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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臺灣文學館於2016年9月5日至9月10日由洪秘

書秀梅帶隊，趙慶華助理研究員及謝韻茹組員陪同

前往上海、蘇州、南京等地參訪博物館、作家故

居，拜會上海作家協會等學術單位，了解中國大陸

博物館數位應用、教育推廣及文學研究動態。

上海博物館

感謝文化交流辦公室周燕群主任親自接待，

為我們介紹上海博物館的藏品以青銅器、陶瓷器及

書畫為特色，以向外採購為大宗，部分來自捐贈。

最後雙方互贈館方紀念品及書籍。展區介紹請參閱

上博網址http://www.shanghaimuseum.net/museum/

frontend/。

一、展區規劃

導覽人員帶領我們參觀二樓陶瓷館，該展區參

觀動線依照文物年代，有系統地呈現陶瓷發展史。

展場以櫥窗式陳列為主，將大型、珍貴文物擺置展

場中央，動線規劃寬敞；但觀眾必須排隊在櫥窗前

等候，一睹熱門文物。另外，展區偏暗，光線集中

聚焦於文物，方便欣賞細節。文物固定及擺設手

梧桐樹下的文學秋光
2016中國大陸參訪紀行

法，以各種尺寸、高度不一的壓克力板為主，向觀

眾提示文物重點，例如三足鼎「足部」、窯器「碗

底」紋路。

數位展示方面較為缺乏，除「少數民族工藝

館」設置數位應用平台，介紹民族概況、精品賞

析、製作工藝、民風民俗等。其中「互動遊戲」邀

請觀眾根據少數民族衣物的織品花紋，進行線上拼

圖復原，遊戲重點旨要分辨差異性及記憶力，寓教

於樂。

二、教育推廣

「觀眾活動中心」位於館外西側地下廣場，

可辦理專題演講及藝術體驗教室。教室櫥櫃展示

館方文物複製品，做為教具。民眾可利用手機下載

「上博活動」APP，進行線上報名。活動類型豐富

多元，其中「文化考察」由專家帶領前往湖州博物

館、江西吉州窯、蕭山跨湖橋遺址等地進行兩天以

上的考察行程，有名額限制，且必須付費。「藝術

品實作課程」為整天研習，聘請藝術家指導剪紙、

手工首飾、染印花布、紙雕塑、竹編等，均為免費

課程。

文───謝韻茹　展示教育組　　攝影──洪秀梅、謝韻茹　

入秋的江南，遍植梧桐樹，手掌般的葉，在巴金故居窗前沉吟，掩進書卷；時而徘徊在南京博物院

外，積蘊滿地的詩意，將歲月盡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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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

感謝南院辦公室主任盛之翰先生親自接待，並

安排專人導覽，與館員王璟小姐交流館務，並致贈

最近三年《南京博物院年報》供本館參考。南博簡

介請參考網址http://www.njmuseum.com/html/default.

