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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學習
─白盒子裡的
藝術教育嘗試
Turning to Learn - an Art Education Attempt 
in a White Cube
郭姿瑩 臺北市立美術館教育服務組
Kuo, Tzu-Ying  Education and Public Services Department,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值今，世界各地的美術館無不再行思考開拓美術

館教育所能扮演的角色的方法。教育思維正面

臨巨大的改變，美術館作為有別於學校系統的非正式

學習場域，擁有豐富的館藏品、具備專業知能的館員，

以及豐沛的藝術家合作經驗。如何在這些既有的優勢

與特性上，回應時代趨勢，滿足甚至創造觀眾的參觀

需求？

本文企圖以臺北市立美術館兒童藝術教育中心（以

下簡稱兒藝中心）如何回應藝術類博物館白盒子空間

的展示特性，以及如何與當下活躍的藝術家合作─兩

項特質為主軸，藉由《建築的70％》
1
與《無關像不像》

2

兩檔展覽的分析，闡述如何轉化白盒子空間，創造鼓

勵互動及多感官運用的學習環境，並回應當代藝術教

育所面臨的議題。

白盒子裡的藝術教育課題

現當代藝術的展示空間，自20世紀初以來逐漸發

展出白盒子概念
3
。白盒子展示空間通常是純白或米

色的牆面與天花板，搭配淺灰或木質的地板，有著均

勻的照明；作品被置於純淨的空間之中，與觀眾面對

面。在作品與觀眾之間的，除了作品以及展覽主題的

基本資訊外，沒有其他的文字說明。白盒子概念所主

張的，是觀眾在此得以脫開特定的脈絡，默然專注地

凝視作品，在中立的神聖空間中達到感受作品意念的

滿足。

白盒子空間內的藝術教育實踐，在發展之初，最常

見的觀眾服務便是現場導覽或語音導覽。導覽被視為

較為傳統的作為，對象多是成人或團體，偏向單向給

予、知識教導的形式。針對學齡或學齡前觀眾，常見

的教育型態則是創作活動，地點經常移出白盒子外，

比如工作坊、大廳、中庭等處進行。換言之，白盒子

所主張的純淨調性，使得導覽以外的教育活動，經常

與作品所在的空間分離。

白盒子最初宣稱能夠呈現藝術的純粹，讓作品斷開

外在脈絡獨立存在，解讀作品的權力看似由觀眾掌

握。然而，無論是媒材或者表現方式皆涵蓋了豐富的

符號語言；對於缺乏藝術史先備背景知識的觀眾而

言，經常因為缺少足以「解碼」的文化素養，因而產生

挫敗感。由此觀點看來，如果從美術館、作品與觀眾

三者的關係來檢視，會發現美術館優先關照的其實是

作品，而非作品對觀眾可能會產生的知識屏障。

隨著當代社會的發展，觀眾的地位逐漸受到更多的

重視。許多博物館學者及研究開始由對「物」關心，轉

化為對「人」關注的強調。林曼麗在談及美術館的溝通

詮釋時提到：「博物館的使命應該重視人的價值，……

美術館必須要創造一個更好的場域和平臺讓人與藝術

品間有更多的對話與溝通，透過刺激、對話與詮釋產

生內化的過程，進而創造知識創新價值。」
