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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看到大家都在為老師所出的暑假作業「小論文」而煩惱時，我們這組想破了頭得到的結論

就是以「博物館探險」為小論文題目。想瞭解博物館是什麼？台灣有那些博物館？花蓮有博

物館嗎？為什麼要設立博物館？  

 

二、研究目的  

    我希望知道當初各博物館設立的目的，有什麼類型的博物館，什麼類型的博物館我比較

有興趣。特別想瞭解花蓮考古博物館設立源起及意義何在？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與分析  

透過網路搜尋相關資料，並至圖書館借閱書籍、期刊等資料，並將資料進行整理呈現。 

（二）實地考察 

踏訪博物館，瞭解博物館常設展覽、特設展覽、體驗設施項目，了解博物館設立宗旨。  

 

貳、正文  

一、 博物館 

（一）、何謂博物館？博物館種類？  

1. 博物館是安置一套文物典藏的建築物或機構。博物館蒐藏並維護具有科學、藝術或歷史重 

要性的物件，並透過展示（常設展或特展），使公眾得以觀看這些物件。博物館是一個國

家文明與進步的象徵，博物館屬性多元，是推廣文化、教育與科學的最佳平台，豐富典藏

是講述人文或科學的絕佳場域，博物館更扮演社會性、文化性的角色，讓民眾樂於走入博

物館、使用博物館。 

2. 中華民國文化部將台灣博物館分為綜合與其他、藝術與工藝、歷史與人文、自然與科學及 

生活與休閒等五大類。各類具代表性之博物館整理如次： 

 A.綜合與其他類： 

a.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故宮博物院以典藏前清宮廷蒐羅之華夏歷代文物馳名於世，藏品

包括器物、書畫、圖書文獻三大類近 70 萬件，近年來亦積極徵集亞洲各民族文物，擴充

藏品涵蓋範圍。以「整理、保管、展出原國立北平故宮博院及國立中央博物院籌

備處所藏之歷代古文物及藝術品，並加強對中國古代文物藝術品之徵集、研究、

闡揚，以擴大社教功能」為設置宗旨。  

b.國立臺灣博物館：1908 年設立的國立臺灣博物館是臺灣第一座自然史博物館，也是臺

灣 存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亦為典藏臺灣文物最精華的博物館。臺灣博物館四大核心

業務為研究、典藏、展示、教育；研究是博物館的基石，典藏是博物館的心臟，

展示是博物館的門面，教育可視為博物館的靈魂，透過此四項業務將珍貴典藏

文物標本、影音圖像透過生動的解說與詮釋，開放博物館教育文化資源，達成

終身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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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藝術與工藝類： 

a.花蓮石雕博物館：2001 年「花蓮縣石雕博物館」正式成立，成為臺灣首座石雕專題博物

館，推廣石雕文化，並成為臺灣與世界各地石雕文化保存、研究、展示、教育及資訊交流

的中心，同時使花蓮特有的石雕藝術、工藝文化能帶給更多人感動。 

b.三義木雕博物館：隸屬於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於 1995 年開館，為臺灣地區唯一以木

雕為專題之公立博物館。展覽空間的增設豐富了展陳內容，也邀請國內木雕暨複合媒材創

作者參與展出，使木雕博物館積極推展木雕藝術，發揮多元化之社教功能，藉此以達博物

館之文化資產保存、文化藝術推廣、文物研究、社會教育與民眾休閒育樂等諸多功能，進

而成為專業化、精緻化、學術化之國際規模博物館。 

C.歷史與人文類： 

a.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為研究、保存與展示推廣臺灣歷史為使命所設立之國家級

歷史類博物館，2011 年開館以來，一直致力於蒐羅研究 16 世紀以來散置國內、外各地的

臺灣史料，建構從世界看見臺灣之宏觀視野，完成各類歷史資源之線上資料庫之設置，打

造臺灣史料分享平臺；臺灣歷史博物館以成為「大家的博物館」為服務理念，致力研究、

典藏臺灣的歷史文化資產，積極建構以常民為主體的臺灣史，推動未來公民參與歷史建構、

身心障礙者體驗等專案。營造深耕歷史、立足當代、展望未來，讓人民得以共享、共筆、

共感的臺灣歷史博物館。 

b.國家人權博物館：除持續推動威權統治時期相關人權檔案史料文物的典藏、研究、展示、

教育推廣及國際交流工作外，亦將擴大支持各種人權議題及當代人權理念實踐推廣的組織

發展，展現臺灣追求落實民主人權普世價值的決心。在臺灣邁向民主的道路上，滿佈

著人們的受苦、抵抗與勝利的故事，這些故事曾經被忽略，甚至已被遺忘；如今，

為了確保這些故事能被我們的後代與世界聆聽、記憶並流傳，成立了國家人權博

物館。雖然朝著轉型正義的目標，還有許多路要走，但漠視歷史的那一面即將翻

頁，此時正是實踐與落實人權理念工作的關鍵時刻。   

D.自然與科學類： 

a.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1986 年政府為了推展自然科學教育，在台中地區設立第一座國家

