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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赴大陸行程主要目的在於行銷本館大型展覽，與可能借展或購展的大陸

科技場館接洽會商，此外並與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會面，討論青藏高原設

置重力波觀測設施的進展，未來可以發展成為科博館的一項科學展示；除此之外，

並與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會面，討論羊八井觀測站生活和觀測設施改善的規劃；

另外並前往天津自然博物館及天津科學技術館參訪，探討未來合作的可能性。整

體差旅過程順利，達到預期目標，在此感謝教育部同意館所可以活用自籌經費，

進行即時行銷，提升館所的實質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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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訪目的 

    科博館館長室、展示組、生物學組，及人類學組合作策展，於 2016 年推出

年度大展「腦中乾坤」，展期長達 9 個月，以活潑互動的方式，介紹腦科學基礎

知識及尖端進展，深受觀眾歡迎。該展因此受到大陸多所科技館所的重視，有意

願引進作為 2018 年度的大型臨展。敝人本次差旅主要目的，即在拜訪北京的中

國科學技術館，協商巡展或購展的可能。中科館作為大陸百餘家科技館所的龍頭，

若此次能達成合作，將可開拓未來本館行銷各項展覽的多元管道。 

 

    敝人近年受邀參加大型科研計畫，與史丹福大學及中科院高能所合作，在青

藏高原上探勘適合作為宇宙原初重力波觀測的站址，本次前往北京亦將拜會高能

所，討論目前進展。 

 

    本館設有「青藏高原遠距觀測展示」，位於西藏拉薩的羊八井觀測站為主要

展示對象，本次前往北京亦將與中科院國家天文臺會面，討論羊八井觀測和生活

設施改善的規劃。 

 

    北京和天津距離甚近，天津自然博物館歷史悠久，一向在博物館界負有盛名，

天津科學技術館也有歷史，與自然博物館緊密相鄰，本次敝人前往北京，也利用

週末時間，順道前往天津，參訪天津自然博物館與科技館，探討未來在不同面向

上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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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過程 

 

    敝人於 107 年 1 月 10 日啟程赴北京，次日 1 月 11 日先與中科館展教部陳明

暉主任會面，提供「腦中乾坤」相關資料，並探討合作展出的行政可行性和技術

細節。次日 1 月 12 日。敝人前往中國科技館，與中科館殷浩館長、廖紅副館長，

劉靜主任，和展教部陳明暉主任會面，討論「腦中乾坤」特展前來中科館展出的

各方面關鍵事宜，會議過程順利，殷浩館長於會議總結時，拍板定案，確定中科

館將會引進本展覽，合作細節再交由雙方相關組室同仁共同推進。 

 

 
圖一：與中科館陳明暉主任會面，提供「腦中乾坤」特展圖錄作為參考資料。 

 

    敝人亦同時前往臨展大廳場勘，目前該場地正進行「古希臘科技與藝術展」，

為國外引進之大展。臨展大廳面積為 2,000 平方米，地面為淺色反光地磚，並非

科博館特展廳的黑色地面；屋頂挑高 5 米以上，高度足夠，是黑色背景，展場中

各展項之間作了臨時燈軌，本來可以用聚焦光圈突出展品，但中科館以安全因素

為由，將大部分頭頂挑高的水銀燈打亮，經由明亮地磚反光，整個展場十分敞亮，

失去了突出展品主題、製造神秘夢幻氛圍的機會。 

 

    又因場地相當寬敞，整體環境較大，展品之間的距離較遠，但也方便人多時

參觀，不會有擁擠的感覺和安全顧慮。展區設計相當開放，也是安全考量，在展

區中不會有隱蔽角落，參觀民眾的動線和行為都可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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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臨展大廳入口，有 LED 牆面，未來可以利用。 

 

 

圖三：另一面牆壁也可作為主視覺貼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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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展架上設立了臨時燈軌，裝上投射燈，以突出展品。 

 

 

圖五：但展場上方的頂燈幾乎全部打開，地板反光使得展場一片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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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明亮的頂燈讓燈軌上的投射燈失去創造主題的效果。 

 

 

 

圖七：展場有些角落較暗，展品主題在燈光頭設下較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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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展場面積相當大，展品間隔可以很寬。 

 

 

 

圖九：有些展品相當精美，從希臘長途到此展出也是難得的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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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臨時性燈軌需要和展品背牆結合，轉換場地就需重做，會增加成本。 

