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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數位互動展覽之策展及 圖書館數位互動展覽之策展及 
布建實務初探布建實務初探

吳紹群

國立故宮博物院教育展資處副研究員兼科長

一、緒論

近年來，圖書館興起了辦理展覽的風潮，圖書館也由過去以紙本資料

為基礎的服務、進步到以電子資源和數位化服務為營運主軸、更演變成為

社區和校園中的複合式生活空間（梁鴻栩，2019）。讀者進入圖書館除了

取得資訊以外，也可以在其中進行休憩、育樂、藝術欣賞、學習等活動；

因此，許多圖書館都開始重視展覽業務的規劃和推展，包括公共圖書館、

大學圖書館都開始推動各種特殊主題的圖書展覽、特藏展覽、作品展覽、

科學展等等（吳彩鳳、梁鴻栩，2015；梁鴻栩，2019）。

雖然圖書館界對展覽服務的重視程度日益提高，但不可諱言，除了

少數特藏圖書館以外，大多數圖書館除了印刷的出版品，並沒有長期收

藏大量多元的實體物件可以不斷展出；而圖書館人力有限，缺少專責且

受過策展訓練的館員辦理展覽業務（Williams, 2011），加上圖書館的

展覽空間在恆溫恆溼、安全管制、保險等條件上仍較不適合借展珍貴的

文物，在此情形下，圖書館與外部機構合作、導入數位體驗和互動性展

覽，就成為當今圖書館推動展覽服務、拉近與讀者距離、提高與讀者互

動的合理發展方向。本文即以2019年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以下簡稱國

資圖）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合作策劃之「水不在深：故宮數位文獻特展」



4

為例，分析博物館如何與圖書館合作、在公共圖書館辦理數位互動展

覽，並分析其策展及布建過程之特點，以期能作為圖書館同仁在未來規

劃、導入數位互動展覽上的參考。

二、圖書館展覽的發展與型態

展覽的主要目的，除了吸引觀者的注意之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經

由展覽達到教育目的、提供觀者經由觀展進行學習。而在展覽進行的形

式上，無論是實體形式的展覽、線上的虛擬展覽，展覽都是一種和觀眾

溝通的過程（周功鑫，2001）。更具體來說，並不是將作品掛在牆上、

或是將文物放在展櫃中擺放便可以稱之為展覽，展覽必需要有其意義、

目的，做到觀念與敘述並陳，始有實質意義（黃光男，2006）。因此，

除了被展出的物件之外，策展的研究人員、策展理念等如何被有效組織

並和目的扣合，對於展覽的發展也很重要。

雖然和博物館相比，圖書館較缺乏珍貴的文物或人類文化遺留物，

但圖書館展覽經由良好的規劃，同樣可以達到具有教育性和發揮溝通效

果等目的。畢竟圖書館展覽同樣包含了資訊、觀眾、物件、空間等展

覽等必要元素，且圖書館和博物館一樣也需要經由展覽將收藏物或概

念呈現給觀眾；圖書館也可以經由議題的共鳴、關注社會或文化上的

各種議題並提出其內容上的關聯和意義等策展手段，創造良好的展覽

（Williams, 2011）。一般來說，博物館辦理展覽，通常有以下幾方面

的目的：

1. 教育目的：教育是展覽的主要目標，圖書館經由展覽，可刺激讀者

認識特定主題的館藏、圖書館也可以利用展覽，達到讓讀者認識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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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議題內容的目的（Williams, 2011），同時圖書館經由對特定主題

組織材料形成展覽，配合特定的推廣活動（如工作坊），可以將原

本靜態的材料轉變成教學工具（Dutka, Hayes & Parnell, 2002），

成為觀眾學習和成長經驗中的一部份。

2. 行銷目的：在目前大多數有關圖書館展覽的探討中，關於展覽活動

能對圖書館產生的效益，大多集中於行銷面。許多專家學者均認

為，好的圖書館展覽，能夠讓原本在圖書館中被動等待讀者借閱

的材料、轉化為展覽中能讓參觀者思考或發現的展件，並讓更多

人認識圖書館和典藏、提升對圖書館的正面形象、建立和社區的

關係、打造圖書館品牌、在母機構中的文化識別度、創造話題（梁

鴻栩，2019；Dutka, Hayes & Parnell, 2002； Swanick, Rankin & 

Reinhart, 2015）。

3. 刺激使用：有關圖書館展覽的辦理目的，另一較常見的目的，即是

期望以展覽活動滿足使用者在休閒和育樂上的需求，並進而吸引讀

者進館、提高借閱率、增加註冊為新讀者人數、或讓較少或不易為

人所知的館藏能經由展覽曝光（梁鴻栩，2019；Swanick, Rankin & 

Reinhart, 2015；Williams, 2011）。

4. 多元服務：隨著圖書館的功能和任務日漸多元化、貼近所服務的社

區，圖書館已不能只滿足讀者的資訊需求。近來許多圖書館都會因

應特定的社會現象或議題辦理展覽、或應用展覽推廣圖書館母機構

的特定資源或服務、將圖書館空間以展覽方式活化利用、或利用圖

書館展覽作為呈現大學校內師生作品的場域，圖書館的展覽服務已

成為圖書館多元讀者服務工作中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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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術推廣：對於部份藝術或特藏圖書館而言，就如同博物館一般，

