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展甫於99年12月28日於金門縣文化局開展，周院長功鑫與李縣長沃士等貴賓開幕剪綵，本院並贈送1,458冊的故宮
書籍予金門縣20所小學和5所縣立圖書館

以學習單引導觀眾觀察文物造型及紋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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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推廣

今
日
的
博
物
館
被
賦
予
典
藏
、
保
存
、
研
究
、

展
示
、
教
育
及
娛
樂
等
社
會
功
能
，
各
項
功
能

環
環
相
扣
且
互
為
輔
助
，
其
中
，
將
學
習
及
娛

樂
結
合
的
教
育
理
念
已
逐
漸
被
應
用
且
納
入
為

兒
童
規
劃
的
展
覽
中
，
博
物
館
提
供
﹁
從
物
件
中

學
習
﹂
的
環
境
，
結
合
多
樣
的
展
示
形
式
與
教
育

活
動
，
塑
造
觀
眾
多
元
化
的
博
物
館
經
驗
。

為
推
廣
﹁
寓
教
於
樂
﹂
的
理
念
，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吉
祥
如
意
﹄
複
製
文
物
教
育
巡
迴
展
﹂
自

二○
○

七
年
九
月
起
，
陸
續
至
各
縣
市
文
化
局

或
其
所
轄
之
展
覽
場
地
巡
迴
展
出
，
針
對
家
庭

親
子
及
國
小
學
生
，
規
劃
從
遊
戲
中
學
習
及
自

導
式
參
觀
的
展
示
環
境
，
運
用
生
活
化
的
展
示

語
言
，
引
發
小
小
觀
眾
對
文
物
的
探
索
興
趣
並

感
知
藝
術
之
美
，
本
文
將
分
享
展
覽
籌
備
過
程

之
展
示
詮
釋
及
教
育
理
念
。

遊
戲
、
探
索
、
生
活
化

談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吉
祥
如
意
﹄ 

複
製
文
物
教
育
巡
迴
展
﹂

陳
彥
亘

緣
起

博
物
館
的
使
命
之
一
為
善
盡
文
物
保

管
之
責
，
而
人
人
有
接
近
文
物
及
享
受
博

物
館
各
式
服
務
的
權
利
，
不
應
因
距
離
遠

近
而
影
響
觀
眾
對
博
物
館
的
接
近
使
用
權

︵accessibility

︶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以

下
簡
稱
﹁
故
宮
﹂
︶
除
於
館
內
提
供
教
育

推
廣
服
務
之
外
，
館
外
的
推
廣
服
務
如
巡

迴
展
、
到
校
服
務
、
演
講
座
談
等
活
動
，

亦
行
之
有
年
。
故
宮
自
一
九
七
三
年
起
陸

續
以
複
製
文
物
巡
迴
展
服
務
國
內
外
地

區
，
其
中
國
內
展
出
地
點
包
括
各
縣
市
文

化
中
心
、
各
級
學
校
、
少
年
輔
育
院
、
監

獄
、
及
其
他
博
物
館
等
等
。

有
別
於
故
宮
過
去
的
複
製
文
物
巡
迴

展
的
﹁
物
件
導
向
﹂
︵
以
文
物
類
別
如
銅

本院導覽員向當地志工解說文物意涵

器
、
陶
瓷
、
書
畫
、
圖
書
文
獻
等
等
作
為

展
示
單
元
的
分
類
︶
的
展
示
設
計
，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吉
祥
如
意
﹄
複
製
文
物

教
育
巡
迴
展
﹂
︵
以
下
簡
稱
﹁
吉
展
﹂
︶

採
﹁
主
題
取
向
﹂
，
針
對
家
庭
親
子
及
國

小
學
生
，
規
劃
適
合
該
觀
眾
群
觀
賞
及
學

習
之
展
示
內
容
。
展
出
時
間
始
於
二○

○

七
年
九
月
，
由
故
宮
展
覽
組
︵
現
教
育
展

資
處
前
身
︶
與
臺
東
縣
政
府
文
化
局
合

作
，
接
續
臺
東
之
巡
迴
展
出
地
點
主
要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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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
遠
地
區
之
文
化
局
展
場
為
主
，
後
因
觀

