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還記得童年時，幾個朋友一起玩捉迷藏遊戲時的心情嗎？藏身其中時祈禱不被發現的緊張

感，做為「鬼」，在看似空無一人的場所，或大膽翻找，或細心探查蛛絲馬跡，尋找同伴

時的刺激及興奮心情，正是「草蟲捉迷藏」特展規劃階段，策展團隊與各方昆蟲學者共同

合作探索時，所獲得不同與以往的滿足感受。這樣的新奇體驗，希望也能藉由展場設計，

帶給不同年齡層的家庭與親子觀眾，享受「尋找」與「發現」所帶來的趣味。

領著親子覓草蟲─

▌王聖涵

隱身在草蟲展中的設計蹤影

緣起
  自2019年起，國立故宮博物院（簡稱故宮）

首次針對親子觀眾舉辦「故宮動物園」特展，

廣受好評。由於近年疫情影響，故宮北院的觀

眾組成從國際觀光客轉變成國內家庭觀眾，因

應觀眾屬性變化，2021年底的「華麗魔法屋」

成為親子器物特展的第一棒，加上院內先後推

出的「風格收藏家—2021故宮童樂節」及「藝

時空旅行—2022故宮童樂節」等大型兒童親

子推廣專案（圖 1），提供家庭觀眾豐富有趣

的線上課程及現場活動。考慮當時國境尚未全

面開放，但疫情可望逐漸緩解，因此在安排暑

期書畫展覽時，便決定以特色鮮明、老少皆宜

的草蟲主題，延續並積極響應國內親子觀眾的

參觀需求。

  「草蟲捉迷藏」是故宮第三次以院藏草蟲

畫為主題的展覽，相較於前兩檔展覽以藝術史

觀點及其脈絡，專注於畫作的美感賞析及創作

背景介紹，這次展覽從展覽名稱尚未成型的發

想階段，便期待以嶄新觀點詮釋展覽。因此，

圖 1　故宮北院近年親子觀眾相關展覽及大型活動　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官網：https://www.npm.gov.tw/，檢索日期：2022年 7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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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畫作的物種考證、昆蟲習性、生態保育、在

