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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立
於
一
九
九
一
年
六
月
，
乃
國

際
博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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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隸
諸
多
全
球
性
委
員
會
之
一
；

現
有
來
自
五
十
餘
國
，
數
踰
五
百

之
會
員
，
多
為
博
物
館
、
美
術
館

專
業
人
士
與
各
類
型
文
物
典
藏
機

構
內
從
事
視
聽
媒
體
服
務
之
技
術

人
員
。
視
聽
新
科
技
委
員
會
總
部

設
於
巴
黎
，
以
各
界
捐
款
為
主
要

二○
○

七
年
國
際
博
物
館

                         

視
聽
新
科
技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實

宋
兆
霖

經
費
來
源
；
其
理
事
會
每
三
年
改

選
一
次
，
置
主
席
、
副
主
席
、
執

行
秘
書
、
財
務
長
各
一
人
，
以
及

理
事
四
人
，
彼
此
協
調
，
綜
理
會

務
發
展
。

視
聽
新
科
技
委
員
會
之
工

作
目
標
凡
有
六
端
，
俱
與
現
代
博

物
館
之
實
務
作
業
需
求
有
關
：

︵
一
︶
以
博
物
館
工
作
者
為
對

象
，
提
供
視
聽
媒
體
最
新
資
訊
，

期
以
將
之
應
用
於
教
育
、
推
廣
活

動
；
︵
二
︶
鼓
勵
博
物
館
將
視
聽

媒
體
設
備
之
購
置
與
維
護
列
入

年
度
預
算
；
︵
三
︶
探
討
視
聽

媒
體
產
品
及
其
播
放
傳
輸
之
法
律

及
財
務
相
關
問
題
；
︵
四
︶
調
查

博
物
館
界
視
聽
媒
體
科
技
應
用
與

各
項
產
品
、
資
料
庫
發
展
現
況
；

︵
五
︶
宣
導
視
聽
媒
體
及
數
位
資

料
維
護
之
相
關
知
識
；
︵
六
︶
廣

泛
傳
播
視
聽
數
位
科
技
發
展
歷
史

相
關
知
識
，
推
動
建
立
視
聽
數
位

媒
體
之
交
流
網
路
，
並
深
入
瞭
解

視
聽
媒
體
科
技
之
應
用
實
況
。
為

檢
視
年
度
工
作
進
度
，
並
擘
畫
新

猷
，
視
聽
新
科
技
委
員
會
乃
配
合

國
際
博
物
館
協
會
年
會
活
動
時

程
，
每
三
年
召
開
綜
合
會
議
一

次
，
由
理
事
會
提
交
工
作
報
告
，

並
聽
取
會
員
建
議
；
另
亦
經
常
舉

辦
研
討
會
、
競
賽
會
等
活
動
，
用

供
意
見
交
流
、
經
驗
分
享
。

筆
者
奉
派
於
去
年
八
月
二
十
一
日
迄
二
十
七
日
期
間
赴
奧
地
利
維
也
納
，
參
加
三
年
一
度
之
國
際
博
物
館
視
聽
新
科
技
委

員
會
綜
合
會
議
，
並
以
故
宮
數
位
化
發
展
進
程
與
現
況
為
題
，
提
出
工
作
報
告
，
另
代
表
領
取
本
院
參
加
二○

○

六
年
國

際
文
化
資
產
多
媒
體
賽
會
所
得
之
獎
盃
。
本
文
所
述
，
乃
筆
者
在
維
也
納
參
與
會
議
及
相
關
活
動
之
詳
細
過
程
，
併
心
得

感
想
與
建
議
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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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物
館
學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自
來
即

為
國
際
博
物
館
協
會
正
式
會
員
，

對
於
各
項
協
會
活
動
，
莫
不
積
極

參
與
；
而
自
導
入
數
位
視
聽
科

技
，
作
為
教
育
、
出
版
、
推
廣
媒

介
，
亦
已
選
派
代
表
加
入
國
際
博

物
館
視
聽
新
科
技
委
員
會
，
時

相
與
海
外
會
員
交
流
切
磋
。
二

○
○
○

年
，
本
院
以
網
際
網
路
資

訊
網
站
參
加
視
聽
新
科
技
委
員

會
策
劃
之
國
際
文
化
資
產
多
媒

體
展
示
及
競
賽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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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曾

獲
最
優
美
學
與
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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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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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
；

