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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博物館面臨到高齡社會的到來，肩負文化平權的社會責任，也因應觀

眾多元的需要，更需提供適於參觀的友善環境。近年來由於博物館的中高齡觀眾

有逐漸增多的趨勢，他們在觀看上常常遭遇許多阻礙，例如：標示不清、說明文

字字型太小、字體不易閱讀等。因此，中高齡觀眾一旦走入展覽場，就必須面對

視覺辨識度不佳的窘境，更造成他們在參觀展覽時，缺乏良好的視覺環境。 

故此，各國博物館在展示設計上，漸有運用通用設計的概念，打造無障礙

的環境，以符合現今多元觀眾的需要；從進一步檢視文獻中發現，以通用設計為

原則的觀眾研究相當的不足，難以透過觀眾來驗證運用通用設計在博物館展示的

成效。 

本研究先瞭解國內外博物館的現況，再以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進行研究對象

的調查，運用 PPP「通用設計達成度評價法」（Product Performance Program）為

評量架構，進行修正並建立評量指標。從現況調查過程中，瞭解國內外博物館展

示現況與服務運用評量指標進行對照；評量指標用來檢視中高齡觀眾於博物館展

示環境的視覺適切性，瞭解他們參觀展覽的視覺需求，並驗證展示設計人員的設

計規劃理念，分析兩者在通用設計原則下的實際狀況。並探究中高齡觀眾在參觀

展示中，展示環境對於觀眾視覺的影響狀況，進一步藉由案例調查博物館展示環

境視覺適切性之驗證。冀望提供博物館從業人員，未來進行展示之觀眾研究的參

考，並有助於建立未來中高齡觀眾，在參觀博物館時提供無障礙視覺設計之方

向。 

 

關鍵字：通用設計、博物館展示、中高齡觀眾、觀眾研究 

  



II 

 

Abstract 

Museums in Taiwan have not only faced the coming of aging society, but also 

undertake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cultural equality. Todays, visitors have diverse 

needs, museums should offer visitors with a more friendly environ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s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visitors are gradually increasing in 

museums. They often have difficulty in seeing, for examples: directions of signs are 

not clear for them, texts of labels are too small, readability of fonts is not easy, to 

name but just a few. When th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visitors visit the gallery, their 

visual recognition is not as good as young visitors. So it’s hard for them to get better 

visual environments in the exhibition. 

Nowadays, exhibition design is gradually using universal design, and tries to 

create an accessibile environment to meet the needs of all visitors in the museum. 

However, it’s hard to find visitor studies based on universial design, and hardly testify 

the effects of universial design in museum exhibitions, either. 

This research conducted the survey at the Fo Guang Shan Buddha Memorial 

Center, use PPP（Product Performance Program）as a evaluation framework to revise 

and establish evaluation indexs. It also reviews four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museums to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present situation. In the process of evaluation, 

the author used evaluation indexs to make a contrast in knowing the exhibition and 

service of museums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aims to know the effects of evaluation 

indexes with museum and vistiors, and appropriateness of evaluation indexes. 

Evaluation indexes are used to exam th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visitors’ visual 

appropriateness in museum exhibitions, and find the needs of visiting visitors’ sight- 

sense, with comparison to know the conception of exhibition designers. Also,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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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nvestigated th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visitors’ visual perception in the 

exhibition through comparison with a case to know their visual appropriateness in 

museum exhibition halls. It is the hope to provide museum professionals with a case 

of visitor studies in museum exhibition, and also help museums to establish an 

orientation of visual design for th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visitors. 

Key Word: Universal Design, Museum Exhibition, th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Visitors, Visito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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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993 年開始，臺灣的高齡人口已超過總人口比率 7%成為高齡化社會，預計

將於 2018 年超過 14%及 2025 年將再超過 20%，分別邁入高齡社會及超高齡社會

（國際發展委員會，2014）。在人口統計上截止至 2014 年 6 月底，目前總人口

為 2,339 萬人，65 歲以上者占 11.75％，也顯示出高齡人口有快速增加的現象（內

政部統計處，2014）。2009 年施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1」，而在公約中所提及「參與社會文化的權利」，即是博

物館所肩負的社會責任中的一項─「文化平權」。 

如今博物館面臨高齡社會的到來，以及文化平權的社會責任，更因應多元觀

眾的需求，改善軟、硬體設施，提供適於所有人的友善環境，使觀眾可以有舒適

的參觀品質，參與文化的權利與機會平等，進一步拉近大眾與博物館之間的距離。

也就是，博物館盡責於人性關懷與環境需求的改善，在空間環境的改善上，不僅

使身心不便者能自行進出，更盡可能地讓所有的觀眾也都能在博物館中來去自如

地參觀。然而，從當下各國博物館的公共空間觀之，雖美其名已改善為無障礙空

間，可是事實上，多數的觀眾仍會發現博物館的空間之中，還是存在著許多的障

礙，且影響參觀，無法達到良好的觀賞品質，這些可以從中高齡觀眾參觀展覽的

現象中，發現一些問題，例如：博物館參觀時，會有視覺辨識度與理解度的不足，

以及體力不佳的情形等。以下整理相關中高齡觀眾參觀博物館之背景緣由與參觀

情形，以詳加陳述之： 

由於現今的醫療進步，人的壽命相對延長，社會福利也越趨完善，中高齡者

                                                      
1
 本施行法第一條載明為實施聯合國 1966 年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合稱兩公約），健全我國人權保障體系，特制定本法。 

檢自：法務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網站：

http://www.humanrights.moj.gov.tw/mp200.html。瀏覽日期：2015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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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活規劃甚為重視，特別是終身學習與觀光休閒的參與頻繁，讓越來越多中高

齡者願意參與藝文活動，尤其高齡者進入博物館比率也相較以往明顯增加。但往

往高齡觀眾在進行參觀時，時常會產生不便情況，可能會需要輪椅、拐杖、老花

眼鏡等輔具，方能達到移動上的便利性及視覺的舒適性等，甚至因老化的關係使

視覺上的辨識度變差，無法正常觀看一般字體或清楚地分辨形貌等現象。而這樣

的情形在中齡觀眾也曾發現到，約略 40歲左右的中齡觀眾正處於身體功能退化

開始最顯著的年齡區間，此時是對心理衝擊最大的時刻（黃富順，1992：25）。

較常見的即是在視覺功能退化的部分，主要在於視覺是人最主要依賴的感覺器官，

所以影響最深（John C. Cavanaug，徐俊冕譯，1997：129）。他們也是下一個

即將邁向高齡的主要觀眾群，因此對於中高齡觀眾於博物館參觀情況更值得博物

館留意，也是筆者對此議題產生興趣的重要因素。 

中高齡觀眾已有部分生理機能退化，如視聽力老化等問題，博物館應適時提

供所需的視聽輔具進行參觀或活動學習（張英彥，2012：75）。在展場中所進行

的「視覺」觀看，是高齡觀眾於展場參觀時，會立即面臨參觀不便的情況（楊朝

棟，2006：61）。高齡觀眾參觀時，會因展場說明牌的位置、高度、文字及新科

技等狀況，時常無法看清楚或理解互動設備的使用或操作，或因體力不佳無法長

時間的進行全場的參觀。這些正反映出展場環境對於高齡的視覺、體力都有諸多

限制。因此，大多會依賴家人的協助，以照護者身分陪同一起參觀博物館，他們

雖然不會急需專人協助或是特殊性的參觀支援，但伴隨高齡社會的來臨，已越來

越顯見於博物館之中。這也顯示，博物館在觀眾服務上也許還未能設想周全，讓

展示提供更舒適且適合參觀者觀看的視覺環境，滿足中高齡者參觀時所需的協助

與服務，得以讓他們樂於前往博物館參觀。 

因此，筆者藉由大學設計科系背景與研究所所學，試圖將通用設計之觀點與

博物館展示學理進行探討，期望有助於改善中高齡觀眾進入博物館參觀的視覺環

境與障礙。近年來，儘管在博物館之中也慢慢地能夠看到展示運用通用設計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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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2
─「公平性」、「靈活性」、「簡單直觀性」、「信息可知性」、「容錯

性」、「省力」、「易達性」，廣泛的思考觀眾各個使用層面，但因現有文獻對

於此一原則運用在博物館觀眾研究上的不足，還無法確實瞭解博物館展示在通用

設計原則運用下的達成度，以及觀眾參觀展覽後所反應的情況。 

因而本研究將以 PPP 為調查基礎以進行觀眾研究，主要是因此一標準是調查

通用設計原則的達成度情形，運用 PPP 修整為適於此次的調查原則，希望藉由此

研究能夠進一步瞭解中高齡觀眾於展場參觀時，視覺環境對觀眾參觀展覽的影響

情況；以及現今博物館展示設計人員對中高齡觀眾如何提出有效的設計概念，對

應通用設計原則於展場視覺環境的調查，又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從這兩方面的

結果分析著手，冀望在未來展示更新或新展覽籌備上，提供有效的參考助益，以

及探究通用設計應用於博物館展示之可行性。 

  

                                                      
2
 通用設計七大原則內容，請參考「名詞解釋」第 6 頁與「文獻探討」第 36 頁。 



4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通用設計原則對於中高齡觀眾於展覽環境進行探討，中高齡觀眾是

人體功能處於退化過程較為明顯的一群人。最常見是在視覺退化的功能（John C. 

Cavanaug，徐俊冕譯，1997：129）。藉由調查中高齡觀眾於展場參觀中的視覺

相關環境要素並進行檢視，得以完整瞭解因視覺所產生的感受或需求。例如：是

否可以正常觀看一般字體，是否可以清楚地辨識展示場的動線標示，甚至於是否

理解展示說明文字的內容等感受程度。並藉由文獻資料之爬梳，整理出視覺辨識

對觀眾參觀環境的影響，以及通用設計概念運用在博物館展示設計之關聯性與可

行性，期能對通用設計概念運用在博物館展示有更清楚的認識。 

因此，本研究將以新成立的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為例，以現今博物館展示設計

概念與中高齡觀眾參觀展覽的需求面向進行檢視與分析，期能探究出符合現今中

高齡觀眾參觀展覽需求之視覺環境的方向。得以歸納出本研究之目的，條列如

下： 

一、 探究中高齡觀眾在參觀展示中，展示環境對於觀眾視覺的影響狀況。 

二、 透過國內外博物館案例調查，歸納整理通用設計應用於博物館展示之視覺

因素。 

三、 以 PPP「通用設計達成度評價法」（Product Performance Program）為基礎，

藉由案例調查進行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切性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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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本研究對象以年滿 45 歲以上中高齡觀眾3進行研究調查。依照行政院主計處

統計分類，以 45-54 為中年，55-64為高年，65歲以上為老年（行政院主計處網

站，2011）。就業服務法第二條第四款規定，所謂中高齡者係指年滿 45歲至 65

歲之國民（勞動部，2013）。筆者採以綜合上述標準為中老年人的定義，以法令

規範 45 歲以上為中年之開始，65 歲以上為老年，將以 45 歲以上的中高齡者為其

基準。 

以通用設計七大原則為方向，探究博物館展示設計運用之概況與可行性，研

究範圍將以現況調查以及透過個案分析深入探討，個案以 2011 年底落成開館之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佛教地宮還原常設展為例。 

另一方面，也由於本研究目的與範圍設置的關係，造成研究執行與成果有些

許限制，因此歸納如下： 

一、 於第四章所述四個案例之展示現況，僅能藉由網路資料、文獻的蒐集，以

及現場觀察的結果，將所獲得的資料進行歸納與整理，從中整理適於中高

齡觀眾在視覺觀看，有關博物館展示設施與服務之項目。 

二、 因人力、時間的關係，現階段僅能進行中高齡觀眾年齡層於展場參觀時的

觀眾評量結果。 

三、 以新成立博物館之展示環境進行調查，因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為宗教博物館，

與一般的博物館屬性較為不同，可能部分論點受其屬性限制，較無法類推

於所有博物館之中。 

  

                                                      
3
更多相關於中高齡觀眾定義，請參考「名詞解釋」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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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 展示環境 

博物館中的展示環境是提供了博物館與觀眾、觀眾與展品、觀眾與觀

眾之間的溝通場域（communication field）（呂理政，1999：129）。本

研究將以博物館的展示環境為主軸，著眼於展示計畫所需要思考的四個基

本課題以進行瞭解：「觀眾」、「空間」、「展品」與「主題」（呂理政，

1999：14）。由認識觀眾屬性、特質，以及在空間中參觀時需考量的人體

工學，涉及到觀眾在觀看的高度、距離、光線，以及故事線、物件等的安

排，給予觀眾視覺傳達各種溝通的資訊，皆為本研究所述之展示環境的內

容。 

二、 視覺適切性 

人類在觀看時，處於清晰可見、自然舒適，感到安全且無障礙的狀態。

「適切」意為適當（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1994）。官政能也提出對照

產品設計活動的層面下，引用「適切」的意涵：所謂「適切」必是經由多

種客觀層面與因素之交互運作，在相互影響、需索、取正的力量向度之間，

透過主體經驗之參與、理解與轉化方得促成創作演化，進而朝向融合的過

程與結果（官政能，1995：238）。 

本研究在於探究觀眾於博物館展示環境中，在視覺感官可以感受良好

的程度，其中不包含其他感官體驗的感受範圍。 

三、 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 

通用設計英文為 Universal Design，簡稱 UD。通用設計是一種概念，能

夠適用於人一生的各種階段，並非針對特定族群來使用，是不分性別、年

齡與能力，適合所有人方便使用的設計，便是今日所稱之的通用設計（曹

永慶，2010：2-1）。從通用設計所述七大原則「平等的使用」（Equitable Use）、

「具通融性的使用」（Flexibility in Use）、「簡單易懂的操作設計」（S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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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tuitive Use）、「迅速理解必要的資訊」（Perceptible Information）、「容

錯的設計考量」（Tolerance for Error）、「降低身體的負擔」（Low Physical 

Effort）、「規劃合理的尺寸與空間」（Size and Space for Approach and Use），

文意簡述清楚、易於掌握、意寓深遠，不但利於設計人員掌握原則，而且

更設想到使用者的考量，如今這樣的概念已廣泛地涉入到各種設計領域，

並產生出許多符合通用設計概念的產品與環境。 

四、 視覺環境 

人類在觀看下的環境。不包含其他感官對於空間、環境所體驗的感受

範圍，僅以視覺感官所進行的觀看，對於週遭環境的認識為範疇。林品章

在《設計與視覺環境》中所談到的「視覺環境」，是指透過「設計」的專

業手法，使我們看到之生活中的事物、建築及環境中各種不同色彩與造形

所搭配形成的視覺環境，而能引起美的感受者，我們可以稱這是一個好的

視覺環境（林品章，1992：9）。 

五、 無障礙設計（Barrier Free Design） 

無障礙設計的設計考量，早期是著重於硬體的改善，將老年人、身心

不便者、懷孕婦女、兒童的需求視為特殊，其中更重視於身心不便者的需

求面。1974年聯合國身心障礙者生活環境專家會議報告書中，指稱無障礙

設計是去除身心障礙者在社會生活當中之障礙（曹永慶，2010：4-2）。 

以關懷與福利他人的想法為目的，進行建築環境的改善，像是斜坡道

設計、電梯空間加大與按鍵高低位置的設計，使這些族群可以順利進入各

種公共空間，能夠自主性地參與公眾事務。因而在諸多法令下進行規範，

以保障身心不便者的權益，如：國內 2014 年所施行「制定身心障礙者權利

公約施行法」，即是響應聯合國 2006 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推行，

保障其平等參與的機會。 

六、 可及性設計（Accessible Design） 

是繼無障礙設計概念推行後，在設計考量上逐漸趨於人性與共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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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特定族群所量身打造的設計概念拓展，讓多數人也能使用。儘管還不及

演化至今的通用設計概念的理想，但已然興起比「無障礙設計」更為提升

的概念。可及性（accessibility）包括物理空間、資訊，以及社會活動或

服務等層面，或許能夠透過法令制定來達成，但無障礙環境所提及的可及

性，其設計規劃則較考量於物理空間的層面（Iwarsson and Stahl，2003；

引自邱大昕，2009：34）。 

七、 中高齡觀眾 

人自身體開始衰退的過程，是從中年開始老化，直到老年，是為中老

年期的階段；也因身體機能的減退，生理的改變逐漸轉變為心理的適應，

但每個人的生理與心理狀態並不一致，也同樣影響到人的行為模式。所以

在人生不同階段，並無一個明確的年齡標準來瞭解人的各種階段，僅能以

大略的平均標準來瞭解中老年人，這一群人亦為一般人所指的中高齡者。

而曾文星及徐靜（1999：83、135）文中曾提及：「中年期」為 40幾歲到

60幾歲，心態也因生理、環境變化，開始有意識到初老；「老年期」是 65

歲以上，是人開始進入年老的時候，會因身心功能的衰退，重新調整個人

的家庭或生活（曾文星、徐靜，1999：83、135）。 

為因應社會標準與法令規範，亦明定出年齡標準作為人不同階段的分

界，以利社會生活中依不同人生階段，歸類出不同的族群，而便於政令、

福利或設施服務的推行。如：行政院主計處統計分類，以 45-54為中年，

55-64為高年，65歲以上為老年（行政院主計處網站，2011）。另外在 

尌業服務法第二條第四款規定中亦明確指出：所謂中高齡者係指年滿 45歲

至 65歲之國民（勞動部，2013）。 

因此，筆者採以綜合上述標準為中老年人的定義，以法令規範 45 歲以

上為中年之開始，65 歲以上為老年，將以 45 歲以上的中高齡者為其基準。 

八、 老化 

人自呱呱落地起，成長發展就不會終止，也開始是一種邁向老化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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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老化不單單是生理上的，在心理上也會因時間過程而隨之改變，是一

種持續性且伴隨生理與心理的發展，以及適應社會環境的人生歷程。常說

「人老心不老」的這句諺語，說明人儘管是到達了老化特徵應有的年齡，

但未必能從外在所顯現的生物生理年齡或心理層面來瞭解，因而老化現象

是需要從生理、心理與社會的年齡來加以綜合判斷。老化現象所表現的特

徵，一般從 30-40歲開始有明顯地顯露，時常會因生理變化儼然成為了事

實，心理被迫去接受而感受到嚴重衝擊（黃富順，1992：25）。 

但本研究在針對中高齡者進行施測時，無法對抽樣者進行社會年齡、

心理年齡等判斷，因而仍以生物生理年齡為年齡分界標準。 

九、 視覺老化 

為一般人在正常性的老化過程中，對於視覺上產生的一些改變，而這

些改變開始影響到視覺的正常功能，不僅會對視力產生嚴重影響，看待細

節的辨認能力也變差，例如閱讀時視力不佳感到困難，看電視無法清楚地

辨識畫面的細節等。 

而視覺老化的情形，可從眼睛結構與視網膜兩方面的改變來瞭解，眼

睛的結構改變會開始影響到視覺的正常功能，可能還會引發眼睛的病症，

如：白內障與青光眼；而視網膜改變往往隨年齡增長，而有黃斑變性的增

加情形，或是併發糖尿病等病變（John C. Cavanaugh，徐俊冕譯，1997：

129）。 

十、 視覺辨識 

為視覺在環境下進行判斷有形物體或環境的狀態，例如形貌、光線明

暗、顏色、圖文、人的面孔。人會判斷出形體的方圓、環境是否明亮或晦

暗、對不同顏色會有所區分等概念，是人不斷接收訊息後，轉化成為知識，

不斷地累積而來的。而對於視覺應該是人自開始所接收到的訊息，經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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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系統傳達到腦部，轉化為心理訊息（李溱甯，2004：27），而產生的視

覺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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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視覺辨識度對觀眾參觀環境的影響 

在博物館中展示是多元且複雜的環境，人在透過參觀展示中吸取知識以獲取

經驗，David Dean 提出人對於展示規劃者之間的相互關係，是因人本身尌具有複

雜且難以預測的特性，需要瞭解人的身體、心理和情緒如何運作的知識（David 

Dean，1994：19）。這些知識對博物館展示設計人員來說是很重要的，才能有效

做到吸引並且能夠留住觀眾。 

在人與環境間的資訊傳達過程中，可以發現人的感受和知識的獲得，大都還

是以「視覺」的觀看為主，此乃源自於人在日常生活中，較依賴視覺進行資訊的

接收。而在人的感官中，視覺辨識是知覺認知系統中的一環，可從生理結構、心

理學等面向瞭解，以下將從文獻資料中，進一步整理與歸納有關人類身體、心理、

情緒運作的相關知識。 

一、視知覺與人的訊息處理過程 

人本身是個複雜的個體，具有思想與感受的心智，是一套訊息處理的系統，

並透過訊息的接收至傳遞的過程，最終才會有可能成為知識或經驗，進而建立人

往後的認知判斷與價值。系統處理是一種多工且複雜的模式，這一連串的歷程，

始於感官功能的眼耳鼻舌身，去接受外界事物的刺激，而自然地在人體系統進行

反應，是需要經歷多層階段而完成的。人的訊息處理過程，是經過感覺登錄

（sensory register）、注意（attention）、辨識（recognition）、記憶（memory）

的多階段訊息處理的階段（鄭昭明，2004：13）。 

人的訊息處理過程，也是認知的歷程，可視為一套符號的處理和計算。經由

符號的認識，對人產生意義性的價值，例如：阿嬤在母親節所收到的祝福卡片，

看到所繪製的康乃馨花朵圖樣，不禁想起孩子於母親節當天給予驚喜的佈置場景，

有著難忘而溫馨的感受。這便說明了：人類的認知與思考涉及到「形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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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making）的現象，並附帶個人感受、感覺或情緒，能找出資訊的重點與

特性，化繁為簡地抓取出重點（饒見維，1994：37）。 

其中，訊息傳遞過程的辨認階段，是經由感官傳遞至大腦，對於所傳遞的訊

息進行解釋分析後，所產生的辨認作用，隨後進入知覺過程，其兩者間存有相互

關係。當人在環境中以視覺進行觀看時，能判別出物體各有不同之處，與不同的

意義，也能觀察到物體與空間兩者的相對位置。這是在進行辨認過程中所產生的

知覺分析，最終，人會有所感受或認知到此番狀態的現象。因此，饒見維即將辨

認與知覺兩者之間的關係：辨認是過程，知覺是結果，兩者是一個複雜的雙向過

程；而知覺是由許多個別不同的辨認作用再整合的結果，具有意義性，是受到人

過往已具備的知識與經驗所影響（饒見維，1994：238）。辨認時，僅能以大略

性抓取重點的方式，去瞭解物體與環境，會對物體樣式特徵進行認識再分析，自

然地對其進行歸類與整理，從過往的知識與經驗進行解讀，並會反覆地進行辨認

與知覺作用，加深對物體的認識與瞭解。 

鄭昭明更進一步探討辨認作用，加以討論「物件辨識」（object recognition）

或「形狀辨識」（object recognition），是對於事物所進行的判斷，從有形物

乃至圖形文字的認識作為判斷的基礎（鄭昭明，2004：112）。這也說明了人類

對於外界訊息的接收大都源自於眼睛，當眼睛能透過光成像產生視覺，才能看得

到物件，感知明亮或晦暗，也因此，眼睛成為人類生活中最依賴的感知器官。法

國知名哲學家梅洛龐蒂在研究現象學領域中，曾在「知覺的首要性」中說明，知

覺是親臨事物、真理、價值為我們而構成的那一時刻，喚起認知和行動的任務（楊

大春，2003：61）。他認為，我們應該要回到最初的時間點，在對人的行為所產

生知覺作用，是如何去進行解釋，能有助於重新去思考人與環境間的關係，可以

對當時的現象有另外的解釋與定義。 

表演藝術學者查爾斯‧葛羅伊恩（Charles R.Garoian）則隱喻博物館是一

個公共論述與觀眾個人敘事的表演場域，他認為知覺即是看到（see）所看（look 

at）的事物，透過移情投射在審美情境中領悟感通。透過看到（see）、述說（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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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實作（do），展現了觀眾所看到後的直接感受（劉婉珍，2007：101）。 

當觀眾進入博物館參觀，經由眼睛所見的過程，進行辨識而產生知覺作用，

藉由展示物、圖文版的呈現，提供訊息來刺激感官，轉化成為觀眾的知識或經驗，

甚至經由知覺分析，能感受不同的意義與精神價值，這便是博物館提供觀眾進入

參觀的目的與意義。而博物館展示就是一種與觀眾溝通的媒介，使觀眾能以五感

體驗，真實地去接觸環境空間與展示物件，企圖創造一個不同以往的經驗，這是

無法從書本上獲得的，間接地觀眾也從這樣的體驗中，擁有更豐富的情緒感受

（Chris White，1999：106-107）。 

二、人的視覺辨識度與空間內的光、造形、色彩之關聯性 

前述已提及到，光是影響視覺辨識的關鍵，透過光才能看到環境週遭的事物，

並對事物本身的造型與特徵加以描述與解釋，也才能夠判斷事物的不同，一般較

容易從物體造形來區別，如：形狀、大小、材質或殘缺等形體的概況。這是需要

透過長時間的經歷與學習積累而成，並經由圖像化後所累積的視覺經驗。比如說：

人的知覺作用會將物件的形狀想像成簡潔、規則、對稱的傾向，也常會將沒有意

義的圖形，修正為有意義的圖形（陳俊宏、楊東民，1998：48）。這便是由「形

狀辨識」所延伸，經由歸納整合後讓符號性的意義具體化，形構出大眾可以認知

的概念。 

而通常在描述環境事物的完整，從視覺辨識來說明，不單只是需要導入光線

讓空間產生照明，對物件造形的掌握也需要光的加持，才能瞭解形體的重點產生

記憶。在感知性的強弱上，還需加上色彩來增加其識別性，得以傳遞象徵與意涵，

加深人的感受程度，因此色彩對於人的視覺辨識也是重要的一項因素。 

人的眼睛在辨識能力上可以觀看得非常細微，也能分辨不同之處，賴瓊琦曾

提出：從人類視覺所進行色彩的辨識可達幾百萬色（賴瓊琦，1997：48）。有些

色彩很容易可以吸引人的注意，有些容易辨識，有些則不然。從色彩學中的彩度

及明度的不同，便可發現色彩對人的視覺辨識之影響性。例如：當周圍都是高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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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色彩時，會降低人的注目性，反之則提高。高注目性的配色不一定容易辨識清

楚，通常顏色的辨識程度高，以紅色系列為最佳，而配色方式以明度差異大者為

佳（黃世輝、吳瑞楓，1992: 137）。 

此外，色彩的運用能夠給予人豐富的感受，像是明度高低的色彩會給人有重

量強弱的差異，如：白、黃色等淺色給人感覺較輕；反之，黑色等暗色給人感覺

較重。冷暖色調也會帶給人有冷暖溫度之別，或興奮與沉靜的感受，其他像是進

退距離、大小等感受也會因色彩運用不同而有所差異。而人的感受也會啟發諸多

的聯想，在觀看到紅色會聯想到火紅的太陽，白色會聯想到純潔。這便是因為人

看待色彩會產生許多感受的差異，亦有延伸色彩聯想與意象，或產生心理感受，

像是引起不安的、柔弱的感覺或情緒表現（陳俊宏、楊東民，1998：73-78）。 

綜觀以上分析，可以瞭解從空間內的光線、造形與色彩，才能組構出我們日

常視覺的環境。一般有 80%的資訊是透過人的視覺進行觀看（賴瓊琦，1997：26），

並能感受到各種形色美好的事物。具體來說，在視覺傳達的組構下，圖像與文字

是人們最有效的認知元素，也是視覺傳達中必要的因素。圖像適合主觀性情感表

現與傳達；文字具抽象和客觀性兩種特徵，可傳達一定的意義性，缺乏具象的表

示（陳俊宏、楊東民，1998：172）。也因圖像傳達性較為直接，能讓人有看圖

說故事的直接感官。文字，若論外觀，是造形；但論其意，在於語言的溝通傳達，

在造形上關係到字型、筆畫粗細，以及編排的字距行距，直接影響閱讀上可視性

的難易程度，而語言溝通則與文意程度有關，主要傳達一般人可以接受瞭解的語

意為目的。 

再則，由視覺傳達訊息的空間概念觀之，David Dean 曾提出六項關於展覽的

視覺設計相關要素，分別是：明度（value）、色相（color）、質感（texture）、

均衡（balance）、線條（line）、形狀（shape）（David Dean，1994：32-39）： 

（一） 明度：與視覺的重量感、色料、光線控制有關。 

（二） 色相：需要光源的物理性與人類大腦運作兩者的配合，經由感知器官而

獲得訊息並賦予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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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質感：是事物表面的視覺粗糙度或光滑度。 

（四） 均衡：是視覺重量分配的狀態。 

（五） 線條：給予展覽配置強烈的方向性，乃至含意與空間性。 

（六） 形狀：是包含物理與空間的元素。它是個許多元素的混和物，並形成展

覽配置的內在與外在表面，可以為展覽配置增加更多的視覺趣味。 

上述的六項，對於博物館展覽場內的光線、造形、色彩三個要素有較具體的

分類說明，在執行展示設計時能夠較有效地掌握觀眾視覺上的需求，也有助於觀

眾進行參觀時提供最佳視覺辨識性。一般而言，觀眾進入展覽場會依照現場給予

的指示進行參觀，透過展場佈置感受場域氛圍，經由圖文解說獲得知識，而觀眾

究竟是如何透過這些展示裝置產生視覺訊息，就如耿鳳英在 2011 年〈虛與實─

新世紀的博物館展示趨勢〉文章中提到： 

尌像是持續性的進行感官的誘惑，視覺形成往往從單點開始，在移動中組構

串連成線，最後連結成面的意象。這便涉及到人的情緒、感情等內在因素，還有

外在環境的形與色等因素，尌如同從感官刺激下去區分色彩、燈光、聲音、觸覺，

這些因素之間存在著緊密又相互影響的關係（耿鳳英，2011：386）。 

所以從瞭解觀眾參觀博物館展覽場的視點與感受得知，展覽場的空間環境是

相當重要關鍵因素，其中以展覽場的光線、造型與色彩三項因素，是對於觀眾視

覺辨識度有較大的影響性。 

三、中高齡者的視覺辨識度 

每個人自出生起，即開始邁入持續性的老化過程，當老化現象開始明顯地被

察覺的時候，一般人在 40歲左右，即進入到人生的中年期階段（黃富順，1992：

25）。因老化特徵顯露，影響到身體結構功能後，使得生活型態因而改變。在身

體器官中，人在生活中較多依賴於視覺功能，因此一旦開始經歷視覺老化，對生

活會有極大的影響。尤其老化涉及到人的視覺辨識層面廣泛，主要來自於眼睛結

構的改變，這可以從生理學中的視覺老化的退化情形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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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的水晶體會變黃和變厚，控制瞳孔大小的肌肉變弱，會使辨色困難，淡

色會看起來相似，棕、深藍、黑色也較難去區分，對比色是較容易辨別的配色（梅

陳玉蟬、齊銥、徐玲，2006：160-161）。更由於通過眼睛的光線數量（光通量）

減少，與眼睛的適應、聚焦能力調節減退，容易引發白內障與青光眼，以及聚焦

於近物能力下降的老花眼（John C. Cavanaugh，徐俊冕譯，1997：129）。這些

皆是中高齡者在視覺老化最常見的眼疾，除此之外，日常生活可以發現中高齡者，

會因老化造成視、聽及觸覺都不如年輕人敏銳，開始需要大字體才看得清楚、音

量也要加大聲量才能聽見。其中對於視覺改變的情形還有：視覺敏銳度、光線的

適應性與色彩的感受度（鄭元孝，2001：10）。視覺敏銳度不佳，會造成眼睛看

不清楚事物的細節，與分辨的情形。對於光線有需求性的增加，對強光變得較為

敏感，眼睛對光的適應性也會改變。如：暗適應是由明處到暗處時，所產生調節

的適應現象；明適應則反之；這兩種適應過程均隨著年齡增長，則適應時間也相

對增加（陳俊宏、楊東民，1998：35）。 

除了視覺改變的現象外，在知覺廣度上，所需要處理人一次性接收的視覺訊

息量，會因老化而減少（John C. Cavanaugh，徐俊冕譯，1997：213）。因而在

視覺接收訊息的減少下，便影響到知覺作用，使得辨識程度有明顯地銳減。而中

高齡者的視覺辨識不佳，不同於一般人的辨識程度，以下將從中高齡視覺辨識性

之相關研究中，進一步探究適於中高齡良好辨識的視覺環境與條件： 

（一） 圖像辨識上較容易辨識傳統的圖像，主要依賴過往經驗進行判別。對於

圖像符號特徵，以正面、線條明確、具備形象；反之避免採抽象圖像符

號，或需花很多時間進行視覺辨識（趙逸萍，2012）。在中高齡者過往

的學習與經驗的累積上，對於圖像大都來自過往的認知，因而對傳統的

圖樣較容易辨認。 

（二） 色彩辨識與一般人相同，以紅色為辨識度最佳，其次為黃、橘色，此三

色皆以鮮豔、明度高之色彩；反之以灰色是辨識度最弱。建議在色彩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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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上選擇加強色調彼此的對比，可增加視覺上的明適度，對高齡者閱讀、

搜尋上，將有顯著的幫助（高國斌，2002：98）。受到視覺老化的影響，

會需要反差度較高的設計組合，因此在色彩的搭配會需要較明顯的反差，

並選擇高鮮明的紅、黃、橘作為主要用色，較能達到良好的辨識度。 

（三） 對色光與表面色的色彩辨識能力，均比一般年輕人差。色光的辨識色差

程度約為年輕人的 2倍，表面色的差異程度約為年輕人的 2.6 倍螢幕色

光為 H=0（紅）、120（綠）、240（藍），這三者色相的辨識結果最差；

為了易於辨識，介面設計在色彩搭配上，盡量避免過於類似的色彩；也

避免過高的螢幕亮度，位於 40～70 之間，高齡者有較好的色彩辨識能力

的趨勢（鄭元孝，2001：58-59）。在電子螢幕的觀看，其辨色能力與實

際色彩的辨認略有不同，因此會有適用於螢幕的色彩標準與建議數值，

可提供於電子產品相關設計之參考。 

（四） 在人機介面的顯示器有關色彩與文字之組合，對於正確率的判斷與判讀

時間都有較佳的判讀效果，文字/背景色彩的最佳組合為（1）紅/黃（2）

橙/青（3）紅/白（4）藍/白（5）青/黃（6）白/青。利於為高齡者進行

規劃設計人機介面顯示器得以參考之依據（葉栢虦，2006）。電子螢幕

的介面設計針對高齡者有適宜的色彩組合，使其閱讀時有較佳的視覺辨

識度。 

（五） 在字型的要求上，處於極端需求容易辨認的場合，使用細明體；在可讀

性需求較大或網頁內文的場合，使用中圓體。愈大的字體，視覺表現愈

佳；以 55分視角（點數大小 26點）為基準，字體仍可再大一點（黃健

治，2000：73）。高齡者的視覺辨認在不同環境有其不同的字型要求，

當然也會因光照及使用的工具，在進行觀看時會有不同的需求。 

從上述研究結果，瞭解到中高齡者的需求並不同於一般人，但也不及身心不

便者那般特殊性的需求，若能從視覺環境的改善，將可達到清楚的辨識，使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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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者在移動上也能享有無障礙的視覺認知，對一般觀眾而言也能提供友善的參觀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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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博物館展示設計與通用設計關聯性 

一、博物館展示設計之發展與趨向 

過去博物館的運作，博物館專業人員（curators）總是關注在學術專業的內容，

使觀眾不易瞭解博物館所要傳遞的知識，展示設計也不易貼近觀眾所需。但隨著

時代的變遷，博物館逐漸重視觀眾的需求，提出許多方式來滿足觀眾，也使得博

物館展示與發展有了極大地轉變。以下將從展示設計的發展變遷做進一步的探

究： 

從 1950年代起，當時的傳統博物館展示是由專業人員（curators）所主導

進行，而專業人員所專注的角度卻與觀眾有很大的不同（Alex McCuaig，1999：

12）。發展至 1960 年代晚期，博物館展示仍使用觀眾認知困難，不易消化吸收

的陳列方式。1972 年在智利聖地牙哥的博物館聲明，認為博物館必頇全面性的

投入到社會的每一個層面，重新開始思考與定義博物館角色，以及基本原則和任

務（Ralph Appelbaum，1999：38）。 

由這段歷史可以簡單陳述博物館展示的轉變，其關注的角度與展示手法也因

此開始有了改變，更全面性的省思博物館的定位與職責。直到進入至 20 世紀的

博物館，觀眾已成為博物館的核心，從轉變過程可以瞭解博物館對於觀眾的重視。

如：博物館在展示主題及內容從研究角度，導向到兼顧通俗化的觀眾；展示媒體

從傳統物件導向到資訊；展示方法從靜態陳列導向轉成觀眾經驗導向，鼓勵觀眾

參與、體驗，以互動的展示教育方式，讓觀眾快樂的融入展示之中（呂理政，1999：

8-9）。這些對於展示設計手法上亦產生相當大的影響與改變。 

來到 21 世紀的今日，關注於觀眾需求越趨普及化，從符合少數族群的需求，

逐漸重視到多數觀眾，至今更希望能夠滿足到所有人都能順利參觀博物館。也因

此，博物館展示設計的規劃難度也逐漸增加，所考量的面向也變得寬廣。博物館

展示會對使用者的需求、整體展示的環境規劃，以及觀眾服務的配套措施，提供

更為適切人性化的展示空間（耿鳳英，2006：88）。甚至博物館認為不該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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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觀眾到來，需要提早設想觀眾到訪前的需求，設施的考量也需兼具全面性的

觀眾需求性。Alex McCuaig 也認為：有遠見的思維，能協助未來博物館必頇更為

民主、為人所親近，且不局限於某種階級的人群（Alex McCuaig，1999：17）。 

二、博物館展示設計的規劃 

發展迄今，博物館展示變得需要與時俱進，配合時代潮流與觀眾需求，提供

適合的展示主題與空間，吸引觀眾產生參觀學習的動機，以達博物館教育之目的。

王嵩山也認為現在展示必須關注觀眾的動向，是因為：展示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

件，從觀眾的取向看待博物館展示，強調出一種動態的、觀眾的觀點（王嵩山，

2007：18）。展示是觀眾認識博物館與學習新知的媒介，必須吸引觀眾的注目，

才能達到博物館的目的。而展示設計是如何考量觀眾下，所進行的設計規劃，可

從以下文獻整理了解： 

展示設計是由展出者的某種目的（動機）出發，在某種展示主題及展示手法

的運用下製作出展示物的一連串過程（黃世輝、吳瑞楓，1992: 44）。而在一開

始展示發展的過程，則是：關注於概念的理解，賦予架構與內容的階段（David 

Dean，1994：14）。是在展示目標的設定，建立明確的展示理念與方向，也是主

題形成的開始。後續更具體的規劃項目，則是展示設計規劃執行著手的各項管理

工作，包括：工作期限、預算、故事線、展品保存維護的日程規劃、設計圖繪製、

教育目標與相關計畫，以及更進一步的行銷策略（David Dean，1994：15）。 

因展覽主題、類型不同，整體計畫所規劃的內容也各有不同，若考量以人為

本的原則之下，展示設計重點將再環扣回到觀眾身上進行思考。在展示設計中，

觀眾會與空間、展品直接互動，但也會因展覽主題的類型，吸引不同的觀眾。呂

理政也認為展示計畫必頇思考的四個基本課題：「觀眾」、「空間」、「展品」

與「主題」（呂理政，1999：14）。這四者間的相互影響甚大，處處顯示出以「觀

眾」為訴求對於展示設計的重要性。也因此，筆者也藉由其他文獻資料綜合整理

此四個基本課題，針對現今展示設計觀念的重要性，以及掌握展示設計中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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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視覺環境，歸納以下應該著重的設計原則： 

（一） 觀眾 

博物館展示對於觀眾需求研究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認為展示環境是提供了博

物館與觀眾、觀眾與展品、觀眾與觀眾之間的溝通場域（communication field）

（呂理政，1999：129）；漢寶德更指出：現代展示相當重要的思考重點，便是

在於觀眾的反應，必頇以觀眾的性質來思考展示之方針，而展示趨向大眾化儼然

成為主流思想（漢寶德，1990：11、56）。因此，在展示手法的運用上更需增添

多元、靈活與創意，加強與觀眾之間的互動性，滿足當下觀眾的感官刺激，並達

到有效性的知識傳達。 

博物館可從觀眾研究中，更加認識族群屬性，例如：觀眾人口結構、參觀原

因與行為，性別、種族、年齡、教育背景、職業、收入水準、居住地區、參觀次

數、停留時間、單獨或結伴參觀等（劉婉珍，2011：9）。從資料收集進行研究

分析，提出對於博物館展示規劃相關建議，也可瞭解到：觀眾對展覽的反應，如

何引起參觀動機、喜好、異議、時間緊迫性等等，而這些資料可以提供展示設計

人員決定展品的選擇與安排、圖示、色彩、標題內容與格式等（Screven，1993；

引自曾于珍等編譯，2005：253）。因此展覽設計規劃的前置作業，需要對觀眾

群進行事前評估，以確認展示規劃的目標觀眾來進行規劃。而任何一個展覽的實

施，都要有開發新觀眾與服務舊觀眾的設計（黃光男，2003：56）。在觀眾的設

想上，需要去創造出展覽對於觀眾的吸引力與持續力，這些便顯得額外重要了。 

除此之外，展示設計人員對於展示機具的機能性更須要有深刻地瞭解，因每

個人的體型、高度不一，在觀看的角度、位置及使用行為都有所不同。所以展示

設計中需規劃符合人的觀看高度，以及舒適的視覺空間，兩者達到帄衡，進而觀

眾感到舒適後，尌會願意花較多的時間去觀看及閱讀（David Dean, 1994：39-43）。

而針對人在觀看時其高度與視野範圍，一般的狀態下所測量的平均數值：眼睛的

觀看高度為 156.0cm，而坐輪椅者為 117.5cm，通常視野向上看 30°、向下看 40°

（圖 2-1），可考量一般人與坐輪椅者兩者交集的視野範圍（林敏哲、賴榮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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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懷貞，2010）。另外，從觀察人類的行為中，也有些共有的特徵，像是習慣讓

人靠右或右轉行走、偏好明亮色彩、喜好光亮（David Dean, 1994：51-52）；

但在日本，人們卻是習慣靠左而行。因而人的習慣特徵也會應國情文化而有不同，

這些也都成為展示設計者需要瞭解與考量的諸多因素之一。 

 

圖 2-1 一般人之視野範圍與輪椅者之視野範圍兩者交集之視野範圍 

資料來源：林敏哲、賴榮平、紀懷貞（2010） 

（二） 空間 

博物館在空間設計方向定位之後才能決定展示空間的基調，考量採自然光源

或人工光源，是直接採光或間接採光，並設計視覺與視線計畫（呂理政，1999：

49）。當博物館進行空間規劃，針對展示內容的需求，除了應對時間與空間觀的

裝置之外，也勢必會將色彩、照明等計畫納入，進行整體調性的統合與串聯，這

也成為吸引觀眾注意的一種方式。展示中，色彩運用會落實於物與空間的關係；

照明計畫則涉及人與物之間的關係（豊口協，黃世輝譯，1988：66）。色彩與光

線運用到展示空間，則會增添人在參觀時的感受性與舒適性，以及滿足展品進行

展出時，在視覺與保存維護上的必要需求。漢寶德也提及展示照明的運用，加上

色彩後，光線可以製造氣氛；而照明可以使展品呈現最完整的美感（漢寶德，1990：

93）。這便說明在空間設計上，色彩與照明計畫對於展示空間奠定基調甚為重要。 

此外，展示空間會依照展示內容所提出的架構來進行空間佈局的安排，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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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空間中的動線分析，以及空間與造型的性格（漢寶德，1990：93）。在空間佈

局中，受原有空間之限制，但還是可透過展示設計人員的規劃來改善，達到兼具

美感與保存維護需求的展示空間。 

在展示空間與觀眾間的互動，在近年來的規劃設計以導向於體驗模式，而空

間的使用也走向彈性使用的功能取向，以 2009 年英國倫敦的自然史博物館達爾

文中心（Darwin Centre）與倫敦設計博物館為例：Darwin Centre當時適逢落成

開館，整體展示設計留意於觀眾感官的體驗，以及創造出多元展示空間。而倫敦

設計博物館日常所進行的活動，能將展覽場轉變為活動現場，可見展覽場已轉化

為多元空間的使用（郭揚義，2011：81）。 

不僅如此，為觀眾設想的空間設計，尤為重視於人體工學的設計，使觀眾能

感到舒適，樂於參觀與學習，從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於 2006 年「龍─介於科

學和虛構之間展」，關於展示規劃為例，即可瞭解其設計之考量。 

阿涅絲‧巴杭（Agnès Parent）、迪迪耶‧朱利安‧拉費瑞耶荷（Didier Julien-Laferri

ère）對此一展覽曾提出設計的描述： 

在符合一般大眾需求下，頇重視於空間設計的人體工學，以憶舊思情的情境

佈置，使家長、長者喜愛環境氛圍，進而樂於陪同孩子共同參觀與談天交流，是

一個適合闔家前往參觀的展覽。展場中的裝置以有高有低的高度安排，使每個人

至少能看到裝置內部分內容，對促進參觀者彼此間交流非常重要。展場各處設有

休息座椅：以便讓參觀者得到暫時性且舒適的休息，能夠停留更長的時間，以促

進參觀者之間的交流（Agnès Parent、Didier Julien-Laferrière，黃慧宜、繆

詠華譯，2013：148-156）。 

以上案例是善用空間與人之間的關係所產生的設計成效，讓情境製造出便於

與人產生對話與交流的場域。從空間上的設計來看，更加顯現出展覽設計人員應

該注意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考量（David Dean, 1994：64）。就人體工

學而言，所有展覽設計都應該致力於提出需求的平等性，給予所有族群都有參與

的權利，例如：除提供輪椅者有足夠的空間舒適的移動，對於視障、聽障等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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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便者，也能提供多樣且不同的資訊服務管道，讓每個人都能參與其中，藉此提

供更多的服務，也更能豐富觀眾的學習經驗。 

（三） 展品 

博物館的展覽是從以往以物為主的展示導向，進而轉變至今以人為主的展示

概念，因而展示設計內容與手法的思考上，也從展品學理研究本身轉而提升為觀

念性或訊息性的傳達，即先從現有物件進行研究分析，再決定展示主題（呂理政，

1999：18），不像以往單就展品即決定主題。而展品中的物件可分為，一是直接

資料的標本或文物；二是相關文獻，包含影像資料；三是間接證物（漢寶德，1990：

62）。不同物件的組合，會形塑出不同的展示主題；即便同一組物件，也會呈現

不同的展示主題，端視博物館對物件進行詮釋後，提供觀眾最佳觀賞的內容為何？

如何給予物件在展覽中最合適的角色，建立與展覽、觀眾間的相互關係與意義

性。 

展示設計人員時常會多花心思於物件的安排與呈現上，展品不僅是對於展覽

的重要性，往往也是觀眾前來博物館參觀的主要目的。展品本身便具有與觀眾的

溝通能力，是否達到展覽目的，在於物件能否讓人駐足（弗德利希‧瓦達荷西

Friedrich Waidacher，2004：127）。並且在展品身上，會需要不同的照度、不

同的展示設備，在同時考量人能夠清楚地觀看，與多種展品展示時，難度也相對

提高（漢寶德，1990：97）。因此，展品的位置與物件之間的搭配，以及與空間

的組合關係，都會影響著物件的安排，以及在觀眾、環境空間的關係，決定了展

覽對於觀眾的吸引力與持續力（David Dean, 1994：55-56）。 

在處理物件的安排上，展示設計人員會考量在視覺影響上，主要的有物件間

的大小排列、空間位置、材質、顏色、故事線或特殊性，思考去引導觀眾有舒適

的參觀品質，使觀眾能夠對展覽內容與次序有所理解。並且也會考量觸覺或其他

展示方式，如何給予觀眾有良好的展示效果，像是近距離、不用玻璃擋住的物件，

可以提高吸引力（弗德利希‧瓦達荷西 Friedrich Waidacher，200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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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除了展品本身的展示外，更結合高科技的展示媒材，也運用帶有視覺性

