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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術
博
物
館
的
策
展
人
經
常

身
兼
藝
術
品
研
究
者
，
即
為
一
般

所
稱
的
藝
術
史
家
；
策
展
人
憑
藉

著
對
於
藝
術
史
的
研
究
，
在
舉
辦

展
覽
時
傳
達
既
有
的
研
究
成
果
、

或
個
人
的
研
究
成
果
。
然
而
，
研

究
成
果
具
體
化
為
展
示
時
，
無
可

避
免
地
受
到
展
示
空
間
、
展
間
配

置
及
其
他
展
場
環
境
等
因
素
影

響
。
展
示
空
間
的
大
小
影
響
了
陳

列
文
物
的
多
寡
，
關
係
著
展
覽
的

規
模
。
展
間
配
置
提
供
了
不
同
展

覽
單
元
的
基
本
格
局
及
輕
重
比

例
；
而
觀
眾
本
身
的
背
景
、
參
觀

動
機
等
原
因
亦
或
多
或
少
影
響
了

參
觀
成
效
，
但
展
覽
本
身
參
觀
動

線
是
否
順
暢
？
內
容
是
否
簡
明
易

懂
？
仍
關
係
觀
眾
參
觀
展
覽
的
重

要
因
素
。

展
示
的
藝
術
教
育

   
以
紐
約
古
根
漢
博
物
館
「
西
班
牙
繪
畫
特
展
」
為
例

許
文
美

圖一    紐約古根漢博物館外觀為圓形建築，筆者參觀期間正值該館整修外部。



109 故宮文物月刊‧第296期

展示的藝術教育—以紐約古根漢博物館「西班牙繪畫特展」為例

博
物
館
學

以
繪
畫
展
覽
而
言
，
藝
術
博

物
館
通
常
以
幾
種
類
型
呈
現
：
一

是
舉
辦
典
藏
精
品
展
，
目
的
在
於

突
顯
本
館
、
或
借
自
外
館
、
或
私

人
藏
家
的
重
要
藏
品
，
彰
顯
這
些

藏
品
在
藝
術
史
上
的
重
要
地
位
和

特
殊
性
，
同
時
亦
傳
達
了
藝
術
品

收
藏
不
易
的
珍
貴
性
。
第
二
類
是

藉
由
展
品
呈
現
繪
畫
史
發
展
，
內

容
可
為
某
一
時
代
、
某
一
地
域
、

某
一
流
派
的
繪
畫
發
展
，
甚
或
集

中
於
某
位
名
家
、
乃
至
數
位
名
家

的
畫
作
。
在
內
容
分
類
上
，
有
時

亦
以
畫
科
為
單
元
呈
現
，
例
如
中

國
畫
的
人
物
畫
、
山
水
畫
、
西
洋

繪
畫
的
風
景
、
靜
物
等
；
有
時
亦

以
不
同
主
題
區
分
，
提
供
觀
眾
多

樣
角
度
切
入
認
識
欣
賞
。
當
然
，

上
述
分
類
手
法
亦
視
展
出
內
容
交

叉
並
用
，
端
賴
策
展
人
意
欲
突
顯

的
展
示
內
容
。

不
論
展
示
的
主
題
為
何
，
為

了
提
供
觀
眾
清
晰
的
時
代
脈
絡
，

呈
現
繪
畫
史
的
展
覽
通
常
以
作
品

年
代
順
序
排
列
展
出
。
而
作
品
本

身
的
時
代
、
作
者
、
名
稱
，
更
是

展
品
基
本
且
不
可
或
缺
的
資
料
。

為
了
讓
展
覽
更
加
清
晰
明
瞭
，
展

場
除
了
品
名
卡
之
外
，
經
常
可
見

圖
文
說
明
提
供
觀
眾
延
伸
資
料
，

以
至
於
展
覽
單
元
的
大
標
題
、
小

標
題
、
展
件
的
個
別
說
明
、
甚
至

年
表
、
地
圖
、
圖
表
等
有
助
於
觀

眾
的
資
料
，
散
見
於
展
場
當
中
。

許
多
展
覽
更
提
供
語
音
導
覽
，
以

聽
覺
導
引
觀
眾
觀
看
作
品
，
融
入

畫
面
分
析
與
背
景
說
明
。
這
些
作

法
背
後
，
固
然
反
映
了
策
展
人
對

於
傳
達
內
容
所
花
費
的
心
力
，
卻

也
同
時
顯
示
出
由
於
展
品
脫
離
觀

者
時
代
與
生
活
經
驗
，
需
要
大
量

的
輔
助
資
料
，
幫
助
觀
眾
突
破
時

空
限
制
，
貼
近
展
示
內
容
。

上
述
展
示
策
略
確
實
對
於
觀

眾
突
破
時
空
限
制
，
增
進
知
識
，

助
益
良
多
。
然
而
，
舉
辦
展
覽
時

如
何
讓
一
般
觀
眾
理
解
藝
術
品
的

核
心
價
值—

創
意
、
表
現
、
與
特

質
，
仍
是
展
示
中
最
難
傳
達
的
部

分
。
易
言
之
，
體
驗
作
品
的
美
感

往
往
成
為
觀
眾
參
觀
展
覽
時
最
難

意
會
的
一
環
。
這
項
難
題
的
存
在

其
實
也
意
味
著
藝
術
收
藏
雖
由
古

代
皇
室
與
私
人
聚
集
的
珍
寶
，
轉

變
為
現
代
博
物
館
提
供
大
眾
觀
賞

的
展
示
對
象
，
展
場
所
進
行
的
藝

術
教
育
至
今
仍
然
面
臨
著
不
斷
地

挑
戰
。
對
於
一
般
藝
術
博
物
館
