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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隸屬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之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以下簡稱 ICOM）的「城市博物館委員會」(CAMOC-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Collections and Activities of Museums of Cities,以下簡稱 CAMOC）是以城市中的

博物館與民眾互動暨因應當代社會潮流所發展為主題之委員會，並關注於城市以及人們的歷

史、現在與未來的緊密互動。此委員會提供城市博物館工作者與博物館學者及對城市文化生

活有興趣知各領域專家等共同討論交流知識與想法的跨國界專業平台1。同時，CAMOC年會於

過去三連來以 Migration: Cities | (im)migration and arrival cities（移民：城市＿移

民與落腳城市)為主題進行會前工作坊（Pre-Conference Workshop）。此案是 ICOM下的特別

計畫，由 CAMOC, ICOM-ICR (區域博物館委員會) and CAM (Commonwealth Association of 

Museums,聯邦博物館協會，ICOM 合作組織)共同執行之三年專案。筆者本次以國立臺灣博物

館「新住民服務大使暨文化平權專案」，搭配影片與專案執行成效並以“Creating 

Intercultural Dialogues between the City and Immigrants- Immigrant Docent Projects 

in National Taiwan Museum”「創造多元文化對話的空間－國立臺灣博物館新住民服務大使

計畫」為主題，於本次會前工作坊進行 20分鐘的發表。 

關鍵字：ICOM、CAMOC、移民與城市博物館、新住民、臺博館 

目錄 

標題  頁數 

                                                      
1 ICOM-CAMOC網頁 http://network.icom.museum/cam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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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與目的 

  筆者很榮幸受 ICOM-CAMOC 委員會主席 Ms. Joana Sousa Monterio 邀請參與 2018法蘭克

福年會以及會前工作坊(附件 1-邀請函)。2018法蘭克福年會將是繼 CAMOC 2011年柏林大會

後，第二度在德國舉辦年會。本次年會主題為：「城市博物館的未來」(The Future of Museums 

of Cities)，目標是要分享全球城市博物館的知識並分享與討論城市博物館的狀況，包含城

市博物館現在和未來的展演與民眾互動模式及其定義(附件 2-CAMOC自 2005 年歷年年會主題

與辦理地點)。 

   會前工作坊「移民：城市＿移民與落腳城市」（Migration: Cities | (im)migration and 

arrival cities）專案於 2016 年開始執行，目標於創建一個網路平台讓城市博物館、移民博

物館以及其他博物館和博物館專業可以分享資訊及有意義的方式，此平台將成為討論當代都

市生活在博物館中的保存和再現的資源和樞紐，提供移民和博物館不同的見解、研究工具和

經驗。同時作為智庫和社群聯絡與聚集之中心，促進專業人士之間交流和指導的機會。今年

2018 是最後一年的辦理，會議日期為 2018 年 6月 2日並於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Historical 

Museum Frankfurt2)舉辦。筆者很榮幸本次有機會受該委員會主席邀請並於文化部經費支持

下，前往參與工作坊並進行專案發表。   

一、博物館面對國內外移民進入社會之應有態度： 

  本次筆者受邀參與 CAMOC 會前工作坊「移民：城市_移民與其落腳城市」（Migration: 

                                                      
2
 德國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德文：Historisches Museum）創建於 1878年，是見證法蘭克福歷史與戰火洗禮

的重要建築物，博物館中展示大量法蘭克福和德國的文化及歷史文物，以及城市經歷多次戰火摧毀後重新修復

的不同階段的樣貌。1955年搬入現址，並在 1972年擴建。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也同時持續在擴建新館，最新

的館所已於 2015年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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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es | (im)migration and arrival cities） (流程詳附件 2)。此工作坊 2017年於墨西

哥市辦理，在此之前也曾針對此主題於雅典及格拉斯高（英國蘇格蘭）等地辦理。此三年專

案，如筆者於前言中所提，針對近一世紀來可見之移民與難民議題對於社會文化所帶入城市

中的文化組成的衝擊與改變。全球化的遷移早已於上世紀大規模的進行並持續至今，在政治

之外，城市中的博物館則應責無旁貸肩負起社會教育與責任，讓在地世居多年的民眾認識新

進入移民，甚至身分地位較於敏感與尷尬的難民，並達成共榮共生與相互尊重、理解與認識

彼此之文化與社會處境。在此三年計畫中，城市博物館委員會(CAMOC)不斷的呼籲，不論身為

何種主題的博物館，都有責任因應城市中族群多樣性所面對的議題。城市中的博物館應規劃、

設計、策畫相關之展示與活動，並讓移民/難民可參與其中並擔任主述者，博物館更進一步應

讓在地民眾與移民/難民可有更多的互動、接觸以及對其文化生活能有更多的相互理解。 

在本次針對移民議題的會前工作坊中，來自英國、UNESCO、荷蘭、德國、義大利、臺灣

與法國的博物館分享在城市中心的博物館可透過真人圖書館、移民講述故鄉事、或是透過書

寫、歌唱、藝術表現等模式，建立起在地居民與移民在文化、語言及社會議題上透過博物館

的空間進行互相溝通的橋樑，更有甚者，邀請移民第二代一起重新詮釋其身分以及對於社會

的期許。筆者將於接下來的內容中一一介紹每位博物館學者在移民理論的分析，以及分享與

博物館實作經驗。 

二、參與會議主題與本部政策現況分析： 

  國際博物館學會（ICOM）近年來正重新審視博物館定義並成立「博物館定義、展望及潛

力委員會」來執行博物館定義修改專案。依此脈絡下，「城市博物館委員會（CAMOC）」將關注

討論城市博物館的現在及未來、城市博物館如何執行他們最終希望提升城市與在地民眾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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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內的多元族群和博物館緊密發生關係的任務。有鑑於博物館在城市中扮演與市民在藝術

