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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職稱：張毓婷 研究助理、郭沛一 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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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日期：112 年 11 月 27 日 



附件五 

出國報告內容 

 

壹、 參訪緣由與目的 

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博館」）創建於 1955 年，為臺灣戰後最

早成立的國家級博物館，座落於臺北市人文薈萃的南海學園藝文特區，為國內

知名文教機構，至今已走過逾一甲子的歲月，除了典藏豐富的出土文物、民間

收藏及藝術家作品，一路上舉辦過的大小展覽，至今總計約 2000 多檔，也成為

戰後臺灣美術史發展的最佳見證。多年來在藝術典藏、教育推廣、學術研究與

籌辦展覽活動等方面，均有重大成就，同時也常藉由展覽推動國際文化交流，

成為臺灣重要的文化觀光景點之一。 

 

史博館自 2018 年 7 月起進行閉館整建工程，但閉館期間服務不打烊，仍

然積極與其他館所合力舉辦各項展覽，也持續推動教育活動和研究出版等業

務，甚至在文創商品的開發及推廣公有文化創意資產上不遺餘力、成效卓著。

近期史博館更致力於未來的開館，希望開館後全新打造的館舍空間、服務機能

及營運管理等方面，均能提供廣大民眾耳目一新的體驗，除了回應多年忠實觀

眾的殷殷期盼外，也希望能吸引新一代觀眾走進史博，促使舊雨新知享受逛博

物館的樂趣。 

 

史博館預計於 2024 年盛大開幕，雖然館內各項展示、設備等軟硬體之規劃

均已接近完成，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現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之一的大韓民國

（簡稱南韓或韓國），通過現代化科技與靈活行銷等手法，將其特有文化/韓流

以創新思維推廣於全世界，兼顧特殊性及國際性，成功吸引國內外大批觀光

客，為東亞各國發展觀光的典範，著實值得我們深刻借鏡。尤其現今博物館展

示方式日新月異，且需兼具教育與娛樂的功能，必須不斷求新求變，將充滿教

育知識的內涵，以淺顯趣味的多元方式，呈現在觀眾眼前。除此之外，本次選

擇該國及「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韓國國立民

俗博物館」三館參訪考量的著眼點如下： 

 

一、本館之前已有與韓國博物館合作、交流之經驗。 

二、本次前往之三家博物館的展示主軸，與本館性質皆有部分類似可供參酌，

如國立中央博物館起自遠古的韓國史通論、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的現代大

韓民國史展示陳述、國立民俗博物館呈現的韓國常民文化面向。 

三、近年韓國政府配合推動觀光以及擴大文化影響力的方針而大量挹注於博物



館的軟硬體設施，而韓國除了與臺灣一樣為電子消費產品的製造大國外，

近年其影視產業大放異彩，已經具有世界知名度。其將電子產業軟硬體的

優勢以及影視上的成熟技術，與展示方式結合的作法，值得參考。 

 

希望藉由本次參訪，以內外部角度來探索這三所韓國官方的指標性博物

館。從外部，我們試圖探查博物館如何透過與交通線、觀光路線、周遭環境等

既有設施結合，吸引本國民眾及觀光客來館參觀。從內部，我們也盡力觀察其

敘事論述、展示方式、互動裝置、導覽設施、觀眾服務等怎樣與觀眾互動或產

生共鳴。期許在本館完成開館最後一哩路之前，得以從此次參訪經驗中學習，

並滾動式彈性調整史博館開館展覽之展示內涵與形式，未來帶給參觀民眾更多

更新的感受與體驗! 

