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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展覽已成為大眾普遍所知的行銷媒介，就策展理念轉化為具體展覽規劃而言，「展覽」已不再只是一種內容與

型式的展現，而是觀念傳遞的媒介。一場好的展覽不僅具備資源整合與統籌能力，更是創造足以引起人們共鳴的觀

點，就如同設計思維的本質：具有洞見、觀察與同理心。本研究藉由「詩情畫意─仙雲之美油畫習作展」之策展，

首先探討策展人如何運用設計思維，在展覽規劃時如何與創作者共同合作，將藝術畫作賦予展品創新觀點發揮最大

的展覽效果。根據前述的個案，本研究透過理性的認知模式與感性的審美體驗，以探討觀眾的喜好認知與審美感受。

因此，本研究進行了兩個相關實驗，一是探討閱聽者如何認知藝術家繪畫創作的抽象「詩情」意境與具象「畫意」

情境，另一則是探究不同媒體呈現的畫作對觀眾感受的影響。其主要目的在於說明策展如何透過適當研究，並驗證

展出的效果，最後結果提供創作者、策展人與觀眾對藝術策展認知的參考。 

關鍵詞：設計思維、策展模式、傳達效果、參觀體驗 

論文引用：陳璽敬、顏惠芸、李仙美、林志隆（2016）。策展設計之個案研究- 以「詩情畫意─仙雲之美油畫 

          習作展」為例。設計學報，21（4），1-24。 

 

一、前言 

近年來，多元化展覽啟迪了台灣民眾對生活美學的冀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2011 年在台北市舉辦

的 IDA 世界設計大展，許多滿懷熱情的藝術工作者為此投入心血，充分展現「策展設計」的宗旨。然就

實際而言，歐美許多學校早已將策展設計融入設計相關課程，並於此領域多所鑽研，例如 Pratt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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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U、MIT、University of the Arts、Royal College of Art、Art Center 等學校。另一方面，台北市已被選

