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說單一人群的物品陳列，帶人看見一種文化風格；那麼，三類人群的物品相互映襯，

則彷彿讓人看見了一個社會樣態。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國立臺灣博物館（以

下簡稱臺博）、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國內三大博物館齊聚一堂，紮紮

實實拿出上百件各自的館藏，由文物來演繹臺灣史上重要的三大人群文化：原住民族、漢

人常民與宮廷官府。這是一場豐厚的摸索歷程，究竟「文物展」透過展示可以打造出什麼

樣的視覺及空間體驗？集結三館藏品實力的「原民、漢人、官府的交織『物』語」特展，

似乎玩出了一番新探索。

▌錢乃瑜

打造凝視的技術─
「原民、漢人、官府的交織『物』語」三館聯展的
展示視覺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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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三館精心策畫的聯展，先於臺北的臺博

推出第一檔展覽後，此次移師至臺南的臺史博

（圖 1），並以嶄新的面貌，重新構築不一樣的

敘事風貌，於臺史博展示教育大樓第一特展室

展出。

一個沒有展牆、沒有動線的展場
  走入臺史博展示教育大樓四樓第一特展室

當中，桌面展櫃如筵席一般攤開，於 200坪挑

高的展示空間內環視無遺。空間氛圍上的特殊

性，可以從「沒有展牆」和「沒有動線」兩大

特點切入。（圖 2、3）

  這檔展覽以「多元人群的物質文化」為內

容主軸，自三大面向展開「物」的人群觀點故

事。展場中間區塊，談的是主題一「生活的經

營」。餐具、酒器到菸具三個單元，從日常生

活的「吃喝解癮」器物，呈現原住民、漢人常

民與宮廷官府如何經營自己的生活；儘管三類

人群物質表現出極大的風格差異，卻都透露出

個別人群所渴望突顯的社會文化身分。

  展場左側區塊，談的是主題二「身體的慾

望」。以身體作為關鍵字，「我要更美麗」和「情

慾世界」兩大單元觀看不同人群如何展露時尚

和情慾。這些跟個人身體直接相關的物品配件，

是自主個性的展現？又或者關乎社會思維的影

響，甚至是社會秩序的另一種面貌？

  而右側區塊，則是主題三「關係的距離

感」，包含「看不懂的文字」、「他者的凝視」、

「禮物政治」三個單元，都在處理「關係」這個

命題。看不懂的文字，談的是「關係溝通」的

特殊符碼，圈外人霧裡看花看不懂，圈內人卻

得以獨特脈絡展開對話；他者的凝視，談的是

我群與他者互看之間，某種「距離下的人群想

像之物」。最後，禮物，則談論禮物如何作為

政治，甚至是權力關係的操作與拿捏。

  三大主題所網羅的八個物件群組小單元，

每個單元各含三館展櫃，衍生出高達於二十四

個展櫃，以群落的方式分布在展場上，但並不

存在牆面間隔，也不暗示任何行走動線，而是

選擇用「玻璃」、「細鐵」取代「木作」展櫃，

若隱若現的「紗網布面」取代「輸出壁紙」，

透過媒材的選用把展櫃的視覺量體壓到最低、

穿透度拉到最高，營造出「穿透」與「開放」

的視覺效果。

圖 1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外觀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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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視線水平上所見，幾乎皆為玻璃、紗

幕的透視或半透視，讓展場在某種若隱若現的

狀態得以一望綜覽。這樣的媒材語彙，帶給觀

眾的是一份「選擇的自由度」。在這樣的展場，

觀眾可以自由選擇如何穿梭在物件群組之間，

空間上沒有必然的先後之別，取而代之的，是

主題與主題在空間區塊上的彼此映照、遙望。

沒有先後之別的這份自由度，建立在每一個主

題、每一種物品的平等關係上，抹平館舍或策

展人的輕重評價。

  如果觀眾在閱讀動線上感到自由，不單是

因為沒有展牆、動線，而是因為內容文本上，

策展人們共同經營起平衡、對等的文化社群份

量，並向心處理共通的命題，因此觀眾無須為

閱讀的先後次序感到焦慮。當這樣的內涵精神

在空間中演繹出來時，打造觀眾的自由，便是

突顯了人群文化的對等位置。

三角聚落形成人群映照關係
  不只是單元主題與主題之間的彼此映照，

在各單元之內，「原住民族」、「漢人常民」、

「宮廷官府」三種人群的彼此對稱，也在空間當

中以「聚落」的方式確立下來。

  單元內，原住民族對應臺博展品、漢人常

民對應臺史博展品、中國宮廷對應故宮展品，

此三角映襯關係是本展覽的核心內涵。展場空

間上，以三種人群物品的展櫃安排便以「三角

聚落」型態座落，讓映照關係清楚對比，但卻

並非線性排列。

  展櫃的排列採用了兩種型態。一種是「原、

圖 2　展場入口屏風位置空間視覺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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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官」三者形成對內中心，觀眾站在中心位

