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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家人權博物館考察計畫參與國際博物館協會布拉格第26屆大會及國際人

權博物館聯盟挪威年會，汲取國際人權、記憶領域之博物館學術及實務領域經

驗，交流負面文化遺產保存及發展、人權教育推廣、社區/公民參與等工作，借

鏡人權歷史現場之保存與教育傳承經驗，深化臺灣與國際博物館專業社群網絡

之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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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參訪緣由與目的 

2019年國家人權博物館於國際博物館協會京都大會（ICOM Kyoto）上正式

宣布成立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IHRM-AP），迄今已有近百名會員，

包含來自台灣、日本、韓國、澳洲、紐西蘭、印尼、緬甸、泰國、圖博、印度、

柬埔寨等國家之博物館及非政府民間組織之機構會員及個人會員。此外，2019-

2020年國家人權博物館陸續成為國際良知遺址聯盟以及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的機構會員，展現國家人權博物近年來積極推動以人權為核心之文化

交流工作，不僅向國際社會展現臺灣做為國際文化事務的積極參與者，同時宣

傳臺灣民主自由及人權之推展成果。 

自2020年起全球飽受 COVID-19疫情衝擊，改變既往國際交流常軌及形式，

本次考察計畫係疫情爆發後，首次參與國際實體活動，有助於本館推動以亞太

地區為據點的人權交流工作，擴大國際合作空間。此次藉由參與國際博物館協

會布拉格第26屆大會及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挪威年會，汲取國外人權領域之博

物館學術及實務領域經驗，借鏡國際負面文化遺產保存及發展、人權教育推廣、

社區/公民參與，國際人權歷史現場之保存與教育傳承經驗，藉以深化臺灣與國

際博物館專業社群網絡之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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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察背景分析 

（一） ICOM 布拉格第26屆大會(ICOM Prague 2022 26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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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館領域重要國際盛會，2022年第26屆大會於捷克布拉格召開。本屆大會別

具意義，由於世界各地博物館過去三年飽受 COVID-19疫情嚴重衝擊難以為繼，

紛紛短暫休館，甚而長期歇業。各國博物館在度過艱困疫情後，隨著全球疫情

日漸趨緩，重拾腳步並運用數位科技發展新型態因應之道。本屆 ICOM 大會因

應疫情採用線上及實體方式同步進行，並辦理專題演講、圓桌論壇、國際專業

委員會年會等以及會員參訪交流活動。     

本屆主題為「博物館的力量（The Power of Museum）」，其子題包含目標：

博物館及公民社會（使命: Museums and Civil Society）、永續發展：博物館及韌

性（Sustainability: Museums and Resilience）、遠見：博物館與領導管理（Vision: 

Museums and Leadership）、傳遞：博物館與新科技（Delivery: Museums and New 

Technologies）。 

本屆大會揭示近年來世界各地以人權為名的民主戰爭，敦促著博物館在促

進公民社會公平發展採取更為積極的立場，面對歧視與排他，博物館若採取中

立立場將有損其自身，探討及思辨博物館做為社會變革的推手所展現力量、定

位及可能性；近年來因為氣候變遷、自然災害等環境課題以及疫情帶來巨大挑

戰及新需求，博物館如何因應也是本屆所關切重要議題。本屆大會亦針對2019

京都大會上懸而未決的博物館館新定義，進行全體會員表決投票。 

本次考察計畫除出席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大會活動，人權館以

ICMEMO 會員以及 ICSC 會員雙重身分參與國際博物館協會-國際公共罪行受

難者紀念館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morial Museums for the 

Remembrance of Victims of Public Crimes, ICMEMO）、國際良知遺址聯盟（IC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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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oalition of Sites of Conscience）與歐洲記憶觀測站（European 

Observatory on Memories）所舉辦聯合年會，年會主題分別是「博物館做為（政

治）宣傳工具」、「博物館開啟對話大門」、「倫理及自我賦權」、「表達立場：紀

念類型博物館對抗仇恨」。人權館同仁並於「博物館開啟對話大門」場次暨圓桌

論壇，發表有關不義遺址特展及教具箱論文研究，發表人權館如何與青年世代

創作者、校園種子教師協力合作，開啟社會大眾對於人權歷史空間、記憶及教

育之對話。 

（二）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 2022 Oslo）挪威年會    

    2022年 FIHRM 年會由 FIHRM 附屬機構挪威民主與人權博物館網絡

（Norwegian Network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Museums）於奧斯陸舉

