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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國內、外環境情勢分析 

文物所乘載的歷史與文明是全人類的瑰寶資產，透過專業的博物館保存典藏、

展示、教育推廣、近用等方式，進而引起人民對於文化認同與文物資產的愛護，

保護歷史文物能繼續流傳千古。 

全球的博物館環境受到前三年新冠疫情的影響經歷了一波大低谷，除了觀眾與

專業人力的流失，博物館的營運更是受到了巨大的考驗。但危機與轉機相隨，疫

情緩和後民眾開始報復式出遊，民眾更能體會珍惜習以為常的日常，把握生命中

美好的事物，加上博物館界對於後疫情時代的反思，在國內外都產生了新的認知

與運作模式，更促進新的科技帶動老化緩步的博物館業執行改革。從近期北、

中、南多檔國際大展於公私立博物館、美術館接力輪播與民眾的搶票熱潮可以感

受到產業新的活力正在蓬發，國內的文化預算編列實質創新高也能反映政府對於

文化產業的重視與培植力。 

二、 與參訪主題相關之本部政策現況分析 

文化部自 107年起於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提出「重建臺灣藝術史」開始到明年

的 2.0計畫，逐步找回臺灣文化認同，更擴大辦理「沃土計畫」將文化產業配合

教育努力向下扎根，每年積極強化國家文化資產、展演出版、影視產業、臺灣藝

術史等藝文產業的實力。本館積極配合國家政策，透過購藏、修復、整飭相關文

物，並透過展覽、教育推廣等形式，共同建構藝術史知識領域，藉以凝聚社會文

化認同，擴大影響效益。 

三、 參訪緣由與目的 

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博館」）創建於 1955 年，主要文物收藏

源於教育部撥交的戰後日本歸還古物以及河南博物館舊藏文物，之後陸續經過

撥交、捐贈、購藏等多元管道，藏品至今已達 5萬餘件。館藏文物媒材多元可

分為國畫、法書、西畫、玉石、陶器、瓷器、版畫、攝影等 19類文物。藏品

內容包括史前彩陶、商周甲骨、青銅器、唐三彩、石雕、玉器、書畫等，收藏

博古通今非常豐富。史博館自 2018 年開始進行閉館整修與新建庫房工程，針

對館舍展覽空間、新建庫房規劃、修護室建置、與文物的修護整飭等面向，進

行全面提升及再利用規劃設計，努力提升全館整體服務品質及營運效能。 

而中國近年來的文博熱潮帶起了一股全民仿古風尚，這次參訪行程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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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與上海當地國家重點博物館的現況，考察博物館展示安全設計，文物保存

科技、專業修護技術及開放式典藏庫房展示設計理念發展等。 

貳、 行程安排及參訪議題 

一、 參訪行程 

日期 行程與地點 行程內容 

8/12

（一） 
去程：臺灣－南京 臺灣（桃園機場）–南京（祿口機場） 

8/13

（二） 
整日：南京博物院 

上午：拜訪田名利研究員 

參觀《無盡藏－蘇軾的書畫藝術精神》特

展 

下午：常設展與開放式倉儲式展廳 

8/14

（三） 

上午：南京市博物館 

下午：南京－上海 

上午：參觀《新的融合－南北朝歷史文化

特展》、拜訪南京市考古研究院蘇舒 

下午：高鐵南京站-高鐵上海站 

8/15

（四） 

上午：上海博物館東館 

下午：上海博物館文物

保護科技中心 

上午：考察《文物保護修護特展》、開放

式文物修復展示廳、常設展 

下午：考察文物保護科技中心、 

拜訪陶瓷修復師楊蘊、張力程、青銅器修

護師王南丁 

8/16

（五） 

上午：上海大學博物館 

下午：上海大學美術學

院油畫修復中心 

上午：參觀《海上明月 輕裾隨風—江南

望族與海派旗袍》與校史館上 

下午：考察油畫修復中心設備與館校合

作制度，拜訪王晨老師 

 

二、 參訪議題及內容 

此次考察行程地區為南京及上海兩城市，以公家博物館、展覽場館、文物保護機

構修護制度及開放式庫房為考察重點，與同行聯繫交流，造訪單位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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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京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以下簡稱南博)建於 1933年，前身為蔡元培倡議創建的國立

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收藏歷史悠久，來源除了部分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收藏，

