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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簡章 

 

一、 課程緣起： 

臺灣型地方博物館的發展與走向，與臺灣社會民主化歷程緊密相關。解嚴後的臺灣提出「社區共

同體」的新國族論述，並透過大規模地方文化政策的推動，強化資源的地方分散、民間團體的參與以

及地方意識的蓬勃，促成臺灣社會關鍵性的轉型，也使得「地方社會（社區）」與「地方文化」在國家

治理中扮演了全新的、重要的角色。 

1980 年代以降，台灣地方文化政策論述帶來新的社會價值、歷史思維與生活願景，也促生了新的

資源分配方式、文化行政操作技術與社區動員模式。然而，在發展文化經濟的目標下，地方社會的人

際關係、歷史脈絡與自然肌理被大幅重構，發展中的公民社會變成資本的一環。臺灣地方博物館作為

地方文化運動的一環，其特徵與問題也幾乎相同，由於階段性政策目標與運作機制的侷限，使得地方

博物館的實踐，偏重形式主義而忽略了目的與方法的統整性。 

2015 年博物館法正式成立，為臺灣的博物館事業發展帶來新的契機。博物館法強調博物館的專業

性、教育性與公共性，這些目標都是過去地方博物館事業論述所欠缺的，可望成為地方博物館轉型的

重要依據。然而，臺灣地方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博物館，已經不是以學術知識與方法為核心的傳統型博

物館，而應該從地方公共知識份子的立場，有專業訓練與公共關懷，能支援民間文化運動的關懷與活

力，建構出夥伴關係，引領共構公民社會的形成。對地方博物館來說最為重要的挑戰，是如何將博物

館特有的蒐藏、展示與教育這一套知識系統建構機制，發展出新的知識系統建構的方法，知識生產的

方法，要能回應民眾參與，知識的內涵要以民眾生活、歷史與記憶為主軸，並透過博物館知識生產工

作有助地方學習與地方賦權。 

當歷史與文化仍然是社會改造、尋求自我定位的重要依據，我們需要一位歷史學者，引導我們超

越個人生命情調、立場與偏好來認識地方歷史與文化，而且不僅只是告訴我們關於過去的知識，而是

讓我們深入體會歷史與文化對吾人的思維、創造力、價值觀的影響，並從相關的學習中獲得承繼歷史

與文化遺產的能力；當我們希望透過集小我故事、大眾記憶來建構過去面貌，我們需要一位口述歷史

專家，能彙整私領域的生命故事與大歷史映照，並轉換成在公領域珍藏的歷史記憶；當我們對過去日

常生活充滿好奇，我們需要一位民俗學家，能穿越歷史與社會不同層面，將個人的微觀的生活經驗，

與宏觀視點的文化史相互映照，讓我們重新理解生活方式與面貌的意義。當我們希望有更多不同經驗

與立場的人願意聚集一起交流，我們需要一位嫻熟社會溝通設計的教育學家，協助規劃活動促成優質

的對話，共同學習如何看待多元社會。上述這些目標，需要微觀經驗的參與，也需要跨學科的詮釋能

力，以及再現與分享的溝通能力。臺灣需要新思維的地方博物館，應該是一個能總合這些不同能力的

場所，也是一個能培育這種人才的場所。 



二、 課程規劃 

  「2016 地方文化的發現、保存與活用─地方博物館人才培育研習課程」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

館研究所與博物館、文化資產研究中心，與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共同策劃，邀請桃園市立大溪木藝

生態博物館協辦，屬於非學分進階型研修課程。 

    內容規劃為一天半研習課程、半天實地參訪，以臺日兩國針對地方文化與地方博物館為主題，進

行交流對談，透過社造工作者、地方文化運動推手、博物館工作者、博物館研究者等地方文化工作的

關鍵角色分享各自的實踐方法，呈現地方文化的多元觀點與立場，在博物館專業人才培育的課題上，

預期可以達到如下的效益： 

（一） 地方文化的發現、保存與活用相關方法與案例分析、分享  

（二） 研究者、博物館人與地方文化實踐者之對話與交流  

（三） 探索地方博物館與地方文化工作的未來藍圖與方法  

（四） 增進臺日地方博物館經驗交流以及未來的共同研究 

 

三、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文化部 

策劃單位：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博物館與文化資產研究中心、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

館 

協辦單位：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四、 授課時間：2016 年 11 月 25（星期五）至 11 月 26 日（星期六），共兩天。 

 

五、 授課地點：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大溪公會堂（桃園市大溪區普濟路 21 之 3 號） 