舉

辦
展
覽
所
面
對
的
難
題
，
筆
者
有

幸
在
去
年
︵
二○

○

六
年
︶
十
一

月
至
美
國
紐
約
參
訪
博
物
館
時
，

見
到
紐
約
古
根
漢
博
物
館
舉
辦

﹁
從
葛
雷
柯
到
畢
卡
索
之
西
班
牙

繪
畫
特
展—

時
代
．
真
理
．
與
歷

史
﹂
︵S

p
a
n

ish
 P

a
in

tin
g
 fro

m
 E

l 

G
re

c
o

 to
 P

ic
a
sso

: T
im

e
, T

ru
th

, 

a
n

d
 H

isto
ry

︶
所
提
出
的
一
種
解

決
方
式
。
這
項
特
展
緊
密
地
結
合

了
策
展
理
念
與
展
示
效
果
，
從
展

覽
中
可
見
展
品
與
觀
眾
之
間
的
真

誠
對
話
。

策
展
目
的

﹁
從
葛
雷
柯
到
畢
卡
索

之
西
班
牙
繪
畫
特
展—

時
代
．

真
理
．
與
歷
史
﹂
的
策
展
人
為

該
館
二
十
世
紀
藝
術
策
展
人

卡
門
．
西
門
內
茲
︵C

a
r

m
e

n
 

G
im

e
n

e
z

︶
，
邀
請
策
展
人
為
西

班
牙
馬
德
里
大
學
︵U

n
iv

e
rsid

a
d
 

C
o

m
p

lu
te

n
s
e

, M
a

d
r
id

︶
藝
術

史
講
座
教
授
弗
蘭
西
斯
克
．
卡

柏
．
薩
拉
雷
︵F

ra
n

c
is

c
o

 C
a
lv

o
 

S
e

r
ra

lle
r

︶
。
舉
辦
該
展
的
出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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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博物館內部中央挑高，天花板如穹頂一般，由展場一樓仰望，相

當壯觀。

圖三    特展陳列在環形走廊的牆面。建築雖高達七層樓，觀眾進入展區

後，只要順著環形走廊逐步上行，即可自行參觀整個展覽，幾乎

不需任何方向指示。

圖四    璜．尚雪．柯譚〈蔬果靜物畫〉約1602年　油畫    69.5×96.5公分　馬德里私人收藏    採自特展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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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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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利

︵S
a
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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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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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1

9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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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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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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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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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
卡
索
︵P

a
b

lo
 

P
ic

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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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

