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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臺鐵局)刻正與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

及苗栗縣政府合作辦理苗栗火車頭園區建置計畫，將運用臺鐵局苗栗火車站

周邊土地興建鐵道博物館，內容包含火車頭展示場、鐵道公園、入口廣場轉

車盤、火車餐廳及鐵道願景館等設施，並將於興建完成後交由臺鐵局營運。 

為汲取國外鐵道博物館相關經驗，客家委員會委託張瑪龍陳玉霖聯合建

築師事務所主辦，並邀請鐵道文化、建築設計及交通運輸等專家學者共赴日

本參觀日本當地相關博物館舍及開放空間規劃設計等，分別考察九州鐵道紀

念館、京都鐵道博物館、磁浮鐵道館及大宮鐵道博物館，針對踏查案例研析

其軟硬體建置經驗、營運構想與實際運作經驗、以及對鐵道文化的展示與保

存經驗等，並分別就展覽主題、列車展示空間及動態復駛等內容提出建議，

以作為苗栗火車頭園區未來營運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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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一、 考察成員與行程介紹 

本次考察行程為客家委員會委託張瑪龍陳玉霖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主辦，

並邀請鐵道文化、建築設計及交通運輸等專家學者共赴日本參觀日本當地相

關博物館舍及開放空間規劃設計等，針對踏查案例研析其軟硬體建置經驗、

營運構想與實際運作經驗、以及對鐵道文化的展示與保存經驗等。 

 考察成員 （一）

表 1 考察成員表 

單位 職稱 姓名 

縱貫線鐵道保存協會 會長 黃文鎮 

許伯元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許伯元 

太研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總監 吳書原 

范特喜微創文化 營運協理 潘冠呈 

成功大學 教授 石豐宇 

張瑪龍陳玉霖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張瑪龍 

建築師 陳玉霖 

建築師 方俊凱 

建築師 羅婷頤 

設計師 王盈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副總工程司 柳燦煌 

主任 鄧聖文 

營運專員 張永炘 

 行程規劃 （二）

本次考察自 108 年 11 月 28 日起至 12 月 2 日止，分別考察九州鐵道紀

念館、京都鐵道博物館、磁浮鐵道館及大宮鐵道博物館，行程如下表 1 所示。 

表 2 考察行程表 

日期 地點 行程 

11/28（四） 福岡 - 桃園機場-福岡機場-參觀九州鐵道紀念館 

11/29（五） 京都 - 小倉-京都（新幹線）-參觀京都鐵道博物館 

11/30（六） 名古屋 - 京都-名古屋（新幹線）-參觀磁浮鐵道館-東京 

12/1（日） 東京 - 東京-參觀大宮鐵道博物館 

12/2（一） --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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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考察內容 

一、 九州鐵道紀念館 

 背景說明： （一）

九州鐵道紀念館是位於日本福岡縣的一座以鐵路為主題的博物館，開業

於 2003 年 8 月 9 日，靠近門司港車站。2014 年，九州鐵道紀念館被列入日

本登錄的有形文化財。九州鐵道紀念館擁有日本鐵道博物館中第一個迷你鐵

路公園。 

 

圖 1 九州鐵道紀念館全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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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鐵道紀念館的土地、建築物及展示品產權為九州旅客鐵道（JR 九

州）所擁有，由北九州市政府指定管理者「九州鐵道紀念館營運共同企業體」

（九州鉄道記念館運営共同企業体）負責營運，共同企業體由 JR 九州的兩

家子公司（JR 九州工程、JR 九州代理）及 JTB 的子公司 JTB 九州所組成。 

 展示區域： （二）

九州鐵道紀念館分為四個展示區域，分別為車輛展示場、本館、迷你鐵

道公園及車頭展示區。 

1. 車輛展示場 

 

圖 2 九州鐵道紀念館正門及蒸氣機關車 9600 型 59634 號 

 

