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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 + 博『物』館」

文　陳恒安／校史組組長
攝　蔡侑樺／本校建築系助理研究員

主編邀稿，想了很久，還真不知道該跟

各路高手談些什麼？絞盡腦汁，還是來聊聊

大家的結緣地：成大博物館。

既是聊天，那麼就先來點文字的排列遊

戲吧！成大博物館這個專有名詞，究竟可以

怎麼拆解呢？首先是大家熟悉的「成大 + 博

物館」，再來可以是「成 + 大博物館」，動

點手腳之後就成為「成大 + 博『物』館」。

不同排列，引發不同聯想。「成大 + 博

物館」顧名思義，就是成大有座「博物館」。

我們不是經常被朋友問到成大博物館收藏了

哪些東西嗎？其次，如果組合方式是「成 + 

大博物館」，那麼似乎暗示著，我們有意成

為「大博物館」。其實，簡報時常提到的「全

成大就是個校園博物館」，便隱隱透露如此

哲學。從這概念引申，「博物『館』」作為

單純存放展示品的空間概念，就已經被擴展

開來了。

不過，對我來說，更有趣的或許在於動

點手腳之後的「成大 + 博『物』館」。怎

麼說呢？讓我們看看裡面那個括號中的字：

『物』。『物』基本上是觀眾走進博物館的

動機，可惜，成博似乎少了那麼一個吸睛的

鎮館之寶。校史文物對校友來說，自有其意

義，但對其他觀眾，想以大學青春情感勾起

觀賞動機，實是難事。至於庶民生活文物，

雖有暖暖懷舊風，但是復古樂園可能更有

趣，至少還能享用古早味小吃。最重要的是，

上述情況中，「大學」似乎還只是配角！

大學的博物館只負責收藏展示物件？可

別忘了，我們可設有研究組呀！研究組並非

「再研究研究」單位，而是動腦動手團隊。

正是動腦動手，讓我們十年來在經費有限、

空間有限、收藏有限，加上必須配合學校活

動的條件下，盡力發揮了大學一級單位的各

種功能。

所以，我們 ( 這個我們可是包括各位的 )

既然擁有豐沛腦力與高度執行力—這可是一

種難得的校園無形文化資產喔！那麼是否還

能更勇敢地開始想像下一個十年？對了，話

說，若成博在成立十周年的今天，開始建立

「研究志工」制度，不知道各位有什麼想法？

若覺得有那麼一點意思，或許，就該找個下

午茶的時間好好聊一聊了！

給志工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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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趣健談的莊正峰大哥

文　莊富敏／週五分隊志工

進入成博這個大家庭，第一個遇到的貴

人就是星期五的分隊長─莊正峰大哥，初到

成大博物館時，對館內的展場一竅不通，完

全是靠著這位大哥的提攜，尤其是遇到不瞭

解的地方，只要請教他，他總會鉅細靡遺，

很有耐心地引導說明，簡直做到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的境界。不僅僅在值班上的指導，

有時連生活上的瑣事，也會適時地幫忙解

惑。無論是於公或於私，莊大哥就是我的良

師益友。

莊大哥是位熱心、風趣、幽默又健談的

人，他的經歷更是精彩，尤其佩服他在中年

之後還考取導遊領隊的執照，在成博擔任導

覽志工，導覽的工作對他而言，本就是駕輕

就熟，現在又考上導遊領隊，在專業的襯托

之下，實戰經驗更是爐火純青。每每看他在

幫忙導覽時，講到蘇雪林老師的故事，總是

會讓來參觀的來賓個個開懷大笑，有趣的解

說方式，便是他導覽的風格。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莊大哥除了在博

物館內及校園藝術環境的解說之外，去年還

曾幫忙指導一位外籍學生，每個禮拜都會幫

她上課，還帶著她在展場，一面讓他看實物

一面不厭其煩認真的指導她，當她還不明白

時，莊大哥就會用不同的表達方式再教她，

直到她真正能聽懂為止，而這位外籍學生終

究不負所望，順利地通過導覽志工認證考

核，莊大哥這種無私、樂於助人的精神，真

是值得我學習的楷模。

那日朋友捎來一封翻譯自俄羅斯的一首

小詩，〈短〉：

一天很短，

短得來不及擁抱清晨，

就已經手握黃昏。

一年很短，

短得來不及細品初春殷紅竇綠，

就要打點素裡秋霜。

一生很短，

短得來不及享用美好年華，

就已經身處遲暮。

乍看有點感傷，細細品味，卻讓我學會

珍惜，真的很高興能來到成大博物館與大家

相識結緣，除了莊大哥之外，我相信一定還

有很多像莊大哥這樣值得學習的人，等著我

們去發掘。

我們這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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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校園藝術巡禮記

