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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報告書為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執行「參加第 26 屆國際博物館學會總年會：

2022 年 ICOM 布拉格大會」之成果報告書。 

 

本計畫由王長華館長率團，參與於捷克布拉格辦理三年一度的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2022 年大會，團員 4 人獲得 ICOM 大會四個專業委員會發表機會，分

別於 ICAMT（國際建築與博物館技術委員會）、ICR（國際區域博物館委員會）、

ICME（國際民族誌博物館及藏品委員會）、ICMAH（國際考古和歷史博物館及藏

品委員會）報告，並且與參加會議之國際博物館專業人士交流。 

 

本案由國際博物館協會發表及參與、博物館考察、與專業人士交流討論等，促進

臺灣博物館能見度，並建立國際交流、討論、合作的契機。 

 

關鍵字：國際博物館協會、國際民族誌博物館及藏品委員會、國際區域博物館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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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計畫執行期程為 111 年 8 月 20 日至 8 月 26 日，於捷克布拉格參與國際博物館

協會 ICOM PRAGUE 2022 大會。今年年度主題為「博物館的力量（The Power of  

Museums）」，在後疫情時代下，博物館界將重新定位及思考博物館的角色，並延

續 ICOM KYOTO 2019 的議題，在會中確立博物館新定義，展現博物館的力量是

促進社會邁進的動力之一。史前館同仁依各自專長及興趣參與個別委員會活動及

進行論文或海報發表，計有 2 篇論文及 2 篇海報發表，分享近年史前館的經驗及

研究。 

 

同時王館長為 ICAMT 專業委員會委員，提出 ICAMT 2024 年會於臺灣辦理的提

案，並拜會相關人士爭取支持，促進史前館於國際能見度，並建立持續與國際交

流、討論、合作的契機。 

二、行程規劃及參訪重點 

本案執行出國成員為王長華館長、展示教育組方鈞瑋組長、南科館管理中心田詩

涵主任、遺址發展組黃郁倫助理研究員及研究典藏組王仲群研究助理，於 111 年

8 月 16 日至 8 月 20 日先行前往德國柏林進行博物館群參訪考察，並於 111 年 8

月 20 日返回捷克布拉格參加 ICOM 年會，簡要行程如下： 

 

表 1：簡要行程表 

時間 出差人 工作內容、行程 

8 月 20 日（六）  交通行程：由德國柏林搭乘火車前往捷克布拉格 

8 月 21 日（日） ICOM 大會報到、參訪布拉格城區。 

8 月 22 日（一） 

王長華 

方鈞瑋 

田詩涵 

黃郁倫 

王仲群 

參與 ICOM 大會 

 

開幕儀式：開幕導言、傳統歌舞表演 

共同場次： 

 KEYNOTE SPEECH: Purpose: Museums and civil 

society 

 PANEL DISCUSSION: Purpose: Museums and civil 

society 

 ICOM Memorial Lecture: Stephen E. Weil - 

LGBTQ+Museums 

ICOM 網絡會議（Network Meetings）： 

 EXARC（露天考古博物館及實驗考古國際組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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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出差人 工作內容、行程 

 主題：A Sustainable Revolution for Open-Air 

Museums 

 PIMA（太平洋島嶼博物館協會） 

 主題：Decolonization in museums: New 

perspectives on ownership, custodianship and 

restitution 

臺灣區會展開幕儀式：小宛然掌中戲演出 

ICOM 專業委員會會議（Committees’ Meetings）： 

 ICAMT（國際建築與博物館技術委員會）＋

DRMC（災害風險管理委員會） 

 主題：Museum Techniques and Risk 

management 

 ICMAH（國際考古和歷史博物館及藏品委員

會） 

 主題：The Sustainable Future of  Museums of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UMAC（國際大學博物館與典藏委員會）＋

NATHIST（國際自然史博物館委員會）＋ICME

（國際民族誌博物館委員會）＋ICR（國際區域

博物館委員會） 

 主題：The Power of  Museums: Inclusion 

開幕派對：博物館參訪（國家技術博物館及國家農業

博物館）、文化展演、餐敘交流 

8 月 23 日（二） 

參與 ICOM 大會 

 