為 2016 世界設計之都，未來如何引進設計策展的理念，且透過策略聯盟的方式將台灣的設計創意推廣至

全世界，亦是策展設計的另一個課題，其重要性不言而喻。 

從以上案例可以知道「策展設計」此觀念的重要性，而「策展設計」當然不單指展示設計作品這一

類的內容，凡是將各類展品經由一系列的規劃到最後呈現都是需要「策展設計」。其中，策展人是展覽

的核心人物，原為西方博物館系統裡的典藏管理員，負責藏品整理、登錄與研究，而逐漸發展為博物館

專業的研究人員。隨著一般大眾對於參與展覽需求的增加，使得各類展覽的舉辦單位不再侷限於博物館、

美術館、政府及企業，進而促使策展人從藝術品的關照者，轉變為提升藝術家及藝術創作意義與價值的

主動性角色（Farquharson, 2003; O’neill, 2007），或為中介於客戶（政府、企業或藝文機構）、創作人（藝

術家）與觀眾間的溝通協調者。過往的策展人多具有藝術相關背景，而如今只要能透過策展人的觀點，

讓觀眾發現另一個觀看世界的角度，並能以更包容的思維擴大到能創造足以引起人們共鳴的觀點者，就

稱之為策展人，因此展覽擁有跨領域身分的策展人已成為普遍的現象。因此本研究乃以較寬廣的定義來

看待策展人，只要能作為跨領域溝通的橋樑，提供具創造性的觀點，賦予展品具資訊價值，進而引起觀

眾共鳴的人即可稱之為策展人。 

觀眾參觀展覽前與參觀展覽後的認知經驗為影響展覽滿意度的基礎，因此策展人需透過展覽傳達其

策展理念，在展覽中讓參觀者感受、瞭解策展人欲傳遞的觀點。然而策展人的創造性觀點，如何藉由展

覽來完全傳達給觀眾？許多研究者認為運用相同的認知語言乃是決定設計者與參觀者間溝通成效的重要

議題（Blythe, 1999; Crilly, Maier, & Clarkson, 2008）。策展人將抽象的觀點規劃於實際展場中，其創意演

繹的過程，包含個人特有的經驗、信念、文化養成以及能力的影響，如同設計師在設計過程中，運用直

覺的心智活動來處理消費者生活中的問題，因此設計活動被稱為「神秘的黑箱作業」。而 Hsieh、Lin 與

Hsieh（2011）研究中曾指出設計師與消費者之間的認知是有落差的，據此本研究從認知的角度，探討策

展人如何運用設計思維，將抽象的概念轉化為實體展覽、賦予展品創新觀點，亦或在展覽初始如何與創

作者共同合作，將展覽的效益延伸至展覽結束之後，以及探討觀眾對展覽的感受。 

觀眾在觀賞畫作的同時，將自我的情意投射進去，和畫作之間的相互交感，這是以美學的感受來體

會，絕不能以科學的分析來理解。而觀眾與畫作之間是否能融和交感？其間是否有必然的關係存在？這

是哲學上的老問題。雖然西洋歷代許多哲學家都反對以認知，來探討美學欣賞的這個老問題；然而，這

一個問題如果不借助認知的理論，則觀眾與畫作之間的隔閡便無法克服了。因此，本研究嘗試透過理性

的認知模式與感性的審美體驗，以探討觀眾的喜好認知與審美感受。就認知理論而言，閱聽者去參觀藝

術創作相關的展覽，假如事先對展覽的內容沒有足夠的訊息，形成一個概念模式，就會發生欣賞或體驗

的困難（Jakobson, 1987; Silverman, 1983）。而一個藝術家、策展者與觀眾之間的交流模式，是藝術家將

其理念經由內在轉化成為創作模式，並透過美學的外在形式表現作品，再經由策展者的詮釋，讓觀眾知

道如何了解該藝術作品的欣賞方式（林榮泰，2013）。 

本研究藉由「詩情畫意-仙雲之美習作展」之策展，探討一個藝術創作者，如何創作「詩情畫意」的

作品，經由策展人的詮釋，傳達展覽主題內容，最後，觀眾經由展出的內容，知覺、認知與感動其過程，

以再現藝術家的「詩情畫意」。研究目的在於說明策展如何透過適當研究，以驗證展出的效果，提供創

作者、策展人與觀眾對藝術策展認知的參考。本研究以實驗探討畫作的認知與在不同媒體呈現情況下，

對觀眾審美體驗及喜好度之影響。其主要目的有三：1.探討如何將策展理念轉化為具體的展覽規劃；2.

探討如何引發觀眾內在美感的共鳴並提升其對畫作內容認知的體驗；3.探討不同媒體內容如何加值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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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益。本研究為一個個案研究，藉由質量混合研究分析，以期研究結果在知識推廣與實務應用上對提升

國內設計學術研究與應用有所助益。 

 

