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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日本九州國立博物館參訪及搜集展覽資料報告書 

                                               頁數：18   含附件：否 

出國計劃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 

國立故宮博物院/王姿雯/28812021ext2901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童文娥/國立故宮博物院/助理研究員/28812021ext2503 

出國類別：考察 

出國期間：104年 11 月 24日~104年 11月 28 日                  

出國地區：日本 

報告日期：104年 12 月 3日 

分類號/目：  

關鍵詞：九州國立博物館  福岡美術館 福岡遺址（鴻臚館遺址）  福岡アジア

美術館 熊本城遺址 王羲之 中國書畫 文化交流展    

 

摘要：  

    九州國立博物館是繼東京、奈良、京都之後日本第四座國立博物館，此館「以

亞州史的觀點把握日本文化的形成」為理念，更以「比學校更有趣，比教科書更

易懂」為目標，相當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鏡，而今年是日本九州國立博物館開館10

周年，九博為了擴大慶祝這個重要的紀念，滙集了日本各地如東京、奈良、京都

博物館及韓國及中國等地首屈一指的名品，以「日本──美の國」為展覽名稱，

在2015年10月18日到11月29日特闢三樓特展室展出約60件以上的國寶及重要文

化財，四樓更有文化交流展，特別展出在太宰府發現的遺址文物「新羅王子がみ

た太宰府」，其中有一些遣唐使所帶回日本的作品，多元的視角，令人耳目一新。

至於福岡アジア美術館正展出木版畫的世界，福岡美術館則藏有江戶時代仙厓義

梵所畫的禪畫〈指月布袋圖〉及〈圓相圖〉等。此次公務出訪，在短短的五天內，

除搜集展覽資料，並借鏡他國之展出效果，參訪九州福岡各大博物館，以期能充

實本處書畫展出的內容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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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九州博物館位於福岡太宰府，是日本繼東京立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及

奈良博物館之後，第四座個國立博物館，從 2005 年開館後人數已突破 700 萬人，

是日本人氣最高的博物館，2014 年曾與東京國立博物館向本院借展，聯合展出

「神品至寶」展。2015 年，九州博物館為了記念開館 10 周年，特地舉行一項史

無前列的盛大聯展，名為「日本 美の國」，集合了日本各大博物館如東京國立

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奈良法隆寺、東大寺正倉院等，另亦從中國揚州及韓

國借展，展出約 60 件以上的國寶及重要文化財，此次展覽最特別的便是正倉院

寶物〈螺鈿紫檀五絃琵琶〉、九州國立博物館重要文化財〈王羲之妹至帖〉、東京

國立博物館〈王羲之大報帖〉，其他尚有京都神護寺平安時代的〈釋如來像〉、奈

良國立博物館最澄空海親筆之〈久隔帖〉，展品數量豐富，內容更是精彩，其精

緻的美術工藝品及高品質的書畫文物見證了 8 世紀東西(中國與日本)交流的各種

面相，此行除收集展品的各項資料，並且參訪各福岡美術館及福岡亞州美術館，

考察其展出陳列方式，以作為本處陳列及展場設計參考。這些展出形式或是書畫

資料，對於本院書畫處而完整的陳列，皆富參考價值。 

除至福岡各大博物館參訪後，亦前往九州各大遺跡考察。其中福岡在七世

紀後已分筑前國與筑後國，一般稱為「筑州」。其後在德川幕府時代，其領主黑

田長政在慶長 5 年（1600 年）關原之戰之後，因為戰功而受德川家康封給筑前

國領地，福岡遺址便是黑田長政在 1601 年起花了 7 年的時間建城，在平山城內，

有大、中、小天守閣和約 50 座城樓。目前保存下來的有列為重要文化財的多聞

櫓，其他尚有鴻臚館、潮見櫓、大手門、下之橋御門、祈念櫓等，其中大天守閣

成了展望台。在護城河內有福岡縣指定天然記念物--野生莎草，福岡城現已被日

本指定為國家史跡，別名「舞鶴城」。太宰府建於七世紀的奈良平安時代，一直

是九州地區重要的政治、經濟命脈，亦是日本接觸外國如中國、朝鮮時重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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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太宰府政廳遺址位日本人更遵為「都府樓跡」。 

熊本城是出田秀信在 15 世紀建造，列為國家特別史跡，為日本三大名城之

一，這些遺跡見證日本的歷史，遺跡的考察是了解借由遣唐使如何與中國交流，

亦是文化與文物尋踪之旅。 

 

