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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300 字) 

 此行為玉里的法國爸爸巡迴展場地的考察與洽商，包含三個預定的場地的相

關人員訪視，以及確認個別場地的設備、對方博物館所能提供的條件。此行主要

為去年賴作松組長在法國聯繫的延續，本案最早是由賴組長提出，也是他向法方

提出前往巡迴的構想，此次的三個場地也是延續先前的聯繫，而與三個單位作進

一步的確認。由於法方的場地多半需要兩年至三年的聯繫與敲定，此次從六月底

經費確認，到七月初的場地確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因此只能延續賴組長原先所

作的決定，前往三個場地進行場地、日期等相關事宜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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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與目的 

 此次的巡迴展要追溯到去年經濟部經濟文化辦事處的賴作松組長的推動，賴

組長於去年特展在台中展出時，引介南特市副市長、聖波德里翁市的市長等一行

人，前來台灣參加花博活動時，順道至館參訪，並提出巡迴展的提案且獲得對方

的認同。由於賴組長於今年 108 年 7 月份從經濟部退休，後續事項由劉一峰神父

本人，以及劉一峰神父天涯若比鄰文化與藝術基金會協助。此行前往的目的，除

了確認展出的地點、日期，也需確認對方展場的設備，以及對方對於展出能提供

的協助。出發前已聯繫的對象為: 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展場、聖波德里翁市長、南

特市副市長辦公室。南特市副市長處，一直到出發前幾天，才由法國在台協會的

協助下，聯繫到承辦的人員，允諾在南特市尋找合適的場地。 

 

過程 

7 月 8 日從中正機場出發，為了配合劉一峰神父的飛機，必須比神父抵達的

班機更早抵達戴高樂機場，在機場等候劉神父時，竟意外遇到中央研究院的劉壁

臻老師，將前往南法。7 月 9 日早上與神父會面後，一同前往巴黎外方會的會館。

由於早上 10:00am 與負責地圖的 Anni 小姐有約，因此抵達之後先前往地圖蒐藏

庫。這裡的蒐藏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與圖書相關的地圖，放在樓上的資料庫，

一個是地圖的原圖，被放置在一樓的庫房。因為一樓的庫房移到新的地點，搬運

與整飭的工作還在進行，因此主要在樓上進行查詢。基本上不論是早期或是當代

的地圖，都已經數位化，Anni 小姐秀出如何進入數位系統查詢的路徑，順利地

找出幾筆與台灣相關的地圖。整個資料庫中，與台灣相關的材料不到十筆，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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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八、十九世紀的地圖，有的是光復以後很新的圖，看起來胡志遠等神父當年

前往台灣時，使用的地圖有可能來自巴黎的其他圖書館。 

   

巴黎外方會的地圖蒐藏庫 

Anni 小姐知道我們也在尋找巴黎外方會的藏品，她表示其實修會對於物件沒

有正式的蒐藏庫，有些神父們從其他國家帶回來的文物，直接被擺到聖堂，或是

修會的走廊等多處，有些被蒐存的物件，其實是在倉庫，因為沒有整理，不方便

給外人拍照或參觀。她帶我們參觀修會，樓上地圖蒐藏庫正好橫跨在十八與十九

世紀兩棟建築的中間，旁邊就是鐘樓，可以遠眺聖母院與巴黎鐵塔。而從上往下

望的院子，是外方會與法國總理、以及義大利領事館共用的院子。 

中午的時候舉辦為在越南傳教的的犧牲者紀念的儀式與餐會，同時也遇到大

約三位來自中國的修士或是準備成為修士的人員。他們談到中國對於基督宗教的

不友善，以及未來在中國，因為各自所處的地區所面臨的難題不同，而必須解決

的困境表達不畏懼的態度。對於台灣的自由與民主，他們是嚮往的，中國很難在

短時間內做很大的變革，但是還是要持續努力，不能因為困難而停滯不動。 

      

巴黎外方會的戶外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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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巴黎外方傳教會的人員正式開會與商談 

     