地原生環境甚至是仿生科技，都是策展人嘗試

發展的不同面向。隨著架構發展逐漸成熟，發

散的各式主題最終聚合回到畫作本身，策展團

隊與昆蟲研究專家成了第一批進入「草蟲捉迷

藏」遊戲的尋寶者，透過協同研究收獲許多嶄

新發現。以此核心契機，不僅得以引領觀眾欣

賞畫作裡精巧生動的草蟲蹤影，同時希望藉由

策展人與昆蟲學者提供的跨領域觀點及第一手

發現，讓書畫類展覽跳脫既定印象，觀眾能以

欣賞與觀察，獲得更具趣味性的發現、理解與

思考的觀展體驗。

  雖說草蟲主題對親子觀眾有一定號召力，

但平心而論，與三年前的「故宮動物園」主題

相比，在生活經驗的連結程度，不免遠了那麼

一截。比方說古人所指的草蟲，與小朋友一般

認知的昆蟲，箇中差異就需要花點工夫才能說

明清楚。現在小朋友間具話題性熱門的鍬形蟲，

卻不是古代畫作的熱門題材，策展人費盡工夫

也只在清《鳥譜．白喜鵲》中找到唯一一幅。

此外，展覽內容如何拿捏「草蟲畫」與「草蟲」

的分量，做到以畫作為本、科普知識為輔，同

時能吸引大小觀眾的好奇心及注意力，正是本

次展示設計的致力目標。

以主視覺傳達核心意念
  本次展覽的展示設計製作由台灣薪羅輯有

限公司（後稱設計公司）執行，與故宮動物園

特展相比，雖說同樣是兒童容易感興趣的動物

主題，但從本展覽主視覺及標準字的設計發展

軌跡，或許可呈現出本次展覽在規劃階段，對

於整體調性上的拿捏及調整。

  相比於可愛卡通化的動物園展覽主視覺，

設計公司提案時，原本以重點展件明商祚（生

卒年不詳）〈秋葵圖〉為基礎，重新解構轉化

成幾何具機械造型感的 2.5D圖面，昆蟲以圖像

化造型藏身其中，標題字也隱身至特意模糊的

背景中，整體意象雖在努力解讀草蟲「捉迷藏」

概念，卻未能有效表現「文物之美」及「生物

多樣性」的展覽要點。與策展團隊討論後，主

視覺改取多幅畫作局部，以圓裁型並順著每幅

畫作的特色亮點進行輪廓去背，凸顯展覽選件

圖 2　從左至右分別為原始提案、設計討論階段及定案主視覺。　前二圖由台灣薪羅輯有限公司提供、後圖由書畫文獻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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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精美及畫中昆蟲的豐富性，中央下方的的鍬

形蟲巧妙換成了真實昆蟲，古今交融，以書畫

表紙質感為底襯托出典雅風格。

  後續溝通希望能營造更活潑氛圍以吸引親

子觀眾，並再加強主視覺的宣傳功能，設計師

細調各組件的大小配置，打破原本圖鑑式排列

的意象，底色選擇清爽自然的嫩芽綠色。展覽

標題字經策展團隊建議，整組標題字放大置中，

並且替換成更直觀的放大鏡及明確的蝴蝶造

型，配合著昆蟲專家的協同研究進展，原本採

用的鍬形蟲，最後替換成與畫作更相似的深山

鍬形蟲。（圖 2）

  配合展覽主視覺，視覺造型以「圓」為基礎

元素，色彩採用淺亮色系，緩解書畫展廳照明偏

暗產生的不適感。以芽綠色搭配不同色調的黃

綠、草綠色，標題字為墨綠色系，加上具花朵意

象的橘粉色，作為蝴蝶主題分區之用，讓展場營

造出自然清新卻不致平淡的調性。（圖 3）

動線與分區規劃
  展覽位置原訂為 210及 212展間，後因選

件規劃而延伸至 202長卷展區，參觀動線順著

展品配置為 210→ 212→ 202長卷區，因而造

成動線引導時的困擾。試想有意參觀草蟲展的

觀眾，一進展場，易被二樓的大型宣傳牆面吸

引走上二樓，鄰近左側卻是作為展覽末端的 202

長卷區，如果用強烈的引導手段，直接將觀眾

帶至 210展間前，對於經過的數個書畫展覽也

不甚友善。最後選擇以極少化的地貼及燈光，

以提示建議的口吻「來捉迷藏吧！」，盡量將

觀眾往前引導至大畫區，此時一眼望去便會看

到醒目的總說明牆面，加上草蟲展各展間門口

簡潔明白的參觀動線及平面圖，引導觀眾進入

展覽。（圖 4、5）

  展場文物分為「草蟲怎麼畫」、「草蟲寓

意」、「草蟲的聲音」、「不受『草蟲畫』青

睞的甲蟲」、「『草蟲』vs.『昆蟲』」、「草

主
色

輔
助
色

圖 3　展場色彩計畫　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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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捉迷藏」、「草蟲明星—蝴蝶」七大主題，

以不同面向介紹草蟲畫為何而畫、如何畫，草蟲

與昆蟲的差異等，並為頻繁出現在草蟲畫中的蝴

蝶闢一專區。各單元說明文字力求簡潔明快，以

親切口吻向觀眾介紹單元重點，並提出引導性問

題，提供觀眾欣賞畫作時的思考線索，嘗試與觀

眾對話。配合空間條件及單元特色，展場共規劃

「百蝶圖」、「草蟲冊頁」、「草蟲音樂會」三

項多媒體互動空間，再加上與畫作主題對應，商

借自成功高中的標本箱、蝶翅畫，與設計公司購

置的昆蟲標本，建構出能吸引兒童注意力，讓他

們感到趣味的「好奇空間」。（圖 6）

圖 4　宣傳牆面及地貼引導　作者攝 圖 5　動線引導地貼及平面圖　作者攝

圖 6　展場配置及動線規劃平面圖　作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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栩栩如生、翩翩飛舞的百蝶圖
  進入展場首先看到百蝶圖的多媒體互動，

