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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的新式情境展示設計—從「院藏藏傳佛教文物特展」談起

展示設計

聚
沙
成
塔
、
數
大
是
美

美
術
及
精
品
類
型
的
博
物
館
，
展
示

空
間
多
以
優
先
關
照
文
物
的
保
存
及
安
全

條
件
為
要
，
故
展
廳
以
功
能
導
向
的
展
櫃
，

陳
列
的
效
果
也
以
呈
現
文
物
的
藝
術
價
值

為
首
要
目
標
，
對
於
愛
好
藝
術
珍
品
的
觀
覽

者
而
言
，
雖
可
一
一
細
觀
文
物
精
髓
，
但
卻

也
因
為
侷
限
於
空
間
條
件
，
展
廳
的
視
覺
效

故
宮
的
新
式
情
境
展
示
設
計

從
﹁
院
藏
藏
傳
佛
教
文
物
特
展
﹂
談
起

林
姿
吟

果
難
免
失
之
呆
板
和
雷
同
，
也
不
易
讓
初
來

乍
到
的
參
觀
者
掌
握
住
展
覽
的
重
點
。

大
尺
寸
或
是
巨
量
的
展
件
，
有
著
難

以
取
代
的
聚
焦
吸
睛
效
果
。
故
運
用
大
量

文
物
烘
托
氣
勢
的
做
法
，
正
可
藉
此
呈
現

博
物
館
之
富
藏
及
其
完
整
性
，
亦
可
彰
顯

文
物
工
藝
價
值
及
製
作
工
程
之
浩
大
。

然
而
，
多
數
配
合
展
覽
主
題
所
挑
選

的
文
物
，
以
及
故
宮
精
品
的
展
件
型
態
，

通
常
不
具
備
如
此
條
件
。
多
數
的
展
覽
文

物
尺
寸
並
不
大
，
設
計
通
則
遂
以
大
型
視

覺
圖
版
，
來
製
造
不
同
展
覽
的
辨
識
性
。

但
若
從
同
一
屬
性
的
小
體
積
文
物
著
手
、

且
收
藏
數
量
眾
多
，
就
有
可
能
集
腋
成

裘
、
聚
沙
成
塔
，
形
成
以
量
取
勝
特
色
的

震
撼
性
視
覺
效
果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所
藏
藏
傳
佛
教
文
物
非
常
豐
富
珍
貴
，
二Ο

一
六
年
，
更
盛
大
推
出
﹁
唵
嘛
呢

叭
咪
吽—
院
藏
藏
傳
佛
教
文
物
特
展
﹂
，
是
今
年
甚
受
關
注
的
大
展
。
綜
觀
全
展
，
最
引
人
注
目

的
莫
過
於
是
陳
置
一
百
零
八
函
復
製
︽
卓
尼
版
甘
珠
爾
︾
之
經
櫃
。
這
在
以
真
品
收
藏
、
珍
品
展

示
為
宗
旨
的
故
宮
展
覽
傳
統
中
，
恰
恰
是
在
展
示
設
計
上
少
數
能
運
用
單
一
物
件
的
龐
大
量
體
，

製
造
展
示
氣
勢
的
展
場
設
計
之
一
，
也
成
為
該
特
展
的
亮
點
。
︵
圖
一
︶

圖1　以情境式藏傳佛教藏經閣布置的「藏傳佛教展」展場　作者攝

然
要
能
成
就
這
類
情
境
式
展
示
，
需

有
多
方
面
的
條
件
配
合
：

一
、 

就
展
示
文
物
而
言
，
需
有
如
下
特

質
：
傳
世
歷
史
文
物
本
身
的
流
傳
總

數
頗
眾
，
且
碰
巧
歷
經
輾
轉
流
傳
後

仍
相
對
集
中
留
存
於
單
一
博
物
館
內

︵
而
非
四
散
於
各
地
︶
。
此
外
，
該
館

舍
須
有
保
存
功
能
良
好
的
庫
房
，
使

文
物
品
相
得
以
維
持
一
定
的
品
質
。

二
、 

欲
模
擬
文
物
原
空
間
的
情
境
，
設
計

師
實
需
參
考
文
物
之
原
狀
情
境
，
研

究
同
質
文
物
，
乃
至
於
原
狀
擺
放
空

間
的
布
置
風
格
及
色
彩
。
又
因
需
顧

及
文
物
展
出
之
方
法
，
所
以
了
解
其

原
本
的
收
納
方
式
也
非
常
重
要
。
畢

竟
博
物
館
具
有
教
育
功
能
，
不
宜
傳

遞
錯
誤
的
訊
息
，
且
博
物
館
的
場
地

不
可
能
與
原
保
存
地
完
全
相
同
，
為

配
合
場
地
條
件
，
總
需
適
度
轉
化
尺

寸
，
又
不
能
失
之
神
似
，
此
最
是
挑
戰

的
重
點
部
分
。
故
策
展
團
隊
者
是
否

掌
握
復
原
原
樣
原
狀
景
況
的
史
料
，

或
是
否
邀
集
具
備
考
證
能
力
的
研
究

人
員
共
同
參
與
，
實
為
展
覽
成
敗
之

關
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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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為
了
配
合
移
撥
大
量
文
物
至
展
場
，

