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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參訪緣由與目的 

     國家人權博物館（以下簡稱人權博物館）於2018年5月17、18日分別於白色

恐怖綠島、景美紀念園區揭牌成立。人權博物館是保存過去傷痕歷史之專責機關，

身負博物館典藏、保存、研究及展示之責任，並展望具積極意義與未來性的社會

溝通功能，促進社會對話與文化傳遞，落實博物館社會責任，建構歷史記憶的未

來。 

    人權博物館自籌備處時期起，開始拓展國際事務參與機會，正式成立後積極

推動台灣人權工作與國際人權博物館及人權組織之接軌平台，建構以「人權」為

核心之博物館價值及人權文化路徑，期以人權教育樞紐為核心，連結國際社會，

共同推動當代國際人權價值之實踐。 

    2019年人權博物館規劃赴日本京都考察，本次計畫除出席首度於日本舉辦之

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 2019 京都大會（以下簡稱 ICOM 2019 京都大會），並參

與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暨紀念國家或公共暴力受害者的歷史紀念館委員會聯合

年會（FIHRM 2019 Joint Session with IC-MEMO）。期藉由參與 ICOM 2019 京都

大會及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聯合年會，汲取國外合作實務經驗，交流國際負面文

化遺產及人權教育推廣方式，借鏡各國人權重大事件發生地之保存與傳承之經驗，

締結台灣與國際博物館網絡之合作及夥伴關係。 

    人權博物館自2013年起，正式成為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會員，

加入全球130多個會員行列，迄今已是亞洲地區核心機構會員。本屆大會期間宣

布正式成立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IHRM-AP），未來將推動以亞太地

區為據點的人權教育及交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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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察背景分析 

(一) ICOM 2019 京都大會（ICOM Kyoto 2019 General Conference）  

 

 

 

 

    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自1948年起，每三年召開一次全體會員大會，為

博物館界重要國際盛會，2019年第25屆大會首度於日本京都召開，超過4000多

名來自全球不同文化及專業背景之博物館業人員，齊聚於京都展開為期一周之

大會活動、專題講座、研討會、小組討論。本屆大會台灣計有100多名代表出席

與會，發表逾60篇學術論文，於三年一度國際文博盛會上分享台灣博物館的實

務經驗、專業觀點，展現台灣博物館專業社群的文化軟實力。 

    第25屆大會主題為「博物館作為文化樞紐：傳統的未來（Museums as Cultural 

Hubs: The future of tradition)」，本屆大會圍繞永續發展、災害風險管理、去殖民

化、文化多樣性、地方發展及博物館新定義等六大主題展開專業經驗交流分享

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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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暨紀念國家或公共暴力受害者的歷史紀念館委員

會聯合年會（FIHRM 2019 Joint Session with IC-MEMO）  

 

 

 

    本屆聯合年會之紀念公共暴力受害者的國際歷史紀念館委員會（IC-MEMO）

主題為「博物館如何敘述難以述說之事：來自日本帝國前殖民地的聲音」（How 

Museums Say the Unfathomable: Voices from Former Colonial Territories of Imperial 

Japan），來自台灣、法國、日本、中國等國研究者針對日本帝國時期所遺留之

工業遺址、戰爭罪行、戰爭記憶及殖民歷史為研究發表。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年會主題為「積極社群與全球網絡」（Active Communities 

and Global networks），主題包括博物館如何扮演社會重建、社區復原及連結社

群的角色；作為社會運動平臺及參與者，如何再現少數群體、推動人權教育工

作；本屆年會邀請來自世界各地人權博物館、負面文化資產全球網絡組織工作

者演說，強調國際間彼此對話與交流之重要性。國家人權博物館陳俊宏館長亦

受邀於本屆年會上發表有關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之未來展望與推動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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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考察交流行程： 