會展攤位參觀：科技應用、地區博物館等攤位展示 

共同場次： 

 KEYNOTE SPEECH: Sustainability: Museums and 

resilience 

 PANEL DISCUSSION: Sustainability: Museums and 

resilience 

 KEYNOTE SPEECH: Vision: Museums and 

leadership 

 PANEL DISCUSSION: Vision: Museums and 

leadership 

ICOM 專業委員會會議（Committees’ Meetings）： 

 ICAMT（國際建築與博物館技術委員會） 

 主題 A：Sustainability（方鈞瑋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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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出差人 工作內容、行程 

 主題 B：Exhibition Design ＋ Digital 

interventions in Museum Architecture 

 ICMAH（國際考古和歷史博物館及藏品委員

會）＋CIPEG（國際埃及學委員會） 

 主題 A：The Power and Challenges of  

Historical and Archeological Museums to 

connect the communities（王仲群論文發表） 

 主題 B：The dispersed ancient and modern 

African Collection & the Global Community 

 COMCOL（國際典藏委員會）＋CIDOC（國際

文獻委員會） 

 主題：Breaking down, building up: rethinking 

collecting practices 

 MPR（國際博物館行銷與公關委員會） 

 主題：The Power to Engage in Conversation 

 UMAC（國際大學博物館與典藏委員會）＋

NATHIST（國際自然史博物館委員會）＋ICME

（國際民族誌博物館委員會）＋ICR（國際區域

博物館委員會） 

 主題 A：The Power of  Museums: SDGs 

 主題 B：The Power of  Museums: Authority 

and Networks 

博物館之夜：參訪城區博物館：布拉格裝飾藝術博物

館（Uměleckoprůmyslové muzeum v Praze）、布拉格猶太

博物館（Židovské muzeum v Praze） 

8 月 24 日（三） 

共同場次： 

 KEYNOTE SPEECH: Delivery: Museums and new 

technologies 

 PANEL DISCUSSION: Delivery: Museums and new 

technologies 

 ROUNDTABLE: The power of  the Museum 

Definition: a common ground for museum 

授旗交接儀式：參訪捷克國家博物館（Národní 

Muzeum）、觀禮、餐敘交流 

8 月 25 日（四） 

ICOM 專業委員會場外會議（Off-site meetings）： 

 ICR（國際區域博物館委員會） 

 主題：The Power of  Regional Museums（田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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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出差人 工作內容、行程 

涵海報發表） 

 ICME（國際民族誌博物館及藏品委員會） 

 主題：The Power of  Ethnographic Museums

（黃郁倫海報發表） 

參訪行程：參訪世界文化遺產庫倫洛夫（Český 

Krumlov） 

大會活動：聆賞歌劇《唐‧喬望尼（Don Giovanni）》 

8 月 26 日（五） 

參訪行程：參訪特雷津集中營（Theresienstadt）、隔都

博物館（Ghetto museum）、戰爭博物館（Terezin 

Memorial - Magdeburg Barracks）等 

交通行程：由捷克布拉格返回臺灣桃園機場（PRG-

TPE，跨日） 

三、參訪心得 

（一）ICOM 會議參與心得 

本次第 26 屆國際博物館協會大會以「博物館的力量」為題，在今年度 518 博物

館日即提出「博物館擁有改變我們周遭世界的力量（Museums have the power to 

transform the world around us）」，同時以三個面向指出博物館與社區之間發展及共

榮的潛力： 

 

 實現永續發展的力量（The power of achieving sustainability） 

 數位創新及近用的力量（The power of innovating on digitalisation and 

accessibility）  

 以教育建設社區的力量（The power of community building through education）  

 

這幾點面向也成為了本屆大會專題演講、圓桌會議以及各委員會討論的核心主軸，

如何與當代社會更加密切連結，進而與社區或社群對話、共作，產生增能及永續

的效益；並且在氣候變遷、環境議題乃至於疫情對於日常產生衝擊的當代，博物

館如何因應並創造可持續發展的機制；而這也呼應新技術的應用，在疫情盛期關

閉的博物館，如何藉由新技術持續與公眾互動，乃至於體現在此次大會也因應產

生線上線下混合模式的會議，這不僅僅是因應疫情產生的模式，而已是逐步成為

未來的日常。在大會的專題會議中，也不斷重申及回應這些主題，例如透過各地

區案例分享，觀察如何強化博物館與在地的連結。 

 

