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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音
樂
是
人
類
靈
魂
最
純
潔
的
聲

音
，
那
麼
能
演
奏
美
妙
樂
聲
的
樂
器
，
則

有
如
上
帝
賜
予
人
類
的
另
一
個
音
喉
。
小

提
琴
，
被
稱
為
所
有
樂
器
當
中
，
最
能
表

達
人
類
深
厚
情
感
的
樂
器
。
由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和
奇
美
博
物
館
、
時
藝
多
媒
體
公

司
共
同
主
辦
的「

絕
色
名
琴─

奇
美
博
物

館
提
琴
珍
藏
展」

，
正
訴
說
著
四
百
年
來

人
類
與
藝
術
、
音
樂
的
愛
戀
傳
奇
。

奇
美
文
化
基
金
會
自
一
九
九○

年
創

辦
人
許
文
龍
先
生
收
藏
第
一
把
安
東
尼

奧
．
史
特
拉
底
瓦
里
於
一
七○

九
年
所
製

的
提
琴
開
始
至
今
，
已
典
藏
四
百
五
十
多

把
名
琴
，
成
為
世
界
第
一
的
名
琴
收
藏
機

構
。
此
次
展
出
的
一
一
八
件
珍
品
，
包
括

早
期
弓
弦
樂
器
、
名
琴
名
弓
、
繪
畫
、
雕

塑
與
工
藝
作
品
；
其
中
世
界
級
的
百
年
名

琴
是
第
一
次
在
國
人
面
前
同
時
展
示
，
不

但
是
首
次
將
四
百
年
來
提
琴
歷
史
完
整
且

系
統
性
地
呈
現
，
更
增
加
了
此
展
的
可
看

性
。

展
覽
概
述

展
覽
主
題
分
為
五
展
區
，
第
一
區
以

介
紹
早
期
弓
弦
樂
器
的
演
變
為
始
，
帶
出

「

提
琴
的
源
流」

，
第
二
、
三
區
的「
名

黃
琇
淩

琴
的
故
鄉
：
義
大
利
布
雷
西
亞
與
克
里
蒙

納」

介
紹
製
琴
學
派
的
傳
承
脈
絡
，
並
展

示
奇
美
收
藏
年
代
中
最
早
的
提
琴
、
世
界

唯
一
同
時
典
藏
製
於
一
六
一○

—

一
六
二

○

年
的
馬
吉
尼
四
重
奏（

M
aggin

i

，
含

兩
把
小
提
琴
、
中
提
琴
和
大
提
琴
各
一

把）

，
以
及
世
界
三
大
重
要
製
琴
家
族─

「

阿
瑪
蒂
家
族」

（
A

m
ati）

、「

瓜
奈
里

家
族」

（
G

aurn
eri）

與「

史
特
拉
瓦
里

家
族」

（
Stradivari）

─

所
製
的
提
琴
瑰

寶
，
引
領
觀
眾
瞭
解
名
琴
的
歷
史
風
采
與

神
奇
型
制
。
第
四
區「

提
琴
的
秘
密
：
材

料
、
結
構
與
製
作
過
程」

則
揭
開
提
琴
製

從「
絕
色
名
琴─

奇
美
博
物
館
提
琴
珍
藏
展」

談
展
覽
中
的
教
育
元
素

 本提琴圖片由奇美博物館提供

與
內
容
，
待
接
近
成
熟
階
段
教
育
人
員
才

加
入
，
配
合
規
劃
各
式
教
育
活
動（

如
講

座
、
導
覽
、
親
子
活
動
、
工
作
坊
等）

，

讓
觀
眾
透
過
這
些
活
動
深
入
瞭
解
原
本
側

重
學
術
性
呈
現
的
內
容
，
在
此
情
況
下
，

教
育
人
員
屬
於
被
動
參
與
的
角
色
。
然

而
，
在
展
覽
規
劃
初
期
就
納
入
協
助
觀
眾

學
習
的
教
育
元
素
，
