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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氣候變遷，人類面臨永續生存危機，臺灣無法免於其難，全球水環境劇變、人類對環境過

度自信心態，致使人們對環境歷史意識缺乏，直接影響生存與文化資產保存風險。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自台江地方學「扛茨走溪流」研究與行動中，在

曾文溪畔人與自然互動中，領悟「水會找到回家的路」。面對臺灣水文化的課題，臺史博所回

應的是環境課題；這是為何博物館延續台江曾文溪，走向嘉南大圳的研究動機，唯有瞭解過去

人與環境共處之道，可能為當代生存帶來新的反省與思考。 

臺史博幸於 2020 年嘉南大圳開工百年之際，組構一個跨歷史人文、工程、文化資產、環

境教育等領域的行動團隊1，這些行動團隊由各公私部門中最小單位共組，在行動討論中形成

決策與實踐力，是跨域團隊最大的優勢。 

博物館作為公共平台，想像如何在跨專業領域間創造出博物館式的討論機制與方法、目標，

運用博物館工作方法創造共學機制、引領團隊共同研究與未來策展，是實踐過程中最大挑戰與

難題，激發各工程單位察覺自身承載的文化價值。 

總言之，臺史博運用博物館方法，從溝通與人文面向協助工程技術科普化及職人精神文化

化、運用博物館方法轉譯科普人文化，對社會傳達環境歷史的知識平權，創造議題討論平台，

促成社會討論機制，提升臺灣社會有面對水環境變遷的應對知能。 

 

 

 
1 嘉南管理處（原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雲林管理處（雲林農田水利會）、臺南市文化資產處、中央研究院地
理專題研究中心、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雲林山線社區大學、水圳教育

聯盟、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南區氣象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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