策展本身就是一種研究工作型態。因此也有人認為，策展成果也可

以視負責策展的研究館員的研究成果、代表了館員在特定研究議題

上的研究成果展現（Dutka, Hayes & Parnell, 2002）。

而在圖書館展覽的型態上，目前常見的圖書館展覽型態，包括了主

題性的圖書展覽、藝術展、科學展、古籍特藏展、師生作品或成果展、

攝影展等等。此外，若以載體形式而論，則可以分為實體展覽和線上展

覽；若以空間而論，則可以分為應用圖書館各廳室入口/廊道/書庫空間等

所辦理的展覽、或是在圖書館中建立專業的展覽空間並辦理經專業規劃

的展覽。此外，隨著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和人機互動功能的提升，近來

圖書館展覽業務的探討上，也開始有不少人認為，圖書館在展覽上應該

要多利用數位媒材來加強對展覽內容的呈現和說明、提升讀者和館方的

互動（Swanick, Rankin & Reinhart, 2015；梁鴻栩，2019），也是提升

展覽效能的重要方法；故可以預期的，未來圖書館展覽將會逐漸導入更

多的數位體驗或數位互動機制、甚至辦理以數位互動為主體的展覽。

三、圖書館數位互動展覽實例

由於資訊科技的進步以及現代人日益習慣於以數位形式吸收、理

解訊息，圖書館的展覽服務未來勢必導入更多的數位互動成份。國資圖

有鑑於此，於2019年和故宮合作，辦理了「水不在深：故宮數位文獻

特展」，以數位形式，在國資圖的一、二樓公共空間舉辦一場以介紹故

宮典藏之善本書及檔案為主題、並扣合中部地方發展史的數位互動展。

以下便由策展主題發想、空間規劃、施工特性、以及導覽維運等四個層

面，介紹該次數位互動展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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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策展主題發想

由於故宮為一藝術歷史類博物館，較知名的藏品多為藝術性

的，較不易和國資圖的圖書館調性相結合。故而在策展階段時，雙

方就如何策劃符合雙方特性的展覽內容，進行詳細討論。經過討

論，決定選擇故宮所收藏的善本類圖書「龍藏經」沈浸式互動裝置

及AR裝置、以及記載清代閩浙總督來臺視察水沙連（今日月潭）之

視察記錄為主要內容之檔案文書為基礎所開發之互動裝置等二大類

內容進行展出，一方面可展現故宮平時較不易為人所知的善本及檔

案類收藏，另一方面也可以和圖書館具有收藏善本和檔案的功能特

性相呼應、並扣合國資圖所在中部地區的開發史以顯示地方特色。

圖1為展出之「龍藏經」沈浸式互動裝置、圖2為介紹龍藏經圖像特

色的AR裝置、圖3為水沙連3D列印互動光雕作品、圖4為清代閩浙總

督視察水沙連之古道環景VR操作圖。

圖1 「龍藏經」沈浸式互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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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介紹「龍藏經」佛像之AR裝置

圖3 水沙連光雕3D列印互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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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間規劃

由於國資圖預定之展示空間有二大區域，分別為一樓入口處格

局較為方正且挑高較高之展示區，但缺點是面積略小；另一展示空

間為二樓之展覽區，形狀為長方形，為一典型藝文展示場所，但缺

點是高度較矮。經過考量故宮數位互動裝置之安裝需求，加上本次

展覽之主題為介紹故宮之善本古籍及為檔案二類文物，故決定將需

要較高挑高、由多臺投影機並聯操作的沈浸式互動劇場「龍藏經」

沈浸式互動裝置安裝於一樓展區，且利用一樓的走道安裝較不占空

間的AR體驗，用走道邊緣以AR介紹「龍藏經」中的佛像，並將一樓

所有與「龍藏經」有關的展件合併為一命名為「善本藝遊」展區，

強調以「龍藏經」為例來介紹故宮的善本館藏；而二樓展區由於高

度較矮，故決定將介紹清代閩浙總督來水沙連視察的奏折檔案之相

關介紹，集中於二樓，以環景VR重現清代閩浙總督視察水沙連之古

圖4 清代閩浙總督視察水沙連之古道環景VR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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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並將清代閩浙總督在水沙連一帶視察路線之地形以GIS數據建立

3D模型，並予以3D列印出來，再將地貌植被及閩浙總督的視察路線

等訊息以光雕方式投影在3D列印模型上，方便觀眾以最直觀的方式

了解在故宮檔案中是如何記載閩浙總督視察路線的。二樓的展區被

命名為「檔案行旅」，希望以清代閩浙總督在水沙連視察的旅程為

例，呈現檔案的豐富內容和價值。本次展覽在空間和主題的配置

上，以表1整理呈現，另本次展覽之主視覺如圖5所示。

圖5 展覽主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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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展覽空間和主題的配置