眾
反
應
良
好
，
陸
續
巡
迴
各
縣
市
，
至
二

○

一○

年
十
二
月
止
已
於
臺
東
縣
、
臺
中

縣
、
桃
園
縣
、
南
投
縣
、
苗
栗
縣
、
屏
東

縣
、
高
雄
縣
、
臺
南
縣
、
花
蓮
縣
、
連
江

縣
、
臺
南
市
、
臺
中
市
、
臺
北
縣
、
彰
化

縣
及
金
門
縣
等
地
展
出
，
迄
今
參
觀
人
數

為
十
萬
零
一
千
四
百
八
十
五
人
，
參
與
教

育
活
動
人
數
為
三
六
二
三
人
。

主
題
的
途
徑
。
各
展
示
單
元
簡
介
如
下
：

一
、 

﹁
入
口
意
象
區
﹂
：
提
供
展
覽
總
說

明
、
參
觀
動
線
、
分
區
導
引
資
訊
、

參
觀
小
叮
嚀
及
文
宣
品
，
並
播
放
多

媒
體
影
片
。

二
、 

﹁
龍
騎
士
與
火
鳳
凰
！—

故
宮
裡
的

吉
祥
動
物
﹂
：
展
出
含
有
龍
、
鳳
、

魚
等
吉
祥
動
物
圖
紋
之
複
製
器
物

及
書
畫
，
並
說
明
其
代
表
之
吉
祥
意

涵
。

三
、 

﹁
多
子
多
孫
多
福
氣
！—

中
國
人
的

家
庭
觀
﹂
：
從
翠
玉
白
菜
上
的
螽

斯
、
蝗
蟲
多
產
的
生
物
特
徵
，
延
伸

至
中
國
人
寓
含
在
藝
術
作
品
上
繁
衍

後
代
子
孫
的
文
化
概
念
，
進
而
介
紹

院
藏
嬰
戲
圖
瓶
及
嬰
戲
圖
。

四
、 

﹁
吉
祥
密
碼
猜
猜
猜
！—

花
蟲
鳥
獸

大
解
密
﹂
：
呈
現
牡
丹
、
葫
蘆
、
葡

萄
、
蓮
花
、
桃
花
、
菊
花
等
圖
紋
或

文
物
造
型
，
並
說
明
其
象
徵
福
祿
、

富
貴
、
長
壽
等
寓
意
。

五
、 

﹁
故
宮
典
藏
新
活
力
！—

故
宮
精

D
IY

教
學
活
動
及
作
文
比
賽
，
結
合
創
作

及
心
得
分
享
，
提
供
觀
眾
豐
富
的
參
觀
經

驗
。

為
了
讓
學
童
們
容
易
了
解
﹁
吉
祥
如

意
﹂
的
概
念
如
何
化
為
工
藝
創
作
中
的
巧

思
，
展
示
團
隊
選
取
了
數
個
較
吸
引
學
童

的
子
題
，
如
：
象
徵
吉
祥
寓
意
的
動
物
、

植
物
圖
案
，
並
結
合
生
動
的
多
媒
體
展
示

形
式
及
展
示
語
言
，
提
供
觀
眾
認
識
展
覽

展
覽
理
念
及
內
容
簡
介

展
示
團
隊
於
決
定
展
覽
主
題
之
初
，

曾
初
步
規
劃
了
數
個
題
材
如
：
﹁
﹃
大

觀
﹄
複
製
文
物
展
﹂
、
﹁
﹃
清
明
上
河

圖
﹄
主
題
展
﹂
、
﹁
故
宮
菁
華
複
製
文
物

展
﹂
等
，
但
最
終
則
選
取
了
﹁
吉
祥
如

意
﹂
的
展
覽
概
念
，
因
無
論
古
代
皇
室
、

平
民
或
時
下
的
人
們
，
莫
不
期
盼
美
好
如

意
的
生
活
，
而
故
宮
收
藏
的
文
物
珍
品

中
，
許
多
文
物
的
造
型
及
紋
飾
蘊
含
著
吉

祥
寓
意
，
展
示
團
隊
希
望
能
透
過
這
樣
通

俗
的
展
覽
主
題
，
貼
近
日
常
生
活
並
連
結

古
今
人
們
的
生
命
經
驗
。

﹁
吉
展
﹂
選
取
與
﹁
吉
祥
如
意
﹂
主

題
相
關
的
複
製
文
物
，
搭
配
現
有
之
數
位

媒
材
學
習
資
源
、
遊
戲
學
習
裝
置
，
透
過

實
物
的
展
出
及
活
潑
有
趣
的
展
示
形
式
與

文
字
說
明
，
導
引
觀
眾
欣
賞
極
致
工
藝
裡

的
匠
心
巧
思
與
吉
祥
符
碼
。
為
使
觀
眾
進

一
步
理
解
展
覽
精
