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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這次很榮幸可以有機會可以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台灣進行實習，還是一個如此知名、

具影響力的機構中工作。擁有一個如此寶貴的機會，我在這次的實習過程中，對自己亦有不

同的期許。 

  對我來說，這次的實習，我一方面在台灣生活一段時間，與一群跟自己成長、文化背景

不同的人合作、磨合、交流，學習到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思考問題。特別是作為歷史系的主修

生，我們學習歷史更應該從不同的角度層面去了解、批判歷史，不能固步自封一個方向，而

這次實習的確擴闊了我的思維。 

  其次，這次理論與實踐並重是我認為最能有效學習的方法，尤其是我在香港很少機會接

觸博物館學的課程，到博物館工作更是只有通過實習計劃才有機會。 

在博物館實習，所接觸的都是極其珍貴的歷史文物，這次我實習的歷史文物陳列館就更是陳

列了不少重要文物，所以身處於這樣的環境，我培養出謹慎、細心、嚴格的工作態度，不論

是對待文物還是對待這次的工作。我相信嚴謹的工作態度，不只對我這次的實習過程有所幫

助，對我往後的學習、工作、以至人生上都有很多益處。 

 

甲、實習課程心得 

  這次的實習機會真的很難得，難得在我們於短短一個月裡，幾乎把博物館內的每個範疇

都學過一遍，我所看到、學到、得到的東西也遠遠比預期的多上許多。本來我以為我在這一

個月裡可以學到的都是有關於陳列方面的知識，沒想到我們得到的機會居然是學習到博物館

的前線推廣工作、幕後的文物保存、還有作為收藏與展示中間的數位典藏。我相信當中有些

工作是如果我沒有到史語所實習，我是一輩子都可能沒有機會接觸的。所以很感謝史語所各

位這一個月來對我們的照顧、幫忙、教導，讓我上了很多很難忘的課堂，也得到了很寶貴的

經驗。 

 

一、 陳列館的前線工作 

歷史文物陳列館是我們第一個工作的部門，在那裡我們學習到有關博物館 

的很多知識，包括一些硬件設施上，例如擺放文物的環境溫濕度要求，還有展示文物的燈光

都有特別的要求；還有一些展示推廣方面的工作，例如展覽的佈置、與志工們的配合等。而

陳列館也是我們工作最久的部門，總共有兩個星期的時間我們都在跟著大家去做一些工作還

有上一些課堂，讓我了解到博物館平常沒有展示出來的那一面，如果說我在實習前，我參觀

博物館只是以一個單純參觀者的角度去看，在文物館學習了一段時間後，我在看博物館時就

有更多的去留意除展品多的細節，例如博物館中的工作人員。 

  記得在我們開始實習不久後的一個開館日，文物館員王家瑋小姐曾跟我們說，博物館業

其實也是服務業的一種。考古之所以跟盜墓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在於考古會把發掘出來的成

果與民眾分享，而盜墓只是單純為了利益去竊取文物，所以我覺得博物館這角色的重要性就

是它會幫助考古學家面向群眾。正因為此，博物館工作同樣是一個以人為本的工作，在值勤

時，我們面對參觀者的態度和我們的每一句話都是代表著文物館，當中就以導覽工作最能體

現這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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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覽人員可說是博物館中與參觀者接觸最久的工作人員，也可能是一個觀眾對博物館印

