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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字．如金—古籍與密檔展的活字版教具

教育推廣

﹁
古
籍
與
密
檔
﹂
展
主
要
展
出
歷
朝

善
本
古
籍
和
清
代
檔
案
文
獻
。
從
外
觀
來

看
，
各
類
書
籍
和
檔
案
之
間
的
尺
寸
、
造

型
、
色
彩
、
樣
式
類
似
，
差
異
程
度
小
，

藝
術
表
現
質
樸
沉
歛
，
極
盡
低
調
。
在
本

院
典
藏
文
物
類
型
中
，
圖
書
文
獻
相
較
於

視
覺
型
描
繪
細
膩
的
書
畫
名
作
，
或
造
型

精
美
、
工
藝
卓
越
的
器
物
珍
品
，
一
直
是

觀
眾
走
馬
看
花
的
行
程
較
少
駐
足
的
區

域
。
其
實
，
若
能
靜
下
心
來
觀
察
和
閱
讀

這
些
策
展
人
百
中
選
一
的
版
本
，
品
味
裝

幀
精
美
的
古
籍
，
便
會
發
現
潛
藏
於
各
開

本
方
寸
間
的
美
感
和
趣
味
。
為
能
讓
觀
眾

發
現
這
美
好
的
小
天
地
，
體
驗
雋
永
的
古

籍
版
本
之
美
，
策
展
團
隊
思
索
如
何
從
展

覽
內
容
裡
尋
找
通
俗
又
不
失
教
育
性
的
展

示
素
材
，
藉
由
多
樣
性
的
呈
現
方
式
，
增

加
民
眾
在
本
展
區
的
駐
足
時
間
與
收
穫
。

昔
字
．
如
金

古
籍
與
密
檔
展
的
活
字
版
教
具

林
姿
吟

本
院
自
九
十
八
年
始
，
推
出
常
設
展
覽
﹁
古
籍
與
密
檔
﹂
，
將
古
籍
與
密
檔
兩
大
主
題
並
置
於
同

一
展
廳
。
為
增
加
觀
眾
對
圖
書
文
獻
展
品
珍
貴
性
瞭
解
，
今
年
展
覽
中
，
規
劃
活
字
版
印
刷
介
紹

區

－

﹁
昔
字‧

如
金
﹂
。
讓
觀
眾
在
現
今
平
版
印
刷
盛
行
時
代
，
能
透
過
活
字
版
印
刷
的
介
紹
，
體

會
在
科
技
昌
明
之
前
，
獲
得
記
載
文
明
精
華
的
書
籍
，
是
多
麼
難
得
和
令
人
珍
惜
的
事
。

「昔字‧如金」展區現況　邱俊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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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被
帶
起
乾
隆
時
期
各
地
官
衙
私
家
仿
效