8
1
-1

9
7

3

︶
等
名
家
作

品
。
由
於
策
展
人
認
為
：
﹁
長
久

以
來
，
藝
術
史
家
將
西
班
牙
繪
畫

發
展
中
的
葛
雷
柯
和
哥
雅
分
開
討

論
，
而
認
為
二
十
世
紀
如
立
體
派

及
抽
象
派
等
前
衛
藝
術
運
動
，
完

全
和
之
前
的
西
班
牙
傳
統
無
關
，

雖
然
兩
者
皆
由
出
身
西
班
牙
的
畫

家
發
其
聲
。
今
天
，
若
先
不
論

二
十
世
紀
早
期
大
師
們
在
美
學
上

的
重
大
突
破
，
我
們
有
充
分
的
歷

史
資
料
證
明
，
這
些
畫
家
其
實
汲

取
於
傳
統
典
型
的
養
分
。
進
一
步

而
言
，
這
些
藝
術
作
品
本
質
上
相

當
具
有
地
方
性
，
其
典
型
源
自
於

經
常
被
認
為
是
西
班
牙
繪
畫
發
展

的
黃
金
時
期
，
亦
即
十
六
世
紀

晚
期
至
十
七
世
紀
的
西
班
牙
畫

派
。
﹂
︹
註
一
︺

在
這
樣
的
藝
術
史

觀
下
，
策
展
人
為
了
讓
觀
眾
理
解

二
十
世
紀
早
期
繪
畫
大
師
和
傳
統

的
聯
繫
與
突
破
，
別
於
以
往
相
關

展
覽
多
以
畫
作
年
代
先
後
順
序
排

圖五　璜．葛利斯〈報紙等靜物畫〉約1916年    油畫    73.7×60.3公分　美國華盛頓特區私人收藏    
採自特展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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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
；

策
展
人
企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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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代
藝
術
的

成
形
與
發
展
提
出
新
的
藝
術
史

觀
，
因
而
策
劃
展
出
十
六
世
紀

到
二
十
世
紀
西
班
牙
重
要
畫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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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法蘭西斯克．德．哥雅〈阿布朗提公爵夫人〉約1816年　油畫    92×70公分

　　　馬德里普拉多國家博物館收藏    採自特展圖錄

列
的
展
出
方
式
，
特
別
在
這
項
特

展
中
設
定
十
五
個
展
覽
單
元
，
每

單
元
主
題
作
品
皆
跨
越
長
達
五
個

世
紀
的
西
班
牙
文
化
歷
史
。
策
展

人
在
展
覽
說
明
中
清
楚
地
表
示
，

這
種
展
示
手
法
目
的
在
以
﹁
畫
作

主
題
區
分
，
以
便
突
顯
古
代
大
師

和
現
代
大
師
的
相
似
性
，
挑
戰

傳
統
將
兩
者
分
離
的
藝
術
史
。
因

此
，
展
覽
的
每
個
單
元
讓
不
同
時

代
的
作
品
並
列
展
出
，
藉
此
提
供

超
越
時
代
的
尖
銳
並
列
，
同
時
突

顯
蟄
伏
於
西
班
牙
文
化
傳
統
的
一

致
性
。
﹂
︹
註
二
︺     

展
示
規
劃
與
參
觀
動
線

此
種
展
示
手
法
，
運
用
於

紐
約
古
根
漢
博
物
館
特
殊
的
建
築

形
式
中
，
顯
然
成
效
頗
佳
。
紐
約

古
根
漢
博
物
館
位
於
紐
約
曼
哈
頓

地
區
第
五
大
道
旁
，
週
邊
聚
集
不

少
知
名
博
物
館
。
該
館
建
築
為
圓

形
建
築
︵
圖
一
︶
，
內
部
中
央
挑

高
，
天
花
板
如
穹
頂
一
般
，
由
展

場
一
樓
仰
望
，
相
當
壯
觀
︵
圖

二
︶
。
觀
眾
進
入
展
區
入
口
後
，

以
單
一
動
線
進
行
參
觀
活
動
，
特

展
就
陳
列
在
環
形
走
廊
的
牆
面
。

建
築
雖
高
達
七
層
樓
，
觀
眾
只
要

順
著
環
形
走
廊
逐
步
上
行
，
即
可

自
行
參
觀
展
覽
，
幾
乎
不
需
任
何

方
向
指
示
。
︵
圖
三
︶
展
場
空
間

雖
不
如
鄰
近
大
都
會
博
物
館
或

M
O

M
A

等
大
博
物
館
的
規
模
，

內
容
僅
以
一
個
特
展
為
主
，
加
上

一
兩
個
小
型
展
覽
，
卻
擺
脫
了
大

博
物
館
內
部
參
觀
動
線
經
常
可
見

的
複
雜
與
混
亂
，
而
顯
得
清
晰
明

朗
。

配
合
著
建
築
形
式
及
參
觀

動
線
，
該
展
策
展
人
仔
細
篩
選
出

一
系
列
主
題
，
﹁
有
些
是
具
有
多

年
歷
史
的
畫
科
，
如
靜
物
、
山
水

及
肖
像
畫
，
甚
至
包
含
更
為
特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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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物
館
學

