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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與應變： 

談國立故宮博物院三十年來的變化
馮明珠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提　　要

故宮博物院在民國十四年（1925）十月十日肇建於紫禁城，是一座接收了清宮
文化遺存成立的國家博物館。二十二年（1933）抗日戰爭爆發，故宮為確保文物安 
全，選擇院藏文物精華裝箱，分五批開始遷離紫禁城，向西南大後方撤退，從此踏

上徵途，三十八年（1949）播遷至臺灣，五十四年（1965）孫中山先生百歲誕辰紀
念日，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合併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在臺北復院，發展迄今正

好是九十周年。筆者分析故宮過去九十年的發展歷程中，可分五階段：肇建期、播

遷期、北溝期、茁壯期及蛻變期，本文申論重點在蛻變時期（七十二年迄今），首

先分析故宮近三十二年來面對臺灣社會、政治與經濟快速變化所帶來的衝擊與挑

戰，再討論故宮的因應，適度地調整了博物館的運作方式與發展方向，作出各項應

變行動，因而加速故宮的蛻變，成就了今日的國立故宮博物院。

二○一三年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提出的年度世界博物館日主題為：

「博物館（記憶＋創意）＝社會變革」（Museums（Memory + Creativity）= Social 
Change），這句話正可以準確地描述故宮發展。故宮在社會持續變動所帶來的社會
衝擊（Social Impact）下，與時俱進，蛻變發展；而國立故宮博物院近三十二年來

的發展史，也正反映著臺灣及國際的社會變化。

關鍵詞：國立故宮博物院、博物館、社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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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二○一三年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提出的年度世界博物館日主題為：

「博物館（記憶＋創意）＝社會變革」 “Museums（Memory + Creativity）=Social 

Change”；二○一四年國際博物館管理委員會暨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INTERCOM 

& FIHRM）年會在臺北召開，訂出的年度主題為：「博物館的社會影響力」（The 

Social Impact of Museums），探討當代博物館如何因應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持

續變動，在管理與經營上作出適度的反應，筆者受邀作主題演講，讓我有機會仔細

思考國立故宮博物院在社會變遷的壓力下，作出的反應。

故宮博物院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肇建於紫禁城，是一座接收了清宮文化遺

存成立的國家博物館，典藏著歷朝歷代孕育出來的華夏文明頂級文物。一九三三年

抗日戰爭爆發，故宮為確保文物安全，選擇院藏文物精華裝箱，分五批開始遷離紫

禁城，向西南大後方撤退，二至五月間共運出文物 19,621箱；1同年，故宮更名國

立北平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也於是年成立。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

文物運返中華民國首都南京。一九四八年國共戰爭，故宮再度選擇文物精品，分三

批遷運來台，運出故博與中博文物共 3824箱，約為南遷文物四分之一。一九四九

年，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在臺中縣霧峰鄉北溝覓地建築庫房，開始了故宮的北溝時

期。一九六五年孫中山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日，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博物院籌

備處合併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在臺北外雙溪建館復院，發展迄今正好是九十周

年；若以在臺北復院起算，迄今五十年。 

筆者分析故宮過去九十年的發展歷程，可分為五階段：2

肇建期： 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二，肇建迄抗日戰爭爆發，為確保故宮文物安全，開始

裝箱，準備遷離紫禁城。

播遷期： 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七，故宮文物分五批運往上海，後轉南京，再分三路撤

退到西南大後方，迄抗戰勝利兩年後始運返南京。

1  案：19,621箱包括：故宮 13,427箱，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國子監、內政部及先農壇樂器等
文物 6194箱。又，故宮南遷文物箱數統計各方說法不一，此數據見宋兆霖，《故宮院史留真》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3），頁 41-42。

2  案：《故宮跨世紀大事錄要》將故宮前七十五年分為六個階段：民國十三年至七十一年為「肇
始、播遷、復院」時期；七十二年起為「擴建、轉型、茁壯」時期。詳閱宋兆霖編，《故宮跨
世紀大事錄要》（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



挑戰與應變：談國立故宮博物院三十年來的變化 3

北溝期： 一九四八至一九六四，故宮文物播遷來臺，落腳臺中霧峰北溝長達十六

年。 

茁壯期： 一九六五至一九八三，故宮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合併，更名國立故宮博物

院，在臺北外雙溪復院，博物館各項業務快速成長，參觀者日益增加，聲

名也隨之在國際間崛起。

蛻變期： 一九八三迄今，從已故前院長秦孝儀（1921-2007）先生上任迄今，也正

是臺灣社會與政治經濟快速變化的時期，故宮面對社會、政治、經濟變遷

所帶來的衝擊與挑戰，因應挑戰作出應變，更加速了故宮的變化，蛻變成

就了今日的國立故宮博物院。

本文申論的重點在蛻變時期的國立故宮博物院。

挑戰與應變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或本院）三十多年來的快速變化，正是臺灣

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縮影，一如她的肇建、播遷、茁壯反映著中華民國現代史的發

展與大時代的變化，因此要討論故宮三十多年來的蛻變，首先要探討故宮近三十年

來面對了哪些壓力？哪些社會變化衝擊到故宮，讓故宮領導階層不得不有所調適，

作出適當的應變。筆者於一九七八年約聘進入故宮服務，一九八三年成為故宮正式

職員，身歷其間，目睹並參與了各項挑戰，據筆者觀察分析，近三十多年來，故宮

面對的社會變遷並因應各種挑戰採取行動，調整了營運政策與發展方向，有以下六

點：

一、數位科技時代來臨的挑戰

二、關懷臺灣本土文化訴求的挑戰

三、「南北平衡．文化均富」訴求的挑戰

四、社會福利意識崛起的挑戰

五、文化創意產業崛起的挑戰

六、故宮業務日益興旺造成博物館空間嚴重不足的挑戰

以下便針對上述六項挑戰，介述故宮面對挑戰所做出的應變。



故宮學術季刊　第三十三卷第一期4

一、數位科技時代來臨的應變措施 

數位科技對人類文明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是無庸置疑的事。故宮因應數位科技

時代的來臨，無論在典藏、教育、服務與新媒體應用上，都有快速且巨大的應變措

施，其結果幾乎改變故宮原有的運作與營運方式，扭轉了故宮既定形象，幾乎將一

座古老傳統的博物館蛻變為一座無牆博物館，進而邁向行動博物館、雲端博物館。

故宮因應數位發展可分為以下幾階段：

（一）從資訊中心到教育展資處 

一九八七年故宮為因應數位科時代來臨，以任務編組成立了資訊中心，開始研

究如何將數位科技應用於文物典藏與保存上。於是故宮開始進用資訊專業人才，並

鼓勵在職員工進修電腦科技，開始推動數位化業務，資訊中心的組織也逐年擴大，

終於在二○一一年配合政府組織改造與展覽組合併擴編為教育展資處，下設教育推

廣、展示設計、觀眾服務、資訊教育與資訊服務等五科，其中資訊教育科與資訊服

務科分別主掌博物館的「資訊業務軟硬體設備之研究、規劃、管理及維護」及「網

路資訊服務之規劃、建置、管理、維護及推廣」，3這是故宮因應數位科技時代的來

臨在組織上的蛻變。

（二）數位典藏

如眾所周知，電腦科技可將繁複龐雜的資料加以系統化整合，並可進行快速

的檢索運算與傳播，因此要將故宮近 69萬 6344件文物予以數位典藏，4是故宮因應 

數位時代來臨首要任務，要達成此任務必須挹注大量的人力、物力與財力。國立故

宮博物院數位化作業開始於一九九七年圖書文獻處軍機處檔數位化作業；二○○二

年政府推動前瞻性的「國家數位典藏計劃」，解決了故宮進行全面數位典藏所需要

的資源。計劃啟動之初，故宮即以「故宮器物數位典藏計畫」、「故宮書畫數位典藏

計畫」、「故宮清代檔案數位典藏計畫」、「故宮善本古籍數位典藏計畫」、「明清輿圖

數位典藏計畫」、「故宮文物知識庫建置與應用子計畫」及「文物修護記錄系統子計

畫」等七個計畫參與其中，經過十年努力，共建置了包括：「故宮藏品管理系統」、

「故宮器物典藏系統」、「先秦銅器紋飾資料庫檢索系統」、「故宮書畫典藏系統」、

3  詳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現行組織與執掌〉，《國立故宮博物院官方網站》http://www.npm.gov.tw/
zh-TW/Article.aspx?sNo=03001504（檢索日期：2015年 7月 20日）。

4  截至 2014年底，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物典藏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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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畫人名權威資料庫」、「書畫詞語資料庫」、「書畫款識印記資料庫」、「書畫展覽

管理資料庫」、「清代文獻檔冊資料庫」、「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全文影

像資料庫」、「大清國史人物列傳及史館檔傳包傳稿資料庫」、「清代人名權威資料

庫」、「善本古籍數位典藏資料庫」、「清代文獻檔冊月摺檔全文影像資料庫」、「明清

輿圖類文獻資料庫」、「清宮奏摺檔臺灣史料目錄」、「家族譜牒文獻資料庫」、「數位

典藏知識庫整合型系統」、「清一史館藏清代滿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目錄」、「一史館藏