活
字
印
書
的
︽
欽
定
武
英
殿
聚
珍
版
程

式
︾
啟
發
了
想
法
。
該
書
是
乾
隆
整
理
明

代
永
樂
大
典
後
重
刻
的
書
籍
之
一
，
圖
文

並
茂
，
繪
製
精
美
，
詳
實
記
載
清
代
木
活

字
刻
書
的
方
式
。

中
國
早
期
書
本
是
用
抄
寫
的
方
式

製
作
，
一
人
一
次
只
能
抄
寫
一
本
，
速
度

慢
，
產
量
少
，
那
時
擁
有
書
僅
能
是
有
錢

人
的
權
利
。
為
了
能
生
產
更
多
書
籍
，
滿

足
各
階
層
需
求
，
在
唐
代
中
後
期
開
始
出

現
雕
刻
製
版
印
書
。
雕
版
能
大
量
印
刷
，

但
一
頁
一
版
雕
刻
，
印
幾
頁
書
就
要
雕
幾

塊
版
，
耗
費
時
間
長
、
物
資
鉅
、
人
工

繁
，
且
書
版
體
積
龐
大
，
貯
藏
、
搬
運
、

保
存
皆
不
盡
便
捷
。
因
此
，
在
雕
版
印
刷

盛
行
的
同
時
，
人
們
也
開
始
思
索
、
嘗
試

更
為
快
速
簡
省
的
出
版
方
式
，
後
發
展
出

以
字
字
獨
立
的
活
字
擺
印
書
籍
新
技
術
。

漢
字
數
量
繁
多
，
以
活
字
版
印
書
，
往
往

需
預
製
數
十
萬
個
活
字
方
能
順
利
操
作
。

在
具
有
足
量
活
字
條
件
下
，
出
版
者
可
加

快
製
版
時
間
，
相
對
於
雕
版
每
版
逐
字
雕

刻
的
繁
瑣
工
序
，
活
字
排
版
印
刷
可
快
速

的
從
印
完
的
版
上
拆
卸
下
來
組
排
新
版
，

不
僅
提
高
書
籍
的
生
產
速
度
，
更
能
利
用

同
一
套
字
排
印
多
種
著
作
，
增
加
出
版
品

的
種
類
。
儘
管
雕
版
印
刷
始
終
是
古
代
圖

書
出
版
的
主
流
模
式
，
卻
也
在
晚
近
西
風

東
漸
的
時
代
趨
勢
中
，
活
字
印
刷
成
為
雕

版
印
刷
退
下
歷
史
舞
台
後
，
接
續
擔
負
傳

續
知
識
、
推
進
文
明
的
媒
介
要
角
將
近
一

個
世
紀
。
現
代
印
刷
術
透
過
數
位
製
版
和

平
板
印
刷
機
的
快
速
印
刷
，
產
能
遠
較
舊

時
量
多
、
普
及
且
價
廉
。
正
因
傳
統
製
版

印
書
工
序
複
雜
耗
時
，
能
留
下
的
書
和
記

載
下
來
的
內
容
，
乃
至
於
書
籍
製
作
全
程

所
需
的
工
藝
技
術
，
以
及
後
續
的
流
傳
脈

絡
、
賞
鑑
品
味
，
也
愈
益
顯
得
珍
貴
。
因

此
，
本
次
選
擇
出
版
史
上
新
舊
之
交
的
活

字
版
為
介
紹
主
題
，
希
望
民
眾
能
透
過
活

字
印
書
的
過
程
，
體
會
當
年
支
撐
精
準
無

誤
的
書
籍
印
製
背
後
，
所
倚
重
的
精
密
工

藝
，
面
對
文
字
、
閱
讀
之
﹁
美
﹂
的
醇
厚

內
涵
，
進
而
領
略
在
飛
躍
的
新
世
代
回
望

過
往
歲
月
，
那
些
被
所
謂
新
知
或
科
技
日

漸
拋
卻
、
捨
棄
的
傳
統
文
化
基
因
，
反
倒

更
值
得
珍
惜
。

印
刷
術
介
紹
常
見
於
博
物
館
展
覽

主
題
，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故
宮
圖
書
文
獻
大

樓
啟
用
，
推
出
﹁
中
國
圖
書
發
展
史
﹂
，

即
有
展
出
雕
版
及
活
字
版
模
型
。
民
國

九
十
六
年
故
宮
正
館
的
﹁
皇
城
聚
珍

－

殿

本
圖
書
特
展
﹂
，
其
中
亦
有
規
劃
介
紹

雕
版
及
活
字
版
印
刷
區
域
。
︵
圖
一
︶
這

些
教
具
材
質
或
為
橡
膠
、F

R
P

︵
玻
璃
纖

維
︶
、
木
料
，
都
是
委
託
各
類
綜
藝
材
料

加
工
廠
商
，
仿
製
成
形
式
相
似
的
模
型
，

活
字
在
版
框
欄
中
無
法
進
行
拼
版
，
自
然

也
不
具
備
實
際
印
製
的
條
件
。
︵
圖
二
、

三
︶
這
是
坊
間
常
見
模
擬
式
的
教
具
製
作

方
式
。
先
前
述
及
想
透
過
這
次
的
活
字
版

介
紹
，
讓
觀
眾
體
驗
傳
統
印
書
的
精
密
工

藝
，
故
思
考
本
次
﹁
教
具
﹂
製
作
的
精
緻

度
能
更
加
提
升
，
具
有
更
貼
近
生
活
的
真

實
性
，
能
透
過
展
覽
製
作
過
程
的
同
時
也

體
現
臺
灣
活
字
版
樣
貌
，
所
以
一
塊
曾
經

參
與
臺
灣
出
版
歷
史
、
可
真
正
印
書
的
活

字
版
成
為
我
們
尋
找
的
目
標
。

緣
此
，
民
國
一○

二
年
開
春
的
古

籍
與
密
檔
常
設
展
中
，
規
劃
﹁
昔
字‧

如

金
﹂
活
字
版
印
刷
介
紹
區
，
不
製
做
沒
有

實
際
功
能
的
仿
製
活
字
模
型
，
而
取
曾
實

用
於
印
製
書
籍
的
現
代
實
體
活
字
版
來
呈

現
，
透
過
此
﹁
展
件
﹂
，
搭
起
民
眾
與
古

圖三　「中國圖書發展史」展出仿製的銅活字、木活字、泥活字及類盤　作者攝

圖一　九十六年「皇城聚珍—清代殿本圖書特展」展出雕版及活字版情形
　　　作者攝

圖二　八十七年「中國圖書發展史」展出FRP（玻璃纖維）仿製的雕版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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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七
一
二

