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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馆时间

　9:00 - 16:30（4月-10月）

　9:00 - 16:00（11月- 3月）

｜闭馆日

周一、每月最后的周五 ( 特别展示期间除外 )、

国定假日 ( 黄金周和文化日除外 )、年末年初

其他展品替换时期等临时休馆日。

｜入馆票价

  一般 :100 日元　　学生 :50 日元

乘坐市区有轨电车 2 系统 ( 开往谷地头 )

在青柳町电车站下车 , 函馆公园路徒歩

7 分钟即达。

・10 名以上的团体适用团体票价（八折）。

・居住於函馆市的在校小学・初中生免费。

・户籍设於函馆市的 65 岁以上年长者 50 日元。

・户籍设於函馆市的身心障碍者免费。

・常设展示期间周日免费。

・特别展等期间的票价有变动。

・另有其他入馆费免除规定 , 详情请向本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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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的常态展示每年随着主题不同也会变更展示收藏资料。展示内容

有市内外遗迹出土的土器、石器、土偶等考古资料；蛎崎波响的画卷以

及本地作家的油画等美术资料；市区可见鸟类和昆虫标本等自然资料；

箱馆战争和函馆大火等相关历史资料；战后的生活用具等民俗资料。

另有与本馆相关的历史资料、开拓使收集的民族资料及鱼类标本、明

治时期的展示柜等。

详情请参阅本馆的网页。



明
治

昭
和

平
成

市立函馆博物馆的发展史

1879 年 5 月 25 日开场 , 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

博物馆建筑。面积约 108 ㎡的洋风木造平房

建筑 , 搭配瓦面屋顶 , 外墙以白漆粉刷 , 窗户

则设计成上下推拉式样。正面入口雕刻着开拓

使的标志“北辰”( 即北极星 )。当初开场之际 ,

场内置有洋风木制扶栏 , 中央处并设有 5 层的

圆形陈列台。

1884 年 8 月 11 日开场。面积约 117 ㎡的洋风

木造平房建筑 , 以镀锌铁不锈钢为屋顶（早期

则使用杉木块板契合屋顶 )。外墙以白漆粉刷 ,

玄关正面的拱门和立柱为青色、窗框是黄色、

脊饰则选用白色 , 是一栋色彩丰富的建筑物。

玄关以科林斯式装饰柱搭配半圆形格窗 , 窗户

上部为半圆型 , 下部则利用砝码设计成了可上

下推拉的样式。

1891 年 7 月 1 日开场。面积约 317 ㎡的洋风木

造平房建筑。设计安装了多面窗户，以利采光

以及空气流通。作为一个北海道厅立的陈列场,

亦曾展示水产业的相关资料。1895 年转让给

函馆区 , 与其他两馆一起改编为水产陈列场第

一馆、第二馆、第三馆。其后第三馆於 1901

年废停并拆除。

水产陈列场第一馆挂上水产馆、第二馆挂上先住民族馆的牌匾。

水产馆和先住民族馆成为市立函馆图书馆附设博物馆。

市立函馆博物馆设置条例通过 , 并於市立函馆图书馆内开设事务室。

开始动工建设博物馆。

北洋博览会的观光馆作为市立函馆博物馆五棱郭分馆开馆。

水产馆、先住民族馆、旧金森洋物店成为北海道指定文化财产。

市立函馆博物馆本馆开馆。

市立函馆博物馆乡土资料馆（旧金森洋物店）开馆。

设立市立函馆博物馆友之会。

函馆市北洋资料馆开馆。

函馆市北方民族资料馆・石川啄木资料馆开馆。( 平成 5 年变更为函馆市北方民族资料馆和函馆市文学馆。)

修复工程结束 , 整修后的市立函馆博物馆乡土资料馆开馆。

市立函馆博物馆五棱郭分馆闭馆。

开拓使东京出张所内设立北海道物产纵览（观）所。

北海道物产纵览（观）所更名为开拓使东京临时博物场。

函馆公园开始动工

决定于函馆公园内建设博物场

函馆临时博物场 ( 第一馆 ) 开场

函馆公园对外开放

废停开拓使东京临时博物场 , 所藏资料移交函馆临时博物场管理。

由於开拓使的废除 , 移交函馆县管辖

函馆公园内第二博物场 ( 第二馆 ) 开场。

博物场转由北海道厅管辖。

博物场第二馆成为厅立函馆商业学校的商品陈列场。

水产陈列场（第三馆）开场 , 由函馆区管理。

博物场第一馆成为厅立函馆商业学校的商品陈列场。

博物场第一馆・第二馆更名为厅立函馆商业学校附属商品陈列场。

水产陈列场（第三馆）转让给函馆区 , 从 4 月开始成为函馆区立水产陈列场。

废停厅立函馆商业学校 , 商品陈列场交接给厅立函馆寻常国中。

商品陈列场转让给函馆区。其后变更为水产陈列场第一馆・第二馆・第三馆。

水产陈列场第三馆废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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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使函馆临时博物场（第一馆） 函馆县第二博物场（第二馆） 水产陈列场（第三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