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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出國計畫乃辦理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與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

(以下簡稱歷博)籌備多年，2015 年臺、日兩館針對雙方共有且常民的歷史經驗「地震」

主題，簽訂「展覽合作協議書」，計畫於 2017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13 日及 6 月 27 日至

12 月 3 日分別先後於歷博及本館辦理「臺灣與日本-與震災使同步回顧近現代」及「地

震帶上的共同體：歷史中的臺日震災特展」，從文化歷史角度探討臺、日近代災難社會文

化。 

    本出國計畫主要接續辦理 2016 年展覽策劃階段，兩館進行展覽內容研究發展及兩

地國際展覽事務。2016 年出國計畫「震災與歷史國際展覽交流計畫」，主要針對策劃本

館展覽檔，赴日辦理包含展示研究調查、相關展覽素材與文物的實地勘察、訪查以及展

品選件，並洽談相關文物來臺展出之可行性評估等事務；本年度 2017 年出國計畫「歷

史的震災國際展計畫」則接續 2016 年出國計畫辦理事務，共 4 趟赴日，2017 年 1 月第

1 趟赴日辦理歷博展覽檔「臺灣與日本與震災使同步回顧近現代」開幕；本館展覽檔「地

震帶上的共同體：歷史中的臺日震災特展」於 2017 年 6 月展出，5 月分別第 2、3 趟赴

日辦理文物借用之點交、包裝等國際運輸作業，12 月展覽完畢後第 4 趟赴日辦理文物歸

還之點交、包裝等國際運輸作業，以期順利完成跨國館際文化交流工作。 

    此次出國計畫於辦理展覽事務工作之外，亦於第 1 趟赴日由館長率領參訪日本東京

國立博物館與江戶東京博物館，觀摩日本當代國立歷史類型博物館現狀，與文化歷史博

物館針對觀眾互動之設計與經驗，以期對本館進行當代歷史詮釋與觀眾交流有所啟發與

助益。 

 

 

關鍵字：地震、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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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歷博位在日本東京都千葉縣佐倉市，是一日本國家級博物館，專責研究和展

示日本歷史與民俗文化，在日本博物館界具有一席之地。基於拓展國際學術交

流，並推廣臺灣歷史與國際間互動，本國際展覽計畫源自於 2014 年本館與歷博

於年簽訂「學術交流協定」，雙邊進行學術研究互動。而臺日雙邊民眾互動及觀

光向來頻繁，其中日本 2011 年發生 311 東日本大地震，臺灣人的熱情捐助與關

懷，更增進了兩國人民的友誼聯繫，也使得臺灣 2016 年 2 月 6 日在臺南造成樓

房倒塌慘重災情的美濃地震，獲日本的關心及協助，因此「地震」這個主題，最

能扣連歷博與本館這兩個分別作為日本和臺灣以當地歷史為主題，以常民為關

懷焦點的博物館，成為兩館共同研究方向的契機，並進一步於 2015 年簽訂「展

覽合作協議書」，雙方共識將研究成果付諸成形於展覽向公眾發表。本館於同時

組成展覽籌備小組，開始著手進行展覽相關規劃作業，計劃於 2017 年 1 月 11 日

至 2 月 19 日及 2017 年 6 月 27 日至 12 月 3 日分別先後於歷博及本館展出。2016

年兩館就展覽內容進行研究交流，並分別相互支援雙邊在臺灣與日本進行展覽

素材、資料蒐集，促成臺灣與日本雙邊展示文物之借展交流，底定歷博展覽檔向

臺灣方面包括本館及國立臺灣大學、私人藏家、公民間機關與團體等借展臺灣重

要震災及近代 921 大地震等相關文物赴日展出；本館展覽檔則向日本方面包含

東京都復興記念館管存 1923 年日本發生的關東大地震相關珍貴歷史文物、現為

日本福島縣双葉町役場(公所)所有，目前管存於茨城縣筑波大學之 311 東日本大

震災及災後復興等相關重要文物、歷博所館藏日本歷史地震文化等相關文物來

臺展出。以上有關本出國計畫前情辦理情況，合先敘明。 

        2017 年 1 月 11 日，歷博展覽檔「台湾と日本—震災史とともにたどる近現

代」(「臺灣與日本—從震災史回顧近現代」)開展，並於同日舉行開幕式，本「歷

史的震災國際展計畫」第 1 趟赴日辦理展覽開幕，及赴東京地區博物館進行交

流參訪。 

        承上，本館展覽檔「地震帶上的共同體：歷史中的臺日震災特展」於 2017

年 6 月 27 日至 12 月 3 日展出，為籌備日本方面包含歷博、東京都復興記念館、

筑波大學等單位所管存地震相關歷史文獻、關東大地震及 311 東日本大震災等

日本歷史上重要震災之相關文物來臺展出，106 年度出國計畫之第 2、3 趟於展

覽策劃作業 5 月期間，配合借展單位作業，赴日辦理借展文物取件之點交、包

裝、運送等國際運輸業務，以順利來臺進行文物上架等展示作業。第 4 趟則於

12 月 3 日本館展覽結束卸展後，辦理文物還件至日本各借展單位，以順利完成

所有本國際交流展計畫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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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過程 

一、計畫行程表 

(一) 第 1 趟 

 

 

 

 

 

 

 

 

 

 

 

 

 

 

 

 

 

 

 

 

 

 

 

 

 

 

 

 

 

 

 

項目 內容 

出國人員名單 

姓名：王長華  職稱：館長         

姓名：謝仕淵  職稱：研究員      組室：研究組 

姓名：陳怡宏  職稱：助理研究員  組室：研究組 

出國事由 辦理「歷史的震災」國際展計畫 

出國日期 106 年 1 月 10 日至 16 年 1 月 14 日，共計 5 天 

前往國家（城市） 日本（佐倉、東京） 

行程內容 

【第 1 天】 1／10(二) 臺灣高雄至日本東京(成田)（去

程） 

           ◆交通(飛機：臺灣到日本成田，當日抵達)

           ◆內陸交通：成田到佐倉 

【第 2 天】 1／11(三) 地點：千葉縣佐倉市 
           ◆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 
                            「臺灣與日本—從震災史回顧近現代」

（「台湾と  日本—震災史とともにたどる

近現代」）國際展  開幕 

【第 3 天】 1／12(四) 地點：東京 

           ◆內陸交通：佐倉到東京 

           ◆參訪東京國立博物館 

【第 4 天】 1／13(五) 地點：東京 
           ◆拜訪文化部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臺

灣文化中心 

            ◆參訪國立新美術館   

【第 5 天】 1／14(六) 日本東京(成田)‐臺灣高雄(回程)  
           ◆交通(飛機：日本成田到臺灣，當日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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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 2 趟 

 

 

 

 

 

 

 

 

 

 

 

 

 

 

 

 

(三) 第 3 趟 

 

 

 

 

 

 

 

 

 

 

 

 

 

 

 

 

 

項目 內容 

出國人員名單 姓名：丘世馨  職稱：助理研究員  組室：典藏組 

出國事由 辦理「歷史的震災」國際展計畫 

出國日期 106 年 5 月 16 日至 106 年 5 月 19 日，共計 4 天 

前往國家（城市） 日本（佐倉、筑波） 

行程內容 

【第 1 天】 5／16(二) 臺灣高雄至日本東京(成田)（去

程） 

           ◆交通(飛機：臺灣到日本成田，當日抵達)

           ◆內陸交通：成田到佐倉 

【第 2 天】 5／17(三) 地點：茨城縣筑波 

           ◆內陸交通：佐倉到筑波(來回) 

            ◆筑波大學點交文物 

【第 3 天】 5／18(四) 地點：千葉縣佐倉 

           ◆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點交文物 

【第 4 天】 5／19(五) 日本東京(成田)‐臺灣高雄(回程)  

           ◆交通(飛機：日本成田到臺灣，當日抵達)

項目 內容 

出國人員名單 姓名：黃瀞慧  職稱：研究助理  組室：典藏組 

出國事由 辦理「歷史的震災」國際展計畫 

出國日期 106 年 5 月 21 日至 106 年 5 月 24 日，共計 4 天 

前往國家（城市） 日本（東京、佐倉） 

行程內容 

【第 1 天】 5／21(日) 臺灣高雄至日本東京(成田)（去

程） 

           ◆交通(飛機：臺灣到日本成田，當日抵達)

           ◆內陸交通：成田到東京 

【第 2 天】 5／22(一) 地點：東京 

            ◆東京都復興記念館點交文物 
                      ◆內陸交通：東京到佐倉 

【第 3 天】 5／23(二) 地點：千葉縣佐倉 

           ◆參訪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 

【第 4 天】 5／24(三) 日本東京(成田)‐臺灣高雄(回程)  

           ◆交通(飛機：日本成田到臺灣，當日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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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 4 趟 

 

 

 

 

 

 

 

 

 

 

 

 

 

 

 

 

 

 

 

 

 

 

 

 

 

 

 

 

 

 

 

 

 

 

項目 內容 

出國人員名單 
姓名：趙小菁  職稱：研究助理  組室：展示組 

姓名：黃瀞慧  職稱：研究助理  組室：典藏組 

出國事由 辦理「歷史的震災」國際展計畫 

出國日期 106 年 12 月 10 日至 16 年 12 月 14 日，共計 5 天 

前往國家（城市） 日本（東京、筑波、佐倉） 

行程內容 

【第 1 天】 12／10(日) 臺灣高雄至日本東京(成田)（去

程） 

           ◆交通(飛機：臺灣到日本成田，當日抵達)

           ◆內陸交通：成田到東京 

【第 2 天】 12／11(一) 地點：東京 
           ◆東京都復興記念館返還點交文物 

【第 3 天】 12／12(二) 地點：茨城縣筑波 

           ◆內陸交通：東京到筑波 

           ◆筑波大學返還點交點交文物 

           ◆內陸交通：筑波到佐倉 

【第 4 天】 12／13(三) 地點：千葉縣佐倉  
           ◆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返還點交文物 

【第 5 天】 12／14(四) 日本東京(成田)‐臺灣高雄(回程) 
           ◆交通(飛機：日本成田到臺灣，當日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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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歷史與震災」國際特展 