典
藏
單
位
在
文
物
的
品
相
挑
選
、
修

護
整
理
、
包
裝
運
送
、
持
拿
放
置
動

線
等
規
畫
執
行
，
其
工
作
量
不
容
小

覷
，
可
謂
是
個
長
期
抗
戰
的
工
作
；

同
時
還
不
能
忽
略
如
溫
濕
度
管
控
、

密
閉
安
全
性
等
文
物
保
存
的
必
要
條

件
。
雖
然
觀
眾
在
展
場
幾
乎
無
法
感

受
到
這
些
籌
備
過
程
中
的
付
出
，
但

每
個
卻
都
是
維
護
文
物
品
質
所
不
可

忽
略
的
步
驟
。

總
之
，
這
類
的
情
境
展
示
，
比
起
其
它
單

純
在
展
櫃
中
擺
放
文
物
的
展
示
，
更
需
要

含
括
文
物
、
研
究
、
修
護
、
設
計
等
多
種

專
業
人
員
的
密
切
合
作
，
缺
一
不
可
，
方

有
可
能
具
備
採
用
這
種
展
示
的
條
件
，
也

因
此
情
境
展
示
之
案
例
相
對
難
得
可
貴
。

藏
經
盛
況

﹁
唵
嘛
呢
叭
咪
吽—

院
藏
藏
傳
佛

教
文
物
特
展
﹂
︵
以
下
簡
稱
﹁
藏
傳
佛

教
展
﹂
︶
是
以
故
宮
院
藏
藏
文
泥
金
寫
本

︽
龍
藏
經
︾
為
主
要
展
件
，
搭
配
其
他
典

籍
、
書
畫
、
法
器
、
金
銅
佛
等
文
物
，
陳

列
於
正
館
一○

三
和
一○

四
兩
展
廳
，
兩

展
廳
間
的
往
來
需
仰
賴
著
四
十
五
公
尺
的

長
通
道
。
展
覽
內
容
共
分
六
個
單
元
，
布

置
成
情
境
式
藏
傳
佛
教
藏
經
閣
的
是
第
六

單
元
﹁
卓
尼
留
珍
﹂
，
被
安
排
在
設
定
參

觀
動
線
開
始
的
一○

四
展
廳
入
口
，
由
複

製
之
︽
卓
尼
版
甘
珠
爾
︾
︵co n

e bkav 

vgyur

，
以
下
簡
稱
︽
卓
尼
版
︾
︶
及
其
經

櫃
量
體
所
構
成
的
。

這
樣
的
設
計
理
念
，
主
要
是
為
了

引
領
觀
眾
快
速
掌
握
藏
傳
佛
教
展
覽
主
題

的
藏
經
閣
的
意
象
。
藏
經
閣
，
又
名
藏
經

樓
或
藏
經
院
，
是
寺
院
貯
放
大
藏
經
的
地

方
。
但
故
宮
展
示
大
型
經
函
的
方
式
，
多

半
僅
展
出
部
分
的
經
函
、
經
板
、
經
葉

等
，
甚
少
呈
現
其
原
典
藏
地
的
樣
貌
，
故

常
有
民
眾
及
志
工
詢
問
其
原
始
典
藏
地
的

究
竟
情
況
。
若
能
藉
此
契
機
，
一
併
設
計

呈
現
，
或
可
稍
釋
懸
念
，
滿
足
大
家
部
分

的
好
奇
心
；
且
這
種
參
考
原
狀
展
示
的
情

境
布
置
，
亦
能
呈
現
文
物
某
部
份
的
文
化

內
容
。本

次
展
覽
主
要
展
件
是
︽
龍
藏

經
︾
，
若
能
以
此
為
主
題
進
行
設
計
，

應
可
期
待
其
效
果
。
根
據
文
獻
記
載
，
可

知
︽
龍
藏
經
︾
曾
存
於
清
代
北
京
紫