二、文獻探討 

設計學報曾於 2013 年 12 月出版「策展設計」專集，徵稿期間投稿相當踴躍，可見策展設計議題的

重要性。該專集亟欲藉助設計學報傳播的力量，廣徵策展設計相關專文，期能讓更多讀者有深入學習、

思考與分享的機會。該專集因篇幅有限，收錄人才培育到策展設計共五篇論文，雖無法呈現策展設計之

全貌，惟期許能拋磚引玉，共創策展設計未來之發展（林榮泰，2013）。各篇研究旨趣簡要說明如下： 

1. 「專業策展人才養成：以美國藝術育才策略為例」一文（林廷宜，2013），從探究美國對博物管

理與策展專業人員育才的策略發展和基礎，分析其因應現今資訊時代的新方針；對於人才培育、

教育標準與評估方法的制定，藉由經驗分析提供台灣對於策展專業人才培育策略的參考與建議。 

2. 「美術館展示空間之牆面色彩設計研究」一文（蕭惠君，2013），透過六位美國美術館專業策展

人或展覽設計師的訪問，輔以相關美術館的文件資料分析，探討美術館展示牆色彩選擇的流程；

並深入分析美術館對於展示牆色彩設計的原則，提供美術館策展之參考。 

3. 「粉樂町政大續展」一文（黃巧慧、莊明振，2013），探討 FTCC（form, theme, context, cost）做

為策展決策參考模式之可行性。本研究以在藝術教育領域應用成功的 FTC（form, theme, context） 

模式為基礎，提出一 FTCC 策展決策參考模式，並將原先 FTC 模式各面向之考量因子，轉化、

調整為策展考量之決策因素，同時整合策展成本考量決策因素，以完成建構提供策展決策參考之

FTCC 模式。 

4. 「後設認知觀點的歷史人物主題策展設計：以張七郎紀念展為例」一文（馬睿平、陳維翰，2013），

嘗試以台北 228 紀念館張七郎紀念展的策展設計為樣本，運用文獻探討、後設認知分析、深度訪

談進行個案解析，並歸納、統整後設認知與經驗學習相關理論，呈現一個「策展認知─學習」分

析架構，以探究團隊式策展設計對於歷史人物主題展的貢獻，提供後續研究參考。 

5. 「表演藝術策展─太陽劇團策展設計」一文（王台瑞、楊舒晴，2013），主要探討太陽劇團如何

以系統化方式執行表演策展，並分析在數位資源應用面向之數位策展相關內容，期能以「太陽劇

團」此具國際知名度的表演藝術團體，提供臺灣相關表演策展團體得以仿效學習。 

以上各篇研究呈現出近年由於全球文化創意產業興起，展覽的功能日益多元，形式也愈來愈複雜。

因此，策展專業人才的培育，確實是需要一套具有遠見的機制和過程。如何以明智的策展、借展或續展，

延續展覽影響力、創造新的價值，是策展人或策展團隊在做決策時的考驗。然而至目前為止，尚未形成

具有系統性的策展決策模式（或方法），值得進一步研究探討。傳統的策展係由博物館以陳述藝術品的

歷史脈絡、營造一個特定氛圍，且在不搶鋒芒的前提下，突顯藝術品的精采，進而提供更美好的參觀經

驗。一般博物館歷史類的主題展，可區分為人物與文物兩類，其中以紀念歷史人物為主題的策展，往往

由於涉及特殊族群情感、詮釋觀點，甚至政治立場等議題，因而使得人物類的策展設計有別於單純的文

物展，更須考量到觀眾的感受與迴響。另一方面，在新時代的數位媒體匯流之下，表演藝術團體應用現

今的網路行銷觀點和做法，擷取表演內容並予以數位化方式呈現。其是否真正做到以數位方式儲存結構

化資料，且有效率地發揮嶄新雲端科技整合觀念及分析方法，確實值得進一步深究。然因該專集篇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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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無法呈現策展設計之全貌；特別是策展人與觀眾之間溝通的相關議題，益形重要。因此，以下從不

同的角度探討設計思維應用在創意策展相關議題的國內外研究。 

2-1 策展人與觀眾的溝通 

展覽是與觀眾溝通的一種平台，英國博物館學家 Hooper-Greenhill（1999）曾指出過去博物館的展覽

是一種「灌輸式的教學法」，例如將書畫、陶器、纖維織品等物件以不同的類別作為展示的分類方式，

著重於研究人員如何傳遞這些物件的相關知識，及其所隱涵的價值，而觀眾是被動的接收這些知識，被

視為知識消費者，研究人員則被視為積極的知識生產者，其溝通模式如圖 1 的上半部所示（李如菁、何

明泉，2009）。 

而近年展覽展示被認為是中性的溝通媒介，傳遞的知識不是被發現，而是被創造出來的。針對此理

念的轉變是以 Hooper-Greenhill（1999）所提出的展覽溝通模型為基礎，其模型如圖 1 之下半部所示。

觀眾藉由展覽學習知識是主動建構的過程，其過程是建立在觀眾日常生活的經驗，並與不同文化背景相

關，因此展覽觀眾不再是消極的知識接收者，而是積極的意義和知識生產者，在此觀點之下，展覽得以

成為資源供應者，主要任務為促進觀眾生產意義的能力（李如菁、何明泉，2009）。因此觀眾透過展覽

所得到的知識，不再局限於特定知識，重要的是在參觀的過程中可以產生怎樣的感受，或注意到一些事

情，透過促進觀眾製造意義與詮釋意義能力的提升，讓展覽的功能更趨多元與寬廣。 

 

圖 1. 展覽溝通模式（修改自李如菁、何明泉，2009） 

 

