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物館是推動文化保存、教育學習、觀眾服務、社群建構及刺激公眾參與平臺，提供社會大眾

多元豐富的文化學習環境。本次展覽從「觀看」的課題，打破展件與觀者間的隔閡，提供近距

離的觀賞品質。同時將「看」的課題，以通用設計的概念擴及至更多族群，如高齡者、身障與

視障等觀眾，透過展場設計、說明圖冊、無障礙觸摸區與教育推廣區等，提供清楚易懂且以最

大程度被每個人使用的無障礙友善空間。

▌劉欣怡　

以「人」為中心的展場規劃─
以翰墨空間展覽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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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在 109年 6月起，

首次開闢書畫類常設展覽。以書畫處劉芳如處

長領軍的策展團隊，精選出書畫典範性作品，

如元吳鎮〈篔簹清影圖〉、傳宋郭熙〈寒林圖〉、

晉王羲之〈孝女曹娥碑〉等作品，系統性的介

紹繪畫與書法的發展脈絡。因書畫作品的脆弱

有機材質限制，每次僅能展出三個月，策展團

隊亦安排不同展件輪替，透過各知名畫家作品，

讓觀眾認識古代繪畫派別、畫風以及書畫藝術

豐富面貌。

　　展件形式包含立軸、手卷、冊頁與成扇等，

尤其以立軸的數量為最多。策展團隊最初設定

的展場目標：一是創造最多可容納展件的展示

空間、二是打破展件與觀者間的隔閡，提供近

距離欣賞品質、三是貼近多數使用者以及弱勢

族群的需求。上述第二與第三目標符合通用設

計概念「提供所有的人都可公平、平等的利用

各種設施為出發點」。本篇敘述翰墨空間第一

季（109年 6月 2日至 110年 1月 3日）展覽空

間規劃，而第二季的翰墨空間將於 110年 2月 3

日開展，展廳形象與陳設也因展件更動，提供

更優化設計。讓我們回顧翰墨空間第一季的展

覽空間設計，了解展覽從「觀看」的課題，著

手處理空間規劃、展櫃設計、圖說說明等各式

各樣元素，以「人」為中心而提供最佳觀展品

質的初心。

空間規劃與展件安排
　　展廳入口迎賓的主視覺牆面是一山水橫卷

意象，在牆面右側轉折處以開窗概念植入一扇

型窗框（圖 1），搭配主視覺牆面圖案延伸的山

巒設計，扇形展示區成為一個視覺端點。扇窗

圖1　主視覺牆與扇形櫃　南院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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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的通透感，讓展場瞬間變得輕盈。三柄成扇

以直立陳列，半透明的壓克力支架（圖 2），讓

扇面能展開到最大，如輕巧地直立在檯面上。

扇形骨架、書法題字，及書畫的裝裱形式，在

通透的櫃體設計中一覽無遺，文物細節皆能呈

現在觀眾眼前。

　　在扇櫃右側，牆面造型以曲線收邊。另將

主視覺牆中的山景層次，轉換成多層次的壓克

力實體造型。（圖 3）半透明且交疊的山脈造型，

在場景燈照射下，山脈遠近感讓牆面的視覺效

果呈現多元變化。透過主視覺牆面轉折及扇形

展示區的視覺端點，引導觀眾逆時針方向參觀。

　　本展覽分成兩個單元，第一單元繪畫、第

二單元書法。在空間規劃上，以同心圓方式在

展場中劃分兩大弧形牆面。（圖 4）牆面即展示

櫃的概念，增加空間的展示面積。弧形牆劃分

兩區空間，在兩座弧形展牆的中心處，安排獨

立矮櫃，展示各區冊頁作品。而這兩座弧形展

牆，色彩配色上巧妙地選用中國繪畫中常見的

石綠與石青為單元區隔，第一單元為石綠色、

第二單元為石青色，整個空間因此變得鮮明、

活潑。（圖 5、6）

圖3　主視覺牆尾端立體造型　楊士宏攝

圖2　成扇的支架與展示情形　南院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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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第一單元繪畫區的石綠色牆面　南院處提供

圖4　展場平面圖　南院處提供 圖6　第二單元展櫃設計圖　南院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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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第二單元書法區的石青色牆面　南院處提供

從「觀看」出發
一、從展櫃設計著手
　　此次以牆面即為展示櫃的構想，在南部院區展廳是

新穎且創新展示方式。這個構想讓策展團隊和設計團隊

都充滿期待。「最近觀賞距離」一直是各展覽中不斷挑

戰目標之一。而如何讓觀眾能更近距離的觀賞作品 ? 首

先，必須將燈光、櫃體結構（包含透光性材質與外框）

具備後，才能獲得出最近觀賞距離與最佳品質。

　　弧形展牆其實是由多組壁面展示櫃所串連的弧形

結構。團隊透過製作一座 1:1單一櫃體原型，進行燈光、

展櫃結構等細節討論。本展覽除了打造弧形展牆（櫃）

外，另有一座 14公尺展櫃進行燈光改善、新作一座 6

公尺展櫃、雙面展示扇櫃，分別處理不同「觀看」需求。

二、設計原型幫助設計思考與溝通
（一）弧形牆的單一櫃體原型測試

　　弧形展牆的單一櫃體，櫃高 360公分（圖 6），雙

面皆能展示文物，每一側牆面櫃體深度共 16公分（內

凹及突出牆面各 8公分），故展櫃密封後，白色的金屬圖8　 展櫃原型打樣測試，分別檢視燈光、材料特性與展櫃
結構等。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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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會突出牆面，櫃體如簡潔的白色相框般。

