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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悠久歷史的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館藏

豐富，多數物件集中在 20 世紀初的日治時期；臺灣光復後，

日人撤離，有超過 3千件的南洋類藏品僅有目錄及文件名稱，

且又未記載藏品背後的故事，如何從中找到脈絡順利策展，考

驗策展人的詮釋功力。

已於今年 6月中旬在臺博館展示結束的「百年對話：跨國

移動者與臺博館藏的相遇」特展即是特別透過在臺灣的移民工

朋友牽線，並與社群合作，以長達 4年的籌劃期，讓展品終能

有露面機會，同時也賦予了當代博物館新的價值與定位。

百年對話　

跨國移動者與臺博館藏的相遇

國資圖建館百年聯合特展

透過展品與故鄉產生鏈結對話，能激發出什麼樣的火花？過去博物館呈現展品的方式，多以策展為

主軸，「百年對話：跨國移動者與臺博館藏的相遇」國資圖建館百年聯合特展，邀請東南亞社群參

與，從來臺移民工的視角看母國文化、訴說母國故事，重新詮釋博物館對多元文化的包容與尊重。

撰文╱鍾碧芳　圖片╱國立臺灣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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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VE READING

東南亞藏品萬千　重新詮釋更具魅力

策展人袁緒文自小因父親在菲律賓經商，

因此與東南亞文化有很深的淵源，並於臺博館

「文化平權」理念下，於 2017 年與移民工社

群共同策劃「南洋味．家鄉味」特展後，認真

地盤點了臺博館內的東南亞典藏品，發現有近

3千件展品未曾完整露面過，「博物館具有典

藏教育、展示及研究等功能，能不能也是一座

移民博物館？」她思忖，如何透過百年前日人

留下來的東南亞文化藝術展品，做更進一步、

更有生命力且更符合當代的詮釋，讓民眾了解

融入臺灣社會已久的東南亞文化，「當然也是

希望讓這些飄洋過海而來的東南亞藏品有露面

的機會。」

「你們是誰啊？想不想出去透透氣呀？」

袁緒文在進出庫房時，經常會與藏品對話，她

在臺博館服務多年，熱心關注新住民、移工，

並研究舉辦相關議題及活動，也牽起了臺灣與

東南亞國家各單位的合作關係。

東南亞歷史與文物研究是國際上的顯學，

「臺灣既有許多來自東南亞的住民及移工，何

不讓文化主體為藏品說故事？」袁緒文提及，

某次與幾個來自東南亞的移工聊天時，她秀出

館藏物件的照片，那是一系列來自東爪哇的木

質平板戲偶，「當時就有人驚呼：『這是我家

鄉的文化啊！我從小看到大，我朋友就是這種

戲偶的操偶師。』」

因為館藏物件搭起與東南亞移工的溝通，

正好促成東南亞展品與故鄉人的對話，也讓這

些藏品有機會與在地的故鄉人見面。

社群參與　勾起藏品與故鄉人的對話

在敘說藏品與移民工社群交流時，袁緒

文相當興奮：「真的踏破鐵鞋無覓處！」當她

拿著物件照片在社群上詢問時，居然得到更多

回應，「有些人甚至願意主動提供聯繫協助。」

在與移民工們對話過程中，不僅讓他們追溯舊

有的家鄉文化，也間接促成館方的策展團隊與

當地文史工作者的互動與溝通。

同時，館方也向新住民發出「物件借展」

需求，讓新住民主動提供創作或收藏品，甚至

讓移民工朋友們穿上傳統服裝參與宣傳活動，

其中還包括袁緒文自己收藏的兩把匕首，「匕

首是印尼蘇門答臘到菲律賓南部的古代東南亞

民眾於展出期間至臺博館參觀，展覽以藝術、宗教文化、與東南亞風土民情規劃動線。

峇里島的「巴龍」，是印尼信仰文化的重要神獸。

館內藏品「木質平板戲偶」，是印尼東爪哇眾所周知的家鄉文化。

由當代馬來西亞藝術家製作的「來自天神的音訊―甘美朗模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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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文化脈絡，並演繹在不同身分與情境下的