辦。人權館以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IHRM-AP）代表出席。 

    本屆大會宗旨為批判性探討人權博物館和相關組織的相對自主權和行動

空間，正是當今許多國家博物館所面對緊迫議題。博物館、政府和其他掌權者

之間存在哪些形式的關係？這種依存關係如何形塑博物館的角色以及其處理

咸認敏感或具爭議議題的方式？因應上述宗旨，年會探討涉及人權議題，博物

館在處理敏感或有爭議的主題時，企圖挑戰傳統思維和做法。大會進一步安排

世界各地博物館專業人員分享博物館因應人權議題的實踐案例，從不同角度

探討社會、文化和政治的共融（inclusivity）/排他（exclusion）議題。針對在

博物館內和/或於整體社會的共融性（inclusivity）主題，處理或協商的實務範

例。期透過參與式實踐、能力和方法的發展以及以及社群（區）為主的關係經

營的經驗之分享，為博物館社群帶來啟發並開創新局。 

2022 FIHRM 年會特別關注東歐的博物館及其維護自主權的努力，討論烏

克蘭博物館因俄羅斯入侵所面對的嚴峻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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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考察交流行程： 

（一） 布拉格 

1. 日期：111年8月20日-8月28日，9天（8夜） 

2. 行程：ICOM 布拉格第26屆大會、國際公共罪行受難者紀念館委員會、國

際良知遺址聯盟、歐洲記憶觀測站聯合年會。 

日期 行程 內容 

8/20-8/21 
桃園國際機場-捷克瓦茨拉

夫·哈維爾機場 

 

 8/22 布拉格會議中心 

09:00-09:45  

開幕式 

09:45-10:15  

專題演講：博物館的使命－博物館

與公民社會 

10:15-11:15 

座談討論：博物館的使命－博物館

與公民社會 

11:45-12:45 

ICOM 紀念講座：LGBTQ+博物館 

15:30-16:30 

台灣大會會展開幕活動 

16:00-17:30  

ICMEMO 聯合年會-博物館做為

(政治)宣傳工具 

19:00-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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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晚會 

8/23 布拉格會議中心 

09:30-10:30  

專題演講及座談討論：永續發展：

博物館及韌性 

10:30-11:30 

圓桌會議 ：ICOM 2022-2028 年計

畫 

12:00-12:30 

專題演講：遠見：博物館與領導管

理 

12:30-13:30 

座談討論：遠見：博物館與領導管

理 

14:30-16:00 

ICMEMO 聯合年會-博物館開啟對

話大門 

16:30-18:00 

ICMEMO 聯合年會-倫理及自我賦

權 

19:00-20:00 

博物館之夜 

8/24 布拉格會議中心 

09:00-09:30  

專題演講：傳遞：博物館與新科技 

09:30-10:30  

座談討論：傳遞：博物館與新科技 

10:30-11:30 

圓桌會議：博物館新定義的力量－

博物館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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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7:45 

第 37 屆 ICOM 會員大會 

8/25 
布拉格猶太博物館教育與文

化部門 

09:00-12:09 

ICMEMO 場外會議 I-表達立場: 

紀念類型 博物館對抗仇恨 

12:09-14:10 

ICMEMO 場外會議 II-表達立場:  

14:10-17:46 

ICMEMO 場外會議 III- 紀念機構

及戰爭 

8/26 利托摩利斯 ICMEMO 參訪行程 

8/27-8/28 
捷克瓦茨拉夫·哈維爾機場-

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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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挪威年會 

1. 日期：111年9月17日-9月24日，8天（7夜） 

2. 行程：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ICOM-FIHRM）挪威年會、奧斯陸人權相關

博物館及機構。 

日期 行程 內容 

9/17-9/18 

1. 桃園國際機場-挪威奧斯

陸加勒穆恩機場 

2. 參觀挪威奧斯陸新國立美

術館（The New National 

Museum） 

 

 9/19 
埃茲沃 1814 憲法博物館

（Eidsvoll 1814） 

13:00-13:45 

開幕式：文化展演及致歡迎詞  

13:45-14:30 

埃茲沃 1814 憲法博物館導覽 

14:30-15:45 

主場會議場次一：回應挑戰 

16:00-17:45 

主場會議場次二：共創—平等、力

量和政治（小組討論） 

9/20 
諾貝爾和平中心 

（Nobel Peace Center） 

09:30-10:15 

1. 諾貝爾和平中心主任 Kjersti 

Fløgstad 致歡迎辭 

2. 2021 年諾貝爾和平獎展—慶 

表達自由、真理、信任和民主

的一年 

3. 特別報告：戰火之下的烏克蘭 

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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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1:15 

