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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因應建館營運、社會教育、學術研究需要，有關「恐龍」主題的展

覽，除在本館生命科學廳常設展出之外，亦曾多次於各大特展廳推出精采的臨時特展。唯，

與「恐龍」息息相關的「恐龍蛋」主題，開館至今，尚未針對該主題有過展出，且台灣博物

館界也不曾就此主題有過自行設計與較為深入的探討性展出經歷，本館勢當應對擁有豐富實

體標本，同時深切期待館藏化石得有公諸於世機會的友館－浙江自然博物館，開疆拓土共同

合作辦理此具吸引、新奇、教育等兼備議題性的主題 —恐龍蛋，進行擘劃展出以饗大眾之需。 

本次前往浙江自然博物館重點在前期展示準備工作，包含初步設計溝通與配合展出物件

的檢視、量測，並實地前往浙江縉云縣的恐龍蛋遺址現場進行拍照記錄、收集有關資料等以

作為後續策展的設計規劃與重要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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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本次辦理大陸浙江自然博物館之行的目的為： 

1、針對「恐龍蛋」主題，進行台灣博物館界不曾有過展出經歷，以及本館開館至今也

尚未有過自行設計與深入探討的專題性內容，與浙館共同合作辦理此首發特展之擘

劃與籌展相關事宜。 

2、執行「恐龍蛋」主題特展之兩岸博物館籌展人員的先期策展協商，包括展示項目大

綱、初步設計架構溝通、展品物件檢視與量測、有關影像資料收集與拍照記錄等。 

 

貳、過程 

    本次前往浙江自然博物館進行恐龍蛋主題特展的初步設計討論與展品量測任務，核定行

程計為 9 日，依照洽接日程於 2013 年 11 月 19 日至 11 月 27 日順利完成。期間，惠蒙浙館籌

展人員的配合，同意利用例假日 2 日的時間，陪同前往浙江省縉云縣一處偏遠的開挖新生地，

進行現場恐龍蛋遺址的勘查與影像記錄，印象深刻、收穫豐盛，攝得的珍貴畫面擬將規劃於

此特展中展現。赴浙籌展行程中，除此行程是離開杭州至外縣勘景的行動之外，其餘作業皆

係於浙江自然博物館的會議室、籌展主策人辦公室、地學庫房，以及該館的恐龍展示廳中進

行討論、量測、拍照等活動。由於工作時程有限，待展展品繁多，午時用餐時間都在主策人

辦公桌上，大家以便當會餐方式，一邊會談一邊`  享用＇。  雖然如此緊湊行事，雙方均意會

到選定展品之後，再一一仔細量測每樣標本尺寸的花費時間，顯然仍不足以在我等停留浙館

期間共同完成，於是乎，協商折衷對策為：依據兩館共識的展項大綱架構，一一檢視認可的

展出標本、登錄標本編號並進行拍照記錄，至於尺寸特殊且會影響本館執行空間設計時的有

關展品，則仍然必須依照原定計畫進行現場丈量與記錄過程，俾便本館獲得確切數據得以先

行著手接續展場空間布局的參酌之用，其它展品的詳細尺寸，則由浙館辦理運輸報關時必須

受檢的物件清冊中，應予一併詳列與提供辦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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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本次行程重點過程列示如下： 

第一天 
2013 年 11 月 19 日(星期二) 

 

台中 →中正機場 →杭州蕭山機場 →浙江自然博物館 

第二天 
2013 年 11 月 20 日(星期三) 

1. 浙館嚴館長主持歡迎會議 
2. 金副館長辦公室討論恐龍蛋特展展出形式 

3. 瞭解浙館進行蛋殼檢視與分類依據的電子儀器設施 

第三天 
2013 年 11 月 21 日(星期四) 

1. 金副館長辦公室進行恐龍蛋特展文字內容轉化溝通 

2. 浙館地下室地學庫房典藏的展品化石檢視與討論 
3. 浙館恐龍展示廳物件的展出評估 

第四天 
2013 年 11 月 22 日(星期五) 

1. 金副館長辦公室討論與修訂恐龍蛋特展展項大綱 

2. 浙館骨架收藏室檢視與量測成龍架設尺寸 

2013 年 11 月 23~24 日     
(星期六、日) 

 

