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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迎
接
這
難
得
前
來
的
貴
客
，
日
方

的
主
辦
單
位
東
博
和
九
博
，
本
著
﹁
策
劃

一
個
能
觸
動
日
本
知
識
分
子
的
心
靈
且
令

一
般
觀
眾
感
動
的
展
覽
﹂
︵
節
錄
自
︽
神

神
品
﹁
置
﹂
寶

側
觀
故
宮
赴
日
展
的
展
場
佈
陳

林
姿
吟

品
至
寶
︾
圖
錄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院
長
馮

明
珠
獻
詞
︶
的
原
則
，
委
請
日
方
經
驗
豐

富
的
展
示
公
司
精
心
設
計
展
場
，
提
供
給

來
自
各
方
的
參
訪
者
難
得
的
參
觀
經
驗
。

其
實
許
多
參
與
﹁
神
品
至
寶
展
﹂
展
出
的

文
物
長
期
即
展
示
於
故
宮
的
陳
列
室
中
，

不
過
此
次
透
過
不
同
策
展
團
隊
為
這
批
文

物
量
身
打
造
的
展
場
，
使
我
們
對
許
多
文

二○

一
一
年
，
日
本
正
式
通
過
了
﹁
海
外
美
術
品
等
公
開
促
進
法
﹂
，
經
過
中
日
兩
方
策
展
團
隊

兩
年
多
的
籌
劃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以
下
簡
稱
故
宮
︶
的
典
藏
精
品
終
於
在
二○

一
四
年
於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
以
下
簡
稱
東
博
︶
和
九
州
國
立
博
物
館
︵
以
下
簡
稱
九
博
︶
推
出
的
﹁
台
北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神
品
至
寶
展
﹂
中
與
期
待
已
久
的
日
本
朋
友
們
見
面
。
﹁
神
品
至
寶
展
﹂
是

故
宮
典
藏
精
品
首
次
受
邀
赴
日
，
自
是
轟
動
，
除
媒
體
大
幅
報
導
外
，
預
售
票
甫
經
推
出
即
銷
售

一
空
的
盛
況
，
反
映
了
日
本
民
眾
對
本
展
的
高
度
期
待
。
展
覽
總
共
吸
引
超
過
六
十
五
萬
人
參

觀
，
顯
示
是
一
次
成
功
的
文
化
外
交
。

東博館區「神品至寶展」展覽白菜卸展後海報　作者攝

東博館區「神品至寶展」展覽白菜展出時海報　李玉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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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有
一
種
驚
艷
的
感
覺
。
因
此
在
展
陳
方

