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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目
前
正
積
極
推
動
南

部
院
區
籌
建
計
畫
，
在
興
建
博
物
館

建
築
的
同
時
，
對
於
軟
體
的
規
劃
亦
是

不
遺
餘
力
，
為
了
因
應
開
館
的
重
大
挑

戰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南
院
處
的
同
仁

們
於
民
國
九
十
八
年
起
即
進
行
第
一
期

志
工
招
募
的
工
作
，
其
目
的
不
僅
是
為

了
加
強
博
物
館
的
軟
實
力
，
也
是
為
了

提
供
嘉
義
民
眾
一
個
終
身
學
習
的
場

域
，
進
而
培
養
其
對
亞
洲
藝
術
文
化
的

喜
愛
。
希
冀
透
過
志
工
的
培
訓
增
加
館

方
優
質
的
人
力
資
源
，
也
期
待
透
過
志

工
的
加
入
，
拉
近
嘉
義
民
眾
與
博
物
館

的
距
離
。

博
物
館
教
育
推
廣
大
使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南
部
院
區

志
工
培
訓
與
願
景

楊
芳
綺

邁
向
學
習
型
組
織—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志
工
的
成
長
團
體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以
下
簡
稱
故

宮
︶
的
觀
眾
服
務
在
台
灣
博
物
館
界
富
有

盛
名
，
其
中
志
工
背
後
辛
勤
的
付
出
更
是

功
不
可
沒
。
志
工
團
體
於
七
十
八
年
成

立
，
於
同
年
七
月
通
過
﹁
義
務
服
務
人
員

實
施
要
點
﹂
，
接
續
進
行
志
工
的
招
募
與

培
訓
，
七
十
九
年
正
式
對
外
招
募
中
文
志

工
，
成
立
志
工
協
會
。
︵
註
一
︶

故
宮
志
工

團
體
成
立
迄
今
已
經
二
十
餘
年
，
目
前
人

數
高
達
四
百
餘
人
，
並
持
續
增
加
中
，
志

工
的
種
類
，
除
以
成
人
志
工
為
大
宗
外
，

尚
有
高
中
志
工
、
小
小
志
工
等
等
，
涵
蓋

的
層
面
可
說
非
常
多
元
。

故
宮
的
志
工
除
提
供
一
般
的
民
眾

諮
詢
、
支
援
教
育
推
廣
服
務
外
，
也
擔
任

文
物
導
覽
工
作
的
重
任
，
依
據
九
十
九
年

度
施
政
報
告
資
料
顯
示
，
故
宮
年
參
觀

人
數
約
三
百
四
十
四
萬
餘
人
，
針
對
一
般

民
眾
、
貴
賓
團
體
、
學
生
團
體
，
投
入

五
千
三
百
九
十
九
人
次
志
工
人
力
，
包

含
各
類
外
語
導
覽
，
共
計
服
務
名
十
萬

五
千
三
十
名
觀
眾
。
除
院
內
既
有
的
導
覽

員
配
置
外
，
多
數
的
導
覽
服
務
是
由
志
工

群
們
所
達
成
。
與
歐
洲
體
系
的
博
物
館
相

較
，
導
覽
志
工
在
歐
陸
國
家
並
不
盛
行
。

以
法
國
為
例
，
自
二
十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起
，
導
覽
員
逐
漸
成
為
博
物
館
專
業
的
一

