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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博物館人員的專業教育與訓練

撰文/ 瑪麗–克萊賀提．歐尼爾（M a r i e - C l a r té O’N e i l l）

翻譯 / 賴怡妝

摘要

在文化方面得天獨厚的法國，其博物館人員的專業培訓早已成為

傳統，不僅歷史悠久、架構完備，而且課程相當多樣化。在法國博物

館發展史上，中央集權的政府一直扮演著重要的驅策角色，再配合公

務員的特殊制度，逐漸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即：伴隨著博物館人員

職業生涯的演進，為他們提供符合所需的專業培訓。

關鍵詞：專業培訓、博物館、法國、文化資產

前言

博物館人員的專業教育與訓練其實

是一個變化多端，難以一概而論的主

題。首先，博物館種類眾多，可按典藏

品類型、規模大小、分布地區及行政屬

性等標準來分門別類。其次，博物館人

員的專業也是五花八門，不僅每個人執

行的工作內容不同，而且工作的分配也

視博物館性質而異：大博物館的人員各

司其職，分工極細；而規模較小的博物

館，人員往往必須身兼數職，靈活調

度。

我個人從小就對博物館著迷，並認

為那些有幸天天在博物館裡工作的人應

該好好為社會做出一番貢獻。因此，在

我的職業生涯中，我不斷構想如何讓博

物館人員的專業素養更為豐富的種種

計畫。我在法國文化部博物館司（ l a

Direction des Musées de France）、羅浮學

院（à l’Ecole du Louvre）、文化資產學院

（à l’Ecole du Patrimoine）、國立文化資產

研究所（à l’Institut national du Patrimoine）

和其他國家的幾個相關單位都曾經承辦

培訓業務，為不同學歷、經歷的人員設

計培訓課程。學員從博物館學系所的大

學生和研究生、國立博物館的專題主講

員、媒介員 1、警衛、古物古畫修復人

1 法國博物館人員中有一類特殊人員稱為「媒介員」（mé di a t e u r），顧名思義，他們就是博物館與觀眾
之間的媒介，是在館中直接接觸觀眾的工作人員，包括導覽員和規劃、主持各類為成人或兒童舉辦
的活動的人員（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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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研究員到館長，無所不包。如此豐

