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織品以纖維為材料、透過各種技法製作而成，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藝術形式之一。位於

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的喬治華盛頓大學織品博物館（圖 1），長期致力於典藏、保存、展
示、研究與推廣世界各地的織品藝術，為了讓一般大眾更容易欣賞與理解織品文物，也為

了加強其作為大學博物館的教育功能，特別開設一個名為「織品 101」的常設展廳，作為
觀眾認識織品的第一堂入門課。

織品101─

▌杜士宜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織品博物館的教育展示

織品博物館的創建與轉型
　　織品博物館（The Textile Museum）最初由

美國私人收藏家喬治．休伊特．麥爾斯（George 

Hewitt Myers, 1875-1957）所創立，他對於織品

藝術充滿熱情，廣泛蒐集來自世界各地的地毯

與各類手工織物，對於非西方文化尤感興趣。

起初麥爾斯在自己位於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的家中建立起小型陳列暨研究室，隨著

藏品逐漸增加、展示規模日益擴大，且有感於

織品作為一門藝術的重要性沒有受到足夠重

視，1925年他將自家住宅改造為博物館，並且

開放外界參觀。多年來織品博物館持續透過舉

辦展覽與教育活動、推動學術研究與出版項目

等，向社會大眾推廣織品的藝術價值與文化意

涵。1

　　織品博物館於 1925年創立時，館藏文物

共有 275張地毯與 60件其他織品，創辦人

麥爾斯於 1957年去世時，藏品已經擴充至約

4,000件。及至近年，館藏總數已達 21,000件，

主要來自非洲、亞洲、中南美洲等非西方文化

區域，文物年代跨越逾五千年，從西元前 3000

多年到現當代的作品都有。館藏中最具代表性

的，是來自埃及、土耳其、伊朗、中亞、印度

等地區的地毯，這也是麥爾斯早年最為熱衷的

收藏品項；除了地毯以外，早期伊斯蘭織品、

歐洲殖民時期以前的中南美洲織品，以及亞洲

各國的織物與服飾，也頗具規模與特色。2

　　2011年，織品博物館與同樣位於華盛頓特

區的喬治華盛頓大學（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宣布結盟，雙方於 2012年正式簽署

協議，織品博物館加入成為大學博物館的一部

分，並於 2014年搬遷至該校新蓋的博物館建築

內。織品博物館保留其藏品的所有權，並永久

借用予喬治華盛頓大學。2015年，新的博物館

在喬治華盛頓大學位於首都市中心的霧谷校區

（Foggy Bottom campus）正式開幕，包括多個展

廳、教育空間、圖書館、研究室、博物館商店、

行政辦公室等等；另外還有一個負責藏品管理

與維護的「保存與典藏資源中心」（Conservation 

and Collections Resources Center），則座落在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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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位於維吉尼亞州的科學與技術校區（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mpus）。3