本次史前館館長參與 ICAMT 理事會，並共計有 4 位同仁發表，發表人及發表題

目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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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參與成員及任務 

姓名 職稱 任務/發表題目 

王長華 
館長 

ICOM-ICAMT 理事 
出席 ICOM-ICAMT 理事會 

方鈞瑋 展示教育組組長 

ICAMT 

（國際建築與博物館技術委員會） 

論文發表 

Space for Dialogue and Social Sustainability: Creating  a Long-term 

Exhibition in an Ethnography Museum in Taiwan 

田詩涵 南科館管理中心主任 

ICR 

（國際區域博物館委員會） 

海報發表 

Linking Regional Museums in the Post-lockdown Period: a Case Study of the 

Tainan Mobile Museum 

黃郁倫 遺址發展組助理研究員 

ICME 

海報發表 

（國際民族誌博物館及藏品委員會） 

Creating Relevance and Promoting Inclusion: Horizontal Shift from the 

Exclusive to Inclusive “We” 

王仲群 研究典藏組研究助理 

ICMAH 

論文發表 

（國際考古和歷史博物館及藏品委員會） 

Sites by Your Side: Community Empowerment and the Practice of Public 

Archaeology 

 

  

圖 1：ICOM 大會主視覺前合影。 圖 2：臺灣展區開幕式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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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ICOM 主席開幕致詞。 圖 4：專題演講。 

 
 

圖 5：與 ICR 委員會主席 Dr. Irena 

Žmuc 合影。 

圖 6：會展攤位展示。 

 

1、活動規劃 
本次會場位於布拉格南側的布拉格會議中心（Prague Congress Centre），離熱鬧的

中心稍有距離，然而其會場即位在地鐵高堡站（Vyšehrad）出口，交通十分便捷。

會議的報到時間十分充裕，一方面是在 8 月 22 日會議開幕前即有相關暖身活動

如探訪布拉格的導覽、傳統糕點烘焙課程、工作坊；或者專業委員會個別會議、

新定義委員會的討論及圓桌會議等行程，部分與會人士已先行報到。在報到流程

上也採取掃描 QRcode 報到，自行領取名牌的方式，設備充裕有效分流，大大降

低壅塞的問題，整體流暢度佳且無需過多的等待，拉長報到時間也是因應疫情下

避免過多接觸的方式。 

 

在大會期間的相關活動也特別選在不同博物館辦理，除了主要的研討會在布拉格

會議中心之外，其餘如開幕派對安排在國家技術博物館及國家農業博物館、授旗

交接儀式安排在捷克國家博物館，並在期間安排文化展演，除了讓與會者能夠藉

此參觀博物館、互相交流展示內容及手法之外，也達到文化交流及外交的效益。

在博物館之夜也開放了相關的博物館或場域至深夜約 11 點，使得白天多參加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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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的與會者能夠有充分的時間參觀，雖然博物館遍布布拉格各處並不是太集中，

但亦能藉此時機探索布拉格城區。 

 

本次會議採取線上線下混合模式，會議現場仍可見部分技術及連線問題，然而多

能即時的排除，顯見前期的壓力測試及模擬演練做足準備，整體流程頗為順暢，

也是疫情期間辦理大型活動可以參考借鏡的模範。 

 

