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氣國寶展」位於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本院）南部院區入館動線的第一間文物展

廳，除了輪流展出備受國人喜愛的〈翠玉白菜〉、〈肉形石〉及〈嬰祖丁鼎〉等「菜肉鼎」

組合，亦於每三個月重新設計展覽主軸，以獨特的面向介紹院藏精品。本檔展期為 5月 7
日至 8月 4日，以「宮闕」作為題旨，探索建築之美在繪畫、瓷、玉、漆、犀等各種材質
藝術品上的巧妙呈現。另一方面，由於展覽期間適逢 518國際博物館日，院方為此舉辦對
談沙龍，探討了從展件到實體展覽的過程，在為來訪者創造觀覽體驗時，所面臨的取捨與

思考，併錄於此。

▌策展團隊　

「人氣國寶展─宮闕」概介及展覽側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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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氣國寶展─宮闕」概介及展覽側寫

宮闕―華美絕倫的夢想建築
　　人們生活在建築之中，而所有的建築都要

靠人力、物資與技術才能完成，除了基本的實

用功能，還往往透過各種巧心與工夫，賦予建

築更多的象徵意義。例如過去的皇家宮殿，可

謂是國力的指標—佔地能夠多廣闊、樓閣可以

多高聳、裝飾可以多繁複、用料可以多奢華、

建造技術可以多先進—凡此種種，都讓「宮殿」

象徵特定時代最極致的建築之美與理想空間，

也因此成為繪畫或工藝品的熱門母題。以宮闕

為題的各式作品，反映出民間對於皇家宮苑的

遐想、後代對於歷史著名宮殿的嚮往、皇家對

皇室威儀的建構與自豪，甚至還包括人世對於

天上玉宇瓊樓的想像。

　　本次展出許多以宮殿建築為題材的書畫與

器物，除了觀察藝術家描繪建築細節與營造空

間感的不同技巧，也可以比較他們如何因應不

同質材的特色，在紙絹或器表上，打造出華麗

的宮室樓閣。原本三維空間的建築，透過畫技

轉變成二維平面的繪畫，再經過工藝匠人的詮

釋，重新翻轉為雕刻類的立體器物裝飾。平面

與立體的不斷翻轉，可以說是這次跨媒材展覽

激盪出的新穎欣賞概念。歡迎進入如夢似幻的

古代宮殿建築，一起感受這些作品對人文成就

的禮讚。

人工建築與天然山水的無縫嵌合
　　〈漢苑圖〉（圖 1）描繪雄峙在山水間的宏

偉宮苑，作者是十四世紀的元代畫家李容瑾。

夏文彥《圖繪寶鑑》提到李容瑾「畫界畫山

水，師王振鵬」。〈漢苑圖〉的確是以「界

畫」描繪樓閣臺榭，建築物上規整細密的線條，

傳達出宮殿精密繁複的印象。與院藏其師王振

鵬（1275-1328）的〈龍池競渡〉相比，〈龍池

競渡〉背景留白，以建築及其間龍舟活動為要

角；李容瑾此作則更重於表現宮殿的磅礡，不

單是殿閣櫛比鱗次，數量繁多，所佔面積廣大，

而且更挑戰與甚具氣勢的「李郭風格」山石結

合，將整座宮殿一層又一層地結構在宏偉的山

巖上。「李郭風格」的山石使用的是濕潤轉折

的筆劃，傳達雲煙變幻中的地貌，最著名者為

本院所藏北宋郭熙（活動於西元十一世紀）的

〈早春圖〉。李容瑾將人工構成的建築與自然造

就的山水嵌合在一起，打破界畫與雲頭皴的筆

墨質感差異，實為中國繪畫史中的難得佳作。圖 1　元　李容瑾　漢苑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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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傳明　仇英　畫連昌宮詞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2186 圖 3　傳明　仇英　畫長信宮詞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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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糖果般五顏六色的繽紛宮殿
　　「長信宮」是漢代在西安的重要宮殿，「連