活計檔作名索引」及「文物修護紀錄系統」等 21個資料庫，奠定國立故宮博物院

數位化的基礎，所有數位化的成果與歷程，俱見於《十年耕耘．百年收藏：國立故

宮博物院數位典藏成果專輯》。5這 21個資料庫，有的建置完成已開放網際網路檢

索，有的持續建置並在圖書館中服務讀者，有的屬內部管控系統支援博物館所有行

政業務。總之，所有的數位典藏資料庫都發揮了功能，無論在文物管理、預防性維

護、展覽規劃與設計、教育推廣、研究出版、新媒體數位藝術製作、文創開發及觀

眾服務等業務上，都提升了效能與品質，讓故宮豐富精緻的典藏，在資訊科技襄助

下產生更大的價值與影響，也徹底改變了故宮同仁原有的作業方式與思維。 

（三）無牆博物館

一九九七年國立故宮博物院架設了中、英文雙語全球資訊網，並陸續增加日、

韓、法、德、西、俄及阿拉伯文等至九種語文版；6為配合「故宮南院：亞洲藝術文

化博物館」於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開幕，目前正增設泰文、緬文、印尼文、

越南文等東南亞語言，預計於十月底全面上線。此外，二○○二年十二月始，故宮

發行中、英文版「故宮電子報」，7陸續推動各種文物數位學習、開放典藏資料庫，

並製作超過 300個主題網站 8及環場虛擬展示等，觀眾可通過電腦設備，彈指之間

盡覽本院，故宮儼然已成為一座無牆博物館。 

5  詳見馮明珠主編，《十年耕耘．百年收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數位典藏成果專輯》（臺北：國立故
宮博物院，2012）。

6  詳見《國立故宮博物院官方網站》http://www.npm.gov.tw（檢索日期：2015年 7月 20日）。
7  詳見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電子報〉，《國立故宮博物院官方網站》http://enews.npm.edu.tw（檢
索日期：2015年 7月 20日）。

8  詳見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資源：主題網站〉，《國立故宮博物院官方網站》http://www.
npm.gov.tw/zh-TW/Article.aspx?sNo=02000019（檢索日期：2015年 7月 20日）；國立故宮
博物院，〈展覽回顧〉，《國立故宮博物院官方網站》http://www.npm.gov.tw/zh-TW/Article.
aspx?sNo=03000062（檢索日期：2015年 7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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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媒體藝術創作

自二○○六年起，在數位典藏的基礎下，故宮開始與大專院校及業界合作，結

合科技與藝術，邁向新媒體藝術創作，以下分類說明。

1. 古畫動漫： 

二○○六年故宮與中原大學朱家樺教授合作，以新媒體科技詮釋〈清郎世寧百

駿圖〉，創作構想以日夜晴雨時序天氣轉換，帶動畫作情境變動，將原來寧靜的畫

境活化起來；短短三分鐘，畫中情境經歷風雷雨電、百馬奔騰，氣勢磅礡，受到年

輕觀眾喜愛，也觸動了故宮自二○一○年起，陸續以「古畫動漫」手法製作開發六

支繪畫長卷，包括〈明文徵明倣趙伯驌後赤壁圖〉、〈明仇英漢宮春曉圖〉、〈明人出

警入蹕圖〉、〈清院本清明上河圖〉、〈清院畫十二月令圖〉及〈清徐揚日月合璧五星

聯珠圖〉等，目前正在故宮正館一樓西側書畫長廊輪流播放；配合展覽，各策展人

也製作各式新媒體作品，在陳列室中輔助展覽說明，並營造展覽氛圍。

2. 3D 動畫影片：

為迎合潮流，製作動漫影片也開始於二○○六年，故宮與業界太極影音公司、

美國好萊塢動漫導演 Tom Sito合作，運用動畫電影擬人化的特效手法，拍攝 3D動

畫影片「國寶娃娃總動員」，開啟了國寶娃娃系列作品，拉近觀眾與古老文物間的

距離，成為最好的推動幼教與國民教育的文化藝術教材；迄二○一五年十月已完成

五支影片，包國寶娃娃系列四支及「國寶神獸闖天關」（圖 1），介述如下：

第一集：國寶總動員（2007）：結合故宮研究人員與高科技數位業界共同製作

的 3D動畫影片，引領觀眾認識故宮典藏，以及故宮為逃避戰火摧殘歷經千辛萬苦

的文物遷運歷史。影片榮獲二○○七國際博物館與文化資產多媒體展示及競賽會議

「影視類 /震撼獎」、二○○八東京動畫影展「公開徵選作品類 /首獎」。

第二集：國寶娃娃入寶山（2008）：以第一集擬人化極為成功的三位國寶娃

娃—北宋定窯白瓷娃娃枕、宋黃玉鴨及漢玉辟邪，透過國寶娃娃與故宮文物對話，

引領觀眾更深入悠遊於〈元黃公望富春山居圖〉與〈清郎世寧 百駿圖〉的古畫情

境中。影片榮獲二○一二年 ICOM-AVICOMFI@MP「競賽短片類 /銀牌獎」、二○

一三年第 46屆休士頓國際影展「兒童教育指導類 /金獎」。

第三集：國寶娃娃入寶山 2 山水篇（2011）：國寶娃娃「定窯白瓷娃娃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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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玉辟邪」及「玉鴨」，進入〈明代唐寅溪山漁隱圖〉古畫，與畫中小書僮互

動，介紹中國山水畫的各種技法及〈溪山漁隱圖〉的人文意境。影片榮獲二○一三

第 46屆休士頓國際影展「非營利慈善類 /白金獎」。

第四集：國寶娃娃歷險記（2013）：國寶娃娃、玉辟邪與玉鴨將一隻與主人失

散的純種臺灣土狗小黑，飄洋過海送回十八世紀清代臺灣，途中展開一串刺激的歷

險記。故事發想自〈清謝遂皇清職貢圖〉中的臺灣原住民畫像。影片榮獲二○一四

第 47屆休士頓國際影展「影片與錄像類 /白金獎」。9

國寶闖天關（2015）：是教育展資處配合「藝域漫遊─郎世寧新媒體藝術

展」製作的一支 3D動漫影片，將郎世寧筆下各種動物飛鷹予以角色化活躍起來，

牠們誤闖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所製〈坤輿全圖〉中，展開了一

場充滿戲劇張力的冒險旅程，構成氣勢磅礡的畫面，寓教於樂中為觀眾介紹了郎世

寧的繪畫成就。

3. 新媒體藝術特展

二○一一年故宮首度針對策劃中的年度大展「山水合璧─黃公望富春山居圖

特展」與新媒體藝術家合作，同步製作配合大展的新媒體藝術創作，經過兩組策展

團隊充分溝通與磨合，完成「山水覺─富春山居圖新媒體藝術特展」。策展團隊

藉由〈元黃公望富春山居圖〉中的中國水墨畫意境與畫卷的流傳史，運用科技呈現

當代藝術家對傳統東方美學的詮釋，發展出結合數位科技、藝術、文學、音樂、戲

劇等手法的新媒體藝術創作，包括「山水化境」、「畫史傳奇」、「寫山水訣」、「山

水對畫」及「聽畫」等五項作品；其中「山水化境」（圖 2）是利用 42台投影機，

結合投影拼接、聲控、動作偵測及立體拼貼等技術的大型互動感知裝置，這是故宮

第一次嘗試配合文物展覽，另闢一室同步展出同一主題的新媒體藝術展，獲得觀眾

極大的迴響，也開啟了故宮配合年度大展的新媒體藝術創作。該展二○一二年四月

二十九日榮獲美國博物館協會（AAM）繆思獎的「詮釋性互動裝置類 /金牌獎」。

二○一三年故宮圖書文獻處利用所藏兩件軍機處奏摺錄副：〈集字號大同安

梭船圖〉與〈一號同安梭船圖〉策劃「順風相送─院藏清代海洋史料特展」，10

9  國立故宮博物院出品之教育推廣短片、古畫動漫、動畫系列或微電影等，均可在故宮 youtube
網站上點閱：國立故宮博物院，《NPM國立故宮博物院》https://www.youtube.com/user/
NPMmedia（檢索日期：2015年 7月 20日）。

10  周維強主編，《順風相送─院藏清代海洋史料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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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展覽復原製造了 30：1及 20：1兩艘「同安梭船」模型，並將製作過程的文獻

