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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數年，本所已經與大陸地區的博物館與博物館學教學單位建立 
聯繫，為秉持永續發展與雙方互惠之基礎，本年度提出「四川博物館展 
示與營運交流」考察計畫，針對大陸四川地區的主要博物館，進一步地 
了解在博物館營運各項功能之運作，希望可以將歸納出大陸地區對於博 
物館事業人才迫切需要的專業，未來可以透過合作方式開設相關課程， 
提升大陸地區博物館事業的人才專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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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大陸地區的博物館仍在蓬勃發展中，尤其是在主要的大都會地區，
隨著經濟快速成長，博物館建設也成為政治、經濟與文化成就的重要表

徵。其中重慶市與四川成都地區都有代表性的博物館，本計畫延續本所

長久以來與大陸地區的文博單位與文化資產機構的合作與交流，規劃拜

訪兩座城市中的主要博物館，並安排與各館舍的研究人員與教授對談，

瞭解目前大陸地區博物館欠缺之專業項目，與亟需外部資源挹注之專業

領域，未來希望深入地規劃博物館與文化資產專業培訓課程，促成本所

專業教師前往大陸地區授課。同時，也希望藉由此次機會，與考察文博

機構洽談建立正式的合作關係。  
 

        本計畫主要目的主要如下： 
  
       （一） 考察四川成都市與重慶市主要的博物館，了解大陸地區重點 
                     地區在博物館建設的具體實踐。  
 
       （二）  針對主要博物館的經營、展示、教育與行銷等工作項目進 
                     行交流與深入探討，了解其現況發展。  
 
       （三）  了解大陸四川地區博物館發展如何帶動大陸其他地區的博 
                     物館事業，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與未來的人才培育之需求。  
 
       （四）  建立雙邊學術交流與人才培育互惠之可能性，並與本校博 
                     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現有師資與課程結合，強化雙方 
                     之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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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程表  
     出國時間：自 104 年 8 月 27 日起至 9 月 12 日止，共計 17 天。由於少數館舍在於
事前連繫時，承辦人表示時間上臨時無法配合，因此參訪的館舍與當初出國申請

書上略為不同。以下為本次實際前往參觀與座談的各個機構及行程。  
 
日期 行程 備註 

8/27 臺灣-重慶  

8/28 涪陵白鶴梁水下考古博物館 重慶市 

8/29 重慶市博物館（改為參訪世界文化遺產 大足石刻） 重慶市 

8/30 中國三峽博物館 重慶市 

8/31 重慶科技館 重慶市 

9/01 重慶警察博物館（改為參訪瓷器口古鎮） 重慶市 

9/02 重慶自然博物館（整建中，改為重慶市前往成都市行程） 重慶市 

9/03 四川科技院 成都市 

9/04 四川博物院  拜訪苇荃副院長 成都市 

9/05 都江堰與文化資產 成都市 

9/06 金沙博物館 成都市 

9/07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拜訪李永憲教授 成都市 

9/08 四川大學學術交流（望江校區） 成都市 

9/09 四川大學學術交流（協同參訪建川博物館與劉氏莊園博物館）  成都市 

9/10 四川大學學術交流（江安校區） 成都市 

9/11 四川大學學術交流（江安校區） 成都市 

9/12 成都-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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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容紀要 
 
8/27 臺灣→重慶  
        於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出發到達重慶江北國際機場。 

8/28 涪陵白鶴梁水下考古博物館  
        涪陵所在地為長江沿岸，白鶴梁自古以來有許多文人墨士在江邊留下題字，在江
中石頭刻下字跡，在水流減少時便會浮出水面，成為當地的勝景。在長江大壩興建時，

引起許多重視，如何保留這些珍貴的文化資產，當時其中有一提議是籌建一座水下考

古博物館，讓後代子孫可以見證千年來的文字痕跡。因此，在水利工程、土木工程與

文化資產三個專業的協力下，促成了這座白鶴梁水下考古博物館的完工。 

 

 

 

 
     圖一  位於長江畔的博物館                                  圖二 博物館中可以看到水中保存的石刻 
        觀眾到達博物館，只覺得是一座沿著江邊興建的建築物，進入到博物館中，一樓與二樓主
要是展示廳，展出白鶴梁的歷史與不同時期的名人在白鶴梁留下的字跡墨刻，當觀眾人數到達