主場會議場次三：記憶政治的代理

人：介於政府、社群及其使命與誠

信間的博物館 

 當代人權議題倡議─

FIHRM-AP 個案研究 

發表人: 洪世芳，FIHRM-

AP 主席暨台灣國家人權博

物館館長 

 衝突的集體記憶—西班牙博

物館與 20 世紀的遺緒 

發表人：Almudena Cruz Yá

bar，馬德里總統府、議會

關係和 

民主記憶部 

 在現今令人不安的壓力下 

發表人：Marina Sala，阿根

廷羅薩里奧國際民主博物館 

11:30-12:00 

參觀諾貝爾和平中心展覽 

14:00-17:00 

參觀奧斯陸博物館 

1. 奧斯陸猶太博物館（Oslo 

Jewish Museum） 

2. 孟克博物館（MUNCH） 

9/21 
猶太大屠殺與少數族群挪威

研究中心（HL 中心） 

09:45-10:00 

HL 中心主任 Guri Hjeltnes 致歡迎

詞 

10:00-11:15 

主場會議場次六：少數族群有空間

嗎？政府與博物館的交會以及定義

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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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12:00 

參觀 HL 中心展覽 

13:00-14:00 

研討會：優良實務分享 

A 場次：透過藝術探討少數族群人

權 

 與我在河畔相遇─移民藝術

家互助會特展 

發表人：Mithila 

Ramagavigan，利物浦國家

博物館群 

 在共創過程中建立信任和相

互理解—以台灣綠島人權藝

術節為例 

發表人：吳宗蓉，國家人權

博物館 

 超越單一敘事：「Shared 

Journeys」展覽個案研究發

表人：林之淯，亞太良知遺

址網絡 

 小組討論、提問與講評 

14:15-15:15 

工作坊 

15:30-16:30 

主場會議場次七：誰的故事？博物

館內的大規模暴行—展覽處理人權

侵害議題 

16:30-17:00 

閉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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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09:30-10:00 

搭乘巴士及渡船至 Utøya 島 

參訪地點：烏托亞島 722 爆炸槍擊

事件紀念館（Utøya Memorial） 

10:00-12:00 

參觀及導覽 

13:00-14:00 

搭乘渡船及巴士及回到奧斯陸市中

心 

9/23-9/24 
挪威奧斯陸加勒穆恩機場-桃

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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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心得  

一、 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   

（一）ICOM 2022 布拉格大會（ICOM Prague 2022 General Conference） 

    ICOM 第二十六屆布拉格大會8月22日在布拉格會議中心正式揭開序幕，全

世界博物館專業人員齊聚出席睽違已久的實體盛會，本屆首創線上與實體雙軌

併行，讓無法出席現場的與會者透過遠距參與。本屆大會採用自助式報到，與

會者行前收到數位報到資訊，掃描 QR code 後，現場即可列印識別證，並可至

服務台領取資訊袋；因應氣候變遷及環境議題，大會不提供一次性瓶裝飲用

水，資訊袋內贈有重複性使用環保杯。 

    本屆開幕大會致詞無不對急速變遷的大環境提出呼籲，面對氣候變遷、疫情、

戰爭、文物盜運等種種威脅及挑戰，強調國際社群相互合作與協心同力的重要性，

發揮博物館的社會影響力。大會議程安排多元，連續三天安排四場專題演講及圓

桌論壇：「博物館的使命－博物館與公民社會」、「永續發展：博物館及韌性」、「遠

見：博物館與領導管理」及「傳遞：博物館與新科技」。國際專業博物館委員會

各自規劃論文發表、工作坊、小組討論等活動，與會者可依專業及興趣參加。本

屆大會精心安排開幕晚會、博物館之夜等社交及參訪行程，提供與會者多元文化

體驗交流活動，不僅讓世界各地與會者藉出席 ICOM 大會與其他國家之博物館從

業人員進行專業交流，也趁此向各國行銷推廣，增進主辦城市之國際能見度。 

    自2019京都大會未決且爭議不斷的博物館新定義，在2022年8月24日於 ICOM

布拉格第二十六屆會員大會上獲得九成以上會員支持拍板定案。現場發言踴躍，

肯定委員會工作成果，大會亦表示新定義的工作方法，未來可成為 ICOM 定義工

作典範，成為循例規範。仍有少數發言者表達遺憾未見到「社會正義」及「去殖 

民化」、「文物返還」等關鍵詞納入新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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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M 布拉格大會設立極為便利的自助式報到機器 