另有早期江蘇南京地區的出土發掘，傳世品與出土物兼具，收藏內容極度豐

富，南京博物院收藏的 43萬餘件收藏中，國寶級文物、國家一級文物佔 1062

件。歷史館長年陳設共 6個展廳，以時代為序，講述南京地區出土文物的編年

史，於展廳展示許多教科書級的經典展件：戰國〈郢爰〉、西漢〈金獸〉、東漢

〈廣陵王璽〉、南朝〈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唐青花〉、〈大報恩寺琉璃門六

駑具〉、〈安平壺〉、清乾隆朝〈黃釉描金鼠頭尊〉、宜興壺、大雅齋瓷器、清宮

鐘錶與清宮百寶嵌等，令人目不暇給，文創商品也緊貼重點文物開發產製。雖

然仍有遺珠之憾，未能見著〈陳璋圓壺〉及〈清乾隆帝行圍圖轉旋瓶〉，給此行

留點下回拜訪的想望。 

常設展參觀即可花費一整天，全館量體大及展示文物多，分為不同展廳，

本次參觀有兩件特殊的觀展體驗，其一為鎮館之寶之一的〈金獸〉採單一獨立

展廳展示，全器 9100克，鎂光燈強調重點文物，讓觀者可以環景觀賞聚焦在文

物身上，搭配動畫與出土相關歷史與冶金工藝與等多元介紹，展示效果出眾，

使觀者能專心品味單一文物。其二為提供給視障民眾與ㄧ般參觀者觸覺式的展

覽體驗區，配合不同展間主題位於角落設有陶瓷類與金屬類的文物觸覺體驗

區，精美擬真的複製品搭配點字說明，現場有不少小孩與民眾排隊觸摸。 

另一重點為參訪南博的開放式庫房展廳並了解開放式庫房的相關內容。此

次訪問南京博物院田研究員名利，曾任保管部（典藏部）主任，現為學術委員

會秘書處主任，提及 2014年南博為迎接 518國際博物館日，南博以「博物館藏

品架起溝通的橋樑」主題，擘劃《雙城記──南京與愛丁堡古城保護成果展》、

《芳菲流年──中國百年旗袍展》及徵集 100名觀眾紛 5批入庫房參觀等活

動，其中特展以模擬文物庫房典藏的方式陳列展出，也一併展示當年南遷文物

運輸的具有歷史意義箱子等。  

本年參訪展覽時雖無該年特展挑高封頂的巨型博古架，也未展示當年文物

南遷的木箱，但將整面頂天的玻璃櫃落地架融入常設展的四個小間中，館員稱

之開放式倉儲小展廳，結合南京博物院考古部門的特色，投入展示手法中，與

開放式庫房有異曲同工之妙， 

惟展陳理念與開放式庫房為兩個方向：開放式倉儲小展廳屬於展場中的庫

房，陳列的文物為南京地區出土發現，從上而下密集擺陳，無單張說明卡，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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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有器物型式表等說明，且擺在最上層的文物已經超出觀者視野，難以窺得上