 

九州國立博物館相關位置 

 

 

福岡、太宰府及熊本城遺跡相關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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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一.行程 

 

日  期 地    點 工作項目 備  註 

11/24(二) 台北→福岡 去程  

11/25（三) 福岡-太宰府

(九州國立博

物館) 

 

赴太宰府九州國立博物館參訪。  

11/26（四) 福岡 

 

赴福岡美術館及福岡亞州博物館參訪。 

 

 

11/27（五) 熊本 

 

赴熊本城遺址參訪  

11/28（六) 福岡(福岡機

場→台北 

 

返程  

 

 
1.日本九州國立博物館開館 10 周年特別展 

九州國立博物館是繼東京國立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及奈良國立博物館

後，日本第四座國立博物館，在設計上考慮了節約能源等項目，盡最大的能力保

護自然環境，如屋頂的大陽能發電設備，屋頂噴水設備是雨水循環利用，更新的

技術是利用接地管道的方式，吸收外部空氣，將外面的空氣吸到地下的水泥管

中，再送到博物館的空調機上，保持舒適的內部環境，更保護地理，值得故宮在

大故宮計畫中借鏡。 

九州國立博物館為了迎接開館 10 年的里程碑，舉行以「日本 美の國」為

名的特展，它滙集了日本首屈一指的博物館，如東京國立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

館、奈良國立博物館及奈良法隆寺、東大寺正倉院的國寶及重要文化財，有百本

最古的四天王像，南海像徵──琉球國王尚家的王冠，釋如來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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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國立博物館「日本 美の國」展品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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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展覽共分為三大部分： 

第一部 原始日本列島の造形美鎌倉時代：其中展出東京國立博物藏，日本

最古老的舞蹈人偶 

 

 

第二部 美の画期：展出法隆寺藏飛鳥時代（7 世紀）多聞天立像，此像安

置在世界最古的木造建築──法隆寺中，很少借出，寧靜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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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角微微上揚，為典型的唐代風格。 

 

 

另一件是 12 世紀平安時期的〈釋迦如來像〉是來自京都神護寺，日本訂為國寶

文物，莊嚴、寧靜的面容，是平安佛畫最高傑，亦可知平安時代貴族的藝術品味。 

 

 

 

最澄〈久隔帖〉來自奈良国立博物館平安時代的國寶，最澄是空海和尚的弟子，

此件作於弘仁 4 年（813），是現存最澄之親筆書狀。 

〈王羲之大報帖〉及〈妹至帖〉亦是此次最引人注目的作品。 

傳王羲之大報帖 傳王羲之妹至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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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報帖〉與 1973 公開的〈妹至帖〉，在日本皆造成大轟動，經由東京國立博物

館富田淳先生研究鑒定，是雙鉤填墨作品，為唐代對王羲之作品的摹本，且極有

可能是由遣唐使帶回日本。 

 

第三部琉球之美：展出從那霸市借來的王冠，有 288 個寶玉，精巧的金簪，是琉

球王國美的象徵，加上此次在四樓特展室展出的「新羅王子かみた太宰府」，正

是討論遣唐使所帶回來的文物，增添展覽的關連與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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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錄 

四樓特展陳列室 

 

 

九州國立博物館參訪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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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福岡地區博物館 

福岡市美術館：雖以現代美術為主，但所藏之古美術，亦有珍貴可觀者，如傳為

狩野元信（1476～1559）的〈豐干寒山拾得〉禪畫風格作品，另外，尚有染織及

許多古美術之工藝作品。 

此次正舉行前衛美術集團「九州派」，雖是前衛作品展，但可看出以福岡為中心

年輕畫家生活與地方的結合，而且是前衛畫派中大放異彩者，如桜井孝身等。 

其常設展覽出京都四條派出身的如富岡鐵齋等人，與台灣前輩畫家如林玉山等人

的膠彩畫，有異曲同工之妙，富田溪仙的御之櫻，是其花鳥畫新時代作品重要之

作。 

 
 

福岡美術館 

   

 

  
 

 

豊干・寒山拾得図 

 

伝・狩野元信（1476～1559） 

室町時代 

縦 56.0cm 横 110.5cm 
 

  

  

 

桜井孝身《現代のシンメトリー》195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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冨田溪仙 御の桜 1933 年 

 

福岡アジア美術館： 

位於中洲川端，是一座現代建築，創立於 1999 年，是以收集亞洲近現代與當代

藝術作品的美術館。展出現代藝術家各種質材之作品。如此次有世界木版畫展，

其中還有來自台灣的木版畫家翁倩玉的作品。 

 