ICOM 布拉格大會開幕致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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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館自2019年即加入國際良知遺址聯盟成為機構會員，聯盟現有遍及全球

65個國家300多個機構會員。人權館近年來積極參與相關國際活動，曾與聯盟合

作辦理線上特展及線上國際論壇。本次考察除了出席 ICOM 布拉格年會外，人權 

館應邀出席國際良知遺址聯盟會員交流活動。 

    活動現場由國際良知遺址聯盟方法學及實踐資深專員 Linda Norris 帶領，運

用「In Dialogue」工作方法進行分組，促進各國會員交流討論。分組成員從個人

生命經驗出發，探討博物館如何應對當代議題。加深世界各地會員彼此認識，並 

藉此培力博物館如何與社區、觀眾展開"對話"工作。 

 

國際良知遺址聯盟會員於 ICOM 布拉格大會聚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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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CMEMO 聯合年會-博物館開啟對話大門論文發表 

1. 本次參加 ICOM 布拉格大會計有1篇論文發表，發表時段及主題如下： 

日期 論文/演講主題 發表人員 

8月23 

The Participatory Model for Exhibition 

and Education at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 in Taiwan: An Analysis. 

《參與式展覽及教育案例分析：以台

灣國家人權博物館為例》 

WenHsin,Chang 

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 

Taiwan 

國家人權博物館 

張文馨 

 

 

 

ICMEMO 聯合年會-博物館開啟對話大門論文發表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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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表過程說明 

   國家人權博物館發表人張文馨於8月23日在國際公共罪行受難者紀念館委員 

會（ICMEMO）、國際良知遺址聯盟（ICSC）及與歐洲記憶觀測站(EOM)聯合年會 

上，發表關於人權館如何因應現況已不復存在的不義遺址史蹟點，及其困難歷史

難以言說課題，透過參與式展覽及教具箱計畫，邀集青年世代藝術家、創作者及

校園教師組成知識社群，共同挑戰公共記憶歧異且衝突現況，以文化介入方式推

動轉型正義工作，開啟青年世代學子對話與思辯。本場次為圓桌論壇形式，會 

後開放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現場及線上與會者提問。 

    為讓隱藏於都市更迭下的不義遺址史蹟點之空間歷史保存及記憶再度重返

世人眼前（Making the Invisible Visible），人權館以調查研究先行，透過「徵人」

方式邀請青年世代藝術家及創作者加入計畫，組成以政治受難者、家屬、專家學

者及創作者為核心的知識社群，培力種子創作者轉譯困難歷史的能力，提出識別

紀念、大眾溝通與教育概念提案，並在2018年及2020年策辦《標誌不義—不義遺

址視覺標 誌與紀念物示範設計展》及《請你跟我走一趟—不義遺址空間歷史推

廣企劃示範展》兩檔參與式製作展覽。2021年在前述提案基礎上，進一步邀請種

子教師參與，開發六款適用於高中、國中及國小不同學齡層之人權素養教具箱。 

    人權館近年實踐行動案例分析，得到在場與會者共鳴，並與巴西社會博物館

學諮詢顧問 Moana Soto、葡萄牙國立抵抗與自由博物館館長 Aida Rechena、西班

牙，總統府、議會關係和民主記憶部 Almudena Cruz Yábar 以及捷克藝術史學家 

Ladislav Jackson 同場次發表。各國開啟困難歷史對話及記憶保存工作不易，遭遇

許多挑戰。如西班牙法蘭西斯科·佛朗哥獨裁統治歷史於西班牙公共歷史論述的

缺席，難見於博物館及公共空間之內；捷克藝術史為符合過去父權社會主流性別

意識，藝術史中存在大量對於酷兒形象的錯誤詮釋及展示，亟需重新展開研究及 

詮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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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同仁張文馨發表社群參與人權館不義遺址特展及教具箱開發之論文研究 

捷克藝術史學家 Ladislav Jackson 發表捷克藝術史中消失的酷兒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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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觀察報告 