（圖 7）

　　原型打樣以製作單一壁面櫃體，現場實測

佈展流程，如計算櫃體組裝安裝工時、佈展掛

畫程序、佈展後密封過程，至燈光呈現效果等

細節。

　　除了展櫃結構與佈展細節的確認外，同時

也對於初次運用 PC（聚碳酸酯）板在展櫃材料

上進行測試。PC板的重量是玻璃的三分之一，

其輕量、高透光、耐衝擊、具防火等特性是策

展團隊看重的，但它的缺點是耐刮痕性較差。

　　測試過程中，發現幾個比較重要的問題：

第一，PC板在近距離投光時，會產生波紋影子；

若改遠處投光，波紋影子會消失，但站在畫作

前的觀賞者影子會投映在畫作上。（圖 8）第二，

佈展時間緊迫，不論使用 PC板或玻璃，都需完

善前置預備工作，包含進場動線通暢、人力充

足等，逐步完成文物佈置。第三，展櫃的品名

說明卡，必須設置在櫃外，較不影響文物陳列

的整體性。品名說明卡的高度若以無障礙閱讀

需求，建議在 150公分處。

　　在團隊與燈光師陸續進行燈光測試過程中，

了解到 PC板的波紋陰影，是近距離投光，光線

對材質產生折射後所產生。解決辦法採變更改

燈光角度與位置、以多點照明取代單點照明，

可分別解決 PC波紋板陰影，以及遠處投光的觀

眾陰影投映在畫作上問題。

　　經過原型測試，PC板與玻璃重量的差異，

使得團隊重新審視弧形牆的展櫃的結構、以及

佈展時的安全性。第一單元繪畫區，壁面展櫃

搭配PC板材，因材質輕量，展櫃外框採懸空式。

而第二單元書法區，壁面展櫃搭配玻璃，考量

牆面重量與結構安全性，將展櫃外框調整成落

地形式。（見圖 6）

　　展櫃的原型測試有效地加速展櫃設計細節

的確認，回到以「人」為中心的角度觀察佈展

流程、可能的觀展體驗，以確認是否有符合多

數使用者以及弱勢族群的需求。（圖 9）

（二）展櫃 A的燈光改造

　　展櫃 A設置在展廳斜牆區，展示冊頁與卷

軸。此櫃子是前一檔展覽「清明上河圖特展」

留用的。該櫃在「清明上河圖特展」展覽展示

時，是將燈具架設在斜牆面上，從櫃外打燈，

並使用切光片讓卷軸的光源較為均勻。由於燈

具設置高度不足，使每個切光融接效果有限，

無法讓作品每處的光線一致。且櫃體高度 81.5

公分（文物展示高度約 66公分），觀眾一旦傾

身近看，頭部陰影就會落在畫作上，造成觀賞

阻礙。（圖 10）

圖9　 經過原型測試，觀察佈展過程細節，應變調整所有工項程序使
實際佈展過程更加順暢。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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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深度 90公分。展櫃 B設計的比展櫃 A

高，展櫃內設有燈光，搭配斜面墩座，文物斜

放的角度，考慮到特殊需求觀眾在近距離欣賞

時，可不受櫃深限制全覽文物面貌；同時，對

應一般觀眾站立時的視線高，在觀賞時更輕鬆。

（圖 11）

　　在燈光規劃上，分別測試光束角 110與光

束角 30度在斜墩上光影情形，最後選擇分布較

廣、較均勻的光束角 30度燈具。（圖 12、13）

（四）扇櫃的雙面展示性

　　過去的成扇展示大多採平放、斜放為主，

此次的三面成扇特別強調要立著展示，讓觀眾

可欣賞到雙面書畫的創作、扇骨造型美感，因

此在墩座與壓克力支架設計上著重通透感、輕

　　在規劃期間，團隊對展櫃 A進行燈光改善

計畫。邀請南院處的身障同仁參與討論，同仁

反映現有櫃體的展示高度對於需要使用輪椅的

特殊需求觀眾是合適的高度，不會有像一般觀

眾近看時的陰影問題，惟須將輪椅側身以貼近

櫃體方能看到文物本身。

　　而團隊提出的燈光改善計畫，是在現有櫃

體前（與觀眾同側）設置外掛燈盒，減少外部

投光所產生的反光與影子問題，也使光源投射

範圍較均勻。由於櫃高較低矮，新增的外掛燈

盒對於特殊需求觀眾的視線影響不大。

（三）新作展櫃 B友善設計

　　新作的展櫃 B是第一單元靠近入口的重要

展櫃。展櫃高度 91公分（文物展示高度約 65

圖10　展櫃A的燈光改造：左圖為前檔展覽的打燈方式，右圖為本檔展覽燈光改善後情形。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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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新作展櫃B友善設計　作者攝

