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在 2023年 2月 2日，於臺北國際書展「藍沙龍」舉辦「這
樣看故宮，很可以」新書發表會，推介此系列以友善讀者為核心目標而編輯出版的書籍。

系列書籍固然是故宮實踐出版品友善化的關鍵一步，閱讀書籍也是一個慢讀細賞故宮文物

的過程，讓讀者跳脫展覽期間的限制，在「紙上博物館」中慢慢賞閱，隨時探索不同的發

現與疑問，是將欣賞物件／展覽無限延伸的一種可能。其效益正好與國際博物館界每年舉

辦的「慢賞日」（Slow Art Day）活動有異曲同工之妙，皆是鼓勵觀眾放緩速度，細看慢賞
文物，從中得到最大的收穫。

慢賞、慢讀、慢活─

▌林慧嫻

疫情後的重新出發

在「慢賞」活動中學習親近博物館文物
  每年四月間國際博物館界共同參與的「慢

賞日」活動，其主旨為鼓勵博物館引導觀眾

放緩速度仔細欣賞文物，自 2010年正式推出

迄今已連續舉辦 14年，近年參與之博物館多

達約 200個，共同舉辦 1,500場次的各類慢賞

活動。（圖 1）相較於現代人生活經驗中習以

為常的匆匆一瞥與快速收集資訊，慢賞是一個

不以迅速掃視的第一印象為滿足，而改以至

少 3至 5分鐘的時間，刻意放慢速度仔細觀察

作品不同細節，並在過程中發現、分析及推論

的活動。選擇在博物館的場域中舉辦其實良有

以也，因為根據《慢賞：從觀察中學習的藝術

與應用》（Slow Looking: The Art and Practice 

of Learning Through Observation） 作 者 Shari 

Tishman引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調查數字，觀眾觀看一件展

示文物及閱讀其說明文字的時間平均只佔 15到

30秒，時間如此短暫快速，觀賞所得勢必受到

限縮。Tishman認為觀眾習慣快覽快讀蒐集資

訊，也許與人類的求生本能，必須快速掃描周

邊環境並取得最大資訊，以確保身處安全場域

有關；也可能受到現代生活頻繁使用 3C產品

搜尋、閱讀「碎片」（fragmentation）資訊的

習慣影響。而博物館的展示環境與陳列方式也

有諸多限制，例如展品眾多，觀眾在有限時間

內只好加速觀賞，以免來不及一覽全貌；展示

空間中可能時常人滿為患，且座椅有限，亦不

利於觀眾放慢腳步仔細品味。因此，博物館界

每年持續舉辦慢賞日活動，其實意在鼓勵博物

館採取更多作為，引導觀眾慢看細賞。

  論者可能認為慢賞，特別是慢賞藝術品

的能力，須植基於專業訓練始能為之，然而

Tishman卻認為藉由慢賞蒐集資訊其實是人類

與生俱來的本能。自遠古以來，人類一直以觀

察自然界，包括動植物、天氣、日月星辰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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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慢賞日」（Slow Art Day）活動自 2010年迄今已連續舉辦 14年　取自 Slow Art Day官網：https://www.slowartday.com/，檢索日期：2023年
3月 9日。　Greg Neville攝影　© Slow Art Day

