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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策展五把尺

為什麼要學策展？

展覽是透過空間，轉化某件你想要說的故事或議題，與人產生溝通的形式。

而「策展」是形成展覽的過程，需要廣泛與綜合的能力：從田野調查研究、主題

與議題選擇、物件的篩選與詮釋，到空間設計和視覺規劃，都是在策展中會思考

到的事情。

雖然策展看似複雜，但都只為一件最重要的事，那就是「如何說好一個故事」。

好故事要讓人聽得懂、感受得到，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斷練習著，舉凡在社群

平臺上發文、與人交流對談、或在自己的空間中營造某種風格，都是試圖傳遞訊

息給周圍的人。所以日常生活本身就是一個「策展與觀展的過程」，你的每一個

選擇都是在與這個社會及環境溝通，傳遞想要訴說的價值。

所以，將「策展」拉回到日常來看，就容易多了。

在田野與故事的工具書中，我們提到田野技巧與思考故事的方法，帶領大家發現

並說出自己的故事。而在這本當中，我們希望將策展概念變成一種思考的方法，

目的不只是為了「做出一個展」，而是透過策展的過程，去想想如何完整呈現一

件事情。首先我們邀請不同領域的工作者來分享「策展是什麼？」以及「策展需

要具備什麼樣的能力？」，接著揭開所謂「策展團隊」的神秘面紗，最後與大家

一起練習策展思考的方法，當你有一個訊息想要傳遞給大眾時，可以如何透過

「策展」達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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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他們這樣說策展｜

他們這樣說策展

我常常在演講時，被問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原本覺得這件事情很平凡，但在

你眼中看起來這麼有趣，被你講起來也這麼有趣？」

隨時保持善感，大概是我的工作常態。善於感受、觀察生活周遭，哪些現象值得

多看、多討論，這是我覺得做策展工作，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能力。

當然這些經驗不一定都是故意去蒐集的，正是因為擁有日常生活累積，我們才能

在策展題目出現後，把腦袋資料庫通通翻出來，繼續做更多的經驗與體驗。我常

常覺得，如果我對一件事不熟悉，寫什麼都像自己在亂屁，但若是直接讓自己置

身其中、很認真去了解的話，那個體驗到的結果真的會出乎意料！

我之前在臺中策劃過一個討論「不動產」的展覽，「假裝」自己是房仲業者，創

作近百棟真實存在的房屋插畫，邀請大家一同賞屋、鑑屋。

其實一開始在寫架構的時候，我對不動產還不是很了解，只覺得他們就是在炒房

地產、把居住需求變得很商品化的人，所以展覽設計很像都在批評這件事。

但為了做更多研究，我開始假裝自己要買房子，實際去和房仲洽談、看屋，甚至

深入訪談許多買房的人，突然就完全對這個行業改觀。其實房仲就是在做需求與

供給的連結，實際把自己放進去後，才會了解他們真正的樣貌。最後的展覽雖然

仍帶有批判意味，但少了單方面的指責，增加更多思考空間。我試著讓大家在與

展品互動的過程，感受自己對房屋的需求、以及房價帶來的衝擊，一同思考房子

真正的價值是什麼，人們到底需要付出多少才能獲得一個家？

插畫家 / 策展人
Ball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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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策展五把尺

大學辦政大金旋獎，那時還不知道自己在策展，慢慢後來接觸到這個詞，我才覺

得我們在傳達一個價值和訊息，就像策展的概念。

 

我上班的策展公司，分為專案部、設計部和策展部，專案部負責管理時程及預算、

設計部做平面和空間的設計、策展部則主要引導創意走向。我在專案部像是協力

的角色，可能負責一個案子的宣傳、撰寫展板文案，有時也需要和展覽的藝術家、

廠商接洽。其實從大學到現在，我對策展的想像沒有太大改變，體會比較深的反

而是做事標準。以前我們可能覺得學生能做到這樣就很不錯了，但出社會沒有

「還不錯」這件事，只有好跟不好，沒有 70、80 分，只有 100 分。工作之後，

才看到更多策展的細節，若真的要做到最好，要注意很多東西，這些是在當學生

時看不到的。

 