神
，
每
個
巡
迴
地
點
皆

舉
辦
導
覽
志
工
培
訓
，
提
供
學
習
單
鼓
勵

學
童
探
索
展
覽
內
容
，
部
分
場
次
亦
舉
辦

親子觀眾透過拓印DIY學習活動，感受文字之美

運用不同顏色呈現各展示單元，明亮的色彩於入口處吸引觀眾目光

展出與『國寶總動員』3D動畫影片相關之複製文物，供觀眾從實體觸摸中，認識
文物之質材及功能

導覽人員引導小朋友認識文物

觀眾透過3D虛擬文物展示系統深入認識文物

兒童觀眾從操作遊戲教具中學習文物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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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文
物
鑑
賞
、
文
物
觸
摸
、
由
文
物
轉
化

之
多
媒
體
互
動
教
材
、
從
文
物
原
型
發
想

之
文
化
創
意
產
品
、
從
文
物
發
展
之
遊
戲

裝
置
等
展
示
單
元
，
彙
整
以
文
物
為
基
礎

的
展
示
媒
材
，
避
免
平
面
式
的
大
量
文
字

述
說
，
並
緊
扣
﹁
吉
祥
如
意
﹂
之
展
覽
概

念
。

生
活
化
的
展
示
引
導
語
言
，
拉
近
觀
眾

與
文
物
的
距
離

於
展
場
觀
察
中
可
發
現
，
觀
眾
對

閱
讀
展
示
說
明
文
字
的
興
趣
普
遍
不
高
。

為
引
導
年
幼
觀
眾
，
並
提
供
家
長
及
老
師

與
孩
童
遊
賞
時
共
同
閱
讀
的
愉
悅
經
驗
，

展
示
團
隊
在
撰
寫
文
案
時
，
偏
重
於
文
物

背
後
的
故
事
性
與
趣
味
性
。
展
示
說
明
採

用
科
學
式
博
物
館
及
兒
童
博
物
館
常
用
的

Q
&
A
提
問
方
式
，
以
貼
近
兒
童
生
活
的

語
言
、
及
適
合
親
子
與
師
生
共
同
閱
讀
的

文
字
調
性
來
引
導
觀
眾
參
觀
。
同
時
，

Q
&
A
形
式
的
文
物
說
明
牌
，
在
合
辦
單

位
的
展
場
人
力
不
足
而
無
導
覽
人
員
支
援

時
，
可
做
為
自
導
式
參
觀
的
學
習
資
源
。

以
︿
清 

乾
隆 

竹
絲
纏
枝
蕃
蓮
多
寶

格
﹀
為
例
，
展
示
團
隊
將
其
造
型
多
變
形

象
投
射
至
電
影
﹁
變
形
金
剛
﹂
，
Q
&
A

『從遊戲中學習』的設計概念，引起幼年觀眾對展覽的初步興趣

 小朋友發揮創意，於天球瓶塗鴉教具上繪製吉祥紋飾觀眾於展場運用學習單及觀察文物造型

品
﹂
：
展
出
運
用
以
本
展
相
關
文
物

為
發
想
原
型
的
文
化
創
意
產
品
，
提

供
觀
眾
生
活
創
意
之
發
想
、
連
結
。

六
、 

﹁
故
宮
國
寶
鬧
翻
天
！—

﹃
國
寶
總

動
員
﹄
3D
動
畫
影
片
﹂
：
播
放
﹁
國

寶
總
動
員
﹂
影
片
，
並
展
出
影
片
中

出
現
之
文
物
的
複
製
品
，
供
觀
眾
對

照
認
識
。

七
、 

﹁
大
家
一
起
變
魔
術
！—

3D
虛
擬
文

物
展
示
系
統
﹂
：
展
出
故
宮
開
發
之

﹁
3D
虛
擬
文
物
展
示
系
統
﹂
，
呈
現

翠
玉
白
菜
、
毛
公
鼎
、
橄
欖
核
舟
、

轉
心
瓶
、
象
牙
球
的
3D
虛
擬
影
像
。

八
、 

﹁
國
寶
可
以
這
樣
玩
！—

遊
戲
體
驗

學
習
區
﹂
：
以
大
型
遊
戲
裝
置
引
發

觀
眾
興
趣
，
進
而
動
手
體
驗
。
形

式
包
含
1.
投
影
遊
戲
、
2.
塗
鴉
、
3.