富的經驗讓我得以掌握在培訓中起作用

的各種複雜元素，因為培訓是近二十年

來法國博物館迅速變遷的起因，而博物

館的變遷又回過頭來促使其人員接受更

多的培訓。此外，由於我經常參與國際

博物館協會（ I C O M）的研究工作，讓

我有機會透過各國經驗的比較，深入瞭

解相關課題。

為博物館人員設置專業培訓制

度的條件和機緣

要在國家層級設置博物館人員培訓

制度，需要以下幾個因素的促進和推

動：

一、 對於博物館工作專業性質的認識

博物館是一種特別的公共服務機

構，如果我們對博物館工作的專業性質

缺乏真正的認識，我們將無法建立真正

實用的培訓制度。雖然博物館人員職業

生涯的管理規章和其他中央或地方體系

的公務人員一樣，但他們應該被認定為

具有特殊專業技能的人士，而且這種技

能常常是高度專精的。既然他們的工作

性質超越了一般傳統、橫向交流的公

務，因此他們也需要一種更專門的培訓

制度。這一點在博物館人員眼中是順理

成章的，但是博物館決策者和行政管理

者卻常常對它提出質疑。管理博物館和

管理游泳池真的有什麼區別嗎？博物館

媒介員的工作和小學老師有何不同？博

物館的警衛和公園的警衛差別在哪裡？

在博物館機構發展史上，這個疑問

不時以各式各樣的形式浮現。在法國，

一直到二次大戰以前，所有的博物館研

究人員都是抱著「為興趣工作，不計較

酬勞」的態度工作的，羅浮宮的研究員

和他們的助理們，不是完全不領薪水，

就是只有象徵性的酬勞。即使在不久

前，文化部有時還是難以說服地方政府

首長為他們轄下的博物館聘用專業人

才，讓他們瞭解博物館不僅需要文化方

面的專業人才，還需要蒐藏品保養維

護、觀眾接待、文物鑑定等方面的博物

館特殊專才。

儘管博物館如此專業，但它卻不是

一座與世隔絕的堡壘，而應被視為社會

整體互動的一部分，茲分兩方面說明：

（一）博物館是某個行政和政治體系的一

部分

博物館通常是地方政府的一個傳統

部門，和體育局、住宅局、環保局等並

列。因此，博物館必須與其他單位互

動，以避免落入閉門造車和曲高和寡的

陷阱，與民眾的日常生活距離越來越

遠。舉例而言，博物館館長如果想要大

眾交通工具的路線經過博物館附近，最

好與市政府交通局保持熱絡的關係。

（二）博物館也是文化資產的一部分

每個地方通常都會有形形色色的文

化資產，除了各式各樣的博物館，還有

其他歷史建物、考古遺址、自然公園、

文獻檔案中心、文化資產清查部門等

等，這些單位之間也維持著錯綜複雜的

關係。因此，自 1 9 8 0年代以來，法國

出現了一種稱為「文化資產研究員」

（conservateur du patrimoine）的專門行

業，這些擁有高等文憑的專業人員有可

能在博物館任職，但也可能在上述各種

單位任職，視其學術專長而定。

在規劃博物館人員的培訓內容時，

如何讓人員能夠融入當地的政治與社會

生活，既有專業素養又不會自閉在象牙

塔中，便成為決策時的重要依據。

歷史是另一個影響博物館人員專業

培訓發展的因素，這在法國和其他國家

都可以印證。

二、 歷史沿革

我們勢必要從整個歷史的觀點，來

探討博物館人員專業教育與訓練的課

2 0 1 0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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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在法國第一個推動相關教育的人