圖 3 九州鐵道紀念館車輛展示場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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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機車 9600 型 59634 號 蒸汽機車 C59 型 C591 號 

  
直流電力機車 EF10 型 EF1035 號 交流電力機車 ED72 型 ED721 號 

  
基哈 07 型柴油客車 莫哈 485 系交直流電車 

  
スハネフ 14-11 寝台客車 セラ(SERA)1239 煤炭貨車 

圖 4 九州鐵道紀念館展示車輛-1 

(資料來源:九州鐵道紀念館 http://www.kurogane-rail.jp/kyrwm/ckyrwm_idx.html) 



5 

  
莫哈 583 系交直流電車（月光號） 

  
月光號臥舖 

圖 5 九州鐵道紀念館展示車輛（月光號） 

2. 本館 

本館為明治時代建造紅磚建築，展出明治時代的木製客車，並設置駕駛

模擬室、九州鐵道模型及常設展覽等區。 

 

圖 6 九州鐵道紀念館本館內部地圖 

 

明治時代客車 

九州鐵道全景 

駕駛模擬器 

兒童遊樂區 

零英里商店 
常設展覽區 

企劃展覽區 

資訊服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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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設展覽區陳列歷史照片、昭和時代長途車票及歷代職員制服等物品，亦包含運、工、機、

電演進文物，訴說九州鐵路 1850 年江戶時代起的發展歷史。 

圖 7 九州鐵道紀念館本館 A 區常設展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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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期間企劃展覽區展出內容為懷舊鐵路便當、隧道開闢舊照片及歷史資料等。 

圖 8 九州鐵道紀念館本館 B 區企劃展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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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服務站陳列鐵道相關藏書及電腦設備，並不定時辦理鐵路模型教室。 

圖 9 九州鐵道紀念館本館 C 區資訊服務站 

 

  

展示列客車為 1909 年製造，是一輛活躍於明治到昭和時代初期的四輪三等客車復原品。 

圖 10 九州鐵道紀念館本館 D 區明治時代客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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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設備模型係以博多車站為中心，匯集了九州人氣列車模型，分別有「聲波」、「海鷗」

及「櫻花」等三種列車，可遙控駕駛列車感受九州鐵路繁忙的一天。 

  

圖 11 九州鐵道紀念館本館 E 區九州鐵道全景 

資料來源:九州鐵道紀念館、https://adamstone.pixnet.net/blog/post/29842463 、

http://outigaitiban-worldenbryo.com/archives/9992433.html 、

https://www.bigfang.tw/blog/post/43360168  

  

遊客可以操作 811 型系列電車的模擬駕駛，模擬行駛在門司港和折尾之間的運轉，並依駕駛

條件的難易度分成三個等級，遊客操作一次 100 日圓，全程約 8 分鐘。 

圖 12 九州鐵道紀念館本館 F 區駕駛模擬器 

https://adamstone.pixnet.net/blog/post/29842463
http://outigaitiban-worldenbryo.com/archives/9992433.html
https://www.bigfang.tw/blog/post/4336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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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遊樂區有眾多的鐵路模型，包括聲波、湯布院森林、新幹線等九州列車，讓兒童在遊樂

間學得軌道運輸的基本常識。 

圖 13 九州鐵道紀念館本館 G 區兒童遊樂區 

資料來源: 

http://ksk.tw/blog/post/347627324-%5B%E4%B9%9D%E5%B7%9E%E3%80%82%E9%96%80%E5%8F

%B8%E6%B8%AF%E6%99%AF%E9%BB%9E%5D-%E4%B9%9D%E5%B7%9E%E9%90%B5%E9%81%93%

E7%B4%80%E5%BF%B5%E9%A4%A8-%E5%B8%B6%E5%B0%8F%E5%AD%A9 

 