環
，
他
們
需
要
紮
實
的
學
科
素
養
並
需
通

過
考
試
取
得
工
作
資
格
，
並
逐
漸
發
展
成

今
天
訊
息
傳
遞
︵la m

édiation

︶
的
概
念

︵C
aillet, 2000, 

引
自
張
婉
貞, 2005

︶
。

法
國
博
物
館
的
導
覽
工
作
是
由
國
家
考
試

認
證
的
導
覽
人
員
︵guide-conférencier

︶

肩
負
，
每
年
透
過
國
家
考
試
招
聘
，
類

似
台
灣
的
導
遊
證
照
資
格
，
每
個
博
物
館

並
不
設
有
專
職
的
導
覽
員
，
而
是
導
覽
員

依
任
務
及
學
術
專
長
取
向
，
同
時
兼
任
其

他
博
物
館
的
工
作
。
因
國
家
考
試
甚
為
困

難
，
且
博
物
館
經
費
有
限
，
因
此
無
法
提

供
充
足
的
導
覽
人
力
。
相
較
之
下
，
本
院

的
志
工
在
系
統
性
的
培
訓
下
提
供
了
更
多

元
且
深
入
的
服
務
，
不
僅
成
為
博
物
館
充

沛
的
人
力
資
源
，
也
為
博
物
館
節
省
大
量

的
營
運
成
本
，
對
於
博
物
館
的
永
續
經
營

扮
演
不
可
獲
缺
的
角
色
。

此
外
其
能
不
斷
擴
充
並
穩
定
成
長
，

且
流
動
率
甚
低
，
探
究
其
因
乃
是
本
院

將
志
工
培
訓
視
為
博
物
館
教
育
推
廣
的
一

環
，
提
供
志
工
終
身
學
習
的
環
境
。
因
此

志
工
在
博
物
館
服
務
除
可
獲
得
工
作
上
的

成
就
感
，
也
藉
由
本
院
的
文
物
培
訓
課

程
，
不
斷
提
升
智
識
的
成
長
，
同
時
經
由

志
工
間
的
交
流
，
也
可
獲
得
友
誼
與
情
感

上
的
支
持
，
建
立
起
良
好
的
人
際
互
動
。

管
理
大
學
師
彼
得
聖
吉
︵P

e
te

r 

S
en

ge

︶
認
為
﹁
學
習
型
組
織
﹂
為
組
織

中
的
個
人
能
持
續
的
擴
展
能
力
、
創
造
真

正
滿
意
的
結
果
，
並
培
育
出
新
的
且
具
延

展
性
的
思
考
型
態
，
使
共
同
願
景
得
以
實

現
，
成
員
不
斷
學
習
如
何
一
起
學
習
。
因

此
故
宮
的
志
工
團
體
無
疑
是
一
種
學
習
型

組
織
，
在
多
年
的
經
營
之
下
，
故
宮
志
工

群
已
將
博
物
館
服
務
的
優
質
化
視
為
共
同

願
景
，
為
期
能
提
供
最
佳
服
務
，
已
從
原

來
背
動
地
接
受
文
物
研
習
課
程
，
進
而
主

動
籌
組
讀
書
會
以
共
同
研
討
文
物
知
識
，

彼
此
激
勵
共
同
學
習
。
在
經
過
積
年
累
月

的
經
驗
累
積
，
近
幾
年
來
故
宮
的
志
工
也

跨
出
博
物
館
的
有
形
疆
域
，
積
極
參
與
社

會
關
懷
活
動
並
至
博
物
館
以
外
的
地
區
推

廣
文
物
知
識 

，
脫
離
博
物
館
既
有
的
服
務

框
架
，
為
博
物
館
的
志
工
服
務
展
現
無
限

的
可
能
。
︵
註
二
︶

南院志工北上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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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承
與
延
續—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南
部
院
區
志
工
的
招
募
與
培
訓

