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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裡尋他──美術（博物館）館館長專輯 

為政在人  人存政舉──我對美術（博物）館館長應具條件的看法 

Man Making Policy: Some Views on the Ability of a Museum Director / Chang, 

Jun-jieh 

張俊傑 

 

摘要 

自古有明「為政在人」，任何一種行政工作，主持者在整個事業的發展和成

就上，都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人的素質、經驗和學養，常常是促進事業

成功的基本條件，近年來大專院校校長、系所主任、公私事業單位的主管出缺時，

大都開出具體條件，公開徵求人才。實施以來，確有很多好處，一方面徵才的領

域較廣，另一方面亦可減少上級單位人事上的壓力和困擾。但仍有些盲點。如學

位、學科、考試等第、現職階級、年齡、工作經驗、專門著作等可以量化或具體

衡酌的項目上易掌握，但像人生觀、價值觀、使命感、胸襟、忠誠度、專業素養

等等，則頗難掌握。因此，本文多就難以掌握的部分提出五點看法： 

（一）是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強調服務的人生觀和分享美感予大眾，促

進文化建設的價值觀。 

（二）是高度的使命感。強調善用國民納稅錢，回饋同胞，以提升國民生活

品質，促進全民幸福為己任的重要性。 

（三）是豐富的行政經驗。以現代行政管理的理念，提醒發揮組織功能，以

合法、合理、合情和精益求精的持續性、務實性作為，提高工作效率。 

（四）是寬宏的包容和謙誠的態度。面對目前多元發展和功利思想高漲的社

會，應以寬宏胸襟和謙誠態度，展現教育家的風範，減少不必要的困擾。 

（五）是專業的「學」與「養」。說明不但要專業學問好，而且要養身、養

心、養量、養慧和養望。而其基本精神，仍在強調內在素養，為本文特色。 

以此五端略加探討，謹供各主管機關選才用人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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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正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 