變化，以理解自然萬象，只是在現代生活的快

速步調中逐漸淡忘本能。而每年推動慢賞日的

「慢賞日活動總部」（Slow Art Day Headquarters 

Team）也認為觀眾在沒有專業訓練或專家協助

的情況下，藉由慢賞細看，可自行摸索學習觀

看藝術品的方法，取得親近藝術品的法門。因

為放慢速度，可以讓觀眾觀察到前所未見的細

節，觀眾自然會植基於其先備知識與經驗，分

析、歸納，自做判斷與解讀，甚至興起繼續檢

索資料以一探究竟的好奇心。

  慢賞的過程強調由觀者主動觀察分析，

其實與「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學習

理論，或是學校教育實務中的「探索式學習」

（inquiry-based learning）有關，皆是鼓勵學習者

主動觀察、提問、分析並試圖解答，教師／引

導者僅從旁協助指引。建構主義與博物館教育

關係深遠，是許多博物館學者／教育工作者長

年推動的教育理論，強調觀眾並非只是單向、

被動接受博物館傳遞的訊息，觀眾也藉其先備

知識與經驗之助，主動建構詮釋。因此，博物

館的慢賞活動有別於一般的文物導覽，博物館

只扮演引導的角色，指引觀察重點，不在觀察

過程中提供太多有關文物或藝術家的訊息，而

將其保留在觀察後的討論活動中，以鼓勵觀眾

先自行觀察及推想，再共同討論。此外，一次慢

賞活動歷時僅幾分鐘，自然不可能發現所有的細

節及獲得所有問題的解答，因此與其將慢賞視為

一次就能獲得所有答案的過程，其實應將其理解

為一個激發好奇心與求知慾，甚至啟動長期探索

與尋覓答案的過程。《慢藝術：從聖像到當代藝

術》（Slow Art: The Experience of Looking, Sacred 

Images to James Turrell）一書的作者 Arden R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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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書中收錄一個「極端慢賞」的個人經驗。

他曾以長達八年時間慢慢、重複觀賞同一幅馬

內（Edouard Manet, 1832-1883）的畫作，每次

重新觀察時，Reed總有新的發現，也有新的疑

問，並持續探尋解答，因此對於馬內的畫作有

超出他人的體會與理解，甚至以此為題出版著

作。Reed的經歷或屬極端，而一般人的慢賞活

動雖然可能只歷時幾分鐘，但仍然足以獲得新

知。以下即以博物館中的實踐，說明博物館如

何帶領觀眾進行慢賞活動。

  以加拿大的麥克馬斯特大學美術館（McMaster  

Museum of Art）在 2022年 4月舉辦的線上慢賞

日活動為例，引導者帶領參與者以約 2至 3分

鐘時間觀察作品，並於觀後開放討論。在觀察

其館藏之清代白瓷觀音像時（圖 2），雖然參與

者未必熟悉中國瓷器或佛教美術，但憑藉其先

備知識／經驗，部分觀眾已注意到觀音身上、

腳下線條的特徵，並猜測、推論出這些線條可能

的作用。這些觀察與推論是在觀眾未先獲得作品

資訊的情況下進行。美國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Art，以下簡稱 NGA）的「轉角遇見藝

術」（Art Around the Corner）活動，則長期與美

國華盛頓特區的學校合作，由博物館教育人員引

領學生以三個基本步驟—觀察、思考、產生疑

問與探索答案（See-Think-Wonder）—慢賞一件

展示文物。在博物館員引導之下，學生在集體

學習的情境中，慢慢觀察到越來越多的細節，

並描述所見、推測意義、提出未解的疑問，再

互相討論與共同激盪可能答案，從同儕的觀察

與推論中彼此學習。經由多次參訪並重覆相同

過程，學生在每次的慢賞活動中逐漸建立自主

觀察與推論的能力。根據 NGA委託民間教育組

圖 2　 McMaster美術館於 2022年舉辦的慢賞日中，邀請參與者慢賞清代白瓷觀音像。　取自該館 Youtube頻道：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nulFCSHPlHc&t=2s，檢索日期：2023年 2月 8日。　© McMaster Museum of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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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進行的評量，參與的部分學生已能自主採用