∼

一
七
九
九
︶
所
作
︿
御
製

題
武
英
殿
聚
珍
版
十
韻
﹀
︵
圖
四
︶
為
範

本
，
取
其
內
容
可
直
接
與
活
字
印
刷
的
技

藝
情
境
相
聯
繫
。
後
來
慮
及
文
意
典
故
較

為
深
澀
，
於
是
改
採
清
代
內
府
雕
版
刻
印

的
︽
四
書
集
註
︾
︵
圖
五
︶
，
不
僅
具
備

古
籍
基
本
的
版
面
構
成
要
素

－

邊
欄
、
界

行
、
版
心
︵
書
口
、
魚
尾
、
象
鼻
︶
、
大

題
、
小
題
、
正
文
、
夾
註
，
其
︽
論
語
︾

首
篇
︿
學
而
﹀
的
若
干
文
句
，
更
是
膾
炙

人
口
的
文
化
經
典
，
而
當
時
內
府
刻
書
採

用
方
正
的
宋
體
字
，
也
和
日
後
演
變
通
行

的
活
字
字
型
頗
為
接
近
。

然
而
，
今
日
臺
灣
哪
裡
能
找
到
活
字

版
教
具
的
製
作
？
六
十
年
代
臺
灣
的
鉛
活

字
印
刷
工
業
，
在
二
十
一
世
紀
幾
乎
已
被

數
位
化
平
版
印
刷
取
代
。
經
過
策
展
團
隊

多
方
探
訪
，
終
於
尋
找
到
全
臺
僅
存
的
日

星
鑄
字
行
尚
有
鑄
造
鉛
活
字
。
該
公
司
仍

保
存
著
活
字
產
業
，
甚
至
連
日
本
活
字
印

刷
廠
都
遠
渡
重
洋
委
託
鑄
造
，
目
前
國
內

的
活
字
版
印
刷
廠
所
用
鉛
活
字
也
多
購
自

此
。
緣
此
，
策
展
團
隊
委
託
鑄
字
行
製
作

教
具
，
製
作
品
包
括
活
字
版
、
銅
模
及
印

刷
成
品
，
分
別
敘
述
如
下
。

活
字
版教

具
活
字
版
依
照
母
本
設
計
編
排
，

字
體
為
宋
體
。
由
於
鑄
字
行
目
前
保
存
的

鉛
活
字
，
僅
包
括
正
楷
、
黑
體
、
宋
體
等

三
種
書
體
。
其
中
以
宋
體
字
最
為
接
近
母

本
字
體
，
但
又
與
母
本
字
體
的
字
型
、
比

例
不
完
全
相
同
。
母
本
中
夾
註
字
體
為
長

體
字
，
而
鑄
字
行
現
有
長
體
字
的
活
字
數

量
稀
少
，
因
此
，
策
展
小
組
決
定
不
刻
意

複
製
，
而
以
現
存
的
製
版
方
式
呈
現
，
並

以
教
具
正
文
為
宋
體
初
體
字
編
排
，
夾
註

為
宋
體
一
號
字
編
排
。

教
具
版
面
共
用
鉛
活
字
宋
體
初
體

字
七
十
七
個
，
宋
體
一
號
字
四
百
一
十
九

個
，
各
式
句
點
共
計
一
百
一
十
一
個
。
透

過
鑄
字
行
專
業
的
老
師
傅
將
鉛
字
、
構
成

欄
框
的
鉛
條
、
及
魚
尾
符
號
等
，
組
成
版

面
，
並
將
空
白
處
以
比
例
合
宜
的
鉛
塊
填

滿
。
︵
圖
六
︶
微
觀
完
成
後
的
字
版
呈
現

出
如
建
築
蓋
樓
砌
磚
般
的
結
構
和
韻
律

美
。
︵
圖
七
、
八
︶

銅
模

組
版
過
程
發
現
尚
缺
︿
學
而
篇
﹀

文
本
及
夾
註
十
字
，
分
別
為
初
號
字

﹁
慍
﹂
、
﹁

︵
魚
尾
︶
﹂
、
一
號
字

﹁
焉
﹂