我覺得做策展很難的是，要培養自己的「鑑賞」能力。我們必須篩選內容給觀眾，

所以要能分辨什麼是好、什麼不好，什麼是適合這個主題的、什麼不是。為了培

養鑑賞能力，我們要在生活之中多看多聽多想，不一定是看展覽，可能是看戲劇、

或是電影。畢竟現在策展有很多形式，看不同東西會有不同刺激，這些刺激帶給

你好奇，好奇也讓你看到更多。

除了鑑賞，我也覺得要學習把自己的故事寫出來，策展是用熟悉的媒介和資源說

一個故事，但要怎麼把這個故事說的不一樣？很多人可能覺得寫字沒什麼，但要

真的有論述能力，才能把一件事說好。所以要多看書、多閱讀，這也是我一直在

努力的，因為我以前很討厭看書，而且工作越來越忙，也會很難找時間閱讀。

任職於策展公司
Sabr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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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他們這樣說策展｜

世界公視大展精選是播映全球公視優良作品的影展，我的工作是執行整個影展製

作流程，從選片，挑出 NHK、BBC、阿拉伯地區，甚至是東歐國家公視的優秀

作品，包裝影片、想片名、翻譯、寫介紹文案，設計行銷企劃、宣傳影展、公關

合作到行政流程等，全部流程都要做過一遍。記得上班第一週就拿到一個超大的

硬碟，說要把 100 多部的紀錄片看完，偷偷說有時候真的會看到睡著，但更常

被裡面的影片感動。

其實我以前是不太看影展的人，但世界公視大展精選讓我發現更大的世界。我因

為這個影展接觸到各式各樣的人，不論是在臺灣投入國際議題的媒體、公司，或

是在國外拍攝紀錄片的影人。而且由於紀錄片也需要市場的支持，所以我們能在

選片的過程中，發現當年度國際普遍重視的議題是什麼，有時用這樣的觀察回頭

看看臺灣，在討論這些議題時有沒有跟上國際趨勢，是個很有趣的經驗。

做這個影展時我覺得最難的大概是行銷規劃，要怎麼讓大家願意從簡進到繁，來

看這個議題生硬的影展？在宣傳的時候，如果我把這個影展說得輕鬆又簡單，可

能會吸引到非常多人，但我又希望大家是真的有興趣才來看影片；不過如果好好

介紹這個影展的議題，又怕太嚴肅沒有人想要來看，所以很矛盾。其實也有很多

人會在影展中睡覺，那時滿沮喪的，後來試著放下自己的成見和得失心，試著轉

換角度思考。雖然我們有想傳達的價值，但並不是自己做了什麼努力，對方就一

定會得到什麼收穫，如果影展中有十分之一的人接收到，那也達到了十分之一的

目的，這是我在這份工作中，得到很大的體悟。

文字工作者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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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策展五把尺

在前面有提到，策展需要廣泛與綜合的能力，究竟一個展覽需要哪些人一起才能

完成呢？現在我們先來看看臺史博的策展團隊吧！ 

策展團隊中的角色
臺史博策展團隊大公開！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統籌指導

行政指導

內容諮詢顧問

展覽統籌

展覽策辦

展場協力

文物保存維護

教育推廣與行銷

展覽設計製作

指導單位通常是上級單位，對臺史博來說是博物館的隸
屬單位「文化部」，對學校來說可能就是教育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就是我們自己啦！

像是總召的感覺，這邊就我們博物館的大家長，館長啦！

展覽的流程管理者，確保每個環節都在軌道上如期進行。

博物館要展出的主題很多，許多內容需要各領域專家擔
任顧問，提供諮詢服務。

負責展覽所有面向的品質，在臺史博是展示組組長。

實際策劃展覽的人，包含內容生產與空間設計。

負責展覽現場的技術與人力支援。

負責照顧與保存展覽的文物，確保它們安全。

負責行銷展覽與推廣內容，吸引觀眾走進展場。

負責設計展示，並且動手完成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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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策展團隊中的角色｜

圖為臺史博「迫力 ‧ 破力：戰後臺灣社會運動特展」策展團隊

除了上述的策展團隊之外，不要忘了那些願意提供展品給我們，真
正走過那段歷史的所有借展人，沒有他們，展覽也不會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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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策展五把尺

從策展團隊介紹中，我們知道一個展覽的形成，需要非常多人力配合。但如果沒

有這麼多人要怎麼辦呢？我們可以從剛剛的團隊中，將策展所需要的角色，大略

分成以下四類：

1. 主題的發掘與內容文字生產

一個展覽的形成需要龐大的內容支撐，這部分需要事前針對選定的主題進
行深度研究、踏查及故事蒐集。其中可能包含人物訪談、物件找尋與確認、
內容分析與組織展覽架構，讓這個主題可以在一個被設計好的脈絡及概念
下發展。
# 研究人員   