的
主
題
，
如
孩
童
、
裸
體
、
耶
穌

受
刑
、
家
庭
場
景
等
。
﹂
︹
註
三
︺

這
些
不
同
單
元
的
畫
作
，
排
列
在

環
形
走
廊
的
牆
面
，
間
有
少
許
距

離
，
以
一
組
一
組
的
方
式
，
陳
列

在
觀
眾
面
前
。
例
如
，
靜
物
畫
主

題
展
出
璜
．
尚
雪
．
柯
譚
︵Ju

a
n
 

S
a

n
c

h
e

z
 C

o
ta

n

︶
︿
蔬
果
靜
物

畫
﹀
︵S

till L
ife

 w
ith

 F
ru

its a
n

d
 

V
e

g
e

ta
b

le
s

，
約
一
六○

二
年
，

圖
四
︶
和
璜
．
葛
利
斯
的
︿
報

紙
等
靜
物
畫
﹀
︵S

till L
ife

 w
ith

 

N
e

w
s
p

a
p

e
r

，
約
一
九
一
六
年
，

圖
五
︶
。
策
展
人
希
望
觀
眾
理
解

本
身
為
僧
侶
的
古
代
大
師
柯
譚
，

以
頗
為
具
象
的
自
然
主
義
，
畫
出

一
些
不
起
眼
的
東
西
，
仍
讓
畫
面

充
滿
超
越
世
俗
的
意
義
。
同
一
主

題
的
二
幅
畫
作
並
列
展
出
，
是
由

於
策
展
人
認
為
璜
．
尚
雪
．
柯
譚

以
深
邃
幽
暗
作
為
畫
作
背
景
，
似

乎
指
向
超
越
世
俗
的
空
無
。
畫
中

的
檸
檬
、
甘
藍
菜
、
胡
蘿
蔔
和
其

他
物
象
，
被
精
確
地
安
排
在
一
個

筆
直
的
窗
臺
上
，
暗
示
著
數
學
法

則
不
受
時
間
限
制
，
引
發
觀
者
超

越
無
常
的
感
受
。
而
三
百
年
後
葛

利
斯
的
︿
報
紙
等
靜
物
畫
﹀
，
重

新
在
立
體
派
教
條
中
運
用
柯
譚
的

幾
何
學
，
卻
讓
現
代
世
俗
性
格
，

取
代
原
本
不
朽
的
超
越
感
。

而
肖
像
畫
主
題
中
，
策
展

人
為
了
傳
達
前
衛
畫
家
取
法
古
代

大
師
歷
史
典
範
的
觀
念
，
並
列
展

出
不
同
畫
家
如
哥
雅
、
畢
卡
索
等

人
作
品
。
策
展
人
認
為
，
哥
雅
的

︿
阿
布
朗
提
公
爵
夫
人
﹀
︵T

h
e
 

D
u

c
h

e
ss o

f A
b

ra
n

te
s, 1

8
1
6

，
圖

六
︶
再
度
讚
揚
了
委
拉
斯
蓋
茲
繪

製
貴
族
女
性
的
探
索
，
因
委
拉
斯

蓋
茲
藉
由
精
細
描
繪
畫
中
女
性
的

昂
貴
飾
品
，
加
上
表
現
女
性
內
省

圖七　巴布羅．畢卡索〈戴花環的瑪莉德雷莎．瓦特肖像畫〉1937年　 61×46公分　私人收藏    
採自特展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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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表
情
，
強
調
女
性
謙
遜
與
奢
華