昌宮」則是唐代在河南的大型行宮，都是歷史

上享有大名的皇家建築。傳明仇英（約 1494-

1552）所作的〈畫連昌宮詞〉與〈畫長信宮詞〉

（圖 2、3），兩幅畫上的仇英鈐印與詩塘上文徵

明（1470-1559）書蹟相同，為明末清初同一個

作偽工坊的產品。原本應有四幅，院藏僅存此

二幅。

  畫中不斷變換宮殿屋瓦、窗櫺、格扇、欄杆

的顏色與圖案，同一座殿閣的鄰近瓦片，就有鵝

黃、淺綠、粉紅、天藍、淡紫種種置換。這些建

築雖不講究工整合理，某些線條與結構甚至顯得

軟弱，但繽紛瑰麗，就像五顏六色的糖果般，與

青綠山體相互輝映。這與仇英的建築或山水真正

樣貌或風格差異很大，但當時卻出現大量的這類

「仇英風格」的作品，反應出明末清初民間對仇

英畫作的傾慕，但卻缺乏標準品可供佐證學習。

另一方面，從題材上，也呈現當時對皇家甚至神

仙宮殿園林的可愛想像。

讓當代宮殿建築成為歷史故事的舞台
　　清代宮廷因為傳教士畫家帶來西洋「線性

透視」的新畫法，對於處理大量建築的場景，

比起其他傳統畫作，更能精確掌握空間距離導

致物像的比例變化。〈畫連昌宮圖〉（圖 4）是

乾隆朝前期宮廷畫家張鎬的作品，他依據畫上

所錄〈連昌宮詞〉，描繪唐玄宗（685-762）與

楊貴妃（719-756）觀賞宮苑夜景的情況。與這

次展出的傳仇英〈畫連昌宮詞〉相比，雖然兩

位畫家想像的對象都是唐代的連昌宮，但因為

圖 4　清　張鎬　畫連昌宮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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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時代環境風尚，兩座連昌宮的樣貌十分

不同。同時也很容易感受到兩件作品對空間與

立體感交代上的差異。張鎬畫中的殿閣，懸著

各式宮燈，雖託名唐代，但皆為清代殿閣的樣

式，結構合理仔細，容易令觀者產生這些建築

確實存在的信服感。清代宮廷畫家以當時的皇

家園林建築，「再現」古代著名宮殿場景，也

顯示了皇帝對當朝建築園林的自豪與喜愛吧！

瓷盤作畫布
　　乾隆時期對於宮殿建築的描繪，曾經也轉

移至瓷器的琺瑯彩作品。展出的兩件〈琺瑯彩

紅地山水樓閣盤〉彩瓷（圖 5），即是將瓷盤作

畫布，以碧綠山水配上華麗而規整的彩色樓閣，

山、雲之間的白釉盤面，寫下唐詩「樹接南山

近，煙含北渚遙」，詩句前後分別可見「壽古」

以及「山高」「水長」鈐印。整體構圖就著圓

形器底環繞，布局為詩、書、畫，與樓閣題材

畫作相互輝映。盤外壁施以琺瑯紅釉，外底則

可見「乾隆年製」宋體楷書款，外加雙方框。

  盤面兩句五言詩作，來自初唐詩人李嶠的

〈侍宴長寧公主東莊應制〉：「別業臨青甸，鳴

鑾降紫霄。長筵鵷鷺集，仙管鳳凰調。樹接

南山近，煙含北渚遙。承恩咸已醉，戀賞未

還鑣。」1長寧公主為武則天（624-705）孫女，

唐中宗李顯（656-710）和韋皇后（664-710）所

生。長寧公主備受榮寵和疼愛，曾於洛陽和長

安陸續興建豪奢府邸。唐中宗和韋皇后亦經常

造訪長寧公主別墅，與眾臣遊宴，這首詩是李

嶠在東莊侍宴時所寫，內容首先聚焦座落於青

郊的公主別墅，天子駕臨仿如仙宮之處，官員

列隊，樂曲奏鳴的場景。接著拉遠視角，指出

此境與終南山相近，與北面的渭河遠遙。最末

近寫身旁群臣酣醉於宴席，忘卻歸途的情景。

全詩展現宮廷詩人的綺麗文風之餘，也讓讀詩

圖 5　清　乾隆　琺瑯彩紅地山水樓閣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 017877、故瓷 017878



25故宮文物月刊—第496期・2024年7月

者對於位在山林間的宮殿，有著富麗堂皇的鮮

明想像。回到乾隆時期的兩件琺瑯彩盤，在運

用「稠密」畫筆且工整勾勒的樓閣旁，2寫下描

述唐代公主山中別墅的詩句，自然流露出皇家

格局的宮殿建築意象。

雕一座山水
　　乾隆中期後盛行的玉山子，是直接將一塊

玉料雕琢成自然山水的作品，「以畫入器」的

工藝更為具體明確。3〈玉仙山樓閣山子〉（圖 6）

原材為白玉，工匠巧妙地就其三角外形及黃色

玉皮，雕琢成一座山水樓閣。走進器裡的山水，

拾階蜿蜒而上，可見樓閣側出於蓊鬱林蔭之間，

圖 6　清　乾隆　玉仙山樓閣山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0955

另一側溪澗斜穿而下，形成富有意境的對比。

器背岩面上題有乾隆五十八年（1793）御製詩

〈詠和闐玉山水圖口號〉：「留其黃浸為山色，

就以白垂作水流。事半自然得功倍，子輿氏

語有根由。」末署「乾隆癸丑御題」及「比德」、

「朗潤」兩印。

  從詩題可知玉材來自新疆和闐，詩作內容

後半引用孟子（前 372∼前 289）與其弟子公孫

丑的對話，說明在齊國施行仁政，因為民心所

向的緣故，可達到事半功倍之效的典故，以此

呼應玉匠藉由玉料的外形與色澤，巧妙地雕琢

出一座山水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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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清　乾隆　犀角雕瑤池集慶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雕 000225



