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今的臺灣，因社會需求與經濟發展，正是人口大量湧入、文化相互碰撞的時代，也是新

媒體敘事蓬勃興起的時代。國立故宮博物院（簡稱故宮）長年專注於活化博物典藏與數位

轉譯等業務，期待數位科技可成為策展人、典藏文物與觀展人之間緊密的催化劑。於是，

由故宮、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順益台灣

原住民博物館等館所，共同策劃「臺灣意象：變動中的臺灣人」數位展覽，便在此催化下

誕生。

▌游閏雅、林致諺

從「人群交會」到「文化雜揉」─
淺述「臺灣意象」數位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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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Cultural Diversity）」與
「雜揉文化（Cultural Hybridity）」

  2022年 12月政府舉辦《消除一切形式種族

歧視國際公約》（ICERD）國家報告發表記者

會。此次報告以「多元文化」為核心，述明臺

灣因歷史文化受到中華文化、南島文化影響，

又曾受荷蘭、西班牙與日本等殖民政權治理，

故而當今臺灣的語言、社會環境乃是此多元文

化交織下的產物。故而，面對擁有數種族群居

住的臺灣，生活在當今社會的人們則應具備尊

重包容的心態，以及習得人權重要性的理念，

用以應對漸趨複雜的臺灣社會。1「多元文化」

泛指在社會上，各族群可自由的展現其文化傳

統，進而使該族群成為社會的一員，並讓該文

化成為族群文化的一部份。2其中，多元文化相

當重視移民與少數族群經驗的「特殊性」，舉

例來說，90年代臺灣引進多元文化主義，用以

保障當時被忽視的原住民族群文化與特殊性。3

  若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臺灣經歷不同帝國

的治理，統治者的出現伴隨著新制度、文化、生

活型態以及移民群體。新移民群體的到來，必定

會與原居住地的群體接觸、交流，甚至是矛盾與

衝突，最終凝煉出混雜著多種文化特徵的產物。

由此可知，臺灣島上豐富且複雜的文化，或可追

溯自百年歷史的積累，或可源自於臺灣島上各

族群交流後，凝聚而成的文化想像。上述有關

臺灣歷史與文化的概述，相較於重視「特殊性」

的多元文化，由人類學者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提出的「文化雜揉」理論似乎更為相

近。霍米．巴巴認為，在後殖民主義中，殖民者

與被殖民者的文化通過不斷交涉、相互作用與衝

突所構成的不穩定之連續過程可被稱為「文化的

雜揉性」。4此種文化的雜揉性，打破過去殖民

主體與被殖民個體、內部與外部、核心與邊陲的

二元對立狀況。殖民者的文化並非單方面的強勢

與壓制，被殖民者的文化也非全盤的容納與吸

收，而是在文化的融入與分裂下，逐漸顯現殖民

者與被殖民者文化的共同性及混雜性。5

圖 1　「臺灣意象」展主視覺　本院數位資訊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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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於故宮南院開展的「臺灣意象：變動