巴黎外方會的展場 

下午的時候劉神父與三位代表外方會的人員，再加上我前往會議室開會，商

討特展的內容。他們代表副會長，向館內感謝去年在館內推出的特展，他們也將

法方所作的在期刊裡的同步報導翻出來。由於法國是天主教的國度，所以三位法

方代表都表示希望能有多一點關於台灣文化的物件，不論是台灣原住民或是漢人

宗教，對於法國民眾都具有吸引力。由於法國民眾對於天主教很熟悉，其實不需

要在展場放太多與天主教相關的文物。此外他們也希望能夠多增加一些其他的神

父的面板，原來的展場很小，僅介紹四位神父，法國的展區除了室內，還包含戶

外面板，因此希望展出的內容能夠更豐富。 

關於展出的文物，因為外方會本來已具備有櫃子，外方會表示，若有尺寸不

適合，而需要另外製作過子，這筆製作櫃子費由外方會買單；倘若有物件尺寸過

大的文物，外方會也會負責找到合適的櫃子。外方會考慮櫃子的體積與重量，若

由台灣採購與運輸，將造成運費的增加。外方會希望費用能夠支付在文物的保險

與運輸，多一些真品前往展出。由於巴黎的民眾，會希望多了解台灣原民或是漢

人文化，因此能有幾套服飾的展出，對於民眾在理解上會有助益，初步的討論是

五套花蓮地區原民的服飾。 

戶外的展區，內容的設計希望由台灣提供，但是戶外的輸出由法方負責。戶

外最主要的面板在兩張類似海報的掛旗，以及一張解說本次展覽的總論。其餘的

以影像為主，由於戶外展出要考量的材質比較複雜，因此法方表示這部分由他們

負擔。室內的面板輸出、摺頁、海報希望維持原案由台灣支付。展出的場地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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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展覽空間，也將擴及迎賓的空間，此外也希望館方準備兩個影音節目可以撥

放。 

開幕日期法方原本期望在二月中旬，因為考量船運的時間，所以稍微延後到

三月初。三月下旬天主教的復活節即將舉辦，不論是台灣的天主堂或是法方，也

都不適合進行佈展與開展的事宜，因此選擇三月初。由於法方贊助本館五十萬元

台幣，出版東海岸的法國牧者，法方希望開幕記者會時，該書也可以同步在展場

旁呈現。至於開幕記者會，法方希望能直接與台灣駐法代表商談，因為巴黎是法

國的經濟與政治、文化的重心，所以這次的開幕巴黎修會相當重視，會邀集法國

當地重要的媒體前來採訪，也希望台灣在巴黎的社群、官方代表能夠共襄盛舉。 

    

聖波德里翁的聖堂與市政廳展區 

 

二、前往聖波德里翁市 

7 月 10 日早上原本 Anni 希望能再多協助找出更多關於台灣古地圖的資料，但

是因為要前往西北方的布列塔尼，車程較遠，如果下午才出發，車程會拖延到晚

上才能抵達，因此提前上路。布列塔尼是法國西邊的省，曾經獨立為一個公國，

舊的首府是在南特，新的首府是在漢恩。由於神父的故鄉是在聖波德里翁市的諾

曼地半島，臨英吉利海峽，我們的高速車抵達漢恩後，原本需要轉火車前往聖波

德里翁，但是鐵軌浸水所以必須在漢恩下車。漢恩是十五世紀以後布列塔尼的首

府，布列塔尼的大型與知名博物館其實集中在漢恩，但是從漢恩到神父的故鄉還

有兩個小時的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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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諾曼地半島已是傍晚，先前往超市採購後，因同行有一位拍攝神父紀錄

