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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行
博物館在保存十三行文化的核

心概念下，不斷嘗試還原十三

行文化的內涵，藉由相關的研究，不管是物質

或是無形文化的，進行比對與參照，試想過去

十三行文化可能的樣貌。因此，在博物館的展

示教育中，引入了台灣原住民族相關專題。

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在原住

民族委員會的指導下，以活化28個原住民族文
物館為目標，於2007年推動《原住民族文化館
活化輔導計畫》，對全台28個文物館進行專業
輔導，迄今已陸續辦理6屆，2014年第7屆計畫
正在進行中。

「展覽」是博物館的基本核心，同時也

是博物館與觀眾對話的媒介，扮演著內外溝通

的重要角色。推動輔導計畫的過程，我們注意

到原住民族文物館的策展能力亟待提升，為了

讓展覽的功能充分發揮，輔導計畫目標是讓原

住民族文物館透過舉辦展覽來提升策展能力。

受財團法人福祿文化基金會執行長暨北

投文物館館長，同時也是輔導計畫主持人李莎

莉館長的邀請，建議十三行博物館運

用館內特展的文物，前往原住民族文

物館巡迴展覽，開啟與原住民族文物

館的合作。以下簡要介紹「排灣圖紋

故事特展」、「岩雕岩畫特展」及

「擷色原真──草木染特展」等3個
特展與原住民族文物館的合作經驗。

十三行博物館與原民館的合作

其實從策展經驗、典藏多寡及專

業人力等面向來考量，十三行博物館

對於能否扮演「大館」的角色，剛開

始是有些遲疑的。然而李館長提到，

十三行博物館位在十三行遺址旁。十三行文化是台灣史前

文化金屬器時代的代表。（圖片提供 力宏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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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原住民族博物館沒有固定的人力編制與預

算制度，相較之下，十三行博物館做為「大

館」，資源相對穩定。畢竟，公立博物館有穩

定的人力編制、完整的行政體系、年度預算制

度以及施政計畫目標，在營運上具備相對穩定

的經營優勢。至於原住民族文物館在保存原住

民族文物與文化的目標下設置，並沒有編制專

屬的營運團隊，多數是由縣市政府一級主管機

關內指定承辦人員管理，經費及人力都不足。

經過評估，由具備穩定資源的博物館與原住民

族文化館攜手合作，透過資源的交流，創造新

的成果。

整體移展 變數較多
一般巡迴展覽，是將整個展覽包括展品、

展示板、展場布置等等自一個展場移展到另一

個展場，「岩雕岩畫特展」即是一例。身處高

雄市茂林區山區的萬山岩雕群遺址，被指定為

第七處國定遺址。十三行博物館在遺址保存與

教育推廣的前提下，策畫了這個展覽。展覽的

內容包括：遺址指定的歷程、遺址範圍及岩雕

位置、遺址內涵的初步研究以及岩雕圖紋可能

的意涵。藉由岩雕拓印及岩雕實地的照片，拉

近觀眾與岩雕群遺址之間的距離，更進一步瞭

解遺址。

萬山岩雕群所在的茂林區，擁有茂林、萬

山及多納3個魯凱族部落，岩雕上類似人形紋
及蛇紋等圖紋，與魯凱族圖紋相似。岩雕群被

發現以後，專家學者及政府部門陸續發表相關

研究資料，讓族人在傳說的故事之外，還能從

人文科學的角度來認識岩雕群。無論自許是岩

雕群的守護者，或是運用岩雕群發展文化觀

光，都顯示族人對於岩雕群的重視程度及保護

意識。因此，策畫岩雕岩畫特展時，也特別製

協助原民館培養自主能力 十三行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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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擷色原真草木染」特展摺頁的封面與內頁。
（圖片提供 十三行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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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個地理導覽模型及茂林舊部落的石板屋模

