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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語為境：
博物館展示中故事造境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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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個故事的動人之處，在於其故事敘述絲絲扣人、

緊緊抓住目光，使觀者思緒優遊在故事之中，博物

館展示做為呈現議題的載體，往往希望將龐大生硬

的歷史命題與知識，在更有效率的情況之下有感地

傳達給觀眾，並深入其心，製造一個展示如同一個

劇本創作，必須視為是一個整合性質的載體，從命

題、故事性格、章節配置、場景安排、表現形式等等

皆掌握在導演與編劇的捏塑之下，塑造一個帶有個

性的劇碼。本研究試圖從「語境」概念實踐於實體空

間，探討如何在展示實體空間裡說故事，並以筆者

策展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落地成家：臺灣眷村特

展」為案例進行分析，從眷村在臺灣形成歷史背景以

及眷村在當下社會的意義當中，匯理出以「落」、

「地」、「成」、「家」眷村個體家庭成家為核心主題的故

事脈絡；另一方面，將前述故事命題化為實體實踐

於空間環境，並以感官互動經驗為基礎，進一步整

理出形塑一個展示故事空間之建構原則，以期博物

館展示能更精確掌握空間設計，創造與觀眾共感的

展示。

鋪陳一段落地成家的眷村故事，新表情（趙小菁攝，2013）

二空眷村一角，舊元素（趙小菁攝，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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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展示是博物館對外服務主要的平臺，而展示面貌

在博物館歷史的發展脈絡下，也隨著博物館存在價

值的辯證而調整展示的目的、方法等定位，歷程從

單純的以物示人，到近代博物館逐漸走向館外，與

當下社會、文化、經濟牽動，這時的博物館本身乃至

展示，其實已相當程度具有媒體的特質與功能，媒

體的本質是身負傳播資訊的媒介，既為媒介，傳播

效能不能不談，為使傳播產生最大化功效，除了實

體傳播管道的技術層面之外，媒體所載負的訊息不

僅止於傳遞給觀眾，也必須達到訊息的說服，也就

是接受訊息的人在情與理上皆接收、接納了訊息，

俗話說的「聽進去」，才是有效的傳播。而有關於溝通

達到說服的手段，美國博物館協會（AAM）訂定 2013

年會主題為「故事的力量」（The Power of Story）
1
，為

「故事」做了定義與運用的詮釋，故事的發生與傳述

是人類文化演進的根本，人類以敘述塑造自我認同，

所以說人類自己即是根深蒂固的說故事者，做為文

化保存與傳遞的博物館，自然也是口述故事的使者，

故事之於博物館，在前述年會發表的課題當中也更

進一步將故事概念落實到博物館實務操作，當中談

到「構成一個偉大難忘的故事之元素是什麼？把故事

說好的技術是什麼？不同觀眾之間如何測量出故事

的影響力？怎麼利用說故事來分享知識？不僅是說

故事的人、同時也是聽故事的人，如何在為別人說

故事時搭起一個互動的平臺？
2
」（臺灣博物館專業協

會，2013），這個利用故事分享知識的互動平台在博

物館以展示的形式呈現時，展示整體是故事劇本、

傳達故事的道具，組構出一個聽故事的人、說故事

的人交匯的故事環境，最終歸結於「說故事的技

術」將之實踐。

以展示說故事的技術層面不同於其它如文學以紙

本、文字等媒材說故事，展示是在一個實體空間中

描繪故事，媒材特性是空間性與感官性的，聽故事

的人是在空間當中閱讀故事，此閱讀是以感官感知

為主要，故事意義皆需化為實體媒材來表現，與文

字文學等形式有著全然不同的技術探討，本研究企

圖探討整理的技術面向有三：1.展示故事劇本內容

撰寫。2.展示故事意義表述所涉及的媒材建立與組

構。3.實體媒材描繪與其表述展示故事意義程度的

關係。

故事楔子：歷史詮釋與故事劇本

當談到如何說一場難忘故事，乃至發揮故事的影

響力，必須先回頭檢視故事的本質，博物館存在價

值在於為世留存過去的歷史文化，透過為過去（「他

人」）說故事，提供今人理解過去，並作為未來行事的

參考依據，所以說博物館所處理的基本上皆是各種

人類活動的過往素材，但「說」過去歷史並不能如實

過去，所有的歷史述說不論有意或無意都帶有著觀

點，所以博物館並不是一個中性存在的機構，有關

歷史觀點，意大利哲學家貝內德托．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1866-1952）說「一切真歷史都是當

代史」，他認為過去往事只有在當代人生活中發揮作

用才成為歷史，否則是「死的歷史」，即編年史
3
（維基

百科，2013），因此，同樣的過去歷史在不同時代或

時期，將會依據當時的社會形態被不斷的改寫，以

符合當時的社會價值之需，博物館往往要處理面對

的故事劇本即是「依據當代的社會形式處理過去的

歷史素材」，在這個前提之下，「當時的社會形式」或

者是說「該歷史題目在當時社會的可能形貌」，成為

打造故事劇情的腳本，在這個脈絡之下也突顯出博

1 臺灣博物館專業協會http://www.tamps-tw.org/viewcontent.asp?rno=239 
2 同1。
3 歷史，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E%86%E5%8F%B2，

2013.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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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積極性的社會功能，而這樣的角色定位連動的