店內販售鐵路商口及門司港特產。 

圖 14 九州鐵道紀念館本館 H 區零英里商店 

資料來源: https://www.bigfang.tw/blog/post/43360168 

http://ksk.tw/blog/post/347627324-%5B%E4%B9%9D%E5%B7%9E%E3%80%82%E9%96%80%E5%8F%B8%E6%B8%AF%E6%99%AF%E9%BB%9E%5D-%E4%B9%9D%E5%B7%9E%E9%90%B5%E9%81%93%E7%B4%80%E5%BF%B5%E9%A4%A8-%E5%B8%B6%E5%B0%8F%E5%AD%A9
http://ksk.tw/blog/post/347627324-%5B%E4%B9%9D%E5%B7%9E%E3%80%82%E9%96%80%E5%8F%B8%E6%B8%AF%E6%99%AF%E9%BB%9E%5D-%E4%B9%9D%E5%B7%9E%E9%90%B5%E9%81%93%E7%B4%80%E5%BF%B5%E9%A4%A8-%E5%B8%B6%E5%B0%8F%E5%AD%A9
http://ksk.tw/blog/post/347627324-%5B%E4%B9%9D%E5%B7%9E%E3%80%82%E9%96%80%E5%8F%B8%E6%B8%AF%E6%99%AF%E9%BB%9E%5D-%E4%B9%9D%E5%B7%9E%E9%90%B5%E9%81%93%E7%B4%80%E5%BF%B5%E9%A4%A8-%E5%B8%B6%E5%B0%8F%E5%AD%A9
https://www.bigfang.tw/blog/post/4336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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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迷你鐵道公園 

園區內規劃迷你鐵道公園可供遊客乘坐，模擬車型計有 813 系電車、72

系湯布院森林列車、885 系海鷗列車、787 系燕子以及 883 系聲波列車等 5

台迷你電車模型，列車行駛路線有轉轍器及號誌燈，讓遊客體驗軌道車輛的

運轉及並可進行親子教育。 

  

  

圖 15 九州鐵道紀念館迷你鐵道公園 

4. 車頭展示區 

車頭展示區展示 EF30 3、ED76 1 及 KUHA481 246 等 3 台車頭，遊客

可以進入駕駛室實際操作駕駛台上的各種機構按鍵，如油門把手、煞車批手

等等。 

  

圖 16 九州鐵道紀念館車頭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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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京都鐵道博物館 

 背景說明： （一）

京都鐵道博物館位於日本京都市，由西日本旅客鐵道（JR 西日本）旗

下的交通文化振興財團營運。館址為 2015 年 8 月 30 日關閉的梅小路蒸汽火

車博物館，經過館區擴建、以及承接 2014 年 4 月 6 日關閉的交通科學博物

館部分展品，於 2016 年 4 月 29 日開幕。全館展示面積約 31,000 平方公尺，

館內有日本最大的鐵路模型展示。 

 

圖 17 京都鐵道博物館樓層圖 

資料來源：http://www.kyotorailwaymuseum.jp/tc/floor-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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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便利遊客前往該館，JR 西日本規劃在嵯峨野線京都-丹波口間路段

新設梅小路京都西車站。 

京都鐵道博物館的理念是「與地區共同走過的鐵道文化據點」，是以，

為展現與地區活力的結合，將在地化放在首要地位。另外，新的京都鐵道博

物館特別規劃以遊客視野觀賞、可接觸性、兒童體驗為主題，讓遊客藉由實

體感受產生觸動靈感、並設置兒童遊戲區，催發孩童的知識成長以及對軌道

產生好奇心的博物館，擴建後的博物館，成為從兒童到成年人各年齡層皆適

宜的終生學習的場所。 

 展示區域： （二）

京都鐵道博物館展示區共分為散步道、舊二条站建築物、扇形車庫、SL 搭乘

月台、SL 第 2 檢修車庫、TWILIGHT 廣場及本館 1-3F 等區域。 

1. 散步道 

連結門廳和本館，全長約 100 公尺的散步道，是以車站月台為意象的戶外空

間，也有配置餐車、飲食區。 

   