(一) 辦理歷博「台湾と日本—震災史とともにたどる近現代」展覽檔開幕 

1、開幕 

       (1)前言 

本國際展覽交流計畫首檔「臺灣與日本—與震災史同步回顧近現代」(台湾

と日本——震災史とともにたどる近現代)特展，2017 年 1 月 11 日於歷博開展，

展期至同年 2 月 19 日，展示聚焦於臺灣自日本時代至今百年來的臺灣地震歷史，

並展出來自臺灣的本館、國立臺灣大學、私人藏家、以及公、民間團體等地震相

關史料及典藏文物。展覽中可以看見臺灣百年間，發生數次造成極大毀損的大型

規模地震，包含 1904 年「嘉義斗六烈震」、1906 年「嘉義烈震」、1935 年「新

竹、臺中地震（墩仔腳大地震)」、1941 年「嘉義地方烈震（中埔地震）」，以及

1999 年「九二一大地震」，除從文獻史料當中得以見證當時的地震災情之外，也

深入探討當時的救災對策、重建復興狀況等等，尤其在近代「九二一大地震」發

生後，臺灣社會面對地震災害，從人民參與、族群多樣性以及文化資產、災難記

憶的傳承，在震災的重建過程當中受到更多尊重與檢討，這是臺灣在歷經過去歷

史中數場大震災後所積累的社會公共性意義，透過本展覽的呈現，除提供日本社

會對於臺灣土地、歷史與文化之認識，也增進同位在環太平洋地震帶上的兩國民

眾，藉由地震這個共同的社會議題，有更深一層的彼此了解。 

       (2)開幕典禮 

展覽於 2017 年 1 月 11 日日本時間上午 10 時舉行開幕式，臺灣由臺北駐日

經濟文化代表處謝長廷代表及本館王長華館長，與歷博久留島浩館長等人發表

開幕致詞。臺日雙方代表皆期許透過此次兩國的國立歷史博物館之展覽交流合

作，更深化兩國之間彼此認識及友誼；歷博久留島館長也表示本次臺日兩館結合

地震學及歷史學等文理融合型的共同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不僅開啟博物館新的

研究課題，也為未來臺日文化互動面向帶來更多可能性。 

展覽順利開幕後，接著由本展之歷博策展人荒川章二教授、原山浩介教授向

當日採訪媒體及貴賓進行展覽介紹及說明導覽，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謝長

廷代表及本館王長華館長也分別代表臺灣最高文化機構文化部以及本館接受日

本媒體採訪，向日本媒體說明臺灣在日本文化交流推動，以及本展覽對於臺日文

化交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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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と日本—震災史とともにたどる

近現代国際展示」開幕式全體合照 
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謝長廷代表、歷

博久留島浩館長、本館王長華館長、歷博

策展人荒川章二教授(由左至右) 

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謝長廷代表致

詞 
歷博策展人荒川章二教授展示導覽 

「台湾と日本—震災史とともにたどる

近現代 国際展示」展場 
「台湾と日本—震災史とともにたどる

近現代 国際展示」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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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王長華館長接受日本媒體採訪 

 
 
 
 
 
 
 
 
 
 
 
 
 
 
 
 
「台湾と日本—震災史とともにたどる

近現代国際展示」 

       2、歷博調查參訪 

      展覽開展 1 月 11 日當日下午，則以共同調查歷博的近現代資料與臺灣原

住民文物為主。雙方出席者除本館館長與研究員之外，歷博方面出席者則為久

留島浩館長、西谷大教授、荒川教授、原山浩介副教授等。歷博所藏之近現代資

料，包括了若干與 1895 年事件有關的百撰百孝畫報，以及若干設計圖，如鵝鑾

鼻燈塔、臺南醫院與臺灣神社等。相對來說，歷博收藏的臺灣原住民物件，為數

豐富，泰雅族 58 件，阿美族 17 件，布農族 19 件，排灣族 161 件，雅美族 61

件，總數共約 316 件，為三十餘年前，歷博成立之初，由日本文化廳移轉而來，

文化廳之前的來源，則尚待釐清。 

    本次調查重點為本館研究人員較為熟悉的排灣族物件為主。根據歷博登錄

資料顯示，本批物件來自於屏東縣三地門，至於其他欄位訊息則闕之乏如。 

    經檢視之後，歷博的排灣族文物，反映了排灣族豐富的物質文化，包含了頭

飾、服裝、刀具、煙具、陶器、火藥罐等物件，乃至於為因應觀光化與產業化需

求而生產的紀念物，除反映族群內部的階級、家族、性別等社會文化現象，以及

近百年來，部落被捲入以觀光化為主的經濟行為之外，同時，亦有幾項值得後續

討論的課題。 

    其一、一百多件的排灣族物件，實則包含魯凱、卑南等族的物件，這可能是

過去的分類觀，曾經將魯凱族與卑南族放在排灣族的分類中理解，但以當代的

族群分類與認同來說，這樣的分類法，顯然需要重新檢視。其二、這批物件反映

了變動中的部落的文化與產業。這批物件判斷應該都是日治時期之後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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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不因時間未遠，而失其價值，例如傳統服飾係由琉璃珠裝飾，但是 1960 年

代，塑膠製品出現的時代，由於易於延展加工與多種色彩的特性，曾短暫大量運

用於服飾中，但時間並未持續太久，此類型物件，目前在臺灣已很少見。其三、

1920 年代起的觀光化，促使原住民物件的用途，增加了提供觀光客需求的商品，

排灣族的物件中，亦可見類似的改變，更有意思的是，這些因應新需求的創作，

可能反過來，成為一種新典範，影響部落內部的物質文化。 

    此三項議題，均值得繼續追蹤，後兩點更具有明顯的歷史觀點研究取向，是

可作為臺日兩個歷史博物館日後雙邊研究得以共同對話的基礎。 

 

歷博臺灣原住民館藏 本館王長華館長勘察歷博典藏庫房館藏臺

灣原住民服飾紋飾 

 

       2、拜會「文化部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臺灣文化中心」 

本次由本館館長領軍赴日出訪，2017 年 1 月 13 日拜訪文化部臺北駐日經濟

文化代表處的臺灣文化中心，由朱文清主任接待，會中討論未來如何於日本推廣

臺灣文化及歷史議題。該中心定期播放臺灣相關電影，根據朱主任表示，每次有

電影播放會或相關展演活動，多數是爆滿之情形，當日適逢電影播放會，參與者

甚多，除少數臺灣人外，亦有許多日本人參加，顯見日本對於臺灣文化有興趣之

日人不在少數。 

朱主任帶領本次參訪團隊前往該中心附近之千代田日比谷文化圖書館參觀，

該館藏有曾任臺灣民政長官及總督之內田嘉吉文庫，包含該文庫之研究室共收

藏 2 萬冊書籍，其中許多為臺灣史料相關書籍，為重要臺灣史研究寶庫。 



 11

本館王長華館長(左二)等拜訪文化部臺北

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的臺灣文化中心朱

文清主任(左一) 

參訪日比谷文化圖書館 

 

    3、考察博物館行程 

(1) 東京國立博物館 

    1 月 12 日下午的參訪行程，則為成立於 1872 年的東京國立博物館，館方由

錢谷真美館長、東洋美術史專長的松本伸之副館長出面接待，除參觀本館、法隆

寺寶物館、東洋館與平成館等處的展覽外，並由總務部長栗原祐司與學藝研究

部考古室長白臼克也、小野塚拓造研究員、豬熊兼樹主任研究員陪同下，參觀該

館典藏之臺灣原住民文物。 

   當館所藏之臺灣原住民物件取出至研究室供調查研究者，主要為排灣族、魯

凱族、卑南族、雅美族為主，種類包括刀、門板、服飾、船模型、盤等物件，文

物來源主要為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提供，此時東博稱為東京帝室博物館，

另外的來源則為民間捐贈，白臼解釋有許多曾去過臺灣的日本人，因為對原住

民文物有興趣而購買，其過世後由後代捐出。 

    其中，來自總督府民政部的原住民文物，應來自日治時期原住民部落的調查

與採集，進館時間則集中在 1906 年前後之資料頗多。其中，標示為出自屏東南

排灣內文社（位於獅子鄉），一件由雲豹所製的上身無肩服飾，最吸引人注意，

該件衣服具有運用紅、黑色等南排灣特色，初步研判衣物所有人，若非貴族階

層，便是善於調和鼎鼐、擅打獵或耕種而為人敬重之人。 

    另外，有為數豐富的雅美族文物，其中有艘約莫 120 公分的船，進館時間亦

為二十世紀初期，只是以此尺寸觀察，這絕非可使用於航行的船，換言之，這艘

船具有展示、賞玩或者信仰等功能，排除雅美族並未以船為祭祀對象，如果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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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等功能，則有理由可以相信，雅美族的製船工藝，可能因為收藏者的不同使用

取向，而配合其所需，製作出不同類型尺寸的成品。一般來說，雅美船在 1920

年代之後，因應觀光化需求，而開始製作了提供觀光客需求的船模型，但東博收

藏的船，顯然早於觀光化潮流來臨前，換言之，日治初期或因為博物館展示的需

求，雅美族因此為此需求而製作了此艘船。對於理解 20 世紀，因為博物館展示、

觀光化的商業需求等因素，而造成原住民工藝變遷的原因，此項問題值得進一

步思考。 

 

參訪東京國立博物館與錢谷真美館長交

流情形 

 
 
 
 
 
 
 
 
 
 
參觀東京國立博物館館藏之臺灣原住民

文物 

       (3) 江戶東京博物館 

    1 月 14 日在等待回程班機前，特抽空前往江戶東京博物館，該館屬於介紹

東京歷史之博物館。其展示特色除大量研究圖表及物件外，以大型人形塑像及

造景為主要特色，特色為容易維護及容易與觀眾親近。該館雖然成立 20 餘年，

惟於常設展仍時有創新，如近年來日本博物館界強調之刺激知覺，強調可以看

可以觸碰、感覺的博物館展示，因此該館設計了許多互動裝置，讓觀眾可看、

碰、體驗、感覺之用，更能貼近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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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戶東京博物館常設展歡迎觀眾體驗

「抬一抬！」 

江戶東京博物館常設展歡迎觀眾體驗「請

走進內！」 

 
 
 
 
 
 
 
 
 
 
                                                                           

江戶東京博物館常設展歡迎觀眾體驗「拿起來聽一聽」 

 

