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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出國計畫乃辦理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與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以

下簡稱民博)合作之「南方共筆：輩出承啟的臺南風土描繪特展」之國際借展文物歸還點

交、包裝等國際運輸作業。 

「南方共筆：輩出承啟的臺南風土描繪特展」於2018年10月2日至2019年4月14日在本

館展出，2018年曾以「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合作國際展及研究交流計畫」進行借展文

物取件工作，此次計畫接續辦理還件工作，並同時參訪京都國立博物館、京都西村彌兵

衛商店，考察博物館展示業務及調查日本文物修復工具，以資業務參考。 

 

關鍵字：民博、內田勣、京都國立博物館、西村彌兵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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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國內、外環境情勢分析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以下簡稱民博)，係為日本六大國立博物館之一（其餘五

座分別為：東京國立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奈良國立博物館、九州國立博物館、國

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是日本國立博物館當中以蒐藏民族學、人類學藏品為特色的博物

館，藏品範疇擴及世界五大洲，除具有博物館性質外，亦兼具國立大學學術研究機構

屬性，設有研究中心，也提供碩士、博士等教育課程。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從 2013年開啟了與民博合作的開端，首度

以平埔族主題聯合策展，合作辦理「看見平埔：臺灣平埔族群歷史與文化特展」，先後

於臺灣、日本二地展出。之後二館基於國際間博物館學術交流，於 2015 年更簽訂了「學

術交流協定」，就臺、日之間的研究內容、展覽與教育活動進行交流合作，促進研究資

源交換及利用，開拓歷史文化研究視野。因而二館之間的研究人員常互有來往、彼此

交換研究資訊。 

臺灣因於歷史發展過程，日本時代許多曾停留過臺灣的日本人，於返日後將一些

臺灣相關的資料帶回日本，因此在日本留存有相當可觀數量的臺灣相關資料。其中民

博資料中心主任野林厚志教授，即提起該館有一批來自靜岡大學轉蒐藏的內田勣檔案，

包括許多臺灣的寫真照片及調查筆記，需要被解讀，內田勣（1906-1947）於 1934 至

1939 年間曾任教於臺南州立臺南第一中學校（簡稱南一中，現為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

學），其檔案資料與臺南地方知識相關，且與本館長期經營的臺南地方史社群更有淵源，

因此本館與民博合作，先就這批資料進行調查了解、更進一步轉化為展覽，於去年（2018

年）策劃辦理「南方共筆：輩出承啟的臺南風土描繪特展」（展期為 2018 年 10 月 2 日

至 2019 年 4 月 14 日），借調民博之內田勣相關文物來臺展出。 

 

二、與主題相關之本部政策現況分析 

地方學是近一、二十年來臺灣研究方興未艾的場域，特別是在 1990 年代以後，

受到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興起與區域研究成果的影響，許多縣市文史工作者或地方政

府就特定區域的歷史、地理、社會、人文…等議題，透過跨領域研究，有系統的提出

在地論述，例如宜蘭學、雲林學、高雄學、屏東學…等。 

本館長期耕耘於地方知識及史料的蒐集，因此如何將地方知識形成背後的故事透

過展覽傳達，讓一般在地觀眾理解，進而關心地方事，將是本館重要的使命與任務之

一，特別是位在臺南的本館，如何架構一個地方學的平臺，讓各界可以對話，連接地

方知識體系，並與世界知識連結，將是一大挑戰。 

 

三、出國緣由與目的 

本次出國計畫主要接續辦理 2018 年本館與民博合作之「南方共筆：輩出承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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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風土描繪特展」之國際借展文物歸還點交、包裝等國際運輸作業，歸還借展自民

博之內田勣檔案相關文物，立體器物包括 5本相簿 1 本剪貼簿、3 本旅行日記、1 本

寫真目錄、6 本個人著作抽印本、內田勣個人收藏臺灣之糧戶執照、木雕神像、布袋

戲偶、三寸金蓮、以及原住民衣服、菸斗、連杯、刀、拼板舟模型等物件，還有其個

人使用的相機、玻璃底片等，共 42 件。 

此外內田勣在臺期間於臺灣各地田野踏查所拍攝的照片，除了黏貼於個人相簿

外，他還將一張張照片分別單獨黏貼於厚紙板上，並於紙板上註記拍攝時間、地點、

拍攝主題、相關內容記載、他個人的觀察筆記等，有的甚至搭配手繪圖說明，製作成

一張張的照片資料卡，因此借展與臺南、臺灣相關的照片資料卡共 45 張，總計 87 件

文物。 

 