NGA建議的慢賞三步驟，親近和理解藝術品，

因此不再覺得藝術遙不可及，並能將此方法運

用於其他領域的學習活動中。NGA的實踐與一

般觀眾參觀時獨自觀察不同之處在於強調共學，

讓學習者在過程中體會同儕注意之重點及採取

之觀點各有不同，同樣的一個物件／事件可能

啟發諸多詮釋角度與想像，此過程其實也同時

是一個學習同理與多元包容的經驗。

慢賞與健康福祉
  慢賞的首要目的雖然是學習，然而觀眾在慢

賞活動進行中因為專心一意於觀察與思索，其實

可以達到一種類似心理學者描述的「心流反應」

（flow）的狀態，暫時忘卻煩惱，在專注凝神中

得到平靜與愉悅，也從觀察、推論而獲得新知

的過程中得到滿足與快樂。也因此，慢賞固然

不以抒壓為目的，但仍然有許多博物館／美術

館將慢賞與「正念」（mindfulness）或靜坐結合，

在近三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更是普遍。例如

英國的曼徹斯特美術館（Manchester Art Gallery）

特別在美術館內建構一個舒適放鬆的空間，

以舉辦「喘息空間」（Room to Breath）展覽 

（圖 3），邀請觀眾聆聽語音導覽的引導，以 4

至 5分鐘或甚至更長的時間觀看一件作品，除

了仔細觀察，也加入正念呼吸練習。觀眾可以

選擇在實體的喘息空間中慢賞與放鬆，或在線

上參與。疫情期間，該館更連續推出不同音檔，

圖 3　曼徹斯特美術館的「喘息空間」展覽　© Manchester Gallery of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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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觀眾在居家隔離時慢賞美術館精選的線上

作品，並同時練習正念呼吸、正念行走等抒壓

技巧，協助觀眾集中注意力、關注當下，放下

不必要的焦慮與煩惱，在慢賞活動中得到身心

平和的「健康福祉」（wellbeing）。目前該美

術館正針對此「喘息空間」進行觀眾研究，以

評估其對於培養專注力及提升身心靈幸福感的

效益。

  除了曼徹斯特美術館的評量，Cotter等人則

針對 155名在線上觀賞藝術作品的受訪者進行

調查，將受訪者分為只專心慢賞單一作品的實

驗組，及快速瀏覽許多作品的對照組，以調查

兩類觀賞經驗的不同效果。結果發現在實驗進

行的 10分鐘中專心觀賞單一作品者，因為有充

分時間沈浸於作品中，相較於在 10分鐘內快速

瀏覽許多作品者，在參觀後較能感受更多的正

面情緒，參觀前原有的負面情緒亦下降。相似

的效益在閱讀活動中也同樣可見。根據 Min針

對疫情期間參與線上寫作課程的大學生進行的

調查，學生們在持續練習結合正念呼吸的慢讀

技巧之後，除了學會將慢讀細讀運用於閱讀與

寫作經驗中，也學會將之延伸至現實生活中，

以放慢腳步來面對生活裏的挑戰與煩惱。甚至，

他們也從慢讀活動中學會採取更多元的角度與

觀點進行詮釋，在過程中培養同理心與同情心，

包容彼此的不同意見。這些技能在新冠肺炎疫

情險峻期間更是別具意義，讓學生們可以學習

寬容對待異己，也平靜面對疫情期間的諸多挑

戰。因此，慢讀慢賞不只是一個藉由慢慢觀察

而發現疑問、累積新知的過程，其實也具備提

升幸福感的效益。

以慢讀延伸博物館參觀經驗
  慢賞的對象其實不僅限於藝術作品或博物

館中陳列文物，生活環境裏的各樣物件皆可能

啟動慢賞細看。如前所述，Min的研究發現慢讀

圖 4-1　《神鬼傳奇》書影　©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 4-2　《黑釉茶盞》書影　© 國立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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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讀書籍可以啟發讀者以更多元角度觀察與思

考，此效益與慢賞文物有異曲同工之妙。Slow 

Art的作者 Reed則主張：「慢賞的重點不是特

定的物件，而是整體的經驗，是一個觀者與

物件持續進行的對話」。因此慢賞並非僅限於

觀賞特定類型的物件，而是強調放慢速度仔細

賞閱的過程。故宮的圖錄及《故宮文物月刊》

常被譬喻為「紙上故宮」，因為展覽總有撤展

之時，而出版品卻如同一個紙上的博物館，可

以不受展覽時間所限，供讀者慢慢閱覽，隨時

探索不同的發現與疑問，因此慢讀細讀博物館

導賞書籍，其實也是慢賞的一種類型，是將欣

賞物件／展覽的經驗無限延伸的一種可能。

  於 2022、2023年陸續出版的「這樣看故圖 4-3　《清代奏摺》書影　©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 5　「這樣看故宮，很可以」系列新書發表座談會，由主編、作者、插畫家共同推介書籍。　毛舞雲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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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很可以」系列書籍以生活化主題串連故宮

