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尋找物件隱含的幽暗故事：疾病、

身心障礙和死亡

　　博物館舉辦與健康、醫療主題相關之展

覽，已有許多前例，如本院之「杏林春暖─

養生醫療趣味書畫」與「壽而康─院藏醫

藥圖書文物展」（圖 4）探討與醫療、養生

相關文物。英國的衛爾康基金會（Wellcome 

Foundation）則長期關注健康議題，曾與英

國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合作，擇

兩館館藏中與醫療、醫藥有關的物件，串

連成主題參觀路線（“Medicine and Healing 

Trail”）；也曾以 2003年大流行的 SARS為

主題，邀請當代藝術家藉由藝術創作，反思

SARS及其他大型流行疾病的影響，並陸續為

不同城市量身打造展覽，探討時疫對於個體

和社群造成的社會文化衝擊，其中包括 2019

年 2月於香港大館當代藝術館推出的「疫症

都市─既遠亦近」展。該基金會甚至曾與英

國布里斯托博物館／美術館（Bristol Museum 

＆ Art Gallery）合作舉辦以死亡為主題的展覽

（“Death: the Human Experience”），展示與

死亡相關之物件，與觀眾一起討論禁忌話題、

避諱主題。 

　　博物館還可以從人的故事出發，探索典

藏文物中隱含的，與疾病、身心障礙有關的

幽暗故事。受到「新博物館學」的啟發，近

年的博物館已由物件導向轉為以「人」、以

觀眾為核心；博物館界自許發揮社會教育功

能，展示不再執著於物件及物件引發的視覺

愉悅，而是以物件探討的議題激發觀眾知性的

理解與辯證、引導情意與態度的認同或質疑。

議題策展取代了物件導向的策展觀念，歷史

物件也可以引導當代事件的討論。英國的「博

物館協會」（Museums Association）也在 2018

　　近年博物館社群開始關注博物館與健康

的關係，從博物館資源中尋找個人和社會面

對疾病、維持身心健康的因應之道─無論是

提供正確的養生資訊、促進觀眾自我檢視生

活型態、以展覽或活動連結彼此和建立人際

網絡、提供學習新知機會以提升自信和心理

健康⋯⋯等等，是博物館可以為個人、社會

建構健康生活的幾種可能策略。而博物館展

示過去、與當代對話、形塑未來，也是展現

人類面對疾病的惶惑，以及從病痛死亡的無

助與創傷中學習成長等故事的場域。博物館

的物件與展覽可以成為共同經驗的載體，我

們從前人、他人相似的經歷中─無論是失

落、恐懼、驚慌、痛苦，或療癒與救贖，尋

找適合今日的因應之道，得到知性的成長與

心靈的慰藉；從物件隱含的疾病與其他幽暗

故事中，開啟與當代事件的對話。因此，受

到疫情衝擊的博物館，不論是否人潮退散或

暫時關閉，其實還有其他可以嘗試的作為。

疾病與其他幽暗主題─
探索博物館中的「困難」物件
與故事
▍林慧嫻　

新冠病毒疫情來勢洶洶、快速蔓延，影響所及，博物館等文化機構也受到波及。部分博物館配

合政府政策無限期閉館，部分雖未閉館，但面臨參觀人數快速下降的衝擊，並須小心維護展館、

觀眾與工作人員不受感染。博物館不只是展示與詮釋物件的場域，也是人群匯集、溝通與互動

的平臺，在人人保持距離以策安全的此時此刻，博物館除了積極提供線上資源持續推廣展覽與

典藏（圖 1），或以社群媒體遠距服務觀眾之外（圖 2、3），其實還有其他回應疫情的可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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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博物館提供各種線上資源。　取自故宮電子報（2020年4月
15日）：https://enews.npm.edu.tw/att/00000024/202004-1/
index.html，檢索日期：2020年4月15日。

 圖2 博物館以臉書提供線上資源相關訊息。　取自國立故宮博物
院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npmgov/photos/a.3
36631189754005/2863440190406413，檢索日期：2020年3
月31日。

