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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以下簡稱 ICOM）創立於 1946 

年，為博物館及其專業人員的全球性組織，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有

著緊密的合作關係，主責全球博物館專業發展的議題，可謂全世界博物館的最高

層級專業組織。ICOM 每 3 年召開 1 次大會，今年大會以「博物館為文化熱點：

傳統的未來」（Museums as Cultural Hubs: The Future of Tradition）為主題，於 9 月

1 日至 7 日在日本京都舉行，聚集來自各國不同學科領域的博物館專業人士進行

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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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文 

 

一、目的 

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以下簡稱 ICOM）每 3 年召

開 1 次大會，今年大會以「博物館為文化熱點：傳統的未來」（Museums as Cultural 

Hubs: The Future of Tradition）為主題，於 9 月 1 日至 7 日在日本京都舉行，聚

集來自各國不同學科領域的博物館專業人士進行經驗交流，本年度有逾 4,000 位

博物館專業人員與會，關注博物館之全球議題及最新趨勢，汲取專家學者之知識

與經驗，與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同業探討 21 世紀博物館管理之領導挑戰。藉由本

次國際會議讓臺灣博物館界的專業形象與聲音，有機會在國際間得到討論與重視，

增進我國積極參與國際交流之機會，為國內與國際博物館界交流開創美好的契

機。 

 

二、過程 

相關日程規劃如下表： 

8 月 31 日(六) 

抵達京都 / 入住飯店 

9 月 1 日（日） 

日間 大會報到 

晚間 考察京都 TEAMLAB 鴨川神社光之祭數位展演 

9 月 2 日（一） 

上午 開幕式 

下午 博物館出版工作坊 

ICDAD 委員會投票 

晚間 開幕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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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 日（二） 

上午 主題演講─蔡國強 

下午 ICDAD 委員會 個人發表場次 

18:30 - 20:00 大會活動：二條城史蹟巡禮 

9 月 4 日（三） 

上午 主題演講-●全球亞洲藝術博物館論壇 

下午 ICDAD 委員會  

晚間 大會行程：日本非物質文化遺產體驗-─狂言與能劇 

9 月 5 日（四） 

全天 ICDAD 委員會 Off Site Meeting 會外集會 

9 月 6 日（五） 

全天 ICOM 會外集會─京都工藝考察 

9 月 7 日（六） 

9:00 - 16:00 ICOM 會員大會及投票表決博物館新定義 

18:30 - 22:00 閉幕式 

9 月 8 日（日） 

(以私人休假) 自京都經大阪搭機返台 

 

會議地點： 

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ICC Kyoto) 

Takaragaike, Sakyo-ku, Kyoto 606-0001, Japan 

TEL: +81 (0)75-705-1229  FAX: +81 (0)75-705-1100 

 

 

三、心得及建議 

 

圖片來源：ICOM 官網下載 

本次會議對於文化古城京都而言，是一場重要的文化盛事。本次年會主題，主要是反

映當前社會對於博物館的需求轉變，以及博物館人對於自身社會責任的反省與自覺。

日本 ICOM 京都大會籌備會主席(President of the ICOM Kyoto 2019 Organising 

Committee) Johei Sasaki 先生闡述本次大會在於：「博物館理解到自身除了傳統上保存收

藏與展示之外，所需扮演的新社會角色(Museums are finding that they must play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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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roles that go beyond their traditional functions of preserving and exhibiting their 

collections)」。對於 ICOM 而言，在這樣的古都舉辦年會更是有特殊意義。ICOM 主席

(President of ICOM) Suay Aksoy 便表示：「ICOM2019 京都大會之所以特別，不僅是因

為它所帶來的多元討論，更是因為這是個讓博物館人得以了解日本豐富文化資產的機

會 (ICOM Kyoto 2019 will be an exceptional experience,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multitude 

of discussions and events taking place,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opportunity to encounter the 

rich cultural heritage of Japan)」。本次大會被視為日本國內盛事，不僅各大報皆有報導，

開幕時更請到秋篠宮文仁親王(Fumihito, Prince Akishino)殿下夫婦蒞臨，可見日本對於

辦理本次大會之重視程度。 

 

開幕時秋篠宮文仁親王(Fumihito, Prince Akishino)夫婦蒞臨 /作者攝 

 

 

讀賣新聞大篇幅報導此次盛會 (2019.09.01)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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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及建議 1. 國際盛會群策群力的橫向聯結 

 

 

本次會議舉辦的場所選在國立京都國際會館（国立京都国際会館/ 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該建築乃日本近代建築經典之作，由日本建築師大谷幸夫(Yukio 

Otani)所設計，該場館有 70 間大小不同會展空間能容納本次大會的重多活動，其主議

事廳可容納近 2000 人。有關環境規範著名的《京都議定書》就是於 1997 年在此議定。

因應秋篠宮文仁親王殿下夫婦蒞臨大會開幕，且博物館與文化界國際重要人士雲集，

因此在現場安檢嚴密，設有多道進出入控管閘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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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維安等級嚴密之外，背景的著名風神雷神複製畫，是加能 CANON 公司以最先進

的相片印製技術噴印金銀與全彩的數位微噴技術製成，充分在各博物館界專業者面前

展現了日本數位科技的實力。(作者攝) 

 

參加由各大出版社編輯所帶領的博物館出版工作坊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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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會除了全世界各國博物館的代表與會之外，也安排了業界牛耳廠商前來展演示

範，例如：影像輸出廠商佳能 CANON 為這次大會提供了精細輸出的風神與雷神；或

是由 Routledge 等專業學術出版社辦理工作坊，與博物館人研討在忙碌博物館工作之中

的出版計畫如何規劃執行，此類異界整合之博物館專業實用聯結與應用讓與會者獲益

匪淺。 

 