4
在以觀眾

為主軸的博物館現勢下，白盒子特質與當前美術館學

習所強調的互動、感官、休憩等多元型態，兩者交會

之處能有何種風景？

臺北市立美術館教育的核心課題，是在白盒子空間

概念的發展脈絡之下，如何因應當代藝術教育的發展

趨勢，接軌觀眾對參觀的期待？從回應「以觀眾為中

心」的信念開始，兒藝中心於2014年成立以來持續強

化與觀眾的溝通，結合現場經驗與觀眾研究，主張觀

眾的學習需求應當兼顧數個層面：

- 休閒與同樂是家庭觀眾主要來館原因，美術館要

致力成為能夠促成觀眾之間互動與對話的場域；

- 網路資訊發達趨勢下，人人都是主動生產知識的

一份子，美術館教育要轉向探索、體驗、自主學習

與共同參與；

- 美術館必須開發與藝術家更密切、頻繁、多樣的合

作模式，致力於拉近觀眾─作品─藝術家的距離；

- 觀眾於美術館中得以追求獨特的藝術體驗
5
。

具體作為上，兒藝中心於2014年啟動後，每年固定

推出兩檔展覽，核心概念是融入教育人員的詮釋角色

及藝術家的創意能量，在物的展示之中，加入互動及

1 展覽期間為2017年7月21日至2017年11月4日。
2 展覽期間為2018年12月15日至2019年4月28日。
3 白盒子空間發展歷史、空間特性與反動批評，以及藝術界對作品應該在更
廣大脈絡下呈現的主張，見呂佩怡，〈當代藝術從白盒子空間到古典歷史建
物空間〉，2004。

設計繪圖發展區。在繪圖桌與光桌上進行圖面繪製與描圖操作，體驗建築師如何將想法轉化為視覺圖
©臺北市立美術館

4 林曼麗口述，許惠琪採訪整理，〈從人出發．看見藝術教育的創新價值⸺�
林曼麗談美術館的溝通詮釋學〉，2013。

5 詳見Kuo, Tzu-ying, ‘Developing a New Children’s Art Education Centre at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Taiwan’, 2017.

遊戲等各式以觀眾為核心的參與形式。這些具有實驗

性格的展覽模式，一方面著眼於緩解作品與觀眾之間

的界線，另一方面藉著召喚觀眾的日常，讓作品連結

生活經驗，進而形成意義，進行知識生產。

參與建築師事務所的臨場戰鬥

佛克與戴爾金（ John  H . F a l k  and  Lynn  D. 

Dierking，2000）在以觀眾為主的博物館學習脈絡模

式中，強調對於觀眾學習具有正向影響的策略之一，

是其身體環境脈絡（Physical context），也就是強調空

間規劃及設置等與環境氛圍有關一切的重要。《建築

的70％》正是以故事文本建構出情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的環境，透過文本再演繹，將文獻資料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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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下情境，讓觀眾參與從發想概念到成就一棟建築