片的李導演，因此一同前往神父小時候住的房舍、農園，以及神父常去的海邊，

神父講述小時候的事情，現今的屋主也談論現今的屋況。 

7月11日先到市政廳見聖波德李翁的市長，紀百祿神父以及當地聖堂的主教，

打算在 7 月 13 日的早餐才會與大家見面。聖市長以為這次的展出主題談的是神

父，在這個小城一般觀光客來參觀都是到聖堂，小鎮上沒有博物館，若有展覽來

到小鎮，一般都是短期，市政廳二樓的走廊可以考慮，明年度的暑期市政廳有活

動舉辦，若要使用此空間，九月份以後可以用。隨後劉神父帶領一行人前往兩個

聖堂參觀，一個是神父小時候受洗的地方，一個是現今觀光客喜歡聚集，裡面也

有簡單的聖波德李翁歷史的介紹的聖堂。 

約莫中午的時候聖市長的秘書前來，開啟另一個位在高中聖堂裡的展出地點，

這個聖堂年代很久外觀引起許多觀光客注意，所以還有不少觀光客會前來朝聖，

雖說位在高中校園，但是要另外開門方便參觀者的動線是無疑的。秘書帶大家進

入展場後，格局方正但是還需要一些費用整理，因為部分的鷹架、鐵架以及尚未

修繕完畢的物件散落，秘書以為如果要製作面板，費用他們可以募款得到。筆者

提出這個展場困難的是空間尚未修繕完畢，可否有可能募款把展覽空間處理好，

面板的部分直接援用前一個展場的就可以，秘書表示沒有能力募到那麼多的款項

來做修繕。 

離開這三個市長預定的空間之後，我們與神父討論這三個空間個別的問題，

其實在聖波德里翁市，完全沒有標準的展示的空間可以展出。若要尋覓一個接近

博物館規格的空間，離得比較近的是在首府漢恩。布列塔尼博物館設在那裏，裡

面有許多關於在地的歷史、自然、人文等的介紹；但是若要在布列塔尼博物館展

出，需要在更早的時間洽談與聯繫，現在的時間能談的展出是安排在 2021 年甚

至更晚 2022 年。 

隨後神父帶我們前往鎮上的火車站買票，原本考慮是否有可能運用鎮上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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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大廳，作為替代方案，但是鐵軌浸水已有半年，尚未修復再加上火車站大廳

空間不大，很困難作為可行性的評估場地。一行人在市政廳時，當地人也表示，

若展覽辦在市政廳恐怕效果不好，一般市民不會前來，週末最多遊客時，市政廳

的門緊閉，再加上遊客不太知道市政廳會有展覽，當地居民不建議辦在市政廳，

建議以較有人氣的聖堂為主要考量。 

   

聖波德里翁高中裡的展覽廳 

 

三、前往南特市勘查場地 

  

南特市的展廳 

7 月 12 日早上從聖波德里翁出發，前往南特市，約四個小時的車程午後才抵達。

南特市是最後才約成，由法國在台協會的幫忙，因此是由李導演同行，劉神父留

在自己的家鄉。南特市副市長辦公室沒有派員前來，但是展出地點的負責人之一，

負責接待與回答疑問。這個展出地點與先前被告知的藝術中心是在不同的方向，

這個地點座落在人潮擁擠的老街，每年暑假南特市府辦理觀光活動，這個展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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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必然被包含。此次的三個地點看來，也是這個地點的人潮最多，絡繹不絕，只

是這裡以影像或是面板解說為主，不展出文物。 

 接待的人員不清楚南特市府在這件是裡扮演的腳色，是作為共同主辦方，還

是僅是協助找到展出場地，相關的開幕、宣傳、記者會等工作，是由主辦方與台

灣洽談還是南特市府也會參與。南特市府的承辦人員，要到 8 月 6 日以後才會上

班，需要直接與承辦人員釐清。展場負責的單位表示，這個場地原本是教堂裡的

傳教士宿舍改建，因此南特市府委由非營利組織經營，以文化、藝術活動的推廣

為首要目標，過去的展出是透過邀請而進來，酌收一些場地費；如果是與南特市

府合辦的活動，才會不予收費。目前台灣的狀況是屬於哪一類，接待人員表示，

她需要與另外兩位委員商量才明確。 

 該場地不適合文物，因為該場地沒有空調，若展出單位以為需要空調設備，

那就是展出單位自備，展出結束後自行帶走。由於南特市的冬天很寒冷，所以有

些需要空調的文物展示，會選在較冷的月份，就可以避開沒有空調的疑慮。至於

展場加燈的部分，若需要資加電線，或是要處理線路問題，基本上布展時完全信

任布展單位，不會另外派技術人員或機電人員協助。會提供布展單位所需要的布

展時間，開幕記者會可以選在中庭，另外有會議廳可以舉辦演講等活動。接待人

員表示，其實南特市區有另一個空間更合適，除了有空調，那裏也常展出與文化

相關的議題。只是南特市府在當中扮演的角色尚待釐清，與李導演討論會決議，

應該由南特市府與對方先洽談，再進一步確認場地的情形。 

   

南特市的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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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觀南特市的博物館 

     

南特市的博物館參觀 

南特市是布列塔尼的舊首府，因此藝文活動相當豐富，所以留在南特市參觀

半天，後續不需要翻譯的人員陪同，所以李導演先回到巴黎市區。7 月 13 日聖

波德里翁的市長早餐宴，由劉神父代表出席，職與李導演都不再前往。由於時間

緊迫僅參觀了安妮公主城堡裡的展覽，講述布列塔尼的歷史，安妮公主家族曾使

用的家具、廚具、服飾等。安妮公主即位時僅有十二歲，當時神聖羅馬帝國派遣

使者前往求婚，但是法國國王查理八世得知後，擔心領地落入他人手中而強行與

安妮公主成婚。年僅十四歲的安妮公主因此嫁給法王保留領地，之後查理八世意

外死亡，安妮公主在嫁給即位的路易十二。安妮公主共有十四個孩子，但是多早

夭或是流產，僅有一個女兒存活，年僅七歲就許配給法王法蘭西斯一世，為的是

保住布列塔尼公爵爵位。城堡裡的展示僅有法文，沒有英文輔助，但是有不少來

自中國的文物，可以想像當時的貿易。 

   

