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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 歷史系 實習報告 

 

學生姓名：楊凱欣(08618783) 

實習機構：香港歷史博物館 

 

引言 

 

在未踏進博物館實習以前，我對於博物館的工作是充滿了想像。工作會不會是既

安靜又略帶著點輕鬆自在呢？他們擁有豐富的歷史知識，那麼展覽對於他們來

說，也不是一件難辦的事情吧。但是，也或許是非常的沉悶，充滿著壓力，沒有

人說話？那麼我自己又會擔當怎樣的角色呢？我期望能夠近距離的參與文物展

覽的工作，能夠協助館長們完成展覽，不過，在短短的兩個月中，會有這樣的機

會嗎？我在心裡頭想了很多很多，當我實習完成後，再回想這般的想像，發現很

多事情並不需要想像，也不能靠想像就能清楚該工作，乃是需要親身體會過，才

能夠知道固中的妙處。 

 

民俗組的工作 

 

初到博物館實習的我，第一件事就被告知香港歷史博物館的架構，對於博物館來

說架構是十分重要，因為這是代表了各組需要負責的展區與事務。就以我的實習

組別民俗組為例，民俗組在香港故事中是屬於第四區，因而需要處理第四區中的

展品，需要定時更新與檢查展品，若有更新時便需要作詳盡的資料紀錄。在我實

習的過程中，曾與二級館長到博物館展區中拿出藏品，過程是需要戴著黑色手

套，小心地取出藏品。若展品內的藏品被拿了出來，不但要為藏品拍照，也要為

被取出藏品的該區拍照，以作記認。 

 

另外，民俗組還需要管理羅屋民俗館。由保安員的更表、藏品點存至清潔員工的

合約，也是由民俗組處理。民俗組也需要每月一次到羅屋去觀察文物清潔的情況,

他們在清潔時留意的事項很多，包括文物的清潔，地板的滲水，牆壁上的破裂，

甚至連垃圾桶擺放的位置也很講究，不能為了方便保安員及觀眾而破壞了整體的

觀感，可見他們在管理展廳時的細心。 

 

展覽的籌劃工作 

 

除了處理組內的工作以外，還需要籌劃展覽。一個展覽所需的三樣東西便是展

品、照片以及文字。看似容易，但我發現籌劃展覽的過程中是會遇到不同的挑戰，

最大的問題便是，展覽要以怎樣的方式重現歷史的真像？展覽基本要做的是能帶

出該展覽內裡的歷史意義，也要吸引市民留意。那麼應該如何帶出一個歷史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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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呢？讓市民能夠在短時間中了解到當時的政治氣氛、社會環境與生活風俗等事

物。因此需要很多籌劃工作及各組、博物館與機構之間的協調才能完成一個展

覽，並非單獨一組所能完成，也不是單靠歷史知識就能完備展覽。 

 

觀眾可能只花半個小時至一個小時去觀看一個展覽，然而，我在實習的期時發現

展覽是一個長時期的工作。以東華展覽為例，為了重構歷史的真像，是要經過東

華及博物館內部多重的審批，因著很多工作需要處理，籌劃的時間便更長。由

2009 月 10 月開始，至今依然在整理與更新當中。長時間的籌備，並不是他們動

作慢，而是牽涉的步驟非常多，他們需要將確定的展品再三復查及更訂才能推出

展覽，過程是嚴謹的。 

 

展覽的內容與配套 

 

展覽首先需要分成一個一個部份，方便處理時段長的歷史。東華展覽方面，便將

其歷史分為七部份，每部份也有一個大主題，再在博物館及東華文物中尋找適合

該主題的展品及照片。在選擇照片與藏品的過程中，是透過各方開會而不斷更新。 

 

展覽還需要中英對照的文字作為配合，以便觀眾對該文物有更深的了解。當中包

括文稿、相及藏品的文字，這些文字一部份由東華所寫，一部份由博物館館長們

所寫，皆經過多重的修改，可見，文字的處理上也十分謹慎。基於藏品、照片與

文字之間互相配合的關係，一旦藏品及照片修改，文字也會對應地修改。中文版

的文字經過各部門的修改後，就要去以作出翻譯，最終才能夠有中英文版本的文

字出現在觀眾的眼前。 

 