多元意義，讓展覽內容更具深度。

展會四大主軸　把移民工帶進博物館

臺博館百年對話展場主要分成4個重點，

包括「旅行椰蔭之地」為展覽主題總覽、「信

仰同來藝術同在」是東南亞的神性物件及其多

元宗教文化藝術展現、「季風帶的風土民情」

展現東南亞地區的生活智慧，以及臺博館多年

來所舉辦的各式東南亞多元文化活動照片展示

區「移動與相遇」。

走進「旅行椰蔭之地」展區，映入眼簾的

是日本時代臺博館首任館長川上瀧濔，從這裡

群島區民族所用的傳統武器，象徵身分、祭祀

祭器或家族傳承。」她輾轉找到印尼當地收藏

家替展出的克力士匕首說故事，「在進行鑄劍

祭儀時，就會在其中注入神靈，之後這些物器

就會轉為具有神性的護身符。」

在觀察館藏品的戲偶時，她還發現這些

戲偶身上也佩帶了匕首，經過詢問才知道，這

些戲偶是屬於身體木製、雙手皮製的木質平面

戲偶，述說著古老東爪哇王國的王子追尋公

主、過程曲折卻有美好結局的故事。

無論是匕首或戲偶，袁緒文與策展團隊

花了好長一段時間訪談來自印尼的收藏家、新

住民及在臺灣工作的印尼朋友，藉此來延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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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對話：跨國移動者與臺博館藏的相遇」國資圖

建館百年聯合特展

展覽時間：2023年9月24日（日）至2024年3月17日（日）

展覽地點：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1樓藝文展廳

可一探他在東南亞考察的移動路徑及成果，該

展場陳列了川上所蒐集的文物、標本及《椰子

的葉蔭》一書，開啟對這次展覽的初步了解。

接著的「信仰同來藝術同在」及「季風帶的風

土民情」兩展區，分別以信仰及當地食衣住行

的角度，呈現包括傀儡、匕首、模型、器具、

服飾等館藏品，從中能看出當地人與環境、藝

術交織的豐富樣貌。最後以「移動與相遇」為

總結，牆面設計了便利貼留言板，讓民眾能分

享看完展覽後的心得，也透過東南亞移民工在

臺博館的各種活動照片，彼此看見、理解，相

互包容並擴大視野。

峇里島「巴龍」將移師國資圖　令人期待

若錯過了之前的精彩展出，後續除可至

臺博館官網線上觀展，從9月24日開始，「百

年對話：跨國移動者與臺博館藏的相遇」國資

圖建館百年聯合特展也將在臺中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以下簡稱國資圖）展出，展覽時間剛

