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故宮質精量豐的文物典藏中，古代青

銅器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然而也可能是讓

今日多數臺灣觀眾比較有距離感的，是因為青

銅文明興盛於數千年前，距今已經年代久遠，

另一方面是因為過去鑄造與使用青銅器的文

化脈絡，與當代社會已是顯著不同，奇異的

器物造型、神秘的裝飾紋樣，以及難懂的銘

文內容，往往讓一般人感到不易親近與理解。

　　「青銅饗宴─古代的禮儀與樂曲」特展

以教育推廣為主要目標，簡要介紹了華夏青

銅文明的特色、青銅禮器的重要器類與豐富

裝飾。本次精選展出故宮院藏的商周青銅文

物，並且結合現代數位多媒體科技，打造全

新的沉浸式劇場，此外還設置複製文物觸摸

體驗區，希望觀眾能在多元的感官體驗中自

由探索，拉近與古代青銅器的距離。

「青銅饗宴─古代的禮儀與樂
曲」特展簡介
▍杜士宜　

目前在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南部院區推出的「青銅饗宴─古代的禮儀與樂曲」

特展，以距今約三千年前的華夏文明青銅禮器為主題，結合院藏古老文物、多媒體沉浸式

劇場，以及觸摸體驗，希望透過活潑多元的展示方式，邀請觀眾一窺古人的物質生活與精

神世界。（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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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青銅饗宴―古代的禮儀與樂曲」展覽主視覺，鮮黃色調恰呼應青銅器剛鑄造好時的金黃色澤。　南院處提供