於
整
體
策
展
面
向
思

考
的
作
法
，
又
應
如
何
落
實
呢
？

近
年
來
國
內
博
物
館
所
策
劃
的
展

覽
，
逐
漸
嘗
試
國
外
多
所
博
物
館
的
方

式
，
即
在
策
展
過
程
之
初
，
就
有
教
育
人

員
的
參
與
，
讓
展
覽
主
題
的
詮
釋
，
以
觀

眾
易
理
解
的
方
式
呈
現
。
以
二○

○
○

年

十
一
月
美
國
芝
加
哥
美
術
館（

T
h

e A
rt 

Institute of C
hicago

）

的
年
度
大
展「

道

教
與
中
國
藝
術」

（
T

aoism
 and the A

rts 

of C
h

in
a）

為
例
，
教
育
人
員
和
亞
洲
藝

術
部
門
策
展
人
於
展
覽
籌
備
初
期
，
就
密

切
討
論
如
何
讓
對
道
教
一
無
所
知
的
西
方

觀
眾
瞭
解
道
教
的
藝
術
與
文
化
意
涵
，
並

就
目
標
觀
眾
群
對
於
道
教
現
有
的
理
解
、

對
展
覽
的
期
待（

含
展
覽
內
容
、
選
件
、

主
題
分
類）

、
溝
通
詮
釋
工
具
的
反
應

（

含
品
名
卡
、
說
明
文
字
撰
寫）

，
以
及

作
工
藝
的
神
秘
面
紗
。
為
增
加
展
覽
的
豐

富
性
，
同
時
也
展
出
以
提
琴
為
主
題
的
繪

畫
、
雕
塑
與
工
藝
珍
品
，
呈
現
名
琴
與
名

作
對
話
的
情
境
。
除
了
靜
態
的
展
覽
形
式

外
，
在
最
後
設
置
的「

名
琴
與
名
曲
：
提

琴
互
動
區」

，
藉
由
科
技
的
輔
助
，
讓
觀

眾
彷
彿
能
親
手
撫
玩
多
把
名
琴
，
並
聆
聽

名
琴
的
絕
色
美
聲
。

展
覽
與
教
育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周
院
長
功
鑫
在

「

絕
色
名
琴」

導
覽
手
冊
序
言
中
提
到
：

「

博
物
館
展
覽
的
最
大
目
的
是
為
觀
眾
拓

展
視
野
，
增
廣
見
識
，
進
而
提
升
人
文
素

養
。」

周
院
長
更
多
次
在
展
覽
籌
備
會
議

中
強
調
此
展
的
教
育
意
義
，
應
朝
向「

教

育
性」

展
覽
來
進
行
，
讓
觀
眾
親
近
提
琴

的
歷
史
與
其
無
與
倫
比
的
美
音
魅
力
。

美
國
博
物
館
學
會
於
一
九
八
四
年
出

版
的《

新
世
紀
的
博
物
館》

(M
useum

 for 

a N
ew

 C
entury)

一
書
中
提
到
，「

收
藏

為
博
物
館
的
心
臟
，
教
育
則
是
博
物
館
的

靈
魂
。」

（

註
一）

博
物
館
的
教
育
功
能

在
以
往
常
只
是
為
了
配
合
展
覽
而
設
計
教

育
活
動
，
展
覽
由
研
究
人
員
先
訂
定
主
題

展場以大圖輸出呈現製琴學派所在的地理位置與其製琴師關係圖，以及音樂提琴 
大事紀，和人類歷史重要事件並列（林姿吟攝）

展場內以250吋投影呈現「克里蒙納三大名琴PK演奏」（林姿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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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活
動
等
內
容
進
行
三
階
段
的
焦
點
團