    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敲響國際社會和平、安全及人權警鐘。今年 ICOM

大會上，國際博物館專業社群如何提供烏克蘭博物館及其館員相關支持與協助成

為各國與會者關心焦點。烏克蘭館員控訴俄羅斯軍隊暴行，不僅對烏克蘭人民造

成生命威脅，更是對烏克蘭的記憶與歷史、文化資產保存工作造成莫大浩劫，尤

以俄羅斯政府不斷向外宣稱烏克蘭歷史及文化屬於俄羅斯的一部份。許多烏克蘭

館員除了站上戰場前線捍衛家園外，並為文物、文化及記憶、戰爭證言及相關文 

物展開搶救及保存工作。 

    歷史上重大公共罪行及人權犯行議題，如戰爭、種族滅絕、獨裁政權迫害，

如敘利亞難民、塔利班政權、羅興亞人種族滅絕等事件，隨著事件或是戰事延長，

國際輿論關注度下降，難以獲得長期性支持。博物館扮演保存證言、記憶及文物、

人權及和平教育工作之角色至關重要。1994年盧安達種族滅絕事件，雖逐漸為社

會淡忘，透過倖存者所發起記憶保存工作，提醒世人莫忘滅絕暴行，不要重蹈覆

轍過去錯誤。困難歷史及記憶的保存工作，並不僅是看向過去，更是面對現在， 

為未來而努力。 

    面對日趨嚴峻的國際形勢，人權館將以台灣威權統治時期邁向民主社會歷史

經驗為基礎，以人權、民主及自由價值締結國際盟友，與國際社會及博物館專業

社群攜手合作，為世界和平與安全盡一份心力。本屆考察有助於人權館借鏡國際

博物館專業社群對於記憶、人權教育、轉型正義等先行經驗，推動未來台灣及亞 

太地區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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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挪威年會 

（一） 專題演講及發表 

1. 人權館本次參加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挪威年會計有1場主場及1篇論文發

表，時段及主題如下： 

日期 論文/演講主題 發表人員 

9月20 

Advocacy for Addressing 

Contemporary Human Rights Issues - 

the Case Study of FIHRM-AP. 

《當代人權議題倡議─FIHRM-AP 個

案研究》 

Hung Shi-Fang 

President FIHRM-Asia Pacific 

and director 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 Taipei Taiwan 

FIHRM-AP 主席暨國家人權博

物館館長 

洪世芳 

9月21 

研討會：優良實務分享 

Developing Trust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through Co-Creating 

Process – An Example from Green 

Island Art Festival in Taiwan 

《在共創過程中建立信任和相互理解

—以台灣綠島人權藝術節為例》 

Vita Wu 

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 

Taiwan 

吳宗蓉 

國家人權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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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表過程說明 

(1) 9月20日 

   大會第二天議程中，首先由本館洪世芳館長以《當代人權議題倡議─

FIHRM-AP 個案研究》為題，介紹人權博物館成立「國際博物館聯盟－亞

太分會」（FIHRM-AP）以來為推動人權所做的努力。演講一開始從介紹台

灣位置、國家人權博物館成立切入，先讓與會者對台灣的位置、白色恐怖

歷史背景有初步了解後，再進一步說明 FIHRM-AP 為何設立於台灣。第二

部分則介紹台灣成為 FIHRM-AP 分會之後，近年所推動相關工作，以及簡

要介紹 FIHRM-AP 成立至今執行成果。 

    此外，演講結束後並有挪威博物館雜誌前來訪問洪館長，針對台灣如

何因應對岸的威脅、博物館是否對於戰爭發生的可能狀況有所準備，以及

人權博物館的理念等，進行深入採訪。 

 

 

 

 

 

 

 

 

 

 

 

 

 

 

 

洪世芳館長於專題演講中介紹臺灣及人權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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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世芳館長介紹人權館成立 FIHRM-AP 以來達成的多項任務 

 

 

 

 

 

 

 

 

 

 

 

洪世芳館長專題演講，為來自各國的與會者介紹臺灣的人權推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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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世芳館長專題演講場次，會後進行 QA 回復現場與會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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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月21日 

    大會第三天議程中，由人權館發表人吳宗蓉以《在共創過程中建立信

任和相互理解—以台灣綠島人權藝術節為例》為題，介紹人權館策辦之綠

島人權藝術季，如何在藝術家創作前期及創作過程中，導入共學、共創、

共享的概念，溝通藝術家與政治受難者之間的歧異，促進雙方彼此理解，

並呈現於藝術作品中，讓藝術季及人權教育工作往前邁進。 

 

 

本館同仁吳宗蓉分享人權館綠島人權藝術季推展人權教育工作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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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場發表會後，並有在場聆聽之波蘭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教授前來交流