 圖3 荷蘭國家博物館邀請避居家中的觀眾一起加入「居家隔離，cosplay世界名
畫」活動。　取自荷蘭國家博物館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
rijksmuseum/posts/10163090212705177，檢索日期：2020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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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同身受，因恐慌引起的失序、歧視排

擠、衝突掠奪，抑或是災難中的攜手扶持，

也在今日不時發生。

　　公開展現這些隱密幽暗的資訊並非為窺

探前人隱私，而是向當代觀眾展現博物館誠

實面對過往，更完整地呈現與歷史人物、物

件或事件有關的正負面資訊。觀眾從而理解

久病者丶障礙者也可能同時具備藝術家或歷

史推手等多重身份，而歷史人物，無論王公

貴族或庶民，也可能是久病者或身心障礙者；

從真實的故事中，反思自我對於健康與疾病

的覺知及面對未知疾病的處遇之道；連結情

意，激發同理心，展現更大的包容，甚至引

導積極的行動，對於資源匱乏者、無助者主

動伸出援手，共融差異。因此，物件的詮釋

成為動態的，因當代觀眾的關注議題而時時

年提出「典藏 2030」（Collections 2030）計畫，

邀請博物館同業集思廣益，共同探討如何以

資訊透明、自由與人權、公平正義、環境永續

等社會議題為核心，開放詮釋權、展開對話，

重新檢視典藏物件述說的故事，正視典藏與

展覽中的「困難」物件（difficult matters）與

敘事，以與當代社會密切連結。

　　博物館的典藏文物與展覽之中，原即有

難以言說的幽暗故事─負面的、避諱的、禁

忌的甚至「暗黑」的議題，也包括與個人疾

病、身心障礙等創傷相關的物件與敘事。歷

史人物亦凡人，同樣須面對疾病、老化、或

視力、聽力、體力減退等不同程度的身心障

礙。如果仔細盤點，博物館典藏中可以展示

這些主題之物件其實十分豐富，只是這些個

人避諱的隱私或禁忌的主題不一定是傳統展

覽論述的重點，而且可能僅有部分存在於公

開紀錄，部分則可能因諱莫如深而尚待爬疏

整理。本院典藏文物中較為知名者，如徐渭

（1521-1593）可能因罹患心理疾病而自殘、

自戕、殺人入獄，張大千（1899-1983）老年

深受目疾所擾等，皆見諸畫家個人的文字著

述；書法作品（圖 5），特別是尺牘的內容中

也不乏記錄書家為疾病所困（圖 6）、尋求藥

方，及喟嘆視覺、聽覺退化（圖 7）等相關內

容。此外，博物館物件中亦不乏與時疫相關

的檔案與書籍，記錄了疫情中的民生疾苦、

資源分配不足與不均造成的社會不公、疫情

導致的社會失序、醫療與養生之道等。古人

經歷的無助與混亂，在疫情蔓延的今日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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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 「壽而康」展與「杏林春暖」展，探討與醫療、養生相關的文物。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5 乾隆皇帝於乾隆60年跋晉王羲之〈快雪時晴帖〉時，喟嘆自己「老矣」，
並因視力體力減退而書跡疲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宋蔡襄書〈尺牘〉（腳氣帖）中提到因「腳氣」發作，不利行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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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 宋蔡襄書〈尺牘〉（腳氣帖）中提到因「腳氣」發作，不利行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的錯誤可能一再重複，因此過去尚未消失，