2-2 影響觀眾體驗之策展設計因素 

為什麼有些展覽特別能吸引觀眾，並受到喜愛？其影響的因素有那些，在展覽設計階段，策展人如

何運用這些因素，得以使策展人的策展理念透過展覽讓參觀者感受、瞭解策展人欲傳遞的觀點，然而對

參觀者而言，參觀展覽之目的除了見識真實事物或獲取新知外，也需要獲取精神與感官經驗上的充實與

滿足感，因此展覽並非完全由策展人所建構的知識灌輸模式主導，而必須著重觀眾的真實感受才能發揮

展覽的效益（Pes & Sharpe, 2012）。以觀眾的需求為出發點的理想展覽，Loomis（1987）曾指出其應包

括：展示主題生活化、觀眾可快速瞭解重點與得到訊息、內容符合各年齡層的需求，以及可以吸引觀眾

的注意力等。而目前關於展覽溝通的研究，多著重於教育知識面的印象記憶程度來評估展覽的傳達效果

（陳玫岑、張美珍，2009；陸定邦、楊莛莛、江致霖、黃思綾，2011），而近年來參觀展覽的目的已從

充實知識的教育面轉變為以觀光休閒的娛樂面（浦青青，2013），讓以知識認知作為參觀展覽滿意度的

指標，已轉變成以情緒感受為訴求（Phillips & Baumgartner, 2002; Wirtz & Bateson, 1999）的展覽溝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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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因此探討策展人藉由展覽所欲轉達的訊息與觀眾實際感受是否相符，以及策展人能否拉近與觀眾對

於展覽體驗的感受距離，成為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關於影響展覽體驗的因素，相關的研究如下所述。 

1. 互動與引導設計的加入：Falk（2009）發展出學習脈絡模式，該模式建構出影響參觀的因素，包括

人們為什麼參觀展覽（動機、激勵及期望），他們如何參觀展覽（過去的參觀經驗、單獨或不同類

型背景），及導致什麼樣的參觀結果（學習、記憶）。該模型強調參觀前的預期心理（個人需求或

主題吸引性）、參觀時的體驗（展覽硬體設施或互動過程）以及參觀後的回憶（知識的獲得或可與

他人分享的記憶）等三部分的相互關係，如圖 2 所示。 

 

圖 2. 博物館體驗的因果歷程圖（修改自 Falk, 2009） 

2. 轉向內心感受的影響：關於情緒感受影響參觀者體驗滿意度的研究部分，Csikszentmihalyi 與 

Robinson（1990）強調情緒感受是影響展覽滿意度的重要因素，著重於心流的審美體驗，而參觀展

覽的心流體驗來自於參觀者自身意識狀態，透過參觀前對於展覽的先備知識，能提高對於展品的理

解及參與度，亦強化看展後的體驗深度。另一方面展覽可讓參觀者放鬆情緒、注意力之回復及獲得

平靜的體驗感受，其體驗效益的獲得取決於四種類型：客觀經驗、認知經驗、反思經驗與社會經驗

（Pekarik, Doering, & Karns, 1999），如表 1 所示。根據以上研究結果可以推知，令人滿意的展覽體

驗為藉由參觀前展覽主題吸引性及期待感，與參觀後的認知是否一致來評估。 

表 1. 四種類型之體驗維度 

體驗維度 屬性 體驗維度 屬性 

客觀 眼見為憑、物以稀為貴、美的感受等 反思 回憶、意義的連結、歸屬感或關聯性等

認知 知識或訊息的獲得、豐富觀眾的認知 社會 社交活動、兒童教育 

資料來源：Pekarik, Doering, & Karns（1999） 

 

3. 愉悅、幸福感等情緒感受的產生：一個令人滿意的展覽必須結合認知與情緒感受的刺激，當中觀眾

參觀前的預期心理是影響這些經驗最重要的因素，其原因是在於參觀過程中，若實際體驗與預期越

相符，所產生的愉悅感越大，參觀者的滿意度就越大，如同 De Rojas 與 Camarero（2006, 2008）提

出愉悅是另一個影響展覽滿意度的重要情緒，雖然此感受與展覽的預期心理及體驗無關，卻具影響

力。並提出展覽體驗與滿意度的關係，如下頁圖 3 所示。 

 

 圖 3. 展覽體驗與滿意度的關係圖（修改自：De Rojas & Camarero, 2006, 2008）  

回憶 體驗 預期 

● 社會背景 
● 預備知識 

● 環境 
● 互動

● 學習 
● 分享 

滿意度

真實體驗

預期體驗
社會文化特性 

（年齡、性別、參觀

次數） 

 
 

展覽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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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er（2008）認為民眾樂於參觀展覽的原因為：展覽可以帶來心理的幸福感、個人的幸福感及注

意力之回復，另外 Packer 與 Bond（2010）特別強調注意力之回復為影響展覽體驗的重要因素，其屬性

包含展場魅力、遠離塵囂的程度、合適性等，整體而言 Packer 提出影響觀眾參觀展覽滿意度的因素有服

務場域、外在環境的屬性、注意力之回復及幸福感，因此 Packer 認為觀眾參觀期待與滿意度間的關係如

圖 4 所示。而 Kirchberg 和 Tröndle（2012）則認為影響觀眾參觀展覽滿意度的因素為：參觀前的外在環

境與參觀者個人身心狀態，參觀期間的美感體驗，與參觀後的心理滿意度，與預期相符及幸福感。綜合

上述學者所提出關於參觀展覽滿意度之情緒感受影響，如表 2 所示，顯示情緒感受為策展人與展覽參觀

者進行溝通的重要媒介。 

 