與提供意見回饋。該名教授亦為波蘭博物館前館長，他表示，從發表中感

受到台灣人權博物館對於政治受難者及藝術家的尊重，對於人權博物館為

了溝通不同族群所做的努力感到敬佩。此外也好奇人權館對於藝術家作品

提案是否會作事前審查，以及若藝術家與政治受難者對於作品呈現的意見

無法達到一致，館方如何處理等問題。  

在場聆聽之波蘭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教授於會後前來交流與提供意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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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博物館考察 

    本次年會大會行程中，除了安排密集而豐富的正式發表會議，讓各國參加

者分享自身博物館的經驗之外，也安排了不同主題的工作坊討論，讓參加者有

更多機會進行深入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主辦單位特別將每日的會場都安排在不同博物館，讓與會

者雖是參加同一個年會活動，卻能在會議的過程中，順道參觀不同的博物館，

達到增加活動豐富性與變化性之目的。 

    此外，除了三天的會議行程，最後一天大會也安排博物館參訪的行程，與

會者可選擇參觀奧斯陸市中心之國立美術館、孟克博物館，或是參加 Utøya 的

一日深入導覽行程（本館選擇參加 Utøya 小島行程）。以下簡要介紹本屆年會行

程中之不同博物館。 

 

1. 埃茲沃1814憲法博物館（Eidsvoll 1814） 

  Eidsvoll 1814是挪威憲法博物館。此處原本為私人地主所擁有之莊園，之

後地主提供做為1814年挪威起草憲法期間，議員與相關人士聚集進行討論與

辯論憲法內容之地點，因此象徵著挪威民主制度的開始，對挪威來說最著名

也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建築。博物館中也設有遊客中心、禮堂、展覽區、咖 

啡廳、商店等。 

  本次年會選擇在 Eidsvoll 1814舉辦第一天的開幕典禮，顯見此處對於挪威

民主歷程而言之重要性。而在 Eidsvoll 1814溫馨小巧的場地氛圍中，也讓本屆

年會獨具特色，與一般國際年會規模盛大之開幕風格迥異。Eidsvoll 1814坐落

於距離奧斯陸市中心較偏遠的郊區，具備自然風光，與莊園式建築物整體搭

配下，讓參觀者感受到與奧斯陸市中心的博物館群非常不同的參觀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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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場地小巧溫馨，為本屆年會帶來與一般國際年會不同的風格 

 

開幕由 FIHRM 現

任主席 Guillermo 

Whpei 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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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諾貝爾和平中心（Nobel Peace Center） 

  諾貝爾和平中心由諾貝爾基金會運營，是世界聞名的諾貝爾和平獎的頒

獎場所，也是一座現代化的展館中心。諾貝爾和平中心的常設展中，展示著

諾貝爾和平獎相關介紹，以及歷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簡介資料；場館中也

不定期更換最新特展。 

  本次年會的第二天會場選擇在諾貝爾和平中心舉辦，特別的是，會議地

點選擇在展覽場地中。靈活運用原本的展示設計空間，稍作調整後，即可用

於舉辦活動，結合靜態展覽與動態活動。 

本次年會的第二天會場選擇在諾貝爾和平中心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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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做為活動會場的原展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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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猶太大屠殺與少數族群挪威研究中心 

    The Norwegian Center for Holocaust and Minority Studies (HL-center) 

  挪威大屠殺和少數群體研究中心是奧斯陸的一個研究、教育和文獻中心，

專注於大屠殺、其他種族滅絕、極端主義、反猶太主義、仇恨言論和當代社

會少數群體的狀況，也關注嚴重侵犯人權以及現代世界少數群體狀況的知識。

該研究中心由獨立的非營利性基金會所營運，基金會的工作著重於研究、記

錄和教育傳播，每年都舉辦多元化的交流活動，包括執行約 60 場活動和展 

覽的年度計畫。 

  本次會議第三天會場選擇於 HL 中心舉辦，由於該中心特別著重在少數

族群的研究，因此搭配該日 FIHRM 年會之大會主題（關注少數族群、人權侵 

害等相關議題），格外適切，也能看出主辦單位策劃時的細緻考量 

本次年會的第三天會場－猶太大屠殺與少數族群挪威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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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烏托亞島（Utøya） 