京博舉辦閉幕典禮的現場 /作者攝 

除了產業聯合的技術實力展現與應用，本次因應 ICOM 京都大會，周邊的博物館也多

有配合相關的特別展覽語免費參觀活動。以京都國立博物館為例，不但是辦理本次閉

幕典禮的場地，該館也特地舉辦「守美傳美—京博寄存的曠世之寶」以饗大眾。京都

國立博物館寄存了超過 6200 件由神社、寺院等地所有的文物，本次精選其中的精彩文

物企畫展出，一同見證京都國立博物館守護傳承文化資產藝術精品的成果。 

 

京都地鐵車站裡隨處可見 ICOM 大會相關的文宣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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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及建議 2. 國際友好關係應持續長期經營 

本次盛會文化部與本院設有專屬攤位，展區開幕活動時，嘉賓蒞臨冠蓋雲集。出席及

到訪之國內外博物館界重要人士包括前 ICOM 主席 Dr. Hans-Martin Hinz、國際人權博

物館聯盟主席 Dr. David Fleming、京都大學博物館聯盟委員長並木誠士、緬甸國家博物

館前館長 Dr. Nu Mra Zan (現任緬甸宗教事務與文化部博物館事務資深顧問)、中華民國

博物館學會理事長蕭宗煌、國立臺灣博物館館長洪世佑、國立故宮博物院科長康綉蘭、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林曼麗、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主任何金樑、國立成功大學博

物館副教授顧盼、「博物之島」策展工作小組召集人劉德祥、副召集人黃貞燕、國家人

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日本臺灣文化中心主任王淑芳等貴賓。 

 

本次盛會，與多位曾與本院交流拜訪的博物館前輩再次見面，十分榮幸。例如曾於本

院南部院區開館時蒞臨的前 ICOM 主席 Dr. Hans-Martin Hinz 夫婦，仍不忘當時筆者的

悉心接待，在會場憶起開館時的狀況敘舊，並問後南院近況，筆者也一一答覆前主席

伉儷有關近來南院的新展覽與園區植栽成長的蓬勃景象，並秀出日前南院最新的水舞

與光雕實況照片與影音分享。 

 

 

與本院南部院區開幕時曾接待過的前 ICOM 主席 Dr. Hans-Martin Hinz 夫婦相見歡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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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宗教事務與文化部博物館事務資深顧問 Dr. Nu Mra Zan (緬甸國家博物館前館長)

蒞臨本院展區/作者攝 

這次奉派赴日出訪，也應同事請托與即將前來南院參與「博物館宗教文物策展與保存」

國際工作坊的緬甸宗教事務與文化部博物館事務資深顧問 Dr. Nu Mra Zan (緬甸國家博

物館前館長)相約在本院展區見面。當日與負責本院 ICOM 攤位的教展處長官與同仁一

起接待。由於數年前曾負責協助本院國際交流業務，因此對各國館長稍有認識與追蹤，

故蒙此行長官稱讚應對得體予以嘉許。關於此事，筆者不敢妄自居功，只是有感於博

物館之國際交流，實有需要負責同仁持續性的關注與追蹤，在此類場合才能游刃有餘，

確實達到國際交流持續的果效。 

 

心得及建議 3. 積極參與專業委員會 

ICDAD 國際委員會的發表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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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M 目前有核定設立有 30 個國際專業委員會，筆者因專業及興趣，長期加入 ICOM

的 ICDAD 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Decorative Art and Design)。該會是以

裝飾藝術與設計之相關主題為研討範疇所籌組之 ICOM 直屬之國際委員會。此行重要

目的之一，乃是於大會議程中報告本院有關「赤壁與三國群英形象特展」的策展論文：

「The Timeless Three Kingdoms Legend: Displaying the Future of Traditional Themes in 

Arts」。本場次由 ICDAD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Decorative Art and Design)

主辦，本次有機會與世界各地與此領域相關專家學者同場研討，相互請異學習，倍感

榮幸。 

 

ICDAD 國際委員會來參觀有百年歷史的西陣織工廠─川島織物 /作者攝 

 

川島織物承攬了位日本皇室御用火車車廂裝潢所使用的專屬布料織造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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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島之物館 DM 文宣 /作者翻拍 

 

本次出訪行程結束論文發表隔天(9/5)，ICDAD 國際委員會安排了當地工藝技術的參訪

研習，特別的是其中拜訪了具有 170 多年歷史的西陣織工場─川島織物，了解日本產

業史上著名的「傳統」工藝─西陣織，事實上是奠基於歐洲的提花機器發展的歷史脈

絡中，讓人收穫豐盛。此外，特地參訪京都當地木工及陶藝工作者以及列為歷史建築(有

形文化財)的陶藝家故居與京都現代化發展史上重要名人薈萃交流之地─「五龍閣」。 

 

如此將國際盛會與地方產業緊密結合的規劃方式，使得參加本委員會的成員們對於日

本的工藝設計傳統更有親身的了解，並能藉此機會與相關業者訪談，得到第一手資訊，

此方式值得借鏡。同時，宜鼓勵國內博物館從業人員多多參與此類國際專業委員會，

實際與世界各國類似領域之工作者作深度、長期之交流與經營；一方面在知識研討及

技術面與國際接軌，另一方面能在專業團體擴大我國之國際聲量及影響力，可說是未

來國內各博物館界人士宜重點投入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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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M 的 ICDAD 國際委員會到京都木工坊參訪 /作者攝 

 

ICDAD 國際委員會假京都歷史古蹟五龍閣咖啡廳（有形文化財產）舉辦新任理事投票

選拔並與京都陶藝協會交流 /作者委託現場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