一定數量（或定時），館方便安排一位導覽人員，引領觀眾搭乘深達數十公尺的電扶梯，逐漸

往水下移動，一直到江底，看到如同水族館或是潛水艇般的觀景窗，從觀景窗可以看到水下原

始的面貌，一處處重要的石刻盡現眼底，導覽人員一邊介紹不同時刻的重要性，一方面也讓觀

眾可以親眼目睹被埋在江水下的石刻。這座博物館 具挑戰之處，是如何讓觀眾清楚看到混濁

江水下的文化資產，需要不斷地經由過濾器過濾水中雜質，達到一定的能見度，也是整座博物

館價值所在。  
        整座博物館 令人佩服之處是完整保留整處文化資產，並透過水利與土木工程，提供觀眾

可以直接觀看千百年來的石刻，讓這批重要的文化資產不至於因為長江三峽大壩工程而消失，

或是移到其他區域造成去脈絡化或再脈絡化的現象，讓觀眾失去了解文物原始的樣貌，也是吸

引許多人不遠千里而來的主要原因。 美中不足之處，是該館地處偏遠，從重慶市前往需搭乘
動車（高鐵）抵達涪陵戰後再專搭乘公車方可抵達，往返一趟費時四個小時。另外，博物館鄰

近地區高樓林立，對於有著高度期望的我們，不免感到十分困惑，或許未來博物館規劃時，也

需要考量到整個區域的規劃，以免造成觀眾有時空錯置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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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 重慶市博物館  

        抵達重慶市後，得知重慶市博物館已經與中國三峽博物館合而為一，因此另外安排行程前
往大足石刻。 
        大足石刻是目前重慶市直轄市區域中唯一名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指定點，
位於重慶市郊的大足縣，使該區域摩崖造像的石窟藝術的總稱。整區主要以佛教石刻為主，從

唐末（西元 650 年）、歷經晚唐、五代、盛於兩宋，綿延到晚清時期，山壁上的雕刻十分精細，
往往是運用一組一組地掉向來表現不同的佛經故事，經年吸引來自不同國家的遊客前往造訪。

其中以寶頂山石刻 具代表性，因此從重慶市搭車前往。其中 吸引人之處是石刻仍然維持當

時的樣貌，以臥佛、千手觀音為箇中亮點，每每令觀眾駐足停留，細細觀賞，石刻雕像多達四

千多座、造像龕窟兩百多處，俯拾皆有獨到之處，驚嘆大陸在文化資產保存上所的心力。  

   
圖三、四  佛像石刻，典雅秀麗。 
  

   
圖五、六  在山洞中雕刻的佛像，保存完整；千手觀音可以看出修復的新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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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中國三峽博物館  
        重慶三峽博物館又名重慶博物館，與重慶市人民大禮堂相對，前身為 1951 年 3 月
成立的西南博物院，新館於 2005 年 6 月 18 日正式開放，現為國家一級博物館。展廳面
積為 23，225 平方公尺，主要分四個展區：「壯麗三峽」、「遠古巴渝」、「重慶：城市之
路」、「漢代雕塑藝術」、「歷代錢幣」、「歷代書畫」、「荷蘭高羅佩家族捐贈高羅佩私人收

藏文物展」，另有特展區數個。展出重慶地區重要文物、也已造景方式讓觀眾了解到重

慶市豐富的自然與人文資源。  
 
 
 
 
 
 
 
圖七  中國三峽博物館的外觀                            圖八  「重慶：城市之路」常設展  
 
 
 
 
 
 
 
 
 
   
    圖九 中國三峽博物館的大廳動線                                 圖十  博物館的賣店  
 
 
 
 
 
 
 
        圖十ㄧ 重慶市人民大禮堂                                    圖十二 博物館內部的展示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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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重慶科技館  
        重慶科技館為綜合性的多功能大型科學教育館，於 2009 年 9 月 9 日開館，分為Ａ、Ｂ兩
館。外觀的材質為石材與玻璃兩種；石材採用多種顏色的交疊，隱喻堅硬的「山」，而大約 
10000 平方公尺的透明玻璃牆面則隱喻「水」，顯示出重慶「山水之城」的特色。館內展廳有
「生活科技」、「防災科技」、「交通科技」、「國防科技」、「宇航科技」和「基礎科學」六個常設