  

圖 18 京都鐵道博物館散步道 

  



14 

2. 舊二条站建築物 

二条站興建於 1904 年，是日本最古老的木造車站建築物。於 1996 年被

指定為京都市指定有形文化財，車站建築物內除了展示之外，還設置了博物

館商店。 

 

圖 19 京都鐵道博物館舊二条站建築物 

3. 扇形車庫 

現存日本最古老的鋼筋混凝土構造的扇形車庫，保存及展示 20 輛蒸汽

火車，皆為活躍於明治至昭和年間，最具代表性的蒸汽機車頭。 

  

    

圖 20 京都鐵道博物館扇形車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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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京都鐵道博物館扇形車庫收藏車輛(1) 

  

 

 

8620-8630 C61-2 C62-2 

日本最早的量產型載客用蒸

汽火車。2016 年獲指定為重要

文化財產。 

首度採用自動供炭裝置的大型

載客用蒸汽火車。 

載客用蒸汽火車，活躍於特快

列車「TSUBAME」。 

製造年份：1914 年 

製造所：汽車製造 

製造年份：1948 年 

製造所：三菱重工業 

製造年份：1948 年 

製造所：日立製作所 

  

 

 

D51-200 C57-1 C56-160 

目前正在整備，將於本線復

駛。 

「YAMAGUCHI」號列車，曾

是具優美造型的載客用蒸汽火

車。 

1935 年開始製造的小型蒸汽火

車，運用於載客及及貨物運輸。 

製造年份：1938 年 

製造所：濱松工廠 

製造年份：1937 年 

製造所：川崎車輛 

製造年份：1939 年 

製造所：川崎車輛 

 

 

 

   

B20-10 1070-1080 9600-9633 

二次大戰時設計的小型蒸汽

火車，適用於站內調動機。 

明治時期的 6200 形改造成的蒸

汽火車。 

日本最早的量產型載貨用蒸汽

火車。 

製造年份：1946 年 

製造所：立山重工業 

製造年份：1901 年 

製造所：Dübs & Co.（英國） 

製造年份：1914 年 

製造所：川崎造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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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京都鐵道博物館扇形車庫收藏車輛(2) 

   
  

C11-64 C53-45 C62-1 

主要營運於地方線載客及站

內列車調動。 

唯一擁有 3 個汽缸的日本國產

大型載客用蒸汽火車。 

日本最大的載客用蒸汽火車，

沿用 D52 形的鍋爐。 

製造年份：1935 年 

製造所：川崎車輛 

製造年份：1928 年 

製造所：汽車製造 

製造年份：1948 年 

製造所：日立製作所 

 

     

D51-1 C55-1 C58-1 

製造總數達 1,115 輛大型載貨

用 蒸 汽 火 車 ， 暱 稱 是

「DEGOICHI」。 

中型載客用蒸汽火車，是 C54

形的改良版。 

主要使用於地方線的載客、載

貨。 

製造年份：1936 年 

製造所：川崎車輛 

製造年份：1935 年 

製造所：川崎車輛 

製造年份：1938 年 

製造所：汽車製造 

    

D50-140 D52-468 C59-164 

主要為載貨用，是當時牽引力

大為提升的指標性蒸汽火車。 

日本最大的載貨用蒸汽火車，

在二次大戰時負責運送石炭。 

大型載客用蒸汽火車，主要運

轉於東海道本線及山陽本線。 

製造年份：1926 年 

製造所：日立製作所 

製造年份：1946 年 

製造所：三菱重工業 

製造年份：1946 年 

製造所：日立製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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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京都鐵道博物館扇形車庫收藏車輛(3) 

 

   