人的一切作為，都是根據個人對人生的看法，因此人生思義與價值的認定，

就導引了人類努力的方向和奮鬥的歷程。曾有一個故事：我們去問工地裹的三個

工人「在做什麼工作？」一個工人答在做搬運建材的工作，另一個工人說在做一

天賺一千元的工作，第三個則說做蓋大樓的工作。顯然一個認知的重心在工作本

身，一個思考的重點在報酬的多少，第三個則著重在整體的意義和理想的價值，

也表現了他的信念和期望。由於觀點的不同，投入的心力與工作情緒是否愉快或

愉快程度的高低也就不同。 

我在這裡說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不是針對一個問題而是兩件相關的事

情。具體的說，我認為一個美術（博物）館館長應具有「服務的人生觀」和「推

行美感教育是人生最具意義」的價值觀，茲分述於次： 

就生命而言，人生不過百年；在宇宙大生命中，何其短暫，何其渺小。百年

之後，意義何在？倘以細胞和人體的生命關係為比喻，細胞應以成長人體生命為

意義的所在。就個人對宇宙生命而言何嘗不然？所以先總統蔣公說：「生命的意

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國父孫中山先生說：「人生以服務為目的」，美術館

對大眾的服務工作，其實就是增進人類精神生命的工作。當前是服務業發達的社

會，也是服務概念深受歡迎的時代，李總統登輝先生要「以全民做頭家」，全國

公民營機關、學校、團體，那一個不是在為人民服務呢？財經為國民生活服務，

國防為國民安全服務，教育為增進國民知能修養服務，凡此等等莫不皆然。館長

不可當「官」做！館長的職責是一種義務，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樂趣，而不是

權利。 

再談價值觀。此處所言，係指擔任館長應對美術館推行美感教育提昇國民生

活品質、提高大眾精神境界、充實其他四育的內涵，增進全民心靈的幸福，具有

深入而正面的價值觀念。美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高價值的。茲舉幾位專家的話

語供作參考： 

一、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說：「人人都有感情，而並非都有偉大而高尚的行為，

這由於感情推動力的薄弱。要轉弱為強，轉薄為厚，有待於陶養。陶養的工具為

美的對象；陶養的作用，叫做美育。美的對象何以能陶養感情？因為他有兩種特

性：『一是普遍，二是超越。』名山大川，人人得而遊覽；夕陽明月，人人得而

賞玩；公園的造像，美術館的圖畫，人人得而暢觀。……都是美的普遍性的證

明。……宮室，可以避風雨就好了，何以要雕刻與彩繪？器具，可以應用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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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要圖畫？語言，可達意就好了，何以要特別音調的詩歌？可以證明美的作

用，是超乎利用的範圍的。既有普遍性以打破人我的成見，又有超越性以透出利

害的關係，所以當著重要關頭，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慨！

甚且有『殺身以成仁』，而不『求生以害仁』的勇敢；這是完全不由於知識的計

較，而由於感情的陶養，就是不源於智育而源於美育。」1因此他主張「以美育

代宗教」，以陶養性情，「破人我之見，去利害得失之計較，」便可使德性日進於

高尚。 

二、哲學家朱光潛先生說：「世間事物有真、善、美三種不同的價值，人類

心理有知、情、意三種不同的活動，這三種心理活動恰和三種事物價值相當，真

關於知，善關於意，美關於情。……人能動情感就愛美，就歡喜創造藝術，欣賞

人生自然中的美妙境界。……教育的功用就在順應人類求知、想好、愛美的天性，

使一個人在這三方面得到最大限度的調和的發展，以達到完美的生活。」2
 

三、美育理論家王秀雄先生說：「美術的活動，無論創作與鑑賞，均包含了

知覺＋（加）感情＋知識之活動，亦有感性＋理性、聚斂性＋擴散性、手＋眼＋

腦、意識＋潛意識等綜合活動。所以美育的最大價值與功能，就在這一種多元的

教育功能，以及統合的教育性質上。換言之，美育的工具性價值與本質性教育價

值的綜合追求與實現，才是它最大的功能與特色。」3
 

四、美術教育家豐子憤先生說：「我們用嘴巴吃食物，可以營養身體，我們

用眼睛看美景，可以營養精神──營養這一點是相同的。譬如看一片美麗的風

景，心裡覺得愉快；看見一張美麗的圖畫，心裹覺得歡喜，這都是營養精神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嘴巴是肉體的嘴巴，眼睛是精神的嘴巴──二者同是吸收營養的

器官。」4他同時說：「嘴巴的味覺稱為下等的感覺，眼睛的視覺稱為高等感覺」，

這就是大家共知的精神美感與肉體快感的不同之處。 

五、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說：「醫學之為人所喜愛，係因能使人健康：健康

之為人所喜愛，係因能使人舒適，舒適之為人所喜愛，係因能促進人類的幸福。」

他用這樣層層推演的理念，肯定「美感價值的永恆性，普遍性」也是所有教育動

力所導向的目標。他主張「教育的過程，加以系統化、紀律化的方式訓練『心靈

之眼』，俾以觀『至純至精之美。』他認為「人類理性靈魂是和宇宙生命相通的，……

                                                        
1 蔡元培，〈美育與人生〉，《全集》，台南王家出版社，民國 57年，頁 57。 
2 朱光潛先生，〈談美感教育〉，《談修養》，台北前衛出版社，民國 73年，頁 211。 
3 王秀雄，〈繪畫與美感教育〉，《美感、教育》，台北市立美術館，頁 44。 
4 豐子愷〈圖畫與人生〉，《豐子愷漫畫文選集  下》，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民國 76年，頁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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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導向理性美的理性魂，乃是宇宙靈魂精緻的部分之摹本。」因此，人類靈魂