2. 展示設計與溝通

研究好內容與物件之後，展示設計與溝通需要把這些資料進行轉化，變成
參觀者聽得懂的語言。這時候「人」的思考非常重要，如何安排各單元在
空間中的位置、設計文字的內容、閱讀順序、觀眾動線與空間氛圍等，讓
展覽達到與觀眾溝通的目的。
# 展示規劃人員　# 展示設計人員　# 展示製作人員

3. 文物、物件的安全維護

展覽中可能會有許多歷史文物需要保護，針對展示空間中物件所在的位置、
文物的脆弱程度，去衡量它的保護措施應該怎麼設計及製作，包含燈光照
度的調整、展台材料的選定及擺放方式的思考等。
# 文物保護人員　# 文物運輸人員　# 文物佈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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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策展團隊中的角色｜

4. 服務、教育推廣及行銷

展覽完成之後，最重要的就是吸引觀眾來展場看展啦。抓準展覽核心概念，
進行精彩的導覽解說、集思廣益發想延伸活動，讓觀眾更深刻了解展覽內
容，也能開發周邊商品讓觀眾把展覽帶回家。
 # 教育活動規劃　# 活動執行　# 行銷推廣

# 說說你的看法

你覺得一個成功的展覽還會需要那些專業來支援呢？
你覺得自己適合擔任哪一種專業的角色？
針對展覽中的角色分類，你有沒有不一樣的看法？

給學校的小 tip

以學校的分工來說，大家可以先一起做田野調查，把內容、架構及蒐集的物件

確認好，再一起執行展覽設計與後端的教育與行銷推廣活動，一方面讓每個環

節都能紮實地被執行，另一方面也讓學生參與到策展的各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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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策展五把尺

案例分享
瀛海中學：我身邊的新臺灣人特展

除了博物館的專業策展外，我們也一起來看看臺史博與瀛海中學高中部學生合作

的【我身邊的新臺灣人特展】，是如何透過策展挖掘議題與表達觀點吧！

瀛海中學高中部學生實際走訪，深入認識身邊的新住民朋友，有的是家人，有的

是鄰居，有的雖然住在同個社區卻從沒機會講到話。這些人如何決定要到臺灣成

為臺灣人呢？在他們身上發生哪些故事？在臺灣的生活和以前在自己國家生活，

又有什麼不一樣呢？從想像、訪談、理解到同理，學生透過【我身邊的新臺灣人

特展】，好好訴說這些故事。

過程

1. 事前研究  透過訪談將最真實的故事與心情記錄下來。

2. 展示規劃  思考展覽中可以應用哪些代表性的物件與畫面。

3. 展示規劃  梳理文字內容、整理物件、設計展覽的觀看順序。

4. 空間規劃  嘗試不同材料在展覽空間中的樣子。

5. 展場佈置  開始佈置展覽！

1  

3  

2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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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策展五把尺

開始策展囉
策展五把尺

從展覽分工到實際的策展案例，到這裡你應該會想：所以展覽應該怎麼做呢？我

們把展覽分成五個重要面向，也就是「策展五把尺」：核心概念、目標觀眾、展

覽架構、展覽素材與空間氛圍，接下來我們會一步步帶大家思考，各個面向需要

注意到的事情。

核心概念
展覽最想說的事情

目標觀眾
想讓誰看到？誰會有興趣？

展覽架構
展覽內容的分類與觀看次序

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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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開始策展囉｜

展覽架構
展覽內容的分類與觀看次序

空間氛圍
展覽內容延伸創造的感受

展覽素材
展覽內容延伸發展出的物件安排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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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策展五把尺