教育、歷史、文化與教育等面向第一接觸的角色，以及全球化下的移民與難民潮對城市文化

面貌的改變與衝擊等，該委員會自 1993年來積極定義城市中的博物館新角色，並於 2005年

正式成立「城市博物館委員會」並於莫斯科辦理第一場年會，並宣示所屬博物館社群將積極

關注城市中的博物館是否主動深入觀察所在城市的社會人文環境與文化的變遷，並透過博物

館的角色加強與所在城市的互動和連結。 

  而臺灣在文化部的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中，尤其在博物館法通過三讀之後，文

化部為深化地方文化館與博館之在地參與同時強化博物館專業、並回應博物館的社會價值，

同時因應臺灣未來社會發展趨勢，進行館舍分流輔導，強化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專業能量、

品質與數量，同時整合地方文化資源，強化在地連結，深耕地方，發展整合協作平臺，進行

資源整合，強化地方文化館舍永續經營能量等現在與未來正在進行之計畫3，而臺灣之博物館

經驗與移民暨文化平權專案，也都密切符合「城市博物館委員會」對於各博物館提升在地能

量暨加強博物館與在地連結等主題，必定能相互提供重要國內外參考值。本次大會中有兩場

臺灣經驗分享，分別由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派駐日本並擔任 CAMOC委員同時在日本修讀民族

學博士班的邱君妮小姐分享「桃園大溪生態博物館－在城市博物館中創造文化遺產」以及任

職於國立歷史博物館的吳昭潔小姐以「地方記憶，文化認同與國家品牌營銷 - 以台中市博物

館及其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銜接為例」為主題介紹臺中州廳古蹟再利用與結合臺中市內的博

物館組成城市博物館群的計畫。而筆者所受邀出席參與發表針對以「移民與其落腳城市」為

                                                      
3
 文化部：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105-110年）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302_45986.html。

瀏覽日期為 107 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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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之會前工作坊中，僅有本館為亞洲地區的案例分享，顯見在文化部支持下，本館於新住

民與移工之文化平權專案也深受國際博物館委員會的肯定。 

三、會議參與緣由暨目的： 

城市博物館委員會於去（106）年邀請筆者投稿有關新住民多語導覽服務之文章（附件 3）。

筆者以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身為臺灣歷史最悠久的自然史博物館，於 2014

年開始針對移民文化與策展、新住民服務大使專案以及多元文化系列活動，廣邀來自東南亞

新住民與移工參與並擔任主講者或活動主辦人，透過移民與移工對臺灣民眾直接地述說母國

文化風俗及藝術文化等內容，委員會表示該篇文章在該委員會多數以歐洲地區會員中引起相

當熱烈地討論，並為以歐洲地區博物館會員為主的委員會中針對近年來的移民事務注入了相

當不同的亞洲觀點，也都直接呼應了 CAMOC的訴求，也許是獲得委員會邀請前往發表的原因。 

貳、參訪議題與行程安排 

一、會前工作坊：會議議程暨與會人員、發表主題 

  本次 2018年法蘭克福年會整體大會議程與參與人員暨發表主題暨分享案例說明如以

下： 

    會前工作坊於 2018年 6月 2日於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舉辦,本次為前言中所提到的三年

計畫的最後一年，主題仍是持續探討移民與進入城市的的關係(工作坊議程詳附件 4)。本次

會前工作坊分為「專題演講」與「博物館經驗分享」，「專題演講」總計邀請四位來自英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及荷蘭的學者；「博物館經驗分享」則邀請來自荷蘭、德國、義大利、臺

灣（臺博館）與法國，針對移民與城市內的博物館的各種互動的可能性進行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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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依照會前工作坊議程逐一針對各場次講者的內容進行精簡紀錄： 

(1)「移民與城市」會前工作坊 2018法蘭克福  6月 2日星期六  

10:00-10:30 1. 致歡迎詞：主席 Joana Sousa Monterio 女士 

2. 介紹「移民與城市博物館」專案計畫及網絡平台建立： 

  主講人：CAMOC副主席 Nicole Van Dijk 女士  

  在主席 Monterio 女士進行開場致詞之後，由副主席 Nicole Van DijK 女士針對「移

民與城市博物館」(見下圖)專案計畫的網路平台進行介紹，她特別提到各城市中的博物

館在面對大量移民與難民進入時，在因應策略以及相關活動展示與規劃的過程中，如能

有專門的網絡平台建立起各博物館在移民事務進行經驗分享、個案分析，並隨時帶入最

會前工作坊提問時間（拍攝：袁緒文） 法蘭克福副市長致詞 （拍攝：袁緒文） 

會前工作坊報告（拍攝：袁緒文） 會前工作坊報告（拍攝：高尾戶美） 

http://migrationcities.net/
http://migrationcitie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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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移民理論與實務經驗，以及面對移民與城市互動的挑戰時並能提供即時的討論與交

流平台，並透過這樣的機制讓城市中的博物館在檢視自身的同時也可為城市博物館找到

新角色與定義。 

 

 

 

（照片來源：CAMOC-ICOM 委員會 2018法蘭克福年會-影片內容擷取，網路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B-q6LW4Df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B-q6LW4D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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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移民與城市」會前工作坊 2018 法蘭克福  6月 2日星期六  

