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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展活動
名 稱 日　期 定時導覽時間 地　點

「矽裡乾坤：水晶與琉璃」特展 107.5.16∼107.12.16 11：00、14：00 第一特展室

早期的地球─前寒武時期特展 107.11.28∼108.5.26 10：00、13：00 第二特展室

石虎的美麗家園特展 107.12.26∼108.9.8 10：00、13：00 第三特展室

漫步太陽系特展（收費特展） 107.6.29∼108.2.17
10：00、11：00、
14：00、15：00

第四特展室

註：特展起迄日期最後修訂時間為11月26日，最新特展日期請參閱網路公告。

12月份週末假日（含節日）專題解說活動
活動名稱 專題解說內容 時    間 集合地點/地標

地標展品探索

古菱齒象 9：30 古菱齒象

話說恐龍 11：00 生命科學廳入口處

大王魷魚 11：00、14：00 大王魷魚

水運儀象臺 10：00、16：00 水運儀象臺

繪本說故事 VUVU說琉璃珠
14：00、15：00

（週六、日）
人類文化廳二樓─臺灣南島

語族展廳入口

驗室處理後透過外交管

道贈送給我國。外交部

收到之後轉送回國內，

但是外交部對於這樣的

贈品也不知如何處理，

於是又呈請總統府決定

如何保存，最後因為月

球岩石標本具有科學價

值，於是決定交給中研

院保存。所以在這件標

本的臺座上除了美國的

原廠保證書之外，又多

了一塊「中央研究院保

存」的小牌子（圖4下）。

這一件標本到了中研

院之後，因為當時中研

院的地球科學研究所還

沒有成立（1976年籌備，

1982年成立），所以也

沒有適合的單位可以收

存，就被歸到了自然科學類性質比較接近的物理所

去。可是，月岩標本雖說是具有科學研究價值，一

旦被封在壓克力球裡面，沒有研究人員敢去把那4

顆月岩標本挖出來做研究，那就只剩下歷史性的收

藏價值了，於是這件標本就在當時中研院的吳大猷

院長辦公室櫥櫃裡擺了很多年。到了1994年因為新

舊中研院院長交接，清理辦公室的時候這一件標本

不知要怎麼處理？後來考慮其在科學史上的價值比

較適合由蒐藏性質為重的博物館保管，所以就決定

交給剛成立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收藏，於是這一

件標本就成了科博館重要的永久館藏了。

除了這一件標本之外，其實中研院真正對月球

岩石的研究是在後續的其他標本。根據海洋科技博

物館（基隆）新近出版的口述歷史「台灣海洋科學的

先驅者」一書，臺大陳汝勤教授回憶，在1970年底，

阮維周院士曾帶領陳教授以及黃春江、陳培源、王

執明幾位教授向NASA申請研究月岩標本獲准，當

時亞洲只有日本及中華民國能夠得到美國同意參

與月岩研究。但美國提供的標本主要是後續的阿波

羅14、15、16及17號任務取回的標本。而且美國對

於標本的管制非常嚴格，除了運送是透過外交保

密包裹之外，平常也要求做完實驗立刻放回保險

箱，在3年多的研究完成之後，所有標本便繳回給

NASA，所以這一批標本並沒有留存在臺灣。

到了科博館之後，這一件標本曾經在2002年中

秋節被安排於「欲上青天攬明月─月岩特展」中展

出，並曾外借給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展出，

之後也在2016年的「科博30館慶特展」中，以科博

館百大收藏之姿於「蒐藏秘室」中展出，充分發揮

了其在科學教育上的功能。目前它已經被妥善的

保存在科博館的地質標本收藏庫，未來如果有適

當機會也將會規劃展出和大眾見面。（待續） 

上，再搬了21.55公斤的月球岩石、土壤跟岩心標

本上太空船當作配重。

而在阿波羅登月的時候，太空船上除了必要的

科學儀器之外還帶了一批世界各國的國旗和美國

各州、領地（不是美國正式的州）的州旗！這一批小

國旗就搭著阿波羅11號上了月球又跟著回來。登

月回來之後，美國政府把月岩標本送到NASA

位在波士頓的月岩標本實驗室（Lunar  sample 

laboratory，圖1），再挑了一些小的月岩標本封灌在

壓克力之中，然後和這些登陸過月球的國旗、州旗

一起裝在木製的臺座上做成紀念品（圖2中的木製

臺座和內層的壓克力罩都是美國原廠原裝的），再

由當時的總統尼克森署名之後贈送給世界各國和

美國的各州。資料記錄當時總共送出了約250件這

樣的紀念品，除了美國的50個州和各領地之外，

還有聯合國總部和當時的135個會員國（諷刺的是，

蘇聯也有一份）都各有一份。但是，多年之後許多

國家已經朝代更替甚至滅亡了，戰亂之中許多這

樣的標本就散逸無蹤了。甚至在美國還曾經出現