(二) 辦理本館「地震帶上的共同體：歷史中的臺日震災特展」展覽檔之日本借

展文物取件 

    本國際展覽交流計畫之本館展覽檔「地震帶上的共同體：歷史中的臺日震

災」特展，2017 年 6 月 27 日至 12 月 3 日於本館展出，2016 年展覽策劃期間已

規畫完成向日本東京都復興記念館、筑波大學、歷博等單位出借文物來臺展出，

並在確認同意借展後，在臺已陸續辦理完成借展文物之佈展規劃、保險、簽約等

借展事務，並委託專業國際文物包裝運輸公司辦理本次借展臺灣與日本間取件

與還件往返之國際運輸業務，本館策展相關人員亦於 2017 年 5 月分 2 趟(第 2

趟及第 3 趟)赴日辦理上開借展文物取件之檢視、點交、包裝等作業，詳述如下： 

1、筑波大學取件 

(1)前言 

    日本 2011 年發生 311 東日本大地震，地震引起超級大海嘯，造成東日本傷



 14

亡災情慘重，尤其位在福島双葉町地區遭受到 311 地震、海嘯及核電事故的傷

害。而位在茨城縣的筑波大學「図書館情報メディア系」(圖書館情報媒體系)所

屬的「知的コミュニティ基盤研究センター」(知的社區基盤研究中心)在日本 311

東日本大震災中，對於位在震災區福島双葉町之重建復興支持著力甚深，2013

年發起「福島縣双葉町東日本大地震資料保全和調查研究計畫」，這個計畫從文

化的角度為双葉町當地社區記錄和保存這場重大地震災後人心互動與修復的種

種災難經驗與記憶，期望能夠提供日本受災各地與人群們未來再生的力量。為

了忠實闡釋日本當代社會面對災難之社會復興能力，特於 2016 年來日洽談商借

見證福島双葉町復興重建之物件，於本館展覽檔當中分享這段經驗，期待透過

在臺展出日本 311 災後從療癒、復興到再生的過程與物件，使臺灣觀眾看見得

以借鏡，並更深刻體會日本社會面對災難的集體復興過程及能量。 

    目前由日本筑波大學震災救援計畫所管存的 311 東日本大震災之福島縣双

葉町相關物件實為双葉町役場(公所)所有，本館 2016 年已先行接洽筑波大學該

計畫主導「図書館情報メディア系」所屬的「知的コミュニティ基盤研究センタ

ー」，並由其代為聯繫福島県双葉町役場(公所)，取得所有權双葉町役場(公所)及

管存筑波大學雙方的同意及支持，同意借展赴臺展出。 

(2) 借展文物點交情形 

    本次赴日第 2 趟由本館丘世馨助理研究員，及本館委託臺灣以及日本之國

際包裝運輸廠商、翻譯等，並由歷博樋浦鄉子教授陪同，於 5 月 17 日赴筑波大

學辦理文物取件，日方為筑波大學白井哲哉教授與福島県双葉町教育委員会学

芸員吉野高光先生分別代表代管方及借出方，與本館辦理借展文物移交。 

    首先進行借展文物現有狀況勘察與記錄，筑波大學所商借之文物屬當代物

件，如山車牌示、鯉魚旗與告示牌等，製作方式複雜且材質特殊，因此點交時檢

視文物狀況則以結構性為主，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本館人員須盡量描繪與文

字記錄明顯的缺損與特殊狀況，其餘則搭配相機拍攝。雙方也同時確認借展文

物組裝與佈展方式，另因這些當代文物如山車牌示原先使用時已有破洞與缺損，

甚至吊掛柱體的塑膠繩也不堪負荷，該單位人員特別交代勿使用原先的繩子吊

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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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波大學等告知物件懸掛之塑膠繩狀況

不佳 
日方運輸廠商於完成狀況點交後，進行

包裝 

 

 

 

 

 

 

 

 

 

 

雙方人員檢視鯉魚旗狀況，此件鯉魚旗長達 500 公分，點交現場無適用的桌子，只好

落地概略性地檢視，除了黑色顏料處有硬化現象，其餘無明顯缺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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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避免文物於國際運輸過程中損壞，因此所有借展文物以單件內包裝，內包

裝完成後再將數件裝入紙箱內。下圖為外地受災民眾製作的祈福千紙鶴，雖然

是當代物件，仍比照博物館專業規格包裝，以和式軟棉紙進行包覆，再放入量身

打造的紙箱中，使文物穩固、避免晃動。最後使用泡棉作為防震緩衝材放入內

箱，借展品外包裝木箱上會標示方向、箱號、開啟面及其他如「易碎」、「朝上」

等相關標示。 

 
 
 
 
 
 
 
 
 
祈福千紙鶴包裝方式 

 
 
 
 
 
 
 
 
 
 
 
 
 
 
 
其中 2 件「物品充足」與「缺乏物品」之告示牌，在當時 311 地震避難所使用的方

式是護貝後，再以白板筆於膠膜上頭填具所需與缺乏物品，因字跡容易擦除，在包

裝與展示時須特別留意，避免字跡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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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取件 

(1) 前言 

    歷博是日本歷史之國家級博物館，專責研究和展示日本歷史與民俗文化，本

館展覽檔除向東京都復興記念館借展關東大地震相關立體類文物展品，亦向歷

博借展包含江戶時期前、後及近代等地震相關鯰繪、瓦版、文獻等紙本類文物來

臺於本館展覽檔當中展出。 

(2) 借展文物點交情形 

本次赴日第 2 趟由本館丘世馨助理研究員，及本館委託臺灣以及日本之國際包

裝運輸廠商、翻譯等，於 5 月 18 日赴歷博辦理文物取件，日方為研究部大九保

純一教授，代表借出方與本館辦理借展文物移交。 

    首先雙方確認借展文物組裝與佈展方式，由本館人員逐件進行借展文物狀

況檢視繪製，將文物各種缺損、裂痕等狀況用文字、繪圖及拍照記錄，並拍攝工

作照，以確保文物運送到臺灣時，與原本的狀況相同。例如其中歷博所商借的

「鯰繪」屬平面紙質文物，包裝方式先以和式軟棉紙覆蓋，在文物上下方加上無

酸紙板保護。由於此類型「鯰繪」長期展出易褪色，因此本次展覽，將每 2 個

月進行換件；在包裝時，也會將相同展期的展品，放入同一個量身打造的無酸紙

盒中，避免晃動及便於換展，再於紙盒貼上各物件的照片與身分資料，便於確認

箱內的展品。 

 

本館人員正確認「錢達摩」鯰繪的狀況 以和式軟棉紙覆蓋，在文物上下方加上無

酸紙板保護 

    最後文物完成點交，即由日方運輸包裝廠商進行包裝與裝箱，完成後再將大

小紙箱、紙盒，放入木箱內，本館文保人員貼上本館的封條，準備空運到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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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運輸包裝廠商進行包裝與裝箱 

 
 
 
 
 
 
 
 
 

 
                                      本館人員貼上封箱封條 

 

3、東京都復興記念館取件 

(1) 前言 

    東京都復興記念館位於橫網町公園內，該公園原為日本陸軍被服廠遺址，

1922 年被服廠遷移後預計規劃原都立公園，1923 年 7 月開始改建。然於 1923

年 9 月 1 日上午，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芮氏規模達 7.9，該次地震總死亡、失

蹤達 14 萬 2,800 人，帶給當時日本首都地區極大傷亡。地震發生當時附近居民

紛紛攜帶家當前往陸軍被服廠遺址避難，未料家具失火，加上風勢助長形成旋

風，因此瞬間變成火海，當場死亡者高達 3 萬 8 千餘人。遺體即在此處火化，

並興建臨時慰靈堂收容大量遺骨，1930 年納骨塔完工，1931 年復興記念館完工，

此處也成為東京的重要負面記憶遺產的重要之紀念地。 

    歷史上自 1895 年至 1945 年間臺灣為日本統治時期，期間臺灣發生數次造

成極大毀損的大型規模地震，日本時代可說是開啟臺灣近現代化救援體系之濫

觴，本館展覽檔當中展示內容特於戰前部分規劃 1935 年當時為日本殖民地臺灣

的臺中州大地震與 1923 年日本關東大地震情形，對照日本本國與其殖民地臺灣

之間的救災體系，以及兩地人民面臨地震時的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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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都復興紀念館故收藏了許多珍貴的關東大地震文物，該單位以往僅在

日本國內單位展出，此次借展海外為近百年來首次，經過其上級機關東京都惠予

同意借展。由本館典藏文保人員黃瀞慧研究助理，及本館委託臺灣以及日本之國

際包裝運輸廠商、翻譯等，並由歷博荒川章二教授陪同，於 5 月 22 日配合該館

閉館日赴東京都復興紀念館辦理文物取件，日方為東京都復興紀念館所屬之橫

網町公園管理所山口善正所長分別代表借出方，與本館辦理借展文物移交。 

(2) 借展文物點交情形 

    點交首先雙方確認借展文物組裝與佈展方式，由本館人員逐件進行借展文

物狀況檢視繪製，將文物各種缺損、裂痕等狀況用文字、繪圖及拍照記錄並拍攝

工作照，以確保文物運送到臺灣時，與原狀況相同。 

    東京都復興紀念館所商借之文物主要為 1923 年日本關東大地震受災相關文

物，如食器、茶碗、釘子熔塊等，這些文物因經過自然災害的力量，有別以往正

常的使用狀態，加上該單位並無充足人力能定期維護，故，上面仍附著碎屑、塵

土，以往對於這樣的文物會加以除塵，但考量需保留它當時的使用脈絡，加上與

該單位人員溝通後，僅需適度地除塵。左下圖所檢視的文物是地震引發火災後所

燒熔的貨幣，前面放著另一件文物水壺，都因為火災嚴重變形，故形狀極為不規

則，且容易鬆脫。右下圖則為一組美國贈與的醫療用具，須記錄內部用具數量與

組合方式，避免取出後，無法復原。 

 

檢視燒熔的貨幣 記錄內部醫療用具數量與組合方式 

     

    下圖這件文物是關東大地震後東京開始新的都市計畫、設置公園的宣傳圖，

尺寸頗大。為了避免運送過程中玻璃破碎，因此日方運輸包裝廠商在玻璃表面貼

上專用膠帶。由於木框結構不穩，為了展覽時吊掛的安全，也與該館人員確認後

續展示將會將文物換至新作的木框，待卸展歸還前，再換回原始木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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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運輸包裝廠商在玻璃表面貼上專用膠帶 