10:30-11:30 專題演講 

場次 時間 講者 國籍 主題 

Part 1-1 10:30-11:00 Donald Hyslop  英國 The Museum and the Movement of 

People and Ideas 

    來自英國的 Donald Hyslop 博士長期於泰德美術館（Tate Museum, London）中最具

代表性的廣大與挑高的空間Turbine Hall，進行大型雕塑、裝置藝術以及移民/公民活動、

公民抗爭運動，但因為參觀民眾對於館內進行的行動藝術展示或以藝術型態的抗爭展示

有區分上的困難度，因此也時常遇到來自館內與公眾的挑戰。Hyslop 期許泰德現代美術

館不僅只是觀光景點，而更應該是城市議題發聲的夥伴，也更應讓城市與美術館透過藝

術型態的展現而能相互對話並彼此融入，例如青少年槍枝氾濫的問題以及敘利亞移民進

入英國社會所產的矛盾與爭執。Donald Hyslop 多年深耕於泰特現代藝術館，所策畫執行

的博物館嘗試讓不同族群暨國際團體，以每兩周為一期的方式進行工作坊與相關座談，

讓具爭議的議題主導者進入博物館成為主述者，在博物館的空間內，讓不同議題與相關

運動，可在博物館內相互衝激並製造一個真實對話的空間。 

  

 

（完整演講內容之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pKJsxyNLD4） 

講者:Dr. Donald Hyslop （拍攝：袁緒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pKJsxyNL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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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瑪·溫奇（Emma Winch）是哈克尼博物館（Hackney Museum）學習中心主任，該博物館隸屬

哈克尼市政廳（Hackney City Council），哈克尼博物館是哈克尼倫敦自治區的一個小型社區

歷史博物館。該博物館長期與居民(包含來自大量來自非洲與加勒比的移民)和當地 LGBTQ組

織合作，探索哈克尼豐富的歷史和族群的多樣性。她透過年經加勒比移民男性的詩文創作與

音樂製作，以嘻哈音樂呈現他們和家族在這個城市努力生活的過程與心情。艾瑪·溫奇表示，

博物館的團隊也密切的與地方政府政策制定者進行策略性合作，並在市市政府的支持下，同

時採取與主流社群和邊緣化當地社區接觸的策略。她認為，唯有透過與地方政府的密切合作，

加上具有開創性的社區/移民社群參與，博物館更能直接影響參與者和並觸及更廣泛的移民/

社群團體。 

   

（完整演講內容之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H_ehEGgE8&t=1s） 

(2)「移民與城市」會前工作坊 2018法蘭克福  6月 2日星期六  

10:30-11:30 專題演講 

場次 時間 講者 國籍 主題 

Part 1-2 11:00-11:30 Emma 

Winch 

英國 博物館改變生命？社區博物館在多

元文化社區中的策略角色。 

Museums Changes Lives? The 

strategic role of community 

museums in diverse neighborhoods.  

講者:Ms. Emma Winch 

(左圖)(拍攝：袁緒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H_ehEGgE8&t=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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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移民與城市」會前工作坊 2018法蘭克福  6月 2日星期六  

12:00-13:00 Invited Speakers 

場次 時間 講者 國籍 主題 

Part 2 12:00-12:30 Smaro 

Skoulikidiss 

荷蘭 Trends, Challenges and themes: 

Towards a common migration 

strategy for city Museums 

趨勢、挑戰與主題：城市博物館常

見的移民策略  

    目前擔任剛果民主共和國維持和平特派團（聯合國剛果共和國維和團隊）秘書長副特別

代表辦公室主任 Smaro Skoulikidis 女士，在其演說中，針對國際移民與難民的狀態、數據、

困境，以及相關聯合國對於移民與難民的定義，做了深入淺出的說明，相關數據及對於移民

與難民的定義則可為城市中的博物館在面對移民與難民湧入社會中的現況做為博物館應對此

議題的參考。根據 Skoulikidis 女士所述，女性移民與難民仍佔有較大的比例，但同時也是

受到暴力對待的最主要目標，這也將是城市博物館在執行相關規劃時應特別注意的區塊。而

針對所謂的非法移工(illegal migrant workers)一詞也建議務必謹慎使用，因為很多所謂的

非法情形，是非自願性的，所以建議國際社會可使用較中性的 irregular migrant workers。

最後，她以聯合國轄下幾個主要活躍在移民與難民的機構的統計與相關貢獻作為總結，並期

許城市博館在此領域中應持續、長期的進行相關活動。  

  

（完整演講內容之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4qdXD9Anr8&t=433s） 

講者: 

Ms. Smaro Skoulikidiss（左圖） 

（拍攝：袁緒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4qdXD9Anr8&t=43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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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午餐前互動議程中，來自加拿大的 Catherine Cole 邀請大家進行角色扮演。遊戲規則

為將參與會議的博物館成員先以兩人為一組，分別扮演移民/難民的角色並思考自身是移民與

難民在社會處境中可能遇到的困難與挑戰。另一人擔任接近類似現場各博物館人員正在擔任

的工作，兩人需分別思考：1.要如何介紹你的移民與難民身分以及 2.你要如何透過對話邀請

移民與難民進入你的博物館。接著群組打散後重新混合，總計分成六小組，每組之中都必須

要有扮演移民與扮演博物館員的參與者，並討論如何運用博物館的資源認識移民/難民，並應

如何規劃他們也可參與的博物館計畫。 

  

  

（照片來源：CAMOC-ICOM 委員會 2018法蘭克福年會-影片內容擷取，網路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GaJfcEQSjs） 

(4)「移民與城市」會前工作坊 2018法蘭克福  6月 2日星期六  

12:30-13:00 Interactive Session by Catherine C. Co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GaJfcEQS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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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城市的歷史論述中，多少都受到不同階段移民進入的影響。Dr. Peter Scholten在演講 