27故宮文物月刊—第496期・2024年7月

立體環繞的海上仙山樓閣
　　清宮對於樓閣建築的想像，亦結合仙境主

題呈現。展出的〈犀角雕瑤池集慶杯〉（圖 7），

通過浮雕、鏤雕的方式，營造一處立體環繞的

海上仙山樓閣。沿著器外壁，可見松樹參差層

疊，人物與空間前後交錯，帶著賀禮的群仙，

或站樓閣前，或立岩石上，以及端捧著桃子的

小猴，準備向最上層的王母娘娘祝壽。口內壁

則見一浮雕雲龍紋，展現全器景致中的巔頂之

象。

跨媒材的山水建築
　　人工建築依傍於自然山水，加上人物活動、

仙鶴與松樹，構成具有吉慶意象的場景，在清

代被廣泛應用於不同質材的工藝作品。〈剔紅

樓閣人物圖捧盒〉是一件作為收納使用的大漆

盒（圖 8），盒蓋圖飾以雕漆營造層次，遠景是

雲朵圍繞的群山，近景設定為兩組亭閣人物圖，

地景則以規整的水波紋、錦地紋和回紋作區隔。

觀察細節之處，如富有秩序感的屋瓦和磚牆，

特別能發揮剔紅漆藝的紋飾細密風格。

東洋技法與山水樓閣主題
　　源自於日本奈良時代（710-794）的漆器工

藝「蒔繪」，也曾經出現樓閣倚山水的圖繪主

題。〈山水樓閣蒔繪盒〉（圖 9）主要使用金箔

和金粉裝飾，為十八世紀作品。盒蓋上的紋樣

延伸至器身外壁，主視覺為一座富麗堂皇的日

式亭臺樓閣，傍著幾乎觸及樓高的奇石，後方

遠處可見山巒層疊，及聳立的高塔，前景是河

水順流而下的接岸小橋和屋舍。雖然現況局部

金箔脫落，卻仍不減全器的絢麗風采。

圖 8　清　剔紅樓閣人物圖捧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漆 000013 圖 9　 18世紀　日本　山水樓閣蒔繪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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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側寫：從展件到現場的完成
　　 今年 518國際博物館日主題「博物館致

力於教育和研究」（Museums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強調文化機構提供全面性

的教育體驗。4

　　博物館難能可貴的地方之一，在於其為創

造現場實際體驗的場所。雖然數位時代的今天，

打破現實與虛擬的藩籬，以及透過數位展示、

轉化和開放平臺觸及更多受眾，提供更多元自

由的選擇，是當今博物館的潮流，然而歸根究

柢，仍有太多細節，是需要實體接觸才能感受

到、進而被感動的，例如作品真實的大小、色

澤、質感，與人們之間的相對關係等等，特別

是創作時間、空間都與現在相距甚遠的古代藝

術品。本院身為古美術類型的博物館，致力於

創造來訪者與古代藝術品邂逅的現場，在此以

展覽製作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取捨及思考，作為

紀錄與分享。

知識和美感體驗的競合
　　博物館是提供知識的所在，而藝術博物館

往往還兼具供給美感體驗的任務，然而，在實務

操作中，知識（以說明文字為大宗）和美感體驗

通常形成競合關係，知識量越豐沛越容易形成視

覺干擾；反之，若過於追求美感呈現而減少說明

文字，又可能令觀者感到不知所云。其中，尤其

是古美術類型的博物館，由於背景知識的需求與

圖 10　為求文物展示檯面簡潔，降低視覺干擾，以及文字易讀性，將說明放大輸出於展櫃附近牆面。　南院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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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較高，然而美術鑑賞又是其核心價值，兩者