     

   點交完成後，趁日方運輸包裝廠商正進行包裝時，雙方點交人員於狀況紀錄

表與點交總清單蓋章。 

 

點交完成後，雙方於狀況紀錄表蓋章 

 

4、借展文物以國際運輸來臺 

    以上三處借展地點完成借展文物點交、包裝完成取件後，文物由委託之日本

文物包裝運輸公司進行國際運輸之木箱包裝作業，84 件文物展品總計裝入 9 大

木箱。包裝完成後與臺灣運輸公司共同接續辦理託運、空運、日臺國際出入報關

的等運輸業務，5 月 26 日文物搭乘 NH8441 中華航空班機來臺，文物於桃園機

場機邊放驗出關後直接托運到本館安放靜置，並申請 5 月 31 日海關到館驗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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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到館以抽驗方式隨機點選欲抽驗文物，再由包裝運輸公司取出該文物供海

關人員確認是否符合報關之文物清冊，待點驗完成後進行開箱作業。開箱後將

文物逐件取出，由本館展示人員核對清冊、典藏文保人員確認所有借展文物狀

況後，將文物安全穩固地置放於儲存櫃上靜置，靜待後續展覽佈展前置準備工

作，如期展出於國人面前。 

 

日本運輸包裝公司為 84 件展品文物量身

訂做航空運輸木箱 

同一單位之借展文物裝入同一木箱 

文物運抵臺灣下機入關 於海關機邊放驗後貼上海關封條，待後續

到館驗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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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關後文物於清晨運抵本館 文物下貨移往文物備展室 

文物下貨後置放於文物備展室靜置數日，

以適應臺灣氣候，並等待海關到館驗關 

5 月 31 日海關到館驗關 

 

 

 

 

 

 

 

 

驗關完成後取出文物盤點文物狀況，並安置放於儲存櫃上等待後續佈展施作 

 

(三) 辦理本館「地震帶上的共同體：歷史中的臺日震災特展」展覽檔之日本借



 23

展文物還件 

1、文物返還之狀況檢視、包裝、載運 

    本館展覽檔之日本借展文物於 2017 年 12 月 3 日展畢後進行卸展作業，將

文物逐件自展場安全卸下移入文物備展室，為避免後續返回日本運輸過程，文

物通關於機場開箱點驗，環境溫濕度變化對文物造成損傷，前已函文財政部關

務署臺北關快遞機放組申請免驗放行通關等報關手續，自展場卸下之文物，由

本館策展人員依據清冊清點數量、典藏文保人員確認所有借展文物狀況無誤後，

再點交由運輸包裝公司進行文物包裝、入箱及裝入國際運輸之木箱、貼上封條，

12 月 6 日由文物運輸公司以溫濕度控制運輸車押運至桃園機場復運出口，搭乘

中華航空 12 月 7 日上午 NH8442 班機復返回日本。本館展示人員、典藏文保人

員亦同時準備第 4 趟於 12 月 10 日赴日接手辦理各借展單位之還件作業。 

 

借展文物卸展後本館典藏文保人員進行

文物狀況檢視與確認 

文物狀況確認完成後，文物交由包裝運輸

公司進行包裝 

文物包裝原則上依據原包裝包回，並依據

現狀做安全加固調整 

包裝完成等待拖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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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箱上貨至溫控氣墊車 出發啟運至桃園機場 

       

       2、文物返還之狀況檢視、點交歸還 

    2017 年 12 月 11 日、12 日、13 日，分別返還東京都復興紀念館、筑波大

學、歷博等借展文物。還件作業在共同主辦單位歷博的樋浦郷子教授及荒川章 2

位教授陪同之下，於與各單位約定還件當日，日本運輸包裝公司將文物送抵，由

本館文保人員、展示人員與借展單位人員逐件點交，首先由包裝運輸公司拆箱

取出文物，交由本館策展人員及典藏文保人員核對清冊確認，再交由借展單位

代表人員仔細確認文物現狀況是否符合取件時狀況報告，在逐件確認件數及文

物狀況無誤後，雙方於點交狀況報告冊上簽章，順利完成點交返還工作。 

 

2017 年 12 月 11 日第 1 站返還東京都復興

記念館文物 

借展文物安全運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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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箱取出文物 東京都復興記念館由森田祐介學藝員負

責與本館點交，逐一檢視確認返還文物 

檢視文物 核對文物狀況表 

2017 年 12 月 12 日第 2 站於筑波大學返還

福島双葉町役場所有之文物 

文物包裝運輸公司拆箱取出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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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物所有人福島県双葉町教育委員会

代表學藝員吉野高光先生及筑波大學白

井哲哉教授負責與本館點交 

福島県双葉町教育委員会學藝員吉野高

光先生及筑波大學白井哲哉教授逐一核

對、確認文物狀況 

檢視文物 點交完成後，雙方於狀況紀錄表核章 

2017 年 12 月 13 日，第 3 站於歷博返還文

物，由原山浩介教授代表負責與本館點交

逐一核對文物狀況表，確認文物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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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建議 

一、瞭解海外臺灣原住民相關蒐藏資源，開創未來臺灣原住民歷史研究契機 

        本出國計畫第 1 趟參訪行程除進行與歷博合作策展之特展開幕外，亦參觀

該館所藏原住民文物，東京國立博物館亦有為數豐富的臺灣原住民館藏，誠如同

地震展的交流，跨國合作都起於合作研究，乃至共同展覽，下階段兩館間的合

作，臺灣原住民文物的歷史研究是一個可以期待的方向，相信將可釐清百年來部

落社會與外部互動過程中，如何影響部落物質文化發展。 

二、發揮文物保存業務於策展之功能 

        為掌握文物於點交、運輸、展覽期間與歸還時狀況，本館於點交時，會繪製

詳細的狀況紀錄表並拍照作記錄。同時為了在展示時能顧及這些文物結構性的

安全與視覺美感，針對筑波大學與東京都復興紀念館所商借的文物，在徵詢該單

位人員的同意下，將部分文物的摺痕攤平與斷裂處嵌折處理；並在筑波大學提醒

山車牌示的柱體吊掛方式下，本館亦特別留意並改以無酸棉繩懸掛，甚至在運

輸、抵達本館或卸展過程中，原先黏著於文物上的標籤（原已快脫落）或碎屑掉

落，本館人員都小心收存，歸還時再交還日方單位，並說明做了哪些處理，也因

此讓日方見識本館對於商借文物的用心與重視程度，並也感謝本館協助讓文物

狀況更穩固。 

三、致力建立國際良好資源合作管道 

        本國際展覽交流自計畫成形到展覽完成共歷時 2 年餘，期間策劃國際交流

展覽，從臺日雙方主辦單位間互相共事，到雙方分別在陌生國度彼此支援資源，

這整體是相互磨合、理解、協助，由多方齊力共構完成的一項工作，當中牽涉到

不同國家之間工作方式、法規、民情等多面向認識與執行，包含不同國家觀眾的

特性民情、該國文化機關對於文物資料詮釋、應用的觀點，甚或者行政面向有關

借授契約的模式等等，皆與我們所在的臺灣有很多的不同，在這過程當中讓執行

業務的我們不僅開拓目光與視野，也得以檢視、調整箇中自我，經由這次國際交

流共事經驗，將建立跨國文化機構間資源連結與互動合作的良好管道，並互為夥

伴友館關係，有助於本館未來長期國際合作之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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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一、展覽文宣 

 

特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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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頁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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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展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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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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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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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展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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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新聞剪報資料 

標題：台史博「地震帶上的共同體」特展 回顧台日地震歷史 

日期：106/6/27 

網站：ettoday 

網址：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627/954400.htm 

台史博「地震帶上的共同體」特展 

回顧台⽇地震歷史 

▲國⽴台灣歷史博物館與⽇本國⽴歷史⺠俗博物館合作，27⽇起推

出「地震帶上的共同體：歷史中的台灣⽇震災」國際特展。（圖／

台史博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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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林悅／南市報導 

國⽴台灣歷史博物館與⽇本國⽴歷史⺠俗博物館合作，27 ⽇起推出

「地震帶上的共同體：歷史中的台灣⽇震災」國際特展，展出地震

傳說圖繪、⽂獻檔案、災難影像紀錄、震災留存物件，帶觀眾看⾒

同樣⾯臨地震災害的台灣與⽇本，對地震的不同⽂化想像，以及震

災對於社會⽂化的影響及相關記憶的保存。 

難得的是，這次的展覽從⽇本借展了許多⾸次來台的展品，包括國

⽴歷史⺠俗博物館精彩的江戶時期的地震鯰繪；⽽筑波⼤學借展的

跨越國界關懷 311 東北⼤地震後的避難所及祈福物件，據悉是 311

地震後⽬前唯⼀有計畫性留存震災後的⽣活物件；東京都⽴橫網町

公園復興記念館收藏的⽇本 1923 年關東地震的災難物件，如⽕災

造成的變形器物、臨時避難所的⽣活物件、⼩朋友震災經驗的畫作

也將⾸次在海外亮相。 

⽽由台史博協助搶救保存的 2016 年台灣 206 南台灣⼤地震⽂物也

即時在展覽中呈現，透過物件，讓⼤家⼀起⾒證歷史。 

這些精彩的展品，主要透過台史博與⽇本國⽴歷史⺠俗博物館從 2

年前開始建⽴的夥伴關係所彙集⽽成，透過交流互訪，交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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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解讀台、⽇地震相關史料，並以展覽合作的⽅式帶領台、⽇兩地