級的大型博物館。闡明自然科學之原理與現象，啟發社會大眾對科學之關懷與興趣，

協助各級學校達成其教育目標，進而為自然科學的長期發展建立基礎。配合政府

組織改造，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鳳凰谷鳥園生態園區」、「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及「車

籠埔斷層保存園區」成為本館三大派出中心，並由「自然科學教育園區管理中心」統籌三

大園區之展示、教育、休閒遊憩之規劃、研究、營運及推廣，以期整合臺灣中部重要的自

然保育與科學教育資源，發揮更大的社會教育和文化休閒功能。 

b.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2000 年正式開館；另配合國家促參委外之政策，同年 7 月簽訂委

外合約，海生館正式委由海景世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海景公司）經營並辦理

後續世界水域館、遊客中心等設施之興建事宜，使海生館採取委外之模式成為國內第一件

民間參與文教設施案例。 

E.生活與休閒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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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南灜天文館：南瀛天文館身負天文知識的傳播與教育之責，以推廣大眾天文教育

為宗旨，其定位除了扶助臺南市學校推展天文科學教育，更結合新興科技，集結

天文界學習資源，讓艱深的天文也可以變得好好玩，提供南部民眾天文學習之場

域，並以成為南台灣天文教育重心為使命。  

b.壽豐鄉原住民文物館：壽豐鄉原住民文物館成立至今，秉持著社區型文物館為主要方向，

以在地文化展示、典藏及部落文化教育推廣為主旨，並加強整合全鄉的文化教育資源，藉

由各部落原住民傳統文化特色，創造在地文化的活力氣息。 

 

（二）、台灣博物館現況？官方或私人所有？ 

          文化部統計台灣現有公立博物館（含分館）有 129 間；私立博物館（含分館）有 7 間。

2016 年開始，文化部以「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計畫」持續推動我國多元類型館所發展，提

供社會大眾更多元豐富的文化環境，具體落實文化公民權。打造地方文化空間，成為藝術、

人文、生活學習、觀光、創意、生活美學溝通平臺，在不興建文化設施的前提下，整體規

劃改善現有文化空間或改造閒置空間，並活化經營前述空間、串連交通動線、連結區域景

觀及產業資源，形成夥伴關係與策略聯盟，以匯集群聚人才資源。經統計台灣現有公立地

方文化館（含分館）有 184 間；私立地方文化館（含分館）有 68 間。 

上述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分佈在台灣如下表： 

 博物館 地方文化館 合計 

北部 75 73 148 

中部 17 80 97 

南部 31 68 99 

東部 13 31 44 

合計 136 252 388 

 

四、花蓮縣考古博物館簡介 

（一）、地理位置 

    花蓮縣考古博物館建築為 1984 年壽豐鄉公所興建之公共造產-豐田市場，全館面積占地

2234.9 平方公尺，建築體已有三十多年歷史。 

     博物館自 2015 年規劃設計，地下 1 層，地上 2 層，樓地板面積 1807.2 平方公尺，總經

費 7,200 萬元(建築工程 4,500 萬元、展示工程 2,700 萬元)，2017 年工程發包，由於工程屬舊

建物修繕，因施工界面複雜，相關工作人員克服萬難，於 2020 年底完工，豐田市場變身為

考古博物館，以全新的面貌展現。 

      博物館坐落於鄰近史前臺灣最大玉器製造工坊的豐田地區，蒐藏本縣豐富的考古遺址

出土遺物，承載著花蓮史前文化記憶，結合研究典藏、展示教育、公共服務等博物館空間機

能。 任務在蒐藏與保存花蓮考古文化資產，並以成為花蓮縣考古資源核心，建構在地史前

文化脈絡為使命，展示花蓮悠久而精采的史前歷史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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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立源起及目的 

     2005 年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法設立遺址專章以來，花蓮縣為釐清縣內遺址分布狀況與文