經美的淨化，便可達到最高最美的精神境界，而融入絕對美的境界之中，與宇宙

生命契合為一。5
 

以上所舉數端，乃從不同角度說明美感教育價值被中西學者研究肯定的部分

情形，美術（博物）館主要的功能是弘揚文化和傳播美感，促進全民生活與心靈

的幸福，是故對美感教育有正確的價值觀，在推展相關業務時，心裹便想著「把

美感分享大眾，把幸福送給同胞」，自己便會有「助人為快樂之本」的滿足感，

而且也容易掌握正確方向，把民族文化藝術導向人類精神高層的領域。如此便掌

握了社會美感教育的樞機，也提高了館務的職能。 

 

貳、高度的使命感 

美術館或博物館，尤其是公立的館所，比較沒有經費上盈虧的計較和負擔，

（至少到目前為止尚無完全不靠政府預算支持的公立館所。）但主持者必須念念

不忘的，是公家的每一分人力物力，都是來自全國同胞點點滴滴納稅的辛苦所

得，如何把他們的辛苦所得，轉變成文化教育幸福甜美的果實，回饋分享給同胞

們，是美術（博物）館所的責任。公家為文化建設，為國民生活品質的提昇，在

經費極端困難的情形之下，興建這些館所，各依組織章程（條例或規程）載明任

務與功能。一般說來，其主要的功能： 

一、是保存文化、傳承文化、復興文化、弘揚文化及締造新的文化。 

二、引進和吸收世界各國文化的精髓，促進國人的了解、研究和運用。 

三、透過展演、討論等活動，深入淺出，將中外文化成就轉變成易懂、生動、

有趣而富於美感的材料，廣為推展。 

四、帶動國民生活的藝術化、精緻化、生動化、趣味化，提昇國民的生活品

質和心靈境界。館所的主持人，接受了這個職位和任命，便同時接下這一份責任

和使命。 

今天是一個法治的時代，面對法治的社會，自然要承擔相關法令規章所賦予

的任務，首先是館的組織法，重點皆在辦理美術（博物）文化教育的研究推廣和

輔導等事宜。此外需加重視的很多，茲摘要一提： 

一、憲法一五八條規定「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國民

道德、健全體格、科學及生活知能。」民族精神以民族文化為根底，自治精神與

                                                        
5 楊深坑，《柏拉圖的美育思想研究》，台北水牛出版公司，民國 72年，頁 9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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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道德有賴美育的陶冶，健身必先健心，美感教育是促進身心平衡最好的方