文　沈秋華／週二分隊志工

炎熱的下午，一群成博志工聚集於藝

術中心，跟著莊正峰老師漫步成大校園，認

真的聆聽校園藝術巡禮，成大校園裡蘊含豐

沛的藝術能量，令我們每一位夥伴都深受感

動。

從光復校區的詩人魯迅頭像開始，思

幽古，在詩人棄醫從文的頭手之間，激勵世

人的心靈文化精隨。會計系前一具圓形大算

盤，惕勵人要圓滑、不要一板一眼，傳述著

世道周而復始，生生不息，更顯示傳統智慧

之現代意義。管理學院前兩個小朋友雕塑，

相傳不可觸摸，否則必當 ( 會被二一 )，可

見當年學子多麼在乎學習成果。

校園中朱銘大師的系列作品，在在都

見到太極身影，讓人憶起大師在三義雕塑神

佛，欲提升自己而拜師楊英風，因身體瘦弱

被拒，被要求身體鍛鍊好才收為門徒，其習

作亦由太極練身入門，除強身調息，甚者將

其精神內化成創作題材，化繁為簡的風格，

如飛撲，其招式展現大開大合的生命力，正

是成大人不斷在學術上切磋砥礪的精神。

走過禮賢樓，發現〈樹上的龍〉和〈難

佛〉不見了，〈難佛〉只剩基臺，依稀見到

蛇圖像，是因諷刺宗教而被取締嗎？有當年

記憶的夥伴說，這兒有如熱帶雨林，爬蟲、

導覽培訓

蜥蜴、變色龍，聚集多樣生靈，人居其中，

讓生命憑添許多不同色彩；而一座仿幾米雕

塑，向左走向右走的行走的女人，她在猶豫

甚麼呢？豔陽下，一群赤腹鶇 ( 冬候鳥 )，

抬頭挺胸漫步，飛翔，與我們一同在校園巡

禮。藝術家用不同材質創作，如不銹鋼線做

的巨大的花瓶，謝茵要大家平平安安，堅實

的碎木塊組成的木蛋，是一種生活的對話；

雲平大樓中庭，不鏽鋼的雲之塔，抽象、起

伏曲折，象徵成大人努力至未來出人頭地。

走在光復校區，一一瀏覽經典的藝術作

品，楊英風的〈回到太初〉，蒲浩銘的〈三

朵會思想的花〉，黎志文的〈泉水〉，細數

不完，每一位大師都展現其對生命永恆的愛

戀。在賞析簡自遠的舞動作品前，有想跟著

起舞的衝動，三個女孩只有兩條腿著地，其

餘飛舞自如，有人會撫摸其敏感地帶，流傳

到了晚上會變成四位共舞。

回到藝術中心旁的〈水蓮〉，〈知了〉，

及〈天空〉，祈禱等作品已殘缺不堪，讓大

家唏噓藝術品的維護需要你我更多的投入。

好的導覽帶給遊客的，不只是視覺的饗

宴，更有令人舒暢的心靈洗禮，感謝莊老師

有趣的故事分享，讓大夥兒進入時空隧道，

盡情享受這濃郁的人文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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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工程教育發展歷程

文　盧瑞泰／週四分隊志工

拿起禿筆，想要開始細說從前，談談

『臺灣工程教育發展歷程的上課心得……』，

沒想到思緒卻把自己帶入時光隧道之中……

三年前因緣際會間看到〈成大博物館招募志

工〉的訊息才知道，原來臺南除了臺灣歷史

博物館、奇美博物館之外，竟還有一個成大

博物館，當時毅然決然前來報名，人云「入

寶山豈有空手而歸」的道理，只要有專題及

各種培訓，我幾乎無役不與，才能聆聽到翁

鴻山教授的『臺灣工程教育發展歷程概述』，

及感受那麼多有心人熱忱地規劃此次佈展的

展示室，讓大眾有機會去認識、了解它。

話說 1895 年甲午戰爭後，清朝將臺灣、

澎湖割讓給日本，就此展開臺灣 50 年的日

本殖民時期，臺灣總督府於 1912 年成立「工

業講習所」，六年後升格為「工業學校」，

後於 1931 年在臺南創設「臺南高等工業學

校」，自 1938 年起，逐步在各地新設工業

學校，至 1944 年共增設七所州立工業學校。

臺北帝國大學，也於 1943 年增設四科工學

部。

戰後，教育體制和內容皆有重大改變。

政府為培育戰後復建的人才，大幅發展教

育，學校和學生數量急遽增加，且不復有『臺

籍與日籍』學生比例的限制。且有以下政策 :