 

貳、 行程安排及參訪議題 

一、 參訪行程 

本次出國參訪日期為民國 112 年 10 月 16 日至 20 日，行程如下表所列。 

日期 行程 

10 月 16 日(一) 搭機前往韓國首爾 

10 月 17 日(二) 參訪位於首爾龍山區的「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10 月 18 日(三) 參訪位於首爾鐘路區「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 

10 月 19 日(四) 參訪位於首爾鐘路區「韓國國立民俗博物館」 

10 月 20 日(五) 返程 

 

二、 參訪議題及內容 

本次選擇參訪的三家博物館，均不需門票、外國人亦免費參觀（特展除外），

故平日亦可見韓國及外國參觀者絡繹不絕，參訪內容如下: 

（一）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國立中央博物館位於韓國首爾龍山區的公園區中心，是國立博物館的中心

館（該體系下轄有 11 個館所，分布於韓國各地）。館藏品時間跨度從舊石器時

期一直到到 20 世紀初，共有 41 萬餘件文物。如果要追溯其源頭，其成立可以

早到 1909 年的韓國帝國時期的「帝室博物館」。中間包括日本佔領時期以及韓

戰期間的多次改組以及遷移，1972 年，博物館正式命名為「國立中央博物

館」，1990 年代因應韓國民族意識的呼聲，將原屬於韓國總督府的中央樓拆除

改建為全新的現代展示建築，2005 年，博物館遷入現址。 

 

 主要的展場空間，共有 3 個樓層，共由 6 個館和 50 個室組成，展出 12000

餘件文物，另外設置兒童博物館；開放時間為上午 10 時入場，除周三、六營業



至晚間 9 時，其於至下午 6 時。1 樓為「中世˙近世館」及「史前˙古代

館」，2 樓為「書畫館」、「捐贈館」和「思惟展廳」、「數位沉浸式體驗

館」，3 樓為「雕塑˙工藝館」與「世界文化館」。基本上 1 樓是以年代通史

的方式，隨著時間流逝從古至近，講述韓國歷史與文化之發展。而 2 樓的「捐

贈館」是展出受贈藏品，同時也在一面紀念牆中展示捐贈者大名，以令人緬懷

及深思捐贈之意義和價值。「數位沉浸式體驗館」是以文化遺產為主要的播放

素材，直接以數位圖像代替語言，讓不同年齡、國籍或知識背景的受眾，都能

有最直觀的美學體驗，進而對博物館藏品產生更多興趣。另外，特別值得一提

的「思惟展廳」，則是在偌大的圓形空間中，展出韓國國寶－兩座《半跏思惟

像》，以其沉靜冥想風格的空靈聲光及展場木質調設計，引導民眾進入平靜祥

和的展示空間中細細欣賞。 

 

 

˙國立中央博物館外觀 

 
˙國立中央博物館廣場之園區說明圖 

 

˙國立中央博物館之挑高天井  

˙置於中央天井的代表館藏十層石塔 



 
˙數位沉浸式體驗館一隅 

 

˙思惟展廳一隅 

 

（二）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 

2008 年籌劃時，原名稱為「現代史博物館」，2009 年後更名為「大韓民國

歷史博物館」，並於 2012 年 12 月 26 日正式開館。主要分為三個館－「歷史

館」、「體驗館」和「主題館」，也設有兒童博物館（即「「我們的歷史寶

庫」）；開放時間為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周三和周六例外開放至晚上 9 時。

該館重點，在於展示韓國發展成為現代化國家的經濟開發和產業化的過程，同

時展覽中也強調韓國實現民主主義的艱辛歷史過程。 

 

這座博物館以「大韓民國」的歷史來建構常設展（即「歷史館」）內容，

展示的時間點從 1894 年的中日戰爭開始（因日本戰勝，當時的韓國實質上已喪

失獨立地位），記載了大韓民國自此開始直至現日所發生的重大事件。常設展

將大韓民國史主要分成四個階段來陳述：1.日本殖民時期與大韓民國獨立運

動。2.二戰結束、大韓民國的成立到韓戰爆發。3.韓戰後的大韓民國社會、政治

及民主化歷程。4.大韓民國的經濟起飛到現今韓流文化衝擊全球等主題。特展

（即「主題館」）部分，目前正展出美韓同盟七十周年特展，說明從二戰結束

開始，美韓一系列在共同防衛、民主化運動中的互動歷史。「體驗館」則是

以”世代溝通”為主題，以多媒體影音互動的方式，讓參觀者體驗韓國現代史

中每一代人的“那時那歲月”，透過體驗不同時代的生活點滴，促進各個世代

價值觀和文化的相互理解。另外，還設有名為「我們的歷史寶庫」的兒童體驗

專區，藉互動體驗來體會韓國的近代生活及民主化，例如模擬投票、紙娃娃式

的服裝更換等。 

 