中特別提到，移民對於城市的影響，不僅只是人數的增加，而且移民/難民人數的增加對與城 

市多樣性的複雜度也急遽增加。他使用 “Super-diversity”的文本描述現今歐洲社會所面 

臨的高度劇烈的城市多樣性的挑戰。Dr. Scholten 也將提出「超多元性」如何從社會學和政 

治學角度轉變城市的各個面向以及政策的制定。他表示此概念並不是城市中的族群多元，就 

可稱得上超級多樣性的城市。而是一個城市應要透過政策制定、社會制度、文化接納與相互 

理解與尊重等的各面向的檢視下，城市在面對族群文化多元性與複雜化時，同時能形成有關 

這個城市新的歸屬敘事，並能確實的將而這樣的多元族群文化也以平等的方式包含其中。 

  

 

(5)「移民與城市」會前工作坊 2018法蘭克福  6月 2日星期六  

14:00-15:00 Invited Speakers 

場次 時間 講者 國籍 主題 

Part 3 14:00-14:30 Peter 

Scholten 

The 

Netherlands 

超級多樣性與新城市歸屬敘事的

興起 

Super-Diversity and the rise of 

new urban narratives of 

belonging 

講者:Dr. Peter Scholten(上圖) （拍攝：袁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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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移民與城市」會前工作坊 2018法蘭克福  6月 2日星期六 

14:45-15:45 Museum Presentation 

場次 時間 講者 國籍 主題 

Part 1-1 14:45-15:05 Paul van de 

Laar 

The 

Netherlands 

City Museums as strategic 

places of diversity 

城市博物館是多元性的策略

實踐的場域 

    來自荷蘭鹿特丹的 Dr. Paul Van de Laar 是伊拉斯姆斯大學歷史、文化和傳播學院的城

市歷史教授，同時是鹿特丹城市博物館的常務董事。本次演講中，Dr. Paul 針對政策制定者、

自由派和右翼政治家，在對融合的持懷疑態度並在輿論的對其支持下，整個社會確信自身親

眼目睹對於移民態度的轉向。因為歐洲城市無法應對來自敘利亞，利比亞和中東其他地區，

非洲和阿富汗的大批難民。但是博物館肩負文化教育的功能，我們雖不確定是否能應付這樣

巨大艱難的議題，但我們仍應去面對。傳統來說，我們被教導博物館不應該改變，但是我們

正站在巨大的改變的中間，我們不改變博物館的主題目的與外觀，但是我們可以改變博物館

的敘事方式。因為我們處於一個全球化的社會下，博物館應該以更適應全球化變化的眼光來

看待自身所要追求與展現的議題與新的定位。單方面媒體報導推動的政策制定者認為，大多

數移民最終會出現在主要的城市群中，遲早會成為招募恐怖分子的新公共場所。歐洲城市及

其社區的復原力受到威脅。歷史學家對此提供更新穎的看法，例如，荷蘭移民歷史學家 Leo 

Lucassen（2005年）提出，移民學者普遍認為，過去融合問題的主導作用較小，因為移民與

東道國社會之間的文化，宗教和種族差異較小。總的來說，我們往往對過去過於樂觀，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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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整合問題過於悲觀。 

  目前歐洲各的也產生許多的移民博物館，儘管移民博物館很受歡迎，但它們可能會在新

移民和所謂的真實人群之間形成虛構的區別，最終會減緩移民的積極參與。所以我們對於城

市博物館是否有能力完成這項新任務，這個新角色會或許會與城市博物館原本的角色產生巨

大的衝突。  

  城市博物館應該關注城市過去的遷移，以應對當今的整合問題。城市博物館也應該製作

和展示關於同化過程如何重塑和重建城市公共空間的關鍵城市敘事。因此，城市博物館不應

該是被動的機構，而應該是面對社會變遷的積極參與者。  

 

 

 

 

講者: Dr. Paul Van de Laar (上圖) （拍攝：袁緒文） 

照片來源：CAMOC-ICOM 委員會 2018法蘭克福年會-影片內容擷取，網路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3xbsIGZfD4&t=499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3xbsIGZfD4&t=49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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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移民與城市」會前工作坊 2018法蘭克福  6月 2日星期六 

14:45-15:45 Museum Presentation 

場次 時間 講者 國籍 主題 

Part 1-2 15:05-15:25 Elif Cigdem 

Artan  

德國 Reconfiguration of “Migration” 

and “Woman” in a Participatory 

Museum Project 

在博物館參與式的活動中重新放置移

民與女性的位置  

  來自德國柏林的 Ms. Elif Cigdem Artan 本身為土耳其博物館專業人士協會的聯合創始

人。 2010年至 2012年期間在伊斯坦堡佩拉博物館參與商業發展項目。目前擔任聯邦德國移

民婦女協會在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 Bibliothek der Generationen（Library of the 

Generations）的專案策展人。在許多博物館對於移民的展示中，大量使用移民移動時所攜帶

的手提行李箱，手提箱代表著美好時光，也代表著貧困和對美好生活的希望。博物館應是傾

向於將移民與國家歷史聯繫起來，強調多元文化主義的概念。本次研討會旨將呈現法蘭克福

歷史博物館的聯邦德國移民婦女協會（GKB）Bibliothek der Generationen 項目策展經驗，

該項目在從記錄的角度歸檔移民婦女的歷史，主要目標為土耳其移民婦女。她們多年來的奮

鬥，當今的成就，以及未來的目標。 GKB於 2005 年在法蘭克福成立，然後擴展到超過 25個

城市，並推動德國移民婦女社會化和融合的理念。 

    來自土耳其不同地區的婦女呈現出不同的民族和宗教身份。他們參與或組織示威遊行，

分發小冊子，與其他機構建立密切關係，並進一步合作以促進共同利益。通過這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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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thek der Generationen 項目旨在以各種形式存檔個人故事，例如短篇故事書，家務