物，是在1 9世紀末擔任教育部長的思想

家費里（Jules Ferry）。當時的教育部長

兼管教育和美術，費里警覺到法國博物

館界如果沒有足夠的稱職學術人員，當

時在地中海沿岸地區開始進行的眾多考

古探勘工作將完全由英、德等國主導。

如此一來，考古隊發掘的文物將使歐洲

其他國家博物館的館藏越來越豐富，而

在1 9世紀初葉十分積極的法國反將遙遙

落後。因此費里當機立斷，決定成立羅

浮學院（Ecole du Louvre）。

專門培養博物館專業人才的羅

浮學院

法國政府於 1 8 8 2年決定在羅浮宮內

成立一個很特別的學校。該學院旨在培

養兩種截然不同但又相輔相成的學生：

一是「專業生」，即有資格參加考古隊探

勘任務的專家；二是「旁聽生」，即具有

專業素養的博物館觀眾，他們雖不是專

業人員，但博物館未來繼續豐富館藏和

翻新整建的工程需要他們的支持。由於

有這樣的淵源，所以考古學是羅浮學院

創校初期最主要的學門。而藝術史當時

尚在萌芽階段，不被視為獨立學門。

羅浮學院的教學方式有兩大特色：

第一，該校教授一律是有實際經驗、負

責研究管理某些蒐藏品的專業人士，他

們大多是國立機構的研究員；第二，授

課內容主要圍繞著「人類生活軌跡的物

質見證」，上課地點常常就是羅浮宮的展

廳。這兩大特徵對該校的教學性質產生

了巨大影響，包括對文物具體特徵的強

調、以從業人員的觀點來探討問題、對

一般民眾（非專家）傳播知識的重視

等。具備了這樣的教學環境，無怪乎全

世界第一個「博物館學」課程會在這裡

誕生。

羅浮學院於 1 9 2 7年將博物館學納入

其教學體系中，當時先對所有的學生開

設了一門同時從歷史角度（藏品歷史、

機構歷史）和博物館實務角度來探討相

關問題的課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羅浮宮不僅被迫將國家典藏品遷至巴黎

以外地區避難，而且有部分建築遭戰火

摧毀，於是加速了展示方式的更新，文

物保存的狀態也越來越受重視。

1 9 4 4年，羅浮學院創辦了一個真正

為培育博物館專業人員而設的博物館學

課程。該課程僅開放給教授們精挑細選

的優秀學生，他們升格為「助教」，畢業

後將分發到各國立博物館擔任研究員。

1 9 6 0年代的學潮顛覆了這個被比擬

為「科舉」的制度，因為只有擠進羅浮

學院的窄門才有成為博物館研究員的希

望，其他的大學生根本不必奢想。這樣

的體制容易造成積習難改的封建思想模

式。

因此，在1 9 6 0年代出現了文化資產

管理方面的公務員招考制度。隨著整個

公務員制度的興起，陸續在中央和地方

層級蓬勃發展。招考是一種民主、開放

的求才方式，只是這樣一來，過去那種

執業前非經過專業訓練不可的制度就消

失了。如今，羅浮學院的博物館學課程

雖然還存在，但是它不再是僅限於未來

的研究員學習的課程，而是向所有學生

開放的課程。而很多大學畢業、通過招

考錄取的年輕研究員，卻沒有機會上這

個會使他們受益匪淺的課程。

需求與培訓的多樣化

同樣是在二次大戰後的那段期間，

在羅浮宮研究員鄔爾斯（ M a d e l e i n e

H o u r s）女士的推動下，對於文物保存情

況的學術研究及其修復越來越受重視。

在這方面，起初只是有一批志同道合的

人士以極有限的資源摸索探究，但大家

很快就發現亟需稱職的專業人才，尤其

博物館學季刊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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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據《威尼斯憲章》規範訓練出來的