觀眾，看⾒不同⽂化下的地震史與震災記憶。 

今年 1 ⽉ 11 ⽇歷史⺠俗博物館率先推出「台灣與⽇本̶與震災史同

步回顧近現代」特展，本次則由台史博推出「地震帶上的共同體：

歷史中的台⽇震災」特展，展覽開幕式在⽇本 311 地震等紀念歌曲

中揭開序幕，由⽂化部鄭麗君部⻑及台史博王⻑華館⻑，與⽇本歷

博久留島浩館⻑等⼈共同剪綵，鄭麗君部⻑表⽰，此次兩國的國家

級歷史博物館的交流合作，以公眾歷史的⾓度發掘與⺠眾息息相關

的歷史及經驗，不但與⽂化部推動的建⽴、保存國⺠記憶概念相

符，也開啟跨國雙邊學術與⽂化領域新的研究課題，為未來台、⽇

⽂化互動開創出更多可能性，持續發展值得期待。 

在台灣的展品中，最值得⼀提的是台史博在 2016 年南台灣 206 地

震中，與台南市政府共同合作，協⼒從現場搶救回許多⺠眾的⽣活

記憶物件，經由台史博的緊急處置、修護、建檔後，持續辦理物件

招領。台史博王⻑華館⻑表⽰，深耕公眾歷史，為當代典藏是台史

博的使命之⼀，⾝為保存台灣歷史的當代博物館，在遇到 206 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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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台史博即刻意識到做為⼀個位於台南的國家博物館，我們責無

旁貸。 

關鍵字：台史博﹑地震﹑共同體﹑特展台⽇﹑地震歷史 

 

 (完) 

 



1 
 

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新聞剪報資料 

標題：Earthquake expo 

日期：106/6/27 

網站：focustaiwan 

網址：http://focustaiwan.tw/photos/20170627/enp0004m.aspx 

Earthquake expo 

2017/06/27 

 

Visitors examine a poster displayed at an exhibition titled "In the Same 
Seismic Zone, Earthquake Disaster of Taiwan and Japan in History"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in Tainan, southern Taiwan, on 
Tuesday. The event is scheduled to run until Dec. 2. CNA photo June 
27, 2017 
※This website's conten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ext, images and 
video, cannot be reproduced, retransmitted or publicly broadcast without 
the authorization of CNA.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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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新聞剪報資料 

標題：地震帶上的共同體 台、日地震歷史即日起台史博展出 

日期：106/6/27 

網站：hinet 新聞網 

網址：http://times.hinet.net/news/20267525 

地震帶上的共同體 台、日地震歷史即日起台

史博展出 

教育廣播電台 2017/06/27 11:32(20 小時前)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從即日起，展出回顧台日地震歷史的地震帶上的共同體

特展，特展中展出日本 311 大地震及南台灣 206 地震所留下的地震文物，透

過 物 件 帶 參 觀 的 民 眾 一 起 看 見 那 段 歷

史。                                           

 (記者林祺宏採訪報導) 

在天搖地動的地震過後，我們可以留下甚麼樣的記憶呢?於台南的國立台灣歷

史博物館和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合作，即日起推出「地震帶上的共同體：

歷史中的台灣日震災」國際特展，展出地震傳說圖繪、文獻檔案、災難影像紀

錄、震災留存物件，帶觀眾看見同樣面臨地震災害的台、日對地震不同的文化

想像，文化部長鄭麗君開館日和台史博館長王長華及日本歷博久留島浩館長共

同為特展剪綵，鄭部長表示，這次兩國的國家級歷史博物館的交流合作，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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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跨國雙邊學術及文化領域新的研究課題，為未來台、日文化亙動開創出更多

的可能性。 

  

這次特展從日本借展了許多首次台來的展品，包括日本 311 大地震及 1932 年

關東地震的生活及災難物件，而台史博則展出由館內搶救及保存的台灣 206 大

地震的相關文物，透過物件，也讓我們見證歷史。展覽從即日起到 12 月 3 日

在四樓特展室展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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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新聞剪報資料 

標題：地震帶上的共同體 台日博物館攜手呈現 

日期：106/6/27 

網站：nownews 

網址：http://www.nownews.com/n/2017/06/27/2582092 

地震帶上的共同體 台日博物館攜手呈現 

 
▲日本國立民俗博物館久留島浩館長介紹本次來台的展品「鯰繪」。（圖／文

化部提供） 

台南的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與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合作，自今（27）日起

推出「地震帶上的共同體：歷史中的台灣日震災」國際特展。帶領觀眾看見同

樣面臨地震災害的台灣與日本對於地震的不同文化想像，以及震災對社會文化

的影響及相關記憶的保存。 

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專程帶來多件首度在台展出的作品，如江戶時期的地

震鯰繪；筑波大學借展的跨越國界關懷 311 東北大地震後的避難所及祈福物

件；東京都立橫網町公園復興記念館收藏的 1923 年關東地震的災難物件，有

火災造成的變形器物、臨時避難所的生活物件、小朋友震災經驗的畫作也首次

在海外亮相。 

而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則展出在去年發生 2016 南台灣大地震時，從災情狀

況最嚴重的台南永康區現場所搶救的民眾生活記憶物件，經由台史博的緊急處

置、修護、建檔後，也持續辦理物件招領。期待藉由本展覽開啟民眾從整體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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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綜觀的角度，深刻審視自身與自然土地的關係，並提醒大家及下一代體認天

然災害風險，並以堅定與豁達的態度面對未知的災難。 

本展覽自即日起展至 12 月 3 日，展覽期間多場講座也歡迎民眾參加，詳細

活動請至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查詢 http://www.nmth.gov.tw/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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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新聞剪報資料 

標題：台日博物館合推特展 回顧地震歷史 

日期：106/6/27 

網站：中央通訊社 

網址：http://www.cna.com.tw/news/ahel/201706270169-1.aspx 

台日博物館合推特展 回顧地震歷史 
發稿時間：2017/06/27 13:21 

最新更新：2017/06/27 14:07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27 日起推出由台、日雙方合作的「 地震帶上的共同體」特展，文

化部長鄭麗君（右）出席 開展儀式並參觀展覽。 中央社記者楊思瑞攝 106 年 6 月 27

日 

（中央社記者楊思瑞台南 27 日電）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今天起推出

「地震帶上的共同體」特展，向日本借展了許多首次來台的展品；

還有在 0206 大地震中搶救保存的文物，多名維冠大樓的住戶今天也

出席開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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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與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合作，今天起推出

「地震帶上的共同體」國際特展。邀請文化部長鄭麗君、日本國立

歷史民俗博物館館長久留島浩、及在 0206 地震中倒塌的維冠大樓受

災戶出席開展儀式。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與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合作， 27 日起推出「地震帶上的共同

體」國際特展，展出不少 首次來台的展品。 中央社記者楊思瑞攝 106 年 6 月 27 日 

台史博館長王長華表示，這次特展從歷史及文化層面，梳理了台灣

與日本從 19 世紀以來的震災史，以並置、對照方式帶領觀眾認識

台、日兩地面對地震災難的異同。從中可看到台、日兩地如何逐步

面對地震，並建立起救災體系。 

 

久留島浩表示，從 1995 年至今，台灣發生了 2 次大規模地震災害，



3 
 

日本則有 8 次，兩地的大地震可說有相當的連動關係。希望將來持

續進行史料及其他研究的擴大交流，希望對防災科技的發展也有幫

助。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27 日起推

出「地震帶上的共同體」 特展，展出多件在 2016 年 0206 大地震的相關文物。 中央社

記者楊思瑞攝 106 年 6 月 27 日 

鄭麗君表示，在這次特展中可看到博物館扮演震災記憶保存的角

色，在救災過程中努力保存受災戶生活的相關文件，經過重整後還

給家屬；希望透過這些記憶的保存，可以找到重生的力量，鼓勵受

災戶勇敢生活下去。 

 

她說，在展覽中也可看到台日兩地在地震災害中的經驗與學習，彼

此互相鼓勵，希望在未來透過更有系統的方式，面對地震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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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開展儀式的維冠大樓受災戶劉怡辰表示，台史博把許多受災戶

的照片、生活物品搶救保存下來，讓許多受災戶家屬心存感激。現

在還有一些電腦硬碟裡的資料，希望能順利還原出來，讓相關家屬

認領，也許還有些珍貴的記憶資料在裡面。1060627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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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新聞剪報資料 

標題：地震傳說 台日想像大不同 

日期：106/6/27 

網站：中華日報新聞網 

網址：http://www.cdns.com.tw/news.php?n_id=1&nc_id=170448 

地震傳說 台日想像大不同 
記者林雪娟／台南報導 2017-06-27 

 

日 本 地 震 頻 仍 ， 日 本 人 認 為 是 鯰 魚 作 怪 ， 透 過 獨 特 的 浮 世 繪 「 鯰 繪 」 ，

描 述 人 們 如 何 鎮 壓 巨 鯰 。  （ 記 者 林 雪 娟 攝 ）  

 天 搖 地 動 ， 是 誰 在 翻 身 ？ 台 灣 人 說 ， 發 生 地 震 是 地 牛 在 翻

身 ， 日 本 人 則 認 為 地 底 下 住 著 一 隻 大 鯰 魚 ， 平 時 在 睡 覺 ， 翻

身 時 或 興 風 作 浪 時 就 會 產 生 地 震 。 近 年 來 各 地 地 震 不 斷 ， 也

傳 出 災 情 ， 古 老 傳 說 ， 為 地 震 增 添 些 許 傳 奇 。  

 文 化 部 長 鄭 麗 君 表 示 ， 根 據 資 料 ， 台 灣 約 五 百 年 前 開 始 有

地 震 紀 錄 ， 然 日 本 約 在 西 元 四 百 年 時 就 開 始 有 地 震 發 生 記

載 ， 台 、 日 屬 於 地 震 帶 上 的 共 同 體 ， 而 有 趣 的 是 ， 台 、 日 的

地 震 ， 都 有 傳 說 和 文 化 想 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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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灣 人 說 地 震 發 生 乃 地 牛 翻 身 ， 在 日 本 也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日 本 民 俗 認 為 列 島 是 靠 一 條 巨 大 鯰 魚 支 撐 ， 魚 不 高 興

時 ， 尾 巴 一 甩 就 造 成 地 震 ， 又 叫 「 地 震 鯰 」 ， 這 項 說 法 在 江

戶 後 期 頻 頻 發 生 地 震 後 ， 深 入 日 本 人 心 ， 當 時 房 舍 、 農 田 被

毀 ， 甚 至 引 起 火 災 ， 造 成 數 萬 人 死 亡 ， 而 地 震 鯰 讓 日 本 人 又

愛 又 恨 ， 除 害 怕 它 帶 來 的 災 害 ， 卻 又 代 表 百 廢 待 舉 ， 可 以 浴

火 重 生 。  

 因 此 ， 江 戶 時 民 間 出 現 一 種 獨 特 的 浮 世 繪 「 鯰 繪 」 ， 內 容

五 花 八 門 ， 有 描 述 鎮 壓 巨 鯰 ， 甚 至 將 巨 鯰 擬 人 化 ， 相 當 有

趣 。 此 次 台 史 博 展 品 中 ， 有 數 件 相 關 浮 士 繪 展 出 ， 想 要 了 解

日 本 民 俗 傳 說 者 ， 可 以 前 往 參 觀 了 解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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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新聞剪報資料 