體
評
量
，
再
依
照
建
議
所
得
八
項
結
論
調

整
展
覽
方
向
、
詮
釋
方
式
與
教
育
活
動
，

期
望
將
陌
生
的「

道
教」

概
念
和
觀
眾
的

生
活
與
價
值
觀
產
生
連
結
。
此
外
，
展
場

中
特
別
設
計
一
間
獨
立
的
道
壇
擺
設
，
好

讓
西
方
觀
眾
親
身
體
會
置
身
道
教
宗
教
場

域
的
感
受
。
在
僅
三
個
月
的
展
期
中
，
教

育
部
門
舉
辦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多
項
活
動
，

包
括
每
日
朗
誦
解
說
道
德
經
、
中
國
道
士

示
範
畫
符
祈
福
、
太
極
拳
及
武
術
教
學
等

共
七
十
二
場
教
育
活
動
，
全
數
皆
在
展
場

內
舉
行（

註
二）

，
吸
引
眾
多
西
方
觀
眾
參

與
，
讓「

道」

和
觀
眾
建
立
了
文
化
上
及

生
活
上
的
連
結
性
。

反
之
，
當
展
覽
主
題
為
台
灣
觀
眾
較

不
熟
悉
的
西
方
宗
教
，
又
應
如
何
呈
現

呢
？
二○

○

六
年
十
二
月
在
國
父
紀
念
館

舉
辦
的「
藝
術
與
宗
教
：
十
四
至
十
七
世

紀
義
大
利
繪
畫」
特
展
，
是
另
一
個
將
教

育
融
入
展
覽
的
佳
例
。
策
展
的
輔
仁
大
學

博
物
館
學
研
究
所
團
隊
為
了
讓
觀
眾
容
易

和
展
覽
主
題
產
生
連
結
，
運
用
茱
蒂
．
蘭

德（
Judy R

an
d
）

提
出
的P

A
S

S
架
構
作

為
策
展
與
詮
釋
的
依
據
，
亦
即（
一）

G
reenhill

指
出
，
當
觀
眾
參
與
示
範
、
觸

摸
及
討
論
展
品
、
運
用
互
動
式
展
示
，
以

及
戲
劇
性
呈
現
等
方
式
，
觀
眾
的
學
習
記

憶
會
高
達
百
分
之
九
十
。
反
之
，
僅
是
靜

態
的
觀
看
，
一
般
人
能
記
住
的
部
分
只
有

百
分
之
十（

註
四）

。
因
此
，
運
用
多
感
官

呈
現
的
展
覽
，
遠
比
只
訴
求
單
一
感
官
者

更
能
讓
觀
眾
驚
喜
，
並
加
強
對
新
事
物
的

記
憶
。

展覽入口處以法國藝術家Afred Bouher的作品〈傾聽海貝的女神〉來邀請觀眾一同聆聽名琴美聲 
（林姿吟攝）

天
籟
之
音
的
呈
現

以
提
琴
為
主
角
的「

絕
色
名
琴」

展
，
所
設
定
的
目
標
觀
眾
群
，
除
了
提

琴
專
家
、
音
樂
科
系
學
生
、
愛
樂
者
及
專

業
人
士
外
，
更
希
望
推
廣
至
普
羅
大
眾
。

然
而
，
不
同
於
繪
畫
與
雕
塑
外
顯
的
故
事

性
，
對
大
多
數
人
而
言
，
恐
怕
難
以
辨
識

每
把
琴
的
區
別
與
珍
奇
之
處
，
因
而
此
展

覽
面
臨
的
最
大
挑
戰
，
是
如
何
讓
觀
眾
和

一
把
把
陳
列
於
玻
璃
櫃
中
的
提
琴
產
生
共

鳴
與
感
動
？
若
單
單
是
陳
列
提
琴
來
敘
述

其
歷
史
源
流
、
演
變
與
學
派
，
一
般
觀
眾

是
無
法
體
會
出
這
些
樂
器
的
珍
奇
，
甚
至

無
法
引
起
參
觀
的
興
趣
。

誠
如
周
院
長
所
說
，
這
是
一
個
關
於

「

聲
音」

的
展
覽
，
應
如
何
讓
觀
眾「

看

見」

名
琴
無
與
倫
比
的
音
色
呢
？
劉
鶚
在

《

老
殘
遊
記》

第
二
回
王
小
玉
說
書
的

橋
段
，
曾
寫
下
對
聲
音
最
膾
炙
人
口
的
極

致
描
述
。
劉
鶚
以「

像
一
線
鋼
絲
拋
入
天

際」

、
攀
傲
來
峰
登
泰
山
之
勢
又「

力
騁

其
千
迴
百
折
的
精
神
，
如
一
條
飛
蛇
在
黃

山
三
十
六
峰
半
腰
裡
盤
旋
穿
插」

來
