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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結束營業的千禧年。(曾肅良攝)

前言

【博物紀實】Facts about Relics

文化霸權與政治權力
交錯的博物館政策
Museum Policy under Cultural Hegemony
and Political Power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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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協式的讓步(Concession)
與文化吸納(Cultural incorporation)

(Cultural

文化權與政治權的分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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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台北故宮博物院的福爾摩沙展覽。(曾肅良攝)

左下︰博物館是民族的圖騰，英國的自然科學博物館

是其國家科學成就與知識力的象徵，一向是政

府支持的重要標的。(曾肅良攝)

右上︰福爾摩沙展覽以重溫台灣歷史為主題，吸引了

大量的人潮。(曾肅良攝)

右下︰福爾摩沙展覽的最大意義，在於凝聚人民對台

灣的向心力。(曾肅良攝)



荷蘭國家博物館是凝聚其人民文化

成就感的精神紀念碑。(曾肅良攝)

hegemony) (Antonio

Gramsci, 1891-1937)

(Force)

(Consent)

(Concession)

(Cultural incorporation)

更名風波與若隱若現的族群意識

(Ralph Miliband, 1924-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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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le Durkheim,1858-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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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賣點與速成訴求下的
博物館文化

( )

(

)

(Museum ethics)

結論：知識與教育的平台，
而非政治鬥爭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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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爾幹所謂的「外在的不平等」指的是非由天賦，而是

因為權力、社會制度等外在人為力量所造成的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