標題：台史博地震展 回顧台日震災史 

日期：106/6/27 

網站：中華日報新聞網 

網址：http://www.cdns.com.tw/news.php?n_id=1&nc_id=170449 

台史博地震展 回顧台日震災史 
記者林雪娟／台南報導 2017-06-27 

 

 台 史 博 地 震 特 展 展 出 去 年 ○ 二 ○ 六 地 震 中 被 震 毀 的 車 牌 ， 讓 人 回 憶 過

往 ， 無 限 傷 感 。  （ 記 者 林 雪 娟 攝 ）  

 台 灣 和 日 本 同 位 在 地 震 帶 ， 即 日 起 台 、 日 攜 手 於 台 灣 歷 史

博 物 館 共 同 推 出 「 地 震 帶 上 的 共 同 體 」 特 展 ， 除 跨 國 合 作 ，

一 起 回 顧 台 日 地 震 歷 史 ， 也 展 現 保 存 紀 錄 ， 呈 現 災 害 記 憶 。  

 昨 日 揭 幕 式 由 文 化 部 長 鄭 麗 君 、 台 史 博 館 長 王 長 華 、 日 本

歷 史 民 俗 博 物 館 館 長 久 留 島 浩 等 人 共 同 剪 綵 。 此 次 展 出 地 震

傳 說 圖 繪 、 文 獻 檔 案 、 災 難 影 像 紀 錄 、 震 災 留 存 物 件 及 台 日

民 眾 對 地 震 的 不 同 文 化 想 像 ， 以 及 震 災 對 於 社 會 文 化 的 影 響

及 相 關 記 憶 保 存 等 。  



2 
 

 這 次 展 覽 ， 也 從 日 本 商 借 許 多 首 次 來 台 展 品 ， 包 括 日 本 歷

史 民 俗 博 物 館 內 珍 藏 的 江 戶 時 期 的 地 震 鯰 繪 、 三 一 一 東 北 大

地 震 後 的 避 難 所 及 祈 福 物 件 ， 據 了 解 是 目 前 唯 一 有 計 畫 性 留

存 震 災 後 的 生 活 物 件 。 另 外 ， 包 括 一 九 二 三 年 關 東 地 震 的 災

難 物 件 ， 如 火 災 造 成 的 變 形 器 物 等 ， 也 首 次 於 海 外 亮 相 。  

 ○ 二 ○ 六 地 震 ， 台 史 博 人 員 搶 救 維 冠 大 樓 住 戶 的 用 品 ， 無

人 認 領 的 部 分 也 在 展 覽 中 呈 現 ， 如 車 牌 、 照 片 、 畢 業 證 書

等 ， 令 人 傷 感 ； 透 過 物 件 共 同 見 證 歷 史 ， 大 樓 倖 存 住 戶 代 表

昨 日 也 親 自 出 席 特 展 。  

 鄭 麗 君 指 出 ， 兩 館 以 公 眾 歷 史 角 度 發 掘 與 民 眾 息 息 相 關 的

歷 史 及 經 驗 ， 與 文 化 部 推 動 的 建 立 、 保 存 國 民 記 憶 概 念 相

符 ， 也 開 啟 跨 國 雙 邊 學 術 與 文 化 領 域 新 的 研 究 課 題 ， 為 未 來

台 、 日 文 化 互 動 開 創 出 更 多 可 能 性 。  

 特 展 從 歷 史 、 文 化 層 面 梳 理 台 日 十 九 世 紀 以 來 的 震 災 史 ，

從 以 往 地 震 被 視 為 神 話 傳 說 ， 到 災 後 社 會 面 臨 不 安 、 重 建 軟

硬 體 、 身 心 靈 等 ； 台 史 博 說 ， 藉 由 特 展 ， 希 望 所 有 人 省 思 人

類 與 自 然 、 土 地 的 關 係 ， 展 期 至 十 二 月 三 日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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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新聞剪報資料 

標題："地震帶上的共同體"特展 探台日震災 

日期：106/6/27 

網站：公視新聞網 

網址：http://news.pts.org.tw/article/362983 

"地震帶上的共同體"特展 探台日震

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B0a-KU64Vs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27 號起，推出"地震帶上的共同體"特展。除了日本來的

地震展品，還包含台南大地震中，搶救保存的文物，帶領觀眾認識台、日兩

地，如何面對地震災難。 

 
在療癒的歌聲當中，台灣歷史博物館推出的"地震帶上的共同體"國際特展，

正式開幕，這個由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與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合作，特

別展出台灣與日本從 19 世紀以來的震災史，並且以對照方式，帶領觀眾認識

台、日兩地面對地震災難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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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長 王長華== 

在 2016 年日本熊本大地震當中 

我們看到了博物館 

對於當代的文化財的保存 

我們盡上了什麼樣的力氣 

 
除了展出地震史的史料，這次還特別展出台灣以及日本的地震當中的歷史文

物，另外也收錄了去年台南 206 大地震的資料，這讓許多來參觀的維冠受災

戶百感交集。 

 
==維冠受災戶 李肅椊== 

藉由這次館藏的展出 

讓我們有一個紀錄 

算是一個生命紀錄 

把這個記憶變得比較不那麼痛 

 
而文化部長鄭麗君表示，從特展當中更可以看到博物館在震災當中，扮演的

角色是什麼，透過紀錄的保存，更可以讓災民找到重生的力量。 

 
==文化部長 鄭麗君== 

在裡面我們也看到了 

博物館扮演了 

一種賑災記憶保存的腳色 

那麼在賑災救災的過程 保存受災戶的 

相關承載個人家庭 記憶的物件 

經過整理之後 我們還給家屬 

希望透過這些記憶 

也找到重生的力量 

 
根據台史博資料顯示，從 1995 年至今，台灣發生了兩次大規模地震災害，

日本則有 8 次，兩地的大地震可說有相當的連動關係。希望將來持續進行史

料及其他研究的擴大交流，對防災科技的發展也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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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溫正衡 台南報導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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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新聞剪報資料 

標題：地震帶上的共同體 台、日地震歷史即日起台史博展出 

日期：106/6/27 

網站：國立教育廣播電臺 

網址：

http://eradio.ner.gov.tw/news/?recordId=39259&_sp=detail 

地震帶上的共同體 台、日地震歷史即日起台史博展出 
 於 2017-06-27 11:32:00 發佈 林祺宏 

 
 台史博 台日地震展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從即日起，展出回顧台日地震歷史的地震帶上的共同體特展，特

展中展出日本 311 大地震及南台灣 206 地震所留下的地震文物，透過物件帶參觀的民

眾一起看見那段歷史。                                           

 (記者林祺宏採訪報導) 

 
在天搖地動的地震過後，我們可以留下甚麼樣的記憶呢?於台南的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和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合作，即日起推出「地震帶上的共同體：歷史中的台灣日震

災」國際特展，展出地震傳說圖繪、文獻檔案、災難影像紀錄、震災留存物件，帶觀眾

看見同樣面臨地震災害的台、日對地震不同的文化想像，文化部長鄭麗君開館日和台史

博館長王長華及日本歷博久留島浩館長共同為特展剪綵，鄭部長表示，這次兩國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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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歷史博物館的交流合作，開啟了跨國雙邊學術及文化領域新的研究課題，為未來台、

日文化亙動開創出更多的可能性。 

  

這次特展從日本借展了許多首次台來的展品，包括日本 311 大地震及 1932 年關東地震

的生活及災難物件，而台史博則展出由館內搶救及保存的台灣 206 大地震的相關文物，

透過物件，也讓我們見證歷史。展覽從即日起到 12 月 3 日在四樓特展室展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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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新聞剪報資料 

標題：有片／地震帶命運共同體？ 台日合辦兩國震災特展 

日期：106/6/27 

網站：聯合新聞網 

網址：https://udn.com/news/story/7326/2549552 

有片／地震帶命運共同體？ 台日合

辦兩國震災特展 

想多了解台灣與⽇本近代主要地震造成的衝擊、災⺠記憶、遺

留的⽂物與影像紀錄嗎？台灣歷史博物館今天與⽇本國⽴歷

史⺠俗博物館合辦「地震帶上的共同體: 歷史中的臺灣⽇震

災」特展，跨國合作呈現災害記憶，回顧台⽇地震歷史，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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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2 ⽉ 3 ⽇，期間規劃多場專題講座，詳情可⾄台史博網站

查詢 http://www.nmth.gov.tw/。 

台史博館與⽇本國⽴歷史⺠俗博物館合作，今天起推出「地震

帶上的共同體」國際特展，展出地震傳說圖繪、⽂獻檔案、災

難影像紀錄、災難留存物件，帶觀眾看⾒同樣⾯臨地震災害的

台灣與⽇本地震的不同⽂化想像，及震災對於社會⽂化的影響

及相關記憶的保存。 

台史博表⽰，這次從⽇本借展許多⾸次來台展品，包括江戶時

期的地震鯰繪，筑波⼤學借展的跨越國界關懷 311 東北⼤地震

後避難所及祈福物件，是 311 地震後唯⼀有計畫留存震災後⽣

活物件。還有⽇本 1923 年關東地震的災難物件如⽕災造成的

變形器物、臨時避難所的⽣活物件、⼩朋友震災經驗的畫作，

也將⾸次在台亮相。 

台史博則展出去年台南⼤地震⽂物，透過物件⾒證歷史。這些

展品兩年前即由台史博與⽇本歷史⺠俗博物館合作彙集⽽成，

透過交流互訪，交換、研究與解讀台⽇地震史料，以展覽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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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觀眾看⾒不同⽂化下地震史與震災記憶。今年 1 ⽉已先在