貳、計畫過程 

一、計畫行程 

項目 內容 

出國人員名單 姓名：張淑卿 職稱：助理研究員 組室：展示組 

姓名：鄭勤思 職稱：研究助理   組室：典藏組 

出國事由 辦理「1930年代日本人的臺灣紀錄」國際展交流計畫 

出國日期 2019 年 4 月 21 日至 2019 年 4 月 24 日，共計 4 天 

前往國家（城市） 日本（大阪、京都） 

行程內容 【第 1 天】04/21（日）臺灣高雄至日本大阪（去程） 

◆交通(飛機：臺灣到日本大阪關西機場，當日抵達) 

◆內陸交通：關西機場到大阪 

【第 2 天】04/22（一） 

◆大阪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文物歸還點交、參訪國立

民族學博物館 

【第 3 天】04/23（二）京都 

◆內陸交通：大阪到京都 

◆參訪京都國立博物館、西村彌兵衛商店 

【第 4 天】04/24（三）日本大阪至臺灣高雄（回程） 

◆交通(飛機：日本大阪關西機場到臺灣，當日抵達) 

 

二、辦理情形 

（一）辦理民博借展文物還件 

1.文物歸還之狀況檢視、包裝、載運 

本館與民博合作之「南方共筆：輩出承啟的臺南風土描繪特展」自2018年10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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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開展後，於2019年4月14日展覽結束，總計為期展出約6個月，其中部分內田勣寫

真之照片紙質文物，考量文物保存需求，以每次展出不超出1.5個月的方式，分批展

示。 

展覽結束次日起（4月15日）即開始著手進行民博借展文物卸展作業，由委外之

文物佈卸展文保人員將文物逐件自展場安全卸下，移入、暫存於本館文物備展室，

並由鄭勤思研究助理協助進行卸展後文物狀況檢視、核實確認借展前、後文物保存

狀況是否有變化。為避免後續返回日本運輸過程，文物通關於機場開箱點驗，環境

溫濕度變化對文物造成損傷，函文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快遞機放組申請報關手續，

於4月18日由海關人員到館抽驗，並由本館策展人員依據清冊清點數量、典藏組文保

人員確認所有借展文物狀況無誤後，再點交由運輸包裝公司進行文物包裝、入箱，

以及裝入國際運輸之木箱、貼上封條，4月18日由文物運輸公司以溫濕度控制運輸車

先押運回該公司倉儲，隔日（4月19日）再押運至桃園機場復運出口，搭乘長榮航空

4 月19日上午BR182班機運輸回日本，同日下午由日本端國際運輸公司將文物運輸送

至民博。 

 

圖1：本館典藏組鄭勤思針對民博借展之

內田勣使用相機底片匣，仔細比對卸展後

文物狀況是否與取件時之文物狀況報告一

致。 

 

圖2：本館典藏組鄭勤思針對民博借展之

內田勣寫真照片，拍攝、記錄卸展後之文

物狀況，並比對其保存狀況是否與取件時

之文物狀況報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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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國際運輸包裝廠商於進行文物包裝

時，同時記錄包裝狀況。 

 

圖4：國際運輸包裝廠商針對內田勣寫真

等平面紙質文物，以無酸紙一層一層隔

開，以確保文物安全。 

 

2.文物歸還之狀況檢視、點交 

本館展示組策展人員張淑卿助理研究員、典藏組文保人員鄭勤思研究助理則於4

月21日啟程赴日，接手辦理還件作業。 

4月22日協同臺灣端之國際運輸包裝廠商及翻譯，在民博野林厚志教授的陪同

下，由情報管理施設企劃課標本資料係的青木愛美小姐、與情報課圖書係係長的北

川律子小姐、櫻井待子小姐，共同進行文物開箱、點交工作。 

首先由日本端之國際運輸包裝廠商負責開箱、拆件、取出文物，接著民博人

員、及本館文保人員、展示人員依文物清單逐件點交、核對，並由雙方仔細確認文

物現況是否符合借展取件時之狀況報告，待逐件確認件數及文物狀況無誤後，雙方

於點交狀況報告冊上簽章，順利完成點交歸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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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日本國際運輸包裝廠商及臺灣國

際運輸包裝廠商共同確認木箱封條未

撕下，進行拆箱動作。 

 

圖 6：日本國際運輸包裝廠商拆除木箱，

並進行文物逐件拆除包裝，等待狀況檢

視。 

 

圖 7：民博野林厚志教授(左)與情報管

理施設企劃課標本資料係的青木愛美

小姐（右）進行內田勣相機於還件時之

文物狀況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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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民博野林厚志教授(中)與情報管

理施設企劃課標本資料係的青木愛美

小姐（右 2）、情報課圖書係係長北川律

子（右 1）等人與本館典藏組鄭勤思（左

1）進行內田勣相本還件時之文物狀況

檢視。 

 

圖 9：民博野林厚志教授(中)與青木愛

美小姐（前 1）等人與本館人員就內田

勣相本還件時之文物狀況檢視，進行討

論。 

 