形
容

王
小
玉
的
聲
音
，
讓
我
們
對
她
的
說
書
充

滿
無
限
的
想
像
。
然
而
，
策
展
團
隊
實
難

目
的（

P
urpose

）
─

為
什
麼
我
們
要
說

這
些
？（

二）

觀
眾（

A
udien

ce）
─

我

們
要
對
誰
說
這
些
？（

三）

主
題
內
容 

(Subject）
─

我
們
要
說
什
麼
？（

四）

策

略（
Strategy）

─

我
們
要
如
何
說
？
策
展

團
隊
以「

與
生
命
相
遇」

的
主
要
訊
息
貫

穿
故
事
主
軸
，
於
每
幅
作
品
右
側
陳
列
扣

合
展
覽
核
心
的
問
句
，
引
領
觀
眾
藉
由
對

問
題
的
思
考
進
而
與
作
品
產
生
互
動
，
並

建
立
關
聯
性
。
展
覽
最
後
的
生
命
樹
留
言

區
，
設
計
引
導
觀
眾
思
索
生
命
意
義
與
價

值
的
話
語
，
鼓
勵
觀
者
寫
下
感
言
，
代
表

觀
眾
對
展
覽
核
心
訊
息
的
呼
應
與
共
鳴（

註

三）

。 此
外
二○

○

八
年
五
月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展
出
的「

印
象
畢
沙
羅─

英
國
牛

津
大
學
美
術
館
珍
藏
展」

，
即
被
故
宮
定

位
為「

教
育
展」

，
特
邀
國
立
台
北
教
育

大
學
藝
術
學
系
教
授
加
入
策
展
團
隊
，
製

作
印
象
派
畫
家
表
現
自
然
光
影
變
化
的
展

示
媒
材
與
互
動
區
。
展
場
入
口
另
特
別
設

置
紅
、
黃
、
藍
三
原
色
半
透
明
布
幕
與
明

鏡
，
讓
觀
眾
穿
梭
其
中
，
在
色
點
與
倒
映

中
體
會
印
象
派
點
描
畫
派
的
創
作
精
神
。

博
物
館
學
專
家E

ilean
 H

o
o

p
er-

「印象畢沙羅」特展入口展示三元色布幕（林姿吟攝）

以
像
劉
鶚
的
絕
妙
好
詞
來
傳
達
每
把
名
琴

獨
特
的
音
質
。
因
此
，
所
有
在
展
覽
中
能

成
就
琴
聲
再
現
的
輔
助
工
具
，
勢
必
成
為

展
覽
成
功
與
否
的
重
要
推
手
。

奇
美
博
物
館
的
策
展
團
隊
於
發
想
之

初
，
提
琴
專
家
原
希
望
展
出
所
有
館
藏
名

琴
，
但
考
量
對
非
專
業
音
樂
人
的
一
般
觀

眾
而
言
，
觀
看
一
把
提
琴
和
許
多
把
提

琴
，
除
了
大
小
、
顏
色
與
裝
飾
外
，
並
無

太
大
的
區
別
。
當
展
覽
決
定
以
時
間
為
主

軸
來
貫
穿
提
琴
史
，
每
把
提
琴
可
強
調
的

特
色
也
被
歸
類
出
來
，
包
括
故
事
、
學

派
、
材
質
與
聲
音
。
同
時
，
策
展
團
隊
面

臨
了
幾
個
挑
戰
：（

一）

如
何
展
現
提
琴

的
聲
音
並
作
音
色
的
比
較
？（

二）

如
何

提
供
每
把
提
琴
蘊
含
的
豐
富
資
訊
，
而
不

使
用
大
量
的
文
字
輸
出
？（

三）

如
何
讓

觀
眾
探
索
提
琴
的
同
時
，
也
能
和
它
互

動
，
以
產
生
共
鳴
？

藝
術
與
科
技
的
絕
妙
演
出

前
述
問
題
在
現
代
數
位
科
技
的
加

入
後
，
都
獲
得
完
美
的
解
答
。
首
先
，

琴
聲
的
部
分
，
時
藝
多
媒
體
提
議
隨
展

覽
門
票
附
送
語
音
導
覽
，
讓
參
觀
者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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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
過
解
說
瞭
解
每
把
提
琴
的
故
事
、
歷