次
年
，
又
獲
同
一
賽
會
之
網
站

藝
術
銅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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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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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
。
繼
之
，
本
院
以

數
位
視
聽
媒
體
發
展
深
為
國
際
博

物
館
界
所
重
，
於
二○

○

四
年
獲

視
聽
新
科
技
委
員
會
委
託
，
辦
理

國
際
文
化
資
產
多
媒
體
展
示
及
競

賽
會
議
；
來
院
參
加
之
各
國
代
表

甚
夥
，
頗
極
一
時
之
盛
。
當
年
歲

杪
，
本
院
資
訊
中
心
林
國
平
主
任

更
獲
視
聽
新
科
技
委
員
會
會
員
推

選
，
成
為
理
事
之
一
。

二○
○

六
年
，
本
院
再
以

﹁
玉
之
靈
﹂
主
題
網
站
、
﹁
珍

藏
汝
窯
﹂
多
媒
體
光
碟
︵
圖

一
︶
、
﹁
陶
瓷
線
上
課
程
﹂
教

育
網
站
，
以
及
﹁
看
見
萬
壑
松

風
﹂
、
﹁
盛
世
裡
的
工
匠
技
藝
﹂

宣
導
影
片
參
加
國
際
文
化
資
產
多

媒
體
賽
會
，
一
舉
榮
獲
所
有
項

目
之
最
大
獎
︵G

ra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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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l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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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o
r
ie

s

︶
，
乃
競
賽
活
動
創

辦
以
來
之
首
例
。
去
年
，
視
聽
新

科
技
委
員
會
以
諸
理
事
任
期
將

屆
，
爰
決
定
於
國
際
博
物
館
協
會

八
月
奧
地
利
集
議
期
間
，
進
行
全

面
改
選
。
為
此
，
理
事
會
主
席
法

籍
瑪
麗—

法
蘭
賽
絲‧

戴
爾
維
爾

︵M
a
rie

-F
ra

n
c
o

ise
 D

e
lv

a
l

︶
女

士
特
於
二
月
間
致
函
本
院
林
曼
麗

院
長
，
邀
請
親
往
參
加
，
領
取
賽

會
獎
盃
，
報
告
故
宮
數
位
媒
體
科

技
發
展
現
況
，
並
派
員
參
選
理

事
。
林
院
長
幾
經
思
考
，
認
為
視

聽
新
科
技
委
員
會
與
我
關
係
友

好
，
且
其
側
重
之
視
聽
媒
體
應
用

適
為
本
院
近
年
各
項
展
覽
、
推

廣
、
教
育
作
為
所
強
調
者
，
故
應

予
支
持
，
乃
決
定
由
筆
者
代
表
出

席
，
參
與
各
項
活
動
。

與
會
過
程

本
屆
國
際
博
物
館
視
聽
新

科
技
委
員
會
綜
合
會
議
為
期
三

圖一    《珍藏汝窯》多媒體光碟榮獲國際博物館協會視聽新
科技委員會最高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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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於
八
月
二
十
迄
二
十
二
日

假
維
也
納
大
學
︵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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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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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區
舉
行
。
筆
者
以
飛

航
班
次
不
易
安
排
故
，
於
會
期
第

三
日
始
達
，
是
以
未
能
加
入
會

議
首
日
之
當
地
博
物
館
參
訪
行

程
，
亦
無
法
參
與
次
日
﹁
新
科

技
與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共
享
︵N

e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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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之
圓
桌
討
論

活
動
。筆

者
於
二
十
二
日
清
晨
抵

達
維
也
納
，
稍
事
梳
理
之
後
，
即

由
我
駐
奧
地
利
辦
事
處
王
秘
書
永

德
先
生
引
領
，
驅
車
逕
赴
會
場
，

參
加
專
為
二○
○

六
年
國
際
文
化

資
產
多
媒
體
賽
會
所
有
獲
獎
機
構

所
舉
辦
之
圓
桌
會
議
。
案
維
也
納

大
學
始
建
於
一
三
六
五
年
，
向
以

醫
學
、
法
律
、
神
學
研
究
最
為
著

名
，
乃
今
日
德
語
系
國
家
中
歷
史

最
久
的
高
等
學
府
。
校
內
館
舍
雄

偉
，
氣
氛
肅
穆
︵
圖
二
︶
；
各
學

院
與
周
圍
城
市
建
築
融
為
一
體
，

是
一
處
沒
有
圍
牆
的
研
究
學
習
所

在
。

據
視
聽
新
科
技
委
員
會
所

定
議
程
，
當
日
會
議
計
分
三
場
；

每
場
發
表
報
告
三
篇
，
含
討
論
交

流
，
共
七
十
五
分
鐘
。
第
一
場

會
議
以
法
國
巴
黎
著
名
之
基‧

布
蘭
利
原
住
民
博
物
館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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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主
題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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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芬‧