活動記錄，年度活動日曆，十週年紀念冊，友誼書，繪畫和手工藝品，以便實現新的遷移敘

事。這是一個充滿挫折和希望的行李箱。在一系列工作坊之後製作的檔案材料，基本上是女

性講述自己的故事，包容收納他們所有的不滿，慾望，家園，國外，鄉愁，以及所遭遇的困

難的工具。該項目於 2014 年 6月啟動，包括兩個參與式展覽：“移民婦女協會 ABC：女性詞

典”（科隆）、2015年;法蘭克福，2016年;伊斯坦布爾，2016年;柏林，2017 年）和“從女

性角度看世界！”（柏林，2017年）。 

  

  

 

（完整演講內容之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1RhJKZAGug&t=182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1RhJKZAGug&t=18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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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移民與城市」會前工作坊 2018法蘭克福  6月 2日星期六 

14:45-15:45 Museum Presentation 

場次 時間 講者 國籍 主題 

Part 1-3 15:25-15:45 Claudia Pecoraro & 

Gloria Romanello 

義大利 The City Museum and the 

future of the City. The 

case study of 

Rhome-Migrant eyes and 

memories.  

城市博物館和城市的未

來：羅馬的案例研究-移民

的眼睛和記憶。 

來自義大利的Claudia 和Gloria，在本身也是移民的身分下，在2014年策畫名為Rhome 

- Sguardi e memorie migranti（Rhome - Migrant eyes and memories）的展覽。這個經費

很少的展覽是在義大利的羅馬博物館舉行。這個古老而美麗的博物館也可說是一個城市博物

館，最初是為了展示法西斯時代羅馬的城市和社會擴張。如今，隨著世界努力尋求中東和國

際危機的解決方案，羅馬的城市發展不斷產生政策趕不上社會現況的窘境。面對在歐洲發生

的巨大移民潮，博物館的活動應該如何應對這種不斷變化的情景，身為公共教育機構身分的

博物館應採取有效地履行其有意識的促進包容性與身任認同地社會作用。也因考慮到這一點，

雖然經費短促，但因本專案直接與意大利首都內與周邊移民社區接觸，並關注其獨特的文化

歷史和宗教背景，因此【Rhome】仍是一個鼓舞人心的參與性項目。此專案關注移民的夢想，

慾望，恐懼和知識，以論述新的城市的形象。在前期的資料蒐集之後，接著我們以攝影展的

方式呈現相關成果，所有參與者（移民與移民社群）都參與了這項博物館內新的個人文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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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展示。由於我們發現照片/圖片在敘事產生進行時發起關鍵作用，透過照片加強這種情感

情感空間體驗。該研究得到了市議會的支持，也得到了幾個大使館的支持。 

    這種實驗性的策展方式引發的各方論述與挑戰，我們均逐一地記錄，例如，這樣的攝影

展如何影響遊客的情緒反應？展覽本身對傳統博物館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有多深的影響？它是

否能夠在博物館本身的使命中引發重新的定義？這樣的展覽與展覽中的觀眾研究，主要在分

析觀眾積極參與框架內的文化體驗的倫理面向，以達到具有主動意識的博物館社會運動。 

    

 

 

 

講者:Ms. Claudia Pecoraro & Ms. Gloria Romanello (上圖，拍攝：袁緒文） 

完整演講之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1EIKDm5dfE&t=284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1EIKDm5dfE&t=28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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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移民與城市」會前工作坊 2018法蘭克福  6月 2日星期六 

16:15-17:30 Museum Presentation 

場次 時間 講者 國籍 主題 

Part 2-1 16:15-16:35 Emily Yuan Taiwan Creating Intercultural Dialogues 

between the City and 

Immigrants-Immigrant Docent 

Projects in National Taiwan Museum 

本研究為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稱臺博館，臺灣現存最古老的博物館）多語導覽服務計

畫之觀察與回顧。臺博館新住民大使同時也是東南亞語言的導覽員皆為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外

籍配偶。她們以母語向來自她們母國（多為東南亞國家）的觀眾介紹博物館的歷史與常設展

覽的知識。本次報告中，筆者以「新住民大使計畫」之推動暨評估新住民大使提供的多語導

覽服務之成效，接著了解在導覽服務過程中產生的多元文化交流，並更進一步探究臺博館與

東南亞社群間的多元文化參與如何發展、以及兩者如何互相影響。本研究將提供針對新住民

導覽大使與其觀眾的深度訪問內容，以及計畫中收集資料的分析結果，同時也將討論新住民

大使計畫的成果與瓶頸。期以本研究成果使博物館進一步落實東南亞及新住民與移工之文化

平權，並促進文化交流。 

  

  (講者：筆者，拍攝者：東京市多摩六都科學博物館 研究與教育組高尾戶美組長） 

完整之演講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YzNhgv3yhQ&t=1792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YzNhgv3yhQ&t=179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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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移民與城市」會前工作坊 2018法蘭克福  6月 2日星期六 

16:15-17:30 Museum Presentation 

場次 時間 講者 國籍 主題 

Part 2-2 16:35-16:55 Andrea Delaplace France How to put Immigration in a 

museum? 