html。

一、人事組織

南院規劃「一院六館六所」，在南院下設有

「歷史館」、「特展館」、「藝術館」、「民國館」、

「非遺館」、「數字館」計六館；以及「考古研究

院」、「文物保護技術研究所」、「陳列藝術研究

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所」、「古代建築

研究所」、「古代藝術研究所」計六所，六館展示來

自六所研究員的學術成果。南院研究員除了研究、

出版，也必須擔任策展人自辦展覽。南院有完整的

策展團隊，包括展場水電工程、木工裝潢、電機人

員、維修人員等；院方技術人員定時巡視展廳、庫

房，即時解決展場狀況，機動性強。

二、教育推廣

「非遺館」聘請駐館藝術家現場展示技藝：金

陵剪紙、秦淮花燈、惠山泥人等等，並開放現場認

購藝術品。「非遺館」設有小劇場，展演京劇、崑

曲、皮影戲、蘇州評彈等等。戶外廣場配合傳統節

日辦理各項民俗體驗：春節彩燈製作、端午香包製

作、七夕彩繪等等，是民眾參與度最高的活動，每

年辦理場次超過450場。

南院是「博物館青少年教育功能」示範單位，

館校合作單位以鄰近學校為主。例如2015年與岱山

實驗小學合作開發「小學生的人文歷史課程」，納

入該校常態課程。2015年配合「拿破崙特展」，南

院在多所學校巡迴辦理「中學生辯論賽」。暑假期

間辦理「考古夏令營」，由院方考古人員帶領中學

生進行考古發掘、模擬器物修復，有助於文物保存

知識的向下扎根。

三、數位展示

各展館均設置多媒體觸摸平台、LED燈管、

LCD液晶螢幕、PDP電漿顯示器等視聽設備。以

「數字館」為例，入口處模擬史前洞穴，牆壁繪有

象形文字，搭配動態投影，從潺潺水流演變為甲骨

文、金文、篆書、隸書等文字流域，以及天花板不

停變換的洪荒時空，象徵人與自然抗爭的漫長過

上海博物館文化交流辦公室周燕群主任。 陶瓷館展場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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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接著，以「熱血青年」、「因為愛情」、「君

子愛財」作為子題敘說歷史人物。「熱血青年」以

LCD屏幕展示文壇作家的家庭生活照，臺灣女作家

三毛與伴侶荷西名列其中。「因為愛情」以舞蹈剪

影，詮釋項羽和虞姬的歷史愛情故事。該影片循環

播放於展場U型螢幕，充滿聲光享受。

被譽為「南京清明上河圖」的「南都繁會

圖」，徐徐展開在展場牆壁，民眾可掀開鑲嵌在畫

作局部的多媒體螢幕，觀看與畫作局部相對應的精

彩動畫，了解明代南京市井生活。「超凡入聖」展

區利用3D影像技術，展示鎮院之寶：「竹林七賢

磚畫」。只見磚畫人物由淺而深慢慢浮現，開始撫

琴、起舞、長嘯，性格各異，栩栩如生。

四、文化平權

配合2014年「國際博物館日」和「全國助殘

日」期間成立「博愛館」，借助音箱、點字、文物

複製品，從觸覺、聽覺角度提供視障人士的參展需

求；並針對畏光的弱視者，設置燈光較暗的獨立體

驗空間，需有視障團體預約才會開放。

除了專館規劃，各角落皆有貼心設計。例如平

面圖以輪椅圖案標示全館無障礙空間位置；服務台

以斗大的跑馬燈文字輪播，主動說明院方提供的服

務項目；「歷史館」陳列文物複製品供民眾觸摸，

說明牌以點字呈現等。紀念幣自動販賣機的設計，

方便聽語障者使用。「民國館」通過聲音、電力、

燈光模擬老南京的天空、道路與街燈，部分實體店

舖開放營業，適合失智長者參觀，喚起記憶。

蘇州博物館

館藏文物約四萬餘件，以歷年考古出土文物、

明清書畫、工藝品為大宗。新館由建築師貝聿銘先

生設計，2006年正式對外開放。請參閱蘇州博物館

網站http://www.szmuseum.com/

一、建築設計

主建築為地下一樓及地面一樓，建築高度不超

過6公尺。基本色調採灰、白兩色，建築材料多使用

鋼材與玻璃。屋簷以花崗岩取代傳統青瓦，避免瓦

片易碎漏的缺點。

庭園設計將內外空間串連，使自然融於建築。南京博物院專為視障人士設計的「博愛館」。

南京博物院「竹林七賢」磚畫上的3D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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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庭院山水由鋪滿鵝卵石的池塘、石片假山、小橋

竹林、八角涼亭組成，石片假山自大石頭削切而

成，依照顏色深淺，高低錯落排列，呈現米芾山水

畫意境：「以壁為紙，以石為繪」，具有立體感。

二、展場設計

借用老虎窗概念，將天窗開在屋頂中間，天窗

與其下的斜坡屋面形成優美的折角，大量引進自然

光取代人工照明。此類「鑿窗借景」的設計手法，

強調窗戶框架，引進戶外景色，與室內場景交疊，

引人入勝。

三、導覽APP
使用者可利用手機進行「室內導航」及「全景

瀏覽」，了解館內外環境設施，預約參觀；但需提

供中國大陸人民身分證始能預約，尚未開放給外國

觀光客。

「館藏文物」利用3D虛擬技術，使用者可以手

指滑動，360度翻轉文物實照，欣賞細節。並同步顯

示配合該文物開發的文創商品圖片、售價及購買評

價，自動連結至蘇博文創商品網路商店，搭配淘寶

線上代付款，完成線上購買、宅配到府的步驟。

　　　　　　　　