中的臺灣人」新媒體藝術展覽，或可視為上述

論點之試金石，此展嘗試透過「文化雜揉」理

論回頭檢視臺灣的族群發展，期待可跳脫西方

二元分法思維，進一步從對等的視角思索人群

的不同面向。

變動中的臺灣人：族群與文化的「雜
揉性」
  首先，本展主旨在於探問「什麼是臺灣

人？」為此，策展人團隊嘗試從「族群」與「雜

揉」兩條軸線展示人群在臺灣歷史上交會後，

所留下的紀錄、文物與遺跡。一方面呈現各時

期人群如何互相影響、爭執、交融，形塑出特

殊的「臺灣人經驗」；另一方面則透過臺灣人

經驗的雜揉性（hybridity），探尋臺灣社會不同

人群之間的關係，尋求更為開放、相互連結的

可能性。（圖 1）

  在展覽脈絡方面，本展由四個展區組成，以

人群為主題的「遭遇與接觸」展區與「人群的交

會」展區；以及以雜揉為主題的「文化的雜揉」

展區與「人群的多重對話」展區。「遭遇與接觸」

展區中，透過外來訪客與臺灣住民的視角，展示

十七世紀以來臺灣島上人群交流的情況。根據荷

蘭、日本、中國的文字紀錄與圖像記載，可知多

數的外來訪問者在到訪臺灣後，抱持新奇的目光

觀察當時住民的生活，並在紀錄時融合自我文化

的想像；另一方面，臺灣住民也將外來訪問者帶

來的新事物，融入日常生活中。而當時統治者為

求宣傳教義或與方便治理所「發明」的工具，如

《新港文書》，今日甚至成為某些族群重建文化

的重要線索。6（圖 2）

圖 2　 「遭遇與接觸—初來乍現的臺灣」展區，選用荷蘭歐弗特達波（Olfert Dapper）《第二、三次荷蘭東印度公司使節出使大清帝國記》、日本 
《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秀姑巒）島之記》兩書的插圖，以及清代的〈臺灣番社風俗圖〉，呈現各地描繪臺灣住民與民俗圖像
之差異。　本院數位資訊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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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群的交會」展區，首先說明不同時期

的政府（具有組織架構的統治者）如何將人

群分類為「族群」，而族群的類別則根據人

口流動與通婚等情況，如同拼圖一般，不斷

被打散、組裝。7此區亦藉由潘敦仔（1705-

1771）的文物影片，向民眾展示潘敦仔多重

形象：岸裡社頭目與官方的總土官、通事。

其次，隨著環境與時間遷移，人群的概念也

不斷轉變，使得概念間的「夾縫」或「重疊

處」，出現難被明確界定的少數群體。而這

些少數群體的境遇，也成為許多影視作品的

重要題材。如：2003年的電視劇《孽子》、

2016年的電影《灣生畫家─立石鐵臣》、

圖 3　 「人群的交會—難定位的人」展區中，播放以〈敦仔衣冠盛粧圖（岸裡社頭目潘敦仔像）〉與〈忠義統轄九社岸裡大社主敦翁行樂圖〉為主軸
的文物影片。 本院數位資訊室提供

圖 4　「人群的交會—難定位的人」展區之燈箱裝置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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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歷史劇《斯卡羅》等等。（圖 3、4）

  在人群交會與互動的過程中，文化基於各

自的差異性，將於霍米．巴巴提出的「第三空間」

（the third space）中不斷競爭與協商，最終創造

出新的文化。8在「文化的雜揉」展區中，將以

前述之族群發展為基礎，聚焦於各族群交融後

的文化產物：如宗教信仰、民俗樂曲、美術工

藝等，由此顯示不同人群對於文化的想像殊異。

宗教信仰是人群交流的重要驅力之一，其儀式

與祭祀空間皆會隨時代、社會結構的轉變，顯

現人類信仰的豐富面貌。在本展區中，以雲林

北港朝天宮為例，說明信仰在人群互動中扮演

的作用。由於朝天宮歷史悠久，是臺灣中部媽

祖信仰中心，各地媽祖廟透過「進香」的方式，

建立與母廟（朝天宮）的親屬關係，甚至將各

地方信徒加以連結。這顯示媽祖信仰不僅可結

合相互對立的人群，也是結合不同社區或祖籍

群的重要媒介。9除了宗教，美術亦為文化雜揉

的重要產物，本展以具有長達千年歷史的水墨

為對象，以故宮與其他典藏單位的數位文物收

藏為主體，闡述在臺灣的藝術家們，如何運用

各時期流行的媒材，創作出混合了傳統與創新

思考的藝術作品。（圖 5、6）

  近年，臺灣社會講求自由化與多元化，各群

體紛紛宣揚各自的獨特性與純粹的傳統，卻遮蔽

掉群體內部的差別與不平等。最後一展區「人群

圖 5　「文化的雜揉—信仰中心的形成」展場　本院數位資訊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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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重對話」，將以此為背景，反思群體之間的

差異、相互認可或尊重。其中，本區的「前臺／

後臺」分說，取自社會學者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的劇場理論。高夫曼認為人

們在社會中的活動與行為，可視為戲劇表演，人

圖 6　「文化的雜揉—體驗摩登」展場　本院數位資訊室提供

們將會根據日常情境的不同，扮演不同的角色；

人與人的互動，即是不同角色之間的表演。10 

本展認為，臺灣的人們在象徵著可見的、絢麗

的「前臺」（front）演出，也在不可見的「後臺」

（back stage）堅強生存著。（圖 7、8）

圖 7　 「人群的多重對話—熱鬧、喧囂、吵雜」展區之時來運轉：我們的福
爾摩沙數位互動裝置。　本院數位資訊室提供

圖 8　「人群的多重對話—前臺／後臺」展場　本院數位資訊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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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意象展覽之數位化詮釋與轉譯
  故宮在博物館展示與教育推廣上進行新媒