前往縉云縣恐龍蛋遺址收集特展資料 

第七天 
2013 年 11 月 25 日(星期一) 

1. 檢視骨架收藏室成龍與量測架設尺寸 

2. 檢視地學庫房的實體鋁合金箱櫃與恐龍蛋原礦化石 

第八天 
2013 年 11 月 26 日(星期二) 

1. 金副館長辦公室會談後續執行要項 

2. 收拾特展資料準備返台 

第九天 
2013 年 11 月 27 日(星期三) 

搭乘中國國際航空班機 CA149 
飛抵桃園國際中正機場後搭統聯客運返抵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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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內容說明 

   11 月 19 日 (星期二) 

早上從台中搭乘 7：05 統聯客運前往桃園國際中正機場與同行者會合後，隨即一起

辦理寄掛行李與出境等手續。由於此行任務重點是在恐龍蛋特展的初步設計討論與

展品量測，行囊中必備的攝影器材包括三腳架、備用電池、充電器、電連線、量尺、

比例尺等等，以及討論稿件與相關資料、待贈友館的公務禮儀_本館出版品，連同天

寒衣物用品也較多些，造成不意地行李超重狀況，臨時趕緊重整攜帶物件，除了抽

出行李中不得放置的「電池」備品之外，我等彼此也發揮同事共患難之情，沉重的

出版品重新分配與分擔，解決出訪之行首發小礙，順利如時搭上中國國際航空班機

CA150 的出發航班。(附錄圖一) 

 

   11 月 20 日 (星期三) 

      為利於每日往返浙江自然博物館公洽之便，感謝浙館協助預訂步行 10 分鐘之內即 

      可及的附近下榻處_天籟假日酒店。上午 9：00 我等準時到達浙館，拜會嚴館長之

後，隨即於該館會議室與各部門主管見面會談此行工作內容。(附錄圖二) 

      此會結束，即由浙館金副館長引導至其辦公室兼工作室，與負責本展案對話窗口之

一的金副館長助理，也是地球科學部古生物專業的謝員，一起開始進行恐龍蛋特展

案的展出形式初步討論。(附錄圖三) 

      午時便當餐會後，接續上午議題之外，也著手本館來浙之前擬妥的展示項目大綱討

論，會中提及檢視與判定蛋殼分類的重要工具_電子顯微鏡等設施時，本館順勢取出

預先準備的實體鴕鳥蛋殼及雞蛋殼，徵詢可否得有機會與時間直接拍得顯微鏡底下

觀察到的薄片切片動態畫面？經金副館長的專業說明之後，始知浙館的薄片切片製

作必須外送專業設備單位處理，並須申請排定切片時間，無法立即可得製程結果，

於是，只好將所備蛋殼材料留存浙館，並隨金副館長等人的引導來到該館電子儀器

設備室，瞭解浙館進行檢視與判斷蛋殼細部結構的電子設施與軟體運作狀況。 

      (附錄圖四~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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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1 日 (星期四) 

上午 9：00 準時到達浙館，並由謝員接引直至金副館長辦公室，接續本館事先撰妥

的部分展版文字轉化稿、展示項目大綱、展示物件(化石)清單格式等資料進行討論。

(附錄圖七) 

午時便當餐會後，即會同地球科學部副主任的啟鑰，進入地下室典藏庫房進行選件、

量測、記錄與拍攝工作。(附錄圖八~十四 ) 

 

   11 月 22 日 (星期五) 

上午依約先至金副館長辦公室集會磋商今日工作內容後，即就展項大綱條目進行再

次檢視與修訂。接續即前往地學庫房的成龍骨架收藏室進行現場量測。 

(附錄圖十五~十六) 

對於展項中提及恐龍蛋化石清修的內容，雙方溝通先由浙館補充其館內清修作業時

的全程錄製內容，並於完成記錄影像後交由本館接續製成節目需要的展示短片。而  

        此展項的規畫陳現，我等也再提出關於拍錄清修化石，以及展出清修化石所需空間 

        的相對尺寸設計等疑慮，得到浙館立即回應，直接前往地學庫房的清修室瞭解。 

        (附錄圖十七~十八)  

 

   11 月 23~24 日 (星期六、日) 