六朝博物館

該館規劃地下一樓為六朝夯土牆遺址及地下

排水道，一、二樓是開放展廳，展示陶俑、瓷器、

石碑、瓦當約一千種出土文物。部分文物說明牌，

除了基本中、英文，還包括日文、韓文。入口大廳

設有一台可自由移動的智慧型機器人，約一百公分

高，以稚氣的女童聲音向遊客打招呼，頗能吸引年

輕族群。

一、廣設數位導覽平台

大廳入口前方設有數位導覽機台，提供給尚未

購票進場的民眾，了解館區簡介，評估是否對展覽

內容感興趣，決定是否買票參觀，此舉為顧客導向

設計，可提供給有收費制度的博物館參考。每層展

區皆設有導覽平台，可透過觸碰點擊，了解展區規

劃與文物簡介。

二、展區多媒體運用

展區大量使用動畫或短片，賦予文物以形態、

聲音與敘事，跳脫冰冷展櫃，躍動螢幕，降低文字

知識門檻，直接帶領民眾進入故事情境。例如二樓

展區「六朝風采」播放動畫短片：〈他與她〉。內主庭院景觀。

蘇州博物館「鑿窗借景」的展場設計。



90 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6.12  NO.53

交流
與對話

容是一對陶俑從泥土到燒煉成形，最後互相愛戀的

故事。或者拍攝短片詮釋《世說新語》，文學影像

化的手法，讓民眾不至於被艱澀的文學經典排拒在

外，值得參考學習。

三、空間設計及動線規劃

以六朝時期女仕盛裝化妝品的「奩盒」為靈

感，展場空間分割為不規則四邊形，看似個別獨

立，實則串連滲透，呼應奩盒裡分別陳列的各式小

盒。參觀動線以順時針方向串連，展區大量種植竹

林、木柵欄或木簾，作為相隔不同展區的界線，光

影搖落，呈現虛實相間的空間美學。夢幻迷離的展

場空間連細節也不馬虎，文物說明牌採用鐵鑄，搭

配雕花刻鏤，十分別緻。

 

以竹林、木欄營造虛實相間的空間美學。

六朝博物館以「奩盒」為靈感的展區設計。

鐵鑄雕花文物說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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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故居

該故居由作家之女將屋舍、家具、書籍及文獻

資料等無償捐贈給國家，一樓為客廳、起居室、餐

廳和廚房，二樓則為書房、臥室，除了一樓變更設

計為常設展廳，陳列手稿、圖書、札記、證件等。

（請參閱巴金故居網站http://www.bjwxg.cn/）

巴金故居周立民副館長說明故居文物來源有

三，第一類是巴金擔任編輯時，保存諸多作家稿

件，例如蕭乾、沈從文。第二類是巴金友人及家屬

後代捐贈。第三類則是館方主動徵集。巴金故居收

藏數量龐大、年代久遠、易損性極高的紙質文物，

需費時整理，以文獻手稿數位化為最終目標。

巴金故居還面臨展示空間不足的困境，必須

向外商借距離故居約三、四百公尺的上海圖書館辦

理活動。以今年《隨想錄》活動為例，規劃每月邀

請學者進行演講、舉辦書評徵文、中小學生朗誦等

等。

巴金故居積極走入外縣市、大學、社區，根據

當地風貌、目標觀眾，並調整展覽內容，加強巴金

文學作品與當地的連結。周副館長表示：「每個社

區都有文化活動中心，部分設施和條件甚至比上海

市還要好，在市中心辦展覽，很多老百姓其實是不

會來看的，不如為他們設計一套展覽內容，講述巴

金的故事，直接送到家門口，跟居民產生互動」。

賽珍珠紀念館

位於南京大學鼓樓校區的賽珍珠紀念館，建築

主體為兩層磚混結構的西式洋樓建築，賽珍珠在此

寫下描繪中國農民生活的小說《大地》，於1938年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感謝南京大學文學院劉俊教授的協調，安排