每個展覽都會有一件最想講的事情，而那就是展覽的核心概念。

要找出最想講的事情，首先我們得先問問自己「為什麼想做展覽？」，核心概念

可能從某個觀察或事件出發，例如：青少年手機成癮、工廠空氣污染，但那只是

引發你想要討論這件事的開端。在開始策展之前，我們必須再更進一步思考：為

什麼你想讓觀眾知道這件事情？你想讓觀眾看見什麼？感受到什麼？從主題之中

找到聚焦的方向，傳遞想要訴說的價值，這就是核心概念。

確認核心概念，能夠凝聚大家規劃展覽時的共識，幫助展覽精準傳遞想說的內容；

有了核心概念，也能讓觀眾在看展時，透過空間中有脈絡的敘事、氛圍的設計呈

現，更順利的抓住與感受展覽想要傳遞的事情。

確認核心概念是個長時間討論與反覆推敲的過程，每個人都必須仔細思考，在這

個主題之下，真正讓你好奇、在乎的是什麼？這絕對不容易，甚至可以說是很難

的事情。透過前兩本工具書，我們可以利用田野與故事的方法，深入想討論的主

題，不斷往下探索，你會慢慢發現自己最在意的面向。

然而一個展覽的核心概念只有一個，我們必須在所有人之間找到共識。透過發想

及收斂的方法，快速在某個主題聚焦核心概念，再針對這個核心概念發展相對應

的內容。

策展五把尺之一
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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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一．核心概念｜

 2019 下半年我們舉辦了「青少年數位策展工作坊」，邀請學生從自身出發，針

對自己有興趣的主題進行線上數位策展。在聚焦核心概念的過程中由於本組學員

來自臺南而當時外送訂餐 App 剛在臺南市開放，因此大家想要以「外送文化」

為展覽主題。

案例分享
野蠻秩序：青少年數位策展工作坊

主題

事件

觀點

核心概念

外送文化

對於學校制度的疑慮

為什麼其他學校可
以訂，我們不行？

為何不同學校
制度不同？

外送食物
好像很不健康

外送食物營養程度
難判斷

外送食物
好像都比較貴

訂外送讓金錢花費
變高

為何晚自習可以
訂，中午不行？

為什麼學校有兩種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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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策展五把尺

Step 1 分享事件：

我們請大家針對「外送文化」，提出自己這個主題下，聽到或是想到的事情，

例如：

1. 為什麼其他學校午餐可以訂外送，我們學校卻不行。
2. 外送食物營養程度無法掌握。
3. 晚自習可以叫外送，中午卻不行。
4. 外送會讓金錢花費變多。

Step 2 分享觀點：

提出事件之後，我們進一步與學生討論：「這些事件給你的感覺是什麼？」「為

什麼你會在意這些事情？」「為什麼會想分享這個故事？」讓學生去思考自己與

這個事件的關係，找到自己的觀點與想要告訴觀眾的理由。

Step 3 聚焦核心概念：

在學生們描述對事件的觀點後，我們一同檢視每個觀點是否有相似的面向，討論

每個觀點，並聚焦出大家最在意且最有感受的核心概念。

我們發現「其他學校可以訂外送」以及「晚自習可以叫外送」與「學校制度」有關；

而「外送食物的營養程度」與「訂外送的金錢花費」則偏向「外食與在校用餐的

優缺點比較」。討論之後大家最想討論的是對於「學校制度不一的疑慮」，並將

核心概念設定為：學校針對外送制度的討論。

從這個核心概念來看，就不會是包山包海的全面討論「外送服務」的文化，而是

更鎖定在與自己有關的面向去討論，這樣也能更深入且有主題性的發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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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一．核心概念｜

 有時展覽不一定從一個特定主題出發，而是先有學生產出的作品或故事，才構想

展覽內容。因此在教師策展工作坊中，我們模擬另一種策展發想形式，請大家發

散分享自己對物件的想法，接著聚焦核心概念。

Step 1 提出物件 / 故事：

請大家分享一個故事，或是拿出一個對自己有意義的物件、作品。

Step 2 分享觀點：

分享這個事件或故事對你的意義，並且給這些東西一個屬於它的「關鍵字」，建

立起想要與觀眾訴說的觀點。

Step 3 聚焦核心概念：

從這些不同物件的「關鍵字」中，找到最普遍或是概念最相近的字詞，作為展覽

的核心概念，也從此核心概念出發，為其他物件找到連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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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策展五把尺

策展五把尺之二
目標觀眾

確定想說什麼後，接著我們要來思考：這個展覽想給誰看？也就是你的目標觀眾。

在這裡千萬不能說目標觀眾就是「大家」、「大眾」，因為我們不可能做出每個

人都想看的展覽，所以設定觀眾是非常重要的。事先知道可能會來看展的觀眾是

誰，就像知道自己在對誰說話一樣，讓想表達的內容更加精準，也能時不時回頭

檢視，這些目標觀眾是否能接收到你傳遞的訊息。

我們可以透過三個問題思考目標觀眾：

1. 為什麼要做這個展覽？想要傳達的核心概念是什麼？
2. 你想要傳達這個價值給誰看？為什麼想對他們說？
3. 對他們說之後，希望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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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二．目標觀眾｜

