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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觀點，並據以回顧博物館歷

史，加以形塑今日我們所知的

臺灣自然世界及人文風貌。在

本展採用後設的命題與布局

中，戲劇導覽意欲在虛實情境

的交織中詮釋策展理念，引導

觀眾解讀及觀想展覽的多元

面向。

戲劇導覽現場

本次計畫再次以展場作為場地，在劇情推移、時序演

進之中，隨之轉換演出位置或面向，以回應展示內容，

並運用幽暗的展場空間特質，營造氛圍並凝聚注意力。

然而，這樣亦使觀眾須隨之移動，每一場次參與人數便

無法太多，活動前讓民眾可預先在網路報名，以服務有

意觀賞者。然而，活動期間有不少現場觀眾是在展場中

與戲劇導覽不期而遇的，這些中途加入活動的觀眾，許

多都一路跟隨導覽動線到最後，帶給所有導覽員
2
另類的肯定。

故事之初，時序回到地理大發現的年代，探險者們遠渡重洋，前進西方文明版圖

以外的領域，踏尋新奇發現，到了十九世紀末，更有一群走入臺灣山林的博物學學

者，擁抱未知的環境，透過調查採集認識臺灣。導覽者手持著黑長尾雉的美麗羽毛，

講述英國鳥類採集家由這樣稀少的證據注意到這個神祕生物，繼而被發表命名的傳

奇歷史。接著，隨著劇情中博物學家進入更多地方踏查，導覽員陸續與觀眾展開各

活動發想

戲劇是一項跨域共創的表演藝術，具有許多創造變化的可

能性，能應用於各種場域，亦常見博物館作為教育活動媒

介，創造豐富的參觀經驗。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便曾在2009年「太陽

之子~當神話傳說遇上排灣族」特展，運用杖頭偶戲回溯再現神話起源，以及排灣

族先民和自然相生相息的生命智慧；在南門園區開園時，陸續在2014年至2015年

推出「重返南門 實境導覽」、「消失的聖物」實境解謎等活動，透過戲劇手法，探究樟

腦的用途及產業興衰，創造具趣味的博物館活動。

「發現臺灣」常設展
1
回溯臺博館創館以來調查採集的傳統，透過367件標本或文

物，重塑百年來臺灣博物學發展。在策劃教育推廣活動上，考量常設展因展期較

長，因此傾向採取具擴散效應的策略，可常態辦理的形式進行。2018年推出「發現

臺灣小劇場」，使觀眾除了在聆聽解說之外，透過扮演博物學家的「現身說法」，在

劇中呈現時代脈絡，更容易使

觀眾了解策展理念，理解蒐藏

品的意義。2019年「發現臺灣 

戲劇導覽」即基於前述活動所

收之迴響而進一步發展。

「發現臺灣」常設展中豐富的

展品，反映了博物館廣泛採集

標本，作為物種的代表之傳統。

該展又進一步揭露物件背後的

故事，來討論這些典藏品經由

採集調查而進入博物館之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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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o, Yang-Sing Educa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戲劇導覽在開放的展場運用引導互動，展現導覽員與觀眾間的連結
（呂錦瀚 攝）

森丑之助面臨的掙扎在戲劇導覽中具體表現─應該守諾進行著作，或是替原住民們爭取生活呢？（呂錦瀚 攝）	

本次計畫招募跨世代的種籽學員，在培訓以來緊密陪伴，共同成長學習

在角色的對話之間，戲劇導覽為展覽平添一份情感（呂錦瀚 攝）

1	展覽全名「發現臺灣-重訪臺灣博物學與博物學家的年代」。
2	 在本次戲劇導覽的導覽成員，其中有些會入戲成為劇情角色，有些導覽員任務則是承擔解說、互動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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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互動─在部落裡教唱泰雅族迎賓歌、主持一場「臺灣

博物學會」所舉辦之採集旅行，又或進入了博物學家欲

調停原住民與當局衝突之境，請觀眾在兩難困境選立場。

在活動現場中，也可見幾位年紀較小的觀眾，仍能長時間投入於劇情中，對互動

情節更是踴躍參與。有幾幕中，導覽員展開互動的橋段，邀請觀眾唸出道具圖卡或

文件內容的環節，卻看到孩子們即使還不太認得字，仍熱情的想朗讀互動，顯見戲

劇導覽帶來的感染力。

由於展場布置已然細緻，戲劇導覽之道具、服裝設計化繁為簡，盡量以簡化、象

徵的原則設計製作；惟劇情中也觸及博物學家進入部落進行調查時，與原住民往

來的見聞。2015年《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頒布實施，雖此次歌曲、服

飾等內容不涉公告專用內容，為尊重原住民文化傳統智慧創作，在原住民生活道

具的製作上，委託大安部落的工藝坊，照部族傳統式樣製作了服裝、配飾及藤籃。

戲劇導覽進入尾聲，劇情亦回應了策展的提問，導覽員鼓勵觀眾，將跨越整個展

間後的記憶與觸動，動筆寄於蝴蝶

造型卡片，除了採集文字的回饋，

也提示觀眾重訪「發現臺灣」展覽，

發現臺灣美麗風貌，回到過去，想

像未來的樣貌。

種籽學員徵選與養成

雖然專業演員可快速地承接角色

及劇情，但本次計畫公開徵選學員，

採取招募志願演出者的方式進行，

開放讓本館志工、退休者及高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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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員邀請觀眾在卡片上表
達意見，觸發其在體驗歷史洪
流後思考回饋（呂錦瀚 攝） 
 

在展場中如何營造一片汪洋？舞動一大片布作為象徵（呂錦瀚 攝） 擔任導覽員的種籽學員，有些會入戲成為角色，有些則是承擔解說、互動的環
節（呂錦瀚 攝）

進入展場排練，導演逐一調整各段落走位、臺詞，呈現連貫的情境	 	
上學生報名徵選。

不同年齡層的人

們，各懷著不同

的生命經歷，對

於事物的觀感難

免不盡相同，在

此次戲劇導覽計

畫中，學員們在

其中共同學習成

長、也在合作搭

檔的過程，擁有真實的交會。招募對象的規畫，除了考量培訓後，排練、演出排班

上的配合度，也企圖探問場域作為社交及教育之可能性，推動與創造跨世代活動

參與、互動交流的機會。

計畫中透過開設培訓工作坊，在4個全天中，以展覽知識、表演能力及戲劇教育

之主題培力學員，為了搭建穩固且連貫的學習歷程，特別誌謝總策畫陳韻文副教

授、陳怡庭編劇、蔡櫻茹導演，在工作坊期間互相觀

課紀錄，並構思主題之間的呼應及融合，在不算長的

培訓時間，打下種籽學員對展覽詮釋及表演紮實的基

礎。

博物館結合戲劇與導覽，有許多可能的輪廓，在演出

之前，劇組及種籽學員對「發現臺灣 戲劇導覽」各有不

同的想像，在探尋的經驗拼湊及共創過程後，生長出完

整而帶有美感的姿態，能夠真實地貼近觀眾，產生獨一

無二的心靈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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