貝
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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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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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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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位
先
生
女
士
自
不

同
角
度
申
述
互
動
式
數
位
媒
體
科

技
在
文
物
導
覽
及
教
育
推
廣
方
面

之
實
務
應
用
，
內
容
詳
實
，
既
見

彼
館
非
洲
、
亞
洲
、
大
洋
洲
、
美

洲
原
住
民
族
歷
史
文
物
典
藏
之
豐

贍
，
亦
足
彰
顯
渠
等
結
合
文
化
、

科
技
用
心
之
勤
，
著
力
之
深
。
三

人
報
告
完
事
，
第
二
場
會
議
接
續

進
行
。
筆
者
以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數
位
化
工
作
紹
介
︵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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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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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

題
，
首
先
提
出
報
告
；
除
略
述

故
宮
發
展
歷
史
外
，
亦
以
﹁
數
位

典
藏
﹂
、
﹁
數
位
博
物
館
﹂
計

畫
為
核
心
，
充
分
說
明
本
院
自

一
九
九
七
年
以
來
之
種
種
數
位
化

作
為
，
兼
及
視
聽
媒
體
科
技
於
網

際
網
路
資
訊
網
站
建
置
及
觀
眾

導
覽
、
教
育
推
廣
方
面
之
應
用

︵
圖
三
︶
。
其
後
，
奧
地
利
多

媒
體
圖
書
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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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
長
瑞
納‧

胡

伯
︵R

a
in

e
r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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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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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博
士
就

其
館
藏
唱
片
、
錄
音
帶
等
傳
統

媒
體
之
數
位
化
保
存
工
作
詳
予

說
明
，
內
容
包
含
古
典
及
現
代

通
俗
音
樂
，
頗
令
會
場
聽
者
耳

目
一
新
。
最
後
提
出
報
告
者
，

乃
來
自
加
拿
大
之
潘
妮‧

荷
登

︵P
e
n

n
y

 H
o

u
ld

e
n

︶
、
卡
娜
妮‧

皮
娜
舒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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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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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露
易
絲‧

菲
莉
雅
卓
︵L

o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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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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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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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位
女
士
。
她
們

圖二    維也納大學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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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物
館
學

之
維
護
與
延
續
，
亦
證
明
了
現
代

數
位
媒
體
科
技
對
少
數
族
裔
傳
統

文
化
之
播
揚
確
能
發
揮
無
可
取
代

的
功
能
。

當
日
最
後
一
場
會
議
於
下
午

二
時
許
舉
行
，
主
題
為
﹁
光
碟
及

其
未
來
︵T

h
e
 C

D
-R

O
M

 a
n

d
 Its 

F
u

tu
re

︶
﹂
。
發
表
報
告
者
皆
來

自
歐
洲
國
家
，
分
別
為
匈
牙
利
比

多
菲
文
學
博
物
館
︵M

u
s
e
u

m
 o

f 

L
ite

ra
tu

re
 

︶
之
席
拉‧

梭

巴
︵C

silla
 E

.C
so

rb
a

︶
館
長
、
布

達
佩
斯
人
類
學
博
物
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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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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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
st