認識古代青銅器

　　在現代的日常生活中，金屬材質幾乎已

經無所不在，回顧早期文化發展的軌跡，人類

是歷經了相當漫長的石器時代，才在燒製陶

器的技術基礎上，逐漸學會從礦石提煉金屬

並鑄造為器物。青銅，是銅與錫、鉛等金屬的

合金，具有熔點低、硬度高及性質穩定等特

點；古代青銅器在經過數千年的地下埋藏後，

表面產生氧化作用，原本金黃的色澤被青綠

色的銅鏽覆蓋，因此後人稱其為「青銅器」。

　　世界上多數的古文明皆經歷過從石器時

代邁向青銅時代的進程，青銅材質的廣泛運

用，促成了經濟生產的躍進，也改變了社會

生活的樣貌，被視為人類早期文化發展的重

要里程碑。本次展覽聚焦於華夏文明上古時

期的青銅禮器，透過「華夏文明的青銅時

代」、「青銅器的器類與功能」、「豐富多

元的裝飾紋樣」等單元來進行介紹。

華夏文明的青銅時代

　　華夏文明在距今約四千年前進入青銅時

代，涵蓋了傳說中的夏代，以及商代、周代，

延續一千六百年左右。青銅器的鑄造需要開

採礦石、冶煉原料、製作模範、澆鑄熔化的

液態金屬原料等等，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

物力，通常只有掌握權力與財富的王室貴族

才能夠製作和擁有。當時不僅用青銅來製作

工具和武器，還鑄造了大量的禮儀用器，使

用於祭祀、典禮儀式與宴會等重要場合中，

這些禮器多半製作精良、裝飾華美，足以彰

顯使用者的身分地位與等級高低。

青銅器的器類與功能

　　在距今約三千年前的商代和周代，日常

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祭祀等禮儀活動，

當時鑄造的青銅器物大多與這些活動有關。

依據使用功能的差異，青銅禮器大致可以分

為水器、酒器、食器、樂器等，每個器類又

可細分為數種類型。本次精選展出故宮院藏

的商周青銅禮器，用以說明具代表性的器類

與功能，也讓現代觀眾一窺古人對於禮儀活

動的慎重和珍視。

水器

　　古人透過對於潔淨的追求，表達內心的

虔敬與對禮節的重視，盥洗與相關的水器成

為禮儀活動中的重要部分，例如開口寬廣、

腹部較淺，且底部帶有圈足的「盤」，即是

主要的盥洗用具，通常與其他注水器搭配使

用，做為澆水洗手時在下方接水的承水器，

若將盤內注滿水，也可以當鏡子使用。

　　本次展出的商代中期〈魚紋盤〉是故宮

院藏中年代最早的青銅盤（圖 2），表面已經

佈滿斑駁的綠色銅鏽。這件盤的尺寸頗大，

裝飾設計上也別出心裁，盤的外側與內側分

別有不同的紋樣，外側是由夔龍紋與連珠紋

組合而成的帶狀裝飾，盤內的中心則有一個

圓形的渦紋，周圍有四隻魚紋，表現出魚兒

隨著水流游動的意象，巧妙呼應盤做為水器

的功能。（圖 3）

酒器

　　美酒佳餚是祭典或宴會中不可或缺的，

可以作為祭祀祖先神靈的供品，也能夠供生

者飲宴使用，而酒水和食物專用的青銅器具，

則是最直接的物質證據。史書記載商代人喜

愛喝酒，酒器種類豐富、製作精美，反映出

當時飲酒文化的盛行，本次展出的「尊」與

「爵」即為兩種不同功能的酒器。

　　尊，是中大型的盛酒器，特徵是開口外

敞呈喇叭形，腹部寬大突出，可以用來盛裝

較大量的酒。本次展出的商代晚期〈亞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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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是一件體積碩大的方形尊（圖 4），內側

底部鑄有「亞醜」字樣的銘文（圖 5），表示

是由商代晚期活躍於山東地區的亞醜族氏所

鑄造，
1
此人群偏愛方形的器物造型，從工藝

製作的角度來看，鑄造方形器比圓形器更加

困難，因此較為少見，反映出擁有者的尊貴

身分與藝術品味。

　　這件方尊的裝飾繁複而華麗，不僅全器

佈滿多變的龍紋和獸面紋，肩部還環繞了八

個立體獸首（圖 6），有的獸首長著掌狀角，

有的則高舉象鼻、露出兩根象牙，這些活潑

可愛的立體動物裝飾，讓青銅器的造型有更

多變化，也呈現出商代晚期青銅器的時代特

色。器身上一條條粗厚而突出的稜脊，主要

用來修飾鑄造時、拼接模範所留下的接縫，

也是一種充滿巧思的裝飾技法。

　　爵，是一種溫酒器，器腹下方的三足之

間可生火，用來溫熱酒液。本次展出的商代

晚期〈獸面紋爵〉的造型相當優雅（圖 7），

腹部下方呈現橢圓雞蛋形，底下的三足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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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 〈魚紋盤〉內有一圓形渦紋及四條魚紋，呈現出魚兒順水而游的畫面。

 圖2 商代中期　魚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銅000466

 圖4 商代晚期　亞醜方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銅00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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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 〈亞醜方尊〉器肩的立體獸首

 圖5 〈亞醜方尊〉器內底部的「亞醜」族氏銘文及其拓片



修長；口沿一端是圓弧狀的流嘴，可以用來

倒酒；旁邊還有兩個突起的短柱。這件爵的

器身上佈滿各種紋飾，最顯著的是把手左右

兩側的獸面紋，神情端莊而肅穆；此外，位

於流口下方外側的蕉葉紋，也十分細緻優美。

（圖 8）

食器

　　史書記載周人推翻了商政權之後，將商

的衰亡歸因於飲酒過度，周王頒布禁酒令，

勸導人民不要酗酒。
2
在青銅禮器方面，酒器

的重要性逐漸降低，用來盛放或烹煮食物的

食器則成為主角，其中又以「鼎」和「簋」

最具有代表性。根據歷史文獻的記載，在周

代的禮儀活動中，鼎和簋通常會搭配使用，

使用數量也有規範，標示著擁有者身份和等

級的高低之別。

　　鼎，可能是一般人最耳熟能詳的古代文

物，是主要的炊具及盛食器，底部的三足之

間可生火加熱，用來烹煮牛、羊等肉食。本

次展出的西周中期〈師湯父鼎〉為文化部指

定重要古物（圖 9），器腹底下有三隻獸蹄狀

的足，器腹外側裝飾了兩兩相對的鳳鳥紋，

有著巨大的頭冠和長長的尾羽，非常華麗而

莊重。鼎的內部鑄有五十餘字的銘文，描述

一位名叫「師湯父」的大臣，受到周王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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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9 西周中期　師湯父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銅000073