利用動態模擬技術，讓畫中的蝶蛾重生，靈巧

地飛舞在隨風搖曳的花草之間。基於防疫考量，

互動方式皆為體感偵測，觀眾只要在感應範圍

內揮手，畫中的蝴蝶便會隨之起舞，逐漸離開

揮手區域，平時畫面影像依觀畫方向先從右至

左推動，再慢慢縮小至完整全幅畫作。畫中的

蝴蝶按照現代蝴蝶的科別分類，設計合適的飛

行模式及動線，細看畫面，大型具有華麗紋樣

與尾突的鳳蝶科蝴蝶，有著較和緩的拍翅頻率

及輕快流暢的飛行軌跡，而小巧的粉蝶或灰蝶

科蝴蝶，它們拍動翅膀的頻率明顯快了許多。

  策展人與昆蟲專家研究辨識畫中蝴蝶特徵

及品種初期，發現畫作中出現八隻蛾。由於蝶蛾

的出沒生活時間有著日夜明顯不同的差異，策展

人便與設計師討論，想要藉由日夜畫面轉換將它

們區分凸顯出來。但考慮蛾雖多出沒於夜間，卻

無法完全確認其種類習性，植物在夜間的樣貌細

節也必須呈現，加上夜間畫面的蝴蝶與蛾數量的

減少，整體效果不夠豐富無法延續張力，最後只

能忍痛取消夜間場景，在兩側的牆面懸掛布面，

以文字補充說明。（圖 7）

將更多的資訊藏在展場裡
  配合單元主題，展場資訊從總說至單元分

說，再細分為數個小群組，每個群組內容相連，

完整串聯起單元，配合 210展間的文物多為冊

頁、手卷型式，放置在斜向伸起的展檯上，上

方牆面正可作為群組說明使用。品名卡及群組

說明曾統一以圓形裁型，但考慮有限編排空間

中的文字大小，以及段落閱讀的舒適感，選擇

圖 7　百蝶圖多媒體互動區，畫面左側應為蛾類，中間還有一隻蟬。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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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圓角設計。品名卡參考先前故宮動物園特

展經驗，簡化為中英品名及畫中草蟲名稱，讓

親子觀眾得以將注意力集中到畫作，部分重要

展件再加上易讀易懂的文字說明，加深印象。

此外，這次的選件背後都增添豐富的自然科普

知識，由於現場缺少空間可完整展示說明，在

本院網頁同仁協助之下，將中、英文內容設置

於雲端，以 QR Code設置在品名卡兩側，觀眾

掃取連結，便可獲得藏身於品名卡中更深入的

說明資訊。（圖 8、9）

  另外，在策展人整理品名卡的昆蟲名稱時，

發覺與昆蟲專家協同研究時所獲得的眾多昆蟲

照片，不但能與畫作樣貌呼應，照片拍攝的品

質及色彩也十分吸睛，若利用展檯下方既有的

空間，搭配原做為畫作補光用的底部照明，安

圖 8　單元分說明、群組說明、品名卡及昆蟲寫真照。　作者攝

圖 9　 掃描品名卡的 QR Code獲得豐富深入的作品說明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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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畫作中昆蟲的真實照片，不論是親子或一般