圖 4. 觀眾參觀期待與滿意度的關係圖（修改自：Packer, 2008） 

表 2. 觀展滿意度影響情緒感受之歷程 

學者 參觀前 參觀期間 參觀後 

Csikszentmihalyi 與
Robinson（1990） 

理解程度、情緒狀態 審美（心流）的體驗 體驗的回饋程度 

Pekarik, Doering 與 Karns
（1999） 

主題吸引性、期待感 令人滿意的體驗 滿意度與期待相符 

De Rojas 與 Camarero
（2006，2008） 

預期心理 體驗、愉悅、預期相符程度 與預期相符程度 

Falk（2009） 預期心理 互動體驗 回憶 

Packer （2008）、Packer 與
Bond（2010） 

服務場域，外在環境的屬性 令人滿意的體驗、注意力之

回復 
心理的幸福感 

Kirchberg, V., 與 Tröndle, 
M.（2012） 

外在環境，個人身心狀態 美感體驗 滿意，與預期相符，

幸福感 

 修改自：Kirchberg & Tröndle（2012） 

 

2-3 策展設計的設計思維 

展覽已成為普遍的行銷媒介，當今的「展覽」不再如同過去，只是一種內容的呈現與展示，重要的

是成為觀念傳遞的媒介。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一場好的展覽不僅具備資源整合與統籌的功能，更是創造

引起人們共鳴的最好介面，策展過程就是一種設計思維。Brown（2009）認為設計思維基本上就是一種

發想（inspiration）、構思（ideation）與執行（implementation）等三大探索的過程。而設計思維的成功，

必需經由可行性（feasibility）、存續性（viability）與可欲性（desirability）三大準則的考驗，以達到合

諧平衡的狀態。除此之外，洞見（insight）、觀察（observation）與同理心（empathy）是設計思維成功

的三要素，在設計思考的過程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因此，上述的三大探索的過程、三大準則的考驗

以及三大成功的要素，亦是策劃展覽所需具備的設計思維。以設計思維為中心的策展設計具有兩個層面

參觀滿意度

愉悅 

確認 

心情、情緒等狀態 

參觀體驗 

參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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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一是作為企業與消費者溝通橋樑的品牌策展人，二是作為企業與設計師溝通橋樑的創意經紀人。

其影響歷程就品牌策展而言，就是把品牌核心價值經由概念化，透過視覺化的設計，經由展示化的創意，

達到打動觀眾的感動化，最後，形成品牌的價值化；就創意經紀而言，就是把設計師的想法創意化，透

過感動人心的設計，製造為可營利的展覽商品，最後，形成策展品牌，如圖 5 所示。 

 

圖 5. 設計思維應用於策展設計的內涵 

 

三、詩情畫意—仙雲之美油畫習作展 

展覽的流程會依策展人的角色屬性而有所差異，根據策展人在策展團隊中的定位，Kamien（2001）

曾提出四種展覽發展的模式：1.開發者模式：教育推廣人員為展覽的負責人；2.團隊合作模式：策展人、

設計師與教育推廣人員，三者共同討論，策劃分工；3.策展人模式：策展人本身為展覽的主要負責人；

4.經紀人模式：企業、博物館或美術館等單位，根據已經發展完整的展覽，提供場地並辦理展覽。而一

場展覽的策劃需有明確的展覽流程，因其涉及工作團隊的組成、協商展覽合作模式、經費的籌措及時程

的掌握等，因此為能讓展覽順利完成，策展團隊間人力、資源的安排與分工皆需明確清楚（陳璽敬、陳

俊良、林志隆，2014）。「仙雲之美油畫習作展」是屬於團隊合作模式，策展人、設計師與教育推廣人

員，而研究團隊在策展期間亦共同參與，執行步驟根據陳璽敬、陳俊良、林志隆（2014）提出展覽執行

期程大致可歸納成三個階段：1.展覽開幕前：構思策展概念且將其具體化，並執行展覽場地、展品的確

認與準備工作；2.展覽期間：進行展覽開幕、展期至撤展活動；3.展覽卸展後：評估展覽效益，並將展覽

成果紀錄、建檔。「仙雲之美油畫習作展」如何應用設計思維進行策展，做以下說明。 

3-1 策展理念 

「作自己好自在—素人的核心價值」。許多人退休後，開始有夢，有夢最美，逐夢踏實，築夢成真。

閒暇之餘，拿起畫筆，臨摹寫意；拿起相機，記錄美麗。用雲淡風輕的構圖，描繪生活的體驗；用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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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樸的筆觸，刻劃純真的藝術。將「作自己好自在」的核心價值，淋漓盡致地發揮在藝術創作中，稱他