為
延
續
故
宮
志
工
團
體
的
優
良
傳

統
，
並
為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南
部
院
區

︵
以
下
簡
稱
故
宮
南
院
︶
籌
備
充
足
的
服

務
人
力
資
源
，
以
迎
接
開
館
時
的
挑
戰
，

周
功
鑫
院
長
於
民
國
九
十
八
年
十
月
指
示

辦
理
故
宮
南
院
的
志
工
招
募
與
培
訓
，

並
且
在
第
一
期
開
幕
培
訓
時
表
示
︵
圖

一
︶
，
故
宮
南
院
在
硬
體
建
設
尚
未
建
設

完
成
前
，
即
開
始
培
訓
志
工
乃
是
博
物
館

界
中
罕
見
的
特
例
，
因
文
物
知
識
的
訓
練

與
養
成
並
非
一
蹴
可
幾
，
須
靠
時
間
的
積

累
才
能
達
成
，
若
等
開
館
營
運
再
進
行
招

募
與
培
訓
將
無
法
提
供
觀
眾
最
佳
的
服
務

品
質
，
因
此
博
物
館
的
興
建
唯
有
軟
、
硬

體
齊
頭
並
進
，
才
能
因
應
博
物
館
開
館
的

艱
鉅
任
務
。

因
考
量
亞
洲
藝
術
對
於
南
部
民
眾

而
言
，
屬
於
較
為
陌
生
的
主
題
，
若
單
從

文
物
的
歷
史
脈
絡
與
文
物
考
古
的
角
度
切

入
，
可
能
會
使
志
工
對
於
藝
術
的
殿
堂
望

之
卻
步
。
因
此
第
一
期
培
訓
課
程
並
無
固

定
主
題
，
從
設
計
、
文
化
旅
遊
、
觀
光
的

角
度
著
手
，
希
望
先
吸
引
志
工
對
亞
洲
藝

術
主
題
產
生
興
趣
，
再
循
序
漸
進
地
引
導

其
認
識
亞
洲
文
化
的
內
涵
︵
表
一
︶
。
為

方
便
志
工
皆
能
參
與
課
程
，
因
此
培
訓
時

間
擇
定
於
週
六
下
午
，
每
次
兩
堂
課
，
廣

邀
國
內
外
知
名
大
學
及
博
物
館
學
者
至
嘉

義
講
授
精
彩
的
課
程
。

為
使
故
宮
南
院
志
工
能
清
楚
了
解
本

院
志
工
團
體
的
沿
革
，
並
與
本
院
的
志
工

進
行
交
流
，
在
第
一
期
志
工
結
訓
典
禮
，

特
別
邀
請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志
願
服
務
協

會
的
會
長
、
副
會
長
與
故
宮
南
院
的
志
工

進
行
座
談
︵
圖
二
︶
。
資
深
的
志
工
是
博

物
館
的
珍
貴
資
源
，
因
其
對
博
物
館
的
組

織
與
運
作
已
經
相
當
熟
稔
，
且
與
志
工
同

樣
扮
演
著
支
援
博
物
館
的
角
色
，
透
過
其

經
驗
分
享
，
可
以
給
予
有
意
願
從
事
博
物

館
志
工
許
多
相
關
的
建
議
。
不
管
在
文
物

導
覽
的
準
備
工
作
、
志
工
職
涯
的
規
劃
等

等
，
藉
由
座
談
會
分
享
擔
任
志
工
的
成
長

歷
程
，
可
藉
此
激
勵
新
志
工
從
事
志
願
服

務
工
作
的
持
續
力
和
向
心
力
。

依
據
第
一
期
志
工