式
、
展
出
效
果
上
，
東
博
和
九
博
的
展
場

設
計
實
有
許
多
值
得
借
鑑
與
學
習
之
處
，

所
為
他
山
之
石
可
以
攻
錯
。
本
文
擬
與
大

家
分
享
筆
者
走
訪
東
博
觀
展
的
心
得
。

展
場
空
間
及
設
備
概
況

筆
者
參
觀
東
博
當
日
，
不
到
九
點
，

東
博
圍
牆
大
門
外
已
有
民
眾
排
成
長
龍
，

數
名
工
作
人
員
分
散
於
四
周
，
依
據
動
線

彬
彬
有
禮
地
引
導
觀
眾
排
隊
，
在
隊
伍
旁

並
有
一
位
耐
心
的
工
作
人
員
像
播
報
機
般

不
斷
重
複
提
醒
民
眾
入
場
參
觀
的
注
意
事

項
。
在
長
長
隊
伍
感
受
到
觀
眾
對
此
展
的

熱
切
期
待
。
九
時
半
正
式
開
館
，
筆
者
與

成
館
二
樓
左
右
兩
個
展
場
，
觀
眾
被
引
導

由
左
邊
的
第
一
展
場
進
入
，
依
次
參
觀
第

一
至
第
五
單
元
，
採
逆
時
鐘
單
一
動
線
，

再
至
第
二
展
場
參
觀
第
六
至
十
單
元
，
結

束
後
，
返
抵
二
樓
穿
堂
︵
圖
四
︶
，
展
覽

動
線
明
確
清
晰
。

配
置
精
品
、
妝
點
文
物

甫
進
神
品
至
寶
展
展
場
，
即
見
到
故

宮
的
國
寶
︿
散
氏
盤
﹀
，
展
櫃
上
方
加
上

一
塊
造
型
天
花
，
下
方
銘
文
的
大
型
輸
出

看
板
以
暖
光
照
明
，
而
櫃
內
文
物
則
投
以

自
然
光
色
溫
光
線
，
聚
焦
而
神
祕
的
氛
圍

將
觀
眾
的
情
緒
帶
進
了
中
國
皇
帝
收
藏
的

淵
源─

禮
的
開
端
。
︵
圖
五
、
六
︶

參
觀
展
覽
時
，
發
現
十
個
單
元
文

物
的
安
排
和
展
陳
一
方
面
配
合
單
元
內
容

規
畫
，
另
一
方
面
也
兼
顧
展
場
條
件
和
設

備
。
第
一
至
五
單
元
主
要
展
出
書
畫
作

品
，
這
些
作
品
的
形
式
為
卷
、
軸
和
冊

頁
，
適
合
通
櫃
陳
列
，
被
安
排
在
起
始
的

第
一
展
場
。
而
第
七
至
十
單
元
則
器
物
展

件
為
主
，
這
些
文
物
適
合
多
面
觀
看
，
大

抵
陳
列
在
獨
立
櫃
中
，
安
排
在
第
二
展
場

﹁
神
品
至
寶
展
﹂
在
東
博
的
展
出
，

共
分
十
個
單
元
，
分
別
為
：
一
、
中
國
皇

帝
收
藏
的
淵
源─

禮
的
開
端
︵
中
国
皇
帝

コ
レ
ク
シ
ョ
ン
の
淵
源—

礼
の
は
じ
ま

り
︶
，
二
、
徽
宗
的
收
藏─

東
洋
的
文
藝

復
興
︵
徽
宗
コ
レ
ク
シ
ョ
ン─

東
洋
の
ル

ネ
サ
ン
ス
︶
。
三
、
北
宋
士
大
夫
的
書

─

超
越
形
式
的
魅
力
，
四
、
南
宋
宮
廷
文

化
的
光
華─

永
恆
的
古
典
，
五
、
元
代
文

人
的
書
畫─

理
想
的
文
人
，
六
、
中
國
工

藝
的
菁
華─

天
人
競
賽
，
七
、
帝
王
與
祭

祀─

古
代
的
玉
器
和
青
銅
器
，
八
、
清
朝

皇
帝
的
素
顏─

不
為
人
知
的
日
常
生
活
，

九
、
乾
隆
皇
帝
的
收
藏─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的
再
編
，
十
、
清
朝
宮
廷
作
坊
的
名
品─

多
文
化
的
交
流
。
這
十
個
單
元
分
置
於
平

觀
覽
民
眾
一
同
從
博
物
館
園
區
外
門
入

園
，
迫
不
及
待
的
進
入
﹁
神
品
至
寶
展
﹂

的
展
覽
場
地—

平
成
館
。
︵
圖
一
︶

平
成
館
是
東
博
為
紀
念
日
皇
太

子
成
婚
，
特
別
建
造
的
新
展
覽
館
，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落
成
啟
用
。
現
代
性
的
建
築

內
，
有
上
下
兩
個
寬
廣
的
樓
層
，
一
樓
係

以
日
本
的
考
古
展
示
為
主
，
二
樓
則
為
東

博
舉
辦
大
型
特
展
的
場
所
。
進
館
一
映
入

眼
簾
的
是
一
幅
懸
掛
在
手
扶
梯
上
方
的

大
型
﹁
神
品
至
寶
展
﹂
宣
傳
帆
布
︵
圖

二
︶
，
以
鮮
艷
的
檸
檬
黃
底
烘
托
的
展
名

及
各
項
人
氣
文
物
，
沐
浴
在
照
射
進
大
廳

的
日
光
及
間
接
光
下
，
相
當
醒
目
。
﹁
神

品
至
寶
展
﹂
的
展
場
位
於
二
樓
，
登
上
電

扶
梯
時
可
見
由
日
本
人
氣
男
星
谷
原
章
介

代
言
的
語
音
廣
告
海
報
，
矗
立
一
側
。

︵
圖
三
︶
踏
上
二
樓
，
在
進
展
廳
前
，
語

音
公
司
在
入
口
處
擺
設
了
攤
位
，
供
觀
眾

租
借
設
備
，
而
展
覽
的
日
文
及
英
文
版
說

明
書
，
則
放
置
於
入
口
旁
自
由
取
閱
，
內

容
詳
載
此
展
的
展
場
平
面
圖
、
參
觀
動

線
、
展
品
清
冊
及
每
個
文
物
的
展
出
期

程
，
以
作
為
引
導
。

圖一　平成館外觀　作者攝

圖二　平成館一樓大廳與張掛在一樓大廳的「神品至寶展」主視覺　作者攝圖三　人氣男星谷原章介所代言的語音海報　作者攝

圖四　標示參觀動線及單元名稱的展場平面圖　取自展場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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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區
，
也
是
參
觀
動
線
的
最
後
一
區
，
而

