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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Exhibitions Turn into Database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TFAM Exhibition Archive

臺北市立美術館（以下簡稱北美館）自 1983年
開館以來陸續策辦了許多展覽，其中包含了不
同類型的徵件及競賽展、單一藝術家或藝術團
體的申請及邀請展、擴展視野促進交流的國際
展、展現發展量能的典藏展，當然在這條經歷
不同政治與社會變遷的時間流上，也包含各項
委辦、合辦性質的展覽。

每一個展覽從最初的討論、決議、策劃、執行、
展出，到最後展覽結束，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
文件書信、出版文宣、報導評論以及各種文字
與影像紀錄，這些資料記錄了當下美術館的觀
點理念、討論議題、決策走向及視覺呈現方式，
其間產生的報導評論及來自社會大眾的反饋則
回應了這個決策。這些資料所留存的軌跡，對
美術館來說是傳承經驗與記錄歷史的重要檔
案，而藉由檔案的回溯，能讓美術館再次重新
檢視展覽進程，在回望中找到自身的脈絡與定
位，並創造出新的視角與議題。但時間是不斷
往前的，美術館的展覽產出也從不間斷，資訊
浪潮洶湧，伴著展覽所產生的各種檔案與討

論，終將隨著展覽結束而逐漸被遺忘，這些不
斷產生又不斷沉積堆疊的歷史檔案，該如何回
溯建置、保存管理，已是近年來美術館密切關
注的話題。

為妥善保留開館以來累積的大量資料檔案，北
美館自 2009年開始進行展覽資料及文宣出版
品的數位化工作；2011年起籌備建置文獻中
心，規劃、搜集、整理北美館及美術相關文獻
資料。2017年起，除了持續進行的數位化工
作，也開始著手進行文獻資料的彙整，陸續將
北美館歷年來累積的館務資料、各類文宣與出
版品、照片影像、錄音與影音檔、手稿與文件
紀錄、媒體報導與新聞剪報等一、二手資料逐
步系統化的蒐集、整理、建檔，漸進式地建置
以北美館為主體架構的藝術檔案。

面對不斷成長的資料量，如何永久保存且能有
效提供使用遂成為下一階段的目標。2018年起
導入數位典藏工作流程，除了原有的實體資料
整理及數位化工作之外，也開始進行資料庫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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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檔案資料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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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出版

統的建置，包含建立資料的後設資料、數位化
資料的保存管理以及資料的開放使用等。其中
後設資料不僅是建立資料的內容描述，更將其
組織成有系統的資料結構，從中建立資料之間
的關係，藉此提供各類型資料的使用以及資訊
整合應用。

2018年開始規劃以北美館作為主體的藝術檔案
資料庫系統，在概念上以「事件＋物件」建立架
構，「事件」係指北美館所發生的事，如展覽、

活動等資訊；「物件」則是上述的一、二手資料，
透過後設資料逐一建立事件與物件條目，並將
相關的事件與物件加以串連。

而未來將對外開放的「展覽資料庫」即是以「館
史資料庫」為基礎，以「展覽」做為中心來彙整、
串連與展覽相關的事件與物件。在資料的呈現
上，除了主要的展覽事件描述外，與這個展覽
相關的活動如開幕、演講等「事件」，以及相關
的「物件」如文宣出版、媒體報導、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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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館文獻室大事紀