禁
城

慈
寧
宮
花
園
佛
堂─

咸
若
館
。
︵
圖
二
︶

咸
若
館
是
清
代
太
后
、
太
妃
禮
佛
念
經
之

處
，
建
成
於
明
朝
。
明
末
清
初
人
士
孫
承

澤
︽
春
明
夢
餘
錄
︾
：
﹁
慈
寧
宮
花
園
咸

若
館
一
座
，
萬
曆
十
一
年
五
月
內
更
咸
若

館
匾
﹂
︵
註
一
︶
；
又
於
清
朝
乾
隆
三
十
四

年
︵
一
七
六
九
︶
，
進
行
了
大
規
模
改

建
；
此
後
雖
然
﹁
頗
有
更
動
﹂
，
但
該
花

園
的
總
體
規
模
及
布
局
未
再
出
現
重
大
的

變
化
。
羅
文
華
整
理
清
宮
造
辦
處
資
料
，

指
出
分
置
於
咸
若
館
殿
內
東
北
西
三
處
階

梯
式
平
臺
上
，
曾
放
置
一
百
零
八
部
藏
經

︵
註
二
︶

；
咸
若
館
正
殿
的
東
、
北
、
西

三
面
牆
壁
前
，
設
有
﹁
ㄇ
﹂
形
通
連
式
金

漆
毗
盧
帽
供
經
龕
，
龕
內
的
四
層
踏
跺

上
，
原
供
奉
有
︽
甘
珠
爾
經
︾
一
百
零
八

部
。
︵
註
三
︶

︵
圖
三
、
四
︶
另
根
據
民
國

十
八
年
︵
一
九
二
九
︶
清
室
善
後
委
員
會

全
面
清
點
後
所
出
版
的
︽
故
宮
物
品
點
查

報
告
︾
，
標
註
在
咸
若
館
點
查
文
物
中
的

﹁
果
字
二
三
二
號
﹂
內
，
即
註
明
了
﹁
藏

經　

一○

八
包
﹂
︵
註
四
︶

，
而
︽
龍
藏

經
︾
的
舊
登
錄
號
即
為
﹁
果
字
二
三
二

號
﹂
。
根
據
筆
者
近
年
親
身
走
訪
原
址
，

實
地
目
測
，
可
知
利
用
階
梯
式
的
平
臺
，

將
每
套
經
函
左
右
向
擺
開
，
比
格
架
式
收

納
的
經
閣
，
空
間
需
求
明
顯
不
同
，
對
於

搬
運
大
型
梵
夾
裝
藏
經
空
間
亦
較
符
合
人

體
工
學
。
由
於
所
需
空
間
也
相
對
增
大
，

當
年
擺
放
︽
龍
藏
經
︾
之
原
狀
樣
貌
，
其

氣
勢
可
想
而
見
。

若
欲
以
情
境
式
展
示
手
法
展
示
這

般
氣
勢
，
以
本
院
正
館
一○

四
展
廳
約

六
十
五
坪
的
空
間
而
言
，
難
度
相
當
高
。

但
在
策
展
團
隊
的
努
力
籌
劃
下
，
利
用
故

宮
受
贈
的
同
是
梵
夾
裝
藏
經
的
復
製
︽
卓

尼
版
︾
，
正
可
資
以
呈
現
此
一
氛
圍
。

圖2　咸若館外觀　作者攝

圖3　咸若館明間佛堂之內部陳設　作者攝

圖4　咸若館正殿的東、北、西三面牆壁前，「ㄇ」形通連式經龕，及四層踏跺。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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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
尼
留
珍