設定好目標觀眾是誰，我們可以用下面這個觀眾思考表，好好了解一下你的觀眾。

換位思考，想想為什麼他們會想來看這個展？他們希望得到什麼？將適合這群觀

眾的元素加進展覽中，增加觀眾對展覽的理解與感受。

分析目標觀眾
換位思考

思考點 思考的作用

基本資料
年齡、性別、職業…

分析基本資料讓展覽設計更符合觀眾需求。像是從年齡
推測觀眾的身高、行動便利性，就會影響展場的動線以
及展架高度；也可以推測觀眾的學習程度，影響展場內
放置的文字展板數量、調整展板文案等等。

看展的動機

分析這群觀眾可能會來看展的原因，找到引發他們觀展
的動機，一方面能利用這個動機進行行銷推廣、另一方
面也能回頭檢視，這個展覽最終有沒有滿足觀眾的需
求。

平時出沒的空間

分析這群觀眾平時會出沒的空間，如果希望他們看展，
就可以把展覽安排在離這些觀眾近的地方。比方説，如
果目標觀眾是高中生，展覽可能就要選在交通易達之處；
如果對象是兒童，就不會選在大學圖書館裡。

平時的興趣與愛好

通常大家會對自己熟悉的事情有感覺，再去接觸比較陌
生的內容，分析觀眾平時的興趣，找到他們可能與這個
主題共感的經驗，能幫助我們決定要放什麼、不放什麼，
什麼樣的內容才適合這群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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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策展五把尺

在觀眾分析表中，我們有提到觀眾「出沒的空間」，盡量選擇這些目標觀眾會出

現的地方進行展覽。可是如果還沒決定目標觀眾之前，展覽的空間就已經被決定，

這時我們需要換一個方式來思考目標觀眾，我們可以去想想：這個地方會有哪些

人出現？

從被決定的展覽空間出發，用三個問題分析你的目標觀眾：

1. 這個空間有誰會來：

這些人來到你的展覽空間，可能就是你的目標觀眾。

2. 為什麼他們會來這個空間：

這些人原本來到這裡不一定是為了看展，了解他們來到這裡的動機，從觀
眾的期望去思考展覽的設計與互動。

3. 這些人有什麼行為：

這邊可以回到「觀眾分析表」，分析他們的基本資料與興趣愛好，決定放
入的展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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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二．目標觀眾｜

＃練習看看

如果你的展出空間被限制了，練習用上面的方法去思考，

這些地方會有什麼樣觀眾，要如何設計展覽的內容與形式？

1. 車站前面的廣場
2. 學校迴廊
3. 博物館的展間

有誰會來？
為什麼會來？

有什麼行為？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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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策展五把尺

知道自己想要說什麼，也確定目標觀眾後，接下來我們要設計整個展覽的架構。

雖然展覽的內容是分散在整個空間中，但其實它們都有被建立觀看順序的。想像

一個觀眾走進你的展覽，應該最先看到什麼？要如何安排順序，讓觀眾一步步理

解你要說的事情呢？

依照博物館的架構，我們通常會幫展覽分成幾個「單元」，把想要講的事情分類，

並建立它的觀看順序。而要如何幫單元分類呢？這邊我們來介紹幾種最常見的方

法：

時間：

如果整個展覽內容是有時間次序的話，利用時間分類，能讓觀眾感受到事
件演變的過程，我們可以使用簡單的 before/ after 對照、也能拉出一個
時間軸，將想要講的內容按照時間放進不同單元中。

空間：

如果你想要講的事情，它發生在很多地方，就可以依照這個事件在不同空
間中所發生的內容，作為分類的依據。

*
時間和空間是展覽中基礎且重要的分類概念，不同的分類方法會帶給觀眾不一樣的
感覺。舉例來說，今天如果要策一個關於「河川污染」的展覽，運用時間分類，能
呈現臺灣不同時期河川污染的狀況；透過空間分類，就能呈現此時此刻臺灣有多少
河川面臨污染問題。

策展五把尺之三
展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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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三．展覽架構｜