圖12　光束角110與光束角30度的燈光模擬情形　偶得設計提供

圖13　光束角30度的燈具測試效果　作者攝

量方向，讓展示視覺焦點集中於陳列品上。透

過扇櫃的雙面展示性，讓觀眾可有機會認識扇

背像麵條造型的「蓪草」是保護扇面避免受潮，

也可以避免開闔時扇面黏住的大功臣。許多觀

眾都驚訝這常見的植物「蓪草」居然是重要的

文物保存材料。（圖 14）

圖14　扇背的蓪草可教育觀眾文物保存的觀念　楊芳綺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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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友善的規劃
（一）提供大字版的說明圖冊與書法釋文本

　　為體貼高齡觀眾在閱讀文字時能更舒適，

團隊製作大字版的說明圖冊與書法釋文本，設

置在展廳內兩處，供民眾在展廳使用。觀眾可

在展廳邊看展件，邊閱覽圖冊資訊。除了展場

內現有說明板形式之外，同時因應特殊需求觀

眾觀展需求，放置合適高度的說明板，讓不同

族群的觀眾皆能舒適且無差別地觀賞。（圖

15∼ 17）

（二）「坐」著觀展的美好經驗

　　中華民國博物館協會王惇蕙（2018）曾提

到「坐」能改變博物館參觀經驗，有鑑於此，

圖15　 大字版說明圖冊（左一與左二）、書法釋文本（右一）。　作者攝 圖16　大字版說明圖冊著重大字清楚易讀　作者攝

圖17　提供輪椅觀眾可方便近距離閱讀的說明板　楊芳綺攝

圖18　博物館椅的應用　作者攝



125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455 

本展廳位於博物館參觀動線的最尾端，擺放座

椅不僅讓觀眾紓緩疲勞，同時也是心情轉化的

媒介。展廳內設有四個輕巧可摺疊攜帶的博物

館椅，鼓勵觀眾可坐在畫前，靜心欣賞仔細感

受繪畫之美。（圖 18）

互動體驗區
一、教育推廣區：「書畫的裝裱」
　　本展覽是書畫常設展廳，在展廳出口處設

有一區「書畫的裝裱」，以圖解說明書畫的裝

裱形式，如立軸、手卷、冊頁和成扇等四大項，

讓觀眾在觀賞之餘，對裝裱的相關知識和技術，

能有具體認識。（圖 19）

二、無障礙觸摸區：〈篔簹清影圖〉雙視圖版
　　在教育推廣區旁設有無障礙觸摸區，以元

吳鎮〈篔簹清影圖〉的竹子為主題，設計體驗

式的雙視圖版，策展人特別描述作品的構圖細

節與特色，製作成讓視障觀眾可觸摸點字及立

體圖版以了解畫作面貌。

展場整體照明改變
　　在開展前，跟燈光師和文保同仁進行展場

調燈，我們發現此次展場的整體光線比過往書

畫展覽明亮許多。在展場幾處，特意營造展場

氣氛的場景燈光竟一時派不上用場。在確認文

物照度並無超標情況下，探究影響展場照明原

因，分別是：其一，弧形展牆的透明 PC板與玻

璃經多點投光後，材質的反射光投映在櫃前的

地面上，以至於櫃體周圍變得明亮許多。其二，

展場配色較以往具明亮鮮活，尤其以弧形展牆

內壁紙經調燈後，其亮度使空間更添明亮感。

圖19　教育推廣區「書畫的裝裱」說明牆　楊士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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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一個展覽是結合眾人力量共同完成的。策

展團隊與設計團隊，從人的角度出發，解決「觀

看」問題，提供不同種類的友善設計，如依展

檯的高度與最佳觀賞舒適性，規劃展櫃檯面與

墩座（圖 20）、發展適合高齡者閱讀的說明圖

冊等，為各年齡的觀眾、特殊需求的觀眾，著

力消除展廳內的阻礙，提供友善的展示空間，

進而提升博物館的展示品質。

本展覽設計過程有別不同以往的新嘗試，特別感謝

書畫處劉芳如處長、何炎泉副研究員、林宛儒助理

研究員、南院處楊芳綺助理研究員以及巫葉子設計

公司，共同完成「最近距離」的觀展挑戰。感謝南

院處黃昱仁科員惠賜無障礙設施的寶貴意見，讓展

場能貼近各種觀眾的實際需求；感謝翁誌勵助理研

究員協助本展覽各種燈光測試及疑難排解。集合眾

人之力，讓這些重要書畫作品更貼近人心，閱覽不

設限。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圖20　展場中運用不同的空間向度，創造視覺豐富的觀展經驗。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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