︶

之
賈
諾‧

塔
利
︵J

a
n

o
s
 T

a
r
i

︶

先
生
、
拉
脫
維
亞
數
位
資
訊
科
學

家
沙
尼
塔‧

阿
索
利
那
︵S

a
n

ita
 

A
z
o

lin
a

︶
先
生
。
他
們
或
由
文
獻

保
存
、
實
務
應
用
角
度
出
發
，
或

自
科
技
發
展
層
面
切
入
，
全
面
探

討
了
光
碟
作
為
一
種
資
料
貯
置
與

資
料
呈
現
媒
體
的
昨
日
與
今
日
。

不
過
，
由
於
數
位
科
技
成
長
正
方

興
未
艾
，
新
型
式
、
新
質
材
、
大

容
量
之
存
儲
媒
體
不
時
出
現
，
吾

人
實
難
逆
料
光
碟
的
明
日
如
何
，

亦
不
易
勾
勒
其
未
來
發
展
走
向
。

會
議
結
束
之
後
，
視
聽
新
科
技
委

員
會
安
排
了
一
場
講
演
，
由
法

國
巴
黎
亞
伯‧

康
攝
影
博
物
館
︵

 A
lb

e
rt K

a
h

n

︶
吉
爾
斯‧

包
德—

伯
希
爾
︵G

ille
s
 B

a
u

d
-

B
e
rth

ie
r

︶
館
長
介
紹
歷
史
照
片
、

影
片
之
維
護
與
數
位
化
典
藏
。

繼
之
，
理
事
會
進
行
工
作

報
告
，
由
戴
爾
維
爾
主
席
概
述
三

年
來
的
工
作
成
果
，
並
接
受
會
員

提
問
。
據
戴
爾
維
爾
主
席
指
出
，

視
聽
新
科
技
委
員
會
現
時
最
大
困

難
，
在
於
每
年
文
化
資
產
多
媒
體

賽
會
及
頒
獎
典
禮
往
往
無
法
同
時

舉
行
；
且
主
辦
國
之
負
責
人
又
常

為
諸
多
難
以
掌
控
之
內
外
因
素
所

累
，
致
既
定
時
程
多
無
法
落
實
。

另
理
事
會
成
員
分
居
數
國
，
時
空

阻
隔
經
常
造
成
即
時
溝
通
聯
繫
的

不
便
。
凡
此
種
種
，
她
籲
請
所
有

會
員
亮
詧
，
並
協
力
克
服
。
理
事

會
報
告
完
畢
，
旋
即
舉
辦
改
選
；

結
果
現
任
主
席
、
副
主
席
、
執
行

秘
書
均
獲
選
連
任
，
而
筆
者
亦
獲

票
選
，
與
其
他
來
自
法
國
、
加
拿

大
、
希
臘
、
匈
牙
利
的
六
位
代

表
，
成
為
新
任
理
事
。
在
隨
後
新

任
理
事
會
議
中
，
戴
爾
維
爾
主
席

謂
將
致
力
於
視
聽
新
科
技
委
員
會

透
過
﹁
堤
帕
西
穆
納—

來
自
伊

努
國
度
的
故
事
︵T

ip
a
tsh

im
u

n
a
: 

In
n

u
 S

to
rie

s fro
m

 th
e
 L

a
n

d

︶
﹂

主
題
網
站
︵
詳
見
：h

ttp
://w

w
w

.

tip
a

ts
h

im
u

n
a

.c
a

︶
內
容
的
導

覽
，
完
整
說
明
了
紐
芬
蘭
與
拉
布

拉
多
省
政
府
如
何
致
力
於
境
內
伊

努
原
住
民
族
歷
史
、
文
化
、
語
言

圖三    筆者發表故宮數位化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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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站
更
新
，
並
盼
諸
會
員
支
持
，