象、知識的來源，所以我覺得導覽工作的挑戰性其實滿大，特別是我自己也在成果發表時有

一場導覽工作要做，因此我在上導覽技巧課時有特別留意，去學習如何在不同層面作平衡。 

  導覽技巧課時導師吳小姐有提到說，導覽是服務的一種而非一堂課，我們需要的是介紹

展品而不是傳授知識予來賓。當我在準備成果發表的導覽工作時，我就明白到拿掐這個分寸

的難度，到底要怎樣在知識與趣味性之間取得一個平衡，特別是我們所閱讀的背景資料都是

嚴謹認真的學術文章，要如何去吸引和轉化成有趣而又有用的導覽真的需要一定技巧。這樣

就可以知道導覽人員看似簡單流暢的介紹背後是作了多大的努力。而且不單單是內容考究，

他們甚至要考慮到措詞、參觀動線、時間等細節上的問題。這讓我想到在我們實習的第一個

星期三開館日，第一次看到博物館開館時的幕後工作，那一天有幾個團體預約參觀，在那繁

忙的一天，我跟了好幾場的導覽。因為觀眾類型不一樣、他們的參觀時間也有多有少，就更

能體現出導覽工作的彈性。例如第一場面對的觀眾是對歷史有興趣的學生，他們的參觀時間

也有長，所以導覽的內容都與文物背後的歷史背景有關，而且講解得很詳細；但另外一場卻

是只有很短，觀眾也很累的情況下，所以導覽員只是很快的講解一下幾件文物的特色就結束

導覽了。當我在上完導覽課後再想起導覽人員不同的導覽方式，才更明白到導覽所需的彈性，

也是在實習中由理論課加上實際工作的配合，讓我更理解博物館工作的一次。 

  但同時我亦覺得導覽會是一個滿有趣的工作，因為每做一次導覽，就好似再認識文物一

次，而每認識一次都可能有不同心得；而且聽導覽的參觀者所提出的問題，都可能會是我們

從未想過的觀點和沒有留意過的細節，更有可能參觀者本身就是專家，可以讓我們從中學到

不少事情。所以我在上完導覽課程後，更加覺得博物館工作不只是與文物、展品打交道的工

作，更是與人交流、接觸的工作。 

 

二、 中原庫房的文物保存 

中原庫房為史語所考古學門和民族學門存放文物的地方，陳列館展示的文 

物都是從庫房中所調出去的，而且庫房內的文物數量極多，目前陳列館所展示的只佔當中的

很小部分而已。通過一星期在庫房的實習工作，我了解到庫房不只是文物存放的地方，它還

包括了文物保護，例如文物盒製作、紀錄，例如文物拓片和攝影、還有修復等工作。我們在

這一星期，除了有機會接觸這三個範疇外，還曾經親手觸踫、描述來自殷商時代的青銅器文

物真品，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難忘的經驗。 

  庫房中每項工作都很不簡單，需要極度的細心跟謹慎，因為他們所負責的都是非常珍貴，

甚至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文物，尤其是在這些文物經歷了這麼多的歲月，歲月讓它們變得脆

弱，也讓工作人員在處理它們時需要花費很大精神。當中最令我有所體會的，就是文物修復

的課堂。 

  在文物修復的課堂中，我們先學習相關的理論與工具，從中令我得知文物修復員不但需

要細心和耐性，也需要良好的觀察力。因為一方面在文物修復的過程中，文物修復員需要先

了解研究該文物，其實也是第二次的觀察分析，甚至有些時候可以找到沒有被發現的細節，

而且修復不是一次就好，而是要不斷觀察文物的狀況，計算它需要重新維護的時間，是一份

循環的工作；另一方面，文物是需要穩定性的物件，而文物本身也可能會有潛在的損壞因子

破壞其穩定性，所以文物修復員就要及早找出損壞因子，以避免它對文物造成影響，而修復

的時候也以不添加任何化學物質及不作出改變為主，這樣也讓文物修復的難度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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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課程的下半部分，嘗試親手修復一件物品時就對此有所感受。我們單是在第一個步

