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介紹 A Note from the Editor 

電影與博物館，兩個原本似乎壁壘分明的創作與場域，近年來在國內外

都有逐漸地越走越近的趨勢。這不僅僅是因為博物館成為電影拍攝的場景，

或是電影進入博物館展覽的範疇，而是這兩者的趨近，令我們不得不去思考

電影的博物館性與博物館的電影性。電影不再僅是一個博物館展示的對象，

而是一種當前博物館加以反思的作品類型與經驗。相對地，博物館也並非一

個電影可以運用的場所或一個建築的框架，而是代表一種發生於可以稱之為

「博物館」的各類型態的空間之功能與操作的整體。特別是影像被引入現當

代美術館中的呈現也與其在電影院中有所不同，電影與博物館之間形成新的

夥伴關係，顛覆博物館與美術館原本的物質存在與敘事邏輯，也因此為彼此

帶出更為豐沛的創作能量與博物館功能概念。有鑑於此，第十期《博物館與

文化》希望能將電影在博物館的存在延伸至所有博物館的活動與使命；不僅

是展覽，也包括蒐藏、保存、知識的演繹、論述與傳遞。 

本期收錄一篇專題論文與兩篇專題評論。何重誼與林志明之〈蔡明亮電

影《臉》：初探在美術館創作的電影藝術〉透過《臉》此部蔡明亮導演之長

片的深度分析探討電影和其自身以及電影史的關係，乃及於這個關係如何反

映出電影製作的性質和特點。王萬睿的〈數位時代下的影像歸屬：《來美術

館郊遊—蔡明亮大展》〉則係分析蔡導演在北師美術館、以其第一部以數位

攝製的劇情長片《郊遊》為本擴充演繹的展覽，如何融合電影與美術館不同

媒體的特性，將電影的場景布局轉譯為美術館的裝置藝術，並同時延長了電

影的生命。最後，黃郁倫的〈評第 38 屆瑪格麗特．米德影展〉則書寫了博

物館如何透過持續舉辦影展以突出博物館在文化詮釋與知識傳遞的路線，也

足令我們反思影像作為一種文化資產，在進入博物館場域所面臨的與傳統博

物館概念的差距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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