 
˙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外觀 

 

˙歷史館展廳一隅 

 

˙歷史館展廳之慰安婦介紹單元  
˙主題館美韓同盟七十周年特展 

 

˙體驗館入口自動化索取感應卡 

 

˙兒童體驗專區一隅 

 

（三）韓國國立民俗博物館 



韓國國立民俗博物館 1945 年創立，最初建於首爾南山，1975 年遷到景福宮

內，今日的館舍建築在 1986 年之前是由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使用，在該館搬出

後，國立民俗博物館才搬遷至現今的館舍，並於 1993 年整修後重新開館。該館

展廳主要包括「陳列展廳」、「企劃展廳」、「戶外展廳」和兒童博物館；開

放時間依季節略有調整閉館時間，本次參訪的 10 月份為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周三、六延常至晚間 8 時閉館。 

 

本次參觀為室內的「陳列展廳」與「企劃展廳」。「陳列展廳」分為三大

主題，依序為「韓國人的一天」、「韓國人的一年」、「韓國人的一生」；

「韓國人的一天」展示從 17 世紀到 20 世紀朝鮮後期之後，韓國人的一天日常

生活，從清晨到深夜，再現各種階層的人們生活場景，如清晨耕作的農民、在

工坊製作用品的工匠、井邊打水和溪邊洗衣的女人、在田野玩耍的孩子等等，

透過一天的景象，不僅反映韓國人的日常，也讓近現代的一天和傳統社會的日

常生活形成對比，提供人們重思「一天」所具有的價值。「韓國人的一年」呈

現從 19 世紀到 20 世紀，韓國人一年中的生活面貌，隨春、夏、秋、冬季節的

變化和時間的流逝，觀眾可以看到韓國人在特殊日子裡展開的生活面貌，同時

發現從傳統到現代的發展與變化。「韓國人的一生」則描述從出生到死亡，從

朝鮮時代到現代韓國人所遵循的生命禮儀，例如朝鮮時代尊崇儒家理念重視傳

宗接代、舉辦百日宴、周歲宴、成年禮，舉行婚禮後，男子當官或從業、女子

居家操持家務，到人死之後，藉由喪禮寄託哀思、舉行祭祀緬懷先祖、祈願兒

孫興旺等。「企劃展廳」為「繩結主題展」，介紹一位藝術家暨捐贈者李富子

的繩結創作，該作者於步入中年後才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接觸到了繩結，從此

開啟她作為繩結工藝家的嶄新生活，該展覽在欣賞繩結作品之餘，也透過輔助

工具與多媒體引導民眾自行製作繩結、認識不同形式的繩結形式，讓觀眾用現

代的方式重新認識傳統工藝之美。 

 

 

˙國立民俗博物館之景福宮外牆招牌

外觀 

 
˙國立民俗博物館入口之外觀 



 

˙國立民俗博物館之大廳 
 

˙陳列展廳文物及說明陳列方式 

 

˙陳列展廳文物及說明陳列方式 

 

˙企劃展廳之製作繩結輔助工具 

 

參、 參訪心得 

一、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一）完善的交通連結與便利的抵達動線 

其規劃的優點是新建的系統與市區的捷運系統作直接的連結，在最靠近的

捷運龍山（區）站有專屬的出口，且從該處就有電動步道連結至館所入口，是

友善行動不便或拖運行李者的貼心設計。此外，從步道開口兩邊就可見顯眼的

大型 LED 螢幕牆，呈現簡要的內容介紹，以及代表性展品的剪影燈飾等設計，

讓觀眾從入館前便充分醞釀出參觀情緒。 

 

（二）壯觀寬敞的建築與多元的展示說明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在其國內博物館界的預算經費以及地位，約可類比於

我國的故宮博物院，當然其建築本身占地十分廣闊，各樓層展廳的總參觀動線

約有 3800 米，以一日參觀時間而言，也僅能觀其大概而已。而博物館本身之建



築採天井式，中央置放其重要展品十層石塔，建築本身的調性走極簡與典雅氛

圍，因此古物置於其間並不顯突兀。另因展場面積很大，展出物件之間能保持

相對寬敞的距離，參觀起來令人感覺舒適，即使有學生團體等共同參觀，亦不

至產生擠迫感。 

 