排陳列文物全貌，且陳列方式不考慮防震措施，未有綁線或施用環保膠等防震

措施，此點與臺灣大不相同。另外，開放式庫房實為開放部分庫房供觀眾參

觀，隔著玻璃，距離稍遠，觀看文物陳列或人員工作。兩者展示與典藏功能兼

具，端看博物館自身的業務需求。 

南京博物院的庫房現於本館址及朝天宮各一處，同時進行文物管理及文物

保護工作，本次原定申請庫房參觀，可惜適逢保管部館員抽調配合整個江蘇省

的庫房盤點工作，部門人力外調吃緊，修護室也暫時關閉，因此留待下回。田

研究員介紹庫房盤點作業的執行層面，提及南博典藏的文物已逐年分批建構

RFID系統，得以有效減緩數以萬計的文物盤點龐大的人力、時間與工作量，只

是需要先度過建置時的陣痛期。 

此外也特別參觀了南博的年度特展《無盡藏－蘇軾的書畫藝術精神》，籌

備期耗時三年的年度大展，調度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天津博物館、中國

美術館、上海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無錫博物院、鎮江博物館等館的書畫重

點藏品，如：天津博物館藏明曾鯨繪〈王時敏像〉、南京博物院藏徐渭〈雜花

圖〉等，展出宋至清代的書畫展品共 150(組)件，其中包含 80多件的一級書畫 

作品，30餘件的宋元書畫作品，展品數量多，涉及主題廣泛，但完全不妨

礙展覽的深度，每件展品說明深入淺出，不卑不亢，不遷就特定族群觀眾，為

作品發聲。展期分為三檔，每一期更換約 30件的新展品。雖以蘇軾為題，但蘇

軾傳世繪畫不多，參觀的第三檔展期唯有一件天津博物院收藏的蘇軾《枯木竹

石圖》，並以其他展品構築蘇軾以降的書畫藝術，屬於小題大作的成功展覽典

範。 

館方也攝製 10分鐘的短片介紹書畫裝裱工作，簡易說明南京博物院為因

應本展所做的裝裱改裝或修護工作。博物館定為一級品的借展品有限展一個月

的規則，但美術館則沒有文物分級制度，故沒有出借期的限制。畫作皆放置於

具有控制溫濕度玻璃展櫃中，且貼附封條，確保畫作安全無虞。特別觀察超過

展櫃尺寸的長幅掛軸固定方式與國內常見的向後捲收方式不同，是順應掛軸原

本的捲收方向應力，包覆於加粗的壓克力中空柱往前卷收，並以護紙特別保護

固定天杆，展示效果與文物安全兼備。 

南博現場的人潮與文創商品店的搶購熱度令人感受到中國當代一股文博熱

的盛況。除了幾款賣到缺貨的擬真小文物磁鐵之外，展場幾處排隊的人龍都是

為了收集蓋印集章，類似日本每間佛院寺廟皆有限定版的御朱印與御朱印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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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館內不同的點位設有特殊的精美印章，搭配販售文創開發的仿古風雅集章手

冊，讓民眾愛不釋手。文創商店也推出幾款結合文物設計的的 DIY材料包，例

如貼金材料包與矽膠灌模材料包等，結合手作、文物、與隱藏版扭蛋的元素製

作等手法，適合喜愛動手作的參觀民眾。        

  

出國人員與南京博物院田研究員名利

（中）於辦公區合照 

出國人員與《無盡藏－－蘇軾的書畫藝

術精神》特展主視覺合照 

  

《無盡藏》特展展場，重要書畫作品皆

放置於環控展櫃內部 

右下角展櫃內部的環境監測疑與調濕

包，掛軸地杆以壓克力架承托支撐 



 8 

  

長幅掛軸的捲收固定方式與展示效果 順應掛軸原本的捲收方向包覆於加粗的

壓克力中空柱往前卷收，並以護紙特別

保護固定天杆 

  

置放借展品之展櫃封條，由出借方故宮

博物院人員簽名親緘 

封條置放借展品之展櫃封條，由出借方

中國美術館人員簽名親緘 

 

 

鎮護天下—南京博物院藏金獸特展主視

覺與特展室 

南京博物院鎮館之寶之一西漢〈金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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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設展複製文物觸覺體驗區。 新石器時代文物標本室 

 

 

六朝文物標本室 唐宋文物標本室 

  

古代玉器展示固定方式 青銅類兵器展示固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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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排隊集章的點位之一，排隊人潮環

繞大廳一圈 

以鎮館之寶金獸為概念開發的貼金工具

材料包內容組合。 

 

（二） 南京市博物館 

南京市博物館(以下簡稱南市博)位於朝天宮內，1978年成立，前身為南京

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因此朝天宮園區西北角現仍有南京市考古所一席之地，屬

於南京市博物總管分支機構，專責南京市區內的考古發掘工作，發掘的出土物

歷經整理完畢以後，原先收藏於所裡的庫房，今年上半年逐步將發掘出土遺物

轉移他處庫房管理，將朝天宮此處設定為考古所的辦公區域。此外，園區內設

有南京博物院原有庫房一處，其他各仿古建築內安排為不同展廳，惟參觀時間

有限，本次擇選參觀朝天宮園區西北角一處新建築展廳展出的《新的融合－南

北朝歷史文化特展》。 

本次特展選題視角較新，為館員首次嘗試的課題，為強調南北朝時期的交

流，以南京市博物館及南京市考古所收藏的文物為基礎，再向北方考古所借

件，如：河北博物院、山西博物院、太原市博物館、大同市博物館、洛陽博物

館、偃師博物館、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徐州博物館（徐州漢畫像石藝術館）、徐

州漢兵馬俑博物館及句容市博物館等，特別以俑類居多，其餘從俑類髮髻、服

飾、武器、騎術等線索延伸，呈現南北朝政治交迭，乃至於影響族群的移動，

其他令人驚豔的展品另有壁畫、玻璃容器、蓮花尊、碑拓等，不光能單一代表

北方或南方的特色，更隱含了南北交流後裝飾改變的軌跡。 

現場可見展櫃內的溫溼度偵測設施齊備，尤其對溫溼度變化敏感的壁畫，

特以密封式環控展櫃數據監測。與策展人朱曉雪女士討論展示的安全設計等實

際執行情況，提及目前的展場文物安全設計及運輸包裝等布展工作都逐步委託

外部專業策展公司執行，其中展示安全的規劃設計必須經館員確認合格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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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能安設，館員為監督者的角色，更能全面監控整體展場的文物展示安全

需求與實際執行面的落差，尤其是地方館所人力較吃緊，常需一人兼任多工，

與專業廠商完善的配合下，專職專工能更大程度的保證文物展示布卸時的安全

性，相關的利弊權衡值得思考。 

南京藝術學院是南京地區少數具備修護專業培養的學校，具有文物保護專

業的南京藝術學院、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及復旦大學等學校，時逢暑假期間，師

生無到校，根據事前調查，該校以紙質修護裱褙工作為主，因南京停留時間不

足，留待下回。 

 

