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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生存之道展場以綠色調與樹形語彙創造空間氛圍。

植物學知識變身記─
「植物的魔法」特展策展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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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走過二二八公園，總會看見一個景象，小朋友與家

長專心地抬頭觀望著樹梢，小聲地說：「你看見沒?」，

或是圍在樹旁嚷嚷著：「好可愛！」。讓他們如此興奮

地觀察與討論的，一定不是那棵樹，而是樹上的松

鼠；因為松鼠跑跳動作容易吸引人們的好奇與注

意。加上同為動物，人類了解動物的需求，也能輕易

地理解動物行為的意義。因此，動物及相關的知識就

容易獲得了解與深入探討的機會。相對地，公園裡的

植物就沒有這樣的優勢。除了開出明顯的花朵，或是

長出大到引人側目的果實之外，靜止不動的植物較

難獲得人們的關注，更說不上深入探索與認知了。

博物館是社會教育的場域，其進行教育推廣的優

勢就是「實物觀察」。然而，在植物學展示上「實物觀

察」也有其限制，如果因為必須維持展場溫溼度，而

不能展出植物活體時，植物標本的展示卻不容易與

日常見到的植物產生連結。因為經過壓製的植物標

本會失去原來的顏色，也難以保持原本的立體樣貌，

常在整體展示中成為聊備一格的背景。

作為自然史博物館的策展人，面對植物主角們所

擁有的特殊先天條件，實在需要好好的思考如何突

破這些限制。松鼠的吸引力或許就值得仿造，設法把

展示主題變得有趣，吸引人們好奇，再用熟悉的活動

或事物來說明植物學知識，創造同理心而得到理解

的機會，可能就是突破限制的關鍵。因此「植物的魔

法」特展就依循著「引人好奇」與「獲取理解」的前提，

進行植物學知識的變身大作戰，嘗試將看似靜止不

動的植物與相關知識，在文字、圖片、標本、影片及

物件等軟硬體的運用下，化成擁有愛、恨、情、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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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學展覽，希望有機