此外，該館的主要展示方式仍偏傳統，即展櫃搭配說明牌，不過部分展廳

利用 LED 屏幕作大型的作品投射，亦穿插部分可供觀眾操作之互動裝置，也有

結合畫作主題動畫的裸視立體劇場，以及設計古畫作的遊戲性觸控裝置（類似

可動清明上河圖）。該館的總說明及單元說明主要以英韓對照為主，但最基礎

的展品說明，在品名處則有四種語言－韓、英、日、簡體中文字。整體而言，

對略通英語但不諳韓語的參觀者來說，算是能掌握其展示說明之核心，在參觀

及使用其各種設施上亦不至於產生不便感。 

 

 

˙博物館步道開口之廣宣螢幕 

 

˙由捷運站通往博物館之專屬電動步道 

 

˙多種語言的展廳簡介 

 

˙轉化重要藏品為動畫的沉浸式劇場 



 

˙兼具教育及娛樂性質之多媒體裝置 

 

˙展廳中之展品說明 

 

二、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 

（一）具永續及觀景特色的綠建築 

該館是由原來的文化體育觀光部大樓所改建，改建時的一大特色就是引進

綠建築的觀念，盡可能大量沿用原來的建築空間及材料來進行改造，在設計上

曾獲得首爾建築獎最優秀獎、大韓民國綠色建築大展優秀獎、無障礙生活環境

優秀等級認證、綠色環保建築最優秀等級。雖然這部分對一般觀眾而言，可能

感受並不明顯，但整體的展示空間動線都很明亮順暢。同時，由於該博物館位

於可俯瞰重要觀光景點－景福宮的位置，故其各樓層的休憩空間、頂樓的空中

花園等，都有針對此項優勢作強化，如大面積落地窗或觀景座位等，均為觀眾

在休憩時提供更好的遠眺視野。 

 

（二）高度自動化的展場 

該館的展場特色是高度的自動化，常設展以及兒童體驗專區幾乎沒有常駐

工作人員（兒童體驗區有人員櫃台，但參觀當時無人駐守；兒童體驗區使用的

互動卡牌由民眾自行取用，各互動裝置設有掃碼機，透過掃碼進行啟用）。常

設展區自成一樓層，以單一時間線排程、動線單純。展覽方式主要以實體展品

置於櫃內，加上文字說明，多為韓語及英文對照，部分單元及每件展品說明牌

之品名則有韓、英、日、簡體中文的說明，另搭配觸控裝置和自動播放影片的

展陳方式。 

 

影音互動裝置基本上都採用觸控螢幕選擇，少部分為按鈕式，啟動後直接

在展場播放。其優點是不需用考慮耳機等民眾使用的回收、衛生問題，但缺點

是直接播放時，為避免干擾其他觀眾，音量設定偏低，收聽效果有時不佳。此

外，影片多半以訪談為主，少部分亦有如簡述韓戰前後始末的簡報影片（為循



環播放模式），製作精美、敘述簡明扼要，能在約 2 至 3 分鐘的短時間內，將

重要事件發生點和態勢變化等，清楚地轉達給無相關背景知識之觀眾。 

 

（三）貼近生活且即時更新的展品 

該館韓戰後的展示內容較偏重於常民生活、民主運動、金融風暴影響等單

元，陳設展品方式多以常民物件或當時選舉文宣、新聞影片等方式展出，整體

風格平易近人，可惜除了影片可供觀者自行點選外，其餘並無太多互動方式。

展場最末段，講述韓國影視產業的崛起，年表式選單整合的十分詳細，而且操

作容易，實體展品包括 BTS（韓國男子團體－防彈少年團）所獲的獎牌等，非

常貼近觀眾切身所經歷的時事，可見其展廳能彈性因應現行事件或議題發展，

持續規劃並儘速更新展示內容。 

 

 

˙有大片落地窗的室內休憩空間 

 

˙可遠眺景福宮的頂樓戶外空中花園 

 