2009 • 館內資料數位化開始

2011 • 前置規劃啟動

2015 • 擬定文獻中心建置計畫書

2016 • 文獻中心空間整建與室內裝潢

2017 • 資料數位整合啟動 （資料數位化、專業文獻檔案整合管理）

2018 • 數位典藏系統建置—書目出版 （出版、影像、聲音影音）

2019 • 數位典藏系統建置—藝術教育 （藝術教育事件、活動事件、文宣）

2020 • 數位典藏系統建置－展覽 I （展覽事件、檔案、新聞稿） 

 • 圖書室空間整建以及優化硬體設備

2021 • 正式公告圖書室整合文獻中心轉型為「圖書文獻中心」 
 • 數位典藏系統建置—展覽 II （作品資訊、媒體報導、參考文獻） 

 • 數位典藏系統開放館內查詢—館史資料庫 （1983年至 1994年間展覽事件及出版） 

 • 部分藝術家檔案開放館內查詢

2022 • 數位典藏系統建置 （對外查詢網站、各管理模組［事件、物件］的整合）

2023 • 數位典藏系統優化 （資料管理後台、對外查詢網站） 

 • 數位典藏系統開放線上查詢—展覽資料庫  （1983年至 1994年間展覽事件及出版）

館史資料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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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務資料等，都能在此展覽的頁面中一覽無遺，
有效率地進行資料整建。這樣的整合方式與訊
息發布不同，在展覽發生當下每一個資訊都具
有訊息發布的時效性，並以單個訊息的方式接
連露出，這般「展覽資料庫」的整合概念，即使
展覽已經結束，仍能透過資料庫頁面觀看關於
展覽的資訊與紀錄。

「展覽資料庫」預計在 2023年先開放 1983年
至 1994年間的資料，包含展覽的基本描述、作
品清冊、展場照片、文宣、展覽專輯、新聞稿、
媒體報導與現代美術等評論，以及相關的活動
資訊，如開幕、記者會、演講、座談、研討會、
導覽、創作體驗等。未來也會陸續加入展場平
面圖、語音導覽聲音檔案，以及相關活動影像，
如開幕、記者會、演講、座談、研討會、導覽、
創作體驗等。

在 1983至 1994年間，展覽策劃的作業仍在手
寫時代，攝影也主要使用底片相機，這些「物
件」在蒐集之後還需要經過掃描、整理及建檔，
「事件」的回溯也需要長期努力，大量的資料仰
賴人力翻找挖掘、辨識分析，但因年代久遠及
資料保存觀念不同，不免有許多資料及資訊缺
漏或佚失，這些都需要時間補充及考證。然而
在資料持續擴充的未來，展覽為何成形、建立
方式、如何被定義書寫、留下的記憶以及未來
被引用的狀況等，透過資料庫的建置與組織，
這些關於展覽的前世今生與來世的資訊都能被
有效留下。

另外，關於展覽更多的資訊，其實也散見於過
去美術館的出版品。由於北美館的出版品眾多，
此處僅列舉部分案例，如從 1984年開始出刊的
《現代美術》雙月刊，就收錄了許多展覽的描述
或評論的文章，2001年開始發行的北美館年報

展覽資料庫架構

展覽資料庫 展覽

文宣 / 出版 海報·邀請卡 導覽手冊 學習資源 展覽專輯

基本資訊 展覽介紹

公關宣傳 開幕·記者會

展出 作品清單 語音導覽

評論 / 報導 現代美術

活動 演講

展覽說明書

展場平面圖

新聞稿

展出現場

媒體報導

座談 研討會 導覽 創作體驗



106

Archival Research

及館慶周年出版彙編的專刊，回顧了每一年的
展覽資訊以及主題論述，2010年出版的《臺北
美術獎回顧 2001-2009》及《威尼斯雙年展臺
灣館回顧》，則回溯整理了歷屆的策展論述、評
審感言、參展藝術家及作品等文件。這些描述
性的資訊皆可被建置在資料庫中，用來補充展
覽的基本資訊，而出版品本身在資料庫中也能
與相關展覽相互連結，藉由這樣多樣物件的整
合，方能提供更多的展覽訊息。

資料庫的建置目標即是讓展覽以及與展覽相關
的資料能被永久保存，同時也能被再次利用、
多元串連，進而成為一個知識的網絡。當資料
庫收錄的內容越豐富，相關資訊的描述越細緻，
就越能呈現或組合出符合使用者或研究者的需
求，而這些成果的進化，則仰賴使用者的回饋，
這樣的資料庫最終無論在作為研究資源的提供
或是其他研究面向，都能提供更為有力的協助，
北美館的展覽資料庫亦是以此為目標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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