、
﹁
尸
﹂
、
﹁
鬬
﹂
、
﹁
繹
﹂
、

﹁
浹
﹂
、
﹁
慍
﹂
、
﹁
紆
﹂
、
﹁
悶
﹂

等
，
必
需
補
做
銅
模
，
方
能
鑄
造
成
新
活

字
。
製
造
銅
模
前
先
造
字
稿
，
而
字
稿
完

稿
涉
及
繪
稿
者
對
文
字
線
條
的
美
感
度
，

專
業
設
計
者
將
設
計
好
的
字
做
成
黑
白

稿
，
方
可
製
作
成
鑄
字
銅
模
，
再
鑄
新
鉛

字
。
展
示
設
計
即
透
過
銅
模
的
陰
文
正
字

和
鉛
字
版
的
陽
文
反
字
，
傳
達
字
模
製
作

程
序
。
︵
圖
九
、
十
︶

印
刷
成
品

展
示
之
第
三
部
分
，
以
活
字
版
刷
版

印
出
成
品
。
呈
現
活
字
版
印
刷
時
，
常
因

壓
印
力
道
不
同
，
產
生
著
墨
不
同
的
刷
印

美
感
。
首
先
，
欲
尋
求
和
母
本
用
紙
相
近

的
印
紙
，
策
展
團
隊
從
院
內
裱
裝
書
畫
的

工
作
室
常
用
修
復
紙
張
中
，
比
對
出
與
母

本
質
感
、
色
澤
相
近
的
楮
皮
紙
。
唯
此
種

水
墨
用
紙
在
活
字
印
刷
機
印
刷
過
程
中
，

纖
維
容
易
被
拉
起
，
易
造
成
刷
印
失
敗
耗

損
。
其
次
，
校
稿
是
上
機
正
式
印
刷
前
的

重
要
程
序
。
古
代
活
字
版
印
刷
偶
爾
出
現

橫
排
或
倒
排
現
象
，
在
校
印
校
稿
時
亦
發

現
倒
排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院
徽
的
狀
況
，

籍
之
間
美
感
的
橋
樑
，
也
透
過
教
具
製
作

的
機
會
，
保
存
並
讓
民
眾
有
機
會
認
識
即

將
消
失
盛
行
於
四
十
年
前
臺
灣
的
鉛
活
字

版
，
提
升
民
眾
對
古
籍
的
認
識
。

展
示
教
具
的
設
計
與
製
作

關
於
製
作
展
示
教
具
母
本
的
篇

章
，
策
展
團
隊
起
初
選
擇
以
介
紹
清
代

官
方
木
活
字
版
製
作
工
序
的
︽
欽
定
武

英
殿
聚
珍
版
程
式
︾
書
前
由
乾
隆
皇
帝

圖四　起初選擇製作活字版範本的〈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　清乾隆42年武英殿聚珍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宋　朱熹　《四書集註》　清內務府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六　完成後的活鉛字版，與右側母本對照呈現反字鏡射編排的趣味　　
　　　作者攝

圖八　排版緊密的活字版局部　作者攝 圖七　與左側活字版對照的印刷成品局部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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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效
果
，
實
際
上
，
仍
須
先
解
決
活
字
版