˙各語言對照的單元說明版 
 

˙影音播放裝置 



 

˙影音播放裝置 
 

˙韓國影視產業介紹 

 

三、韓國國立民俗博物館 

（一）深具趣味的分類主題 

國立民俗博物館將韓國時期的生活型態，按照地域、功能、時代、類型等

在各區展示，共計有 4,000 多件珍貴的歷史民俗資料於館中展示。室內的部

分，十分有趣的以「韓國人」為中心概念，再細分為三個主題－一天、一年、

一生。重點式的呈現出韓國人日常、四時、人生的重要大事，雖主要為靜態展

示，但其間也穿插不少活潑生動的多媒體影音及互動裝置，兼具知識與趣味

性，得以讓外國人快速而全面的了解韓國民族的生活文化特色。 

 

（二）豐富多樣的戶外展示 

戶外的露天展示區，除了展示各種傳統立於韓國村界的道祖神、守護神、

鎮墓石雕等，另外也有原地重建的傳統韓式房屋，以及懷舊老街造景等。其展

示方式公園化，但說明標示仍兼顧教育性，和景福宮內觀光區的風格融合的十

分恰當。 

 

（三）視障友善的導覽服務 

該館的展品說明特色之一，是將多件代表性展品做成可觸摸的素色縮尺模

型，安置於說明卡附近，鼓勵觀眾動手摸摸看，同時也在展場中提供視障者使

用的大字輔助手冊，是本次參觀諸館中特別著重視障服務的館所（其他兩館亦

有視障點字或觸摸設施但整體比例較少）。另因該館位於熱門觀光區景福宮宮

牆內，有大量外籍團客參觀，該館也有以服務人員進行之專人多語導覽。 

 



 
˙介紹韓國特殊禮俗的影音裝置 

 

˙介紹韓國特殊禮俗的展廳裝飾 

 
˙戶外展示一隅 

 

˙戶外展示一隅 

 
˙友善視障者讀本 

 
˙可供觸摸之展品模型（旁附點字說

明） 

 

肆、綜合建議事項 

一、中長期建議 

（一）交通要道整合行銷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與捷運出口結合以及入口步道工程之作法，需要國家

整體工程規劃及投入高額改善資本，本館雖然無法仿效，但北捷萬大線之植物

園站入口十分靠近本館。建議待萬大線完成之時，可考慮與捷運局合作或長期

租賃的方式，於該出入口規劃固定空間，放置與本館相關介紹之螢幕或互動設

施，以吸引並引導觀眾至本館參觀。 

 

（二）提升多媒體製作創意與技術 

要製作好看又易懂的影像或互動短片不易，近年韓國影視娛樂業技術及內

涵上的成熟，也反映在博物館所製作的各式影片或互動影音上。前述三所博物

館展場播放的動畫及互動影音多半製作精美，不僅情節鮮明扼要，整體視覺設

計及角色造型均十分吸睛，能讓無相關知識背景之觀眾，在短時間內耐心地看

完或順利操作，且快速理解其中歷史事件或寓意。建議博物館相關科系或展場

設計廠商，能針對創意及技術層面的運用或執行，尋找更多異業實習或跨界合

作的可能性。 

 

二、立即可行建議 

（一）設施及展廳自動化管理 

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的展出歷史功能性十分突出，與本館的定位差距較

大，然其展廳有效的自動化很值得借鏡。蓋本館因建築格局因素，未來展場或

公共空間將有更多轉折、死角與出入口，恐必須增加多名服務人力。建議本館

加強完善售票、寄物自動化，及將重要展品採用櫃內化的展示方式，並加強各

種空間或設備的使用說明方式，以有效減輕人力負擔。 

 

（二）善用戶外展陳空間 

韓國民俗博物館的展示主題－「一天、一年、一生」既別開生面又平易近

人，提供未來策劃展覽時的有趣思索方向。此外，其戶外石雕展示的方式，兼

具休閒娛樂及教育意義，本館日後將採取無圍牆博物館形式，建議可搭配室內

展廳主題或將前方庭院、南海學園一併納入規劃，形成更具特色且親民的戶外

展示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