仍然主導著今日與明日的歷史進程，而典藏

歷史文物的博物館，只要仔細爬梳與整理，

皆可挖掘物件中隱含的幽暗主題、困難敍事，
例如物件中記錄的掠奪與剝削。

　　探索奴隸制度的英國利物浦國際奴隸博

物館（International Slavery Museum）為其中

的知名案例。該博物館不僅展現英國殖民史不

光彩的「暗黑」過往，也同時反思今日世界

持續進行的對於勞工的剝削─特別是開發中

國家的童工與低薪勞工，從面對過去、檢討

現在中，提醒當代觀眾產生覺知，不再無感

於這些不公平與不正義，或甚至不自覺地繼

續助長剝削。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

亦預計於 2021年推出「奴役展」（Slavery）

（圖 8），開宗明義以「奴役」為題，因該館

認為奴役與剝削是必須面對的暗黑歷史，而

荷蘭廢除奴役制度之時間其實距今不遠，因

此每個人、每個家庭都可能曾經經歷、參與

過荷蘭歷史上的這段黑暗過往。該館也計畫

全面檢視新增及既有典藏中，是否有與殖民

歷史、奴役制度相關的物件，配合研究、出

版、教育推廣，全面檢視該館與殖民、掠奪、

剝削、奴役的各種關係，並在研究過程中克

服史料不足的限制，聚焦於個人的故事，以

真實人物的經歷引起共鳴，觸動今日的觀眾。

　　這些博物館選擇直接面對典藏物件中隱

含的、曾經被刻意視而不見或集體遺忘的歷

史事件，然而其所探索的掠奪或剝削的議題，

並非只發生在特定的時空環境，也非西方博

變動，從與觀眾的互動中得到嶄新的時代意

涵。而博物館不僅是呈現客觀事實的資料庫，

也是改變觀眾態度、信念與價值觀的場域。

　　正因為病痛隱疾與身心障礙一直是避諱

與邊緣化的議題，如何呈現這些「困難」主

題並沒有簡單的公式可以套用，因此博物館

在處理這些隱蔽的紀錄與故事時仍須小心衡

量，應避免重複病痛障礙等同於孤苦無助的

既定刻板印象，也不必刻意美化或英雄化歷

史人物與事件。觀眾更期待博物館呈現真實

的日常─既有克服萬難的成就，也有久病纏

身、身心障礙的無力與困頓。而疾病攸關個

人隱私，也與家庭、群體相關，除了有關當

事人的史料，周遭親友、同時代人物的紀錄

中可能透露對於當事人患病傷殘的反應與態

度，也或者反映了對於疾病的共同認知，也

皆是博物館可以爬梳的資料，以提供更多元

的詮釋。觀眾可從中反思這些議題在當代社

會的意義，從檢視過去對於病痛障礙的態度

中看見今日的盲點與歧見，學習尊重差異與

多元，從看見古人中凝視自己、洞視現在。

其他的幽暗：掠奪與剝削

　　除了疾病、障礙與死亡，博物館物件中

還隱含了其他難以言說的主題與故事，例如

物件承載的「暗黑」歷史。依文化觀光領域

中的「暗黑觀光」定義，「暗黑」往往指涉

具有負面或爭議性歷史的博物館、文化遺址

等景點，博物館中以納粹大屠殺紀念博物館、

戰爭博物館、人權博物館等最為知名，它們

記錄展現因種族歧視與屠殺、族群衝突與壓

迫、戰爭與暴力掠奪、恐怖攻擊、政治迫害

等原因而產生的人權侵害。然而暗黑不是這

些特定類型博物館的專利。歷史上未經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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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7 宋蘇軾〈書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詩〉內容提到「右臂雖存耳先聵」。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1665　雅克伯．科曼（Jacob Coeman）　彼得．諾爾與妻女（Pieter Cnoll, Cornelia van Nijenrode and their Daughters）　荷蘭
國家博物館藏　在此幅預計於「奴役展」展出的歷史人物肖像中，其實有奴隸的影像隱身於背景。　取自該館網站：https://www.
rijksmuseum.nl/en/collection/SK-A-4062（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0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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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International Slavery Museum）為其中

的知名案例。該博物館不僅展現英國殖民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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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奴役與剝削是必須面對的暗黑歷史，而

荷蘭廢除奴役制度之時間其實距今不遠，因

此每個人、每個家庭都可能曾經經歷、參與

過荷蘭歷史上的這段黑暗過往。該館也計畫

全面檢視新增及既有典藏中，是否有與殖民

歷史、奴役制度相關的物件，配合研究、出

版、教育推廣，全面檢視該館與殖民、掠奪、

剝削、奴役的各種關係，並在研究過程中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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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人物的經歷引起共鳴，觸動今日的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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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曾經被刻意視而不見或集體遺忘的歷