是博物館說故事的態度、觀念與手段，也就是博物

館更必須在乎檢視自己的立場，說了什麼？如何說？

又要觀眾看到什麼？有關觀看什麼樣的展示，國際

博物館協會訂定2013年博物館日主題「博物館（記憶

+創造力）=社會變革」 （M u s e u m s  （m e m o r y  + 

creativity） =social change） ，在這一串博物館方程式

當中看到了「歷史記憶」加乘了「創造力」這個要素，

創造力著重於產生或發展出創意、啟發及直覺，這

串方程式提醒博物館述說故事方法，也解釋了博物

館積極影響社會變革的塑造力量，而如何製造創意

讓人有效率的「看」故事，勢必也成為博物館展示不

斷被精進的顯學。

「眷村」歷史置放在臺灣當下社會要如何被詮釋？

1945至1949年，國共內戰局勢，中華民國政府撤退

來臺，大批來自中國各省各地軍民，不同的身份、理

由，透過不同的遷徙方式，帶著不同心情與面容，在

那樣混亂不安的時代裡，匆匆提著一只臨時收起的

行李箱來到陌生的異地臺灣，這些大批匆匆遷徙來

臺的底層軍民，在落地軍營、學校周圍，尋找簡單搭

建的安身立命之處，他們當時沒有想過這個以為暫

時棲身的地方，最後成為他們後半輩子的家，這樣

落居在臺灣的群居住所就是「眷村」。「落地成家：臺

灣眷村特展」 （以下簡稱眷村特展）要說的是什麼呢？

眷村記憶？又記憶了什麼？是凝視過往嗎？個人記憶

共構一群人們的集體記憶，當下如何回憶歷史，也

影響著如何型塑現在，使得眷村特展當中營造或創

造出符合當下社會對眷村的集體記憶，成為一個思

索課題，尤其眷村在臺灣近年面臨空間的改造變動，

眷村有形的空間將會面臨消失或外貌改變，連動的

眷村文化勢必也將隨著時代滾動轉繹出不同的文化

面貌，在這種面對當下與未來眷村外在形貌變動的

狀態之下，抽絲剝繭出眷村文化在歷史中形成的核

心價值，將會是眷村在時代變動之中得以再延續轉

化的轉動軸心。

「落地成家」眷村特展的展示故事命題主軸，試圖

從眷村底層個體遷移與落地臺灣定居的生命史視角 

觀看眷村個體與不同族群、社會、家國之間的互動，

並從此看見眷村個體到集體、集體到臺灣的歷史變

動；他們是誰、從何處來、如何落地、怎樣成家、處

身於怎樣的環境之中，又是如何在眷村中成長與生

存，這些遷徙的提問恰恰也成為展示的主要單元命

題，從「收拾顛沛，打開風霜」起始，建構出這些來自

中國彼岸的大批軍民動盪的遷徙歷程，也同時點明

出眷村與國家的關係，跟隨著他們而來的隨身行李

家當不僅是後續落地成家的基礎，也是眷村文化的

種子，而此基礎在「家，安身之所」日漸穩固後開展

日常生仰作息，從這些眷村家庭為成家的生活作息、

生存應變、掙扎、信仰當中，累積出今日臺灣獨特的

眷村文化，甚至是豐厚多元文化的養份溫床；然而，

成家雖已實在，但被歷史境域決然劃分兩疆界的困

境，1980年代末政府開放探親大陸對岸探親前，眷村

第一代產生對家認同與歸屬的模糊與尋找；世代繁

衍「眷村小孩，呱呱墜地」後，眷村族群與臺灣多種

族群之間的互動往來，眷村文化、臺灣文化、外來文

化的混雜與轉型，成為眷村不同世代皆無法迴避的

思索議題；「舊回憶．新空間」單元揭示了眷村生活空

間產生形態變化的當下性議題，空間形變同時也是

眷村文化面臨變革與轉化、保留與存續的時刻，1980

年代後，因應臺灣現代化與都市化難以抗逆的社會

空間型變潮流，開始逐步興建眷村國宅，眷村屋舍

的改易，象徵著過往眷村形式已逐漸走入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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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階段，在改易過程中，「新家與怪手」，有人歡欣