 

 

圖十一：如何將空曠明亮的場地包裝起來，使其具有藝術畫廊的氛圍將是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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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臨展大廳門口有足夠空間可以設置紀念品銷售點。 

 

 

 

圖十三：中科館去年採購的大型高清 LED 牆面，據悉費用為一千萬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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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日（1/13）敝人前往天津，因行程調整，當日先行參訪自然博物館。抵達

天津自然博物館時該館黃館長親自歡迎，並安排專人進行導覽，黃館長頗負匠心，

將許多愛心傘作為展場空間裝置藝術，也同時產生夏季遮陽功效。該館自身可以

製作和修復動物標本，敝人在導覽人員帶領下，參觀了現場的標本展示，以及後

臺標本修復實驗室，瞭解該館在標本製作呈現上的確有其實力。 

 

    隨後黃館長指派專人，陪同敝人前往北疆博物院，此院為天津自然博物館的

前身，為法國傳教士桑志華神甫創建，在 1920 年代為世界上少有的博物院，有

相當數量的蒐藏，同時也有標本製作和修復的能力。當年來華的外國傳教士，有

些人不以掠奪為目的，而誠心誠意為中國打造研究教育的良好環境，值得我們深

刻致敬。作為科博館的一份子，對自然界的標本蒐藏和展出有強烈親切感，看到

一百年前的博物館學者能如此殫精竭慮，為中國打下自然博物館的基礎，很令人

感動。 

 

    次日（1/14）敝人前往天津科技館，參觀展教活動，對新的資訊臨展留下深

刻印象，尤其是機械手臂寫書法，結合高科技和傳統文化，相當精采。 

 

 

圖十四：參訪天津自然博物館，黃館長親自歡迎，並於大廳標本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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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黃館長充滿創意，用愛心傘打開懸掛，創造了裝置藝術，也能遮陽。 

 

 

圖十六：天津自然博物館有良好的標本製作和修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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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時值雞年將盡，仍然在該館看到雞年的趣味展示。 

 

 

圖十八：前往北疆博物院，參觀這個在上世紀二零年代世界知名的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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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看到當年活字印刷的字模，很親切也十分感動。 

 

 

圖二十：北疆博物院蒐藏豐富，許多標本已經蒐藏將近一百年，仍然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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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解說人員翻閱當年桑志華先生所繪地圖，很令人感動。 

 

 

圖二十二：百年前的法國傳教士桑志華先生，對中國的博物館事業有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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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當年桑志華先生和同事在華北和東北蒐集標本的記錄影像。 

 

圖二十四：1/13 下午於天津自然博物館做科普演講，之後與工作人員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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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1/14 敝人參觀天津科技館，特別關注親子家庭的動手做活動。 

 

 

圖二十六：天津科技館的臨展有機械手臂寫書法，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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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敝人於次日（1/15）前往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和該所原初重力波計

畫主持人張新民教授會面，並同時與西藏大學和國家天文臺西部選址組同仁見面，

討論 2017-2018 兩年間工作項目、已有成果，和預定進度。會議內容充實，各方

報告目前成果，也誠懇檢討去年工作各項需要加強之處，同時對今年工作項目及

時間進度達成共識。 

 

 

圖二十七：於中科院高能所會議室，左一為重力波計畫主持人張新民教授。 

 

    本次會議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西部選址組姚永強博士也出席，剛好和他討

論西藏觀測和生活設施改善的規劃，討論順利完成，也期待今年可以將西藏的科

研和教育推廣環境顯著提升，為科博館的青藏高原展示再創新猷。 

 

三、參訪心得與建議 

    本次赴大陸行程主要目的在於行銷本館大型展覽，與可能借展或購展的中國

科技館接洽會商，此外並與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會面，討論青藏高原設置

重力波觀測設施的進展，未來可以發展成為科博館的一項科學展示；除此之外，

並與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會面，討論羊八井觀測站生活設施改善的規劃；另外

並前往天津自然博物館及科技館參訪，探討未來合作的可能性。整體差旅過程順

利，達到預期目標，在此感謝教育部同意館所可以活用自籌經費，進行館際交流，

同時進行即時行銷，真正做到「跨域加值」，拓寬館所同仁的視野，也增加多元

推廣展示科教內涵的可能，實質上提升館所的自身價值和可用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