2、使命：博物館與公民社會 

Purpose: Museums and Civil Society 

大會開始的第一場專題演講與討論即以「使命：博物館與公民社會」為題，博物

館初始帶有國族及殖民色彩，然而在全球化的當代，應該更加關注在地的聲音及

全球共通性的話題。討論聚焦於當前面臨的戰爭，在俄烏戰爭爆發且持續進行的

現在，博物館除了維護所在地的文物保存之外，能夠扮演什麼積極的角色來面對

或者因應戰爭。與談人來自各戰爭相關的博物館，例如戰爭兒童博物館館長即進

行口述採集並且出版專書紀錄戰爭中的成長故事；柬埔寨的屠殺博物館亦積極進

入校園或社區，透過對於在地赤柬歷史的認識與理解，進行和平教育的扎根與落

實。面臨戰爭的迫害與誘發的可能性，博物館能藉由保存或者紀錄過往的戰爭文

物、記憶，創造空間給予倖存者分享其經歷故事之外，也提供給觀眾認識並理解

戰爭下兒童的故事，博物館因此成為媒合倖存者與觀眾的橋樑，讓觀眾認識戰爭、

理解戰爭，進而捍衛和平、避免戰爭。 

面對過往殖民遺緒以及當代社會的脈動，博物館展示及業務推動也得順時因應及

應變，例如 ICMAH（國際考古和歷史博物館及藏品委員會）的會議中，Maruchi 

Yoshida 與 Abolfazl Aali 以伊朗贊詹鹽人及考古學博物館（Zanjan Saltmen and 

Archaeological Museum）為例，在面臨區域性敏感且緊張的狀況，以及面對國際石

油制裁的經濟危機之下，博物館進行不同的合作與活動規劃，以激發在地的文資

保存及共同協防的意識。例如建立國際及跨學科合作的研究、規劃遺址的整體保

護措施、設計繪本遊戲、創建 Instagram 帳號，讓有興趣的觀眾可以隨時追蹤它

的最新動態等。藉由各式方案的推動與執行，提升博物館的關注度之外，也藉由

重點文物的標的性凝聚及團結民眾，克服經濟危機或者政局緊張所可能帶來的影

響。 

3、永續：博物館與恢復力 
Sustainability: Museums and Resilience 
「永續：博物館與恢復力」的主題是許多專業委員會聚焦討論的主軸，例如 ICOM

的附屬組織 EXARC（露天考古博物館及實驗考古國際組織）會議中，Peter Inker

博士認為考古遺址及露天博物館深具永續的重要性，藉由史前技術、實驗考古、

詮釋及教育以及博物館實踐的四個主體，提供了當代觀察的視角，在認識及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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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之後，能夠在未來的生產、消費及資源利用上有永續性的態度與處理方式。 

又如 UMAC（國際大學博物館與典藏委員會）、NATHIST（國際自然史博物館委

員會）、ICME（國際民族誌博物館委員會）、ICR（國際區域博物館委員會）聯合

會議中，David Valcárcel Ortiz 博士分享西班牙瑰瑪金字塔（Pirámides de Güímar）

考古遺跡與週邊原生植物，所形成之考古遺跡與原生植物園共存的永續經營方案，

提供良好的生態保育與文化資產保存案例。 

 

如同 EXARC 會議中提到的，人群的歷史事件常常是重複發生的，藉由考古學途

徑認識和理解過去，能夠給予我們在面對當代議題時有不同的想法與省思。 

 

4、視野：博物館與領導力 
Vision: Museums and Leadership 
由美國非裔美人歷史與文化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創館館長、現任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e）秘書的 Lonnie 

G. Bunch III，以及英國文化領導力計畫（Cultural Leadership Programme）的前計

畫主持人、現任非營利組織 Clore Leadership 執行長的 Hilary Carty，兩位非裔博物

館界前輩，以「視野：博物館與領導力」為題的專題演講，舉辦在 8 月 23 日上

午的共同場次。 

 

不論是快速的變遷，或越來越難以預期的事件，都挑戰著領導者的角色，然而挑

戰帶來的有時也是機會，以及新的衡量方式。Bunch 與 Carty 兩位將演講聚焦於

如何在上述這樣的非常時代下，展現有效的領導力，尋求「新常態」下的最適領

導方案。 

 

演講中他們透過自身實戰經驗，具體提到了幾點建議（或說觀點），給予博物館

領導者們。首先，他們認為博物館是社會的黏著劑（musuem as glue of society），

換句話說，破碎的社會可以透過博物館進行修補。其次，視野再想像（vision 

reimagine）的重要性應該更被鼓勵。第三，對於當代社會面對的諸多問題，承認

吧博物館並沒有答案，但博物館擁有的是工具，可以與夥伴、同儕一起找到答案

的工具。只是，答案永遠不會是簡單的，然而博物館具有能力，可辨讀複雜答案

裡的微小細節。第四，當前作為領導者的特殊技能，說穿了大抵可以簡化為三項：

果斷決定的能力、團隊合作的能力、同理傾聽的能力。第五，培養領導力的幾個

方向策略為：自我探索、掌握規則、行動介入、不為己利。第六，透過理解社群

的需求，將博物館擺置在這個需求當中，並持續保持變動與彈性，然而必須穩定

自我價值與原則。第七，回應當前重要的事。最後，永遠記得，在假新聞以及資

訊充斥的年代，博物館奢侈地擁有了被社會大眾信任的超能力（superpower of 

trust）。 

 

