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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之後

「台灣本土母語文學常設展」於2010年4月24日開展，展期5
年，成為臺灣文學館自2003年開館以來第二個常設展。為了將原住
民語文學、客語文學、台語文學介紹給普羅大眾，三個分區的策展人

規劃出各區的展覽架構與內容，呈現「母語重生，族群共榮」的策展

理念。展覽現場無論展品的擺設、時空的串連、氛圍的營造或情境的

模擬，都希望透過展示與觀眾產生對話，讓觀眾能自覺母語傳承的意

義。2015年4月23日下午6時，當閉館的音樂結束，母語常設展在臺
灣文學館展覽室D的展出劃下句點。5年的展覽雖然結束，但累積的
博物館維運經驗十分寶貴，母語文學也潛移默化地深入民眾的日常生

活中。

維運紀事

2010年4月展覽開展後，因籌備製作期十分緊迫及經費有限，無
法考量長期展示與展品典藏的各項需求，隨即面臨多媒體設備及展示

環境如何承受5年展期的問題。為使展覽得以存續5年，展場內各項
大小事物，皆經過多次評估並規劃長期的維運計畫。為了改善展示環

境的問題，各展區進行濕度控制設備的加裝，以穩定展櫃內濕度。台

語區使用日光燈照明的展櫃，照度達上千勒克斯且一般日光燈有紫外

線問題，展品雖非脆弱文物而是一般圖書，但長期展出恐有單頁色差

以及參觀環境照明舒適度的問題。改善方式以抗UV膜包覆日光燈隔
絕紫外線，加裝LEE 210減光色紙減低照度至80~120勒克斯。值得一
提的是，囿於展示櫃已製作完畢，進行照明改善需以現場狀況來發想

改善方式，因此特別設計壓克力架，以安裝多層減光色紙。本館為國

定古蹟，門窗遮風避雨的效果不若有氣密門窗的新建物那麼好，加上

外圍是草地難免會有濕氣及生物出沒，因此進行長期的溫濕度紀錄與

生物監控，以了解展場整體環境，進行預防性的調整。多虧有預防性

的監測，能早期發現侵害裝修材料、展示道具的煙甲蟲、竹蠹蟲、粉

蠹蟲等，立即進行緊急處置並聯繫除蟲公司以「幫家淨」進行展場煙

燻。後續監控結果，生物危害狀況已改善。開展初期，展場內的多媒

體播放設備幾乎都是DVD播放器，長期使用後會有無法讀片、跳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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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況發生，為了避免影響參觀品質，則是將出現故障的機器逐漸

汰換為數位播放器，提供品質穩定的參觀體驗。

展示更新

在展示內容、展示手法的更新上，我們也與時俱進以切合現況需

求。2011年客語詩人劉慧真老師曾反映展場中其詩作朗誦的配樂較輕
快，希望改為沉穩、隆重的配樂以符合創作情境，本館即重新尋找合

適的配樂並進行後製，更新展示多媒體內容。2014年行政院會通過原
住民族委員會提報的「『拉阿魯哇族』及『卡那卡那富族』申請核定

為臺灣原住民族第15族、第16族民族認定」案，本館隨即將展場中的
原住民族分布圖新增兩族之位置。2011年更新台語文學區「跳格子」
的展示手法，將原本的投影變為地面輸出，以獲得更好的閱讀、互動

效果。2012年進行展場改善，於原住民語文學區增加達悟族作家夏
曼．藍波安打造的拼板舟；放置原住民各族親子木雕互動裝置，播放

各族搖籃曲；將原本站立觀賞的影音區改為座椅區，讓觀眾可更舒適

自在地參觀。2012年建置「台灣本土母語文學常設展」線上展覽網
站，並於2013年「世界母語日」正式上線。

1. 展櫃日光燈改善前後對照，舒適的光環
    境可以提供更好的參觀經驗。
2. 台語區改善展櫃內日光燈照明用的壓克
    力架設計圖，可安裝於現場展櫃內並安
    裝多層減光紙。
3. 加裝減光紙用的壓克力架，配合展櫃現
    況設計、訂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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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策展到卸展

展覽策劃的過程，如果比擬成懷胎生產，展覽維護的歷程，或

可比擬為長期照護。展覽策劃時期，充滿各種可能性、發展性，一切

都在渾沌之中漸漸成形，終至呱呱落地。展覽維護的初期，要了解展

場的現況，找出展場的優勢、劣勢，預防性的監控措施如展場巡視就

像量體溫、血壓一樣，每日不可少。缺點的改善就像慢性病照護，

雖不急迫，但仍要持續進行才會越來越好，否則會有突然惡化的情況

發生。突發狀況的處理有時像急救一樣刻不容緩，在第一時間儘速處

置，後續的處理時間可減少很多，成效也會比較好。5年的母語展展
場維護，投注了許多心力、人力與時間，為的是讓每天不同的觀眾看

到一樣的、甚至更好的展覽品質。展覽結束後雖然鬆了一口氣，不用

擔心展場又會有什麼新的問題，但也有些不適應。至今筆者巡視展場

時，從二樓捐贈展的樓梯下到一樓大門口時，仍會習慣性地左轉走到

母語展門口，才發覺應該轉另一個方向由二期常設展開始巡視。相信

母語常設展在每個工作人員的心中都留下了些記憶，也在每個參觀過

的觀眾心中留下了些什麼。

每每有民眾沉浸在原住民語區的影片、歌謠中，聚精觀看、閉

目聆聽；在客語詩人創作區聆聽詩人朗誦、閱讀詩人親筆書寫的客語

手稿；在台語區看著漢字與羅馬拼音，努力地將熟悉的語言與文字結

合。了解是接納的開始，了解自己，才能深化文化的認同；瞭解他

人，才能包容彼此的不同。「台灣本土母語文學常設展」結束，但線

上展覽將持續在網路服務大眾。

QR Code：使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
開啟QR Code軟體，對準圖片掃瞄，即可
瀏覽展覽網站。

展覽網站首頁：跟著海馬阿海一起遨遊於母語文學的數位浪潮。

1. 展場原本使用的DVD播放器。
2. 更新多媒體設備為數位播放器。
3. 展示道具竹子內蟲咬痕跡與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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