展，館藏數量有 400 多件。  
        重慶科技館呼應了大陸重要城市在 近二十年來，推動科技教育的雄心，館舍龐大，師法

國外博物館，採用互動與多媒體進行科技展示，讓觀眾從做中學。 另外，在一樓的特展廳進
行海洋精靈展，卻令筆者感到憂心，因為該展涉及到展示倫理議題，是博物館人需再三思量。

該展示的目的是希望透過展示海洋生物標本教育社會大眾，但是重慶科技館的主要觀眾是親子

與家庭觀眾，許多父母親帶著年幼兒童前往參觀，展出的確不只是海洋生物標本，不少展示將

這些生物的內臟、組織與器官展出，部分一半是標本外殼、一半是內部組織，甚至也有將動物

切片後展出，在視覺上或許達到震撼感，但是卻也可能帶給觀眾不舒適的感受。  
 
 
 
 
 
 
 
                
             圖十二  重慶科技館的外觀                                        圖十三 海洋精靈展  
 
 
 
 
 
 
 
                 圖十四  科技館內部的展示廳                       圖十五 互動多媒體的展示手法  
 
 
 
 
 



 7 

9/01 重慶警察博物館 （改為參訪瓷器口古鎮）  
當日前往重慶警察博物館，但是抵達博物館門口時，被告知該館設仍在整修當中，

未對外開放，因此我們決定改為前往參訪瓷器口古鎮。  
 
 
 
 
 
 
 
 
 
 
 圖十六  警察博物館整修中                              圖十七  瓷器口古鎮的入口牌坊  
        瓷器口古鎮，是重慶市的古鎮中唯一坐落於主要市區的一處，交通便捷，可以搭乘捷運到
鄰近的一站後再步行約七分鐘即可到達。古鎮名稱瓷器口主要是因為在二十世紀初期，該地區

開始大量製作瓷器，因而取代舊名龍隱鎮。進入到古鎮，發現整個區域都修復成清末民初的樣

貌，已經分布出來那些是古建築，那些是新稱建的仿古建築。在八月底的時間，應該也是暑假

的末期，因此可以看到滿滿都是參觀的民眾，幾乎可以說是人潮洶湧，而兩旁所有建築物功能

確是令人大之一驚，因為幾乎沒有保留任何原始功能或脈絡，而是全盤商業化。也就是瓷器口

古鎮僅僅有古代建築的外觀與味道，但是實際上卻是當代觀光景點或甚至像是士林夜市的感覺。

一天的參訪後，帶著惆悵的心情離開，因為好像在古代場景中失去了甚麼，有著深深的失落感，

這或許是許多擁有豐富文化資產區域都會面臨的宿命：資本化、經濟化、觀光化。值得文化人

省思。  
 
 
 
 
 
 
 
 
 
  圖十八、十九  瓷器口古鎮的假日人潮相當多，商業氣息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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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 重慶自然博物館（改為從重慶到成都的行程）  
        重慶自然博物館原本預定於 2015 年 4 月開館，但因為工程因素又延遲開館，因
此 無法前往參觀。 後決定前往成都市。從重慶前往成都 簡便的方式是搭乘動車

（高鐵），但是必須事先購票、且採用記名制。 好要提前一小時抵達車站，因為還

需要通過驗票、驗行李等手續， 後在候車大廳等候。從重慶到達成都需要兩個半小

時。  

9/03 四川科技館  
        四川科技館於 2006 年 11 月 2 日開館，由四川省展覽館的主體建築改建而成，位 
於成都市中心天府廣場的北邊。館內設有虛擬世界、數學、青少年科技園、機器人工

作室等 20 個展區，館藏約 600 多件，展品藉由光、電等展示手法，輔以互動與虛擬
方式，將科學與知識以有趣的方式展出。  

 
             圖二十 四川科技館的外觀                             圖二十一 虛擬世界展區  

  
           圖二十二 科技館內部的展示廳                      圖二十三 紀念品專售區  

  
     圖二十四 內部展示廳的展示手法              圖二十五 內部展示廳的展示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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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4 四川博物院 拜訪苇荃副院長  
        前往四川博物院拜訪苇荃副院長，討論文物保護工作發展與未來的學術交流。 
「四川博物院」在成都市浣花溪公園旁，占地廣闊，蒐藏豐富，是大陸西南地區 重