1. 除原各州廳立工業學校一律改為「省

立工業職業學校」外，並在各縣市

廣設「職業學校」。

2. 將臺北工業學校升格為省立臺北工

業專科學校。

3. 臺南工業專門學校升格為臺灣省立

工學院、臺北帝國大學改制為國立

臺灣大學。

在美援時期，臺灣的職業教育了有突破

性發展，美方在了解臺灣教育改革的動向與

需求後，向政府提出發展農工教育計劃，並

建議由我國有關院校與美國具有基礎的優良

大學合作，經費由美國安全總署籌撥。

1. 1956 年前，臺灣設有化學工程系校

院，僅臺灣大學與省立工學院 ( 今成

功大學 )。

2. 1960 年後，四所私立學院 ( 逢甲、

文化、大同、淡江 ) 設立、升格或增

設工學部，皆設工程類學系。

3. 1979 至 1990 年，進入新興科技及

發展國防科技，開始增設學校，並

在教學內容與研究方向上作改變。

而設置「展示室」的目的，乃是為了將

來建置『臺灣工程教育史料館』的第一階段

工作，由資料的蒐集開始，進而編撰「工程

教育史」，將建置『工程教育史料館』定為

遠程的目標，作為日後規劃與從事工程教育

的借鏡，及提供學者查閱。此次「展示室」

的佈展，其內容有三大特點，很值得大家用

心去探索：

1. 以看板呈現。

2. 以實物展出。

3. 以多媒體方式展出。

因為多年來企業界最愛的大學畢業生，

成功大學仍居榜首。相信這是成大學生原有

的素質及努力之外，與早期設立的工程教育

應有密切的關係。

研習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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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教育回訓有感

文　郭文元／週三分隊志工

每年臺灣綠建築發展協會都會安排綠色

魔法學校的導覽志工參與綠建築相關課程回

訓。前年我參加了高雄市前鎮區紅毛港國小

課程；去年則是經濟部嘉義市西區產業創新

研發中心。我認為這樣的活動非常有意義，

一方面讓導覽解說志工們有自我成長的學習

機會，另外一方面藉由互相觀摩學習到更多

元化、更實用性的綠建築知識。

談到『綠建築』一詞最近很夯，個人認

為，應該是由於工業革命以後，雖然科技給

人類帶來日常生活食衣住行育樂上面的方便

和舒適，但是相對地，也給我們賴以生存和

生活的大自然環境，帶來了更多的污染和危

害、破壞，因此激發人類的自省和反思，於

是才有大家推動的拯救地球和一連串自覺自

保的等等行為。

再以碳排放問題為例，現在世界各國非

常重視的地球溫暖化、氣候異常變化等等災

害現象，其肇因根據大部份研究報告指出，

自然潛勢只佔 10％，其他都是人為因素造成

的。特別是以碳排放問題最為嚴峻，所以世

界各國才有 1997 年日本京都議定書作為共

識，要求簽約國或認同的國家大家一齊來控

制溫室效應和碳排放量的舉動。

在我們回訓課程中，參訪優良綠建築是

最令人興奮的行程，歸納其重點無非在強調

綠建築的四大範疇；即生態、節能、減廢、

健康（EEWH），以及評估綠建築的九大指標。

其實各個示範基地均有其特色，例如嘉義產

創研發中心的牆面垂直綠化、4F 圖書館資訊

量表、中庭生物多樣化指標等，都非常值得

借鏡參考。

另外參訪紅毛港國小，也讓我們明白其

歷史背景，也瞭解到當時遷村的辛苦歷程。

當年由於要擴建高雄港第二貨櫃碼頭，迫使

這個小港區的漁村必須遷居到現在的前鎮

區，所幸抗爭結果，才得以保留故居，原地

規劃成為紅毛港文化園區。

舉凡各種理念和信仰要變得有力量，就

必須透過具體實際的行動。所以如今我們要

實踐，並且推動「環保、節能、愛地球」的

工作，首當其衝的就是要先由擁有公權力的

政府帶頭做起，要求各個行政機關和單位、

學校以身作則，然後才能號召和宣導各個民

間團體、廠商和社區家庭，乃至於個人一起

來進行環保（綠化、資源回收）、節能（省

電省水省油省紙、照明、空調）、愛地球。

如美國諺語：我們的土地並不是從祖先繼承

來的，而是向後代子孫借用的。最後誠懇呼

籲大家：讓我們一起來推動綠建築行動，愛

護我們的環境吧！

導覽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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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茶的故鄉學習趣