平
面
拼
圖
、
立
體
拼
圖
、
4.
搭
建
拱

橋
、
5.
情
境
拍
照
區
等
等
。

九
、 

﹁
延
伸
學
習
區
﹂
：
提
供
與
本
展
主

題
相
關
且
適
合
不
同
年
齡
層
閱
讀
之

出
版
品
、
﹁
故
宮
e
學
園
﹂
數
位
學

習
課
程
機
臺
及
留
言
板
，
作
為
參
觀

民
眾
閱
讀
、
休
憩
、
及
回
饋
心
得
的

空
間
。

展
示
規
劃
設
計

為
吸
引
目
標
觀
眾
並
創
造
其
愉
悅
的

參
觀
經
驗
，
展
場
規
劃
及
展
示
設
計
著
重

以
下
方
向
：

一
、 

以
高
明
度
、
亮
度
的
展
覽
色
調
吸
引

年
輕
觀
眾
：
以
蘋
果
綠
為
主
視
覺
色

調
，
各
展
示
單
元
分
採
黃
、
深
綠
、

淺
綠
、
藍
、
紫
、
橘
及
桃
紅
色
，

製
造
明
亮
有
精
神
的
展
示
環
境
，
將

不
同
色
系
作
為
展
示
單
元
分
區
的
依

據
，
觀
眾
於
參
觀
時
可
感
知
不
同
展

區
的
分
界
。

二
、 

展
場
之
規
劃
考
量
兒
童
觀
看
習
慣
：

於
各
合
辦
單
位
既
有
的
展
示
空
間

中
，
運
用
現
場
及
故
宮
既
有
墩
座
調

整
物
件
展
示
高
度
︵
墩
座
離
地
高
約

介
於
七
十
至
九
十
公
分
之
間
︶
；
展

覽
之
總
說
明
、
分
說
明
、
相
關
圖

說
、
多
媒
體
設
備
與
遊
戲
裝
置
也
同

時
考
量
兒
童
觀
看
及
使
用
高
度
。

教
育
理
念
及
展
示
詮
釋

﹁
從
文
物
中
學
習
﹂
的
展
示
環
境

﹁
從
文
物
中
學
習
﹂
是
博
物
館
有

別
於
其
他
學
習
環
境
的
特
點
。
本
展
覽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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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文
字
設
計
為
：
﹁
Q
：
古
代
也
有
變