日期 行程 考察內容 

9月1日 

第1天 

桃園機場-日本大阪關西

機場-京都 

◎飛行 

◎ICOM 大會報到 

9月2日 

第2天 

國立京都國際會議中心 ◎出席第25屆 ICOM 2019京都大會開幕典

禮、專題演講 

◎參與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暨紀念公共暴力

受害者歷史紀念館委員會聯合年會（FIHRM 

2019 Joint Session with IC-MEMO）  

9月3日 

第3天 

國立京都國際會議中心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年會（FIHRM 2019 

Joint Session with IC-MEMO）投稿論文發

表：吳宗蓉專員及何專案助理友倫聯合發表

《對立性社會脈絡下之博物館教育途徑：以

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為例》論文 

◎ICOM 2019京都大會台灣展會舉辦國際人

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IHRM-AP）成立

茶會 

9月4日 

第4天 

國立京都國際會議中心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年會（FIHRM 2019 

Joint Session with IC-MEMO）專題演講：陳

館長俊宏演講《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

會之未來展望與推動計劃》 

9月5日 

第5天 

創價學會京都國際文化

中心 

出席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場外會議：博物

館、人權及氣候變遷行動主義 

9月6日 

第6天 

京都、大阪 歸程 



- 5 - 

 

貳、 考察心得  

一、 ICOM 2019 京都大會（ICOM Kyoto 2019 General 

Conference） 

    第25屆 ICOM 2019 京都大會開幕式嘉賓雲集，日本皇室代表有秋篠宮文仁

親王、親王妃親臨，日本政府代表文部科學大臣、內閣府副大臣、京都府知事

西脇隆俊、京都市市長門川大作等重要官員蒞臨會場致意，總理大臣並派代表

致詞，顯示日本政府對首度於京都舉辦之國際年會的高度重視。開幕式當日安

排專題演講，分別有日本建築師隈研吾氏（Kengo Kuma）「森林的時代」、巴西

社會紀實攝影師塞巴斯蒂昂‧薩爾加多（Sebastião Salgado）「巴西亞馬遜熱帶雨

林保護倡議」、當代藝術家蔡國強「我的博物館春秋」等主題演講，現場反應相

當踴躍。 

    本屆 ICOM 大會議程安排內容豐富，每日上午議程主要為大會統一安排之

Keynote Speech 演講，地點於國際會議中心主會館中最大型會議廳舉行。下午則

由各博物館委員會或聯盟各自規劃論文發表、工作坊、主題式小組討論活動

等。因此同一時段有許多博物館委員或聯盟同時舉辦不同主題之專業性活動，

與會者可依興趣自行選擇報名參加。 

    此外，大會也規劃晚間的社交晚會、戲劇演出、市區景點導覽、古蹟名勝

如二条城等參觀行程，提供與會者豐富且多元的選擇，不但讓參加者可藉由參

與 ICOM 大會與其他國家之博物館從業人員進行國際交流，也可同時藉此機會

對各國會員進行日本城市文化行銷，增加主辦國家之國際能見度。 

    本屆大會期間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委員會針對博物館核心骨幹展開

激烈思辨，新版有別於傳統的博物館定義，注入新的價值取向，像是民主、平

等及社會正義等觀念，修訂定義如下:「博物館為民主、包容及多聲道空間，讓

過去與未來展開批判性對話」，「博物館面對及處理現在的衝突與挑戰，為社會

信託保存文物及標本、為未來世代守護多元記憶，確保所有人對文化遺產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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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權力及近用。」、「博物館不以營利為目地，為參與式及透明化，與不同社

群積極合作蒐集、保存、研究、詮釋、展示及促進對於世界的理解，旨為人類

尊嚴、社會正義、全球平等及地球福祉做出貢獻」。然而，委員會各國意見分

歧、懷抱不同立場，最終有7成投票決議延期對新的定義做出表決。大會決議至

明年巴黎會議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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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ICOM 第25屆大會開幕式現場 

圖2： ICOM 第25屆大會開幕式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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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論文發表及演說 

(一) 人權博物館本次參加 ICOM 日本京都大會計有1篇論文及1場演說於國

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安排場次發表，發表時段及主題如下： 

日期 論文/演講主題 發表人員 

9月3日 

Approaches of Museum Education in 

Antagonistic Social 

Context: Example from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 in Taiwan 

《對立性社會脈絡下之博物館教育

途徑：以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為

例》 

WU Tsung Yung & HO Yu-Lun 

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 

Taiwan 

國家人權博物館 

吳宗蓉專員 

何友倫專案助理 

9月4日 

FIHRM Asia-Pacific - Ambitions and 

Plans of a New Network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之

未來展望與推動計劃》 

Chen, Chun-Hung 

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 

Taiwan 

國家人權博物館 

陳俊宏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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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論文發表及演講心得 