︽
卓
尼
版
甘
珠
爾
︵ཅོ་ནེ་བཀའ་འགྱུར།

，co 

ne bkav vgyur

︶
︾
為
第
十
一
任
甘
肅
洮
州

廳
卓
尼
土
司
瑪
索
貢
布
︵དམག་ཟོར་མགོན་པོ།

，

dm
ag zor m

gon
 po

，
漢
名
楊
汝
松
︶
禮

請
藏
族
高
僧
，
以
南
京
版
、
理
塘
版
及
西

藏
諸
抄
本
︽
甘
珠
爾
︾
為
底
本
，
校
勘
而

成
；
並
糾
集
僧
俗
工
匠
數
百
名
雕
版
，
於

雍
正
九
年
︵
一
七
三
一
︶
竣
成
，
共
成
經

版
三
萬
五
千
餘
塊
。
後
於
卓
尼
禪
定
寺
印

經
院
開
印
，
是
為
︽
藏
文
大
藏
經
︾
之
珍

本
，
不
幸
於
二
十
世
紀
初
遭
摧
毀
。
近
年

蘭
州
靈
岩
禪
寺
照
原
樣
複
製
，
每
套
除
目

錄
外
經
文
共
一
百
零
七
函
，
製
作
精
美
，

此
次
陳
設
於
一○

四
展
廳
藏
經
閣
內
的

︽
卓
尼
版
︾
，
是
為
該
寺
住
持
欽
則
阿
旺

索
巴
嘉
措
仁
波
切
所
捐
贈
。

︽
卓
尼
版
︾
和
︽
龍
藏
經
︾
同
為
貝
葉

裝
︵
或
梵
夾
裝
︶
藏
經
，
形
式
上
皆
有
上

下
護
經
板
、
經
頁
、
經
衣
、
綑
經
繩
等
配

件
，
但
因
尺
寸
、
重
量
不
同
，
在
供
奉
或
收

藏
的
形
式
也
會
產
生
不
同
的
面
貌
，
所
以

製
作
情
境
展
示
的
空
間
條
件
也
會
不
同
。

復
製
的
︽
卓
尼
版
︾
，
每
函
約
縱
二
十
二

公
分
，
橫
六
十
二
點
四
公
分
，
厚
十
二
公

分
。
︵
圖
五
︶
相
較
於
︽
龍
藏
經
︾
，

每
函
縱
三
十
三
公
分
，
橫
八
十
七
點
五
公

分
，
厚
三
百
至
五
百
餘
葉
不
等
，
重
約

五
十
餘
公
斤
︵
圖
六
、
七
︶
的
量
體
。
兩

者
相
較
，
前
者
尺
寸
小
，
重
量
也
較
輕
。

這
兩
套
藏
經
重
量
明
顯
有
別
，
輕

者
方
便
個
人
持
拿
，
重
者
則
非
兩
人
不

足
搬
運
。
而
收
貯
藏
經
的
方
式
也
有
所
不

同
，
尺
寸
較
小
者
供
奉
在
壁
隔
式
木
質
經

櫃
裡
，
其
經
函
短
端
向
外
放
置
，
露
出
函

號
書
籤
，
此
形
式
多
見
於
藏
傳
佛
教
地
區

佛
樓
，
如
提
供
本
次
展
品
的
蘭
州
靈
岩
禪

寺
。
尺
寸
較
巨
者
則
是
建
置
通
壁
的
供
經

龕
，
長
邊
向
外
供
奉
，
函
號
籤
條
繫
於
長

邊
，
如
曾
供
奉
︽
甘
珠
爾
︾
的
慈
寧
宮
花

園
裡
的
佛
堂
咸
若
館
，
和
藏
經
樓
慈
蔭
樓

二
樓
的
佛
龕
。
︵
註
五
︶

總
之
，
持
拿
動
線

和
經
架
的
承
重
力
不
同
，
造
成
經
函
的
擺

放
方
式
有
很
大
的
差
異
，
也
因
此
產
生
了

不
同
的
經
閣
樣
貌
。

此
次
﹁
藏
傳
佛
教
展
﹂
為
營
造
放
置

︽
卓
尼
版
︾
的
經
閣
，
設
計
了
存
放
上
百

個
經
函
之
藏
經
格
架
，
並
呈
現
其
存
放
方

式
。
展
場
設
計
時
，
先
是
參
考
甘
肅
蘭
州

靈
岩
禪
寺
收
貯
︽
卓
尼
版
︾
經
架
的
實
體

照
片
︵
圖
八
︶
，
從
中
了
解
藏
式
藏
經
閣

的
樣
貌
梗
概
，
如
依
序
由
上
至
下
由
左
而

右
，
短
端
向
外
放
置
的
收
納
陳
列
方
式

︵
圖
九
、
十
︶
，
採
用
吉
祥
寶
物
和
護
法

器
紋
樣
的
裝
飾
手
法
，
和
紅
藍
金
等
藏
式

色
彩
等
。
在
轉
化
到
展
場
的
經
櫃
圖
案
設

計
時
，
設
計
師
加
入
取
自
︽
龍
藏
經
︾
內

下
護
經
經
板
正
面
十
字
金
剛
杵
符
號
︵
圖

十
一
︶
，
與
內
上
護
經
版
背
面
的
釋
迦
摩
尼

佛
像
︵
圖
十
二
︶
，
藉
以
呈
現
莊
嚴
華
麗

之
感
。
格
架
造
型
的
收
納
空
間
為
使
經
函

避
免
因
搬
運
而
受
到
損
害
，
在
每
個
經
格

圖5　卓尼版《甘珠爾》復製本　圖書文獻處提供

圖6　清　康熙　《龍藏經》　藏文泥金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龍藏經》秘密部Pa函及函號標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甘肅蘭州靈岩禪寺藏式藏經閣　張文玲攝

圖9　陳列於展場經格中的《卓尼經》經函，短端向外放置，露出函號書籤。　作者攝

圖10　《卓尼版》函號書籤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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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的
設
計
案
例