       為充分運用此行時間，惠蒙浙館安排以及例假日館員的特別陪同，帶領我們南赴約

260 餘公里之外的縉云縣，進行現場恐龍蛋遺址的勘景與拍攝活動。早上 8：30 之 

前完成退宿，與浙館陪同人員會合後出發﹏ 。在將抵遺址現場前，先經過了一小段

顛坡山路，不久，就見到一大片泥岩層的土石小丘，發現當地錯落著幾部挖土機與行

進期間的運土大卡車，車上土堆的砌放形式不像是廢棄物的處置樣態，推測這些挖得

的土層應該不僅只是為了開闢新生居地而搬離現場，可能也另有用途。果不其然，經

陪同人員說明之後，得知這些挖得的土層是屬於上好的製磚造房材料，很受當地居民

的樂於採用。恐龍蛋的發現，就是在不知經過多少時日(或歲月)的挖掘過程之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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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磚工人無意之間發現土層中的奇異具形物，幾番琢磨與猜測，送請博物館專業鑑

識，才知道原來土層中這些異樣的“石頭＂竟是屬於地質年代的白堊世晚期_恐龍蛋

珍寶﹏。 (附錄圖十九 ~ 二十四)  

 

   11 月 25 日 (星期一) 

       上午依約會合與相談之後，即到存放另 2 具擬訂展出「恐龍蛋與恐龍」單元的骨架收  

       藏室，進行量測與拍照。 並檢視浙館將用於搬運與運輸化石需要的箱櫃設備，發現 

       浙館已改變再用或減少使用往昔傳統慣用的木作材質，轉而改以更為輕巧與安全牢靠 

       許多的訂製式鋁合金箱櫃來處理運輸裝箱需要。(附錄圖二十五 ~ 二十七) 

       回到地學庫房，與掌鑰庫房的負責主管一起清點與歸類所有擬訂展出的恐龍蛋相關選  

       件，同時也將此次收集自縉云縣的恐龍蛋原礦，一併排列在待展的精品行列之中！ 

       (附錄圖二十八 ~ 二十九) 

 

   11 月 26 日 (星期二) 

        面對面一起共同進行策展作業的行程將屆，把握有限時間，上午快速統整了此次展  

        品選件記錄、標本編號、後續各自必須執行的任務，例如：浙館提供田野挖掘過程、  

        清修化石原礦過程、顯微觀察蛋殼分類研究過程等動靜態記錄畫面╴本館則負責將 

        其分別後製成為展場得以播映的各節目短片；本館參酌浙館提供的專業內容資料，  

        重新撰稿與轉化為面板使用的展示語言；本館依據此行溝通的展示項目、展品物件 

        等內容，負責執行展場空間與平面文宣等設計的先期作業等等。 

 

   11 月 27 日 (星期三) 

        出發至蕭山機場搭乘中國國際航空班機 CA149 返台，抵台後於桃園國際機場轉搭統  

        聯客運返回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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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1. 本次辦理「恐龍蛋特展」的初步設計討論與展品量測行程，是緣係於民國 101 年 5 月 