置時，會發現自己被三大群塊的展櫃包圍，成

三三對視模式；另一種型態是「原、民、官」

相接連成三角體，觀眾須環繞著三角體逛一圈

觀賞三者。

  即使動線的行走是開放的，但由於單元內

原、民、官展櫃彼此三角接連，或者是三三對

視的塊狀，讓觀眾視線的轉身遊走，收攏在單

元區塊之內，而不至於發散或混亂不明。

  這個安排同樣抽離了「原、民、官」的先後、

輕重之別，如果說主題區塊的開放，建構出觀眾

在選擇上的自由度；那麼原、民、官彼此映襯的

三角聚落展櫃型態，則在空間視覺上形成文化風

格的對仗，落實了人群多元文化的對等視角。

打造「物」的多角度凝視
  這場展覽讓「文物」成為完全的主角，其

手法在於「打造多角凝視」。大部分的展櫃都

以「玻璃多面體」搭配「細鐵」，玻璃面不只

一面或雙面視角，而多是四面或五面玻璃櫃體，

讓觀眾可由四方角度進行觀賞文物。這種「多

角度凝視的開放」看似單純，實則需要多種技

術的細膩操作才能成立，越是讓每個細節都攤

開在觀眾的目光之下，就越要精細處理，因為

一旦輕忽，通通一覽無遺。（見圖 4∼ 6）

  首先是文物的支架，在四面玻璃全面開放

的目光凝視中，文物支架也成了一場技藝的展

現。必須以最「隱形」的方式打造支架，幾乎

都是以鐵件的方式咬扣文物。這需要很充裕及

圖 3　走入展場後，各單元以玻璃、鐵架形成開放視角。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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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許多展櫃皆為五面玻璃體，以此展櫃為例，前左右上為透明玻璃，背部則以透光紗幕作為與後臺玻璃櫃的隔屏。　作者攝

圖 5　 此櫃與上圖組合成一單元分說，呈五面玻璃體的形制。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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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膩的製程，才能訂製吻合、無誤差的支架，

並且涉及較為複雜多工的文保布展技術，從規

劃進度相當前期就需要較為精密的展示支架設

計與量測，並讓支架的媒材、色彩與線條都與

展示元素相襯而不突兀。（圖 7）

  再者是燈光的營造，透過燈光建立文物的

視覺焦點。此處的技術難處，在於文物及文字

都需要燈光的襯托，然而在玻璃多面體的狀態

下，從高空落下的光束卻會彼此干擾，製造陰

影，讓視覺變得紛亂。如何恰到好處的拿捏光

束，是本場的技術細節。

  最後是玻璃本身，展場上高達二十四個以

上的展櫃，每個展櫃皆為量身訂做，且有的櫃

體多達五片大玻璃，甚至部分展櫃更為複雜，

落地玻璃數量之多，光是進場先後就是一番大

工程，成本更是遽增。（圖 8）

  透過這樣一處一處的技術小細節，營造出

整場展覽的「精緻」度，從支架到燈光，把歷

史文物拉到聚光燈下，如設計精品般開放凝

視—不論庶民，不論皇室，不論族群，這些物

件的美都被對等精緻的凝視。在這樣的技術堆

疊下，這檔展覽不只是把「物」當成主角，更

是把文物的「美學視角」當成了展示主角。

圖 6　以臺博原住民的煙具器物為例，文物支架相當契合，且提供觀眾多面觀賞視角。　作者攝

圖 7　細緻的支架提高文物布展的難度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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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將臺史博真花園的展品掛上玻璃櫃中也是不小的工程　作者攝