會能讓觀眾在公園裡也

為一棵樹駐足片刻。

展覽主題、大綱與

內容的擬定

在學校的自然課程當

中，植物學是必備的章

節，像是根、莖、葉、花、

果實、種子的基本構造，

吸收二氧化碳產生氧氣的光合作用等等，都是學習單

元之一。但是課本上的植物學知識，可能因為植物本

身不吸引人，或是少與日常生活結合，難以留下深刻

的印象。如果詢問民眾「對植物的印象」，常停留在課

本中的葉子、樹、花及光合作用等名詞上。然而植物

在地球上扮演的角色，或是與人之間的關係，並不是

僅止於這幾個名詞，反而是遠遠地大於我們的認

知。既然在多數民眾的印象中，「植物」是一項容易忽

略、不明確的知識主題，「植物」的展覽確實值得推出。

事實上，植物世界並不是靜止的、靜默的；相反的

它們也像動物一樣，時時刻刻在求生存，日日夜夜

為生活打拼，植物的世界裡也不乏「奇特」、「有趣」的

現象，像是需要行光合作用而追求光線，但是過多

的光線卻會造成植物的傷害等。只要將植物學知識

進行適度篩選，並安插自然課程中較少提起的知識

與現象，「植物」特展就有機會與松鼠的吸引力一樣

「引人好奇」，由此展示大綱的鋪陳有了變化，不像是

完整的知識建構，反而像是故事場景的轉換。

展覽名稱是一個展覽呈現的第一印象，也可以是

貫穿展覽的軸線，就像指南針一樣引領著觀眾深入

展示內容，所以找到一個恰當的展覽名稱，可以有助

於塑造「植物」的新形象。「植物的魔法」就這樣出線

了，除了明白的揭示是一檔植物的展覽之外，同時也

讓人對「魔法」二字產生疑惑，當「植物有魔法？」、「植

物有神奇能力？」這些問題被提出的時候，就達到「引

人好奇」，成為吸引觀眾進場觀展的小搖旗。

展示內容當然不脫離植物科學的範疇，但是相關

的知識非常多，單一次的展覽並無法完全展示，所

以必須從中進行挑選。除了不時穿插有趣現象，跳

脫一般人對植物的印象來支撐「好奇心」之外，還是

必須確立傳達的知識範圍，本展選擇了三個面向：

植物與地球的關係、植物的生活、植物與人類，而不

以植物構造、生理現象作為重要脈絡。如此一來，展

示大綱的故事場景恰巧可以在遠眺的宏觀、深入的

微觀，與一般尺度的觀察之間互相轉換。遠距離的

觀察就像從外太空觀察地球，可以說明植物與地球

的關係，有利於解釋整體性的知識，像是植物能夠

利用太陽光，是地球生物能源的重要供給者。微觀

的鏡頭則用來窺視植物的生活與行為，像是植物運

送水分的構造與能力、傳粉相關的構造與行為

等。正常的視野則適合描述植物對人類的關係，綜

觀人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植物或是植物對人的重大

影響，像是橡膠、藥用植物，甚至是罌粟的迷幻效果

等。配合知識內容建構出了展示大綱，由觀察鏡頭

的拉遠、拉近轉換展示場景，希望能形成展示的層

次感，並增加知識的趣味性。另外，植物的形態常常

「豐富的生命樹」使用大量的標本與

古典模型架構出植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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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令人嘆為觀止，所以「植物之美」單元也加入展

示大綱之中，利用「葉」與「花」的美麗影像，配合適

當的單元營造視覺美感與展場氛圍。

完成展示大綱，或說是展覽的骨幹架設後，接著

就要填入知識內容和展示物件。為了拉近植物與人

之間的距離以「獲取理解」，利用了擬人化的手法進

行植物學知識的詮釋，以人們的日常需求或是行為

模式形成視窗，窺視植物的生命與生活；例如植物

是地球生態系的生產者並作為其他生物食物來源的

現象，站在植物的角度來看，就如同人類世界面臨

敵人侵犯一樣，所以用保護自己、抵抗敵人的觀點

來詮釋「植物提供食物」的知識內容；無論是生存的

需求、生活環境的適應，甚至是繁殖的需求，都用這

樣的「植物」眼光描述以「獲取理解」，企圖獲得人們

的同理心與經驗共鳴。

知識內容的轉化

擬定展示大綱的同時，知識內容的收羅也同步進

行，博物館作為一個社會教育的機構，「正確性」是

所有展示內容、教育推廣知識的必備條件，因此「植

物的魔法」特展的知識內容都是經過策展團隊的專

業判斷與努力考證的成果。本展的策展團隊中，負

責文案撰寫、標本製作、圖片徵集與建議、展示手法

規劃等工作的人員，包括四位植物學專長與一位展

示設計專長成員。初步知識小單元訂定之後，分頭

進行文獻的查詢與文案初稿的撰寫，每段文字都經

過原始文獻查證、實際觀察證實，或是直接由科學

家的研究成果進行編寫，也儘量收集文獻中的物種

作為例子來加強說明，以確保所有內容的完整與正

確。

雖然策展團隊都為相關專業人員，但是在短時間

內要完成大量的文獻收集、整理、消化，再撰寫文

案，並配合文案製作標本、徵集圖片與收集物件，仍

是一項辛苦的任務。倘若原先設定的小單元無法獲

取原始文獻，或無法取得輔助展示的圖片或物件時，

只得放棄或另尋其他單元替代，因此實際的工作份

量遠遠超出呈現出來的單元內容，不過也因此令本

展具有更厚實的知識強度。

文案是一項展覽的重要本質，尤其是展板上呈現

的說明文字，是與民眾接觸的第一線。這些說明文

字必須適合一般大眾閱讀，設定適中的學習目標；

另外參觀展覽的閱讀狀況也需要考慮，段落字數必

需保持適宜的長度，避免過長的文字減低了閱讀的

意願，或造成參觀時的壓迫感。所以撰寫文案的時

候，策展團隊以本身的專業來判斷適當的學習目標，

寫出深淺適中、長度適宜的「易懂」說明文字。

知識內容撰寫成為文案初稿後，接著就要依展覽

主題與大綱的風格，進行文案與標題的潤飾。由於

展覽主題為「植物的魔法」，塑造出的整體意象需以

「神奇」、「魔力」貫穿，因此無論是大小標題或是說明

文字，都要符合這樣的風格。所以就將植物設定成

具有魔法的生命，將植物的能力與行為都視為一種

法術，進行標題與文字內容的潤飾。以「豐富的生命

樹」譜出植物多樣性的序曲，接著的「綠色魔法

石」則是形容植物體內的葉綠體，帶出植物捕捉光

線，提供地球生物能源的能力；植物追求光線、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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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中的圖片、簡明的文字與小型標本組成優雅古典的「人間魔法」觀展空