迎接，有人與之對抗，於是，眷村成了國宅，眷村一

詞所代表的意涵，也在快速地與時變化之中。最終

展示結尾，來到「扎根與繁衍」的故事末端，眷村歷

經幾番拆遷與重建，舊有的眷村模式已將日漸消失，

「眷村」此一概念與多重意涵，未來將以怎樣的方式

扎根、散佈、或繁衍到不同的文化、精神地域，或許

還有待未來書寫，然而，眷村文化的影響，卻仍舊在

臺灣這塊土地上不停地生根與繁衍 
4
。

戲臺：互感的故事現場

故事，可以是真實的，也可以是虛構的，故事是為

了一個講述對象，或是體現主題所創造出具連貫性

的情節，故事張力使其劇情富有吸引力，並能夠感

染人；故事現場，也就是說故事的形式可以文字、話

語等單一媒材傳達，故事劇情在文字或語言的理解

思緒中遊走；也可以戲劇，包含場景、話語、角色、

劇等多種媒材形式同步表現，故事劇情在場景安排

中遊走；博物館展示中所表述的故事，則是具有多

種媒材表現在實體現場空間的特質，劇情是在空間

所主導的場景中遊走，空間中的道具元素操作成為

展示把故事說好的技術。近數十年來，建築與室內

設計領域從空間的角度介入，或者商業傳播、各項

科技媒體、使用者設計觀念等等思潮，混搭潛進了

博物館展示的櫥窗，開啟了展示櫃的門扇，推使博

物館展示成為一個兼具聲光繪影的說故事舞臺。

展示說故事完成於訊息抵達並達成說服，這雙向

之間存在著溝通的兩個要角，說故事的人和聽故事

的人透過故事現場媒材為管道進行溝通，展示現場

媒材的操作如前述基本上就是空間道具元素的安排

設計，一般室內設計定義中談到「為特定使用者量身

打造」，進一步解釋「充分掌握特定空間之性質與設

施要求，以創造出符合特定情境的理想室內環境
5
」，

當然不同目的空間設計有著截然不同的呈現，居家

空間目的在於生活使用，與博物館展示不同，然在

這段定義中看到以「使用者」，也就是以聽故事的人

為基準的設計觀念，在博物館展示空間使用者就是

觀眾，空間性質、設施要求與特定情境則是展示目

的或主題所定義下來的環境條件，而這兩端相交鋪

陳的介面構成展示說故事現場空間設計需解決的

面向。

展示故事之空間語境

形塑展示故事之空間造境的要件是什麼？針對觀

眾經驗對展示又有何意義？本研究以「語境」概念定

義展示故事空間，並釐清展示故事空間語境的環境

脈絡裡語彙是什麼？與觀眾的五感（聽覺、視覺、味

覺、嗅覺、觸覺）經驗的關係又為何？

1.語言邏輯特性

展示現場是展示故事抽象意念的具體化呈現，此

抽象意念就是展示故事情節的安排，故本質上必定

是語言邏輯化的，所以一個展示故事的表現可說是

一個帶有語言畫面的具體篇章，語言是人類約定俗

成的傳遞溝通媒材工具，雖主要以口語或文字形式

呈現使用，但也以其它形式來傳達，例如手語，所以

語言實現於展示空間討論的是故事在空間環境脈絡

中的表現 -語言化圖像環境：「語境」（visualized-

context），語境原指的是一個話語交流過程中表達特

定意義時，所依賴的語言（如言辭上下文）與非語言

（如時間、空間、場合、手勢⋯等等）因素，也就是說

為了順利傳達、交流一個特定的話題故事、意義所形

成的交際環境，不同群體或話題的語境往往也規定

4 高鈺昌，2013。〈有故事的所在─落地成家：臺灣眷村特展的家屋意涵及其
展示理念〉，《落地成家：臺灣眷村特展展覽專刊》。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

物館。

5 莊修田，2012.4。〈室內設計專業價值與定位〉，《臺灣室內設計創刊號》，vol
（1）：4-5。

6 語境，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24020.htm，201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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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交際的不同類型和方式
6
，以語境觀點看展示故事