展覽主題分區 空間配置 數位互動裝置

善本藝遊
國資圖一樓大廳

互動劇場「龍藏經」沈浸式

互動裝置

國資圖一樓走道 「龍藏經」AR裝置及影片電視

檔案行旅 圖資圖二樓展覽區

水沙連古道360VR
水沙連3D列印光雕
檔案互動區

水沙連影片、複製地圖、觸

控電視等

3. 施工特性

數位互動展示，需要因應所採用的技術不同，在施工上採用不

同的作法和調度因應。首先，數位展示或互動裝置，除了少數自發

亮度足夠（如電視）可以不考慮光線問題以外，大部份的數位展件

都需要遮光或較暗的場所展示。因此，在一樓互動劇場「龍藏經」

沈浸式互動裝置便以木板進行全週遮光，以利投影機能製造出最佳

的光影效果；另外，互動展件多需要預留民眾操作互動的空間，但

由於圖書館的展覽空間大多有限，因此可以利用走道等空間，放置

諸如AR或電視之類較不占用空間的數位裝置，本次展覽在國資圖的

走道便應用於擺放AR檯座及電視、展覽分說等，頗能收空間利用之

效。此外，數位互動展由於應用大量的投影機、電腦、電視、VR/

AR裝置等等，其用電量遠大於一般展覽，而圖書館往往在各個館舍

區域並無法負載太高的用電量，因此策展單位必需在規劃階段就計

算好用電負載，及早考量是否需要由其它電源供電處另牽電線以保

障用電。以本次國資圖與故宮之合作展為例，使用之設備包括20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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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之高階雷射投影機、8座以上之AR裝置、8座以上之高階展演

用主機、以及多組之VR及電視等等，用電量為一般展覽的數倍；因

此，圖書館若要發展數位展示，必需先評估展覽預定使用空間電力

負載是否足夠、插座配置是否夠多等等，並預為補強。

4. 導覽維運

數位互動展與一般展覽不同之處，在於平日維運與服務推廣較

為複雜，圖書館需要及早規劃因應。由於圖書館的導覽制度大多不

如博物館嚴密，而數位互動展的導覽除了要向觀眾介紹內容以外，

也要介紹如何操作數位裝置，因此也需要更長時間的訓練，以本次

國資圖和故宮合作展覽為例，為了使國資圖的導覽人員、導覽志工

可以更了解展覽內容並熟悉數位裝置之操作，特別提早進行內容的

教育訓練，同時在數位裝置已初步安裝調校好後，也特別在開展前

預留時間供導覽員和志工走場以熟悉數位裝置的操作。至於在維運

上，數位互動展在維運上需要預留大量的零附件及耗材，例如投影

機在長達數個月的展期中，燈泡及濾網即為典型的消耗品，而VR的

接觸面墊片也需要隨時更換消毒，同時維運也是需要人力的，需要

有人員懂得如何排除數位裝置的故障情形，一旦遇到故障可以作簡

單的故障排除，以保障展覽可以順利展出，只有在較嚴重的狀況出

現時才呼叫原開發廠商前來維修。

四、結論與建議

故宮為一典型的藝術類博物館，原本和國資圖之類的大型圖書館在

典藏和任務上並無太多相通之處。幸而故宮和一般美術館不同之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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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收藏有大量的善本和檔案，而圖書館也負有收藏善本和檔案等特藏的

任務，於是遂有了由故宮所收藏的善本和檔案文獻之數位裝置出發、和

國資圖的圖書館收藏任務緊密扣合、並呼應中部地區的開發史的展覽策

劃。本文以故宮和國資圖於2019年合作辦理之「水不在深：故宮數位

文獻特展」為例，介紹圖書館如何導入數位互動展覽，並由策展主題發

想、空間規劃、施工特性、以及導覽維運等四個層面深入說明，以作為

圖書館員未來規劃的參考。

由於圖書館最主要的館藏仍以出版品為主，本身並無收藏具有文

化上或藝術上具獨一性的典藏物，使得大部份的圖書館展覽仍以主題書

展或提供空間邀請外部團隊進駐展覽等型態較為常見。正如本文先前所

提及有關展覽目的之論述，目前許多圖書館於新書展示區所辦理的各種

主題書展、或應用額外空間邀請當地民間藝師展出作品、或展出校內師

生作品等展覽，在性質上其實較接近陳列而非展覽，故在教育性和深

度上，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然而，由於圖書館不可能有足夠的專責

人力負責展覽業務，加上傳統圖書資訊學教育中缺乏策展方面的訓練

（Williams, 2011），圖書館亦難以投入足夠多的資源優化展覽業務，

使得圖書館往往不易提升展覽深度。而數位互動展覽技術的成熟，正好

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讓圖書館得以應用數位媒材發展可吸引觀眾、

且較易於發展內容的展覽，對於提升圖書館展覽業務的多樣性、內容深

度、吸引力、教育效果等，數位互動展覽都可以作為新的方便法門。期

望本文對公共資訊圖書館與故宮所合作數位展案例之介紹，可以作為圖

書館界在導入數位互動展覽上的案例、並視為圖書館與博物館合作的範

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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