

 
論文發表後之討論 

（由梅建軍教授主持，參與者左至右：大英王泉玉、香港中文大學黎婉欣、故宮

吳曉筠、紐約大學江雨德（Rod Campbell）) 

 

 

2. 會後參訪 

 

---大英博物館「生與死：龐貝與赫庫藍尼姆（Life and death: Pompeii and 

Herculaneum）」 

 

會議期間正逢大英博物館推出此一介紹古羅馬考古的展覽。展品主要來自西

元 79 年微蘇威火山噴發後掩埋的兩個位於義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灣的城市。這兩

處經歷大災難後而保存下來的城市，經十八世紀以來累積的考古工作成果，再次

向世人展示古羅馬文明昔日美麗的面貌，同時也提醒著人們面對自然災害的深沈

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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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索取之展覽介紹 

 

---牛津大學艾什莫林（Ashmolean）博物館 

 

    牛津大學艾什莫林（Ashmolean）博物館為英國最古老的博物館。典藏展示

文物涵蓋世界各主要文明，並包括許多考古出土品。在經歷了數年整修後，於

2010年重新開幕。此次除參訪其中國文物陳列室外，也參訪了該館館史陳列以

及新近完成之埃及展廳。 

 

 

中國上古玉器陳列 

 

中國青銅器與古代漢字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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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器形角度出發的銅瓷並置陳列方式 

 

新近完成之埃及展廳 

         

參、 心得 

 

1. 研討會部分 

 

此次研討會分為八場，每一場各有一個主題環扣在羅森教授過去的幾大主要

研究方向，包括新石器時代、青銅器、陶瓷、文化交流、藝術理論、墓葬與死後

世界，以及宗教與宗教美術。特別的是，羅森教授對每一個主題都提出了一個富

有挑戰性的問題，以作為每一主題之主軸，作法相當新穎且發人省思。如本人所

參與的第一場討論，雖以中國青銅器為主題，但其提問為：「我們是否可以由技

術轉換的角度來理解中國青銅時代？（Chinese bronzes: Can the Chinese Bronze 

Age be understood in terms of transfers of technologies?）」，在著眼點上大大的超過

以青銅器本身出發的研究視角。四位報告者中的香港中文大學黎婉欣及紐約大學

江雨德（Rod Campbell）兩位教授均緊扣這一主題，分別從山西陶寺、山西石峁

及河南二里頭遺址的相對比較出發，討論青銅器與銅器鑄造技術的出現，對新石

器時代龍山文化晚期社會所帶來的影響，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轉變。會中並提出

了對於「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等稱法的適切性問題。本人的報告則是由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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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技術的發展出發，說明馬車作為世界範圍青銅時代的一項重要特徵，如何可以

為我們理解中國青銅文明帶來重要的視角。大英博物館的王泉玉先生則由冶金考

古的方向，探討科學分析如何可以幫助我們有效的認識青銅器及其時代。其他的

許多主題，也都呈現了人文思考與科技交織的研究成果，對於從更多面向瞭解古

代文物、社會歷史，這些部分均對本人的研究帶來多元的啟發。 

 

2. 會後研究參訪部分 

 

    此次參訪大英博物館及牛津大學艾什莫林（Ashmolean）博物館兩處博物館

的展覽內容均屬考古發掘展示與教育，與本人過去的學術背景及辦展經驗有關。 

    大英博物館「生與死：龐貝與赫庫藍尼姆（Life and death: Pompeii and 

Herculaneum）」的展示藉由龐貝與赫庫藍尼姆兩處遺址的出土文物並搭配大量的

造景，為觀眾營造出親歷古羅馬時代的感覺，最後以火山噴發時人們慌張躲避的

各種姿態，呈現人們面對自然災害後的不同表現，將整個展覽的結尾帶入嚴肅的

思考。 

    艾什莫林（Ashmolean）博物館的近東埃及展示搭配許多考古情境或是復原

展示，有利於觀眾對文物所處社會及考古出土方式的理解，富有參考價值。 

 

 
艾什莫林（Ashmolean）博物館近東展廳內的考古情境的復原展示 

 
遺址與生活情境復原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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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建議 

 

1. 研討會部分 

 

    此次研討會中許多研究者均表現出對東西文化比較與連接的研究取向。探討

世界文明的關連性問題，及其背後所表現的文化交互影響，均是未來研究或規劃

展覽時可著重思考的課題。另一方面，如何將科技與人文研究更有效的接合，也

將是未來研究工作的一項重點。 

 

2. 會後研究參訪部分 

 

中國的考古發現，已非常大的延伸了我們認識華夏文物的眼界。將考古發現

與院藏文物聯繫在一起展示，並搭配富有節奏性及故事性的內容，以便為觀眾帶

來親臨現場的感覺，應是日後規劃展覽時可以參考的方向。 

艾什莫林（Ashmolean）博物館館內設有館史展示，相當引人入勝。此一展

示說明該館如何在十七世紀藉由艾什莫林家族的一個收藏著世界各地物件的「奇

趣箱（Cabinet of curiosities）」而發展出來，也藉之表明其作為綜合展示世界文明

的博物館的宗旨。本院收藏有清楚的來歷及背景，長期以來也是觀眾深感興趣的

主題，日後或許也可規劃以文物陳述之院史展示。 

 

開啟艾什莫林（Ashmolean）博物館收藏的奇趣箱展示 

 
介紹該館館史之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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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會議手冊議程 

 

 

 

 

 

 



 12 

 

 

 
 

 

 



 13 

 

 

 

 

 

 



 14 

 

 

 

 

 

 

 

 



 15 

附件二----簡報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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