中
各
個
活
字
高
度
不
盡
相
同
的
問
題
。
為

使
每
個
字
的
筆
畫
皆
能
著
墨
，
教
具
印
製

之
前
先
進
行
試
版
，
隨
時
觀
察
印
稿
油
墨

附
著
的
強
弱
狀
況
，
必
要
時
針
對
印
稿
不

完
整
的
字
，
在
滾
筒
對
應
位
置
適
度
增
補

厚
度
。
︵
圖
十
二
︶
如
此
，
才
能
進
一
步

考
慮
透
過
滾
筒
著
墨
的
厚
薄
，
讓
印
製
品

產
生
著
墨
斑
剝
，
卻
有
壓
印
文
效
果
。

展
示
教
具
與
展
場
空
間

﹁
昔
字‧

如
金
﹂
單
元
既
為
配
合

﹁
古
籍
與
密
檔
﹂
常
設
展
，
如
何
在
正
館

一○

三
陳
列
室
配
合
展
廳
現
況
，
尋
找
適

當
展
示
位
置
，
亦
為
重
要
課
題
；
且
﹁
古

籍
與
密
檔
﹂
展
場
尚
分
﹁
古
籍
﹂
、
﹁
密

檔
﹂
兩
大
區
。
經
策
展
團
隊
考
量
，
﹁
昔

字‧

如
金
﹂
單
元
放
置
在
觀
眾
進
場
時
的

主
視
覺
牆
，
位
置
醒
目
，
與
左
半
陳
列
室

﹁
古
籍
﹂
展
覽
總
說
明
一
起
共
用
。
︵
圖

十
三
︶
為
避
免
觀
眾
誤
認
整
間
陳
列
室

為
介
紹
印
刷
術
之
展
覽
，
策
展
團
隊
希
望

視
覺
設
計
既
能
將
兩
者
相
容
，
又
能
傳
達

出
主
從
的
比
重
、
層
次
。
於
是
，
設
計
師

提
出
以
線
裝
書
的
裝
幀
，
做
為
﹁
古
籍
﹂

趁
機
及
時
修
正
，
此
不
失
為
體
驗
古
人
製

版
辛
勞
的
有
趣
經
驗
。
︵
圖
十
一
︶

雖
然
製
作
教
具
時
，
希
望
呈
現
活
字

刷
印
常
見
因
壓
印
力
量
不
均
、
著
墨
不
勻

總
說
明
板
的
設
計
概
念
︵
圖
十
四
︶
，
並

以
﹁
一
本
古
書
的
產
生
﹂
，
做
為
整
體
牆

面
的
設
計
基
調
。
也
因
此
，
︽
武
英
殿
聚

珍
版
程
式
︾
再
度
成
為
融
合
﹁
昔
字‧

如

金
﹂
單
元
，
連
結
﹁
古
籍
﹂
總
說
明
文

字
之
最
佳
設
計
素
材
來
源
。
該
書
中
介

紹
木
活
字
製
作
方
法
的
插
畫
圖
說
︵
圖

十
五
︶
，
呈
現
了
清
代
武
英
殿
的
活
字
版

製
作
氛
圍
，
被
設
計
師
運
用
成
為
主
視
覺

牆
平
面
設
計
的
一
部
分
，
藉
此
引
導
觀
眾

認
識
書
籍
製
版
和
成
品
的
關
係
。
︵
圖

十
六
︶確

定
展
示
位
置
和
設
計
概
念
後
，

如
何
建
置
一
座
可
承
受
二
十
公
斤
重
鉛
字

模
的
陳
列
櫃
，
除
了
不
斷
與
技
師
討
論
展

櫃
承
重
結
構
外
，
避
免
造
成
觀
眾
參
觀
危

險
，
減
縮
不
落
地
櫃
體
凸
出
尺
寸
，
都
是

實
際
需
解
決
的
要
務
。

此
單
元
組
成
包
括
昔
字
如
金
說
明

文
、
母
本
︽
四
書
集
註
︾
︿
學
而
篇
﹀

頁
面
複
製
、
銅
模
和
鉛
活
字
版
及
其
印
製

稿
。
因
鉛
活
字
版
和
銅
模
為
金
屬
材
質
，

怕
手
汗
觸
摸
酸
化
也
易
磨
損
，
故
陳
列
在

封
閉
的
展
示
櫃
裡
。
而
學
而
篇
印
製
稿
，

也
因
顧
慮
印
刷
紙
質
鬆
軟
不
堪
幾
次
觸
摸

圖十一　刷印成品　作者攝

墊板

圖十二　墊板，在滾筒對應位置適度增補厚度。　作者攝

圖九　陰刻鑄字銅模　作者攝圖十　陽文鉛活字　作者攝

圖十三　古籍與密檔展場平面配置圖　展場設計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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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思
與
結
論