類別屬性：

除了時間和空間，我們也可以延伸展覽內容其他的討論面向，比如廟宇相
關的展覽中除了「歷史演進」外，也可以談到「建築特色」、「社區互動」
等不同類別屬性的分類；河川污染除了「污染地區」的呈現，也可以談及「污
染原因」、「污染的物質」、「造成的影響」等類別屬性，來呈現這個議
題的不同面向。

這些分類方法只是參考，實際上還是要依照展覽內容做出適合被冠上的分類及架

構順序。

＃練習看看

試著和夥伴討論，建立起展覽的架構吧！

層次 核心概念 單元名稱 內容

單元一

單元二

單元三

單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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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策展五把尺

掃 QR code 

用 720 度環景觀看展覽吧！

逆轉勝：臺灣棒球特展

臺灣棒球特展根據棒球場內野形象設計，主要分成五個單元：第一部分介紹棒球

起源、傳播及孩子的純真夢想；第二部分由四個壘包組成，引領觀眾走過臺灣棒

球發展的各個階段，並思考臺灣棒球未來「回本壘的路」；第三部分在左外野方

向，分享臺灣棒球歷史上，邁向榮耀的兩個關鍵點；第四部分「冠軍的代價」在

三壘線旁，討論棒球運動發展所面臨的問題；最後透過「圓夢 棒球之路」帶觀眾

再一次回顧臺灣小朋友真摯、單純的棒球夢。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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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三．展覽架構｜

層次 單元名稱 內容

單元一 世界棒球村：
那群打球的孩子們

單元二 回本壘的路

開始的路：野球時代
轉折：從野球到棒球
進入得點圈：三冠王世代
衝向終點再出發：1980 年之後的成棒與職棒

單元三 逆轉勝：
從嘉農到紅葉

嘉農 KANO 1931
紅葉傳奇 1968

單元四 冠軍的代價

單元五 圓夢 棒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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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策展五把尺

迫力・破力：戰後臺灣社會運動特展

戰後臺灣社會運動特展從社會運動前的集結準備、運動執行，到運動後沈澱、累

積與再出發，窺探戰後臺灣社會如何在不斷的運動衝撞、意見角力中，蓄積動能。

案例分享

掃 QR code 

用 720 度環景觀看展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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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三．展覽架構｜

層次 單元名稱 內容

單元一
總說迫力・破力：
戰後臺灣社會運動
特展

單元二 暖身

單元三 出發：
社會運動記事

樂生故事
(1) 院民故事：蓋回拆掉願出的茆萬枝
(2) 院民故事：收集立法院會客證的李添培
(3) 樂生小常識：什麼是漢生病？
(4) 樂生小常識：樂生倡議小史

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
(1) 終結吳鳳神話
(2) 為歷史正義而走

攸關性命的權利之爭
(1) 一場休息時間的戰爭
(2) 工會與工運小常識

年輕就是敢 / 感動
(1) 爭取學習自主權
(2) 校園內的青春革命
(3) 廢工廠的社會心聲

Love is Love
(1) 一個人的彩虹行動
(2) 電話線彼端的奧援
(3) 玫瑰少年的故事

單元四 一個能動的社會 為明日收藏的當代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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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策展五把尺

策展五把尺之四
展覽素材

設計好展覽架構，知道要「說什麼」之後，那我們應該要「怎麼說」呢？

你一定會納悶，不是就寫出來就好了嗎？不不不，想像自己走進一個只有文字的

展覽，應該就像直接被夾進一本厚厚的書裡面，一不小心就暈倒了吧！雖然文字

非常重要，能幫助展覽清楚論述所要傳遞的價值，但這樣還不夠，除了文字，我

們還需要更多「幫助展覽說話的東西」，也就是展覽的「素材」。

展覽中能有什麼樣的素材呢？大家翻到下一頁有一張表格，現在我們先來介紹這

些素材，以及他們能夠發揮什麼功用。

物件：

顧名思義就是實體的展覽物件了，這些物件能用來介紹、解釋、或是延伸
展覽的內容。舉例來說，如果我們今天要介紹一個人的過去，可以找一些
屬於他的代表性物件，像是一副使用超過 30 年的眼鏡、一封書信，或是當
年來臺灣所帶的皮箱等等。

圖像、影音：

圖像與影音容易讓觀眾還原當時場景，像是田野過程中紀錄的現場環境、
訪談影片、當地的語言紀錄、不同文化儀式的舉行等。甚至對於不能被外
借或帶走的物件，我們也能用圖像與影音呈現，在攝、錄影很方便的現代，
別忘了多運用它蒐集素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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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四．展覽素材｜