化內涵，落實遺址監管保護工作，積極進行遺址調查研究工作，陸續完成四八高地考古遺

址、花岡山考古遺址、嶺頂考古遺址、大坑考古遺址、萬榮平林考古遺址，今支亞干（萬

榮．平林）考古遺址、水璉考古遺址、掃叭考古遺址，今 Satokoay（舞鶴）考古遺址、公

埔考古遺址、上美崙 II 號考古遺址、富源考古遺址，以及崇德考古遺址與豐濱宮下考古遺

址等考古發掘工作，出土數量豐富之珍貴史前遺物。 

      2018 年，隨著花蓮縣內考古遺址的分布情形與文化內涵逐漸清晰，為保存及維護花

蓮人共同的史前文化資產，在縣民的期盼下設立花蓮縣考古博物館，是國內首件以舊有空

間再利用成為考古博物館的案例，提供出土考古遺物妥適的存放空間，積極推廣考古文化

教育。 

     考古博物館從 2021 年 1 月底開館試營運，到今（2022）年屆滿一週年正式收費營運，

都持續辦理「考古嘉年華」，與社區居民、各地文化館舍、組織團體等，建立更深刻的伴存

關係，「考古嘉年華」亦已成為花蓮對外推廣考古文化的活動品牌，透過館內外規劃精彩豐

富的系列活動，讓親子民眾親近考古知識與花蓮史前文化。(更生日報，2022 年 8 月 24 日

第 5 版) 

 

（三）、展覽品 

     花蓮縣考古博物館常設展奠基於日治時期迄今考古學界累積的花蓮地區豐富的研究

資料，梳理及述說花蓮地區考古文化之內在紋理，建構本區域史前文化的多元樣貌，並藉

由活潑生動的展示手法，將研究成果及學術符號轉化為具國際水準的展示，深入掌握複雜

而多樣化的文物及其相關知識，提供民眾富知性與愉悅的博物館參觀經驗。 

1.常設展【與考古學家共舞 揭開隱藏數千年的祕密】 

    深入淺出地介紹考古文物的來歷及意義，同時也可以透過互動式體驗裝置，拉近考古學

與大家的距離，共分三個單位： 

第一單元「偵探考古的世界」 

以活潑豐富的文字與數位互動進行解答，來認識考古學與花蓮考古遺址的內涵。 

第二單元「透視史前的花蓮」 

結合花蓮的地域環境，以及歷次考古發掘的遺物，重現史前人類的精神與物質生活。從古早

的陶器、玉器來推想過去的生活。還展示了花岡山文化的「月眉石槽」，這可是新石器時代保

存下來的大形石槽，非常珍貴。 

第三單位「穿越時空的啟示」 

以考古遺址發掘之出土遺物，類型如石器、玉器、陶器等文物特徵，結合器形製作的特徵解

說、動手體驗、以及科學考古分析等，展開史前人類的器物生活與文化內涵。 

2.特展【琉串古今－史前玻璃珠文化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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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珠已有五千多年的歷史，是人類社會最古老的裝飾用品，常見以玻璃拉製與捲製的手法，

形成精美、圓潤的珠體。 

兩千多年前，史前人類延續新石器時代貿易多年的環南海交易體系，將玻璃珠交換來到臺灣，

遍布島內沿海與山區等地。 

臺灣原住民族將玻璃珠製作成美麗的裝飾品，豐富的配色各自代表不同的文化內涵，於文化

祭典、儀式行為與社會階級等皆具有其象徵意義。 

臺灣近代玻璃工藝的發展從 20 世紀初開始，於現代化的影響下，玻璃媒材的運用逐漸受到關

注，可見於日常生活與藝術精神上的實踐，影響至今。 

3. 實作體驗「小小考古偵探 考古發掘探坑體驗」 

藉由探索沙坑中考古遺物的實作方式，從中了解考古發掘的方式及本館考古遺物的種類。 

 

參、結論  

    花蓮縣考古遺址總數已逾 155 處，呈現花蓮地區 5000 年來的人文發展歷程。花蓮最早的

史前遺址為港口遺址，距今約 5700 年至 5300 年左右；花蓮首次正式被發掘也是最多研究的

考古遺址是花岡山遺址，有大量的玉器。 

    花東地區是山海子民的故鄉，具有豐富的考古遺留，從日治時期至今花蓮地區累積了豐

碩的考古發掘成果，豐富的物質文化與精美的考古標本，極具展示價值，從中窺見千百年來

花蓮地區自然環境變遷與人類為了生存發展而來的文明智慧，為研究、典藏及展示花蓮縣歷

年出土考古文物，推廣花蓮地區史前文化與考古學知識予花蓮縣民與社會大眾，作為本縣中、

小學生考古科學教育基地。  

    目前全台灣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有 388 間，全部實地走訪確實有難度，不過現今科技發

達，善用網路資源，找尋自己有興趣的類型博物館，初步瞭解後，再擇日實地踏訪，豐富生

活及知識。經由以上想想到底博物館是甚麼呢？是心靈充電、拓展視野的好地方；是夏天躲

進去吹冷氣、閒晃發呆的所在？還是小時候跟同學們校外教學的兒時記憶呢？等待每個人去

細細品嘗及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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