器
物
、
緙
繡
、
書
畫
文
物
各
半
的
第
六
單

元
，
則
安
排
在
第
二
展
場
的
後
區
。
這
樣

的
安
排
，
實
與
兩
個
展
場
的
空
間
格
局
有

關
。

兩
展
場
格
局
相
對
稱
，
各
分
前
後
兩

區
，
前
區
空
間
高
度
較
高
約
八
米
，
第
一

展
場
由
沿
壁
配
置
高
約
五
米
的
淺
灰
色
壁

布
通
櫃
，
中
央
高
櫃
將
此
區
分
割
為
前
後

兩
進
。
第
二
展
場
空
曠
可
靈
活
放
置
四
面

觀
看
的
獨
立
櫃
及
施
作
多
量
造
型
木
作
為

隔
間
，
使
得
展
覽
空
間
更
富
變
化
。
兩
展

場
後
區
空
間
皆
為
天
花
高
度
較
低
，
同
樣

配
置
高
度
較
低
的
淺
灰
色
壁
布
通
櫃
。
主

辦
單
位
規
劃
由
第
一
展
場
進
第
二
展
場
出

的
參
觀
動
線
，
除
了
考
慮
到
作
品
時
代
先

後
，
更
配
合
場
地
特
質
和
展
場
原
有
的
設

施
，
實
可
謂
用
心
良
苦
。

這
樣
的
用
心
，
在
展
示
設
計
上
考
量

兩
空
間
不
同
的
設
施
特
質
，
做
不
同
的
設

計
思
考
和
表
現
，
也
可
見
一
斑
。
如
第
一

展
場
五
個
單
元
以
現
有
的
通
櫃
展
出
書
畫

作
品
，
所
以
配
合
展
品
陳
設
需
求
在
現
有

設
備
中
增
加
機
能
性
木
作
，
在
高
約
五
米

的
展
櫃
內
，
搭
配
依
文
物
的
形
式
，
如
立

軸
、
手
卷
、
冊
頁
、
古
籍
及
器
物
等
，
製

作
所
需
的
小
型
木
作
，
如
藍
綠
色
、
藏
青

色
、
黑
色
等
不
同
色
彩
的
墩
子
、
斜
台
、

背
板
等
，
以
烘
托
展
件
。
︵
圖
七
︶
並
在

高
通
櫃
的
空
間
中
央
與
四
周
，
搭
建
少
量

具
有
安
裝
燈
具
功
能
的
黑
色
造
型
牆
及
隔

間
牆
，
藉
以
在
寬
廣
通
透
的
空
間
中
，
區

隔
出
不
同
小
單
元
的
場
域
，
如
單
元
三
、

單
元
四
、
汝
窯
展
區
和
官
窯
展
區
等
。

︵
圖
八

∼

十
︶

這
些
展
出
的
書
畫
類
作
品
屬
有
機
材

質
，
雖
因
文
物
維
護
需
求
，
照
明
不
得
逾

越50 lux

，
但
進
入
第
一
展
場
，
與
故
宮
書

畫
陳
列
室
常
被
觀
眾
抱
怨
的
昏
暗
氛
圍
大

異
其
趣
，
這
是
因
為
高
展
櫃
內
均
質
白
光

打
在
淺
色
壁
布
所
反
射
出
來
的
漫
射
光
，

補
充
了
空
間
的
基
本
照
明
。
如
此
的
安

排
，
使
得
即
便
櫃
深
達
一
公
尺
，
民
眾
亦

能
清
楚
地
欣
賞
宋
代
書
畫
。
基
本
上
照
明

文
物
的
白
光
和
照
明
櫃
外
圖
板
的
黃
光
構

成
場
地
中
光
的
層
次
，
柔
和
的
包
圍
著
文

物
。

在
此
區
的
色
彩
上
，
櫃
外
的
造
型
牆

及
隔
間
牆
以
無
彩
色
的
黑
色
為
主
，
櫃
內

除
了
原
展
櫃
內
淺
灰
色
的
壁
布
外
，
其
他

色
彩
的
運
用
落
在
高
櫃
內
擺
放
的
斜
台
座

及
懸
掛
立
軸
的
木
作
上
，
使
用
色
彩
包
括

綠
色
、
藏
青
色
等
。

相
對
於
第
一
會
展
場
的
簡
潔
，
第
二

展
場
因
場
地
空
曠
，
設
計
上
則
顯
得
較
為

多
樣
化
，
包
括
裝
修
最
複
雜
、
環
境
照
度

最
低
、
給
予
色
彩
最
濃
郁
的
第
六
單
元
；

設
計
概
念
結
合
作
品
特
色
的
第
九
單
元
多

寶
格
展
區
；
凸
顯
︿
玉
人
與
熊
﹀
及
︿
霽

圖五　由造型天花所引導的入口設計　李玉珉提供圖六　聚焦而神秘的破題展件「散氏盤展區」　引自東京國立博物館官網

圖七　通櫃中擺放黑色綠色等不同色彩的各式木作　蔡承豪攝

圖十　具有安裝燈具功能的第四單元隔間木作　李玉珉攝

圖八　汝窯展區　李玉珉提供

圖九　具有安裝燈具功能的黑色造型牆—官窯展區　引自東博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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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上
加
裝
小
角
度
燈
具
，
增
加
了
文
物
聚