與多重感官刺激的裝置手法，使博物館展示面貌更具新意，並博得觀眾的喜愛。 

（四） 主題 

在展示設計中，展品與主題兩者息息相關，具有相輔相成之效。其中，主題

是有觀點的，是講故事，所以內容包羅萬象、範圍廣泛（漢寶德，1990：116）。

是對內容有完整的構想，對於空間的陳設佈置有畫面，形構出清楚的主題，如同

說故事般將內容述說完整，這便是展示計劃中有關故事線的安排；故事線不僅是

一個展覽的底稿，也是博物館展覽或活動所提供觀眾教育的內容；亦因故事線的

內容設計，涉及博物館展示、教育等領域，更需不同專業人才的相互合作。通常

教育人員、設計人員和專業人員會從故事線文案，審視標題的分配與訊息的溝通

方法（David Dean, 1994：103-106）。但延續故事線的組成，需進一步考量博

物館的展示說明，此說明會影響觀眾在展場進行觀看時的主要項目。展示說明在

設計時應該成為一個相關的一個系統，通常和展場指標系統也需一體設計、相互

配合，成為博物館識別系統（identification system）的一部分（呂理政，1999：

50）。因此，博物館識別系統就成為博物館在規劃整體視覺計畫中的主系統，在

主系統之下的子系統，包含了在展場內展示說明（label system）與展場標誌（sign 

system）。主、子系統的視覺統一，上下彼此能有系統地連貫，使博物館內外的

視覺感受一致，呈現出博物館的一致性形象。 

以下將進一步說明展示說明（label）的內容組成，以及與觀眾的相互關係。

展示說明通常以圖像與文字的組合方式為主，是對於展示物或內容研究部分進行

說明。一般所說的展示說明（label）：是展場中固定的展示標題、標籤、和說明

文字，可依其層次分為四類，請參考（表 2-1）（Alexander，1979：183；引自

呂理政，1999：51）。是觀眾在參觀展覽時最重要的資訊來源，也是博物館與觀

眾溝通重要的媒介。因此展示說明在主題上佔有相當重要的份量，以下就

Alexander 與 David Dean 所提出展覽說明的層次分類進行整理，藉此進一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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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說明在展覽計劃中的角色，以及對於觀眾在視覺上的相互作用。 

表 2-1 展示說明（label）層次分類表 

類別 展覽計劃中的角色 對於觀眾視覺的作用性 

1. 主標題字

（main label） 

標示在展覽場的展示主

題（呂理政，1999：51）。 

標題文字（title text）是在視覺上傳達訊

息的重要媒介，表現展覽調性與類型，

能抓住觀眾好奇心，也會吸引觀眾參觀

展覽，但使用視覺語言要留意避免帄俗

且過於冗長的語句（David Dean, 1994：

109）。 

2. 次標題字

（secondary 

topic label） 

標示於展示的次主題，有

時是展示櫥櫃的標題（呂

理政，1999：51）。 

副標題文字（sub-title texts）統合展覽視

覺與指引的標示，能使觀眾清楚於進一

步的展覽資訊，以及資訊與物件之間的

關係，能指引觀眾通往展覽的各個主題

（David Dean, 1994：109）。 

3. 解釋標籤

（explanatory 

label） 

是展示主題、次主題、或

展品的文字解說（呂理

政，1999：51）。 

在 3. 4.的部分，提出標示文字（label texts）

的名詞解釋。此部分是在許多展示中是

最容易被忽略的，會因傳達性與詞語使

用不佳的標示而功虧一簣；並且要符合

觀眾的口吻，以易懂的方式呈現，使用

簡單的語句來反映展覽物件的重要性或

特定的意義（David Dean, 1994：109）。 

4. 展品標籤

（caption/ind

ividual label） 

標示個別展品的名稱、作

者（製造者）、年代、原

產地、捐贈者等基本資料

（呂理政，1999：51）。 

整理資料來源：呂理政（1999：51）；David Dean（1994：109） 

透過表 2-1 之整理，可以得知展示說明於展場的應用，會因主題、展品需要

而有層次上的分別，是展覽故事線循序漸進地讓觀眾依策展意圖進入主題的具體

表現，對觀眾視覺上的需要做適當的調整，並搭配展品的呈現，以及內容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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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常導入科技媒材的運用，使觀眾更有系統地瞭解展覽內容。 

除此之外，在展示說明的文字上，日本工業設計師豊口協的經驗認為：展示

說明以三段式最具效果，大字在 50 字以內，中等字在 100 字以內，詳細的說明

在 200 字左右，三者並用（豊口協，黃世輝譯，1988：64）。除了字數的控制，

文字的撰寫需掌握精簡明瞭，要有力並有足夠吸引力，要使觀眾有興趣，也要讓

文字具有美的感受（漢寶德，1990）。對於文字資料排序的關聯上，在於讓閱讀

者容易汲取重點為其特性，以倒金字塔（Inverted Pyramid）設計，是以重要性遞

減的順序呈現資料的一種方式（William Lidwell, et al., 呂亨英、吳莉君譯，2011：

140）。使觀眾更容易閱讀資料，在搜尋與瀏覽過程更為有效。 

展示說明在展示主題下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不僅是展示說明的層級分類與

主題關聯極深，展示說明也需考量設計層面，包括：1.文字運用（literary composition）

與 2.視覺設計（visual appearance）兩方面（呂理政，1999：51）。從瞭解觀眾觀

看、閱讀文字的行為與慣性，以及在視覺辨識與清晰程度等普及性的資訊整理，

更容易瞭解展示設計人員所需要掌握的設計原則，與其應用的範圍。以下將相關

文獻資料整理如表 2-2、2-3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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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展示說明的製作技巧─文字運用（literary composition） 

原則 可讀性（Readability）（呂理政，1999：51）。 

可讀性的含意 
意謂著文章可以被理解到甚麼程度，取決於字句的複雜性（William 

Lidwell, et al., 呂亨英、吳莉君譯，2011：198）。 

以可讀性 

為原則的 

設計考量 

 

基礎結構（Basic structure）：易懂的方式去撰寫（Laura GASCOIGNE，

2007）。 

字彙（Vocabulary）：字彙的使用要簡單、鮮明的語言（Laura 

GASCOIGNE，2007）。 

標點（Punctuation）：標點使用則是盡量減少（Laura GASCOIGNE，

2007）。 

語法（Syntax）：語法上也是運用簡單的文字結構。（Laura GASCOIGNE，

2007） 

最佳適合閱讀的年齡標準：指一般博物館觀眾而言，博物館的文字使

用，要以 12-13 歲的年齡為帄均最佳適合閱讀的標準（Laura 

GASCOIGNE，2007）。而 Grove, T.（2009：147）也提出相似的認定，

一般標準閱讀程度為八年級（年約 14歲）（Grove, T.，2009：147）。 

太多的說明文字常使觀眾感到挫折，好的標籤要與展品則調和一致

（burcaw，1987：118；引自呂理政，1999：51）。 

整理資料來源：呂理政（1999：51）；William Lidwell, et al.,（呂亨英、吳莉君譯，

2011：198）；Laura GASCOIGNE（2007）；Grove, T.（2009：147） 

由表 2-2可以瞭解到展示說明在文字運用的設計中，有許多需要留意的地方，

因文字有溝通傳達的功能，在使用上語意理解的程度是有此差異性，會影響觀眾

對於展示內容的理解，以及在閱讀上的友善程度。在不同類型的觀眾上各有不同，

為求能達大多數觀眾理解性的需求，在文字運用上會較重視其可讀性，並以簡明

精要為主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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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展示說明的製作技巧─視覺設計（visual appearance） 

設計原則 容易識別（Legibility）（呂理政，1999：51）。 

容易識別的

含意 

意謂著文章的視覺清晰度，通常因字元的大小、字體、對比、文字區塊

與間距而定（William Lidwell, et al., 呂亨英、吳莉君譯，2011：

148）。 

容易識別的

設計範圍 
選用字體與字的大小尺寸（呂理政，1999：51）。 

 

 

 

 

 

 

 

以容易識別

為原則的 

設計考量 

 

 

 

 

 

 

 

良好的光照（呂理政，1999：51）。 

視線高度（呂理政，1999：51）。 

一般人眼睛的視線高度為 156.0cm，而坐輪椅者為 117.5cm（圖 2-1）

（林敏哲、賴榮帄、紀懷貞，2010）。可參考前述「一般人與坐輪椅者

兩者交集的視野範圍」。 

「文字大小」：對於低解析度顯示與年老讀者，則要用大一點的字體

（William Lidwell, et al., 呂亨英、吳莉君譯，2011：148）。 

「字體」：在低解析度顯示的情況下，字型邊緣帄順的文字可能會讓全

文略為清晰易讀，但其主要功能在於增強字體美感（William Lidwell, 

et al., 呂亨英、吳莉君譯，2011：148）。在極端需求容易辨認的場

合，使用細明體；在可讀性需求大或網頁內文的場合，使用中圓體。愈

大的字體，視覺表現愈佳，對於視覺老化者，以 55 分視角（點數大小

26點）為基準，字體仍可再大一點（黃健治，2000：73）。 

「文字區塊」：內文排版的整齊度，根據美感選擇即可（William Lidwell, 

et al., 呂亨英、吳莉君譯，2011：148）。 

「間距」：字元間距比例合宜的字體（William Lidwell, et al., 呂

亨英、吳莉君譯，2011：148）。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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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容易識別

為原則的 

設計考量 

 

「反差」：當文字與背景的顏色反差超過百分之七十時，效果最為理想

（William Lidwell, et al., 呂亨英、吳莉君譯，2011：148）。 

1. 一般的標籤主要以白底黑字（呂理政，1999：51）。 

2. 避免有圖案或紋理的背景，因會降低視覺辨識度（William Lidwell, 

et al., 呂亨英、吳莉君譯，2011：148）。 

3. 弱視者希望白底黑字，識字困難者則偏好黃紙黑字（邱大昕，2009：

38）。 

4. 對於視覺老化、中高齡者，建議在色彩搭配上，加強色調彼此的對

比，可增加視覺上的明適度，對閱讀、搜尋上，將有顯著的幫助（高

國斌，2002：98）。 

在人機介面的顯示器有關色彩與文字之組合，對於正確率的判

斷與判讀時間都有較佳的判讀效果，文字/背景色彩的最佳組合為

（1）紅/黃（2）橙/青（3）紅/白（4）藍/白（5）青/黃（6）白/

青（葉栢虦，2006）。 

其他中高齡者相關原則可參考前述文獻回顧「中高齡者的視覺

辨識度」。 

整理資料來源：呂理政（1999：51）；林敏哲、賴榮平、紀懷貞（2010）；William 

Lidwell, et al.,（呂亨英、吳莉君譯，2011：148）；黃健治（2000：73）；邱大昕

（2009：38）；高國斌（2002：98）；葉栢虦（2006） 

從表 2-3 所整理出展示說明對於視覺設計的掌握，強調「容易識別」的重要

性，著重於字體與字的大小，文字排版的美觀需求，以及顏色反差度的控制。其

中，尤以顏色反差度的設計考量有較大的差異性，在中高齡者、弱視者等觀眾之

中，似乎有最佳的設計組合，也因此，在視覺設計上，可能要先瞭解觀眾「看」

的需求性，再做整體的展示計畫考量，這也才能符合所有觀眾在進行觀看的最佳

設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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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展示計畫內的「觀眾」、「空間」、「展品」與「主題」四大要素

之整理分析，更加瞭解展示組構是基礎要素的形成關係，以及如何針對觀眾的需

求進行概念設計，是應該經過觀眾研究與文獻資料整理，才能歸納出一套展示設

計的通用原則。Chris White 也提及展示是具有相當的複雜性，並認為：問題可以

從研究著眼解決，可以獲得有意義的結果，導向適當的方向（Chris White，1999：

107-111）。 

在可讀性與容易辨識的設計原則下，展示設計人員針對觀眾在視覺環境的思

考反應，也需要掌握幾項原則：以「辨認比回想重要」（Recognition Over Recall）；

「圖片比文字容易辨識與記住」；以及「一致性」（Consistency）（William Lidwell, 

et al., 呂亨英、吳莉君譯，2011）。人們通常比較能夠辨認之前曾經歷過的事

物，因為辨認過程為記憶提供了線索，有助於記憶搜尋。主要是所有的記憶皆始

於感覺記憶（sensory memory）（John C. Cavanaugh，徐俊冕譯，1997：213）。

而在設計過程中所進行的圖像簡化，會較容易達到學習的目的，所以展示設計中

常會以圖像簡化去取代文字。在辨識度上，一般會運用「一致性」，以風格或外

觀的統一，會增進品牌識別度引起共鳴，加強了視覺辨識度與美觀性（William 

Lidwell, et al., 呂亨英、吳莉君譯，2011：56）。而展示說明的色彩與形體

設計的一致性，均會構成展場視覺的統一性（楊中信，1999：83）。 

另一方面，觀眾參觀博物館時，須留意觀眾疲勞狀態，往往觀眾參觀一段時

間後，身體便會產生疲勞、精神無法集中、不易接收訊息，此種狀況會影響到人

的辨識度，一般稱為博物館疲勞症候群。通常博物館疲勞症會因人而異，一般人

約在參觀 30-45分鐘尌會產生，因此展示規劃應斟酌展場空間大小，配合適當的

主題、空間，此外可在展示內容上思考適當的刺激配置，以及設置休息區，皆是

減低症狀的必要措施（黃世輝、吳瑞楓，1992：59）。對於觀眾在參觀展覽時，

博物館會思考是否有參觀上的障礙，知識是否容易瞭解或是有所選擇。這些問題

的提出對博物館專業服務上十分的重要，因此在博物館業務上會分工作業。如：

設計人員會設身處地為觀眾考量在人體工學上，教育人員會於知識上思考，共同



32 

 

提供一個解決方案（Grove, T.，2009：147）。 

三、博物館的中高齡觀眾 

從博物館過往參觀者的行為瞭解，一般高齡觀眾在參觀博物館時，會傾向使

用觀看的方式（楊朝棟，2006：61）。主要因為是高齡者較多依賴於視覺感官進

行資訊的接受，而中齡觀眾也會有這樣的情形產生，因此中高齡觀眾在過往的博

物館經驗中，對博物館展示的需求大多僅依賴視覺觀看的環境，因此會習慣以觀

看的方式進行參觀。而他們通常會因興趣而去參觀博物館，或是有個人先備知識

和對歷史文物的認同感，較常親近歷史性質博物館。大多對於博物館的記憶和經

驗來自於和親人和朋友的互動，多由家人陪伴來進行參觀博物館（曹牧驊，2007：

78）。因此在博物館場域中，也會發現越來越多的中高齡觀眾會前往參觀，並且

由於年齡增長、人生經驗的豐富，會對於歷史類的博物館較為熱衷，也喜歡在此

進行社交，或舉辦家族活動。 

中高齡觀眾由於老化現象明顯，生理的退化影響著參觀品質，甚至會感到博

物館空間和服務不甚便利，有時還具有障礙（曹牧驊，2007：80）。也會時常因

視力不佳與視覺辨識困難，認為博物館展示中的展示說明應該注意字體，以及文

稿內容應該要淺顯易懂，而展示空間宜明亮，塑造安全穩定的參觀氛圍（張英彥，

2012：80）。除了展場空間之外，博物館整體環境也應該改善為大字體的標示說

明、明顯地動線規劃（徐愫禧，2008：127），以便利於中高齡觀眾參觀時，視

覺上可以是無障礙的條件，讓博物館成為一個友善溝通與知識傳遞的良好環境。 

而中高齡觀眾不僅於視覺需求增加，因老化所產生的健康因素，也造成體力

不佳、常常感到疲勞，需要時常坐下休息，也會反應博物館應該要多增設休息座

椅，高度依賴能時常滿足休息的渴望（廖敏君，2013：108）。因此博物館的環

境設計也須多加考量中高齡觀眾老化的需求，他們的需求不似一般人，需多瞭解

其喜好與行為，透過研究調查方能完整提供設計者參考的資料，才能對症下藥改

善現況中高齡觀眾參觀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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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國外案例中，博物館觀眾研究專家 Lynda Kelly 為澳洲博

物館(Australian Museum)所進行 65 歲以上的高齡者研究調查，其中一項以問卷進

行瞭解高齡者到達博物館的容易程度：有 1/5(21%)會因交通而感到困難前往，原

因有多數高齡者是因為不會(/能)開車，或不便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而導致，這與健

康狀況、移動性或伴侶等因素有關，是由於行走、視力、伴侶生病，或需要照護

等原因所致（Lynda Kelly, Gillian Savage, Peta Landman & Susan Tonkin, 2002：49）。

這也顯示高齡者因體力與身體狀況不佳，導致無法前往博物館，結果會使得高齡

者比較傾向參與其他形式的活動。而前往博物館的澳洲高齡者也強調，由於容易

有疲勞感，建議座椅要充足，希望座位不宜太低，需要靠背式的，尤其是在影片

區的座位與需要持續好幾分鐘的互動區；此外，他們更需要公共設施的提供，像

是因時常找不到洗手間與咖啡廳，所以會原路返回或繞路去尋找，而舊建築的樓

梯與複雜的空間布局，常令人疲勞不堪，因而期望未來建築體的設計能夠更符合

需求；並且在博物館的整體光照系統，也建議盡量避免有較暗的空間，以確保觀

眾參觀上的安全（Lynda Kelly, et al., 2002：50、63）。說明了博物館空間與路線

設計應重新思考，對於行動不便、體力不佳者，較頻繁需要博物館提供一些服務

性的設施與照明設計。此外，對於博物館空間的考量，從馬來西亞博物館的高齡

觀眾研究中了解，指出了博物館室內環境、動線與滿意度的三項因素，是具有密

切相關的影響性，室內動線設計良好，觀眾會感到舒適、有行走省力的效能，會

促使達到較高的滿意度，建議在空間設計可以考量水平、垂直式的動線設計所需

要的可及性，以及材料與構造、光線與顏色等，並具體考量包含到廊道空間、入

口大廳、休息區、導引系統、設備與空間布局，以及樓層位置、可視性、電梯人

數限制、樓梯與上下動線等（Raed M. A. Elottol & Azizi Bahauddin, 2011：230）。 

在博物館展示與觀眾視聽覺的部分，澳洲高齡觀眾幾近一致地反應，在觀看

展示說明（label）會有很大的困難：文字字體太小、放置位置很低、黑底白字看

不清楚、放在玻璃之後會產生反光、印製文字的材質有反光問題、放置處的光照

不佳，這些呈現了展示設計上時常發生的問題；而 Lynda Kelly 等人建議解決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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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辨識性的主要關鍵是：字體大小、視線高度與光照設計等項目；並且要留意展

示設計：文字與背景的反差、字體大小 24-point 以上、每行文字控制於 50-60 字

元之內、展示說明（label）控制於 50 字以下、避免使用斜體字、反光等設計重

點（Lynda Kelly, et al., 2002：50、62、63）。在聽覺上，建議展示空間需留意背

景聲音相互干擾情形，會導致觀眾感到吵雜而期許有個安靜的空間，或希望有更

好的導覽設備；而觀眾接受導覽的需求，因看不到小字而喜愛導覽，也會因觀眾

本身是喜愛導覽來接收資訊，但也有因為導覽音量不佳，導致接收資訊不全的情

形產生（Lynda Kelly, et al., 2002：51、63）。 

從上述國內外文獻的分析中瞭解到，中高齡者不單於視覺能力的退化明顯，

身體與多項能力的老化衰退亦然，這使年齡越大者參與博物館活動意願會逐漸降

低。而博物館公共設施、空間、路線、休息座椅的提供不足，以及展示設計的字

體大小、視線高度、顏色反差度與光照設計，對於中高齡者的視力、體力以及移

動性的影響較深。應該先著手於博物館硬體問題進行改善，再輔以軟體彌補不足，

並且應於展示設計上加強展示說明的視覺辨識，才能與觀眾之間達到最基本且良

好的溝通關係。 

四、通用設計原則的概念與發展 

通用設計英文為 Universal Design，簡稱 UD。通用設計原則是以使用者為主

要訴求開始所衍生的設計概念，而概念的起源，是從早期無障礙設計4開始發展

時，因美國當時的族群意識興起，提倡民主平等的精神，以及面臨社會問題的處

理，而產生人民共同讚許的觀念，並隨時間與社會環境的發展，才轉變為現在通

用設計的概念。以下說明有關無障礙設計概念發展歷程： 

於 1950年代，美國黑人的民權運動興起，並且於二戰之後，身心障礙者人

數增加，與小兒麻痺疾病肆虐，美國牧師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1929-1968）開始提倡全人類帄等的主張，社會開始重視身心障礙者的問題，延

                                                      
4
 請參考「名詞解釋」第 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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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到各項設計運動與相關福利法規的制定（曹永慶，2010：2-1）。 

1950 年代之後美國無障礙設計概念起而蔓延，開始制定相關法規，其中以

設計規範及法案政策方面的精神及內容，分為三個主要時期：（一）1960-1970

年代的無障礙設計概念推廣時期；（二）1970-1980年代的無障礙政策落實時期；

（三）1990 年代迄今的通用設計轉換期（曾思瑜，2003）。此階段以身心障礙

者為核心概念，朝向他們「能夠使用」為主要目的，較無考量到使用者自身是否

會操作，或者可能根本沒有考慮（中頇賀，2008：14）。而從 1970 年代進入到

「可及性設計」（Accessible Design）5的趨勢，是無障礙設計概念推行後，在設

計考量上逐漸趨於人性與共用性，從特定族群量身打造的設計概念，讓多數人也

能使用。而當時 1973 年復健法案（The Rehabilition Act）的推出，是推行政策落

實於改善行動不便者的日常生活環境。之後無障礙設計概念透過時間與人們共同

的推動下，觀念也隨之擴增，認為無障礙設計一直都在福祉領域發展，當範圍擴

大到整個社會時，尌需要以「為了所有人」為宗旨而誕生了通用設計（中頇賀，

2008：14）。因此以適用於所有人的設計概念興起後，便開始正式提出了通用設

計原則的名詞。 

「通用設計」的名詞，最早是由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主任羅恩、梅斯

（Ronald L. Mace, 1941-1998）所提出，內容談及性別、年齡、能力等無差別，適

合所有人的設計（曹永慶，2010：2-1）等要點。1998 年修正原內容為在最大限

度內的可能範圍內，不分性別、年齡與能力，適合所有人方便使用的產品與環境

之設計（曹永慶，2010：2-1），這也是現今所稱的「通用設計」。而通用設計

概念的發展，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除了上述概念的提出，並且設定7項原則，

說明通用設計應包含此 7 項原則，方能達到適用於所有人的設計。隨後經由通用

設計原則的發展，許多研究機構與專家學者有各自發展出來的原則觀點。如：日

本 Tripod 設計公司中川聰的為 7原則 3附則6；梅斯的 3B原則7；美國堪薩斯州

                                                      
5
 請參考「名詞解釋」第 7 頁。 

6
 日本 Tripod 設計公司負責人兼東京大學特聘教授中川聰為通用設計 7 原則增修 3 項附則，有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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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大學的 5A原則
8
；日本共用品機構的 5項原則

9
；日本人因工程學會的 12項原

則10（曹永慶，2011：2-2，表 2-1）。 

其中以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與中川聰所提出的通用設計原則 7 項，為現

今所稱通用設計原則，是多數共同所使用的觀點11。羅恩‧梅斯與中川聰所提出

的通用設計原則 7 項為（曹永慶，2010：4-7、4-8、4-9）： 

（一） 帄等的使用（Equitable Use）：不分區特定使用族群及對象，提供一致

而帄等的使用方式。 

1. 為所有使用者提供完全相同的使用方法，若無法達成時，則盡可能提供

相近或帄等的使用方法。 

2. 避免使用者產生區隔或挫折感。 

3. 對所有使用者提供相等的隱私、保護及安全感。 

4. 是吸引所有使用者的魅力設計。 

（二） 具通融性的使用（Flexibility in Use）：能對應使用者多樣的喜好與

不同的能力。 

1. 提供多元的使用選擇。 

                                                                                                                                                        
於強調美觀、耐用和經濟層面，讓設計貼近使用者也能吸引消費者（曹永慶，2010：4-9）。 
7
 除了 7 項常見的通用設計原則，梅斯本人另有提出 3B 原則，以「更好的設計(Better Design)」、

「更美觀的設計(More Beautiful)」、「更高的商業價值(Good Business)」（曹永慶，2010：4-10）。 
8
 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人文生態學院所提出，以「可及性(Accessible)」、「可調整的(Adjustable)」、

「適應性強的(Adaptable)」、「有吸引力的(Attractive)」、「負擔得起的(Affordable)」（曹永慶，

2010：4-10）。 
9
 日本財團法人共用品推進機構(ADFJ)提出，以商品與服務是可以被更多人使用的概念，包括高

齡者和身心不便者，強調設計開始便需要考量的態度與過程。原則內容以「容易對應各樣人們的

身體及知覺特性」、「可藉由視覺、聽覺、觸覺等方法輕易的溝通傳達」、「可憑直覺就容易的

理解並減少心理負擔的操作與使用」、「以小的身體負荷，就可以無需費力的處理、輕鬆移動、

接近等容易利用」、「考慮到材質、結構、機能、步驟、環境等，而能安全地利用」（曹永慶，

2010：4-10）。 
10
 日本人因工程學會認為羅恩‧梅斯所提出的 7 項通用設計原則，對於公司在產品設計上過於抽

象，為企業能方便使用，以實務與公平性去考量，依照產品的「操作性」、「可用性」、「魅力」

之 3 面向歸納出 12 項原則。分別為「操作性」5 項細則：容易取得訊息、容易理解、減少身心

理負擔、安全、維修；「可用性」4 項細則：適宜的價格、環保、機能、性能；「魅力」3 項細

則：美麗的、使用會感到愉快、想要擁有（曹永慶，2010：4-11）。 
11
 名詞定義，請參考「名詞解釋」第 6 頁。通用設計七大原則內容，CUD7 是現今國際認可的 7

項最常見的通用設計原則，最早由美國建築師─羅恩‧梅斯（Ronald L. Mace）與其他學者一同

提出，CUD 是以羅恩‧梅斯為首的 The Center for Universal Design 機構，於 1995 年制定原則，1997

年改訂內容，為目前所應用的原則內容（曹永慶，2010：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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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左右手皆可使用的機會。 

3. 幫助使用者正確的操作。 

4. 可配合使用者的步調作調整。 

（三） 簡單易懂的操作設計（Simple and Intuitive Use）：不論使用者的經

驗、知識、語言能力或注意力集中程度等因素，皆可輕易操作。 

1. 消除不必要的複雜性。 

2. 與使用者的期望與直覺必頇一致。 

3. 能適應不同的文字讀解力與語言能力。 

4. 依資訊的重要性安排先後次序。 

5. 在使用中與使用後都能有效提供的操作回饋與說明。 

（四） 迅速理解必要的資訊（Perceptible Information）：不論使用者的週遭

狀況與感知能力如何，必要的訊息皆可有效地傳達。 

1. 以圖像、語音、觸覺等多元手法取代冗長文字傳達必要的資訊。 

2. 在可能範圍內提高必要訊息的可讀性。 

3. 利用區別法使資訊可容易地描述及指示。 

4. 透過技術裝置幫助感知功能受限的使用者獲得資訊。 

（五） 容錯的設計考量（Tolerance for Error）：將因錯誤操作及無意識行動

所造成的危隩及不利後果降至最低。 

1. 妥善安排所有元件使危隩或錯誤降至最低：對於使用頻繁的部分應是容

易操作、具保護性且隔離危隩的設計。 

2. 提供危隩或錯誤的警示。 

3. 提供故障安全防護（Fail Safe）的措施。 

4. 需提供警訊資訊，避免在操作過程中誘發無意識的行動。 

（六） 降低身體的負擔（Low Physical Effort）：能有效率、輕鬆且不易感到

疲勞的操作使用。 

1. 使用者能以自然的姿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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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合理的力量操作。 

3. 減少重複的動作。 

4. 減少因長時間使用造成的生理負擔。 

（七） 規劃合理的尺寸與空間（Size and Space for Approach and Use）：提

供無論使用者的體型、姿勢或行動能力，都能輕鬆接近、操作的適當尺

寸及空間。 

1. 提供使用者不論採取坐或站姿，視覺訊息都能有清晰的視野。 

2. 提供使用者不論採取坐或站姿，皆能使其舒適地操作使用。 

3. 能對應手部及握拳尺寸的個人差異。 

4. 提供足夠的空間給輔具使用者及協助者。 

中川聰為通用設計 7原則再增修 3項附則12內容，詳列如下（中川聰，2008：

283）： 

（一） 附則 1：耐久性與經濟性 

1. 附 1-1：有耐久性 

2. 附 1-2：價格合理 

3. 附 1-3：運轉資金正常 

4. 附 1-4：容易保護、抽檢、維修 

（二） 附則 2：品質與美觀 

1. 附 2-1：使用便利且美觀 

2. 附 2-2：品質完善 

3. 附 2-3：活用材質 

（三） 附則 3：健康與環保 

1. 附 3-1：對人體無害 

2. 附 3-2：顧慮到自然環境 

                                                      
12
中川聰提出通用設計原則 7 項與 3 附則，並延伸規劃一套通用設計評量法，簡稱 PPP，請參照

第 61 頁表 3-2「中川聰 PPP 37 項評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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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附 3-3：促進再生、再利用 

而至今通用設計的解釋，從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來瞭解，公約於 2006 年 12 月通過，並於

2008 年 5 月生效，有 102 個締約國和 149 個簽署國。該公約明確指出：通用設計

係指力求讓所有人都能使用的產品、環境、計畫及服務設計，無頇加以調整或採

用專用設計（United Nations Enable，2011）。 

從保障少數與特殊族群的權益為起點，經由法案推動通用設計於普及化，而

後通用設計原則便成為社會變遷的一項契機。使所有人的生活更加簡便，容易地

去使用日常生活所面臨到的事物，如：電腦選單、交通、環境和產品。直到如今

更加支持這樣的定義：通用設計並非指稱是針對特定族群來設計專用產品，而是

提出適用於各個人生階段及狀況的出色設計。「通用設計」一詞回應了此一願望，

並尋求適用於各種生活領域和年齡層的睿智方案（奧利佛‧赫維格 Oliver Herwig，

2010：17）。因此通用設計所應用的範圍相當廣泛，不僅僅是能符合所有人群、

身形的各種使用，在每個人的人生中也有不同的階段，自出生、青少年、中壯年

至老年，以滿足不同週期的需求。而現今國際上有許多的先進國家都將通用設計

的概念定為設計上的要點，顯示通用設計已是未來的重要發展趨勢（陳慈紋，2012：

37）。從臺灣相關領域應用通用設計原則的情況分析，以下將透過二例來做說明： 

為因應社會中老年人口持續增加的趨勢，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採用通用設計七

大原則，以及 3項附則，以全齡關懷為設計核心，逐將陸續完成適於全齡居住環

境，如：住宅、公園等規劃案（內政部發言人室，2014）。 

而內政部營建署於「市區道路斷面設計型式及通用設計案例說明」一案，運

用通用設計概念以「人本交通」取代「車本交通」，提昇市區道路空間的行進空

間，以及人的使用狀態，強調未來的設計是「一體適用」（Design for All）的

時代，能以符合所有人的需要與使用（內政部營建署，2014）。 

由上述二例瞭解，經由通用設計改善，能夠逐步化解陳舊環境帶給人們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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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納入關懷與貼心的設計，可使環境更備感舒適。通用設計的運用，成就了所

有人使用的便利性，尤其在即將走入高齡社會的今日，大眾化的公共設施，也盡

量去考量到中高齡者的使用性。甚至奧利佛‧赫維格（Oliver Herwig）以對於通

用設計的瞭解，提出一番假設：研究高齡者能產生更出色的設計（奧利佛‧赫維

格 Oliver Herwig，2010：16）。他認為高齡者是個最嚴格的使用者，這群人若

對於生活之行住坐臥的過程使用無虞，其他人應該也會滿意。這是以全齡關懷為

思考的方向，盡量減少彼此的差異，在乎使用者的感受，達到通用設計中最為重

要的平等性。 

而中高齡者由於身體機能逐漸衰退，他們記憶力不長、容易分心，僅能維持

很短時間的注意力。為此，在日常的使用，會習慣依賴著簡單形式的操作，認為

一看尌懂的直覺系統，無疑是最佳的解決之道（奧利佛‧赫維格 Oliver Herwig，

2010：23）。這樣的直覺系統，便是通用設計原則中「簡單易懂的操作設計」，

因使用方法簡單易懂，容易提高其使用性，是很適合所有人使用的狀態，也是設

計人員可以多加用心之處。其次，他們因反應銳減、靈敏度下降，在操作使用的

安全性需加強留意，因此通用設計中的「具通融性的使用」、「迅速理解必要的

資訊」、「容錯的設計考量」、「降低身體的負擔」、「規劃合理的尺寸與空間」

皆有其相關性，可以進一步相互評估，判斷出最良好的設計模式。 

因此，設計人員對於通用設計原則的掌握，不單是文字表象的瞭解，在設計

領域的應用，往往需要透過對於人的詳加觀察瞭解後再驗證實驗，才能將設計原

則靈活地運用，使設計人員的用心能直接讓使用者感受的到，也須經由使用者的

協助判斷給予建議，促進設計人員更加瞭解設計方向，讓最終設計之價值更為彰

顯人性化關懷的深遠意涵。 

但運用通用設計也需要注意，並非所有狀況都適用通用設計原則，應該要因

地制宜，不論運用到什麼地方，都需要考慮該地特性，也有可能會影響使用者改

變價值觀，這其中需要透過溝通達到一致的想法，也尌是達到無障礙化的程度，

而這都需要長期計畫方始完成（中頇賀，20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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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運用通用設計的理想目的，便是達到所有人都可以共同使用，但人人

不同，即使是身心障礙人士間也有不同的需求，甚至需求可能會有所衝突，而可

能同一障別內的人，也無法同等地完全滿足其需求，這樣在設計上更產生了高度

的複雜性。因此通用設計只能讓「最多」的人能夠使用，而不是「所有」的人都

可以使用（邱大昕，2009：40）。 

從通用設計的發展歷程瞭解，通用設計原則的運用確實有一定困難性，但也

有其未來性。從上述提及的複雜性，需透過使用者不斷驗證與回饋給設計人員，

尋覓適合的解決方案。唯有透過不斷嘗試，通用設計才能越用越廣泛，越有機會

從越多的人使用，進展到能讓更多人使用之願景。因此，中川聰也認為對話在通

用設計是相當重要的（中川聰，2008：146）。從使用者評量來傳達出使用過程

的想法，也容易瞭解設計本身對人的價值，而設計人員同樣地透過評量過程，將

意見導入於設計之中，以符合使用者最合適的需要。 

通用設計與博物館展示設計的關聯性，必須在乎觀眾的複雜性，因兩者皆視

「人」為思考核心，對於人的視知覺、反應、行為應該要瞭解透徹。所謂「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對人有完整的認識，才能有助於通用設計概念注入與博

物館展示同步並行的設計規劃，使規劃更為縝密完善，並且更加貼近觀眾的需要，

使未來人人均可受益。對於博物館展示而言，在通用設計原則的觀念注入下，無

疑是更有效掌握人的需求原則，加速博物館展示與觀眾間的雙向溝通，博物館便

有機會在兩者結合的基礎再向上成長，使博物館展示的未來會有另一番契機誕生。  

 

第三節  通用設計運用於博物館展示的可行性 

一、博物館展示設計的無障礙化 

博物館展示的發展，自觀念的轉變，影響著現在未來每一檔次的展覽規劃，

對於觀眾考量的完整性，博物館思考著現在所提供的展示服務形式，如何打造一

個溝通無障礙的展示環境，剖析觀眾可能會面臨的障礙問題，便成為展示設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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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需要深入瞭解的議題。從人的生命週期瞭解，每個人都會有逢遇障礙的階段，

不論生病、受傷、老化，可能是暫時性或是永久性的身心不全，所以障礙並非是

某些人才會面臨的問題，有可能就發生在你我之間，因此保有同理心的相互對待，

維繫他人面臨障礙下身心俱疲的尊嚴與感受，是解決不同障礙時所因應的態度，

也是站在人人生而平等的立場，保障所有人都能自如地前往博物館參觀。 

不僅如此，尌國際公約與國內法規來看，身心不便者應享有參與及使用博物

館環境與設施的權利（楊中信、鄒佩琪、湯雅惠，2013）。以及高齡者也應提供

做為社會公民的基本人權（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學會主編，1999：16）。不單是針

對弱勢團體的保障，也說明國家、社會對於人們平等權利的強烈重視，已擴展至

社會所有層面。如：2009 年國內經審議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

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並於當年公佈與正式實施「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法務部，2015）。其中公約所提

及「參與社會文化的權利」，對博物館而言，意謂著需努力落實文化平權，以及

博物館所肩負之社會責任。並於文化部補助要點「文化部博物館事業推展補助作

業要點13」，詳載博物館事業推廣於照顧弱勢團體之文化權，加強博物館各項功

能，提升博物館人員專業知能等鼓勵辦法。如此一來，博物館頇因應國際時勢與

多元觀眾需求，提供無障礙的展示環境，讓所有的觀眾不僅能自由進出，還能從

使用博物館的展示設施中獲得展示訊息，取得博物館展示溝通的無障礙服務，是

現在博物館依約與依法應達成的任務（楊中信、鄒佩琪、湯雅惠，2013）。 

博物館需要提出更多的友善設施與服務，提供觀眾、展品、空間之間的多元

互動，首當其衝便是在空間上的改善，不僅是將階梯改為緩坡或是電梯；在視覺

考量上，以多處不同高度的展板圖文設計，以滿足人的不同高度下之視野範圍，

                                                      
13
 2012 年文化部發布「文化部博物館事業推展補助作業要點」，第一條載明為鼓勵公、私立博

物館、國內大學校院及民間從事博物館相關事業之組織或團體等共同推動博物館事業之發展，照

顧弱勢團體之文化權、加強博物館研究、典藏、展示、教育等功能、推展博物館文化交流、提升

及增廣博物館在職人員專業知能及國際視野等，以充分發揮博物館效能。 

檢自：文化部網站（文化法規/行政規則/獎補助類）文化部博物館事業推展補助作業要點

http://www.moc.gov.tw/information_322_21704.html。瀏覽日期：2015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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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說明以放大字體且對比鮮明來滿足視覺辨識不佳者。如今許多博物館專家認

為，便捷的設施與展出，會使人覺得博物館的安全性提高，讓人倍感舒適（AAM，

2001：6）。而「無障礙」空間不應只是硬體上的改善，若未設身處地為大眾設

想，「無障礙」一詞恐怕僅流於表象，甚或帶給他人困擾或傷害。舉例而言，因

法令推行下，公眾空間皆須達到無障礙空間的規範，以緩坡取代出入口的階梯為

要項，便利輪椅者能夠通行，但舊有的建築改善情況不一，有些緩坡設置於其他

通道，無法與大眾同行，對使用者而言，似乎有差別待遇之嫌，且須通報服務人

員，方能開啟使人通行。這對使用者造成更大的不便，試問輪椅者若逢遇此番前

往的經驗，是否還有下一次光臨呢？如此因應的做法，雖有其形但未設想他人心

靈，以達到平等一致的對待。「無障礙」應包括「身」、「心」兩層面的考量，

包括認識並改變博物館軟硬體、空間與觀眾的關係（劉婉珍，2007：98）。因此

博物館需審視環境對待觀眾身心的狀態，多貼近觀眾進行溝通，才能及時的因應

與修正。 

美國庫柏-修威特博物館（Cooper-Hewitt Museum）館長戴安‧皮爾格林

（Dianne Pilgrim）曾提及無障礙的觀念，認為博物館提供友善便利的設施，以

及博物館與觀眾間擁有彼此尊重的態度，是達成無障礙博物館的要素。因此只有

外在的改變是不足的，更頇改變的是博物館人的態度（AAM，2001：8-9）。 

但現今對於無障礙博物館的概念仍推行不足，雖然大多博物館的環境，包含

展示空間，皆以無障礙空間設計進行改善，並且行之已久，也略有收穫。但博物

館展示環境仍存在著觀眾無法進入的問題，這也在於因臺灣大多數的博物館在展

示溝通上，還未達到展示訊息溝通無障礙的標準（楊中信、鄒佩琪、湯雅惠，2013）。

而從外國的博物館運作觀之，展示環境無障礙化的執行，是提供更多元的展示服

務與配套設施，給予觀眾更多方便性的參觀環境。從硬體的改良設計達到最大化，

給予大多數人甚或所有人共用的形式，無障礙設計的提出，得以讓展示溝通達到

最佳的傳達模式。從博物館的觀念至執行，可從以下案例進行瞭解： 

（一）以美國加州舊金山史崔植物園的無障礙展示說明板為例，是採鑄造呈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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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面突於帄面，內容含括英文與點字，以觀眾容易觸摸的高度設計，可以

提供視障觀眾瞭解內容，也可透過嗅覺，聞到植物的味道來瞭解其特性。

更輔以工具或服務，提供放大鏡給予視力不佳者，或經由導覽來認識展覽

（楊中信，1999）。 

史崔植物園以展示說明版的更新設計，考量到視障觀眾的需求，加入點

字的觸摸設計，能等同一般人也可以透過說明版來了解展示內容，設計出其

他感官可以服務的方式進行參觀展覽，顯示出視覺性的參觀已不是唯一的方

式，並透過嗅覺與放大鏡的工具提供，使視力不便或視障觀眾也能得以參觀，

讓一般人也有更不一樣的體驗。 

（二）波士頓市科學博物館在原展示廳「新英格蘭生態區」的修正計畫，目的以

提升身心不便的觀眾有興趣參觀與學習，也能適用於其他觀眾。在新的展

示設施以提供視、嗅、聽、觸、活動的體驗：（1）視聽覺體驗：圖表與

音效的說明版，搭配兩段式展示說明文字，以大字呈現基礎資料，小字呈

現次要，字句簡短清楚。（2）嗅聞氣味的體驗。（3）展品觸摸體驗。（4）

活動場的增設。博物館策展人戴薇絲（Batty Davidson）認為，多種不同

學習方式能使每一個人獲益，不一定要做到面面俱到，最重要的是能提供

觀眾有所選擇不同的擷取方式，能使觀眾感到喜愛，給予他們一場很有意

義的博物館參觀經驗（AAM，2001：148-152）。 

就前文的展示更新案例而言，已意識到面對不同的觀眾，應該符合個別

不同需求來進行展示設計，除了視覺觀看之外，以多元感官體驗的模式，使

觀眾能有所選擇，去挑選喜愛的參觀方式進行參觀。而透過多元體驗設計，

也關係於觀眾的學習模式，兩者具有密切的相關性，使觀眾有其自主且與眾

不同的參觀經驗，取決於觀眾能有更多的選擇性，去進行喜愛的參觀方式。 

綜合上述兩個案例的介紹，能夠瞭解到博物館展示溝通無障礙方式的運用，

是需要瞭解觀眾多元化的需求之後，才能進行軟硬體設施服務的相互搭配，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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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博物館設施服務的週密性與否，是與觀眾面對面之後即將面臨的考驗。而這番

驗證下，將促使博物館的態度必頇改變，要接受大眾的原本面貌：他們均有各自

不同的需求，有其所關注的事物，人人生來不同的能力與限制（AAM，2001：9）。

若能真實地認識觀眾，瞭解他們存有的多元與限制，提供一個令大眾喜愛的博物

館場域，以自身所提供的文化和教育為職志，提出持續改善的行動與創新的思維，

博物館展示設計的無障礙化將會更加完善。 

二、通用設計的成功性與未來 

通用設計概念發展至今，將近有幾十年的光景，通用設計概念的提倡完全改

變現在的生活，從國外的發展便有一些顯著的事例。以美國、日本的社會環境，

在高齡人口與身心不便者的人口眾多的影響下，通用設計概念的導入，使大眾的

便利性明顯提升，有了相當豐碩的設計成果，因此，從日常生活中的各項案例，

應可探知通用設計的成功性與未來，將是瞭解目前通用設計在各領域中應用的狀

況，以便於有效思考如何應用於博物館展示之中的方法。而其中通用設計運用最

為成功的國家─日本，它擁有全球最年長的長者壽命，與低出生率的社會問題，

日本面臨社會結構人口老化嚴重，強烈意識到必須讓整體生活環境變得便利以及

無障礙，並推廣以直覺就能操作的產品設計，不僅造福於原本應服務對象的身心

不便者，進一步也思考可以讓高齡者也能使用，隨後擴大至受益於所有人，打造

大眾共有共享的無障礙生活環境。而透過政府與民間的認同，日本企業也有大幅

的作為： 

日本在這些年內，生產了所謂的「共用品」，也尌是「通用」產品之意，這

些產品契合了通用設計的所有要求，因此改變了整個日常生活（奧利佛‧赫維格

Oliver Herwig，2010：12；37）。 

並於 1999 年創設「通用設計論壇」（UDF，Universal Design Forum），

主要宗旨是讓企業體在商業活動中融入並實現通用設計的理想，結合企業間、企

業與使用者間、企業與行政間、企業與研究機構間等，進行資訊的溝通討論，具



46 

 

體支援在產品設計製造及服務開發的過程（曾思瑜，2003：68）。 

在高齡人口眾多的社會，日本民間與企業普遍認同通用設計概念下，生活用

品與產品已普及於市場，整體的消費市場也有很大的轉變，也改變了人們日常的

使用習慣，許多市面上的產品設計，以「簡化」彰顯其特色：使用上多以簡單且

容易使用的方式，使所有人都能適用。 

在面對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博物館更應熟悉通用設計與人的特質，不斷地

嘗試提出好的使用條件，使能力不佳、高齡者、身心不便者也能使用，即使仍有

使用上的障礙或困難，也盡量降到最低。設計人員思考著人的能力一旦遞減，對

於使用者的行為會有甚麼樣的影響。而專家以按照人類能力遞減的情況分成三項，

分別是視力、行動力、認知力（奧利佛‧赫維格 Oliver Herwig，2010：23）。

當人產生明顯的老化現象，這三項能力也會有明顯的下降，設計人員認知到這項

問題後進行調整，會加強文字、色彩、圖像的編排，以達到清晰易讀、色彩對比

良好的效果；並加強容錯性，即使是使用錯誤也不會影響再次操作，或危害使用

上的安全，在行動力緩慢的狀況下也能正常使用，以直覺式的簡易操作方式，即

便是認知不良仍然容易操作。 

這在致力於推廣及發展高齡者產品的相關產業上，確定較能掌握通用設計原

則的準確度，以德國漢堡市 Grauwert 設計公司，其合夥人馬諦斯‧克尼格（Mathias 

Knigge）就認為： 

理解老化獨有的轉變，是成為設計人員很重要的知識基礎。並且必頇要跳脫

出一種思維裡：「設計是必頇提供完全無障礙，或是詴圖舒緩高齡者不便為目的」，

相反地，而是著重在打造另一個額外的用途與適合的設計，因為產品不會只是僅

給他們使用而已（奧利佛‧赫維格 Oliver Herwig，2010：42）。 

由日本高齡少子化的社會狀況觀之，日本廣村設計工作室為東京國立科學博

物館所設計的，採用國際通用的文字與圖像符號，作為步行導向系統(圖 2-2)（奧

利佛‧赫維格 Oliver Herwig，2010：71）。將圖文組合的標示系統，應用於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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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上的方向指引，並放在出入關鍵的地板上，使人在一開始進入時，容易找尋到