  來自法國，巴西裔的 Andrea Delaplace女士介紹移民博物館面臨著如何在本質上展示非

靜態現象的挑戰，博物館應如何呈現一種「移民持續的流離失所」的狀態。博物館能否呈現

出持續的移民生活交錯改變的歷程，並要更如何創造從多個交叉的記憶到共享的記憶。如果

在移民博物館中對民族敘事的提及並不總是那麼明確，那些負責博物館學的人總是意識到這

些機構想要講述的整體故事的重要性。移民博物館的敘事方向和展示手法對於建立一個期待

更加了解移民的社會來說至關重要，尤其是目前歐洲正在發生的「移民危機」。最近在許多關

鍵的博物館研究方面可見，移民博物館可以利用展示的對象和展示策略傳遞移民的積極正向

的表現形式，促進多樣性和更具包容性的民族認同，以傳播更能真正關注移民歷史文化，以

及相當具有正面意義的展示內容。 

  

 

 

講者:Ms. Andrea Delaplace(上圖，拍攝：袁緒文） 

完整演講之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Kw7ukIcNKY&t=676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Kw7ukIcNKY&t=67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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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前工作坊結束後，由法蘭克福市專責教育暨文化融合副市長 Ms. Sylvia Weber 以及

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館長 Mr. Jan Gerchow 致歡迎詞，並進行迎賓晚宴。 

 

 

 

  

 

 

Deputy Mayor of Frankfurt City, Ms.Sylvia Weber (上圖中央持麥克風者，拍攝：袁緒文） 

左圖:會前工作坊最後兩場發表者與新認識的博物館朋友們 

右圖: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 CAMOC會議接待區(拍攝：袁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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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員會年會：會議概述與心得  

   今年城市博物館委員會的年會，分為以下四個主題「城市博物館的未來」、「新角色與

責任：城市生活、城市博物館與倫理」、「永續發展的城市與城市博物館」、「邁向新定義或定

義新的博物館？」，並由來自德國、比利時、波蘭、拉脫維亞、義大利、韓國、臺灣等區域性

的城市博物館之現在、過去，以及未來作為分享主題。以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館長所訴求的，

在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與其相臨的羅馬廣場，在歷經數百年的政治、戰爭、疾病肆虐以及二

戰期間的轟炸，歷史博物館如何重建，以及如何讓博物館與城市之間有更深刻的連結，該博

物館選擇不以歷史歷程作為呈現的手法，而是以三大法蘭克福市的特色作為展示主題，另外，

也在該博物館內將典藏品以分類和主題方式盡量在博物館內呈現。讓民眾在「市民的城市」、

「金融的城市」、「全球的城市」等主題式的脈絡呈現法蘭克福的現在、過去與未來的脈絡下，

可以更貼近法蘭克福歷史的演進。 

  本次議程中有一個獨特的 IGNITE SESSION，參與此 SESSION的講者，必須在嚴苛的 5分

鐘與 20張內的簡報檔的規定下，提供一個創新的博物館想法。在前任(第一任)CAMOC主席 Dr. 

Chet Orloff 的主持下，四位分別來自喀麥隆、義大利、俄羅斯及亞塞拜然的講者，已幾乎

無法換氣的方式完成簡報。IGNITE SESSION是以五分鐘內點燃/啟動一個想法的概念進行，

也是城市博物館委員會的固定 SESSION。在此議程中的講者不像其他場次的講者都會被溫柔

提醒時間，反而是被嚴厲地以關麥克風方式結束，或許，這是一個創新且快步調的城市博物

館面對社會變化應有的反應與速度。也或許這是和筆者之前承辦的 ICOM-NATHIST 2015 年會

中所規畫到的 POSTER SESSION 的變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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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館長報告 上圖:CAMOC 主席報告委員會業務 

上圖:來自臺灣的邱君妮報告大溪博物館 上圖:CAMOC副主席報告博物館典藏方式的改

變已及對於城市博物館的影響 

上圖:IGNITE SESSION後的討論,右二為主持人 Dr. Chet Orloff，由左至右之報告人分別

為來自義大利、俄羅斯以及亞塞拜然的博物館專業人士（拍攝：袁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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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訪行程 

 

 

   

 

 

上圖:館長導覽        上圖：CAMOC成員與館長合照    上圖：緒文與 CAMOC 主席合照 

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館長 Mr. Jan Gerchow為 CAMOC 委員會成員進行博物館導覽，並於展區

與館長進行合照。 (本頁照片拍攝者：袁緒文） 

上圖:參訪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並由館長導覽歷史博物館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拍攝：袁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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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心得 

ICOM-CAMOC會前工作坊整體心得 

  自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以來，本館積極配合文化部政策推動以新南向國家為目標之文化

平權特色化推動計畫暨新住民服務大使計畫，並深受文化部支持辦理。本次於法蘭克福的分

享會後得知，歐洲並不了解臺灣擁有大量的穆斯林族群，因此對於本館從 2014年辦理之「伊

斯蘭文化與生活特展」到印尼國慶日以及與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際穆斯林學生會的相關活