法。生活品質更有賴美感教育的啟發、充實和提昇。 

二、國民教育法第一條規定國民教育「以培養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

發展的健全國民為宗旨。」這不止對國民中小學學生如此，對全體國民均應具此

教育概念。 

三、教育部頒行藝術教育工作綱要，對象是「全國國民」，並說明「應力求

使不同年齡、性別、地區及不同教育背景的民眾，都能夠分享。」其實施的原則

有二：「1. 藝術教育活動要有多樣化及持續性，其內容包括大眾文化與精緻文

化，中外兼顧，並能因應各地社會文化背景，以引導大眾認識藝術，進而熱愛藝

術，達到身心和諧的境界。2. 社教機構應與當地藝術人士、學校、社團、社區、

企業界合作，使全民參與藝術活動，以收終身教育之效。」該項工作綱要揭示的

要點，正是美術（博物）館對全民實施終身藝術教育的指標，是各館主要職責所

在。 

四、藝術教育法：經教育部制訂呈行政院轉立法院審議中，在該法第五、六、

十一、十二條中，特別強調社會藝術教育：以推廣全民藝術教育活動、增進國民

藝術修養、改善社會風氣為目標；「社會藝術教育由各級社會教育機構及其他有

關文教機構與社會團體推行之。」美術（博物）館當然是推行藝術教育的主要社

教機構，因此主要承負了這項職責和使命。 

五、「加強推行藝術教育與活動實施要點」於八十年六月修訂頒布後，為現

階段推行社會藝術教育較為週延的法令。其目標有二：「1. 加強推行全民藝術教

育，發揮社會教育功能，提昇國民生活素質。2. 發掘及培育各類藝術人才，策

辦各類藝術展演，提倡全民正當休閒活動，改善社會風氣。」實施要點在「美術

方面」規定七點：「1. 輔導各級教育機關、社團與學校，推廣美術教育與活動。

2. 策辦全國、省市及地方美展與各項美術展覽。3. 舉辦教師、學生美展，及美

術設計展覽。4. 策辦各項美術研習營、座談會、觀摩會、研討會及示範教學活

動，提高美術風氣與水準。5. 鼓勵學者專家美術教師從事各項美術理論之研究

與創作，輔助出版或發表。6. 輔導舉辦各項美術研習會，鼓勵民眾參加研習，

提供正當娛樂活動。7. 配合美術節，策辦各項美術展覽，美術設計展及活動，

表揚推展美術有功團體及優秀人員。」 

另如文化資產保存法及施行細則、推動民族藝術藝師傳藝辦法、發展與改進

藝術教育五年計畫、省（市）縣（市）推展藝術季辦法等等，均是各級美術（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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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推展美感教育的依據和職責所在。 

一位美術（博物）館館長對這些法定的職責，都會有高度的使命感，他夜以

繼日的努力，就是要使其館發揮最高的功能。 

 

參、豐富的行政經驗 

行政工作，是一種經常性組織動員的工作，主持行政者不僅要自己好，而且

要大家好，不僅要人人發揮潛力，而且要事事物物都發揮功能，使機關內沒有閒

人，沒有廢物，更無浪費的時間和金錢。行政管理是一個嚴謹推動（或掌控）的

過程，它包括了策劃、組織、精確的行動、適切的規範、不斷的檢討改進和增強，

它是經由全體人員共同有效的努力，把人、事、物、時、空、錢、方法、程序密

切結合與配合，致力達成預期目標的持續性歷程。過去主持行政工作者所秉持最

簡單的行政理念是研究→策劃→執行→檢討循環不息，不斷改進與發展， 

所謂「嚴謹」，就是在策劃執行時就考慮到法、理、情各方位的角度與立場，

尤其是「法」和「理」，要優先留意謹守，情與法理抵觸時，以法理為先，守法

可「立於不敗之地」，合理可「心安理得」，不必顧東顧西。人多心亦多，事繁理

亦繁，載舟覆舟宜審慎；要保護團體榮譽，同時要保持自身安全。至於「精確」

可貫串策劃、組織和行動，如此不但可掌握時效，而且可節省時間、財物和人力

的浪費。方法要考慮程序性、經濟性、靈活性和可行性，對待藝術家或一般民眾

時重情理，與做事時重方法同樣重要。 

美術（博物）館的行政工作，公設和私人企業性的有很大的區別，公立的是

由政府出資興建，主持者和工作人員都是領公家薪水的，因此它要向全民負責，

在法定範圍和核定預算內執行任務，以對全民作適切的文化服務。美術（博物）

館主持人常有「快不得慢不得」的感嘆，想做、應做的事很多，但限於人力物力

都是在額度內的限制，為使計畫更充實更完美，有時又怕影響預定的進度，無法

「精益求精」，但仍應「盡心而為」。 

行政工作是理論和實務互為表裏、相輔相成的，尤其實務上的經驗是任何理

論專著或口頭傳授無法鉅細靡遺的，因為，行政是活的，是不斷成長發展的，不

是一成不變的，有些事情，必須因時因地因人而制宜，其中甘苦，只有從實際經

驗中多加體會。記得二十年前國立臺灣教育資料館館長熊先舉先生曾說過一個故

事──以前有一個年輕人到山上寺廟中想拜師學武功，老師父指點說：「你化五

塊錢買一頭小豬，每天在山下餵牠吃早餐，中午抱到山上來餵中餐，晚上又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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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餵晚餐，等小豬長大了，我就教你武功」。結果等小豬長大後，老師父說「你