 

南京市考古所入口，位於朝天宮西北角 出國人員與南京市考古所員工蘇舒於特

展主視覺前合照 

  

從特展廳拍向朝天宮其他展廳建築 從俑的衣著看南北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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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晚期彩繪狩獵圖壁畫 山西忻州九原

崗北朝壁畫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南朝宋元嘉 16年（439）玻璃碗 江蘇句

容春城南朝墓出土 句容市博物館藏 

  

北魏釉陶甲騎具裝俑 山西大同石家寨司

馬金龍夫婦墓出土 大同市博物館藏 

北朝陶駱駝 江蘇徐州駱駝山 M87出土 

徐州漢兵馬俑博物館藏 

 
 

南朝梁吳平忠侯蕭景神道西柱額拓片 南

京市博物館藏 

東晉「顏綝」六面銅印 江蘇南京中央門

外老虎山出土 南京市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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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特殊文物模擬文物的原始狀態 訂製特殊支架固定文物 

  

南市博數位典藏文物資訊互動式展牆 互動式展牆經點選後會跳出該文物的相

關介紹 

  

展廳角落的微型消防設備區 南京市博物館辦公室與考古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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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上海博物館暨文物保護科技中心 

上海博物館(以下簡稱上博)成立於 1957年，館藏 102萬餘件，6月為上博

第二階段的開幕，開放面積約 80%，盛大開館的東館與原本的人民廣場館隔著黃

浦江相望。開幕展首先推出中國古代陶瓷、青銅、玉器、篆印及貨幣等無機質

文物的常設展，待測試新館內的環境穩定後，預計 9月底陸續推出書畫類展覽

緊接其後。館內規畫 4個互動式的體驗空間，其中位於頂樓的文物保護修護體

驗館為本次參訪重點，包含《文物保護修護特展》及定時的開放式文物修護展

示的修復體驗館。                                                                                                                                                                                                                                                                                                                                                                                                                                                                                                                                                                                                                                                                                                                                                                                                                                                                                                                                                                                                                                                                                                                                                            

《文物保護修護特展》分為幾個單元，「文物經歷了什麼？」介紹致使文

物劣化的不同因素；「誰在保護文物？」以可愛的動畫影片介紹不同的專業的修

護師、相關文保人員的工作內容等。而展覽重點是「如何保護文物」單元，分

別介紹家具、書畫、陶瓷、青銅器精選文物的修護過程，內容集合預防性保

護、科技檢測、修護技術介紹等，搭配多個動畫影片說明每一件文物修護的重

點或特殊背景，而每件呈現的文保修護重點與展示手法都不同，展間小卻精

美，不論是相關從業人員或一般民眾皆能體會展覽所欲傳達上博的文物修護精

神。現場展示修護後的文物，皆採用完全擬真、天一無縫的修復技術，必須透

過展示說明影片或展牌介紹才能比對出修復之處，以上博在中國博物館界的地

位可以看出目前該地區的文物保存修復與科技的應用現況與執行理念。以下介

紹展覽中應用於文物修復的相關科技： 

其中一件結構複雜、多材質複合的清代宮燈，藉由電腦斷層掃描成像技術

（Ｘ—CT）找出隱藏的潛在危害，屬於非破壞性的檢測方式，除了發現在表面

漆層下方的斷裂錯位和鬆動的舊修結構，也因結構木紋的方向性，了解傳統工

藝處理力學的抗彎、承重方式，非常有趣。因宮燈有一對，兩者可以交叉比

對，也能幫助擬定後續的修復策略。 

展間另一件景德鎮窯青花花鳥紋碗，底款宣德年間，原本已四分五裂的破

片，通過顯微鏡觀察比對標準品的青花釉料結晶、元素組成分分析，以及破片

取樣後採熱釋光年代測定等方式，多重科學證據定年確定應為燒製於明朝嘉靖

至萬曆年之間的景德鎮窯，最後展出修復完成後的完美碗形，採樣的地方也已

經無法辨別，特別的是修復師在文物上還保留了當初前人修復時使用傳統鋦瓷

工藝的細小孔洞痕跡。文物修復相關的科技應用還有使用 3Ｄ列印技術補配青銅

器缺失的殘件，並搭配動畫影片介紹修復的過程；使用Ｘ射線螢光光譜儀對北

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卷明代摹本進行畫心的元素成分掃描分析，鑑定使用

石青、石綠、硃砂等傳統國畫顏料。 



 15 

展覽最後用「修復師的日常」連結修護工具展示牆與開放式的修復室。從

展場落地窗可以俯瞰位於下層樓的修護室，分為平面書畫類及立體器物類 2

間，逢每週三、五、六由文物保護科技中心修復同仁排班於修護室輪值，器物

組八月份由青銅修護人員進場修護館藏品，之後換陶瓷修復師上場，最後才是

平面的書畫類，讓觀眾除了透過文字、圖片、影片、實體文物的模式之外，還

可以現場觀看修護師修復文物的實況操作展演，展間不大但內容充實，讓觀眾

了解上博對於文物保存修復的重視與執行現況。  

看完修復特展後，利用上午剩餘時間繼續考察新開館所的內部設施與開幕

展。本館與上博有為數不少的相似文物，例如唐三彩、墓葬明器、長沙窯、貿

易瓷器、青銅器、古錢幣等。除觀看與本館相似展品的展覽規劃內容，也學習

展示安全設計方式，修復師自述開館前連夜在固定文物的夾具上全色，以符合

每件文物不同的顏色，讓展示效果更為出色，對於展示細節的追求值得學習。

上博和南博一樣都有設置複製文物的觸覺體驗區，展台和文物設計內容相似，