裝置：

裝置多是為了此展覽設計的物件，用來創造觀眾的「感受」和「體驗」，
透過裝置除了能增加觀眾的感官體驗，讓他們對展覽內容更深刻外，在裝
置中增加互動的元素，也能讓觀眾更感同深受。例如：談及河川污染，可
以呈現污水顏色、或製造河川臭味與觀眾互動。

資訊圖表：

資訊圖表是透過視覺化圖像的整理與呈現，讓複雜資訊變得簡單清晰。像
是年表、人物關係圖、地圖、漫畫等，去轉化展覽內容中，需要龐大文字
才能說清楚、或運用圖像更容易理解的地方，增進觀眾對展覽內容的認知。

其他：

還有沒有你覺得可以用來讓你的故事內容更豐富的素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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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策展五把尺

＃練習看看

現在讓我們一起腦力激盪，把你想要講的故事拆開，去想像可以運用什麼樣的素

材，轉化你的展覽內容吧！表格中左列分別是人物、事件、時間和地點，我們可

以把展覽內容區分成這幾種類別；上欄則是素材表現的不同形式，大家也能延伸

出自己想到的形式。

物件 圖片、影像、聲音 裝置 資訊圖表 還有什麼素材呢？

人物 衣服、日記、收藏品 肖像 ( 照片、畫 )、合照…
依主角年齡按按鈕，聽
到主角不同年紀所聽的
音樂

人物關係圖

事件 被汙染的泥土 因汙染而呈現彩色的河
面照 氣味瓶 事件 6 格漫畫

時間 / 時代 時鐘 ( 事發當下 ) 清晨的圖片 快速流動的光線 紀年表

地點 / 場景 當地紀念品 語言的錄音、風景照
片… 造景復原 地圖、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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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四．展覽素材｜

物件 圖片、影像、聲音 裝置 資訊圖表 還有什麼素材呢？

人物 衣服、日記、收藏品 肖像 ( 照片、畫 )、合照…
依主角年齡按按鈕，聽
到主角不同年紀所聽的
音樂

人物關係圖

事件 被汙染的泥土 因汙染而呈現彩色的河
面照 氣味瓶 事件 6 格漫畫

時間 / 時代 時鐘 ( 事發當下 ) 清晨的圖片 快速流動的光線 紀年表

地點 / 場景 當地紀念品 語言的錄音、風景照
片… 造景復原 地圖、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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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策展五把尺

策展五把尺之五
空間氛圍

歷經千辛萬苦，設計好內容與素材後，我們終於能把它們放進展覽中了！不過把

這些內容都放進去之後，我們要如何讓展覽擁有整體感，讓觀眾走進展場，就能

感受到我們想要傳達的核心概念呢？除了展覽內容本身，我們也能運用「空間」

來傳遞想給觀眾的感覺，這邊我們把它稱為展覽的「空間氛圍」。

而要如何營造展覽的氛圍呢？

這邊我們提供三個方向，一起思考展場空間可以有什麼樣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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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五．空間氛圍｜

1. 色彩：

我們可以在空間中透過顏色的設計，營造出展覽想要帶給觀眾的感覺。在這個世
界中，不同的顏色給人不同的感覺與意義，紅綠燈的紅燈有禁止的意思，那為什
麼紅色也能代表熱情？將房間塗成鵝黃色可以幫助集中注意力、藍色給人憂鬱的
感覺、喜歡粉紅色會被說很「少女」、選擇灰色的人常常沒自信？色彩有許多被
詮釋的方式，你對這些顏色的感覺是什麼？

【921 地震十五週年特展】透過紅色塑造緊張的氛圍，在營造空間氛圍時，我們可以從展覽的核心概念，
找出他們想帶給人的感受，並從這些形容詞中聯想相對應的顏色，創造與觀眾共感的視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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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策展五把尺

2. 故事場景：

我們可以把空間包在一個故事場景中，萃取展覽中可能令人印象深刻的感覺，
讓觀眾走進展覽就有進去「異世界」的氛圍中。

【上學去：臺灣近代教育特展】將時間（時鐘）意象放入空間，帶出當時教育帶來的「規訓」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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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五．空間氛圍｜

【逆轉勝：臺灣棒球特展】將展場設計成棒球的內野會場，讓觀眾彷彿是這些棒球選手，體會棒球在
臺灣的歷史發展與熱血沸騰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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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策展五把尺