7100-7105「義經」 C51-239 

為應北海道第 1 條幹線鐵路「幌內鐵道」開

業，自美國引進的 1 號火車頭，命名為「義

經」。 

1930 年開行的超特快列車「燕」的牽引蒸汽火

車。 

製造年份：1880 年 

製造所：H. K. Porter, Inc.(美國） 

製造年份：1927 年 

製造所：汽車製造 

4. SL 搭乘月台 

蒸汽火車復駛牽引的載客車廂 

  

圖 21 京都鐵道博物館蒸汽火車營運情形 

5. SL 第 2 檢修車庫 

蒸汽火車檢查、修繕的專用檢修

車庫，能夠從連絡迴廊參觀蒸汽火車

檢修的作業情況。 

 

圖 22 京都鐵道博物館 SL 第 2 檢修車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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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WILIGHT 廣場 

具有歷史價值的第二代京都車站，月台棚架為大正時代的建築三角構造，

是以、博物館 TWILIGHT 廣場建築，特別採用三角構造重新打造而成，棚

內展示 Twilight Express 等珍貴的車輛。 

 

圖 23 京都鐵道博物館 TWILIGHT 廣場 

7. 本館 1-3F 

本館 1F 是特別挑高的結構。透過實體車輛和別具巧思的體驗型展示，

簡單明瞭地介紹從黎明期至現代的鐵路歷史、鐵路的構造和特色，以及車輛

的魅力。 

  

圖 24 京都鐵道博物館本館 1F 列車展示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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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京都鐵道博物館本館 1F 列車展示區(2) 

  

 
 

圖 26 京都鐵道博物館本館 1F 鐵路歷史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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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 2F 是俯看本館 1F 的展示車輛的挑高結構。除了體驗型展示外，

還配備有餐廳和休息室。 

 

圖 27 京都鐵道博物館本館 2F 鐵路模型 

 
 

  

圖 28 京都鐵道博物館本館 2F 體驗區、兒童園區及餐廳 



21 

本館 3F 的南側，設置明亮寬敞的

戶外瞭望甲板「天空露台」，周圍充

滿花和綠意，是一整天都能看到 JR 京

都線和東海道新幹線等許多行駛車輛

的鐵路觀景點。 

 

圖 29 京都鐵道博物館本館 3F 天空露台 

資料來源：http://www.kyotorailwaymuseum.jp/tc/highlights/ 

  

230-233，1903 年製造，擁有英國風格的現存最古老日本國產量產型蒸汽火車。 

  

投煤練習機 特色扭蛋及大頭貼 

  

入口售票機 歷史資料-鐵道臂章 

圖 30 京都鐵道博物館特色館藏  



22 

三、 磁浮鐵道館 

 背景說明 （一）

名古屋市於 2007 年起草一項文化交流的計畫，選定名古屋港的金城埠

頭一帶 60 公頃的土地做為計畫的據點，而 JR 東海總公司設於名古屋市受

邀參與此計畫，2008 年 JR 東海宣布在此地設立博物館。由於當時測試研究

中的 JR 磁浮是由 JR 東海及 JR 總研所主導，因此該公司決定將磁浮列車列

為此博物館的展示重點，以宣傳該公司的先進鐵道技術。 

  

圖 31 磁浮鐵道館外觀及入館票口 

  

圖 32 磁浮鐵道館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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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區域 （二）

1. 特展區 

特展區展示的是各個時代創下世界紀錄最高速度的 3 台列車，分別是蒸

氣機車時代、新幹線時代及超電導磁浮列車時代。 

   

1948 年生產 49 輛 D52 型蒸汽機

車，包括日立製作所 21 輛、川崎車輛

（現川崎重工業）15 輛、及汽車製造

13 輛。1954 年創下世界最高速度

（129km/h）主要是牽引東海道本線及

山陽本線的優等列車，是全日本最大及

最強的客運蒸氣機車，暱稱為「シロク

ニ」（Shirokuni） 

 