焦
性
。
設
計
師
刻
意
縮
小
視
覺
開
窗
的
方

式
，
使
觀
眾
的
焦
點
自
然
集
中
至
位
於
各

通
櫃
內
量
體
不
大
的
瓷
器
、
漆
器
和
緙
繡

展
件
身
上
。
︵
圖
十
一
、
十
二
︶

由
於
深
色
材
料
釋
光
減
少
、
吸
光
增

加
，
空
間
照
度
明
顯
變
低
，
巧
妙
的
形
成

﹁
神
品
至
寶
展
﹂
全
場
最
暗
的
空
間
，
此

時
任
何
外
露
的
燈
具
造
成
的
眩
光
都
將
干

擾
展
示
效
果
。
誠
如
前
文
所
提
，
櫃
外
新

加
之
木
作
正
好
成
為
櫃
外
投
光
造
成
玻
璃

反
光
及
燈
具
眩
光
問
題
時
的
巧
佳
遮
蔽
。

櫃
外
空
間
亮
度
降
低
，
可
帶
來
聚

焦
效
果
，
卻
也
連
帶
可
能
引
發
觀
眾
在
閱

讀
櫃
外
說
明
文
字
上
的
困
難
性
。
為
維
持

空
間
低
照
度
，
又
不
失
清
晰
閱
讀
文
字
說

明
，
櫃
外
說
明
版
利
用
了
可
投
出
特
定
形

狀
的
燈
具
，
光
照
的
範
圍
與
說
明
版
尺
寸

等
大
，
在
黑
色
牆
上
將
白
底
說
明
版
照
的

如
燈
箱
般
清
晰
，
且
將
光
線
的
干
擾
程
度

降
至
最
低
。
︵
圖
十
三
︶

空
間
魔
法
與
創
造
新
明
星

在
﹁
神
品
至
寶
展
﹂
整
個
展
場
設
計

圖十一　第六單元漆器展區　李玉珉提供

圖十二　第六單元緙繡展區　李玉珉提供

圖十三　 第六單元櫃外說明版照明效果　
蔡承豪攝

圖十四　張貼於展場的多寶格空間概念解說版　蔡承豪攝

圖十五　多寶格概念空間3D圖　截自東博官網

圖十六　作為設計參考的清〈雕紫檀多寶格方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七　第九單元多寶格概念空間內部　截自東博官網