現場，語境實踐於展示空間中，是指透過構成空間中

帶有故事意涵氣氛、情調的周圍環境來傳達某種訊

息意義，具有五感實體經驗的感受特性，它使聽故事

的人轉化為可以或看、或聽、或摸等等五感經驗感

知，進入到展示所安排的故事語境當中，透過感知到

環境脈絡裡實體元素的擺設來接收並理解展示故事

的意涵，所以展示空間語境中故事環境脈絡的建立

所涉及的工作就是「元素配置」及「意涵表現」，即環

境元素的置放、組構型態，表示出一個展示命題故事

意涵的邏輯圖像（logisches bild），是以一種非言辭性

語言的圖像邏輯結構呈現，鄧肯．卡麥隆（ Duncan 

Cameron）在嘗試建構展示語彙時說到「物件是名詞、

物件之間的關係為動詞，說明板、展場環境設計等等

輔助性視覺媒體為形容詞或副詞，這整體形成一個

帶有意識方向性的命題結構」（張婉真，2001）。

2.語境元素構成

展示空間環境當中擺放的元素是具有三度空間的

物質物件（object），這個展品性質的實存物隨著博物

館對展示物的定義範圍，由十九世紀單純以文物物

件為主的陳列式展示方式，擴大到將展覽視為一個

整體性組合，其中包含Van Menschfm 劃分出的主要

博物館物質（真跡文物）與次要博物館物質（包含軟硬

體、可感官等環境裝置）
7
，而關於這些展示元素的置

放與觀眾經驗之間，究竟是什麼在影響觀眾感知到

故事語意？從文化空間記憶來說，人的記憶是建立

在記錄空間方位裡的物質或非物質所構成的環境信

號或訊息，也就是文化記憶是包含物件（物質）與其

使用脈絡情境（非物質）一同被記憶、延續而成為歷

史文化的，這個物質和非物質所組成的環境信息放

在展示當中，即是由展示主題意涵所牽動物件元素

的組構配置，如同語言當中的動詞，是語境「用語」，

它表述了一個展示環境脈絡裡故事意涵的個性，觀

眾在空間經驗端則是感知到展示主題意涵的動作、

行為、心理活動或存在變化等；而做為可在實存空

間以五感經驗的形容詞、副詞則是語境「造境」，造境

是環境脈絡中實體元素外顯形式的操作，此元素的

製造與配置基礎，經驗主義主張人與外界的溝通或

一切知識來自於感官經驗，當人以感官感受到環境

當中的訊息，是感官感知與體驗物件造型的結果，

以及行走在由實體物配置所形成「路徑」的空間環境

脈絡中，構成了展示語境語彙元素，它描繪了展示

環境脈絡裡故事意涵的程度、態度，同時這些要素

也如同語言的形容詞、副詞般，強烈地影響觀者的

感知（受）程度，而這整體的組構配置使展示空間成

為一個帶有某種氣氛、特質、意義的空間語境。

3. 故事空間語境建立，用語

（1） 語境新價值

歷史詮釋總在時空間隔中進行，詮釋時空間隔的

歷程即是在解釋時空差距的意義，此意義來自於歷

史被「依據當時的社會形態被不斷的改寫，以符合當

時的社會價值之需」的歷史論述。眷村，這個在臺灣

特殊時代背景之下所形成的社群及其居住地，形成

之初是國民政府為安置中國來臺軍民所興建的村落，

路徑

造型
說故事/展示主題/意涵 聽故事的人/使用者/觀眾

展示故事之空間語境構成示意圖

語境

展示

故事 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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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為政府國軍部隊的一部份，受其管理與維護，

眷村也能支持軍勤，確保軍事任務的有效達成，並

且成為政府推行各種政策與政令宣導的重要力量，

所以眷村在臺灣的歷史當中一向與國家政軍存在著

相互為用的密切關係，也因其形成背景與政府之間

的臍帶關係，眷村文化常容易被從特殊族群或政治

角度看待、解讀，而流於樣板或形式，但另一方面其

實眷村在落居臺灣後經過時間推移，除了特殊社群、

政治面向之外，眷村更全面性的歷史意義是當年這

些離亂遊子在慌亂之中，隨身帶著來到臺灣這方島

嶼上所打開的一只只行李箱，行李箱中形形色色的

柴米油鹽醬醋茶以及食衣住行育樂傾洩而出，在半

世紀來與臺灣其它族群互動交融、衝突磨合所衍生

出來的文化面向，累積了現今臺灣文化裡不可切割

出的一部份。由此發展「眷村特展」展示觀點與角度

的捏取上，眷村議題是放在臺灣整體文化形塑的面

向上來描述，以眷村為窗口，從眷村遷移、立家、成

家之食衣住行育樂的故事當中，描繪出眷村群體形

成、文化面貌、交融互動等眷村文化核心價值的篇

章，也由此窺探臺灣社會兼容並蓄、多元文化的形

成過程，這樣的故事敘述觀點目的讓眷村人或非眷

村人在觀看的過程中皆是主體，在展示中看到、找

到彼與我間共業、共融的社會關係與意義。

（2） 妝點新表情

「空間」之於歷史與文化的意義，在於承載個體或

共構一群人集體的生活經驗，交錯重疊共存於同一

場所，「空間」（space）與「場所」（place）不同之處是當

人們在空間中經驗並感到熟悉的時候，這個裝載意

義的空間就成為了「場所」。展示依據故事脈絡形塑

一個語境場所，場所裝載展示意涵，以使說故事和

聽故事的人在其中進行經驗、溝通與交換意義，這

過程的交流關鍵在於說服，說服前提是觀者對展示

所表述的意涵達到情與理的理解，理解是對某種抽

象或有形的對象加以思考而有領會、了解、懂得的

思維作用，是一種對於對象概念化的心理過程（維基

百科，2013）
8
，巴甫洛夫學派認為人們是通過「聯

想」獲得有關事物關係的知識，理解就是利用一個聯

想形成新聯想；格式塔學派（Gestalttheorie，又稱完

形心理學）則認為理解是「頓悟」，是腦中知覺完形的

出現，對事物間關係突然貫通與領悟，完形是一個

物的外形和相關資訊的整體；認知心理學派

（Cognitive psychology）認為理解是將新信息納入原

有的知識結構、新舊知識發生同化的過程，綜言之，

從空間語境形塑的觀點來看，環境脈絡中利用歷史

舊元素，賦予新價值一個新表情，組構搭建起觀眾

在其間聯想、頓悟、再思的空間語境，人們可在其中

爬梳，並同理感受與理解到這個場所的故事意涵。

對於臺灣人而言，眷村的空間記憶地圖，是由那

一扇扇紅門、藍綠色窗櫺家戶對排的窄巷，以及隨

處可見水泥及磚牆上的精神標語開啟的，1940-50臺

灣水泥出現的年代，眷村屋舍漸漸出現大批興建灰

撲撲的水泥房舍、磚牆，家庭面積的大小房數依家

庭成員人數、官階做分配；也由於反共年代，由國軍

身份組成的眷村，名副其實成為「反共堡壘」的象徵，

以及愛國教育積極推展的重要地方，反共標語「小心

匪諜」、「反攻大陸」等等字眼人人耳熟能詳，巷弄裡

矮小磚牆、紅色大門圍起一戶戶緊鄰而居的家懸掛

著愛國國旗，隨處可見，成就出許多眷村共同記憶

的空間景觀；從巷頭到巷尾此起彼落吆喝所串起的

家經、村事，讓眷村的生活圖像生動了起來，眷村特

展即從這些真實眷村生活場所當中截取出眷村巷道、

家屋、國宅等日常生活熟悉的場所景緻，並將之抽

7 張婉真，2001。如何分析博物館展示-研究方法旨趣，博物館學季刊11（2）：
16-17，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8 理解，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0%86%E8%A、7%A3，
2013/7/10。