史
、
製
作
、
材
質
等
，
並
能
聆
聽
名
琴

的
音
色
。
此
外
，
更
進
一
步
結
合
奇
美

集
團
旗
下
奇
菱
科
技
的
觸
控
顯
示
器
生

產
技
術
，
以
及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的

數
位
典
藏
音
樂
資
料
庫
與
3
D
技
術
，

將
原
本
靜
態
的
展
覽
化
為
具
多
重
感
官

享
受
的
音
樂
盛
宴
。

這
次
展
覽
中
硬
體
設
備
部
分
包
括

十
一
台
四
十
二
吋
光
學
式
觸
控
螢
幕（

皆

為
工
業
等
級
高
畫
質
顯
示
器）

、
一
台

六
十
五
吋
大
型
液
晶
顯
示
器
、
二
百
五
十

吋
高
畫
質
投
影
設
備
，
以
及
義
大
利
百
萬

手
工
音
響
。
奇
菱
科
技
表
示
，
使
用
工

業
等
級
顯
示
器
於
展
場
有
以
下
優
點
：

（

一）

顯
示
器
金
屬
外
殼
易
散
熱
，
因
無

風
扇
裝
置
，
不
易
吸
附
粉
塵
，
適
合
於
展

場
中
長
期
使
用
。（

二）

顯
示
器
加
裝
四

釐
米
強
化
玻
璃
，
以
增
強
讓
觀
眾
長
期
觸

碰
的
承
受
度
。

軟
體
部
分
配
合
展
覽
主
題
分
區
展
示

中
英
文
電
子
書
，
讓
觀
眾
模
擬
閱
讀
實
體

書
籍
，
只
要
輕
輕
以
手
指
滑
過
螢
幕
，
就

能
翻
閱
該
區
不
同
學
派
與
時
期
所
製
的
提

琴
與
琴
弓
資
料
。
如
此
一
來
，
不
但
賦
予

觀
眾「

選
擇
求
知」

的
主
導
權
，
也
避
免

過
多
的
展
覽
說
明
輸
出
，
造
成
觀
眾
吸
收

資
訊
時
的
壓
力
。

為
了
讓
觀
眾
更
進
一
步
體
驗
百
年
古

琴
的
絕
妙
美
聲
，
策
展
團
隊
透
過
前
述
百

萬
音
響
、
大
型
投
影
與
液
晶
顯
示
器
，
打

造
有
如
豪
華
劇
院
的
視
聽
場
所
，
並
邀
請

國
內
提
琴
名
家
共
同
拍
攝
於
展
場
中
呈
現

的
兩
支
影
片
，
一
為
布
雷
西
亞
學
派「

馬

吉
尼
四
重
奏」

的
歷
史
性
演
出
，
一
為

「

克
里
蒙
納
三
大
名
琴
PK
演
奏」

，
即
以

阿
瑪
蒂
、
瓜
奈
里
、
史
特
拉
底
瓦
里
的
名

琴
演
奏
相
同
曲
目
，
來
突
顯
每
把
名
琴
獨

特
的
音
質
，
挑
戰
觀
眾
的
耳
力
。
觀
眾
可

能
會
發
現
，
被
小
提
琴
名
家
林
昭
亮
稱
為

須
先
練
過
氣
功
的「

瓜
奈
里」

琴
音
充
滿

爆
發
力
，
雄
勁
渾