準備進行參觀的下一站。標示尺寸與內容皆能一目了然，也能立即感受自身所處

的位置，標示材質也考量止滑特性，留意到人的安全性。這樣的標示系統避免了

多數人第一次到訪，時常發生迷路的困擾。 

 

圖 2-2 步行導引系統 

資料來源：奧利佛‧赫維格 Oliver Herwig（2010） 

從這個案例不難瞭解，一旦國家的人口結構老化，多數人都達到老邁年高的

歲數，促使整體社會環境必須做一些改善，這是一個環環相扣的鏈結效應。而社

會現象是不可改變的事實，需要透過研究來瞭解老化現象，以及找出所能因應的

辦法，企圖找到人未來有可能的需要，滿足了高齡社會所面臨最迫切的需求，因

而運用通用設計無疑是因應社會變遷最佳的良方。 

而緊追在後的臺灣，也即將邁入高齡社會的門檻，雖不斷提倡通用設計的觀

念，但觀念還未普及於產官學各處，還不及美日國家所運用通用設計的成效，這

也是我們需要繼續努力推廣的方向。通用設計不會只是某個領域的強項，而是普

及於各領域共同成長，在彼此互惠下也才能創通用設計未來的可能性。 

三、通用設計在博物館展示設計的應用 

現今的博物館因社會背景與發展下而做了許多的改變，認為通用設計原則的

導入，能讓博物館提供軟硬體服務更加地完善，從博物館展示在通用設計原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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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情形，能夠詳知其導入方式，以及透過通用設計的應用，而產生對博物館本

身與相關產業有更良好的效益。以目前展覽執行時常遭逢的問題，便是在預算的

限制，由於設計執行的複雜性，以致往往僅能盡力而為。在一般博物館的展覽皆

有固定的預算編列，而若逢遇展覽巡迴各處，時常在人力、展品包裝、運費的支

出會超過日常定點展覽的預定費用，經費就成了展示設計人員在巡迴展計畫中的

一項問題。因而在節約成本的考量下，將其修改成共用形式的展示構件設計，儘

管構件有因地制宜的需求，但嘗試以通用設計原則進行改善後，也突破了各種場

地空間原有的限制性。林慧芬就曾提到： 

從展示構件形制、尺度和操作方式的考量，朝向組合式、模組化與可重複性

原則，能因應不同空間的巡迴場地，得以避免構件重複性修改或重製，造成成本

浪費，還可以強化博物館展示構件在機能應用的訴求，解決巡迴展示面臨搬運、

拆組的問題（林慧芬，2006：103-104）。 

因此展覽的硬體內容設計，也應以通用設計為原則，改善一直以來存有的限

制，以多種形制尺度的展示材料去組構與媒材應用，提供應對空間更彈性化的組

構與感官刺激，達到有效的成本控管與材料模組化不易的節能減碳之效益；再藉

由通用設計的應用，改善特殊族群參觀時常面臨的障礙，更進而提升了展示設計

應用的技術，也獲益於相關產業的技術增長。例如： 

臺灣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中，2006年的「知識宅急便系列特展」與 2012年

的「通用設計版工安福爾摩斯特展」兩個特展，展示內容包含視覺能看到圖文訊

息、觸覺能觸摸到的點字、立體圖資料，和聽覺能聽到語音資訊，所進行的多重

溝通管道語言形式，來達成實踐展示訊息溝通無障礙的目的。以直噴數位印刷技

術與透明墨水材料，讓眼睛可觀看的圖板與徒手可觸摸的圖板，能整合呈現在同

一展示圖板面上，可噴製出如同大尺寸帄面圖文輸出的點字立體圖文板（楊中信、

鄒佩琪、湯雅惠，2013）。 

而通用設計導入不光是於硬體的改善，在軟體上，博物館希望提供更周全的

服務以彌補硬體設計上的不足，認為服務的提供首要著重於館員的培訓，其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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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提供展覽相關的輔助工具。而展示考量著觀眾參觀方式的多元性，會較為著

眼於導覽人員的訓練，使展示溝通管道更為周全。例如： 

（一） 美國麻州波士頓市兒童博物館（The Children’s Museum, Boston）導

覽人員均受過密集的訓練，針對不同需求的觀眾進行導覽，可能是聽力

不全或閱讀障礙等能力較弱的孩童，他們可以僅能參與展覽過程的某一

部分。而導覽人員依照不同觀眾特性，適當地調適導覽行程，讓他們都

能夠獲得最大的樂趣和效益（AAM，2001：30）。 

（二） 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羅斯密西西比農林中心暨國立農用航空博物館（Jim 

Buck Ross Mississppi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National 

Agricultural Aviation Museum, Jackson），以生態與人物演示來展示

著美國南部某特定時期的歷史與傳統，生動地訴說過去的故事和保存文

化遺產。每位觀眾能夠身歷其境於其中，猶如穿越時空回返歷史，直接

體驗當時的生活與傳統（AAM，2001：78）。而人物演示故事人物的角色，

就有如導覽人員的任務一般，目的仍是使展示溝通達到人人皆可接收到

訊息，使人可藉由體驗達到學習之效。 

（三） 華盛頓州貝恩橋島布洛德保留區（Bloedel Reserve, Bainbridge Island）

規劃了無障礙空間，觀眾無頇導覽人員也能自行參觀，並提供導覽手冊

可以自習後參觀全區，資訊的提供以影音及紙本手冊的形式提供，手冊

編排以字體放大且易於閱讀的方式呈現（AAM，2001：67）。以觀眾自行

參觀為主要訴求，改善在視覺上會產生不便的情形，使觀眾有較多不同

的選擇性，以及舒適的參觀方式。 

（四） 德拉威爾州溫德市溫德博物館‧公園‧圖書館（Winterthur Museum, 

Garden, and Library）提供了免費大字體版本的導覽手冊，以及觸摸式

導覽提供給盲人及視障者，藉由導覽人員的協助，特殊觀眾可以經由觸

摸展品來建立歷史、美學與教育的價值，以達到博物館參觀的目的（AAM，

2001：94）。更多地去設想特殊觀眾的參觀方式，並以導覽人員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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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使能快速且滿足觀眾的需求，也能達到學習的目的。 

博物館展示設計在軟硬體服務的相互搭配越趨完善，並以盡量能符合通用設

計原則的達成度，完成了各種無障礙的參觀模式。而在人的需求性不斷地改變下，

博物館展示也需要不斷地提供新的服務，也開創出更新穎的展示模式與技術，並

同樣帶動了相關產業的成長與經驗的學習。觀眾就如同導師，將會不停地給予博

物館更多的課題，博物館也自始不斷地進行著從問題到解決問題的過程，而通用

設計能加速解決問題的思考脈絡，促成展示設計更能有效掌握人的需求性。  



51 

 

第四節   小結 

視覺是人類最依賴的感官，而視覺辨識度的良好與否，則是與於空間中之光

線、造型、色彩，以及觀看在空間內所處的位置、距離所組合的結果，影響著人

的視覺判斷。因而展示設計人員除了需掌握美感，也必須熟悉人的視覺需求以及

參觀行為的特性，才能適切的針對觀眾的需求，規劃易於參觀的視覺環境。 

人體在不同階段中各有不同的生理需求，而隨著邁入老化，不僅因人體結構

功能的逐漸退化，也影響到一般的常態性生活。而伴隨高齡社會的到來，瞭解中

高齡者的需求便成了當務之急，他們會因為視覺老化現象造成視敏度下降，影響

眼睛的辨識度，與光線明暗的視覺適應性。在博物館參觀中便會產生一些困擾，

例如：「對博物館動線指示感到困惑、對方向判別產生錯誤、對標示說明字型太

小感到不易閱讀、燈光太過昏暗感到不安等……」困擾的情形，為求問題的改善，

展示設計人員應當瞭解中高齡觀眾的需要，清楚於中高齡觀眾參觀時所關注與困

擾的情形，進行改善博物館中的軟硬體設計，提供更多人或是所有人適於的視覺

環境，達到良好無障礙的展示溝通。 

因此，提供一個共通性的環境，才能創造出一個闔家參與，老少咸宜的展示

場域，這也是展示設計人員現今最重要的課題，而通用設計原則無疑是解決問題

的最佳方案，有助於展示設計人員對於人的掌握，找到合適的方法解除危機，並

透過解決問題的過程，在通用設計原則「不斷改善」與「驗證」之精神下，使博

物館展示從中獲得新的想法，也將在下一章運用通用設計的原則，針對此一觀點

進行研究方法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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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流程與設計 

經由筆者於過往博物館內的觀察，發現中高齡者前往到博物館參觀人數漸增，並

時常於參觀展覽產生視覺上的不適，為解決中高齡者的參觀問題，從展示設計改善層

面進行探究。 

透過文獻收集，以認識中高齡者因老化現象面臨視覺辨識不佳的情況，以及通用

設計應用的廣泛性，能夠成功改善中高齡者面臨生活的困擾，甚至近年於國內有運用

通用設計於展示設計之案例，試圖建立適合所有人參觀的展示環境。經由文獻資料整

理後，得以認識到通用設計與展示設計之間的關聯，以及具有結合應用的可行性，但

因相關觀眾研究不足，無法得知通用設計應用博物館展示設計的成效情形。 

因而本研究規劃的觀眾研究，以中村聰所提出之 PPP「通用設計達成度評價法」

（Product Performance Program）為基礎，調查對象針對中高齡觀眾，瞭解中高齡觀眾在

展場參觀後，調查對於展示的視覺環境在通用設計達成度下的認同程度。另一方面，

進行瞭解博物館展示的策展概念。兩者評量結果在進行分析探討，其能完整認識觀眾

的想法。而後嘗試蒐集有關通用設計應用於博物館展示中，有關視覺因素的現況分析

與案例，使能完整認識通用設計概念運用在博物館展示設計中，有關視覺觀看上之概

況，有助於依據評量結果與現況調查，從中獲得發現，再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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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研究概念整理為研究流程圖作為參考： 

 

圖 3-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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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由於本研究嘗試探討展示環境對於中高齡觀眾的視覺適切性，並運用通用設計原

則作為評量指標。透過調查資料的收集，以 PPP 之觀眾研究調查來瞭解中高齡觀眾於

展示環境的視覺適切性，試圖檢測觀眾所認同的通用設計原則對於視覺環境之調查情

形，而調查結果與策展概念再進行相互關係之探討，提供未來博物館從業人員，進行

展示相關研究調查之參考。而最後經由案例的結果分析，期以認識通用設計運用於博

物館展示的可行性，以及對於中高齡觀眾的參與程度。 

一、 研究方法的選擇 

（一） 觀眾研究主要對象為中高齡觀眾，研究目的： 

1. 探究中高齡觀眾在參觀展示中，展示環境對於觀眾視覺的影響狀況 

選用的研究方法：瞭解觀眾在展示環境中所觀看的行為與感受。 

（1） 以「觀察」來瞭解觀眾停留何處？所觀看何物？觀看姿態動作有何改變？

以觀察為研究方法，使用追蹤觀眾路線表為工具進行記錄，認識觀眾在

展覽場中不同的空間環境，或因展品、文字吸引而駐留觀看之行為，和

觀展過程所停駐地點進行追蹤觀察紀錄。 

（2） 以觀眾進行簡要的「訪談」來瞭解觀展的視覺感受與辨識度，分享對於

展示環境不同區域內的視覺感受。 

2. 進行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切性之評量指標建構與驗證。 

選用的研究方法：以「問卷」方式列出問題，使觀眾容易瞭解問題進行快速

地填答，在時間上，可以短時間內收集較多的樣本來分析結果。 

（二） 另一方面，期能將中高齡觀眾與博物館展示之調查結果進行對照，因此增添調

查對象為博物館館員、值班義工與熟知展示相關人員，研究目的： 

1. 瞭解展覽之策展概念，為觀眾設想的設計規劃情形。 

選用的研究方法：以「半結構式訪談」列出訪談大綱，依訪談情況斟酌調整

問答順序或依回應再深入詢問。因個案並非是以通用設計概念進行展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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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訪談研究法，可瞭解較為完整的設計概念。 

2. 瞭解對於展示的視覺環境在通用設計達成度下之認同。 

以觀眾所填答之「問卷」，也邀請博物館館員、值班義工進行填答，以期能

將此調查結果有效與觀眾評量結果進行對照分析，並輔以訪談資料便於分析

解釋相關情形。 

研究調查的階段性任務，分別為：於目前階段的初步研究設計下，規劃兩部分以

瞭解博物館展示與觀眾兩者情形，兩部份採用之研究方法簡述如下（請參考表 3-1）： 

1. 預測與現況資料收集：初步以文獻為基礎進行問卷設計，並於現場發放問卷

進行觀眾問卷測試，與提供博物館領域學者、專家審視下進行不斷地修正，

以及擬定觀眾與展示設計人員的半結構式訪談大綱，並針對博物館現況資料

進行瞭解與分析。 

2. 第一部分：透過質化與量化研究，以自然觀察法、訪談法、問卷調查的研究

方法，為中高齡觀眾進行研究調查。 

3. 第二部分：採以質化與量化研究，以問卷邀請博物館館員、值班義工填寫；

並運用半結構式訪談法詢問博物館熟知展示相關人員，瞭解展示規劃概念。 

表 3-1 兩部分所採用的研究取向與方法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研究取向 質化與量化研究 質化與量化研究 

研究方法 自然觀察法、問卷調查、 

簡要訪談 
問卷調查、半結構式訪談法 

研究對象 中高齡觀眾 
博物館館員、值班義工、博物

館熟知展示相關人員 

資料蒐集

方式 

追蹤觀察紀錄表、問卷調查、 

觀眾訪談大綱 

問卷調查（博物館館員、值班

義工填寫）、半結構訪談大綱

（博物館熟知展示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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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所選用研究方法之說明 

（一） 自然觀察法 

觀察法分為隨意、田野與系統觀察。本研究採用田野觀察又稱「自然觀察法」，

為研究者對一個特定的社會或自然狀況，進行長期觀察，以得到該體系運作方式有徹

底的瞭解。參與方式有參與性或非參與方式，端視研究者是否需要隱藏身分進入田野

場域（Thomas Herzog，朱柔若譯，1996：49）。觀察法是具有經濟與效度的一種方

法，通常以紙筆進行記錄，或寫字板、計時器等工具（Thomas Herzog，朱柔若譯，

1996：59）。 

自然觀察法是需要按照研究目的進行規劃，於自然狀態下進行直接觀察和紀錄詳

實。紀錄形式可以運用研究者背景所熟習的記號、圖示進行，以他人不容易理解的方

式便可，但依照實際田野情況，由研究者自行調整記錄形式。 

本研究採以非參與式觀察，以完全觀察者角色，觀察者完全處於旁觀者角色，完

全不與場域裡的人發生任何互動（鄭瑞隆，蔡清田主編，2013：31）。研究者盡量地

不被發現自己在觀察，以一路尾隨跟蹤觀眾方式，僅以看或聽的方式從事記錄觀眾觀

看的行為和停留處，會利用自行繪製的紀錄表，如：追蹤觀察紀錄表等紙筆工具進行，

以便完成觀察任務。 

（二） 問卷調查法 

調查法是建立在受詴者對研究者提出的問題而回應的一種方式。會根據執行方式

或項目設計形式來分類，執行方式分為口頭調查的訪談，以及書面調查的問卷；項目

設計形式則分為有結構式與無結構式（Thomas Herzog，朱柔若譯，1996：142）。 

問卷法多採用結構式問項且封閉性地答項設計（Thomas Herzog，朱柔若譯，1996：

144）。並且問卷是一種統計或調查用的蒐集資料方式，一種對於個人行為的量度，

特別是針對現況行為及態度取向的方式，通常做為研究者瞭解社會事實和測量其行為

狀況的有效方法。問卷調查的特點具有統一性、靈活性、匿名性與量化性（葉立誠、

葉至誠，1999：74）。 

本研究問卷採以 Liker 評定量表（rating scale）中的五等量表，受測者較容易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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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進行應答，是較常見的方式。而受測者能依照題目選項，以評定所認定的等級。但

每個數值的答案選擇最好都要有文字敘述語詞，以陳述句表現，以確保所有受詴者都

是使用一致性的尺度（陳玉樹、姜雅玲，蔡清田主編，2013：263）。 

（三） 訪談法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往往自交談開始，是為人類之本能，也是一種直接的溝通方

式，並藉由交談，容易瞭解對方的經驗與感受。訪談法是透過有系統的規劃，研究者

依照研究目的找尋適合的受訪者進行面對面的溝通，以獲取更深入的資料。它是以口

頭方式進行的調查法，也是一種專業的互動，為一種謹慎詢問與聆聽的取徑，具有完

整獲取受檢驗的知識之目的（Steinar Kvale，陳育含譯，2010：10）。而目的在於能

使受訪者者有較大的自由答覆，能蒐集到其態度與價值判斷，或攸關內在經驗的問題，

並具有雙向性、靈活性的特點（葉立誠、葉至誠，1999：157）。 

研究者須與受訪者先建立信任關係，便於進行訪談的問答過程，受訪者能夠真實

自然的表達，並且研究者須事前擬定訪談程序，掌握提綱與問題順序的流暢性，以及

訪談時間的控制、地點的選擇，皆關係於訪談成功的重要因素。由於訪談是即時性的

問答過程，研究者須掌握良好的訪談技巧與現場問答過程，促進受訪者的答題能準確

回應於問題本身。 

本研究對象為熟知博物館展示相關人員與觀眾，採以半結構式訪談法，貼近日常

對談，有一定的目的，會運用特定的取徑和技術（Steinar Kvale，陳育含譯，2010：

11）。訪談設計有明確的訪談大綱，以及掌握對談引導過程，可依照實際訪談情形來

彈性地詢問深入或調整。 

三、 研究樣本與抽樣方式 

本研究對象主要為中高齡觀眾，以及博物館館員、值班義工與博物館熟知展示相

關人員，自兩方挑選適合之樣本進行調查，以符合研究主題與目的。因兩方採用研究

方法不同，有各自取樣之方式，由以下進行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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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部份對象：中高齡觀眾 

調查對象以中高齡觀眾能夠接受問卷調查。問卷對於受訪者的挑選，所進行的抽

樣方式，是在所研究的母體中得到一個適切的樣本，目的在於能得到對於研究母體的

結論（Thomas Herzog，朱柔若譯，1996：151）。一般抽樣的方法可分為機率抽樣與

非機率抽樣：以隨機方式抽樣為機率抽樣；而根據研究者的主觀判斷和願望，從母體

選取某些單位做為調查對象，為非機率抽樣（葉立誠、葉至誠，1999：67）。 

本觀眾研究採以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是由調查者對於母體特性之瞭

解，選擇代表性單位的非隨機抽樣方法（葉立誠、葉至誠，1999：57）。以年滿 45

歲以上者進行研究調查，未帶語音導覽器，未經導覽人員或館員解說全程，盡量是單

純以視覺觀看者，不限定人體功能退化層度，或行動不便，均含括於本研究範圍之內。 

立意抽樣，是依入館觀眾 45 歲以上者，以差異 10 歲內為一個年齡範圍，本調查

以五個年齡範圍進行劃分，盡量能以挑選不同年齡層之觀眾進行問卷調查。問卷樣本

數的收集，配合自然觀察法接續進行，由於所選定被觀察的觀眾，依據意願與否不一

定可以持續地接受問卷以及訪談調查，因此針對有接受觀察、問卷、訪談為同一樣本

群，為主要分析樣本數進行深入分析。 

（二） 第二階段對象：博物館館員、值班義工、以及博物館熟知展示相關人員 

1. 採用問卷調查，針對博物館館員、值班義工進行資料蒐集，以瞭解博物館展

示於通用設計思考為何，藉 PPP 之評量結果進行探討。 

2. 透過半結構式訪談法，訪談對象為博物館熟知展示相關人員，目的在於瞭解

策展概念、動線、設施設計與對於觀眾考量進行的設計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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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資料的蒐集方式 

為契合研究目的，思考適合的研究方法，因而規劃所需要進行的資料蒐集方式，

以下分別就觀察、問卷、訪談擬定適合之工具以進行資料蒐集： 

一、 追蹤觀察紀錄表 

於追蹤觀察時進行紀錄，紀錄著觀眾由入口至出口參觀展覽的過程，在展示環境

內不同區域觀看的行為與停駐地點，如何進行視覺觀看以及相關所產生的行為。如：

觀眾停留處、所觀看之物、觀看姿態動作有無改變（請參考附錄一）。 

二、 問卷調查 

融合 PPP 以及觀眾視覺辨識度於空間中的光線、造形（圖文）、色彩為主要要素，

綜合納入於問卷的問項設計規劃。於文獻探討中歸納了空間三要素，以視覺辨認度影

響較深的要素，列入問卷設計的考量重點。而 PPP 的發展概況為以下進行概述： 

PPP「通用設計達成度評價法」（Product Performance Program）為中村聰所提出，

是日本最早使用的一套評量方法。許多民間企業會自行開發檢測用的通用設計評量，

是以 PPP 為基礎再衍生而成的。直到如今，PPP 被應用的領域十分廣泛，各種評量標

準也就隨之產生（中川聰，2008：279）。 

PPP 的評量目的，是在設計中有關通用設計的概念以及認知程度，是一套評量通

用設計達成度的程序，並藉由設計成果與使用者的感受體驗，客觀地評斷一個設計作

品的通用設計達成度，也是用來檢測設計者的設計概念；此外，PPP 的評價結果最終

用以數值，或以雷達圖表呈現，能夠觀察出各項原則達成度的分布情況（中川聰，2006：

62）。 

國內應用 PPP 的相關研究，以七項原則三項附則，共計 37 項評量項目為基礎進行

改良性評量，多探討於產品、交通運輸設施、建築空間等領域，也提出諸多相關於高

齡者居住環境、產品等應用實例，所應用的領域已逐漸廣泛。 

本研究嘗試應用 PPP 於觀眾研究，並採用 2005 年版中川聰所提出 37 項評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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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評量項目原適用於產品評量標準（表 3-2）（中川聰，2008：280）。可視應用領域

適時調整，因此在本研究中為求對應展場環境，修正為適合於中高齡者進行視覺觀看

的評量方針，以展場中的視覺溝通元素進行檢測，調查對象為中高齡觀眾與博物館展

示相關人員，瞭解中高齡觀眾參觀博物館展示空間的想法與需求，以及博物館展示的

策展思維。 

表 3-2 中川聰 PPP 之 37 項評量項目 

項次 評量方針 

原則 1 平等性（任何人都可以公平使用） 

1 1-1 能平等地來使用 
有考慮到不管是任何人都盡可能地使用相同的方式

來使用嗎？ 

2 1-2 感覺不到有差別感 
有考慮到不管是任何人在使用上都感受不到差別感

或不公平嗎？ 

3 1-3 有準備其他選擇的東西 
即使不會使用的人，也能準備同等級的東西給他們

嗎？ 

4 1-4 感覺不到不安 不管是任何人，都不會感到不安和自卑地來使用嗎？ 

原則 2 靈活性（有各種的使用方法） 

5 2-1 選擇使用方法 
能使用各種的方法，並可從這些的方法中自由地來選

擇嗎？ 

6 2-2 不選擇左右撇子 不管左右撇子都能使用嗎？ 

7 2-3 緊急時也能用 即使緊急時也能正確地來使用？ 

8 2-4 即使環境改變也能用 能在各種的生活環境中來使用嗎？ 

原則 3 簡單直觀性（使用方法簡單，讓人能明瞭其內容） 

9 3-1 不會太複雜 會讓使用者混亂，招致誤解的複雜程度？ 

10 3-2 靠直覺就能使用 
各式各樣的使用者都不會誤會，且都可以靠直覺來使

用嗎？ 

11 3-3 使用方法很容易能理解 使用方法馬上能理解嗎？ 

12 3-4 能靠直覺使用 在使用時會有線索或反應出現嗎？ 

13 3-5 容易瞭解的構造 
不管是任何人都能很容易地理解使用方法和功能

嗎？ 

原則 4 信息可知性（能透過多項的感官瞭解其所要表達的內容） 

14 4-1 備有多種的傳達方法 對於使用上的資訊，一定能準備多種的傳達方式嗎？ 

15 4-2 資訊簡單明瞭 對於使用者必要的資訊都是淺顯易懂的嗎？ 

原則 5 容錯性（即使是錯誤的使用方法也能回復現狀）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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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資料來源：中川聰（2008：281-283） 

16 5-1 察覺的到危險 在使用時，能不讓危險或是重大錯誤操作發生嗎？ 

17 5-2 防止事故的發生 不管在什麼情形下使用，使用者都不會發生事故嗎？ 

18 
5-3 即使用錯使用方法也

是很安全的 

萬一在使用上有錯誤，使用者或是週遭的環境都不會

被波及嗎？ 

19 
5-4 即使操作失敗，也能

回復到原本的狀態 
即使操作失敗，也能簡單地回復原狀嗎？ 

原則 6 省力（使用時不會造成身體太大的負擔） 

20 6-1 能以自然的姿勢使用 各種人都能以個人最自然的方式來使用嗎？ 

21 
6-2 不需多餘的動作就

可結束 

在使用上不需反覆地做著沒有意義的動作就能完成

嗎？ 

22 6-3 對身體的負擔少 對於使用者本身不會造成身體上多餘的負擔嗎？ 

23 
6-4 即使長時間使用也

不會累 
即使長時間連續地來使用，也不會感覺到累嗎？ 

原則 7 易達性（能確保方便使用的寬廣度） 

24 7-1 能廣泛地被使用著 即使長時間連續地來使用，也不會感覺到累嗎？ 

25 7-2 各種體格的人都能使用 各種使用者都能輕鬆廣泛地來使用它嗎？ 

26 7-3 能和照護者一起使用 照護人員即使在身旁也能一起使用嗎？ 

27 7-4 好搬運且好收納 為了使用它，在不管是搬運、收納、保管都很方便嗎？ 

附則 1 耐久性與經濟性（能長時間來使用，符合經濟效益） 

28 附 1-1 有耐久性 即使在各種的情況下，都能長時間被使用嗎？ 

29 附 1-2 價格合理 符合性能或品質且價格合理嗎？ 

30 附 1-3 運轉資金正常 在使用時，有考量到不使用過多的運轉資金嗎？ 

31 
附 1-4 容易保護、抽檢、

維修 
繼續使用時，容易進行保護、抽檢、維修嗎？ 

附則 2 品質與美觀（品質優良且美觀） 

32 附 2-1 使用便利且美觀 除了很好用外，使用上的功能和美觀都具備了嗎？ 

33 附 2-2 品質完善 在使用後，仍具備擁有高品質的質量嗎？ 

34 附 2-3 活用材質 其材質所擁有的特性是能充分活用嗎？ 

附則 3 健康與環保（對人體或是環境都無害） 

35 附 3-1 對人體無害 在使用上，沒有使用對人體有害的物質嗎？ 

36 附 3-2 顧慮到自然環境 在使用上，沒有使用對環境有害的物質嗎？ 

37 附 3-3 促進再生、再利用 
有考慮盡可能將本身主體或零件、消耗品做再生、再

利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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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用設計十項原則為主項指標，對應以視覺為主要考量下，擬定通用設計原則

對展場視覺環境評量八項原則為主項指標，而通用設計的應用有因地適宜的考量，因

此指標在兩方對應上並非完全符合。本研究規劃以通用設計十項指標再整理，指標依

照研究主題有所延伸與修正，說明如下： 

依照通用設計指標，以「信息可知性」指標再延伸二項指標，「信息可知性」依

據觀眾視覺辨識與認知學理細分為二為「辨識清楚」、「可讀性（理解度）」。而另

以三項指標「耐久性與經濟性」、「健康與環保」、「簡單易懂的操作設計」，於本

研究中不採用，其中「耐久性與經濟性」、「健康與環保」二項指標，筆者認為對於

以觀眾對於視覺環境的感受，此兩項不具有與研究主題直接相關，因此不納入此次研

究進行調查。而「簡單易懂的操作設計」指標，僅針對個案展區入口處的數位導覽裝

置，評量操作上的適用性，但因個案中會前往操作的觀眾微乎其微，不利於進行調查，

因而此項也不納入此次研究。其餘指標均依照原通用設計原則的對應下，針對觀眾視

覺上的觀看與感受進行問卷的問項設計。請參考如下（表 3-3 以通用設計原則十項指

標，修改為對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切性之八項評量指標），以能瞭解經由通用設計

原則下，所調整的指標對應關係與應用之相關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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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以通用設計原則十項指標，修改為對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切性之八項

評量指標 

中川聰 

通用設計 10 項指標 
 

通用設計原則對

博物館展示環境

視覺適切性之八

項評量指標 

 學理 

一、 平等性 → 1. 平等性  （1） 中川聰 PPP 

二、 靈活性 → 2. 靈活性  （2） 中川聰 PPP 

三、 簡單直觀性     

四、 信息可知性 

 

↗ 
3. 辨識清楚  

（3） Lynda Kelly、Raed M. A. 

Elottol & Azizi Bahauddin、

William Lidwell, et al.、  中

川聰 PPP、呂理政 

↘ 
4. 可讀性 

（理解度） 
 

（4） Laura GASCOIGNE、William 

Lidwell, et al.、 

中川聰 PPP 

五、 容錯性 → 5. 容錯性  （5） 中川聰 PPP 

六、 省力 → 6. 降低身體的

負擔 
 
（6） Lynda Kelly、 

黃世輝、吳瑞楓 

七、 易達性 → 

7. 規劃合理的

空間並合適

於人體規格 

 
（7） David Dean、中川聰 PPP、

呂理政、林敏哲等三人 

八、 耐久性與經濟性     

九、 品質與美觀 → 8. 內容與美觀  （8） 中川聰 PPP、漢寶德 

十、 健康與環保     

而表 3-4（通用設計原則對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切性之 21 項評量項目）為對博

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切性之八項指標為基礎，再深入進行觀眾的問項設計，共計有 21

項評量項目，參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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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通用設計原則對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切性之 21 項評量項目 

項次 通用設計原則對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切性之八項評量指標 

指標1 平等性 

1 1-1 平等的參觀 
我覺得展場環境考慮周詳，和其他人一樣在參觀

上都能很容易獲得展示的資訊。 

2 1-2 排除差別感 展場中的圖像與說明是簡單易懂的 

3 1-3 提供其他語言文字 
展場中提供的多種語言文字對於參觀上是有幫助

的。 

指標2 靈活性 

4 2-1 參觀方式 
博物館除了文字之外，展場還提供有許多選擇使

人可以順利進行參觀。 

5 2-2 觀看時使用輔具 
博物館有提供各種輔助工具幫助觀眾觀看展品。 

(如：使用放大鏡、老花眼鏡) 

6 2-3 觀看高度 
此展場中的設施，是適合各種高度觀看展品的。 

(如：使用輪椅者) 

指標3 辨識清楚 

7 3-1 提供多種的資訊溝通方式 
展場中有提供多樣化的視覺組構（如：文物、圖

片、文字、影片） 

8 3-2 展示說明的可視性 說明牌文字的字體大小是容易辨識的。 

9 3-3 展場環境標示的方向性 參觀展場的動線是清楚的。 

10 3-4 照明對於辨識清楚的程度 在進行參觀時展場的照明是舒適清晰的。 

11 3-5 色彩對於辨識清楚的程度 展場整體的色彩搭配在觀看上可以清楚辨識。 

12 3-6 排版設計對於閱讀的考量 展場說明牌的排版與設計不會影響閱讀。 

指標4 可讀性（能夠理解資訊） 

13 4-1 展示說明文字的理解度 可以理解展示說明文字內容的語意。 

14 4-2 展示說明字數的考量 展示說明文字的字數適當。 

指標5 容錯的設計考量 

15 5-1 預防意外 
有提供視覺有關的警示標示。（如：上下坡警示

語、小心安全） 

16 5-2 對於危險防止上的考慮 
有考慮到參觀時空間設施上的各種標示，清楚易

懂，不會因資訊誤導而造成危險。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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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6 降低身體的負擔 

17 6-1 避免視覺疲勞 
展場中的說明牌與標示設置良好，沒有造成視

覺上任何的不適感。 

指標7 規劃合理的空間並合適於人體規格 

18 
7-1 有提供適合的空間適合於

各種體格的觀眾 
有提供符合我個人可以輕鬆參觀的空間需求。 

19 7-2 照護者可一起參觀 
有考慮到輪椅以及照護兩者都能一起參觀的設

施條件。 

指標8 內容與美觀 

20 8-1 內容的瞭解 參觀之後，對此展覽內容的瞭解是清楚。 

21 8-2 視覺感受舒適且美觀 展場環境是舒適且美觀的。 

評量結果以 Liker 的五等量表進行編碼（40~0），將已歸納整理出的八項原則為主

項指標，每一項評量指標算出平均值，彙整為雷達圖，以瞭解通用設計各項的達成度。

分別就博物館展示相關人員與中高齡觀眾調查結果進行相互比較，以瞭解博物館展示

相關人員對於通用設計使用的意識，以及中高齡觀眾於通用設計原則下的實際調查情

況。 

實際問卷（請參考附錄二）以 21 個題項重新調整排序，避免觀眾填答會因題型相

似採一致性的回應，使評量準確失真，並以探討中高齡觀眾對博物館展示之視覺適切

性，提供中高齡觀眾與博物館展示相關人員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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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觀眾訪談 

訪談對象為依照立意抽樣原則所進行追蹤觀察之觀眾，在觀眾同意訪談的情況下，

詢問觀眾眼睛健康狀態，並以追蹤觀察紀錄表所記錄觀眾的行為與停駐地點為訪談問

項，以及依照問卷後所填寫的內容，所評量感受較差者，列入於所擬定的訪談大綱，

詢問觀眾在游走展場內不同區域所觀看的感受與辨識度，在觀看各區後的比較，分享

各區彼此有所不同感受，可參考表 3-5。（實際訪談問題，與問卷共同整合為一份，以

便於邀請觀眾填寫問卷之後再進行訪談，請參考附錄二） 

表 3-5 觀眾訪談大綱 

問題構面 訪談問項 

1.  觀眾眼睛健康狀態 請問您是否有老花眼？或近視？或其他眼疾？ 

2. 瞭解問卷更深入的想法：問

卷所填寫正負面感受的想

法，並深入瞭解展場內不同

區域的感受差異性 

 

（1） 請問剛剛您在問卷的評量項目，有勾選「非

常同意」與「非常不同意」的項目，是否能

分享原因，為什麼呢？ 

（2） 請問展場內的四個展區，有哪個展區是在觀

看時 

a. 印象最深刻的，為什麼呢？ 

b. 最舒服的、想待久一點的，為什麼呢？ 

c. 不舒服的、不想要待的，為什麼呢？ 

3. 瞭解剛剛觀察觀眾的行為，

是否有產生對於視覺觀看的

困擾情形 

請問您剛進入展場觀看時的動作，有(前傾/彎腰/抬

頭/蹲低)的觀看行為，是否在觀看上有不清楚的情

形呢？ 

4. 觀眾其他的想法 請問除了以上問題，是否還有其他問題也想提出分

享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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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博物館熟知展示相關人員訪談 

訪談對象將邀請博物館熟知展示相關人員，其適宜人選則以佛光山佛陀紀念館推

薦最為熟知策展內容，並事先提供訪談大綱與研究目的給予瞭解清楚，為尊重受訪者

以訪談同意書（附錄四）相互約定，採以全程錄音進行，訪談內容朝向博物館對於觀

眾的設計構思，延伸到展覽策展概念、設施設計與對於觀眾考量進行的設計構想。訪

談經過完全尊重受訪者想法，再適時依情況進行調整。 

將以半結構式訪談進行以下問題，請參考表 3-6，訪談後以錄音轉為文字紀錄，再

提供受訪者確認：（實際訪談大綱，請參考附錄三） 

表 3-6 展示設計人員訪談大綱 

問題構面 訪談問項 

1. 展覽策展概念與硬體設

施、動線的設計構想，於

觀眾考量的情形 

(1) 請問有關佛教地宮還原常設展的策展概念、動

線、設施的設計構想是如何呢？  

(2) 設計構想與接續的執行是由誰主導的呢？ 

(3) 設計構想對於觀眾有年齡上的考量嗎？ 

(4) 是如何為中高齡觀眾（45 歲以上）所設想呢？ 

2. 展覽前後對於觀眾的設想

情形與反應，以及於視覺

考量的情形 

(1) 請問佛教地宮還原常設展在設計之初是希望提

供觀眾什麼樣的展場？  

(2) 展覽規劃中，有何相關的前期調查作業嗎？  

(3) 在展覽設計中對於觀眾的視覺考量，又有什麼

樣的設計構想呢？ 

(4) 開展後在展示上有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5) 如此的規劃與設計，觀眾的反應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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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通用設計應用於博物館展示之視覺因素現況分析 

本章節蒐集國內外的四個案例，於通用設計應用於博物館展示中有關視覺因素的

現況分析，使能認識通用設計概念運用在博物館展示設計中，有關視覺觀看上之概況，

以及案例輔以本研究對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切性之八項評量指標，進一步探討兩者

符合情形。資料來源則是：透過網路、文獻資料與筆者 2015/9/28、11/22、12/1 分別走

訪實地的現場觀察，進行資料綜合歸納與整理，其中以三個案例（梵蒂岡博物館「西

斯汀教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常設展、奇美博物館藝

術廳）搭配自然觀察法進行現況調查，將針對其展示現況進行詳盡的瞭解與說明，並

對照指標項目進行整理，在指標對照下，對於博物館展示之視覺因素有較完整的認識，

從中整理適於中高齡觀眾在視覺觀看，有關博物館展示設施與服務之項目。 

國內案例採以近年新成立博物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

常設展，與奇美博物館藝術廳「美的軌跡 : 13 至 20 世紀西洋藝術」展覽概況，以深入

瞭解現今博物館所呈現出不同於以往的博物館建築與空間，並分析這兩個不同展覽屬

性(歷史性、藝術性)的案例中，依現今大眾需求所規劃的展示設計現況；而在國外案例

中，挑選與本研究個案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屬性相同的宗教博物館─梵蒂岡博物館「西

斯汀教堂」的展示現況，以及史密森尼機構對於轄下博物館群，所提出的無障礙展示

設計指南（Smithsonian Guidelines for Accessible Exhibition Design），並以 2014 年 12 月重

新開放的庫帕-修威特史密森尼設計博物館（Cooper Hewitt, Smithsonian Design Museum）

為例，從其文本資料以及博物館的展覽現況進行瞭解。 

 

第一節  國內案例一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常設展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位處臺南市安南區，於 2011 年開館，以

及同時間開展的常設展「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這是一個展現臺史博核心詮釋的

重要展覽，以符合臺史博願景「營建一座屬於全體臺灣人的歷史博物館」為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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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述說一段臺灣的故事的展覽（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統籌編輯，2013）。以下就展示

設計與服務，以及展覽與通用設計指標相符情形，從中整理中高齡觀眾對於博物館展

示設施與服務項目中的三個面向進行探討： 

一、展示設計與服務 

（一） 展示設計 

「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常設展位於展示教育大樓 2 樓，展覽場地空間廣達

1,324 坪，以開闊、無隔間並具高穿透性的無障礙空間設計，設計目的是能以展現展

覽內容的歷史連續性（江明珊、趙小菁、蕭軒竹，2012）。除此之外，現任呂理政

館長認為臺史博的空間到處都有著平坦的地面，不只是為了輪椅者，任何人都會有

需要的時候，所以無障礙的通用環境基本上是為了「每一個人」設想（阮愛惠，2014）。 

而在展覽主題與內容採用多元詮釋的歷史觀，以歷史時間軸序列，穿越割裂的

統治政權，表現臺灣的文化與生活（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網站：常設展─展覽介紹，

2015）。主題細分規劃為八個單元，分別為「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早期的

居民」、「異文化相遇」、「唐山過臺灣」、「地域社會與多元文化」、「鉅變與

新秩序」、「邁向多元民主社會」，以及「展望新世紀」。故事線主軸以人和土地

進行串聯成臺灣的故事，內容在於建構臺灣長時間、多族群與自然環境互動的歷程，

展現土地與人民的歷史（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網站：常設展─展覽介紹，2015）。

有關展覽場地一覽，請參考圖 4-1： 

 

圖 4-1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常設展 展場示意圖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網站：常設展─展覽介紹，2015） 

展示設計手法主要使用影片、模型、造景、文物（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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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設展─展覽介紹，2015）。整體展場運用大規模模擬真實的造景技術、人像與模

型，搭配多元呈現的展品資料型態，像是文獻、影像、文物等，並結合資訊多媒體

等互動設施，呈現出豐富多元的展示面貌，是期望讓觀眾能夠身歷其境，猶如時光

倒流，回到臺灣的過去，親身參與這塊土地上曾經經歷的歷史景象。有關展覽現場

實景，請參考圖 4-2： 

 
圖 4-2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展場實景（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網站：常設展─ 

展覽介紹，2015） 

經由展覽整體的概述後，接續將從網路資料的蒐集，整理展覽的八個單元主題、

展示內容、展示手法，並輔以展場照片，詳細說明展覽單元設計與內容，以進一步

瞭解展示設計的呈現與展示規劃概念： 

表 4-1 臺史博「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常設展展示單元、內容與設計手法 

展示單元 展示內容 展示手法 

單元一、 

斯土斯民

－ 

臺灣的故

事 

為常設展開場，述說臺灣於世界的地

理位置，以及臺灣擁有豐富的生態、

人群，在世界角色中多元、變換的特

質。 

運用影像、影片的多媒體展示一幅

巨型的臺灣人群像，由許許多多生

活在這片土地的人所組成。 

 

展覽現場照片： 

 
圖 4-3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單元一 

展場實景 

 

 
圖 4-4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單元一 

展場實景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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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單元 展示內容 展示手法 

單元二、 

早期的居

民 

這是一段臺灣史前史，沒有文字的紀

載，是透過考古發掘的研究，瞭解到

2 至 3 萬年前臺灣就已出現人類活動

的蹤跡。 

展示分別模擬 3 個不同時代生活

面貌的縮尺模型，包括舊石器時代

的「八仙洞遺址」、新石器時代的

「墾丁遺址」及鐵器時代的「淇武

蘭遺址」模型。 

 

展覽現場照片： 

 
圖 4-5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單元二 

展場實景 

 

 
圖 4-6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單元二

展場實景 

單元三、 

異文化相

遇 

16、17 世紀，東、西洋諸國勢力因

航海貿易相遇在臺灣，荷蘭與西班牙

人在臺灣建立了殖民據點與貿易。 

還有日本人及漢人和島上的原住民

產生的互動，以及對臺灣社會造成的

影響。 

透過荷蘭船艙來了解當時的航海

生活故事，並藉著一組 4 面的大型

螢幕，作為小劇場，呈現這些人的

互動；同時也配合相關文獻展示說

明。 

 

 

展覽現場照片： 

 
圖 4-7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單元三展

場實景 

 

 

 

 
圖 4-8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單元三

展場實景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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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單元 展示內容 展示手法 

單元四、 

唐山過臺

灣 

臺灣被納入清帝國版圖之後，閩粵居

民渡過艱險的黑水溝移民到臺灣，以

及進入臺灣與原住民相遇，發展出錯

綜複雜的關係。 

以造景技術重塑一艘載著船員及

偷渡客等原比例大小的「紅頭船」

靠岸臺灣的場景。 

 

展覽現場照片： 

 
圖 4-9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單元四 

展場實景 

 

 
圖 4-10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單元

四展場實景 

單元五、 

地域社會

與多元文

化 

17 至 19 世紀間漢人移民陸續進入臺

灣的不同地區，因地理環境、人群差

異而各有發展。在臺灣每個地方中，

人們生活型態、風俗習慣及經濟活動

均不同，因此這時期臺灣漢人社會透

過相互競爭、衝突直到合作，形成因

地制宜的多元文化與地域社會型態。 

 

運用造景技術與參觀動線去展現沿

著海、平原、丘陵、城鎮到後山的

人文、景貌，可瞭解當時各區域的

發展。而真人比例的藝陣隊伍，也

象徵著不分時地，宗教信仰始終連

繫著這塊土地與人民。 

展覽現場照片： 

 
圖 4-11 國立臺灣歷史 

博物館單元五展場實景 

 

 

 
圖 4-12 國立臺灣歷史 

博物館單元五展場實景 

 

 

 
圖 4-13 國立臺灣歷史 

博物館單元五展場實景 

 

（續下頁） 



74 

 

展示單元 展示內容 展示手法 

單元六、 

鉅變與新

秩序 

日本在臺灣建立的殖民政府，也在此

說明臺灣社會的改變與適應，和民族

主義的萌芽。除了統治，臺灣的都市

也在此時興起。 

透過街屋及街景的場景還原，如雜

貨店、和服店、照相館及診所的實

景呈現， 帶領觀眾體驗日本時代的

都市生活。 

 

展覽現場照片： 

 

圖 4-14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單元六 

展場實景 

 

 

圖 4-15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單元

六展場實景 

單元七、 

邁向多元

民主社會 

 

從二戰後日本殖民者離開， 國民政

府接收臺灣的年代談起，述說臺灣

近 60 多年來的經濟發展、社會多元

轉型，邁向民主社會的歷程。 

 

 

家庭代工、教室等場景、互動設施

及文物展示，相互搭配組合來呈現。 

 

展覽現場照片： 

 
圖 4-16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單元七 

展場實景 

 

 

 
圖 4-17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單元

七展場實景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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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單元 展示內容 展示手法 

單元八、 

展望新世

紀 

影片放映內容為臺灣未來的主人翁

寫給臺灣的一封信，表示他們對自己

及臺灣的期許與希望，以及從臺灣自

然和文化風景，沉澱思考臺灣的現在

與未來。 

最後單元以雙劇場形式，空間上跨

越了上下樓層，以雙層的觀賞平臺

為常設展的結尾，放映同聲軌雙螢

幕影片，場地約可容納 50 餘人。 

 

展覽現場照片： 

 
圖 4-18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單元八 

展場實景 

 

 
圖 4-19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單元

八展場實景 

整理資料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網站常設展─展覽介紹（2015）、簡介 DM；圖