 圖7 商代晚期　獸面紋爵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銅002048

 圖8 〈獸面紋爵〉流口下方外側的蕉葉紋



了弓、箭和盾牌，因此鑄造這件鼎來祭祀祖

先神靈，希望後代子孫能夠永久珍藏，並將

祖先的美德與榮耀銘記在心，充分體現古人

對於傳承與不朽的追求。

　　簋，是古代用來盛放食物的盛食器，本

次展出的西周早期〈獸紋簋〉有著圓形的腹

部和圈足（圖 10），兩側有獸首造型的耳朵，

耳朵下還有延伸出來的垂珥。這件簋的器腹

外側裝飾了兩兩相對的蝸身獸紋，造型結合

了漩渦狀的蝸牛殼、像大象般彎曲的長鼻子、

向上捲曲的觸角、上下交錯的立體獠牙、浮

凸的大眼，以及鳥爪一般的獸足等等，這種

富有神秘感的複合怪獸，展現出古人豐富的

想像力。

樂器

　　古代祭祀祖先神明或宴會請客時，音樂

演奏可以為重要的儀式場合增添莊嚴且和諧

的氣氛，而青銅「鐘」正是主要的打擊樂器

之一。鐘的造型像是兩個瓦片相合在一起，

上方有圓柱狀的長柄或是半圓形的環鈕，演

奏時將鐘懸掛在鐘架上，以槌子敲擊鐘的下

部，就可以發出清亮鏗鏘的聲音，傳遞到很

遠的地方。

　　本次展出的西周晚期〈永寶用鐘〉，正

中間的鉦部鑄有「永寶用」三字銘文（圖

11），表達對於後代子孫永續傳承的期許。

鐘體上裝飾了三十六個高高突起、排列整齊

的乳丁，還有雙龍紋和鳳鳥紋。值得一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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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0 西周早期　獸紋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銅002123