的武功已經不錯了」。這故事雖好像笑話，但其中有很深的哲理──看重經驗的

增進，因為小豬是活的，在抱著上山下山的路上是不能放手的，必須隨時應付小

豬可能亂動的情況──放下可能跑掉了，亂動要「控制」。而小豬一天比一天長

大，沉重的程度在增長，抱牠要用的力氣也一天比一天要大，於是小豬和人的力

氣均與日俱增，而且雙手和臂力及其靈活性愈練習愈好。此種應變能力的成長多

靠在成長過程中實際的體會。社會是進步的，民眾的要求和期望也是不斷增加

的；任何一項行政工作，都不可滿足已有的成就，應隨著社會的脈動和文化生活

發展的軌跡與趨向，不斷的調整和改進。如同各種法令規章要隨時依需要修訂，

道理一樣。我們常說「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行政工作也是同理。四十年

前台灣地區很多小學生赤著腳上學，能有一雙木拖鞋已經不錯，今天卻都是穿最

好的球鞋，赤腳上學必得不到家長和師長的同意，自己也覺得羞恥。美術（博物）

館的館長，必須經常檢視館內典藏、出版、展覽和維修等制度，適時修正和創新，

以應館務進步的需要。 

必要的時候，「借東風」是很好的辦法，國內外其他類似單位的類似工作及

其運作的章則規範都可蒐集來參考，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是很有道理的。

例如：1. 美國在 1960年代以前，藝術活動都是私人來辦，1958年艾森豪總統批

准在華盛頓市區十七英畝的國家公園用地，蓋一座國家文化中心（National 

Culture Center），1965年，國會才通過設立「國家文藝及人文獎助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 National he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國家法令規定

獎助會主席可依職權設立和推動某些事情，如鼓舞和幫助藝術家，使其安心從事

創作，並推廣其作品。6國內獨立運作的國家文藝基金會已正式成立並運作，國

立故宮博物院、台灣藝術教育館、歷史博物館、自然科學博物館，台灣省、台北

市、高雄市之省市立美術館都已建立了相當完備的運作制度，歐美的美術（博物）

館更有很多值得參考之處，以目前日新月異的電腦資訊國際網路，隨時可以取得

所需的參考資料，以補充行政經驗的不足。 

一般說來，一個國立美術（博物）館館長應有十年以上的行政經驗，省市立

館長應有五年以上行政經驗，縣市立館長至少應有三年以上的行政經驗，這些行

政經驗應是擔任「主管」的經驗，能有單位「首長」的經驗，尤其美術（博物）

相關的單位首長經驗，更切近實需，有助於辦好相關的工作。若無美術（博物）

                                                        
6 郭乃惇，《藝術行政管理》，台北樂韻出版社，民國 80年，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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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行政經驗，能有縣市級以上的教育行政經驗也好，因為美術（博物）館是

推行美感教育的機構。對於如何遴選和運用人才，如何組織動員，如何借重社會

資源，如何邀請專家學者共同參與等等，都是行政工作的一部分。在一般情況下，

美術（博物）館最感需要的是「人」和「錢」，而「人」的質比量重要。倘若館

內一級單位主管都是學有專長而且經驗豐富的人，形成館內堅強的中堅陣容，對

於各項工作的策劃與執行承擔百分之八十的行政功能，可為館長分擔不少的行政

辛勞和分神雜項問題的負擔。同樣的一級單位主管之下，也要有幾位分掌各項工

作的核心同仁，這些同仁便是各該項工作策劃執行的基礎和起點，自然也應是學

有專精和經驗豐富的。而「錢」是完成任何一項工作不能缺少的，單位預算有經

費固然很好，若無預算，借重民間（社會）財力（如基金會、企業單位）或向政

府機關申請補助，亦可辦得很好。 

 