片整理自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網站常設展─展覽介紹（2015） 

從表 4-1 中進行網路資料的整理，瞭解到展覽運用許多模型、實景還原等多元

性的展示呈現方式，並搭配展品資料組構出清晰的歷史景貌，使觀眾較能直接感受

歷史情境，因此展場與觀眾之間較容易建立起直接的互動關係。而觀眾對歷史性的

展覽參觀經驗，已不像過往僅能從文獻、文字中去瞭解和想像，是以更豐富的方式

去體驗展覽。 

（二） 展覽服務 

臺史博因應不同參觀者的需要，在服務設施上提供常設展個人語音導覽有五種

語言（中、台、客、英、日）選擇，也可由個人智慧型手機連結 i-museum 聽取智慧

型語音導覽；團體導覽亦提供租借與預約服務（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網站：參觀服

務，2015a）。以及搭配國小社會科教材，規劃研發主題式教具箱，提供學校團體預

約借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網站：學習資源，2015）。並為體貼參觀時觀看的不

適，也提供老花眼鏡予有需要的觀眾使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網站：參觀服務，



76 

 

2015b）。 

二、 展覽與通用設計指標相符情形 

經前述整理展覽內容與展示手法，以及透過網路、文獻資料與自然觀察，進行資

料綜合歸納與整理，並與實際拍攝的照片作對照的說明，請參照圖 4-20 ~ 32 之 13 張圖

片： 

（一） 展場呈現多樣化的視覺組構 

經由網路資料整理了展覽內容與展示手法，可以瞭解到兩者間的搭配組合，呈

現出多樣化的視覺組構，提供觀眾多種的資訊溝通方式。 

（二） 展場光線的運用 

搭配自然光源與人工光源進行照明設計，並依不同的單元內容與展示手法運用

適合的照明方式，使整體視覺感受會依行走動線而有豐富的變化性，如從展覽開場

的第一單元，自光線通亮的空間開始參觀，逐漸走入昏暗氣氛營造的場景模擬空間，

最終走到展覽結束即返回光線通亮的地方，請參考圖 4-20、4-21。 

透過筆者實地的現場參觀瞭解，由於參觀動線並非單一動線，觀眾可依照需求自

行選擇，因此在僅仰賴人工光源且光線昏暗的地方，觀眾的視覺感受強度會各有不同，

但以光線昏暗空間的展示說明文字來說，筆者認為對於閱讀或想待的久一點的人，在

視覺觀看上或許會較為吃力，如圖 4-22、4-23、4-24。 

   

圖 4-20 臺史博光線通

亮的展場空間 

圖 4-21 臺史博昏暗氣

氛營造的造景空間 

圖 4-22 臺史博人像模型

旁，放置於地上的說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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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臺史博人像模

型旁的說明牌 

圖 4-24 臺史博人像模

型旁的說明牌內容 

圖 4-25 臺史博展品說明牌 

（三） 展場色彩的運用 

色彩設計方面，因應歷史題材呈現出多元化的展示風貌，色彩使用相當豐富。

但在各種大小的展示說明牌的色彩搭配各有不同，主要因應單元主題、功能而調整，

但同一功能的說明牌是使用相同配色去使用，如：展品說明牌，採白底棕字是為展

品本身所進行說明使用的，並且展場所有展品說明牌則皆採此種相同配色去使用，

請參考圖 4-25。除此之外，透過實地走訪的觀察瞭解，展場內色彩搭配說明牌是系

統性地採用整體排版設計，但由於展示說明文字為輔助觀眾瞭解內容之用，並非是

觀看展覽主要的重點，因此在色彩設計中對比相對溫和，以不搶奪展示設計的主體

為重要考量。 

但筆者認為在人眼的視覺辨識性方面，也由於色彩溫和，對於部分想要閱讀的

觀眾而言，或許會有因色彩對比不夠強烈，而無法清楚辨識說明牌上的文字，如圖

4-24，說明牌採灰底白字，乍看之下是較不利於觀看閱讀。誠如高國斌研究指出，

明度較暗、屬於混色系之灰、紫、藍色，較易造成視覺焦點的模糊化，使感受不明

顯，因此不建議針對高齡化於警示與辨識功能上的設計（高國斌，2002：100）。 

（四） 展示說明文字的易讀性 

語言的提供，展場說明文字以中、英文兩種文字的呈現，每則說明字數適當易

於閱讀，文字排版寬幅於目測下約不超過 45 公分。在語意上，臺史博考量其主要觀

眾在於家庭觀眾與學校團體，也提供多種不同展覽給予不同年齡層級前往參觀，而

斯土斯民常設展不同於兒童廳那般容易使 4-9 歲兒童親近與理解，加上現場也有許

多祖父母或父母陪同孩童前來參觀；依據臺史博公服組助理研究員陳怡菁指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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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博的使用者經營策略中，規劃學童觀眾（指國小中、高年級的學童）以常設展「斯

土斯民—臺灣的故事」為學習場域（陳怡菁，2012）。因此在語意的理解程度，應

適於 10 歲以上者，屬於老少皆宜的常設展。 

（五） 視覺高度的設計範圍 

整體展示陳列的高度設計，考量到不同人的身高與輪椅者的視覺範圍，以及全

館皆採無障礙空間，從圖 4-20 可以瞭解到以一般成人和學童一同觀看情形，對於成

人而言，觀看說明版或展品可能會需要低頭或前傾去觀看；對於孩童與輪椅者而言，

可能是剛好直視或些微下視觀看的角度。以筆者觀察瞭解視覺高度的範圍，說明牌

文字位置高度約為 75-85 公分處，展品陳列位置高度則依展示手法各有不同。 

（六） 展示說明文字的設計系統 

整體展覽的說明文字系統，依照單元、功能有層級上的安排，而規劃出不同尺

寸的版面，也會視重要程度在文字字型級數變化有所設定，經筆者現場觀察，與使

用字型字級表進行對照測量，瞭解展覽單元文字與內容文字在字型上，單元文字標

題使用書寫字，如圖 4-26；次標題使用粗明體，如圖 4-27；內文使用標楷體或仿宋

體，如圖 4-28。而字體大小，單元標題與次標題皆採用大字體可以一目了然，內文

則使用 28-32pt 的文字級數左右的大小。其他部分較少被關注的部分，在編年史記的

內容文字，字級大約 24pt 的文字級數，如圖 4-29；在展品說明文字，字級大約 18 pt

的文字級數以上，如圖 4-25。 

 
 

圖 4-26 臺史博展覽單元文字 圖 4-27 臺史博展覽次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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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 臺史博展覽內容文字 圖 4-29 臺史博展覽編年史記的內

容文字 

（七） 展場標示的設置 

展場標示的使用，可以瞭解到相關警示標示的放置，位於出入較為明顯的地方，

如逃生門方向的引導（圖 4-30）、斜坡提醒的黃色貼條（圖 4-31）。以及在觀看許

久後感到的疲勞，或體力不佳需要休息，展場內也提供許多座椅便於觀眾隨時休息

的地方，如圖 4-32。 

   

圖 4-30 臺史博展場接

近出口前的警示標示

位置所在 

圖 4-31 臺史博展場出

口處有黃色貼條提醒

上下坡小心 

圖 4-32 臺史博展場內

置許多休息座位 

經由上述進行資料綜合整理與觀察，從本研究「通用設計原則對博物館展示環境

視覺適切性之 8 項評量指標」中，進一步歸納整理兩者對照情形，可從表 4-2 瞭解： 

表 4-2 國內案例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常設展與通用設計

原則對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切性之 21 項評量項目對照一覽表 

指標項目 
對於國內案例一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斯土斯民─臺

灣的故事」常設展的認識與瞭解 

指標1 平等性 

1 1-1 平等的參觀 
展覽採以無障礙空間設計，對於各種參觀者考慮周

詳，都能很容易獲得展覽資訊。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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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 排除差別感 

展覽對象為10歲以上的理解程度，對於一般人來說，

展場中的圖像與說明是簡單易懂的，因此在資訊理解

上是普遍可以讓觀眾所接受。 

3 1-3 提供其他語言文字 
展覽內容的語言文字在說明牌上有中英文對照，是對

於參觀上是有幫助的。 

指標2 靈活性 

4 2-1 參觀方式 
博物館除了文字之外，展場還提供有許多選擇使人可

以順利進行參觀，如模型、造景、多媒體設備。 

5 2-2 觀看時使用輔具 博物館有提供老花眼鏡幫助觀眾觀看展品。  

6 2-3 觀看高度 

此展場設施有儘量達到去適合各種高度觀看展品的。

由於展示手法多元，可以透過多種互動模式達到資訊

的吸收，因此在已經可以符合多數人的說明牌設計的

高度下，展品觀看高度也有高低不一的設置，因此綜

觀之下，是適合各種高度去進行觀看的。 

指標3 辨識清楚 

7 
3-1 提供多種的資訊溝

通方式 

展場提供了多樣化的視覺組構（如：造景、模型、文

物、文獻資料、展示說明文字、影片）。 

8 3-2 展示說明的可視性 

說明牌文字的字體大小大多架於欄杆之上，以斜傾角

度較利於觀眾觀看文字，其內文約在 28-32 級，這此級

數以上者應是較容易辨識的。 

9 
3-3 展場環境標示的方

向性 

參觀展場的動線未有一定的走向，但容易看穿全場，

因此瞭解到展場出口的方向性，以大方向的判定而言

是清楚的。 

10 
3-4 照明對於辨識清楚

的程度 

全區照明設計依不同單元內容，搭配使用自然光源與

人工光源，整體來說照明在有自然光的支持下，空間

舒適清晰，但僅仰賴於人工光源的部分，如單元五地

域社會與多元文化的部分區域顯得光線稍暗，對於想

在此閱讀說明牌或停留時間較久的觀眾而言，在視覺

觀看上或許會較為吃力。 

11 
3-5 色彩對於辨識清楚

的程度 

展場整體的色彩搭配相當豐富，也能透過場景的運用

突顯出展品的特色，但在展示說明的配色略顯溫和，

導致說明文字並不清晰，而可能對於部分觀眾造成觀

看上的不便。 

12 
3-6 排版設計對於閱讀

的考量 

展場說明牌的排版與設計皆有掌握利於辨識與觀看清

楚，並且文字寬幅適當，不會影響閱讀。 

指標4 可讀性（能夠理解資訊） 

13 
4-1 展示說明文字的 

理解度 

以臺史博採以分眾分齡去觀看適合的展覽，於10歲以

上者是可以理解常設展說明文字內容的語意。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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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4-2 展示說明字數的 

考量 

每個篇幅的展示說明文字的字數適當，容易於短時間

瞭解一個篇幅的主題內容。 

指標5 容錯的設計考量 

15 5-1 預防意外 
有提供視覺有關的警示標示。（如：逃生門警示、上

下坡警示） 

16 
5-2 對於危險防止上的

考慮 

由於展覽於單一樓層內，展覽空間與動線均考慮周

詳，展品陳列上也有專人進行現場維護，因此這部分

於展場內較無設置相關標示。 

指標6 降低身體的負擔 

17 6-1 避免視覺疲勞 

展場中的說明牌與標示位置設置良好，也有提供其他

的資訊管道學習，因此整體上是容易進行觀看，僅於

說明牌部分，其配色對比不夠強烈，若長時間閱讀可

能會造成視覺疲勞。展場提供休息座椅，可於身體疲

憊時稍作休息片刻。 

指標7 規劃合理的空間並合適於人體規格 

18 

7-1 有提供適合的空間

適合於各種體格的

觀眾 

展覽採以無障礙空間設計，對於各種參觀者考慮周

詳，有提供符合多數人甚至所有人可以輕鬆參觀的空

間需求。 

19 7-2 照護者可一起參觀 
展覽採以無障礙空間設計，有考慮到輪椅以及照護者

都能一起參觀的設施條件。 

指標8 內容與美觀 

20 8-1 內容的瞭解 

臺史博提出許多方式能夠幫助參觀者於內容的瞭解，

如：互動裝置、模型、影片。因此對大多數參觀者而

言，多能清楚瞭解此展覽內容。 

21 
8-2 視覺感受舒適且 

美觀 

本展覽的歷史題材以豐富多元的呈現，創造觀眾的不

同以往的歷史博物館新體驗，以現場觀察觀眾反應來

說，展場環境是舒適且美觀的。 

整理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從表 4-2 瞭解到臺史博「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常設展整體思考完善，於通用

設計指標對照之下，大致皆能符合指標項目的要求，僅於「3-4 照明對於辨識清楚的

程度」、「3-5 色彩對於辨識清楚的程度」兩個項目，建議可以再針對觀眾觀看時照

明不佳且色彩對比不足的項目進行調整，期能滿足多數人視覺上的舒適性與辨識清晰

度的需求，由於此部分所獲得之分析結果，尚待後續相關更深入周延之研究，以驗證

更精確的通用設計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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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高齡觀眾有助於視覺觀看之設施與服務 

經由前述的歸納整理，瞭解中高齡觀眾的視覺相關需求，並從案例中整理適於中

高齡觀眾在視覺觀看，關於博物館展示設施與服務幾個項目，詳列如下： 

（一） 展覽採以無障礙空間設計為基礎，進行整體展示空間的規劃，並有考慮到輪椅

以及照護者都能一起參觀的設施條件，也在展品陳設高度有高低不一的呈現，

人體姿勢於參觀過程以站姿或坐姿，能符合不同觀看展品的視覺高度，能使越

趨向年長的高齡觀眾，若有輪椅需求也有適合的視覺觀看高度。 

（二） 展覽對象為 10 歲以上的理解程度。 

（三） 展覽提供多樣化的視覺組構（如：造景、模型、文物、文獻資料、展示說明文

字、影片），能幫助中高齡觀眾於觀看時有多種的資訊溝通方式。 

（四） 有觀看時的輔具協助，提供老花眼鏡的借用。 

（五） 有提供視覺有關的警示標示。（如：逃生門警示、上下坡警示），像是展場接

近出口前的警示標示位置所在，也有黃色貼條提醒上下坡小心。 

（六） 展場提供休息座椅，可於身體疲憊時稍作休息片刻。 

（七） 展覽現場有專人維護與管理，也能協助中高齡觀眾臨時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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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內案例二 奇美博物館藝術廳 

 「美的軌跡 : 13 至 20 世紀西洋藝術」 

奇美博物館位於臺南市仁德區，成立於 1992 年，為奇美實業許文龍先生所創辦，

是一座私人博物館，於 2014 年遷移至臺南都會公園園區，2015 年重新開館，博物館建

築體由奇美實業集團捐資興建，建成後贈予臺南市政府，再由奇美博物館基金會獲得

營運權，得以經營管理 50年（奇美博物館網站：參觀，2015a）。奇美博物館園區融

合了希臘羅馬古典元素，並搭配戶外園區造景雕塑，以希臘神話故事為基底來整合全

區各處景點（林怡秀，2015）。館藏主要來自於奇美文化基金會與許文龍家族的收藏，

是一座從 3歲稚童到 9旬阿公阿嬤都看得懂、聽得懂的音樂與藝術，無門檻的美學文

化殿堂（奇美博物館網站：參觀，2015a）。奇美博物館館內空間提供無障礙設施，並

依據藏品類別規劃 5 個展廳，分別為動物廳、樂器廳、藝術廳、兵器廳及羅丹雕塑廳，

於建築體的一樓與三樓為主要展覽空間，其中藝術廳位於三樓雕塑大道二側面空間，

其位置請參考圖 4-15（奇美博物館網站：參觀，2015b）。 

 

圖4-33 奇美博物館三樓平面圖─藝術廳（圖片來源：奇美博物館網站：參觀，2015b；

本圖片已經由「奇美博物館」授權） 

奇美博物館藏品多以西洋藝術為主（林怡秀，2015），這可從其藝術廳中的實際

觀察瞭解到藝術展品多元的展示呈現狀況。以下就藝術廳的展示設計與服務，以及展

覽與通用設計指標相符情形，更從中整理適於中高齡觀眾在視覺觀看，有關於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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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設施與服務項目的三個面向進行探討： 

一、 展示設計與服務 

（一） 展示設計 

奇美博物館藝術廳是以「美的軌跡：13 至 20 世紀西洋藝術」為題，展品類型包

括了繪畫、雕塑、傢俱。展示規劃以時間、地域為軸線，藉由不同時代與地域的藝

術，串起一條觀賞的路線，規劃單元依照時序，分為「13 至 16 世紀：神性與人性」、

「17 至 18 世紀：宮廷與市井」、「19 世紀：傳統與創新」、「19 世紀沙龍廳」、

「19 至 20 世紀：永遠的革新」（奇美博物館網站：當期展覽─展覽簡介，2015）。 

 藝術廳除了展現藝術作品本身的美之外，更深入發掘出作品背後的故事，包含

時代脈動、人文思想、價值體系、宗教信仰、政治變動以及當下時代的品味與美感

（奇美博物館網站：當期展覽─展覽簡介，2015）。而在展示概念思考著藝術作品

有它本身既有的背景年代，乘載著過往的傳統與故事，但同時也必頇摸索當代的表

現（奇美博物館網站：當期展覽─展覽簡介，2015），以下分別從各單元主題，進

一步瞭解展示內容與手法，並輔以展場照片，便於瞭解展示設計的呈現與展示規劃

概念： 

表 4-3 奇美博物館藝術廳展示單元、內容與設計手法 

展示單元 展示內容 展示手法 

13 至 16 

世紀： 

神性與人

性 

以教誨、告誡、聖人和聖經故事為題

材，述說自中古盛期開始，人們對自

身價值、現世生活的關注逐漸濃厚，

並在文藝復興風潮與古典希臘羅馬藝

術的影響下，發展出再現自然、寫實

和蘊含理想性的藝術之美。 

 

展區牆面鋪以灰色為背景，展示

著裝飾教堂的繪畫與雕塑，表現

於宗教層面的象徵性與裝飾性。 

（續下頁） 



85 

 

展示單元 展示內容 展示手法 

 

展覽現場照片： 

 

圖 4-34 奇美博物館藝術廳單元 

神性與人性展場實景 

 

 

圖 4-35 奇美博物館藝術廳單元 

神性與人性展場實景 

17 至 18 

世紀： 

宮廷與市

井  

由於 16、17 世紀宗教改革運動興起，

在歐洲國家中，因宗教信仰影響藝術

發展的面貌，從君主至平民在藝術上

展現的情調與品味，勾勒出不同階層

的生活樣態，促使這段時期藝術題材

更為多元。 

單元主題內分有二個展示室，一

室牆面鋪以粉藕色為背景，另一

則為藍色，展示著這個時期的繪

畫與雕塑。主要表現藝術題材的

多元面貌，題材多以肖像、風

俗、風景和靜物。 

 展覽現場照片： 

 

圖 4-36 奇美博物館藝術廳單元宮廷與市井展場實景 

19 世紀： 

傳統與創

新 

這是新舊交替、政經動盪的世代，社

會階級的興衰為藝術帶來嶄新的面

貌。述說著藝術家們以主流之外的新

思維與豐富的想像力帶入他們的創作

之中，表現所「看見」的事件，去揭

露面對社會的不安與醜陋。 

 

依展示主題分有二室，二室牆面

各鋪以紅、綠色為背景，展示著

繪畫與雕塑作品。傳達不同於以

往的視覺感受，並配合作品故

事，期以傳達藝術在傳統與創新

之間，逐漸發展出不同的方向。 

本圖由奇美博物館授

權，僅以紙本論文公開，

不得以電子形式公開。 

本圖由奇美博物館授

權，僅以紙本論文公開，

不得以電子形式公開。 

本圖由奇美博物館授

權，僅以紙本論文公開，

不得以電子形式公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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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單元 展示內容 展示手法 

 

展覽現場照片： 

 

圖 4-37 奇美博物館藝術廳單元 

傳統與創新展場實景 

 

 

圖 4-38 奇美博物館藝術廳單元 

傳統與創新展場實景 

19 世紀 

沙龍廳 

在歐洲 19 世紀時，盛行一種上流社會

聚會的方式，稱為沙龍。主人常為女

性，並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在沙龍

裏可談論文學、藝術、音樂、戲劇及

最新時事等議題，成為上流社會互相

交流資訊和結識朋友的場所。 

依展示主題分有二室，牆面鋪以

紅色絨布，作為主要沙龍廳呈現

的展示室，另一室牆面則以綠色

為背景。沙龍廳以繪畫、雕塑、

樂器場景，模擬上流社會生活的

華麗感，以及表現沙龍主人對沙

龍廳的佈置十分講究的樣貌。 

 展覽現場照片： 

 

圖 4-39 奇美博物館藝術廳單元沙龍廳展場實景 

19 至 20 世

紀： 

永遠的革

新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受現代文學、

音樂、心理學、科學等影響，藝術的

重要轉變在於否定模仿和再現，促使

藝術家對「形」貌的看法改變，開始

從客觀具象轉向主觀抽象的精神表

現。 

展區牆面鋪以米白色為背景，此

展區獨立一室，不同於其他展區

動線的連續性，並增加搭配穹窿

窗台的自然光源，給予觀眾更為

開闊的視野，同時搭配展品故事

述說新紀元的開啟。 

本圖由奇美博物館授

權，僅以紙本論文公開，

不得以電子形式公開。 

本圖由奇美博物館授

權，僅以紙本論文公開，

不得以電子形式公開。 

本圖由奇美博物館授

權，僅以紙本論文公開，

不得以電子形式公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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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單元 展示內容 展示手法 

  展覽現場照片： 

 

圖 4-40 奇美博物館藝術廳單元永遠的革新展場實景 

整理資料來源：奇美博物館網站：當期展覽─美的軌跡：13 至 20 世紀西洋藝術各單元

介紹（2015）；圖片整理自奇美博物館網站：當期展覽─美的軌跡：13

至 20 世紀西洋藝術各單元介紹（2015），並經由「奇美博物館」授權 

從表 4-3 可以瞭解到從單元展示規劃的作品詮釋，得以看到上流社會的精緻文

化，甚至到庶民的日常生活，更能認識昔日的西洋國度所呈現的生活風貌、品味與

價值，體驗現場所營造宮廷空間，融合情境氛圍以欣賞作品的美感經驗，是不同於

過往的藝術展示呈現。 

（二） 展覽服務 

奇美博物館在展覽服務提供「個人/團體語音導覽機」、「人員定時導覽」及「手

機導覽 App」三種導覽服務的選擇性（奇美博物館網站：參觀，2015c）。其中，語

音導覽的語言提供以中、英、日語三種語言為基礎，於 10 人（含）以上租用團體導

覽機的語言版本再增加臺語說明。此外，博物館也體貼觀眾可能會有觀看上的不便，

而於服務台提供老花眼鏡的借用服務。 

二、 展覽與通用設計指標相符情形 

就展覽與通用設計指標相符之情形，經前述之資料歸納及整理，詳述如下： 

（一） 展場呈現豐富的視覺組構 

各單元展區牆面以不同色調作為單元間的區別，藉由沙龍展廳以物件實景擺設

的呈現，整體運用了許多設計手法與作品間呈現出豐富的視覺組構。此外，透過現

場參觀瞭解到藝術廳有另規劃彩繪木雕的製作過程為主題，以未完成的物件呈現彩

本圖由奇美博物館授

權，僅以紙本論文公開，

不得以電子形式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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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木雕製作過程的形貌、工具與影片，目的使觀眾能藉由瞭解藝術品的製作過程，

增加對藝術品的相關知識。整體而言，全館運用多元的展示設計手法，以及多種資

訊傳播的媒介，豐富參觀觀眾的感官體驗，請參考圖 4-41、4-42、4-43。 

   

圖 4-41 奇美博物館藝

術廳 19世紀沙龍廳（圖

片來源：奇美博物館網

站：當期展覽─美的軌

跡：13 至 20 世紀西洋

藝術各單元介紹，

2015；本圖片已經由

「奇美博物館」授權） 

圖 4-42 奇美博物館藝

術廳 13 至 16 世紀：神

性與人性（圖片來源：

奇美博物館粉絲頁，

2015a；本圖片已經由

「奇美博物館」授權） 

圖 4-43 奇美博物館藝術

廳 19 至 20 世紀：永遠的

革新（圖片來源：奇美

博物館網站：當期展覽

─美的軌跡：13 至 20 世

紀西洋藝術各單元介

紹，2015；本圖片已經由

「奇美博物館」授權） 

（二） 展場光線的運用 

藝術廳大多均以人工光源進行照明設計，因照明設計考量到作品保存維護的需

求，因此多採用人工光源。但於「19 至 20 世紀：永遠的革新」單元，則採以自然與

人工光源並行的照明設計，呈現較為均光的展示空間，此區照明方式配合單元內容

提供更開拓的視野空間，促使觀眾感受到藝術與呈現已走入一個新紀元的年代。整

體而言，照明設計均提供觀眾觀看展品良好的舒適度與清楚辨識的程度，請參考圖

4-42、4-43。然而，展場中部分說明牌的呈現，由於立牌式的說明牌上層壓克力較易

造成反光，使觀眾必須調整姿勢避開光源方能辨識清楚立牌的內容。 

（三） 展場參觀動線 

在參觀動線的部分，由於藝術廳內的參觀動線並非是單一路線，觀眾可以按照

個人興趣去選擇單元主題進入參觀，也可隨時走出展廳之外。而藝術廳展區單元及

參觀動線的安排，與展廳外的動線規劃，兩者並未串聯一體，因此若按照藝術廳的

單元敘事順序為最佳參觀動線行走，自觀眾上達三樓後，需於樓梯口沿「雕塑大道

本圖由奇美博物館授

權，僅以紙本論文公開，

不得以電子形式公開。 

本圖由奇美博物館授

權，僅以紙本論文公開，

不得以電子形式公開。 

本圖由奇美博物館授

權，僅以紙本論文公開，

不得以電子形式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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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走至博物館出口前方，為藝術廳單元起始的參觀入口，因此最佳參觀動線的

行走是較為迂迴的。而進一步討論有關博物館三樓樓面參觀動線來說，由於未有動

線上的指引，使觀眾較無法瞭解掌握參觀動線，因此大多數的觀眾多以隨意參觀為

主，只有曾經來過與由專人導覽的觀眾，才能辨識正確的參觀動線。 

（四） 展場色彩的運用 

展廳色彩設計被運用於各單元展區的牆面，依據不同主題展區的特色，分別賦

予不同的代表顏色，極具豐富性。例如：在藝術廳空間內規劃有八個展示室，並分

別以八種顏色進行空間牆面色調的主色。此外，關於展示說明牌的設計，說明牌背

景採以近似牆面色系，以文字與背景間對比強烈為主要文字色彩的挑選原則，文字

色彩採黑或白色呈現；而整體來說，說明牌的色彩運用以不搶奪作品本身特色的方

式，並輔助作品的內容說明為主要功能。筆者認為博物館有考量到人眼的視覺辨識

度，加強於說明文字與背景的對比，使觀眾在觀看時能夠達到清楚辨識的程度。因

此在文字顏色因背景是固定色的搭配下，文字顏色便無法有一致性的呈現，但能夠

達到人眼最佳的視覺辨識度，圖 4-44、4-45、4-46。 

   

圖 4-44 奇美博物館藝

術廳 19 世紀：傳統與

創新，展示說明與牆面

的色彩搭配，與作品觀

看距離。（圖片來源：

趙家麟，2015；本圖片

已經由「奇美博物館」

授權） 

圖 4-45 奇美博物館藝

術廳 19 世紀：傳統與

創新，展示說明與牆面

的色彩搭配。（圖片來

源：TAIPEINAVI，

2015；本圖片已經由

「奇美博物館」授權） 

圖 4-46 奇美博物館藝

術廳 17 至 18 世紀：宮

廷與市井，展示說明的

放置，與作品觀看距

離。（圖片來源：

TAIPEINAVI，2015；本

圖片已經由「奇美博物

館」授權） 

 

本圖由奇美博物館授

權，僅以紙本論文公開，

不得以電子形式公開。 

本圖由奇美博物館授

權，僅以紙本論文公開，

不得以電子形式公開。 

本圖由奇美博物館授

權，僅以紙本論文公開，

不得以電子形式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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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語言文字的易讀性 

而在語言的提供，藝術廳的說明文字於標題、年代、來源國家、材質的資訊會

提供中、英文兩種語言，而說明內容僅為中文提供，筆者認為因作品尺度較大，考

量視覺整體的平衡性，因而說明內容以單一語言的做法來減少文字量，避免說明牌

尺寸過大，以減少干擾展示主體的視覺感受。 

（六） 視覺高度的設計範圍 

整體展示陳列的視覺高度設計，展品依照作品類型與尺寸有不同的高度設計，

如：雕塑品放置於展櫃，或放置於接近地板處的低展示台，是依照雕塑品造型、尺

寸以搭配空間視覺調性，因而展品、說明牌有高低不同的呈現；而繪畫作品主要以

掛置於牆面的方式呈現，作品尺寸有自落地起至天花板大小不等的畫作，以一般人

的平均視覺直視高度為中心，採一致性的視覺水平線進行掛吊繪畫作品的方式，使

繪畫作品能以在人的視覺直視的水平基準為範圍，達到輕鬆觀賞的視覺高度。 

另一方面，說明牌的擺設高度則依作品呈現位置而有不同，但以多數的繪畫作

品的說明牌來說，大多放置於作品旁，採與作品一致性的視覺水平線略低的位置呈

現，請參考圖 4-44、4-45、4-46。其他，像是大型雕塑與家具類的藝術品呈現，說明

牌則會放置於低展示台，或使用高度較低的說明立牌，以傾斜角度呈現，使觀眾低

頭亦能容易觀看文字說明。每個展示室均展示著多種類型的作品，所以說明牌位置

有高低不一的搭配呈現，如此說明牌位置也會影響到觀眾參觀過程需要不斷調整姿

勢，但對於部分無法隨意調整姿勢的觀眾而言，有些放置於低處的說明牌可能無法

清楚辨識。 

（七） 展示說明文字的設計系統 

整體展覽的說明文字系統文字大小，經筆者現場觀察，與使用字型字級表進行

對照測量，說明牌文字標題字型為粗黑體，而字級約 28 級；內容字型為中黑體，字

級約 24 級。而觀看距離則因作品前有圍欄，觀眾與作品、說明牌間區隔約 80-100

公分的距離進行觀看。普遍來說，觀眾在觀看時會依據個人興趣與眼睛狀況，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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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姿勢進行觀看，如：前傾、彎腰、蹲低等姿勢，以達到人眼清楚辨識的程度。

綜觀而言，據筆者現場觀察觀眾觀看說明牌（尤其是在觀眾視野範圍內的距離下），

並無費力之肢體動作產生，且未詢問志工關於有說明牌文字不清楚的反應，因此筆

者認為整體文字的展示設計，提供觀眾有良好的視覺感受，能夠達到人眼的清楚辨

識的程度。 

（八） 展場標示的設置 

由於藝術廳內未設有動線指引標示，僅有逃生指引的標示裝置於每個展示室地

板，使用於危難時的方向指引。 

因此，經由案例資料分析，瞭解到藝術廳展示設計與人的視覺辨識相關之要素，

並從本研究「通用設計原則對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切性之八大項評量指標」中，歸

納整理案例與評量指標相互對照之情形，如表 4-4： 

表 4-4 國內案例二奇美博物館藝術廳「美的軌跡：13 至 20 世紀西洋藝術」與通用設

計原則對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切性之 21 項評量項目對照一覽表 

指標項目 
對於國內案例二奇美博物館藝術廳「美的軌跡：13至

20世紀西洋藝術」的認識與瞭解 

指標1 平等性 

1 1-1 平等的參觀 
藝術廳以無障礙空間設計以及多元的展示設計，對於

各種參觀者考慮周詳，都能容易獲得展覽資訊。 

2 1-2 排除差別感 

藝術廳中的圖像與說明是簡單易懂的，如：沙龍展的

實景呈現，說明牌圖文以簡要圖示並以標號逐項說

明，因此在資訊理解上是普遍可以讓觀眾所接受。 

3 1-3 提供其他語言文字 

藝術廳於說明牌的語言文字呈現，有提供基本的中

英文對照，對於參觀上是有幫助的，但深入性的內

容呈現仍以中文為主。 

指標2 靈活性 

4 2-1 參觀方式 

博物館除了文字之外，藝術廳還提供多種選擇，使觀

眾可以順利進行參觀，如沙龍展實景擺設、不同材質

作品的搭配展出。 

5 2-2 觀看時使用輔具 博物館有提供老花眼鏡幫助觀眾觀看展品。  

（續下頁） 



92 

 

6 2-3 觀看高度 

藝術廳有儘量安排符合不同觀看展品的視覺高度。由

於作品材質多元，有不同高度的展示方式，說明牌的

觀看高度也依作品展示狀態呈現。但對於部分觀眾或

是輪椅者而言，如有人體本身無法調整姿勢的困難

下，較無法針對放置低處的文字內容進行深入瞭解。 

指標3 辨識清楚 

7 
3-1 提供多種的資訊溝通

方式 

藝術廳提供了多樣化的視覺組構（如：實景、多樣化

的作品、展示說明文字）。 

8 3-2 展示說明的可視性 

藝術廳說明牌文字在光源、觀看距離、文字字型的展

示組合下，字體大小約在 24-28 級之間，在此級數以

上的文字應是較容易辨識的。 

9 
3-3 展場環境標示的 

方向性 

藝術廳採較開放式的參觀動線，因此未設置指引標

示，觀眾多倚賴地板的警示逃生標示，走往下一展覽

室，或依「雕塑大道二」灑落的自然光源而行。 

10 
3-4 照明對於辨識清楚的

程度 

藝術廳內有7個展示室倚賴人工光源進行照明設計，

另一室（19至20世紀：永遠的革新）規劃獨立空間，

未與其他展示空間串聯，也因展示單元主題的規劃，

而搭配不同的照明設計展出。整體照明設計良好，僅

於說明牌的呈現，由於立牌式的說明牌上層壓克力較

易造成反光，使觀眾必須調整姿勢、避開光源，方能

辨識清楚。 

11  
3-5 色彩對於辨識清楚的

程度 

藝術廳的色彩搭配豐富，也能透過場景的運用突顯展

品的特色，但在展示說明的配色雖顯溫和，但因考量

文字呈現的色彩對比，以能清楚辨識為主。 

12 
3-6 排版設計對於閱讀的

考量 

藝術廳說明牌的排版與設計皆有掌握利於辨識與觀

看清楚的程度，並且文字寬幅適當，不會影響閱讀。 

指標4 可讀性（能夠理解資訊） 

13 
4-1 展示說明文字的 

理解度 

藝術廳說明牌文字內容淺顯易懂，對於一般人來說能

夠理解文字語意。 

14 4-2 展示說明字數的考量 
藝術廳每個作品的展示說明文字的字數適當，容易於

短時間瞭解一個作品的內容。 

指標5 容錯的設計考量 

15 5-1 預防意外 藝術廳有提供視覺性的警示標示（如：逃生門警示）。 

16 
5-2 對於危險防止上的 

考慮 

儘管藝術廳空間設施僅有逃生門警示標示，但現場仍

有許多館員與志工駐點，能夠適時給予觀眾相關的服

務。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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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6 降低身體的負擔 

17 6-1 避免視覺疲勞 

藝術廳的說明牌與標示位置設置良好，提供多樣化的

作品展示，以及各種溫和色調的牆面，給予視覺豐富

的感受。在動線上，因能隨觀眾需求適時離開展廳，

易調節視覺疲勞的感受；展示室內有休息座椅，可以

坐著欣賞作品，也可以提供觀眾稍作休息片刻的協

助。 

指標7 規劃合理的空間並合適於人體規格 

18 
7-1 有提供適合的空間適

合於各種體格的觀眾 

藝術廳採以無障礙空間設計，對於各種參觀者考慮周

詳，提供符合多數人可以輕鬆參觀的空間需求。 

19 7-2 照護者可一起參觀 
藝術廳採以無障礙空間設計，考慮到輪椅以及照護兩

者都能一起參觀的設施條件。 

指標8 內容與美觀 

20 8-1 內容的瞭解 

藝術廳提供不同的方式，幫助參觀者瞭解展示內容，

如：說明文字、語音導覽、簡介、相關出版品。因此

對大多數參觀者而言，能夠清楚瞭解展覽的內容。 

21 8-2 視覺感受舒適且美觀 

藝術廳的藝術作品以豐富多元的展示呈現，創造觀眾

不同以往的新體驗，以現場觀察觀眾反應來說，展場

環境是舒適且美觀的。 

整理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從表 4-4 瞭解到奇美博物館藝術廳在各項指標項目對照下大多考量完整，僅有三

個指標項目「2-3 觀看高度」、「3-3 展場環境標示的方向性」、「3-4 照明對於辨識清

楚的程度」，筆者建議可以再針對觀眾觀看時，調整位於較為低處說明牌位置，以及

說明牌上層壓克力較易造成反光問題，與建議能夠提供觀眾有最佳參觀動線指引的項

目進行調整，期能滿足多數人視覺上的舒適性與辨識清晰度的需求，由於此部分僅就

筆者於網路資料以及實地觀察現況所獲得之分析結果，尚待後續相關更深入周延之研

究，以驗證更精確的通用設計手法。 

三、 中高齡觀眾有助於視覺觀看之設施與服務 

依前述之歸納與整理，以奇美博物館藝術廳的案例，整理適於中高齡觀眾在視覺

觀看中，關於博物館展示設施與服務之項目，詳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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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藝術廳採以無障礙空間設計為基礎，進行整體展示空間的規劃，並有考慮到輪

椅以及照護者都能一起參觀的設施條件，也在展品陳設高度中，有高低不一的

呈現，人體姿勢於參觀過程以站姿或坐姿，能符合不同觀看展品的視覺高度，

能使越趨向年長的高齡觀眾，若有輪椅需求也能有適合的視覺觀看高度。 

（二） 藝術廳提供了多樣化的視覺組構（如：實景、多樣化的作品、展示說明文字），

能幫助中高齡觀眾於觀看時有多種的資訊溝通方式。 

（三） 藝術廳的說明牌以圖文搭配進行說明，如：沙龍展的實景呈現，說明牌圖文以

簡要圖示並以標號逐項說明，因此在資訊理解上，能幫助中高齡觀眾在資訊的

理解能感到簡單易懂。 

（四） 有觀看時的輔具協助，提供老花眼鏡的借用。 

（五）在藝術廳動線上，能隨中高齡觀眾較容易有臨時性的需求，能夠適時且快速地

離開展廳。 

（六）藝術廳內有休息座椅，可以坐著欣賞作品，也可以提供中高齡觀眾稍作休息片

刻的協助。 

（七）藝術廳現場有專人維護與管理，也能協助中高齡觀眾臨時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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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外案例一 梵蒂岡博物館西斯汀教堂 

            （Sistine Chapel, Vatican Museums） 

梵蒂岡博物館位於歐洲梵蒂岡境內，梵蒂岡地理位置在義大利羅馬城內，是天主

教國家，亦是天主教宗的駐地，而博物館建築是由原天主教宗的部分宮殿所改建，範

圍包含了知名的 15-16 世紀西斯汀教堂（可參照相關圖片，圖片來源：Vatican Museum 

official website：Getting here，2015）、拉斐爾諸室等充滿繪畫壁飾的建築與藝術，具有

宗教、歷史、藝術的重要性，而博物館內的藝術品為歷任教宗所收藏累積至今，不論

類型、數量都相當豐富，是一座宗教博物館（呂清夫編譯，1988）。 

而博物館所蒐藏的藝術精品多數出自藝術史著名大師之作，並且長久以來到館觀

眾人數眾多，空間上提供無障礙設施與通道（John Sage，2015），以提供各類型觀眾

都能夠順利入館參觀，也是舊有建築空間做為博物館使用的一例。也因此，由於博物

館為舊有空間改建，館內通道多為樓梯通往各展示空間，因此以另設置無障礙通道提

供輪椅者或有需求者，並提供適於無障礙參觀動線的建議（可參照相關圖片，圖片來

源：Vatican Museum official website：Services，2015）。 

西斯汀教堂雖為博物館的一部分，至今卻仍保有教堂之宗教功能，是教宗專用的

禮拜堂，也是教廷舉行儀式的處所，特別是以教宗選舉會議場地而聞名。除此之外，

便是教堂內壁繪有 15-16 世紀陸續完成的宗教濕壁畫，是至今國際人士爭相目睹真跡的

藝術作品，其中便是以米開朗基羅壁畫最為著名（呂清夫編譯，1988）。 

由於本案例的展示現況瞭解，原需透過圖片進行對照輔助相關文字說明，但礙於

場地規定無法拍攝，網路圖片需經授權方能使用，因而本文僅標註相關圖片來源，提

供參照瞭解。本案例調查透過網路、文獻資料整理，以及筆者 2015/9/28 以自然觀察法

進行實地的現場觀察與記錄，最後進行相關資料的綜合歸納與整理。從西斯汀教堂的

展示現況，瞭解到現今觀眾的參觀情形，並就展示內容與服務，以及展覽與通用設計

指標相符情形，更從中整理適於中高齡觀眾在視覺觀看，有關於博物館展示設施與服

務項目的三個面向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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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展示內容與服務 

（一） 展示內容 

西斯汀教堂按原教堂建築空間，兩面牆以自然光源穿透拱型窗於室內產生照明，

展示內容著重於內部牆壁右、左、正面、門口與頂部穹窿的壁畫作品，是由 15-16

世紀所繪製豐富精緻的宗教濕壁畫（呂清夫編譯，1988）。可參照相關圖片，網路

來源：Vatican Museum official website：Focus on the collections（2015）。 

以下表 4-5 就五個牆面的壁畫主題、藝術家，以及整個壁面圖示，進一步瞭解

有關展示主題與內容： 

表 4-5 梵蒂岡博物館西斯汀教堂展示壁畫主題、藝術家與繪製年代 

牆面位置 壁畫主題 藝術家與繪製年代 

面向正堂 

右側牆面 

（北牆） 

壁面分上、中、下層水平壁畫，上層展

示一至四世紀教宗肖像畫，下層以象徵

教宗徽幟的花紋裝飾，尤以中間層水平

六張壁畫最具經典，以基督生平故事為

主題，屬於文藝復興前期作品，依序

為： 

右一《基督受洗》 

右二《基督受試探》 

右三《彼得與安德烈受乎召》 

右四《山上布道》 

右五《基督交鑰匙給聖匹德》 

右六《最後晚餐》 

右一：佩魯吉諾（Perugino）、

屏特利奇奧（Pinturicchio）

（1481-1482） 

右二：波堤且利（Botticelli） 

（1481-1482） 

右三：基蘭代奧（Domenico 

Ghirlandaio）（1481-1482） 

右四：羅賽利（Cosimo Rosselli） 

右五：佩魯吉諾（Perugino） 

（1481-1482） 

右六：羅賽利（Cosimo Rosselli）

與安東尼奧·竇奇（1481-1482） 

面向正堂 

左側牆面 

（南牆） 

分上、中、下層的水平壁畫，上下層與

接續左牆為相同系列完成的作品，上層

展示一至四世紀教宗肖像畫，下層以象

左一：佩魯吉諾（Perugino)、屏

特利奇奧（Pinturicchio） 

左二：波堤且利（Botticelli）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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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面位置 壁畫主題 藝術家與繪製年代 

徵教宗徽幟的花紋裝飾，尤以中間層水

平六張壁畫最具經典，以摩西故事為主

題，屬於文藝復興前期作品，依序為： 

左一《摩西之子的割禮》 

左二《摩西的考驗》 

左三《穿過紅海》 

左四《領受法版的摩西》 

左五《懲罰可拉》 

左六《摩西的誓約與死亡》 

（1481-1482） 

左三：基蘭代奧（Domenico 

Ghirlandaio） 

左四：羅賽利（Cosimo Rosselli）

（1481-1482） 

左五：波堤且利（Botticelli） 

左六：盧卡·西諾萊利（Luca 

Signorelli） 

頂部穹窿 

整體以組畫方式呈現，包含《馬太福

音》、《啟示錄》以及四角描繪猶太民

族被拯救的故事。 

米開朗基羅（1508-1512） 

正堂牆面 

《最後的審判》：表現出降臨在全人類

的天命不可抗拒，上帝是天命至高無上

的審判。 

米開朗基羅（1536-1541） 

大門牆面 
接續右左牆面的基督與摩西故事： 

《基督復活》、《討論摩西的屍首》。 

最初由基蘭代奧（Domenico 

Ghirlandaio）與盧卡·西諾萊利

（Luca Signorelli）所繪製；而後

門楣崩塌由 Hendrik van den 

Broeck 與 Matteo da Lecce 以相同

主題重新繪製（1572-1585）。 

整理資料來源：呂清夫編譯（1988）、Sonia Gallico（1999）、Vatican Museum official website

（2015）；可參照相關圖片，網路來源：Vatican Museum official website：Focus on the 

collections（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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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4-5 的資料整理，可以瞭解到西斯汀教堂展示作品的呈現與詮釋，藉由宗

教藝術作品現址原貌的呈現，以及搭配原本既有傳統宗教空間的簡單陳設，提供觀

眾能夠直接認識到宗教畫與空間結合的宗教意義與場地氛圍，以及給予觀眾在現址

欣賞真跡藝術品的視覺感受，不同於現今一般博物館將作品搬入展場進行展示呈現

的方式。 

（二） 展覽服務 

在博物館所提供的西斯汀教堂展示服務中，提供一般型語音導覽10種語言（義、

英、法、德、西、中、日、韓、俄、葡）給予觀眾租借使用，另有提供「藝術與信

仰（Art and Faith）」的專題語音導覽，與家庭式語音導覽、團體子母機無線導覽系

統、手語影視導覽系統（Video-guide in American Sign Language (ASL)）提供租借；此

外也提供預約報名的免費專人手語導覽、分齡分眾型態的學生團體教育活動，以及

低視力、視障團體參與的觸摸體驗活動；也有多種語言導覽手冊的選購（Vatican 

Museum official website，2015）。 

關於參觀路線的建議，根據不同觀眾與團體屬性，博物館於官網上提供適合觀

眾屬性的參觀建議與路線（Vatican Museum official website，2015）。大抵而言，可以

瞭解到由於觀眾屬性多元，以及博物館提供多元完善的服務給予觀眾選擇，盡可能

照顧到各種觀眾在參觀時的需求。 

二、 展覽與通用設計指標相符情形 

經由前述整理展示內容與服務，再加上筆者實際前往西斯汀教堂，以自然觀察法

進行現場觀察與紀錄，因此，針對案例進行以下相關說明： 

（一） 舊有空間於展示呈現的限制 

可以瞭解到博物館為考量觀眾於展場接收文字訊息的困難度，以及文化資產空

間在展示呈現上的多重限制，如：壁畫作品的保存維護、來館觀眾眾多、舊有空間

無法負荷人潮等問題，長久以來以自然光源為照明，並以不設立說明文字、說明牌

或圖像標示等說明設計的方式，純以作品現址進行展示，並控管進館人數以達最佳



99 

 