不同是上博有紅龍控制排隊人潮與專人看雇。                                                                                                                                                                                                                                                                                                                                                                                                                                                                                                                                                                                                                                                                                                                                                                                                                                                                                                                                                                                                                                                                                                                                                                                                                                                                                                                                                                                                                             

  
新開幕的上海博物館正門 出國人員與上海博物館陶瓷修復師張力

程合影留念 

  
修復完成的清代宮燈的修復過程介紹 景德鎮窯青花花鳥紋碗修復展示成果與

應用科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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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完成的景德鎮窯青花花鳥紋碗 景德鎮窯青花花鳥紋碗的釉料斷面層次

顯微分析 

  

景德鎮窯青花花鳥紋碗的青花成分分析

結果，使用中國國產的鈷料 

景德鎮窯青花花鳥紋碗的熱釋光年代鑑

定介紹 

  

介紹修復前的文物狀態與模擬釉上五彩

的全色技法介紹 

修復後的景德鎮窯五彩仕女嬰戲圖罐，

修復師特別保留前人鋦瓷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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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卷明代摹本

的修復介紹展櫃與修復成果展示 

展櫃內的預防性監控介紹與設備 

.   

青銅器的修復介紹展示 3D列印複製補配青銅器缺損細部圖示 

 

 

以動畫介紹如何使用 3D掃描與複製文物

技術修復缺損的青銅器 

歷時十多年，結合 3D掃描技術將碎成 89

片變型的蟠龍紋鑑的矯型修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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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完成的蟠龍紋鑑 將明代圈椅以解構拆分的方式懸掛展出 

  

設於展場的平面書畫類修復室 設於展場的立體器物類修復室 

  

與本館相似文物唐三彩類文物展示設計 
與本館館藏相似之綠釉樓閣從內部設計

貫穿式壓克力支架固定支撐文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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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製特殊 3牙夾具固定展示文物，搭配

每件文物的顏色製作  

特殊透明夾具設計展示胎體的土質與釉

層的厚度斷面 

  

古代陶瓷展場的數位式互動區，結合地

區與文物介紹 
數位式互動區細部內容陳設 

  
依不同朝代年份展出景德鎮官窯的款

式，真實文物結合數位放大展示 
景德鎮官窯的款式展示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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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館設置的複製文物觸覺體驗區 古錢幣特展的展示設計 

 

下午前往上海博物館附屬文物保護科技中心，中心轄下約有 50位員工，

1958年設立文物修復工廠、1960年成立文物保護科學實驗室，於 2015年整合

成立文物保護科技中心（以下簡噌文保中心），內部單位大致分為三類，一是科

技實驗的考古科技實驗室、環境與生物科學實驗室等；二是修復保護技術的書

畫修復研究室、器物修復研究室、古代工藝研究室、三是文物複製部門如珂羅

版製版室、複製臨摹室等，其他還有期刊編輯部等相關單位，共有八層樓，全

部整合在館外一棟獨立門禁的大樓裡。 

依據不同材質、功能每個單位有自己的獨立工作室與設備器材，但彼此之

間互相熟識也能共同配合研究。以科技檢測單位來說，目前共有 X射線檢測

室、電子顯微鏡室、拉曼光譜分析室、X螢光/衍射分析室、釋光測年分析室、

科技考古辦公室等，以文保修復領域來說已是非常全面的科學檢測實驗室。除

了科技，單位內的傳統工藝部門和也同樣俱全，除了專門的裝裱室、還有平面

與立體的臨摹複製室、珂羅版印刷室、古錦囊匣製作室與古代工藝實驗室，整

個相關產業一條龍都能一步到位，一站完成。 

最重要的修復單位涵蓋保存保護功能又分為紡織品保護室、大型文物保護

室與環境科學實驗室。其中修復工作室又大致分為平面類的書畫修復研究室與

立體類的器物修復研究室 2類。器物修復又可再細分為青銅、陶瓷、家具、木

漆器等不同的工作專項，2021年上博的「青銅器修復及複製技藝」與「古陶瓷

修復技藝」獲選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相關養成以師徒制的培

養為主，參訪當天由古陶瓷修復第四代傳承人楊蘊老師、第五代傳承人張力程

老師與青銅修復第五代傳承人王南丁老師帶領我們參觀文保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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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老師介紹古陶瓷的修復技術，除傳統的工藝訓練，也結合使用新的技術