典藏文物，提供一種新的理解故宮文物的角度。

第一批的三本書—童文娥著《繪畫裏的神鬼傳

奇》（以下簡稱《神鬼傳奇》）、鄭永昌著《一

次讀懂清代奏摺》（以下簡稱《清代奏摺》）、

王亮鈞著《黑釉茶盞裏的微光》（以下簡稱

《黑釉茶盞》）（圖 4），分別討論故宮典藏之

神鬼主題繪畫作品、清代奏摺，及宋代黑釉茶

盞。三位作者將專業知識與專有名詞轉化為淺

顯易讀的文字，因此不論讀者對於故宮文物是

否熟悉，皆可在慢讀書籍的過程中慢讀細賞故

宮文物。在 2月 2日舉辦的新書發表座談會中 

圖 6　 以「知識補給站」說明專有名詞　《神鬼傳奇》書影　©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 7　以大量的局部圖片展現畫作細節　《神鬼傳奇》書影　© 國立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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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主編余佩瑾副院長偕同三位作者及繪

者馬成怡，直接面對讀者闡述如何構思書籍內

容及精心設計與讀者溝通的有效方式／橋段。

以下摘錄作者們在座談會發表的書籍編寫重

點，其實也是為何閱讀得以延伸博物館參觀經

驗的原因。

圖 8　以跨頁、多角度、局部圖片展示茶盞之微妙。　《黑釉茶盞》書影　©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 9　 隱約可見的金彩折枝梅紋　《黑釉茶盞》書影　 
©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 10　 放大局部讓葉子的蟲嚙痕跡清晰可見　《黑釉茶盞》書影　 
© 國立故宮博物院

  首先，對於想深入理解專業知識與專有名

詞的讀者，書中以「知識補給站」補充說明 

（圖 6），讓讀者既可輕鬆讀懂主題內容，也同

時深入探究與故宮文物有關的專業知識，一舉兩

得，為此系列書籍的特色之一，接近慢賞活動中

先慢慢觀察，事後再尋求專業解答的經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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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以圖表化繁為簡介紹院藏楊氏家族奏摺種類與數量　《清代奏摺》書影　© 國立故宮博物院

50

｜知｜識｜補｜給｜站｜

依據院藏楊宗仁祖孫三代謝恩摺內容紀錄，整理所獲朝廷賞賜物

品粗略分類圖表如下：楊宗仁祖孫三代獲賜物品表

賞賜物品類別
楊宗仁

（次數）

楊文乾

（次數）

楊應琚

（次數）

康熙皇帝御用遺物 1

孔雀翎 1 1

蟬（蟾）酥、離宮、辟暑、噙化、鹽水、紫金等藥錠 4 2 4

香袋 1 2

貂皮 1 1 1

紅玻璃盒 1

線纓涼帽 1

摺匣（含袱褥、鑰匙） 1

福字 2 2 8

黃絛扇墜 2

扇 (含御製題詩 ) 1 1

哈密瓜 3 4

風羊 1 4

上用名茶 1

克食 1

果乾、乳酥餅、敖爾哈布 3

御書魏徵〈十思疏〉墨搨 1

內府緞疋（蟒緞、彭緞） 2

鹿肉、狍肉、野雞 14

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 1

犯罪人口 4

御書宸翰墨刻 1

紫光閣御製詩章石刻 1

御纂春秋經解、御製繙譯書經 1

御製文初集 1

荷包 1

琺瑯鼻煙壺 1

玉暖手 1

圖 12　 以圖表整理康熙、雍正、乾隆皇帝致贈大臣的禮物類別。　 
《清代奏摺》書影　© 國立故宮博物院

次，書中出現的圖版是閱讀的輔助，也是深入

理解文物細節的工具。《神鬼傳奇》中的大

量圖片清楚呈現平常不易審視的畫作局部。 

（圖 7）《黑釉茶盞》作者則刻意選擇日本攝

影大師六田知弘拍攝的高品質文物圖片，採

跨頁、多角度、局部放大（圖 8）等方式展示

茶盞形狀及釉色紋飾微妙之處，甚至連若隱

若現的金彩折枝梅紋（圖 9），及過去古人

點茶時在盞心留下的刮痕、樹葉邊緣被蟲啃

嚙的痕跡（圖 10）皆躍然紙上，今人閱讀時

宛如在書中與宋人、與宋代的大自然相遇，

共感茶盞透出的優雅微光。《清代奏摺》作

者精心爬梳大量奏摺，編輯豐富圖表，化繁

為簡闡釋奏摺運送流程、奏摺種類數量、皇

帝致贈禮物類別等資料數據（圖 11、12），

突破單純的文字描述，清楚呈現龐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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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清　賈全　畫二十七老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554　《清代奏摺》書中插畫之創作參考大量故宮圖文資料，例如〈畫
二十七老〉中的「花翎」造型。