們為「素人藝術家」，實不為過（林榮泰、李仙美，2015）。 

本文為了探討閱聽者如何認知藝術家繪畫創作的抽象「詩情」意境與具象「畫意」情境，策展了「詩

情畫意—仙雲之美習作展」。主要的目的在於探討一個藝術家，如何創作「詩情畫意」的作品，經由策

展人的詮釋，透過展覽傳達主題內容，最後，觀眾經由展出的內容，以其知覺、認知與感動的過程，再

現藝術家的「詩情畫意」。 

「詩情畫意」通常用來形容優美的自然景觀，就像詩所描寫的情境與畫所描繪的意境，給人以美好

的感受。「詩情畫意」一詞出自宋朝周密《清平樂•橫玉亭秋倚》：「詩情畫意，只在闌桿外，雨露天

低生爽氣，一片吳山越水。」其意涵包括具體描繪情境與抽象營造意境；然而寫景容易，表意較難（王

力堅，2005；王國維，2004）。誠如清代毛祥麟的《墨余錄》：「詩情畫意，尚可言傳，惟此一片深情，

當於言外領味。」其中具象的「尚可言傳」與抽象的「言外領味」，正是人們如何感受詩情畫意的重點

（童丹，2013）。例如，「水中撈月」透過寫景所描繪的情境，尚可言傳，甚至溢於言表；但是如何領

會李白喝酒之後，伸手撈月亮的意境，就只能「言外領味」（林榮泰、李仙美，2015）。 

就傳播理論而言，藝術家如何「如詩如畫」地表達意境與情境，閱聽者又如何去心領神會，是一個

編碼與解碼的過程。如同「詩情畫意」的認知就在編碼與解碼之間（Barthes, 1967; Fiske, 1990）。其中，

「言外領味」比「尚可言傳」更為複雜；首先，藝術家在編碼過程中，從「詩情」形成到概念化，包括：

從詩詞意境建構、訊息提示形成一個情境；到畫作情境構圖和質感表達，最後「畫意」具體化，以達到

「詩情畫意」的創作，其編碼是一個複雜的心路歷程（Fiske, 1990；林榮泰、李仙美，2015）。其次，

閱聽者經由情境認知和象徵回饋，經由文化背景、經驗、概念模式與刻板印象等，交互作用下產生「尚

可言傳」的語意認知，形成對畫作「言外領味」的延伸，其解碼也是一個複雜的認知過程（Fiske, 1990）。 

藝術家編碼的創作過程與閱聽者解碼的認知行為，就是 Norman（2002）所說的心智模式；其包括：

設計模式、使用者模式以及系統印象。設計模式是藝術家心中對「尚可言傳」編碼的概念，使用者模式

則是指閱聽者對「言外領味」解碼的認知，系統意象指的是被創作的藝術品。理想狀態是透過藝術創作

品讓「尚可言傳」和「言外領味」的認知一致。因此，「詩情畫意」所展現的系統印象就顯得格外重要，

因為藝術家必需確定畫作在寫情與寫意的表達恰如其分，在其畫作所營造的背景涵構下，引領閱聽者進

入其創作時的情境，讓領閱聽心領神會達到一致的認知。因此，「詩情畫意」牽涉到傳播理論的編碼與

解碼，以及心智模式的語意認知的相關理論，也是一個熱門的研究議題（Beatty & Ball, 2011；林榮泰、

李仙美，2015；葉茉俐，2014）。 

3-2 主視覺設計 

就傳播理論而言，一件成功的藝術作品傳達的「詩情畫意」內涵必需滿足三個層面：外形知覺的技

術層面、意義認知的語意層面與內在感受的效果層面。從認知工程的觀點而言，一個成功的藝術作品其

「詩情畫意」的認知也包括了三個層次: 閱聽者能否看到（外形知覺）？閱聽者能否了解（意義認知）？

閱聽者能否感動（內在感受）？一般藝術創作相關研究，比較關心構圖用色醒目與否，能不能吸引閱聽

者等外觀的因素，也就是第一個層次：外形知覺的問題。而第二個層次的「意義認知」與第三個層次的

「內在感受」，則較少有深入的研究探討（Chen, S. J., Lin, C. L., & Lin, R., 2014, 2015；Lin, C. L., Chen, C. 