中
，
第
九
單
元
﹁
乾
隆
皇
帝
的
收
藏
﹂
的

空
間
設
計
最
別
出
心
裁
，
值
得
關
注
。
配

合
單
元
主
題
，
此
區
以
最
能
代
表
乾
隆
收

藏
趣
味
及
多
樣
性
的
多
寶
格
形
式
為
設
計

概
念
︵
圖
十
四
、
十
五
︶
，
在
深
入
瞭
解

本
次
清 

︿
雕
紫
檀
多
寶
格
方
匣
﹀
展
件
的

特
色
︵
圖
十
六
︶
，
日
方
設
計
師
對
應
在

區
域
中
央
，
放
置
特
製
的
多
寶
格
文
物
展

示
櫃
，
並
在
其
櫃
頂
上
方
天
花
懸
掛
綠
色

圓
形
繃
布
，
地
面
則
擺
放
黃
色
方
形
地
毯

︵
圖
十
七
︶
，
呼
應
並
象
徵
著
中
國
﹁
天

圓
地
方
﹂
宇
宙
觀
，
如
同
多
寶
格
以
圓
璧

玉
為
蓋
，
以
方
琮
為
外
形
的
概
念
。
並
在

本
區
的
出
入
口
及
四
周
設
置
精
心
設
計
的

木
作
，
這
些
木
作
的
面
牆
以
紅
色
為
底
，

白
邊
分
隔
，
底
牆
上
或
開
窗
，
增
加
了
空

間
的
透
性
；
或
嵌
仿
文
物
壁
扇
上
四
家
作

品
放
大
圖
版
，
而
這
些
放
大
圖
版
切
割
的

形
狀
不
一
︵
圖
十
八
︶
，
民
眾
走
在
此
一

展
區
，
就
好
像
走
入
皇
帝
多
寶
格
的
收
藏

世
界
，
而
自
己
也
不
自
覺
地
成
為
其
中
一

部
分
，
這
種
參
觀
的
經
驗
極
為
有
趣
。
設

計
團
隊
巧
妙
的
使
出
空
間
魔
法
，
讓
無
法

親
自
把
玩
的
多
寶
格
的
民
眾
對
多
寶
格
有

青
描
金
游
魚
轉
心
瓶
﹀
兩
件
明
星
展
件
的

出
口
重
點
設
計
。

進
入
第
六
單
元
，
可
發
現
天
花
板

的
高
度
較
其
他
單
元
低
，
設
計
師
大
量
的

改
裝
通
櫃
，
利
用
櫃
外
木
作
降
低
展
櫃
開

面
，
製
作
櫃
內
隔
間
以
分
割
展
櫃
長
度
，

形
成
大
小
不
同
的
瓷
器
與
漆
器
展
示
櫥

窗
，
或
為
拉
近
緙
繡
文
物
與
觀
眾
距
離
在

櫃
外
製
做
淺
深
度
具
照
明
功
能
的
畫
櫃
，

並
以
藍
色
︵
瓷
器
、
漆
器
︶
或
黑
色
︵
緙

繡
︶
壁
布
包
覆
櫃
體
內
外
。
在
文
物
照
明

上
，
除
使
用
櫃
內
燈
具
外
，
並
在
櫃
外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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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多
的
體
驗
和
認
識
。
此
一
巧
思
真
令
人