圖 33 磁浮鐵道館車輛展示區-最快蒸氣機車 

   

1995年由 JR東海製造一列 955型

六輛編組(所有車輛均為動力車)的高速

實驗車輛，定名為 300X，並 7 年間完成

600 餘次高速運轉測試；1996 年創下世

界最高速度（443km/h） 
 

圖 34 磁浮鐵道館車輛展示區-最快新幹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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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安裝在車體側邊的超導磁體

和安裝在地面上的線圈之間，產生的

磁力使車體向上浮起，及利用 NS 極互

吸與互斥改變讓列車前進，因輪軌間

沒有摩擦力，所以速度可以較傳統鋼

輪鋼軌接觸磨擦的列車速度快。2003

年，山梨線性測試線記錄達到世界最

高速度（581 km / h）。 

  

圖 35 磁浮鐵道館車輛展示區-最快超電導磁浮列車 

2. 車輛展示區 

車輛展示區展示了歷代在來線（舊國鐵／JR 鐵道路線，使用窄軌﹝1,067

公釐軌距﹞的國鐵既有路線）及新幹線（較晚興建、使用標準軌﹝1,435 公

釐軌距﹞）列車共計 39 輛。 

 

 

圖 36 磁浮鐵道館車輛展示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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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磁浮鐵道館車輛展示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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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鐵道模型區 

準確再現東海道新幹線一帶的典型建築和場景，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人們。

運轉中模型車輛有磁浮列車、700 系列、N700 系列新幹線。 

 

圖 38 磁浮鐵道館鐵道模型區 

4. 模擬駕駛室 

在N700系列新幹線的全尺

寸駕駛室中體驗逼真的強大駕

駛操作（1 次（15 分鐘）500 日

元）。 

 

圖 39 磁浮鐵道館模擬駕駛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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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鐵道文物展區 

介紹高速鐵路技術的發展歷史，重點介紹代表現代鐵路的新幹線，以及

實際使用過的文物。 

  

圖 40 磁浮鐵道館鐵道文物展區 

6. 兒童遊戲區 

提供小學生以下

兒童盡情玩樂的區

域，將鞋架的外觀做

成進站閘門的創意設

施。 

 

圖 41 磁浮鐵道館鐵道兒童遊戲區 

7. 用餐區及特色火車便當 

  

圖 42 磁浮鐵道館鐵道用餐區及特色火車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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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宮鐵道博物館 

 背景說明 （一）

大宮鐵道博物館位於日本埼玉市，原本為大宮工場改建，由東日本旅客

鐵道（JR 東日本）旗下的公益財團法人東日本鐵道文化財團經營，展出內

容多為以鐵路為中心的相關鐵路設施，為日本最大的鐵路專門博物館。 

現為民間經營的大宮鐵道博物館，已結合鐵道文物的保存展示，並配合

與民眾互動、兒童推廣教育與親子同遊，定位成為與鐵道文物與民眾互動之

鐵道博物館。 

  

圖 43 大宮鐵道博物館來館紀念卡 

   

  

圖 44 大宮鐵道博物館入口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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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區域 （二）

大宮鐵道博物館內分為四個主題區域，分別為「車輛展示區」、「工作

基地」、「未來基地」以及「歷史基地」。 

 

圖 45 大宮鐵道博物館入口大廳 

1. 車輛展示區 

車輛展示區共分 2 層樓，1 樓展示 36 輛實體車輛，2 樓主要以車輛模型

為中心介紹鐵道車輛的變遷。 

 

 

圖 46 大宮鐵道博物館 1 樓車輛展示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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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大宮鐵道博物館 1 樓車輛展示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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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大宮鐵道博物館 2 樓車輛模型展示區 

2. 工作基地 

工作基地中展示鐵道專業人員工作的身影，充分說明鐵道安全工作內

容。 

  

  