1.《對立性社會脈絡下之博物館教育途徑：以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為例》 

論文發表人：吳宗蓉專員、何友倫專案助理 

    人權博物館於9月3日該場次之論文發表內容係針對國家人權博物館在面對

社會衝突背景下如何推動人權教育的實務做法進行分享，並分析在台灣社會推

廣人權價值的困境。 

    首先本文從歷史的角度，將困境區分為國際與國內因素，前者係指中華民

國退出聯合國，造成我國脫離國際人權體系，進而人權不彰的問題不會受到任

何來自國際的監督。國內因素則係指長期戒嚴帶來穩定社會所造成之非意圖結

果，穩定的社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為台灣創造豐厚的經濟積累，因此許多人

認為民主人權與經濟發展是兩個互斥的路徑，甚至將當前經濟衰退歸因於台灣

的民主制度。 

    處在這樣的社會可以如何推廣人權？本館發表人以人權館的經驗出發，提

到藝術或白色恐怖地圖等方式，可以讓大家從認識歷史開始，保留彈性給觀

眾，讓他們可以自己選擇如何接近人權與歷史，此外本館也有人權影展等較輕

鬆卻不失討論價值的活動，提供給不同的觀眾，總而言之，國家人權博物館是

以較為柔軟的方式推動普遍被認為不討喜的議題。 

    由於該論文發表場次為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所規畫之發表時

段，與會之博物館從業人員均為對於人權教育較為關注者，因此於本館論文發

表後，在場與會人員詢問了許多關於本館推動方案中具體作法之相關問題，例

如綠島藝術季與藝術家合作之授權問題、專案經費額度、兒童人權劇場之推動

方式與未來至館外其他場地巡演之規畫等等。 

    當天該場次是由英國利物浦博物館館長 Laura Pye 主持，該場次一開始

Laura 也介紹了英國利物浦博物館如何推動人權教育，其中許多教育專案計畫都

已不限於單向性的教育方式，而是以賦能方式讓受眾藉由參與博物館教育計畫

而提升其社會改革的意識。例如「Empowering women: fighting for rights」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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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中，藉由討論英國在過去150年裡逐漸改變中的女性權力地位，進一步探討女

性在現今社會中持續面臨必須爭取性別平權的問題。此外也有部分教育專案是

為了推動文化平權，而特別針對不同社會弱勢族群所舉辦的活動等（例如針對

年長者的生理特性而特別設計的活動）。由此可見英國利物浦博物館的教育途徑

已踏出博物館範疇，主動與社區結合，並著重與社會中不同族群之連結及社會

倡議，以達到更深入而持續性的社會參與，博物館不再只是扮演等待民眾至博

物館參觀的被動性角色。 

    同場次也有一位來自台灣創價協會的同仁發表，他提到他們以藝術的形式

陪伴921大地震的災民走過當時的傷痛，是令人尊敬的工作。此外來自澳洲的發

表人，則是在醫院的空間，展示女性與兒童的照片，澳洲的原住民族長期消逝

在公共視野中，透過照片展可以讓過去的歷史被重現，也讓人了解到過去的種

族衝突以及政府過去不堪的歷史，是相當有力量的展覽。 

    此外，在該論文發表場次最後之綜合座談時段中，與會人員也討論到各人

權博物館共同面臨之問題。例如關於以藝術創作來推動人權教育之途徑方面，

各館之執行方式、成效與困難點之異同；以及各館在自己所屬國家中所扮演之

角色、定位與是否有不可取代性等討論。 

    本次論文發表內容及會後之綜合討論中，本館並藉此機會一併宣傳國際人

權博物館聯盟將於台灣設立亞太分會（FIHRM-AP）之訊息，為台灣及國家人權

博物館增加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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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9月3日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論文發表現場 

圖4：9月3日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論文發表現場  

(FIHRM, 2019/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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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之未來展望與推動計劃》 

演講人：陳俊宏館長 

    人權博物館陳俊宏館長應邀於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9月4日發表

演講，當天並有美國國際良知遺址聯盟全球網絡總監 Linda Norris、FIHRM 國際

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FIHRM-La）執行長 Susana Meden、加拿大人權