肆、寬宏的包容和謙誠的態度 

藝術家大都是追求心靈內在自由與解放的，習慣用真誠的心靈面對藝術、面

對自然、面對一切的人、事、物。文學、藝術作品的精神價值，也往往以「真」

建立最根本的基礎，真誠是一切藝術創作與欣賞的起點，正如王國維先生在所寫

《人間詞話》中所引尼采的名言──「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為了追求至

真的生命，為了使心靈不受紅塵社會的侵擾，保持內心自在與恬適，古今多少藝

術家、宗教家離群索居或遁入空門，石濤、八大是最明顯的例子。王維「身在百

官之中，身超十地之上」；顏回「一簞食、一飄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鄭思肖為拒官宦向他索畫，表示「頭可得，蘭不可得」；齊白石為拒

絕日本人的侵擾，在大門外貼上「齊璜已死」；佛祖釋迦牟尼放棄壬子的榮華富

貴，追求心靈的解脫和濟世的正道。這些固然是較具代表性的，一般情形也大都

是不斤斤追求名利的，大抵三餐無慮，國稅不欠，既無違失，亦無貪求，然而這

不是目的，而是保持欣賞和創作藝術之心靈單純的基礎，唯其能放下外務紛擾，

始可以自在的真心面對美感 ，感受美感。美是一種形而上的境界，其本質是自

由無限的，只有自由無限毫無滯礙的本心才能清楚的感覺到美，美所寄託的藝術

形式無窮，形像、色彩、線條、音律乃至一片雲、一朵花、一輪明月、一陣清風，

無不蘊含著美的境界，藝術家往往都是把一顆純真無邪的心投射到這些蘊含美感

的萬物之中，去盡情的欣賞和發掘，於是往往忽略了一般社會的應酬作為，言談

舉止表現得略顯率性、爽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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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美術（博物）館長，應能體諒和包容藝術家的真誠和坦率。其實藝