間。

無限延伸的蜂巢狀元素與紫、紅色調

意味著植物的愛情與繁衍之道。

房屋狀的展示盒與樹形構建在「家之

魔法」代表著環境因子的多樣。

水的構造與能力則以「光之魔法」、「水之魔法」說明；

「家的魔法」單元中，除了提出植物對土地的需求外，

也展現了植物的環境適應能力；「護身魔法」是植物

提供其他生物食物的反轉說法，其中整理植物與動

物或植物之間的競爭關係；「真愛魔法」單元透過愛

情故事來介紹植物的傳粉能力，與相關的特化構造

及行為；「離家魔法」則以擬人化的尋找新天地情節，

闡明植物的相關構造與傳播能力，最後的「人間魔

法」單元以另類的角度，形容植物對人類世界的影

響，改變了文明與歷史。所有單元都透過魔法因子

的提煉，以「法術」的說法描述植物的能力，包裝植

物學知識內容。

展示物件的收集

除了文案之外，配合展示的物件如標本、圖片、照

片、模型、影片，或是針對文案內容設計的製作物，

也是由策展團隊提出需求說明。植物看似不會動，

其實它們只是動作緩慢，因此表達植物行為是本展

的重要任務之一。相較於文字描述，影像會比較容

易經由展示裝置的呈現，來傳達植物的生活與它們

的動態行為。首先考慮運用的媒材是影片，尤其是

現今常見的縮時攝影，快轉的放映方式非常適合展

現緩慢的植物世界，不過恰巧符合展示內容的特定

物種或是特定主題影片可遇不可求，多數是由科學

頻道拍攝，這些精心製作的影片品質相當優良，相

對地使用費卻是一項沉重的經費負擔。

趣味插畫、科學插畫的重繪與多媒體影片製作，

則是展現植物行為或輔助知識內容的另一項選擇；

策展團隊必須將想展現的內容先進行需求描述，並

尋找相關物種的正確圖片提供參考，插畫家與多媒

體藝術家才能依此尋找素材並構思腳本或畫面，經

過雙方的溝通與來回討論，最後才能將植物的生活

以一幅一幅停格畫面呈現出來。在插畫與多媒體影

片的繪製過程中，為了達到趣味而不過度的失真，

「水之魔法」以光線與透明材質演繹

出水份輸送的意象。

以「綠色魔法石」來提點出植物體內

的與葉綠體扮演著提供生物能源的

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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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大地」以大量的果實與種子組成如蒲公英果序的裝置。