　　對於織品博物館而言，成為高等教育機構

的一部分，能夠創造許多方面的效益，包括更

寬敞且富使用彈性的空間、更完善的硬體設備、

更多元的教育推廣資源，以及最重要的—更豐

沛的學術研究與出版能量。而對於喬治華盛頓

大學而言，織品博物館的加入，可以輔助各系

所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對於博物館學、歷史或

藝術設計感興趣的學生，也能夠在這裡認識策

展、保存、教育等部門的運作方式，甚至實際

參與有趣的專案項目。此外，博物館也為該校

師生創造跨學科交流，以及與其他社區群體互

動的更多可能性。4

織品101―為初學者設計的入門課程
　　織品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不論是穿著

打扮、日常用品，還是空間裝飾，都能看到它

們的身影，但隨著機器製造幾乎取代了手工生

產，現代社會的人們對於織品如何製作反而感

到陌生。為了拉近觀眾與織品之間的距離，新

加入喬治華盛頓大學的織品博物館特別推出了

「織品 101」展廳（Textiles 101 Gallery）。（圖 2）

在美國大學的課程編號系統中，「101」通常用

於各系所學科為初學者設計的入門課程，因此

這個常設展廳的目標，正是透過平易近人的方

式，介紹織品的四項基本元素：纖維、結構、

色彩、裝飾，期待觀眾在具備織品的基礎知識

後，能夠更好地理解與欣賞博物館內的展品。5

織品的基本元素
一、纖維—觸摸原始與加工後的材料

　　本展覽首先探討的是用於製作織品的材

料—「纖維」，展場內透過簡單清楚的大型圖

示，介紹植物、動物與人造纖維三大類別，以

及這些纖維是如何取得或生成，而纖維又是如

何轉換為紗線。

  現場設置了一座寬闊的檯面，高度大約是多

數觀眾雙手可及的位置，用以展示上述三大纖維

圖 1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織品博物館外觀　作者攝 圖 2　「織品 101」展廳入口處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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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中較具代表性的材料實例，包括棉、亞麻、

拉菲亞棕櫚（raffia）、樹皮、羊駝毛、羊毛、蠶

絲、縲縈、聚脂纖維等等。每一種纖維材料，皆

同時展示其原初採集而來的模樣、加工處理後的

狀態，以及製作完成的布料成品等三個階段。觀

眾可以近距離觀察、觸摸與比對這些實物樣本，

也可以翻閱旁邊的補充說明卡，進一步認識各個

纖維材料的特性、優缺點與用途。（圖 3）

二、結構—體驗不同的織布技巧

　　展覽第二單元討論織品的「結構」，亦即纖

維材料與紗線如何構成一件織物，首先介紹三

種基本結構方式：將垂直與水平方向的紗線相

互交織（woven）、將纖維融合在一起（fused），

以及將紗線進行圈套或編結（looped）。館方也

透過工藝家的創作，具體呈現上述三種結構方

式衍生出的組織結構與實際效果。（圖 4）

  現場還有十餘件可供觸摸的布料樣本，包

括平紋、斜紋、緞紋、綴織、濕氈、針氈、鉤

編、針織、編結等等，讓觀眾具體感受其中的

差異。如果想要進一步探索，展廳內提供了逾

二十種織品結構的樣本示例與基本解說，做為

參觀與學習的補充素材。此外，展場設有一座

圖 3　透過圖文與實例的搭配，介紹織品常見的纖維材料。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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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織布機的互動裝置「經線與緯線」，觀眾

可以在預先繃好垂直方向經線的框架內，使用

水平方向的彩色繩索—也就是緯線—前後穿

梭，透過經緯線的變化組合，就能創造出不同

的組織與紋理，在體驗織布樂趣的過程中，也

能加深對於各種織品結構的印象。（圖 5）

三、色彩—瞭解織品的顏色從何而來

　　展覽第三單元聚焦於織品的「色彩」，展

廳中設置一面大型的色環（color wheel），呈現

最基本的十二色，也可以用於說明對比色、混

合色等基礎概念。

  位於色環兩側的說明板，則以圖文搭配的

方式，介紹六個織品上常見的色彩，包括黃、

紅、藍、紫、棕、綠，說明人們如何結合科學

知識與創意，在生活環境中尋覓各種資源，為

織品賦予豐富的色彩與意義，例如木樨草、薑

黃、石榴能夠創造出黃色；茜草根、胭脂蟲、

巴西紅木可做為紅色染料；藍草、合成靛藍可

以染出藍色；墨水樹、紫螺、胭脂蟲能夠產生

紫色；核桃、指甲花可以創造出棕色；而綠色

圖 4　展廳內呈現各式各樣的織品結構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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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由藍色與黃色染料重複染色而成。觀眾