Museum Studies
博物館研究

98 2013 臺灣博物季刊 121 33卷．第1期

取具象、剝除表情拆解為個別元素，再依據展示故

事空間語境的情愫重新設定調度、重組，鋪陳一個

眷村個體始於遷徙來臺，終於落地、成家的故事，這

個語境的故事脈絡以「家」版圖為核心，發散至村事、

社會、國事的空間地圖，在這裡觀眾經驗到眷村個

體在臺落地成家，由「空間」HOUSE到「場所」HOME

的意義裝載過程，除此之外，展示呈現除了陳述歷

史，也交待當下、未來，透過拆建的舊眷舍與國宅，

眷村文化在過去的基礎之下仍是進行式並走向未來，

而這承載著眷村成家、立家的空間實境，最終帶出

了眷村在臺灣當前社會裡過去現在未來立體向度的

歷史意義。

（3） 用詞表意

空間語境訴求以五官感受做為展示意涵傳達導入

的管道，但在空間語境所形塑的視覺感受背後，展

示主題所含的意涵如何被詮釋、顯示、表現，或者被

觀眾感知，關於事物意義本質的探討，弗迪南．德．

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符號理論

認為，意義是基於二元對立的關係，關係的存在，概

念才有意義，例如「高」是相對於「低」才能對比出彼

此的意義（張錦華譯，1995）
9
，展示意涵詮釋在結構

組織中是通過進程、程序、變化、對比、對應⋯何種

關係形式顯示出來，以及這些意涵內容的屬性、資

訊量、深度、層次，需要在表述的價值確定之後，被

檢視與定義下來，意涵關係及其價值就如同動詞，

說明物（名詞）與物（名詞）之間的動作，並透過環境

元素的置放、組構或感受性描繪（形容詞） 來顯示表

達展示意涵的關係。

意涵內容關係的屬性與觀眾感知意涵有關，若以

觀眾接收展示訊息時的理解狀態來看意涵屬性，展

示意涵屬性大致劃分兩端為資訊（知識）式和意義式，

當展示意涵在進程、程序的層次變化中顯示意涵時，

是著重於事物本身資訊或知識意義的表達及被理解，

展示載體的擺設或描繪皆以利於聯想、歸納至資訊

性意涵的理解。眷村特展第二單元「家，安身之所」，

由倉皇遷徙來臺進入到落地後成家之始，此單元說

明眷村組織與制度，眷村是一個具體而微的小小社

會，裡頭有著眷村運作的制度、組織、管理規範，眷

村的成形與管理，需要進行各種身分的界定，以及

發給各種相關的證件，以資確認權利的歸屬，軍人

的身分，眷戶的身分，眷屬的身分，從軍人結婚的報

告表到眷補證，諸多無形身分的確立，使在有形眷

村空間裡的居住者，才得以就此展開有序的生活，

再者展場中透過結婚照、模範眷村紀錄片、空間區

位位於家屋入口等等如同形容詞般強化描繪，這些

載體重複的出現、配置，皆是為表述眷村成家之始

「舊回憶．新空間」，國宅與怪手兩兩相對，似乎是舊家眷戀與新家新生活的

抉擇，也是持續對話、討論和回應（陳奕翔攝，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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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具備的條件這個資訊式主題意涵之上；另若在