不
羈
的
特
質
，
呈
現
對
女
性
的
雙

重
概
念
。
而
這
種
觀
念
根
植
於
當

時
愈
趨
不
合
時
宜
的
道
德
感
，

即
使
在
西
方
﹁
女
士
﹂
︵la

d
y

︶

概
念
衰
微
後
，
這
種
對
於
女
性
矛

盾
調
詭
的
理
解
仍
持
續
至
二
十

世
紀
。
畢
卡
索
在
︿
戴
花
環
的

瑪
莉
德
雷
莎
．
瓦
特
肖
像
畫
﹀

︵M
a
rie

-T
h

e
re

se
 W

a
lte

r w
ith

 a
 

G
a

rla
n

d
, 1

9
3

7

，
圖
七
︶
畫
中
，

承
襲
了
前
輩
畫
家
們
共
有
的
華
麗

與
矛
盾
手
法
，
描
繪
他
的
愛
人
。

藉
由
這
些
畫
作
的
並
列
展
出
，
策

展
人
希
望
表
達
繪
畫
傳
統
的
歷
史

脈
絡
和
風
格
取
向
雖
然
變
化
甚

劇
，
其
基
本
語
彙
卻
時
有
延
續
。

在
免
費
提
供
觀
眾
的
展
場

單
張
說
明
中
，
策
展
人
清
晰
地

陳
述
策
展
理
念
，
除
了
向
觀
眾

傳
達
策
展
人
的
獨
特
見
解
之
外
，

也
提
供
藝
術
博
物
館
界
省
思
一

個
藝
術
展
覽
成
形
的
過
程
。
藝

術
展
覽
通
常
由
藝
術
史
家
所
策

劃
，
而
藝
術
史
家
在
研
究
藝
術
品

的
過
程
中
，
除
了
大
量
閱
讀
歷
史

文
獻
與
學
術
成
果
外
，
時
常
同
步

運
用
作
品
對
照
比
較
的
方
式
，
尋

求
每
件
藝
術
品
的
獨
特
性
，
藉
此

論
述
及
詮
釋
藝
術
品
的
特
質
與
風

格
。
例
如
，
藉
由
排
比
同
一
畫
家

不
同
年
代
的
作
品
，
來
了
解
個
別

畫
家
的
風
格
發
展
；
對
照
同
一
年

代
、
或
不
同
年
代
畫
家
對
相
同
主

題
的
呈
現
，
來
理
解
畫
家
之
間
的

差
異
；
比
對
不
同
時
代
的
作
品
，

以
歸
納
整
理
時
代
風
格
。
關
於
這

方
面
的
理
論
，
最
有
名
者
莫
如

藝
術
史
學
者
沃
夫
林
︵W

o
f
f
lin

 

H
e
in

ric
h

, 1
8
6

4
-1

9
4
5

︶
在
︽
藝
術

史
的
原
則
︾
︵P

rin
c
ip

le
s o

f A
rt 

H
isto

ry

︶
一
書
當
中
，
利
用
形
式

分
析
的
方
法
探
討
藝
術
品
之
間
的

不
同
，
藉
此
探
究
不
同
時
代
、
不

同
藝
術
家
作
品
的
不
同
風
格
。

展
覽
成
效

﹁
從
葛
雷
柯
到
畢
卡
索
之

西
班
牙
繪
畫
特
展
﹂
並
列
不
同
時

代
作
品
的
展
出
方
式
，
提
供
了
觀

眾
不
同
以
往
的
觀
看
方
式
，
亦
即

從
個
別
畫
作
的
觀
賞
，
轉
變
成
畫

作
之
間
的
對
照
觀
察
。
換
言
之
，

這
項
特
展
直
接
提
供
觀
眾
自
行
鑑

賞
的
機
會
。
再
怎
麼
粗
心
大
意
的

觀
眾
，
也
會
發
現
畢
卡
索
的
︿
戴

花
環
的
瑪
莉
德
雷
莎
．
瓦
特
肖
像

畫
﹀
畫
中
人
物
︵
圖
七
︶
和
哥
雅

︿
阿
布
朗
提
公
爵
夫
人
﹀
︵
圖

六
︶
的
身
軀
同
樣
以
四
分
之
三
角

度
面
向
畫
外
，
頭
飾
花
環
，
衣
著

華
麗
，
眼
神
銳
利
，
而
後
者
描
繪

寫
實
，
前
者
的
人
物
卻
以
不
同
角

度
組
合
畫
出
。
一
般
觀
眾
雖
不
見

得
在
很
短
的
時
間
之
內
，
全
盤
掌

握
背
後
的
技
巧
及
美
學
風
格
，
卻

對
畫
作
間
的
不
同
留
下
深
刻
的
印

象
，
引
起
進
一
步
探
究
的
意
圖
。

根
據
筆
者
觀
察
，
展
場
中
時
見
觀

眾
三
五
成
群
，
品
評
討
論
一
組
一

組
的
畫
作
。
更
引
人
興
味
的
是
，

這
項
展
覽
除
了
提
供
視
覺
的
對
照

之
外
，
現
場
並
沒
有
依
賴
太
多
的

文
字
說
明
；
整
個
展
覽
只
見
單
元

標
題
及
畫
作
品
名
，
顯
示
出
整
體

展
覽
不
僅
出
自
策
展
人
﹁
精
心
挑

選
出
的
比
對
﹂
︹
註
四
︺

，
亦
建
立

在
對
觀
眾
參
觀
行
為
的
深
刻
認
識

上
。
由
於
展
場
少
了
牆
面
大
段
落

的
文
字
說
明
，
觀
眾
即
不
須
因
閱

讀
牆
面
文
字
，
而
聚
集
停
留
在
參

觀
動
線
的
某
點
上
；
展
場
少
了
畫

作
旁
的
個
別
說
明
，
觀
眾
亦
不
會

過
度
貼
近
畫
作
，
而
影
響
其
他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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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物
館
學

