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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一履時光迴廊

志工年度教育參訪，悠遊在木藝生態博物館、雲林故事館、布袋戲館、司法博

物館、臺灣歷史博物館以及本館的學習之旅，未來都將化為展場服務的能量。

所履、所見、所聞的知識與感受，可以印證與累積人生經歷，側身志工隊伍可

以體現樂在學習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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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江怡柔 展示教育組

齊東詩舍志工參訪側記

芒種前行走一履，歷史斑駁的痕跡，老屋、老樹、老故事，在回眸裡呢喃時光

的流逝，與留下的曾經。5月 30日至 31日係國立台灣文學館齊東詩舍為導覽志工

規劃為期兩日的博物館教育參訪。而出發前，氣象局預估即將來臨的傾盆大雨，還

稍稍影響了出發前的心情，直至車窗微附的小水滴隨著車速向後逐漸飄散，在前方

的陽光引領下，追尋過往記憶，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雲林故事館、雲林布袋戲館、

國立台灣文學館、司法博物館以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一同跟隨並踩踏導覽老師

的步伐，傾聽每一間館舍的故事，行走一履時光迴廊，觸摸歷史光影。

常民與木藝的歷史縮影─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早上九點多的大溪橋上，烈陽逼人，在汗水淋漓的步伐中，越過大漢溪，平埔

族霄裡社人所稱的「Takoham」，在 1810年代開始，木器業開始在這個地方發展。

1901年因大嵙崁支廳設置的關係，日治警察宿舍群也成了大溪所蘊含的景色之一。

透明的景觀電梯，引領我們一同進入歷史迴廊。導覽老師將大夥集合在「壹號館」

前，這間在 1920年所建造的大溪國小日式宿舍群之一的空間，係大溪木藝生態博

物館第一棟修繕後開放的場域。志工夥伴們從這裡開始漫步屬於大溪的時代容顏。

從壹號館經過中正公園，站在公園遠眺大漢溪河床，導覽老師娓娓訴說這裡曾

經的歷史，再往前走去，走過大溪公會堂、武德殿以及四連棟，從日治時期地方民

眾的集會中心，沿途來到日人軍國主義下修練柔道與劍道的場所，最後走到丁種判

任官舍。每一個空間，都靜默卻緩緩流動歷史的軌跡，以大溪木藝博物館為起點，

見證了大溪在不同時期的使用風貌，從展場延伸至戶外，感受大溪人常民記憶與木

藝生活的歷史縮影，從中傾聽老城鎮訴說其所蘊含深刻的文化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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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與創新的故事再造─雲林故事館

帶著充滿木頭香氣回憶的大溪參訪旅程後，繼

續驅車往中部前進。日治時期雲林虎尾郡守官邸，

在時空的轉化下，成了一座專門蒐集故事的地方。

遊覽車來到熱鬧虎尾鎮的一角，館舍外已經有熱情

的館員迎接我們，在老屋外的大樹下，雲林故事館

的導覽老師以「拉洋片說書車」開始今天的展館介

紹。導覽老師像個說書人般的邊轉動故事箱，邊跟

大家分享雲林故事館的起源及雲林故事運動。進入

屋內後，日式空間裡擺放不同的繪本以及故事箱，

裡頭故事的創作者，除了館方外，更多的是，來這

裡的朋友一同協力創作的結果。不論是在推廣閱

讀、在地生活⋯⋯故事館都相當用力地將這份熱情

推廣給大家。

導覽老師舉手投足都充滿著溫暖的故事，緩緩

卻深刻地敲擊每位夥伴的心，無論是每年固定邀請

回館捏麵人的老師傅，還是每一個故事箱的起源，

透過導覽老師的語言，都能讓人感受到其間的力

量。在參訪交流的過程中，發現到原來這位說話

溫柔卻充滿熱情的導覽老師是雲林故事館的唐麗

芳館長，館長將每一件館舍難忘的、令人感動的

事情，變成了故事館豐富的館藏之一──故事素

材。館長問大家為什麼會來到這裡？想要從中學習

些什麼？我想，齊東詩舍與雲林故事館同樣都是歷

史建築，我們同樣都在老房子裡說故事，一個是台

灣文學的故事，一個是台灣在地生活的點滴，我們

都需要溫柔卻堅毅的力量，把在地的文學及故事分

享給大家。

 

允文與弄武的掌中傳奇─雲林布袋戲館

位在雲林故事館隔壁的雲林布袋戲館，兩館舍

僅隔一條小馬路，兩者都是日治時期所興建的建

築，卻各代表著兩種不同建築的風貌。雲林布袋戲

上︱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壹號館門口聆聽導覽老師介紹。

中︱唐麗芳館長分享雲林故事館的故事。

下︱導覽老師介紹不同時期的布袋戲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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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日治時代原為臺南州虎尾郡役所，日治時期的郡長，就這麼隔著一條小馬路，一

端是官舍，一端為上班的地點，相當有趣。

保存後的舊郡役所，在地方政府與民間團體的輪流進駐下，努力推廣代表雲林

在地特色，亦是台灣本土文化的布袋戲藝術。進入建築空間一樓的主體建築後，可

以觀賞到木藝堂自創偶的特展，特展中的布袋戲偶與傳統戲偶有些不同，華麗、精

緻，令人瞠目結舌。而常設展裡，從布袋戲的緣起、發展與演變，帶著大夥一起進

入布袋戲的世界。志工們看到不同時期的「史艷文」戲偶，熱切地彼此討論，並與

導覽老師相互交流。講到童年時的共同記憶，大家都開懷大笑，彷彿一同走進時光

的回憶裡。離開布袋戲展區後，走入建築的內庭，這裡原為警察課內部辦公室、拘

留所以及庫房的所在，而內院中央獨棟的建築則為原郡守辦公室。站在樑廊下，外

頭的太陽照不進拘留所的角落，而過往的故事，仍在老房子裡發酵著。

 