  



六、 課程內容：（暫定，視實際練習、協調結果做部分修正） 

 

2016/11/25(五) 

時間 主題 

9：00-9：30 報到 

9：30-9：40 

開幕式 

研討會意旨說明(黃貞燕、日高真吾) 

場次一 地方文化的發現 

9：40-10：20 地方文化的發現與民俗學方法：宮城縣波傳谷町的民俗調查（講者：政岡伸洋） 

10：20-11：00 「大目降」再發現：地方歷史與當代生活(講者：康文榮) 

11：00-11：30 與談人：小谷龍介、謝仕淵 

11：30-11：40 意見交流及討論 

11：40-12：40 午餐 

場次二 地方文化的保存 

12：40-13：20 大二結文化遺產、社區記憶與行動(講者：林奠鴻) 

13：20-14：00 地方文化遺產與社區：從保存修復觀點來看(講者：日高真吾) 

14：00-14：30 與談人：末森 薰、許主冠 

14：30-14：40 意見交流及討論 

14：40-15：00 休息 

場次三 地方文化的活用 

15：00-15：40 地方文化詮釋展示網絡建構：地方文化工作與大學(講者：伊達仁美) 

15：40-16：20 「共學」做為博物館方法：地方參與型博物館的大溪經驗(講者：陳倩慧) 

16：20-16：50 與談人：平井京之介、黃貞燕 

16：50-17：00 意見交流及討論 

場次四  綜合座談：地方學、文化治理與博物館事業網絡 

17：00-18：00 

主持人：張婉真 

座談人：陳冠甫日、呂理政、高真吾、石垣悟 

暨本日全體講者及與談人 

 



 

 

2016/11/26(六) 

時間 主題 

9：00-9：30 報到 

場次五  文化參與與歷史詮釋：大溪經驗 

9：30-10：00 
以大眾歷史為主軸的地方史書寫： 

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四連棟常設展（講者：溫欣琳） 

10：00-10：30 
藝術、生活與老屋歷史保存與展演： 

大溪古家的源古本舖的再生計畫（講者：古正君） 

10：30-10：40 休息 

10：40-11：10 家屋與家族技藝＋記憶：從家到街角博物館（講者：劉清剋） 

11：10-11：40 
地方文化做為學習產業的資源： 

兼論 NPO 做為地方文化實踐的方法（講者：林昕） 

11：40-11：50 意見交流及討論 

11：50-12：00 閉幕式 

12：00-13：20 午餐 

場次六 田野參訪 

13：20-17：50 
實地參訪、交流與討論： 

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四連棟常設展、蘭室、下街四十番地、源古本舖 

 

 

 

  



七、 招收對象： 

1. 地方博物館、地方文化館、地方文史活動相關人士；地方博物館行政人員；博物館相關系所

學生。 

2. 預計招收 70 名。 

 

八、 報名辦法：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 月 20 日止，採網路報名。 

2. 報名網址： http://goo.gl/Q2dffB 

3. 課程費用：課程不收取學費。全程交通、住宿、用餐與未列之事項，請學員自行安排。 

4. 錄取公佈： 10 月 30 日於課程網站公佈並以信件通知，未錄取者則不另行通知，敬請留意

信箱。 

5. 錄取後如因故無法參與者，請於 104 年 11 月 15 日(二)前來信告知，以期將學習機會讓予他

人。 

 

九、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認證：依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核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認證規定辦理。 

1. 全程參與者可抵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14 小時認證。 

2. 分時段參與者，每一場次可認證學習時數 2 小時，至少需參與兩場次。 

3. 認證實際時數依照學員的出席狀況辦理，採上、下午簽到簽退制。 

 

十、 注意事項： 

1. 如遇國定假日、選舉、學校事務、天氣或其它不可抗力之因素，則另行調整或順延研修課程

時間。 

2. 主辦單位保留課程師資、內容、時段、上課地點等課務相關彈性調整及變更的權利。最新課

程異動、相關訊息公告、詳細課程內容及師資介紹，以活動官方網站公告為準。 

3. 為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水杯。 

 

十一、 聯繫方式：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博物館與文化資產研究中心 

課程網站： http://lcmc2016.strikingly.com/ 

課程ＦＢ：https://www.facebook.com/LocalCulturalandMuseum/ 

E-mail：museumcenter@gmail.com 

課程助理：張廖小姐／黃先生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詢問。 

http://goo.gl/Q2dffB
http://lcmc2016.strikingly.com/
https://www.facebook.com/LocalCulturaland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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