體的數位化詮釋或轉譯，實已有多年。特別

是，在博物館中有人手可處理相關的數位化轉

換、並與文物典藏單位策展人合作發展數位內

容，放眼國內博物館現況已屬不易。而在長年

的轉譯經驗中，也觸及如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

術院邵志飛（Jeffrey Shaw）教授所述：「今天，

做科技爲本的藝術（technologically informed 

art），某方面來說，比過去容易，因爲科技

變得更普及、堅固和精湛；同時，也較過往

困難，因爲機器文化太普遍、太嘈了。」11如

是嘈雜的數位互動樣貌，在博物館場域內漸漸

氾濫。

  是以實務上，有鑑於新媒體對於人類趨勢

潮流的不可避免性，以及相關政策的需求必要

性，應著重於博物館場域面對新媒體使用及數

位化轉釋時的合理性。若先以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對於博物館定義：

   博物館是一個為社會服務、非營利的

常設性機構，對人類有形和無形遺產

從事研究、收藏、保存、闡釋與展示。

博物館向公眾開放、具易近性與包容

性，促進多樣性和永續性。博物館以

倫理、專業和社群參與的方式運作和

交流，為教育、娛樂、反思和知識共

享提供各種體驗。12

來思考新媒體如何合理使用於展示之面向。該

定義顯示有關博物館角色的運作，應表現其倫

理性和專業性。首先，倫理性可視為新媒體在

圖 9　「信仰中心的形成：北港朝天宮」數位展件，將朝天宮點雲資料以大面積投影的形式呈現。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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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使命、政策推動與文化多元的包容性方