厚
；「

阿
瑪
蒂」

音
色

溫
暖
均
勻
，
而「

史
特
拉
底
瓦
里」

則
有

如
黃
鶯
出
谷
般
的
甜
媚
明
亮
。
這
樣
高
品

質
的
聽
覺
效
果
，
是
其
他
藝
術
類
展
覽
難

以
企
及
的
。

最
後
一
區
的「

名
琴
與
名
曲
：
提
琴

互
動
區」

，
展
現「

奇
美
名
琴
數
位
典
藏

計
畫」

的
成
果
。
在
資
訊
完
備
的「

名
琴

檔
案
室」

中
，
觀
眾
可
以
聆
聽
各
件
名
琴

「名琴與名曲：提琴互動區」觀眾可觀看提琴細部並用耳機聆聽名琴樂音（林姿吟攝）

「提琴的奧秘」展示區（作者攝）

科
技
之
外
的
四
弦
奧
秘

提
琴
的
誕
生
一
直
是
一
個
謎
，
但
學

者
一
致
肯
定
，
小
提
琴
自
出
現
以
來
改

變
不
大
。
二
十
世
紀
美
國
攝
影
大
師M

an 

R
ay

最
著
名
的
作
品
之
一
，
即
以
在
女
性
裸

露
的
背
部
畫
上
兩
個
f
音
孔
，
表
現
出
女

性
優
美
宛
若
提
琴
的
曲
線
造
型（

註
五）

。

日
本
提
琴
研
究
學
者
佐
佐
木
庸
一
曾
形
容

提
琴
無
懈
可
擊
的
構
造
是「

不
能
再
加
減

什
麼
的
傑
作
，
卷
渦
的
琴
頭
，
f
音
孔
大

膽
的
設
定
，
耀
眼
可
人
的
漆」

（
註
六）

，

都
表
現
了
弦
樂
器
製
造
的
極
致
工
藝
。

四
根
簡
單
的
琴
弦
，
卻
能
發
出
優

美
、
複
雜
而
又
勁
力
十
足
的
聲
音
，
提

琴
不
可
思
議
的
奧
秘
在
第
四
區「

提
琴
的

秘
密
：
材
料
、
結
構
與
製
作
過
程」

完
全

的
樂
音
，
亦
能
在
3
D
虛
擬
博
物
館
中
享

受
親
自
把
玩
、
翻
轉
提
琴
的
樂
趣
。

然
而
，
此
種
高
度
運
用
科
技
輔
助
展

示
的
展
覽
，
使
用
的
科
技
設
備
是
否
能
於
近

四
個
月
的
展
期
維
持
正
常
運
作
，
以
及
故
障

時
工
作
人
員
是
否
能
立
即
排
除
問
題
，
都
是

必
須
特
別
留
意
的
面
向
，
以
避
免
觀
眾
僅
見

「

故
障」

告
示
後
敗
興
而
歸
。

「絕色名琴」展場（林姿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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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重現18世紀室內樂演奏場景，左為里耶茲奈畫作〈女士肖像〉（林姿吟攝）