圖 14　 以「冰天漢節」插畫模擬經多年幽閉而形容憔悴，但仍堅持身著漢服的楊重英。　《清代奏摺》書影　© 國立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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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以插畫陰影暗示官員「伴君如伴虎」的處境　《清代奏摺》書影　© 國立故宮博物院

而插畫家馬成怡繪製的生動插畫更為文字增

色。她在創作時其實參考了大量的圖文資料 

（圖 13），也與作者密切溝通後調整修正，因此

插圖的功能並非僅止於配圖，而是藉插畫之助，

讓讀者一邊閱讀文字、一邊想像畫面。例如模

擬楊重英（?-1788）被幽閉於緬甸多年，形容憔

悴但仍堅持不願脫下漢服的畫面（圖 14），及

以陰影暗示皇帝喜怒不定，官員「伴君如伴虎」

的處境（圖 15）等，皆可讓讀者藉由插畫快速

理解書中內容，也拉近了歷史人物與今人的距

離。以上設計引導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近身

觀察每件文物，與慢賞物件的經驗相近，也模

擬歷史情境，讀者在閱讀時便能跨越時空與古

人對話，盡情追索歷史文物的故事。

  三本書固然以古代文物為主題，然而討論

的內容仍與今人生活連結。《神鬼傳奇》所述

者固然是神鬼的故事，也反映出人性的恐懼與

想望，及傳達人生體悟；《黑釉茶盞》討論的

是宋代的飲茶方式與偏好，然而結合視覺、嗅

覺、味覺、觸覺多感官體驗的茶文化，仍然是

許多人的生活日常；《清代奏摺》從故宮典藏

的 30餘萬件奏摺中，精心撿擇楊氏家族數代為

官留下的紀錄，以說明奏摺制度的發展，也同

時從楊氏家族的故事中演繹君臣關係和官場生

態的瞬息萬變，反映人生的無常變化。看似遙

遠的歷史文物，因此提供了以古觀今的各種可

能，讓讀者在生活中可以一再反芻，此經驗接

近前文所述的 Reed歷經數年「極端慢賞」一

幅作品的體驗。綜合以上，閱讀一本文物導賞

書與慢賞一件陳列文物其實有相近的經驗與效

果，皆是以較長的時間仔細賞閱推敲，也從放

慢速度中讓自我與物件／書籍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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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慢賞、慢讀、慢活在疫後重新出發
  今年的國際博物館日（International Museum 

Day）以「博物館、永續性與健康福祉」（Museums,  

Sustainability and Wellbeing）為主題，聚焦於環境

的永續發展與人類的健康福祉，有關後者，並

特別強調促進各種年齡層的健康生活，以及關

注心理健康和社會孤立議題。回顧疫情期間因

為資訊與物資不足，曾經發生對於「他者」的

排擠與孤立，其所造成的心理傷害之嚴重性並

不亞於新冠肺炎的身體後遺症。如何在未來建

構一個共生共好的世界，是疫情期間許多人反

省與討論的焦點。而如何彌補心靈創傷，營造

人與自然、人我和諧共處的疫後生活，也是許

多博物館自疫情爆發以來持續努力的目標，並

已有諸多實例證明博物館療癒人心的豐沛能量

與效益。

  除了追求健康福祉，因應全球化而產生的

人、物快速流動和因此而導致的疫情快速傳播，

以及與環境永續背道而馳的資源過度消耗，也

是重啟疫後人生的反省重點。在疫後的此時此

刻，或許以上所述的慢賞、慢讀，進而延伸為

慢活的態度與覺知，可以提供一種新的可能性，

讓我們在慢賞、慢活中摸索新的生活模式，從

放慢腳步中減緩壓力、自我成長、學習包容，

並同時減少資源的消耗，以追求環境永續。期

許我們可以在疫後共同建構以追求健康福祇、

共融共好、永續發展為首要之務的新世界。

作者任職於本院行銷業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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