陸老師為我們導覽。該館規劃「賽珍珠生平展」、

「金陵大學展」、「創作成果展」、「《大地》故

事展」四座展廳，主要復原起居場景，內部家具裝

潢、文物擺設位置，皆是透過老照片比對而來。展

廳陳列的作家著作、照片、民國時期檔案，由學校

圖書館提供、劉海平教授捐贈，以及南大檔案館出

價採購。三樓是著名「寫作閣樓」，寬敞明亮，面

向紫金山，窗下種植花草。賽珍珠除了創作以外，

還將《水滸傳》以「四海之內皆兄弟」為題，翻譯

成英文讓西方讀者認識中國文學經典。

劉俊老師回憶，該館有段時間被當作中文系

辦公室使用，當年中文系學生經常於此舉辦大型活

動，直到2010年才由南京大學檔案館接手修復。經

過八個月的整建，秉持「修舊如舊」原則，2012年5

月19日正式揭牌，適逢南京大學建校110周年校慶，

首次對外公開亮相。可惜風光落成之後，校方似乎

慢慢減少資源、經費的持續挹注，未配置專職館務

人員，除非有團體預約才會安排導覽，顯示小型博

物館長期營運的重要性。

與周立民副館長（右2）於巴金故居合影。 與賽珍珠紀念館導覽人員陸老師（右2）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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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作家協會

感謝上海作家協會對外連絡室的胡佩華副主任

居中聯繫，安排上海作協副主席孫甘露先生、巴金

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先生與我們會面，整理對談

摘要如下：

一、編列預算補助作家創作

上海作協會員約1,400人，依創作文類分為「小

說」、「散文」、「詩歌」、「理論」、「兒童文

學」、「戲劇影視文學」、「外國文學」和「古典

文學」八個專業委員會。會員作家每年可向協會提

出創作、出版計畫。補助對象分為資深重點作家；

以及較為小眾、尚未累積名氣的作家兩類。另外，

對於獲得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等重要文學獎項

的會員作家，作協也會特地撰文介紹；以及不定期

辦理研討會、讀書會，結合作家新書舉辦活動，設

置互動平台，讓民眾認識文學獎遺珠，增加不同的

文學觀點。

二、推動文學外譯

胡佩華副主任表示，作協每年編列預算，協

助作家將作品翻譯出版英語版本，如果反應不錯，

會翻譯成其他語言再出版。除了機構本身的年度

預算，也會向新聞出版局、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申

請翻譯基金，增加文本選譯的數量。孫副主席表

示，由於中國大陸與海外市場互動頻繁，作者除了

直接向上海作協申請翻譯經費，作協也會成立翻譯

團隊，結合國內英文專家和其他語系的專家共同翻

譯。至於翻譯文本的評選基準，則由作協的專責委

員會負責評選，主要考量該作品在本地是否有足夠

的影響力？有些國外出版社也會主動前往中國大陸

考察，搜尋適合或值得推薦的文本。尤其每年九月

在北京舉行的圖書博覽會，聚集全世界重要的出版

公司，彼此交流自己國家的文學作品，也藉此觀察

中國大陸市場、商談版權交易。

除了外文市場，作協也關注兩岸文學交流，定

期與《文訊》、《聯合文學》、《印刻》等出版社

合作辦理相關文學活動，並引薦朱天文、朱天心、

張大春、駱以軍等人進入中國大陸書市。孫副主席

表示，未來希望能擴大閱讀人口，與臺灣年輕世代

（1970、1980世代）作家有所接觸、甚至出版對方

的作品，活絡文學市場。

三、上海文學館的選址考量

由於上海正在計畫成立「上海文學館」，孫副

主席、周副館長特地向洪秘書諮詢本館業務職掌、

教育推廣、圖書出版等館務內容。負責上海文學館

籌備的周立民先生表示，「選址」是目前遭遇最大

的問題，由於市中心地價高昂，難以覓得理想的地

理空間；設在地廣人稀處，必須考慮到城市形象、

公眾參與的便利性。尤其上海市有不少作家故居，

例如徐志摩、陸小曼當年住過的房舍，有當年泰戈

爾拜訪的履痕；巴金故居周圍有柯靈、張樂平、師

陀、鄭振鐸等人在此生活、工作的痕跡；以及張愛

玲、郁達夫、郭沫若、豐子愷故居「日月樓」等。

理想的上海文學館不應是孤立的館舍，除了參觀

館內文物手稿，鄰近也有作家故居、文學地景可踏

查，與當地生活歷史結合，成為城市重心，才是上

海文學館成立的最大意義。

右1為上海作協孫副主席、左1為巴金故居周副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