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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博物館可以為部落提供哪些服務呢？如何在經濟不景氣及預算減縮的限制下，依舊

能讓民眾深切了解博物館存在的必要性與他／她之間的關係，進而能夠發自內心讚嘆「有博物

館真好」的感受？以下的可能性為整合自史前館與部落合作的經驗談：

一、各式專業人員 

不管是解說人員、服務人員可從自己的服務面向，或是研究人員可從各項專業

與擅長業務介面作切入，都可從部落角度設想連結雙方所需的合作可能。

二、館方平臺媒介 

博物館作為一項專業及學術，原本就有發聲的展現及論壇的場域。透過合作，

部落能使用博物館的平台進行發聲，亦能強化博物館作為媒介的可能。

三、博物館軟硬體

　　小從場地提供、大到量身打造合作方案，就算是從現有資源著手，只要能以創新想法發

展別具意義的行動計畫，都能達到館方服務民眾的初衷。

在過去十年，史前館參與在原住民樂舞展演的推展、以卑南文化公園做為館校合作基地

並於部落節慶支持族人、與族人合作服飾重製發展運用可能、深化原住民藝術並提升美學能見

度、在臺灣南島民族常設展上呈現原住民運動主體思維、以教育活動及空間做為原住民學生

展演平臺、與民間基金會陪伴都會高中生至部落體驗、與部落文物館進行策展與文史整理出

版⋯⋯這些點點滴滴的累積，都展現博物館對原住民文化權的具體實踐。儘管使用人數上並非

龐大人次，但從中深刻受益的程度，不管是對族人或對館員而言，就臺灣博物館發展史上，相

信一定涓滴累積了這個博物館建置在臺東的特有貢獻。

展望史前館下一個十年，依舊充滿熱情、遠見與行動力，繼續參與在部落的未來。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展示教育組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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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館的藍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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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是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前館）正式開館的第十年，身為一座館齡

尚稱年輕的國立博物館，有許多作法都在同仁們積極的探索、開拓與結合中慢慢走出一條獨特

的路徑。回首來時路，有許多足印踏過漸成的路徑，不管是曲折荊棘或風光明媚，這些留下的

痕跡都訴說史前館的成長。

一般人對臺東的印象，不外乎把臺東當作度假休閒的遊玩之處，進而產生一種戲謔貶抑的

說法：「臺東呢，是個好山、好水、好無聊的地方」。這常是以身居夜店、百貨、充滿物慾及

感官刺激的都市人比對都會之後對臺東的看法，意思是儘管白天到處遊走山明水秀的景點，但

再怎麼走、怎麼看，不過就是風景而已，因而到了夜晚沒甚麼去處就不知道可以做些甚麼。然

而這種刻板印象，最大的謬誤便是欠缺感受臺東多元族群、豐厚文化的機會，才會將目光只放

在景觀而失去與各地族群友人深入互動的可能。

筆者自從來臺東工作以後，發現臺東完全不是個好無聊的地方、也沒辦法是個好單調的

地方。臺東位居連接屏東與花蓮的要道，這三縣可說是原住民部落數量最多的縣份、也是原鄉

原住民人數最多的縣份。這裡有非常多文化工作者，希望博物館內部能有更多彈性釋出館方資

源，助益部落一起就文化傳承與發展來努力。由於每個部落都有不同的課題要面對，相對的也

需要集結不同的專業及資源來嘗試以及運作，這當中的連結便需要傾聽、溝通、討論、想像、

實驗與修正。博物館能夠助益族人開創某些具先導性的文化工作，而凸顯這項功能恰恰是博物

館與一般社教機構的最大差異。

前館長臧振華曾以「藍海策略」比喻史前館與部落、社群之間的合作策略，可說是看到

了史前館設立於東部及座落於原住民部落之間的存在價值。在一個公共交通易達性不高的博物

館，若想以超級大展吸引民眾前來以提高進館人數，有其難度。但若轉以運用提供非史前館不

可的在地服務而提高利用博物館人次、強化史前館促進社區及社群的增能服務，則所能開創的

新天新地可謂不可限量。

卑南文化公園邀請下賓朗部落卑南族人於園區內建造傳統家屋。

與族人合作文史資料採集跟出版，是促進部落知識傳遞與保存的
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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