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文\成大博物館 羅采翔

展示去哪兒：展示去哪兒：
回顧成大博物館

「疫苗邊界 2.0：COVID-19 迷你疫廊」特展

一、一些小簡介
在4月底已結束展出的「疫苗邊界2.0：COVID-19迷你
疫廊」（下稱2.0）是成大博物館延續「疫苗邊界－疫
苗科學展」1（下稱1.0）後以與公眾產生對話、回應時
事為出發點的第二檔科普特展。進行移展的原因其實並

沒有想像中的複雜：本館原定2022年進行大規模修繕計
畫，本展作為2022年校慶展示之一，另商借成大圖書館
1F多功能閱覽區；後因修繕計畫延至今年暑假，在2023
年2月底圖書館展期結束後則順勢將展示則重新移回本
館直到4月底閉館整修。

策展團隊在1.0展示1年左右的展期間，蒐集到上百份的
觀眾問卷，展場中的互動留言區也被寫下滿滿的反思

（和到此一遊）。值得一提的是「疫苗」此一議題本身

具有一定的知識門檻、除了科學知識外，另涉及許多不

同領域，為顧及展示脈絡的完整性，策展團隊盡可能在

有限空間內保留了最多的內容。因此進行問卷分析時難

免看到了許多表示展示內容資訊量過大、低年齡層觀眾

較難深入理解的回（ㄅㄠˋ）饋（ㄩㄢˋ）。

1  本系列展示為本館助理研究員陳佳欣博士所主持之國科會計畫：
大學博物館「科技溝通多元平台」的探索－以疫苗科學展示為
例。計畫編號：NSTC 109-2511-H-006-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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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疫苗邊界－疫苗科學展」展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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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最初策劃2.0展示之時，策展團隊即特別注意展
示內容在貼近觀眾生活之餘，是否有盡可能地減少

觀眾閱讀展板時的負擔，避免「資訊過多」這個科

普展示常見的痛點再度發生。另外，最初期雖還未

有移展規劃，但仍將展示模組設計的更具能動性，

一方面也配合圖書館對場地維護的要求，避免大型

木作（後續重新移回本館時，這個決定也讓策展團

隊為自己省下不少麻煩）。在這樣的前提下，比起

1.0展示著重於揭露「疫苗」在科學外的不同面貌，
2.0展示更加聚焦於大眾高度關注的新冠肺炎疫情，

將過度複雜的文字和資料以資訊視覺化的方式呈

現，並加入可動手操作的快篩互動遊戲、情境式提

問，使整體氛圍相較1.0展場中實驗室般的空間更為
明快。另外2.0展示適逢2023年518博物館節，配合中
研院數位文化中心的「開放博物館」平台將展示內

容數位化，為大學博物館以展示回應時事留下了一

筆簡單的紀錄。若看到本文卻已無造訪實體展間機

會的讀者，不妨至開放博物館平台看看，展示內容

到底有什麼有趣之處。

圖2.「疫苗邊界2.0：COVID-19迷你疫廊」展間（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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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疫苗邊界2.0：COVID-19迷你疫廊」展間互動遊戲

二、一段小討論
大家可以想想提到「移展」會想到什麼展覽。可能會浮現以館舍合作或某位創作者、

知名展件作為話題，人潮洶湧、帶點商業性質的特展。但2.0展示並沒有大型館舍的話
題性或重量級人物加持，小小的大學博物館更沒有價值連城的特殊展品能奮力一搏，

那麼將展示移展至其他場域的意義或優勢到底何在？如前文所提，觀眾對於1.0展示內
容表示出高度興趣，即使沒有可以讓人能夠上傳社群媒體的美照，但策展團隊認為若

共鳴已確實被引起、議題達到被廣泛地討論的目的，那麼持續規劃系列展示，甚至在

不同場域內展出又有何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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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選定圖書館作為展示場域的考量，除了圖書館平時

即有自行策劃特展和例行書展外，也經常外借場地給校

內不同單位作為小型展示場域，對不同主題的展示具有

相當大的彈性和包容；其中在圖書館展示中算是標配的

「書展」，也是本館在展示中未有過的新嘗試。策展團

隊期待圖書館與本館迥異的展示生態或許能夠觸及部分

非觀眾，或吸引游離的潛在觀眾產生碰撞，也因此本次

移展的和一些常見的移展有著本質性的不同：其中所能

產生的各種商機、話題性、媒體曝光並不是大學博物館

的追求，重要的是能夠透過展示的發生，讓知識在大學

校園內進行有效地流動與被進用、開啟在課堂之外對話

的可能性。尤其當大學博物館中的科普展示作為校內跨

領域學術知識轉譯與師生共創的成果，即便只有小空間

小平台，在不同的場域進行簡單的移展這樣如同試水溫

的實驗手段也不失為一種多多益善、與師生對話和互動

的方式。

圖4.「疫苗邊界2.0：COVID-19迷你疫廊」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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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點小反思
本次系列展示在共1年半左右的展期後已圓滿落幕，

筆者作為系列展示策展團隊的一員，透過本文的書寫

也重新梳理了一些個人淺見：當大學博物館將展示視

為回應時事的一種方法，尤其是科普內涵的展示，仍

有值得一再嘗試和注意的眉角。如何謂有效的溝通？

展示內容是否帶有某種立場而不自覺？觀眾的回饋如

圖5.「疫苗邊界2.0：COVID-19迷你疫廊」展間（博物館）

何採納、篩選或回應？都有待策展團隊慢慢地摸索

出適宜的評量或自我檢視的方法。

最後，若是沒有遭遇修繕計畫與空間使用的不確定

性，2.0展示可能就不會將「移展」納入規劃項目之
一，或許最終的展示樣貌也會出現很大的不同。但

若是沒有這樣的契機，許多具有正面意義的思考、

妥協、嘗試也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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