要的博物館建設之一。藏品分為「陶瓷類」、「磚石類」、「金屬類」、「錢幣類」

「書畫類」、「民族民俗類」、「碑帖類」、「近現代史類」等八大類展品，其中館 
藏國家一級文物有 1399 件。 由於四川又稱為天府之國，自古即為巴蜀古國所在地，
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底蘊，四川博物院歷年來透過考古發掘、徵集與捐贈等方式，收

藏了十多萬件珍貴文物，其中以張大千畫作、漢代墓像磚、古書畫等較為著名，展場

中也多以這些 主題作為展示內涵。同時，四川博物院在較推廣方面，近年來著重在服
務不同對 象，加上四川省幅員廣闊，因此也以「流動博物館（或稱為行動博物館）」
形式， 將博物館的文物與資訊集中在一台移動式的卡車上，送到偏鄉地區，服務偏遠
地 區的民眾，成效卓越。在管理與行銷層面，四川博物院大多數大陸的博物館一 樣，
仍在初期開發狀態，雖然有數量與品質皆多的文物，但是在博物館文創商品 的開發上，
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是在展覽的安排上，每年仍會定期地安排重 要展品前來展出，
本次參訪期間，館內特展有「微笑彩俑-漢景帝的地下王國」展 出，另外剛結束的是
與卡地亞珠寶合作的「藝境天工-中西方珍寶藝術」展。 本次透過事先聯繫苇荃副院
長，洽談雙方合作與簽訂合作協議書的可能性外，也 討論未來在館員與教師、學生實
習等交流的實際提議，並希望有機會可以合作辦 理活動。預計在 2016 年的研討會中，
邀請來自四川博物院的專家來台分享研究成 果。  

   
       圖二十六 內部展示廳的展示手法           圖二十七 四川博物院內部的展示廳 

            

   圖二十八 與葦副院長與王征主任合照              圖二十九 博物館的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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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 都江堰與文化資產（因天候因素，改參觀建川博物館聚落與劉氏莊園博物館）  
        原本預定前往成都市郊的江堰，實地參訪重要的水利工程文化資產，但因天候 因
素，改由四川博物院協助安排前往參觀大邑縣安仁鎮的建川博物館聚落與劉氏莊園博

物館。 
劉氏莊園博物館 
        大邑劉氏莊園建於清末，是四川士紳劉文彩與其兄弟陸續修建而成，是中國保 存
較完整、規模較大的私人莊園之一。2009 年 5 月，被公布為國家三級博物館。 房屋
有 350 多間，館藏 2 萬多件，為研究中國封建時期農村建築物的重點項目。  

  
     圖三十 劉氏莊園博物館 門蘭藹瑞              圖三十一 內部展示廳的展示手法 

                                           
           圖三十二 劉氏莊園博物館 入口             圖三十三 內部展示廳的展示手法 
 

       

           圖三十四 內部展示廳的展示手法                  圖三十五 戶外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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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川博物館聚落  
        全名為建川博物館聚落，由企業家樊建川所創建，館藏約 800 萬多件，其中國 家
一級文物有 329 件。聚落中現有 25 個博物館和 2 個主題廣場，分別由磯崎新、 切斯
特.懷東、邢同和、張永和、彭一剛、馬國馨等國際知名建築家、雕塑家擔 任設計規
劃。此館打破傳統博物館的概念，將 20 幾個博物館群聚集合而成，具備 歐美戶外博
物館。並設有其他商業設施，如客棧、酒店、商店等，以及結合周圍 古街環境，形成
具展示教育、休閒觀光的新型態博物館。  