與觀眾對話的鋪陳文本
  今日歷史文物的展覽，不只講古，更渴望

與當代觀眾產生對話。展場上，隨著「餐桌的

記憶」單元的桌面展櫃延伸出去四張圓桌，圓

桌上各式物品從空中落下，又像是從桌面上飛

起，這樣的安排讓空間中多了一點奇幻感。

  仔細看這幾張圓桌上的物件與符號，穿插

著古件與生活中可見的日常用品或符號，用這

樣的「日常選物」引導觀眾用展場中的命題，

與自己的日常生活對話。帶觀眾思考當三館的

策展人以博物館裡的歷史文物來詮釋以下命題

時，回到日常生活中，您會選出哪些物件來代

表您的生活觀點。（圖 9∼ 11）

  三大主題裡，「生活的經營」的提問是「您

如何思考餐怎麼吃、酒怎麼喝這件事？」；「身

體的慾望」的提問是：「日常穿搭所追求的美

麗，對您而言意味著？」；「關係的距離感」

的提問是：「生活裡看不懂的文字滿天飛，懂

的人會心一笑？」

圖 10　 看不懂的文字以 bbs形式呈現「顏文字」與「晶晶體」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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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看不懂的文字」為例，從空中懸掛著各

種文字如「大奶微微」（大杯奶茶微糖微冰之

意）、沙牛（沙朗牛排之意）、邱立母（cream

日語發音之意）等年輕世代或在地脈絡用語，還

有工程師才看得懂的程式語言，以及 bbs風格的

「顏文字」與「晶晶體」。透過分屬不同世代、

不同社群的語言文字，讓觀眾對這樣的主題會心

一笑的同時，感受到對「物」或「現象」的詮釋

及觀察，不只在歷史之中，也發生在日常當下。

  在「當代對話」桌面區域，企圖鋪陳出來

的展示主體，是觀眾的日常「物」思考。

物的數位奇幻歷程
  最後，貫穿整個展場的，是一支千件物品

串起來的流動影像。（圖 12）

  從空間氛圍上，八個主題衍生出至少二十四

個展櫃，以「原住民族」、「漢人常民」、「宮

廷官府」三方人群物質文化為主題，涉及的素

材風格迥然大異，如何抓出整合性的主視覺意

象，把多頭馬車組合起來？展場上採用的方案

不是靜態的符碼，而是動態的演繹；空間的主

視覺，不是「一個畫面」，而是「一段展演」。

  紗幕取代了展牆，改採動態投影的方式，

以「物的交織流轉」作為視覺意象，彙整了三

館總共兩千多件文物影像，形成數量極大的變

換展演模組，在展區到展區之間穿梭跑動，彼

此互相關聯又各自成立，用「物的過渡／變換

狀態」製造空間感。

  本影像是與程式藝術家合作，交由程式來

判讀文物的視覺特徵，從圖樣、形體、色彩、

線條等基礎，經過演算拆解判讀後，再群組組

合起來的「交織動態」。展演畫面上，可以看

圖 9　當代對話桌打造為與觀眾互動的設計　作者攝 圖 11　 「我要更美麗」的當代對話桌呈現流瀉而下的多元飾品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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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同文物群組的樣態，不論是單一形體的圖

樣流變，或者是類似形體的群像跳動，由「拆解」

到「拼組」，回應本次展覽的主題：「交織物

語」。

  多媒體讓物件創造出新脈絡，帶給觀眾不

同於實體文物凝視的感受。在視覺上，展場上

方與下方形成了「動 vs靜」、「數位 vs真品」、

「風格混接 vs自成文化」的對比。然而，數位展

演在展場上現身的意涵，不僅止於創造視覺效

果，更闡述著「靜態陳列」對照性的論述：雖

然展場上，從物件觀之的人群文化看似各自分

立、自成一格，然而「文化流動、交混、互動」

的可能性，是存在且不可無視的。在這裡，數

位與實體的詮釋形成了一組對照，互相「補譯」

彼此。

  物的數位展演與實體展陳，在「展示」、「敘

事」與「對話」的打造上如何拿捏兩者的關係，

向來是策展團隊必須思量的課題，在「原民、

漢人、官府的交織物語」特展中，數位的感官

凝視以融於空間的方式現身，在詮釋上進行補

譯而視覺效果上則是輔助增豔，卻也透過動態

數位及靜態文物的對比之間，提醒了我們，對

物的可能性探索，未完待續。

作者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助理

圖 12　 上方屏幕為動態變化的物品影像，下方為實體珍品展示，形成對照。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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