面等博物館治理之上位議題，此部分已反映在

全球運用新媒體的潮流中；其次，專業性方面

除顧及科技技術的專業外，還包含文物或展覽

脈絡詮釋，以及數位化轉譯手法上的專業性。

再者，於促進公眾體驗方面，新媒體在博物館

中，尚須兼顧開放、易近性和包容性，才能達

到教育、娛樂及知識共享之效。

  是故，在博物館場域中新媒體運用的數位

轉譯與詮釋上，筆者假設實務方面，在已確認

本展在文物或展覽知識的專業性得到保證的前

提下，關鍵就在於如何達到開放、易近的數位

化轉譯手法與表現，不能淪為文本超譯或純然

用作表現外顯視覺技巧的競技場。對此，我們

關心每一個在展覽場域中出現的新媒體單元，

包含它們出現的時機、角色與詮釋轉譯的方

式，就如麥克魯漢所說：「媒體即訊息」，13

將其分為媒體形式與內容的探討，並強調內容

訊息及其傳播媒介之間有著共生關係。學者馬

素．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 1911-

1980）認為，訊息接受者不僅受到媒體內容本

身的影響，也將大幅隨著媒體形式而左右其內

容被汲取的轉變。上述理論雖廣泛應用在傳播

學中，但筆者認為，相關思維對於博物館場域

中新媒體的部分也有可探討的適用性。就如我

們選用不同的新媒體載體與展現的形式，將會

深刻地帶給民眾觀展時的結構性變化。因此，

在數位轉譯及詮釋的過程中，我們針對前述兩

者共生關係，於本展之新媒體導入過程（萃取

展覽脈絡與文物詮釋要件、解構詮釋要件的核

心、建構新媒體原型、針對設計理念優化原型、

檢視新媒體是否達到詮釋要件目的）中，也將

反覆的檢視。以下即針對部分數位展件淺述轉

譯之理念。

數位轉譯的具象化：以「文化的雜揉」
展區中的數位展件為例
一、 信仰中心的形成：北港朝天宮
  本數位展件位於第三展區「文化的雜揉」

下的「信仰的穿越」子區，從數位轉譯之初，

即選擇位於雲林縣北港鎮的北港朝天宮為本展

件主題。朝天宮作為臺灣媽祖文化形象縮影，

因歷代政權影響與人民信仰活動的鑿刻，所呈

現出的「媽祖文化總本山」與「多元文化的雜

揉」特質，緊扣著本文所提展覽脈絡。為呈現

總本山與雜揉兩主軸，前期考調即向財團法人

北港朝天宮確立相關史料，包含：三川殿廟柱

上的「憨番扛廟角」像、來自全臺奉納的捐獻

者石柱、曾經作為貧民施醫所或金融功能的兩

棟洋樓，以及象徵統治權力的捐贈匾額等等，

為媒體內容須體現的元素。14上述細節遍佈全廟

各處，因此展件所需陳述的媒體形式，需能緊

密的與建築本體相結合。

  綜上，數位體驗方式即採以大面積的投影

形式，來呈現可穿梭的虛擬空間。（圖 9）就如

紐約市立大學（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列

夫．馬諾維奇（Lev Manovich）教授指出：「虛

擬空間的聚集性與可導覽性，具備可以將多元

的元素疊加在其中，並可創造出具備象徵性

形式的空間感知。」15馬諾維奇的觀點，甚為

合適發揮於此子區之展覽論述中。關於虛擬空

間的創建，筆者即以現階段科技最接近展現建

築實貌的點雲技術（point cloud）出發。點雲技

術常使用於實體物件的逆向工程數位取值，包

含取得空間中各點位的三維笛卡兒座標（X,Y,Z）

位置資料及色彩（R,G,B）資訊數值。從文化部

文化資產局取得朝天宮點雲資料後，因整體建

築群廣袤，導致資料龐大不易於電腦處理。16筆

者即針對點雲資料進行了雜訊去除、裁切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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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比降噪等規整化的作業。使用點雲除了帶來

科學化建築的尺規及表面色彩外，其點與點之

間離散的情況，也是團隊試圖讓民眾感受穿透

朝天宮的視覺意象。

  體驗形式上，民眾可透過帶有六軸陀螺儀的

自拍棒裝置，藉由手持控制自拍棒的角度可隨

意轉換視角穿梭於點雲建築內。點雲資料獨特

的色彩顆粒叢集，具備虛擬空間中的視覺透視

感，帶給體驗的民眾在穿梭的同時彷彿有飛入

的共感，且部分虛擬空間體驗可供駐足以自由

探索，就如同參訪廟宇四處瀏覽的自然行為。

此外，在三川殿和正殿部分，還將 720度環景

實景結合在點雲空間上，希望帶給民眾更強烈

的虛擬空間聚焦性和可導覽性。（圖 10）而體

驗的內容部分，文本伊始於介紹北港朝天宮作

為媽祖文化總本山的歷史，從日治時期（1895-

1945）的《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史料、《臺灣

鐵道旅行案內》鳥瞰圖與進香照片，到廟埕前

捐獻者奉納的四海龍王石雕與石柱，皆說明政

權統治下，政策與交通影響扶持出的進香文化

現象。第二段內容聚焦於三川殿的「憨番扛廟

角」塑像，該塑像遍布全廟各處建築結構中，

展現多民族的雜揉性，確實影響島內人民的信

仰空間。第三段內容轉往正殿，除了端坐其中

的媽祖像之外，還包含各政權下的遺緒：如清

朝雍正皇帝（1722-1735）的御書「神昭海表」

匾額，以及日治時期臺灣總督所賜之「神恩浩

蕩」、「享于克誠」匾額。第四幕視角轉向建

築群後端的兩側洋樓，其建立原因，出自複雜

的市街改正計劃，與傳統信仰廟宇擴建相互角

力下的權衡妥協，除建物本體外，後續建物因

時代政權更迭，陸續作為施醫所或金融功能的

不同面貌，都反映著政權之下人群能動性的實

跡。最後整個文本收於廟方提供的進香、廟會

活動影像等，呈現多元且雜揉的文化面向，突

顯出前述兩主軸之展示目的。

二、水墨的交融與共鳴
  在本展之第三展區「文化的雜揉」中，包

含以臺灣美術為主題的「藝術風格的交融」子

展區。臺灣位於東亞島弧的中央位置，四面環

海，自古以來便是四方人群交會之所。同樣的，

臺灣長達兩百年的美術歷史亦匯聚著來自各地

的風格樣貌。因此，以何種方式呈現臺灣的藝

術特徵，也是策展團隊琢磨討論許久的議題。

於是，策展團隊決定回歸作品，以臺灣各大博

物館、美術館與私人藝術基金會的數位典藏為

主幹加以展開。在爬梳畫家生平、研究作品的

生成背景後，最終定調以水墨技法與風格，作

為此區展件之主旨。

  水墨畫，是以毛筆與墨水繪製的畫作，屬

於東亞文化的重要傳統。17清領時期（1683-

1895），流寓文人書畫家橫跨海峽來到臺灣，

帶來具有地域特色的水墨畫。日治時期，隨著

寫生觀的傳入以及臺灣美術展覽會的開辦，東

洋畫與西洋畫已成為當時美術創作的主流，以

致水墨傳統逐漸式微。18與此同時，也有畫家透

過挪用圖式、赴日求學等多種形式，試圖創作

圖 10　 民眾操作「信仰中心的形成：北港朝天宮」數位展件，觀賞三川殿 720
度環景畫面。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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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結合傳統筆墨與西方寫生觀念的作品。二戰