動中，明瞭族群與宗教之間的相互了解，也是博物館的重要工作。而臺博館以移民擔任博物

館母語導覽員，並鼓勵移民穿著傳統服裝進入博物館參訪，也是對於歐洲的博物館來說，較

少嘗試的區塊。而從歐洲的博物館經驗中，歐洲博物館擅長邀請移民或具爭議的抗爭議題進

入博物館發聲並以展示、劇場、工作坊的方式呈現；同時，歐洲博物館也會計畫性地進入社

區針對目標群眾進行關懷、支持、並於社區現場進行相關議題之講座與課程。歐洲各博物館

同樣遇到經費短促的問題，此項困境是個博物館在推動新業務時務必會遇到的狀況。因此透

過政府支持或者是用最精簡的經費做到最大的效益，也都在這次的「移民與其落角城市-工作

坊」以及大會中被提出討論。而筆者以為最能鼓舞博物館員在移民與博物館以及城市博物館

腳色上盡情發揮地，就是博物館上下一心的共同完成相關計畫，並對於目標群眾能對博物館

產生深厚的情感與信任度，這就是移民議題在博物館可以做到最大效益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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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博館現行之移民工文化平權業務說明 

  由於文化部長期以來支持本館於新住民文化平權專案，因此筆者也於本次發表中特別強

調，移民與城市博物館之互動關係如果能成功執行，從文化部政策到博物館館長暨所有館內

專業人士的合作均密不可分，同時在執政者正確理念之下，相關部會（內政部移民署、外交

部、各縣市政府）的協助也是提供臺博館在本專案中尚可前往國際會議分享的原因，而筆者

則針對本館自 106年底申請到文化部之文化平權專案經費支持所辦理以下之活動，也特別在

本次工作坊中介紹，簡述如下： 

（１） 臺北城內的東南亞街區小旅行，包含印尼街、中山北路菲律賓街區，以及新北市

緬甸街區，並由本館的新住民服務大使帶領進行。 

（２） 與長期合作的南洋台灣姐妹會辦理「水上市場」桌遊活動體驗，透過桌遊認識越

南湄公河區域的生活型態與文化，未來將加上透過該桌遊進行語言學習（越南語）

的活動。 

（３） 臺博館與新住民個人與社群、團體，以及印尼與馬來西亞辦事處共同合辦的「南

洋味‧家鄉味特展」，將於 2018年於臺中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辦理「南洋味‧家

鄉味巡迴展」，提供更多國人認識及理解新住民母國文化，以及新住民參與文化活

動機會。 

（４） 除持續請現有之新住民服務大使擔任各場次多元文化活動體驗講師之外，2018年

也招募培訓新一批的新住民服務大使，本次也擴大到新住民配偶與親子，將進行

總計 88小時之培訓課程。新住民國籍除既有的印尼、越南、泰國、緬甸，新增馬

來西亞、柬埔寨與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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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於每周日持續進行東南亞語導覽服務，並於本館常設展、特展，提供印尼、越南、

泰文等語言版本文宣；本館印尼、越南官方網站亦於 6月份正式啟用。 

   

肆、建議事項 

    針對未來本館在新住民與移工議題上，建議朝以下四個面向持續進行： 

1. 【培訓】持續進行新住民服務大使暨新住民家庭與新二代培訓： 

  持續辦理新住民服務大使培訓計畫，並以新二代及家庭團體為概念，持續培養移民

擔任博物館導覽的專業度。而針對本館所培養的新住民與二代家庭團體，館方可針對每

位移民之個別專長提供其更進一步的培訓，並邀請他們擔任東南亞文化理解與識讀課程

之講師。也將持續推動跨文化及語言背景之新二代進入博物館進行有關人類學遷移及動

物與植物等方面之領域進行深入比較研究與成果展示。讓東南亞移民與其後代更深刻認

識臺灣也更以自身母國之文化語言歷史為榮。也預計邀請他們可以其母語與文化歷史的

專業度，更深入參與本館相關之研究、策展、訪談、以及國際策展之需求。讓身為母國

文化載體的新住民與具有跨文化經驗之移民家庭，透過博物館的平台，提供臺灣社會更

豐富的多元文化理解。目前已辦理之「城市輕旅行」、「東南亞料理教室」等均是由本館

所培訓之新住民擔任主講人。 

2. 【講座】辦理東南亞文化藝術講座活動： 

  臺博館從 2014年開始在北部地區接觸新住民社群團體與 NGO組織至今，已和北部有

關之移民社群建立深厚的革命情感。組織之間也會為了臺博館辦理相關活動而相互串連

合作並提供相關意見與資源投入。臺博館從 2014 年開始在北部地區接觸新住民社群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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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NGO組織至今，已和北部有關之移民社群建立深厚的革命情感，例如「南洋臺灣姐妹

會」、「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海外印尼人協會」及各區域之新住民協會暨東南亞

學生會等組織之間也會為了臺博館辦理相關活動而相互串連合作並提供相關意見與資源

投入。目前也因「南洋味．家鄉味巡迴展」到臺中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展出，筆者也將

因此持續擴大本館與在地 NGO組織的聯繫與相關合作暨研究計畫地進行。雖然臺博館僅

為處於台北市，但透過由各 NGO、移民公社群與本館合作辦理的各類型講座，可更增進

在地移民工社群團體對臺灣的認同同時也而能讓移民工更認識發覺自身歷史文化藝術的

重要，並透過博物館的平台讓社會中的多元族群可更相互認識彼此，進一步地學習尊重

並發掘多元文化之美。  

3. 【展示規劃】針對新南向國家之相關文化藝術進行展示規劃： 

  東南亞的地區蓋範圍極廣，其南北長、東西寬均約 5,000公里，包括大小島嶼、河

湖、平原、丘陵、縱谷、高山等地形，加上位處赤道雨林及季風氣候區，使此區域有豐

富的生態環境及生物多樣性。而文化歷史則可追朔到史前時代與青銅器時代至今，其中

交織著南島語族、華人、印度人、阿拉伯商隊、歐洲大航海時期等各時期的移民與民族

遷徙所留下的影響，這些豐富的歷史與文化資產隨著來自東南亞區域的移民進入台灣後，

與臺灣正在發生的閩南、客家、原住民族、以及 1949年遷徙來臺的外省族群融合的現況

中注入新的元素。臺博館於 2017辦理「南洋味．家鄉味特展」普遍獲得正面評價，未來

將會持續針對該區域的自然歷史、藝術與文化遺產、建築與歷史，搭配本館在日本時期

所獲得的南洋典藏品，展覽規劃未來預計針對東南亞與動植物等博物館學門相關之民間

神話傳說進行訪談規劃與資料蒐集，並透過與在臺之東南亞社群與駐台辦事處持續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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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互動，以進行更多之訪談與相關研究進行重新的詮釋與展示。臺博館未來將會持續