由於博物館功能的增加及角色轉變，原本的管理角色變成了領導甚至是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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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因此理解博物館的核心價值並且闡揚之、甚而提出長遠方案、願景乃

是當代博物館需發展的方向之一，如此除了對內可形塑組織文化並凝聚博物館

夥伴的認同，對外也可以積極發聲、爭取社會的關注與認同，繼而能支持博物

館的營運及業務推動（Ebitz 2008）。當前的博物館發展亦企圖使既有觀眾群產

生黏著度之外，更打造博物館的品牌和特色，在類似公司營運的概念下，擴大

客群使博物館的核心價值能夠觸及更多的群體，而使博物館的功能能夠發揮最

大效益，而博物館的營運或者領導也非成於一人，是所有館員需要共同經營與

打造的。 

 

5、傳遞：博物館與新科技 
Delivery: Museums and New Technologies 
澳洲動態影像中心（Australian Centre for the Moving Image，ACMI）執行長 Seb Chan

以其實際經驗分享，並認為過去近 30 年間，因應科技的發展，博物館持續嘗試、

努力建構網絡化且數位化的場域，在疫情壓力下，迫使博物館對於數位化的實踐、

經營以及典藏有了迅速的改變，然而這很少是永續或者經妥善規劃的。在將既有

典藏品數位化的同時，當代收藏也帶來了相當的挑戰與革新，這些瞬息萬變的科

技發展與應用，該如何符合倫理、公正或者永續的發展，便是當前急需討論且面

對的課題。 

 

6、博物館新定義 
New Definition of  “Museum” 
上一屆 ICOM-KYOTO 2019 表決不通過的博物館新定義提案，當時引起熱烈爭

議，因此理事會決議延遲至 2020 年於巴黎較小規模的 ICOM 年會上再議。然而

一年後，依然未能拍板定案。 

  

原本，ICOM-MILAN 2016 後成立的「博物館定義、展望與前景委員會」（Museum 

Definition, Prospects and Potentials Committee，簡稱 MDPP 委員會），是由丹麥女

性博物館（Women’s Museum of  Denmark）、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館（Museum of  World 

Cultures in Sweden）兩館創館館長 Jette Sandahl 擔任主席。Sandahl 當時帶領著十

位來自世界各地的 MDPP 委員會成員，蒐集各方意見，企圖打破過往由歐美代

表主導的博物館想像。過程並不風平浪靜，由於意見難以整合，其中一位委員在

ICOM-KYOTO 2019 大會召開前夕，因為理念不合在 2019 年 6 月退出委員會，

引起軒然大波。 

  

退出者是時任博物館學專業委員會的主席 François Mairesse。他認為博物館定義

應該要在承襲而來的基礎上，不斷進行修正而成，因此他反對唐突的新版本。他

也認為博物館定義應該簡潔明確，而非堆砌流行詞彙。 

目前博物館界所熟悉的博物館定義，早在 1960 年代初就大抵成形；前次編修定

義是在 2007 年，目的是在描述中納入對無形文化資產的關注。由 MDPP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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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在 2019 年用來表決的定義提案，可謂是將承襲多年的舊版本打掉重練。

經過 ICOM-KYOTO 2019 的爭議後，MDPP 委員會在理事會的決定下，於隔年 2

月，擴大為超過二十位成員的第二代 MDPP2 委員會。但經一年溝通與工作，不

僅依然無法在 2020 年取得 ICOM 這個龐大家族的共識，過程中又再一次發生六

位委員退出，以及主席離職。 

  

於是，理事會重新檢討整個有關制定新定義的工作方法。第一步，把 MDPP 委員

會改名為簡單明瞭的「博物館定義常設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 for the 

Museum Definition，簡稱 ICOM Define 委員會）。ICOM Define 委員會在 10 月成

立，由雙主席帶領，兩位皆於學院任教：來自哥斯大黎加的 Lauran Bonilla-Merchav，

以及巴西的 Bruno Brulon Soares。 

  

第二步，擬定方法論並先取得共識。2020 年 12 月，ICOM Define 委員會提出了

若干階段、歷時共 18 個月的工作方法：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1 月 
【提要整理】 