  2011年7月22日，挪威在奧斯陸市中心及烏托亞島發生爆炸和槍擊事件。

當地時間15時26分，位於奧斯陸市中心的挪威政府辦公大樓附近發生爆炸， 

造成8人死亡，30人受傷。 

  炸彈爆炸發生2小時後，位於奧斯陸以西約40公里處的烏托亞小島又接續

發生槍擊事件，一名裝扮成警察的槍手向在島上參加執政挪威工黨舉辦的青 

年團的人群射擊，造成69人死亡，66人受傷，兇手當場被捕。 

  兩處的襲擊行動共造成77人死亡。本次大屠殺事件是挪威自二戰時受德

國軍事入侵後70年間遭受的最大規模襲擊，也是2004年馬德里連環爆炸案和 

2005年倫敦爆炸案後歐洲最嚴重的屠殺事件。 

  事件發生後，挪威社會經過4年的討論和尋找共識，以及逐一訪談受難者

家屬和倖存者的想法，最後才在 Utøya 小島上，重建722爆炸槍擊事件的遺跡，

除了建立紀念館，完整記錄和說明這個恐怖攻擊事件，也在建築物中保留進 

行人權教育活動的各種空間。 

  挪威社會並沒有因為大屠殺事件，而關閉這個擁有民主教育基地傳統的

地點；反而更積極在這裡進行人權民主教育活動。目前 Utøya 小島除了提供

遊客參觀722事件的相關紀錄與展示，也是學校會帶學生到此進行校外教學、

暑假活動的地點，經常有上千名學生同時在島上，而且也仍然是工黨舉辦青 

年領袖培育活動的教育中心。 

  除了 Utøya 島之外，在奧斯陸市中心也另外設有722事件的博物館。因事

發地點除了 Utøya 島，奧斯陸也是事件的開端地。市中心的722事件中心（22 

July Centre）詳盡記載了事發當時的時間軸，也蒐集到當時在每個時間點受難

者與家屬間的手機簡訊、警方收到的資訊與行動紀錄、媒體的報導內容等，

更為詳盡的補充了該事件的細節。Utøya 島以及奧斯陸市中心22 July Centre 以 

各自不同的展示取向，共同提供了完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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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令人動容的是，事件當時最多受難者被槍擊的屋子，後來被完整保

留下來，並且再於周圍加上新的建築，成為屠殺事件的展示及教育場地。經

過政府與受難者難者家屬和倖存者長達4年的社會溝通後，最後達成共識所

呈現出來的嶄新建築，既保留了事發現場的原始面貌，也以特別的設計方式

述說後人對受難者的懷念與支持。 

  

 

 

重建後的屋子共有69根支柱，代表69位在這個小島上被射殺的受難者；

外圍的400多根圍欄則代表400多位倖存者，永遠支持和守護著受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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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的屋子被完整保留，包括原本支撐小屋的柱子和周圍地形。這是

小屋支柱下方空間的轉化運用。 

 
紀念碑上刻了77位受難者的姓名以及年紀（包括 Utøya 的69位及 Oslo City 的8

位）。地點選在島上僻靜的角落，避免被遊客打擾。圓型設計代表著「終點也是起

點」，結束也是重生的意涵。所有姓名連結為圓形，沒有誰是第一個或最後一個。

設計意涵獨具特殊性，也深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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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觀察報告 

1. 關於國際年會舉辦形式之省思 

(1) 小而美的深入交流式年會 

    過去參加過的國際年會，多半較偏向參與者眾多、規模盛大的形式。

而本屆的挪威年會，也許是因為會員人數較少的關係，採取小而美的形

式舉辦。會議場地方面，並未租用一般年會常選擇的國際會議廳，而是

使用各主辦博物館的既有空間，甚至使用博物館中的展場空間。雖然這

樣的方式使得場地空間較小，也不像專業國際會議廳具有同步口譯或與

會者麥克風等專業設備，但卻能讓議程主題與博物館本身既有特色更加

結合，使整體年會更具有與其他國際年會不同的獨特性與記憶點。 

(2) 結合奧斯陸各博物館力量合作舉辦 

  本屆年會的四天活動，每日更換不同的會議地點。雖然對與會者來說，

每天都必須摸索不同的交通方式，但卻也因此增加了活動的變化性與新鮮 

      感，不致讓與會者在後面幾天產生疲乏感。 

  而其中部分博物館地點距離奧斯陸市中心較遠，大會則安排了遊覽車，

提供市中心定點至活動會場之間的接送，也事先提供了大眾交通方式的指 

引，因此也不至於讓與會者因為交通問題而過於困擾。 

  此外，除了每天活動會場所在的博物館，即為當日的主辦單位。本次

活動的核心主辦單位為「挪威人權與民主博物館聯盟」（The Norwegian 

Museum Network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實際上就是由挪威的各

博物館所組成的聯盟。主要聯絡窗口雖為Eidsvoll 1814博物館的工作人員， 

但每日活動則由各場地博物館分工，協力合作完成。 

  若人權館未來有機會舉辦國際年會，也可以參考今年挪威年會的方式，

不一定要選擇館外其他正式的國際會議廳作為會場，可以結合台灣人權議

題相關博物館的力量共同舉辦，以各博物館的空間作為會場，利用各博物 

館自身的特色，提供與會者別具特色的台灣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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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困難遺址的紀念形式 