踴
躍
提
供
新
資
料
，
務
使
內
容
益

趨
豐
富
多
元
。

次
日
，
筆
者
與
同
行
之
兩

位
故
宮
同
仁
前
往
維
也
納
藝
術

史
博
物
館
︵K

u
n

s
th

is
to

ris
c
h

e
s 

M
u

s
e

u
m

 W
ie

n

︶
及
民
俗
藝
術

博
物
館
︵M

u
s

e
u

m
 

K
u

n
d

e

︶
參
訪
，
除
遊
觀
導
源
自

奧
地
利
哈
布
斯
堡
︵H

a
b

sb
u

rg

︶

皇
朝
的
豐
富
藝
術
收
藏
與
蒐
羅

自
世
界
各
大
洲
之
民
俗
文
物
外
，

复
研
議
本
院
與
之
交
流
合
作
事

宜
。
再
次
日
，
筆
者
於
午
間
前
往

奧
地
利
歷
史
最
悠
久
、
設
備
最
現

代
化
的
維
也
納
音
樂
廳
︵W

ie
n

e
r 

K
o

n
z

e
r
th

a
u

s

︶
，
參
加
國
際
博

物
館
協
會
第
二
十
一
屆
年
會
閉
幕

典
禮
，
並
領
取
二○

○

六
年
文
化

資
產
多
媒
體
賽
會
獎
盃
。
據
悉
，

今
年
前
往
維
也
納
參
加
盛
會
之
各

國
代
表
凡
二
千
六
百
餘
人
，
來
自

一
百
五
十
餘
國
。
因
此
，
當
筆
者

代
表
故
宮
自
國
際
博
物
館
協
會

巴
貝
多
籍
雅
莉
珊
卓‧

康
明
絲

︵A
lis

s
a
n

d
ra

 C
u

m
m

in
s

︶
主
席

手
中
接
獲
獎
盃
時
，
內
心
頗
為
激

動
興
奮
︵
圖
四
︶
，
既
感
佩
本
院

參
與
數
位
化
工
作
同
仁
之
全
力
以

赴
，
亦
慶
幸
圓
滿
達
成
受
命
前
來

維
也
納
之
各
項
任
務
。

與
會
心
得

作
為
舉
辦
國
際
性
專
業
組

織
年
度
集
會
的
地
點
，
維
也
納
無

疑
是
最
適
當
的
選
擇
之
一
。
維
也

納
位
於
阿
爾
卑
斯
山
脈
北
麓
的
多

瑙
河
畔
，
自
十
六
世
紀
以
來
曾
是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
奧
地
利
帝
國
、

奧
匈
帝
國
首
府
，
今
日
更
是
東
、

西
歐
往
來
的
門
戶
。
全
城
雄
偉
莊

嚴
，
尤
富
文
化
藝
術
氣
息
，
以
建

築
和
音
樂
聞
名
於
世
。
就
建
築
而

言
，
維
也
納
之
城
市
布
局
呈
環
狀

結
構
，
獨
具
一
格
；
其
環
城
大

道
以
內
之
內
城
多
羅
馬
式
和
哥

德
式
古
建
築
，
如
史
蒂
芬
大
教

堂
︵W

ie
n

e
r S

te
p

h
a
n

sd
o

m

︶
、

霍
夫
堡
︵H

o
f

b
u

r
g

︶
皇
宮
建

築
群
、
國
立
歌
劇
院
︵W

ie
n

e
r 

S
t
a

a
t
s

o
p

e
r

︶⋯
 

等
等
，
可

謂
為
文
化
藝
術
古
城
縮
影
。

再

就

音

樂

而

言

，

舒

伯

特

︵F
ra

n
z

 S
c

h
u

b
e

r
t

︶
與
布
拉
姆

斯
︵J

o
h

a
n

n
e

s
 B

ra
h

m
s

︶
兩
位

音
樂
大
師
曾
在
維
也
納
成
長
，

而
海
頓
︵J

o
s
e

p
h

 
H

a
y

d
n

︶
、

莫
扎
特
︵W

o
lfg

a
n

g
 A

m
a

d
e

u
s 

M
o

z
a

rt

︶
、
貝
多
芬
︵L

u
d

w
in

g
 

V
a

n
 
B

e
e

th
o

v
e

n

︶
、
史
特
勞

斯
︵J

o
h

a
n

n
 
S

t
r
a

u
s

s

︶
等
音

樂
家
皆
曾
長
期
在
此
創
作
；
吟

詠
當
地
風
光
之
﹁
藍
色
多
瑙

河
︵A

n
 d

e
r S

c
h

o
n

e
n

 B
la

u
e

n
 

D
o

n
a

u

︶
﹂
、
﹁
維
也
納
森
林

的
故
事
︵G

e
sc

h
ic

h
te

n
 a

u
s d

e
m

 

W
ie

n
e
rw

a
ld

︶
﹂
等
，
更
是
世
界

著
名
曲
目
。
筆
者
以
公
務
出
國
，

行
程
緊
湊
，
並
無
餘
裕
逐
一
遊

觀
，
親
炙
維
也
納
藝
術
文
化
之
真

善
美
聖
；
往
來
乘
車
步
行
所
見
，

亦
不
過
其
城
市
景
觀
萬
中
一
二
，

然
已
對
奧
地
利
政
府
與
人
民
尊
重

歷
史
，
護
惜
傳
統
，
力
圖
恢
復
舊

觀
，
維
持
文
化
遺
迹
於
不
墜
的
精

神
欽
慕
不
已
。

另
外
值
得
一
提
者
，
係
西

方
國
家
對
於
世
界
各
地
原
住
民
族

文
化
的
高
度
重
視
。
以
筆
者
此
行

所
見
為
例
，
加
拿
大
政
府
為
維
護

境
內
伊
努
民
族
長
踰
二
千
年
之
歷

史
文
化
，
邀
集
十
四
所
公
私
立
文

化
機
構
，
就
其
源
流
、
遷
徙
、
現

狀
進
行
深
入
研
究
，
复
合
作
建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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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物
館
學