驟，找出碎片並把其組合已經有遇到困難，因為物件的破碎程度是我們難以估計的，所以也

不知道其中會不會有碎片已經遺失了。而很不幸的，剛巧我的物件有一塊碎片遺失，這樣我

就需要把所以部分黏合好後再以石膏填補缺失部分才算完成修復。這塊缺失了的碎片帶給我

的問題就是，我很難去估算物品完來的弧度。而事實上，我在最後兩部分的組合時才發現物

件的形狀有點歪掉，如此一來我必須把周邊部分拆掉再重新調整。幸好我們這次修復的只是

一般的碗，不然這樣拆掉調整，不只浪費時間，還會對文物本物造成一定傷害，這也是我深

深明白到做修復工作需要絕對耐心與謹慎的原因。 

  接下來我們就需要把物件不同部分的連接位塗上黏膠，再慢慢把兩部分組合起來，這步

驟看似簡單，可當我們親身去做的時候，才發現過程很耗精神。我們需要全神貫注的在邊緣

位置塗上黏膠，再輕輕把它們固定好，過程中一旦大意，黏膠份量拿掐不好就可能會溢出到

物件表面、接合位置歪掉、或沒有固定好而使另外一部分掉下來。更耗精神的是，我們需要

重複這步驟不下十數次，還做了一個下午，這還只是因為我們修復的只是一般的碗，文物修

復員杜先生跟我們說，有些文物修復需時一個月，甚至更久。 

  當我終於把這個碗都修復好、步出文物修復實驗室的時候，我難免感到一陣因過度專注

太久而帶來的頭暈，可我必須說的是，這課程讓我學到了很多，特別是作為文科的學生，我

很少有機會去學到更為偏向理工科的修復知識，雖然我修復得不太完美，還是看得到連接的

痕跡，過程中也有一些小挫折，但成功的修復一件物品，還是有帶給我成就感。而我要反省

自己的是，在面對工作時，我應該更有耐性，更謹慎地去計劃好自己的每一個步驟，並不是

隨便的按著自己的感覺去工作。這次的文物修復讓我知道我以後在工作的時候，都必須先預

計好自己每一步會帶來的結果，盡量把工作中的誤差減少。而這一星期的庫房實習，則大大

的增進了我對考古文物的知識，明白到文物對大至整體環境，小至存放盒子的要求，而每一

個要求背後，都有著很多人的用心和努力。 

 

三、 收藏與展示的橋樑，數位典藏 

數位典藏這一個部門其實還滿特別的，因為它既有著典藏的功能，它需要 

把史語所所收藏的文物都一一放進他們的資料庫中，而同時它也肩負著推廣的工作，所以我

們可以看到它有推出很多不同的網站去介紹史語所收藏的文物；而甚至我們可以看到在數位

典藏單位推出的網站中，有為不同觀眾層面作設計，有利用遊戲的方法去介紹文物，也有詳

細講解文物背景、特徵的網頁，而我們在數位典藏單位這一星期中，就對他們工作中對細節

的要求以及複雜性有所認識。 

  尤記得我們第二天到數位典藏上課時，我們所學習的就是把文物圖片放進資料庫前的工

作，那就是為照片調色。特別是因為很多考古現場與文物的照片都是在很久以前利用底片相

機拍下的，它們的顏色到了現在往往都會有偏差，所以工作人員要做的就是把照片調到同類

型一致、而又最接近實景的色調。我本來以為那就會像平常在家幫照片修改誤差的工作一樣

容易，沒想到我們居然為了調好一張照片而花了一個小時。那是因為這些考古現場的照片，

在經過歲月的摧殘後還有當時機器的限制的問題，有一些過度曝光或曝光不足的問題，我們

要把曝光過度的問題修正已經很難，更不要說把顏色調好。而我們這堂課的導師金小姐更跟

我們說，她每年平均都要調一萬多張照片的顏色，這讓我不得不驚訝於數位典藏對細節上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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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聽到有關博物館、考古、文物都會覺得那會是很悶、很老、很守舊的東西，但在

我上完一連串數位典藏的課後，我深深的明白到其實博物館、考古、文物都在與時並進。數

位典藏部門的導師跟我們分享他們由在MSN 跟民眾，到 pixnet 再到今天的 facebook，他們隨

時都在讓史語所的文物跟著科技的步伐。他們會盡力的為參觀者提供更多的協助，例如語音

導覽系統的建立，我亦有幫忙想一下路線圖，然後我才發現，設計一條參觀動線原來不只要

想有甚麼是我覺得很好看想推薦的，還有主題、動線順暢與否、參觀者耐性、時間等的問題，

希望我所花心思設計的路線也會有一天出現在文物館的語音導覽系統。同時，他們也會不停

的推陳出新，設計更多不同的網頁，務求達到推廣宣傳的作用，在我們看過一個科普網頁設

計的流程，更知道一個網頁背後需要考量的東西很多，知識與趣味的平衡、網頁的美觀度、

甚至是一些用以減輕嚴肅度，無關病癢的句子，都是他們思考很久的成果。 

  在現在科技發達的社會中，網路對於博物館面向觀眾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平台，而在這

一星期的學習中，我了解到博物館在登上這一個平台時，到底花費了太大的力氣。 

 

乙、博物館參觀心得 

  參觀博物館，原來不只是看展品。這是我在實習後對參觀博物館的一個得著。過去我在

看博物館時其實會有點隨意，左看看、右看看，看完以後就好像看了有關展品的簡介，然後

就沒了。然而，在實習後，我才發現參觀博物館原來還可以有很多方法，有很多方法去讓我

們看時候了解得更深入，而非走馬看花而已。正如我參觀台北故事館一樣，我在半年前來台

北旅行時就已經去過，而半年後的我，再參觀台北故事館，竟然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半年前參觀台北故事館，我最深刻的是，它的建築物很漂亮、它在辦關於甜點的展覽，