3. 觀展方式：

最後，我們可以假裝自己是個觀眾，從觀眾的角度去想：他們會希望怎麼看
展？透過換位思考，創造不一樣的觀展體驗，讓看展過程變得更有趣好玩。

瀛海中學台江社的【水水：我家門前有條河】觀察創作展，將展品擺在輸出的水窪上，讓觀眾蹲下來與
展品互動，就像親近河流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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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五．空間氛圍｜

台南一中學生在【悅耳的失真：竹園岡黑膠唱片特展】設計了大型音罩，讓觀眾可以把整顆頭放進去欣
賞黑膠音樂，並製作大型留聲機裝置，製造強烈的主題視覺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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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策展五把尺

色彩 故事場景 觀展方式

主要顏色 ( 一種 )

次要顏色 ( 兩種 )

以上這 3 個是比較常見，也比較好聯想的思考工具，當然展覽設計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團體討論、腦力激盪的過程，而這些設計內容、詮釋手法會在這個過程中慢

慢地被形塑出來。

＃練習看看

思考如何創造出讓觀眾印象深刻，

並且能透過這個方式呼應展覽內容的觀展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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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五．空間氛圍｜

空間氛圍練習題

現在我們一起藉由這個展覽的空間氛圍

營造，分析裡面運用了色彩、故事場景

與觀展方式吧！掃 QR code 進入展覽

現場，並回答這些問題：

1. 透過海報的設計我感受到什麼？

2. 海報上用了甚麼樣的手法來呼應 921 地震的主題呢？

3. 你覺得這個展場選了哪些顏色做代表？

4. 進到展場中是否觀察到故事場景的營造？

5. 展場的設計運用了哪些不一樣的觀看方式呢？

島嶼・地動・重生：921 地震十五周年特展

臺史博 921 地震十五週年特展，由

「晃動的搖籃」、「記憶的餘震」、「 

生活的回穩」和「島嶼的重生」等四

大展示主題，將 921 地震放進歷史脈

絡，重返 1999 年 9 月 21 日當下與

其後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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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策展五把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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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重點回顧｜

聚焦展覽核心概念

聚焦核心概念能有效幫助你把話講得更清楚，一個展覽主題絕對可以從許多

面向去探討，記得不能貪心什麼都想説，會什麼都說不清楚喔！

確定目標觀眾

設定展覽的目標觀眾，在設計展覽內容與空間氛圍時，能更精確傳遞訊息給

他們。想想他們為什麼對這個展覽有興趣、希望能從展覽得到什麼？

建立展覽架構

建立展覽架構，一方面檢視展覽內容是否符合核心概念，另一方面確定這些

內容按照適當的脈絡與閱聽順序排列。

延伸展覽素材

展覽中除了透過文字幫助傳遞概念，也需要利用不同素材幫展覽說話，增加

內容與資訊傳遞的層次，讓觀眾更能感同身受。

創造空間氛圍

運用空間色彩、故事場景及觀展方式的思考，來創造對目標觀眾有共鳴的空

間氛圍，讓觀眾走進展場就能感受到展覽的核心概念。

重點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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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策展五把尺

看完這本書後，我們要和大家分享一個資源 —「看見臺灣故事數位學習平臺」，

這個平臺透過每部約 10 - 20 分鐘的教學影片，將策展概念拆解，解釋其中的基

礎概念。除了基礎概念解釋，更有博物館與相關領域專家，帶大家深入理解策展

喔！

看見臺灣故事數位學習平台
nmtheducation.nmt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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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

策展是個無限的想像，

方法只是開始，

期待你也有屬於自己的策展思考！

“ 我們不要試圖用一個答案去解釋一個無限的想像
 

—— 陳珊妮，2019 巡迴演唱會 404（not fou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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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策展五把尺

單元一 名稱 單元二 名稱 單元三 名稱

單元一 介紹 單元二 介紹 單元三 介紹

附錄
展覽架構圖

展覽主題

核心概念

展覽整體氣氛及呈現想法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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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附錄｜

單元一 蒐集到的素材 單元二 蒐集到的素材 單元三 蒐集到的素材

序 素材 尺寸 序 素材 尺寸 序 素材 尺寸

1 1 1

2 2 2

3 3 3

4 4 4

5 5 5

6 6 6

7 7 7

請畫出你的展場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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