為了讓市民有多感觀的感受，展覽還需要不同的配套活動。東華展覽會出版展覽

圖錄，即是抽取整個展覽中的某些藏品及照片，整理為一本本的簿子，然後交給

編輯，製作成圖錄。另外，展覽還需選擇不同的錄音聲帶，專題講座，導賞服務，

互動遊戲。以往我在參觀博物館時，並沒有這麼留意每一件的配套，比如聽到聲

帶時，也不會想到原來背後博物館是尋找了不同人，在不同人中選取了其中一段

來播放。然而，透過是次的實習，發現每一件配套，也是為了觀者在行走博物館

時，從視覺、聽覺上，各感觀上都能感受到所帶出的歷史故事。 

 

博物館內部與外部合作 

 

香港歷史博物館中雖然是分成了不同的組別，似乎是獨立地工作，我起初也並不

為意各組之間的關聯，但是，在這兩個月當中，我發現表面上雖然每一組也有該

組需要處理的事情，但是每每推出展覽時各組也會互相配合。負責東華展覽的組

別是民俗組，但是，也不是說想推出哪一些展品就自行處理或是內部開會，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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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經過各個組別多次共同開會，民俗組會報告展覽進度及計劃，各組互相給予意

見、甚至是批評。因此，展品及照片並非訂下了就不再改動，反而是不斷更新。 

 

除了要與香港歷史博物館內部的組別開會以外，東華展覽還需要與東華文物館溝

通與協調。以往我會以為一個展覽是內部選展品，但是，透過這次的實習，令我

發現一個展覽的誕生，並不是單單由博物館的觀點出發，也是從該機構的角度作

出考量。當一個展覽在構思的過程中，館長們需要觀看大量的書籍，加深對該機

構的認識，然而，展覽也需要與該機構的職員合作，才能真正了解該機構的歷史

意義，讓市民認識到該機構的歷史真像。因此，在我發現博物館與東華經常聯繫，

討論如何選擇藏品。可能館長以為重要的藏品，在該機構來看，另一樣藏品才比

較重要。那麼在這情況下如何選擇呢？博物館與該機構便會互相討論，才得出選

取的結論，關係是互動的，並不是各自在辦公室工作。 

 

展覽籌劃時各部門也會為了展覽盡心盡力，例如文物修復組便會協助展覽修復文

物。實習期間，曾經參觀過修復組的工作，得知東華展覽中多張紙張製品的藏品，

也是將他們作加固工作，以免損壞。另外，活動及推廣組為不同年齡層的市民製

作展覽的工作紙，讓市民在過程中能夠對展覽更有深入的了解。設計組亦會幫忙

設計一些展品的專櫃及出版設計展覽圖錄。展覽並非單靠一個部門便能夠成功舉

行，乃是各部門互相的合作而成就的。 

 

總結 

 

博物館的展覽是經過各方合作、不斷修定而成的產物，為的是帶給觀者一個歷史

的真像。有些時候，我們會覺得「歷史」這詞彙似乎代表著沉悶與過時的事物，

現今的人甚至會稱其為夕陽的行業，以現時的角度歷史似乎不值得被提起與學

習，但是，人們的生活與學習的過程中事實上是脫離不了歷史的，博物館展覽正

是一個重構歷史的地方。 

 

博物館工作的氣氛是安靜的，所作的事卻不是沉悶的，乃是讓「沉睡」的歷史再

次活過來，讓市民再次認識歷史。而我在這短短的兩個月中，雖然並不是說能直

正接觸到展覽的精髓，亦未能深入地參與展覽的工作，但是，在這個過程中，讓

我更了解到博物館的工作與流程，各部門是互相聯繫的，並非單靠一個部門能完

成的，能夠參與此工作可說是一個豐富的經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