圖 49 大宮鐵道博物館工作基地 

3. 未來基地 

未來基地展示磁浮列車等車輛，並提供互動設施讓遊客共同構思未來鐵道藍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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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 大宮鐵道博物館未來基地 

4. 歷史基地 

歷史基地展示日本鐵道 150 年來的鐵道技術進化過程，使用實際的資料與照

片，詳細解說鐵道工作人員汗水與淚水交織而成的鐵道進化歷程。 

 

圖 51 大宮鐵道博物館歷史基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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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大宮鐵道博物館歷史基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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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大宮鐵道博物館戶外展示空間 

 

圖 54 大宮鐵道博物館戶外餐車 

 

圖 55 大宮鐵道博物館模擬駕駛艙 

  

圖 56 大宮鐵道博物館兒童火車體驗及遊樂區 

  

圖 57 大宮鐵道博物館列車運行及鳴笛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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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心得與建議 

一、 考察心得 

 九州鐵道紀念館 （一）

九州鐵道紀念館雖腹地不大，卻可以規劃車輛展示、歷史館藏、模擬駕

駛及小火車體驗等完整鐵道巡禮，且紀念館本館已登陸為「有形文化財」，

建築物主體即為鐵道文化歷史的一部份，故整體而言已成為門司港地方特色

的博物館。 

展示車輛就放置於正常營運的鐵道旁，與持續經過的火車相鄰，在參觀

展示車的同時，亦可同時比對新舊火車的差異性，更有帶領遊客融入情境的

效果。 

本館於 1891 年建築完成，整修做為博物館時於僅內部加強鋼構結構，

並切除部分樓版成為挑空，讓主題展區視野更為遼闊。 

綜合以上特點，九州鐵道紀念館提供了小型鐵道博物館的規劃方向，可

以作為本局苗栗鐵道園區未來規劃時的借鏡。 

 京都鐵道博物館 （二）

京都鐵道博物館前身為梅小路蒸汽火車博物館，展覽內容極為豐富，大

致是由扇形車庫、舊資料展示館及新建展覽館三大部分組成，其中扇形車庫

是原有的真實車庫保存而成，也是博物館最大亮點。 

在館藏部分，收藏了完整的日本鐵道進化史，其中舊資料館是 1904 年

興建的舊二条站站房，為日本最古老的木造站房；另外擴建的博物館皆為現

代風格，尤其是入口售票大廳以金屬烤漆與大片玻璃構成，與木造站房、扇

形車庫成為強烈的對比，讓遊客有穿梭時空、繼往開來的參展體驗。 

蒸汽火車復駛是館內最受歡迎的互動項目，儘管要額外收費排隊參加的

遊客仍然眾多，且噴吐黑煙的瞬間仍然震撼力十足，若能在臺灣也能完整呈

現蒸汽火車復駛，一定會大受歡迎，綜合來說，京都鐵道博物館是鐵道文化

新舊融合的最佳範例。 

 磁浮鐵道館 （三）

磁浮鐵道館是一個大型的盒子，把所有館藏都收納進建築物內，沒有戶

外展示的部分，建築外型可能有參考磁浮火車頭的意向，以金屬烤漆及傾斜

立面的造型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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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鐵道館全名：「磁浮列車與鐵道館～夢想與回憶之博物館」所述，