與材料，並與科技實驗室的專業科學人員互相配合研究成果，強調修復完成的

作品幾可亂真、無法辨識修補處才是技術到位的體現，陶瓷的修復不只是恢復

顏色，更必須恢復質感。說起修復師的養成，除了原本具有美術工藝的底子之

外，師傅的教導與經驗傳授是最可貴的，相對小眾的文保修復領域在以前都是

採師徒制的方式慢慢磨練，直到 2017年，國家文物局與上海市的推進，在上海

視覺藝術學院成立文物保護與修復學院，透過與上海博物館的館校合作，強化

文物保護修復向下扎根的基礎，讓文保更有制度與規模培養人才。現場也有兩

位建教合作生正在器物組實習。 

青銅器王南丁修復師也提到與別的館所的合作經驗，上博做為上海市級的

博物館界領頭羊，擁有豐富的資源，同時也協助其他中小型館所執行相關的修

復與文保業務。目前 3D掃描技術與修復技術之間的配合發展已臻成熟，除了視

覺質感之外更進一步強調整體觸覺手感等更精密的細節。陸續還參觀了書畫修

復室、家具修復室、珂羅版複製室、文物複製室等不同單位，整個博物館的文

保部門編制綜合多工非常全面，綜觀國內，各館所多單打獨鬥，尚無任何單位

具備相對應規模的條件與資源。 

 

  

器物修護室一角，每位修復師有專屬的

作業空間，並配有專業的抽氣設備 

陶瓷修復師楊蘊老師解說目前陶瓷修復

與全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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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陶瓷修復案例的成果介紹 楊蘊老師介紹與解說相關陶瓷修復案例 

  

器物修復室還包含石質類的修復 青銅器修復師王南丁老師解說上博的青

銅器修復成果 

  

正在執行的青銅斷劍修復與相關修復設

備、材料 

目前有兩位建教合作生於中心內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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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之前三星堆青銅器的修復成果與館

際合作方式 

以 3D掃描複製文物技術的應用，從質感

到手感重量等細節演進說明  

  

古代家具與漆器類修復室 家具修復師介紹正在修復清代宮燈的另

一件，取樣製作漆層橫切面顯微分析。   

  

漆器類文物的模擬與修復 家具修復室還設有木工機具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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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畫類修復室褚昊修復師介紹畫作上板

相關流程 

在自然光下與透光資料一起比對全色 

  

書畫修復室內可隨處移動的工作站與專

業燈具設備 

經文善本類的攤平加固修復介紹 

  

褚修復師介紹修復重彩國畫作品的注意

事項 

參觀珂羅版印刷室與工藝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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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書畫臨摹複製室 出國人員與文物保護科技中心修復師合

影留念 

（四） 上海大學博物館與美術學院油畫修護室 

上海大學（以下簡稱上大）成立於 1922年，首任校長為于右任，成立 5年後

閉校，直至 1983年才重新復校，合併上海多所分校與學院，現設有文學院、工學

院、美術學院、法學院等，占地廣大有多處校區。本次參觀地點位於寶山校區，

上海大學博物館正展出《海上明月 輕聚隨風—江南望族與海派旗袍》特展，上海

為旗袍的發源地，展覽內容介紹上海麵粉大王與棉紗大王榮氏家族後人所捐贈的

旗袍、配飾與相關文獻，是一部中國資本工業現代化的歷史，展示精美華麗的時

髦旗袍與舶來品配件，搭配展場老上海的摩登風格，讓人嚮往當年上海灘最新的

時尚潮流與繁華。旗袍以人形台座高低錯落，穿插文獻、海報與進口精品鞋履

等，大部分為裸放展出，部分脆弱的文物則以密閉展櫃展出。經導覽人員介紹展

覽內容與展場布置皆為館員與學生合作的成果，結束後獲贈展覽圖錄 1冊。 

  

上海大學博物館與錢偉校長雕像 《海上明月 輕聚隨風—江南望族與海派

旗袍》特展展覽主視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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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現場榮氏家族捐贈的華麗旗袍 展出當年老上海的橡膠廠的相關海報 

  