L., Chen, S. J. & Lin, R., 2015；徐啟賢、林榮泰，2011）。林榮泰等人（2015）曾深入探討閱聽者的認知

模式，結合前述的概念模式、溝通理論與認知工程，其關係整理成「詩情畫意」的認知模式，如下頁圖

6 所示（林榮泰、李仙美，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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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詩情畫意的認知模式 

 

由於本研究的進行與展覽同步，研究團隊與策展人溝通之後，雙方認可上述的認知模式。據此，經

由先期研究包含創作者及策展人的深度訪談與觀眾的問卷調查，一方面訪談創作者為作品命名的緣由及

深入了解作品的意涵，再方面訪談策展人如何以觀眾的角度來重新詮釋作品，三方面以問卷調查的方式

評估觀眾對於創作者與策展人的詮釋方式何者較為認同，以及是否會提升觀眾的滿意度。最後策展人根

據調查結果，選擇「江闊雲低故人歸」這幅作品作為主視覺設計，並據此設計了海報、邀請卡、設計理

念說明卡等文宣品，如圖 7 所示。會場的視覺設計則透過「江闊雲低故人歸」所營造的氛圍，以引導觀

眾感受「詩情畫意」的情境，如圖 8 所示。整體而言，可以得知策展人亦是運用設計思維的同理心來設

計主視覺。 

  
            圖 7. 主視覺相關的文宣品設計                         圖 8. 展覽場的主視覺設計 

3-3 展場布置 

策展的固定工作離不開主題設定、展品蒐集、展覽架構、展場設計這四個流程，其中展覽能否打動

觀眾的心，進而得到共鳴，吸引力是重要的關鍵因素（邵銘煌、劉維開，2011）。而一個成功的展示場

域，尤其是與設計相關的展場，其成功因素至少包括三個要件：1.營造一個感性場域；2.提供一個感動體

驗；3.展示感質商品。感性場域是一種情境和訴說故事的方式，從櫥窗的展示設計到大型遊樂場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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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是透過情境設計營造場域氣氛。感性場域除了吸引觀眾，並進而要讓觀眾感受到其所營造情境的功能，

最後，達到感動觀眾的體驗。而感動體驗係經由如何營造感性場域與提供感質商品，以滿足觀眾體驗的

心理需求。因此，感性場域意象與感質商品設計，都是影響觀眾體驗的關鍵因素（顏惠芸、林榮泰，2012）。 

本展覽於國立台灣藝術大學之國際展覽廳展出，展覽場地分為兩處，一處為展覽會場，另一處為辦

公室。而在展覽會場隔壁的辦公室，擺放辦公桌椅及實驗用電視，以利進行螢幕及畫冊觀看的實驗條件。

其展覽空間（20 公尺*13 公尺）中分別展示原畫作及平面輸出畫作。原畫作布置在展覽場門口的右側，

如圖 9，平面輸出畫作則布置在左側，如圖 10，兩種形式畫作採用相同的擺放順序。為呈現展覽的氛圍

並區隔兩個不同的展示空間，除了主視覺設計以外，另選了「天上浮雲似白衣」、「天光雲影共徘徊」

與「朝辭白帝彩雲間」等三幅作品，作為輔助視覺設計，如圖 11 所示。並據此設計掛軸分隔兩個不同展

覽空間，其設計與空間布置，如圖 12 所示。 

   
圖 9. 原畫作 21 幅展示於會場情形                圖 10. 平面輸出畫作 21 幅展示之全景 

  
圖 11. 輔助視覺設計的掛軸                      圖 12. 輔助視覺掛軸的會場布置設計 

四、研究方法 

觀眾在觀賞畫作時，將自我的情意投射進去，與外物相互交流，這是以美學的感受來體會，不能以

科學的分析來理解。而人與畫作是否能心領神會的交流？其間是否存在著必然的關係？這是哲學上的老

問題。例如，莊周夢蝶的故事，莊子透過美感經驗，藉由化蝶的寓言去除物我隔離，融合人與外在的自

然世界。莊子看待人與外在世界的觀點不同於西方的哲學家，莊子不從認知觀點去探究，而以美感去體

驗的態度。然而，美感體驗如果不能透過認知的理性探討，人與外在世界的隔離便無法克服了。因此，

本研究嘗試將觀眾審美體驗及喜好度之影響，透過理性的認知探討感性的審美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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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感性工程的觀點而言，一個成功的展覽必需讓觀眾透過展出內容，完成認知的三個過程：1.情境