若
想
對
尺
寸
較
大
，
頗
具
重
量
的

︽
龍
藏
經
︾
進
行
情
境
展
示
，
先
不
論
文

物
須
可
配
合
整
理
搬
運
等
作
業
，
在
故
宮

外
雙
溪
館
舍
的
展
場
空
間
中
，
實
有
相

當
的
限
制
。
但
隨
故
宮
南
院
新
展
廳
的
落

成
，
則
出
現
可
能
的
條
件
。

在
二○

一
五
年
底
，
故
宮
南
院
開

幕
大
展
之
一
的
﹁
佛
陀
形
影—

院
藏
亞
洲

佛
教
藝
術
之
美
﹂
中
，
建
有
五
公
尺
高
的

大
展
櫃
。
除
了
考
慮
︽
龍
藏
經
︾
每
函
重

約
五
十
公
斤
，
同
時
展
示
數
函
的
龐
大
量

體
，
且
需
兼
顧
包
括
文
物
整
理
、
布
置

動
線
及
觀
賞
面
等
需
求
，
最
後
的
展
示
設

計
，
是
類
似
階
梯
式
的
陳
列
方
式
，
和
慈

寧
宮
花
園
咸
若
館
之
供
奉
陳
設
有
著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
圖
十
三
︶

對
照
十
九
世
紀
由
芝
加
哥
學
派
建

築
大
師
路
易
斯
．
蘇
利
文
︵Louis H

enry 

S
u

lliv
an

︶
所
提
出
的
﹁
功
能
決
定
形

式
﹂
或
﹁
形
隨
機
轉
﹂
︵Form

 follow
s 

Fun
ction

︶
的
理
論
，
不
論
在
十
九
世
紀

建
築
界
當
時
，
或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博
物

館
展
示
，
甚
至
清
宮
經
函
收
納
，
穿
梭
時

空
，
都
可
見
到
功
能
決
定
外
型
的
佐
證
，

底
部
特
別
加
置
一
塊
平
滑
的
板
子
，
以
方

便
調
整
位
置
。
除
在
經
架
上
擺
放
一
百
零

七
函
，
並
額
外
展
開
一
函
︽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經
八
千
頌
︾
，
民
眾
可
透
過
解
開
的
經

板
、
經
葉
、
綑
經
帶
、
經
衣
等
相
關
配
件
，

了
解
︽
卓
尼
版
︾
的
整
體
樣
貌
形
態
。

一○

四
展
廳
中
央
橫
寬
約
十
九
公

尺
，
展
廳
中
置
共
寬
十
一
點
五
公
尺
的
藏

經
閣
兩
座
，
量
體
比
重
十
分
恰
當
。
在
策

展
團
隊
的
努
力
下
，
終
於
建
構
完
成
展
場

中
壯
觀
的
仿
藏
式
佛
經
藏
經
閣
，
也
成
為

此
展
最
為
吸
睛
的
焦
點
。

在
安
全
、
美
觀
、
實
用
的
交
會
下
，
呼
應

了
此
經
典
的
設
計
論
點
，
在
博
物
館
展
示

設
計
裡
的
重
要
性
。

故
宮
另
一
個
具
備
龐
大
量
體
、
參
考

原
狀
收
藏
規
劃
的
情
境
展
示
特
展
，
是
二○

一
一
年
為
慶
祝
中
華
民
國
建
國
一
百
年
推
出

的
，
含
括
書
畫
、
器
物
、
古
籍
、
檔
案
等
百

件
國
寶
的
精
品
大
展─

﹁
精
彩
一
百—

國
寶

總
動
員
﹂
︵
以
下
簡
稱
﹁
精
彩
一
百
﹂
︶
。

該
展
情
境
設
計
以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
為
主

角
，
採
部
分
原
狀
陳
列
。

院
藏
善
本
古
籍
當
中
，
以
完
成
於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
一
七
八
二
︶
之
文
淵

閣
本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
卷
帙
最
為
龐

大
，
分
經
、
史
、
子
、
集
四
部
，
共
計
三

萬
六
千
餘
冊
。
為
收
藏
這
部
巨
作
，
乾
隆

皇
帝
命
人
建
造
文
淵
閣
，
並
將
書
冊
收
藏

於
六
千
一
百
四
十
四
個
楠
木
書
匣
中
，
同

時
在
楠
木
書
匣
的
蓋
面
上
，
鐫
刻
書
匣
函

次
、
部
別
、
書
名
等
資
料
︵
圖
十
四
︶
，
在

閣
中
依
經
、
史
、
子
、
集
諸
分
類
，
放
置

於
三
個
樓
層
的
楠
木
書
架
中
，
每
個
書
架

上
標
註
經
、
史
、
子
、
集
各
部
分
架
號
，

並
製
作
分
架
圖
對
應
以
便
於
清
點
管
理
。

在
﹁
精
彩
一
百
﹂
展
場
第
二
單
元

﹁
金
匱
寶
笈
﹂
中
，
介
紹
宮
廷
收
藏
製
作

與
民
間
民
間
出
版
流
傳
的
各
類
書
籍
。
文

淵
閣
是
清
宮
專
為
庋
藏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
及
其
︽
總
目
︾
與
︽
考
證
︾
而
興
建