     
      圖三十六 建川博物館聚落 入口處                 圖三十七 日軍侵華罪行館展示廳  

        
         圖三十八 汶川大地震博物館展示廳              圖三十九 國民黨抗日軍隊館  

        
        圖四十 紅色年代生活用品陳列館展廳      圖四十一 中國抗日壯士 戶外展示  

            
               圖四十二 中國老兵 手印碑林              圖四十三 建川旅遊商品供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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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 金沙遺址博物館  
        2001 年 2 月於成都發現金沙遺址，分佈範圍約 5 平方公里，距今約 3200 年 - 
2900 年（商代晚期-西周時期）。館藏約 10000 多件，種類有金屬、銅器、玉器、 石
器、漆木器、象牙、陶瓷等，其中「遺跡館」內的無立柱大空間設計，展現遺 址的完
整性，而建築主要為鋼結構的形式，為考古現場和文物創造良好的環境條 件，也讓參
訪觀眾可以想像考古發掘的現場樣貌。 另外一座建築「陳列館」中，則以展出文物為
主，將古蜀文明的金器、青銅器、 玉器、漆木器等的地下考古發掘物件，展示出數千
年前的歷史文明，也證明與延 續了三星堆文明的成果，與中原文化有相當大的差異。 
常設展「走進金沙」共有 五個主題，分別是遠古家園、王都剪影、天地不絕、千載遺
珍與解讀金沙，讓觀 眾有機會認識當時人們的居住環境與生活文化。其中太陽神鳥金
器 具代表性， 象徵了當時的工藝之美，也成為金沙遺址博物館的館徽。陳列館中也
有特展廳， 定時輪替不同主題的特展，參觀當時的特展為「霸:迷失的古國」，展出
來自山西 博物院與山西考古研究所的珍藏文物。  

      
          圖四十四 金沙遺址現址保存               圖四十五 金沙博物館參觀、導覽  

   
            圖四十六 博物館內部的展示廳                   圖四十七 博物館的賣店  

  
圖四十八 內部展示廳的展示手法   圖四十九 內部展示廳的展示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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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拜訪李永憲教授  
        此行重點行程是前往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拜訪李永憲教授，討論博物館展示課
程需求與文化創意產業行銷課程之可能性。李教授也引薦霍巍院長、王憲華教授、周

靜副教授與董華鋒副教授，共同討論未來交流的各項可行性。 
        四川大學是大陸西南 優秀的大學之一，也是 早成立的大學之一，大學博 物館
的成立自 1914 年美籍戴謙和教授 Daniel Sheets Dye 捐出文物已經也將近百 年歷史。       
        李永憲教授目前任職於歷史文化學院考古學系，因為三年曾經來本校交流， 藉此
參訪機會洽談未來合作與交流的機會。李教授任職的考古學系包含博物館學 專業，也
提供碩士學位，吸引來自大陸各地的本科生前來報考，也是選定前來四 川大學交流的
主要原因。前次 2013 年參訪時，曾談及大陸地區對於博物館學與博 物館實務的相關
課程較為缺乏，由其是在博物館展示、教育、管理與行銷等面 向，因此本次參訪也安
排工作坊，配合耿鳳英所長與曾信傑助理教授之專長，分 享博物館展示、文創、營銷
與觀眾專業，讓四川的學的師生對於這些不同博物館 學的領域，有所交流。  
        當天會面後並參觀四川大學博物館，前身是華西協和大學古物博物館，歷史 悠久，
也可以說是西南地區第一座現代化的展館。配合四川大學考古系發掘與採 集，擁有豐
富的館藏。2004年校方出資在東門興建新館舍，位於錦江旁，鄰近一 旁的望江公園，
環境幽靜。總建築面積 17000 平方公尺，館藏文物超過四萬件， 是大陸地區高等教育
學府中 大的綜合性博物館。其中民族、書畫與石刻藏品， 急遽研究與展示價值。配
合目前考古學系的博物館課程，四川大學博物館也提供 了師生一處實務操作的場域，
定期舉辦特展，吸引民眾前來參觀。  

   
  圖五十 與歷史文化學院霍巍院長合影        圖五十一 四川大學博物館展示廳 
 

  
    圖五十二 四川大學博物館展示廳          圖五十三 耿鳳英所長與周靜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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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8-9/11 四川大學 學術交流  
        本次與四川大學之學術交流，主要是由耿鳳英所長與曾信傑助理教授協助四 川大
學辦理博物館「展陳、營銷與觀眾工作坊」，吸引四川大學考古學系與博物館 學專業
的大學部學生、碩士生與四川地區博物館從業人員前來參加。工作坊舉辦 地點主要在
四川大學城區的望江校區、江安校區與四川博物院三處，其中前兩者 皆是利用四川大
學教學設備、後者則是帶領參與學員前往博物館實地參觀與討 論，並與博物館工作人
員進行交流。  
        耿鳳英所長分別就博物館展示規劃與執行 I、博物館展示規劃與執行 II、博 物館
與學習、從翠玉白菜談博物館文創開發、博物館展示與照明等主題，進行專 題授課，
並讓學員在工作坊中實地動手操作，進行策展，引起廣大迴響。尤其是 展示規劃與執
行開拓許多學員視野、文創開發啟發學員對於文創在博物館中運用 的思維、博物館展
示與照明也令許多學員對於照明的重要有所了解，並且每每提 供學員熱烈討論素材。
另外其中也安排一天到四川博物院實際就展示現場的設 計、規劃與照明現況進行實地
講解與討論，讓學員了解到理論與實務間的落差， 並提出解決之道。  