⽇本推出「臺灣與⽇本̶與震災史同步回顧近現代」特展。 

這次展覽由⽂化部⻑鄭麗君、台史博館⻑王⻑華與⽇⽅⼈⼠剪

綵，鄭麗君表⽰，兩國國家級歷史博物館交流合作，以公眾歷

史的⾓度發掘與⺠眾息息相關歷史經驗，與⽂化部推動的建

⽴、保存國⺠記憶概念相符，也開啟跨國雙邊學術與⽂化領域

新的研究課題，為未來台⽇⽂化互動開創出更多可能，持續發

展值得期待。 

 
台⽇史博館合辦兩地震災歷史特展。記者周宗禎／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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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史博展出 80 多年前義⼤利⼈拍攝的台灣⼤地震災⺠逃難畫

⾯。記者周宗禎／攝影 

 
台南⼤地震時有許多⾞輛遭壓毀，變形的⾞牌呈現災情慘況。

記者周宗禎／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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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級 921 ⼤地震歷史畫⾯，吸引⺠眾拍照。記者周宗禎／攝

影 

 

⽇本震災遺留⽂物⾸次到台南台史博館展出。記者周宗禎／攝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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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部⻑鄭麗君參觀後肯定台史博與⽇本合作辦展，促進兩國

交流。記者周宗禎／攝影 

地震﹒博物館﹒⽂化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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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新聞剪報資料 

標題：「鯰絵」などを台湾初展示 日台震災展、台南で開幕 

日期：106/6/28 

網站：中央社日文新聞網 

網址：http://japan.cna.com.tw/news/asoc/201706280006.aspx 

「鯰絵」などを台湾初展示 日台震災展、台南で開幕 

【社会】 2017/06/28 15:24 

 

台湾初展示となる「鯰絵」など貴重な文物を紹介する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の久留島浩館長 

（台南 28 日 中央社）日台の震災史を振り返る特集展示「地震帯上の共同

体：歴史の中の日台震災」の開幕式が 27 日、南部・台南市の台湾歴史博物

館で行われた。同展は台湾と日本がお互いの国の地震を知り、地震に対す

る考察や対策への意識をより深めるため開催されるもの。台湾初展示となる

「鯰絵」など貴重な文物がお目見えする。  
 
同展は台湾歴史博物館（台南市）が主催し、日本の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

（千葉県佐倉市、歴博）が共催。展示は 12 月 3 日まで。  
 
両博物館は 2014 年 7 月に学術研究交流協定を締結しており、協定事業の

一つとして展示企画「歴史のなかの震災」が提案された。2015 年 11 月に「展

示協力協定書」を交わし、今年 1～2 月には歴博で「台湾と日本―震災史と

ともにたどる近現代―」と題した国際展示が行われた。  
 
同展では台湾で初めて公開される文物を多数展示。安政の大地震後に出回

った鯰絵のほか、東京都立横網町公園復興記念館が収蔵している 1923 年

の関東大震災の震災被害資料などが陳列される。また、昨年 2 月 6 日に発

生した台湾南部地震の被害資料も合わせて展示される。  
 
この日の開幕式には鄭麗君文化部長（文化相）や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の久

留島浩館長、西谷大副館長、台湾歴史博物館の王長華館長らが出席し、テ

ープカットを行った。  
 
王館長はあいさつで、同展では歴史と文化の角度から、19 世紀以降の日台

の震災史をまとめたと紹介し、「地震に対する考察や対策への意識をより深

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と来場を呼び掛けた。また、久留島館長は「台湾と日

本列島の大地震は相互に連動することを多くの人々に知ってもらう上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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きな意味を持つものだと確信している」と同展開催の意義を述べた。  
 
また、式には台湾南部地震で倒壊したビルの住人も数名出席し、鄭部長に

励ましの言葉をかけられた。  
 
（楊明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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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新聞剪報資料 

標題：從 921 到 311！台史博「地震帶上的共同體」特展 回顧台

日地震歷史 

日期：106/6/28 

網站：中時電子報 

網址：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628001097-

260405 

從 921 到 311！台史博「地震帶上的共

同體」特展 回顧台日地震歷史 

2017 年 06 月 28 日 06:39  

林宜靜／整理報導 

 
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久留島浩館長介紹本次來臺的展品「鯰繪」。（文化

部所屬的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天搖地動，是誰在翻身？台灣的 921 地震、日本的 311 地震都撼動人心！當

地震過後，我們能留住什麼？又該記憶什麼？位在台南的國立台灣歷史博

物館與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合作，27 日起推出「地震帶上的共同體：

歷史中的台灣日震災」國際特展，展出地震傳說圖繪、文獻檔案、災難影

像紀錄、震災留存物件，帶觀眾看見同樣面臨地震災害的台灣與日本對地

震的不同文化想像，以及震災對於社會文化的影響及相關記憶的保存。 

難得的是，這次的展覽從日本借展了許多首次來台的展品，包括國立歷史

民俗博物館精彩的江戶時期的地震鯰繪；而筑波大學借展的跨越國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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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東北大地震後的避難所及祈福物件，據悉是 311 地震後目前唯一有計畫

性留存震災後的生活物件；東京都立橫網町公園復興記念館收藏的日本

1923 年關東地震的災難物件，如火災造成的變形器物、臨時避難所的生活

物件、小朋友震災經驗的畫作也將首次在海外亮相。而由台史博協助搶救

保存的 2016 年台灣 206 南台灣大地震文物也即時在展覽中呈現，透過物

件，我們見證歷史。 

這些精彩的展品，主要透過台史博與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從 2 年前開

始建立的夥伴關係所彙集而成，透過交流互訪，交換、研究與解讀台、日

地震相關史料，並以展覽合作的方式帶領台、日兩地觀眾看見不同文化下

的地震史與震災記憶。今年 1 月 11 日歷史民俗博物館率先推出「台灣與日

本—與震災史同步回顧近現代」特展。 

 
台史博王長華館長（左三）、文化部鄭麗君部長（右三）、日本歷民博久留島

浩館長等貴賓為特展揭開序幕。（文化部所屬的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本次則由台史博推出「地震帶上的共同體：歷史中的台日震災」特展，展

覽開幕式在日本 311 地震等紀念歌曲中揭開序幕，由文化部鄭麗君部長及台

史博王長華館長，與日本歷博久留島浩館長等人共同剪綵，鄭部長表示，

此次兩國的國家級歷史博物館的交流合作，以公眾歷史的角度發掘與民眾

息息相關的歷史及經驗，不但與文化部推動的建立、保存國民記憶概念相

符，也開啟跨國雙邊學術與文化領域新的研究課題，為未來台、日文化互

動開創出更多可能性，持續發展值得期待。 

在台灣的展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台史博在 2016 年南台灣 206 地震中，與

台南市政府共同合作，協力從現場搶救回許多民眾的生活記憶物件，經由

台史博的緊急處置、修護、建檔後，持續辦理物件招領。台史博王長華館

長表示，深耕公眾歷史，為當代典藏是台史博的使命之一，身為保存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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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當代博物館，在遇到 206 地震時，台史博即刻意識到做為一個位於台

南的國家博物館，我們責無旁貸。 

本次特展從歷史及文化層面，梳理了台灣與日本 19 世紀以降的震災史，並

將之並置、對照，帶觀眾認識台、日面對地震災難的異同，從中看到從前

近代、近代、現代直到當代，台、日兩地如何逐步面對地震，並建立起救

災與復振體系。從前近代以神話傳說解釋地震，到災後社會面臨不安與重

建所發展出的震災因應與文化想像；近代國家體制建立後，在日本及當時

殖民地台灣，進入以國家力量動員救災以及災後的都市計畫重建的階段，

並透過媒體傳遞地震訊息。 

到現代後，戰後公民社會崛起，地域共同體生活重建成為震災復興的目

標，乃至地震後的心靈重建、家族和個人記憶及震災記憶的保存，逐漸成

為 21 世紀台、日面臨震災的重要課題。最終，期待藉由本展覽能夠開啟民

眾從整體歷史綜觀的角度，深刻地審視自身與自然土地的關係，並提醒我

們及下一代世人體認天然災害風險意識，身心靈更需時時做好準備，以堅

定與豁達面對未來未知的災難。 

 
台南知名點心擔合唱團與開幕貴賓合影。（文化部所屬的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提供） 
「地震帶上的共同體：歷史中的台灣日震災」 

時間：6 月 27 日 12 月 3 日 

地點：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4 樓特展室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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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電子報)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關鍵字：台灣、日本、地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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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新聞剪報資料 

標題："地震帶上的共同體"特展 探台日震災 

日期：106/6/28 

網站：公視新聞(中晝新聞) 

網址：http://news.pts.org.tw/article/363039 

"地震帶上的共同體"特展 探台日震

災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推出"地震帶上的共同體"特展。除了日本來的地震展

品，特展還包含台南大地震中搶救保存的文物,  

 
在療癒的歌聲當中，台灣歷史博物館推出的"地震帶上的共同體"國際特展，

正式開幕，這個由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與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合作，特

別展出台灣與日本從 19 世紀以來的震災史，並且以對照方式，帶領觀眾認識

台、日兩地面對地震災難的異同。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長 王長華== 

在 2016 年日本熊本大地震當中 

我們看到了博物館 

對於當代的文化財的保存 

我們盡上了什麼樣的力氣 

 
除了展出地震史的史料，這次還特別展出台灣以及日本的地震當中的歷史文

物，另外也收錄了去年台南 206 大地震的資料，這讓許多來參觀的維冠受災

戶百感交集。 

 
==維冠受災戶 李肅椊== 

藉由這次館藏的展出 

讓我們有一個紀錄 

算是一個生命紀錄 

把這個記憶變得比較不那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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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文化部長鄭麗君表示，從特展當中更可以看到博物館在震災當中，扮演的

角色是什麼，透過紀錄的保存，更可以讓災民找到重生的力量。 

 
==文化部長 鄭麗君== 

在裡面我們也看到了 

博物館扮演了 

一種賑災記憶保存的角色 

那麼在賑災救災的過程 

保存受災戶的 

相關承載個人家庭 記憶的物件 

經過整理之後 我們還給這些家屬 

希望透過這些記憶 

也找到重生的力量 

 
根據台史博資料顯示，從 1995 年至今，台灣發生了兩次大規模地震災害，

日本則有 8 次，兩地的大地震可說有相當的連動關係。希望將來持續進行史

料及其他研究的擴大交流，對防災科技的發展也有幫助。 

 
記者 溫正衡 台南報導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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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新聞剪報資料 