讚
歎
。另

會
場
的
最
後
以
︿
霽
青
描
金
游
魚

轉
心
瓶
﹀
及
︿
玉
人
與
熊
﹀
兩
件
展
品
作

為
展
覽
的
休
止
符
。
這
兩
件
文
物
長
期
駐

放
於
故
宮
展
廳
內
供
民
眾
參
觀
，
其
中
，

︿
霽
青
描
金
游
魚
轉
心
瓶
﹀
因
內
瓶
可
旋

轉
，
並
透
過
腹
部
開
光
，
營
造
出
金
魚
追

逐
水
草
的
生
動
影
像
，
一
直
是
觀
眾
注
目

的
文
物
。
然
而
︿
玉
人
與
熊
﹀
雖
在
三○

二
展
廳
內
，
與
故
宮
的
超
人
氣
展
件
︿
翠

玉
白
菜
﹀
一
同
陳
列
多
年
，
靜
靜
地
扮
演

配
角
的
腳
色
，
未
獲
觀
眾
太
多
的
青
睞
。

但
在
東
博
展
場
它
成
為
︿
翠
玉
白
菜
﹀
下

展
後
宣
傳
的
主
打
明
星
，
頻
頻
出
現
在
各

式
的
廣
告
和
文
宣
品
上
，
在
展
場
的
陳
設

序
列
中
又
放
在
重
要
的
壓
軸
位
置
，
知
名

度
大
增
。
除
在
東
博
展
場
內
，
創
造
出
另

一
個
聚
焦
點
外
，
回
到
臺
灣
後
，
在
三○

二
展
廳
圍
觀
的
民
眾
，
也
更
關
注
起
︿
玉

人
與
熊
﹀
這
個
揚
名
東
瀛
的
文
物
。
相
異

的
策
展
團
隊
，
用
不
同
的
文
化
眼
光
，
發

揚
了
一
件
過
去
較
被
忽
視
文
物
的
優
質
光

芒
，
如
影
星
和
球
員
從
國
外
紅
回
臺
灣
的

遭
遇
，
創
造
出
另
一
種
﹁
臺
灣
之
光
﹂
，

也
是
這
次
交
流
上
有
趣
的
現
象
。

設
計
特
色

綜
觀
全
場
，
若
將
展
場
中
幾
項
特
點

逐
一
歸
納
，
可
以
發
現
﹁
神
品
至
寶
展
﹂

的
設
計
團
隊
展
現
了
以
下
幾
點
特
色
。

一
、
大
量
應
用
組
裝
式
的
背
板
及
展
台

﹁
神
品
至
寶
展
﹂
於
二○

一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至
九
月
十
五
日
在
東
博
展

出
期
間
，
十
二
件
國
寶
書
畫
展
品
有
限
展

四
十
天
的
規
定
，
故
展
出
期
間
有
一
次
換

展
，
為
不
因
換
展
而
中
斷
展
覽
，
勢
必
快

速
完
成
替
換
展
品
的
工
作
。
故
靈
活
機
動

配
合
卸
、
佈
展
件
的
設
施
，
及
事
前
完
整

的
規
劃
，
都
是
展
示
設
計
不
可
忽
視
的
一

環
。
︵
圖
十
九
、
二
十
︶

二
、
呈
現
文
物
真
實
樣
貌
的
燈
光
與
配
色

展
場
燈
光
的
色
溫
、
顯
色
性
、
照

射
角
度
與
展
櫃
內
壁
布
顏
色
，
都
是
決
定

文
物
呈
現
的
效
果
的
重
要
因
素
。
若
二
者

配
得
宜
，
必
能
相
輔
相
成
。
﹁
神
品
至
寶

展
﹂
通
櫃
壁
布
色
彩
多
為
淺
灰
色
，
觀
察

第
一
展
場
照
明
主
要
為
顯
色
性
佳
白
光
色

溫
的
螢
光
燈
搭
配
聚
光
投
射
，
不
論
是
在

一
般
或
低
照
度
的
環
境
下
，
文
物
所
呈
現

的
顏
色
多
無
明
顯
色
偏
現
象
，
整
體
空
間

照
明
不
會
因
書
畫
作
品
的
低
照
度
要
求
而

顯
得
暗
沈
。

而
在
器
物
所
陳
列
的
獨
立
櫃
部
分
，

多
數
櫃
頂
頂
光
為
均
勻
光
及
點
光
源
，
為

彌
補
文
物
底
部
無
法
被
櫃
頂
光
線
照
亮
問

題
，
展
場
內
多
數
獨
立
櫃
展
台
上
，
安
裝

圖十八　以多寶格壁扇為發想的概念空間外牆　蔡承豪、李玉珉攝
圖十九　 第一會場的組裝陳列設備—活動式書畫

陳列木作　蔡承豪攝
圖二十　通櫃內陳列冊頁所使用之斜台　蔡承豪攝

圖二一　汝窯陳列台面照明　蔡承豪攝圖二二　〈掐絲琺瑯鳧尊〉陳列台面補光照明　蔡承豪攝

圖二三　多寶格陳列台面重點補光照明　截自東博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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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種
點
狀
投
射
燈
具
或
面
狀
反
射
型
燈
具

以
補
光
線
不
足
的
缺
失
。
︵
圖
二
一

∼

二
三
︶
另
台
座
上
所
有
與
展
品
的
接
觸

面
，
皆
有
一
片
厚
約
一
公
分
、
裱
上
淺
色

布
的
板
子
，
即
使
是
以
藏
青
色
為
空
間

色
彩
的
第
六
單
元
︵
圖
二
五
、
二
七
︶
，

以
綠
色
台
座
陳
列
玉
器
的
第
四
單
元
︵
圖

二
六
︶
、
和
以
紅
色
墩
座
展
示
琺
瑯
彩
瓷

的
第
十
單
元
︵
圖
二
八
︶
也
是
一
樣
，
相

同
的
概
念
也
出
現
在
第
三
單
元
的
冊
頁
擺

設
上
︵
圖
二
四
︶
，
少
數
則
搭
配
反
光

P
C
板
︵
圖
二
八
︶
以
補
強
。

筆
者
認
為
這
樣
的
搭
配
有
兩
種
優

點
：
一
是
文
物
底
部
光
線
反
射
的
輔
助
，

二
是
文
物
真
實
色
彩
的
呈
現
。
古
藝
術
品

展
示
，
最
重
要
的
是
讓
民
眾
能
欣
賞
到
文

物
本
身
的
美
，
包
括
文
物
真
實
色
彩
的
呈

現
，
這
常
是
鑑
賞
者
最
關
心
的
議
題
，
如

汝
窯
的
雨
過
天
青
色
、
宣
德
瓷
器
的
霽
紅

霽
青
、
明
清
青
花
色
等
。
單
純
的
頂
光
照

明
，
通
常
廣
腹
文
物
下
方
常
會
有
無
法
照

亮
的
陰
暗
角
落
，
近
白
色
是
較
不
帶
色
彩

的
環
境
色
，
是
最
低
反
射
造
成
文
物
色
偏

的
顏
色
，
也
具
有
最
多
的
光
線
反
射
率
，

頂
部
投
來
的
光
線
透
過
文
物
底
部
近
白
色

板
子
所
漫
射
出
來
的
光
線
，
增
加
文
物
底

部
的
亮
度
，
讓
文
物
底
部
可
以
看
得
更
清

楚
，
同
時
也
不
會
刺
眼
，
觀
眾
觀
賞
文
物

時
眼
睛
不
會
不
適
。
從
設
計
團
隊
在
展
台

上
竭
盡
所
能
地
使
用
各
式
輔
助
文
物
下
方

照
明
的
工
具
來
看
，
他
們
誠
可
謂
這
些
古

文
物
的
知
音
。

三
、
提
綱
挈
領
的
文
字
說
明

展
場
文
字
說
明
或
放
大
圖
版
等
，

在
展
覽
中
的
重
要
性
僅
次
於
文
物
本
身
，

能
讓
民
眾
快
速
瞭
解
及
掌
握
文
物
資
訊
和

特
點
。
在
東
博
的
展
出
的
一
八
六
組
件
文

物
，
每
件
文
物
皆
有
三
十
五
乘
五
十
公
分

大
小
、
約
九
十
字
的
作
品
說
明
版
︵
圖

二
九
︶
，
除
了
二
十
一
件
語
音
選
件
有
作

圖二八　 紅色展台陳列的琺瑯彩瓷，搭配類似燈具反光PC板。　
蔡承豪攝

圖二四　綠色展台陳列的冊頁　蔡承豪攝圖二五　藏青色展台陳列的瓷器　蔡承豪攝

圖二九　各單元文物說明版　蔡承豪攝 圖二六　綠色展台陳列的玉器　截自東博官網圖二七　藏青色展台陳列的漆器　截自東博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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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說
明
的
英
譯
外
，
其
他
說
明
版
僅
英
譯

