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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f Editor’s Note

本期學報的主題訂為「美術館的當代性」，這可以說是一個首度提出、並且尚待

定義的辭彙。

運用「美術館的當代性」這個面向，我們希望徵集當代人對於美術館╱博物館事

業持續發展，與它面對未來特殊處境的最新觀察與理解；同時，也藉此提示出某種在

實踐上的動能與趨勢，這個趨勢本身可能正是目前全球的美術館/博物館同業們，所共
同面對的課題，或正待克服的難題。因此，與其說我們正在觀察臺灣當代各類型美術

館/博物館事業共同或分殊的發展特色，毋寧說，我們藉此更為欣喜臺灣的博物館同
業們，得以與全球同步跨進當代博物館發展的新境界。

整體來說，從西方幾座代表性的美術館/博物館「向公眾開放」以來，這個領域的
知識與經驗已累積了兩三百年，博物館學術儼然已經成為一門相當獨立、成熟的知識

領域──或說是學科了。然而有時知識學科的範疇本身，不免會形成實務領域上的侷

限，造成因應新變化的反應能力不足，促使美術館╱博物館事業連帶地成為保守領域

的守門人。從近幾年美術館/博物館事業的發展來觀察，實務上的求新求變與隨機應
變而來的成果，已經大大地超越了知識產生的速度與廣度。因此在學術認識的領域，

也希望藉由這次的拋磚引玉，在學術層次上開展一些研究面向的可能。

近幾年，在東西方幾座代表性美術館的興設，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這樣的當代性。

例如日本金澤二十一世紀美術館，在名稱上就意圖凸顯它作為日本乃至當代世界美術

館的先驅地位。因著當代建築觀念與技術的更新提升，它的建築量體與結構發生根

本性的變革，成為一個更輕、更扁，且圓形的建築體，透過四通八達的視覺穿透與活

絡化的動線，打破了美術館傳統上歷史線性的敘事結構，連帶地也使它與週邊環境

的關係發生變化。同樣地，法國龐畢度美術館的梅斯分館（The Centre Pompidou-
Metz），也採取了異曲同工的建築觀念，將美術館內外的空間透過視線的穿透，使館
舍所在地豐富的歷史、文化、社區、社會等的豐富層次意涵，都攝入美術館的空間之

中。館內的空間交融，動線靈活，為藝術品、美術館、建築空間、基地所在區域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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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合，給出了最好的解決方案。

從美術館建築體本質上變化的情形來舉例，我們可以期待美術館在當代與可見的

未來，將陸續開展出不同的適應當代新環境的可能。這樣的轉向，不僅僅是美術館當

代性的勢之所趨，同時也可說是歷代美術館在面對新時代的挑戰之中，又一次奠基於

傳統，發而為持續創新的面貌。因為新的面貌的產生，對於當代美術館其他面向的趨

勢，也必然會帶來不同程度的因應方案，這些方案就是我們利用這次專題的引介，所

希望勾勒出來美術館當代性的實質意涵。

專題主編 林曼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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