       辦理鳴蟲特展嘉興博物館開展之行中，進行的最初策展洽談，經雙方針對教育重點、 

       展示賣點的評估，共識值得兩館合作展出，達成了擬於 2014 年首先在本館共同舉辦 

       「恐龍蛋特展(暫定)」的合作意向。期間，在雙方電子郵件的不間斷聯繫，確立了彼 

       此對話窗口與溝通模式，按部就班地順利執行本「恐龍蛋特展」的策展計畫，且至今 

       已如期邁入更進一步的面對面設計討論與展品檢視、選件、量測等程序的共事階段。 

    2. 行前釐定計畫並報部核允的工作日程天數，在抵達浙館開始會談與實際執行作業時，  

       始發覺時間有過於緊湊與不足的現象，以至於原訂得以逐項展件皆經我等尺寸確認的 

       步驟，眼看現場作業的藏品出櫃、核對、小心搬運、勘察到確認適於展出的尺寸登錄 

       過程，明顯的可預知，行前粗估的百餘件展品，以來此的 7 日(前後交通日不計)行程 

       盤算，既使日夜不休不眠之下，也絕對無法達到期待目標﹏。於是乎，雙方溝通與協 

       調下，得到共識為：依據雙方認可的展項大綱架構，一一檢視展出標本、登錄標本編 

       號並拍照記錄，至於尺寸特殊且會影響本館執行空間設計的疑慮展品，則仍須依照原 

       定計畫需要確實執行現場丈量與記錄過程。其他未能量測到的展件，則由浙館持續進 

       行量測，本館若有展件空間設計的急迫性困擾，即以網連方式先行處理與解決。 

     3. 同為博物館業界機構，對於庫房典藏管理與經營理念，確有不同層次的認知角度與 

       處置落差，這也是我們行前規畫工作時程時始料未及的“疏忽＂，以至於期待的成果 

       無法完全如願得償。唯能稱幸的是，雙方情緒智力的成熟，各自都能從工作中獲得學 

       習與警惕，安然之中理出最適的平衡對策，此行終得完滿順利，館際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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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錄 

 

 

 

 

 

 

圖一：11 月 19 日如時搭乘國航 CA150 班機赴浙。  

 

 

 

 

 

 

圖二：浙館嚴館長主持歡迎會議。 

 

  圖三：金副館長辦公室討論恐龍蛋特展展出形式。  

 

 

 

 

 

圖四：現生雞蛋(左)與現生鴕鳥蛋(右) 

   左上圖示是取自鴕鳥蛋殼並留存浙館 

   擬製成顯微切片以供展示圖用的殼片。 

 

 

 

 

                       圖五：(左) 配備 1200   

                           萬畫素高解析度數位   

                           攝影機，用於檢視與 

                         判讀蛋殼細部結構的 

     研究性用途偏光顯微鏡。(中右)擬於展示現場 

     提供觀眾觀察與體驗的一般性用途電子顯微鏡。

      

                                                 

 

 

 

 

 

 

圖六：新式輕便型 SEM 掃描電子顯微鏡。 

 



 8

       

 

                                                 

    

 

 

 

 

   圖七：對於提問疑義之處，金副館長進行 

          仔細詳盡的解釋說明。 

圖八：依照雙方共識後的展示項目架構 

     於典藏庫房裡一一檢視選件、確認 

     與記錄作業。 

 

 

 

 

 

 

   圖九：擬訂為展示序曲的重點精品。 

 

 

 

 

 

圖十：「石頭」？ 「化石」？ 

 

 

 

 

 

 

 

    圖十一： 「這怎會是冒牌貨？」選件。 

         

     真偽之別的解密大戲之一。 

 

 

 

 

 

 

圖十二：識別與發掘關鍵在哪_的選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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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三：這是誰家的蛋殼？ 

            擬讓觀眾親身來鑑識！ 

 

 

 

 

 

 

圖十四：擬定待展的精選展品。 

 

 

 

 

 

 

 

 

   圖十五~十六：量測庫房收藏室的「恐龍與恐龍蛋」

                 項目中擬定待展的成龍骨架尺寸。

  

 

 

 

 

 

 

 

 

 

 

 

 

 

 

 

 

 

 

     圖十七：準備開始進行清修的化石原礦。 

 

 

 

 

圖十八：已接近完成清修階段的 

         恐龍蛋窩量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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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九：發現恐龍蛋化石的岩層 

         與當地年青的製磚發現者。  

 

 

 

 

 

 

 

     圖二十：數台運土大卡車在現場執行既定任務。

         

     

 

 

 

 

 

 

    圖二十一：於縉云縣發現白堊世晚期 

                _圓形恐龍蛋的現今環境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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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二：細心翻找開挖的碎石中， 

                 可能就有大發現？ 

                 

 

 

 

 

 

 

 

圖二十三：現場出土的恐龍蛋 

           化石原礦。 

 

 

 

 

 

 

      

 

圖二十四：縉云博物館收藏的 

           恐龍蛋化石原礦。 

 

 

 

  

 

 

 

 

      圖二十五~二十六：量測與記錄庫房收藏室 

              另 2 具待展的有關「恐龍蛋與恐龍」 

              單元的成龍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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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檢視浙館準備用於運輸 

           展件的鋁合金箱櫃。 

 

 

 

 

 

 

 

 

 

 

        圖二十八：清點與分類歸列 

                    待展的恐龍蛋選件。 

 

圖二十九：於縉云縣出土的恐龍蛋 

           化石原礦選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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