參觀品質。也因此，觀眾多半倚賴其他展示服務，以深入認識作品背景與相關資訊，

如：租借語音導覽、預約報名教育活動或購買圖書等方式。 

（二） 新科技的導入 

近幾年來，博物館考量觀眾參觀時的視覺需求，並拜保存維護技術進步所賜，

照明設計除了仰賴自然光源之外，於 2014 年 11 月起增添新技術的 LED 燈，補強壁

畫展示的美感呈現、滿足觀眾的視覺辨識度，以及原有自然光源在日夜光源差異的

問題，改善後能讓演色力更接近實物，以極均勻的光線照亮先前觀眾不易留意的壁

畫區域（OSRAM：新聞與知識，2015）。 

（三） 影響觀眾的觀看方式 

而在教堂內觀看作品有行走動線的自由性，觀眾可依個人喜好挑選所站立的位

置或座位來欣賞作品，而作品位置高度皆高於人體身高，因此觀眾需要以仰視角度

去欣賞作品，卻同時也能避免因觀眾眾多而影響到觀看視線的問題，即便是孩童或

輪椅者，也能看盡教堂內四周的作品，但有時可能會因維持過久的仰視動作而造成

不適感。由於展示以不設立說明文字進行解說的方式，促使觀眾大都需透過語音導

覽以瞭解作品內容，也因此觀眾的參觀動線通常會依照語音導覽的敘述而移動，並

且在進入教堂時，皆有專人引導到教堂中間區域，能夠快速一覽無遺地欣賞所有壁

畫，隨後再按照觀眾個人興趣找最適合位置進行觀看。 

觀看距離則因作品均位於四周牆面與穹窿頂部處，且每幅作品尺寸大而壯觀，

多數觀眾能夠清楚觀看整幅作品，但無法針對作品細部進行瞭解，因此觀眾依據個

人需要準備望遠鏡等視覺觀看的輔具，得以進一步瞭解作品的色彩紋理與細部描繪，

或以購買相關圖書出版品的方式，滿足想要深入觀看者的需要。 

（四） 博物館警示標示的設置 

關於相關警示標誌的提醒與意外防治方面，大多設置標示牌於展示空間外的出

入口通道處，或是展示空間之間的通道、階梯的地方，以樓梯地板貼有黃色貼條以

提醒玄關處、上下樓梯，與提供扶手，在光線暗處的地板牆面處也會有小燈提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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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的光線，以及標示無障礙設施的所在。而在展示空間內部，由於均為平面地板，

並於空間坪數不大的考量，而無相關警示標誌的提醒，且有專人進行現場的維護與

管理，適度以口頭提醒的方式彌補標示之不足。 

經由上述綜合分析，再從本研究「通用設計原則對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切性之

八大項評量指標」中切入，進一步歸納整理兩者對照之情形，可從以下表 4-6 瞭解： 

表 4-6 國外案例一梵蒂岡博物館西斯汀教堂與通用設計原則對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

適切性之 21 項評量項目對照一覽表 

指標項目 
對於國外案例一 梵蒂岡博物館西斯汀教堂的認識與

瞭解 

指標1 平等性 

1 1-1 平等的參觀 

展示空間內為平面地板，出入通道以另設置無障礙設

施與通道提供輪椅者行走的參觀動線，但不同於大眾

進出的通道，因此是不同的視覺的參觀動線。但以舊

有空間來說，另設通道的作法較為安全，亦避免觀眾

人潮壅擠所造成的危險，因此對於各種參觀者有考慮

周詳，都能順利前往參觀。而在觀看上的角度與視線

範圍，因不同於一般視線範圍的角度，採以仰視與環

視觀看，因此儘管觀眾眾多，也不會彼此阻擋到參觀

視線，對於每個人的觀看範圍來說，都是相當良好無

阻礙的情況，也能在觀眾眾多的情形下達到同時觀看

的優勢。但此種方式頸部或身體較容易因長久觀看產

生疲勞，而頸部不適者較無法順利觀看。 

2 1-2 排除差別感 

展示空間內僅有壁畫作品的展示，未有提供作品說明

文字與簡易圖像說明提供資訊上的瞭解，此部分僅能

倚賴導覽系統與教育活動等方式進行瞭解，但服務多

元有盡量照顧到各種參觀者在瞭解作品時的需求。 

3 1-3 提供其他語言文字 

展示空間內未有提供任何相關文字來輔助說明作

品，僅於語音導覽的部分提供了10種語言的輔助，

可供各國人士選擇使用，或於參觀前選購同樣提供

多國語文服務的導覽手冊參考。 

指標2 靈活性 

4 2-1 參觀方式 
博物館除了以視覺觀看作品之外，還提供多元的展示

服務，得以選擇適合個人最佳的參觀方式。 

5 2-2 觀看時使用輔具 
博物館未提供觀看時的輔具服務，需由觀眾自行準備

個人所需要的輔助工具再前往參觀。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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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3 觀看高度 
展示空間的壁畫作品高度均位於人體身高之上，因此

觀眾均以仰視角度觀看作品，但較不符合人體工學。 

指標3 辨識清楚 

7 
3-1 提供多種的資訊溝通

方式 

視覺傳達方式單純以作品呈現，並輔以其他展示服

務，提供觀眾選擇不同的資訊溝通方式。 

8 3-2 展示說明的可視性 因未提供展示說明，無法詳述之。 

9 
3-3 展場環境標示的 

方向性 

在展示空間內參觀作品的動線未有一定的方向，但容

易辨識整體空間配置，因此可清楚判斷往展場出口的

方向。 

10 
3-4 照明對於辨識清楚的

程度 

照明設計以自然光源與人工光源搭配使用，使得整體

展示空間的呈現舒適且清晰，並且照明採均光方式，

使四周與頂部壁畫作品在人的視覺辨識度是良好的。 

11 
3-5 色彩對於辨識清楚的

程度 

由於保存維護技術的進步，博物館採用新技術的LED

燈，讓作品在色彩上有更完美的呈現，能讓觀眾觀看

清楚作品本身的色彩豐富性。 

12 
3-6 排版設計對於閱讀的

考量 
因未提供展示說明，無法詳述之。 

指標4 可讀性（能夠理解資訊） 

13 
4-1 展示說明文字的 

理解度 
因未提供展示說明，無法詳述之。 

14 4-2 展示說明字數的考量 因未提供展示說明，無法詳述之。 

指標5 容錯的設計考量 

15 5-1 預防意外 
展示空間內未有提供視覺有關的警示標示，但出入展

示空間的通道設有警示標示的提醒。 

16 
5-2 對於危險防止上的 

考慮 

由於展示空間內皆為平面地板，也有專人進行現場維

護，因此於展場內較無設置相關標示，但出入展示空

間的通道設有警示標示的提醒。 

指標6 降低身體的負擔 

17 6-1 避免視覺疲勞 

展示空間壁畫作品因為現址展示，作品均位於壁面高

處與穹窿頂部處，均須仰視進行觀看；再加以作品本

身不論構圖、色彩均具相當豐富性，且作品之間皆有

故事連貫性，若長久觀看易造成視覺不適，因而週遭

均有座椅提供休息。 

指標7 規劃合理的空間並合適於人體規格 

18 
7-1 有提供適合的空間適

合於各種體格的觀眾 

展示空間採以無障礙空間設計，對於各種參觀者考慮

周詳，有提供符合多數人可以輕鬆參觀的空間需求；

在參觀動線行走的通道空間可視個人需求，申請使用

無障礙設施與通道。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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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7-2 照護者可一起參觀 
展示空間採以無障礙空間設計，有考慮到輪椅以及照

護兩者能一起參觀的設施條件。 

指標8 內容與美觀 

20 8-1 內容的瞭解 

展示空間由於不立說明文字，需倚賴語音導覽的解

說，或團體導覽等服務，方能對作品內容有所瞭解，

若無相關宗教信仰與藝術史背景者，僅以觀看方式，

較無法對內容進行深入瞭解。 

21 8-2 視覺感受舒適且美觀 

展示空間的壁畫真跡，透過現今改良過的照明設備，

與自然光源搭配使用下，營造優良的參觀環境，據筆

者現場觀察觀眾反應可知，展場環境是舒適且美觀

的。 

整理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透過比對可從表 4-6 的資料中瞭解其展示呈現的手法，會影響到觀眾觀看的方式，

而觀看方式的改變，也同時影響到對於展示內容理解；尤其在平等性指標中，可以發

現二處優缺與其他案例不同，第一、舊有建築在硬體上的提供，能夠滿足現今觀眾的

需求仍然有限，因此，博物館推出多元性的展示服務。但仍有建築體本身就存在的限

制無法完全克服，如：通道、參觀動線為既有空間，無法因應人潮的增加而擴充；第

二、因觀看作品的視覺範圍與角度的改變，以仰視、環視的觀看方式，可以在同一空

間同時讓觀眾觀看所有的作品，也是於平等性指標中與其他個案較為不同之處。 

而在指標的對照中，由於人對於資訊的吸收往往依賴視覺的傳達，本案例主要是

以語音導覽作為展示作品的主要說明方式，可能影響觀眾對於整體展示內容的理解度，

而本研究也無法判斷展場說明文字的清楚辨識性與可讀性。相對地，由於作品現址的

展出方式，並無任何其他輔助說明，也使得觀看時的視覺環境較為單純，僅在於對作

品本身的欣賞，能加強於展示環境的照明設計，增加視覺辨識性中的色彩辨識與色彩

豐富性，感受作品與空間的結合，體驗難得的視覺感受。因此，在清楚辨識性與可讀

性相關指標，雖無法針對展場說明文字進行指標項目的判斷，但就其空間以及作品本

身，以引用新技術的方式，加強於清楚辨識性中的照明與色彩辨識的程度，亦是本研

究值得參考的案例。 

綜觀之下，可以瞭解到此案例與指標的對照，有許多項目無法達成或部分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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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舊有建築以及作品現址的展出，原本就有其無法克服的限制，因此倚賴其他展示

服務以滿足各種觀眾的需求，也許對於部分觀眾會有些許不便的情形，但因作品本身

的高度吸引力，能夠吸引為數眾多的國際人士紛紛到此一睹真跡，也使觀眾能夠接受

參觀過程可能產生的些許不便。因此透過本案例的探討，得以認識到面臨舊有建築限

制的博物館，如何因應觀眾需求調整改變，力求使大多數人能夠順利參觀的目標。 

三、中高齡觀眾有助於視覺觀看之設施與服務 

在認識中高齡觀眾的視覺相關需求，從此案例中整理適於中高齡觀眾的視覺觀看，

有關博物館展示設施與服務的項目，詳列如下： 

（一） 展示空間內為平面地板，以舊有空間修整為無障礙空間與通道，有考慮到輪椅

以及照護者都能一起參觀的設施條件，若有中高齡觀眾有輪椅的需求也能被照

顧到。 

（二） 觀看角度與視線範圍，因不同於一般視線範圍的角度，採仰視與環視觀看，因

此儘管觀眾眾多，也不會彼此阻擋到參觀視線，對於中高齡觀眾或有輪椅者的

觀看範圍來說，都是相當良好無阻礙的情況，也能在觀眾眾多的情形下達到同

時觀看的優勢。由於對於中高齡觀眾而言，此種觀看方式有上述之優點之外，

亦有較不符合人體工學之缺憾，但可以選擇坐於展示空間兩旁休息座椅欣賞作

品，除了達到暫時性的休息，亦可從中感受作品於宗教詮釋下豐富壯觀的視覺

表現。 

（三） 博物館採用新技術的 LED 燈，能提供較高照度的照明方式，讓觀眾能更清楚觀

看作品與圖像本身的色彩豐富性，也因照明採均光方式，使四周與頂部壁畫作

品有更良好的呈現，從中也增加了中高齡觀眾的視覺辨識性。 

（四） 展示空間之間的通道、階梯的地方，以樓梯地板貼有黃色貼條以提醒玄關處、

上下樓梯，與提供扶手，在光線暗處的地板牆面處也會有小燈提供行走的光線，

以及標示無障礙設施的所在，且有專人進行現場的維護與管理，適度以口頭提

醒的方式，且能協助中高齡觀眾臨時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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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外案例二 庫帕-修威特史密森尼設計博物館 

               （Cooper Hewitt, Smithsonian Design Museum） 

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史密森尼機構（Smithsonian Institute）成立於 1846 年，目前所

屬博物館群有：19 座國家博物館、1 座動物園、9 所研究中心，其中博物館位於華盛頓

特區與紐約市，機構蒐藏總數至今至少有 1.38 億件藏品（Smithsonian website，2015a、

2015b）。史密森尼機構於經營博物館領域，擁有近 170 年歷史之久的豐富經驗，因藏

品類別多元，含括於自然、歷史、藝術等不同屬性，以及在美國對於人權的重視下，

長久以來推動無障礙設施與法案，直到近年倡導通用設計概念的實施，因此博物館群

也陸續在展示設計與服務有所改變。 

從史密森尼機構於 1996 年所提出的無障礙展示設計指南（Smithsonian Guidelines for 

Accessible Exhibition Design），可以瞭解到所屬博物館內展示設計概念已有一致性的認

同與相關規範，並以 2014 年 12 月重新開放的庫帕-修威特史密森尼設計博物館（Cooper 

Hewitt, Smithsonian Design Museum）（以下簡稱 Cooper Hewitt）為例，可以從中認識到

為因應現今觀眾多元需求之下的展示現況。 

Cooper Hewitt 是一座國家設計博物館，位於紐約市，致力於推廣具有重要歷史價

值與當代的設計，蒐藏逾 21 萬件設計作品，包含壁紙、紡織品、裝置藝術、設計草圖

等類別，為各個年齡層的觀眾提供不斷更新的設計展覽和教育活動，此外通用設計會

議也曾經在此舉行過，可見博物館不遺餘力努力於設計展覽與活動（Smithsonian website：

Visit，2015）。 

Cooper Hewitt 成立於 1897 年，為因應時代與觀眾需要，歷經百年的博物館建築體

經過多次修整，最近一次的整修於 2011 年閉館，直到 2014 年 12 月以新面貌重新開放，

於 2015 年獲得美國綠建築認證（LEED Silver certific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Green 

Building Council）。博物館亦於閉館期間整合藏品資料庫，並在實驗室內所持續的嘗試，

努力於現今的科技技術與藏品結合的可能性，而如今重新開館更引用新技術，使展示

手法與呈現有了不同的面貌（COOPER HEWITT website，2015）。另外，就 Cooper Hew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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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展示設計與服務，以及展覽與通用設計指標相符情形，更從中整理適於中高齡觀眾

在視覺觀看，有關於博物館展示設施與服務項目的三個面向進行探討： 

一、展示設計與服務 

（一） 展示設計 

Cooper Hewitt 所規劃的展示空間分布於博物館建築體四個樓層內，計有 8 個展

覽主題，其中 4 個為常設展覽主題，4 個為定時更新的展覽，並於全館設有無障礙空

間與設施，亦可透過 Cooper Hewitt 網站內的虛擬實境瞭解館內整體空間（COOPER 

HEWITT website：ABOUT THE MUSEUM，2015），請參考圖 4-47，以瞭解博物館空

間佈局情形。經由網路資料蒐集與整理，以下進一步介紹 4 個常設展示主題、內容

與手法呈現： 

 

圖 4-47 Cooper Hewitt 一樓平面圖，無障礙出入口須於 91 街進出 

（圖片來源：COOPER HEWITT website：VISIT，2015a） 

表 4-7 Cooper Hewitt 庫帕-修威特史密森尼設計博物館展示單元、內容與設計手法 

展示主題 展示內容 展示手法 

身歷其境室│

IMMERSION 

ROOM 

 

從 Cooper Hewitt 的壁紙藏品重

新體驗整個牆面設計感，使用手

或數位筆可以從博物館永久藏

品再製呈現至牆面，提供觀眾創

作自己的設計。 

 

以一個互動空間提供不同於一

般的體驗，觀眾可以用手或數

位筆在互動桌體驗藏品的再製

與創作，讓觀眾每個人也可以

成為設計師。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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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主題 展示內容 展示手法 

 

展覽現場照片： 

 

圖 4-48 Cooper Hewitt 展示單元

身歷其境室 

 

 
圖 4-49 Cooper Hewitt 展示單

元身歷其境室 

熱情的異國│

PASSION FOR THE 

EXOTIC: 

LOCKWOOD DE 

FOREST, 

FREDERIC 

CHURCH 

保留原建築內部原有的柚木雕

刻，空間本身即擁有豐富的印度

情調，展示著 Frederic Church

（1826–1900）藝術家所繪製中

東國家等充滿異國風情的作品。 

以原有建築空間內部的裝置藝

術，搭配藝術家充滿異國風情

的作品，提供觀眾對於異國藝

術的想像，以及與其他展示空

間不同的視覺感受。 

 

展覽現場照片： 

 
圖 4-50 Cooper Hewitt 展示單元熱

情的異國 

 

 
圖 4-51 Cooper Hewitt 展示單元

熱情的異國 

休伊特姊妹的蒐藏

│HEWITT 

SISTERS COLLECT 

將 HEWITT 姊妹的蒐藏在此展

出，藉此肯定她們當時成立博物

館的用心，以及期許裝飾藝術風

潮能夠再次在美國崛起，因而有

多種類型的蒐藏品。 

整合素描、版畫、裝飾藝術與

壁紙等重要藏品，於一個小房

間內進行展示。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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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主題 展示內容 展示手法 

 

展覽現場照片： 

 

 

圖 4-52 Cooper Hewitt 展示單元休伊特姊妹的

蒐藏 

設計的製作過程│

MAKING DESIGN 

匯集 360 件物件，包括家具、燈

具、餐具、服裝、飾品、書籍和

海報等不同類型的展品，內容概

述設計的要素：色彩、形態、線

條、圖案和紋理。 

以櫥窗式整合各類型的物件，

依照展示內容進行展示。 

 

展覽現場照片： 

 

 
圖 4-53 Cooper Hewitt 展示單元設計的製作

過程 

整理資料來源：COOPER HEWITT website：WHAT’S ON（2015a）、Hana R. Alberts（2014）；

圖片整理自 COOPER HEWITT website：WHAT’S ON（2015a）、

Smithsonian website：EXHIBITIONS（2015）、Hana R. Alberts（2014） 

從表 4-7 瞭解到展示設計運用科技與展品的結合，呈現出更豐富的面貌，不僅

透過實物的呈現，以及說明文字的解說，並經由新技術的加入，使觀眾可以使用博

物館提供的數位筆進行資訊收集、儲存與互動，能夠從展示互動桌所獲的的資訊，

進一步動手創作，而在創作的同時，不僅是學習，所互動下的創作也成為了展示設

計的一部分；而數位筆的提供，更讓觀眾能夠把資訊帶回家，進一步深入瞭解，具

有學習與紀念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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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展示服務 

展示服務提供專人導覽、數位筆、教育活動計畫，以及網站所提供的多語言簡

介和虛擬實境功能，以下進行服務相關介紹：在導覽服務以分眾方式提供專人導覽，

分為個人、團體、學校的預約付費導覽服務，也有開放觀眾的定時導覽（COOPER 

HEWITT website：VISIT，2015b）。以及 Cooper Hewitt 於 2015 年引用新技術的數位

筆，從感應說明牌的十字型標誌符號，便開始記錄觀眾看過的展品與文字，能夠收

錄整個參觀過程的內容；或運用數位筆記錄靈感、創作，所有內容可上傳到電子信

箱或是 FB 臉書等網路空間，請參考圖 4-54、4-55（許雅鈞，2015）。 

除此之外，史密森尼機構網站也提供 7 種語言（中、日、韓、俄、法、德、西）

的博物館群電子檔簡介，提供大眾下載閱覽（Smithsonian website：Visit，2015）。Cooper 

Hewitt 網站提供了 3D 虛擬實境的功能，可以從網站上瞭解到 Cooper Hewitt 建築內部

空間的面貌，請參考圖 4-56（COOPER HEWITT website：ABOUT THE MUSEUM，

2015）。 

   

圖 4-54 Cooper Hewitt 提

供的數位筆（圖片來

源：COOPER HEWITT 

website：WHAT’S 

ON，2015b） 

圖 4-55 Cooper Hewitt 運

用數位筆於互動桌上創

作（圖片來源：Alexandra 

Shaw，2014） 

圖 4-56 Cooper Hewitt 虛

擬實境的空間模擬（圖

片來源：COOPER 

HEWITT website：

ABOUT THE 

MUSEUM，2015） 

二、展覽與通用設計指標相符情形 

（一） 展示環境呈現豐富的視覺組構與光線的運用 

由表 4-7 展示設計與服務的整合，提供觀眾有多種的資訊溝通方式，呈現出豐

富的視覺組構，並依照各展示空間與主題，採以較適合的人工光源進行照明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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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展示環境的參觀動線 

於參觀動線上，在未有專人導覽的情形下，觀眾可以依照需求與興趣自行選擇。

而樓面皆為無障礙空間與上下樓通道、電梯通往各處（COOPER HEWITT website：

VISIT，2015a）。因此，在空間與動線能夠滿足多數觀眾的需要。 

（三） 展示環境的色彩設計 

色彩設計則依照展示單元在空間會有不同的呈現，如：「熱情的異國」單元以

保留原本建築體空間的裝飾藝術，在柚木雕刻為背景下，搭配異國風情作品進行展

示，請參考圖 5-50、5-51；而在「設計的製作過程」單元則以白色為基底的牆面為背

景，便於展示多元性的作品，因此色彩設計是採以展品為主的色彩規劃，以及白底

黑字的展示說明文字，給予觀眾豐富的視覺感受，以及色彩對比高的良好視覺辨識

度，請參考圖 5-53。 

（四） 展示說明文字的易讀性與設計系統 

語言的提供，展場以英文為主要的文字呈現。而從 1996 年史密森尼的設計指南

中，對於文字在視覺觀看有一定的規範，要求語意要盡量白話易懂，說明牌內文字

句子長度不超過 25 字（15 字為佳），長度寬幅最多以 75-100 字為限，而展版文字

則每行平均 55 字元（45-50 字元為佳），標題文字盡量減短，以能夠一眼看盡為佳，

最多不超過兩句為限，以清楚且大字呈現，排版盡量以圖文搭配，以便於閱讀困難

者能夠容易理解語意（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96：17）。 

除此之外，對於視覺辨識度的相關規範，不僅考量到一般人與輪椅者，也考量

到低視力者，採用較容易辨識的字型，每個字元在其寬度、高度、重量有不同的適

合比例，避免以手寫字與斜體呈現，字型採以 Helvetica Regular 為標準，並在不同的

觀看距離下，設定不同的字級大小，如：對於低視力者，在觀看距離為 7.5 公分，字

級設定為 24pt 的級數較好；除此之外，對於文字與背景色彩以高對比，呈現於單一

色背景、避免反光的材質於表面；對於照明的需求，須避免閱讀者觀看時會擋到光

源產生陰影，並在很自然直視的角度下進行觀看，以 100-300 lux 為最佳觀看的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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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一般人與輪椅者而言，垂直視覺範圍約於 91.5-170 公分高為最佳（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96：9、19-26）。 

而在 1996 年史密森尼設計指南的規範，以及 Cooper Hewitt 身為設計博物館，必

須面對現今對於通用設計的執行以及承擔博物館社會責任，在設計領域應有所承擔

與必須朝向努力的方向。因此經過多年的努力 Cooper Hewitt 在閉館期間，於實驗室

內進行設計相關研究與測試，在字型設計與相關的說明文字規範於博物館中已有所

改變，於 2014 年由 Chester Jenkins 創作出一套 Cooper Hewitt 字型，在字級放大、縮

小、加粗的過程中，均能達到完美的比例，如今將字型免費提供大眾下載使用，以

及期待大眾能夠於網站回饋使用上的意見，並藉而運用這套字型，進一步規劃完整

一套的博物館形象設計，應用於博物館內的 logo 標準字、展示說明文字、網站等，

請參考圖 4-57、4-58（COOPER HEWITT website：OPEN SOURCE，2015）。 

除此之外，在說明牌設計的相關規範，Cooper Hewitt 也定義出博物館使用說明

文字的設計規範，在視覺舒適性、視覺辨識度均有良好的效果，請參考圖 4-58。而

在展示空間的警示標示，皆位於出入通道的上方，以顯眼的紅色色光作為危難時的

引導，請參考圖 4-59，而在展廳與咖啡廳分區的標示引導，於一樓大廳入口即有明

確的引導標誌。 

經由上述網路資料的整理，再從本研究「通用設計原則對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

 

 
 

圖 4-57 Cooper Hewitt 網站字

型（圖片來源：COOPER 

HEWITT website，2015） 

圖 4-58 Cooper Hewitt

展場說明牌（圖片來

源：Sam Brenner，

2015） 

圖 4-59 Cooper Hewitt 展示

空間的警示標示 EXIT（圖

片來源：Hana R. Albert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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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性之八大項評量指標」中切入，進一步探討兩者對照之情形，可從以下表 4-8 瞭解： 

表 4-8 國外案例二 Cooper Hewitt 庫帕-修威特史密森尼設計博物館與通用設計原則對

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切性之 21 項評量項目對照一覽表 

指標項目 
對於國外案例二Cooper Hewitt庫帕-修威特史密森尼設計

博物館的認識與瞭解 

指標1 平等性 

1 1-1 平等的參觀 

博物館展示空間提供無障礙設施與通道，但無障礙出入

口僅於91街進出，並非是博物館前後兩個出入口都可以

進出。而在展示服務與教育活動計畫採以分眾方式，不

論空間與資料的瞭解，都盡量能夠滿足到多數觀眾。 

2 1-2 排除差別感 

展場空間的展示說明，會依照展示單元適時輔以簡單圖

示與文字說明，語意上有盡量簡單易懂，可以滿足多數

人在觀看時都能夠瞭解。 

3 1-3 提供其他語言文字 
博物館展示空間內，僅提供英文文字進行說明，而於

史密森尼網站有提供7種語言的博物館群綜合簡介。 

指標2 靈活性 

4 2-1 參觀方式 

博物館除了文字之外，還有提供數位筆，能夠於互動桌

進行創作，和參觀過程所觀看的展品、說明進行完整的

紀錄儲存；也透過展示服務的提供達到多元的參觀方

式。 

5 2-2 觀看時使用輔具 
博物館有提供數位筆，可讓部分無法於現場完整觀看的

觀眾，能夠透過數位筆的紀錄，再回家細細觀看瞭解。 

6 2-3 觀看高度 

經由網站資料與圖片瞭解，展場空間的展品與文字展示

放置於一定的高度以上，從博物館有提供青少年至成人

的活動規劃，觀看高度應較適合青少年（約13歲以上者）

進行參觀。除此之外，博物館提供無障礙空間，且史密

森尼的設計指南也有明確規範視覺觀看高度的限制，展

品應於擺放於至少101.5公分高的位置。 

指標3 辨識清楚 

7 
3-1 提供多種的資訊溝

通方式 

展示空間有提供多樣化的視覺組構，如：藏品資料庫的

互動桌、展品、說明文字、圖片等。 

8 3-2 展示說明的可視性 

說明文字的字體大小，於 1996 年的設計指南指出以

Helvetica Regular 為標準，並在不同的觀看距離下，設定

不同的字級大小，而經過多年努力博物館創造更佳的

Cooper Hewitt 字型，進行博物館內的整體視覺設計，達

到人眼良好的視覺辨識度。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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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3 展場環境標示的 

方向性 

博物館網站提供各樓層的空間說明圖，並於博物館大廳

有設立方向標示，能夠協助觀眾瞭解動線的行走。 

10 
3-4 照明對於辨識清楚

的程度 

博物館展示空間以人工光源為主要的照明設計，並於設

計指南明確指出人於閱讀的最佳照度為100-300lux，並

對於照明的角度要考量到觀眾，因此人的視覺應是舒適

清晰的。 

11 
3-5 色彩對於辨識清楚

的程度 

展示空間的色彩設計結合展示單元主題的呈現，以及多

元化展品，色彩設計具有其豐富性，並且考量到視覺辨

識度，採以白色為背景，以展示多元性作品與黑色文字

說明的呈現，對於觀看上是可以清楚辨識的。 

12 
3-6 排版設計對於閱讀

的考量 

由於博物館創立新的字型Cooper Hewitt，並為統整所有

的視覺規劃，因此有一定的排版設計規劃，對於觀眾而

言，可達到視覺舒適性，不會影響閱讀。 

指標4 可讀性（能夠理解資訊） 

13 
4-1 展示說明文字的 

理解度 

設計指南有考量到閱讀困難者，因此建議說明文字需簡

潔、淺白易懂，因此多數觀眾應可以容易理解語意。 

14 
4-2 展示說明字數的 

考量 

設計指南對於字數與句子均有所建議標準，以及相關圖

片的輔助瞭解，說明文字均在一定範圍下，因此字數應

是適當的。 

指標5 容錯的設計考量 

15 5-1 預防意外 
在博物館上下樓梯均設有扶手，且通道出口以紅色色光

標示的EXIT文字，有提供視覺有關的警示標示。 

16 
5-2 對於危險防止上的

考慮 

有考慮到觀眾參觀時的警示標示，以文字EXIT的紅色色

光標示，能夠清楚表達出口的方向性，但對非英語觀眾

而言，或許僅能從紅色色光標示的標示做到一點提醒，

但表達不夠明確清楚。 

指標6 降低身體的負擔 

17 6-1 避免視覺疲勞 

展場空間的說明牌與相關標示設置良好，經過網路資訊

的瞭解，觀眾在視覺上應該可以感受良好，以及展場空

間設有座椅，可適時提供觀眾疲勞時休息。 

指標7 規劃合理的空間並合適於人體規格 

18 

7-1 有提供適合的空間

適合於各種體格的

觀眾 

博物館提供無障礙設施與空間，對於多數人考量完整，

應有符合可以輕鬆參觀的空間需求。 

19 7-2 照護者可一起參觀 有考慮到輪椅以及照護兩者能一起參觀的設施條件。 

指標8 內容與美觀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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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8-1 內容的瞭解 

博物館提供多種方式協助觀眾對於內容的瞭解，如互動

桌的體驗、互動筆的資訊紀錄、圖文搭配的說明牌呈現，

展覽文字標題以大而明顯，且簡潔有力的文字敘述進行

表達，對於觀眾來說，展覽內容能夠瞭解清楚的。 

21 
8-2 視覺感受舒適且美

觀 

博物館經由三年閉館的修整，2014年12月以新面貌重新

開放，並以新的博物館視覺設計提供給觀眾，對於觀眾

在參觀環境應能感受舒適且美觀。 

整理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從表 4-8 可以瞭解到 Cooper Hewitt 於博物館內的視覺規劃思考完善，於通用設計

指標下，大致皆能符合指標項目，但由於是網路資訊蒐集的呈現，無法透過實地觀察

瞭解視覺干擾情形。而對於 Cooper Hewitt 博物館僅提供英文一種語言的說明文字與預

約、定時導覽服務，且無提供語音導覽等多語言的輔助，是較無法提供非英語觀眾對

於文字內容的瞭解。而就博物館體驗而言，由於新技術的引進，採用數位筆與互動桌，

使博物館內的體驗不再只是觀看而已，以打破傳統以來博物館僅提供觀眾的視覺觀看

的感受，是一個超越視覺感官，以創造力與想像力去建立的難得經驗。 

因此，從 Cooper Hewitt 在史密森尼機構的專業協助，以及本身設計博物館在設計

領域的努力，在博物館展示的呈現，已不僅能滿足多數人視覺舒適與辨識清晰度的需

求，更能再創造觀眾不同的博物館經驗。 

三、中高齡觀眾有助於視覺觀看之設施與服務 

經由前述的歸納整理，並從中整理適於中高齡觀眾在視覺觀看，有關於博物館展

示設施與服務項目，詳列如下： 

（一） 提供無障礙設施與空間，有考慮到輪椅以及照護兩者能一起參觀的設施條件，

若有中高齡觀眾有輪椅的需求也能被照顧到。 

（二） 官網提供各樓層的空間說明圖，並於博物館大廳有設立方向標示，能夠協助觀

眾瞭解動線的行走，能提供中高齡觀眾事前的瞭解與現場適度的資訊引導。 

（三） 展示空間有提供多樣化的視覺組構，如：藏品資料庫的互動桌、展品、說明文

字、圖片等，能幫助中高齡觀眾於觀看時有多種的資訊溝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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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展場空間設有座椅，可適時提供中高齡觀眾疲勞時休息。 

（五） 提供多種方式能協助中高齡觀眾對於內容的瞭解，如互動桌的體驗、互動筆的

資訊紀錄、圖文搭配的說明牌呈現，展覽文字標題以大而明顯，且簡潔有力的

文字敘述進行表達，對於中高齡觀眾來說，展覽內容較容易能夠瞭解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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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經由四個案例的展示現況分析，瞭解到新舊博物館，以及不同類型博物館間的展

示效益，而仍能各自表現出令多數觀眾滿意的展示設計與服務。從案例中就觀眾參觀

展覽的視覺概況之初步瞭解，皆與博物館軟硬體設施的搭配效果息息相關：在硬體方

面，關係於建築體、空間、參觀動線、設施、展示設備、輔助工具的建立，規劃符合

多數觀眾的人體工學與參觀行為的需求，並於現有硬體中建立適於觀眾的視覺環境與

展示溝通模式，如：照明、色彩、說明文字視覺設計系統，以及多元的展示手法；而

軟體方面，以補充硬體設施之不足為主要訴求，力求呈現出的展示溝通模式得以結合

軟硬體之最佳效益，並建立相關服務輔助少數觀眾於參觀過程可能產生的不便，如：

專人服務、其他語言文字、大字體、語音導覽、手語導覽、老花眼鏡，或運用其他科

技產品所提供的服務，因此在軟硬體皆考量完善的情形下，能以滿足多數觀眾於博物

館參觀時的需求。 

而從案例中發現，博物館基礎硬體設施若能滿足多數觀眾的需求，則其他相關的

展示服務就能相對減少，甚至也減少了人力的工作負擔，如：於展場內的視覺環境中，

展示說明文字提供兩種語言以上，能有效降低語音導覽的租借情形，服務人員也能減

少工作負擔。試舉西斯汀教堂為例，由於作品的呈現與宗教詮釋有關，以及展示空間

狹小，不立說明文字等相關的輔助，因此，需倚賴語音導覽以瞭解展示內容，故需要

許多服務人員協助語音導覽的租借服務；而 Cooper Hewitt 展示空間僅提供一種語言文

字，也未提供語音導覽機，僅能倚賴專人導覽與數位筆的互動來體驗展覽內容，因此

有外語需求的觀眾則會視需要請求館員的協助，或選擇放棄參觀時對於內容的深入瞭

解，而先以數位筆進行資訊蒐集與體驗，回家後再循紀錄進行翻譯以瞭解內容。 

上述兩者皆為舊有建築改建做為博物館使用之案例，在既有建築體所構築的空間

中，有其一定的限制性，雖另設有無障礙設施與通道，仍無法完整使用其他一般觀眾

的參觀動線，因此在觀眾的視覺參觀動線便有所不同，而博物館僅能就建築內部空間

的改造，以期符合大多數觀眾的視覺或其他參觀時的需要，再另提供人力服務，或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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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科技技術尋求解決的方式。而同樣地建築體也會影響到展示空間與手法的呈現，在

既有的展覽場域如何給予觀眾最佳的視覺體驗，如：西斯汀教堂引入新技術的 LED 燈，

以補強作品的照明與色彩，進而提升觀眾視覺辨識性的色彩辨識與整體感受；Cooper 

Hewitt 引入新技術的數位筆，更創造觀眾前所未有的展示體驗，兩者案例以尋求新技

術的引入，力求突破既有限制，以吸引並滿足觀眾參觀展覽時的需要，也給予觀眾良

好的視覺舒適性與辨識度。 

此外，而在 2011 年臺史博與 2015 年奇美博物館以新館之姿開放參觀，從展覽現

況瞭解到，新建建築體與空間規劃較能因應現今觀眾的需求，因而能全面性的考量博

物館軟硬體的相互搭配，進一步創造多元的展示溝通模式，建立豐富美觀的視覺環境，

也給予觀眾多種選擇的參觀方式。如：臺史博與奇美博物館展示空間皆提供 2 種語言

的說明文字，並提供多種語言的語音導覽服務，更考量到在地觀眾而增設臺語版的語

音服務；而臺史博更成立友善平權委員會，加強照顧弱勢族群的需要，因此我們更可

瞭解到博物館能因為展示設計與服務設施的完善，而更有機會照顧到少數觀眾，以成

為滿足所有觀眾需要的博物館。 

透過上述四個案例也瞭解到不同類型博物館於展示設計的呈現，會因展品類型打

造出適宜展出的保存維護環境，並規劃出吸引觀眾目光的展覽，營造舒適美觀的視覺

環境，進而能讓觀眾從展示內容獲得資訊。而視覺環境的建立，則應對觀眾有所認識，

如：史密森尼機構長久經營不同屬性的博物館擁有豐富的經驗，並瞭解各類型觀眾的

需求，因此規劃一套無障礙展示設計指南，對於展場視覺環境有所規範，選擇多元的

展示手法，以及針對展場內照明、色彩、展場說明文字的設計規範，並基於各種博物

館經營定位，以及展品屬性不同，在展示設計上會有不同的呈現，也會因與博物館軟

硬體的絕妙組合，或新科技的協助，而有更令觀眾滿意的展覽。 

而從本研究對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切性之八項評量指標的設立過程（可參考第

64 頁），是經由中川聰所提出 PPP「通用設計達成度評價法」與文獻的瞭解，進行歸

納與整理所結合而成，並透過本章節案例的展示現況分析得以進一步瞭解，再輔以本

研究對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切性之八項評量指標，探討兩者符合情形亦可發現，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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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設立並非完全適合應用於每個博物館，如：「指標 3 辨識清楚」、「指標 4 可讀

性」，對於西斯汀教堂內未有文字說明的設立，便無法進行評量項目的對照，由於引

進新技術加強了照明與色彩之辨識清楚的程度，發現作品在視覺辨識清楚的程度已有

改善，因此若以西斯汀教堂進行通用設計原則對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切性之相關評

估，評量項目應再有所調整後執行，方能給予博物館有效且客觀的評量建議。 

而在適於中高齡觀眾的視覺觀看上，有關博物館展示設施與服務項目之中，可以

瞭解到博物館空間已提供無障礙設施，也盡量提供多樣化的視覺組構。並會體貼中高

齡觀眾在觀看時的不便，提供老花眼鏡的服務，如：臺史博、奇美博物館。而展示空

間條件不同，提供中高齡觀眾有相關的警示標示、方向性的標示提醒，以及透過引進

新科技來協助改善中高齡觀眾的視覺需求，如：西斯汀教堂引入新技術的 LED 燈，改

善光線照度設計之現況，並增加色彩辨識的程度，以提高視覺辨識性，另外，Cooper 

Hewitt 引進數位筆，也使博物館體驗不再僅於視覺觀看的層面，透過數位筆更提供了

多元感官的體驗。 

綜合而言，國內外四個案例皆能滿足多數觀眾的需求，而因國情文化之別，觀眾

所需不一定相似，但藉由評估項目的相互對照，對於博物館的展示現況能夠有深入的

瞭解。然而，由於時間及財力的限制，筆者僅能藉由網路資料、文獻的蒐集，以及現

場觀察的結果，將所獲得的資料進行分析，因此過程或有些許不足之處，但透過現況

分析能有助於通用設計應用於展示設計的執行，也期許未來通用設計與展示設計有許

多結合的嘗試，產生更成熟的運用方式，滿足所有觀眾於博物館參觀時的需要，營造

一處適合所有人創造良好參觀經驗的博物館。 

  



118 

 

 

 

  



119 

 

第五章 個案研究 

第一節  個案簡介 

本研究以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為研究個案，個案的挑選是由於佛陀紀念館是家庭、

朋友攜伴出遊的博物館，觀眾多元，適宜各個年齡層進行參觀。其中在佛教地宮還原

常設展亦發現有許多中高齡觀眾會前往參觀，以及在佛陀紀念館建館之時，整體設計

即思考人們會面臨老化或有行動不便的需求，以及輪椅者的行動考量，因此採以全區

無障礙空間為設計理念，以許多斜坡設計替代階梯的方式進行空間規劃。 

在展覽的部分，地宮展示是佛陀紀念館具代表性的常設性展覽，不僅持續性地宣

揚地宮珍寶，更以保存人類文化資產為其重要使命，展示設計以文物為核心進行視覺

相關規劃。因此，基於佛陀紀念館擁有無障礙空間的基礎，且中高齡觀眾眾多，能於

佛教地宮還原常設展進一步探究展示設計概念，適宜進行本研究之執行與探討，以下

針對佛陀紀念館與佛教地宮還原常設展相關內容做進一步的說明： 

一、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館舍介紹（星雲大師，2011） 

佛陀紀念館位於臺灣高雄市，於 2011 年 12 月 25 日落成，並開放免費參觀。館舍

的興建是緣起於西藏喇嘛貢噶多傑仁波切（Kunga Dorje Rinpoche）贈予佛牙舍利一枚

給佛光山，期盼能於臺灣建館供奉使佛教長存。佛陀紀念館是一座融和傳統與現代的

建築，具有文化、教育與宗教的功能，是多元特色的宗教博物館。 

佛陀紀念館整體占地總面積一百餘公頃，除了主體建築本館外，格局南北分布為

「靈山」與「祇園」，前後有「八塔」與「大佛」的建設，主要建築的設置從東至西

依序為禮敬大廳、八塔、萬人照相台、菩提廣場、本館及佛光大佛等。整體建築風格

融合了古印度流傳至今的中國佛教歷代建築特色，主體建築的本館內有四層，除了供

奉佛牙舍利之外，另設有大覺堂，可容納二千餘人的劇場空間，以及展示空間。展示

空間位於本館一二樓，一樓常設展有四處：佛陀的一生、佛光山宗史館、佛教地宮還

原以及佛教節慶常設展；二樓有三處展示空間，以常態性更新的展覽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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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本館設計四十八座地宮是為珍藏數千件文物，自 2010 年開放徵集活動

至今，皆為全球各地捐獻而來，是具有歷史價值、富有知識傳遞、當代紀念意義等各

種文物，預期未來將每百年開啟一室，提供大眾前來參觀。藉由人們共同參與，期許

能讓佛陀紀念館成為一座臺灣史上，人類共同生活記憶最重要的文化地標。 

而在佛陀紀念館的其他建設，於本館前方兩側設八座寶塔，象徵佛教教義的八正

道，有佛教修行的意涵，名稱依序為：一教、二眾、三好、四給、五和、六度、七誡、

八道。每座塔各自富有特色，擁有教育、文化功能，空間分布為展示空間、兒童館、

迎賓簡報室、教育訓練等規劃。而佛光大佛為銅構坐佛，位於館區後方，含座高為 108

公尺，座像高為 50 公尺。禮敬大廳位於館區入口處，以禮敬諸佛之意為其名，提供洽

詢、郵政、寄物、飲水和園區預約導覽，以及輪椅、娃娃車、育嬰室借用等服務。 

佛陀紀念館自 2011 年底落成，於 2012年即獲得「國家建築獎」、2013年獲「臺

灣宗教百景」殊榮，2014 年更榮獲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認證（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編輯部，2014：2）。成為博物館協會的正式會員，以

不追求營利為目的，舉辦各項展覽、兩岸文物交流特展以及地宮收藏文物等活動，秉

持著為社會服務的態度永續經營。 

二、 佛教地宮還原常設展 

佛陀紀念館建造四十八座地宮，徵集並收藏各種文物，未來每百年開啟一座，希

望未來的人，都可以目睹到前世紀的文物，讓人類的文化得以流傳不息。而以往地宮

是用來埋藏舍利的地下宮殿，與中國古代墓葬形制十分相似，最具知名為法門寺唐代

地宮。而 2010 年由於文物徵集活動的起跑，震旦集團董事長陳永泰、陳白玉葉伉儷實

感榮幸能參與此項活動，捐贈多年珍藏的地宮文物，以表達共襄盛舉之意（佛光山佛

陀紀念館網站，2011；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編輯部，2011）。 

佛陀紀念館由於陳永泰、陳白玉葉伉儷的捐贈，與徵集活動在各地受到踴躍響應，

設計規劃「佛教地宮還原」展區進行展示，並以星雲大師於展覽的設計概念，是將過

去的地宮、地底下的文物，跟現在的地宮做結合，作為佛陀紀念館的精神指標（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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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R1103，2015：1-2），展示設計以陳永泰、陳白玉葉伉儷捐贈的文物為主要的展品，

其中以唐代時期的文物數量為多，整體展示手法考量人的視覺範圍，為維持文物展出

的穩定環境，而以玻璃櫃裝置呈現，作為觀眾觀看文物的方式，並運用光與空間的氛圍

營造，讓人彷彿穿過時光隧道，進入佛教聖物的歷史之旅（潘煊，2011：56）。因此整體

展示以照明、色彩與展示單元，以及文物、圖片、影片、說明文字等多樣化的視覺組

構，建立整體的視覺系列規劃。 

「佛教地宮還原」展區位置於本館一樓入口處右方，展示空間以平面地板與坡道，

規劃為無障礙空間設施的使用，並按照古制地宮文物出土的重要程度進行單元規劃，

分為四個區塊「地宮區」、「聖物區」、「文物區」、「省思悟道區」，展示內容設

定為高中以上（附錄七 R1103，2015：4），是較適宜瞭解展覽的年齡層，而在觀眾參觀

展覽的動線規劃，是從入口經由參觀四個展示單元走往出口，請參考圖 5-1。以下進行

各展示單元設計的詳細介紹： 

依據佛光山佛陀紀念館資料顯示，「地宮區」展示設計以介紹佛寺地宮的歷史與

地域性發展概況，以及地宮還原實境 1:1 的比例，模擬陝西扶風縣法門寺地宮，還原地

宮前、中、後三室及秘龕等場景，並規劃複製法門寺實物等展品還原現場，從地宮模

擬的古代通道，陳設著唐代地宮門真品及八重寶函、捧真身菩薩、錫杖等複製展品（佛

光山佛陀紀念館編輯部，2011），作為提供觀眾感受古代地宮的真實樣貌，以及呈現

皇室供養珍寶的規模。 

更以地宮區「倒數地宮」的展示概念，讓觀眾瞭解古制地宮的歷史之後，進而認

識佛陀紀念館建造地宮且將百年開放一座地宮的計畫，以透過數字告訴觀眾，距離一

百年後的地宮開啟時間，讓觀眾參與時空的進行以感受此刻（潘煊，2011：58），並

期待未來地宮的開啟。 

聖物區「佛牙再生舍利」單元，則為最受觀眾注目的焦點，因佛牙舍利自 1998 年

迎回臺灣，供奉於佛光山佛牙舍利殿中，14 年來已經再生了數百顆舍利，並另外命名

為「佛牙再生舍利」，將其特別展示於聖物區的中央，讓觀眾瞻仰「佛牙再生舍利」

的同時，能聯想佛陀離開人間且修行圓滿的象徵意義。而「佛牙再生舍利」單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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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錐體的藝術裝置，由上向下一層層地代表著佛陀的八相成道，為佛陀一生修行的

八個階段（潘煊，2011：57）。除此之外，聖物區的文物展示也是地宮文物中最為珍

貴的佛教聖物，有舍利棺、舍利函、佛像、水晶等多種的文物類型。 

文物區則展示地宮文物較為生活常態類型的展品，如：筷子、銅鏡、缽、瓶、爐、

盤，藉由展品呈現古時常民生活的情形，以及顯見出工藝鑄造技術的水準。除此之外，

文物區後段展示最為珍貴的地宮門，為印度阿育王於中國建塔十九座之其中一座古塔

所出土的文物，門壁擁有豐富的線刻，且能保存完整留存至今是為觀眾驚嘆之處。 

省思悟道展區位於文物區之後承接出口的空間，以人工光源與投影下的樹影變化，

配合幽靜的音樂，從微弱的光源隱約可見牆面上的五個字「菩提本無樹」，營造寧靜

悠然的氣氛提供觀眾體會佛陀於菩提樹下成道之意。並展出現今所捐贈的地宮珍寶，

述說著佛陀紀念館地宮珍寶百年計畫，承接出口處的地宮門給予觀眾反覆瞭解地宮的

意義，能夠再次回憶適才參觀展覽的內容，引導觀眾再次一同參與見證的這個時代作

為展覽故事的結束。 

地宮的展示也是還原歷史的史料，其意義甚廣，以表現佛陀紀念館文化傳承的精

神，並藉由各地捐贈當代紀念價值的文物，封存百年後再次開啟的概念，如同時空膠

囊，得以讓後人見證當今生活歷史，延續人類之文化發展（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編輯部，

