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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沒有人做過的事，踏出勇敢的第一步，做出勇敢的第一部《臺灣美術史辭

典 1.0》，這是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廖新田館長正在做的事 ! 

 

廖館長首先介紹位在臺北市南海路四十九號的國立歷史博物館，是台灣第一

座公立博物館，於西元一九五五年成立，前面第一個十年，為一棟兩層樓的日式

木造建築；一九七 0 年以後，建築師慢慢地將博物館呈現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中

國北方宮殿式的樣貌，目前已有超過兩千五百萬人次進到歷史博物館內，裡面收

藏了許多精彩的佛雕與美術品。廖館長的運氣特別好，接管歷史博物館所執行的

任務不是穿西裝打領帶，而是戴著工程帽搭公車去看工程案，今年的十二月四號，

目前正在整建當中的國立歷史博物館將邁入六十六歲，花了四年整理的第一期工

程也將完成，歡迎大家屆時蒞臨參觀。  

 

為什麼臺灣美術史很重要？廖館長說明在國內的教育體系中，臺灣的年輕人

對於臺灣的美術史的知識是缺乏的，學校裡教導的多是西洋美術史、中國藝術史，

而有教導臺灣美術史的僅只有五所而已，反思這樣的資源，要叫學生如何去創作



呢？藝術是人類創意性的工作，人們透過藝術來表達自我，但某些藝術與文化表

現的型態不見得能夠讓另外一群人懂，必須經過轉譯，所以藝術的表現應該要有

脈絡性。藝術是透過情緒去表達、去感受，有種人與人之間互為影響的感染力。

藝術是一個容易讓人們跟社會、歷史接觸的一個媒介，人要識字，才能讀懂文字

裡面的涵義，但藝術的感染力是超越文字的媒介，如果沒有藝術，我們的歷史文

化可能會被忘記。 

 

廖館長播放了一小段他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所做的臺語發音節目，叫做「寶

島美術館」給大家聽。這個節目內容非常豐富，我看了電臺的官網節目介紹，是

尋訪臺灣具有代表特色的藝術創作、文化慶典、特色民俗等，希望藉由節目來提

升人們的生活品味與美學素養，並吸引更多人可以來關注、參與臺灣的藝術創

作。廖館長覺得在臺灣這個地方，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不被人知道，而他的工作就

是一個收集聲音的人，為臺灣留下聲音的檔案，訪問在臺灣默默耕耘的藝術家，

分享他們的人生故事。廖館長在演講中表示願意為這個節目一輩子做義工，承擔

起終身介紹與推廣臺灣美術的責任 !  

 

國立歷史博物館團隊所出的這本《臺灣美術史辭典 1.0》是台灣第一本美術

史的辭書，這本書中收錄了從明清時代以來到現代影響美術史發展的重要人物及

團體，記載了藝術史上發生的重要事件，對美術界來說是意義相當重大的工具書。

廖館長介紹此書裡面收錄了兩百個辭目及一百八十三幀彩色圖片，編排是按照中

文筆畫順序進行。廖館長將此書捐贈一套收藏在法鼓文理學院圖資館，希望藝術

能在這個地方慢慢發酵! 廖館長說這書有兩個含意，踏出勇敢的第一步，做出勇

敢的第一部，我覺得這個願很好，喜歡藝術欣賞的我，會去借來看看，也讓自己

在廣博的藝術海中好好的欣賞與學習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