考察、模型製造及清代中葉海盜蔡牽（1761-1809）為禍，水師提督李長庚（1750-

1807）剿捕殞命，以及牽動清廷綠營水師改革等故事，拍攝成長達 50分鐘的《再

現．同安船》紀錄片；同時與教育展資處及業界合作製作「同安．潮─新媒體藝

術展」，以「水仙門」、「傳奇啟航」、「跨界對話」、「解構同安船」、「1/30模型船」、

「望穿時空」、「海圖互動桌」、「整裝待發」、「操帆破浪」、「雲端藝廊」和「影片放

映區」等 11單元，在臺北華山 1914創意文化園區展出；策展團隊以寓教於樂及高

科技等手法，向觀眾敘述並體驗了同安船的故事以及清代海防發展史。這次展出

除結合文物展與新媒體展外，也開啟了故宮三項創新做法：一、復原製作「同安梭

船」模型；二、拍攝紀錄片；三、展場擴展至故宮陳列室之外，將宮牆內外觀眾串

聯起來。「同安．潮─新媒體藝術展」不僅成功吸引了大量參觀人潮，也獲得媒

體一致好評，榮獲臺灣資訊月「百大創新產品 /金質獎」；《再現．同安船》紀錄片

則獲得二○一四年第 47屆美國休士頓獨立影展的金牌獎。這是文物展、紀錄片和

新媒體展的成功結合案例，開創了本院展覽的新形式。該展獲得香港城市大學郭位

校長激賞，促成本院與該校新媒體藝術學院合作，結合了香港大海盜張保仔（1786-

1822）事跡及香港海事博物館藏〈靖海全圖〉，增強了「同安．潮─新媒體藝術

展」，於二○一五年八月十四日至二○一六年元月在香港城市大學新落成啟用的學術

大樓中展出，配合展覽宣傳與十九東亞海洋史研究，故宮同時編輯出版了《同安．

潮─新媒體藝術展》導覽手冊以及《院藏剿撫張保仔史料彙編》二本專書。11

二○一三年十月，本院推出年度大展「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

特展」，12配合展覽，同仁們又與業界結合製作了「乾隆潮─新媒體藝術展」 

（圖 3），13以「時光廊道」、「乾隆的奇異山水」、「乾隆的春曉慶典」、「乾隆的小宇

宙」及「十全乾隆」等五單元，述說在資訊極為發達與公開的當代，人人都可能成

為乾隆皇帝，彈指之間可以獲得十八世紀只有皇帝才能獲得的資訊。這次新媒體藝

術展也進行了三項新嘗試，其一，邀請九位藝術家，根據選展的乾隆朝文物，從傳

統中創新，呈現當代藝術並開發文創商品；其二，開放選展文物，通過競賽，鼓勵

11  林國平、謝俊科主編，《同安．潮─新媒體藝術展導覽手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2015）；陳龍貴、郭鎮武、周維強主編，《院藏剿撫張保仔史料彙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
院，2015）。

12  何傳馨主編，《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3）。
13  黃宛華主編，《乾隆潮─新媒體藝術展導覽手冊》（臺北：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
研究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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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從事數位藝術創作；其三，與當代知名服裝設計師結合，進行博物館文創開

發。以上三項創新做法，目的均為了呼應主題，呈現新一代的藝術品味，也扣合

著新媒體藝術展策展主軸，在資訊發達的當下，人人都可以是乾隆皇帝。「乾隆潮

─新媒體藝術展」推出後廣受好評，與「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特展」

同時被英國《藝術報》（The Art Newspaper）選為二○一四年十大最受歡近的十大

展覽的第二、第三名；14並於展覽結束後受邀赴法國巴黎 Futur en Seine塞納數位藝

術節展出（圖 4）。15展覽也獲得二○一四年四月第 47屆美國休士頓獨立製片與國

際影片影展「新媒體 /白金獎」及美國博物館協會（AAM）「詮釋性互動裝置 /銀

牌獎」。

二○一五年十月適逢本院九十週年慶，年度大展將推出「神筆丹青─郎世

寧來華三百年特展」，配合該展同仁也正與資策會合作策劃「藝域漫遊─郎世寧

新媒體藝術展」，這又是一次跨科技界、史學界、藝術界的大型新媒體創作。策展

團隊「以 4G漫遊精神，運用新媒體科技虛實整合手法」，引領觀眾「跨越時空，

穿真透時」，體驗三百年前耶穌會士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融

會中西繪畫技巧，呈現「擬真寫實主義」新美學意境。展覽以十八世紀清宮時尚自

鳴鐘帶動展廳晝夜轉換，在〈仙萼長春圖〉及〈孔雀開屏圖〉的「百花綺園」中，

所有新媒體裝置作品，隨著「自鳴晝夜」，「穿真透時」：白晝是郎世寧筆下孔雀在

玉蘭花下展現美麗的羽毛，黑夜化身為孔雀精靈曼妙起舞；百花綺園中另有兩位虛

擬導覽員為入園者導覽服務，並以「來華之路」介紹這位來華傳教五十一年，終身

未返回故鄉義大利米蘭，下葬於北京的耶穌會士郎世寧。策展團隊非但以三百年後

新科技向這位從事中西藝術匯通的耶穌會士致敬外，更以「藝域漫遊─郎世寧新

媒體藝術展」及高仿真郎世寧複製畫作，向義大利民眾介紹這位為貫徹傳教使命終

身未返回故里的鄉親，讓義大利民眾通過郎世寧的作品認識其人、其事及其成就。

「藝域漫遊─郎世寧新媒體藝術展」在故宮展出的同時，也將在義大利佛羅倫斯

聖十字教堂（Basilica di Santa Croce）同步展出（展期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至二

○一六年一月三十日，圖 5）。三百年前，郎世寧在清宮活躍；三百年後，故宮通

過新媒體藝術將郎世寧送回他的祖國；這正是 4G新媒體科技可以高度恣意漫遊特

質，也正是故宮因應數位科技發展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的成就。

14  參閱網站 http://www.theartnewspaper.com/search/?q=taipei（檢索日期：2015年 7月 20日）。
15  展出時間：2014.6.12-2014.6.15，地點：法國國立科學技術與管理學院及巴黎第四區市政府獨立
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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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動博物館

在逐漸累積豐富多元新媒體藝術作品及影片的基礎下，故宮開始以行動博物館概

念結合新媒體與文創作品，搭配高仿真複製文物策劃展覽，直接走進人群，除配合國

科會（科技部前身）在各地推出的數位科技展覽外，也深入校園，在各級學校展出。

自二○○八年起開始有固定的展覽場所，第一個邀請故宮數位作品長期展出的機構是

桃園國際機場，故宮在第二航廈出境大廳四樓旅客服務區設置「故宮未來博物館」，

服務旅客長達五年，至二○一二年終止。展覽過的作品有下列四檔（表一）： 

表一

展覽名稱 展出時間 數位作品

過去與未來 2008.05.14 ～

2010.02.28
數位成果展示區（黃心健）、《跨越》計畫（陳志誠）、帝

國之道（梅丁衍）、映射中的回影與映射中的迴影（袁廣鳴）、

平淡之味（黃心健）、名畫當代詮釋（朱嘉樺）、反覆（林

泰州）。

樂活故宮 2010.04.15 ～

2011.04.15
唐宮狂想曲、魔幻水晶球、點蝕成金、魚躍龍門、玩古、透視。

3D故宮 2011.07.25 ～

2012.06.30
唐宮狂想曲、玩古、透視、3D水墨、魚躍龍門、書畫互動桌。

四季故宮 2012.06.30 ～

2012.11.15
春生—〈仙萼長春圖〉聲控互動裝置、夏荷—〈太液荷

風〉風感互動裝置、秋色—〈鵲華秋色〉體感互動裝置、

冬雪—〈關山積雪圖〉調光互動裝置。

結束了二航廈的「未來博物館」，故宮又接受臺北華山 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邀請，進一步結合數位典藏、數位藝術創作及故宮文創商品進駐該園區長達三年，

深信對華山藝文園區營運成功有一定的助益。本院在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展出作

品表列如表二：

表二

展覽名稱 展出時間 數位作品

精彩數位故宮 2011.11.26 ～

2012.06.29
春生—〈仙萼長春圖〉聲控互動裝置、夏荷—〈太液荷

風〉風感互動裝置、秋色—〈鵲華秋色〉體感互動裝置、

冬雪—〈關山積雪圖〉調光互動裝置。

故宮親子數位

藝術展

2012.07.17 ～

2012.09.16
名畫的當代詮釋、駿馬長廊（DIY）、遨遊坤輿、唐宮狂想曲、
魔幻水晶球、非看不可書畫互動桌、國寶劇場。

同安．潮—

新媒體藝術展

2013.07.20 ～

2013.09.22
傳說啟航、跨界對話、浮空投影、雲端畫廊、解構同安船、

望穿時空、整裝待發、操帆破浪、海圖互動桌、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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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至二○一五，在政府「愛臺十二建設」的奧援以及通過贊助與授權合