對比、對應的變化中顯示出意涵，則是著重在觀念

價值意涵被觀眾所感知意會，展示意涵在載體的擺

設或描繪所呈現出對比、關係、想像意會之間顯現

與被理解，「舊回憶．新空間」單元裡，1980年後至今，

開始大量興建眷村國宅，眷村處於舊眷村拆遷、原

有生活模式轉型為國宅等形式的階段，過去因時空

劃定的眷村也正面臨意涵的轉型與文化、社會關係

網絡的重組，眷村一詞可能是出現在街上看到的招

牌「二空張媽媽牛肉麵」，為彰顯此正在發生的變遷

議題，展場中「舊回憶．新空間」單元主場景以拆除

的舊眷村與國宅面面相對，上面各播放著拆遷與新

國宅生活點點滴滴的紀錄片，代表著舊眷村眷戀與

國宅兩個模式背後諸如拆遷法理問題、新生活適應、

人際網絡、倫理觀念等等各面向正在產生劇烈的質

「報告長官，我要結婚！」結婚照

（趙小菁攝，2013）

「眷村小孩，呱呱墜地」二代全家福照

（趙小菁攝，2013） 9 John fiske著，張錦華等譯，1995。《傳播符號學理論》。臺北：遠流。

變，顯示當前眷村改建風潮中舊家眷戀與新家新生

活的持續思辯、對話和討論、回應；又如展示各在

「家，安身之所」、「眷村小孩，呱呱墜地」、「扎根與繁

衍」三個單元配置結婚照、二代、兒孫三代等三幅大

型全家福照片，在照片所顯示的家庭動態變化中，

也試圖由照片對應中呈現出眷村立家到新生代的變

化與成家信念的核心價值。

4. 故事空間語境建立，造境

（1） 劇本繪景

展示空間語境是濃縮或抽煉時間，且具有故事意

涵氛圍、情調的空間，其故事顯意透過以語言邏輯

的形式進行實物元素擺設、描繪，使觀眾可以五感

經驗、認知環境元素擺設所呈現出的故事意涵，如

同文學以文字語言形式書寫的故事腳本，展示空間

語境建立造境可將故事腳本視覺化，以做為展示造

境元素製造與置放的劇本，劇本中敘述和描述的境

界，同時也視為是造境視覺描繪的腳本，如眷村特

展起始由第1單元「收拾顛沛，打開風霜」以遷徙做為

起始序幕，1950年，國民政府軍進行舟山島撤退，十

幾萬的居民搭乘86艘軍艦，從基隆港登陸，來到臺

灣，他們領取簡單的糧食，然後坐上軍用卡車，被載

往不同的地方，開啟臺灣的新生活，眷村歷史自此

展開，起始場景以一艄入港的船做為主景，劇本描

繪了當時人落地到異地的心境，「彷彿那一段遷徙的

陳封過往，那一艄裝滿人海的船，像是一個巨大、深

重的黑幕，總在午夜夢裡或午后一個打盹的瞬間剎

現，拖著僅僅能便於遊走的隨身行李和家當、戰爭

的恐懼與未知感，訴說著不能自己的遷徙命運」，展

示以昏暗的背投藍紅燈光等手法具體描繪出劇本裡

「巨大、深重的黑幕..、恐懼與踏上未知⋯」的視覺感

受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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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道具選用

至於打造劇本場景的道具選用是造境載體的選擇，

是一種為了表述意涵尋找符號的選用，美國符號學之

父查爾斯．桑德斯．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將符號與其指涉物之間的關係分為三種形

式，肖象（icon）、指標（index）、記號（symbol），以形似

或聲似其所指涉物是肖象符號，觀者端可直接想到，

是直喻式的載體運用；若符號與指涉物之間有實質上

的關聯是指標類符號，觀者經由脈絡聯想感知到意義，

是為明喻式的載體運用；符號與指涉物之間沒有任何

形似或關係，之間是以一種慣例、約定或規則所定義

下來的符號是記號符號，觀者經由經驗、學習可聯想

到，並在想像意會中感知到意義，是為暗喻式的載體

運用（張錦華譯，1995），這三種詮釋符號可能同時使

用，展示意涵表述選擇何種形式的載體，端視展示主

題意涵傳達需要那一種形式的符號起決定性作用，有

時也因觀者的經驗而使符號的力量不同，甚至可能同

時有數種表述載體，在「收拾顛沛，打開風霜」單元港

口船景中，對經驗過此遷徙歷史場景的人而言，是肖

像直喻式的載體設計，觀者由此可聯想到眷村第一代

搭船撤退來臺的展示意涵，但對未經驗的觀者也以明

喻的方式提供了指標性的聯想脈絡；再者，船景區域

整體以軍綠色彩呈現，也以明或暗喻式不同程度的提

供指標或記號符號，使觀者可由日常生活中陸軍綠的

認知，而聯想或意會到軍政與眷村之間的歷史關係。 

（3） 道具表情

展示語境依據故事劇本製造或選用道具載體，並

為載體書寫描繪故事表情，在展示空間範圍內載體

形式包含文物、非文物、展示板、裝置等展示品、以

及牆面（包含天花板、地面）、照明等視覺表象可視之

元素，觀眾經驗感知的基礎即來自於這些元素造型

的五感體驗，展示經驗是人的身心理與這些造型碰

撞產生的感受，拆解造型可視構件包含了點、線、形

狀、形體、質感、色彩，點、線、形狀、形體歸納為

「形態造型」來看待，物體的「形態造型」是認知經驗

的要件；「色彩」、「質感」則是情感經驗的要件，這些

置放在展示空間場域裡，又以「路徑」行走為觀眾所

經驗，這之中包含了經驗語境故事脈絡、尺度、空間

等感受，綜合以上， 展示故事空間語境透過「形態造

型」、「質感」、「色彩」、「路徑」等做為造境操作系統，分

析如下。

A.形式─形態造型系統

形態（form）是指事物外部的形狀、外觀及形式，造

型（shape）是通過意識製造出來的物體形象，型態與

造型不同，形態是造型的要素，形態包括幾何形態

或自然生成的有機形態，它必須加上色彩、質感、動

態、空間等要素，才成為造型。就展示語境造境而

言，形態是載體的原型，造型是賦予故事表情、情緒

的產物，因造型指涉力強烈，故做為修飾動詞（展示

主題意涵）之形容詞或副詞，形態造型是空間語境語

彙表現的最佳工具，選取一個事物將之抽離原有的

造型語彙，做為展示母形態，再加工拿捏程度到位

成為展示元素之載體造型。

造型是通過感官意識可辨視的外形特性，同時也

是構成元素擺設圖像顯意的管道，路德維希．維根斯

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1951）用一

「收拾顛沛，打開風霜下船的港口」，（趙小菁攝，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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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汽車肇事的模型例子來說明由邏輯結構所構成故