﹁
堤
帕
西
穆
納—

來
自
伊
努
國

度
的
故
事
﹂
英
法
語
文
網
站
，

使
世
人
在
﹁
虛
擬
﹂
的
網
路
空

間
中
認
識
現
存
人
數
不
過
一
萬

七
千
餘
眾
之
﹁
真
實
﹂
生
活
及
其

風
俗
文
化
。
另
巴
黎
基‧

布
蘭

利
原
住
民
博
物
館
與
維
也
納
民

俗
藝
術
博
物
館
雖
皆
以
各
大
洲
原

住
民
族
歷
史
文
物
收
藏
豐
富
見
重

於
世
，
仍
不
斷
推
陳
出
新
，
或
循

海
外
交
流
借
展
方
式
，
或
應
用
數

位
媒
體
與
網
路
通
訊
科
技
，
彰
顯

全
球
少
數
民
族
之
文
化
特
色
，
期

以
培
養
遊
觀
群
眾
之
人
文
關
懷
及

開
闊
之
世
界
觀
。
反
觀
國
內
，
文

化
學
術
界
雖
有
﹁
台
灣
原
住
民
數

位
博
物
館
﹂
、
﹁
台
灣
原
住
民
數

位
典
藏
﹂
、
﹁
部
落
網
站
社
群
系

統
﹂
之
設
，
其
載
述
內
容
或
涵
蓋

層
面
，
乃
至
於
呈
現
方
式
，
似
乎

猶
待
擴
充
提
昇
；
少
數
以
原
住
民

族
文
物
為
核
心
之
博
物
館
，
其
典

藏
亦
不
足
呈
現
各
民
族
之
完
整
發

展
歷
史
。
較
諸
泰
西
博
物
館
界
所

為
，
此
一
現
象
委
實
令
人
興
起
不

勝
噓
唏
之
感
。
政
府
相
關
單
位
豈

可
坐
視
，
而
不
擬
定
具
體
計
畫
，

急
起
直
追
？

建
議
事
項

筆
者
於
二
十
七
日
返
國
之

後
，
便
即
向
林
曼
麗
院
長
口
頭
呈

報
赴
奧
地
利
與
會
及
受
獎
各
項
細

節
，
並
提
出
建
議
如
次
：

其
一
，
國
際
博
物
館
視
聽
新

科
技
委
員
會
雖
以
法
語
及
英
語
為

正
式
語
文
，
惟
其
理
事
多
以
法
語

議
事
，
且
論
文
宣
讀
及
意
見
交
流

亦
多
以
法
語
進
行
，
故
法
文
儼
然

已
成
為
會
員
之
間
共
通
語
文
。
筆

者
於
會
中
提
問
、
解
答
，
甚
或
發

表
建
議
，
每
須
透
過
傳
譯
，
頗
為

不
便
，
亦
難
掌
握
譯
者
遣
詞
用
字

之
正
確
性
。
因
此
，
本
院
日
後
選

派
同
仁
與
會
或
參
加
活
動
，
宜
以

通
曉
法
蘭
西
語
文
者
為
主
，
庶
幾

雙
方
溝
通
不
致
產
生
障
礙
。

其
二
，
視
聽
新
科
技
委
員

會
係
一
創
立
宗
旨
清
晰
、
會
務
導

向
明
確
之
國
際
組
織
，
而
其
所
圖

落
實
之
各
項
工
作
目
標
，
又
與
現

代
博
物
館
發
展
趨
勢
若
合
符
節
，

本
院
應
續
予
支
持
，
維
持
密
切
聯

繫
，
並
以
之
作
為
與
世
界
其
他
數

位
化
博
物
館
間
之
溝
通
橋
樑
，
俾

利
經
驗
交
流
，
使
成
彼
此
改
進
更

新
之
矩
矱
。
筆
者
以
為
，
本
院
倘

能
以
數
位
工
作
之
最
新
成
果
與
相

關
資
訊
，
透
過
視
聽
新
科
技
委
員

會
網
站
對
外
傳
播
，
令
國
際
博
物

館
界
瞭
然
於
故
宮
發
展
動
態
，
未

始
不
是
朝
此
方
向
邁
進
之
第
一

步
。

圖四    筆者代表國立故宮博物院林曼麗院長領取獎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