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館 108陳列室自民國 95年（2006）5月重新開放後，一直維持「貴冑榮華—清代家具展」

的常設展示，相隔十四年後，變身成為「貴冑榮華—清代宮廷的日常風景」，藉由展示設計

的手法，嘗試將同樣的重點文物，來自清室王府華麗的紫檀家具，在相同的展示空間及不能隨

意變動的環境限制中，營造出相較以往更濃厚的情境氛圍，提供更多元豐富的詮釋觀點，也更

加貼近觀眾的觀展需求。

貴冑榮華再開箱—
以設計重新詮釋展覽及文物

▌王聖涵　

108陳列室的原有風貌
　　北部院區的正館 108陳列室，展示面積約

30坪，是器物陳列室中最小的一間，以家具為

主題，主要展示清代恭親王奕訢（1833-1898）

由清咸豐皇帝（1831-1861）御賜所得，內府所

製作的一批紫檀家具，以及吉星福、張振芳伉

儷所捐贈的一對清代紫檀古董櫃。

　　原本的「貴冑榮華—清代家具展」將這

批源自恭親王府，但造型風格並非完全成套的

家具，參考清代院畫中的場景，配置成面外熱

鬧的「起居之室」，以及對內寧靜的「文房之

所」二空間（圖 1），並參考院畫中的細部陳

設，挑選合適的文房、珍玩、陳設器物及書畫

複製品（考慮文物保存條件，紙類文物無法長

期展出）佈置其中，營造出文人居室空間，使

得長期展示在展櫃中的文物，有機會重回具生

活感的空間，展現出本色。

　　考量展場空間有限，方正的展場中央設計

特製一大型的八面玻璃櫥窗，將當中左右兩側

的結構柱連成牆面，分隔出二獨立空間，吉星

福伉儷所捐贈的一對紫檀古董櫃，則陳設在展

場後方對稱的兩斜角櫃中，相互呼應。觀眾從

108陳列室入口進入後，逆時針方向圍繞中島

展櫃逐一觀賞家具、文物及陳設。外部牆面為

展覽文字說明，兩場景正面前方皆設置一桌面

型立架，上有文物品名及重點展件說明，供觀

眾細閱並與實物對照。（圖 2）

展覽更新原由及需求
　　現場佈置因長年不間斷地展示使用而陳

舊，特別是那些觀眾容易接觸到的桌面、牆面，

陸續出現毀損及局部修補情形。櫃內則因燈光

效能的逐漸衰退，使得文物無法充分呈現其細

部紋飾及配件，進而影響整體氛圍及觀賞品質。

　　其次自民國 103年（2014）起，鄰近並相

連的 106陳列室換展成「集瓊藻—院藏珍玩

精華展」後，由於展出更多巧雕、珍玩等廣受

歡迎的熱門文物，加上不斷劇增的參觀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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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原「貴冑榮華—清代家具展」展場數景　作者攝

圖1　原「貴冑榮華—清代家具展」展場平面圖　作者彙整

使得這區原本的「建議參觀動線」，調整成更

具強制性的「由 106進入，自 108離開」的單

一動線引導模式，當觀眾由 106陳列室的通道

進入 108陳列室後，不同於原本規劃的參觀路

線，多少影響到觀眾進入展場後的行進動線及

觀展體驗。

　　因此，本次展覽除了將展場佈置汰舊換新

外，更希望憑藉設計手法的重新導入，順應動

線調整，延續集瓊藻常設展的參觀節奏，讓觀

眾在欣賞來自宮廷各式的精巧生活用器後，隨

即進入具清室氛圍的生活場域，透過陳設與情

境塑造，展現文物與家具間的關係，勾勒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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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王公貴族平日生活樣態，這也是新展名：「貴