文　林玲姬／週四分隊志工

在收到 12 月 5 日貓囒山戶外教育訓練

訊息時，雖然擔心里程過長，腳力是否無法

負荷，但是景點實在吸引人，於是和震東毫

不猶豫立馬報名，也幸好當機立斷，因活動

竟然秒殺爆滿。

當天行程的首站是紅茶的研究單位，茶

葉改良場魚池分場的梁先生，熱情地奉茶，

並鉅細靡遺地解說紅茶的知識，原本沒品茶

習慣的我也淺嚐一下，卻越喝越順口，也

被其琥珀色澤及淡淡茶香所吸引。本以為綠

茶較養生，在聽完導覽後才知道晚上宜喝紅

茶，有助睡眠功效。在導覽前已有些體力佳

的夥伴，馬不停蹄地走過錫蘭橄欖樹步道，

直登山頂達氣象站，遠眺日月潭風光。

午餐安排在日月潭教師會館，用餐環境

舒適清雅，深獲好評。大家邊吃邊登記購買

紅玉、阿薩姆等當地特色茶葉，以促進產業

發展、經濟成長。

明潭傳奇博物館是張連桂先生「瓶中乾

坤」的系列作品，無論橫豎、高矮、方圓的

玻璃瓶都有，瓶內利用竹片、木片、樹枝等

材料，雕刻當時生活特色及文化表現。館外

茶坊還備有當地紅茶供大家邊休息邊喝茶寒

喧，因為不同組別的夥伴平時見面不易，得

利用活動期間多互動。

日月潭環潭自行車道被譽稱「全球最

美」的腳踏車道，此次雖散步式地走過，卻

更能感受湖光山色之美，在藍天白雲襯托下

倒影如畫，更讓人捨不得離去。一路走到向

山遊客中心，看到黃橘綠相間的落羽松排列

在湖邊，遊客漫步其中或坐或嬉戲，悠閒模

樣令人羨慕。難怪日月潭是許多人旅遊首

選。

晚餐回到善化的庭園餐廳用膳，豐盛的

佳餚讓大家吃得津津有味，不禁相約下回來

此聚會。高潮在餐後竟然還有生日驚喜趴，

原來寶琴是當日壽星。大隊長溫馨地安排，

也邀請十二月生日的三亞、瑞泰共同慶賀，

此畫面讓我深深感動，成博志工真的就像一

家人般彼此關懷、相知相惜。有緣在這裡與

大家相識相聚真好。事後得知相關人員為籌

辦此活動，不僅探堪數回，更透過關係安排

才有機會成行，真是辛苦了，非常感謝。

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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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成博歲末年終成果發表
          晚會小記
文　林采儀／週六分隊志工