之間的拉鋸特別明顯。這種競合關係沒有最佳解

方，永恆挑戰、困擾著策展人員。

　　以本展來說，為確保文物美感的彰顯，盡

可能讓文物展示檯面簡潔，降低視覺干擾，因

此自前一檔開始，嘗試將原本放置於展示檯面

的中英文說明卡，改為輸出背板，安置於展櫃

附近牆面（圖 10），讓來訪者可以專注於欣賞

文物本身，若是有興趣更進一步了解背景知識，

可自行至一旁閱覽說明。雖然展件與說明之間

稍微增加了距離，然而由於牆面輸出的字級可

以更大，具有更友善閱讀的優點；再者，相對

於一般濃縮於小卡片上的文物單件說明，除了

品名、時代、典藏編號等基本資訊，就是風格

描述、背景故事和研究知識，此次策展團隊為

每一件文物都另外下了各自的小標題，希望用

簡單扼要的語句，讓觀眾更直觀地理解該件文

物的選件理由或觀賞重點。此外，展場內配備

有多媒體觸控機臺，讓對更多資訊有所需求的

觀眾自由查閱，例如放大的器物底部、畫面細

節、未展出的配件等（圖 11）。

光：焦點的取捨
　　雖然來訪者時常難以察覺，展示燈光對於

展件的呈現、空間的整體營造極具重要性，深

刻地影響著展出效果。古美術的展陳，為了保

護文物、避免光害，通常是以幽暗的空間為基

礎，依據限制與需要斤斤計較地添加燈光，在

各種利弊得失之中修正燈光的設計與安排。

　　由於本次展出的書畫全為掛軸，因此可以

把掛畫背板向前推近，但不同以往，特別把背

板往前推進到距離玻璃約 60公分（圖 12）。照

圖 12　掛畫背牆較過去檔次往前推進 南院處提供

圖 11　 觀眾可藉由多媒體觸控機臺快速獲得更多資訊，例如放大的器
底照片。　林容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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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區區 20、30公分的背板移動距離，是在策展

人員、文保人員、展示燈光設計師一干人等權

衡、掙扎、彼此妥協下的結果（圖 13）。

　　器物展件的打燈，同樣也遇到取捨的問題。

〈犀角雕瑤池集慶杯〉的器形為倒錐形，從上方

來的光線，會被廣闊的口沿阻隔，使得側面籠

罩在陰影之中，同時，較易受光的口沿內壁上

雕飾著精采的浮雕龍紋，輕而易舉地成為視線

焦點，而作為本檔展覽主軸的樓閣殿宇，無論

多麼精工細琢，在黑影之中只能模糊一片。因

此，在多方嘗試之後，藉由把光線打到墩座白

色壁布的反光照亮側面浮雕，並減少正上方的

光量，終於突出了正確的焦點，儘管也因此而

不得不放棄乾淨的視覺呈現、平添了許多落影

（圖 14、15）。

新科技×傳統體驗裝置
　　此次展出〈翠玉白菜〉，也在與展示設計團

隊討論後，同時陳設 1：1等身 3D模型以供觸

摸體驗（圖 16、17）。本院近年致力推行文物

的 3D建模計畫，除了在網站上提供虛擬把玩文

物的樂趣，也可透過 3D列印觸摸教具。觸摸教

具雖是十分傳統的互動裝置，然而由於 3D技術

的成熟，提供了更加精確的細節，優化了觸摸體

驗，可以更實際地感受到與原作品的連結。經由

導覽志工分享，許多小朋友會在仔細摸索教具之

後、跑去認真地觀察展件，再回頭觸摸，來回數

遍而不厭倦。雖然現在的互動體驗裝置比較流行

多媒體的形式，但是博物館的經費所能產生的多

媒體裝置，完成度往往遠不及生活中的電玩、影

音產品，或許仍可考慮繼續開發實惠而有效的實

體互動裝置。

邱士華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張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林容伊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理說，畫面離觀者是越近越好，但過往背板沒

有推進到這麼前面，是因為從展櫃上方照射的

燈光，在這麼狹窄的角度下，會導致光線不均，

為保護脆弱的古書畫，畫上每一處的照度都不

能超過 50勒克司（Lux），但過於狹窄的照射

角度致使上亮下暗，而在上方亮部不能超過 50

勒克司的情況下，畫面會更顯陰暗；同時，由

於本院清宮舊藏的書畫，仍盡力維持著清宮舊

裝裱，所以特別容易因畫面不平整形成陰影，

產生視覺干擾。

　　然而，由於〈漢苑圖〉畫面特別暗沉，同

時展出的焦點是畫家對宮殿的各種細節處理，

在畫面更靠近觀者的情況下，才看得清細部的

描繪，如果因為考量視覺的均勻平整，卻看不

清楚細節的話，難免失去展出的意義。故而，

圖 13　 因打燈角度窄小，整體光線較暗，也更容易凸顯畫面凹凸陰影，
但因距離較近，仍較利於觀覽畫面細節。　南院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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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倒錐形的犀角杯，側面難以受光，然而側面
細緻的殿閣浮雕才是本次展覽重點。　南院
處提供

圖 15　 杯口沿內壁精彩的浮雕龍紋較易受光、搶戲，卻非本次展出重點，需小心調整視覺
平衡。　林容伊攝

圖 16　 翠玉白菜 1：1等身 3D模型與文物一同展出　 
南院處提供

圖 17　 觸摸教具雖是十分傳統的互動裝置，然而 3D技術的成熟提供了更加精確的細節，
有助更多元的體驗與樂趣。　南院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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