史事件，然而其所探索的掠奪或剝削的議題，

並非只發生在特定的時空環境，也非西方博

變動，從與觀眾的互動中得到嶄新的時代意

涵。而博物館不僅是呈現客觀事實的資料庫，

也是改變觀眾態度、信念與價值觀的場域。

　　正因為病痛隱疾與身心障礙一直是避諱

與邊緣化的議題，如何呈現這些「困難」主

題並沒有簡單的公式可以套用，因此博物館

在處理這些隱蔽的紀錄與故事時仍須小心衡

量，應避免重複病痛障礙等同於孤苦無助的

既定刻板印象，也不必刻意美化或英雄化歷

史人物與事件。觀眾更期待博物館呈現真實

的日常─既有克服萬難的成就，也有久病纏

身、身心障礙的無力與困頓。而疾病攸關個

人隱私，也與家庭、群體相關，除了有關當

事人的史料，周遭親友、同時代人物的紀錄

中可能透露對於當事人患病傷殘的反應與態

度，也或者反映了對於疾病的共同認知，也

皆是博物館可以爬梳的資料，以提供更多元

的詮釋。觀眾可從中反思這些議題在當代社

會的意義，從檢視過去對於病痛障礙的態度

中看見今日的盲點與歧見，學習尊重差異與

多元，從看見古人中凝視自己、洞視現在。

其他的幽暗：掠奪與剝削

　　除了疾病、障礙與死亡，博物館物件中

還隱含了其他難以言說的主題與故事，例如

物件承載的「暗黑」歷史。依文化觀光領域

中的「暗黑觀光」定義，「暗黑」往往指涉

具有負面或爭議性歷史的博物館、文化遺址

等景點，博物館中以納粹大屠殺紀念博物館、

戰爭博物館、人權博物館等最為知名，它們

記錄展現因種族歧視與屠殺、族群衝突與壓

迫、戰爭與暴力掠奪、恐怖攻擊、政治迫害

等原因而產生的人權侵害。然而暗黑不是這

些特定類型博物館的專利。歷史上未經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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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7 宋蘇軾〈書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詩〉內容提到「右臂雖存耳先聵」。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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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jksmuseum.nl/en/collection/SK-A-4062（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0年3月27日。