2011）。展覽場地請參考圖 5-1。 

而在展示服務，有提供中、英文的語音導覽機借用、提供校外教學的預約登記、

團體導覽預約，以及不定時館員義工臨時性的協助導覽解說；也有提供展覽畫冊的請

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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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與數位目錄裝置設備 

佛寺地宮的歷史與地域性發展概況 

實境模擬陝西扶風

縣法門寺地宮，還原

當時地宮前、中、後

三室及秘龕場景。 

文物展示，配合昏暗燈光感受地宮實境。 

百年開放一座地宮的

計畫，以「倒數地宮」

的概念展示，透過數

字告訴觀眾，距離一

百年後的地宮開啟時

間還有多久，讓觀眾

參與時空的進行。 

文物展示，配合昏暗燈光感受地宮實境。 

聖物區「佛牙再生舍利」單元運

用一個錐體的藝術裝置，由上向

下一層層地代表著佛陀的八相成

道，是為佛陀一生修行的故事。 

以展示地宮文物徵集計畫，所徵集來

的文物，讓觀眾能以瞭解地宮設置的

用意，並配合光影呈現菩提樹的情

境，隱喻佛陀於菩提樹下成道之意。 

圖 5-1 佛教地宮還原常設館展場平面圖總說明(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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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案資料蒐集過程 

個案資料的蒐集期間於 10/14-11/7，前往研究場域佛光山佛陀紀念館佛教地宮還原

常設展，於 10/14-17 的前 4 日，進行資料蒐集方式的測試與調整，如調查時間的暸解

與掌握、詢問觀眾的口吻、身著佛陀紀念館義工服裝對於觀察方式的調整，以及調整

周末逢遇人潮湧入的執行方式。 

正式資料蒐集期間為 10/18-11/7（扣除 10/20、11/3，2 日），共計 19 日。由筆者分

別於觀眾與佛陀紀念館兩方進行資料的蒐集。觀眾層面的資料蒐集方式有二種：一、

以問卷與訪談調查，兩種研究方法的資料蒐集；二、以問卷配合觀察法、訪談法，三

種研究方法接續所進行的資料蒐集方式。佛陀紀念館層面的資料蒐集方式有二：一、

以觀眾相同的問卷詢問館員與值班義工；二、訪談佛陀紀念館熟知展示相關人員。以

下詳述有關資料蒐集的過程： 

一、 觀眾層面 

（一） 以問卷、訪談調查的資料蒐集方式 

挑選有進行觀看展品或閱讀說明牌的觀眾，且未戴語音導覽器、未由導遊或館

員進行全程解說、外觀判別 45 歲以上中高齡觀眾進行詢問，並視情況為受訪者進行

題意上的說明，以及部分高齡觀眾眼睛狀況不佳，無法閱讀問卷進行填答，則由筆

者口述問題，依照高齡觀眾的回應由筆者填寫作答。 

在工具使用上，問卷與訪談問題規劃同為一份，以方便提供觀眾接受調查之用，

使觀眾在接受問卷後，也能接續瞭解訪談問題進行簡要的訪談。但在訪談部分，有

些觀眾會直接寫於問卷內；或經觀眾口述，由筆者直接聽口述來撰寫紀錄。 

（二） 以問卷配合自然觀察法、訪談法所進行的資料蒐集方式 

由觀眾入展參觀後，挑選合乎年齡且有進行看展的觀眾進行全程觀察。觀察過

程由於筆者身著義工服裝，距離無法過於接近目標觀察對象，會保持一段距離進行

觀察，目的以瞭解觀眾觀看展覽的過程，有關頭部動作或姿勢上的調整，以及其他

行為；但也會因著義工服裝之便，適時解決觀眾於展場中的疑問，在觀眾參觀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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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後，較容易邀請觀眾填寫問卷。 

使用的工具是有兩部分，一為觀察資料，追蹤觀察紀錄表為筆者持有紀錄，另

一為問卷與訪談資料，則規劃同為一份提供觀眾填寫。在執行上，筆者於觀察結束

時，立即記錄下觀眾參觀的結束時間後，於展覽出口處詢問目標觀察對象是否願意

受訪，但時常會因為觀眾時程壓力，擔心家人同伴等候而拒訪，也因而遭遇資料蒐

集的困難處。 

二、 佛陀紀念館層面 

（一） 邀請佛陀紀念館人員接受問卷調查 

原預定以觀眾相同的問卷進行詢問展示設計人員。但展示設計人員並非為館內

同仁，因而修正為邀請館員與值班義工，以能夠瞭解博物館的立場去進行評量。於

館內進行觀眾資料蒐集時，陸續邀請在佛教地宮還原常設展內的服務同仁接受調

查。 

（二） 訪談佛陀紀念館熟知展示相關人員 

經多次聯繫確認後，於觀眾資料蒐集期間正式訪談佛陀紀念館熟知展示相關人

員，現為館舍重要主管，曾參與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建館過程，以及館內現今四個常

設展的策展經過，亦熟知「佛教地宮還原」整個展覽之策展設計概念，是目前能夠

提供完整資訊的重要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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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個案資料處理 

將研究場域所蒐集完成的資料進行資料整理的過程，將資料編碼、轉錄，並驗證

為有效確實的資料進行使用與分析，以下就三個面向進行詳述： 

一、資料編碼 

（一） 觀眾層面 

1. 觀察資料﹝S﹞ 

在觀眾資料蒐集過程將每日所蒐集的資料進行編碼，以英文和數字共 7 碼進

行紀錄，觀察資料編碼開頭採以「S」，並以資料蒐集當天日期中「月」「日」的

數字 4 碼，與填寫的先後次序數字 2 碼進行紀錄，因參觀觀眾人數多，採以 2 碼

進行記錄較為合宜，如：調查當天日期為 10/18，所觀察第 2 位觀眾，則紀錄「1018」

+「02」=S101802。 

2. 問卷與訪談資料﹝Q﹞ 

如同前述觀察資料編碼方式，問卷與訪談編碼開頭採以「Q」，如為 10/18 第

1 位觀眾受訪，編碼為 Q101801。後續進行資料分析時，會以問卷與訪談資料簡述

為 Q 資料。 

3. 觀察、問卷、訪談的資料﹝SQ﹞ 

由於同時進行觀察、問卷、訪談的資料便會依照上述編碼，而擁有兩份資料

編碼，但因問卷與訪談資料規劃同為一份，是為觀眾研究調查方便之用，如：10/18

所觀察的第 2 位觀眾，是 10/18 當天第 1 位能接受問卷調查與訪談者，編碼就如

「S101802+ Q101801」是為同一樣本。最後所有資料全數蒐集完畢再重新編碼，依

照中高齡、日期、次序進行順序排列，編碼開頭採以「SQ」，以及按照排列後順

序，編碼就如「SQ01、SQ02、SQ03……」，詳細編碼情形相關表格整理如表 5-1，

而後續進行資料分析時，會以觀察、問卷、訪談的資料簡述為 SQ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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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觀眾 SQ 資料建立表格範例 

次序 觀察編碼 問卷訪談編碼 中高齡 
（觀察、問卷、訪談）

三合一再重新編碼 

1 S101802 Q101801 中齡(45-64 歲) SQ01 

… … … … … 

27 S102904 Q102902 高齡(65 歲以上) SQ30 

… … … … … 

（二） 佛陀紀念館層面 

1. 問卷資料﹝MQ﹞ 

在與佛陀紀念館溝通後，邀請館員與值班義工協助接受調查，將佛陀紀念館

受訪人員所填寫的問卷資料進行編碼，以英文和數字共 7 碼進行紀錄，編碼開頭

採以「MQ」，並以資料蒐集中「月」「日」的數字 4 碼，與填寫的先後次序數字

1 碼進行紀錄，因佛陀紀念館受訪人數較少，採以 1 碼進行記錄，如調查當天日期

為 10/22 第 2 位佛陀紀念館受訪人員，則紀錄「1022」+「2」=MQ10222。而後續

進行資料分析時，會以佛陀紀念館受訪人員的問卷資料簡述為 MQ 資料。 

2. 訪談資料﹝R﹞ 

訪談資料編碼以英文和數字共 5 碼進行紀錄，編碼開頭採以「R」並以資料蒐

集中「月」「日」的數字 4 碼進行紀錄，而由於訪談佛陀紀念館熟知展示相關人

員僅 1 人，便無次序問題，因此次序上不編碼。而後續進行資料分析時，會以佛

陀紀念館的訪談資料簡述為 R 資料。 

二、 資料轉錄 

以統計軟體 Excel 進行表格化整理，文字部分進行表格化，數字部分則進行 Excel

統計後再以圖表呈現。 

（一） 觀察資料 

依照在觀眾追蹤紀錄表項目，逐項繕打於 Excel 表進行表格化的資料整理，依

序為「觀察標記」、「 觀察日期」、 「觀眾類型 」、「性別」、「 年齡」、「 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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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戴眼鏡」、 「開始觀察時間 」、「參觀時間」、「 觀察註記」。統計資料

呈現如表 5-2： 

表 5-2 觀眾觀察資料建立表格範例 

觀察標記 觀察日期 觀眾類型 性別 年齡 …… 

S101805 2015/10/18 有 2 名家人陪伴 女 中齡(45-64 歲) …… 

S102406 2015/10/24 有 1 名家人陪伴 女 中齡(45-64 歲) …… 

（右方欄位接續下表） 

…… 輔具 戴眼鏡 
開始觀察

時間 

參觀時間

(分) 
觀察註記 

…… 無 無 13:55 9 
觀看過程會前傾、低頭、抬頭，會觀

看、閱讀。 

…… 無 1 11:24 29 

與朋友一同觀看討論，於地宮還原區

詢問模型裡面的物品是否為真的? 觀

看過程回抬頭、前傾、彎腰。 

（二） 問卷資料 

1. 觀眾層面： 

依照問卷內觀眾基本資料項目，以數字「0」、「1」逐項繕打於 Excel 進行資

料統計後，項目依序為「性別」、「居住地區」、「參觀目的」、「參觀次數」，

最後再依照項目以圓餅圖呈現；而就問卷 21 個內容項目，以 PPP 通用設計達成度

評量法，以非常同意「40」、同意「30」、普通「20」、不同意「10」、非常不

同意「0」五個等級的數值進行統計，再依照 8 個指標去計算出平均值，輸出成圖

表，以雷達圖呈現 8 個指標的達成度的情形。觀眾基本資料與達成度資料呈現如

表 5-3、5-4： 

表 5-3 觀眾問卷資料建立表格範例 

問卷標記 女 55-64 歲 屏東縣市 參觀展覽 參觀次數 4 次以上 

Q101803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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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通用設計原則對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切性，觀眾評量達成度資料建立表

格範例 

題項 Q6 Q7 …… Q15 …… Q25 Q26 

達成度 30 30 …… 20 …… 40 40 

以表 5-4 為例，為求瞭解其個別指標達成度的計算：如：以 8 個指標中「指

標 8」的數值來計算，其值包含題項 15 與題項 26 之加總值，加總後在計算平均值，

即 Q15 數值為「20」+ Q26 數值為「40」，則為 (20+40)/2 = 30，指標 8 達成度為

30。而 8 個指標各個計算後，圖表以雷達圖呈現，請參考圖 5-2： 

 

圖 5-2 通用設計原則對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切性，觀眾評量達成度雷達圖範例 

2. 佛陀紀念館層面： 

比照表 5-4 中，依照觀眾填答內容 Q6~ Q26 之 21 個題項進行統計後，在計算

各指標平均值，以雷達圖呈現。 

（三） 訪談資料 

1. 觀眾層面： 

由於問卷、訪談資料合併同為一項工具，便於提供觀眾填寫問答，因此無訪

談標記，與問卷標記相同。而由於是簡要訪談，以探討視覺感受原因為主，依照

觀眾意願來回應問題，並根據問卷內訪談項目進行表格化整理，項目依序為「眼

睛狀況」、「有勾選非常同意或非常不同意的原因」、「印象最深的區域」、「最

舒服的區域」、「不舒服的區域」、「觀看行為導致不清楚現象」、「其他問題」。

0

20

40
指標1 平等性 

指標2 靈活性 

指標3 辨識清楚 

指標4 可讀性(能夠理解資

訊) 

指標5 容錯的設計考量 

指標6 降低身體的負擔 

指標7 規劃合理的空間並合

適於人體規格 

指標8 內容與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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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資料呈現，請參考表 5-5： 

表 5-5 觀眾訪談資料建立表格範例 

問卷標記 眼睛狀況 
勾選非常同意與 

非常不同意的原因 

感到印象最深 

的區域 

…… 

Q101803 老花眼+近視 
勾選非常同意，是 

認同設計者的用心 

影片，地宮的由來 

感到很感動 

…… 

（右方欄位接續下表） 

…… 
感到最舒服 

的區域 

感到不舒服

的區域 

觀看姿勢的調整是否會產生 

視覺無法清楚辨識的情形 
其他問題 

…… 整體都很舒服 無 
觀看動作是為了可以看得更清

楚，但覺得展示字體稍小 
無 

2. 佛陀紀念館層面： 

正式訪談佛陀紀念館熟知展示相關人員以全程錄音進行記錄，而後由筆者依

照錄音檔進行聽打轉錄為逐字稿，逐字稿內容之人名以匿名處理，佛陀紀念館受

訪人員以「MRC」稱之，訪談者以「CH」稱之。（請參考附錄七佛陀紀念館熟知

展示相關人員訪談逐字稿） 

三、研究資料的品質與管理 

研究過程需重視研究資料的品質與管理的過程，為提升本研究量化與質化資料的

信度與效度，並能深入瞭解到事物本身真實的面貌，而採以結合質量研究接續進行的

方式，研究方法的執行及資料的取得為相互有關聯的情況下接續完成，因此量化與質

化資料為一體性的資料，基於研究資料的品質管理，可以從整個研究過程進行瞭解： 

（一） 文獻資料蒐集與探討 

於文獻蒐集的過程，透過對人的視知覺、展示設計規劃以及通用設計應用的瞭解，

筆者希望能從其中更認識彼此的相互關係，經由抽絲剝繭以整理出有關展示環境的視

覺因素，並結合通用設計概念與評量，以建立本研究的初步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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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流程的訂定與方法的選擇 

為完成本研究目的，以及能夠更加瞭解事物之真實性，根據博物館現況的瞭解與

文獻的參考，設定主要的研究對象，選擇多種且適宜的研究方法以訂定出研究流程，

並完成本研究的完整架構。 

（三） 多種研究方法的設計與執行 

為了能更加瞭解觀眾參觀過程的視覺感受，本研究設計多種研究方法，依照觀眾

參觀過程進行觀察、問卷調查與訪談。除了於文獻中瞭解研究方法的使用，並多次經

過實際測量研究方法的執行方式；而問卷設計以 PPP 通用設計評量法，並結合文獻學

理，逐步推敲為八個大指標，與大指標內的 21 個題項，正式問卷形式經由重新排列題

項順序，以及 2 次觀眾預測，且請教於博物館學者、專家的審視下不斷地修正，以確

認問項設計能有效傳達讓觀眾理解與回應，並能符合本研究目的；更透過觀察與訪談

法的搭配，將對觀眾參觀過程的瞭解更為完整。 

（四） 研究資料蒐集與分析 

在研究資料的蒐集過程，由於是筆者一人執行，且資料蒐集較不容易，但在有一

定數量的有效樣本的需求，便需要較長的時間完成，而皆由筆者一人完成可以熟知研

究流程的運作與掌握，於現場執行資料蒐集能夠適時調整執行方式，以有效且完整的

方式完成資料蒐集，如：身著義工服裝於進行觀眾觀察時，須保持一定的距離之下進

行觀察瞭解的調整方式。 

而在資料使用，則經過資料過濾、整理、轉錄、登錄電腦等過程，確保資料的確

實與有效。並透過電腦軟體的計算、表格化、圖表的完成，進行資料的分析，在研究

目的的印證下歸納整理出本研究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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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個案資料結果分析─觀眾受訪資料 

第四節至第六節內容，為觀眾資料與佛陀紀念館受訪資料的呈現，從兩方資料進

行相互驗證與分析，進一步從資料解釋更完整的資訊，以完成本研究目的。因此資料

分析從三部分著手，一、觀眾的資料分析；二、佛陀紀念館受訪資料的分析；三、觀

眾與佛陀紀念館受訪資料的兩方資料驗證與分析。 

而觀眾資料有二部份，分為：一、問卷、訪談資料﹝Q﹞；二、觀察、問卷、訪談

為同一觀眾者的資料﹝SQ﹞。資料分析的部分主要以描述方式呈現資料，而觀眾資料

有 Q 與 SQ 資料，兩者圖表資料經對照後，以較為豐富完整的 SQ 資料為主要分析資料。

以下為觀眾受訪資料： 

一、 問卷、訪談資料分析﹝Q﹞ 

1. 蒐集資料期間：10/18-11/7(扣除 10/20、11/3，2 日)，共計 19 日 

2. 蒐集資料份數：共有 90 份問卷，有效問卷 81 份，無效問卷（年齡未到者 6

份、問卷未填寫完整者 2 份、未接受訪談者 1 份）9 份。 

3. 研究場域：佛光山佛陀紀念館「佛教地宮還原常設展」 

4. 資料內容： 

性別： 

男性 39 人 

女性 42 人 

 

圖 5-3 問卷資料─81 位觀眾基本資料（性別） 

男, 39 
女, 42 



134 

 

年齡： 

45-54 歲 28 人 

55-64 歲 30 人 

65-74 歲 15 人 

75-84 歲 7 人 

85 歲以上 1 人 
 

圖 5-4 問卷資料─81 位觀眾基本資料（年齡） 

居住地區： 

高雄市 34 人 

屏東縣市 5 人 

臺南市 10 人 

中北部 25 人 

其他居住地：中國大陸 3

人；馬來西亞 1 人；新加

坡 2 人；加拿大(馬籍)1

人 

 

圖 5-5 問卷資料─81 位觀眾基本資料（居住地區） 

最主要的參觀目的： 

禮佛 18 人 

參觀展覽 41 人 

家人聚會 10 人 

朋友出遊 8 人 

其他參觀目的：司機帶陸

團 1 人；導遊採線 1 人；

童軍活動勘場 1 人；做義

工值班完參觀展覽 1 人。 

 

圖 5-6 問卷資料─81 位觀眾基本資料（參觀目的） 

45-54歲, 

28 

55-64歲, 

30 

65-74歲, 

15 

75-84歲, 

7 

85歲以

上, 1 

高雄市, 

34 

屏東縣

市, 5 
臺南市, 

10 

中北部, 

25 

中國大

陸, 3 

馬來西

亞, 1 
新加坡, 

2 

加拿大

(馬籍), 1 

禮佛, 18 

參觀展

覽, 41 

家人聚

會, 10 

朋友出

遊, 8 其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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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次數： 

第一次參觀 44 人 

重複參觀者- 

2 次 17 人 

3 次 9 人 

4 次以上 11 人  

圖 5-7 問卷資料─81 位觀眾基本資料（參觀次數） 

表 5-6 問卷、訪談受訪的 81 位觀眾評量指標總平均達成度 

指標 
指標 1  

平等性 

指標 2  

靈活性 

指標 3  

辨識清

楚 

指標 4  

可讀性 

(能夠理 

解資訊) 

指標 5  

容錯的

設計考

量 

指標 6  

降低身

體的負

擔 

指標 7  

規劃合理

的空間並

合適於人

體規格 

指標 8  

內容與

美觀 

達成度 

(40~0) 
32.51 29.794 31.914 31.173 30.309 32.963 32.654 33.025 

從表 5-6 得以瞭解 81 位觀眾對於通用設計原則對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切性

之八大項評量指標，其指標總平均達成度情形，其指標最高值為「指標 8 內容與

美觀」的數值 33.025，指標最低值為「指標 2 靈活性」數值 29.794，兩者高低指

標相差數值為 3.231（8.078%），由高至低的指標達成度排序為：「指標 8 內容與

美觀」→「指標 6 降低身體的負擔」→「指標 7 規劃合理的空間並合適於人體規

格」→「指標 1 平等性」→「指標 3 辨識清楚」→「指標 4 可讀性(能夠理解資

訊)」→「指標 5 容錯的設計考量」→「指標 2 靈活性」，以下為雷達圖呈現情

形，如圖 5-8、5-9： 

第一次

參觀, 44 2次造

訪, 17 

3次造

訪, 9 

4次以

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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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問卷、訪談受訪的 81 位觀眾評量指標總平均達成度雷達圖 

 

圖 5-9 問卷受訪的 81 位觀眾評量指標總平均達成度雷達圖（局部放大圖） 

從圖 5-8 延伸至圖 5-9 的圖示瞭解，從圖 5-9 的線狀幅度的「值差」可以明顯

看出資料指標高低的差異性，因此從資料瞭解，觀眾對於展覽上的視覺反應，認

為「指標 2 靈活性」、「指標 5 容錯的設計考量」的感受較為不佳。 

而從 81 位觀眾的訪談資料顯示，僅有 10 位眼睛狀況良好，不需配戴眼鏡與

使用任何輔具；其餘表示有近視、老花眼+近視、老花眼、白內障等眼睛狀況，其

中以老花眼、老花眼+近視的情形為多。 

對於印象最深、最舒服與不舒服的展區，觀眾表示以文物欣賞、驚嘆文物的

奇異性感到印象最深；以情境氛圍的營造感受最為舒適；僅有 3 位表示有不舒服

的情形，其中 2 位認為石碑文物的光線較為昏暗不利觀看，1 位認為古物本身的文

字，因年代已久字跡模糊，但還好有圖片對照。 

0

10

20

30

40
指標1 平等性 

指標2 靈活性 

指標3 辨識清楚 

指標4 可讀性(能夠理解

資訊) 

指標5 容錯的設計考量 

指標6 降低身體的負擔 

指標7 規劃合理的空間並

合適於人體規格 

指標8 內容與美觀 

28

30

32

34
指標1 平等性 

指標2 靈活性 

指標3 辨識清楚 

指標4 可讀性(能夠理解

資訊) 

指標5 容錯的設計考量 

指標6 降低身體的負擔 

指標7 規劃合理的空間

並合適於人體規格 

指標8 內容與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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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觀看過程是否有不清楚的情形產生，有 66 位觀眾表示參觀過程都可以達

到視覺辨識清楚的程度，或認為移動姿勢、前傾或彎腰就可以達到視覺辨識清楚

的程度；另 16 名觀眾則直接表示會看得不清楚，因個人有老花眼本來就會看不清

楚、或因未戴到眼鏡所以看不清楚、或覺得是距離、光線問題等因素，或直接認

為是小字的字體過小導致看不清楚的原因。 

而對於其他問題或建議，多數觀眾未提出任何回應，而有提出的問題多傾向

於個人參觀過程未能滿足的知識，與想要探知的問題，比如：關於導覽可以提供

深入的文物相關知識、佛陀紀念館園區、園區動線等多處建議。 

觀眾問卷與訪談﹝Q﹞資料的部分，經過統計與表格化整理，能夠瞭解指標達

成度的數值呈現與觀眾訪談過程的原因描述，透過觀眾訪談能夠瞭解指標達成度

數值的意義，且於 81 位觀眾 Q 資料呈現的平均指標達成度，與加入觀察資料的

33 份觀眾 SQ 資料呈現的平均指標達成度，經比較發現兩者在人數多寡不同的測

量標準下，圖表呈現的型態顯示達成度屬於類同的狀態（請參考圖 5-10），Q 資

料每個指標平均數值較 SQ 資料每個指標平均數值低，但兩方資料每一指標的比較

數值差異均不超過 3，感受程度不超過一個等級的感受程度差異，因此將以觀察、

問卷、訪談為同一觀眾者﹝SQ﹞的資料，為觀眾層面主要進行資料分析的內容，

以及後續與佛陀紀念館受訪資料驗證與分析的主要資料，主要為經過觀察、問卷、

訪談為同一觀眾者﹝SQ﹞的資料呈現有具較豐富的資料內容，能夠對於觀眾進行

完整性的瞭解。 

 
圖 5-10 觀眾﹝Q﹞資料與﹝SQ﹞資料的評量指標總平均達成度雷達比較圖（局部放大圖） 

26
28
30
32
34
36

指標1 平等性 

指標2 靈活性 

指標3 辨識清楚 

指標4 可讀性(能夠理解

資訊) 

指標5 容錯的設計考量 

指標6 降低身體的負擔 

指標7 規劃合理的空間

並合適於人體規格 

指標8 內容與美觀 

觀眾Q 
觀眾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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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觀察、問卷、訪談為同一觀眾者的資料分析﹝SQ﹞ 

本資料呈現採以描述性敘述，僅於問卷評量指標的達成度呈現使用雷達圖表，以

利後續與佛陀紀念館受訪資料的驗證與分析，以下則從 SQ 資料詳述資料結果： 

由觀眾進入展場參觀後，挑選合乎年齡且有進行觀看展覽的觀眾進行觀察，經過

19 日以來觀察 133 位觀眾中，能受邀進行問卷、訪談受訪者為 33 份；此部分經過觀

察、問卷、訪談的 33 份觀眾 SQ 資料，亦包含於問卷、訪談的 81 位觀眾 Q 資料內。 

從問卷受訪觀眾基本資料的調查顯示：性別資料為男性 16 人、女性 17 人；年齡

資料有 45-54 歲 8 人、55-64 歲 15 人、65-74 歲 7 人、75-84 歲 2 人、85 歲以上 1 人；

高雄市 13 人、屏東縣市 2 人、臺南市 5 人、中北部 9 人、海外華人 4 人（中國大陸 2

人、新加坡 1 人、加拿大 1 人）；參觀目的以禮佛 9 人、參觀展覽 13 人、家人聚會 6

人、朋友出遊 1 人、其他參觀目的有 4 人（童軍活動勘場、非值勤於常設展內的義工

於值班完參觀展覽、導遊採線、司機帶陸團）；參觀次數以第 1 次參觀者 15 人、參

觀第 2 次者 10 人、參觀第 3 次者 5 人、參觀第 4 次以上者 4 人。 

在觀察資料的瞭解，觀眾進入展場參觀多為上午 10:00~11:00 之間有 7 人、下午

13:00:1400 之間有 8 人、15:00~16:00 之間有 6 人；14 人於週末六日前來參觀展覽；有

7 人為個人參觀展覽、其餘為 2-3 人同行參觀；參觀時間少者有 3 分鐘，多則 1 小時

等差異；高齡觀眾參觀時間約為 20 分鐘以內，皆有相伴 1~3 位同遊的朋友或家人，

中齡觀眾有 6 位為個人看展，其中有 2 位參觀展覽逾半小時乃至 1 小時的參觀時間；

輔具使用有 2 人，各別以雨傘、拐杖使用；18 人戴眼鏡者、15 人未戴眼鏡者。 

由於關注於中高齡區間，以及挑選適合受訪對象的觀察過程，瞭解到中高齡觀眾

的同遊夥伴的組成，以及參觀展覽的情形。從觀察瞭解參觀觀眾型態，平日造訪參觀

以團體居多，假日以家庭、同齡相伴出遊為主。家人同遊觀眾群有許多二代(老、中)、

三代(老、中、小)同堂家庭出遊，但高齡觀眾步調緩慢、時常需要休息、觀看時間較

短，因擔心子女等待，往往走在前頭等待，較無心思看展，時常停駐回盼；或照顧孫

兒，眼神總於專注孫兒身上，亦無心思看展。 

比如說，所受訪觀眾 75 歲以上有 3 位高齡觀眾，因家人聚會與禮佛原因而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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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展覽，並居住於高雄市與臺南市等鄰近縣市，參觀過程會簡要挑選文物進行觀看，

或關注於家人正在看什麼文物，或由於行走相當緩慢，所以簡要觀看，盡量走在家人

前面，以避免家人會等待而緊張，並且受訪時會有些不記得適才參觀內容的現象（資

料標記：SQ24、SQ 27、SQ 29）。 

而中齡觀眾以個人、家庭型態出遊前來參觀展覽，大多數都可以滿足個人想要參

觀展覽的意願，或願意相陪或等候同遊夥伴參觀展覽結束再一起離開，可以瞭解到中

齡觀眾因仍有自主行動的能力與體力，所以在參觀過程仍會因展覽吸引力關注於展覽

本身，能瞭解較完整的展覽資訊。也因此，在中齡觀眾之中且年齡介於 55-64 歲者，

是本次受訪觀眾群最多的年齡層，有 15 人受訪；據筆者觀察與訪談後閒談瞭解，此

年齡區間的觀眾群，因已於職場退休，且尚有充足的體力與時間，而能前來參觀展覽。 

在觀察整體觀眾參觀過程，對於多數展品或說明文字會稍有停駐進行視覺觀看，

並展現較為熱衷的態度進行參觀展覽，據觀察統計有 13 位受訪者參觀展覽達 15 分鐘

以上，並會看 2/3 展區以上的展品，而這群觀眾因觀看過程較為細緻，時常會在參觀

過程或受訪時，詢問適才參觀的疑問，也會依照個人興趣取向，與同伴討論文物的歷

史年代與價值等議題，因此筆者認為這群觀眾會比較傾向於思考與詢問。而這群觀眾

之中，以個人或兩人相伴看展時間較長，兩人看展的喜悅感較高；而個人看展者更有

參觀全程最高達 40 分鐘以上者（資料標記：SQ02、SQ04、SQ 08、SQ10、SQ16、SQ17、

SQ18、SQ19、SQ20、SQ22、SQ26、SQ32、SQ33）。 

從訪談資料瞭解，中高齡觀眾的眼睛狀態，中齡觀眾有 3 位眼睛狀況良好、5 位

有近視、8 位有近視+老花眼、6 位有老花眼，甚至有不便透露等原因無法告知的眼睛

狀態；而高齡觀眾有 1 位是近視、9 位有老花眼。而從中高齡的眼睛狀態與觀察當天

是否有戴眼鏡的情況，兩者資料相互瞭解下，發現 15 人未戴眼鏡者，除了有 3 位眼

睛狀況良好不需要戴眼鏡，其餘未戴眼鏡者，有 1 位是近視、2 位有近視+老花眼、9

位有老花眼，因此有 12 位觀眾是眼睛狀況不佳，卻在沒有戴眼鏡的情況下參觀展覽。 

而中高齡觀眾在視覺觀看與觀看姿勢改變的部分，經觀察瞭解由於展示櫥窗燈光

明亮，且文物擺放位置與櫥窗玻璃間的距離貼近，文物擺放高度是在一般觀眾容易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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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視覺範圍之內，而距離可以由觀眾自行調整，以身體或眼睛貼近展櫃的方式達到

視覺上清楚辨識的程度，因此可以發現到觀眾在參觀過程有許多姿勢的改變，會前傾、

彎腰、抬頭、蹲低，其中以需要彎腰跟蹲低的姿勢進行觀看，有觀眾認為說明牌放得

較低，光線較暗，所以會看得不清楚（資料標記：SQ02）。 

除此之外，有些觀眾認為在觀看過程會調整姿勢是想看得更清楚，但不是看不清

楚，是會去想看細節的地方（資料標記：SQ05）；或能夠觀看清楚，但是想觀看文物

細部構造，並且依賴文字說明來補充資訊（資料標記：SQ26）。對於多數觀眾而言，

是能夠觀看清楚文物整體與細節部分，且能理解於展場環境照明較為昏暗所營造的地

宮氛圍，有觀眾認為展場舒適易懂，視覺亦讓看展者心曠神怡（資料標記：SQ18）；

覺得視覺很舒服、滿意，心很帄靜（資料標記：SQ25）。除此之外，觀眾參觀行為除

了因進行視覺上的觀看，而有姿勢的改變，也會有部分觀眾或許有宗教信仰，參觀展

覽的過程也會針對部分展品進行禮佛祈願的參觀行為，如資料標記：SQ03、SQ07、

SQ19、SQ33。 

其中以文物區石碑刻文的部分，有 2 位觀眾認為是他們看不清楚的展品，但未有

深入描述原因（資料標記：SQ15、22）。據筆者現場觀察，在展品本身由於石材質地

陰刻不深，使刻文文字對比不足，雖然展示說明背板有拓印放大的圖示，但因擺放於

展品後方，使得觀看距離較遠，觀眾較難調整距離去觀看，且現場照明不似地宮與聖

物區明亮，石碑說明牌放置於石碑的低展示台上方，因放置於低處使多數觀眾會需要

調整姿勢，以蹲低、彎腰的姿態去觀看說明牌，以達到視覺清楚辨識的程度。 

而在觀眾印象深刻的展區，12 位觀眾表示對於聖物區印象最深，有觀眾認為很多

人不知道甚麼是舍利，留下文物並不容易，是後代子孫的光榮（資料標記：SQ3）；

佛像、菩薩像，因為佛像的標示說明清楚，所以印象很深（資料標記：SQ26）；觀音

佛像印象很深，因燈光柔和體現菩薩像的美（資料標記：SQ12）。觀眾會以文物能留

存至今實感不易，或從文物所獲知的知識而感到印象深刻；也會因在閱讀展示說明，

有適時的圖文解說且簡單易懂，可以很容易獲知訊息；或因為照明良好，能夠感受文

物之美；或經由館員義工的協助解說，能夠瞭解清楚，如：觀眾曾表示地宮還原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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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感到印象最深，因為剛好有詢問館員，經過解釋說明瞭解（資料標記：SQ23）。 

而在觀眾感到舒服想待久一點的展區，大多數觀眾表示整個展場都能讓他們感到

舒適，對於想待久一點的展區，有些觀眾表示說會想待在聖物區、地宮區、文物區，

原因是：聖物區的舍利，因為想多觀察所以想待久一點（資料標記：SQ05）；地宮區，

地宮還原有模型與示意圖對照，很清楚，所以待很久來瞭解地宮（資料標記：SQ09）；

文物區，當時的文化跟歷史會聯想在一起，會想待久一點（資料標記：SQ32）。因此，

觀眾會受到文物的吸引，而有所想要透過觀察，或閱讀說明牌來更瞭解文物。 

因此，就筆者觀察與訪談資料的瞭解，觀眾僅能靠直覺直接回應視覺無法清楚辨

識的原因，普遍會覺得是文物或說明牌所陳設位置的高低距離，甚至是光線、字體大

小會是影響視覺辨識清楚的原因，但有些觀眾會較難以表達原因所在。 

並且因為展覽與文物本身對觀眾具有吸引力，觀眾會關注文物並感到好奇或驚喜，

而時常對週邊的館員義工提出疑問。常見詢問的問題為：這個館是看甚麼？地宮是甚

麼？還原是甚麼意思？舍利是甚麼？怎麼會再生？倒數又是甚麼意思？為什麼是 100

年開啟地宮？這些文物都是真的？大陸運過來的？哪裡出土的？有部分觀眾於深入

閱讀會詢問難易字的發音。足見觀眾對展覽與文物本身的特殊性相當感興趣，使觀眾

詢問度相當高。 

關於展覽內容的可讀性，從觀眾的現場發問且多發生於地宮區與聖物區，會發現

展題與說明文字的語意，對於觀眾來說較深並不容易理解，會需要館員義工的協助解

答。而從觀察瞭解無法理解文字說明的觀眾，如未有宗教相關背景，或許會對展覽內

容於宗教詮釋後的解釋，有理解的困難度。以及從訪談佛陀紀念館熟知展示相關人員

也說明展覽適宜的參觀年齡為高中以上；並且以佛教文化傳承與接續發展的概念下，

而設立佛教地宮還原展，從展示之中達到教育的功能（附錄七 R1103，2015：2、4）。

因此，從適宜的參觀展覽的年齡層與展覽詮釋，也能從中瞭解到部分觀眾會有無法理解

展覽內容的困難，需透過館員義工解說達到對於內容的理解。 

其中也發現到展場環境燈光較弱的文物區與省思悟道區，展版說明是較少人會去

閱讀的，大多數觀眾都集中於地宮區與聖物區照明較為明亮的地方，進行展版說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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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閱讀，但由於未有觀眾提出對於展版說明的照明與閱讀問題，因此筆者認為或許

是文物區與省思悟道區的展品較不易吸引觀眾的興趣導致；也或許中高齡觀眾在看完

前兩區的展品後會產生疲勞感，因此對文物區與省思悟道區的參觀興致較弱。 

於輔具提供的部分，多數觀眾為自行攜帶所需的輔具前往參觀，並且佛陀紀念館

內也有提供輪椅的借用，因此在空間設施與服務的部分，觀眾填答過程會表示相當讚

許佛陀紀念館能提供無障礙空間設施與服務。但在展示空間的警示標示，中高齡觀眾

認為光線、動線，以及標示本身的設計，均會影響是否會去留意到有警示標示的設置，

並且展示空間僅由提供逃生方向的警示引導標示，未有對於上下坡的警示標誌的提醒，

便有觀眾於參觀過程會停駐於坡道中提醒朋友下坡小心（資料標記：SQ25）。 

除此之外，關於視覺上的輔具使用情形，從 33 位受訪者中僅有 3 位眼睛狀況良

好，且有 12 位觀眾是在眼睛狀況不佳卻沒有戴眼鏡的情況下參觀展覽，據觀察瞭解

有位觀眾僅參觀 3 分鐘時間便走出展場，參觀過程有挑選文物進行視覺觀看，並以前

傾觀看的姿勢，在觀眾接受訪談時解釋，是因時間不足無法停留，而前傾是想看清楚

一點，但小字看不清楚（資料標記：SQ31）。而其他觀眾在未有輔具的協助下的觀看

行為，會挑選一些文物再調整姿勢或距離便能夠順利觀看，有些觀眾會表示觀看動作

的調整是為了可以看得更清楚，但覺得展示字體稍小（資料標記：SQ01）；或表示會

彎腰跟蹲低，是因為眼睛需要近看，近看後尌可以很清楚了（資料標記：SQ11）。 

而就現場觀察（請參考附錄五佛光山佛陀紀念館佛教地宮還原常設館展場說明

label 類別一覽表），與使用字型字級表進行對照測量，能瞭解到展場全區字體統一，

經測量應為仿宋體，但僅於地宮區拓文釋義的部分以明體標示，而展覽名稱標準字中

文部分以圓體標示。經由現場觀察瞭解到，全區展場說明(label)共有 4 大類，10 款尺寸

大小，共有 170 個。在一般的展品說明牌中，中文展品名稱(大字)約為 24pt 的級數，內

容說明(小字)約為 18pt 的級數。而有些觀眾因為有老花眼，但卻未戴眼鏡進行參觀展

覽，曾表示對於小字會感到視覺無法辨識清楚，因此字級應大於 18pt 的文字級數，或

以展品名稱的 24pt 文字級數，可以讓多數觀眾達到視覺辨識清楚的程度。 

其中在問卷對於博物館有提供視覺觀看上相關輔具的問題，由於佛陀紀念館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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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老花眼鏡的服務，在填答過程中，多數觀眾因未留意於佛陀紀念館所提供相關服務，

會傾向填答為「普通」感受，也因此在問卷觀眾評量中，此題項的觀眾評量數值是較

低的。而結束受訪與觀眾閒談之餘，部分觀眾曾提及，認為老花眼鏡可以自行準備，

因為有個人衛生的考量，佛陀紀念館可以不需要提供此項服務；而也有部分觀眾提及，

若佛陀紀念館有提供服務的話，就能借用老花眼鏡，因為出門忘記帶到。 

由於本次調查未訪談到輪椅者，無法從輪椅者的視覺觀點進行瞭解，拒訪原因據

照護者表示輪椅者無法表達完整或直接婉拒，但所受訪的照護者以輪椅者的參觀立場

認為文物擺放的高度應該再降低一點，因為目前輪椅者是抬頭觀看，抬頭姿勢會較為

不舒服，而因為乘坐輪椅的關係，有觀看距離、姿勢調整的困難度，希望文字可以再

放大一點（資料標記：SQ14），使能夠順利觀看以瞭解展覽資訊。而從觀察瞭解，所

受訪的照護者會主導路線與走往個人想看的展品，照護者會觀看、閱讀，講述內容給

輪椅者瞭解，輪椅者會轉頭看說明或文物約 4-5 秒，即轉頭面向前方，對於照護者的

講述較無回應（資料標記：SQ14）。 

以下是由附錄六觀察、問卷、訪談受訪觀眾 SQ 資料中的數值，再計算出平均值，

可得出 8 個指標的平均達成度，請參考下表 5-7： 

表 5-7 觀察、問卷、訪談 33 位觀眾﹝SQ﹞評量指標總平均達成度 

指標 
指標 1 

平等性 

指標 2 

靈活性 

指標 3 

辨識清

楚 

指標 4 

可讀性

(能夠理

解資訊) 

指標 5 

容錯的

設計考

量 

指標 6 

降低身

體的負

擔 

指標 7  

規劃合理

的空間並

合適於人

體規格 

指標 8 

內容與

美觀 

達成度(40~0) 33.838 31.414 33.434 33.485 31.667 34.242 33.788 35 

從表5-7得以瞭解33位觀眾對於通用設計原則對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切性之八

大項評量指標，其指標總平均達成度情形，其指標最高值為「指標 8 內容與美觀」

的數值 35，指標最低值為「指標 2 靈活性」數值 31.414，兩者高低指標相差數值為

3.586（8.965%），感受程度不超過一個等級的感受程度差異。 

並由高至低的指標達成度排序為：「指標 8 內容與美觀」→「指標 6 降低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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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負擔」→「指標 1 平等性」→「指標 7 規劃合理的空間並合適於人體規格」→「指

標 4 可讀性(能夠理解資訊)」→「指標 3 辨識清楚」→「指標 5 容錯的設計考量」

→「指標 2 靈活性」，以下為雷達圖呈現情形，如圖 5-11、5-12： 

 

圖 5-11 觀察、問卷、訪談 33 位觀眾﹝SQ﹞資料評量指標總平均達成度雷達圖 

 

圖 5-12 觀察、問卷、訪談 33 位觀眾﹝SQ﹞資料評量指標總平均達成度雷達圖（局

部放大圖） 

從圖 5-11 瞭解到各達成度差異不大，因此再延伸至圖 5-12 的圖示瞭解，從圖 5-12

的線狀幅度的「值差」可以明顯看出資料指標高低的差異性。因此從資料瞭解，觀眾

對於展覽上的視覺反應，認為「指標 8 內容與美觀」、「指標 6 降低身體的負擔」

的感受較佳，而「指標 5 容錯的設計考量」、「指標 2 靈活性」的感受較為不佳，

但整體數值的感受度仍達到觀眾「滿意」的視覺感受程度。 

而從 33 位觀眾 SQ 資料分析，以問卷評量結果再與觀察訪談資料相互瞭解下，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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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所呈現視覺感受的優劣程度（排序 1~8）進行分析，請參考表 5-8：  

表 5-8 觀察、問卷、訪談 33 位觀眾﹝SQ﹞評量指標達成度表現優劣分析表 

排序 指標評量 分析內容 

1 
指標 8  

內容與美觀 

從觀眾參觀過程的詢問度、參觀展覽的喜悅感、同遊夥伴的共

同分享與討論的熱切程度，以及問卷的評量數值，可以顯示觀

眾對於展覽內容能夠瞭解清楚，多數觀眾都能夠認同展場環境

是舒適且美觀的。 

2 

指標 6  

降低身體的

負擔 

展示文物採用櫥窗展示方式，櫥窗內文物擺設於一定的陳設高

度，能符合於一般人視野範圍內，因此大多數觀眾於參觀過程

可以自然地進行視覺觀看，並且感到舒適。少數觀眾會於文物

區的石碑展品，常以彎腰、蹲低的姿勢進行視覺觀看，觀眾受

訪表示，會因老花眼對於說明文字的小字部分（約 18pt 的級數）

會感到視覺無法辨識清楚的程度。而受訪的照護者表示，輪椅

者可能會因抬頭觀看文物，而造成身體的不適感。 

3 
指標 1  

平等性 

因佛陀紀念館設施與服務以無障礙空間為基礎，也提供輪椅與

娃娃車的借用，使觀眾在空間、通道的參觀過程可以感受舒適

寬敞。並且大多數觀眾認為在閱讀展示說明，有適時的圖文解

說且簡單易懂，也有提供中、英文對照的文字，以及中、英文

的語音導覽。因此，對於大多數的觀眾而言，是能夠符合多數

人容易獲得的展示資訊。但部分觀眾認為說明牌的呈現還不夠

簡單易懂，無法從字面瞭解，因此會詢問館員來瞭解展覽。 

4 

指標 7 規

劃合理的空

間並合適於

人體規格 

佛陀紀念館提供無障礙空間，使一般人乃至輪椅者與照護者兩

者都可以輕鬆參觀的空間需求。但部分觀眾認為展覽空間裡面

有上下坡道設計，會考量展覽空間有上下坡道是否為合適的設

計，且因受訪觀眾少有坐輪椅的經驗，較無法確實感受輪椅以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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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指標評量 分析內容 

及照護兩者都能一起參觀的設施條件。 

5 

指標 4 可

讀性 (能夠

理解資訊)  

由於展覽的說明文字精簡扼要，多數觀眾能夠快速瀏覽一個單

元或展品的文字內容。但於語意的部份，觀眾各有表示能理解

與不能理解的回應。對於無法理解的觀眾，由於展覽適宜年齡

為高中（約 17 歲）以上，並且也許會因為展覽說明為宗教教

義下的詮釋，如觀眾未有相關背景，或許有無法理解的困難

處。從觀眾對於展覽內容的高度詢問次數與問題，可以瞭解到

多數觀眾較難從文字說明中理解展覽內容，會需要倚賴館員或

義工的協助解釋才能理解。 

6 
指標 3  

辨識清楚 

展示設計以文物為核心，展場環境氛圍以照明、色彩模擬地宮

昏暗的氣氛，以及依照地宮文物重要程度規劃展示單元，因此

展覽整體照明、色彩為搭配展示概念而呈現較為灰暗的空間。

儘管參觀動線未有標示指引，但從觀察發現觀眾能夠掌握參觀

動線，從入口可以很自然地走往出口，部分觀眾會在聖物區詢

問以確認所判斷出口方向無誤。展覽亦提供數位目錄裝置設

備、影片、地宮模擬場景、圖文等多種視覺組構，呈現豐富的

展示面貌。且於文物本身的呈現具有良好的照明與色彩對比，

使觀眾能觀看文物許久，也能感受舒適良好。對於說明文字，

觀眾認為說明牌小字的部分，約為仿宋字體、18pt 級數，是觀

眾有老花眼未戴眼鏡的情況下，反應會比較看不清楚的字體大

小。以及 33 位觀眾中便有 12 位眼睛狀況不佳，卻未戴眼鏡進

行觀看的情形，因此筆者認為會因個人眼睛狀況不佳，導致參

觀過程會有辨識不良的情況產生，但有些觀眾會較難表達感受

不佳的原因。 

（續下頁） 



147 

 