解
構
，
讓
觀
眾
一
窺
這
個
看
似
簡
單
卻
充

滿
無
限
爆
發
力
的
小
木
盒
所
擁
有
的
魔
法

秘
笈
。
奇
美
本
身
雖
有
第
一
流
的
提
琴
收

藏
，
卻
無
製
琴
過
程
各
階
段
可
展
示
的
物

展
示
的
製
模
材
料
僅
有
一
組
，
經
過
討
論

後
奇
美
人
員
及
貝
克
小
姐
接
受
故
宮
的
建

議
，
將
展
示
材
料
用
透
明
魚
線
固
定
，
但

仍
允
許
觀
眾
觸
摸
。
工
作
坊
則
因
有
懸
掛

提
琴
以
及
工
作
桌
上
擺
設
有
製
琴
工
具
，

在
安
全
考
量
下
決
定
不
開
放
讓
觀
眾
進

入
。
這
樣
的
作
法
，
雖
非
完
美
，
但
也
能

達
到
讓
參
觀
者
瞭
解
提
琴
製
作
過
程
的
目

的
。

展
覽
中
也
重
現
十
八
世
紀
室
內
樂
演

奏
的
場
景
，
和
它
呼
應
的
是
，
法
國
藝
術

家
里
耶
茲
奈（

H
. R

iesen
er）

的
大
型
油

畫〈

女
士
肖
像〉

，
讓
觀
眾
宛
如
置
身
富

麗
堂
皇
的
貴
族
世
家
。
這
樣
的
場
景
，
若

能
有
現
場
音
樂
演
奏
，
豈
不
更
能
為
展
示

的
提
琴
，
在
數
位
科
技
之
外
，
注
入
鮮
明

的
靈
魂
呢
？
奇
美
、
時
藝
及
故
宮
三
方
團

隊
對
於
音
樂
演
奏
的
適
當
地
點
曾
多
次
討

論
，
奇
美
與
故
宮
人
員
皆
希
望
能
在
展
覽

中
呈
現
現
場
演
奏
；
然
而
，
時
藝
多
媒
體

則
認
為
展
場
中
同
時
有「

馬
吉
尼
四
重

奏」

、「

克
里
蒙
納
三
大
名
琴
PK
演
奏」

與「

提
琴
互
動」

等
視
聽
區
，
加
上
觀
眾

使
用
語
音
導
覽
，
如
果
現
場
演
出
，
聲
音

將
會
相
互
干
擾
，
並
造
成
展
場
內
人
流
堵

件
，
策
展
團
隊
因
而
邀
請
以
製
作
提
琴
著

名
的
貝
克
父
子
提
琴
工
作
室
加
入
，
以
觀

眾
可
觸
摸
的
提
琴
面
板
、
背
板
及
各
部
位

的
實
物
，
詳
細
呈
現
提
琴
製
作
的
每
個
步

驟
，
並
於
本
區
重
現
難
得
一
見
的
提
琴
製

作
工
坊
場
景
。    

兩
個
展
示
與
教
育
的
議
題

展
覽
開
幕
前
，
貝
克
提
琴
傳
人

Jennifer B
ecker G

low
s B

rightly

專
程
從

美
國
來
台
為
製
琴
工
坊
佈
展
。
原
本
貝
克

小
姐
與
奇
美
人
員
皆
希
望
觀
眾
能
自
由
拿

取
、
仔
細
觀
賞
每
塊
提
琴
的
製
模
材
料
，

並
且
可
以
進
入
提
琴
工
坊
重
現
區
，
零
距

離
感
受
製
琴
師
工
作
時
的
情
景
。
然
而
，

博
物
館
能
否
信
任
所
有
觀
眾
都
具
備
良
好

的
行
為
規
範
呢
？
處
處
皆
是「

禁
止
觸

摸」
的
博
物
館
，
應
賦
予
觀
眾
何
種
程
度

的
自
由
觸
摸
空
間
呢
？
這
是
一
個
值
得
深

究
的
議
題
。
故
宮
團
隊
認
為
，
若
事
先
已

準
備
充
足
的
展
示
材
料
及
備
用
品
，
且
能

負
擔
展
覽
期
間
補
充
這
部
分
的
必
要
成

本
，
上
述
作
法
確
實
值
得
鼓
勵
。
但
基
於

故
宮
每
年
百
萬
參
觀
人
潮
的
經
驗
，
展
示

模
組
遺
失
的
確
有
其
可
能
性
。
加
上
此
次

註釋

1.  Museums for a New Century: A 
Repor t  o f  the  Commis s ion  on 
Museums for  a New Century，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1984，轉述自劉婉珍，〈博物館蒐藏