圖 10：由民博情報課圖書係北川律子小

姐（右 2）、櫻井待子小姐（右１）與本

館人員逐件核對內田勣相本、寫真等紙

質文物。 

 

（二）參訪博物館及文物修復工具店行程 

1.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當完成辦理文物歸還點交作業後，同時參訪民博之常設展與當期特展「現代日

本兒童/玩具博覽會特展」（子ども／おもちゃの博覧会特別展）。 

(1) 常設展 

該館常設展內容以呈現世界各民族的地域文化為主，展示基本構想於 2007 年

所規劃、發展，透過世界地理的概念分成 A、B、C等 3大區，從大洋洲開始向東繞

行地球一周，最後回到日本，依次分為大洋洲、美洲、歐洲、非洲、西亞、南亞、

東南亞、朝鮮半島、中國、中央及北亞、阿依努文化、日本等地區，更將跨文化的

「音樂」與「語言」獨立為展示單元，利用世界蒐藏的人類學物件，介紹各地區特

殊的地域人文，其中有一小區展陳了臺灣原住民的物件。中央及北亞地區單元係於

2016年 6月完成展示更新1。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地區的部分，除了呈現日本特有的節慶祭典、日常生活、

沖繩文化等地域文化外，同時也關注日本當代社會議題，將東日本 311地震時民博

                                                 
1 地域展示、通文化展示，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http://www.minpaku.ac.jp/，2019/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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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救援民俗文化財活動成果、日本的移民等議題更新於常設展當中，即時性地貼

近時事，一方面呈現該館與當代社會的連結，另一方面也呈現其博物館的研究成果，

立即回應當代社會議題，可謂將常設展局部特展化。 

 

圖 11：東日本 311地震時民博參與救援民俗文化財活動，展陳相關被救援的物件。 

  

圖 12：東日本 311地震時民博參與救援

人員的裝扮。 

圖 13：東日本 311地震時民眾祈福的繪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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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移民與日本單元，展陳多元的日本移民文化。 

  

圖 15：就來日移民的背景及生活文化，

介紹來自世界各國的移民。 

圖 16：巴西移民帶來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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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在日華僑持有的僑民登記證及出入國證明書。 

 

(2) 「現代日本兒童/玩具博覽會特展」（子ども／おもちゃの博覧会特別展） 

此項特展係於 2019 年 3 月 21 日至 5 月 28 日展出，以時序的方式介紹，從江

戶時代談起到 20 世紀，分為 6 大單元，包括：玩具と時代と子どもたち、江戸時

代の玩具、時代と玩具、戦争と子どもと玩具、戦後の玩具と子ども、遊び続ける

子どもたち等2，透過不同世代的兒童玩具，呈現日本社會的時代變遷。 

豐富的展品主要為來自於 1975 年收藏家多田敏捷自北海道到種子島等地的古

物市場所蒐集而來的玩具資料，此批資料後來為大阪府所購藏，並指定為有形民俗

文化財，於 2013 年由大阪府寄贈予民博。 

                                                 
2
 特別展「子ども／おもちゃの博覧会」，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http://www.minpaku.ac.jp/museum/exhibition/special/20190321kodomo/index，2019/06/19。 

http://www.minpaku.ac.jp/museum/exhibition/special/20190321kodomo/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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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展場全景，以大型玩具圖樣積木裝置形構主要展示焦點。 

  

圖 19：2樓為兒童遊戲區。 圖 20：展陳民博館藏玩具資料庫，利於觀

眾查詢相關玩具物件，了解藏品內容。 

 

2.京都國立博物館 

京都國立博物館，是個相當有歷史的藝術類博物館，成立於 1897 年，當時名為

「帝國京都博物館」，主要蒐藏、展示日本神社、佛寺所保存之古物，包括繪畫、陶

瓷、塑像、漆器…等。2019 年 9 月的 ICOM 年會即將於京都召開，該館也成為主要

的活動配合館所。 

該館展館分為明治古都館、平成新知館，其中明治古都館為常設展區，因整修

中而未開放。平成新知館則為新建的特展室，刻正展出「一遍聖繪與時宗的名寶特

展」（時宗二祖上人七百年御遠忌記念/国宝 一遍聖絵と時宗の名宝特別展），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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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019 年 4 月 13 日至 6 月 9 日，該展係配合日本佛教淨土宗之一的時宗二祖上人

700 周年紀念辦理，展示內容分為 5 大單元，包括：從淨土宗到時宗、時宗的教化

—從一遍到真教、一遍聖繪的世界、歷代上人與遊行、時宗道場的名寶等，介紹時

宗創立者一遍上人、二祖真教上人等遊行各地、跳舞唸佛的事蹟及相關史料物件，

其中主要展品即為日本國寶《一遍聖繪》全本展出，相當難得。《一遍聖繪》描繪了

鐮倉時代的時宗開宗宗祖一遍上人（1239-1289）出遊各地傳教所見的風土民情，包

括時宗特有的跳舞唸佛情景，內容相當豐富，生動地描繪當時的宗教生活，可謂是

日本中世庶民文化的珍貴資料之一。因該特展禁止拍攝展場，因此展場內容無法拍

攝、記錄。 

 
圖 21：整修中未開放的明治古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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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平成新知館，為一新建的特展室。 