型，藉此呼應這個現象。

經過檔期的協調，「岩雕岩畫特展」於屏

東縣原住民文化會館及台北市凱達格蘭文化館

兩處展出。這次選擇整體移展，原先在規劃上

認為其成本最小、布展設計最少，但在實際布

展中，我們發現展覽場地跟預想中有所差異。

屏東縣原住民文化會館使用天然採光，展場並

非都是連續牆面，因此需要額外加置遮光板及

隔間牆面，才能掛置岩雕拓印及說明展板。這

些因展場差異產生的額外成本，與預先規劃不

同，所以必須再籌經費，增加移展的變數。然

而，在解說導覽的部分，我們建議展出展館與

茂林區魯凱族人連絡，結果藉由互動，間接增

進彼此之間對文化資產的認識與理解，是展覽

前沒有預想到的收穫。

原民館自籌展品 部落族人積極參與
「排灣圖紋故事特展」及「擷色原真──

草木染特展」並沒有選擇移展的方式，而是

十三行博物館提供展覽架構、展板美編完稿、

部分展板及教育互動展件給原住民族文化館，

由原住民族文化館自行籌備展品及推廣活動。

「排灣圖紋故事特展」源自陳奇祿院士所

著的《台灣排灣群諸族木雕標本圖錄》一書延

伸發展出來。巡迴展覽首先到屏東縣獅子鄉文

物館展出，再移到宜蘭縣大同鄉泰雅生活館展

覽，最後由屏東縣來義鄉原住民文物館續展。

展示聚焦在圖紋的紋飾、意涵及在排灣社會中

運用的情形。博物館僅提供紋飾及詮釋意涵的

展板，而3個巡迴展館必須自行徵集各式具有
排灣圖紋的器物，才能配合圖紋詮釋的展板。

宜蘭縣大同鄉泰雅生活館周遭的居民，大

多為泰雅族人，因此不易徵集排灣族器物，只

能再向其他展館商借展品；當展覽巡迴到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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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9月18日「擷色原真」特展位於台南市原住民文化會館2樓的展

場。（圖片提供 十三行博物館）



65原教界2014年10月號59期

Frontier原教前線 フロンテｲア

鄉及來義鄉時，族人們

在展場中回憶曾在哪裡

看過相關的器物或服

飾，到底是在會所裡？

還是在某個人家裡？討

論非常熱烈。這樣的互

動，跨越了展場的限

制，把展館以外的空間

及記憶一起拉進來。

多樣化的推廣活動

「擷色原真──草

木染特展」在台中市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台

南市原住民文化會館及凱達格蘭文化館等3處
展出。展覽藉由台灣博物館典藏的「采風圖」

風俗圖繪，引導觀眾從圖繪中觀察18世紀平埔
族人在生活中如何運用植物造屋、編籃、造

船、製衣等情形。展品包括植物製成的器物，

以及使用七里香、福木、月桃、薯榔等草木植

物染製的織品。

由於展覽的焦點是植物製成的器物，以及

平埔族人如何利用草木染織，展示結構較為單

一。除此之外，展品的來源並不一定要跟其他

博物館商借展品，也可以自製，各展館得以彈

性調整展覽的內容。例如各展館推出許多推廣

活動，像是邀集師資及學員一同進行草木染，

將其成品展出；展出過程也舉辦草木染體驗課

程，或是植物素材動手DIY課程等等，透過多
樣的活動來吸引觀眾。

大館帶小館 提升展覽的品質
以大館帶小館為策略，雙方可以一起攜手

突破資源的限制，並從中找出一些可行的發展

途徑，互相分享展館的展覽經驗。十三行博物

館參與「大館帶小館」的過程中，接觸到外界

的展覽空間及展出條件，深刻認知到借展所須

評估的要件。族人參與詮釋展覽的內容，深化

觀展的經驗，也增進展覽的價值。合作過的各

展館，均在有限的經費及人力下，順利推出展

覽，還有部分展館藉著籌展，強化展覽能力，

自主推出教育推廣活動，足見原住民族文物館

的進步。

協助原民館培養自主能力 十三行博物館

2010「擷色原真 — — 草木染」特展

簡介摺頁的內頁。藉由台博館典藏

的「采風圖」，引導觀眾從圖中觀

察18世紀平埔族人如何運用植物。
（圖片提供 十三行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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