作下，故宮新媒體數位展從定點展出邁向巡迴展覽，足跡踏遍全臺；16自二○一三年

起結合「故宮國寶文創設計競賽」得獎作品，以「故宮潮」為題，在全臺各地巡迴

展出（圖 6），一方面展現故宮因應時代變化在數位科技與文創設計上的成果，鼓勵

有相同興趣的青年學子加入創新行列，也以行動博物館概念服務鄉親。故宮潮巡迴展

表列如表三：

表三

展覽名稱 展出時間 展出地點 備註

故宮潮—當國寶遇上設計 2013.05.27 ～

2013.07.14
臺中市立港區藝術

中心

第一次推出以文創結合科技

的展覽

故宮潮．彰化遊—數位版

清明上河圖到彰化

2013.07.05 ～

2013.09.04
建國科技大學美術

文物館

展出數位版〈清明上河圖〉

故宮潮—當國寶遇上科技 2013.08.03 ～

2013.10.06
彰化縣員林演藝廳

故宮潮．府城遊—無牆博

物館系列

2013.09.27 ～

2013.11.27
臺南文化創意產業

園區

首次與駐臺藝術家合作展出

3D列印數位藝術作品
故宮潮．松山奉天宮遊—

無牆博物館系列

2013.11.01 ～

2014.02.14
臺北市松山奉天宮 首次與廟宇合作

故宮潮．苗栗遊—當國寶

遇上科技與設計

2013.12.21 ～

2014.02.16
苗北藝文中心

故宮國寶．童樂趣 2014.11.27 ～

2015.03.15
臺北市松山奉天宮

  

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故宮結合時代潮流應用行動載具，推出全臺灣第一

支介紹故宮文物兼俱陳列室文物導航及互動功能的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帶著故

宮走 APP」（NPM InSight APP）；二○一三年一月三十日故宮再發表：「故宮常設展

APP」（Discover NPM APP）。二○一四年十二月，故宮與國網中心合作，推出「故

宮教育頻道」（i Palace Channel）線上學習，17正式在雲端提供推廣教育服務；二○

一五年，配合故宮教育頻道，故宮將培訓種子教師師資群，親攜教案與教具，以行

動列車深入偏鄉地區，更進一步以行動落實博物館教育推廣的理想。

總之，為因應數位科技時代來臨的挑戰，國立故宮博物院從組織架構上作出調

16  國立故宮博物院 2011至 2015年數位巡迴展紀錄，詳見附錄一。
17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教育頻道〉，《國立故宮博物院官方網站》http://npm.nchc.org.tw（檢索
日期：2015年 7月 20日）。



故宮學術季刊　第三十三卷第一期12

整，大量進用數位科技人才，也通過訓練讓故宮同仁從最初的排斥到認識，進而學

習、應用、研發、創新到追求卓越，成就了故宮在數位科技上的應用。

二、對關懷臺灣本土文化訴求的應變

國立故宮博物院是一座接收了清宮文化遺存而成立的國家博物館，定位為皇

家宮廷藝術典藏機構，長期以來被質疑位居藝術文化金字塔尖端，未與廣大鄉親對

話，更未與臺灣本土文化交流。為了回應社會民意對臺灣歷史與本土文化的關懷，

故宮圖書文獻處自上世紀九○年代開始，將典藏的清宮臺灣史料與臺灣輿圖等歷史

文獻編輯出版，18九○年代後也開始以典藏的臺灣歷史文獻、輿圖及相關畫卷策畫

清代臺灣史料展，讓這座宮廷遺存博物館不僅座落在臺北，也以出版及展覽與臺灣

本土有了進一步聯繫。一九九四年故宮圖書文獻處策劃「文獻足徵─院藏清宮臺

灣史料特展」，從此以後每隔兩、三年總會推出類似的臺灣史料展。以下是故宮圖

書文獻處迄二○一四年來所舉辦的臺灣史料展覽（表四）：

表四  19  20  21  22  23

序號 展覽名稱 展覽時間 出處

1 文獻足徵—院藏清宮臺灣史料特展 1994.10 ～ 1994.11. 詳見註釋 19

2 文獻足徵—院藏清宮臺灣史料特展（第二檔） 1995.02 ～ 1995.05
3 台灣近代化足跡 1999.10 ～ 1999.12 詳見註釋 20

4 斯土斯民—活躍在清代臺灣歷史上的人物 2001.07 ～ 2001.10 詳見註釋 21

5 披荊斬棘—十七世紀以後的臺灣 2002.12 ～ 2003.06 詳見註釋 22

6 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臺灣、荷蘭與東亞 2003.01 ～ 2003.05 詳見註釋 23

1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宮臺灣史料叢編》全 35冊，共分為：《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8冊、《清
宮諭旨檔臺灣史料》6冊、《清宮廷寄檔臺灣史料》3冊、《清宮洋務始末臺灣史料》4冊、《清
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12冊、《清宮臺灣巡撫史》2冊，全共 35冊。洪安全編，《國立故宮
博物院藏清代臺灣文獻叢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2006），詳見附錄二。

19  莊吉發，〈臺灣歷史文獻足徵─院藏清宮臺灣史料特展〉，《故宮文物月刊》，140期
（1994.11），頁 102-109。

20  林天人，〈故宮「台灣近代化」的檔案與我〉，《檔案的故事第三集》（臺北：檔案管理局，
2005），頁 39-44。

21  馮明珠，〈斯土斯民─活躍在清代臺灣歷史上的人物〉，《故宮文物月刊》，218期（2001.5），
頁 4-25。

22  馮明珠，《披荊斬棘─十七世紀後的臺灣》（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
23  石守謙主編，《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臺灣、荷蘭與東亞》（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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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序號 展覽名稱 展覽時間 出處

7 福爾摩沙—王城再現
2003.06 ～ 2003.09
臺南社教館展出

詳見註釋 24

8 黎民之初—院藏臺灣原住民圖檔文獻展 2006.06 ～ 2006.12 詳見註釋 25

9 百年觀點—史料中的臺灣．原住民及臺東
2007.07 ～ 2007.10
臺東史前博物館展出

詳見註釋 26

10 履踪—臺灣原住民文獻圖畫特展 2013.12 ～ 2014.05 詳見註釋 27

二○○三年在前院長杜正勝的主導下，故宮圖書文獻處主辦了第一個國際借

展：「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臺灣、荷蘭與東亞」特展，在展覽圖錄中杜正勝院

長寫下一段文字：

本院（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物以中國古代及唐宋近世以降的藝術精品為主，

臺灣歷史文物非院藏所長。但本院立足臺灣，我們願以更積極的作為與臺

灣歷史對話。展覽不只是文物的陳列，也涉及到文物與歷史的詮釋。28  

同一時期，筆者也策劃了「披荊斬棘─十七世紀後的臺灣」在圖書文獻處陳列室

中推出，在《導覽手冊》中策展人筆者寫道：

我們以院藏的文獻、圖籍，回顧十七世紀以後臺灣兩百多年的歷史脈絡，

盡量呈現一些事實，至於歷史解釋，則留給觀眾自已去建構。29  

本院圖書文獻處策展團隊經過一系列臺灣史料策展後，更清楚知道如何以展覽關懷

本土，與之對話；為了豐富及增加展覽內容，故宮也同時加強臺灣本土文物典藏。30

到了二○○五，關懷臺灣本土訴求外，又增添了原住民議題。原住民立法委

24  馮明珠主編，《黎民之初─院藏臺灣原住民圖檔文獻特展導覽手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
院，2006）。

25  何孟侯主編，《百年觀點─史料中的臺灣．原住民及臺東特展導覽專刊》（臺東：國立臺灣史
前文化博物館，2007）。

26  宋兆霖主編，《履踪─臺灣原住民文獻圖畫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
27  馮明珠，〈圖說「福爾摩沙─王城再現」特展〉，《故宮文物月刊》，246期（2003.9），頁 76-85。
28  杜正勝〈序〉見石守謙主編，《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台灣、荷蘭與東亞》（臺北：國立故宮
博物院，2003），頁 2。

29  引自馮明珠主編，《披荊斬棘――十七世紀後的台灣》（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頁 4。
30  如本院於 2003年購藏 John Thomson版畫與插圖共 40幅；2004年飯塚一教授捐贈古地圖 33
幅，其中特別有〈福爾摩沙〉輿圖；2005年臺中東勢詹家捐贈 128件古文書；2007年臺中
清水黃家寄存 126件古文書及一幅家族畫像；2009年香港中山圖書館捐贈共 29,042冊善本古
籍，其中臺灣史料亦甚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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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要求國立故宮博物院非但要與本土對話，也應納入臺灣原住民，策劃臺灣原住民