博物館執行長 John Young、斯洛伐尼亞 Kathrin Pabst 以及 Kaja Širok 針對全球網

絡與國際事務之推動、研究工作分別專題演講。 

     本場次之演講內容係針對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如何扮演促進社會對話及文

化傳遞，與社會共同學習、實踐並守護人權價值角色為介紹，並闡述台灣特殊

歷史背景及成因，致長年被排除在國際人權體制(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Regime）之外。我國雖非聯合國會員國國家，卻從2009年開始陸續立法通過五

部核心國際人權公約，透過「施行法」模式承認五部核心人權公約之人權保障

規定「具國內法效力」，今年5月24日，成為亞洲地區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

國家。令在場與會者深刻認識台灣期許做為亞洲的人權燈塔，有其國際獨特性

及人權指標之象徵意義。 

    此外，陳俊宏館長誠摯表達台灣願與全世界堅持民主自由制度，保障人權

價值的國家站在同一陣線，更邀請與會者加入甫成立的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

太分會（FIHRM-AP），攜手合作、彼此學習及相互對話，促進國與國、人與人

之間的寬容與和解，修復歷史傷痕，推動轉型正義，為當代及下一世代建造永

續發展及和平的基礎，更期許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IHRM-AP）成為

世界各地仍在奮鬥及生存於壓迫中人們的忠實夥伴。邀請大家一同來關注世界

各地特別是亞太地區險峻的人權議題，建造以「人權」為核心之博物館價值及

人權文化路徑，推動當代國際人權之實踐。進一步保障每一個人不因政治、思

想、言論、宗教、階級、民族、種族、膚色、語言、性別、性傾向等差異，遭

受到不公平、歧視性甚至暴力的對待，打造一個公平、正義及共生之社會及環

境。現場不少與會者紛紛於會後表達願與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



- 13 - 

 

（FIHRM-AP）合作的高度意願，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主席 David 

Fleming 更表示肯定，願予最大支持來協助國家人權博物館推動國際合作相關工

作。 

    同場次來自不同國家的博物館專業工作者，分享各國推動人權事務的模式。

例如，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美分會設立在阿根廷。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

洲分會（FIHRM-La）執行長 Susana Meden 分享在拉丁美洲各國舉辦聯合巡迴攝

影展經驗。拉美地區語言共通且該區域各國所遭遇的人權議題相當類似，透過攝

影作品雖傳達單一國家的人權處境，往往能引起其他國家共鳴；此外，拉美地區

政治情勢較為不穩定，使得他們關注的人權議題必須限縮在最基礎的基本人權議

題，例如飢餓、貧窮、氣候變遷等，但各自攝影作品傳達出強大的故事感染力，

讓各國與會者雖非身處拉丁美洲皆能共感。 

英國國立利物浦博物館，則分享了社會參與經驗，利物浦博物館近年積極推

動人權議題，以性別議題為例，利物浦博物館進而參與同志遊行；針對年長者及

失智症患者，量身打造「House of Memories」計畫，以改善及協助當事人及照顧

者的生活品質。利物浦博物館近年推動工作，可謂本屆國際博物館協會定義討論

的最佳範例，具體展現了新定義下的博物館，如何在當代社會中積極參與公眾事

務，打造平權、社會正義之公民社會環境。 

美國國際良知遺址聯盟全球網絡總監 Linda Norris 分享他們如何串聯跨 

美洲、歐洲、非洲及亞太地區會員國網絡，藉由聯盟的專業訓練課程、定期年

會、線上會議、教育訓練等模式，深入當地社區進行培力工作，推動人權教育

工作，相較於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以博物館機構為主的會員型態，

國際良知遺址聯盟會員成員屬性相異、背景多元，呈現出不同面貌的國際合作

模式及路徑。 

    本場次專題演講令與會者皆獲益良多，會後各國講者、聽眾皆主動分享各

自推動工作，踴躍進行專業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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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月 4 日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陳俊宏館長演講現場 

 

 

 

 

 

 

 

 

 

 

圖6：人權博物館陳俊宏館長與國際良知遺址聯盟全球網絡總監 Linda Norris 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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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人權博物館陳俊宏館長與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FIHRM-

La）執行長 Susana Meden 交流區域跨國合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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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觀察報告 