古蹟與文學的碰撞邂逅─國立臺灣文學館

早晨的陽光灑在府城，空氣裡帶著微微歷史氣味。一早文學館的大門外，志工

夥伴們興奮的集合著，在本館蕭副館長、展示教育組陳組長以及公服組同仁、本館

志工代表的歡迎下，我們「到家」了。

走入馬薩式樣的建築裡，大夥都很期待，這個與齊東詩舍同為日治時期的建築，

同樣都是推廣文學的館舍，在不同的舊建築風格裡，會碰撞出怎麼樣有趣文學世

齊東詩舍志工夥伴回家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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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本館的志工夥伴從文學館舍為起點，與大家分享整個台灣歷史發展，再帶著大

家參觀正在展出的展覽─「臺灣鬼怪文學特展」、「原住民族文學轉型正義特展」、

「聾人的內在世界」⋯⋯等，欣賞不同主題及佈展設計，聆聽導覽老師從展覽裡重

新建構屬於各自導覽的視角。

文學館中建築特色介紹，與建築結構的展示，如「重錘式窗戶」、「基腳與地

板」⋯⋯，讓大家都可以仔細地品嚐老建築的風味。而文學主題特展中的互動設計、

趣味議題，都讓志工們備感新鮮，除了與導覽老師的交流互動，大夥也沉浸在每一

個新奇的展覽內容裡。離開文學館前，巧遇本館裡年紀最長的志工大姐，大家圍繞

著詢問著她長壽的秘訣，她說：「開心。」開心地生活、開心地分享、開心地享受

當志工的樂趣。這一位開心果，把她的開心感染給大家，讓大夥在文學館裡帶回一

些開心與熱情。

 

司法與建築的交織建構─司法博物館

華麗的愛奧尼克柱式與複合柱式結合的變形柱，在司法博物館的主入口襯托出

其莊嚴與磅礡的氣勢。位處於文學館附近的司法博物館，與總統府、國立臺灣博物

館並列為日治時期台灣三大經典建築。從大門口進到圓頂大廳，大廳裡的愛奧尼式

柱的裝飾與紋路，都讓人讚嘆不已，而上方的巴洛克式圓頂，更是讓人驚喜，抬頭

仰望大廳，勳章飾、鮑魚飾、弧三角⋯⋯，讓志工夥伴們流連，在導覽老師的講解

下，讓大家更加清楚建築內的設計特色。

由大廳前往其他空間所經過的中央走廊設有「採光井」，光線透過屋頂的天窗

及採光井內的玻璃反射，照射走廊，走在中央走廊中，有種進入時光隧道的感覺。

日治時期臺南舊地方法院，係台灣現代司法制度與各級法院的起源肇始，走入法院

司法博物館圓頂大廳解說。

的各空間，都可以隱約感受

到過往人們川流於此的光

景。導覽老師以建築特色帶

著大家逐步認識台灣司法的

演進歷程，更可以從館內所

展示的司法史料及文物裡，

感受當時代的氛圍，噍吧哖

事件審判的法庭場景就在眼

前重現，彷彿再一次回到

1915年台灣所發生最大規模

的武裝抗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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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空間的脈絡流轉─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安南區的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是這次參訪旅程的最終站，偌大的門口，博物館

同仁及導覽老師已經在現場等候著，在簡單問候下，大家排隊搭上手扶梯正式進入

展覽空間。二樓的展廳印入眼簾，「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以台灣為世界中心，

記錄這塊土地、人民、歷史、生態等故事，每走一步，都是一段台灣歷史發展的軌

跡，抬頭所望，亦穿越不同統治政權的文化，展場有模型、造景、影片、文物，每

一個展品都用力地刻劃著臺灣這個島嶼所有的曾經。

導覽老師流暢地從展品導入歷史，從歷史延伸文化、生活，每一段時間的流逝，

每一個歷史的發生，都是如此貼近我們。志工夥伴們從導覽老師的介紹裡，穿越時

空，也汲取、聆聽了相當多台灣的故事。不同文化的碰撞，地域與環境差異所產生

迥異的生活習性，為這塊土地注入了多元且豐富的內涵。參訪的最後，導覽老師特

地為大家安排了「時光之旅」，仿造日治時期高雄三塊厝火車站的時光車站，帶著

大家穿梭時空，從現代回到古早的台灣，從中感受時間軸與空間的變化，也為為期

兩天的參訪行程畫下最富童趣的句點。

五月底，開滿黃花的阿勃勒在台南的路邊搖曳，彷彿歡迎我們的到來，也歡送

我們踏上歸途。兩天一夜志工參訪活動，一起走過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雲林故事

館、雲林布袋戲館、國立台灣文學館、司法博物館以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過程

裡或許很熱、很累、很渴，但是每一間充滿能量的館舍，每一位充滿熱情的導覽老

師，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告訴我們如何當一位優秀志工。相信大家都有所收穫，也期

待志工夥伴將所見所聞內化為自己的養分，未來繼續在齊東為大家說一場熱情、有

溫度的文學故事。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斯土斯民」常設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