搖滾樂展廳 

另一個展區是來南特市府用來展出幾個與現代相關的議題，擺在另一棟建築，

有搖滾音樂的介紹，以及相關的作曲者生平，流行的範圍與年代，相關的文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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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區很不錯的地方，提供各種曲風的音樂讓觀眾可以欣賞，讓觀眾藉由聆聽以及

觀賞相關的場景設計，而回到那個流行的區域與年代。此外也有美洲原住民的介

紹，介紹印地安人的物質文化與生活環境。 

約莫中午的高速車離開南特回到巴黎市中心，下午留在外方會的展覽廳進行

測量。因為館員沒有提供展廳的測繪圖，只能自行把迎賓區、展覽廳的相關尺寸，

自行做測量與紀錄。 

7 月十四日的早上是法國國慶的典禮，所有的人員幾乎前往香榭大道觀禮，

博物館幾乎休館慶祝國慶。早上前往巴黎鐵塔與聖母院瞻仰兩個世界著名的建築

物，下午與巴文中心的黃意芝小姐約在龐畢度中心。由於國慶日的關係，從凱旋

門、香榭大道到羅浮宮，一路有抗議的人潮，示威者多為學生，與警方有激烈衝

突，地鐵多處關閉。下午與黃小姐討論接下來的處理，物件清單首先要能確定，

才可以和對方處理簽約的問題。因為巴黎是集世界的文化與設計匯聚之處，所以

對於展覽的評論與要求相對很高，也因此通常一檔展覽，需要洽談二年至三年，

才有可能排的到空檔。黃小姐知悉聖市的場地不理想，但是那一帶比較近的合適

場地是在漢恩，即使是漢恩的博物館，也需要兩年到三年的作業，無法在明年就

可以排的到。黃小姐以為或許強調展出場地的意義，比去討論哪一個場地合適，

更符合此次展覽的意義。黃小姐即將於明年 2020 年離開巴黎回到台灣，她以為

簽約的事情完成，是這個展覽最重要的部分，她可以協助處理，至於開展的時候，

主要是記者會的出席，那屬於比較簡單的部分，倒是可以不需要擔心。 

7 月 15 日早上本與 Anni 小姐有約，要前往古地圖室再查詢資料，但是 Annie

小姐臨時有事必須外出，因此提前出門前往巴文中心。巴文中心靠近奧賽美術館，

先到奧賽美術館附近參觀，再前往巴文中心與連主任見面。連主任表示如果外方

會的要求是要台灣的代表出席，那會是由吳志中代表出席，不會是再巴文中心的

層級，記者會的事情通常是由新聞處的人負責，她會轉告吳代表以及通知新聞處

的人。離開巴文中心後，前往凡爾賽宮參觀，由於是周一，展廳沒有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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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開放花園的部分，因此參觀花園就回到住宿處準備打包，隔天打道回台灣。 

   

奧賽美術館與凡爾賽宮 

 

心得與建議 

1. 因經費的不確定性，所以先前無法與國外更多正規的博物館接洽，必須在確

認經費後才可以聯繫，但受限於許多大型的國立博物館，都必須再兩三年前

先排約進去，這個兩難導致本次展覽時能尋找與拜訪的館所有限。 

2. 本次拜訪的館所，為先前經濟部賴組長所先行聯絡的單位，賴組長不是博物

館人，所以對於合適的場地比較無法掌握，再加上賴組長因在今年退休，今

年年初已經離開法國，本次的聯繫雖延續賴組長鋪的線，但是在法國遇到翻

譯與虛聯繫的事項，是由法國在台協會與劉神父共同協助幫忙。 

3. 法國對於台灣不熟悉，所以提出希望能展出更多相關的物件，由於「東海岸

的法國牧者」一書，已經由法國贊助五十萬元台幣，預計在年底出版，所以

很困難要求法國再增加經費贊助。參考其他館所進行海外巡展的案例，不足

的經費是通常是向原民會，或者是私人企業尋求贊助款。 

4. 文化部底下的館所，多年來有不少館所以在海外巡展的經驗，關於海外的包

裝、運輸以及布展，其實有特定的幾家公司負責承攬，價格也有固定的市場

機制，其實海外的布卸展等事宜，可以循友館模式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