也可以翻閱牆上的補充說明卡，進一步探索不

同染料的特質與地理分布。

四、裝飾—認識多元的工藝技法

　　展覽第四單元「裝飾」，則探討人們為了

提升織品的美感與文化意涵，發展出各式各樣

的工藝技術，在織物製作的不同階段，為布料

增添圖案與裝飾。

  展覽根據「加入圖案」的時間點，將裝飾

技法分為前、中、後三大類別。第一類是在織

品結構生成之前，即已依照圖案設計，預先染

好材料並排定位置，例如伊卡、氈合等技法。

第二類是在建構織物的過程中，同時創造出圖

案，包括綴織、補充紗線、起絨、鉤編、針織

等技法。第三類是在織品結構成形之後，再於

其表面添加裝飾，例如紮染、貼布繡、刺繡、

蠟染等技法。

  考量上述專有名詞繁多複雜，館方揀選綴

織、刺繡、伊卡、蠟染、紮染等五種具代表性

的工藝技術，在展場內設置大型解說板，提供

淺顯說明與放大圖示，協助觀眾認識基本的織

品裝飾技法。

自主探索的大教室
　　在織品製作的過程中，創作者針對纖維、

色彩、結構、裝飾等等的取捨，其實都是深思

熟慮後的結果，而每一個有意識的選擇，都會

影響最後的作品成果。因此在展覽的最後，館

方邀請觀眾參與「設計你自己的織品」數位體

圖 5　「經線與緯線」互動裝置，讓觀眾體驗織布的樂趣。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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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並嘗試思考：如果我要製作一件織品—可

能是包包、毯子、上衣，哪種纖維適合使用？

哪種組織結構符合功能需求？哪些色彩能夠相

互搭配？哪種裝飾技法可以達成理想效果？ 

（圖 6）觀眾在進行體驗的過程中，會發現這些

基本元素的不同選擇，可以形成各種排列組合，

進而創造出無窮無盡的可能，而這正是織品有

趣迷人的地方，值得我們不斷地探索。館方也

在數位體驗區旁邊，設置各式各樣的織品主題

書籍，以及染織工藝所使用的工具，讓有興趣

的觀眾自由參考使用。

  此外，展廳內還設有一座大型的抽屜式展

櫃，用來存放各種教育研究用織品，包括來自

印尼的蠟染布、日本的紮染布、印度的鏡繡布、

中亞的伊卡布、中非的貼布繡庫巴布（Kuba 

cloth）等等（圖 7），館方舉辦體驗課程時，

會帶領學員仔細觀察與觸摸這些織品，認識相

關的工藝技法與文化脈絡。即使是平時，館方

同樣鼓勵人們善加利用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織

品，甚至可以從櫃中提取至桌面，慢慢地欣賞

與察看。在一般的博物館參觀經驗中，「觸摸」

通常是大忌，手指碰觸可能造成歷史文物的損

壞，並留下有害的油脂和酸性物質；然而織品

博物館選擇與所有觀眾分享這些學習資源，因

為織品的纖維材料、組織結構、裝飾技法等特

質，往往相當細微而難以察覺，唯有透過近距

離觀察與親手接觸，才能發現其中的重要訊息，

而這對於多數觀眾而言，絕對是新奇而充滿啟

發性的珍貴體驗。

　　值得一提的是，「織品 101」展廳的空間頗

為寬敞明亮，並且具有多種功能，平時作為常

設展覽，向一般大眾開放，當館方舉辦教育活

動或學校團體參觀時，僅須從旁側的儲藏室內

取出桌椅，就可以瞬間變身為教室。展廳內的

大型螢幕，平時輪流播放多部織品工藝的示範
圖 6　 觀眾透過數位方式設計織品，可以嘗試不同的結構、纖維與色彩。　 

作者攝

圖 7　展廳內的教育研究用織品，開放觀眾取出觀察與觸摸。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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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展廳可以變身為多功能教室，用於舉辦各種教育活動。　作者攝

影片，遇有其他活動時，也可用來投影或播映

其他影音內容，讓這個教育空間發揮較大的效

能與彈性。（圖 8）

從他山之石看故宮南院織品廳的教育
展示
　　位於臺灣嘉義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以下簡稱故宮南院），同樣以收藏、展示與研