過送給某個州的月岩標本因管理不善被放上網路

盜賣，最後經過一番訴訟之後才終於物歸原主。

現存於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這一份月岩標本

（圖2），是當時美國贈送給中華民國的紀念品，也

是全國絕無僅有的一份真品，因為當時中華人民

共和國並不被美國承認，也不是聯合國的成員國，

所以只有中華民國才有這樣一份標本。

但是這一件月岩標本最初並不是送給科博館的，

因為當時科博館還沒成立。科博館是1981年開始

籌備，1986年才正式開館，而這一件標本贈送給中

華民國的時間是在1969年，那是科博館成立甚至

籌備之前很久的事了。根據科博館的紀錄，這一件

是1994年由中研院物理所捐贈取得，當時代表科

博館去取回這項捐贈品的幾位研究人員（地質組的

王士偉先生和單希瑛小姐）現在都還在館內服務。

而根據他們的了解，這一件標本是在1969年阿

波羅11號任務完成後，經由NASA的月岩標本實

在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科博館）的蒐藏庫裡

面，有一個很特別的蒐藏品。一個20多公

分高的木座上方鑲著一面中華民國國旗，最上面

是一顆直徑約2公分的壓克力小球，裡面嵌著4顆

比綠豆還小的小石頭。不過，千萬不要瞧不起這4

顆醜醜、小小毫不起眼的石頭，它們可是全國絕

無僅有的4顆月球岩石標本，而且底下還附了當

時美國總統尼克森署名認證的原廠保證書呢！

美國和蘇聯在冷戰時期一直是死對頭，什麼事

情都想超越對方。1960年代雙方在太空方面競逐

的目標，就是看誰先把人送上月球。當然，最後就

像教科書上都會提到的一樣，在1969年7月20日，

美國的阿波羅11號太空船搶先把兩位太空人送到

了月球表面上。甚至，很多人對於第一位踩在月球

表面的太空人阿姆斯壯傳回來的影像和所講的那

一句：「這是我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都

已經耳熟能詳。但是登月計畫絕對不是只有上去

插個旗子、踩個腳印再拍幾張照片到此一遊而已。

在美蘇冷戰的年代，由於蘇聯屢屢在人造衛星、

載人太空飛行等方面搶先一步，讓美國人感到顏

面盡失，促使甘迺迪總統在1961年的演講中宣布

「要在10年內把（美國）人送上月球」。但是，當時的

許多科學技術比起現在根本是天差地別，尤其是

用來計算太空船軌道的電腦性能連現在的智慧型

手機都遠遠不如。所以前幾年還曾經有人感慨說：

「以前的人拿這樣的東西把人送上月球，現在的人

拿這樣的東西去丟生氣的小鳥、打無辜的豬。」

雖然美蘇競爭搶先登月主要是面子問題，但是

大家還是裝模作樣地說是為了做科學研究。可是

不用上去，大家都看得到月球上是光禿禿的一片

不毛之地，連空氣都沒有，那能夠做什麼科學研

究呢？那就只有去搬些石頭回來做地質研究囉！ 

所以阿波羅11號登陸月球之後，太空人在月球表

面插了一幅美國國旗，放置了一塊紀念牌和一些

科學儀器（主要是一面特殊設計可以原角度反射的

鏡子），再裝了21.55公斤的月球岩石和土壤標本，

然後就回來了。而這21.55公斤重的月球岩石和土

壤標本可不是隨便撿撿就算數的，它們可是為了

配合事先做好的軌道，仔細計算重量後才裝船的。

上面所講的，大家在網路上都查得到，甚至許

多人都能倒背如流了，那還有什麼好說的呢？好

玩的是，阿波羅11號登月的時候不是只有帶了太

空人和科學儀器，美國政府還在船上夾帶了一批

有趣的小東西，而且這些東西回來之後還輾轉流

傳跑到了科博館來，這才是有趣的部分。

話說阿波羅11號的太空人踩上了月球表面之

後，為了精準控制起飛時的重量符合原先的計算，

於是把一些相機、尿袋、鞋套當作垃圾丟在月球
圖2 放置在科博館地質收藏庫中的月岩標本，經過多年輾轉流傳，目前
已經是科博館重要的永久館藏。

來自月亮的你─
月岩標本的故事
文．圖─林志隆

圖4 木製的臺座下方有兩塊金屬
牌，我們戲稱為「原廠保證書」。上
面那一塊的文字是「敬獻給中華民
國人民，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理
查．尼克森贈」。下面那一塊是「這
一面貴國的國旗曾經由阿波羅11

號攜帶前往月球再回來，這件月
球表面的碎片是由第一次載人登
月的組員帶回地球的」。底下的白
色壓克力牌「中央研究院保存」紀
錄了這件標本輾轉流傳的歷史。

圖3 圖中的這一面中華民國國旗，
曾經搭著阿波羅11號登上了月球
再回來。國旗上方半球形壓克力
球中的4個小點，就是從月球帶回
來的月球岩石。這就是Allen博士
親手封灌處理的那一批標本之一。

圖1 月球標本實驗室門口的招牌就是這樣簡單的一塊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