排序 指標評量 分析內容 

7 

指標 5  

容錯的設計

考量 

由於展場僅提供逃生口的指示方向之警示標示，而未裝設上下

坡道或小心安全等警示標誌，經觀察觀眾瞭解，觀眾經過坡道

時會提醒同遊夥伴說明此處需要留意。在問卷填寫過程，觀眾

會思考此項是自己忘記，還是展場確實未提供警示標示，再度

反覆思考或確認後再給予評量值。但據觀察瞭解，觀眾會根據

整體的參觀感受進行問卷評量。 

8 
指標 2  

靈活性 

由於展示設計以文物為核心進行視覺規劃，並輔以文字說明，

除了文字之外，有提供影片的欣賞與語音導覽。對於觀眾而

言，會期許未來展場還能有更多選擇性。並且佛陀紀念館未提

供視覺相關輔具的協助，對於 12 位有眼睛狀況卻又未攜帶眼

鏡的觀眾而言，參觀過程會需要常調整姿勢貼近展品進行觀看

瞭解。在觀看高度上，經受訪的照護者表示，輪椅者需要抬頭

觀看較為辛苦；而一般觀眾表示，因未能使用輪椅可能無法體

會其他的觀看高度，僅能以個人感受進行評量，但會期許未來

展場內於展品的陳設高度應有高低不同的變化，能夠適合各種

高度的觀眾或坐或站都可以順利進行參觀。 

整理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而雖然評量數值有優劣程度等差異，但整體觀之，觀眾對於通用設計達成度數值

平均呈現「滿意」的視覺感受程度，顯示出大多數觀眾在參觀展覽的整體感受評價良

好，並在進行觀察與簡短訪問的過程，更能瞭解觀眾參觀過程的細節。而且從評量達

成度值差小的情況，可以瞭解到：由於觀眾參觀過程，於視覺上，較關注於文物本身，

對其他視覺項目較少留意，儘管展場未設置相關服務或標示，但對於觀眾參觀過程並

無影響太多。因此也會有因整體參觀過程感受良好，在逐項進行評量過程，仍會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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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感受作為評量準則的判斷。 

在上述資料蒐集的過程中，亦有資料蒐集不易的情形發生，其主要原因為：觀眾

多為觀光客，團體參觀形式有導遊、館員進行全程解說，團體參觀少有逗留的情況，

且因佛陀紀念館場域面積大，內有多項設施，以及參觀、參拜的處所（殿堂、展覽館），

觀眾行程通常會安排預定要前往許多處所，而部分處所因有時間預約上的限制，所以

參觀展覽的觀眾會常有參觀時程緊湊，且因後續行程而無法逗留接受調查。 

此外，平日參觀多為國際人士，有些觀眾雖為華人但無法以中文進行溝通，因此

無法接受調查；而假日中雖有許多高齡觀眾前來參觀，並以家庭形式攜家帶眷一同前

來，高齡觀眾會因照顧孫兒、疼惜子女等候而拒訪，甚者會無心思看展；而乘坐輪椅

的高齡者，多由照護者主導參觀路線與所觀看的內容，因此高齡輪椅者較少參與照護

者所觀看之物；反之，中齡觀眾較能自行主導看展時間與路線，也因此較容易依照個

人意願進行受訪，受訪過程也能容易瞭解題意快速填答。 

而參觀觀眾來自於臺灣、中國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等華人國家，其中以臺灣

觀眾受訪居多，但實際人數經由觀察瞭解是以來自中國大陸的觀眾居多，主要是因為

來自中國大陸的觀眾皆以團體造訪，有時程壓力，停留時間短，並對於問卷詢問有所

恐懼，因此拒答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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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個案資料結果分析─佛陀紀念館受訪資料 

佛陀紀念館受訪資料有二部份：一、問卷資料﹝MQ﹞；二、訪談資料﹝R﹞。以

下為佛陀紀念館受訪資料分析： 

一、 問卷資料分析﹝MQ﹞ 

本次受訪者有館員、值班義工，其受訪資料共計 10 份，有效資料 9 份，無效資

料 1 份（因未填寫完整列入無效資料）。分布於館員 3 人、值班義工 6 人；男性 2 人、

女性 8 人。有效資料之中有中高齡者 6 人。而從問卷資料﹝MQ﹞顯示，瞭解到問卷

評量指標總平均達成度的情形，請參考表 5-9： 

表 5-9 佛陀紀念館受訪資料﹝MQ﹞評量指標總平均達成度 

指標 
指標 1  

平等性 

指標 2  

靈活性 

指標 3  

辨識 

清楚 

指標 4  

可讀性 

(能夠理 

解資訊) 

指標 5  

容錯的 

設計考量 

指標 6  

降低身

體的負

擔 

指標 7  

規劃合理的

空間並合適

於人體規格 

指標 8  

內容與

美觀 

達成度 

(40~0) 
32 27.667 32.333 31.5 25.5 30 36 33 

從表 5-9 得以瞭解 9 位佛陀紀念館受訪人員，對於通用設計原則對博物館展示環

境視覺適切性之八大項評量指標，其指標總平均達成度情形，指標最高值為「指標 7 

規劃合理的空間並合適於人體規格」的數值 36，指標最低值為「指標 5 容錯的設計

考量」數值 25.5，兩者高低指標相差數值為 10.5（26.25%），高低指標的值差對照於

感受程度的級數值，值差有達到至一級的感受程度差異。 

由高至低的指標達成度排序為：「指標 7 規劃合理的空間並合適於人體規格」

→「指標 8 內容與美觀」→「指標 3 辨識清楚」→「指標 1 平等性」→「指標 4 可

讀性(能夠理解資訊)」→「指標 6 降低身體的負擔」→「指標 2 靈活性」→「指標 5 

容錯的設計考量」，由表 5-9 所得出的數值，彙整為雷達圖，以下為雷達圖呈現情形，

如圖 5-1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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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佛陀紀念館受訪人員資料﹝MQ﹞評量指標總平均達成度雷達圖 

 

圖 5-14 佛陀紀念館受訪人員資料﹝MQ﹞評量指標總平均達成度雷達圖（局部放

大圖） 

從圖 5-13 可以瞭解到各達成度大致落點於「滿意」感受上下區間，進一步延伸

至圖 5-14 的圖示瞭解，以及從圖示線狀幅度的值差，可以明顯看出資料指標高低的

差異性。因此從資料瞭解，觀眾對於展覽上的視覺反應，認為「指標 7 規劃合理的

空間並合適於人體規格」、「指標 8 內容與美觀」的感受較佳，而「指標 2 靈活性」、

「指標 5 容錯的設計考量」的感受較為不佳，但整體數值的感受度，皆為「普通」

以上的程度。而從 9 位觀眾 MQ 資料顯示，以問卷評量結果，配合下述佛陀紀念館訪

談資料與現場觀察相互瞭解後，再進行詳細分析，請參考第 153 頁表 5-10： 

二、 訪談資料﹝R﹞ 

於 11/3 14:17~14:32，以 15 分鐘的訪談時間，訪談對象為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熟知

展示相關人員，從表 3-6 訪談大綱的兩個問題構面「展覽策展概念與硬體設施、動線

的設計構想，於觀眾考量的情形」，與「展覽前後對於觀眾的設想情形與反應，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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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視覺考量的情形」進行瞭解，經由訪談逐字稿（附錄七 R1103，2015：1-5）歸納整

理如下：  

1. 展覽策展概念與硬體設施、動線的設計構想中，對於考量觀眾使用的情形： 

於佛陀紀念館在全面性考量下，同步規劃四個常設展「佛教節慶」、「佛陀

的一生」、「宗史館」、「地宮還原」，而由於佛陀紀念館是一個博物館，並在

佛教文化傳承與接續發展的概念（附錄七 R1103，2015：2），以及地宮文物捐贈

者陳永泰先生、陳白玉葉女士的期許下，設立「地宮還原」展覽，以進行展示、

教育等博物館功能。 

在展覽設計概念之中，由較為熟知地宮文物本身展品的吳堂海與吳文成先生，

與佛陀紀念館共同參與策劃。於展覽硬體設施考量到輪椅者需求，以無障礙空間

為基礎進行硬體設施的規劃設計；並且如今已開館四年，有考量設備汰舊問題，

近期調整展覽照明設計，以避免整體展覽空間照明會逐漸過暗的情形產生。 

整體參觀動線規劃，依循古制佛教地宮形制緣起，從過去的地宮、地底下的

文物，能跟現今的地宮結合（附錄七 R1103，2015：1），而將展題以「地宮還原」

為名，並代表是整個佛陀紀念館的一個精神指標（附錄七 R1103，2015：2），象

徵走入展覽就如同走入一個地宮。展覽單元規劃則依照地宮文物對於佛教意義的

重要程度進行分區與說明，以「地宮區」、「聖物區」、「文物區」做為主要展

覽設計概念，從最神聖文物的排序，到較次要的文物接續地展示。 

從入口開始的地宮區有三個部分，能瞭解到佛寺地宮的歷史與地域性發展概

況、實境模擬陝西扶風縣法門寺地宮還原場景，以及百年開放一座地宮的計畫；

聖物區以鎮館之寶「佛牙再生舍利」說明佛陀紀念館建館起源與意義，以及搭配

地宮聖物的展示；文物區則以較為貼近唐代常民的文物展示，配合環境照明感受

地宮實境，並以最珍貴的地宮門文物做為古今脈絡的串接，再引導觀眾認識現在

佛陀紀念館所進行的文物徵集，也可以一同共襄盛舉參與活動。 

展覽對於觀眾適於參觀的年齡層之建議，「佛教節慶」、「佛陀的一生」、

「宗史館」規劃適合參觀年齡為 9-99歲都可以看（附錄七 R1103，2015：1），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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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地宮還原館」設定於高中以上（附錄七 R1103，2015：4），並考量到觀眾在

參觀過程不一定會從頭看到尾，能夠讓觀眾有所選擇，也輔以提供中、英文的展

覽文字說明，能夠滿足到國際人士的需要。 

2. 展覽前後對於觀眾的設想情形與反應，以及於視覺考量的情形： 

「地宮還原」展覽概念，是期望給予觀眾有身如其境之感，走入展場就猶如

走入地宮，以最神聖的文物接續較次要的文物進行展示單元的規劃，並以時空的

串接再引導觀眾認識現在佛陀紀念館的地宮與文物徵集的活動。 

由於佛光山過往一直都有做展覽、常設展的經驗值（附錄七 R1103，2015：5），

去以進行動線規劃及照明、文字等視覺整體設計，並選擇專業建築師、室內裝潢

設計師的專業協助，以人體視覺良好的視野範圍進行規劃，採用玻璃展櫃的文物

展示，從照明乃至說明文字都能達到一般人可以清楚辨識的程度，也加強於較小

件的文物，會有特別製作展示版的圖文說明，以圖片放大的排版來呈現給觀眾。 

除此之外，針對於文物與佛教藝術有興趣的觀眾，在二樓的展區會規劃特展，

能夠對於文物與佛教藝術有更深入的瞭解，如：2014 年舉辦的七寶阿育王塔特展。

而特展通常會與一樓「地宮還原」常設展相呼應。另一方面，也更新兩次展覽畫

冊改以中英文的呈現，希望能夠讓觀眾更瞭解展覽的內容。而由於觀眾屬性不同，

會提供觀眾有所選擇的方式，畫冊則是提供給想對展覽或文物深入暸解的觀眾，

因此誠如佛陀紀念館受訪人員所表述會因為內行人看門道，尌會去看這個部分（附

錄七 R1103，2015：4）。 

三、 佛陀紀念館問卷資料﹝MQ﹞與訪談資料﹝R﹞綜合分析 

從 9 位佛陀紀念館 MQ 資料評量結果，與佛陀紀念館訪談 R 資料相互比對，並輔

以現場觀察，從指標所呈現視覺感受的優劣程度（排序 1~8）進行分析，請參考表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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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佛陀紀念館受訪問卷資料﹝MQ﹞評量指標達成度表現優劣分析表 

排序 指標評量 分析內容 

1 

指標 7  

規劃合理的

空間並合適

於人體規格 

從 R 資料能夠瞭解到佛陀紀念館在展覽硬體空間，有考量到輪

椅者的需求，採以無障礙空間進行展示空間的設計，並且佛陀

紀念館受訪人員也很認同可以提供適合的空間給各種體格的

觀眾，以及可以符合輪椅與照護者一起參觀的設施條件。 

2 
指標 8  

內容與美觀 

經觀察瞭解，佛陀紀念館有考量到觀眾對於展覽的瞭解，提供

中英文的說明文字與語音導覽，並輔以現場有館員義工的協助

說明，以能解決各種觀眾於參觀展覽過程的需要。而在視覺

上，也有考量到觀眾的視覺感受，如：以地宮還原的實景呈現，

與聖物區「佛牙再生舍利」單元運用一個錐體燈箱設計，盡量

給予觀眾能感受到展場環境是舒適且美觀。 

3 
指標 3  

辨識清楚 

經觀察瞭解，展覽現場有提供數位目錄裝置設備、影片、地宮

模擬場景、圖文等多種視覺組構呈現豐富的展示面貌。從 R 資

料的瞭解，佛陀紀念館對於照明與說明文字的設計，有盡量讓

一般人可以達到視覺清楚辨識的程度。 

4 
指標 1  

平等性 

從 R 資料的瞭解，佛陀紀念館展示空間的設計以無障礙空間為

基礎，展示內容設定為高中（約 17 歲）以上者較能夠理解。

並在說明文字的呈現會適時提供圖文的搭配進行解說，在佛教

文化的展示概念進行文字的詮釋，也以簡單明瞭的文字敘述進

行說明。除此之外，說明文字與語音導覽以中、英文兩種語言

提供觀眾選擇，盡量能幫助各種觀眾都能很容易獲得展示的資

訊。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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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指標評量 分析內容 

5 
指標 4  

可讀性 

佛陀紀念館設定高中（約 17 歲）以上者較能瞭解展覽內容，

且有館員義工於現場協助，能適時解決觀眾的疑問。 

6 

指標 6  

降低身體的

負擔 

從 R 資料的瞭解，佛陀紀念館以玻璃展櫃作為文物展示的方

式，而說明牌搭配展品為同一個平台展示，有考量到人體能夠

很容易進行視覺觀看，因此有設定一定的視覺高度，可以滿足

一般人的視野範圍。 

7 
指標 2  

靈活性 

經現場觀察，佛陀紀念館除了文字之外，有提供數位目錄裝置

設備、影片、地宮模擬場景、圖文等多種選擇來瞭解展覽。但

未有提供老花眼鏡，便於觀眾於觀看時使用的輔具，且大多數

文物是位於一致性的陳設高度進行展出，並從 R 資料的瞭解，

佛陀紀念館認為玻璃展櫃的展示方式，是能提供觀眾較為良好

的觀賞模式。 

8 

指標 5  

容錯的設計

考量 

經現場觀察，對於預防意外與危險防止的考量，展場僅有提供

逃生門警示標示，未有提供上下坡警示語或標示提醒。也因

此，從評量能瞭解到佛陀紀念館受訪人員也認同未有此項設

計。 

整理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從表 5-10 以及經過佛陀紀念館受訪人員的受訪過程能夠瞭解到，由於佛陀紀念

館受訪人員對於展覽硬軟體相當熟悉，因此填答過程能較為肯定地選擇評分，並且透

過訪談佛陀紀念館熟知展示相關人員的訪談資料提供完整的設計概念，使筆者能從佛

陀紀念館受訪人員 MQ 資料評量、設計概念，與現場觀察的情形進行相互對照，給予

客觀的評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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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觀眾與佛陀紀念館受訪資料的兩方驗證與分析 

觀眾與佛陀紀念館受訪資料的兩方資料驗證，以觀眾受訪資料﹝SQ﹞與佛陀紀念

館受訪資料﹝MQ﹞的圖表資料進行驗證與分析，以瞭解觀眾與佛陀紀念館兩方面對於

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切性，所評量下的視覺感受結果，再輔以觀眾的觀察與訪談資

料，以及訪談佛陀紀念館熟知展示相關人員的訪談資料與現場觀察情形，能從圖表結

果解釋分析的更為完整。 

而從觀眾與佛陀紀念館受訪資料的兩方資料驗證目的，在於能因此瞭解中高齡觀

眾於展場參觀時，視覺環境對觀眾參觀展覽的影響情況；以及佛陀紀念館對觀眾提出

的設計概念，對應通用設計原則於展場視覺環境的調查下所產生的結果。兩者資料結

果進行驗證，並進一步探討與分析，請參考以下表 5-11 觀眾﹝SQ﹞與佛陀紀念館受訪

人員﹝MQ﹞評量指標總平均達成度對照表： 

表 5-11 觀眾﹝SQ﹞與佛陀紀念館受訪人員﹝MQ﹞評量指標總平均達成度對照表 

資料項目 
指標 1 

平等性 

指標 2 

靈活性 

指標 3 

辨識清

楚 

指標 4 

可讀性

(能夠理

解資訊) 

指標 5 

容錯的設

計考量 

指標 6  

降低身體

的負擔 

指標 7  

規劃合理

的空間並

合適於人

體規格 

指標 8 

內容與

美觀 

觀眾 

﹝SQ﹞ 
32.46  29.80  31.79  31.13  30.36  32.86  32.50  32.92  

佛陀紀念

館受訪人

員﹝MQ﹞ 

32.00  27.67  32.33  31.50  25.50  30.00  36.00  33.00  

值差 0.46 2.13 0.54 0.37 4.86 2.86 3.5 0.08 

由表 5-11 所得出的數值，彙整為雷達圖，如圖 5-1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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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 觀眾與佛陀紀念館受訪人員評量指標總平均達成度對照圖 

 
圖 5-16 觀眾與佛陀紀念館受訪人員評量指標總平均達成度對照圖（局部放大圖） 

從表-11 與圖 5-15 瞭解到圖示內各個達成度中，兩方資料以「指標 1 平等性」、

「指標 3 辨識清楚」、「指標 4 可讀性(能夠理解資訊)」、「指標 8 內容與美觀」，

四項指標達成度數值與圖示上的落點相當接近，其中以「指標 8 內容與美觀」以值差

0.08（0.2%）的差異最小。 

而從表-11 與圖 5-16 顯示出，兩方資料以「指標 2 靈活性」、「指標 6 降低身體

的負擔」落點與值差已有些微差距，並於「指標 5 容錯的設計考量」、「指標 7 規劃

合理的空間並合適於人體規格」能夠明顯瞭解到，落點與值差有明顯的差異，並以「指

標 5 容錯的設計考量」值差 4.86（12.15%）的差異最大，但差異程度於感受級度的對

照下，是不超過一個層級的感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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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從值差 4.86 差異最大的「指標 5 容錯的設計考量」探討，此題項針對於預

防意外，以及對於危險防止方面的考慮，多數佛陀紀念館受訪人員由於熟悉展場且認

為，在展場環境沒有很顯見有相關警示標示的設置，因此評量多為「滿意」至「普通」

感受的區間。而觀眾在評量時，會覺得展場可能有設置標示，但是可能是自己沒有留

意到，且不是參觀展覽主要想看的內容，因此會依照自己當時感受進行填答，普遍評

量以「滿意」感受為多。 

整體而言，兩方資料的圖示比較，每個指標達成度的落點是接近的，因此觀眾與

佛陀紀念館受訪人員於「通用設計原則對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切性」的調查結果不

僅相近，也能進一步說明佛陀紀念館受訪人員於展場的設計指標達成度，能如實的讓

觀眾有所感受，並且雙方感受是相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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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小結 

透過個案資料調查的過程與分析，從中運用多種研究方法進行資料蒐集，筆者也

在展覽現場的觀察，瞭解到觀眾參觀展覽過程的視覺觀看行為，並體會到人眼的視覺

辨識程度則會影響觀看姿勢的變換，而一般人會自然地調節到視覺辨識清楚的程度，

但若有觀眾無法順利調節的情形產生時，可以進一步思考博物館應如何予以協助。 

從觀眾研究資料中，可以發現到中高齡觀眾的眼睛狀況，已有相當多有老花眼的

情形，而且在受訪的 33 位觀眾之中，有 11 位觀眾未戴眼鏡卻有老花眼的情形，若在

視覺觀看距離無法調整的情況下，便會有視覺辨識不清楚的情形產生，也有觀眾認為

展場中的小字（約 18pt 級數、仿宋體字型），是無法達到視覺清楚地辨識。 

從文獻瞭解，人進入老化的視覺退化程度，不僅僅是老花眼等眼疾的產生，對於

光線、環境的感知能力也一樣地減弱，因此在展場安全的層面也需再次謹慎思量。而

從觀眾參觀展場的過程，也觀察到有觀眾對於上下坡的安全會有所疑慮，研究中便有

高齡觀眾提醒同遊夥伴需要小心注意坡道的行走安全。儘管「指標 5 容錯的設計考量」

在各評量指標中，是觀眾評量較為不佳的指標，不過其評量數值仍未能顯見與其他指

標有明顯較大的差異，但安全問題是筆者於研究過程的觀察體會，認為需要特別留意

的部分，而評量數值結果的呈現，也是筆者認為需要反思於研究方法的選用。 

從觀眾參觀展覽後所獲得的視覺感受可以發現，會與同遊夥伴（家人、朋友）、

參觀佛教地宮還原常設展之前的參觀感受（如：佛陀紀念館園區的參觀過程）、時間

的壓力、觀眾背景（信仰、學識）等因素息息相關，也因此會有資料蒐集不易的情形

產生，其中尤以高齡觀眾的情形較多，藉此也可從中思考視覺感受評量的準確性。 

對於評量準確性的思考，乃由於人是不斷從感官接收訊息，會因為週遭環境與人

持續的變換，而影響對於感受程度的判斷。其中，對於感官的描述或判斷，受訪觀眾

不一定能夠表達或能夠判斷，因此就會依賴於整體印象進行評量，而透過其他研究方

法的加入與應用，能夠補強於問卷評量時呈現不足的情形，在觀眾的視覺感受情形能

夠蒐集豐富的資料面貌，也能知曉觀眾於視覺感受良好與不佳的原因所在，會因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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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或文物的特殊性感受十分良好，也會因有些文物或有些文字看不太清楚，而感到

有些美中不足。 

透過佛陀紀念館評量展覽的視覺感受情形，發現佛陀紀念館受訪人員由於熟知展

覽軟硬體設施的環境，可以快速、準確地進行填答，也會依照過往參觀其他展覽的比

較經驗中，客觀的給予評量感受程度。並且經由訪談佛陀紀念館熟知展示相關人員，

能夠清楚瞭解展覽的策展概念，對於展示設計能進行較完整的瞭解。最後則透過綜合

雙方於通用設計原則對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切性的研究調查結果，進行雙方資料的

驗證與分析，落實 PPP「通用設計達成度評價法」（Product Performance Program）評量

目的。 

本研究評量目的是透過中高齡觀眾參觀展場後所獲得的感受體驗，客觀地評量一

個展場的視覺環境於通用設計達成度的情形；而佛陀紀念館受訪人員能夠透過評量，

認識到展場於通用設計達成度的情形。並透過兩者資料的驗證與分析，佛陀紀念館的

展示設計概念透過通用設計概念的檢測，與觀眾檢測下的結果，兩者驗證後能達到頗

為一致的感受程度。 

除此之外，研究的結果不僅能夠瞭解中高齡觀眾在博物館展示環境之視覺適切性

的相關情形，並能進一步認識中高齡觀眾處於視覺退化的階段，對於參觀博物館展示

環境的過程而產生的需求狀況。而博物館對於軟硬體設施的搭配與調整，以及未來展

覽的策畫，則是在真實瞭解觀眾需求之後，可以審慎思考未來博物館展示設計的方向。 

透過個案的研究調查，以驗證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切性之評量指標，能讓筆者

從中反省與思考指標的設立是否確實達到評量目的；並從兩方的資料蒐集，也讓筆者

再次思考兩方對於評量的態度認同與否。因此筆者認為需要回歸於通用設計的精神，

在「不斷改善」與「驗證」之實踐下，有助於博物館展示設計人員對於人的掌握，找

到合適的方法解決問題，使博物館展示從中獲得創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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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為求能完整瞭解本研究目的，從中認識到中高齡觀眾視覺辨識度對於參觀環境的

影響，以及通用設計於展示設計之可行性。並運用 PPP 修正為適於此次觀眾研究評量

指標（請參考第 64 頁），驗證博物館展示環境之通用設計達成度，以佛光山佛陀紀念

館佛教地宮還原常設展為個案的研究場域，進行中高齡觀眾與博物館雙方的資料蒐集。

更透過國內外博物館的現況分析，瞭解現今博物館展示設計與服務，與指標對照博物

館展示現況的情形進行分析討論，並從中整理出有助於中高齡觀眾視覺觀看之設施與

服務，最後統整結論、建議與後續研究方向，從以下內容進行詳述。 

第一節  結論 

經由本研究資料的前後對應，實地進行現況分析，與個案資料蒐集過程的資料整

理，總結於三點進行說明： 

一、 中高齡觀眾的視覺觀看情形與需求 

（一） 給予中高齡觀眾舒適良好的博物館空間 

從中高齡觀眾參觀展覽的時候，在視覺「觀看」的這一件事，可以瞭解到觀眾會

因展覽吸引力、家庭或朋友出遊而前來，受展品吸引而駐留於展場，欣賞展品本身之

外，會進一步從文字說明深入瞭解。因而在參觀過程，觀眾會去觀看展品的整體與細

部，會閱讀展版文字與說明牌，也會在行走的過程，留意觀看週遭的展示環境，並確

認行走的動線方向無誤，或以自然地感覺順向行走進行參觀。從這部分可以發現到觀

眾會去進行視覺觀看或閱讀，對於展品、說明文字、方向性、空間的認識與瞭解，進

而於心理上有獲得資訊而感到滿足，如：空間、通道寬敞，或動線良好給予的舒適與

安全感。 

（二） 中高齡觀眾之視覺辨識度大多與老化有關 

從研究瞭解，中高齡觀眾會因身體尺度高低、視覺高度、視覺距離、照明、文字

大小，而有身體姿勢上的移動或調整，使觀看展品或說明牌時，能達到視覺辨識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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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或舒適的狀態。也會因本身的眼睛狀況是否需要戴眼鏡，或其它輔具需求去進行觀

看，或調整距離以近看的方式，達到視覺辨識度良好的程度。而對於視覺辨識不佳的

情形時，有部分的受訪觀眾以不是很肯定的答案，卻又會直接地認為可能會是「照明」、

「距離」、「文字大小」的問題，也從中說明展示環境存在著許多的因素，是透過軟

硬體設備整體結合而成，而彼此仍有其相關性。 

也於研究觀察瞭解，部分中高齡觀眾有老花眼且未戴眼鏡，並在可以調整距離姿

勢，以近看距離之下，曾反應仿宋體 18pt 的文字級數，是無法看清楚的；而標題字於

粗仿宋體 24pt 的文字級數，是能夠達到視覺清楚辨識的程度。而從奇美博物館的現況

瞭解，就觀察觀眾觀看說明文字的情形，約中黑體 24pt 的文字級數以上者，似乎是可

以達到視覺清楚辨識的程度。而上述字級字型的測量，為筆者製作的字型字級測量表，

於現場觀看時進行對照測量，原因是礙於參觀展覽的場地規定，僅能以對照方式來瞭

解文字大小。 

（三） 展覽環境需提供觀眾有多種資訊理解的方式 

而除了視覺辨識度的部分，在「看」的時候，也需重視對於資訊的理解，在展品

本身，觀眾會以個人背景對於展品進行詮釋性的瞭解，有個人化的解讀方式，如：美

的欣賞。而觀眾一般較常從展版說明或說明牌來深入認識展品的資訊，或經由影片、

模型、其他的展示設備等輔助瞭解，其中可以發現有圖文編排的對照說明方式，是博

物館展示較常使用的視覺傳達方式，也是觀眾較容易理解資訊的取道。 

而說明文字內容的語言提供與語意，博物館則需要考量到觀眾的教育程度背景或

能力，給予合適且多種的資訊提供方式。如：臺史博設定 10 歲以上者較適宜參觀「斯

土斯民—臺灣的故事」，而佛陀紀念館設定高中（約 17 歲）以上者較適宜參觀「佛教

地宮還原常設展」。並且也發現博物館在本身空間硬體的限制，可能無法提供說明文

字的輔助，或僅能提供有限的文字輔助，會產生觀眾無法理解資訊的情形，則需引入

專人導覽（如：佛陀紀念館），或多種語文的語音導覽（如：梵蒂岡博物館提供 10 種

語文的語音導覽），或新科技的導入（如：庫帕-修威特史密森尼設計博物館提供數位

筆），甚至未來有更良好的展示服務與設備的協助搭配，能讓觀眾有所選擇去進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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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資訊理解方式。 

（四） 中高齡觀眾的視覺與其他需求 

而從以上瞭解到，中高齡觀眾在參觀展覽時進行視覺觀看的過程與感受，中高齡

觀眾會由於視覺退化的影響，認為他們會比較需要光線明亮、大字體、展示台有不同

高度、可以調整水平距離去貼近觀看的方式，並且儘管未來部分中高齡觀眾也需要使

用輪椅輔助者，也可以被滿足這些需要。 

也因此，發現到中高齡觀眾不僅於視力退化，在行動力、認知力也會逐漸下降，

並且彼此也有相關性影響，而也瞭解到現今博物館已有所因應的方式。在視力的部分，

博物館已逐漸提供老花眼鏡與放大鏡的借用服務（如：臺史博與奇美博物館），滿足

多數中高齡觀眾在需要近看情況的協助，在說明文字也逐漸以較大的字體呈現；在行

動力的部分，博物館提供無障礙空間、輪椅的借用以及休息座椅（如：佛陀紀念館），

因此可以滿足觀眾在行動力不足的狀態下使用，並在越趨向高齡的觀眾，會更依賴於

博物館的設施與服務；而認知力的部分，在受訪觀眾之中，也發現越趨向年長的高齡

觀眾，會有善忘或反應不佳的情形，因此藉由認識到國外博物館，會以提供教育活動

方式，進行引導式的參與博物館活動（如：MOMA）。 

而在中高齡觀眾的視覺觀看情形與需求的瞭解下，博物館應改善現存於博物館展

示視覺環境的不足，若能於硬體層面改善，以滿足到觀眾需求的最大值，再輔以必需

性的服務協助，或以少許人力、設備輔具的協助，即能精簡博物館能量，達到滿足中

高齡觀眾於順利參觀展示環境的需要。 

二、 博物館展示之視覺環境在 PPP 通用設計達成度的評量驗證情形 

（一） 評量指標仍需視博物館展示軟硬體設備而有所調整 

於博物館相關文獻與PPP通用設計達成度評量法的認識，進行相互的瞭解與延伸，

而擬定本次研究評量指標，藉由現況分析的對照與個案研究場域的調查結果，筆者認

為評量指標仍需視博物館展示軟硬體設備而有所調整。因評量指標為筆者從文獻與觀

察現今多數博物館的展示環境，所共同評估作為本次個案研究的評量指標，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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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輔以多種研究方法的輔助，進行更深入的指標評量之驗證與瞭解。 

（二） 多種研究方法的執行與指標驗證過程 

從現況分析的指標對照情形，可以發現到梵蒂岡博物館西斯汀教堂的展示呈現，

由於展示空間的限制，資訊的傳達主要採用語音導覽解說，因此於視覺辨識清楚與可

讀性的指標有部分無法驗證的困難性。但在作品的展示呈現，梵蒂岡博物館盡力於保

存維護作品與建築，也同樣滿足觀眾參觀的視覺需求，於 2014 年引進新 LED 照明技術

設備，能在保存維護的照護之下，並能加強壁畫作品的色彩飽和，與補強光線變化過

程的陰影與暗處。從梵蒂岡博物館的案例瞭解，雖未有說明文字的輔助，但努力在作

品的呈現進行改善，使筆者更加思考評量執行的適用性，以及研究方法、對象的選定。 

而進入個案場域的研究調查情形，大多數觀眾能依循問卷內容進行填答；但仍有

部分觀眾會有填寫問卷的困難性，如：高齡觀眾會因問卷文字看不清楚，而由筆者口

述填答；而有些觀眾到訪佛陀紀念館是初來乍到，在參觀過程未能留意到某些視覺項

目的部分，或對於問卷題目的認定會依照整體參觀感受進行填答，因此，筆者需要再

經由觀察與訪談的研究方法，才得以更明確且深入認識到觀眾於視覺觀看的情形與感

受。而透過佛陀紀念館對於問卷評量調查，館員義工們因為熟知佛陀紀念館展示整體

的軟硬體搭配，能快速理解問題並給予肯定的選擇，因此未曾有出現觀眾受訪進行問

卷調查等以上現象，並以問卷所評量的達成度結果，再輔以訪談佛陀紀念館熟知展示

相關人員的訪談資料，能瞭解佛陀紀念館較完整的設計概念於通用設計的達成度。 

綜合以上的過程瞭解到，本研究為求能驗證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切性之評量指

標，明白評量的設定需考量博物館展示之軟硬體，與適合的觀眾群進行檢測，並擇選

適合個案，經由中高齡觀眾與博物館的調查研究，能於評量的驗證之中，達到頗為一

致的視覺感受，並從觀察與訪談可以更為深入瞭解視覺相關情形。因此，筆者從研究

過程中發現，需要運用多種研究方法的調查，才能從評量驗證的過程瞭解到更為完整

的面貌。 

（三） 本研究的評量驗證結果 

但在此次研究驗證結果，呈現在博物館展示於通用設計達成度，雙方有相近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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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標準，對於觀眾而言，表示認同佛陀紀念館展示給予良好的視覺內容與空間環境；

對於佛陀紀念館而言，能藉由評量給予通用設計概念的啟發，並透過觀眾予以肯定。

然而，雖然研究顯現雙方具有相近的感受標準，但筆者認為背後各有不同認定的標準

與原因，但礙於本研究範圍、時間與研究工具的使用，無法進一步探究，筆者認為可

作為未來研究的建議，尚待後續陳述之。 

而通用設計應該因地適宜廣泛地應用於博物館之中，評量僅是瞭解觀眾感受的一

種方式，透過評量驗證通用設計達成度，主要在於瞭解觀眾認同博物館達到通用設計

的程度，而更重要的是博物館人需持續保有通用設計概念的心態，以「公平性」、「靈

活性」、「簡單直觀性」、「信息可知性」、「容錯性」、「省力」、「易達性」，

廣泛的思考觀眾各個使用層面。 

三、 通用設計應用於博物館展示無障礙視覺環境 

（一） 多元性的展示溝通管道 

從博物館展示的發展，與通用設計觀念的導入，直到現今博物館的現況觀察瞭解，

可以發現現今博物館對於觀眾需求逐漸趨於完整，博物館展示已逐漸呈現以多元感官

體驗展覽的方式，或坐或站地進行展覽的觀看或體驗，更輔以多元化的服務提供，使

展示溝通管道更為周全。由史密森尼機構所提出的無障礙展示設計指南（Smithsonian 

Guidelines for Accessible Exhibition Design），亦明確指出展示設計所需要注意視覺辨識

度的層面，針對視覺不同需要的人有不同的設計，其中也包含於色彩對比鮮明的視覺

明適度、字體建議，以及空間、高度與觀看距離應該要有良好的尺度考量。而諸多考

量是為打造適合於各種觀眾前往，參觀一個博物館展示無障礙的環境，達到順利圓滿

參觀的目的。 

（二） 觀眾視覺辨識度不佳延續至今的調整 

而現今中高齡觀眾參觀博物館，普遍會有展示說明文字太小的反應問題，也因而

有此研究動機進而瞭解博物館的現況。在近年新成立博物館的觀察瞭解，可以發現博

物館展示文字太小的問題，相較以往也已有逐漸改善的情形，但從個案的研究調查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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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部分的中高齡觀眾仍會有視覺辨識度不佳的情況產生。因此，筆者認為在現今博

物館展示硬體應適度改善現狀，或適時提供服務、輔具或新科技的協助；或未來調整

展示設計方式，能使中高齡觀眾在視覺辨識度不佳的情況下，也能達到良好無障礙的

展示溝通環境。 

（三） 觀眾複雜性的認識 

而展示設計方式會順應時代改變，且國情文化不同，觀眾屬性、生活慣性也會有

所不同。從國內外博物館的現況瞭解，不同類型、屬性、文化國度的博物館，所展現

不同的展示面貌，顯示著博物館不斷嘗試在改變，以開創更新穎的展示模式與技術吸

引著觀眾，也盡力滿足各種觀眾的視覺需要，逐漸以通用設計為概念建立一個展示無

障礙的環境，以提供多種資訊溝通的方式與服務，如：多語言的文字說明、多語文的

語音導覽服務、滿足各種高度的展示陳列、輔具的提供，以及簡單明瞭的標示等。 

且近年來，可以發現通用設計觀念的導入，已經不再是應用於福祉領域，而在博

物館也經由通用設計的導入，越能瞭解到觀眾的複雜性。因此在研究中，也能發現以

通用設計應用於博物館展示，對應在觀眾的視覺需求情形，在中高齡觀眾的認識也有

許多不同資料樣貌的呈現。雖然在通用設計的應用下，有助於博物館展示無障礙視覺

環境的建立，但經由瞭解到觀眾的複雜性，博物館展示勢必將面臨到瓶頸，在重新建

立或改善博物館展示的過程，這不僅僅也考驗著展示設計人員的專業，也需各種領域

人才的協助，或等待展示科技、設備的新技術到來，才能有效改善現存博物館展示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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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從研究結果與資料前後對應的瞭解，並從結論得以衍生相關建議，列出以下三點

建議提供參考： 

一、 建立博物館的友善環境，以及高齡者乃至特殊族群的共有與專屬設施服務 

從國內博物館現況分析，與個案研究中的觀察過程，能從中高齡觀眾參觀展覽的

情形，瞭解到越趨於年長的高齡觀眾，多以家人、朋友偕同前往博物館參觀，會倚賴

家人朋友帶領的動線引導，適時的給予博物館環境資訊（如：洗手間、休息座椅、飲

水），使能夠快速滿足到高齡觀眾的需求。 

從中可以發現高齡觀眾不僅視力與眼睛感光能力的退化，對於環境的覺察能力也

較弱，而環境如果沒有明確的標示給予方向性引導，或行走到較複雜的動線通道，或

光線不佳的地方，便會時常以詢問方式瞭解環境所在位置，或依賴家人朋友或博物館

服務人員的協助帶領前往至目的地。並且由於體力不佳，無法行走太久，也會發現高

齡觀眾會走到展場一半再往回走的情形，或直接從展場入口快速走往出口休息等待家

人或朋友。因此，高齡觀眾也難以從展覽之中獲得展示資訊，無形中也發現博物館還

未達成，一個能使高齡觀眾感到自在、安全感的場所。 

而國內外對於身心不便者以及平權的重視，博物館硬體已修整為無障礙空間，多

以坡道作為通往空間來去的方式，但對於部分高齡者來說，由於仍保有行走能力，但

行走能力逐漸不佳、環境覺察能力漸弱，對於階梯改為上下坡道的行走的方式，會感

到行走不安，並以尋找電梯或有扶手的協助，較能達到行走過程的生心理安全照護。 

綜合以上現象，以及常有高齡觀眾視覺辨識度不佳的情形，博物館應對高齡者的

安全照護有更謹慎的考量，並全面性的檢討博物館友善環境。除了考量硬體方面的周

全，也應有對於高齡者提供相關的服務管道，滿足高齡觀眾的心理安全照護。而除了

對於高齡者的諸多考量之外，也應對特殊族群更有所瞭解，如低視力者，會需要大字

體、易讀的資訊與光線通明的處所，以及專人的協助服務；聽力不佳者，會需要照明

良好、字幕影片、筆談、手語導覽等服務。而提供特殊族群的服務，不一定都是特殊



168 

 

性且專人的服務，其中也與一般人乃至於高齡觀眾是相同的需求，如：照明良好、易

讀的資訊、字幕影片等需求。 

在即將邁入高齡社會的臺灣，以及未來也將會邁入高齡的人們，面對現在高齡觀

眾會需要倚賴家人朋友同遊才能到訪博物館，可以思考博物館與其他社會環境對於高

齡觀眾的友善程度，以及面臨社會少子化問題，未來的高齡觀眾能否如同今日，可以

倚賴家人朋友出門才能造訪博物館呢？因此，在現今已有越來越多高齡觀眾會前往博

物館參觀，建議博物館應對高齡觀眾與特殊族群的觀眾需求有所認識，在個別群體的

需求中，有共同性需求的部分，可以列入優先建立的方向，在依循不同族群建立服務

的溝通管道，與建立博物館的標準服務流程運作系統，才能有效持續進行相關協助服

務的發展。 

高齡觀眾的生心理的照護與需要得以滿足，才能有效提高其參觀展覽的意願，進

而從展示環境獲得資訊，或得到心理滿足的感受。因此，博物館建立友善環境，應從

博物館大環境著眼，範圍從館外由內的思考，以及高齡者乃至特殊族群的設施與服務

的建立。而在博物館展示也應循此思考脈絡，考量友善展示環境的建立，以及思考全

齡關懷的普及，並在展示策畫或改善的過程，能夠善用通用設計與展示評量，取得觀

眾意見與想法，盡可能透過各種觀眾的檢測，才能有效達到博物館與各種觀眾雙方都

能滿意展覽，以及有關於展示規劃與服務的情形。 

二、 運用通用設計達到真正無障礙的深度思考 

博物館致力於無障礙環境的改善，並且行之已久，在通用設計觀念的導入，已帶

領博物館有不同以往的思維與作法，而不僅於無障礙空間的改善，從博物館展示發展

能夠有所瞭解，如：提供多元感官體驗，替代過往以完全使用視覺觀看的展示模式，

並提供多樣化的視聽覺組構（如：影片、模型、新科技設備的導入）給予多種資訊溝

通的選擇性。在兒童參與部分，設置兒童室進行體驗展覽、活動之場所；而博物館的

資訊查詢台，以高低兩種不同高度，提供一般高度與輪椅者也能適用。除此之外，博

物館已逐漸提供手語導覽，與觸摸體驗博物館活動，提供於視聽不便的觀眾，有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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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擇的參觀方式。可以瞭解到博物館努力於各種觀眾到訪參觀，達到觀眾能夠圓滿

參觀博物館的目的。 

而從博物館廣設無障礙設施的現況瞭解，以及中高齡觀眾的研究調查，從中可以

發現無障礙設施與通道，不一定是特殊族群或輪椅者才會去使用的設施，部分高齡觀

眾也會需要無障礙設施，但也不一定能適用於高齡的每一位觀眾。從研究過程瞭解，

越趨向年長的高齡觀眾，在展示資訊的瞭解過程，從展品所獲得的精神領會與心理的

滿足，會多於知識性的資訊，因此，對於高齡觀眾的參觀心得與認識，建議要有深入

的瞭解。 

因此，筆者認為展示無障礙環境的建立，在通用設計觀念的導入，已有更進步的

思維，也思考得更為周全，但對於「無障礙」一詞的思考，不僅於博物館展示設施、

服務的建立與提供，而建議應掌握知識平權給予觀眾的原則與方式，進行展示資訊的

簡化與普及，也提供深入瞭解資訊的管道，並能對各種觀眾進行分眾分齡的瞭解，完

成各種無障礙的參觀模式。最終，應該落實於設身處地的替人著想，在「身」、「心」

完整的照護，才是運用通用設計達到真正無障礙的層面。 

三、 廣設與觀眾「對話」的機制 

在博物館為觀眾設想完善的情況下，應正視於面對觀眾參觀的情形，建議應建立

多種與觀眾「對話」的機制，博物館應主動瞭解觀眾參觀的情形，並有面對評量的正

確態度，也應讓觀眾瞭解評量不是在打分數，而是給予博物館良好的建議。除此之外，

評量方式有多種的選擇性，可採用適於博物館與觀眾的方式進行，建立良好的互動機

制進行對話。 

經由各種觀眾到訪博物館參觀展覽，建議博物館服務人員可以不定時前往關懷，

詢問觀眾參觀心得與感受。也可透過有預約的團體觀眾，於參觀展覽之後，邀請進行

座談交換心得，或填寫回饋單等方式。並透過長期觀察，確實瞭解各種觀眾參觀展覽

的情形，以及對於觀看展品、影片、新科技的使用，是否有特殊喜好或不便的情況，

從中再挑選適合的觀眾進行深入瞭解，可以更為清楚觀眾參觀展覽的感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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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與觀眾「對話」的成果，建議必須進行資料存檔，資料經過整理，得以提供博

物館各單位層級共同參考與反思，以及未來展覽策畫或改善的參考。而對於觀眾的建

議與問題，博物館也應要適時的回饋資訊讓觀眾瞭解，良好的對話是雙向並行，單方

面的言語，在未達雙方溝通良善，且相互瞭解的情況下，有時建議會誤認為批評，較

使人難以接受。而對於能夠接受深入瞭解給予中肯建議的觀眾，博物館也可以徵求觀

眾同意留下資料，對於日後的改善或疑問，可以再請教觀眾能夠給予回饋。 

而博物館面對多元觀眾需求之下，建議要有長短期進行的觀眾研究策略與目標，

並能長久性的持續發展，這是博物館能夠從中瞭解到觀眾未來的動向與期待，並做為

未來博物館展示設計方向的基礎與參考。而博物館也需要各個專業領域的輔助與支持，

應培植能與博物館相互成長的專業團體與產業，使博物館免於孤掌難鳴的困境，能經

由與觀眾對話以累積資源能量，落實於博物館功能，朝向於通用設計「滿足於所有人」

的理想目標，從中獲得新的想法與做法，使博物館的各個面向都能共同成長，迎接眾

人所期待的未來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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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發展 

經由整體研究過程體會，筆者認為在基於本研究目的，且受限於地點、時間、經

費與人力等因素，運用多種研究方法進行研究調查，以及國內外博物館現況分析觀察

與資料蒐集，整理相關幾點延伸於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針對參觀展覽的中高齡觀眾以分齡分組進行視覺感受之評量調查，從中建立展示

設計指南 

本研究針對中高齡觀眾的調查之中，可以發現到各年齡層對於展覽的感受程度不

同，進而延伸對於觀眾的需求認識，而由於視覺層面關係到展示設計本身許多因素，

如：光線、高度、距離、文字大小。而綜合這些因素的展示環境，觀眾面對視覺辨識

度不佳的情況，也難以表達清楚箇中原由。 

此部分的深入探究，筆者認為還可有持續性的研究，能以分齡分組組成焦點團體，

以問卷、訪談研究方法進行探究，並且越趨向高齡觀眾，會以訪談方式更為適宜，從

中可以更認識中高齡觀眾不同年齡區間，對於博物館展示之視覺環境的深入感受與原

因描述。 

而評量的內容，不僅是紀錄觀眾感受程度與內容，也盡量能有原因的相關描述，

並再詳細記錄有關展示硬體的呈現（如：光線照度、文字大小、字型類別），與人之

間的觀看高度與距離的測量。而所有的測量值經過整理，可提出適合人的展示設計項

目的標準值與建議，在對待不同年齡層或視力差異程度，會有建議的不同標準值，或

在展示設計項目有一致性的標準值建議，能達到一個滿足多數人的視覺環境的設計標

準。 

透過史密森尼機構所提出的無障礙展示設計指南（Smithsonian Guidelines for 

Accessible Exhibition Design），與本研究評量調查瞭解，由於國情文化，與人的慣性有

所不同，針對於國內博物館環境，可以著手瞭解中高齡觀眾各個年齡層所適宜的視覺

環境，進行較深層的資料探究，也可從中運用實證後的資料進行整理與參考，得以有

效建立一個能達到多數人視覺無障礙的展示環境。而由於博物館各類型屬性不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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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手法也不相同，博物館應著手於此項研究調查，能提出適合現階段展示設計無障礙