眾
的
觀
賞
。
展
場
中
畫
作
成
組
的

安
排
，
加
上
西
洋
繪
畫
裡
油
畫
一

向
色
彩
鮮
麗
，
使
得
觀
眾
得
以
與

畫
作
保
持
一
定
距
離
，
用
眼
光
瀏

覽
一
組
組
的
畫
作
，
彼
此
之
間
互

不
干
擾
。

然
而
，
展
場
中
既
然
沒
有

太
多
的
文
字
說
明
，
當
觀
眾
進
行

一
組
組
畫
作
的
視
覺
鑑
賞
之
後
，

又
如
何
讓
觀
眾
了
解
畫
作
不
同
的

歷
史
脈
絡
與
藝
術
創
意
？
這
項
特

展
巧
妙
地
利
用
了
個
人
式
的
語
音

導
覽
，
深
度
地
解
說
各
項
訊
息
。

圖八　觀眾在一樓入口（圖右側）依序購買門票，售票口旁緊臨語音櫃

臺（圖左側）。

圖九　由於特展門票內含語音導覽，觀眾進入參觀動線時，語音公司的

工作人員即在售票處旁，快速而主動地提供耳機式的導覽機器。 

由
於
特
展
門
票
內
含
語
音
導
覽
，

觀
眾
在
一
樓
依
序
購
買
門
票
後

︵
圖
八
︶
，
進
入
參
觀
動
線
時
，

語
音
公
司
的
工
作
人
員
即
在
售
票

處
旁
，
快
速
而
主
動
地
提
供
耳
機

式
的
導
覽
機
器
。
︵
圖
九
︶
因
這

項
服
務
內
含
於
門
票
之
中
，
大
部

分
觀
眾
很
自
然
地
接
受
了
語
音
機

器
。
展
場
藉
由
個
人
操
作
的
語
音

導
覽
，
讓
觀
眾
的
參
觀
過
程
結
合

了
視
覺
觀
賞
與
聽
覺
說
明
，
共
同

組
成
對
於
展
示
內
容
的
理
解
。
因

此
觀
眾
可
於
現
場
觀
賞
大
師
們
的

作
品
形
式
與
創
新
內
容
、
理
解
畫

作
背
後
的
文
化
背
景
、
認
識
某
個

時
代
的
特
殊
題
材
、
甚
至
某
位
畫

家
對
於
社
會
的
批
判
等
。
這
些
訊

息
彼
此
交
織
，
延
伸
了
觀
眾
對
於

作
品
的
美
感
體
驗
與
知
識
累
積
，

突
破
了
觀
眾
與
作
品
的
時
空
隔

閡
；
整
體
展
示
手
法
乾
淨
俐
落
，

藝
術
教
育
內
容
卻
深
刻
自
然
，
知

識
的
累
積
與
美
感
的
體
驗
並
進
而

行
。

結
語好

的
藝
術
品
需
要
有
好
的

展
示
手
法
，
來
幫
助
觀
眾
理
解
欣

賞
。
﹁
從
葛
雷
柯
到
畢
卡
索
之
西

班
牙
繪
畫
特
展—

時
代
．
真
理
．

與
歷
史
﹂
回
應
了
近
幾
年
博
物
館

學
界
對
於
展
場
進
行
藝
術
教
育
的

省
思
，
以
及
對
於
觀
眾
參
觀
行
為

研
究
的
投
入
。
只
有
當
觀
眾
意
識

到
藝
術
品
的
獨
特
性
時
，
藝
術
教

育
才
由
此
慢
慢
開
展
。
而
開
展
的

催
化
劑
，
端
賴
博
物
館
舉
辦
展
覽

時
策
展
團
隊
的
整
體
規
劃
。

註
一

〜

註
四 

譯
自
特
展
提
供
觀
眾
之
單
張
說
明
書

注
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