結束後，臺灣水墨畫分別受到來自兩方的挑戰：

渡海來臺的中國畫家群體，以及深受西方抽象

表現主義影響的新生代畫家，由此開拓出更為

多樣的現代水墨畫境地。時至今日，水墨媒材

橫跨不同領域，結合建築、設計、雕塑及數位

科技等，逐漸開展出豐富的當代藝術面貌。

  在體驗形式方面，由於展場並無實體之文

物真跡，也因此，各館所典藏的高階文物圖檔，

便扮演連結觀眾與藝術品的橋樑。在此之上，

本展將以時代為經、作品為緯，藉由七件來自

各收藏機構典藏文物：蔡九五（1887-1958）〈九

如圖〉、那須雅城（1880-?）〈新高山之圖〉、

石川欽一郎（1871-1945）〈山水圖〉、陳澄波

（1895-1947）〈清流〉、林玉山（1907-2004）〈蓮

池〉、劉國松〈韻律之流（壓眉之三）〉、陳其

寬（1921-2007）〈陰陽 2〉，加上故宮院藏之

渡海來臺畫家傅狷夫（1910-2007）所作〈蘇花

公路最高處〉等。由主題、風格、媒材等不同

角度進行分析，搭配輔助圖像呈現分析結果，

說明文化雜揉性。同時，本展件以 4K高解析互

動桌與 4K投影機播放，以期完整呈現出藝術品

的畫面細節、筆觸肌理。而在操作互動方面，

民眾可藉由點選具直覺性、易操作性的選單，

觀看互動桌及牆面投影所呈現的文物資訊及雜

揉知識點。由此，感受藝術在臺灣漫長歷史之

中，歷經不同文化來源的影響，所交織出的複

調文化特質。（圖 11、12）

圖 11　「水墨的交融與共鳴」互動展件，以 4K高解析互動桌與 4K投影機，展示臺灣水墨作品的雜揉特徵與多達五十餘件藝術品高階圖檔。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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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近年，故宮的策展風格漸趨多元與當代

化，與其他博物館、美術館共同合作的展覽亦

逐漸增加，用以強化臺灣各博物館典藏品之間

的聯動性。以本展為例，為有效發揮合作館所

的典藏特色，策展團隊嘗試由人類學與歷史學

的跨領域視角，以探討在臺灣活動的人群及其

產生的文化脈絡。不僅如此，策展團隊也關注

在臺灣殖民歷史與移民社會之下所形塑的特殊 

「臺灣人經驗」。因此，本展之展覽脈絡強調 

「雜揉性」概念，串聯族群與文化兩大核心議題，

期待為民眾呈現臺灣文化豐富的樣態。

圖 12　「水墨的交融與共鳴」數位互動展件，民眾操作互動桌觀看畫家林玉山經典作品〈蓮池〉之文物資訊與雜揉知識點說明。　作者攝

  事實上，本展自受命啟動之初即是挑戰。

首先，本次展覽內容雖有部份取材自本院典藏，

但有相當比重的內容取材自其它合作館的典

藏，致使需大幅的跨館所協調蒐集展覽脈絡展

件，且因需以數位形式展出，接踵而至的，便

是因需求而產製的院外文物高像素數位素材之

使用權與所有權歸屬問題。其次，本展覽因欠

缺真實文物展示，純以數位展示的方式呈現，

雖帶來了數位互動上較為活潑的好處，但也帶

出了數位轉譯上難以避免的主觀詮釋侷限性和

過於數位嘈躁現象之擔憂。縱使如此，團隊仍

致力拿捏展示脈絡轉換成數位化詮釋後，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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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設計間的平衡性。總之，本展以不同的媒體

形式推出了不同的觀展體驗來述說整個故事，

目的還是希望帶給民眾兼顧開放、易近性和包

容性的體驗，進而達到本展覽想表達的教育、

娛樂及知識共享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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