    除本館於9月3日及9月4日論文及演講發表時段外，本館同仁也利用其他時

段，參加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與受難者紀念博物館委員會

（ICMEMO）所共同舉辦的論文發表場次。 

     9月2日發表場次會議聚焦二次大戰後經歷日本戰爭罪的國家如何處理自

己的創傷，以及博物館如何處理難以述說的歷史經驗。日本作為第二次世界大

戰的侵略國，戰後也有相當的反省，例如，立命館大學國際和平博物館，每年

舉辦國際交流，邀請亞洲各國的學生來到日本參與對話，讓彼此戰後歷史經驗

可以相互傳承。 

     9月2日場次中計有日本的 National Museum Japanese History 及 Kyoto 

Museum for World Peace 博物館，以及位於中國哈爾濱的日軍731部隊遺址紀念

館發表人，這三所博物館皆分享了各博物館如何推動歷史教育之具體展示及活

動內容。 

    731部隊遺址紀念館為二戰期間日軍向中國人民發動細菌戰的基地，日本

關東軍駐滿洲第731防疫給水部隊從1932年至1945年間，在中國東北哈爾濱市

平房區建細菌工廠，秘密從事生物戰細菌戰研究和人體試驗相關研究，相關侵

害人權的場景、歷史口供、證詞、筆錄、檔案、證物均保留及陳列在軍731部

隊遺址紀念館中。 

    來自中國731部隊遺址紀念館的講者分享硬體的保存與維護經驗，具體展

示該館如何透過新的建築物設計融合舊有的保存建物，同時也將展覽的內容鑲

嵌至硬體的設施。國家人權博物館的景美及綠島兩處白色恐怖紀念園區，同樣

也是史蹟遺址保存性質之博物館，因此在保存及展示手法上，有許多可參考之

處。 

    此外，該場次討論中，許多與會人員都提及各博物館之展示方向與內容牽

涉到對歷史的詮釋角度，是否會受到博物館背後資金資助者（不論是政府、企

業、政黨輪替等外在變遷）之干涉或影響。雖然討論並無具體結論，但這恐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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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歷史性博物館所共同面對的問題，值得所有在歷史性博物館中工作的從業人

員時時自我警惕及深思。 

    而來自於台灣北藝大的陳佳利教授則分享了台灣兩間博物館：婦援會的阿

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與台北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之場館比較。兩個場館均與

日本殖民歷史有關，然而兩者呈現的史觀卻大相逕庭，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如

此落差？以及該落差在展示的呈現造成什麼影響？值得我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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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IHRM-AP）成立茶會 

    人權博物館於 ICOM 2019 京都大會台灣展區宣布正式成立國際人權博物館

聯盟亞太分會（FIRHM-AP）。 

    為呼應本屆大會主題，台灣展會以林猩嶽老師所授權「受大地祝福的山」

作品做為主題背景，以台灣高山「開門見山」為概念所發想的主展區「博物之

島」，充分展現台灣博物館於「永續環境」、「人權與正義」、「友善平權與文化平

權」、「社群與公眾參與」四大主題的具體成果。「人權與正義」策展理念為賦予

博物館重新解讀歷史及消弭衝突的任務，展示包括人權博物館所辦理與兒童人

權、原住民人權、言論自由、不義遺址、國際人權等相關主題特展、行動展、

教育推廣活動及影展具體成果，以及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國立臺灣科學

教育館、國立臺灣美術館等館所辦理人權展示及教育活動。 

    成立茶會出席貴賓，有文化部政務次長、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理事長蕭宗煌、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主席大衛・佛萊明、國家人權博物館陳俊宏館長，亦有國際

人權博物館聯盟秘書長弗朗索瓦絲・麥克拉弗蒂（Francoise McClafferty）、國際博

物館協會（ICOM）前主席漢斯-馬丁・辛茲（Hans-Martin Hinz）、英國國立利物浦

總館長羅菈·派伊（Laura Pye）及國際人權博物館拉美分會執行長蘇珊娜・梅登

（Susana Meden）、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人權與博物館委員會副主委陳佳利、中華

民國博物館學會常務理事吳淑英等多位貴賓蒞臨。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主席大衛・佛萊明致詞表示，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推動

全球性組織經營不易，該聯盟二年前決定設立亞太分會，然而，亞太地區語言及

文化差異頗大，推動網絡工作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聯盟特別感謝在台灣文化

部支持下，得以順利設立亞太分會，求其是台灣人權工作在國際上表現十分傑出，

亞太分會選址於國家人權博物館成立是不二選擇。他亦曾參觀過人權博物館景美

及綠島二白色恐怖紀念園區，相信未來聯盟亞太分會定能帶動亞太地區更多有關

人權議題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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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會現場邀請到來自台東卑南族的原舞者，吟唱南王部落古調，南王聚落