歷史文物修復員。在各種國內外巡迴特

展越來越頻繁的情況下，如何使文物的

狀況能夠配合搬運展出的要求？這的確

需要專家的參與。為了增進對文物本身

的 瞭 解 ， 藝 術 史 和 考 古 學 者 開 始

經常造訪「法國博物館科研實驗室」

（Laboratoire de Recherche des Musées de

F r a n c e）。由於現代博物館人員的專業知

識中含有越來越多的學術與職業規範元

素，將經驗技術代代相傳的師徒制傳統

已經不敷使用。當今的博物館工作團隊

經常包括藝術史、物理、化學及修復等

方面的專家。

法國政府於 1 9 7 7 年參照義大利

模式成立了法 國藝術品修復研究 所

（I F R O A）。義大利人也是在佛羅倫斯洪

水氾濫等天然災害事件後，才警覺到維

護文化資產的迫切需要。新一代修復員

的職業規範在法國藝術品修復研究所內

逐漸成形：專門修復某一類蒐藏品的專

家取代了「博而不精」的修復者，在知

識方面，應全面深入地瞭解文化資產的

歷史；在技能方面，必須兼顧使用各種

科學分析儀器的科學技術，以及與藝術

創作技巧相關的藝術技能。凡此種種，

均須符合國際專業規範。

1 9 8 0年代是法國博物館蓬勃發展的

開端。這段黃金時代的先聲是 1 9 7 0年代

興建的龐畢度中心，然後在巴黎又陸續

成立了奧塞美術館和畢卡索美術館，其

最重要的象徵則是始於 1 9 8 3年的羅浮宮

現代化工程。這項艱辛的工程以漸進的

方式進行，從一開始的備受非議，到後

來終於贏得各界一致的肯定。於是，博

物館發展運動迅速擴及巴黎以外的各個

地區，地方政府首長莫不以新建或翻新

整建博物館，或者將古蹟名勝修建成博

物館，作為其現代化施政的象徵。在博

物館蓬勃發展和當時全球經濟強勁成長

的推動下，各種工程計畫（在市中心興

建博物館、開闢道路等等）也如雨後春

筍般紛紛出籠。根據法國相關法規，在

任何興建工程施工前必須先經過一道

「預防性考古探勘」手續，這使得考古方

面的業務量大增，尤其是法國到處都是

古蹟。在此背景下，各種性質的歷史建

物更是備受呵護。這種欣欣向榮的景象

卻凸顯出一些制度問題：儘管文化資產

公務員的招考制度有效篩選出具備科學

技術的報考者，但是他們就業後卻不再

有任何在職訓練。在這個相關技術日新

月異的行業裡，跟隨著有時已經落伍的

資深同事「邊做邊學」的模仿式培訓是

遠遠不足的。

有鑑於此，當時非常活躍的法國文

化部長郎格（Jack Lang）遂決定為所有

的「文化資產研究員」職系（ c o r p s）公

務員設置專門的培訓課程，由文化部負

責創辦一個「應用學校」。這是法國專為

剛錄取的高階公務員提供的特別培訓機

制，在錄取之後、就任之前先經過一段

時間的「見習」訓練階段。培訓的目標

有二：一是學習現代化的文化資產管理

技術；二是學習考古專家、博物館負責

人、歷史建物研究員、法國藝術資源清

查員、文獻檔案研究員等不同專業之間

橫向的合作。

這項計畫在一開始遭到很多文化和

法規上的阻力。這些來自不同歷史專

業、將在運作方式大相逕庭的機構或部

門擔任不同文化資產工作的準公務員，

真的能一起受訓嗎？要將適用人事管理

規章、職業升遷管道、職權行使方式截

然不同的中央和地方體系公務員混在一

起受訓的意圖，更使問題複雜化。由於

無中生有、憑空創立這樣一個教育機構

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所以一開始決定

將其籌備工作委託給已有百年歷史、在

博物館專業人員養成方面備受肯定的羅

浮學院。起初人們認為這樣的作法一定

會有很多弊端，例如忽視科學特性的重

要性、忽略博物館以外的專業、為遷就

地方公務員而降低水準等。無論如何，

2 0 1 0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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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於羅浮學院的文化資產學院還是在