文物展。為了回應此議題，故宮除了向原住民立委表達：博物館各有立館宗旨，故

宮實不宜與其他原住民主題博物館爭鋒外，同時也承諾將就故宮典藏文物策劃以臺

灣原住民為主題的歷史文獻展覽。二○○六年六月推出「黎民之初─院藏臺灣原

住民圖檔文獻展」，31期長達半年，深獲原住民朋友的好評，並受臺東史前博物館邀

約，合辦「百年觀點─史料中的臺灣．原住民及臺東」特展，32以故宮典藏的臺

灣原住民文獻圖檔前進臺東，與東部觀眾對話。從此以後，在圖書文獻處的陳列室

中，臺灣原住民文獻從未缺席。為了深入臺灣史研究，故宮開始進用臺灣史研究專

業同仁，增強與本土對話的能力。

二○一三年，故宮同仁以〈清謝遂職貢圖〉中平埔族獵人與臺灣土狗畫像為發

想，製作了「國寶娃娃歷險記」3D動畫，獲得極高好評，至今仍在雲端「故宮教

育頻道」播放，歡迎點選觀看。二○一四年，故宮文獻處同仁再推出「履踪─臺

灣原住民文獻史料特展」，極有創意地應用沙畫手法，還原歷史，敘說「赴京朝覲

─原住民進京傳奇」。以上均屬國立故宮博物院對「關懷臺灣本土文化」議題的

回應，如今對臺灣本土文化的關懷已完全融入故宮營運的思維中。二○一五年十二

月二十八日隨著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開幕，嘉義文史及新媒體藝術發展將成為

常設展廳，故宮與本土的聯繫將更深更廣。

三、「南北平衡．文化均富」訴求的應變

國立故宮博物院位於臺北外雙溪，對於臺灣中南部及東部花蓮、甚或外島的

觀眾而言，確實相距遙遠，在高速鐵路通車以前交通更為不便。筆者偶有詢問國人

觀眾第一次參訪故宮的時間？答案常是畢業環島旅行曾到此一遊。因此針對如何拉

近故宮與中南部觀眾以及偏遠學校的距離，是故宮歷任院長念茲在茲之事。對此議

題，故宮早在一九七三年便已作出反應，開始策劃複製文物展主動走入偏鄉，分年

分區域在全臺各地作巡迴展出，足跡遍及各縣市與離島澎湖、金馬等地區（附錄

三）；同時也以複製文物展敦親睦鄰、鞏固邦誼，推展到國外，近如日本、韓國、

31  馮明珠主編，《黎民之初─院藏臺灣原住民圖檔文獻特展導覽手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
院，2006）。

32  何孟侯主編，《百年觀點─史料中的臺灣．原住民及臺東特展導覽專刊》（臺東：國立臺灣史
前文化博物館，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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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遠至美洲、歐洲、澳洲、非洲等許多國家。33這種做法迄今仍在進行中，

展覽內容也從傳統複製文物擴展到數位科技與文化創意作品。（附錄一）一九九四

年，故宮圖書文獻處為了回應對臺灣歷史與本土文化的關懷策劃「文獻足徵─院

藏清宮臺灣史料特展」的同時，故宮也以具體行動落實「平衡南北．文化均富」的

民意訴求，器物處策劃了「國之重寶特展」（圖 7），34以四大單元 370組件文物在

高雄市立美術館隆重推出，轟動南臺灣，激勵故宮接續策劃「故宮文物百品菁華

展」（圖 7），再度以 100組件典藏文物珍品，自一九九七年開始在臺灣各地文化中

心及博物館巡迴展出，足跡踏遍臺灣本島的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屏東及臺東

等地，甚至遠赴離島澎湖，35以具體行動落實「平衡南北．文化均富」的民意訴求；

於此同時秦孝儀故前院長也曾興起建分院念頭。36  

二○○一年七月杜正勝院長正式提出「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籌建計畫」，

二○○三年一月選定嘉義縣太保市原台糖公司 70公頃土地作為南院基地，為了避

免與臺北院區的發展方向重複，南院定位為「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二○○四年

十二月十五日行政院核定故宮南院籌建計畫，原定二○○八年開館營運，唯因陷入

履約爭議，工程停滯不前，二○○七年八月三十日林曼麗前院長進行第一次修訂計

畫，將開館時間延後到二○一一年。二○○九年八月八日莫拉克風災帶來超大豪

雨，當時博物館周邊水利工程未完竣，導致故宮南院基地全面淹沒，博物館建築設

計等契約一一終止。馬英九總統上任後遂督促行政團隊積極進行通盤檢討，排除障

礙，務實解決契約爭議，於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前院長周功鑫的帶領下，完

成「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籌建第二次修正計畫」，行政院核定二○一五年底開

館試營運，博物館硬體工程委由營建署代辦，博物館裝潢工程、策畫展覽、美術設

計、各類軟體規劃及 50公頃園區景觀營造等，則由本院自行負責，重新啟動，故

宮南院籌建計畫始有突破性進展。二○一三年二月六日動土興建，二○一四年六月

五日上樑，工程進度順利，終將於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如期開館試營運，作

33  孫海蛟，〈潛移默化─故宮精製文物赴監獄展出〉，《故宮文物月刊》，181期（1998.4），頁
118-123。近年故宮複製文物巡迴展記錄，詳見附錄三。

34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國之重寶特展圖錄：國立故宮博物院預祝建院七十週年高雄市
特展紀盛》（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

35  「故宮文物百品菁華展」全台巡迴展紀錄，詳見附錄四。
36  林柏亭副院長口述。2015年 8月 21日國立故宮博物院一級主管到南院巡視，於嘉義縣政府會
議室召開院會，並請林柏亭前副院長演講「從故宮南院談既熟悉又陌生的亞洲」，演講中分享
了當年他追隨在秦前院長身邊時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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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院九十周年慶壓軸巨獻，也達成「南北平衡．文化均富」的使命。37

四、對福利社會意識崛起的應變

故宮在接受關懷臺灣本土或原住民文化及平衡南北等議題挑戰的同時，也受到

福利社會意識崛起的挑戰，開始推動社會弱勢人文關懷。截至目前為止故宮提供的

弱勢族群服務有：

（一）提供身心障礙團體服務

關懷弱勢族群是人本關懷的呈現，也是福利社會的基本訴求。國立故宮博物院

對弱勢團體的服務包含：設置無障礙空間、網路無障礙化、手語及視障導覽服務、

推動設置「跨越障礙．欣賞美麗」無障礙環境等，並在即將開幕的「南部院區：亞

洲藝術文化博物館」建設中，納入所有對弱勢族群的人本關懷與無障礙設計。

（二）提供高齡長者服務

配合高齡化社會需求，除提供退休人員免費參觀外，並主動安排前往老人安養

中心提供服務。

（三）提供新住民服務

臺灣新住民成員，除大陸人士外，以東南亞及日本、韓國居多，故宮南院定

位為「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即是因應臺灣社會結構的變化，在開幕十大首展中

即包含亞洲各地如東亞、南亞、中亞、東南亞等區域文物，從藝術成就上頌揚新住

民的母體文化，並建置該等地區語文專屬網頁，服務臺灣新住民。配合故宮南院的

籌建，自二○○四年起故宮開始策劃亞洲藝術文化展，如二○○四年一月「異國風

情─亞洲文物展」38於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推出；二○○八年三月在臺北院區推

出「探索亞洲─故宮南院首部曲特展」，39十月移師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二○○

九年十月再度於嘉義市立博物館舉辦「芙蓉出水─越南青花瓷展」，40並推出越 

南文化節活動等等，深信故宮南院開幕之後，對新住民的服務將更多元。

37  詳拙著，〈金甌永固．玉燭長調─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亞洲藝術博物館總序〉，出版中。

38  林柏亭主編，《異國風情─亞洲文物展導覽手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4）。
39  林柏亭主編，《探索亞洲─故宮南院首部曲特展導覽手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
40  翁宇雯，〈芙蓉出水─簡介越南青花瓷特展〉，《故宮文物月刊》，320期（2009.11），頁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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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供偏鄉及更新人教育服務