冑榮華—清代宮廷的日常風景」的成形原由。

以設計手法，將「場景」轉化成「情
境」
　　本展覽的展示設計製作，委由桔聚創藝有

限公司執行。設計師在了解策展人對展覽的期

待與需求後，觀察到的是，現場展品雖是參考

古畫或舊照，考慮合理及正確性進行佈置，但

無法充分表現細節，有些文物雖在現場卻不具

存在感。會造成如此的原因，除了老舊照明外，

展品與觀眾的距離過遠則是另一項重要因素。

　　此外，觀眾由 106陳列室進入展場後，首

先看到櫥窗的側面，缺少開啟展覽的儀式感，

也影響之後的參觀動線導引。考量上述二項重

點，原有櫥窗內的隔牆便需重新思考，最終提

出利用假牆轉折造型新隔間，創造並重新定義

空間，並以開窗取景達到暗示性的視覺延伸效

果，形塑出空間層次感的設計策略。

　　以此原則配合調整設計敘事比重，原本被

圖3　新「貴冑榮華—清代宮廷的日常風景」展場平面圖　作者彙整

分隔為「文房」與「起居」兩個獨立場景的玻

璃櫥窗，以及底端的兩斜角櫃，重新整合為一

完整的「書房」概念，經多次討論、配置家具、

文物及裝飾配件，從中再依序構築出「倚窗」、

「小憩」、「文房」、「收藏」、「翫古」、「起居」

六個不同的端景情境。家具維持以中式的中軸

對稱陳設原則，搭配器物擺件模擬實際使用時

的情境，營造清室貴族的日常生活氛圍，利用

洞窗與穿屏連結，創造出書房的層次，以及室

內外空間的分野。（圖 3）

新展場巡禮
　　當觀眾離開 106陳列室踏入本展場，首先

印入眼簾的，是以舞臺造景手法所形塑的主視

覺意象，先以兩扇訂製木格柵花窗及朝外斜向

延伸的梅花壁紙牆面作為背景，吸引觀眾注意

力在中央的展覽標題，前行一步靠近櫥窗，便

會看到特意架高的紫檀如意雲紋束腰月牙桌與

其上方青玉爐瓶盒組等陳設，以沉穩迎賓意象

做為展覽開端。

　　造型牆面往右延伸，末端開一洞窗，窗下

設置紫檀如意雲紋束腰長方凳，安置清掐絲琺

瑯方瓶，並搭配仿真梅花，觀眾可先由窗外窺

看書房一景，再往前走入書房，恰如客人由外

走進主人的生活空間。此端景佈置的仿真梅花，

來自於剛結束不久的「小時代的日常—一個

十七世紀的生活提案特展」布景，巧妙地重覆

使用、延續效益，仿真梅花枝幹取自精選過的

天然梅枝，再以手工方式將人造梅花逐一固定

在枝枒上，十分耗時費工，卻也因此維妙維肖，

搭配照明顯得光影扶疏、姿態生動。（圖 4）

　　作為展覽主要情境的「文房」一景，以中

軸對稱為家具設置基本原則，家具陳設富麗典

雅，桌上及櫃內的文具擺件皆為精品，妝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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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二景，加強表現主角在生活中從事的

休閒與收藏活動。「小憩」以下棋為情境主題，

展示文物以紫檀雲紋束腰八角桌、紫檀如意雲

紋束腰長方凳、清黑漆描金棋罐與玻璃圍棋子

為主體，搭配周〈饕餮紋簋〉，清康熙〈豇豆

紅柳葉瓶〉、明陳洪綬（1598-1652）的〈梅花

山鳥圖〉複製畫，營造出生活臨場感。（圖 6）

圖4　展場入口及「倚窗」一景　作者攝

圖5　「文房」家具陳設及情境營造　作者攝

富貴文人氣勢，為了凸顯家具細部及陳設文物

的精巧質感，天花板原本的內崁天花鹵素燈全

面更新，改用軌道式的 LED投射燈具，軌道同

樣以中軸對稱安排，不僅降低視覺干擾，使用

也更為彈性。亮格櫃中的文物皆略往外移，使

燈光可以打亮更多的文物細節。（圖 5）

　　端景內二個轉角的斜角櫃，以「小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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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收藏」一景之家具與文物陳設，兩側加裝鏡面。　作者攝圖6　「小憩」一景之家具陳設及布置　作者攝