1 9 9 0年誕生了。經過了 5年的實驗階段

後，終於在 1 9 9 5年脫離羅浮學院，正式

成為國立文化資產學院（Ecole Nationale

du Patrimoine）。

而羅浮學院也擺脫了培養文化資產

研究員的重擔，可專注於隨博物館演進

而生的另一新需要，即因法國博物館迅

速現代化而產生的分工越來越細的情

況。除了過去不握有行政權（中央集權

傳統使然）的學術（研究員、資料員）、

保全兩大職系人員之外，今後的博物館

更多了公關、媒介、展覽、預防性保存

措施、修復、文化發展、出版、多媒體

等多種專業人員。在相關人事管理規章

尚未顧及此多樣性發展之前，各館只能

先利用從其他部會借調、長短期聘僱合

約、臨時僱用人員等作法來滿足其迫切

需要。

有鑑於此，羅浮學院決定徹底更改

其博物館學碩士班課程，以便向學生提

供順應新的多樣化形勢所需的專業技

能。新課程中必修的共同科目包括博物

館環境、博物館史、博物館管理規則、

博物館主要功能等；選修的專業科目則

圍繞著媒介（mé di a t i o n）2或藏品維護兩

類職能。其他幾所大學也紛紛跟進，開

設預防性保存措施、媒介、文化社會

學、文化機構管理、博物館實務等碩士

班。

與此同時，地方公務人員體系也調

整其人事管理規章，順應在各機構中實

行已久的組織方式，正式建立一個上至

館長、下至警衛的金字塔型管理結構。

在其行業組織細則中，文化類公務員被

劃分為研究員（ c o n s e r v a t e u r）、研究專

員（a t t a c hé de conservation）、研究助理

（assistant de conservation）等數個等級。

每個公務員除了等級，同時也被賦予媒

介或藏品維護其中的一項專業。這個制

度讓地方體系的文化類公務員得以依序

升遷，發展職業生涯。奇怪的是，中央

公務員體系直到如今都還遲遲不願追隨

人員多樣化的發展腳步，雖然在文化資

產研究員職系下增設了幾個子系，卻仍

任由許多人員身分毫無保障。無論如

何，在各式各樣的人力資源管理情況

下，法國的博物館此後終於可以招募一

些受過各種不同專業訓練、能夠面對複

雜的博物館運作現況的各類專才。

當文化部決定將培養文化資產研究

員和修復員的機構合併，於 2 0 0 1年成立

國立文化資產研究所（ Institut national

du Patrimoine）時，主要是為了提倡跨

學門的交流和集體決策的風氣。修復員

是對文物直接進行處理的技術人員，但

是研究員作為藏品管理的負責人，對文

物負有學術和行政上的責任。他們從各

自的專業角度提出對每個問題的看法，

在討論之後共同採取決定。舉例而言，

法國新古典派畫家安格爾曾經蒐藏了一

批古義大利器皿並從中汲取作畫靈感，

最近經研究發現這批器皿在被安格爾購

入之前曾被人以粗糙的手法修復過，那

麼修復員可能會儘量設法讓器皿回復古

代的原狀。研究員則會考慮到這批器皿

深厚的歷史意義，它們的外觀經過幾次

不同的變化，而這些不同的外貌又產生

了何種影響。修復員和研究員在同一機

構接受訓練的好處，就是可以讓他們習

慣於此類問題的微妙對話，以及從中作

出的結論與決定。

反映博物館體系的培訓制度

一種培訓制度的實施往往取決於各

當事者的心態與歷史演進過程，而培訓

的組織方式和性質，則與某個特定時刻

的社會與政治體系脫離不了關係，因此

博物館學季刊 24（1）

2 見註1。



10