為服務多元觀眾，促進文化藝術資源共享，「故宮複製文物展」自一九七九年

起踏遍全台作巡迴展出，近年來更加入數位新媒體展演，與偏遠地區學校合作，提

供偏鄉學童藝術文化教育。二○一○年起服務對象更延伸至矯正機關，如臺北監

獄、桃園女子監獄、桃園少輔院、高雄明陽中學、新竹誠正中學等，給予無法來院

參觀的監獄收容人或矯正學校更新人美學教育。41

經過「關懷本土文化」、「文化均富」與「關懷弱勢族群」等民意、福利社會及

公益職責等挑戰，故宮在決策、管理與營運上均作出適度的反應與調適，讓故宮更

貼近鄉土、更親近民眾、更符合福利社會公益。今日國立故宮博物院已不再侷處於

文化藝術金字塔尖端，早已落實成為一座真正的國家博物館。

五、對文化創意產業崛起的因應 

博物館以典藏或選展文物發揮創意，製作紀念品販售，既得以延續觀眾記憶，

也可能創造利潤回饋博物館營運經費所需，因此開發紀念品、設立博物館商店，幾

乎是現代博物館必備的經營手法之一。國立故宮博物院早在一九六五年在臺北復

院之初，便開始針對展出文物出版圖錄、印製明信片、複製畫作及圖片等銷售。

一九六八年故宮組織改造，成立出版組，專責故宮的出版業務；一九七○年科技

室相繼成立，開始古器物維護研究外，也以複製文物為手段，探究古代工藝，研

發複製成果，除用作修護文物與標本紀錄外，也將複製及仿製作品販售，極獲民

眾喜愛，出現供不應求現象。因此，筆者以為可以如此詮釋，故宮的出版組與科

技室基於業務職責，開始了本院的文創業務，也逐漸累積了資本。一九八三年，已

故前院長秦孝儀上任，提出「從傳統中創新．藝術與生活結合」的發展方向，除 

出版《故宮文物月刊》42以「卧遊故宮」或「紙上故宮」概念，進入愛好藝術者的生

活，更易貼近民眾外；也真正開啟了故宮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包括筆者在

內的主事同仁，43從典藏文物中尋找創意，開始設計絲巾、領帶、雨傘、桌布、餐

41  近年來故宮複製文物至偏鄉及矯正機關等其他地區巡迴展紀錄，詳見附錄五。
42  《故宮文物月刊》自 1983年 4月創刊，迄 2015年 10月共出版 391期。
43  筆者於 1978年進入故宮服務，初任約聘研究人員從事《清史稿校註》工作，竣事後於 1983年
正式進入圖書文獻處工作，即被秦院長及昌彼得副院長帶入故宮福利會兼職，執行「從傳統中
創新．藝術與生活結合」文創發想，當年參與其中的固定班底有書畫處的朱惠良、器物處的程
擎光及陳夏生、出版組的宋龍飛與簡松村、科技室的王惠玲與施培洲等，以及隨時參與討論的
同仁，是這群熟悉故宮文物且掌握出版及工藝技術的人，推動了故宮的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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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領帶夾、袖扣、胸針、口紅匣、鏡子、布料、文具及生活用品等，逐漸確立了

故宮品牌；同時引進百貨業的管銷制度，故宮禮品供應商店銷售量逐漸增多，供貨

需求已非公務機構出版組與科技室所能承應，遂通過「合作開發」與「圖像授權」

與業界合作，以故宮典藏為母體，帶動業界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形成以國立故宮博

物院為品牌的產業鏈。二○○○年前院長杜正勝上任，廢止了秦院長時期所用商標

（logo），通過公開徵選，重新確立故宮商標（表五），延用至今，並在全球陸續取

得美國、加拿大、歐盟、俄羅斯、韓國、紐西蘭及澳洲等七個國家及地區之商標證

書。

表五

國立故宮博物院

最早期商標

宗周鐘商標

因「送鐘」引申

意涵不佳作廢

玉鷹紋圭商標

因線條複雜不易

印製作廢

2000年公開徵求，
王行恭設計，延用

至今，已在全球註

冊。

故宮南院商標

配合南院定位設

計，已註冊完成。

二○○七年，林曼麗前院長為提升故宮文創產業，拍攝「Old is New」行銷廣

告、邀約文創設計工作者以故宮典藏發想設計商品，並引進「品牌授權」做法，

以提昇故宮品牌形象及國際知名度。第一家與故宮品牌合作的國際知名商家，

是義大利著名生活用具品牌 Alessi，共同推出「The Chin Family清宮家庭」及

「OrienTales東方傳說」料理容器系列，藉由 Alessi品牌效應，將故宮品牌行銷至

國際。總之，故宮出版組從一九六七年成立發展至二○○八年已擴編為「文創行

銷處」，分基金、出版、授權、文創等四科辦事，所有仿製、授權、文創設計、量

產行銷等，均由該處通過「合作開發」、「品牌授權」、「國寶衍生商品設計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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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委託承銷」全盤掌控；44而故宮文創最重要的出版業務，則從發想、著作、設

計、編輯及出版印製，全由故宮自行執行。以最近的二○一四年為例，故宮合作

開發商品營收達 5億 6,060萬 8,098元，博物館禮品商店營收達 8億 2,602萬 5,908

元，出版授權、圖像及品牌授權收入 4,939萬 4,946元，說明故宮文創事業的蓬勃

發展。45

自二○○八年五月二十日周功鑫前院長上任，她以「形塑典藏新活力．創造故

宮新價值」作為推動院務的指導原則，開啟故宮文化創意業務新的發展趨勢，除原

有的自行產製、品牌授權與合作開發外，周前院長推動兩項結合教育的創新做法：

其一，開辦「故宮文創產業發展研習營」，結合院外藝術工作者、故宮研究同仁及

成功的設計師，從教育出發，讓有意與故宮合作或有意從事文創工作者，從體驗美

感出發，到認識故宮文物，再據以發展創意設計。故宮提供資源及教育平台，提升

博物館相關產業的品質與內涵，建立故宮與各產業間的合作及行銷模式；迄今研習

營正辦理第六屆，培訓團隊已有 72家（前五屆），包括臺灣知名品牌朱的寶飾、法

藍瓷、琉園、藝拓、頑石創意、富御珠寶、藝奇藝術授權文化、義美食品、異數宣

言等等，部分成果見載於二○一四年三月出版的《文化創意新體驗—國立故宮博物

院文創產業發展研習營專輯》。46其二，辦理「國寶衍生商品設計競賽」（圖 8），為

了鼓勵年輕人進入文創設計領域，故宮自二○一○年始辦理「國寶衍生商品設計競

賽」，鼓勵並吸引有志從事文創發展的年青人及設計團隊參與其中，活動從教育出

發，凡有興趣參與設計競賽活動者，必先參與故宮與教育團體合作舉辦的校園巡迴

美學講座，從認識故宮文物出發，進而創意設計；競賽優勝成果則由故宮舉辦發表

會，並策劃「故宮潮．當國寶遇上設計」在各地作巡迴展出，提升設計者知名度，

也鼓勵青年學子加入文化創意產業行列；此外，故宮更進一步媒合廠商與獲獎者合

作，將優勝的設計商品量產銷售，成績斐然。當然，近六年來通過國寶設計競賽進

44  案：迄 2015年 9月，與故宮合作的「品牌授權」廠商共 20家，「合作開發」廠商共 126家，
「委託承銷」廠商共 24家。（文創行銷處提供）

45  2014年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有文創出版業務營收詳見《103年國立故宮博物院年報》及《103  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消費合作社年報》；所有文創品牌授權相關辦法，詳見國立故宮博物院，《國
立故宮博物院官方網站》http://www.npm.gov.tw/zh-TW/Article.aspx?sNo=02006330（檢索日期：
2015年 7月 20日）。

46  詳見徐孝德主編，《文化創意新體驗─國立故宮博物院文創產業發展研習營專輯》（臺北：國
立故宮博物院，2014），頁 49-109。



故宮學術季刊　第三十三卷第一期20

入故宮賣場者為數不少，為故宮文物加值應用添加了年輕的創意與銷售熱潮。47

六、對博物館業務日益擴大的因應

除前述數位科技、本土訴求、南北平衡、社會福利、文化創意等帶來的挑戰與

應變外，近三十多年來國立故宮博物院其他業務也隨著博物館功能變化不斷擴增，

例如典藏文物不斷增加、科學檢測實驗室增設、組織不斷擴大、服務面向日益增

廣、博物館業務與時俱進、配合業務需求從業同仁不斷增多、觀眾日益遽增等等，

均引發博物館空間嚴重不足現象。故宮臺北院區自一九六五年興建以來，雖經過五

次擴建，但對空間嚴峻的挑戰則開始於二○○九年，因政府的活路外交與兩岸開放

政策，國際旅客及大陸民眾來臺觀光急遽上升，影響所及，故宮的參觀人數也從

二○○八年約 224萬人，六年間成長超過兩倍到達 540萬人，為了因應公共接待

空間嚴重不足的挑戰，故宮提出了短、中、長程三策因應，短程是治標策略，如：

控制入館參觀人數，每時段以 2,800人為上限；星期一至四每日延長開放 2小時，

早上 8:30開館，下午 6:30閉館；星期五、六延長至 21:00閉館；中程策略，是加

速「故宮南院：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的興建，希望在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開館試營運後有效地舒緩臺北院區的人潮，讓臺北院區的同仁們恢復正常的上下

班作業；長期是治本的方法，故宮提出了北部院區的擴建計劃，並於二○一○年元

旦，獲得馬英九總統裁示「大故宮計畫」作為中華民國重要的文化建設，並於二○

一一年十月七日，宣布「大故宮計畫」正式啟動。48經過四年多的努力，「大故宮

計畫」的論述更為成熟，筆者認為「大故宮計畫」應包括南部院區興建與北部院區

擴建兩部分：南部院區的興建將於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完成開館試營運；北

部院區的擴建則持續推動中，目前正進入第二階段的環境影響評估作業，1,500多

頁的《大故宮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含附錄）已公布於本院官網。49此

事關係著國立故宮博物院未來發展以及國家的文化政策，衷心期盼順利通過。

47  歷屆國寶衍生商品設計競賽（2010-2015）累計參賽作品共 2,381件，得獎作品 83件，成功媒
合設計者與廠商合作開發的商品共 19件；現今賣場架上商品尚有 16項 29種商品販售中，如：
翠玉白菜傘、冰山一腳絲襪、泡茶趣、畫中山水書籤、鐘響揚聲器、饕線獸捲線器、犧尊的日
常生活滑鼠墊與 3D文件夾…等。（資料來源：文創行銷處）