　　另一斜角櫃以「收藏」為題，

展示吉星福伉儷捐贈的清紫檀山

水人物紋亮格櫃，雖與先前展示

的家具相同，但為求更突顯上端

各式木格邊緣鏤空雕琢的纏枝四

季花卉、下方櫥門面上的浮雕山

水人物，除更新照明外，並在兩

側牆面加裝鏡面，讓觀眾更清楚

看到櫃側外壁的描金彩繪山水人

物故事，同時也增添空間視覺的

變化。（圖 7）

　　回到中央櫥窗中的「翫古」一

隅，以一椅一櫃的簡約象徵手法，

營造出主角一人悠閒獨坐於紫檀

鏤雕雲蝠紋五屏式扶手椅中，或

欣賞、或把玩環繞身邊珍品的情

景，展現其生活品味。此處參考北

京故宮博物院三希堂的牆面一景，

將色彩鮮明、型式各異的清乾隆

銅胎掐絲琺瑯轎瓶，高低錯落固

定於牆面，有據卻也重新詮釋出

展示設計的當代美感。（圖 8、9）

　　展場末端的「起居」，利用

牆面位置與側面角度的設計，使

圖8　 展場的「翫古」一隅　作者攝

圖9　 作為展陳設計參考的三希堂轎瓶陳設　取自長安李不白，〈東晉王羲之家族《三
希寶帖》的前世今生〉https://www.sohu.com/a/279139654_826848，檢索日期：
2020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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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起居」一景陳設，利用隔間使家具更接近觀眾利於欣賞。　作者攝

得家具得以更接近觀眾，例如兩側的清紫檀嵌

象牙〈十八學士登瀛洲〉一對，觀眾可以清楚

細緻地欣賞其中的鑲嵌技法、人物的神態與動

作。在工作小組的設計討論過程，牆面中央的

洞窗是少數具爭議的課題，因為若僅考慮真實

性，此配置並不合理，但卻是形成空間層次及

對外借景的最佳方式，也使得情境更為豐富完

整。（圖 10）

多方面向提供資訊與體驗
　　配合周邊環境與展品，外側的四牆面分別

提供了展覽背景簡介、總說明與園林意象、包

含文物說明的大型視覺設計、古今生活連結及

互動活動等截然不同的功能與內容。

　　按照參觀動線，首先以淺顯易懂的文字搭配

照片，介紹這批家具的來源，恭親王奕昕的生平

與做為清宮皇室文人代表人物的背景。（圖 11）

  與文房相對的牆面，中央大面積佈景取用

圖11　展覽背景介紹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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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規劃於此展示與現代家具相關的生活化內

容，但在細設報告時，院長提示這麼大面積的

牆面若能妥善利用，更能徹底建立完整書房氛

圍，也提到「書牆」的想法。工作小組多次討

論後，考慮空間有限，以 2D視覺設計方式呈現，

以常出現於清宮室內，用來陳設

和擺放文玩珍寶的格式櫃架「博

古架」，又稱「多寶格」，作為

發想主體，將展覽現場所有搭配

家具的展示文物，以等比大小佈

置於櫃中，加上品名說明，不僅

畫面豐富，同時解決數量眾多的

文物展品品名卡不易妥善配置的

困難。（圖 13、14）

　　以畫框裝點牆面，將家具局

部雕鏤紋飾細節，並將紫檀古董家

具與現代家具功能進行比對，例如

圖12　半透窗景情境及展覽總說明　作者攝

圖13　 展場博古架及原尺寸陳設物件說明牆面設計　桔聚創藝有限公司提供

清冷枚〈春夜宴桃李圖〉的局部圖面，解構並

利用半透紗網輸出建立前後層次，象徵書房窗

外的園林景緻，前後則依序配置本展覽的中、

英、日文總說明。（圖 12）

　　轉至內面的大牆面，設計提案時，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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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漢床類似於實際生活中的沙發床、雲龍紋束