品
名
和
時
代
，
內
文
僅
有
日
文
，
可
見
他

們
的
目
標
觀
眾
以
日
本
民
眾
為
主
。
令
人

驚
喜
的
是
，
每
個
組
件
的
作
品
並
搭
配
有

一
句
﹁
重
點
﹂
提
要
，
如
︿
書
黃
州
寒
食

詩
﹀
的
﹁
讓
乾
隆
皇
帝
迷
戀
的
傑
作
中
的

傑
作
﹂
︵
乾
隆
帝
を
魅
了
し
た
傑
作
中

の
傑
作
︶
，
青
磁
輪
花
碗
的
﹁
在
掌
中
綻

放
的
汝
窯
之
花
﹂
︵
掌
中
に
咲
く
汝
窯
の

花
︶
。
透
過
這
種
提
綱
挈
領
的
說
明
方

式
，
即
便
對
該
文
物
一
無
所
知
的
觀
眾
，

亦
能
從
所
提
示
的
線
索
中
，
迅
速
掌
握
該

件
文
物
的
藝
術
特
色
或
歷
史
價
值
。

說
明
版
配
彩
素
雅
，
幾
近
於
白
底
黑

字
，
少
面
積
的
單
色
漸
層
及
線
條
拉
出
不

同
單
元
的
差
異
，
看
似
單
調
，
但
高
反
差

色
彩
明
視
度
高
極
方
便
文
字
閱
讀
。
︵
圖

三
十
︶
文
物
說
明
版
日
文
採
明
體
系
統
字

型
，
標
題
字
高
二
・
五
公
分
、
內
文
字
高

一
・
八
公
分
，
英
文
採
黑
體
系
統
字
型
，

內
文
字
高
一
公
分
，
大
於
院
內
平
常
使
用

級
數
甚
多
，
雖
放
在
距
離
觀
眾
約
一
公
尺

深
的
櫃
內
，
由
於
展
櫃
通
亮
，
說
明
文
字

清
晰
，
觀
眾
閱
讀
輕
鬆
。

眾
，
可
說
得
以
從
更
多
的
角
度
來
認
識
這

些
文
物
，
如
此
多
樣
且
用
心
的
安
排
著
實

令
人
稱
羨
。

在
文
宣
品
方
面
，
就
筆
者
拿
到
東

博
官
方
展
覽
文
宣
品
便
多
達
四
種
︵
圖

三
四
︶
，
內
部
文
稿
也
因
開
數
、
版
面
差

別
及
宣
傳
時
間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
願
意

面
對
這
龐
大
的
撰
寫
、
改
寫
和
編
輯
工

作
，
這
讓
筆
者
深
深
感
受
到
兩
博
物
館
的

策
展
團
隊
接
待
參
觀
此
展
觀
眾
的
最
大
誠

意
。

禪
意
間
見
巧
思

﹁
神
品
至
寶
展
﹂
與
故
宮
在
二○

一
一
年
推
出
的
﹁
精
彩
一
百
展
﹂
同
屬
故

宮
典
藏
文
物
精
品
展
，
但
相
較
於
﹁
精
彩

圖三十　各單元說明版　蔡承豪、李玉珉攝

圖三一　第十單元〈書黃州寒食詩〉圖文說明版　蔡承豪攝

圖三二　第三單元「蘇氏父子」展區說明版　蔡承豪攝

圖三三　各式說明版　蔡承豪、李玉珉攝

此
外
，
壁
面
與
展
櫃
內
也
放
了
許
多

作
品
的
放
大
圖
版
或
釋
文
版
，
陳
列
較
低

檯
面
上
的
冊
頁
、
手
卷
，
櫃
子
上
方
壁
面

相
對
位
置
都
張
掛
文
物
放
大
圖
片
。
︵
圖

三
一
、
三
二
︶
這
樣
的
設
計
似
乎
多
此
一

舉
，
但
一
來
便
於
民
眾
欣
賞
細
部
，
二
來

則
是
人
潮
擁
擠
時
，
讓
外
環
民
眾
仍
有
機

會
了
解
前
方
文
物
樣
貌
的
權
宜
措
施
。
書

法
作
品
皆
有
釋
文
，
難
懂
的
釋
文
也
另
附

說
明
。
此
外
，
讓
民
眾
親
近
皇
帝
的
硃
批

奏
摺
，
則
將
有
趣
的
朱
批
擇
字
日
譯
，
並

加
上
生
活
化
的
解
說
。
︵
圖
三
三
︶

四
、
竭
力
觸
動
觀
眾
心
弦
的
解
說

﹁
神
品
至
寶
展
﹂
在
東
博
與
九
博

共
展
出
二
三
一
組
件
故
宮
文
物
精
品
，
所

有
的
展
品
在
二
博
物
館
共
同
出
版
的
﹁
神

品
至
寶
展
﹂
圖
錄
內
有
完
整
的
介
紹
，
但

兩
個
博
物
館
展
出
文
物
約
有
一
半
不
同
，

單
元
分
區
亦
略
有
出
入
，
故
兩
個
博
物
館

使
用
的
單
元
說
明
︵
東