的
藏
書
樓
，
又
正
好
該
單
元
空
間
落
於
正

館
一○

五
展
廳
盡
頭
，
故
將
之
規
畫
以
文

圖12　 展場藏經閣主佛像，《龍藏經》般若部La函上內護經經板內側釋迦
摩尼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淵
閣
書
房
為
情
境
布
置
主
題
。
這
單
元
展

品
除
以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薈
要
︾
為
情
境
式
展
示
主
要
文
物
，

該
空
間
尚
展
示
乾
隆
︽
御
筆
文
淵
閣
記
︾
、

內
府
精
鈔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簡
明
目
︾
，

︽
文
淵
閣
陳
設
圖
︾
、
︽
文
淵
閣
陳
設

冊
︾
、
︽
四
庫
全
書
︾
及
︽
薈
要
︾
之
分
架

圖
等
相
關
文
物
。
在
展
場
設
計
上
，
策
展

團
隊
參
考
文
淵
閣
照
片
、
︿
北
平
故
宮
文
淵

閣
實
測
圖
﹀
︵
圖
十
五
︶
、
︽
文
淵
閣
陳
設

圖
︾
︵
圖
十
六
︶
、
︽
文
淵
閣
陳
設
冊
︾
︵
圖

十
七
︶
、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分
架
圖
︾
︵
圖

十
八
︶
等
，
揣
摩
相
關
配
置
及
模
式
，
並

依
文
物
展
陳
需
求
及
文
淵
閣
空
間
特
色
，

製
作
展
櫃
、
書
架
及
匾
額
。
而
文
物
庫
房

中
負
責
典
藏
的
工
作
人
員
，
也
在
龐
大
的

收
藏
裡
，
配
合
展
覽
需
求
，
挑
選
適
合
的

展
件
，
並
規
畫
修
護
進
度
，
共
同
合
作
。

此
處
展
場
情
境
的
主
要
建
構
物
，

是
參
考
自
文
淵
閣
明
間
陳
設
照
片
後
仿
製

的
﹁
匯
流
澂
鑑
﹂
匾
額
，
和
矗
立
在
視
覺

端
點
陳
列
二
百
四
十
八
函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
木
匣
的
文
淵
閣
四
庫
書
架
四
座
︵
圖

十
九
︶
，
輔
以
仿
文
淵
閣
窗
花
木
屏
風
區

隔
展
區
，
及
配
置
數
個
低
展
台
陳
列
櫃
所

圖11　《龍藏經》下內護經經板外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故宮南院「佛陀形影—院藏亞洲佛教藝術之美」展廳《龍藏經》陳列　王鉅元攝

圖14　 《欽定四庫全書》　書冊及木匣，匣上刻有函次、部別及書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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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成
。
四
座
仿
製
書
架
亦
有
考
究
，
根