展覽展出榮氏家族企業 1937年第七麵粉

廠的發貨單據 

名貴脆弱的蕾絲旗袍以獨立展櫃控制微

環境 

  

以玻璃照展出當年的進口精品鞋履 獲贈《海上明月 輕聚隨風—江南望族與

海派旗袍》特展展覽圖錄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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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學美術學院（以下簡稱上大美院）前身為上海市美術專科學校，1983

年整併入上大，美院下設有中國畫、油畫、雕塑、史論系、建筑系、設計系等共

17個不同的專業領域。其中油畫修復中心是中國美術學院成立的第一個專業油畫

修復單位，由華裔美籍的司徒勇老師擔任中心顧問，章德民老師為中心主任，當

天由中心副主任王晨油畫修復師介紹中心的運作情況與修復案例。中心配備由美

國引進的相關儀器設備，是中國境內少數完備的公立油畫修復系統，早期中國的

油畫修復多由留學海外歸國的私人修復師操作，近年正逐步建立國內自己的產學

系統。王老師每學期固定在美院內開設油畫材料與修復相關基礎課程，但中心受

委託的修復案件操作有專職人員負責以保障修復品質。 

現場看到一件王晨老師曾修復過的慈禧太后油畫草稿案例，與本館包館長時

期曾經自美國 Smithsonian Institution美國館借展的《慈禧太后畫像》圖像相

似，經詢問後發現為同一作者凱瑟琳．卡爾（Katharine Augusta Carl，1865-

1938）的繪製草稿圖，從人物角度與立體感的呈現方式可以看出尚未被中國繪畫

的平面化與多視角影響。 

結束後出國人員獲贈上海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油畫修護書籍 2本，一本是「油

畫修護基礎」，另一本為「海派油畫材料與修護研究」，2本皆由王晨、章德明編

著，其中第二本是針對海派的修復研究，包括上海本地畫家創作習慣、材料演進

與對應的修復方式專書，每個地區的創作歷史脈絡與發展特性不同，透過深入在

地性有系統的研究，也能找出更適合當地的修復方法與材料。 

 

 

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大樓外觀 美院內的油畫修復中心與中國書畫研究中

心比鄰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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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老師介紹中心的修復設備與材料 王晨老師修復《慈禧太后畫像》草稿 

  

王老師講解油畫裱襯繃框已改採金屬調

整式內框 

油畫修復中心內部設備 

  

出國人員與王晨老師等人於修復中心合

影留念 

獲贈上海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油畫修護書籍

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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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參訪心得 

    以本次參訪共計 5 日，前往南京與上海 2 地，其中 2 日因交通因素，行程安排較

受限。但仍訪問 6 個機構場館，考察不同地區的民眾博物館體驗與文物修護保存科技

的應用現狀。本次參訪經驗中有需多值得思考的成果。以下是心得： 

一、分次開館的宣傳策略 

上海博物館東館總佔地面積約 46,000平方米，分為三個階段開館，2024

年 2月第一步先開放青銅展廳並試營運，以館所合作的方式推出「三金堆、

金沙古蜀文明展」，作為吸睛亮點開幕大展，6月時第二階段開幕，館內達到

80%開放面積，推出中國古代陶瓷、青銅、玉器、篆印及貨幣等無機質文物常

設展，待逐步測試新館內環境穩定後，預計 9月底陸續推出等對於環境較敏

感的有機材質書畫類相關展覽緊接其後。最後預計今年 11月東館全面開放。 

相對來說本館總面積較小，故無需拉長這麼久間隔的分次開館跨度，綜

觀本館也是採取試營運並逐步對大眾開放的策略，不斷更新完善觀展體驗。

分階段不斷推出不同亮點展覽的策略也與本館的展覽現況類似，透過上述方

式讓觀眾有重複進館的需求與意願，具有符合文物安全、館所運作和增加宣

傳曝光的多重優點。  

二、展示安全設計與專業外包 

南京市博物館相對南京博物院的人力配置與資源屬於地方館所，人力的

多工配置往往身兼多職，若遇到需要高度文物安全的佈卸展工作時，館員為

監督者的角色，進行適當的外包工作有助於文物的安全與專業分工。 

此外上海與南京地區雖不如臺灣有較為頻繁的地震侵擾風險，展場文物

的展示安全設計仍別出心裁，充滿用心的細節，尤其以長期陳列的的常設展

來說，每件文物都有專門訂製的輔助支架，以釣魚線、矽膠管、矽膠墊等方

式加強脆弱文物的固定，甚至在爪具上全色，兼顧美觀與安全性，脆弱文物

的環境控制也都在適當的範圍內，符合當代的博物館標準作業。 

三、國家級單位的文保修復人員編制 

上海博物館的文保科技中心編制約有 50 人，依不同修護媒材、科學研究、

預防性保存等專業分科室，專職於工作，相對不需要處理博物館的行政業務，且

集中於同一工作場所，方便不同專業的科室之間跨領域彼此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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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國內除了故宮博物院有能力同時分門編制不同修護專業與科學研究於