過去聲勢顯赫，也是各聚落中祭儀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聚落。表演內容係

南王村婦女每年在小米作完畢之後，舉行 mugamut 節慶活動，男士們則採取荖

藤（吃檳榔用）和花送給婦女以示慰勞。婦女在集會所前吟唱古調 mayaayam。 

歌詞大意為：領導者向眾人通告，年老婦女相互商討，婦女們成群結隊以非常

柔美可愛的神態牽著荖藤，戴著花環，在清脆悅耳的鈴噹聲中來到集會所，這

樣歡欣和樂的集會希望永遠持續下去。 

    此外，這場表演具有特殊意義，尤其是人權博物館近年關注原住民人權及

轉型正義問題。台灣原住民族與自然和諧共生、環境永續發展的價值信仰，是

台灣這塊土地無價的餽寶。卻在過去數百年來經歷數苦難，土地、生存空間、

語言、文化、歷史記憶，一點一滴遭到剝奪與流失，年長的耆老逐一離世，年

輕世代正努力找回他們的文化認同及文化傳承。藉本次茶會表演，也希望藉悠

揚雋永的古調傳唱，令各國嘉賓從歌聲感染力中聽見原住民族的文化力量，並

珍視文化多樣性，進而反思原住民族文化、語言權利等人權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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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台灣展會「博物之島」為世界注入一彎彩虹 

圖9：各國到場嘉賓於成立茶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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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致贈各國嘉賓 FIHRM-AP 成立限量版隨身碟 

 

 

圖11：致贈各國嘉賓 FIHRM-AP 宣傳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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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場外會議（Off-site Meeting） 

   場外會議討論的主題，與傳統博物館所重視的相當不同，David Fleming 提供

一個相當有趣的視角去思考博物館與資金來源的關係，由於主題圍繞在氣候變

遷，他舉例如果英國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捐款博物館，進而干預博物

館倡議氣候變遷的工作，則博物館到底應不應該接受他們的捐款？從這個問題

出發，參與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的所有館所分成三組，報告人的組別直接討論

可不可以接受捐款，參與者分享各自看法後，均認為不宜收取特定企業的捐

款，因為博物館具有公共性，不宜被特定的團體所控制。另外一個值得反思的

問題，是拉美分會的主席提到，他們自己雖然倡議基本的人權，然而真正需要

主張這些權利的人卻不會進到博物館，會進入博物館的人都是環境相對好的民

眾，這呈現了一個相當諷刺的現象，因為真正需要被博物館展示所培力的人，

因為條件的限制而無法接近，其實相當可惜。 

 

 

 

 

 

 

 

 

 

 

 

 

 

 

 

 

圖12：場外會議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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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建議事項  

    本次經與各國博物館從業人員，尤其從事人權領域議題相關專業工作者及

館舍面對面交流分享，對於本館日後締結跨國合作夥伴關係，拓展實質國際合

作空間，建構「人權」價值為核心之博物館價值及人權路徑，具有莫大助益。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IHRM-AP）之成立旨在以亞太地區為據點，推

動國際人權教育及交流工作，據此基地搭建起「人權」對話及協作平臺。茲研

提建議如下：  

一、 立即可行建議  

（一）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IHRM-AP）會員之招募與聯繫： 

1. 建立會員制度、招募管道； 

2. 加強聯繫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現有22個亞洲各國家機構會員； 

3. 資源盤點亞太地區相關人權博物館、人權組織名冊。 

（二）建構即時互動及交流平臺： 

1. 建立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IHRM-AP）專屬網站、社交軟

體帳號； 

2. 建置會員活動訊息、消息即時發布機制； 

3. 建置會員帳號及線上參與機制。 

（三）規劃及籌備2020年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第10屆年會事務工作。 

二、 中長期建議  

（一）發展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IHRM-AP）策略地圖及工作模式。 

（二）發展「館館都是人權館」品牌理念，推動「人權」博物館核心價值。 

（三）發展「亞太地區」人權價值特色，並促成與西方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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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件  

一、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IHRM-AP）電子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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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立性社會脈絡下之博物館教育途徑：以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為例》發

表論文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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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之未來展望與推動計劃》演講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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