好包括中秋節和農曆新年兩大重要傳統節日，

在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時刻，特別以印尼峇里島

的神獸「巴龍」（Barong）（龍也是臺灣重要

的傳統文化象徵）串起臺灣與新住民母國的連

結，由新住民第一代將對家鄉濃厚的生命情感

與文化故事，傳承給在臺灣出生與成長的新住

民第二代。

袁緒文特別說明，原本在臺博館展出的

藏品巴龍，是 2014 年在印尼受委託製作的，

「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於 2019 年捐贈

給臺博館；收藏後，等於完備了博物館內關於

印尼峇里島的信仰文化。」不僅具有文化傳承

的意味，也代表了民間交流、印尼國家財產轉

移，以及作為臺博館對於東南亞文化交流的重

視，相當具有歷史價值及意義。重要的是，這

次在國資圖將展出由馬爹工作室製作的巴龍與

蘭達，和臺博館藏品相同，民眾不用出國，便

可近距離觀賞到與印尼傳統信仰相關的藝術。

百年來，新住民朋友們勇敢地跨越國界，

帶著對家族、國家、文化深層的念想，在臺灣

共同編織「人與物」和「物與書」移動與相遇

的故事，每一個人都是一座微型圖書館，欣逢

國資圖建館百年，這次聯合特展整合了國資圖

豐富的東南亞語言藏書和臺博館東南亞地區藏

品，以「閱讀和社群連結」串起臺灣與新住民

母國之間的連結，鼓勵新住民社群利用公共圖

書館的資源，展現圖書館的文化平權，國資圖

根植於歷史的 100 年，期望與社會大眾共創下

一個 100 年。

第二展區「靈性沃土」展現不同地域與

年代的宗教文化藝術。

人偶的動作、服飾與擺設呈現東南亞的

民族文化之美。

民眾參觀的第三展區「季風帶的風土民

情」，展現了東南亞地區的生活智慧。

來自各地不同文化的大眾，可以在參展

尾聲到第四展區「移動與相遇」留言牆

留言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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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及在臺灣工作的印尼朋友，藉此來延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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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VE READING

「百年對話：跨國移動者與臺博館藏的相遇」國資圖

建館百年聯合特展

展覽時間：2023年9月24日（日）至2024年3月17日（日）

展覽地點：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1樓藝文展廳

可一探他在東南亞考察的移動路徑及成果，該

展場陳列了川上所蒐集的文物、標本及《椰子

的葉蔭》一書，開啟對這次展覽的初步了解。

接著的「信仰同來藝術同在」及「季風帶的風

土民情」兩展區，分別以信仰及當地食衣住行

的角度，呈現包括傀儡、匕首、模型、器具、

服飾等館藏品，從中能看出當地人與環境、藝

術交織的豐富樣貌。最後以「移動與相遇」為

總結，牆面設計了便利貼留言板，讓民眾能分

享看完展覽後的心得，也透過東南亞移民工在

臺博館的各種活動照片，彼此看見、理解，相

互包容並擴大視野。

峇里島「巴龍」將移師國資圖　令人期待

若錯過了之前的精彩展出，後續除可至

臺博館官網線上觀展，從9月24日開始，「百

年對話：跨國移動者與臺博館藏的相遇」國資

圖建館百年聯合特展也將在臺中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以下簡稱國資圖）展出，展覽時間剛

好包括中秋節和農曆新年兩大重要傳統節日，

在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時刻，特別以印尼峇里島

的神獸「巴龍」（Barong）（龍也是臺灣重要

的傳統文化象徵）串起臺灣與新住民母國的連

結，由新住民第一代將對家鄉濃厚的生命情感

與文化故事，傳承給在臺灣出生與成長的新住

民第二代。

袁緒文特別說明，原本在臺博館展出的

藏品巴龍，是 2014 年在印尼受委託製作的，

「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於 2019 年捐贈

給臺博館；收藏後，等於完備了博物館內關於

印尼峇里島的信仰文化。」不僅具有文化傳承

的意味，也代表了民間交流、印尼國家財產轉

移，以及作為臺博館對於東南亞文化交流的重

視，相當具有歷史價值及意義。重要的是，這

次在國資圖將展出由馬爹工作室製作的巴龍與

蘭達，和臺博館藏品相同，民眾不用出國，便

可近距離觀賞到與印尼傳統信仰相關的藝術。

百年來，新住民朋友們勇敢地跨越國界，

帶著對家族、國家、文化深層的念想，在臺灣

共同編織「人與物」和「物與書」移動與相遇

的故事，每一個人都是一座微型圖書館，欣逢

國資圖建館百年，這次聯合特展整合了國資圖

豐富的東南亞語言藏書和臺博館東南亞地區藏

品，以「閱讀和社群連結」串起臺灣與新住民

母國之間的連結，鼓勵新住民社群利用公共圖

書館的資源，展現圖書館的文化平權，國資圖

根植於歷史的 100 年，期望與社會大眾共創下

一個 100 年。

第二展區「靈性沃土」展現不同地域與

年代的宗教文化藝術。

人偶的動作、服飾與擺設呈現東南亞的

民族文化之美。

民眾參觀的第三展區「季風帶的風土民

情」，展現了東南亞地區的生活智慧。

來自各地不同文化的大眾，可以在參展

尾聲到第四展區「移動與相遇」留言牆

留言紀念。

1.

2.

3.

4.

32
1

4

P060-063-23TD2349.indd   63 2023/8/30   2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