形
金
剛
？
﹂
，
﹁
A
：
這
些
是
古
代
皇
帝

的
寶
物
箱—

多
寶
格
喔
！
它
們
可
以
變
身

成
各
種
形
狀
，
是
不
是
很
有
趣
呢
？
﹂
，

接
續
導
引
兒
童
觀
眾
觀
察
：
﹁
這
些
多
寶

格
層
層
疊
疊
的
小
抽
屜
和
門
裡
藏
了
好
多

吉
祥
動
物
。
仔
細
瞧
瞧
，
你
找
到
了
幾
種

呢
？
﹂
。

此
外
，
現
場
志
工
導
覽
或
以
學
習

單
引
導
觀
眾
認
識
吉
祥
話
時
，
除
了
從
展

品
聯
想
﹁
富
貴
滿
堂
︵
牡
丹
的
寓
意
及
海

棠
的
諧
音
︶
﹂
、
﹁
年
年
有
餘
︵
魚
的
諧

音
︶
﹂
等
吉
祥
話
之
外
，
也
鼓
勵
觀
眾
思

考
當
代
生
活
中
象
徵
吉
祥
美
好
的
物
件
，

如
：
菜
頭
︵
白
蘿
蔔
︶
代
表
好
彩
頭
︵
諧

音
︶
、
粽
子
象
徵
高
中
︵
諧
音
︶
、
旺
來

︵
鳳
梨
︶
代
表
好
運
︵
諧
音
︶
等
等
，
拉

近
展
覽
概
念
與
日
常
生
活
的
距
離
。
如

此
，
博
物
館
展
場
不
再
是
遙
不
可
及
或
與

觀
眾
日
常
生
活
無
關
之
場
域
，
展
覽
內
容

與
生
命
經
驗
之
連
結
更
能
使
觀
眾
發
生
興

趣
。

鼓
勵
觀
眾
﹁
從
遊
戲
中
學
習
﹂
，
創
造

多
元
參
觀
體
驗

﹁
吉
展
﹂
期
待
提
供
觀
眾
有
別
於

故
宮
館
內
多
數
以
靜
態
展
覽
為
主
的
參

觀
經
驗
，
以
文
物
美
感
結
合
動
手
體
驗
，

依
﹁
從
遊
戲
中
學
習
﹂
︵learn

in
g b

y 

playin
g

︶
的
概
念
，
設
計
許
多
活
動
，
如

拼
圖
、
塗
鴉
、
投
影
遊
戲
、
搭
造
模
型

橋
、
蓋
章
尋
寶
、
拍
照
人
形
立
牌
、
畫
作

場
景
再
現
等
遊
戲
，
使
觀
眾
透
過
肢
體
運

用
得
到
﹁
好
玩
、
新
奇
﹂
的
感
受
，
有
了

愉
悅
的
參
觀
經
驗
後
，
則
有
機
會
鼓
勵
其

進
一
步
認
識
文
物
，
並
可
能
於
日
後
初
探

或
再
度
參
觀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再
者
，
為
善
用
複
製
品
之
教
育
推
廣