的過程。

故事文本背景為1977年底，臺北市政府公告興建現

代美術館計畫，設計競圖階段時共有16組建築團隊躍

躍欲試。其中一份由高而潘建築師事務所提出的方案

脫穎而出，極簡的純白色幾何造型贏得這場眾所矚目

的競圖，並在隨後成為風格明晰又能容納各方的需求

期待的建築體，也就是今日大家所熟知的臺北市立美

術館。

《建築的70％》再現建築師事務所的工作情境，由

觀眾擔任建築師，體驗一棟建築從發展核心概念直到

興建完成的四個階段，按照工序推移開展，四個階段

包括參與競圖、繪圖設計、製作模型、開工興建等。

來訪的觀眾彷彿走入一個貼近現實的事務所及工地，

就像一不小心闖入了現場，一窺建築師工作的奇想與

日常。

四個階段的情境呈現方式，藉由文獻資料與體驗

裝置的交替出現，讓檔案成為養分，一方連結著建築

歷史，同時使得虛擬場景與真實建築設計課題緊密

串連。

公開競圖參與
展示1970年代圓山地區老照片以及臺北市立美術

館競圖公告，呈現臺北市政府宣布即將在圓山地區興

建臺灣第一座現代美術館、目前已經對外徵求設計提

案的即時感。同時展示獲選的高而潘建築師事務所當

年的設計提案及建築模型，由觀眾在地圖上找出基地

所在的圓山地區，帶領觀眾進入主題情境。

設計繪圖發展
設置北美館及周邊環境空照圖、繪圖桌、光桌與繪

圖輔助工具，由觀眾進行敷地計劃、描圖、一日生活

圈規劃等，將腦中天馬行空的想法視覺化。從選擇座

落位置到放入適合周圍環境的設施，建築師必須傾聽

館方要求、彙整學者專家意見、滿足藝術家需求、構

思如何帶給觀眾絕佳參觀經驗，同時必須完成一棟造

型風格獨特的建築物，讓美術館成為城市代表性地

標。展覽現場並展示1970年代社會對北美館願景及想

像的雜誌報導等熱烈討論。

建築模型製作
建築師通常會依照設計圖面，製作等比例縮小的模

型，讓抽象的想法轉化為三度空間的立體量感及真實

質感。透過模型的製作，得以經由多視角的觀看，深

入檢視設計構想是否禁得起考驗。觀眾在此一區域必

須重新組構北美館建築。此外設有北美館一樓至三樓

的平面圖，圖上代表窗戶、牆面、門的線條都設計了

凹槽，平面的線條分別代表不同意義，觀眾必須插入

正確的壓克力片，藉此瞭解由平面圖到立體建築的過

程。

開工興建
高而潘建築師將北美館視為一座能夠持續生長建

築的重要概念，幾何管狀結構可以視需求，往基地的

周圍進行擴建。

展覽現場搭建一座1/10的北美館巨大剖面模型工

地，管狀結構皆以鏤空方式呈現。現場備有長條瓦楞

製作建築模型區。觀眾將不同顏色的壓克力板放入相應的線條凹槽，建立對於建築圖面上各式線條代表意義的認識，同時感受由平面圖轉為立體化建築的過程
©臺北市立美術館

建造區。策畫概念在於思考北美館建築的擴張特性。展覽現場搭建了一座十分之一的北美館剖面模型，利用簡化的組件，表達結構以及無限延伸的可能性。此裝
置允許多人共同操作，觀眾猶如置身施工現場，共同建構擴張北美館的工程
©臺北市立美術館

設計繪圖發展區。繪圖桌以及工具不僅營造情境，也具有實際教學意義。後方
牆面展示當年媒體報導熱議情況的文獻資料
©臺北市立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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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箱，上面標示著內部空間需要的完整功能，包含展