然後我已經不太記得其他了。所以我決定在我對博物館的認識有增進後，再去參觀台北故事

館，希望可以能學到更多。另外也因為台北故事館跟歷史文物陳列館的特色很不一樣，它是

一個經常換展的小型博物館、它所展覽的也不是文物，反而是生活上的小主題、它的建築物

本身就已經是展品的一部分，所以我覺得參觀台北故事館可以讓我看到不同類型的博物館。

我也的確在參觀的過程中發現到一些台北故事館的優點還有可以改善的地方。 

 

  博物館的建築物方面，台北故事館原名叫「圓山別莊」，是自一九一三年起擁有一百年歷

史的市定古蹟。所以除了展覽中的展品，台北故事館的建築物同樣是值得我們觀賞的文物。

我很欣賞台北故事館古蹟再利用的做法，因為一方面故事館作為一棟融合英國都鐸式屋架和

十九世紀末新古典主義的洋樓，在外型上已經很能夠吸引參觀者進去；另一方面，館內亦有

分出一個常設展去介紹故事館的歷史去配合建築物本身，在進門看到的第一個展覽已清楚介

紹所謂「故事館的前世今生」，也有介紹館內文物特色，這樣參觀者也會在看特展展覽時也留

意館內的裝潢，同時展館內也有很多介紹古蹟的名牌；而特展中也很善用館內的各種文物去

作配合，例如他們在一個 1917年的中古山葉鋼琴上擺放展品，讓兩者可以互相輝映。而建

築物帶來的最大限制是在於其風格以及空間上的不足，作為一間迷你博物館，它的展覽都是

以較輕鬆的主題作展覽，無法作很大規模或較大型的展覽，這是故事館難以改善的先天問題，

但他們也可以考慮把花園也作展區，以擴大展覽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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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展覽方面，尤記得第一次去台北故事館時是看關於甜點的特展，那時候雜亂無章的

逛，沒有注意到展覽的主題性；而今次去看關於賀卡的特展，學會了更認真的去找看看展覽

的主題性。由於台北故事館所作的展覽大多是從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物著手，所以他們必須經

常換展去吸引參觀者。今次特展的主題是「台北故事館生日快樂－賀卡的故事」，因此整個展

覽都是以賀卡為主題。不要以為展品沒有甚麼特別，其實我們可以在展覽中發現台北故事館

在收集展品上花了不少努力，裡面有不同類型的賀卡，來自不同地方，有很多更是幾十年，

以至百多年前的賀卡。 

  而展覽當中的不同區域皆有一定關連，主題性非常明顯。特展的第一個區域有不同時代

「請您寫信」的卡片，旁邊則展出了世界各地不同地方關於情的賀卡，清楚地帶出賀卡的重

要，即使世界各地有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但在用賀卡傳情這一方面大家都是一樣的。第二

個區域以「生日快樂」的主題，可以看到不同類型的生日賀卡，而展品擺放上也有其心思在，

上面每一句既是小主題，也是對台北故事館百年生日的祝福，把賀卡和故事館生日兩個主題

連結在一起。二樓的四個展區同樣以賀卡為主題，不過就不只展示卡片，而是以介紹與賀卡

有關的內容，包括節慶、印刷技術、與卡上的字句。 

  在二樓的展區當中我最欣賞的是故事館很擅長跟參觀者互動。互動可加深參觀者對展品

的印象，也能提高參觀者對展覽的興趣。在介紹賀卡字詞的展區，參觀者可以自己組合不同

字詞，再去特定地方拍照留念，而拍照的地方也是從立體卡片演化放大出來，旁邊對卡片的

特別用途有介紹說明；而在介紹印刷技術的展區，他們讓參觀者自己動手去掀看每個步驟背

後的說明，沒有刻板的單把介紹印在牆壁上；至於在介紹賀卡詩句的展區中，他們除了考慮

參觀者都是以中文為主而把英文詩句翻譯成中文外，也可以看到他們的一個巧思是這些說明

牌都是可以翻動並拼湊圖案的，例如我一進去就看到由背後說明牌拼成的心形。 

  不過雖然我認為這特展的主題性很強，在互動方面也做得很好，但在內容上卻有可以改

善的地方。他們的展品過於重視展品數量以忽視了內容，很容易讓人不知道從何入手。我可

以理解因為他們的空間不足，而展品數量太多，所以就以如此密集的方式展示，但他們大都

是只展示賀卡再附以名字，沒有對賀卡的特色作進一步介紹。而且作為一個參觀者，我更想

了解賀卡背後的故事，例如賀卡的設計為什麼是這樣？例如有一張生日卡上面印有外星人的

圖案，如果不了解該年份是流行外星人的參觀者可能會對這卡片的設計摸不著頭腦。又好像

賀卡原主人在上面寫了甚麼？賀卡上的文字才是賦予賀卡意義的重要來源，也可以帶出一個

個關於賀卡的故事。還有賀卡背後反映不同地方的甚麼文化？特別是在有關節日的展區上，

有很多都是我們不了解的外國節日這些都是參觀者會有的內容，如果可以加上，就更符合「賀

卡的故事」，也當提升展覽深度。 

 