的意義與影響〉，《博物館學季刊》，

2000年7月，頁6。
2.  H s i u - l i n g  H u a n g （黃琇淩），

Market ing S t rateg ies  fo r  Non-
Western Exhibitions in Musums: Two 
Chinese Exhibition case studies，
2001。

3.  劉婉珍，《博物館就是劇場》，頁

28-29、90，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

2007年。

4.  Eilean Hooper-Greenhill，Museum 
and their Visitors，pp. 145，London: 
Routledge，1994。

5.  此幅作品為 Kiki, Ingre's Violin，1924，
現藏於美國Getty 博物館。

6.  佐佐木庸一，〈小提琴入門─樂器的

沿革與樂曲的產生〉，《全音音樂文

摘》，第11卷第12期，1987年。

7.  有關本展奇美博物館策展過程及使用科

技媒材之訊息，感謝奇美博物館和奇菱

科技策展團隊協助提供。配合本展舉辦

的系列講座及音樂表演活動，請上活動

官網http://www.mediasphere.com.
tw/violin/。 

塞
。
經
過
幾
次
討
論
，
工
作
團
隊
決
定
將

音
樂
會
改
在
院
區
舉
辦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本
次
展
覽
的
講
座
不
同
於
一
般
演

講
，
另
外
提
供
現
場
演
出
的
聆
聽
體
驗
及

名
家
、
名
琴
、
名
弓
的
示
範
演
奏
，
讓
觀

眾
更
深
入
了
解
提
琴
的
神
奇
魅
力
。

結
語 

已
故
的
名
指
揮
家
伯
恩
斯
坦
曾
在

《

音
樂
欣
賞》

一
書
的
引
言
中
提
到
：

「

柏
拉
圖
和
蘇
格
拉
底
知
道
音
樂
的
研
習

是
對
年
輕
人
心
智
一
個
最
好
的
訓
練
，
為

教
育
所
不
可
少
，
其
理
由
正
是
因
為
音
樂

是『

科
學
的』

與『

心
靈
的』

素
質
的
結

合
。」

而
一
把
好
琴
有
如
千
里
馬
，
須
有

伯
樂
的
慧
眼
珍
惜
、
音
樂
家
的
演
奏
與
知

音
的
欣
賞
，
才
得
以
發
光
發
亮
；
如
同
博

物
館
典
藏
的
文
物
，
是
歷
代
人
類
智
慧
的

結
晶
，
也
需
要
藉
由
好
的
展
覽
教
育
詮

釋
，
才
能
讓
觀
眾
親
身
感
受
藝
術
之
美
。

新
世
紀
的
博
物
館
展
覽
從
過
去
以

「

物」
（

即
展
品）

為
中
心
，
已
轉
變
成

以「

人」
（

即
觀
眾）

為
中
心
。「

絕
色

名
琴」

展
從
學
習
者
的
觀
點
出
發
，
結
合

藝
術
、
音
樂
、
科
技
與
表
演
，
改
變
博
物

館
原
本
靜
態
的
展
示
方
式
，
提
供
觀
者
視

覺
、
聽
覺
、
觸
覺
及
參
與
的
參
觀
經
驗
。

我
們
也
可
以
從
這
個
展
覽
看
到
，
博
物

館
、
企
業
及
學
術
機
構
的
跨
領
域
合
作
，

成
就
了
一
種
更
活
潑
多
元
，
更
具
教
育
功

能
的
展
示
方
式
。

作
者
任
職
於
教
育
展
資
處

提琴工作坊展示區（作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