腰寶座如同現代的總裁辦公椅，使觀眾不僅得

以認識紫檀家具的功能、工藝及及歷史背景外，

也能夠與真實的日常生活進行連結，加深記憶

點。（圖 15）

套縮小成 1/10比例的展場家具模

型。（圖 16）

設計的巧思―燈光、色彩
與一枝梅花
　　故宮博物院面對高齡化社會，

為確保參觀的安全性及舒適度，

開始利用換展機會，讓展場空間

全面更為明亮。但若只調整燈光，

因文物保存、既有展櫃玻璃反光

情形以及樓高等實際限制，整體

改善幅度有限，正考驗著燈光設

圖14　北京故宮樂善堂的博古架　林姿吟攝

　　展覽尾聲，為延續觀展效益，提供了一項

DIY活動，從展品中選擇具代表性的清代家具

共 5件，設計創造出一套家具紙模型，觀眾可

在現場掃描 QR Code下載檔案，在家以厚紙列

印，便可按照紙樣上的說明裁剪組裝，完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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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家具紙模型一景　作者攝

圖15　古今家具對照　作者攝



107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454 

　　由於本展主角紫檀家具屬有機材質，照度

按規定不高於 100Lux，針對這批紫黑中帶褐色

且充滿雕飾細節的大型家具，如何提供充分具

重點的照明效果，設計師一般會建議以櫃內淺

色、櫃外四周牆面深色進行搭配，突顯展品同

時減少玻璃反光情形，但當櫃外深色且不能補

足照明時，通道空間將變得相對暗沉，卻仍需

滿足牆面內容與圖像的照明需求。權衡之下，

設計師提出強調彩度的色彩計劃概念，兼顧整

體空間明亮與氛圍兩重點訴求，經過數次提案

及討論後，最終決定整體空間均以淺芽綠為基

調，搭配深荷葉綠，取園林綠意意象，襯托櫃

內家具細節外，也更顯精神。（圖 17）因亮色

圖17　展示設計定案之色彩計劃　桔聚創藝有限公司提供

圖18　現場環境配色現況　作者攝

計師的功力。本次展示設計除更新照明外，並

嘗試利用環境色彩計劃，輔助調整空間明暗的

感知程度，獲得令人滿意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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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小憩」場景中的梅花裝飾壁紙及複製畫　作者攝

所造成的展櫃玻璃折射，由於櫃內外牆

色都統一色調，現場觀看時的視覺印象

容易融合，在心理感知上降低了視覺干

擾情形。（圖 18）

　　設計師利用不同的輸出材質，搭配

手工細木木作局部，營造出精緻內斂且

典雅莊重的空間環境質感。整間展場選

用清宮喜愛的梅花紋樣作為裝飾，考慮

展場空間有限，視覺元素不能過於繁多

而使得畫面混雜，卻又不能一成不變顯

得死板，選擇使用陳洪綬的〈梅花山鳥

圖〉（圖 19）畫中的白梅作為主角，枝

枒頓挫轉折、自然生動。設計師再巧妙

利用造型設計的縮放、鏡射、旋轉、單

色及填色等編排手法，僅用一枝梅花便

點綴了整間陳列室，與倚窗的仿真梅花、

家具紙模型中小花瓶裡的小小梅枝相互圖19  明　陳洪綬　梅花山鳥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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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展場主視覺 器物處提供

圖21  家具紙模型中小花瓶裡的小小梅枝　作者攝

呼應，複製畫作則設置於小憩場景中，靜待有

心人發現當中巧思。（圖 20∼ 22）

　　若說博物館是一本書，貴冑榮華便是書中

一篇淺顯易懂、清新明快的小品散文，希望觀

眾在輕鬆無負擔的閱讀後，對其中的隻字片語

留下印象，激起小小的啟發或感觸。相同的故

事內容，經由策展人重新安排故事的起承轉合，

設計師調整說故事的語氣與節奏，最後與觀眾

生活經驗的分享交流作結，成為更為吸引人的

優化版本，本展覽可說是完成了一次圓滿的演

示。

感謝器物處侯怡利副研究員及桔聚創藝有限公司提

供諸多協助及寶貴意見，謹以申謝。

作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資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