術工作者、愛好者和藝術家都是非常敏銳而客觀的，他們所期望的行政也應是客

觀而寬宏的。因此，美術（博物）館長，需要以宏觀而謙虛的態度表現光明而親

切的寬待和愛護，切不可有族群的情結，或落入派系而失之偏頗。因為社教機構

的主持者，是代表政府或文教單位照顧全民、教育全民的，永遠要站在中立不搖

的超然立場去面對。間或碰到民眾不盡合理的要求，也要以冷靜而謙誠的態度酌

予妥切的處理。謹提兩個實例俾供參考： 

一、記得我在十三年前擔任教育廣播電台台長時，一位先生到電台，在會客

室奉他一杯茶坐下後，開口便間：「我是民是不是？」我答：「是，我們都是好國

民」，他又說：「現在實施民主是不是？」我答：「當然是」。他接著說：「民主以

民為主，我是民，電台節目應以我為主是不是？」我說：「當然，你喜歡聽本台

教育節目，便可說是本台主人之一，你的意見我們會重視。」他說：「那麼請把

你們的節目統統依我的興趣和時間調整，以適應民意！」。至此，我看出他的心

向和問題，乃婉轉回答：「我們不是不能接受你的意見，惟恐照你的期望改變後，

又有人來希望照他的意思改怎麼辦呢？」他見達不到目的，於是口出惡言，聲色

俱厲，而且拒絕離開。一旁的同仁極為氣憤，我勸他們不要氣，保持公務員寬宏

的風度，並囑同仁打電話請派出所處理。警察先生請他到所裏後，始知他是一位

退休的老師，顯然是受了刺激，心理失去平衡，是值得原諒的。 

二、在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館長任內，也曾碰到要我邀請他參加全國美展的

先生，我表示非常高興與歡迎，惟請原諒，依制度須按程序俟提請下屆委員會一

併審議後邀請。他自知程度恐難通過，乃聯合五位畫友寫信給部長，部長交下「參

處」，我誠懇而謙虛的函請他原諒本館必須維持制度，尊重評選委員的議決，希

望等待結果。後來這幾位不知實情而聯名投訴的先生知道我們辦事的客觀原則

後，大都變成好朋友。為政者應像陽光，讓大家漸次感到光明和溫暖。 

這些小例子，說明作為一個單位首長應在堅守客觀公正原則下，同時以寬宏

態度服務民眾，不可激情動氣，失卻公務員應有的良好形象。因此，凡事以行道

和執教者的公正心與愛心面對，遇有特殊事故或困擾則思處之之方，予以適當處

理即可。 

 

伍、專業的學養 

任何一個單位的首長，都是掌握這個單位發展大方向的舵手，負責美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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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之社會教育的單位主持者，當然也不例外。學農的管農務，學商的管商

事，學藝術的任藝術行政，此乃順理成章的事。由於知識爆炸的資訊時代來臨，

學術研究與分化日益精細，隔行如隔山，事事均需以內行領導內行，才不致走錯

方向，浪費時日，影響單位的工作效率。因此，專業學養成為近代行政工作者的

基本要求。 

先談「學」，係指學識、學問、學位等學術成就，重點不在那張證書，而在

真正切合業務實需之相關的學問。目前尚無專門培養藝術行政人才的學系和研究

所，能夠有美術（或博物）相關系所畢業，持有相當學位的人較為適宜，能有美

術（或博物）博士學位的更好。如同目前大專院校系所主任，能有相關博士學位

並有甲級以上實務證照者最為理想。舉幾項具體的科目為例： 

一、行政學：不論藝術行政、教育行政、普通行政乃至人事行政、社會行政

等等，對於行政的基本概念都應有所研究和認識，行政最重要的是一種計畫行

為、組織行為、決定行為、激勵行為、領導行為、推動行為和溝通帶動的行為。

對於相關的法規、人事、財政、視導、評鑑乃至於會議的主持，都有制度和常規，

其次如何建立單位特色，選擇建設重點，弘揚文教精神，發揮推廣功能，都是行

政學應予探討的範圍。因此，館長和各一級單位主管均宜有行政方面的學問。 

二、藝術哲學與美學：哲學之基本含義是研究自然、人生及知識之現實與理

想根本原理的學問，而藝術哲學即是研究藝術與自然、人生及知識之現實、本質

與理想之根本原理的學問，藝術哲學對於美術（博物）館學術研究之功能著力者

為美學；美學為哲學的一部分，為研究美之自然、人生及相關知識之現實與理想

根本原理學問，恰如論理學之研究「真」，倫理學之研究「善」，因為一種規範科

學。美學雖是從哲學中分出來的，如媽媽所生的寶寶，它畢竟和哲學有相異之處。

如哲學與美學之心理的根據不同，表現的形式不同，材料亦不同，如就材料而言，

哲學為理論的抽象的表現，除以文字語言發表外，毋需特殊的材料，而美學則為

創造的事實之具體的表現，如繪畫：建築、雕刻、音樂、戲劇等，均需付諸實作

的材料表現其理念。藝術、美術、博物之表現很多不同的形式，於是產生很多不

同的價值觀念和論究的標準，倘無基本學養，則易失於偏頗。如蘇格拉底及其後

人的觀念派美學思想，康德、克羅齊及其延續者的感覺派美學思想，費希納、渦

林格一脈的純粹心理學的美學思想，佛洛伊德、楊格等的潛意識美學思想，乃至

馬克斯、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的唯物史觀的美學思想，對於美的認知理念和創作表

現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若對這些美之根源性的學問無法深入洞悉，則形成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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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中的盲點。至少對於各類藝術形態，及其創作原理，如造型性、抽象性、原始