院
藏
品
中
，
有
些
物
件
存
在
不
是
為

了
展
示
，
為
了
能
展
出
這
些
物
件
，
常
常

要
為
他
們
做
支
撐
架
或
座
子
，
這
次
就
是

個
﹁
為
物
件
穿
衣
﹂
加
工
的
鮮
明
例
子
。

綜
觀
此
次
展
示
教
具
的
製
作
，
經
創

意
發
想
、
尋
找
母
本
、
尋
求
廠
商
、
討
論

製
作
可
行
性
，
到
實
際
估
價
、
組
字
、
造

字
、
排
版
、
購
紙
、
印
刷
、
字
版
加
工
、

佈
置
等
流
程
，
各
階
段
皆
須
確
認
物
件
狀

態
，
才
能
進
行
後
續
製
作
，
且
須
配
合
展

覽
佈
展
時
程
，
前
後
花
了
近
三
個
月
時

間
，
勢
必
事
先
規
劃
委
託
製
作
，
否
則
難

在
期
程
內
完
成
。 

再
者
，
基
於
文
物
保
存
目
的
，
陳

列
室
有
機
質
展
件
的
展
示
照
度
要
求
在

50LU
X

︵
照
度
︶
以
下
，
因
此
，
玻
璃
反

光
也
相
對
明
顯
。
﹁
昔
字‧

如
金
﹂
展
區

礙
於
展
場
空
間
現
狀
，
雖
儘
量
降
低
亮

度
，
並
減
少
外
投
燈
光
數
，
仍
無
法
避
免

對
面
展
櫃
產
生
燈
光
反
射
問
題
。
另
外
，

以
觀
眾
參
觀
安
全
角
度
而
言
，
展
櫃
在
高

度
八
十
公
分
處
外
凸
約
十
五
公
分
，
雖
尚

不
致
於
因
觀
眾
過
於
靠
近
而
造
成
危
險
，

設
計
展
區
時
仍
基
於
安
全
考
量
，
在
櫃
角

左
右
兩
側
加
貼
矽
膠
護
墊
。

將
文
物
陳
列
在
溫
濕
度
控
制
良
好
、

且
與
觀
眾
隔
離
的
安
全
環
境
中
，
為
故
宮

展
示
時
不
可
或
缺
的
要
素
，
故
文
物
展

即
起
毛
屑
，
二
來
也
顧
慮
公
共
衛
生
，
也

將
它
封
在
壓
克
力
下
面
，
觀
眾
僅
能
隔
著

透
明
壓
克
力
近
觀
，
無
法
觸
摸
。
策
展
人

期
待
觀
眾
能
感
受
到
﹁
其
自
然
的
油
墨
痕

跡
，
與
紙
張
經
過
壓
印
的
浮
凸
觸
感
，
是

在
資
訊
科
技
昌
行
之
前
，
人
們
對
於
文
字

與
閱
讀
最
深
刻
的
記
憶
。
﹂
目
的
無
法
達

成
，
甚
為
可
惜
。

印
刷
用
途
的
活
字
版
，
為
了
方
便

後
續
拆
解
歸
類
，
版
中
所
有
的
鉛
字
、
鉛

條
、
鉛
塊
都
是
散
的
、
活
動
的
。
為
了
讓

這
些
自
由
的
個
體
能
組
裝
起
來
放
在
印
刷

機
台
上
印
刷
︵
圖
十
七
︶
，
活
字
在
排
版

盤
中
組
好
後
僅
用
棉
繩
捆
束
，
透
過
排
版

盤
的
平
行
移
動
，
將
活
字
版
從
排
版
台
移

到
印
刷
台
，
好
比
一
組
﹁
活
字
羣
﹂
。
但

為
了
展
覽
，
如
何
將
這
長
四
十
公
分
、
寬

二
十
六
公
分
、
重
達
二
十
公
斤
極
易
滑
散

的
﹁
活
字
羣
﹂
在
斜
面
展
櫃
內
成
組
陳
列

不
分
散
，
著
實
讓
設
計
師
傷
透
腦
筋
，
設

計
師
漏
夜
思
維
後
，
採
加
做
柚
木
框
套
住

鉛
字
羣
，
再
以
快
乾
膠
局
部
黏
著
方
式
固

定
完
成
。
︵
圖
十
八
︶

圖十六　古籍主視覺牆設計圖，左側為「昔字‧如金」展示區，右側為古籍總說明板，牆面底圖為《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刻字圖及擺書圖衍生設計
　　　　展場設計師提供

