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得到落實。

　　由於本片所欲傳達的藝術主張非常具有

原創性，如何在影像中結合跨學科理論，並

且製作出深入淺出、友善觀眾的影片是製作

團隊最大的挑戰。正弦波、頻閃效果、廣義

相對論、感知錯覺、視覺連續性原理等這些

精湛且不具故事性的內容，事實上是不易於

短時間內理解的，因此更突顯出剪輯手法的

重要。在討論腳本的階段，為避免論述性內

容紛紜雜沓，每一幕轉場之間其實有著策略

性的鋪陳。影片先由雕塑開始提出東西方創

作的差異，接著輪番演繹這些令人目不暇給

的玉器解析，畫面精彩紛呈，虛擬與實景交

互變換，真獸與玉獸的剪影也在光學的作用

下相輔而行、相互映襯（圖 3-a、3-b），呈現

出不同質地的光影變化。

　　此外，動畫與動態圖像的應用雖囿於經

費而稍嫌簡明，但也足已清晰明白，讓許多

只堪手握大小的玉器在 4K畫面裡放大展現，

補足玉器文物無法用肉眼微觀之處。即便扼

腕影片長度不足以詳盡闡釋所有論點，但展

場也較適合播放精簡的影像，本片整體呈現

真實・錯視・幻象〈實幻之間─
感知世界與物理世界的對話〉
▍曾一婷

現實總是在意想不到之處欺騙我們，是我們沒有用心看，還是視覺系統沒有呈現真實的世

界？ 2018年開展的「實幻之間—院藏戰國至漢代玉器特展」讓許多觀眾遊客大開眼界，

驚訝於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院藏的玉器竟然有如此引人入勝、與科學呼應的

藝術設計。而與該展一同推出之〈實幻之間—感知世界與物理世界的對話〉展覽影片（圖 1，

以下簡稱〈實幻之間〉），更由策展人蔡慶良博士親自撰寫腳本，以電影敘事手法突破實體

文物展示之限制，利用影像具有的時間性特質，完整地呈現玉器背後所蘊含的藝術理論。

新媒體
藝　術

在無止盡的星空

　　〈實幻之間〉具有高度實驗性質，是故

宮難得一見的新形態影音作品。畫面中一再

出現的星系、星雲、星球，以及星際背景等

（圖 2），是置玉器於物理世界詮釋的意圖。

而一再出現的線條，無論是直線、曲線、波

形線、各種格線等等，都是為了拆解玉器結

構並帶出物理畫面的轉場。在這些虛擬的畫

面中，剪入論述所需的實景以及文物影像，

策展人的藝術理論就在這些虛實轉換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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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實幻之間〉主視覺圖像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2 星際背景與廣義相對論等物理公式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3-a 在剪影中勾勒出足部以判斷為獸身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3-b 在玉器上勾勒出足部以判斷為獸身　教育展資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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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原理有多艱澀，映在眼裡需要一目瞭然。