性、結構性、超現實性等等宜有相當的了解。 

三、教育學：美術（博物）館的基本功能是對大眾實施多元性的文化教育工

作，是終身和全人的美感教育，因此必須掌握教育的原理和方法。諸如，教育哲

學、教育原理、教育心理學、藝術教育史、教育行政、教育社會學、心理輔導、

藝術治療、文藝心理學、情緒心理學等等，均宜有所涉獵，並能明瞭其理念，如

此才易帶動和輔導藝術家的積極創作，以及民眾正確而深入的欣賞各種展品並熱

烈參與相關活動。教育學的基本意義，從生物學的觀點言之，是幫助個人適應其

生活環境，促進其生活的圓滿愉快；從心理學的觀點言之，是改變舊習染和養成

良好的行為；從社會學的觀點言之，是促進人生良好的成長和發展的歷程；從教

育哲學的觀點言之，教育乃是在促進個人身心良好發展，同時兼顧社會生活的良

好適應。綜合起來，我們推行社會美術（博物）館教育工作，基本教育理念，應

是引導和輔導社會大眾進入和享受知識性、美感性的生活領域，同時增進其欣賞

與創作的能力，進而貢獻其所學於社會，使社會的本質和風氣不斷的改善和提

昇。一位稱職的美術（博物）館長，在學問方面，最少要在行政、藝術、教育三

個領域有所研究，因為其所主持和營運的機構主要功能的發揮，是行政、藝術、

教育三位一體的。 

再談「養」。「養」與「學」是極相關的，讀聖賢書行聖賢道成就大善，反之

不如無學。依張群先生的人生經驗，在他所著《談修養》一書中，認為一個人應

注意的有五方面，那便是養身、養心、養慧、養量、養望。我覺得做一個美術（博

物）館長，站在領導和服務社會教育的崗位，均應留意。因為你必須現身說法，

使自己的表現成為一種楷模和表率，也可以享受人生更高的美的心境。 

張群先生認為「養身」的要點有三，即是規律的生活、愉快的心情和勤勞的

習慣。「養心」的要領有四，為虔誠的信仰、淡泊的胸襟，堅毅的意志、永恆的

熱忱。「養慧」的要點亦有四項：（一）寧靜──要有冷靜的頭腦。（二）去蔽─

─要有客觀的態度。（三）求知──要有好學的精神。（四）實踐──要能力行力

求貫徹。「養量」也有四點：謙抑以處世，寬恕以待人，忍耐以自制，和諧以客

眾。「養望」的要點，是以公誠化憤怒；以負責樹眾信；以服務為領導；以犧牲

求創新。7以上五養，深入淺出，句句珠磯，是做一個人面對現今社會修己待人

的指標；尤其是處理民眾問題上，必須掌握的原則。以上是僅就一般性的涵養而

                                                        
7 張群，《談修養》，中央月刊杜出版，民國 58年，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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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至於專業的涵養也極重要。論在美術（博物）的領域中，就業務性質所近，

在理論或創作，或在理論及創作兩方面能有深入而專精的研究，對於業務的創新

和帶動，必能提高其功能，則是不言而喻了。 

 

陸、結語 

以上謹就感念所及在美術（博物）館館長應具備的實質條件略陳五項，供作

參考。一方面我們覺得應具備的條件很多，又怕條件限制愈多，人才愈難求，最

後我想強調兩點：第一，「為政在人」的古訓，至今仍極重要，雖然不一定是「人

存政舉，人亡政息」，但人的素質仍極重要，若用人不妥，可能造成行政上頗多

困擾。第二，目前是一個組織動員的時代，雖然館務發展需要好的領導人才，各

級單位主管也同樣重要，行政工作是一個群體功能，在單位整體組織完備、精密

分工合作的情形下，可以發揮很好的功能。主持者縱然某一部分形式條件上略有

不足，只要全心投入努力以赴，博採眾議，不斷研究改進，必會日臻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