48  詳見呂仁華、劉君祺編，《國立故宮博物院一百年年報》（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頁 140-144。
49  詳見國立故宮博物院，《大故宮計畫官網》http://theme.npm.edu.tw/gpmep/zh-tw/Article.aspx?sNo= 

02000017（檢索日期：2015年 7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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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故宮計畫之北部院區擴建」內容包括：展覽館與公共服務空間的整建、擴

建與興建藝文園區等工程，徹底更新建於一九六五年的老舊建築、擴充公共服務、

展覽及典藏研究空間，並在佔地 4.8公頃的藝文園區內建置：第一座國家級「故宮

文物科技保存研究中心」、世界級「故宮數位藝術展演研發中心」，以及第一座鏈接

博物館的「故宮文創產業園區」；徹底解決故宮因應社會變遷，與時俱進所需要的

發展空間。

結　　語

國立故宮博物院於一九二五年雙十成立迄今已邁向九十周年，自一九六五年

在臺北外雙溪復院以來也有五十年，隨著中華民國國運的變化，故宮博物院經歷推

翻帝制的肇建期、艱辛克苦的播遷期、分裂待變的北溝期、落地生根的茁壯期及與

時俱進的蛻變期，特別在蛻變期的三十多年間，故宮隨著社會變動，與時俱進，不

斷求新求變；迎向數位科技時代，除了典藏數位化，更應用數位技術深化展覽，推

動線上學習，將故宮推向無牆博物館發展；策劃新媒體藝術展，走出院外，深入民

間，「故宮潮：新媒體藝術展」在臺灣各處開花，故宮因而也由無牆博物館邁向行

動博物館服務；近年來更以數位典藏帶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締造驚人業績，不但

推廣了文化創意教育，更帶動臺灣文創產業鏈；因應南北平衡、社會弱勢族群以及

不同觀眾的要求，故宮均做出應有的反應，服務範圍遍及偏鄉、原鄉、弱勢族群與

新住民；自二○一四年十二月「故宮教育頻道」開播，故宮教育覆蓋面更廣；二○

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亞洲藝術博物館」正式開館營

運。

總之，經過三十多年的蛻變，國立故宮博物院早已晉身為國際極具知名度的博

物館之一，與法國羅浮宮、英國大英博物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及北京故宮博物院

並駕齊名，近年來更蟬聯英國倫敦〈藝術報〉（The Art Newspaper）評為世界最受

歡迎十大博物館之一，名列第七，也是亞洲地區惟一上榜的博物館；二○一一至二

○一四年，本院策劃的展覽連續四年被該報評選為當年最受歡迎展覽名列前茅，詳

列如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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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時間 展覽名稱 參觀人數 排名

2011 山水合璧：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特展 847,509 3

2013 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 1,007,062 1

2013 溯源與拓展：嶺南畫派特展 921,130 2

2014 明四大家特展─唐寅 1,131,788 1

2014 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特展 1,170,862 2

2014 乾隆潮─新媒體藝術展 1,699,499 3

2014 明四大家特展─沈周 697,937 8

而故宮博物院因應時尚潮流製作的動漫影片、紀錄片及新媒體藝術展等，也屢

獲博物館協會及國際知名影展大獎等，都見證故宮同仁們的努力，與領導階層洞燭

先機的應變管理能力。然，國立故宮博物院不會以此為滿足，將以更積極的態度面

對各種「社會影響力」的挑戰，大步邁前發展。

筆者自一九七八年進入故宮服務，迄今三十七載，何其有幸跨越故宮六十、

七十、八十、九十周年之慶，歷經故宮各項蛻變並參與其中。一九九五年故宮七十

周年之際，筆者參與由前故副院長昌彼得（1921-2011）主編《故宮七十星霜》的

執行編輯工作，50開始涉獵故宮院史研究；二○○○千禧之年，又奉秦院長之命參

與《故宮跨世紀錄要》的編纂，51以紀其盛；二○○五年故宮八十周年，蔡玫芬主

編《八徵耄念》專集，52筆者參與撰述；今年恭逢故宮博物院九十周年，季刊特刊

徵稿，遂撰成本文，既是紀錄，也作誌慶。

50  昌彼得總編、馮明珠執行編輯，《故宮七十星霜》（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
51  宋兆霖總編、馮明珠執行編輯，《故宮跨世紀大事錄要》（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
52  蔡玫芬主編，《八徵耄念》（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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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二○一一至二○一五年數位巡迴展

展覽名稱 辦理期間 活動地點 總參觀人數

精彩數位故宮：四季故宮 2011/11/25 ～

2012/06/29
臺北華山 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鍋爐室

113,000

臺南．故宮古畫動漫 2012/03/31 ～

2012/09/09
臺南蕭壠文化園區 A4館 120,317

故宮數位畫時代：過去與未來展 2012/05/05 ～

2012/05/27
美國洛杉磯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漢學書房、展示廳

6,570

故宮親子數位藝術展（臺北） 2012/07/16 ～

2012/09/16
臺北華山 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東 3烏梅酒廠

64,416

故宮親子數位藝術展（嘉義） 2012/11/01 ～

2013/12/16
嘉義市立博物館 49,204

故宮動漫嘉年華 2013/01/18 ～

2013/03/16
臺中市大雅國小活動中心 28,038

故宮潮．彰化遊 2013/07/05 ～

2013/09/04
彰化建國科技大學 30,156

同安．潮―新媒體藝術展 2013/07/20 ～

2013/09/22
臺北華山 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鍋爐室

54,067

故宮潮．府城遊 2013/09/27 ～

2013/12/22
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出張所 38,409

乾隆潮新媒體藝術展 2013/10/08 ～

2014/03/16
國立故宮博物院 1,699,448

故宮潮．松山奉天宮遊數位

巡迴展

2013/11/01 ～

2014/02/14
臺北松山奉天宮 101,854

2014美洲智慧生活科技整合
論壇暨商展

2014/05/05 ～

2014/05/06
美國邁阿密國際會議展覽中心 1,050

乾隆潮推廣展 2014/06/12 ～

2014/06/15
法國國立科學技術與管理學院及巴

黎第四區市政府獨立展示區 
2,500

「故宮國寶亮起來」特展 2014/09/01 ～

2014/11/28
臺北臺電總管理處（臺電大樓） 12,982

「故宮國寶童樂趣」數位藝術展 2014/11/27 ～

2015/03/15
臺北松山奉天宮 131,226

2015乾隆潮新媒體藝術展巡展 2015/02/14 ～

2015/05/10
臺南十鼓仁糖文創園區 16,805

國立故宮博物院教育展資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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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宮臺灣史料叢編》出版一覽表

書名 冊別 起 迄
出版

年

出版年

（民國）
備註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 1 道光 12年 11月 同治 5年 9月 1994 83

共 8冊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 2 同治 5年 9月 同治 13年 11月 1994 83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 3 同治 13年 1月 光緒 3年 5月 1994 83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 4 光緒 3年 5月 光緒 10年 6月 1995 84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 5 光緒 10年 6月 光緒 11年 9月 1995 84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 6 光緒 11年 9月 光緒 15年 1月 1995 84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 7 光緒 15年 1月 光緒 17年 9月 1995 84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 8 光緒 17年 9月 光緒 21年 3月 1995 84

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 1 乾隆 6年 5月 乾隆 52年 12月 1996 85

共 6冊

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 2 乾隆 52年 12月 嘉慶 8年 12月 1996 85

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 3 嘉慶 9年 2月 嘉慶 11年 10月 1996 85

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 4 嘉慶 11年 10月 道光 12年 1月 1997 86

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 5 道光 12年 2月 咸豐 3年 2月 1997 86

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 6 咸豐 3年 2月 光緒 27年 10月 1997 86

清宮廷寄檔臺灣史料 1 乾隆 5年 9月 嘉慶 11年 3月 1998 87

共 3冊清宮廷寄檔臺灣史料 2 嘉慶 11年 3月 咸豐 6年 8月 1998 87

清宮廷寄檔臺灣史料 3 咸豐 7年 6月 光緒 20年 10月 1998 87

清宮洋務始末臺灣史料 1 道光 18年閏 4月 同治 11年 6月 1999 88

共 4冊
清宮洋務始末臺灣史料 2 同治 11年 9月 光緒 8年 8月 1999 88

清宮洋務始末臺灣史料 3 光緒 9年 2月 光緒 11年 6月 1999 88

清宮洋務始末臺灣史料 4 光緒 11年 7月 光緒 24年 10月 1999 88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 1 康熙 42年 5月 雍正 4年 8月 2001 90

共 12冊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 2 雍正 4年 9月 雍正 5年 9月 2001 90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 3 雍正 5年 9月 雍正 7年 10月 2001 90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 4 雍正 7年 10月 雍正 10年閏 5月 2001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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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冊別 起 迄
出版