 
 圖五十四 四川大學交流（望江校區）      圖五十五 四川大學交流 （江安校區）  

  

圖五十六 四川大學交流 （江安校區）        圖五十七 與四川博物院館員進行交流  

        曾信傑助理教授則協助博物館數字化（數位化）、博物館組織與管理、博物館 學
習、博物館營銷（行銷）策略、博物館營銷與營收等主題，透過國內外案例的分 析，
協助學員對認識博物館與數位世界結合、博物館管理的不同面向、博物館組 織規劃的
重要性、博物館中學習的類型與教育活動規劃、博物館結合行銷策略思 考與爭取營收
等，讓學員體認現代博物館應面對瞬息萬變的外在環境做出合適的 反應。但是其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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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文化上的差異，例如在提到博物館與數位化的運用時，列舉的新媒體包括臉書

（facebook）與推特（Twitter）等，對於學員都是陌生的。 

        整體而言，此次交流有益於雙方建立未來學術交流的基礎，甚至可以安排兩校學
生與老師進行更多的合作，例如李教授就提及在暑假期間前往青康藏地區的田野調查，

未來或許也可以提供名額讓南藝大學生參與;同時，耿鳳英所長也提到未來可以合作舉
辦研討會或是邀請雙方參加研討會分享專業;四川大學參與的學生也表示有意願前來台
灣進行交流與學習。 

9/12 成都-臺灣  
從四川成都雙流國際機場返回桃園中正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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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得及建議  
        從此次參訪中，發現到大陸地區博物館在展示與營運層面上仍有很大的發展 
空間，不論是博物館實務或是學術教學上，與臺灣的博物館學發展差異頗大，透 
過與四川大學的交流，更可以明確地感受到大陸地區對於博物館專業人才培訓與 
專業標準提升上，需求殷切，也是未來可以持續推廣的契機。  
        雖然大陸在過去二十年來陸續增建新的與擴建博物館，但是在博物館展示、 
教育、管理及行銷的專業上，臺灣博物館界都還能提供更多元、深入且專業的培 
訓課程。由其是在博物館展示與營運上，不只觀念上還有實務運作上，都需要再 
加強與提升。  
 
        經由本次的參訪與考察，具體地歸納出幾項結論，說明如下： 
      （一） 博物館事業在四川成都市與重慶市仍持續成長，重點仍在文物的保存與          
                   維護工作。但是隨著社會發展與國際持續交流，博物館的類型與展示營 
                   運方式也日益擴張，呈現出越來越多元的面貌。 	 
	 	 	 （二）成都市與重慶市博物館在專業人才培訓方面，尚無完整且專業的課程規 
                  劃，目前主要是以四川大學考古學系的博物館專業提供相關資源，極具 
                  學術交流的潛力。 	 
	 	 	 （三）上述兩地的博物館在展示、管理與教育方面，仍偏向傳統的方式，相關 
                  新知與專業尚在發展中，尤其是對於博物館展示人才需求殷切，對於 博 
                  物館營運與營銷（行銷）的觀念仍在起步階段，建議可以此為主軸，進  
                  一步地建立兩岸博物館學術與人才培訓交流機制。  

        臺灣的博物館界目前在博物館學的發展仍是華人世界中教完整寫先進的現 況，建
議未來可以持續地規劃，透過培訓課程的提出，強化兩岸之間的博物館學 專業交流，
並延攬本所專業師資前往授課，將博物館的蒐藏、維護、展示、教 育、行銷與管理新
觀念帶到大陸地區，一方面有助於提升大陸地區的博物館專 業、另一方面也有助於本
校與大陸地區學校與博物館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