觀眾，更能與生活記憶相互對照。在先後測試

大小、形狀及不同的輸出材料並比較效果後，

選用 12公分的圓形霧膜透貼，由於照片取景不

同，並非都能直接裁成圓形，因此畫面空白之

處，便填入與照片色系協調的綠、棕、灰色作

為文字底色，設置離地約 80公分高的地方，近

看時十分清楚，也為難讀字標上注音，方便小

朋友自行認識與家長說明。（圖 10、11）

展櫃的新嘗試
  展覽中的重點展件明商祚〈秋葵圖〉，可

說是「草蟲捉迷藏」展名靈感發想的開端，這

幅明代佳作描繪了花園一景，多達數十隻、十

多種的各式昆蟲出現其中，與畫面中的植物、

花石相映成趣，細看更可發現草蟲各自正進行

不同的活動，展演著自己的故事。此畫作為展

覽核心，考慮布置及所需要的說明版面，決定

獨立安排在展覽開端，並為它量身製作展櫃。

  立軸形式的臨時展櫃，設計時主要困擾常

來自於照明，一般由上而下的照明，若畫作尺

寸較高，無法均勻打亮畫作，底部有補光需求

但可利用空間相對有限。此外，為求畫作能更

接近觀眾，縮減櫃內深度，當照明投射角度變

大時，反而容易顯現古畫皺折不平整的痕跡。

因此，本次策展團隊建議設計公司嘗試將主要

照明改為左右兩側，若考慮空間的有效使用與

照明溫度因素，LED燈條應為首選，無奈在有

限時間資源之下，遲遲找不到合乎院內照明藍

光檢測標準且色溫不致過黃的燈源，最後改用

博物館等級的日光燈具，搭配減光膜、均光隔

離的乳白壓克力，調整成合乎照度規範且視感

舒服的照明空間。

  原本改用螢光燈源時，首要擔憂來自於燈

圖 10　先期測試不同輸出材料與大小　作者攝

圖 11　展檯下方的昆蟲寫真透貼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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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溫度，所幸這次可能因展櫃與出風口相近，

並未成為問題，反而因燈具空間過小且幾乎是

密閉空間，燈具溫度加速周邊木料的水氣散溢，

因而增加櫃內濕度。靠著登保處及書畫處同仁

的努力，改良展櫃上方與燈具連通空間，增加

通風透氣效能後，此情形已顯著改善，記錄此

案例，希望提供未來展櫃兩側照明設計及製作

時的參考。（圖 12∼ 14）

圖 12　新製臨時展櫃及兩側說明　作者攝

圖 13　側邊照明細部，此次並未使用上方照明。　作者攝 圖 14　 為使濕度穩定，展櫃上方進行改良，並利用出風口增加通風。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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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草蟲音樂會」機械昆蟲聲光裝置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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蟬鳴蛙叫的草蟲音樂會
  在「草蟲的聲音」單元的末端，設計公司提