是，這件鐘是雙音鐘，敲擊下方的鼓部中央

和側邊，可以發出兩種不同頻率的音響，鐘

的右側有一隻簡化的鳳鳥圖案，正是用來標

記可以敲擊出不同音響的位置。（圖 12）古

代人們將各種大小尺寸的鐘按照音階高低排

列，稱為「編鐘」或「和鐘」，可以用來演

奏較為複雜的樂曲。

豐富多元的裝飾紋樣

　　精美的裝飾紋樣是華夏文明青銅禮器的

重要特色，這些紋飾不僅具有美化器身的功

能，同時也帶有宗教信仰的意涵，扮演著人

類與超自然世界之間感通的媒介，而歷代紋

飾與風格的變化，也反映不同時期的社會樣

貌與文化思想。一般常見的青銅器裝飾紋樣

多半源於古人們對於大自然的觀察與轉化，

大致可分為動物紋、植物紋、幾何紋，另外

還有透過想像創造出來的圖案，例如莊嚴神

秘的獸面紋、象徵祥瑞的鳳鳥紋、尊崇的龍

紋等等。東周後期的青銅器出現了描繪人物

活動場景、帶有故事情節的紋樣，反映另一

種寫實生動的裝飾趣味。

　　為了呈現出這些裝飾紋樣的造型構圖，

本次展覽從院藏商周青銅器上選擇較具特色

的紋飾，包括表現神秘動物臉孔的「獸面

紋」、軀體呈長條蜿蜒形的「龍紋」、具有

華麗冠飾與尾羽的「鳳鳥紋」、經常作為襯

底的螺旋狀「雲雷紋」、模仿自然植物外觀

的「蕉葉紋」，以及結合多種動物造型特徵

而成的「蝸身獸紋」、「立體獸首」與「魚紋」

等等，將文物照片與墨拓本經由電腦美術軟

體重新描繪整理之後，放大尺寸印刷輸出於

展場內，變得較為清晰易讀；另外也將這些

素材重新編排為動畫，安排一個個帶有金色

光澤的巨大紋飾投影於展場內，不僅做為空

間情境營造的元素，也希望觀眾能夠更清楚

地觀察紋飾細節。（圖 13）

〈大雅韶音〉沉浸式劇場

　　故宮長年致力於運用多媒體科技，將經

典文物轉化為具有教育性與趣味性的數位內

容，本次展覽即以古代青銅器為主題，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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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1 西周晚期　永寶用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銅001982

 圖12 〈永寶用鐘〉鐘體下方的紋飾，標記可以敲擊出不同音
響的位置。　南院處提供



製作〈大雅韶音〉動畫影片，並在展場內搭

建一個環形巨幕空間，讓觀眾進行沉浸式劇

場體驗。（圖 14）影片的創作靈感源自院藏

的國寶文物西周晚期〈宗周鐘〉，嘗試以現

代人的視角，創新詮釋近三千年前周代人的

宇宙觀，同時凸顯青銅器在當時禮樂制度中

的重要角色，恰與劇場外的古老青銅文物形

成跨時空的古今對話。

　　〈宗周鐘〉是西周晚期厲王（約西元前

890∼前 828）下令製作的祭祖樂器，為存世

少見的周天子自作器，彌足珍貴，目前展示於

故宮北部院區的銅器陳列室。這件鐘的造型

為合瓦式，鐘體上裝飾有三十六個長形乳丁，

以及迴旋盤繞的龍紋，並且有一百二十餘字

的銘文，記錄了鑄造此鐘的緣由：西周厲王

時期，南方外族入侵周國領土，周王親自率兵

征伐，使得南方及東方的二十六個小國皆稱

臣降服。周王為了感謝祖先神靈的庇祐，並

頌揚自身的豐功偉業，故下令鑄造這件寶鐘，

希望為後世子孫祈福，永保國泰民安。

　　〈大雅韶音〉沉浸式劇場透過虛實交錯

的敘事手法，重新演繹這個二千八百多年前

的歷史事件，遙想周王如何透過祭祖典禮與

鐘鼓音樂，將〈宗周鐘〉的銘文內容傳遞給

天上的祖先神靈，而祖先神靈在接收到周王

的祝禱之後，又是如何回應並賜福子孫。影

片中青銅禮器上的裝飾紋樣不斷拆解與重組，

時而瀰漫於天地之間，時而幻化為神秘異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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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3 展場內以各種青銅器紋飾的投影，做為空間情境營造的元素。　作者攝



這些紋飾被視為萬物的構成基礎，也是連結

人世與上天之間的密碼。影片中也嘗試結合

現代科學理論，來表現周人對於宇宙的看法，

以及與超自然世界感通交流的儀式，因而出

現宛如宇宙源起大爆炸、光的折射、黑洞重

力場，以及 DNA雙螺旋結構等奇異科幻的意

象。

　　特別的是，本沉浸式劇場的影片內容以

影像、音樂與其他聲光效果為主，並沒有任

何旁白或角色對話。觀眾在進入白色方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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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4 〈大雅韶音〉沉浸式劇場從故宮院藏國寶〈宗周鐘〉汲取靈感，結合現代科學理論來演繹周代人的宇宙觀。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15 觀眾席地而坐欣賞沉浸式劇場影片　作者攝