第 1 回諮詢 

邀請 ICOM 各委員會，將各自截至目前為止

的討論進行摘要整理。 

2021 年 1 月－4 月 
【關鍵字】 

第 2 回諮詢 

邀請 ICOM 會員自由提出新定義應囊括的字

眼與概念。 

2021 年 4 月－6 月 【分析】 前階段蒐集結果的量化與質量分析。 

2021 年 6 月－7 月 【報告】 分析結果的視覺化整理以及撰寫報告。 

2021 年 7 月－9 月 
【諮詢】 

第 3 回諮詢 

邀請 ICOM 各委員會，針對前階段完成的報

告、彙整的關鍵字與概念，提出反饋意見。 

2021 年 9 月－11 月 【分析】 前階段蒐集結果的分析。 

2021 年 11 月－12 月 【激盪】 ICOM Define 委員會書寫多版本新定義提案。 

2021 年 12 月－2022 年 2 月 【收攏】 
ICOM Define 委員會提出 5 個新定義候選提

案。 

2022 年 2 月－4 月 
【諮詢】 

第 4 回諮詢 

邀請 ICOM 各委員會針對候選提案進行偏好

排序、討論、回饋。 

2022 年 4 月－5 月 【修正與報告】 
依據前階段蒐集結果持續收攏、修正新定義

提案，提出最終版本及相關報告。 

 

ICOM Define 反覆強調，承諾致力於透明化的工作過程，利用雲端與網路，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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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M 各委員會及會員們開放及直接的溝通環境（據統計，ICOM Define 提供了

總共 4 回的諮詢，委員會的參與率高達 70.7%）。同時 ICOM Define 也致力於平

權與包容，委員會成員持續鼓勵世界各地團體參與討論；即便如今定義已經表決

通過，然而他們仍開放歡迎會員的反饋與意見（可寫信至 training@icom.museum）。 

  

於 2022 年 8 月 24 日午後的特別大會（ICOM Extraordinary General Assembly ）

中，以 92.41%的支持率通過了博物館新定義的提案，新的 ICOM 博物館定義，

如下表左欄所示。相較 2007 年修訂的舊版（右欄），的確可謂更動不大。或許正

是實現了 2019 年 6 月退出委員會的 Mairesse 的立場：博物館定義也應被視為是

一種資產，我們修訂，但應該是承襲著過往累積的基礎而修訂。 

 

  2022 年 8 月 24 日通過版 2007 年 8 月 24 日通過版 

English A museum is a not-for-profit, permanent 

institution in the service of society that researches, 

collects, conserves, interprets and exhibits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pen to the public, 

accessible and inclusive, museums foster diversity 

and sustainability. They operate and communicate 

ethically, professionally and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ies, offering varied experiences for 

education, enjoyment, reflection and knowledge 

sharing. 

A museum is a non-profit, permanent 

institution in the service of society and 

its development, open to the public, 

which acquires, conserves, researches, 

communicates and exhibits the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 and 

its environment for the purposes of 

education, study and enjoyment. 

華語 博物館是研究、典藏、保存、詮釋及展

示有形及無形資產，且為社會服務的

非營利且永久性的機構。博物館向公

眾開放，具近用性與包容力，促進多

元及永續性。博物館依其倫理及專業

運作和對話，並在社區參與下提供教

育、享受、反思及知識共享的多元體

驗。 

博物館是為服務社會及其發

展所永久設立的非營利機構。

博物館對大眾開放，以取得、

保存、研究、詮釋與展示人類

及環境的有形和無形遺產，達

成教育、研習與娛樂等目的。 

 

在特別大會（ICOM Extraordinary General Assembly ）舉行閉門表決之前，當日上

午，大會特別規劃了「博物館定義的力量：博物館的一個共同基礎」圓桌論壇

（ROUNDTABLE: The Power of  Museum Definition: a common ground for museum），

由 ICOM Define 委員會雙主席 Bonilla-Merchav（哥斯大黎加）與 Soares（巴西）

主持，開放所有與會者參與，與談人是 ICOM Define 委員會成員代表，包括 Chedlia 

Annabi（突尼西亞）、Muthoni Thangwa（肯亞）、Nicholas Kramar（瑞士）、Inky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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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南韓）。 

  