據
文
淵
閣
繪
製
內
容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排

架
圖
﹀
及
摛
藻
堂
︿
欽
定
四
庫
薈
要
排
架

圖
﹀
，
擇
經
史
子
集
各
一
座
，
即
四
庫
經

部
第
一
架
、
薈
要
史
部
第
一
架
、
四
庫
子

部
第
十
一
架
、
四
庫
薈
要
集
部
第
六
架
等

四
座
，
依
排
架
圖
陳
設
並
照
舊
樣
標
明
排

架
號
，
民
眾
除
可
近
距
離
觀
看
，
並
可
透

過
部
份
露
出
的
書
冊
，
欣
賞
到
經
、
史
、

子
、
集
四
部
依
春
夏
秋
冬
四
季
，
分
別
覆

以
綠
、
紅
、
月
白
、
灰
黑
色
等
四
色
書
衣

的
裝
幀
形
式
︵
圖
二
十
︶
，
清
代
盛
世
工
藝

乾
隆
皇
帝
的
藝
術
品
味
，
近
在
眼
前
。

現
存
北
京
故
宮
的
乾
隆
皇
帝
御
筆

﹁
匯
流
澂
鑑
﹂
匾
額
︵
圖
二
一
︶
，
原
為

木
胎
漆
金
底
雕
九
龍
雲
紋
、
立
體
木
雕
黑

字
，
氣
派
非
凡
，
但
在
本
院
展
場
內
，
礙

於
預
算
及
空
間
高
度
與
燈
光
亮
度
，
巧
妙

地
轉
換
為
做
工
相
對
單
純
的
柚
木
色
木
質

金
字
匾
。
原
本
隔
開
文
淵
閣
明
堂
前
廳
與

後
室
的
窗
花
木
門
︵
圖
二
二
︶
，
也
轉
變
為

區
隔
展
區
的
半
隔
間
屏
風
。
透
過
這
些
轉

化
自
文
淵
閣
原
狀
原
物
的
情
境
展
示
，
輔

以
特
地
製
作
的
多
媒
體
影
片
，
讓
觀
眾
比

起
實
地
參
觀
更
加
瞭
解
︽
四
庫
全
書
︾
的

纂
修
及
典
藏
歷
程
，
在
品
味
四
庫
寶
笈
之

時
，
亦
能
感
受
盛
清
時
期
編
纂
四
庫
寶
典

的
心
力
及
其
珍
貴
性
。
︵
圖
二
三
︶

此
項
特
別
營
造
的
情
境
設
計
，
讓
長

期
不
為
觀
眾
注
意
的
四
庫
古
籍
，
卻
在
民

眾
票
選
其
最
愛
的
百
件
國
寶
排
行
榜
時
，

竄
升
至
第
十
五
名
。
這
正
是
一
個
藉
由
龐

大
文
物
量
體
製
造
展
示
氣
勢
、
加
深
觀
者

圖15　 〈北平故宮文淵閣實測圖〉　引自劉敦楨、梁思成，《清文淵閣實測圖
說》，《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6卷第2期。

圖17　 文淵閣明間寶座陳設　《文淵閣陳設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8　 左：〈欽定四庫全書排架圖〉經部第一架 
右：〈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排架圖〉史部第一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對
文
物
認
識
的
成
功
案
例
。

情
境
再
現
、
重
新
體
驗

營
造
情
境
，
是
為
了
讓
展
示
內
容
及

概
念
更
加
具
體
化
，
使
觀
眾
在
參
訪
博
物

館
之
際
，
可
以
引
發
共
鳴
，
牽
引
他
們
的
思

考
，
推
進
其
想
像
力
，
最
終
獲
得
更
多
元
且

豐
富
的
觀
賞
經
驗
。
這
可
能
是
讓
博
物
館
與

參
觀
者
彼
此
互
動
溝
通
的
有
效
方
法
之
一
。

清
宮
文
物
原
即
陳
列
或
收
藏
於
紫
禁

圖19　 陳設248函《欽定四庫全書》木匣的文淵閣四庫及摛藻堂四庫薈要書架　作者攝

圖20　刻意露出的《欽定四庫全書》子部月白色與史部紅色絹質書衣的書冊　 作者攝

城
內
，
自
有
其
放
置
考
量
和
使
用
功
能
。

因
為
歷
史
因
素
使
然
，
部
分
文
物
播
遷
來

臺
，
民
國
五
十
四
年
︵
一
九
六
五
︶
，
輾

圖16　 文淵閣明間寶座陳設　《文淵閣陳設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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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引
自
茹
競
華
，
︿
慈
寧
宮
花
園
﹀
，
︽
紫
禁

城
︾
︵
慈
寧
宮
特
輯
︶
一
九
八
四
年
第
四

期
，
頁
二
九—

三
三
。

2.  

羅
文
華
，
︿
咸
若
館
供
藏
擦
擦
佛
整
理
研

究─

兼
及
與
︽
諸
佛
菩
薩
經
像
贊
︾
之
比

較
﹀
，
︽
故
宮
博
物
院
院
刊
︾
二
〇
〇
九
年

第
五
期
︵
總
第
一
四
五
期
︶
，
頁
二
七
。

3.  

︽
清
宮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檔
案
總
匯
︾
，
第

四
十
冊
，
頁
三
八
五
。

4.  

︽
故
宮
物
品
點
查
報
告
︾
，
第
五
編
第
二
冊
，

卷
二
，
慈
寧
宮
花
園
。

5.  