　　在本片的攝製過程中，「看」是重點。

在一個以視覺闡釋世界知識的後現代社會裡，

本片卻拋出「感知是否真實」的論點反問觀

眾，相當具有挑戰意味。人的知覺也許發生

於意識之外，不同的社會群體對世界的詮釋

也可能各異其趣，但人類共享的視覺特性與

審美默契並不會就此而不同。所以，如何看

呢？這便有賴策展人對文物的研究與掌握。

本片所欲強調的並非是玉器的原始功能，即

便有許多是古代貴族使用的重器，更為重要

的，是觀看玉器的方式，理解其設計美感，

才能知曉創作者的用心。（圖 7-a∼ 7-c）

　　因此，就「觀看」而言，本片有兩個向度：

設計者與觀看者。設計者展現製作物件（即

玉器）的突破與巧思；觀看者獲得細膩幽微

的心神領會。連接這兩者的，是人類共有的

視覺感知。在我們瞭解視覺運作的同時，才

出有別於一般博物館影片的製作格局，極具

實驗性質，富有高度視覺美感的同時，也挑

戰觀眾的感知。

　　為了結合這些實景、文物影像素材甚至

是物理理論（圖 4），使用高速電腦運算的數

位 3D影像成為呈現本片內容的最佳媒材。畫

面由此擺脫傳統景框的限制，在真實與虛擬

之間轉換，並將焦點集中於玉器的各項分析

上。中後段以廣義相對論解釋玉獸不合常理

的扭轉身軀是本片高潮，三隻玉獸受到扭曲

時空的影響，圍繞著地球扭曲並轉化為玉劍

首（圖 5-a∼ 5-d），似乎這些玉雕大師在玉

器作品上所展示的世界，比我們所以為的更

為真實。透過這些層疊的影像，閱聽者的知

覺有如被推向一個未知的、純粹影像的場域，

置身於一個由古玉與太陽系複合的虛擬時空，

一種由數學構成的影像宇宙。而杉原厚吉教

授的作品更讓人恍如夢境（圖 6），鏡中的錯

視倒影被嵌入畫面中，虛實難分，影像在展

開與推移之間構成另一個視覺邊界，虛擬中

又盡顯真實。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1
可片中玉器

卻在溫潤中透漏出一股科學的冷靜，充滿異

質元素卻又不對立，其所創造出的玉器肖像，

已經脫離傳統中華文物的刻板印象，轉而朝

向更加寬廣的虛擬影像時空，繁複層疊、流

動交錯。

物我相望，似真似幻

　　故宮多年來為配合展覽拍攝過許多博物

館影片，〈實幻之間〉也是其一。不同以往

的是，這是為了文物特展量身訂製，並且擔

任敘事要角的影像作品。由於院藏玉器大多

沒有留下雕刻者姓名，影片製作目的即是闡

揚這些無名的玉器巨匠，以及他們不凡的藝

術成就。因此，為了貫徹策展人的藝術目標，

製作團隊必須將一連串複雜的理論化為流利

的影像語言。無論畫面裡多麼絢麗燦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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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d 獸紋玉劍首　局部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5-b 三隻受到彎曲時空影響的玉獸　
其二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5-c 玉獸扭身彎曲後化為獸紋玉劍
首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5-a 三隻受到彎曲時空影響的玉獸　
其一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4 物理世界中的質能可以改變時間與空間　教育展資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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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領悟這些巨匠如何在玉料的限制之下，創

