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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新视觉》

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六部分，主要内容包括：新世纪新视觉；博物馆的理念；博物馆与政策；中介者的角色与功
能；现实议题；博物馆营运实务。
编辑推荐
黄光男所著的《博物馆新视觉》融合了作者二十余年的博物馆工作经验，引进国际间博物馆营运的方
法，涵盖了博物馆的管理理念、文化政策、行销策略与营运实务等方面的内容。本书可供大陆地区博
物馆、博物馆的发展、建设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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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新视觉》

作者简介

黄光男
现职：台湾艺术大学校长(2004—2011)
学历：高雄师范大学文学博士
经历：
台北市立美术馆馆长( 1986—1995)
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1995—2004)
台湾博物馆学会理事长(2000—2003)
台湾大学院校艺文中心协会理事长(2005—2011)
台湾中兴大学讲座教授(2006—2012)
台湾嘉南医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2011—)
著作：《美术馆广角镜》、《博物馆营销策略》、《博物馆能量》、《画境与化境——绘画美学与创
作》、《流动的美感》、《黄光男的艺术散步》、《咏物成金——文化创意产业析论》等近五十本各
类书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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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新视觉》

书籍目录

导读
第一部分 新世纪新视觉
第一章 博物馆新视觉——博物馆呈现的思维与挑战
第二章 文化行销与博物馆——条件与时机
第三章 博物馆资源开发与时机掌握
第二部分 博物馆的理念
第一章 博物馆领航者与其专业
第二章 博物馆展览的真实性
第三章 博物馆研究工作
第三部分 博物馆与政策
第一章 博物馆公办民营与企业化经营
第二章 台湾博物馆发展方向
第三章 台湾博物馆与文化产业
第四部分 中介者的角色与功能
第一章 博物馆与中介者
第二章 博物(美术)馆与画廊的互动
第三章 博物馆与媒体
第五部分 现实议题
第一章 典藏品的意义与应用
第二章 博物馆与终身学习
第三章 新世纪台湾博物馆的发展与需要
第六部分 博物馆营运实务
第一章 博物馆营运的信誉与广度
第二章 营运博物馆——以台湾历史博物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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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新视觉》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经济学观点看，中介者是为“进入”到“产出”的中间者，或说是两者之间互动
的桥梁。换言之，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过程，必须要一个媒介作为过程的催发剂，也可称为联结
体。缺乏这项凝聚剂或激发剂，分置于二端之物体，将失去联结的机会。至少无法发挥群体结合的力
量，也将无法发挥较为广大的功能。 金融市场上的运作，包括银行之开设与存放款之间，必有中间人
或团体出面，承当供需的任务，一方面提供相关的资讯，另一方面执行手续的完整，以求目的的完成
。这中间工作的人或团体，称为中介者。若以民间流传的称呼，由“牵猴仔”、“中人”到“介绍人
”、“掮客”等不同的名词，无非都是“中介者”的另一项称谓。有与中介者意义完全吻合者，也有
不尽相同的解释与含义，有些是纯粹的介绍人，是义务性质的业余者；有些则是一项专业或职业，专
门以此为终身之事业者。或还有其他性质的中介者，都可能因其条件的不同，而有不同程度的责任与
权利。 财政事务很容易明确订定出中介者的任务与工作条件，只待工作进行时，依规定完成各项手续
，即可得到预期的目标，或分担各项责任。但是，在科技整合、社会多元的情况下，“中介者”的意
义，已分别着落在其他的学科上。当然很多事理相通相应，“中介者”应用于博物馆学的事例也正趋
向热络，它的角色也逐渐受到重视。 中介者之于博物馆，或博物馆之于中介者的作用，在于两者之间
互动程度的结果。以中介者角色而言，博物馆也是另类中介者，待后文再叙。在此，我们关心的“中
介者”，它究竟应用在哪些时机，为何博物馆学需要中介者。 根据博物馆学的发展，中介者一向悄悄
隐藏在博物馆功能的营运上。但它的呈现方式，是很制度化的人、事、物，包括博物馆的设置、馆员
与各项行政组织，只不过这一因素被视为必然的主题时，大众不易分辨出他们也是艺术品或文物价值
应用的中介者，而仅在这些制式外协助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并视为“中介者”，换句话说，原属馆内
人员被视为基本工作体，馆外人员的参与工作，是以中介者的角色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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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新视觉》

编辑推荐

《博物馆新视觉》可供大陆地区博物馆、博物馆的发展、建设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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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新视觉》