覽室、洗手間、餐廳等；來訪觀眾搬運瓦楞紙箱至管

狀結構內，在多人共同投入的過程中，完成這種建築

的演化與發展。

《建築的70%》展覽命名來自高而潘建築師所言：

「建築師完成70%，30%就留給藝術家」。建築師以

30%的留白，讓建築成為使用者的舞臺，這句話中充

分體現強調使用者的重要性的核心概念。以建築的

70%為名，昭示兒藝中心的實驗性展覽保留給觀眾參

與及詮釋的企圖心；觀眾不只是觀者，也是主動的參

與者。

展覽中大量運用情境學習的特質，強調觀眾的主動

性，以及身體與周遭環境的整合關係。置身於戰鬥狀

觀眾走入模擬工地時必須穿戴安全帽、背心及手套，在警示錐的範圍內操作。不僅增加情境營造，同時達到宣傳工地安全的目的
©臺北市立美術館

建造區。管狀單元以質地輕盈、安全性兼顧的瓦愣紙製作。觀眾透過共同合作的方式興建北美館，認識管狀建築有機延伸的設計概念
©臺北市立美術館

調，是空間轉化的重心。

觀眾先走過莊普家所看出的風景，接著面對著一幅

巨大的畫布，主題是莊普的幾何蓋印。事先已打好格

子，起頭開始蓋了一部分印，畫布上投影著等身大小、

正在蓋印的莊普，一旁安置了工作桌及材料，牆上寫

著莊普所說：「我用蓋印章的方式，一步步佔領領土，

證明我的存在
6
」。觀眾必須參與，站在默默無語創作

中莊普的身影之旁，揣想著自己是絕對的權威，拿起

印章蓋上印記，體驗莊普所述說的，佔領畫布的過程。

過程中，觀眾感受到自己成為作品意義產出的主體，

成為主體意味著自己開始像個藝術家。

 有別於一般人對於藝術家的想像，莊普形容藝術家

在創作時，其實「像工人、像農夫，勞動是創作中重要

6 見郭姿瑩，〈莊普訪談紀錄〉，2018年7月14日、8月31日及9月18日於臺北市
立美術館。

態的建築師事務所的觀眾，透過各種工具的協助，在

情境中不斷嘗試，一步步釐清思緒，體驗建築的從無

到有。平時展覽室中常見的「請勿觸摸」，在此轉變為

「歡迎體驗」互動裝置，呈現展示與教育兩者共存的可

能性。

進入抽象藝術家的創作場景

兒藝中心一路以來的現場觀察，發現人們隨著年齡

的增長，社會化與人際互動漸深之際，創作力的展現

反而益加困難，其部分原因在於人們會認定自己缺乏

具象描繪的技法，形成排斥藝術的心理距離。這促使

了進一步思考：是否畫得像不像這件事本身可以暫時

被拋開？透過抽象，創作本身的喜悅與自由，是否可

以再次鼓勵人們親近藝術？

回應此一動機，《無關像不像》以抽象藝術為主題，

挑選藝術家莊普（1947-）、楊世芝（1949-）及胡坤榮

（1955-）於北美館典藏的抽象作品展出。此外教育人

員與展出藝術家共同策劃，藉著於展覽場中呈現藝術

家個人空間以及創作思維的私密分享而營造情境，呈

現其創作脈絡，再以遊戲形式鼓動觀眾參與。

為消弭觀眾對「沒有任何繪畫主題」的心理焦慮，策

展主軸是讓觀眾站在藝術家的位置，進入藝術家生活

的空間，探索他們的創作心靈，這項意圖成為《無關

像不像》的思維基礎。尤其，抽象藝術是最契合於白

盒子經驗的藝術形式之一，如何轉化其空間語境，走

入藝術家私密空間，以及藝術家親自在場分享的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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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普的蓋印共同創作，在展示期間逐漸形成有機性的發展。創作過程的參與也促進觀眾對作品關係的建立與認同
©郭姿瑩

莊普設計的參與式創作中，觀眾與投影的莊普身影正蓋著印，共同讓印記在畫布上蔓延
©郭姿瑩

的過程
7
。」要像藝術家一樣創作，正是讓觀眾親身經

驗蓋印這種勞動感，同時透過單純的動作，產生高完

成度的效果，也更能自信於抽象創作的可能性。

7 同註6。
8 郭姿瑩，〈胡坤榮訪談紀錄〉，2018年8月14日於臺北市立美術館。
9 見郭姿瑩，〈楊世芝訪談紀錄〉，2018年9月20日於臺北市立美術館。
10 同註9。

觀眾在分隔為左右的地板範圍內搬動立體的色塊，實際感受色彩的運動與重
量，並設法讓兩側維持視覺上的均衡
©郭姿瑩

胡坤榮的抽象創作語彙，則是研究幾何色塊形成動

態與韻律，為的是要「在動裡面，達到平衡
8
」。延伸自

胡坤榮提出的動態平衡，互動遊戲裝置讓觀眾搬動並

組合立體色塊，感受色彩與造型的視覺重量和體積，

與色塊之間的碰撞，完成一幅兼具秩序性與動態能量

的佈局，原屬於靜態的視覺觀看經驗，被擴大至身體

的參與。

站在藝術家的位置所要感受的，除了創作的精神與

體力耗損，更多的應該是藝術作為遊戲的本質。楊世

芝談到對於創作的想法時，表示她在創作時「沒有預

設的圖像，也沒有事先構圖，我整個過程都在玩；整

個畫布隨著一筆一筆慢慢發展、成形
9
。」、「拼貼的過

程是有機的，每一張紙片都可能銜接成某一條線，創

造出新的可能性
10
。」楊世芝身體力行藝術可以是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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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 a Dream ! 打造兒童的築夢基地 F e a t u r e專 題 企 劃 