作出虛實莫測、真幻難辨，卻又符合視覺美

感的作品。所以，無論畫面裡演練多少理論，

整部影片其實都圍繞在「看」與「被看」之中，

視線也隨著滾動的線條在玉器裡遊走。（圖

8-a、8-b）原本古玉所含有的佩戴功能與身分

地位的表彰，即是承載著「被看」的角色，

然而物換星移，漢代社會所建構的視覺體制

的喪失，也令今人失去了當時的審美概念，

造成美的社會性缺乏。美則美矣，但不知從

何而來，因為「看」的角色已從臣民轉為博

物館群眾。藝術史學者與博物館館員的使命

即是帶領觀眾回歸當時的時空背景，全面建

構觀賞玉器的感知能力。

　　本片在策展人的指導之下，試圖召喚的

不是漢代玉器所承載的文化意涵，而是設計

者與觀看者所應共享、共有的視覺活動與現

象。在美學策略上，除了透過導演嫻熟的取

鏡，讓畫面充滿豐富、細緻的層次外，影片

每一幕的玉器選件、擺放方式、攝錄方向等

等，皆經過策展人的精心思索，以精準呈現

每一件玉器獨到的、精彩的觀賞角度。（圖 9）

〈實幻之間〉所構築的虛擬世界不只是文物

的再現，也是一種動態影像媒介，吸引我們

對玉器進行理性賞析、感性直觀。

　　「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2
腦海在我

們觀影的瞬間生成想像，無論是玉料雕刻而

成的玉器，或是發光二極體製成的畫面，都

脫離物的有用性、自然性，向人類知覺展現

一個結合藝術與科學的意象世界。漢代時人

鑑賞玉器的眼光，就在這些影像中流露而出，

品味也由此而立。

我曾在這裡看見

　　視覺技術早已在我們生活中擴散蔓延，

遍及不同的社會領域。數位影像也早已進入

博物館，成為展示的一部分，但故宮以往置

於正館文物展場的影片大多為輔助性質，未

能高度施展影像的敘事功能。為了發揮影片

的影響力，策展人特地選在三樓的開放場地，

安排一方舒適的空間誘使觀眾駐足，並且使

用相同風格的地貼、柱面設計連結特展的主

展場，讓觀眾在匆匆過眼之際能夠依循著顏

色的暗示前往。兩者既獨立又相連，屬性不

同卻又彼此相關，影片除了有輔佐的功能外，

也能擁有自己的主體位置。（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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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 杉原厚吉教授的錯視作品〈海波草浪〉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7-a 玉器上的頻閃效果　其一　
蓄勢準備向左跳躍的動態
效果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7-b 玉器上的頻閃效果　其二　
攀附於壁上的靜態效果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7-c 玉器上的頻閃效果　其三　動靜交替　教育
展資處提供

 圖8-a 正弦波所形成的動感與張力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8-b 玉器的蜿蜒外型如同正弦波有著動感效果　教育展資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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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因為設備與展場空間的限制，最終

只能以大尺寸電視取代投影設備播放，但〈實

幻之間〉還是相當成功地讓觀眾耳目一新，

這是一場跨學科、跨領域的實驗，雖無刻意

宣傳，也超越一般大眾對故宮的想像。特展

與影片本身所欲傳達的理論也許較為艱澀，

影音文本與實體文物之間也是有所差異，但

策展人試圖讓藝術脈絡、視覺性和影像效果

相互作用、交融並行，並且保持理論內容與

結論的開放性，旨在讓觀眾有所啟發，不虛

此行。

　　作為展覽影片的定位以及其傳播性質，

〈實幻之間〉攝製完成時，除了選擇於故宮

文會堂發布外，也置於故宮經營的線上影音

平臺供觀眾瀏覽，影片在此肩負著宣傳的角

色。博物館本是一個傳達知識與美的機構，

而且影像的意義是多重的。無論是在館外使

用行動裝置或在館內安坐觀看，本片的初始

目的皆是在閱聽者的心中引發對玉器設計的

好奇心，即使資訊傳遞不可避免是單向的。

影像就這樣在不同的時空背景裡播放，閱聽

者在接收的同時，也做出各種褒貶不一的解

讀，或許信服，也可能存疑；或許是意興闌珊，

也可能是興味盎然。本片期許所有閱聽者抱

持著開放的心胸，撇除過往對中華古玉的刻

板聯想，進而獲得與策展人一致的視覺觀點，

瞭解其探討玉器創作的用心。至此，影像本

身便已達到對觀眾產生意義與認同的最終目

的。

小結

　　本片是故宮跨單位合作下的作品，由各

單位人才發揮所長，延攬傑出的攝製團隊，

成就〈實幻之間〉一片之藝術性與可看性。

在製作的過程中，有賴策展人的創意發想與

各級長官的指導支持，讓整體團隊能夠於短

暫時程內，循序漸進地完成影片並趕上特展

開幕。本片雖是為展覽而製，但究其內容，

也是一個完整獨立的影音作品，可以脫離展

覽而存在。透過完善的腳本設計，觀眾在鑑

賞動態影像的過程中，不只是直觀地理解展

覽脈絡而已，也能細細品味影像本身流動的

美感，以及其中乘載的藝術內涵。「戰國至

漢代，是玉器史上獨樹一幟的錯覺藝術時

代。」
3
〈實幻之間〉期待觀眾採用全新的視

角切入，領會玉器背後的設計原理，以及其

讓人產生視錯覺的原因，並藉由影像與文物

的展示，一覽策展人所欲呈現的宇宙觀。

本文承蒙器物處蔡慶良助理研究員惠賜諸多寶貴意見，特

此鳴謝。

作者為本院教育展資處研究助理

註釋

1.	 原文出自《詩經》，〈秦風‧小戎〉。

2.	 原文出自於（唐）柳宗元的〈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據葉朗於《美學原理》第一章談論美是什麼時，提到不存在於一
種實體化的、外在於人的「美」，「美」離不開人的審美活動。外物並不能單靠它們自己就成為美（美不自美），必須要有人
的意識去發現它、喚醒它，使它從實在物變成「意象」（因人而彰）。

3.	 出自「實幻之間—院藏戰國至漢代玉器特展」之展覽概述。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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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9 視覺中斷法在玉卮上的應用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10 「實幻之間—院藏戰國至漢代玉器特展」展場內部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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