博
十
個
，
九
博
五

個
︶
、
文
物
說
明
︵
東
博
一
八
六
組
件
，

九
博
一
一○

組
件
︶
和
語
音
導
覽
︵
東
博

二
十
一
件
，
九
博
二
十
件
︶
等
稿
和
圖
錄

亦
大
相
逕
庭
，
對
於
認
真
追
逐
神
品
的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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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百
展
﹂
策
展
單
位
和
設
計
團
隊
偏
好
富

變
化
、
有
個
性
及
戲
劇
性
的
展
示
氛
圍
，

﹁
神
品
至
寶
展
﹂
隱
約
透
露
著
日
方
特
有

的
﹁
禪
意
﹂
。

﹁
精
彩
一
百
展
﹂
的
器
物
和
文
獻

展
件
，
陳
列
於
故
宮
一
樓
的
一○

五
、
一

○

七
陳
列
室
內
，
展
場
採
用
仿
木
材
咖
啡

色
的
壁
布
、
貴
氣
的
棗
紅
色
底
金
色
字
的

單
元
說
明
版
︵
圖
三
五
︶
、
低
照
度
的
黃

圖三四　 東博「神品至寶展」文宣品，分別為東九博A4版單張DM、東博A4版單張DM、
東博十六頁版DM、東博四頁版DM。

溫
和
的
壟
罩
，
讓
文
物
在
不
過
度
干
擾
的

環
境
裡
充
分
展
露
自
己
的
風
采
，
呈
現
日

本
禪
風
簡
素
枯
淡
的
美
學
，
塑
造
可
以
靜

靜
欣
賞
、
品
玩
文
物
觀
覽
的
空
間
。
在
組

裝
配
備
的
製
作
、
造
型
尺
寸
的
拿
捏
上
，

圖三五　「精彩一百展」貴氣的棗紅色底金色字的單元說明版　作者攝

圖三六　仿文淵閣藏書樓概念的空間設計　作者攝

光
及
白
光
色
溫
照
明
，
以
及
仿
文
淵
閣
藏

書
樓
的
空
間
設
計
概
念
等
，
欲
營
造
出
國

之
重
寶
匯
聚
一
堂
的
富
貴
風
格
。
︵
圖

三
六
︶
相
比
之
下
，
﹁
神
品
至
寶
展
﹂
展

場
顯
得
素
雅
許
多
，
展
櫃
多
裱
淺
色
調
的

壁
布
與
幾
近
於
白
底
黑
色
的
說
明
版
，
裝

修
上
即
使
採
用
了
一
些
飽
和
性
的
色
彩
，

但
所
有
的
器
物
之
下
都
有
一
白
色
的
淺

台
，
透
過
自
然
光
色
溫
的
照
明
，
反
射
光

在
在
呈
現
日
本
擅
長
的
系
統
化
工
藝
美

感
，
可
以
見
到
日
本
人
一
貫
秉
持
的
嚴
謹

審
慎
的
精
神
。
看
似
略
顯
單
調
的
展
場
設

計
，
主
要
是
在
凸
顯
文
物
本
身
的
美
感
，

這
種
設
計
的
理
念
所
產
生
的
結
果
，
自
然

不
同
於
台
灣
戲
劇
性
設
計
風
格
。
為
符
合

不
同
觀
眾
群
的
需
求
，
策
展
單
位
編
輯
多

種
不
同
形
式
的
文
物
解
說
，
以
消
弭
觀
眾

對
文
物
的
陌
生
與
疏
離
感
，
其
工
作
量
是

相
當
龐
大
而
可
觀
的
。
這
樣
的
努
力
充
分

表
達
出
尊
重
文
物
、
在
乎
觀
眾
，
竭
盡
所

能
地
去
觸
動
觀
眾
心
弦
的
認
真
態
度
，
讓

民
眾
體
會
到
難
得
渡
海
前
來
故
宮
神
品
至

寶
的
美
好
。
策
展
團
隊
以
文
物
優
先
、
重

視
觀
眾
需
求
的
誠
懇
態
度
，
甚
值
得
參
照

借
鏡
。

本
文
多
賴
書
畫
處
及
圖
書
文
獻
處
赴
日
同
事
協
助
，
與

本
處
黃
雯
瑜
小
姐
的
日
文
資
料
說
明
與
翻
譯
，
一
併
致

謝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教
育
展
資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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