出「草蟲音樂會」機械昆蟲與聲光裝置，原本提

案作為入口的迎賓裝置，因整體規劃配置移至

展場內。從重點展件中挑擇蟋蟀、蝴蝶、螳螂、

蟬與青蛙作為主角，造型材料為金屬及木料，組

件噴漆上色後組立，搭配小型馬達，藉由橡皮筋

連結驅動軸承，帶動連桿使各草蟲的頭部、翅膀

或雙臂，做出循環規律的動作。音樂會場景分成

前、中、後景，以主視覺當中的選圖及配色，將

不同畫作中的花卉植物進行多層次拼接，同時掩

蓋住固定用的底板及電線零件。

  當觀眾站到定點後，觸動感測器便會啟動燈

光、蟲鳴及自然流水背景聲，像是陸續介紹當中

草蟲成員，機械昆蟲一隻接續一隻動作，最後則

是大合唱一般的全體演出，運作約一分鐘後再次

回復靜態模式，等待下一批觀眾到來，在展場裡

創造出蛙聲蟲鳴的自然場景氛圍。（圖 15）

草蟲冊頁多媒體及標本
  「草蟲音樂會」的另一側，設置了「草蟲冊

頁」的多媒體互動裝置，以宋李迪（活動於西

元 1162-1224年）〈秋卉草蟲〉為題材，利用

動畫技術，讓畫作中靜止的時間重新流動，畫

中的小金龜及螳螂在搖曳的植物花草間各自活

動，葉子上有著被啃咬的痕跡，高解析度影像

放大展現精細畫作細節。當觀眾站上建議的感

應位置，螳螂開始重現當它發現小金龜，正在

捕獵的千鈞一髮，小金龜飛走逃出生天，最後

凍結在畫作完成的那一刻，讓觀眾感受畫家構

圖創作當下的意念。（圖 16）

  除了多媒體，展場也規劃設置昆蟲標本的

展示區域，首先，與成功高中蝴蝶宮博物館商

借「蝶與蛾」及「糞金龜」兩件標本箱，利用

標本箱布置的擬真場景，提供有關蝶蛾生活習

性及特徵，或是糞金龜為何及如何要堆糞球此

類兒童感興趣的科普知識，增添展覽的趣味性。

設計公司隨後也購置到四件與畫作幾乎可完全

對照的昆蟲標本，分別是清朱汝琳（生卒年不詳）

〈畫草蟲〉的柑橘鳳蝶、清余省（生卒年不詳）

〈百蝶圖〉的玉帶鳳蝶、清蔣廷錫（1669-1732）

〈秋蘿蝗蟲〉的劍角蝗，以及清《鳥譜．白喜

鵲》的高砂深山鍬形蟲，這些標本進展場前因

為冷凍除蟲處理，結構相對比較脆弱，原本已

固定的姿態也略有變化，因此讓設計公司在後

續作業花了不少功夫。標本高度離地 100公分

以利兒童觀看，位置也盡量接近畫作方便比對。 

（圖 17、18）

蝶翅畫及照相打卡區布置
  進入 212展場「草蟲明星—蝴蝶」單元，

首先看到懸吊的蝴蝶群飛情境布置，發想自某

些蝴蝶為避冬或產卵（例如臺灣的紫斑蝶類或

美洲的帝王斑蝶），出現成群遷徙的景況。考

慮展場整體視覺，設計公司未使用市面現成的

蝴蝶飾品，也並非直接取形於真實的蝴蝶，而

是設計出華麗的半透紋樣，搭配與展場協調的

圖 16　「草蟲冊頁」多媒體互動裝置　作者攝



118 領著親子覓草蟲—隱身在草蟲展中的設計蹤影

圖 18　與畫作相呼應的標本布置　作者攝

圖 17　成功高中提供的標本箱與說明布置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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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粉色彩，以賽璐璐片印刷裁形，一隻隻手