  最後是故事館的裝潢還有志工都是他們的優點。在裝潢上，可以看到他們為了配合特展，

在到處都加上了有關賀卡的裝飾，即使不是主題展區，都有一些不同的賀卡還有說明，讓整

個故事館都充滿著賀卡的氛圍。還有他們在擺放上也有花心思，例如會在生日賀卡的展區中

以生日蛋糕的造型擺放賀卡，還有配合館中本來的文物，在極負特色的壁爐上放立體卡片吸

引注意力。而故事館的志工一方面他們非常盡責，因為館中有很多都是百年文物，所以他們

都會提醒參觀者小心不會對文物造成傷害；另一方面他們亦很熱情介紹參觀者一些值得留意

的地方，例如他們有向我介紹一張歷史最久，是 1887年寄出的卡片，這是如果沒有聽導覽

的參觀者不知道的事，他們也有向我介紹館中裝潢的特色，讓我對故事館有更多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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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台北故事館不是一個規模很大的博物館，但如果我們認真細心的去欣賞展覽，同樣

可以發掘到當中很多有趣的地方以及了解到工作人員背後的用心努力。如果說實習前，我每

次去博物館都只是以路過的參觀者的角度很表面的去看展覽，我在實習過去認識了博物館工

作的不同面向，才終於可以稍為更深入的去看博物館，並從中學習到更多東西，也讓我參觀

博物館的樂趣增加不少。 

 

丙、實習後，我對博物館…… 

  短短一個月的實習，我們卻幾乎把博物館內大部分的工作都看過一遍，雖然對這些工作

都只有少部分認識，卻足夠讓我對博物館的想法有所不同。不管是對博物館工作，還是作為

一個參觀者去看博物館，我的看法和了解都改變了許多，遠遠比在實習前深入。 

 

而讓我第一次有這想法的課程，就是看內閣大庫和珍藏圖書的換展。這是一次很難能可貴的

經驗，特別是文物館並不是一個經常換展的博物館，即使是來這裡實習，也未必可以遇上換

展工作，而我們能遇上這三個月一次的機會，著實好運。縱然我們只是作為旁觀的學生不能

親身參與，但在旁看也能使我對博物館展覽產生一些新看法。 

  首先是博物館展覽的主題性，其實在此之前，我對於博物館的主題性沒有太大的感覺，

對於一些紙本類的展品，很多時候都是看一些它的介紹就算了，從來都沒有發現過上面的內

容原來都是有主題性的，工作人員原來在翻開每一頁都有他們的用意在。所以以後在我看展

的時候，就會開始多想想看那個展品為什麼會這樣擺放，放的位置、分的展區會不會有特別

的意思，還有就是會想到底設計這個展覽的人想我們在當中看到甚麼呢？這樣就讓我在看展

的時候，可以有更多的問題可以思考，可以清楚知道自己去看一個展覽是為了甚麼而不是看

過以後得不到太多東西。 

   

  再來是對於博物館這份工作，其實我一開始會選擇到文物館實習，是因為我也有想過將

來要進入博物館行業，而雖然我在實習的這一個月中發現博物館工作並不是不停撤展換展設

計展覽的工作，也知道了原來設計一個展覽是要花費很多的時間與心血，不是想像中那麼容

易，這些都是跟我想像中有差別的，可是我卻仍然想如果有機會的話，將來也要進博物館工

作。因為我很喜歡在博物館中大家都是圍繞著文物去工作的氣氛，而且在博物館中講求細心

耐性的工作態度也是對自己一個很好的鍛鍊。而且在博物館工作，感覺就是同樣在不停的學

習，學習與人溝通的態度、學習表達、還有在不同的展覽中學習到更多與展品有關的知識。

不過，我也知道博物館不會經常有職位空缺，所以我會希望在還是學生的時候把握機會，多

去幾間不同地方的博物館實習，了解不同博物館間的差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