圖十七　在印刷機台上準備印刷的活字版　作者攝

圖十八　在展示櫃內完成固定陳列的活字版與銅模　作者攝

圖十九　臺北探索館「馬可波羅遊臺
　　　　北展」展示手法。
　　　　引自網路

圖十四　以古籍裝幀式樣作為古籍說明板設
　　　　計元素《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
　　　　絹質書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用做展場主牆設計元素之一的《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刻字圖及擺書圖   清乾隆42年武英殿聚珍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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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多
採
櫥
窗
式
展
出
，
搭
配
此
種
型
態

展
覽
的
教
育
展
示
，
也
受
某
種
程
度
的
限

制
。
若
參
考
院
外
幾
個
曾
以
鉛
活
字
做

為
教
育
展
示
的
特
展
，
如
臺
北
探
索
館
於

民
國
一○

一
年
舉
辦
﹁
馬
可
波
羅
遊
臺
北

展
﹂
，
其
中
﹁
全
球
僅
存
繁
體
漢
字
之
美

的
﹃
鑄
字
排
版
﹄
！
﹂
單
元
，
便
可
見
既

透
過
靜
態
的
活
字
版
實
體
，
又
搭
配
互
動

式
多
媒
體
的
兩
種
展
示
手
法
並
存
。
︵
圖

十
九
︶
民
國
一○

二
年
國
立
臺
灣
文
學
館

展
出
﹁
流
轉
書
頁
生
典
律—

臺
灣
文
學
出

版
特
展
﹂
，
則
陳
列
活
字
印
刷
版
模
及
互

動
式
木
活
字
拓
印
設
施
，
提
供
觀
眾
拓

印
留
念
，
增
加
展
示
的
活
潑
性
。
︵
圖

二
十
、
二
一
︶
在
民
眾
博
物
館
參
觀
經
驗

愈
趨
多
元
，
在
無
須
嚴
格
文
物
保
存
需
求

的
展
場
，
不
失
為
院
內
教
育
推
廣
展
示
設

計
的
參
考
。

以
上
所
述
展
覽
的
展
示
教
具
，
不

論
以
解
說
功
能
，
或
是
提
供
互
動
，
都
是

委
託
各
類
綜
藝
材
料
加
工
廠
商
，
仿
製
形

式
相
似
的
模
型
。
而
﹁
古
籍
與
密
檔
﹂
常

設
展
的
﹁
昔
字‧

如
金
﹂
展
區
的
展
示
教

具
，
不
僅
製
作
精
緻
，
更
獨
特
地
取
用
現

代
實
體
活
字
版
呈
現
，
透
過
展
示
物
件
，

讓
民
眾
體
驗
存
在
卻
消
失
中
的
臺
灣
鉛
活

字
版
。
這
種
介
面
，
一
方
面
加
深
觀
眾
對

古
籍
的
認
識
，
一
方
面
深
化
觀
眾
的
參
觀

思
考
。
詢
問
本
院
導
覽
員
解
說
的
經
驗
，

亦
反
映
此
區
塊
可
在
解
說
者
和
觀
眾
之
間

扮
演
重
要
的
溝
通
橋
樑
。
原
本
古
籍
的
產

生
過
程
，
只
能
用
言
語
表
達
，
現
在
透
過

眼
見
為
憑
，
不
僅
具
像
化
，
亦
更
能
直
接

打
動
人
心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教
育
展
資
處

圖二十　國立臺灣文學館「流轉書頁生典律—臺灣文學出版特展」的拓印體驗　作者攝

圖二一　國立臺灣文學館「流轉書頁生典律—臺灣文學
　　　　出版特展」展出1979年報紙的版模　作者攝

清代海洋史料特展
Voyage with the Tailwind

Qing Archival and Cartographical Materials on Maritime History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展覽日期  

全年開放，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週五、週六夜間延長開放至晚間九時。

展覽地點 陳列室 104

5/3~9/15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