培
訓
的
問
卷
調
查

顯
示
，
志
工
對
於
課
程
內
容
及
講
師
高
達

百
分
之
九
十
的
滿
意
度
︵
圖
表
一
︶
，
因

此
在
嘉
義
地
區
的
知
名
度
漸
開
，
第
二
期

志
工
招
募
在
短
暫
的
時
間
內
，
即
有
兩
百

多
人
報
名
。
志
工
來
自
全
國
各
地
，
除
嘉

雲
南
地
區
外
，
更
有
遠
從
台
北
、
基
隆
、

高
雄
赴
嘉
義
參
與
培
訓
課
程
。
行
業
別

也
是
涵
蓋
了
各
階
層
，
軍
公
教
佔
六
十
四

名
，
醫
護
人
員
五
名
，
觀
光
旅
遊
業
八
名
，

商
業
八
名
，
工
業
三
名
，
退
休
人
員
三
十
一

名
，
家
管
十
一
名
，
其
它
行
業
三
十
名
。 

就
學
歷
而
言
，
博
碩
士
計
有
三
十
一
名
，
專

科
大
學
以
上
則
有
一
百
三
十
一
名
。

為
使
志
工
獲
得
系
統
化
的
訓
練
並
有

實
習
的
機
會
，
因
此
第
二
期
志
工
培
訓
配

合
故
宮
南
院
年
度
主
題
展
覽
﹁
佛
陀
的
故

事—

亞
洲
佛
像
之
美
特
展
﹂
設
計
，
開
設

系
列
的
亞
洲
佛
教
藝
術
課
程
︵
表
二
︶
。

圖二　 國立故宮博物院志願服務協會的會長梁惠生（左）、副會長鄭明萱（右）與故宮南院
志工進行座談

表一　  故宮南院九十八年第一期志工培訓課程表

1. 故宮南院與志工服務

2. 國立故宮博院院史

3. 日本—設計東京

4. 泰國設計—曼谷設計基因

5. 日本當代建築大師群像

6. 清香流動—品茶的遊戲

7. 伊斯坦堡—土耳其文化之旅

8. 快樂之國—不丹傳統建築

9. 亞洲陶瓷藝術交流—中國與越南青花瓷之美

10. 荷蘭人在亞洲

11 芙蓉出水—越南青花展介紹

12 世界遺產之旅—越南宗教建築

13. 日本傳統表演藝術

14. 日本蒔繪漆器製作與賞析

15. 日本節慶

16. 從文人雅集到全民共享的博物館

17. 伊斯蘭服飾文化

18. 印尼伊斯蘭宗教音樂文化

19. 吳哥窟建築

20. 馬來西亞的華人城市

21. 為青花瓷加彩: 明代與越南瓷器加彩的問題

22. 台灣青花瓷的誕生

23. 資深志工經驗交流

24. 志工座談會

圖一　第一期志工培訓開訓典禮　周功鑫院長致詞

圖表一　第一期志工培訓課程滿意度調查

序號 講題

1. 日本歷史文化概論

2. 藏傳佛教藝術

3. 韓國歷史文化概論

4. 日本佛教藝術

5. 中國佛教藝術

6. 台灣宗教藝術

7. 東南亞佛教藝術（一）

8. 東南亞佛教藝術（二）

9. 亞洲藝術概論

10. 亞洲貿易陶瓷

11. 嘉義地方志

12. 嘉義魚寮遺址與板頭村遺址考古挖掘

13. 韓國佛教藝術

表二 故宮南院九十九年度第二期志工培訓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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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由
於
亞
洲
歷
史
及
地
理
在
台
灣
的