圓桌論壇的一開場，許多人對主席之一 Bonilla-Merchav 致謝表達敬意。需明白，

Bonilla-Merchav 是 ICOM–MILAN 2016 年後就參與新定義制定的第一代委員會成

員，未有中斷，接近六年的時間幾經波折，其中需展現的聆聽、溝通、協調、耐

心等能力與特質，實屬不易。與談人分享此次新版本的工作方式外，也提到透過

字詞的前後挪動，將「資產」（heritage）向前移到首句，破題說明它對於當今博

物館事業的核心意義。 

  

此外，對於破題首句的討論，也有一個有趣的插曲。一位與會者建議應將「研究、

典藏」（researches, collects）二字互換順序，因為典藏、收藏、藏品，是博物館的

立基。這番發言，引發了他人不同的回應，認為「研究」理所當然在先，因為博

物館並非來者不拒地「典藏」，而是在「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典藏」。 

  

不意外，論壇中有人一針見血，不客氣地質疑此版本相當保守，對於社會正義等

議題，未展現博物館積極的角色。此發言也可說是 2019 年，在 Sandahl 所領導下

所提版本，最吸引支持者的原因。對此台上 5 位與談人與主持人回應說明：博物

館定義描述的，是各種類型的博物館們，所共享的共同基礎，而這樣的共同基礎，

並不阻止博物館進行在定義所描述之外的行動。於是，這場眾所期盼、舉辦於

ICOM 正式表決之前、關於博物館定義辯論的最後公開討論，在午休時間的來臨

下結束了。而午後的特別大會會場中，傳出高票表決通過的結果，也不特別令人

意外。 

 

  

圖 7：2022 年 8 月 24 日上午，舉行「博物

館定義的力量：博物館的一個共同基礎」圓

桌論壇。 

圖 8：2022 年 8 月 24 日午後的特別大會，

ICOM 以 92.41%的支持率通過了博物館新

定義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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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效益及建議事項 

（一）短期 

1、參考 ICOM 大會最新博物館定義檢視史前館未來營運方針 
 
在未來館務的發展及作業上，可以依照定義的指引，檢視友善平權、樂齡學習的

部分，強化博物館的近用性及包容力；並且積極納入社區參與，能讓博物館的功

能更加擴展。 

 

2、增進臺灣博物館及原住民研究於國際的能見度 
 
本次經由史前館兩位同仁於專業委員會之海報發表，將區域型博物館於疫情期

間與周邊博物館主動出擊，執行驚奇博物館列車計畫案例進行分享；同時也與

民族學類型及原住民博物館類型之從業人員，分享史前館以南島為名的策展工

作實例，將臺灣推動南島文化的成果向世界展現。 

 

（二）中長期 

1、積極展現臺灣博物館豐富能量，提報文化部、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爭取支持，邀請 ICOM 相關專業委員會來臺辦理年會。 
 

本次大會臺灣博物館攤位設計及活動經營大成功，獲得眾多國際博物館專業人士

矚目，下屆大會主辦國家杜拜代表甚且於開幕活動後前來拜訪學會蕭理事長，鼓

勵臺灣國家隊積極參與 2025 大會。鑒於文化外交活絡功能，臺灣博物館豐沛能

量與表現應多項國際展現與行銷之目的，王館長於 ICAMT（國際建築與博物館

技術委員會）委員會中提案 2024 年會前來臺灣舉辦，初步獲得同意並接續辦理；

同時並會晤 ICMAH（國際考古及歷史博物館及藏品委員會）主席邀請該委員會

來臺辦理年會的可能性亦獲得正面回應。後續應多鼓勵博物館、美術館更積極參

與 ICOM 及相關國際交流，除了作為博物館專業成果呈現之外，亦提升臺灣能見

度及曝光，進一步與國際博物館專業從業人員建立夥伴關係與專業交流。 

 

史前館近年的更新作業除了展示，亦涉及建築及空間改造；南科考古館的建築外

觀亦有其獨到的設計理念；同時史前館的考古學典藏及相關研究尤為豐富及精彩，

與前述國際建築與博物館技術委員會及國際考古及歷史博物館及藏品委員會之

宗旨息息相應，將持續與兩個委員會討論及發展後續專業合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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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發表露出情形  

 

 

田詩涵 ICOM gcon 資訊頁面。 黃郁倫 ICOM gcon 資訊頁面。 

 

 

田詩涵海報發表內容。 黃郁倫海報發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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