效
益
，
展
場
置
放
數
件
複
製
文
物
供
觸
摸

或
近
距
離
觀
賞
，
如
：
宗
周
鐘
、
犧
尊
、

編
鐘
、
冬
日
嬰
戲
圖
、
清
明
上
河
圖
等
，

以
導
引
年
齡
小
的
參
觀
者
認
識
文
物
質

材
、
功
能
及
學
習
賞
析
文
物
。
惟
因
合
作

館
舍
之
展
場
駐
守
人
力
限
制
，
本
展
目
前

只
開
放
青
銅
器
供
觸
摸
；
部
份
畫
作
不
置

於
展
櫃
內
，
可
供
近
距
離
參
觀
；
瓷
器
複

製
品
則
置
於
展
櫃
內
，
避
免
小
朋
友
在
展

場
奔
跑
碰
撞
時
發
生
意
外
。
此
外
，
為
導

引
觀
眾
觀
察
畫
中
場
景
及
人
物
活
動
，
本

展
在
部
分
館
舍
的
展
區
一
隅
還
原
︿
宋 

蘇

漢
臣 

秋
庭
戲
嬰
圖
﹀
的
場
景
，
放
置
推
棗

磨
的
模
型
及
相
關
童
玩
，
讓
觀
眾
進
行
情

境
體
驗
、
模
擬
畫
作
情
節
。

提
供
非
結
構
性
的
參
觀
動
線
，
由
觀
眾

自
由
建
構
參
觀
經
驗

本
展
覽
原
則
不
設
立
固
定
參
觀
動

線
，
任
一
展
區
皆
可
作
為
起
始
。
展
區

與
展
區
之
間
具
關
聯
性
，
但
不
具
先
後
順

序
性
︵
除
少
數
展
區
因
受
限
於
館
舍
現
有

的
分
散
空
間
限
制
，
仍
有
建
議
動
線
之
設

置
︶
。
譬
如
：
觀
眾
先
看
完
﹁
國
寶
總
動

員
﹂
影
片
後
，
對
於
故
宮
歷
史
背
景
及
部

分
文
物
產
生
興
趣
，
再
進
入
複
製
文
物
展

示
區
，
可
刺
激
觀
眾
尋
找
觀
看
實
物
；
或

於
參
觀
完
複
製
文
物
展
示
區
之
後
，
再
進

入
遊
戲
體
驗
區
發
揮
想
像
力
創
意
塗
鴉
。

在
此
由
觀
眾
自
由
創
造
觀
賞
經
驗
的

構
想
之
下
，
展
覽
精
神
及
文
物
知
識
的
傳

達
，
便
非
以
單
向
的
方
式
傳
達
給
觀
眾
，

而
是
導
引
及
鼓
勵
觀
眾
前
來
探
索
、
遊

戲
、
想
像
。
研
究
者
透
過
與
觀
眾
之
訪
談

發
現
，
部
份
觀
眾
希
望
先
看
到
多
媒
體
影

像
後
再
參
觀
靜
態
文
物
區
，
也
有
些
觀
眾

認
為
應
看
完
靜
態
展
示
再
進
入
延
伸
學
習

的
影
片
及
遊
戲
體
驗
區
，
更
有
觀
眾
是
依

循
既
有
參
觀
習
慣
作
參
觀
展
廳
動
線
的
選

擇
。
足
見
觀
眾
參
觀
習
慣
相
異
，
且
不
一

定
會
依
循
策
展
團
隊
規
劃
的
方
向
行
走
。

整
合
故
宮
既
有
學
習
資
源
，
提
供
不
同

層
次
之
學
習
目
標

目
標
觀
眾
的
設
定
雖
為
家
庭
親
子
及

國
小
學
生
，
但
因
巡
迴
地
點
多
為
縣
市
政

府
文
化
局
轄
下
之
展
覽
場
地
，
前
來
參
觀

的
民
眾
無
論
年
齡
、
教
育
背
景
、
職
業
及

社
經
地
位
的
異
質
性
高
。
因
此
，
如
何
服

務
目
標
觀
眾
，
並
運
用
現
有
展
覽
學
習
資

源
提
供
不
同
觀
眾
的
需
求
，
成
為
展
示
團

隊
的
關
懷
與
訴
求
之
一
。

有
別
於
現
代
主
義
中
單
線
單
向
的

博
物
館
教
育
方
式—

視
觀
眾
為
需
要
教
導

如
何
認
識
藝
術
作
品
的
學
習
者
，
後
現
代

主
義
思
維
下
的
博
物
館
學
習
理
論
認
為
，

觀
眾
在
踏
進
展
覽
場
前
是
具
有
先
備
知
識

的
，
且
每
個
人
具
尋
求
自
身
所
需
資
訊
的

主
動
能
力
︵
註
一
︶

。
有
鑑
於
此
，
本
展
因

應
不
同
館
舍
潛
在
觀
眾
的
不
同
需
求
，
提

供
分
齡
、
分
層
的
資
訊
，
觀
眾
可
來
此
進

行
實
體
文
物
鑑
賞
︵
觀
賞
複
製
展
品
︶
、

深
度
知
識
學
習
︵
延
伸
學
習
資
源
︶
、
娛

樂
休
閒
︵
遊
戲
體
驗
、
觀
賞
影
片
︶
、
及

意
見
回
饋
︵
留
言
板
、
問
卷
︶
等
活
動
。

多
層
次
的
學
習
媒
材
，
使
陪
伴
孩
童
前
來

的
家
長
或
銀
髮
族
亦
可
於
展
場
中
尋
找
、

運
用
適
合
自
己
的
資
源
。
針
對
本
展
第
二

層
次
目
標
觀
眾—

國
小
學
生
，
故
宮
亦
自

二○
○

九
年
起
針
對
各
縣
市
藝
術
與
人
文

教
育
領
域
或
社
會
領
域
之
教
師
舉
辦
教
師

研
習
營
，
內
容
包
括
介
紹
展
覽
內
容
、
導

覽
技
巧
，
並
分
享
故
宮
現
有
之
實
體
及
數

位
學
習
資
源
，
鼓
勵
教
師
帶
學
生
參
觀
本

展
，
並
活
用
故
宮
學
習
媒
材
，
納
入
學
校

教
學
之
中
。

結
語

本
展
設
定
兒
童
為
目
標
對
象
的
原

因
，
不
啻
希
冀
創
造
家
庭
觀
眾
及
低
年

齡
層
學
子
愉
悅
的
參
觀
經
驗
，
使
這
些
明

日
的
成
年
人
能
將
觀
賞
博
物
館
展
覽
變
成

一
種
生
活
習
慣
、
及
休
閒
活
動
的
選
項
之

一
，
不
再
將
中
國
器
物
書
畫
視
作
難
解
的

陌
生
符
碼
，
或
看
待
故
宮
為
一
生
只
需
來

一
次
的
觀
光
場
合
，
而
是
能
夠
舒
適
地
在

展
場
中
，
將
生
命
經
驗
與
藝
術
作
品
交

流
，
同
時
也
達
成
知
識
學
習
、
娛
樂
及
社

交
的
目
的
︵
註
二
︶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教
育
展
資
處

＊ 

本
展
承
蒙
院
內
教
育
展
資
處
與
各
處
室
同
仁
及
院
外
合
作
單

位
之
多
方
協
助
，
得
以
順
利
籌
備
、
執
行
，
謹
致
謝
忱
。

＊
本
文
照
片
皆
為
作
者
所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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