究織品文物為重要特色，致力於推廣關於織品

的基本知識。目前在 S304亞洲織品展廳內，即

設有教育體驗區，藉由實物展示與圖文解說，

介紹常見的纖維材料—棉、麻、絲、毛，並透

過放大圖示、觸摸體驗以及工藝家創作實例，

說明基本的裝飾技法—織、染、繡。（圖 9）

此外，展廳內還設有一處數位體驗空間，其中

「織品小工坊」大型投影裝置，讓觀眾透過體感

互動的方式，認識日本友禪染、印尼蠟染、土

耳其印染、印度繪染等工藝技法。（圖 10）另

一項「亞洲穿衣鏡」互動裝置，則將觀眾的衣

著服飾與故宮南院典藏織品進行配對，再透過

擴增實境技術，讓觀眾體驗「穿上」織品文物

的樂趣。（圖 11）

　　相較於本文討論之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織

品博物館的「織品 101」展廳，故宮南院的織品

教育展示同樣以對於織品藝術感到陌生的一般

大眾為目標觀眾，使用簡單明瞭的語言和圖像，

力求傳達織品的基本知識，包括纖維類型、組

織結構、裝飾技法等等。二者也都相當重視參

觀體驗的互動性，設置各種多媒體與互動裝置，

鼓勵觀眾透過多感官且充滿趣味的方式，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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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織品藝術的認識。

　　不過，兩個博物館在內容設計與展示形式

上也存在一些差異，喬治華盛頓大學織品博物

館的「織品 101」展廳獨立於館內其他文物展

覽，擁有一個寬敞明亮的專屬空間，展示內容

是關於織品知識的概覽性介紹，因此有著清晰

完整的架構，參觀過程宛如閱覽教科書。展場

內提供許多纖維原料與織物成品的實例，且都

開放觀眾近距離檢視與觸摸，方便進行不同材

料間的辨識與比較，對於學習相關知識極有幫

助，整體而言，該展覽相當符合其初學者入門

課程的定位。

圖 9　故宮南院織品展廳內的教育展示　作者攝

圖 10　數位體驗空間內的「織品小工坊」裝置　羅楷盛攝 圖 11　觀眾體驗「亞洲穿衣鏡」互動裝置　作者攝



44 織品101—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織品博物館的教育展示

　　相較之下，目前故宮南院織品展廳中的教

育展示，則屬於院藏文物展覽內的輔助項目，

因此在織品基本知識的呈現上，主要選擇與展

件關聯性較高者，項目與內容皆較為簡省，並

非全面概覽式的介紹。而在數位互動裝置方面，

故宮南院所運用的資訊科技與美術設計明顯較

為出色，且裝置內容著重於趣味性的操作，有

助於創造愉快的參觀體驗，惟較少引導觀眾進

行主動性的思考，也就比較不容易對於其中的

教育訊息留下深刻印象。此外，為了配合文物

展覽的保存條件與展廳整體氛圍，目前織品教

育展示的環境亮度顯然偏暗，比較不利於觀眾

閱覽解說內容與檢視展件細節。故宮南院日後

如果有調整織品教育展示的計畫，與喬治華盛

頓大學織品博物館的比較，或許可以提供一些

思考方向。

結語
　　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的織品博物館，

自 1925年創立至今，屹立近一個世紀，從展示

個人收藏的私人博物館，發展為保存、研究與

推廣織品藝術的重要機構，再到近年與高等教

育機構結盟、轉型為大學博物館，充分體現了

小型博物館整合資源以求存續發展的智慧。在

正式加入喬治華盛頓大學之後，織品博物館透

過全新開設的「織品 101」常設展廳，以架構明

晰、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關於織品的基礎知

識，並且強調多感官學習、互動體驗與實物觀

察，不僅在大學校園內創造了一個優質的教學

與研究場域，更提供了社會大眾認識與欣賞織

品藝術的寶貴機會，而其設計理念與展示手法，

也相當值得其他從事織品保存與推廣的機構參

考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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