中
小
學
教
育
甚
至
是
高
等
教
育
甚
少
被
提

及
，
一
般
民
眾
往
往
甚
為
陌
生
，
因
此
課

程
也
輔
以
亞
洲
的
歷
史
、
地
理
認
識
，
期

望
志
工
在
認
識
文
化
的
同
時
，
能
對
其
有

更
深
入
的
體
會
。

因
亞
洲
佛
教
藝
術
的
牽
涉
區
域
甚

廣
，
對
於
某
些
區
域
的
佛
教
藝
術
，
台
灣

較
少
研
究
者
涉
獵
，
但
為
使
故
宮
南
院
的

志
工
能
獲
得
完
整
的
文
物
培
訓
，
在
故
宮

南
院
籌
建
經
費
有
限
的
情
況
下
，
仍
優
先

考
量
為
志
工
培
訓
課
程
延
攬
國
外
師
資
。

舉
例
而
言
，
彭
楷
棟
先
生
所
捐
贈
的
宗
教

造
像
中
，
有
為
數
不
少
的
韓
國
佛
像
，
因

此
韓
國
佛
教
藝
術
是
不
可
忽
略
的
地
域
，

幾
經
接
洽
，
最
後
幸
能
邀
請
韓
國
龍
仁
大

學
文
化
財
學
院
裴
宰
浩
教
授
來
講
授
韓
國

佛
教
等
相
關
議
題
。

在
第
二
期
志
工
培
訓
期
間
，
適
逢

﹁
最
接
近
天
空
的
寶
藏—

聖
地
西
藏
特

展
﹂
於
本
院
展
出
，
因
其
與
年
度
主
題
關

聯
密
切
，
而
且
西
藏
密
教
在
佛
教
體
系
中

也
是
甚
為
重
要
的
一
環
，
因
此
特
別
邀
請

南
部
院
區
志
工
北
上
參
觀
此
一
堪
為
殊
勝

的
特
展
︵
圖
三
︶
。
透
過
文
物
的
鑑
賞
，

可
培
養
志
工
們
對
於
造
形
、
風
格
特
色
的

觀
察
，
更
能
親
身
貼
近
文
物
，
以
瞭
解
宗

教
造
像
工
藝
的
鬼
斧
神
工
。
另
一
方
面
，

邀
請
南
部
院
區
的
志
工
觀
摩
其
它
志
工
的

導
覽
，
增
進
其
導
覽
技
巧
與
文
物
詮
釋
的

方
法
。﹁

佛
陀
的
故
事—

亞
洲
佛
像
之
美

特
展
﹂
於
培
訓
結
束
後
展
開
，
正
好
提
供

南
部
院
區
志
工
一
個
實
習
的
機
會
，
也
藉

此
檢
視
一
年
來
的
學
習
成
果
︵
圖
四
、
圖

五
︶
。
然
即
使
研
習
一
年
佛
教
藝
術
的
相

關
課
程
，
尚
有
許
多
志
工
仍
深
感
不
足
，

因
此
希
望
能
提
供
更
多
參
考
資
料
供
其
進

修
研
讀
。
經
由
實
際
的
導
覽
，
並
與
民
眾

互
動
，
一
方
面
可
增
進
其
導
覽
解
說
技
巧

的
實
務
訓
練
，
另
一
方
面
透
過
民
眾
提
出

的
各
類
問
題
中
，
志
工
可
藉
此
省
視
自
身

對
文
物
的
了
解
程
度
，
並
進
而
更
深
入
的

學
習
以
補
充
不
足
的
文
物
知
識
。

圖三　 故宮南院志工北上參觀「最接近天空的寶藏－聖地西藏特展」

圖五　故宮南院志工協助「佛陀的故事—亞洲佛像之美特展」親子活動 圖四　故宮南院志工協助「佛陀的故事—亞洲佛像之美特展」導覽

圖六　第二期故宮南院志工培訓結訓典禮　周功鑫院長致詞

貼
近
地
方—

活
化
地
方
傳
統
工
藝

故
宮
南
院
志
工
即
將
在
一○

○

年
四

月
進
行
第
三
期
培
訓
課
程
，
本
年
度
的
培

訓
以
亞
洲
織
品
為
主
軸
，
因
本
院
於
九
九

年
度
購
藏
一
批
原
由
比
利
時
米
斯
先
生

︵M
arcel M

is

︶ 

所
典
藏
的
一
二○

○

餘
件

珍
貴
的
亞
洲
織
品
，
經
營
服
裝
業
的
米
斯

是
土
耳
其
裔
猶
太
人
，
他
與
太
太
兩
人
透

過
旅
遊
收
集
各
國
民
族
織
品
服
飾
，
由
於

米
斯
先
生
本
身
對
於
織
技
甚
有
研
究
，
其

夫
人
則
對
圖
案
設
計
也
具
有
高
度
興
趣
，

兩
人
出
版
多
本
圖
錄
，
在
織
品
界
素
負
盛

名
，
因
此
此
批
收
藏
可
說
是
質
量
均
佳
，

是
兼
具
工
藝
與
美
學
的
典
藏
。
而
此
批
珍

貴
的
織
品
典
藏
，
預
計
於
年
底
首
度
在
嘉

義
地
區
亮
相
，
為
能
使
志
工
對
於
織
品
工

藝
有
較
深
入
的
認
識
，
因
此
特
別
安
排
系

列
織
品
藝
術
的
課
程
。

在
引
介
亞
洲
文
化
藝
術
的
同
時
，
我

們
亦
在
思
考
如
何
與
嘉
義
地
區
的
文
化
脈

絡
作
更
緊
密
的
結
合
，
經
故
宮
南
院
同
仁

們
對
於
嘉
義
傳
統
工
藝
的
調
查
，
我
們
得

知
嘉
義
朴
子
地
區
以
傳
統
刺
繡
聞
名
︵
圖

七
︶
，
早
期
婚
禮
嫁
娶
的
鴛
鴦
對
枕
與
婚

嫁
禮
品
多
由
此
地
生
產
，
另
一
個
生
產
的

圖七　朴子刺繡文化館  楊振銘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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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推廣

品
項
則
是
神
明
的
聖
衣
︵
圖
八
︶
、
八
仙

彩
等
宗
教
禮
俗
用
品
。
由
於
現
今
婚
嫁
用

品
國
人
品
味
已
朝
向
西
化
，
再
加
上
不
敵

中
國
的
低
價
競
爭
，
該
項
產
品
已
退
出
市

場
，
如
今
只
剩
生
產
宗
教
禮
俗
的
相
關
產

品
，
近
期
在
高
雄
世
界
運
動
會
讓
世
界
看

見
台
灣
生
命
力
而
著
名
的
電
音
三
太
子
服

飾
︵
圖
九
︶
則
是
由
此
地
生
產
。

 