(1) 紀念碑的形式 

  在本次行程中參觀的博物館中，看到不同的受難者紀念碑形式。其中

較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猶太大屠殺與少數族群挪威研究中心、Utøya 兩處的 

受難者紀念形式。 

  兩處的紀念碑形式雖有不同，但同樣都以簡潔、低調、肅穆的方式呈

現。猶太大屠殺與少數族群挪威研究中心以純白、黑字的方式呈現，Utøya

則以立體刻字的方式呈現，兩者均簡單呈現受難者的姓名及年紀（或生卒

日期）。Utøya 除了紀念碑簡單呈現姓名外，另外則是在紀念館中補充展示 

關於受難者的詳細介紹資料，作為補充。 

 

 

 

 

 

 

 

 

 

 

 

 

 

Utøya 島的紀念碑以簍空刻字的方式呈現，僅記錄人名及受難年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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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大屠殺與少數族群挪威研究中心簡潔呈現受難者姓名與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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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烏托亞的啟示 

   挪威在發生722大屠殺事件後，耗費四年的時間進行社會溝通，除了

一一拜訪每位受難者的家屬與倖存者，也與社會上不同團體展開對話，試

圖凝聚不同群體的共識，展現出對受難者、倖存者、不同群體的尊重態度。

而相關的紀念館和重建方式，也在這樣充分的對話溝通後，才開始進行設 

計與建造。 

  除了充分的溝通，在展示設計前的資料蒐整更是龐大的工程。展示單

位必須調查該事件發生前後相關背景，包括警方的線索、目擊者的證詞、

家屬與倖存者的通聯紀錄、行兇者的背景調查等，可以想見整個展示籌備

過程，不只是要思考展覽的呈現方式，更重要的核心更是前期的調查研究。 

  幸運的是，挪威社會在事件發生後不久就開始進行事件紀念與展示的

規劃，因此蒐集行動距離事件發生時間並不算太遠。台灣的白色恐怖歷史，

在長達40年的威權壓迫後要再回頭搜尋相關史料，相較之下更為困難。 

  而這也提醒了我們，身為台灣唯一的國家人權博物館，對於當代正在

發生的人權事件，應該即時展開重要歷史進程的資料蒐集行動。例如同婚

合法化、新冠疫情期間各項防疫措施對於人民個資運用與權力限制的爭議、

當前中國的武力威脅、移工處境與相關社會運動或政策修訂等等。 

  台灣的人權進程並不會因為白色恐怖的消失而結束；相反的，台灣人

仍然在各項人權議題上摸索、持續前進。我們正在寫下歷史，而眼前發生

的事情都是歷史的一部分。人權館如何真正與台灣的人權歷史並肩前行，

記錄下每個重要的人權發展歷史時刻，是人權館必須思考、無法迴避的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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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建議事項  

   本次布拉格及挪威考察計畫與各國博物館專業人員，尤其從事人權領域、困

難歷史及記憶議題相關專業工作者及館舍交流，對於人權館締結跨國合作夥伴

關係，國際實質合作空間，具有莫大助益。茲研提建議如下：  

一、  立即可行建議  

（一） 加入國際和平博物館網絡（INMP）。 

（二） 參加英國國立利物浦博物館及韓國跨國記憶實踐計畫工作坊簡報介 

      紹。 

（三） 與烏克蘭卡爾科夫婦女與性別歷史博物館合作特展。 

二、 中長期建議  

（一） 邀請 ICOM 國際公共罪行受難者紀念館委員會（ICMEMO）交流。 

（二） 策辦 FIHRM 暨 FIHRM-AP 年會。 

（三） 與阿根廷民主人權博物館合作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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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件- 

一、 《參與式展覽及教育案例分析：以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為例》發表論

文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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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當代人權議題倡議─FIHRM-AP 個案研究》發表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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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共創過程中建立信任和相互理解—以台灣綠島人權藝術節為例》

發表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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