事的邏輯圖像，一個沒有任何說明的損壞車子的模

型汽車、馬路、歪斜籬笆組成的一個場景，構成且傳

達了一個有意義的訊息-汽車肇事，這些模型不是無

規則任意放置的，而是模型彼此之間處於一種內在

結構之中，這個結構正與汽車肇事這個訊息事態本

身的邏輯結構是相穩合的，所以才能傳達出汽車肇

事這個訊息，使模型場景成為一個有意義的命題，而

這當中涉及就是元素組構所呈現的圖像故事（意

義）。在眷村特展中，可辨視的船形、家屋形、紅磚

牆、紅門、巷道、餐桌、吃飯、用水、樹下乘涼眷村戶

外生活習慣等等取自真實眷村生活場景，將觀者目

光很快、有效地的牽引拉到位，某種程度上以明喻或

直喻式的方式還原了實際眷村的現場感，提供了聯

想脈絡給予觀眾體驗眷村空間，但也通過船前的整

齊成排行李箱、窄窄乾淨的巷道、紅門上些許使用痕

跡的斑駁、生活景況的黑白剪影、投影所製造帶有時

間意境的樹影等做為修飾形容詞或副詞，重新畫上

本次眷村特展賦予其過往遷徙經歷的歷史感、以及

眷村生活當下、整齊與未來堅硬、恆久的表情。 

B.個性─質感系統

質感是由物體的質地、肌理所構成，是物體材質多

種外在特性，如色彩、紋理、光澤、粗細、厚薄、透明

度等等綜合表現在物體表面的感覺，質感來自於人

對於材料綜合表現的感受，基礎經驗出自於生活中

常接觸的材料（例如金木水火土..等等），透過觸覺經

驗（溫度、痛、壓力、震動⋯等等）觸摸並感覺到物體

的質地觸感，做為質感的基礎感受，另外，人類感官

經驗有聯覺作用
10
，所以也經由觸覺所轉移的經驗，

憑藉視覺或其它感官來想像感知物體表面組織的質

感。質感除了功能性（例如粗糙質地目的在止滑功能）

之外，質感肌理的體驗是抽象的感覺，它是感受性

的，有生理性感受面向，例如感覺軟軟的、柔柔的，

也有文化性感受的一面，例如藉由軟軟、柔柔的肌理

感覺到女性細緻、溫暖的特質，所以質感總能在形態

造型的感知之外，悄悄地引發人的情緒、情感，也因

為感官聯覺，在展示空間語境裡質感肌理塑造運用，

透過截取材料某項的質感感覺，並模仿還原到位，使

物體形象顯示出某種物理特質，就可以通過聯覺經

驗（視覺、味覺、嗅覺、聽覺等等）產生某種質感的感

受，而當所有的質感分解到其它感官層面，把控質感

信號強弱，例如質地粗細到什麼程度引起多強或什

麼樣的感覺，來控制造境表情的語彙與程度。

灰撲撲、粗質肌理的水泥牆後一戶戶眷戶的家，

巷道裡一扇扇藍框窗櫺邊、紅門前透過射下的一抹

自然光，不管外在世界如何變動，棲身的一方天地，

就是眷村一家子安歇、成長安身之所的家，家裡有

客廳、廚房，眷村家庭的父母與孩子，一同感受臺灣

社會的現代影像從黑白至彩色，而在櫥櫃中，存放

各式食物和生活用品，眷村生活在此俯仰坐臥、生

根繁衍，也伴隨著臺灣歷史的變換與洗禮；另一方

面，模範眷村、集體結婚紀錄片裡的嚴肅、正經、樣

板的旁白，也彷彿述說家戶窗裡眷村的家事、村事

正在政府統理規劃下有序的上演著；「舊回憶．新空

間」金屬形塑的國宅、透露出家戶家中的日光燈，相

對於挖土機、舊眷舍投射的黃光，對比出眷村拆建

代表的過去與現代興建國宅兩相拉扯的張力質感；

最後也在「扎根與繁衍」單元中截取自目前眷村常見

樹下下棋的閒緻景像、代表過去眷村早期開端的竹

籬笆，取出再予以抽象化，並在彩色三代全家福照、

勉勵後代家書投影之下，提出一個當下、未來、開放

的質感體驗。

10 聯 覺 作 用，醫 學 百 科，h t t p : / / c h t . a - h o s p i t a l . c o m /
w/%E8%81%94%E8%A7%89，201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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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喜怒哀樂情緒─色彩系統

