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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學季刊》二十歲了。這份刊

物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同步成長，是

科博館籌備期五項目標之一（博物館學

的研究）的實現。二十年歲月彈指，漢

寶德館長在發刊辭所期待的「（一個）供

館內同仁發表研究心得，也作為與國內

各館同業交換心得的園地」，已粗具規

模。從早期翻譯文章為大宗、到建立嚴

格審稿制度，投稿者與日俱增、且不限

於科博館人員，文字篇幅也從六十餘頁

擴增一倍，見證了博物館實踐與理論的

密切互動；博物館事業與博物館研究本

質上是思想與社會行動交織的結果。

蓬勃的「博物館現象」已蔚為獨特

的臺灣社會文化事實。近年來，由於全

球化及其相應的地方化或本土化的發

展，人們開始檢視一個「現代化」的博

物館事業與知識之性質及其社會文化意

涵。博物館以複雜為其本質，既有傳統

博物館的堅持，也出現新博物館的呼

聲，具有跨領域、科際整合性質，牽涉

純(pure)科學理論與應用(applied)的面
向。事實上，不論是博物館事業或博物

館研究場域，都呈現出實用主義的影

響。

博物館研究不是象牙塔學問。博物

館知識與日常生活的實踐密不可分。正

如實用主義者的企圖，當代的博物館與

博物館學，往往不以學院學者之特殊思

想為關鍵來「賦予博物館意義和價值」，

而是企圖以人類的行為為基礎來「使博

物館具有價值和意義」。因此，二十世紀

下半葉的新博物館學，既蘊涵人本主義

的色彩，也是一個具有整合意義的學

問；除了強調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及脈絡

主義的視野，也講求事物的發生學、事

物之間的連續性和等級的關係。博物館

詮釋和溝通行動，既具有工具主義的功

能，便取得了參與建構社會文化體系的

可能性。

事實上，思想與社會行動的兩面

性，也呈現在博物館的定義。博物館學

者除了從博物館「應該有什麼內容與功

能」的描述性定義來理解博物館之外，

近年英國博物館學會(MA)便曾草擬一份
「建立二十一世紀卓越博物館的宣言」。

該宣言明確的指出：在社會經濟衝擊

下，廣義的博物館是科學與藝術普及教

育或終身學習的中心，是公民與社區的

空間，是社會變遷與促進文化理解的機

構，典藏人類文化遺產的博物館是創造

力的觸媒，是旅遊與觀光的關鍵夥伴，

也是文化研究與創新事業中重要的一

環。此外，博物館一直是生物多樣性與

文化多樣性的基地。

既然當代博物館的角色與功能，逐

漸的呈顯出民眾與社區的、經驗的、動

態的、反思式的以及未來的導向，我們

就需要從較新的角度提出問題、參與多

樣化的實踐，重視博物館專業能力的訓

練和基礎博物館研究的建立，藉以型塑

博物館學及其相關的社會文化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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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研究作為一個思想與社會行

動的領域，至少包含四個基本範疇。首

先是要能深入的研究博物館蒐藏品，其

次是博物館之存在哲學、目的與功能的

研究，第三是有關博物館（蒐藏、展

示、教育、研究、社會服務等）實體與

其運作方式的研究，最後是跨領域的研

究人與其所處環境（自然和社會文化）

的關係。博物館學本身的論述對象，除

了重視博物館所收藏的「物件」、博物館

的「人與社會文化的關係」之外，更要

發展博物館詮釋與溝通的研究與教學。

正因為博物館是包含思想與社會行

動的領域，博物館人才養成便不只嘗試

在知識的原野、創意的平臺之中「培育

專業的博物館工作者」，也要「培育博物

館學的研究者，以及人文藝術學科、社

會科學、自然科學之知識訊息溝通傳播

的研究者、教學者與行動者」。這些都有

待通過跨學科的博物館基礎研究，吞吐

西方的學術成就，並推動本土化理論與

實踐模式的建構。

總結而言，臺灣的博物館研究，因

著蓬勃的本土博物館事業的開展，是思

想與社會行動互相為用的結果，我們不

但要發展探索博物館本質之真正關懷和

方法論、理論，持續的累積博物館工作

的專業知識；在實踐的層面上，也必須

從事具備操作性意義的博物館技術方面

的教學與研究、嘗試建構基礎模型，嚴

謹的發展管理與組織型態、保存與維

護、博物館規劃與設計、展示與教育設

計、媒體的開發與運用、展示評論等面

向。

而行冠禮之後的《博物館學季刊》，

雖然已經在臺灣的博物館界建立口碑，

但有沒有可能成為華文世界的博物館思

想與社會行動的溝通平臺、體現獨樹一

幟的文化意識呢？也許，以人文思維、

社會關懷與設計美學為基調，積極的體

察社會脈動、與文化需求對話，反思式

的參與臺灣和國際的新博物館運動，累

積博物館哲學、實踐的原因及其原理的

知識與方法論等幾個層面，是我們努力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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