農曆年節將至，向來舒爽的臺南總算增

添了一點冬天的冷冽氣氛，騎車時迎面而來

的冷風更應證了季節更替。此次的歲末年終

成果發表晚會訂在北安路上的大象寬庭，寬

敞明亮的用餐空間，容納眾多志工夥伴、館

員及貴賓，用餐前可只見夥伴們穿梭各桌，

互相問候談天，使得餐前氣氛漸漸活躍起

來。

席間，臺上有活絡的抽獎活動，臺下

有美味佳餚和此起彼落的談笑聲，熱鬧而不

失秩序。一年一次的歲末聚會重頭戲在於抽

獎，館方今年亦不吝嗇地準備許多獎品，希

望賓主盡歡，各桌互相加油打氣，期盼吸引

多些偏財運到身上來，一圓中獎的快樂，滿

足拆禮物的樂趣。所以一旦各個中獎人拿到

禮物時，身旁就圍著好奇寶寶們一起猜測內

容物，獎項越大越能吸引更多的好奇者。謎

底揭曉時，又是另一波話題的熱潮，惹得其

他尚未中獎的人，更殷切的期待，讓臺上與

臺下 high 成一片。

若覺得只有抽獎活動不足以彰顯共襄

盛舉的美意，館方再網羅志工們上臺一展歌

喉，讓眾人驚艷於志工們的另一面，是誰說

志工只是單純的解說員呢？常聽聞成大志工

臥虎藏龍，今日一見果不其然，能人異士紛

紛出籠。使素來聽慣 MP3 的我大開眼界。深

深覺得臨場的感動決不是現代科技可以輕易

取代的。

歲末年終聚會活動替舊的一年畫下句

點，為新的一年寫下引號。新舊交替，歡慶

道賀之時，享美酒珍餚之際，也感謝館方為

志工們提供一個理想的工作環境與機會，不

斷藉由課程與活動，滿足我們求知的渴望，

充實知性生活的涵養，且擴展了機會的面

向。願成大博物館如同百年榕樹，持續照護

向學的「學生」們。

年終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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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一日遊感想

文　申小鶯／週五分隊志工

許多年前，為了參加新化一日遊，怕

會遲到而一大早就從臺南出發，在寒風細雨

中抵達新化圖書館報到。第一站為位於中正

路 341 巷 31 號的蘇家二落古厝，這是一棟

傳統閩南式建築，當大伙到達時發現主人早

已準備了許多水果、點心，於是一面享受主

人熱情地招待，一面聽主人蘇先生的解說。

古厝最大特色為冬暖夏涼，因為其牆壁是內

包土塊外砌磚塊的結構，樑柱為福州衫。當

來到中庭參觀時，看到一隻小巧可愛的石獅

子，在獅子的旁邊有一造型奇特的石頭，

當你找對角度時會發現像一只豬頭，相當有

趣。

穿過市場來到中正路老街，在日據時

期，日本留學生來臺灣將所學的建築技巧，

不論是巴洛克式或英國紅磚式，以實驗的手

法運用在各式的建築上，造就成現在所看到

的 17 幢各具特色的街屋，在女兒牆上以噴

沙的方式裝飾出花草、動物、幾何圖形，甚

至在屋頂上有一隻展翅待飛的老鷹。

第三站來到林姓的四落透古宅，位於

忠孝路 83 號，四落透是說遵照傳統尊卑、

長幼的格局來建造，每落厝依序高度各差 5

寸，不論是從側面看或是從正面看都可感

覺一落比一落高，各有門，可從側門進出，

每落厝大廳也有門可通到第四落。此宅建

於 1926 年，由於是一起建造、一起上樑、

一起落成，因此落成之日相當熱鬧。穿過大

廳，來到後門，在窗戶上、門上都可看到磚

雕做出類似「拱」形狀的的托架，相當別緻

少見。

第四站為保生大帝宮，當車子來到廟

前，響起一串串鞭炮聲，原來是廟方為了表

達歡迎之意所點燃的。正殿主神為大道公，

後殿供奉明萬曆年間所雕刻的青斗石觀音

像，牆壁上的彩繪則描寫先人如何從洋仔港

進入大目降開墾的情形。

接著依照新化的方位向東西南北前進，

西到臺灣總督府種馬牧場參觀，也就是現在

的畜產試驗所。在聽完解說後才了解不只是

研究種畜的繁殖，還研究如何在最經濟的條

件下提高生產力。

北到忠烈祠參觀，忠烈祠一年只開放

三次，供有抗荷事件中的郭懷一、臺海戰役

中陣亡的戰士、黃花崗烈士等等的神主牌

位。東到大坑，參觀新化最迷你的大坑分

校，俗話說：「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說

得真貼切，全校學生大約 20 人左右，竟然

還有英語教學，這些孩子真是幸福啊！南到

木架山，參觀國軍教練場，因為小女子沒當

過兵，雖然何少校賣力地解說，還是左耳進

右耳出，還給他了，最後只記得這裡地大草

多、視野良好，是適合約會及觀星的好地

方，就在不知不覺中，行程就結束了。

參考資料

鍾騰（2002）‧大目降古文物集‧臺南縣：新化鎮

文史工作室。

志工園地

蘇家古厝



2017 第一季志工活動

01/06、01/09、01/10 幹部群與館長聚會
01/09、02/13、03/20 幹部會議
01/17    成博歲末年終成果發表晚會
02/20    莊正峰校園藝術品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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