登保處外，其他公私立單位多各自為政，修護作業大多外包，若為地方館所則完

全無相關編制。且修復人員必須分攤行政業務、文物管理、布卸展品點交、以及

館內各種修護相關計畫執行，而博物館的收藏材質多元，期許國內也能成立國家

級的指標型複合式修護科技保存中心，包含科學研究、環境控制歷史研究、傳統

技藝傳承與修復專業能彼此跨組室互助合作，並減少專業人員的行政工作，同時

照應周圍縣市的衛星大小館所，共享專業人才與相關設備資源，讓文物能有更妥

善的研究、照顧與保存空間。跨領域的研究為複合式中心的優勢與發展重點，與

其他學術單位或是國內外博物館所不定期的合作交流，成為國內的藝術研究、文

物保護與科技發展的最高指導單位。相對於各館所各自為政現狀，能擴大研究量

能與深度。 

四、體驗式文創商品開發與限量式宣傳手法 

本次參訪遇到暑期黃金時段旺季，線上搶票秒殺。從進場開始，全館人潮

擁擠，文創商店搶購熱潮，感受到一股文博風氣的盛況。南京博物院與上海博

物館等公家博物館除特展需另外購票之外，其他常設展覽大多免費入場，因此

相關館所多致力於開發文物相關文創商品以增加營運收入，其中利用收集、限

量、限定、盲盒隱藏版等方式創造相關產品的銷售熱潮、例如南京博物院鎮館

之寶金獸的貼金材料包與特殊集章手冊等方式，讓民眾有機會享受 DIY手作之

樂趣，增進博物館所的參觀人氣，同時也有助於促進文物的了解跟教育推廣。 

五、博物館參觀體驗的多樣化 

南京博物院的常設展展出許多重要經典藏品，展間穿插數個「開放式倉儲

小展廳」，以整面頂天的玻璃櫃落地架展示考古陶瓷器物類等文物，等同小型

的開放式庫房，展示與典藏功能兼具。而上海博物館開放式的修護展演廳亦提

供修復師與民眾面對面的機會，讓參觀者能以最直接的方式看到文物實際修復

時的情況，而非經過影片剪輯或擺拍的完美片段。不論是開放式庫房或修護室

展演兩者皆打破了博物館前、後台的界線，提供觀者新的博物館參觀體驗。 

另外南京博物院與上海博物館都有設置複製文物的觸覺體驗區，搭配點

字，提供視障民眾與ㄧ般參觀者觸感的展覽體驗，這樣的複製文物分散於不同

主題展間，主要有陶瓷與金屬類材質必較堅固的文物類型，民眾多能自主排隊

輪流觸摸，此外目前博物館也有多處應用數位科技方式讓觀者有更多的互動式

五感體驗，讓各種族群都能在博物館觀展經驗中有不同於往常的創新體驗。 



 31 

肆、 綜合建議事項 

一、中長期建議 

（一） 典藏庫房內修護空間規劃議題 

上海博物館的文物保護修護展配置兩間體驗館，今年六月起開放，觀眾從

樓上往挑高的修護室向下俯瞰，特殊玻璃可依需求切換為清晰可見、霧面及黑

暗遮光三種模式，藉以調整開放模式。惟與書畫修護人員交流，反映該修護室

的自然採光從天頂直射，並未考慮紫外線對有機紙質文物的影響較大，也因此

東館開館至今，以無機材質修護為主要演示為主。另展場的修護室也具備展場

緊急修護空間功能，配合展覽以備不時之需。 

反思本館未來庫房內一配置之修護空間宜納入規畫評估的面向，包含有關

自然採光的設計應有相關的配套如遮光簾、特殊玻璃與室內燈光的選擇應特別

留意防紫外線的功能，於需要校色或全色時可自由控制或關閉，以及規劃內部

細節設計時應考量各功能區位置是否會彼此干擾的問題等，這些專業建議亦必

須依本館未來庫房實際空間與預算調整，同時未來亦須持續參訪國內相關庫房

內的修護空間配置設計做為規劃參考。 

二、立即可行建議 

（一） 文物保護與修護觀念的推廣 

    文物的保護與修護工作通常都位於博物館的後台作業，較少曝光於大眾面

前，上海博物館透過深入淺出的修護展覽規劃與展演式的修復空間為觀眾打開

觀賞的大門，讓大眾能更了解文物保護與修護的內容。本組也預計透過相關修

護展覽規劃，讓觀眾對於文物保護與修護能有進一步的了解與認識，進而產生

共同保護歷史文物的認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