因
此
志
工
培
訓
課
程
除
了
將
亞
洲
織

品
藝
術
介
紹
予
當
地
民
眾
外
，
也
希
望
能

構
築
一
個
交
流
的
平
台
，
利
用
故
宮
既
有

的
優
勢
，
邀
請
講
師
給
予
地
方
工
藝
業
者

專
業
的
諮
詢
，
並
提
供
文
物
相
關
的
課
程

加
深
其
文
化
的
深
度
與
廣
度
；
地
方
工
藝

業
者
則
是
在
既
有
的
手
工
藝
製
造
上
加
強

其
創
意
與
文
化
的
包
裝
，
希
望
透
過
計
畫

促
進
研
究
者
與
當
地
的
工
藝
業
者
進
行
交

流
。
期
盼
在
故
宮
南
院
籌
建
的
過
程
中
，

透
過
志
工
培
訓
，
引
薦
更
多
的
研
究
者
、

創
意
產
業
講
師
與
地
方
工
藝
業
者
交
流
互

動
，
藉
以
活
化
地
方
的
傳
統
工
藝
。
或
許

我
們
可
以
拭
目
以
待
在
未
來
的
博
物
館
商

店
陳
列
嘉
義
在
地
製
造
，
深
具
故
宮
南
院

典
藏
特
色
的
博
物
館
商
品
，
建
構
出
一
個

更
貼
近
地
方
民
眾
的
博
物
館
，
使
亞
洲
藝

術
對
於
嘉
義
不
再
遙
遠
。

博
物
館
志
工
團
體
的
永
續
經
營

故
宮
南
院
的
志
工
團
體
成
立
今
年
邁

入
第
三
年
，
目
前
志
工
仍
在
培
訓
階
段
，

未
來
尚
有
甄
試
、
實
習
、
任
務
編
組
等
挑

戰
，
如
何
透
過
甄
試
了
解
每
位
志
工
參
與

的
動
機
，
擇
取
優
秀
的
人
員
加
入
博
物
館

的
服
務
團
隊
，
進
而
循
序
漸
進
地
賦
與
任

務
及
使
命
將
是
未
來
的
工
作
重
心
。

彼
德
杜
拉
克
曾
說
：
﹁
非
營
利
組

織
當
中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格
外
地
不
容
易
，

圖九　電音三太子模型  楊振銘攝

因
為
參
與
其
中
的
工
作
者
不
單
是
為
了
生

計
，
更
是
為
了
一
種
理
想
而
來
﹂
︵Peter 

F. D
rucker, 1990,

引
自
劉
佳
琦, 2005

︶
。

因
此
志
工
對
於
組
織
的
要
求
通
常
較
具
理

想
性
，
再
以
志
工
背
景
組
成
相
當
多
元
，

志
工
管
理
越
顯
困
難
。
所
以
博
物
館
須
將

志
工
視
為
工
作
團
隊
的
成
員
，
而
非
可
任

意
支
配
的
勞
力
，
應
多
傾
聽
志
工
的
需

求
，
務
必
使
其
能
發
揮
所
長
，
並
適
時
的

透
過
激
勵
的
方
式
給
予
志
工
成
就
感
，
如

此
才
能
促
進
博
物
館
與
志
工
團
體
達
成
雙

贏
的
局
面
。

對
於
故
宮
南
院
志
工
團
體
的
未
來
，

我
們
期
盼
的
不
僅
有
更
多
的
人
加
入
志
願

服
務
的
行
列
，
同
時
也
希
望
以
博
物
館
為

媒
介
，
向
嘉
義
地
區
民
眾
介
紹
亞
洲
藝
術

與
文
化
之
美
，
透
過
志
工
培
訓
課
程
設

計
，
吸
引
更
多
人
對
於
藝
術
文
化
的
喜
愛

並
進
而
成
為
文
化
傳
播
的
種
籽
。
即
使
成

效
無
法
立
竿
見
影
，
但
是
相
信
在
開
館
之

後
，
故
宮
南
院
志
工
應
可
抱
持
著
信
心
，

展
現
積
累
已
久
的
文
物
知
識
，
並
娓
娓
道

來
自
身
學
習
的
歷
程
，
於
博
物
館
大
門
敞

開
之
時
，
歡
喜
地
迎
接
觀
眾
的
到
來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南
院
處

註釋

1.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志工制度係由現任本院院長，時任展覽組組長周功鑫女士創立。
2.  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98年報，走出故宮系列講座，由本院資深資工擔任講師推廣文物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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