色彩無所不在，色彩是通過人的眼、腦，對可見光

所產生的視覺效應，生理心理學提到人類的感受器

官能把外界的物理刺激能量，轉化為神經衝動，神

經衝動再傳到腦而產生感覺和知覺。由於人是經由

眼睛看見色彩，所以常誤以為色彩只是物體表相的

一種顏色呈現，但其實色彩是人的生理與心理對不

同波長和頻率的光所產生的感覺或知覺，再透過人

的經驗記憶等心理過程，連同色彩經驗儲存於記憶

當中，所以，當展示提供色彩給觀眾，對觀眾而言，

色彩所攜帶的特有屬性和訊息被觀眾判讀，遠勝於

視覺效果，這之中包含了色彩文化認知與情感同理

層面，在色彩感受由感覺到知覺的過程當中，從經

驗感覺到主觀聯想或理智判斷，這之間人們對不同

色彩表現出好惡的心理反應，會因其生活經驗等因

為色彩引起的聯想因素而相異，所以不同顏色反應

著每一個人或不同文化基礎的人內心裡的內在狀態。

另一方面，相較於文字語言或物體造形，它需要

轉化理解才得以被認知，色彩對於人的感官而言是

直接且直達情緒感受，故色彩是視覺辨視中可視認

性和判讀性最有效的元素，它易於被人們記憶、激

發思維，且挑動情緒，所以，色彩是最具表現力的無

聲語言，是展示語境造境要素中刺激和營造氣氛，

促使影響觀眾情緒感染最有效及直接的工具。色彩

可運用於展示中視覺可目視的任何層面，但主要是

透過燈光和材質來顯色，所以也是質感和造型整體

設計之一環，在展示中

色彩系統設定可區分為

兩個面向，第一個部份

是參考展示主題本身的

文化脈絡色彩，第二部

份是策展賦予展示傳達展示意念的情境色彩，而色

彩的設定拿捏，透過色相是情緒，明度、彩度是情緒

程度為依準來掌握語境故事的訴說，但因色彩對文

化族群來說具有強烈文化指涉力，以致於在策展賦

予的某種意念的情境色彩設定時，常常需謹慎的回

到文化脈絡色彩體系中檢視，是否過渡或偏移了色

彩詮釋。材質顯色方面，主要從眷村文化脈絡中選

取水泥牆、竹籬笆、巷道（竹籬笆、巷道同時配合造

型），以及與象徵眷村軍政背景的綠色等做為展場主

要環境色彩，並透過整場燈光色為自然白光，將環

境情境色彩設定為白日的時間感（對比於一般對於

昏黃的歷史色彩），象徵了眷村是現在仍在延續發生

的進行，其餘的材質或燈光特效則在不影響特定文

化指涉的情況之下，做為為強化、豐富情境之用，例

如「家，胼手建立」、「四方大雜燴，鄉音大鍋炒」裡客

廳電視與廚房煤球爐上的暖色戲劇性的光澤，使家

鮮活動態了起來。

D.走覽故事─路徑系統

觀眾在展示空間中行走於展示所設定的動線完成

展示體驗，同時在行進當中進行語境體驗，McLean

提及展示形成於和諧、氣氛和步伐，和諧取決於整體

展示物在空間中如何組織、配置起來？使展示氣氛看

起來如何？觀眾步伐如何在展場中移動
11
？（陳淑華，

2007），從造境的角度來說，路徑是在設定語境故事

脈絡及氛圍之下，展示物與動線配置的安排。路徑一

詞指的是到達目的的路線，也比喻辦事的方法、辦

「四方大雜燴，鄉音大鍋炒」，廚房的爐火（趙小菁攝，2013）
「家，安身之所」，砌好的磚牆與記憶 
（趙小菁攝，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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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路徑由多個直線段

或曲線段組成，線段的

起點與結束點由錨點標

記，路徑可以是開放轉

折的，也可以是閉合終

止的，開放路徑的起始

錨點轉折處稱為「端

點」，從空間語境之

「景」的概念來說就是「端景」，端景可看作是一個單元

聚焦的主題景點，又因其位於路徑錨點處，是這這一

景到下一景的轉折點，所以它可做為空間交換的收

端或開端，或故事統整收尾、空間之間的心情轉換，

眷村特展依主題及時間序從過去到當下安排路徑，

並在起始與終點安排雙向，起始「收拾顛沛，打開風

霜」以一個港口停船的單元端景，轉進「家，安身之

所」以眷村窄巷開始，接續配合單元主題鋪陳，分別

轉折進入居家「家，胼手建立」單元主題的客廳、「四

方大雜燴，鄉音大鍋炒」單元主題的廚房、遙想「故

鄉，在那遙遠的地方」單元主題的私密書房，最後轉

進直視「舊回憶．新空間」國宅與舊眷村兩兩相對、並

收尾在「扎根與繁衍」的樹影下，出口尾端可看到入

口，循環概念的路徑安排，意涵從當下看到未來與過

去（入口的竹籬笆），入口始端則從過去看見現在，點

出眷村文化扎根於現在、過去、未來關係循環這個歷

史命題。

結語

博物館是人類演化裡蒐集特質的一個產物，蒐集

行為是為由舊架新，使生存與文化得以延續，也因

此博物館的存在本質是社會性的，博物館呈現的樣

貌也就反應一個社會的群體意識，當今博物館在社

會的功能與角色之一，成為休憩娛樂或服務之一環，

尤其這部份在人本主義的推波助瀾愈趨被強調與重

視，在這種情況之下，博物館如何在保存人類歷史

文化與教育的基本前提之下開展博物館的服務功能，

是面對博物館各項工作需要自省與自問的，尤其展

示是視覺化的媒體，如何「看」是展示時時要精進與

解決的問題，再者當「裝飾」特性成為展示必要手段，

但若過度為了效果落入形式化的五感體驗，反極容

易在聲光刺激中迷失腳步，展示裝飾的基本原則應

是強化展示主題，在主角物之外輔助視覺，進而影

響觀眾心理達到更好的展示效果，藉由情與理雙重

輔佐使觀眾對展示產生興趣，進而導引其到更深入

的展示知性及深層涵義上，這是更為人性化的根據

人類身心理經驗法則中尋求展示的理想呈現，所以，

回到文化脈絡與展示主題的基本核心，是展示空間

語境語彙視覺化階段時時需要重覆檢視的工作。 

「榮耀的記號」，回顧一生（陳奕翔攝，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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