針對該區域的自然歷史、藝術與文化遺產、建築與歷史，搭配本館在日本時期所獲得的

南洋典藏品，展覽規劃未來預計針對東南亞與動植物等博物館學門相關之民間神話傳說

進行訪談規劃與資料蒐集，並透過與在臺之東南亞社群與駐台辦事處持續保持密切互動，

以進行更多之訪談與相關研究進行重新的詮釋與展示。規劃出族群共榮共存，相互尊重

並可相互學習的展覽與學習課程。 

4. 【研討會】邀請與東南亞文化藝術以及移民議題相關之博物館專業人士來臺進行研討會：

持續邀請國際上（包含東南亞地區）針對國際與東南亞區域之文化藝術與自然歷史等領

域暨移民與博物館互動理論與實務之專家學者進入臺博館，預計與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各駐台辦事處、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合作推動「亞太博物館連線計畫」，邀請東南亞地區之

與博物館專業相關之學者來本館進行公開講座或工作坊，增進文化平權的多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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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與參考資料 

附件 1: CAMOC年會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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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歷屆 CAMOC 城市博物館委員會辦理年表 

Year 年分 Theme and Date 主題與辦理日期 Location 地點 

2005  俄國莫斯科 

莫斯科城市博物館 

2006 主題：城市博物館作為理解城市的大門 Museums of the 

City as Gateway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Urban 

Life 

30 April - 2 May, 2006 

美國波士頓 

2007 主題：城市博物館與城市發展 

City Museums and City Development 

20-22 August, 2007 

奧地利維也納 

2008 主題：城市博物館與城市的未來 

City Museums and the Future of the City 

6-8 October, 2008 

韓國首爾 

首爾歷史博物館 

Seoul Museum of History 

2009 主題:在電子時代蒐集城市歷史 

Collecting Urban History in the Electronic Age 

28-30 September, 2009 

土耳其伊斯坦堡 

佩拉博物館 

Pera Museum 

2010 主題：邁向更美好的城市：城市博物館讓城市生活更

美好 

A Better City: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city 

museum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urban condition 

7-11 September, 2010 

(該年適逢 ICOM大會同時於上海舉辦) 

中國上海 

2011 主題：城市博物館的參與策略 

Participative Strategies 

October 31 - November 1, 2011 

A conference with COMCOL (the ICOM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collecting) and ICOM-Europe 

（本次年會與 ICOM-COMOL與 ICOM-EUROPEW共同主辦） 

德國柏林 

Museum Dahlem 

達勒姆博物館 

2012 主題：城市博物館與城市之間的碰撞與連結 

City Museums: Collisions, Connections 

24-27 October, 2012 

加拿大溫哥華 

Museum of Vancouver 

溫哥華博物館 

2013 主題:博物館(記憶+創意)=改變社會 

Museums (Memory + Creativity) = Social Change 

12-17 August, 2013 

(本年適逢 ICOM 三年一度的大會) 

巴西里約熱內盧 

 

2014 主題：工業遺跡、永續發展與城市博物館 瑞典 哥特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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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Heritag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City Museum 

6-8 August, 2014 

哥特堡市博物館  

Goteborg City Museum  

2015 主題：移民與記憶，城市與她的博物館們 

Memory and Migration: The City and its Museum.  

2-4 September, 2015 

俄國莫斯科 

莫斯科博物館 

The Museum of Moscow 

2016 主題：博物館與文化地景 

Museums & Cultural Landscapes 

3-9 July, 2016 

（本年適逢 ICOM三年一度的大會） 

義大利米蘭 

2017 主題：城市博物館與具爭議的城市歷史 

Museums of Cities and Contested Urban Histories  

30-31 October 2017 

墨西哥墨西哥市 

2018 主題：城市博物館的未來 

The Future of Museums of Cities 

4-5 June 2018 

德國法蘭克福 

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 

Historisches Museum 

 

 

 

 

 

 

 

 

 

 

 

 

 

 

 

 

 

 

 

 

 

 

 

http://www.goteborgsstadsmuseum.se/
http://mosmuseum.ru/en
https://historisches-museum-frankfurt.de/de?languag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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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會前工作坊議程 2018 年 6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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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7 年於 CAMOC REVIEW 上所發表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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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工作坊議程-移民與其落腳城市 2018 年 6 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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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大會議程 2018 年 6 月 4日至 6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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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大會手冊與 CAMOC REVIEW 暨預告 2019-KYOTO 大會等相關資料 

 
（上圖）由 CAMOC委員會定期出版之期刊,本次期刊同時也為 2018法蘭克福年會的專刊。 

（下圖）2018法蘭克福年會之大會手冊。（上下圖中之資料，也將提供實體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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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參訪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之相關資料 2018 年 6月 3日 

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提供數種不同主題式的導覽手冊，有英文與德文版本。（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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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提供給與會者之地圖，並逐一於地圖上將幾處重要會議地點與周邊景點

標示明確（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