工組裝懸吊，從展場中央迴旋延伸至出口，作

品中的各色蝴蝶聚集妝點於牆面，提供觀眾打

卡留念的一隅。（圖 19∼ 21）

  由於其美麗樣貌及象徵長壽的吉祥意涵，

蝴蝶常出現於畫中，但為它特別開闢專區，則

是希望能擴展連結至臺灣作為蝴蝶王國的環境

生態及保育議題。臺灣位於北回歸線之上，南

北分屬亞熱帶及熱帶氣候，平地氣候溫暖，中

央高聳的山脈，使得山區有著溫帶氣候及茂密

林地，如此多樣的棲息生態，讓臺灣孕育出豐

富的蝴蝶種類，超過四百多種的蝴蝶，其中包

圖 19　帝王斑蝶群飛照片　Tim Flach攝 圖 20　蝴蝶展區一景　作者攝

圖 21　懸吊蝴蝶的情境布置　作者攝



120 領著親子覓草蟲—隱身在草蟲展中的設計蹤影

含約五十種的臺灣特有種，若以單位面積比較

蝴蝶種類的多寡，臺灣可說是世界第一。

  諷刺的是，臺灣擁有「蝴蝶王國」稱號的

主要原因，卻是來自於商業化大量採集銷往國

外而造成的風潮。早在二十世紀初，日本人開

始在擁有最多蝴蝶種類的埔里進行標本的採集

販售，1960年代，當地再次利用這項自然優勢，

以大量的蝴蝶標本、加工品及蝶翅貼畫，為當

時窮苦的農村經濟開創財源。直到 1970年代中

期由於第一次石油危機及隨之興起的生態保育

意識，加上東南亞的競爭，此產業在臺灣逐漸

沒落消失。而造成臺灣蝴蝶數量及種類減少的

主因，還是來自於社會現代化對自然環境的破

壞，棲地減少、環境污染、與外來種天敵等對

於蝴蝶生態的傷害，仍是需要積極正視面對的

議題。

  貼畫用的蝶翅，多半來自殘缺無法成為完

整標本的蝴蝶，雖說作為商品販售之用，大多

是批次量產，但也不乏有以創作心態完成的工

藝品。細看現場由成功高中蝴蝶宮博物館提供

的作品〈舞龍〉，可以看到作者巧妙利用蝶翅

的花樣及紋理，作出舞龍生動的輪廓、廟宇的

屋簷、牆面，觀眾的衣著乃至於手上撐的傘，

舞龍者的動感及四周靜立圍觀的人群形成對

比，展現出臺灣傳統民間生活的一景。配合由

成功高中陳維壽老師提供〈大自然的舞姬—台

灣之蝴蝶世界〉影片，其中有關當時加工作業

的珍貴紀錄片段，讓人重回當時社會發展脈絡。

蝶翅畫就如同博物館中保育類的犀牛或象牙文

物，是從今而後不會再重演的故事，但藉由展

出，可以讓人不致遺忘曾經發生過的歷史，並

加深觀眾對生物多樣性、生態保育的重視及省

思。（圖 22、23）

圖 22　 展場展出之蝶翅畫及〈大自然的舞姬—台灣之蝴蝶世界〉影片（成功高中陳維壽老師提供）　作者攝

圖 23　蝶翅畫〈舞龍〉（成功高中蝴蝶宮博物館提供）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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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其他展間的草蟲
  草蟲主題不僅出現在畫作，也出現在不同