  

圖 23-24：「一遍聖繪與時宗的名寶特展」宣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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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選定保存技術表具用刷毛製作店─西村彌兵衛商店 

刷具，在道具分工詳盡的日本，有不少製作店家，若以臺灣修復圈常用之刷具，

又以其中兩間頗負盛名的表具店為主，關東為小林刷毛製造所，關西則為京都西村彌

兵衛商店，其刷具型式各別具有特色(如圖 25、26)，並受到使用者的喜愛。 

  

圖 25：東京型 切継刷毛。 圖 26：京型 切継刷毛。 

本次拜會為位於京都的西村彌兵衛商店，其受到日本文化廳指定為「國選定保存

技術」，現今主理人為西村先生(kazuki nishimura)。店家採不定休，前往之前先以

傳真告知預計前往之日期及時間，較不易撲空。 

裱褙用刷具，因應不同用途，刷毛的材質各有不同，例如馬尾毛、馬毛、山羊毛、

貍毛、穴熊毛、鹿毛、ツグ毛等，可依據個人需求與使用習慣向師傅訂製，以糊刷而

言，其價位約為新臺幣 2,400~3,900元。以臺灣市場而言，或許會認為以一支刷具而

言，價位稍微偏好，但因為高品質、手工精良等優勢，更反而是無法仿製或模仿出的

技術，進而創造出獨一無二的市場。 

關於刷具文化，對比臺灣傳統裱褙的「兩把刷子」，確實反映出兩國間相異的特

質，以修復工作而言，日本工坊的各分工較為細緻，每個工作項目皆專職負責，具有

將專業發展到極至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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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西村彌兵衛商店店舖外觀。 

臺灣亦有許多值得保存的國寶技術，然而這些國寶技術所面臨的問題比比皆是，

傳統工藝與民眾間的距離，甚至是產業的凋零，造成現今國寶技術後繼無人；過去曾

與臺南粧佛老店第四、五代傳人蔡天民、蔡友誠師傅談論傳統工藝技術凋零或消失問

題，現今臺灣對於無形文化資產的保存，僅限於非營利的推廣，然而現實面中，該如

何輔導該產業實際受到市場的需要，或許也應考量推廣行銷、臺灣整體品牌的製作與

結合；撇除西村彌兵衛商店面臨到的問題
3
，應與上述無關，然而店家自主性的製作、

出版產品型錄，更甚至將語言版本拓及至英文版，民間單位對於技術推展至國外的重

視性，對比臺灣現況，無論是政府或民間，尚有努力的空間。 

 

圖 28：西村彌兵衛商店自行出版的英文

版介紹 DM封面。 

                                                 
3 其後繼無人應受到日本少子化情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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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建議 

一、積極徵集日本相關臺灣史料 

過往臺灣研究進行史料蒐研，主要著重於臺灣地區的探尋，然而日本時代的臺灣相

關資料，受過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歷史影響，一些在臺日本人在臺灣期間所蒐集、調查

的資料，往往伴隨日本人返日後而帶回日本，其中「南方共筆：輩出承啟的臺南風土描

繪特展」展出館藏民博的內田勣檔案即是其中一個案例，相信仍有相當可觀的資料留存

於日本，隨著當事人的高齡化、世代交替的因素，這些資料即將面臨不易追蹤，因此以

內田勣案例，持續積極與日本相關博物館或單位合作，徵集留存於日本的臺灣相關史料，

由臺灣來解讀資料，共同建構臺灣地方知識。 

 

二、常設展特展化回應當代社會議題 

一般而言多數博物館的常設展經常一完成就是 10 年沒有更新內容及議題，難以直

接回應當代社會議題，民博常設展的作法則提供了另一種思考，在常設展局部區域規劃

更新單元，加入 311 地震救援行動及移民議題，即時性回應社會，讓博物館的脈絡貼近

時事、貼近社會，是一值得仿效作法，因此現正適逢本館常設展更新計畫進行中，可將

常設展特展化納入規劃。 

 

三、持續建立國際良好資源合作管道 

本次特展交流自 2017 年起從資料調查、到展覽完成，共歷時 3 年餘，透過國際館

所的研究資源交換、分享、解讀，到雙方合力促成此次展覽，期間包括國際借展申請手

續等，透過實質的展覽合作，增進彼此的熟悉度，進而建立跨國文化機構間資源連結與

互動合作的良好管道，並互為夥伴友館關係，有助於本館未來長期國際合作之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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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點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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