標題：「地牛翻身」形容地震 1990 年代後才流行 

日期：106/6/28 

網站：自由電子報 

網址：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113959 

「地牛翻身」形容地震 1990 年代後才流

行 

 
「地震帶上的共同體：歷史中的台日震災特展」回顧台日兩國的地震

史。（記者劉婉君攝）  
2017-06-28 00:22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地牛翻身」常被用來形容地震，這個詞

雖然清代就已存在，但一直到 1990 年代，在媒體傳播下，才被廣泛

使用。 

而和台灣同處地震頻仍地帶的日本，則有「鯰魚作怪」的說法，江戶

時期還有地震鯰繪，使得鯰魚傳說大為流行。後來鯰繪逐漸暗諷以災

後重建而發財的職人，並對當時政治、社會批判，因此被幕府取締而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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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帶上的共同體：歷史中的台日震災特展」開幕。（記者劉婉君攝） 

 

日本江戶時期的鯰繪。（記者劉婉君攝） 

 

特展展出台、日兩國的地震相關文物，回顧兩國的地震史。（記者劉婉君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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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與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合作，在台史博推出「地震帶

上的共同體：歷史中的台日震災特展」。（記者劉婉君攝）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與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合作，即日起至 12

月 3 日，在台史博推出「地震帶上的共同體：歷史中的台日震災特展」，

以並陳、對照方式，展出台、日兩國的地震相關文物，回顧兩國的地

震史，其中包括江戶時期的鯰繪等，首次在台展出的文物。 

展覽今天由文化部長鄭麗君及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館長久留島

浩、台史博館長王長華及永康維冠住戶等人剪綵。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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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新聞剪報資料 

標題：【台灣英文新聞】從 921 到 311 臺日「地震帶上的共同體」

展出不同文化想像 

日期：106/6/28 

網站：臺灣英文新聞 

網址：http://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198513 
（台灣英文新聞/ 黃慧瑜 台北綜合報導）台灣位在地震活躍區環太平洋

火山帶中，菲律賓海板塊和歐亞板塊交界上，時傳大大小小的「地牛翻

身」，而和台灣同處地震頻仍地帶的日本則是有「鯰魚作怪」的說法，

從台灣的 921 地震、到日本的 311，天搖地動，到底是誰在翻身？地震

後，我們能留住什麼？又該記憶什麼？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與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合作，推出「地震帶上

的共同體：歷史中的臺灣日震災」國際特展，透過交流互訪，交換、研

究與解讀臺、日地震相關史料，展出地震傳說圖繪、文獻檔案、災難影

像紀錄、震災留存物件，帶觀眾看見同樣面臨地震災害的臺灣與日本對

地震的不同文化想像，以及震災對於社會文化的影響及相關記憶的保

存。 

 

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久留島浩館長介紹本次來臺的展品「鯰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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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展覽從日本借展了許多首次來臺的展品，包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

精彩的江戶時期的地震鯰繪；而筑波大學借展的跨越國界關懷 311 東北

大地震後的避難所及祈福物件，據悉是 311 地震後目前唯一有計畫性留

存震災後的生活物件；東京都立橫網町公園復興記念館收藏的日本 1923
年關東地震的災難物件，如火災造成的變形器物、臨時避難所的生活物

件、小朋友震災經驗的畫作也將首次在海外亮相。 

在臺灣的展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臺史博在 2016 年南臺灣 206 地震

中，與臺南市政府共同合作，協力從現場搶救回許多民眾的生活記憶物

件，經由臺史博的緊急處置、修護、建檔後，持續辦理物件招領。 

本次特展從歷史及文化層面，梳理了臺灣與日本 19 世紀以降的震災

史，並將之並置、對照，帶觀眾認識臺、日面對地震災難的異同，從中

看到從前近代、近代、現代直到當代，臺、日兩地如何逐步面對地震，

並建立起救災與復振體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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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新聞剪報資料 

標題：【台灣英文新聞】從 921 到 311 臺日「地震帶上的共同體」

展出不同文化想像 

日期：106/6/28 

網站：蘋果即時 

網址：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ife/20

170628/1149913 
（台灣英文新聞/ 黃慧瑜 台北綜合報導）台灣位在地震活躍區環太平洋

火山帶中，菲律賓海板塊和歐亞板塊交界上，時傳大大小小的「地牛翻

身」，而和台灣同處地震頻仍地帶的日本則是有「鯰魚作怪」的說法，

從台灣的 921 地震、到日本的 311，天搖地動，到底是誰在翻身？地震

後，我們能留住什麼？又該記憶什麼？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與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合作，推出「地震帶上

的共同體：歷史中的臺灣日震災」國際特展，透過交流互訪，交換、研

究與解讀臺、日地震相關史料，展出地震傳說圖繪、文獻檔案、災難影

像紀錄、震災留存物件，帶觀眾看見同樣面臨地震災害的臺灣與日本對

地震的不同文化想像，以及震災對於社會文化的影響及相關記憶的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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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久留島浩館長介紹本次來臺的展品「鯰繪」 

此次展覽從日本借展了許多首次來臺的展品，包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

精彩的江戶時期的地震鯰繪；而筑波大學借展的跨越國界關懷 311 東北

大地震後的避難所及祈福物件，據悉是 311 地震後目前唯一有計畫性留

存震災後的生活物件；東京都立橫網町公園復興記念館收藏的日本 1923
年關東地震的災難物件，如火災造成的變形器物、臨時避難所的生活物

件、小朋友震災經驗的畫作也將首次在海外亮相。 

在臺灣的展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臺史博在 2016 年南臺灣 206 地震

中，與臺南市政府共同合作，協力從現場搶救回許多民眾的生活記憶物

件，經由臺史博的緊急處置、修護、建檔後，持續辦理物件招領。 

本次特展從歷史及文化層面，梳理了臺灣與日本 19 世紀以降的震災

史，並將之並置、對照，帶觀眾認識臺、日面對地震災難的異同，從中

看到從前近代、近代、現代直到當代，臺、日兩地如何逐步面對地震，

並建立起救災與復振體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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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新聞剪報資料 

標題：台史博地震展 回顧台日震災史 

報社：中華日報 

日期：106/6/28 

版面：B3臺南新聞 

報導記者：林雪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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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新聞剪報資料 

標題：地牛翻身？鯰魚興風作浪？ 

報社：中華日報 

日期：106/6/28 

版面：B3臺南新聞 

報導記者：林雪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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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新聞剪報資料 

標題：地牛、鯰魚 台日震災史動物傳說多 

報社：自由時報 

日期：106/6/28 

版面：A14D 

報導記者：劉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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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新聞剪報資料 

標題：台日震災文物 台史博展出 

報社：自由時報 

日期：106/6/28 

版面：A14D 

報導記者：劉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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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新聞剪報資料 

標題：日本震災物件 臺史博合展 

報社：國語日報 

日期：106/6/28 

版面：綜合新聞 2 

報導記者：詹伯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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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新聞剪報資料 

標題：NTM holds earthquake disasters exhibition of Taiwan 

and Japan in history 

日期：106/6/29 

網站：臺灣英文新聞 

網址：http://www.taiwannews.com.tw/en/news/3199652 

NTM holds earthquake disasters 
exhibition of Taiwan and Japan 
in history 

In the Same Seismic Zone: Earthquake 

Disasters of Taiwan and Japan in History 

By  Taiwan News, Staff Writer 
2017/06/29 20:10 

For in-depth coverage of the earthquake histories of Taiwan and 
Japan, visit the “In the Same Seismic Zone” exhibition running at 
Tainan’s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from June 27 through 
De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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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rate records first appeared at the turn of the 17th century, in 
which nearly ten large earthquakes – most of which struck areas south 
of Taichung – caused widespread death and destruction in Taiwan. 
Japan, with its denser population, also suffered more than 20 large 
earthquakes since recordkeeping began. 

In early human civilization, earthquakes were often attributed to 
activity regarding large animals, gods, giants, or world pillars. 
Japanese mythology spoke of divine action, whereas Taiwan’s ethnic 
diversity gave rise to an eclectic mix of earthquake legends, all of 
which point to the frequency of such tremors since the dawn of 
Taiwan. 

Today, both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no longer focus only on 
material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rescue and preservation of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to the inclusion of non-designated cultural assets, 
such as everyday objects and personal memorabilia, museums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larger role in post-quake restoration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national memories.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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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新聞剪報資料 

標題：台南遊 除了地震展還有這些套裝行程 

日期：106/07/02 

網站：自由電子報 

網址：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118580 

台南遊  除了地震展還有這些套裝行程   

 
賴清德走訪南科幾米公園。  （資料照，南市府提供）  
2017-07-02 12:33 

〔記者蔡文居／台南報導〕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與日本國立歷史民俗

博物館合作，於上個月底推出「地震帶上的共同體：歷史中的臺灣日

震災」國際特展。其中，展品包括去年發生在台南的 0206 地震，台

南市長賴清德今天透過臉書，感謝台史博與市府合作搶救回許多災民

的重要物件，推薦民眾趁著暑假期間，前來參觀這富有教育意義的特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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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久留島浩館長介紹本次來臺的展品「鯰繪」。（台史

博提供） 

台南四草紅樹林綠色隊道。（記者蔡文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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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同時也推薦到台史博看展，可以順遊鄰近南科的樹谷園區、吉

米公園，或是安南區四草綠色隧道、七股區濱海旅遊，一定不虛此行！ 

賴清德表示，台灣與日本都處於地震好發區域，這幾年來，日本有

311、熊本地震，台灣則有 0206 台南強震，都帶來嚴重災情。感謝

各界協助，出錢出力，讓我們很快進行災後重建，讓民眾恢復正常生

活。 

台史博與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目前正舉辦「地震帶上的共同體：

歷史中的臺灣日震災」國際特展。地震，在台灣多以「地牛翻身」形

容，但在日本，則以鯰魚精做怪傳說，最為常見。 

賴清德說，在台灣的展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台史博在 0206 地震後，

與市府共同合作，協力從現場搶救回許多民眾的生活記憶物件，經由

台史博修護後，持續辦理物件招領。感謝台史博用心，在修復的 300

多組物品中，已經有 23 個家庭，領回 104 組物件，為他們留下生活

記憶。 

台史博表示，這項展覽自即日起至 12 月 3 日於該館 4 樓特展室展

出，展覽期間也規劃了多場專題講座活動，詳細活動請至台史博網站

查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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