磁浮鐵道館與其他鐵道博物館不同之處在於他有最新穎的磁浮列車，並以未

來、夢想為主題，展示未來火車發展的方向，帶給遊客創新、未來、希望的

感覺。 

 大宮鐵道博物館 （四）

大宮鐵道博物館前身為交通博物館，2007 年 10 月重新開幕，號稱日本

最大的鐵路專門博物館，其不管在館藏、門面及展示內容上，都有著日本第

一的氣勢，南、北兩館的分界也引領遊客從過去、歷史走進未來創新的氣氛。 

博物館內部館藏眾多，且車輛展示區佔極大區域，但幾乎都是室內展示，

連轉車盤也在室內讓遊客參觀，少了幾分開闊與親近感。在兒童遊樂區部分

有規劃搭乘小火車的路線，對親子同樂幫助很大，可以做為未來本局規劃鐵

路博物館之參考。 

二、 建議 

 博物館主題 （一）

博物館主題的設定，對於館藏內容及列車的選擇影響極大，以磁浮鐵道

館來說，就是主打科技、未來及新幹線以上級別的列車，讓館藏及列車展示

的重點著重於新幹線及磁浮列車上，故本局若要設置鐵道博物館，應優先決

定博物館主題，對於後續規劃展品及特展內容才有助益。 

 列車展示空間 （二）

列車展示空間是一個鐵道博物館的靈魂，也讓遊客可近距離接觸，進而

身歷其境的進入列車中，感受列車馳騁的暢快。但遊客近距離接觸列車難免

對列車造成耗損，此時就應有強大的維護保養團隊支撐，才能讓列車於展覽

期間處於完美的狀態，故未來本局在規劃鐵道博物館時，應聘請列車專業檢

修人員進行保養維護作業，維持展覽品質。 

 展覽動線規劃 （三）

動線規劃的目的在於讓遊客由淺入深的瞭解博物館的主題，以磁浮鐵道

館為例，靠近入口的前區以暗房為主體，放置古、今、未來三個世代的火車

頭，並以聚光燈聚集遊客目光，搭配火車運行的聲音，這樣的破題法甚至不

用多做標示，直接用展品說明博物館要表達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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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館商標 （四）

博物館商標是以圖像化記憶讓遊客加深對博物館的印象，遠比文字更讓

人印象深刻，以大宮鐵道博物館為例，簡單的三個圓圈及貫穿圓圈的黑線，

直覺的讓人聯想到火車的輪子，也完美的呈現了博物館的主題，故建議本局

規劃鐵道博物館時，應有簡單的圖案作為商標，廣泛的出現在周邊商品、文

宣及指示牌上，加深遊客的記憶。 

 餐點及用餐區規劃 （五）

餐點及用餐區規劃可以增加遊客的續航力，也方便遊客在等待體驗設施

的時間中，有一個休息、用餐的去處。為了保持園區清潔，本次考察的 4

個博物館中，九州鐵道紀念館因腹地較小未規劃用餐區，大宮鐵道博物館設

置了露天販售餐車，並在餐車旁邊規劃了座位區，而除了九州鐵道紀念館外

其他 3 個鐵道博物館皆設置了室內用餐區，方便遊客休息。值得一提的是，

磁浮鐵道館的用餐區販售的是各式鐵路便當，但因國情不同，當地販售的鐵

路便當皆為冷食，對習慣熱食的本國遊客而言是一個挑戰。 

 兒童遊樂區規劃 （六）

本次考察的 4個博物館中，皆有規劃兒童遊樂區，以鐵路模型作為主題，

可以讓有小孩的遊客更願意進館參觀，其中九州及大宮 2 館規劃迷你列車供

親子同樂，也增加了遊客的停留時間。 

 蒸汽火車動態復駛 （七）

動態復駛是京都鐵道博物館最大的亮點，火車頭噴吐黑煙的瞬間不僅極

為震撼，也帶給參觀遊客視覺及聽覺的雙重享受，但火車頭噴黑煙常被視為

污染空氣的行為，故建議本局在規劃鐵道博物館的同時，可以增加動態復駛

的體驗，但仍須與地方政府協商，克服附近居民反彈，才能讓遊客感受到原

汁原味的蒸氣火車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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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京都鐵道博物館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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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磁浮鐵道館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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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 大宮鐵道博物館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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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 鐵道宣傳文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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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 鐵道宣傳文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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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7 鐵道宣傳文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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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8 鐵道宣傳文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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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9 鐵道宣傳文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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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0 票根及紀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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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1 鐵道填字遊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