精彩短评

1、很不错的书，仔细看看，人生有意义
2、嗯哼。。台湾人拽字的能力好强。。但是内容一般般，没有太大心意。
3、还没开始读，包装挺严实的
4、对博物馆管理有了一定的了解
5、读者很有感觉，但是挺平易的
6、书籍内容对于大陆而言，也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对新博物馆方面的阐述介绍，台湾经验可以为
大陆这方面将来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经验，自己即将讲述这门课，因此作为参考教科书也是不错的选
择。
7、学识渊博，思想开放，非常喜欢
8、服务很周到快递公司也很准时送到
9、一直知道台湾地区的博物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做得很不错。这本书的确能够体现出来。
10、与设计无关官的书，只是对博物馆的了解
11、这两本书（黄光男先生的《博物馆企业》与《博物馆新视觉》）是一直想入手的，最近正直促销
，就果断下单了。内容很好很充实，对于博物馆学专业的学习更是非常有帮助，当然作为一般性了解
也很不错哦。
12、对此书非常满意，其优美的文字表述，形象的语言可以促使我们更了解什么是艺术，了解艺术的
角度，认识艺术真谛。
13、这是一本普及知识的书，内容还行！
14、许多问题都通过大而化之的表述带过，更像是在跟政府讲道理。期望读到一些经验性的内容，即
使是碎片化的、细节性的观察与思考。
15、还没看，大概看了一下目录，很感兴趣，以后每天两个小时的公交车时间就交给它了
16、书好物，值得看！~流给力......
17、2011年的书但仍以“新世纪”为标准，已经算是老生常谈但离实践仍有距离。本书厘清终生学习
与终生教育的概念，对于博物馆来说便是从观众角度和馆方角度经营的区别了。“文化行销”一词在
书中反复出现。缺乏数据。但相比这系列其它本值得一看。
18、两星半
19、对当前的工作有很多具体的帮助。
20、可以提供一些新思路
21、对于本专业的同学来说，启发性还是很大的，很高兴能够从这本书中学到很多知识
22、该书由直接经验的同行撰写，包含了很多管理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很有看头。
23、以博物馆本身做具有中介者的角色与功能出发，探讨了与其他中介者的关系，尤其是在建立良性
艺术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博物馆与商业画廊的互动，以及在整体传播体系内博物馆与媒体发展之间的
关系，回归至博物馆根本的议题：包括重新思考典藏品的意义与应用，博物馆作为终生学习机制的实
践方法，无论是在本质，存在的意义，整体运营机制，新科技的冲击和运用，以及社会的互动，面对
新世纪，变化博物馆在无单一模式的操作经营及生存环境之下，如何有效率及有效益的永续发展，以
新世纪应有的新视觉来看博物馆呈现的思维与挑战，博物馆应当如何掌握时机，运用行销方法达到文
化间的互动与推广，以及改善社会资源的开发。
24、正在学习中，希望对业务有所帮助
25、目前在当当买过的关于博物馆管理方面最深刻的当属《如何管理一家博物馆——博物馆吸引人的
秘密》。台湾学者和大陆出的基本相对显得单薄多了。但是有人在认真写，嗯，也有人一直在给加油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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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新视觉》

章节试读

1、《博物馆新视觉》的笔记-第77页

        诠释→揭示本质，通过使用物品、个人经验及其他说明方式
忌以偏概全
完善的展览，必然在展品的本质上，力求其原生本质的呈现，属于事物真相、社会背景、文化现象，
以及历史陈述，保持美感距离，抽离个人情绪，在客观外在与精神内层作剖析，才能使展品得到适切
的发挥。

2、《博物馆新视觉》的笔记-第144页

        博物馆更是文化产业的母体。因为它是知识的宝库、历史的故事、社会的情思、文化的象征所构
成的教育的中心、心灵的教堂，是国家的实力和民族的心声，以及国力展现的资源，包括国家品质、
生活、历史、文化、气质、价值与理想等知识产业与行销，是永续经营力量的根据。
考研政治要是在国家软实力文化资源里面考博物馆的重要性，可以这么答：）
但是说的很好。

3、《博物馆新视觉》的笔记-第35页

        推展活动。以外国文化单位为例，常在整理该国画家的成就时，就计划每年以一名或两名画家，
代表其国家到国际各地展出，原则肯定画家努力的结果，再者乃是宣扬该国的文化水准，实在一举两
得。如法国以罗丹作国际巡回展、美国的纽约建筑艺术展、荷兰的眼镜蛇画派展览等都是以画家、画
派或一项文化运动，作为文化行销的时机。有时在一个主活动外，附带该国的其他文化活动，例如配
合罗丹艺术展举办的法国周，包括美食、美酒、服装表演等，都一并参与活动。文化行销。

方法与原则：
其一，由小而大、由近而远，初期范围不宜过大，由小地方着手，宜在临近地区展开。
其二，资讯掌握——最重要的前置作业。
其三，媒介体的应用。
其四，举办活动，如日本每年有樱花祭、巴西有嘉年华会，而台湾地区有迎神赛会等。
其五，举办研讨会。
其六，提供环境，主动：配合国家政策的实施，如先进国家常为了宣扬自己的文化，便在政策上提供
奖助学金，供国际人士申请，或主动邀请相关人士前往参访、实习、短期研习等；被动：在文化设施
上有一定水准的设备，提供实习的机会或作为研习场所，配合各相关单位的申请，如台湾历史博物馆
的远距教学设备与教学服务、互联网的信息等都属于此类的活动。
其七，征求经费赞助，或共同办理单位，如杜布菲回顾展，在经费不足、知名度未及全面性的考虑下
，邀请媒体与企业团体加入共同主办的行列后，其成效不仅有目共睹，且把在馆内的活动，延伸到市
街的“艺术市集”上，造成广泛影响。
其八，签署备忘录或合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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