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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策展研討會開幕致詞】 

策展 
──展現圖書館的新魅力 

釋悟因  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董事長暨香光尼眾佛學院院長 

 

 

主持人、各位演講人、發表人，各位貴

賓，大家早！感謝大家撥冗來參加這場「圖

書館策展研討會」。本研討會由新北市立

圖書館與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一起主

辦，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承辦。本人代

表伽耶山基金會來和大家說幾句話。我們

基金會主要是從事文化與教育的推廣，期

望透過今天的研討，向在座與會先進、佳

賓等切磋、學習，彼此交流。 

話說為什麼我們會舉辦「圖書館策展研

討會」呢？緣於 2017年 4月，臺灣與大陸

佛教界人士有近百人，到嘉義竹崎參訪香

光尼僧團及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館長

自衍法師為了傳遞所要呈現的意象，在極

短的一星期內，完成了「誰在耕心田：香

光尼僧團述記」特展。事後，她告訴我：

辦完展覽之後，才瞭解「策展」是一門很

專業、專門的工作，並不是像我們自己這

樣土法煉鋼，將文物、海報擺上去而已； ▲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董事長暨香光尼眾佛學院院長悟因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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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需要有主題的規畫、更要有「創意」、「說故

事」等能力。因此，自衍法師向我提議，應該邀

請專家學者來教我們──「策展」是什麼、圖書

館如何透過「策展」將館藏資料行銷給讀者。因

此，有了這次研討會的開辦。 

我覺得在這時代，「策展」應該是變得很重

要了，聽說現在已變成「顯學」，專業的策展人

是要有執照的。 

但是「策展」是什麼？其實我不是很瞭解。

以前在博物館看到很多的主題展覽，都很吸引

人。如之前科工館的「腦中乾坤：心智的生物學」，

內容以生物學的角度，探討人類大腦的構造、功

能與變化，有介紹「結構的腦」、「知覺的腦」、

「感性的腦」、「理性的腦」、「變動的腦」、「波

動的腦」、「精微的腦」等主題；除了靜態展示，

亦設置有互動遊戲，讓人直接體驗認識自己的心

智，認識我們的腦中世界。透過有規畫的主題，

讓人快速認識該領域的知識。 

然而這是博物館，有文物可以展示吸引人，

但在圖書館呢？圖書館如何做策展呢？其實圖書

館擁有很多的館藏資源，可以結合紙本與數位資

源，透過一些大家好奇的主題，讓讀者完整認識

某一領域的知識。 

圖書館設立的目的，既然是為了服務、教育

社會大眾，因此展覽的內容也就必須具備教育功

能。然而，展覽不應只是單向的進行知識灌輸，

更不能只是書齋式的布置、展示，必須與觀眾互

動、進行雙向溝通，讓主題式的展覽轉化為更容

易理解、更有傳播性、更平易近人，甚至更具有

藝術性的一種多媒體展現。 

我曾經聽過中國大陸一位博物館策展人說：

「理想中的展覽，應該是高雅但不深奧，輕鬆但

不淺薄。」成功的展覽要能給人思考和啟發，要

用觀眾更能接受的方式來傳播和教育。因此，策

展人除了要具備專業素養外，更要有把專業內容

變成大眾可以接受的能力。 

不可諱言的，圖書館展覽的展品保管和陳

列，是一門相當專業的學問。策展人必須運用新

媒體和新科技，內容除了牽涉實體展品之外，還

包括影片、多媒體、虛擬實境等，更要兼顧觀眾

的反應、回饋或留言，才能推廣館藏資料的運用。 

在這個網路無遠弗屆的時代，策展人要能緊抓

住觀眾的目光，不能僅靠資料的整理爬梳，而應是

一種整合的呈現，在特定的領域裡，挑起話題、引

領風騷、創造潮流，並讓觀眾產生理解、興趣，進

而產生想像力，賦予觀眾一個不同的視野。 

很感謝今天與會演講、發表的專家學者，新

北市立圖書館、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中華民國

博物館學會、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及各場次主持人、與談人及各位貴賓的參與。相

信透過這場研討會，能將各種形式的策展主題，

有系統的介紹給大家，創造資訊使用的價值。再

一次感謝新北市立圖書館，提供這麼好的演講廳

供我們使用。最後，祝福各位今天能有豐收的成

果，感謝各位的蒞臨，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