的設計指南，適時分享博物館同業瞭解與參考，透過各館參照、使用與改進，最終能

以創造更佳良好的設計應用成果。 

二、 博物館展示應有各種面向進行通用設計達成度的相關評量 

各類型的博物館展示環境，應要有針對各種觀眾，實行通用設計達成度的相關評

量，透過評量反應，博物館才能有效改善問題。而良好的評量建立，博物館應視評量

為長期執行的任務，須結合多種方法的使用，或各單位層級的協力合作，從中也需透

過多次的測試，才能有效達到評量的目的。 

從評量的獲益考量，博物館展示會著手於問題的改善，或成為未來策展的參考方

向。但在通用設計概念的導入，展示設計人員會思索於展覽如何滿足所有人，但往往

礙於展示機具或新技術的不瞭解，難以有效的應用，也難以符合於適用所有人的需要。 

因此，通用設計概念的普及，不僅於博物館本身，而是需要落實於產官學各處。

在展示新機具與新技術到來之前，博物館應有率先之舉，能針對現今博物館展示各個

層面進行通用設計達成度的相關評量，所面對的困境應提出於產官學各處瞭解，唯有

顯見於「需求」本身，才能有再次動力的興起，而通用設計概念的普及與溝通，也需

要從中反覆建立起來，並普及於社會每個層面。 

三、 持續高齡者乃至特殊族群的觀眾研究 

從本研究可以瞭解到高齡觀眾，因人體各項能力的退化，對於參觀展覽的獲取，

不僅於知識性的資訊瞭解，有些會達到於心理層面的領受，會因為年歲增長的經驗豐

富與閱歷，而於參觀後有較深的精神領會。從高齡觀眾的認識，亦能對於展覽策畫中

的知識提供與感性體會層面，提供有效的建議。 

並且透過通用設計相關資料瞭解，奧利佛‧赫維格（Oliver Herwig）以對於通用設

計的瞭解，提出一番假設：研究高齡者能產生更出色的設計（奧利佛‧赫維格 Oliver 

Herwig，2010：16）。他認為高齡者是個最嚴格的使用者，這群人若對於生活之行住

坐臥的過程使用無虞，其他人應該也會滿意。這是以全齡關懷為思考的方向，盡量減



173 

 

少彼此的差異，在乎使用者的感受，達到通用設計中最為重要的平等性。 

也因此，在通用設計的相關評量調查，未來可以高齡者作為主要觀眾研究對象，

而高齡觀眾的博物館相關需求，有些其實也能符合於特殊族群的需要，但特殊族群有

部分需求是與他人不相同的。並且在現存所謂一體而成的通用設計環境，不一定可以

滿足他們的需要，但環境是需要不斷被測試，才能瞭解環境的不足之處，而各種觀眾

都必須被瞭解，才能尋覓最適合的解決方法。兩者需要達到認同的一點，是博物館環

境必須被改善，進行相互的溝通，給予中肯的建議與讚許，能共同成長並獲益於彼此。

因此，未來持續進行特殊族群的觀眾研究，亦可作為後續研究發展的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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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佛教地宮還原常設展追蹤觀察紀錄表 

 

觀察標記：                           日期：2015 年     月     日 

觀眾類型：□個人。  □家人陪伴    人，□照護者。  □團體    人。 

性別：□男   □女 

年齡：□中齡(45-64 歲)     □高齡(65 歲以上) 

觀眾是否攜帶輔具：□無   □輪椅   □拐杖   □其他                  。 

觀眾是否有帶眼鏡：□無   □有 

觀察起始時間：      時      分        觀察結束時間：      時      分 

參觀時間總計：      時      分 

參觀路徑紀錄（未告知受測者之情況下進行） 

 

○ 觀看展品                >  閱讀說明板或標籤                  ⊥ 停駐 

√  前傾/彎腰/抬頭/蹲低 進行的觀看行為        ☆ 禮佛祈願        ⏛  捐獻 

╳ 其他，如：聊天、與展示單元無關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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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以通用設計原則對博物館展示環境視覺適切性之評量 

問卷標記：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 佛教地宮還原常設展 

【探討中高齡觀眾對博物館展示之視覺適切性】 

 

 

一、基本資料─以下請依照您的情況進行勾選「√」： 

1. 性別：□男 □女 

2. 年齡：□45-54 歲 □55-64 歲 □65-74 歲 □75-84 歲 □85 歲以上 

3. 居住地區：□高雄市 □屏東縣市 □臺南市 □中北部 □東部  

□其他                

4. 今日到佛陀紀念館最主要參觀目的（單選）：□禮佛 □參觀展覽  

□家人聚會 □朋友出遊 □佛光會活動 □其他                 

5. 是否參觀過佛教地宮還原常設展： 

□是，參觀次數是□2 次 □3 次 □4 次以上 

□否，第一次參觀                                  

您好： 

感謝您到訪參觀佛光山佛陀紀念館佛教地宮還原常設展，為了讓展

覽未來更美好，請您協助填寫以下問卷，紀錄您的想法與意見，給予將

來展示參考之方向。此份問卷僅作為博物館參考，以及學術研究之用，

不做其他用途，非常感謝您的參與！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博物館組 

研究生 曾巧文 

指導老師 耿鳳英副教授 

（接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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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觀感受程度─請依照參觀展覽後的感受，分別以五項感受程度 

（「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進行勾選「√」： 

問題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6. 在進行參觀時，展場的照明是舒適清晰的。 □ □ □ □ □ 

7. 展場中提供的多種語言文字對於參觀上是有幫助

的。 
□ □ □ □ □ 

8. 博物館除了文字之外，展場還提供有許多選擇使

人可以順利進行參觀。 
□ □ □ □ □ 

9. 說明牌文字的字體大小是容易辨識的。 □ □ □ □ □ 

10. 展場中有提供多樣化的視覺組構。 

（如：文物、圖片、文字、影片） 
□ □ □ □ □ 

11. 博物館有提供各種輔助工具幫助觀眾觀看展品。  

(如：使用放大鏡、老花眼鏡) 
□ □ □ □ □ 

12. 此展場中的設施，是適合各種高度觀看展品的。 

(如：使用輪椅者) 
□ □ □ □ □ 

13. 參觀展場的動線是清楚的。 □ □ □ □ □ 

14. 可以理解展示說明文字內容的語意。 □ □ □ □ □ 

15. 參觀之後，對此展覽內容的瞭解是清楚。 □ □ □ □ □ 

16. 展示說明文字的字數適當。 □ □ □ □ □ 

（接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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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7. 展場整體的色彩搭配在觀看上可以清楚辨識。 □ □ □ □ □ 

18. 展場說明牌的排版與設計不會影響閱讀。 □ □ □ □ □ 

19. 有提供視覺有關的警示標示。 

（如：上下坡警示語、小心安全） 
□ □ □ □ □ 

20. 有考慮到參觀時空間設施上的各種標示，清楚易

懂，不會因資訊誤導而造成危險。 
□ □ □ □ □ 

21. 展場中的說明牌與標示設置良好，沒有造成視覺

上任何的不適感。 
□ □ □ □ □ 

22. 有提供符合我個人可以輕鬆參觀的空間需求。 □ □ □ □ □ 

23. 有考慮到輪椅以及照護兩者都能一起參觀的設

施條件。 
□ □ □ □ □ 

24. 我覺得展場環境考慮周詳，和其他人一樣在參

觀上都能很容易獲得展示的資訊。 
□ □ □ □ □ 

25. 展場環境是舒適且美觀的。 □ □ □ □ □ 

 （接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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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寫下剛剛參觀後的想法─可以直接填答，或由研究者訪談，以錄音方

式錄下您的回答，後續再由研究者依據錄音內容進行繕打紀錄： 

27. 請問您是否有老花眼？或近視？或其他眼疾？                     

28. 請問剛剛您在問卷的評量項目，有勾選「非常同意」與「非常不同意」

的項目，是否能分享原因，為什麼呢？                           

                                                             

29. 請問展場內的四個展區，有哪個展區是在觀看時 

(1)印象最深刻的，為什麼呢？ 

(2)最舒服的、想待久一點的，為什麼呢？ 

(3)不舒服的、不想要待的，為什麼呢？ 

                                                             

                                                             

                                                             

30. 請問您剛進入展場觀看時的動作，有(前傾/彎腰/抬頭/蹲低)的觀看行為，

是否在觀看上有不清楚的情形呢？ 

                                                             

31. 請問除了以上問題，是否還有其他問題也想提出分享的呢？ 

                                                             

                                                             

（結束了!! 非常感謝您熱心地協助~） 



195 
 

附錄三 展示設計人員訪談大綱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佛教地宮還原常設展 

展示設計人員訪談大綱 

 

訪談標記： 

訪談日期：2015 年    月    日    訪談時間：    ：     ~     ：     

受訪者：                        單位/職稱：                         

1. （1）請問有關佛教地宮還原常設展的策展概念、動線、設施的設計

構想是如何呢？  

（2）設計構想與接續的執行是由誰主導的呢？ 

（3）設計構想對於觀眾有年齡上的考量嗎？ 

（4）是如何為中高齡觀眾（45 歲以上）所設想呢？ 

2. （1）請問佛教地宮還原常設展在設計之初是希望提供觀眾什麼樣的

展場？  

（2）展覽規劃中，有何相關的前期調查作業嗎？ 

（3）在展覽設計中對於觀眾的視覺考量，又有什麼樣的設計構想呢？ 

（4）開展後在展示上有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嗎？ 

（5）如此的規劃與設計，觀眾的反應為何？ 

 

謝謝您接受本次的訪談，在訪談之後將會盡快整理好文字稿，提供給您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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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訪談同意書 

訪談同意書 

受訪者同意接受研究者曾巧文的研究訪談，分享受訪者對於「佛光

山佛陀紀念館佛教地宮還原常設展」的設計構想與經驗。為保障受訪者

的隱私及權益，研究者除需謹遵匿名及保密原則外，雙方並約訂下列事

項：  

 

一、研究者在充分告知本研究的目的，並徵得受訪者的同意後始可進行

訪談。  

二、訪談過程中，受訪者有權拒絕回答、或退出訪談、或停止錄音。  

三、訪談過程全程錄音，若受訪者有需要，研究者於本研究完成後應彙

整一份有關此次訪談內容之副本予受訪者。 

四、訪談過程約為 45 分鐘至 60 分鐘，若有疏漏或不明確的部分，受訪

者同意研究者以電話、信件聯繫或再次約定訪談的方式補正內容。  

五、本次訪談內容僅供研究者撰寫論文使用，不作其他非學術性用途。  

六、本同意書一式兩份，分別由受訪者及研究者各留存一份。  

 

受訪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訪談日期：2015 年_____月_____日



197 
 

 

附錄五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佛教地宮還原常設館展場說明類別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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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觀察、問卷、訪談受訪觀眾﹝SQ﹞資料 

一、33 位觀眾﹝SQ﹞問卷資料─觀眾評量指標個別達成度 

表附錄 6-1 觀察、問卷、訪談受訪的 33 位觀眾評量指標個別達成度 

  

指標 1 

平等性 

指標 2 

靈活性 

指標 3 

辨識清

楚 

指標 4 

可讀性

(能夠理

解資訊) 

指標 5 

容錯的

設計考

量 

指標 6 

降低身

體的負

擔 

指標 7  

規劃合理

的空間並

合適於人

體規格 

指標 8 

內容與

美觀 

SQ01 中齡 33.333 30 31.667 35 30 40 30 40 

SQ02 中齡 23.333 26.667 26.667 30 25 30 40  25 

SQ03 中齡 36.667 40 40 40 25 40 30 40 

SQ04 中齡 40 36.667 40 40 40 40 40 40 

SQ05 中齡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SQ06 中齡 33.333 40 31.667 35 40 40 35 35 

SQ07 中齡 30 30 30 30 20 30 35 30 

SQ08 中齡 40 33.333 36.667 40 40 40 40 40 

SQ09 中齡 36.667 36.667 38.333 40 40 40 40 40 

SQ10 中齡 30 20 23.333 30 20 20 20 30 

SQ11 中齡 26.667 26.667 28.333 25 20 30 20 25 

SQ12 中齡 40 40 40 40 30 40 40 40 

SQ13 中齡 26.667 30 33.333 25 15 30 35 35 

SQ14 中齡 36.667 33.333 35 35 30 30 25 35 

SQ15 中齡 36.667 23.333 26.667 30 30 30 30 30 

SQ16 中齡 36.667 30 35 40 40 40 35 35 

SQ17 中齡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SQ18 中齡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SQ19 中齡 40 36.667 40 40 40 40 40 40 

SQ20 中齡 30 30 38.333 40 40 40 35 30 

SQ21 中齡 26.667 30 26.667 20 30 30 30 25 

SQ22 中齡 40 30 36.667 30 30 30 30 40 

SQ23 中齡 23.333 26.667 30 30 25 30 40 40 

SQ24 高齡 40 36.667 38.333 40 40 40 35 40 

 S Q25 高齡 40 26.667 40 35 40 40 30 40 

SQ26 高齡 30 23.333 28.333 25 30 30 40 35 

SQ27 高齡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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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1 

平等性 

指標 2 

靈活性 

指標 3 

辨識清

楚 

指標 4 

可讀性

(能夠理

解資訊) 

指標 5 

容錯的

設計考

量 

指標 6 

降低身

體的負

擔 

指標 7  

規劃合理

的空間並

合適於人

體規格 

指標 8 

內容與

美觀 

SQ28 高齡 30 30 30 30 30 30 35 30 

SQ29 高齡 33.333 30 30 30 30 40 35 35 

SQ30 高齡 33.333 33.333 35 40 40 40 40 40 

SQ31 高齡 30 36.667 30 30 30 30 30 30 

SQ32 高齡 33.333 30 31.667 30 25 30 30 35 

SQ33 高齡 40 20 31.667 30 30 20 30 35 

由表附錄 6-1 所得出的數值，彙整為雷達圖，如圖附錄 6-1。 

 

圖附錄 6-1 觀察、問卷、訪談受訪的 33 位觀眾評量指標個別達成度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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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3 位觀眾﹝SQ﹞觀察資料 

標記 
觀察

日期 
觀眾類型 

性

別 
年齡 輔具 

戴眼

鏡 

開始觀

察時間 

參觀時

間(分) 
觀察註記 

SQ01 
2015/

10/18 

有 2 名家

人陪伴 
女 

中齡(45-64

歲) 
無 無 13:55 9 

觀看過程會前傾、低

頭、抬頭，會觀看會

閱讀 

SQ02 
2015/

10/24 

有 1 名家

人陪伴 
女 

中齡(45-64

歲) 
無 有 11:24 29 

參觀展覽幾近全

程，與朋友一同觀看

討論，於地宮還原區

詢問模型裡面的物

品是否為真的? 觀

看過程回抬頭、前

傾、彎腰。 

SQ03 
2015/

10/25 

有 1 名家

人陪伴 
女 

中齡(45-64

歲) 
無 無 14:27 21 

參觀過程會觀看、閱

讀，也會與親人討

論，於石碑區會有禮

佛合十、前傾觀看的

動作。參觀時因適逢

團體觀眾堵塞通

道，於地宮還原區稍

有停留，後來與家人

一同觀看討論，也會

前傾，認為給予輪椅

者應有不同的通

道，避免堵塞。 

SQ04 
2015/

10/25 
個人 男 

中齡(45-64

歲) 
無 有 15:15 40 

參觀展覽幾近全程

2/3，參觀過程會觀

看、閱讀，於地宮還

原區會對照示意圖

再一次反覆看模

型，會抬頭、低頭、

前傾、彎腰，石碑區

會蹲低去觀看說明

牌、會彎腰、抬頭、

低頭去觀看展品，於

出口處會去翻閱書

籍。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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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 
觀察

日期 
觀眾類型 

性

別 
年齡 輔具 

戴眼

鏡 

開始觀

察時間 

參觀時

間(分) 
觀察註記 

SQ05 
2015/

10/26 

有 1 名家

人陪伴 
男 

中齡(45-64

歲) 
無 無 10:12 11 

會閱讀觀看，特別於

舍利前方前傾觀看。 

SQ06 
2015/

10/26 
個人 男 

中齡(45-64

歲) 
無 無 11:50 13 

觀看、閱讀，於舍利

前進行前傾觀看，隨

後詢問地宮倒數的

意義，在地宮區會彎

腰、前傾、抬頭。 

SQ07 
2015/

10/27 
個人 男 

中齡(45-64

歲) 
無 有 13:36 9 

觀看展覽過程為合

十入場，會觀看閱讀

也仍是持續合十，於

中場會稍微放下雙

手又再合十，到了石

碑區，三拜後合十走

出展場。 

SQ08 
2015/

10/27 

有 1 名朋

友陪伴 
男 

中齡(45-64

歲) 
無 有 14:02 36 

參觀展覽幾近全程

2/3，參觀過程邊看

邊討論，會閱讀、前

傾觀看，停駐討論，

於舍利區反覆再看

一次，文物底座會抬

頭觀看背板，於石碑

區低頭、抬頭觀看。 

SQ09 
2015/

10/27 
個人 女 

中齡(45-64

歲) 
無 有 15:14 66 

參觀時進行閱讀與

操作，以及過程中皆

拍照進行紀錄，會詢

問地宮是甚麼樣

子，有無相關書籍可

以參考。地宮還原區

拍攝很多角度，也對

照示意圖反覆觀

看，詢問義工許多問

題，以及分享自身以

往觀看過的書籍，並

看過地宮還原後有

所感受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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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 
觀察

日期 
觀眾類型 

性

別 
年齡 輔具 

戴眼

鏡 

開始觀

察時間 

參觀時

間(分) 
觀察註記 

SQ10 
2015/

10/28 
個人 男 

中齡(45-64

歲) 
無 有 13:07 16 

參觀展覽幾近全程

4/5，參觀過程會觀

看、閱讀，舍利棺會

前傾、抬頭觀看，舍

利區會閱讀、觀看、

前傾反覆 2 次，石碑

區會低頭、抬頭觀

看、閱讀，也會停駐

於省思悟道區體會

聲光影的變化。 

SQ11 
2015/

10/28 

有 1 名朋

友陪伴 
男 

中齡(45-64

歲) 
無 無 13:37 9 

一入內參觀詢問地

宮還原是甚麼意思? 

並進行閱讀、觀看，

也會前傾、彎腰，並

於省思悟道區停駐

一會。 

SQ12 
2015/

10/29 

有 1 名家

人陪伴 
女 

中齡(45-64

歲) 
無 無 10:15 6 

觀看過程會與親人

一同觀看討論，前

傾，但未繼續看展便

於中場往入口出去。 

SQ13 
2015/

10/30 

有 2 名家

人陪伴 
男 

中齡(45-64

歲) 
無 有 10:26 22 

會閱讀、觀看、討

論，並於舍利區詢問

舍利問題，並在底座

文物前方停駐討論。 

SQ14 
2015/

10/30 

有 1 名家

人陪伴，

為照護

者，推輪

椅，輪椅

者為母

親。 

女 
中齡(45-64

歲) 
無 有 14:37 8 

照護者主導路線與

想看的事物，母親會

轉頭看說明或文物

約 4-5 秒，即轉頭面

向前方，對於女兒的

講述較無回應。照護

者會觀看、閱讀，講

述內容給母親瞭

解，主要觀看舍利與

聖物區文物。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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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 
觀察

日期 
觀眾類型 

性

別 
年齡 輔具 

戴眼

鏡 

開始觀

察時間 

參觀時

間(分) 
觀察註記 

SQ15 
2015/

10/31 

有 3 名家

人陪伴 
女 

中齡(45-64

歲) 
無 有 10:20 6 簡要進行參觀、閱讀 

SQ16 
2015/

10/31 
個人 男 

中齡(45-64

歲) 
無 有 17:30 15 

參觀展覽幾近全程

4/5，參觀過程於展

品「舍利棺」會反覆

觀看，會前傾抬頭，

於舍利前會前傾觀

看、閱讀，省思悟道

區前詢問佛牙舍利

在哪?石碑區會低

頭、閱讀與觀看。 

SQ17 
2015/

11/1 

有 1 名朋

友陪伴 
女 

中齡(45-64

歲) 
無 無 10:26 31 

參觀展覽幾近全

程，參觀過程會觀

看、閱讀、討論，舍

利棺會前傾，底座會

抬頭，筷子會低頭，

在缽區會討論其年

代、美，獅子會討

論、觀看、前傾，石

碑區會彎腰、前傾、

閱讀，並會反覆觀

看。 

SQ18 
2015/

11/1 

有 1 名家

人陪伴 
女 

中齡(45-64

歲) 
無 有 11:12 16 

參觀展覽幾近全程

4/5，參觀過程於地

宮區會有較多的閱

讀、觀看；舍利區會

前傾、抬頭觀看，也

會討論；省思悟道區

前會停駐看一下，在

踏入內進行停駐感

受；石碑區會前傾觀

看；再度於省思悟道

區體驗，而後簡要翻

閱書籍，在與家人討

論地宮當代文物。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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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 
觀察

日期 
觀眾類型 

性

別 
年齡 輔具 

戴眼

鏡 

開始觀

察時間 

參觀時

間(分) 
觀察註記 

SQ19 
2015/

11/1 

有 1 名家

人陪伴 
女 

中齡(45-64

歲) 
無 有 15:55 17 

參觀展覽幾近全程

4/5，參觀過程會觀

看、閱讀、討論，於

舍利前停駐聽別人

的談論，也禮佛、觀

看、閱讀，底座前會

抬頭，石碑區會彎腰

觀看。 

SQ20 
2015/

11/2 

有 1 名家

人陪伴 
女 

中齡(45-64

歲) 
無 無 13:49 15 

參觀展覽幾近全程

4/5，參觀過程於展

品「舍利棺」會前傾

觀看，於舍利前會閱

讀觀看並詢問問

題，再回到聖物區的

小舍利去觀看，邊觀

看會討論，石碑區會

彎腰、低頭、閱讀的

觀看。 

SQ21 
2015/

11/4 
個人 男 

中齡(45-64

歲) 
無 有 10:58 8 

簡要的閱讀觀看 1/2

展場 

SQ22 
2015/

11/5 

有 3 名家

人陪伴 
男 

中齡(45-64

歲) 
無 有 13:16 31 

參觀展覽幾近全程

4/5，參觀過程會閱

讀、觀看、討論，並

詢問何謂影骨?會邊

觀看邊討論，在筷子

前低頭觀看，底座前

抬頭觀看，石碑區低

頭觀看。 

SQ23 
2015/

11/7 

有 1 名家

人陪伴 
女 

中齡(45-64

歲) 
無 無 13:05 13 

對於地宮還原區較

有興趣，會詢問義工

為何有銅錢? 邊看

邊討論，簡要的觀看

展場，石碑區會觀

看、閱讀、低頭、討

論。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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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 
觀察

日期 
觀眾類型 

性

別 
年齡 輔具 

戴眼

鏡 

開始觀

察時間 

參觀時

間(分) 
觀察註記 

SQ24 
2015/

10/18 

有 2 名家

人陪伴 
男 

高齡(65 歲

以上) 

雨傘

當拐

杖 

無 10:27 11 

緩慢行走，兩名家人

似是女兒相伴，看文

物會彎腰低頭，也會

回頭看看家人並等

待一會再行走，詢問

時會有些不記得現

象。 

SQ25 
2015/

10/18 

有 2 名朋

友陪伴 
女 

高齡(65 歲

以上) 
無 有 16:28 12 

去漢來吃飯就走進

本館參觀展覽，問這

些都是真的? 觀看

會前傾、低頭，並停

駐於坡道提醒朋友

下坡小心，觀看過程

會與朋友聊天談論。 

SQ26 
2015/

10/19 

有 2 名家

人陪伴 
男 

高齡(65 歲

以上) 
無 無 15:35 17 

參觀展覽幾近全

程，參觀過程一開始

一個人看，而後跟上

腳步與親友同行對

談，觀看中會閱讀、

低頭、抬頭，於石碑

區會彎腰觀看、低

頭、抬頭。對於博物

館提供輔具的問

題，曾說:這應該沒

有，如果有我就戴

了，因而填答為不同

意。 

SQ27 
2015/

10/22 

有 2 名家

人陪伴 
女 

高齡(65 歲

以上) 
無 無 12:03 17 

會觀看、閱讀，與親

人討論，也會回過頭

去看親人看些甚麼。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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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 
觀察

日期 
觀眾類型 

性

別 
年齡 輔具 

戴眼

鏡 

開始觀

察時間 

參觀時

間(分) 
觀察註記 

SQ28 
2015/

10/23 

有 2 名家

人陪伴 
女 

高齡(65 歲

以上) 
無 有 15:44 12 

與 1 兒 1 孫(baby)推

嬰兒車，參觀過程會

沿路與兒子討論此

展文物與大陸所見

不同，這裡的很完

整，大陸很多都是殘

缺的。會閱讀、觀

看，於石碑區會前傾

進行觀看。 

SQ29 
2015/

10/25 

有 2 名家

人陪伴 
男 

高齡(65 歲

以上) 
拐杖 有 13:40 8 

簡要的進行觀看、閱

讀，於文物區會前

傾。 

SQ30 
2015/

10/29 

有 3 名家

人陪伴 
男 

高齡(65 歲

以上) 
無 有 11:04 7 觀看、閱讀討論。 

SQ31 
2015/

10/29 

有 4 名家

人陪伴 
女 

高齡(65 歲

以上) 
無 無 11:53 3 

有老花但沒有帶到

眼鏡，很簡要的進行

觀展，觀看會討論，

簡要看聖物區便離

開。有攜帶雨傘，但

一開始看展有拄，後

來只有拿著。有提說

小字看不到。 

SQ32 
2015/

11/1 

有 1 名家

人陪伴 
男 

高齡(65 歲

以上) 
無 無 14:53 39 

參觀展覽幾近全程

4/5，參觀過程會觀

看、閱讀，後來義工

會來解說、討論，全

數展品皆有觀看討

論全程，小的舍利棺

會前傾觀看，底座會

抬頭觀看。 

SQ33 
2015/

11/1 

有 2 名家

人陪伴 
女 

高齡(65 歲

以上) 
無 無 15:34 20 

參觀展覽幾近全程

4/5，參觀過程對自

在觀音會禮佛再入

內參觀，觀看全區展

品會觀看也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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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3 位觀眾﹝SQ﹞訪談資料 

標記 
眼睛 

狀況 

勾選非常同意與 

非常不同意的原因 

感到印象最深

的區域 

感到最舒服

的區域 

感到不舒

服的區域 

觀看姿勢的調整是否

會產生視覺無法清楚

辨識的情形 

其他問題 

SQ01 
老花眼

+近視 

非常同意，認同設

計者的用心。 

影片，地宮的由

來感到很感動 

整體都很舒

服 
無 

觀看動作是為了可以

看得更清楚，但覺得展

示字體稍小。 

無 

SQ02 近視 非常同意，認同。 

舍利、佛像，舍

利很神奇可以

再生 

聖物區，難得

一見，所以想

待久一點。 

無 

是，說明文放得較低，

光線較暗，所以會看得

不清楚。 

無 

SQ03 近視 
非常同意，贊同所

述。 

聖物區，很多人

不知道甚麼是

舍利，留下文物

並不容易，是後

代子孫的光榮。 

舍利，因為磁

場關係。 
無 

是，前傾就可以看得清

楚，可能也是距離的關

係。 

對於佛館，建議在動線上

最好提供中英文的解

說：有甚麼節目或禮佛的

動線順序，是如何開始進

行的，以及標示出吃飯飲

水的位置。另外對於展覽

建議，帶團者要避免堵住

通道。 

SQ04 近視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SQ05 老花眼 無 
舍利，很神奇可

以再生。 

舍利，想多觀

察所以想待

久一點。 

無 

想看得更清楚，但不是

看不清楚，是會去想看

細節的地方。 

無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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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 
眼睛 

狀況 

勾選非常同意與 

非常不同意的原因 

感到印象最深

的區域 

感到最舒服

的區域 

感到不舒

服的區域 

觀看姿勢的調整是否

會產生視覺無法清楚

辨識的情形 

其他問題 

SQ06 無 
非常同意， 

認同所述。 

地宮倒數區，有

期待感；地宮門

的護法神，有點

瞭解又不瞭解與

門神不太一樣。 

地宮還原

區，因好奇想

待久一點。 

無 

想看得更清楚、仔細一

點，前傾就可以看得更

仔細。 

不錯 

SQ07 

老花眼

+近視+

散光 

非常同意，認同所

述，滿意度 99 分，

大陸沒有這樣的

人性化，又是免費

開放大家參觀。 

無 無 無 無 無 

SQ08 
老花眼

+近視 

非常同意，展場相

當寬敞且平日參

觀人潮較少 

無 無 無 無 無 

SQ09 

近視，

轉老花

眼的過

程 

非常同意，說明版

圖文說明清楚，地

形、顏色標示有重

點，另有提供書籍

翻閱，目錄機可以

先知道展覽大略

的內容。 

地宮還原區，聯

想到金字塔建

築，以前看很多

金字塔建築的

書籍，感到不可

思議中國有這

樣的建造。 

地宮還原

區，有模型與

示意圖對

照，很清楚，

所以待很久

來瞭解地宮。 

無，路都

很寬敞。 

想要細看，但不會觀看

不清楚，一看就可以看

得很完整，很令人驚

艷。 

很感謝這個展覽館，驚為

天人。前人能有這樣的智

慧、水準，真的很棒!應

激勵自己再進步。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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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 
眼睛 

狀況 

勾選非常同意與 

非常不同意的原因 

感到印象最深

的區域 

感到最舒服

的區域 

感到不舒

服的區域 

觀看姿勢的調整是否

會產生視覺無法清楚

辨識的情形 

其他問題 

SQ10 
老花眼

+近視 
無 

佛牙再生舍利 

，因不瞭解，所

以想多看一下。 

無 無 
想看得更仔細，並不是

不清楚。 
無 

SQ11 老花眼 無 
文物區，因為沒

有看過。 
無 無 

會彎腰跟蹲低，是因為

眼睛需要近看，近看後

就可以很清楚了。 

無 

SQ12 無 
非常同意，同意所

述。 

觀音佛像，燈光

柔和體現菩薩

像的美。 

無 無 

文物小，會讓我想看清

楚一點，但我不是佛教

徒，是基督徒，我看不

懂這一些文字的意思。 

無，這裡很好，非常的好! 

SQ13 老花眼 
感覺很好者，非常

同意。 
無 無 無 無 無 

SQ14 近視 無 

佛牙再生舍

利，因珍貴，且

常有報導宣揚

的資訊。 

無 無 無 

文物擺放的高度應該再

降低一點，因為目前輪椅

者是抬頭觀看，抬頭姿勢

會較為不舒服，而因為乘

坐輪椅的關係，有觀看距

離、姿勢調整的困難度，

希望文字可以再放大一

（續下頁） 



220 
 

標記 
眼睛 

狀況 

勾選非常同意與 

非常不同意的原因 

感到印象最深

的區域 

感到最舒服

的區域 

感到不舒

服的區域 

觀看姿勢的調整是否

會產生視覺無法清楚

辨識的情形 

其他問題 

點。 

SQ15 近視 

非常同意，維護古

文物極其用心；不

同意，是沒有看到

放大鏡。 

舍利塔 

標示清楚 
無 無 

在碑文區會有些看不

太清楚的情形。 
無 

SQ16 老花眼 
非常同意， 

很清楚。 

佛牙再生舍利 

，很清楚。 
無 無 

文物小，所以前傾，但

前傾後可以看得很清

楚。 

無 

SQ17 老花眼 
非常同意， 

因為瞭解很多。 
舍利，很特別。 無 無 

前傾後就看得很清楚

了。 
無 

SQ18 
需要戴

眼鏡 

展場舒適易懂，視

覺亦讓看展者心

曠神怡。 

地宮倒數區，地

宮開啟時刻會

令人期待。 

都很寬敞舒

適 

因為有些

古物年代

已久，字

跡模糊，

還好有圖

片對照 

有，因為想看清楚圖

示。 

感恩提供一個舒適且有

文化之場所，讓人心境陶

冶、心情放鬆。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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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 
眼睛 

狀況 

勾選非常同意與 

非常不同意的原因 

感到印象最深

的區域 

感到最舒服

的區域 

感到不舒

服的區域 

觀看姿勢的調整是否

會產生視覺無法清楚

辨識的情形 

其他問題 

SQ19 
老花眼

+近視 

覺得很好所有是

非常同意，因為覺

得不需要放大鏡

所以是勾選同意。 

佛牙再生舍

利，常聽說可以

再生，親眼見到

有再生這麼多

舍利。 

都感覺很好 無 無 

瞭解地宮文物覺得很殊

勝，年代久遠還可以看到

不容易，瞭解文物的製作

也不容易，還能保存到現

在的年代，實在不可思

議。 

SQ20 無 
因為沒有感到不

適，覺得很好。 
無 

舍利的地方會

想多待一會。 
無 無 無 

SQ21 老花眼 無 
舍利棺， 

造型上特殊。 

石碑，碑文上有

唐代刻文，而我

們可以看懂唐

代文字，真的很

不容易，因為想

看所以待的久。 

無 
前傾，想看得更仔細，

並且都可以看得清楚。 

對佛教文物及其起源有

更進一步的瞭解。 

SQ22 
老花眼

+近視 

非常同意， 

感到舒適。 

地宮還原區，有

一點懸疑並加

上有館員解說。 

無 無 
有，石碑文字看不清

楚。 
無 

SQ23 
老花眼

+近視 

非常同意，空間

大、擺設適宜，不

使參觀者有壓迫

地宮還原區與

碑文，因為剛好

有詢問館員，經

無 無 

有，因展覽品太小，需

要貼近看，但貼近觀看

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無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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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 
眼睛 

狀況 

勾選非常同意與 

非常不同意的原因 

感到印象最深

的區域 

感到最舒服

的區域 

感到不舒

服的區域 

觀看姿勢的調整是否

會產生視覺無法清楚

辨識的情形 

其他問題 

感。 過解說說明瞭

解。 

SQ24 老花眼 
非常同意， 

感到認同。 
無 進來就很好。 無 都很清楚 無 

SQ25 老花眼 

非常同意，覺得視

覺很舒服、滿意，

心平靜。 

文物，懷舊。 文物、石碑。 無 無 無 

SQ26 老花眼 
非常同意， 

符合參觀者需求。 

佛像、菩薩像，

因為佛像的標

示說明清楚，所

以印象很深。 

地宮還原

區，容易進入

地宮情境。 

無 

觀看清楚，想觀看文物

細部構造，並且依賴文

字說明來補充資訊/知

識。 

為什麼一百年僅開放一

個地宮，一生僅能看一

次，如果能縮短期限，還

可以再看二次。 

SQ27 老花眼 
非常同意， 

同意所述。 
無 無 無 

距離問題，姿勢有所調

整就可以了。 
無 

SQ28 近視 無 

石碑文，寫得很

清晰，並保存完

整。 

無 無 不會不清楚 無 

SQ29 老花眼 
非常同意， 

贊同所述。 
無 無 無 觀看清楚 

無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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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 
眼睛 

狀況 

勾選非常同意與 

非常不同意的原因 

感到印象最深

的區域 

感到最舒服

的區域 

感到不舒

服的區域 

觀看姿勢的調整是否

會產生視覺無法清楚

辨識的情形 

其他問題 

SQ30 老花眼 
做得很好 

所以同意 

文物區，難得看

到。 
無 無 

前傾是想看清楚點，可

以較清晰。 
無 

SQ31 老花眼 
很壯觀、很舒適，

所以非常同意。 
無 

文物區，想看

多一點，但沒

有時間可以

待久一點。 

無 
前傾是想看清楚一

點，但小字看不清楚。 
很滿意 

SQ32 
輕微老

花眼 

非常同意，展示深

具專業與智慧是

非常不容易。 

石碑，文字能拓

印出來不容

易，刻文不容易

看得清楚。 

文物區，當時

的文化跟歷

史會聯想在

一起，會想待

久一點。 

無 

古物有大有小，有較時

光之速而損者，當然會

有各種姿態去觀賞。而

調整姿勢就可以看得

清楚。 

因參觀時間長或短，自然

心得會有影響。 

SQ33 老花眼 
非常同意， 

覺得都很好。 

瓷器文物，唐代

瓷器和現在的

東西有些相同。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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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佛陀紀念館熟知展示相關人員訪談逐字稿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 佛教地宮還原常設展 

【探討中高齡觀眾對博物館展示之視覺適切性】 

佛陀紀念館熟知展示相關人員 訪談逐字稿 

訪談標記：R1103 

訪談日期：2015 年 11 月 3 日    訪談時間： 14 ： 17  ~  14 ： 32  

受訪者：  MRC                 單位/職稱：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 高階主管  

 

CH：很感謝主管MRC能夠接受CH論文研究的訪談邀請，這次訪談的重點有兩個部

分，就是針對在佛教地宮還原常設展：第一個部分是策展概念與硬體設施、動線的

設計構想對於觀眾考量的情形；那麼在第二個部分則是針對展覽前後對於觀眾的設

想情形與反應，以及於視覺考量的情形是如何的。這個部分是要請教MRC的部分： 

 

MRC：因為佛陀紀念館有四個常設展，所以我們在做常設展不會只想到地宮，是比

較全面性的。那四個常設展我們是分配到9-99歲都可以看，譬如說年齡比較低的、

一般人可以看的，那大概就是屬於「佛教節慶」展，那包含看影片是「佛陀的一生」

展的部分，另外一個就是比較瞭解為什麼星雲大師會蓋佛陀紀念館以及他這個人的

背景，是屬於比較對星雲大師與佛光山佛陀紀念館比較好奇，這是另外一個「宗史

館」。那屬於地宮還原的部分，是因為這個名字應該叫做地宮還原展嘛! 那這個地

宮還原，是因為佛館有48個地宮，因為跟建築物的關係，也是因為跟中國文化的關

係，也是佛陀紀念館之所以已經有佛光山了，為什還要有一個佛陀紀念館，所以就

有設一個常設展，就是地宮還原，那這個名字是大師取的，那大師取的概念就是如

何把過去的地宮，地底上的文物跟現在的地宮做結合，所以在這個地宮還原館裡面

就代表是整個佛陀紀念館的一個精神指標，把過去佛陀的佛牙舍利存在地宮裡面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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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後來拿到寺廟裡面供奉，是西藏喇嘛貢噶多傑仁波切供奉，那這顆佛牙在經

典「大般涅槃經」有紀載，所以大師整個會想在一樓常設展設一個地宮，是一個整

個博物館以及佛教文化傳承跟接續發展的一個大的概念，所以才有這個地宮還原。

所以大師取了叫做「還原」，所以我們在入口的部分，因為以前地宮門都很小，大

概120、130、140公分左右，不會太大，但是這個展場是現在參觀的，若把它還原，

所以在我們的地宮還原館就分為三區，一個就是地宮還原區，所以做一個剖面的地

宮，那前面有個導言，導言就是全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地宮到底有多少個，那是屬於

印度阿育王時期，就是同時在中國秦始皇的時期，阿育王曾經派人來中國19個地方，

設了19個阿育王塔，那這是其中一個，所以我們看前言，為什麼有地宮? 地宮在印

度有沒有地宮? 有。在印度是放在塔裡面，但它不是放在塔是可以供人家參觀的。

因為佛陀紀念館是個宗教博物館，所以它必須有展示、研究、教育的功能，所以我

們在前面有個做個前言，叫做地宮還原區、地宮珍寶，然後聖物區、供養區，那就

分成這幾個區。我們把地宮門這個展品作為展示意象，將整個門拉大就是地宮展覽

的入口，那旁邊展示的就是中國現在最有名的地宮，譬如說法門寺的地宮、兗州興

隆寺地宮，進去地宮會看到甚麼？地宮的誌文，為什麼會建這個地宮的紀載，然後

這個地宮放甚麼東西？所以會有文物帳，文物帳裡面之後就有地宮的文物，那這個

都是基本地宮裡面的建築體制，所以我們取了一個是大家比較熟悉的是法門寺的地

宮，一般人沒有去過法門寺，儘管去過法門寺地宮也沒有辦法看到整個地宮的樣子，

所以我們做一個剖面，剖面看完以後我們就銜接了這個是過去幾千年的地宮，未來

佛陀紀念館的48個地宮，所以我們做一個現在的倒數，把過去現在未來銜接在一起，

所有才有個倒數地宮門，那同時上面做了一個從開館12月25日開始，那倒數推一百

年，一百年開一個，那因為時間很長，一百年開一個怕忘記，所以上面才有時間，

同時有影片紀錄，那到底這個地宮放甚麼? 這個是佛陀紀念館比較可以給大家看到

的第一個地宮，那其他還隱藏47個，在這個佛陀紀念館裡面。所以看完地宮後的第

一個動線就是地宮裡面的聖物，地宮裡面的聖物當然是佛牙舍利，所以展區正中間

為什麼放佛牙舍利，那是佛陀紀念館的鎮館之寶「佛牙舍利的再生舍利」，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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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八個燈箱，八個燈箱是怎麼來?這個舍利怎麼來? 這八個燈箱代表佛陀的八相

成道，完了以後舍利放在哪裡? 才會有舍利棺，舍利棺怎麼放? 才有舍利函。那舍

利函只能放舍利嗎? 還有放其他東西嘛! 所以我們把舍利函打開，裡面可以放木頭

刻的佛像，也可以放水晶，也可以放珍珠瑪瑙這些供養品，那這是地宮的聖物。那

地宮聖物完了以後，因為地宮門很小，所以地宮裡面的文物到底有甚麼? 那就是裡

面看到最早的五胡十六國的佛像，那一直到明朝、清朝的東西，從佛、菩薩、弟子、

羅漢，然後乃至裡面一些的文物，乃至筷子、銅鏡，那屬於當地的、珍貴的都可以

放進地宮，但是地宮裡面，像法門寺地宮歷朝歷代，不是放一次而已，他們會不斷

持續地放，可能佛菩薩生日啊!或是成道日，就會放進去。所以裡面就會供養，所

以裡面才會有那個佛教地宮所供養的東西，香爐、燈、或者果盤，這些的東西。所

以它的動線是整個從門口進去，然後取出來，可以看到哪些東西，那從最神聖性的、

次要性的，排到最裡面。那當然這整個館裡面有個最珍貴的，就是地宮的門，那看

中國有19個門，這邊就有一個，那是非常珍貴的一個部分，所以上面的線刻都非常

的清楚。所以結尾才算是一個，你要不要也一起見證這個時代，把文物也來參與地

宮珍寶，然後百年之後讓後代子孫看到這個時代的文明，所以這是一個整個的動線。

那這個動線基本上是怎麼執行，因為這東西是震旦行捐贈的，所以陳永泰先生他來

看了好幾次，那不斷跟我們討論，那也希望能夠做出是佛光山要的，所以我們兼顧

到的是整個裡面是無障礙空間，那也是希望如果有坐輪椅的人也都是無障礙的空間。

第二個，前陣子我們把整個館的燈光花兩百多萬調整，因為又怕會太暗的部分，所

以這是第二的部分。整個設計的部分是由吳堂海老師，吳堂海老師是陳永泰他收的

這些文物都是透過吳堂海老師，他等於是個骨董商，然後跟他的弟弟吳文成把佛教

文物這些東西陸續不斷的介紹給陳永泰，由陳永泰跟他的夫人陳白玉葉收藏，所以

才捐給佛光山，那因為陳白玉葉在生前有個希望，是希望佛陀紀念館能夠蓋起來，

能夠展這些地宮文物，所以才有這個地宮還原館。那也因為大師知道塔下面必須有

地宮，上面就應該要做教育的東西，所以做展示的東西，然後讓大家明白塔是什麼? 

地宮是什麼? 佛陀是誰? 就我們對稱的，在整個考慮上才有「佛陀的一生」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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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有「地宮還原」展，這是整個串聯的一個部分。那在年齡上的限制，基本上那

時候我們是針對高中以上所設定，並沒有想要高中以下，所以我們做了中英文，那

也怕有外國人來，所以我們有語音導覽器，也設置了中文、英文、日文的部分，展

來到現在四年多了，事實上我們因為本來四個常設展不見得每一個展覽，因為觀眾

行為不見得是從頭看到尾，就像看書不見得是從頭看到尾，我們讓他們有選擇性。

所以這個部分在整個視覺上，我們都是用人體眼睛視覺最漂亮的，櫃子全部都開在

正中間，那燈光也就是說明文的部分盡量讓一般人可以清楚，那這個展示遇到有什

麼樣的問題?基本上會來看這個展覽的第一個就是喜歡文物的人，第二個對佛教藝

術有興趣的，那也因為地宮還原館常設展的成立，所以在過去的四年，我們做很多

展覽關於地宮的，也就是把換展區的二樓跟一樓相呼應，譬如說去年接了中國考古

十大發現之一，在南京所出土長干寺的七寶阿育王塔，那個就是地宮裡面出土最大

的，也是19座裡面阿育王塔裡面最大的，大概是塔王，也是塔裡面是最珍貴的。那

我們在上面做展覽，做了以後就呼應下面的展覽。在那件文物展裡面也看到很多的

供養品、淨瓶還有香爐，那這個就是我們自己有常設展，也不斷地向國際的大展、

博物館借一些國際的東西來展，包含像國際學術研討會的部分。所以這部分是承續

的、接續的，也是因為常設展裡有個地宮還原展才有這樣的部分。那同時我們也更

新了兩次畫冊，今年度又更新了一次畫冊，重新做了一本畫冊，也是一樣中英文的，

那目前這個地宮還原展的規劃與觀眾反應呢，那是內行人看門道，都是去看這個部

分。我大概把你的問題九條都回答完了，你看還有什麼? 

 

CH：大致上主管MRC都講得差不多，就是剛剛有一個我不太瞭解部分，剛主管有

說針對在高中以上的部分，在高中以上的部分，包含99歲以前，就是老年人都有考

慮到他們的狀態、需要，那這個部分有沒有在前期，有沒有甚麼樣的調查或瞭解? 

 

MRC：就是依照做展覽、做常設展的經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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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經驗值。瞭解! 

 

MRC：以經驗值去設計動線、燈光、文字、還有視覺。我們找的建築師、內部裝潢

設計師也是非常專業的。 

 

CH：瞭解。那再來就是視覺的部分，有沒有想讓觀眾去看什麼樣的東西，可以讓

他們在視覺感受有什麼樣的部分? 

 

MRC：視覺感受，很多的東西像是文物太小，我們後面都有做背板把文物圖片放大，

或者他不曉得這個文物，譬如說淨瓶，他不知道淨瓶放在什麼地方，那可能是觀世

音菩薩手持，所以會有一個呼應的部分，那也可能有些圖騰很漂亮，可能在華蓋上，

我們就會再把它呈現出來。基本上該放大的，我們就會把它放大。 

 

CH：好! 那以上差不多主管MRC都回答了我滿主要的問題，那以上很感謝主管MRC

對於我問題的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