劇場空間之後，可以自由走動，也可以就地

坐下，在全長約十分鐘的影片播映過程中，

暫停透過語言文字來接收與理解訊息，轉而

聚焦於視覺、聽覺與運動等身體感官，沉浸

在想像與真實交織而成的情境中，宛如親身

經歷一場穿越古今的旅程。（圖 15）這對於

故宮的展覽活動規劃，或者數位內容開發而

言，都可說是一個嶄新的嘗試。

　　由於沉浸式劇場影片的故事情節與敘事

方式頗具奇幻色彩，片中亦無旁白說明，本

次展覽特別在劇場入口處規劃了「大雅韶音．

宗周寶鐘」單元（圖 16），介紹影片主角〈宗

周鐘〉的歷史價值與藝術特色，也將鐘體上

的全篇銘文重新描繪整理，放大尺寸輸出並

逐字提供釋文，希望觀眾能夠更加瞭解影片

中所探討的古代文物及其時空背景；同時展

出教育推廣用的複製文物，鼓勵觀眾近距離

欣賞與觸摸，也可以用手輕輕敲擊，感受青

銅樂鐘清脆悠遠的聲音。

營造更友善的參觀環境

　　「青銅饗宴─古代的禮儀與樂曲」定位

為教育推廣性質的展覽，希望透過平易近人

的方式介紹古代青銅器，以內容淺顯易懂、

文字數量適中、圖像簡單清楚為原則，避免

艱澀難懂的解說或過於複雜的資訊。至於展

場設計方面，圖文說明的位置皆有考慮觀眾

的視線範圍，以淺色底搭配深色字的高對比

配色為主，採用規整易讀的字體，並在不影

響整體美觀與協調性的前提下，儘量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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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6 展場內「大雅韶音．宗周寶鐘」單元一隅　作者攝



的字級與行距放大，同時也調整展品及空間

的燈光照明，使整體參觀環境更加明亮，以

便讓不同年齡層的觀眾都容易閱讀與理解。

（圖 17）在說明特定概念時，也會搭配使用

簡單的數位動畫，作為靜態文字與圖像的輔

助，例如展場內即以動態呈現青銅器的使用

方式：三足而立的鼎可從下方生火加熱；匜

與盤搭配使用於盥洗儀式中，可以分別用來

澆水與接水；鐘是透過敲擊來發出聲音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展廳內還特別設置了青

銅器觸摸體驗區，精選西周早期〈獸面紋甗〉

與西周晚期〈人足獸 匜〉二件教育推廣用的

複製文物，前者在古代是用來蒸煮食物的食

器，後者則是用來澆水洗手的水器。觀眾可

以實際動手摸摸看，嘗試從質感、造型與裝

飾等三個面向，感受青銅器與眾不同的特質。

觸摸體驗區展示檯面的高度設計，將兒童及

行動不便者的需求也納入考量，檯面下方有

充足的空間及深度，方便乘坐輪椅的觀眾可

以近距離觸摸與觀察展件。（圖 18）此外，

二件複製文物旁邊皆有提供雙視說明，包含

文字與觸摸點字，方便一般觀眾與視障者獲

悉展件資訊。

　　本次特展位於故宮南部院區的 S101展

廳，恰好是博物館參訪動線上的終點站，最

初就希望規劃一個規模不大、但能融合多元

感官的教育展覽，提供給即將結束行程的觀

眾一個輕鬆而有趣的觀展經驗。展件結合了

院藏古老文物、新創作的多媒體沉浸式劇場，

以及強調觸摸體驗的複製文物等等，要將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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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7 展場空間設計以光線充足、友善易讀為原則。　作者攝



於展覽主題的訊息，置入各種媒材形式中，

邀請觀眾透過不同途徑，進入古代青銅器的

世界。故宮也期待本展覽不僅是一個參觀行

程的句點，更能夠成為一個啟發興趣與好奇

心的新起點，吸引觀眾進一步造訪北部院區

的銅器常設展間，深入探索華夏青銅文明的

發展脈絡，認識更多院藏中具有重要價值的

青銅器文物。

本次展覽承蒙本院器物處吳曉筠副研究員、張莅助理研究

員、蔡慶良助理研究員、教育展資處林致諺技正，以及南

院處多位同仁的慷慨協助，特申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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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8 展場內的複製文物觸摸體驗區，檯面設計考量輪椅使用者需求，讓不同觀眾皆可近距離觀察青銅器的質感、造型與裝飾。　作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