 

 

福岡アジア美術館 

 

3.福岡、熊本遺跡探訪 

在遺跡探訪中，最驚訝於日本人對古文物及遺址的遵重，如福岡遺跡保存相當完

善，而且已著手整理鴻臚館，並在遺址的旁邊，按照原蹟而重建，善盡保文物之

javascript:window-close();


 14 

責。而熊本城，城主的起居室更保存了一些壁畫與屏風，其故事為王昭君出塞，

屏風為浙派畫風，幾與中國繪畫相關，是此行最驚奇的發現。 

 

 

 

 

 

 

 
福岡遺跡 

 

 

 

 
太宰府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3/36/Tofuro%EF%BD%88_dazaifu.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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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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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 
 

此次赴日本九州福岡、太宰府及熊本等地，參訪了三個博物館，三個遺跡，

在短短五天，行程緊湊，卻獲益匪淺。尤其參觀九州國立博物館這個新式博物館，

其豐富的展品，近距離的觀賞角度，再加上其出版品，與展覽資料及陳列方式，

皆為本處搜羅許多值得借鏡的資料。 

 

作品的陳列方式： 

由於九博此次的展覽國寶及重要

文物即有 60 多件，尤其國寶件品

的陳列，皆有獨立櫃，器物作品可

以 360 度參觀，更能吸引觀眾，而

書畫掛在形式上以掛軸、冊頁亦有

獨立櫃單獨陳列，且在重要的解說

部分，如王羲之大報帖的雙勾線描

部分特別以圖作詳細解說，幾乎可

以說是簡明易懂。其次在燈光方面

相當均勻，感覺十分舒適。此次尚

有機會參觀其庫房，寬敞的空間，

高挑的樓層，及先進的開關，皆值

得我們學習。 

 

 

 

 

庫房外有視窗監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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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作固定方式 

掛軸方面，與本院固定方式不同，

上下皆有一固定的尺軸，依畫的長

度而上下調整，但在軸頭部分卻無

台座可承受畫的壓力，好處是可以

平整畫面，但卻可能因軸頭的力

量，使畫面斷裂。 
 

 

館外展覽意象牆 

日本的意象牆，以雅致為主，簡單

大方，且把主要展件幾在每個地方

皆運用，不僅宣傳其作品，更吸引

目光。 
 

 

館外宣傳看板 

館外的宣傳看板，幾乎處處可見，

如西鐵車廂廣告，西鐵車票，皆是

宣傳重點，提高重點件的重要性及

價值。 車廂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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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內教育 

蒔絵 まきえ の技：在館內有蒔繪

道具的展示，及技法分段介紹，簡

單明瞭讓觀眾體認蒔繪技藝。另有

古代銅器模型，不僅能觸摸，亦淺

顯易懂體驗古代技藝。 

 

 

 

 

 

其次，在參訪各個博物館時，也深入觀察日本博物館的展示方式與陳列情

況，可做為本院在掛畫、展示時的參考。 

日本對於書畫的保存不遺餘力，在展室的燈光控制上，雖然光線昏黃，卻相

當勻稱，對於展示作品，在觀賞或保護上，做得相當用心，值得借鏡。在展覽動

線上，簡單明瞭，指示清楚，在本院現階段的規畫上，多所限制的同時，日本展

示空間的規畫及動線確實值得效仿。其館內的教育道具的展示，技法的介紹，不

僅能觸摸，更能淺顯將古代技藝展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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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建議事項 

 

此次赴日本九州收集展覽資料，主要的目的便在中國書畫資料的蒐羅，尤其

九州地區的九州國立博物館此次的 10 周年紀念特展，做為本院在借展及收藏家

展覽的參考，如何將各大博物館的國寶及重要文化財集合，將日本從繩文時代到

現代作結合，更從大日本的觀念，即琉球美的象徵，與日本審美觀念結合，他們

並不局限在九州國立博物院本身收藏文物的研究，反而積極洽談商借日本各大博

物館的作品，共襄盛舉完成此項大規模的特展，展現各個博物館最精華的作品，

建立永續合作的模式，值得推廣。 

建議本院在展覽時能多方與國內外博物館作區域整合研究，並與收藏家建立

良好的關係，並積極改善本院收藏的環境，規畫完整展覽計畫及研究方向，讓本

院展覽的廣度與深度皆能與時並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