類別的故宮文物中，策展團隊透過與展覽同步

舉辦的「藝時空旅行—2022故宮童樂節」行銷

業務處同仁的協助，以親子探索活動架構規劃

中與草蟲主體相關選件為基礎，重新審視彙整

各展間的相關器物，選擇具代表性的銅器、玉

器、陶瓷及珍玩類別器物數件，再採用展覽主

視覺相同的視覺元素且凸顯文物特徵的設計手

法編排，設置於 212展間外牆。

  整理這些器物資料時，發覺越早期的器物

鮮少出現草蟲相關的紋飾圖樣，比方說在銅器

及玉器常設展中，分別僅找到一及二件與「蟬」

有關文物，說明古人當時對於重生的嚮往及追

求，或賦予蟬通靈、高潔的意涵。明清之後的

器物，花卉蟲草的裝飾圖樣就多了，在瓷器、

珍玩上常可看到花卉搭配草蟲的蹤影。考慮部

分器物的相關資訊，正是「藝童寫遊記—親子

探索包」活動中，破關解答的環節，為降低對

探索遊戲的影響，現場並未提供更多文物資訊，

而以「你找得到藏在其他陳列室裡的草蟲嗎？」

為提示，作為展覽尾聲，將草蟲主題延續到其

他展間的線索。（圖 24）

展場之外的展場
  展覽籌備初期，拜訪外校討論各種合作可

能方式時，成功高中蝴蝶宮昆蟲博物館的蘇青

葉主任及陳妍伶老師提及二事。首先，為了保

護標本，避免閃光燈強光傷害，同時鼓勵觀眾

好好用眼睛觀察標本、用心感受，除了入口大

廳及蝴蝶宮殿之外，全面禁止拍照。此外，蝴

蝶宮於 2021年底曾舉辦昆蟲館寫生活動，開放

校外觀眾在昆蟲館中畫畫，陳老師將其中不少

作品掃描留存，回看畫作，有些人細細勾勒出

真實觀察的標本、也有人用畫筆想將標本重生

在大自然快樂生活，更有人畫出想像中的昆蟲

世界，不禁讓人聯想，古代畫家繪製草蟲畫時，

必定也是帶著不同的心情與嚮往。

  古人創作蟲魚花草與現代人的寫生活動的

相互呼應，激發出雙方對於合作細節的想像，

選擇合適展品製作複製輸出，佈置在蝴蝶宮周

邊，提供展品說明資料，請負責現場導覽的學

生與志工，在導覽活動中加入相關介紹，吸引

那些主動預約參觀蝴蝶宮，對昆蟲及自然有興

趣的觀眾進行推廣，後續再次舉辦寫生活動時，

這些畫作也可作為臨摹的對象或是激發靈感的

參考。現場佈置不僅延長了展覽效益，讓師生

課餘間得以欣賞故宮藏品，周邊環境也能藉由

佈置而更新美化。

  為了配合原規劃於五月舉辦的第二屆寫生

活動（後因疫情延至八月底），獨立於院內的

展覽設計工作，於四月提前啟動。寬達 10及 3

公尺的兩座牆面，正好分成「故宮草蟲畫欣賞」

及「寫生作品分享」兩區，兩牆統一選擇與校

園綠蔭相映，明快卻不易顯髒的綠松石色，並

搭配清朱汝琳〈畫草蟲〉中的各式昆蟲素材為

底，適切融入校園，同時讓人感受煥然一新。

前區考慮觀眾需求及觀眾特性，故宮畫作輸出

圖 24　出口處的延伸資訊牆提示其他草蟲的藏身線索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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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放大為 1.5至 2倍，讓畫作描繪的筆法及細節

更加明顯，方便觀看同時有利導覽說明。寫生

作品區分為兩階段展出，首先布置第一期寫生

比賽的作品，四周空間加上蝴蝶裝飾點綴，待

第二屆寫生活動的作品完成，也有充分空間增

添畫作。（圖 25、26）

  配合蝴蝶宮特色，選件主題以蝴蝶為前、

其他昆蟲為輔，與老師討論時，再依現場實務

及自然科學博物館需求，避免太明顯的描繪錯

誤，或與現今「昆蟲」屬性差異過大的主題（例

如青蛙）進行篩選。長廊以滿載華麗蝴蝶及飛

蛾的清余省〈百蝶圖〉為開端，從廣為人知、

設色鮮明的郎世寧（1688-1766），到緙絲、扇

面等形式多樣的展件，中間穿插草蟲展的先期

宣傳，後半則是蝴蝶以外的其他昆蟲作品，展

品選件及順序，與蝴蝶宮種類約五千種、總數

超過三萬兩千件的豐富昆蟲標本相互呼應。最

後，不論是故宮的複製品畫作，或是蝴蝶宮的

寫生作品輸出，按照承重及版面大小，均使用

可重複黏貼的無痕子母掛扣，搭配易撕除不傷

圖 25　成功高中的「故宮草蟲畫欣賞」牆面布置　作者攝

圖 26　成功高中的「昆蟲寫生作品」牆面布置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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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面的布面雙面膠，以便未來需更新換展時，

這些圖版都能方便完整地取下，保留收藏以及

再利用的可能性。

結語
  回顧「草蟲捉迷藏」的策展歷程，各單元

以不同面向介紹與導賞草蟲畫作，每幅畫作再

透過昆蟲及生命科學專家的不同視角，發掘、

甚至開創出未曾出現的詮釋觀點，不僅止於畫

作，更貼近理解畫家創作當下所進行的「觀察」

及「想像」。故宮展覽的核心始終來自文物，

珍貴且完善保存的文物是故宮強項，更是吸引

觀眾來院的關鍵因素，但若能與觀眾的生活經

驗相連結，有助留下記憶點，進而累積成喜愛

看展的習慣，正是本展規劃以親子觀眾需求為

基礎時，期待透過展示設計而達成的目標。

  開展後，大部分的親子觀眾多給予「與想

像中的故宮展覽不一樣」、「可以在古畫中看

到許多熟悉或認識新奇的昆蟲真有趣！」，也

有家長說出「原本以為是小朋友的展覽，但我

反而跟孩子一起重新認識，回想起小時候的生

活」、「又有展覽又有活動，跟孩子逛一整天

都不夠」。希望大家不僅在畫中感受、探索精

巧微妙的草蟲世界，走出展場，也能以充滿好

奇心的視角觀察日常周遭環境，尋覓並享受藝

術及生命之美好。

感謝書畫文獻處王湘文編纂、邱士華副研究員、行
銷業務處劉君祺助理研究員及台灣薪羅輯有限公司

提供諸多協助及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My thanks go to Mr. Tim Flach for offering the brill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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