的各種群體，從實踐兼容與共融中與當代觀眾

共構更為和諧平等的群我關係，這是博物館身

為社會文化教育機構的責任。

　　此波疫情終將趨緩或結束，然而這不是

人類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受到流行疾病

等災難的考驗。每次災難來襲引發的集體恐

慌和失序、錯誤訊息的發生與傳遞、對於異

己的歧視與排斥、對於生存環境與資源的自

恃掠奪，如果未經檢討，可能一再重覆，在

下次災難來臨時繼續考驗我們。在受到疫情

影響人人保持距離的此時此刻，博物館中人

跡罕至，雖然失去了實體環境中的人我互動，

然而這或許是個暫時停下腳步的好時機，博

物館可以藉由探究過去的幽暗，邀請觀眾拋

開成見與歧見，學習包容差異、認同異己、

攜手互助。當疫情結束，博物館人潮再度湧

現時，期許我們將更加理解自己，也更多寬

容接納，勉力建構與他人、社群、環境之間

更為和諧的互動與未來。

作者任職於本院文創行銷處

物館的專責。今日之博物館皆可重新檢視典

藏文物，留心過往的詮釋是否聚焦於物件的

使用者或收藏者的觀點，亦即上層階級的藝

術品味與生活方式，而忽視了隱藏於物件中的

緘默生產者和勞動者的故事，以及這些生產、

勞動者是否接受公平的對待，是否受到剝削

與壓迫？誠然，被奴役者、勞動者的相關紀錄

不多，或許難免讓博物館的論述觀點受到限

制，有鑑於此，荷蘭國家博物館除了與專家

合作研究殖民史，也同時邀請觀眾共同參與

策展，從家族傳承的物件和口述歷史中提供

資源補充論點，這是荷蘭博物館面對史料不

足所做的努力。也或者，博物館可以公開討

論資料為何匱乏，凸顯歷史事件中無話語權

的參與者之存在，提醒觀者歷史事件與物件

可從不同觀點切入，並得到完全不同的詮釋。

為何要述說這些幽暗故事？

　　過去尚未消失，歷史的錯誤可能一再重

複。博物館討論禁忌與避諱的困難主題，即

是選擇開放和擁抱多元，重新檢視對於特定

人物、事件、物件的詮釋，是否只選擇性地

呈現部分事實？（圖 9）是否顧及不同面向的

多元詮釋角度？是否忽略了邊緣的、常民的、

沈默的、非主流的、被污名化與刻意遺忘的

觀點？博物館無法自外於當代的社會脈動與

關注議題，對於歷史人物、事件與物件的呈

現，勢須回應當代的凝視與批判。

　　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選擇「博物館平權：多元

與包容」（Museums for Equality: Diversity and 

Inclusion）為 2020年國際博物館日主題，以此

提醒並期許博物館社群應呈現多元觀點，檢視

過往的漠視與歧見，關注邊緣、弱勢、無以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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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9 本院「斯土斯民―臺灣文獻與原住民史料展」展示朱一貴相關史料，「反清復明？」、「官逼民反？」說明文字提醒觀者歷史事
件的多元詮釋觀點。　林姿吟攝



的各種群體，從實踐兼容與共融中與當代觀眾

共構更為和諧平等的群我關係，這是博物館身

為社會文化教育機構的責任。

　　此波疫情終將趨緩或結束，然而這不是

人類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受到流行疾病

等災難的考驗。每次災難來襲引發的集體恐

慌和失序、錯誤訊息的發生與傳遞、對於異

己的歧視與排斥、對於生存環境與資源的自

恃掠奪，如果未經檢討，可能一再重覆，在

下次災難來臨時繼續考驗我們。在受到疫情

影響人人保持距離的此時此刻，博物館中人

跡罕至，雖然失去了實體環境中的人我互動，

然而這或許是個暫時停下腳步的好時機，博

物館可以藉由探究過去的幽暗，邀請觀眾拋

開成見與歧見，學習包容差異、認同異己、

攜手互助。當疫情結束，博物館人潮再度湧

現時，期許我們將更加理解自己，也更多寬

容接納，勉力建構與他人、社群、環境之間

更為和諧的互動與未來。

作者任職於本院文創行銷處

物館的專責。今日之博物館皆可重新檢視典

藏文物，留心過往的詮釋是否聚焦於物件的

使用者或收藏者的觀點，亦即上層階級的藝

術品味與生活方式，而忽視了隱藏於物件中的

緘默生產者和勞動者的故事，以及這些生產、

勞動者是否接受公平的對待，是否受到剝削

與壓迫？誠然，被奴役者、勞動者的相關紀錄

不多，或許難免讓博物館的論述觀點受到限

制，有鑑於此，荷蘭國家博物館除了與專家

合作研究殖民史，也同時邀請觀眾共同參與

策展，從家族傳承的物件和口述歷史中提供

資源補充論點，這是荷蘭博物館面對史料不

足所做的努力。也或者，博物館可以公開討

論資料為何匱乏，凸顯歷史事件中無話語權

的參與者之存在，提醒觀者歷史事件與物件

可從不同觀點切入，並得到完全不同的詮釋。

為何要述說這些幽暗故事？

　　過去尚未消失，歷史的錯誤可能一再重

複。博物館討論禁忌與避諱的困難主題，即

是選擇開放和擁抱多元，重新檢視對於特定

人物、事件、物件的詮釋，是否只選擇性地

呈現部分事實？（圖 9）是否顧及不同面向的

多元詮釋角度？是否忽略了邊緣的、常民的、

沈默的、非主流的、被污名化與刻意遺忘的

觀點？博物館無法自外於當代的社會脈動與

關注議題，對於歷史人物、事件與物件的呈

現，勢須回應當代的凝視與批判。

　　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選擇「博物館平權：多元

與包容」（Museums for Equality: Diversity and 

Inclusion）為 2020年國際博物館日主題，以此

提醒並期許博物館社群應呈現多元觀點，檢視

過往的漠視與歧見，關注邊緣、弱勢、無以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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