院
藏
清
乾
隆
三
十
五
年
內
府
泥
金
藏
文
寫

本
︽
甘
珠
爾
︾
十
二
函
，
其
原
始
編
號
為

﹁
果
二
三
九
﹂
，
可
對
應
到
︽
故
宮
物
品

點
查
報
告
︾
果
字
二
三
九
號
下
，
所
記
之

﹁
藏
經
﹂
﹁
一
〇
八
包
﹂
；
果
字
號
文

物
來
源
為
慈
寧
宮
花
園
。
另
據
北
京
故
宮

介
紹
慈
蔭
樓
建
築
之
說
明
文
字
，
可
知

該
樓
北
壁
設
通
壁
的
供
經
龕
，
曾
供
藏
著

名
的
北
京
版
藏
文
大
藏
經
︽
甘
珠
爾
經
︾

一
〇
八
部
，
參
見
網
址
：h

ttp
://w

w
w

.
e

b
a

o
m

o
n

th
ly

.c
o

m
/w

in
d

o
w

/a
rts_

lite
ra

tu
re

/a
rts/a

rc
h

ite
c

tu
re

/P
a

la
c

e
/

c
h

6
/p

a
la

c
e

_6
0

7
.h

tm

，
檢
索
日
期
：

二
〇
一
六
年
九
月
四
日
。
又
﹁
老
北
京
的
記

憶
︵
八
七
︶
：
故
宮
慈
寧
宮
花
園
﹂
亦
說
明

故
宮
慈
甯
宮
花
園
鹹
若
館
和
慈
蔭
樓
各
供
奉

佛
陀
所
說
教
法
之
總
集
︽
甘
珠
爾
︾
經
一
部

計
一
百
零
八
函
。
院
藏
乾
隆
三
十
五
年
內

府
泥
金
藏
文
寫
本
︽
甘
珠
爾
︾
，
或
亦
於
此

樓
供
奉
。
參
見
網
址
：h

ttp
://b

lo
g

.sin
a

.
c

o
m

.c
n

/s/b
lo

g
_88741e

0d
0102w

84b
.

h
tm

l

，
檢
索
日
期
：
二
〇
一
六
年
九
月
四

日
。

轉
落
腳
至
外
雙
溪
展
館
。
多
年
以
來
，
採

用
較
為
單
純
、
簡
潔
的
方
式
，
陳
列
於
展

櫃
當
中
，
展
現
現
代
博
物
館
美
學
，
使
民

眾
透
過
帶
著
安
全
考
量
的
視
覺
，
認
識
、

欣
賞
文
物
的
藝
術
價
值
。
這
種
抽
離
原
本

使
用
型
態
的
展
示
方
式
，
雖
可
突
顯
文
物

本
身
的
藝
術
價
值
，
但
博
物
館
畢
竟
是
一

個
將
文
物
抽
離
原
有
情
境
，
重
塑
文
物
脈

絡
的
機
構
，
較
難
呈
現
這
些
歷
史
文
物
曾

經
存
在
過
的
特
殊
性
時
空
環
境
。
文
字
說

明
和
聲
音
導
覽
固
然
可
作
為
輔
助
工
具
，

但
應
該
都
比
不
上
復
原
文
物
存
在
過
的
歷

史
時
空
的
情
境
式
展
示
，
能
讓
觀
眾
更
為

直
接
地
認
識
，
甚
至
震
攝
於
文
物
的
﹁
真

實
﹂
面
貌
。

類
似
上
述
的
慈
寧
宮
咸
若
館
實
地

考
察
，
以
及
︿
文
淵
閣
陳
設
圖
﹀
、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排
架
圖
﹀
等
原
樣
原
狀
資
料
，

不
僅
是
展
示
情
境
時
重
要
的
參
考
資
料
，

為
了
設
計
有
效
的
陳
列
方
法
也
須
借
助
於

此
。
由
研
究
人
員
先
進
行
原
狀
研
究
，
其
後

在
展
場
內
復
原
陳
列
布
置
的
情
境
展
示
，

當
可
為
故
宮
這
個
偏
向
稍
嫌
冷
漠
的
藝
術

品
導
向
的
展
場
，
重
塑
一
種
帶
著
情
感
溫

度
的
另
類
舞
台
。
此
舉
應
可
幫
助
觀
眾
進

行
文
物
及
其
原
生
環
境
的
想
像
與
體
驗
，

從
多
元
化
、
多
面
向
的
角
度
，
探
索
文
物

的
價
值
，
或
可
對
文
物
的
生
命
力
產
生
多

層
次
的
認
識
，
進
而
對
文
物
和
展
覽
有
更

高
的
興
趣
與
期
待
，
最
終
提
升
自
我
深
入

了
解
的
探
索
精
神
。
故
宮
的
新
式
情
境
展

示
設
計
，
實
為
教
育
推
廣
之
利
器
。

本
文
承
蒙
策
展
團
隊
提
供
諸
多
資
料
與
寶
貴
意
見
，
特
此
申
謝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教
育
展
資
處

圖22　隔開文淵閣明堂前廳與後室的窗花木門　作者攝圖23　國寶展場文淵閣書房情境展示　作者攝

圖21　文淵閣明間高懸「匯流澂鑑」匾額　作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