常常視國家和時代而異。法國博物館人

員的專業教育與訓練現況，受到以下幾

個因素制約：

一、法國是世人最嚮往的觀光勝地：博

物館作為文化觀光事業的一環

上文提及近年來，法國中央和各級

地方政府均特別重視博物館的翻新，包

括館舍的整建和為觀眾提供全新的服

務，團隊的工作效率也成為重要課題。

他們如此積極的主因之一，是法國文化

觀光事業的比重越來越大。法國漸漸變

成世人首選的觀光旅遊目的地，其部分

原因可能是由於法國各地遍布著豐富的

文化資產，為觀光客提供多樣的選擇。

觀光業的發達帶動了經濟成長，因此文

化資產尤其是博物館的活躍管理，也逐

漸變成施政者手中不可或缺的王牌。現

代化的博物館管理講究創意、當代感和

推陳出新的作法，要做到這點，就必須

注重人員的追蹤培訓。

二、中央集權的國家

眾所周知，法國的公共事業管理有

著中央集權的傳統，這一點對於文化資

產職系公務員的培訓也不無影響。在文

化部博物館司長期的指導下，博物館人

員早已習慣共同合作與接受訓練。國家

一直致力於培育人才，如果換成另一種

行政體制，很難想像能夠成立一個中央

與地方體系公務員共同的培訓機構。

三、準公務員的招考和培訓制度

在大多數國家，博物館人員的專業

培訓通常分兩階段進行：

（一）報考之前的專業教育：通常是由歐

美各大學研究所提供碩士班專業課程。

（二）在職訓練：為想要繼續進修的公務

員提供在職培訓。

在法國，除了上述兩階段訓練之

外，還為擔任某些職位的公務員提供另

一種培訓：即為剛錄取的高階公務員進

行職前培訓。文化資產研究員或未來的

文化部高級官員，在錄用之後、就職之

前，都須先接受數月至數年的培訓，為

其將要擔當的重責大任做好完善的準

備。

四、國立博物館和地方博物館

法國的博物館為數眾多，公私立合

計不下於一萬家。其中較重要的有 3 4座

國立博物館， 1 3 0 0所地方博物館， 8 0 0

家民間組織（博物館或歷史建物）。中央

政府透過 1 9 4 6年頒布、 2 0 0 2年修訂的

《博物館法》，向所有的博物館提供獲得

「法國博物館」標識的機會，條件是它們

必須遵守若干學術、專業及管理上的標

準規範。博物館人員的性質和資格（教

育和訓練程度）也在審核項目之內。例

如其中一項義務是博物館館長，或者博

物館若屬於某個網絡，則該網絡的首

長，必須具備文化資產研究員的資格。

目前全國共有1 3 5 0座博物館獲頒「法國

博物館」標識。文化部博物館司和文化

資產研究所專門為有意申請該標識的博

物館負責人開設了培訓課程，並協助他

們撰寫申請所需的「學術與文化企劃

書」。

二次大戰結束以來，國立博物館和

地方博物館經歷過長期的密切合作。直

到最近一、二十年來，由於實施權力下

放政策且中央政府預算捉襟見肘，所以

由「國立地方公務員培訓中心」（C N F P T）

專為地方公務員舉辦的培訓有日益增加

的趨勢。

總而言之，法國博物館人員的在職

訓練有兩種：一是由隸屬於中央政府的

培訓機構向全國博物館人員提供的培

訓，二是由C N F P T專為地方公務員舉辦

的培訓。

2 0 1 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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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博物館專業培訓