需要有創意的原始腳本構思、尋找正確的參考圖片，

在科學與美學間互相調整，嘗試取得平衡，這都是

策展團隊與插畫家的嚴正考驗。

雖然臺灣的生物多樣性十分豐富，但是展覽內容

中的代表物種並非都是臺灣可見的物種，所以實體

展示物─標本的徵集或採集策略也需要進行調

整。首先依知識內容的性質來檢視各單元的代表物

種，如果可行則更換成臺灣地區可取得的種類；如

此一來可以就近採集標本，無法採集的種類則以照

片或手繪圖呈現。靜態的照片也是以容易就近徵集

的臺灣物種為主，而國外物種的照片則向文獻作者

徵詢，或是上網查詢適合的圖片，循線向照片作者

取得授權，最後才是向付費的圖片庫詢問。由於現

在的網路十分發達，尋找圖片、資料或是取得其他

地區的圖片授權，也相對比以前容易許多。加上許

多植物學古籍的圖版都已經數位化並開放使用，因

此策展團隊依單元的需求尋找適合的植物手繪圖，

或是植物線描圖來輔助文字說明，並增加展覽的視

覺豐富性，與營造古典魔幻的氛圍。

除了新採的標本之外，博物館典藏的立體永生標

本與放大的植物教學模型也是可以輔助展示的實體

物件。植物標本多數使用在特定的物種說明，像是

本展的「生命樹」裝置以植物演化樹來呈現植物的多

「離家魔法」將文字、圖片、標本巧妙的裝置在五角形或六角形網格或桌面

上。

樣性，配合植物演化樹中的分類階層，所對應的植

物標本是本展最大宗的標本需求。市面上的教學用

模型多為具代表性的植物，適合說明這些代表性植

物的形態；策展期間得知輔大生命科學系典藏有骨

董級的植物模型，因此特向其借用模型，放置在生

命樹的分類支序中，讓生命樹更加豐富。另外在說

明繁殖的「真愛魔法」單元中，花部的教學模型也是

重要的說明性展示物件。

展場設計與呈現

完成了展示大綱、文字、圖片、展示物件等初步

展覽計畫要件後，展示設計團隊的加入是展覽的重

要關鍵，藉由展示設計師的空間規劃、物件製作與

平面設計安排，才能將知識內容具體化，呈現在觀

眾面前。設計師們在閱讀展示計畫書後，因應展場

空間將本展分為三個展示區塊。首先是以綠色調為

主的生存之道（西展場），包括了代表多樣性「生命

樹」，描述植物生存能力的「綠色魔法石」、「光之魔

法」、「水之魔法」、「家的魔法」、「護身魔法」等單元，

以樹的形象作為基本語彙，使用雷射切割的樹形夾

板或是白色的樹形地貼貫穿展場。小單元再酌以修

飾，像是「家的魔法」中，加入房屋形狀展示盒意味

著家的意念，「沙漠之家」、「寒冷之家」的樹型夾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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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大地」以大量的果實與種子組成如蒲公英果序的裝置。

與植物的生存與繁衍息息相關的「光」、「水」、「風」自然元素以圖是方式加強觀眾印象。

則變化成仙人掌或是聖誕樹，都是在樹形語彙下的

延伸。

東展場則以紫、紅色調鋪陳繁衍之道，包括「真愛

魔法」、「離家魔法」與「豐富大地」單元，以六角形、

五角形元素組合成類似蜂巢的結構，做為空間設計

的語彙，將圖片、文字、物件呈現在立體網架間或是

平面的桌上，塑造出空間的穿透性與視覺的層次效

果，也以可無限延伸的結構對應著植物的繁衍目的，

而有生生不息的隱含意義。「人間魔法」單元雖然放

置在長形的廊道當中，簡單的空間與古典的平面設

計，搭配著臺灣博物館的古典建築，在優雅的氣質

中提供了舒適的觀展氛圍。

除了展場實體展架與空間營造之外，平面設計更

是視覺效果的重要營造者，除了將文字內容與圖片

適當分布於立體空間之外，本展的平面設計師更精

巧的利用了古典的植物與動物插畫，營造類似電影

哈利．波特的視覺語彙，並延續利用於整個展場。除

此之外，也配合文案內容設計出各種具有巧思的平

面圖案設計，像是「光」、「水」、「風」等單元小圖示，或

是以軍隊意象展現「護身魔法」中的植物與動物或植

物之間對抗戰略關係，常讓意會其中奧妙的觀賞者

發出會心的一笑。將植物動態生活與行為加以呈現，

更是本展的設計重點，利用的主要展示方式包括了

縮時影片的放映、動畫設計師重新製作的動畫影片，

或將連續的新繪趣味插畫，利用柵格卡片、轉盤或

翻頁鐘等技術，組合成動畫魔幻箱。以小草或小花

外型的展示盒或窗框，展示出植物的各種動態生

活。展場中的每一幅重新繪製的插畫，緊緊的扣合

著知識內容，都是策展與插畫團隊來回討論與激盪

下的辛苦產出，不但有其實際的知識意義，也同時

具有擬人化的趣味性與古典的美感。

另外「生命樹」、「豐富大地」的大型展示裝置，各自

也將知識的意義具體地呈現了出來。「生命樹」想傳達

的是物種的演化關係與豐富的植物多樣性，以樹形

夾板建構出樹狀結構作為展示基礎，除了樹的意象

之外，恰當的將數十份各式尺寸的植物標本鑲嵌在

結構之中，無論是演化關係、生命多樣性都蘊涵其

中。「豐富大地」展示裝置則像一朵巨大的蒲公英果

序，矗立於離家魔法單元的中央，每一支觸角的尾端

都有種子或是果實標本展示，呼應著「豐富」、「生生不

息」的涵義，也是一項別具深度的設計，就像訴說著

地球因為有了各式各樣的植物種子而能永續生息。

結語

一路從展示大綱的發想、知識內容的收集與產出、

圖片及展示物件的搜尋與徵集、文體的潤飾、插畫

討論繪製、展示設計討論與展場的製作⋯⋯，策展

與設計團隊都經歷了許多絞盡腦汁、身心俱疲的日

子。但是「植物的魔法」特展總是秉持著「正確」的內

容、「有趣」的主題、「親近」的文字、「用心」的設計來

轉化與說明植物學知識，希望這個展覽能由「引人好

奇」與「獲取理解」出發，引導參觀者翻開自然的魔

法書，體會神奇的植物世界與植物生活，若能在展

場中聽到「好有趣喔！」的驚呼，或是「以前的生物課，

如果這樣上該有多好！」的心得，都算是植物學知識

變身的小成功，與「植物的魔法」特展的小成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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