年

出版年

（民國）
備註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 5 雍正 10年 6月 雍正 12年 5月 2002 91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 6 雍正 12年 5月 乾隆 17年 4月 2002 91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 7 乾隆 17年 4月 乾隆 32年 11月 2003 92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 8 乾隆 32年 11月 乾隆 51年 12月 2003 92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 9 乾隆 51年 12月 乾隆 52年 11月 2004 93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 10 乾隆 52年 11月 乾隆 53年 9月 2004 93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 11 乾隆 53年 9月 嘉慶 14年 9月 2005 94

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 12 嘉慶 14年 9月 光緒 34年 7月 2005 94

清宮臺灣巡撫史 上 

光緒 10年閏 5月 光緒 27年 7月

2006 95

上諭檔

光緒 10年閏 5月 光緒 20年 10月 廷寄檔

光緒 10年 8月 光緒 21年 5月
洋務

史末

光緒 10年閏 5月 光緒 27年 5月
軍機處

檔摺件

光緒 10年 9月 光緒 19年 12月 外紀檔

光緒 10年閏 5月 光緒 13年 5月
皇清奏

議

清宮臺灣巡撫史 下

光緒 10年閏 5月 光緒 21年 3月

2006 95

月摺檔

光緒 22年 1月 宣統元年 4月
傳包

傳稿

光緒 10年閏 5月 光緒 27年 7月 起居注

全 35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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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近年故宮複製文物巡迴展記錄

項次 展覽名稱 展覽日期 地點 參觀人次

1

﹁
吉
祥
如
意
﹂
複
製
文
物
教
育
巡
迴
展

2007/9/22~10/12 臺東縣政府文化局藝文中心 1,929

2 2008/2/1~2/24 臺中縣港區藝術中心 15,157
3 2008/4/2~4/20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5,460
4 2008/7/5~7/27 南投縣虎山藝術館 2,507
5 2008/8/16~9/9 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 1,600
6 2008/9/16~10/5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5,642
7 2008/10/10~10/26 高雄縣政府文化局 2,851
8 2008/11/1~11/23 臺南縣文化中心 4,316
9 2009/3/14~4/5 花蓮縣文化局美術館 5,432

10 2009/4/25~5/31 馬祖民俗文物館 6,912
11 2009/6/20~7/19 國立臺灣文學館（臺南市） 34,753
12 2009/8/8~8/23 嘉義縣梅嶺美術館 因莫拉克颱風風災

展品受損停辦

13 2010/1/10~3/10 臺中市役所 7,791
14 2010/5/9~5/30 臺北縣藝文中心 2,034
15 2010/8/13~8/29 彰化縣文化局 5,101
16 2010/12/26~2011/2/10 金門縣文化局 6,753
17 2011/3/12~3/31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2,817
18 2011/4/23~6/12 澎湖生活博物館 5,731
19 2011/7/8~7/24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13,705
20 2011/8/6~9/25 嘉義市立博物館 36,457

國立故宮博物院教育展資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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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故宮文物百品菁華展」全臺巡迴展

故宮文物百品菁華Ⅰ

時間 地點 展期 參觀人數

民 86年（1997） 5月 臺東縣立文化中心 兩個月 近七萬人

　 9月 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兩個月 近十七萬

　 12月 澎湖縣立文化中心 一個月 約四萬人（佔離島居民之半）

民 87年（1998） 11月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兩個月 近九萬人

民 88年（1999） 2月 臺南縣立文化中心 兩個月 近十三萬人

　 4月 臺中市立文化中心 兩個月 逾十七萬人

故宮文物百品菁華Ⅱ

時間 地點 展期 展名

民 90年（2001） 5月 臺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 33天 帝國歲月―故宮文物菁華

百品展

　 7月 臺東縣國立臺灣史前文

化博物館

兩個月 華夏珍寶―故宮菁華百品

特展

　 9月 高雄縣政府文化局第二

展覽室

兩個月 金碧輝煌―故宮文物菁華

百品展

　 11月 臺南縣立文化中心 兩個月 故宮文物菁華百品展

民 91年（2002） 2月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兩個月 故宮文物菁華百品展

　 4月 澎湖縣文化局科學館 兩個月 故宮文物菁華百品―城鄉

巡迴展

　 6月 新竹縣文化局美術館 兩個月 戀戀竹縣―故宮文物菁華

百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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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近年來故宮複製文物至偏鄉及矯正機關等其他地區巡迴展

（一）赴國內偏鄉學校、原住民及新住民比例較高學校展出

項次 展覽名稱 展覽日期 地點 參觀人次

1 故宮珍藏複製文物巡迴展 2002、2003 臺中市大元國小、高雄市加昌

國小等

－

2 故宮複製文物到校服務 2005/5/2~5/6 臺中縣因 921地震及敏督麗颱
風受災之偏遠學校，東明、中

科、明正、白冷及峰谷國小

－

3 「國寶總動員」複製文物

教育展

2011/11/12~11/20 臺中市梨山國小   500
4 2012/9/4~9/10 桃園縣介壽國中   900
5 2013/04/23~4/30 新北市烏來國小   800
6 「看見乾隆皇」複製文物

教育展

2014/10/29~11/7 新竹縣福興國小 1,221

7 「國寶總動員」複製文物

教育展

2015/5/21~5/29 嘉義縣南新國小 1,897
8 2015/10/12~10/21 苗栗縣苑裡國小 尚未舉辦

（二）赴矯正機關展出

項次 展覽名稱 展覽日期 地點 參觀人次

1 「華夏文物英華」少

年監獄巡迴展覽

1995 現桃園少年輔育院、彰化少年

輔育院、明陽矯正中學、誠正

矯正中學

－

2 華夏文物菁華展覽 1997、1998、1999 臺北、臺中、嘉義、臺南、高

雄、花蓮、嘉義、臺南監獄

－

3 精選複製文物監獄展 2010/11/29~12/3 臺北監獄 3,460
4 「國寶總動員」複製

文物展

2011//11/29~12/6 桃園女子監獄 1,433
5 2012/10/1~10/8 桃園少年輔育院 2,000
6 2013/8/6~8/17 高雄市明陽中學    668
7 2013/9/28~10/6 新竹縣誠正中學    928
8 「看見乾隆皇」複製

文物教育展

2014/5/20~5/28 彰化少年輔育院 2,064
10 2014/8/26~9/3 臺北少年觀護所    734
11 2015 臺北看守所 尚未舉辦

國立故宮博物院教育展資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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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ing the Challenge: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s 
Transformation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Fung Ming-Chu
Director,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races its beginnings back to the Forbidden City in 
Beijing on October tenth in the fourteenth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rresponding 
to 1925. It was created as a national museum to accept and preserve for posterity the 
cultural assets of the former Qing dynasty court. With the eruption of conflict with 
Japan in 1933, however, the decision was made to select, pack, and move many of 
the finest specimens from the collection for their safety. They were transported in 
five installments from the Forbidden City in a retreat inland toward the southwest, 
inaugurating a period of travel and temporary storage until part of the collection 
was once again shipped in 1949, this time to Taiwan. In 1965, to commemorate the 
centennial of Dr. Sun Yat-sen’s birthday, the Preparatory Office of the Central Museum 
was united with the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in Taiwan to for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nd established in Taipei, making the history of the Museum so far ninety 
years. In this paper, I analyze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over these past nine decades, dividing the period into five stages: Beginning, 
Moving, Beigou,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This essay in particular examines the 
above-mentioned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from 1983 to the present), first dealing 
with the challenges that the Museum faced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 rapid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s over the past 32 years. Then I discuss how the Museum 
has met all these challenges by make corresponding adjustments to its operational 
methods and direction, as seen in the various activities it has engaged in. By doing so,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has been able to rapidly transform itself to become the 
institution that it is today.

In 2013,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 for its annual meeting 
came up with the following theme: “Museums (Memory + Creativity) = Social 
Change.” This, in fact, accurately describes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Despite the social impact created by continued changes in society, 
the Museum has not only been able to keep up with the times but also under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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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Thus,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over the 
past 32 years precisely reflects the social changes in Taiwan over this period.

Keyword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useum, social change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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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3D動畫影片國寶娃娃系列作品 
a第一集：國寶總動員　b第二集：國寶娃娃入寶山　c第三集：國寶娃娃入寶山 2 山水篇　
d第四集：國寶娃娃歷險記　e國寶神獸闖天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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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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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山水化境」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 4　 2014年 6月「乾隆潮―新媒體藝術展」於法國巴黎
Futur en Seine塞納數位藝術節展出

圖 3　 「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特展」vs「乾隆潮―新媒體藝術展」主視覺海報（右）及《乾隆潮》導覽手冊（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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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故宮潮」展覽海報　教育展資處提供 
a故宮潮台中場海報　b故宮潮苗栗場海報　c故宮潮台南場海報　d故宮潮奉天宮場海報

圖 5　 2015年 6月 26日馮明珠院長與佛羅倫斯聖十字教堂主席 Irene Sanesi簽訂展覽合作協議，
及《藝城漫遊─郎世寧新媒體藝術展導覽手冊》封面與聖十字教堂設計之展覽海報。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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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矯正機關複製文物展─明陽中學學生創作作品

圖 8　第五屆國寶衍生商品設計競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