法國博物館人員現有的專業

培訓

限於篇幅，無法在此詳細介紹各種

培訓內容。但我們可以從若干人員的培

訓中看出一些值得探討的常見課題。

一、行政人員

文化資產機構的行政人員在其職業

生涯初期和整個職業生涯期間，必須定

期接受內容非常多樣化的訓練。這是為

中央和地方公務體系的全體行政人員提

供的培訓，由於受訓的人數眾多，所以

無論在頻率、專業性或多樣性方面，都

不是其他的培訓所能比擬的。此外，近

年來法國公共部門管理模式做了許多調

整（更改預算編列模式和形式、訂定目

標契約、調整人事管理方式），迫使涉及

這些工作的人員必須吸收大量資訊。由

於財務和行政問題事關重大，在這些職

位上的人員能否勝任這些重要工作的問

題，引發了文化資產機構權力分配的舊

爭：誰最適合擔任公立文化資產機構的

主管？是一個精明的管理者，還是一個

有創意的學術人員？

二、修復員

修復員在報考公務員之前，已經在

大學或國立文化資產研究所等公立教育

機構或私立學院受過專業教育。在他們

的職業生涯當中，只有國立文化資產研

究所為他們提供大量的在職培訓課程。

根據不久前頒布的一項法律規定，只有

通過國家資格檢定的修復員，才能對公

共蒐藏品進行修復。公立大學相關系所

和國立文化資產研究所的碩士班畢業

生，即視為通過資格檢定。為了配合歐

洲學歷統一制度的實施，這些碩士學位

是從大學開始完成 5年的學業才能畢

業，課程兼顧理論與實踐（由教授指導

在工作坊實際操作，以及在國內外機構

長期實習），兩者之比例則不斷受到調

整。各校的招生標準都相當高，報考的

學生在術科（素描、色彩審美能力）和

學科（物理、化學、藝術史）方面都必

須具備一定的程度。

近年來，修復員的行業出現了巨大

的變化，因此其初始教育和在職訓練也

隨之調整。修復員在預防性保存措施的

追蹤方面，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新開發的技術在歷史建物整建工程和巡

迴特展日益頻繁的今天，更是至關重

要。另一方面，要使用這些準備或進行

修復的新技術除了人員需具備新的技

能，機構本身還必須斥資添購昂貴且須

不斷更新的設備。最後，需要修復的蒐

藏品性質也不斷多樣化，超越了傳統以

技術（繪畫）或材料（鑄造工藝）來分

類的範疇。科學蒐藏品（如熱氣球）或

當代藝術品（如薑餅蛋糕雕塑品）的修

復，需要複雜的跨學門合作，專精的修

復員培訓並不足以應付其需要。

三、媒介員

相對於其他人員，在法國的博物

館，尤其是國立博物館擔負媒介工作的

大部分人員，並未受到適當管理規章的

保護，因此，他們非但缺乏職前培訓，

連在職訓練也相當薄弱。媒介員可以說

是「多才多藝」的角色，但這也造成為

他們設計訓練課程時不容易掌握焦點的

困難。應該加強他們的學術知識，好讓

他們能夠如數家珍地介紹博物館的館

藏？應該加強他們的社會學、心理學等

方面知識，好讓他們更瞭解觀眾們的需

要和心理？還是應該讓他們熟悉現在展

覽中常用的五花八門的媒介技術（工作

坊、多媒體、說故事、默劇表演等）？

現在法國的博物館越來越重視媒介工

作，但由於上述的焦點模糊問題與職前

訓練專門機構的闕如，導致媒介員訓練

不足，各館所提供的活動多顯得乏善可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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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警衛

警衛的培訓是博物館人員角色演變

的最佳明證。他們從以往的維修和保全

人員，逐漸轉變成負責接待的人員，有

時甚至還負責媒介工作。警衛的薪水不

但沒有增加，他們的工作反而越來越繁

複：館舍維修時必須顧慮到館藏的預防

性保存措施，接待觀眾時必須顧及他們

的特殊需要（有幼童的家庭、殘障人士

等），為觀眾指路時也必須對館內展品有

一定的認識，而且每個博物館各有不同

的作風。由此可見，為所有的警衛人員

規劃真正實用且不只一次的共同在職訓

練課程絕非易事。

五、研究員

我們同樣從上述兩個角度來分析文

化資產研究員的角色：一是博物館機構

與各類專業人員的角色迅速演進；二是

不同的博物館在規模、行政屬性、館藏

性質方面具有很大的差異。法國的文化

資產機構仍舊維持著由學術與文化人員

主導的局面，管理或政策的面向往往屈

居次要地位。博物館被視為固守專業知

識的堡壘，這些專業知識將透過博物館

舉辦的各種媒介活動傳播給廣大的民

眾。政治界有時不認同這種作法，他們

視學術為獨立的職能，應與管理或辦理

活動的工作劃清界線，所以在任命文化

資產機構主管時，他們傾向於任用文化

行政通才，而非熟悉館藏內容的專家。

但是法律明定文化資產研究員為機構負

責人，因此文化資產研究員的角色變得

十分曖昧，其培訓也連帶受到影響。如

何兼顧學術專業素養與管理技巧？知識

的鑽研與普及如何並重？為此，國立文

化資產研究所以極高的門檻招收學術功

底深厚的新科公務員，在他們為期 1 8個

月的受訓期間，為他們提供完備的行政

及財務管理課程，包括蒐藏品的保養維

護、博物館工程的監督、顧及各種觀眾

的需要等等。

結論

法國對於博物館人員的新進人員訓

練和在職培訓素來相當重視，而且博物

館的行政結構也使培訓工作易於進行。

強勢且經費充裕的專門機構為各種類別

的博物館人員提供各種程度的多樣化培

訓課程，在其職業生涯的整個過程中，

均可接受符合其需要的培訓。

然而，如此良好的制度仍不免有兩

個遺珠之憾：

一、職位不同的人員可享有的培訓

並不平等，有的琳瑯滿目，有的零零星

星。例如研究員和修復員不論在就職前

後都能享有國立文化資產研究所提供的

種種培訓，媒介員則需依賴博物館本身

或同業協會為他們舉辦適當的培訓。

二、有時只注重專業培訓，卻忽略

了為相關人員提供身分保障的重要性。

修復員即是一例，他們必須辛苦完成非

常嚴格的培訓，才能獲取對國家典藏品

進行修復的資格，但是國立或地方博物

館卻經常只給他們短期約聘的工作，論

件計酬。

無論如何，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相

比，法國為其數量眾多的博物館人員提

供的專業培訓，大部分還是堪稱卓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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