為了回應，需要立即在文字中尋找答案。因此展覽現

場文字在撰寫上避免菁英式的論述語彙，以減少對觀

眾造成壓力與不安，降低困惑或阻礙作品與觀眾之間

的距離。文字的口吻也避免居高臨下式地說話，在提

供資訊之時，確保觀眾感到有趣、好玩和迷人。同時，

顧及閱讀的對象通常為成人，且必須及時轉達給提出

問題的兒童，因此在書寫上兼具口語、流暢以及避免

再次轉譯的需要。

為了降低陪同兒童前來的成人，對自己能力不足的

憂慮及對陌生感的克服，《無關像不像》每週三天推出

《包包客親子導覽》，試圖形塑一個提供成人的、普遍

性的參觀方法。透過「創作包」吸引兒童的注意力與好

奇心，讓他們面對作品、用自己的創作回應、深入認

識藝術家的創作理念。陪同家長的任務是透過親子共

同學習、共同參觀的模式從旁協助創作，在禁止觸摸

作品的展覽場內，試圖提供一個與作品更直接且具備

意義的互動連結。導覽人員透過提問與遊戲的互動，

所牽引的觀眾如何觀察作品的視線，對家長而言可以

視為一個普遍的、觀看作品的方法。家長或是從旁協

助，或是共同參與，藉此培養如何扮演協助者、中介

者以及參與者的多元角色，從而與兒童一起觀看、體

驗藝術。

結語

楊世芝主張視覺應該是生命裡至為驚豔的經驗，但

當我們開始被教導去認識世界之時，開始習慣一個物

件被命名，必定對應到一專有稱呼後，原本該是純粹

而完整的經驗被支解為局部的體系，於是繪畫和造型

開始導向像或不像的標準答案。事實上，人們擁有極

佳的想像和感知能力，如何透過引發感官經驗的展示

方式，而非強調技巧的表現，讓觀眾真正被說服藝術

是表達自我。

兒藝中心的展覽作為拉近作品與觀眾之間觸媒的意

圖，從策劃之初便滲透到各個層面中。藝術家以及教

育人員在此架構下，嘗試在觀眾與作品之間置入中介

脈絡，進行研發創造，以遊戲、感知、參與、具體經驗

以及操作學習的方式，將視覺閱讀模式轉變為積極促

成觀眾與藝術品間具有意義的互動。更進一步的意義

是建構出一個觀眾離開美術館後，能夠銜接個人生活

經驗的環境，以體驗主導參觀經驗。

從時代發展的趨勢來看，正值博物館觀念由以物件

為中心，邁向以人為出發點的時刻，白盒子空間展示

模式與當下教育趨勢的調和與嘗試具有關鍵地位，期

盼以兒藝中心的教育實踐案例分享，為以人為本的教

育信仰提供更加多元的思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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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就是好玩的遊戲。楊世芝藝術觀念的創作遊戲以立體交織的絲線扮演立
體畫布，強調筆墨紙片的空間關係。觀眾藉著猶如楊世芝的創作方式般，以各
種線條在畫布上交錯、疊合、延伸
©臺北市立美術館

線條，它們有著各自的性格，可以是一種心情、一種

感受。線條自由地在畫布交疊延伸，進而發展成連續

的風景，就像是一段集體的即興演出。好玩的事物不

代表不認真。如同法國學者凱窪（Caillois，1913-

1978）所指出，遊戲對兒童而言就是工作、是學習，他

們從中獲取經驗、學習，以及實際操作的手段。兒童

的學習模式具有多元感官、具體經驗以及操作學習的

特質，包括視覺觸覺聽覺等所有可以引發感官經驗的

展示方式，包含文字、參與、多媒體及動手創作等多

元模式的應用。

教育的手段在《無關像不像》中幾乎是以遊戲和參與

進行實踐，以藝術家在場為情境，透過帶著遊戲性質

的參與形式，將抽象創作的概念轉化為可以經驗學習

的內容。觀眾自行操作所得的成果，能讓學習得到更

高的成就感與認同感，進而與作品產生更密切的關係，

不僅促進觀眾彼此互動，同時連結了藝術家與觀眾。

形塑共同參觀模式

傳統上美術館給人內容艱澀，對觀眾而言容易產生

心理疲累及負擔感（Hooper-Greenhill，2007:364）。

《無關像不像》中不僅創造許多觀眾的參與，同時體認

到作為一個促進對話及互動的空間，能夠讓同行的觀

眾之間關係被凝聚，因此有意識地藉由展場文字的設

定，拉近同行親子觀眾間的距離。

從親子觀眾閱讀牆面文字的參觀行為中，兒藝中心

觀察到牆面、手冊等文字多半是由成人閱讀，而非兒

童。兒童是用各種感官探索世界的，具體而言是「去

做」，也就是透過多元操作達到與作品互動的目的。因

此即便兒童具備閱讀能力，他們多半以直覺與感知進

行參觀。

現場文字發揮功能的時機，通常是兒童因為需要瞭

解操作或遊戲規則，轉而對成人提出問題之時。成人

的，創作應該是有趣的；與許多文獻透過研究以及實

際案例成果，說明遊戲對於學習的重要性（Miller, E. 

& Almon, J.，2009；White，2012）的概念完全謀合。

展覽場內，安排於楊世芝展出作品旁，以遊戲為概

念設計了一項由紙片組構而成的裝置，高達4公尺的

裝置如同大型畫布，觀眾自由地選擇黑色的、白色的、

灰色的、筆直光滑的、微皺彎曲的、濃淡粗細不一的


	轉向學習
	─白盒子裡的
	藝術教育嘗試
	Turning to Learn - an Art Education Attempt 
	in a White Cube
	郭姿瑩 臺北市立美術館教育服務組
	Kuo, Tzu-Ying  Education and Public Services Department,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彼得潘光影冒險」―
	奇美博物館
	兒童工作坊紀實
	Documentary of “The Lights and Shadows Adventure of Peter Pan” 
	Children’s Workshop at CHIMEI Museum
	顏兌蓁 奇美博物館展示教育組
	Yen, Tui-Chen Exhibition and Education Department, CHIMEI Museum 


	跟著哈奴曼認識亞洲─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
	院區兒童創意中心之
	策展規劃
	To Getting Know Asia with Hanuman: 
	The Curatorial Planning of Children’s Creative Center of the Southern Branch of National Palace Museum
	楊芳綺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處
	Yang, Fang-Chi Southern Branch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友善兒童觀眾的博物館展示
	─以臺博館「古生物互動體驗」展區為例
	Kid-friendly Museum Exhibit : A case study of “Paleontology Interactive Experience” Exhibition Area of NTM
	蘇憶如 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
	Su, I-Zu Educa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蒸汽火車的記憶保存─以「蒸汽夢工廠」為例
	Save the Memory of Steam Train: A Case Study of “Steam Dream Works” 
	蔡宛晴 國立臺灣博物館展示企劃組
	Tsai, Wan-Ching Exhibition and Planning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我們創造了博物之島
	—談ICOM京都大會臺灣館策展理念
	The Making of “Taiwan: A Living Museum” - A Special Exhibition for 2019 ICOM Kyoto Convention
	劉德祥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科學教育組
	Lau, TC Science Educa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你想像的博物館
	可能不是現在的博物館
	─與當代社會交纏的
	博物館新定義
	Museum Beyond Imagination: A New Museum Definition Mingled with Contemporary Society
	方慧詩 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
	Fang, Phaedra Hui-Shih Educa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博物館裡的解說教室
	Lecture on Guiding in the Museum
	謝昀臻 臺灣博物館都市綠地生態監測計畫講師
	Hsieh, Yun-Chen NTM Urban Naturalist Project Lecturer


	一起用吃守護
	生物多樣性─
	「里山好食節」活動紀實
	Protecting Biodiversity by Eating 
	– Record of Satoyama Food Festival 
	向麗容、陳昱卉 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
	王冠珉 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
	Shiang, Li-Rong、Chen, Yu-Hui
	Wang, Kuan-Min Museum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女王頭與蕈狀石的成因
	The Origin of the Queen’ Head and Pedestal Rocks
	洪奕星 張英如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地球科學研究所
	Hong, Eason Ying-Ju Chang Institute of Geo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來自遠古大陸的聲音─「大師：澳大利亞原住民樹皮畫特展」
	教育活動紀實 
	The Voices from the Ancient Land –“Old Master: Australia’s Great Bark Artist” Special Exhibition Educational Activities
	黃冠龍 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

	發現臺灣 戲劇導覽
	Dramatic Guided Tour of the Permanent Exhibition “Discovering Taiwan”
	郭元興 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

	從創作中發現博物館經驗：
	「微化石觀察家」教育活動
	Microfossils Adventures: Children’s Museum Experience in Creating Artwork
	游琇媛 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

	2019國立臺灣博物館
	志工服務隊招募與
	培訓紀實
	Outreach Recruitment and Training for National Taiwan Museum and Volunteers
	陳信鈞 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

	從老照片看臺北（Ⅴ）
	The Beauty of Old Taipei（Ⅴ）
	凌宗魁 
	Lin, Tzung-Kuei 


	藥材中的生物學（二）
	─路邊小草篇
	Biology of Chinese Medicine (2)
	—Herbs on the Roadside
	許毓純 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組
	Hsu, Yu-Chwen Research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新港社物價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