知覺，觀眾能否看到；2.意境認知，觀眾能否了解；3.心理感受，觀眾能否被感動。在這個認知的過程中，

觀眾如何去了解藝術家抽象的「詩情」意境，以及具象的「畫意」情境。因此，「詩情畫意」的認知值

得做系統化的探討，讓提供藝術家如何創作「如詩如畫」的繪畫，與閱聽者如何感受、認知「詩情畫意」

以作為研究參考。根據前述的「詩情畫意 — 仙雲之美習作展」個案，本研究進行了系列探討。茲以下

列兩個相關研究探討閱聽者如何認知藝術家繪畫創作的抽象「詩情」意境與具象「畫意」情境 （Lin et al., 

2015; Chen et al., 2014, 2015） ，以及不同媒體呈現的畫作對觀眾的感受 （Chen, Lin, Lee, & Kang, 2016）。

執行了二個研究，分別為「認知模式研究」與「媒體形式對畫作觀賞體驗之影響」，茲說明如下。 

4-1 詩情畫意的認知模式研究 

4-1.1 研究架構 

根據相關的文獻探討、理論建構與分析，本文將詩情畫意的認知模式研究分為三個階段：階段一包

括文獻探討與理論建構，已如前述；階段二則以樣本選取、先期測試、問卷設計與正式測試為主要工作；

首先有計畫的選取畫作樣本，並以相關詩詞作為畫作標題；經由先期測試輔以專家訪談及兩階段之問卷

設計後，正式進行認知模式測試與媒體形式評估的問卷調查。階段三則將問卷資料整理成畫作與詩詞匹

配的混淆矩陣，並輔以相關的統計分析，透過傳播理論、認知心理及語意分析等，探討研究相關的結果，

得到可能的結果與建議，研究架構如圖 13 所示。 

 

圖 13. 詩情畫意認知模式之研究架構 

4-1.2 樣本選取 

本研究以習畫五年的素人畫者李女士之畫作為主，選取其畫作樣本共 23 幅，並以 23 句詩詞作為畫

作標題；透過先期測試進行初步篩選再輔以專家訪談，專家團隊為來自各藝術設計相關領域的專家、學

者與博士生，最後選取其中 21 幅與 21 個相關詩詞作為畫作標題，21 幅畫的選取標準分為畫作完成時間、

畫作內容與畫作之詩詞命名等三大部分。就畫作完成時間而言，可以分為初期、中期與近期三個階段；

李女士 2008 年開始學畫，初期（2008-2009）由家教指導入門；中期（2009-2012）加入畫室，與一群同

好相互切磋琢磨，適時由畫室老師指點作畫；近期則指 2013 年以後根據特定主題的自我創作。就畫作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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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而言，初期之畫作內容，皆以風景畫為主。近期畫作分為兩大類，一是以雲為主題的自由創作，其靈

感或來自雲的千變萬化，或風情萬千；一是以特定的詩詞為主題的創作。李女士被要求利用 Michel （1999）

於其論文「將詩詞轉換為畫作：一個視覺化的實驗」中所介紹的方法，也就是視覺構圖（illustration）、

語意翻譯（interpretation）與內在反應（reaction）等三個過程，根據選定的詩詞創作。 

而畫作之詩詞命名，初期的 9 幅風景畫，係由策展者依畫作內容直接以適當的詩詞命名；近期以雲

為主題的自由創作以及以詩詞為主題的畫作，則由策展者透過畫者上述創作過程後，根據詩情與畫意直

接以其選取的詩詞中的詩句命名共 12 幅。初期的 9 幅風景畫作樣本與其相對之詩詞標題，如下頁表 3

所示；近期的 12 幅以詩詞創作為主的樣本與其相對之詩詞標題，如下頁表 4 所示。 

本研究的問卷內容係根據傳播理論、認知心理及語意分析等學理設計（Lin, 1992, 1993），主要分成

兩個部份，第一個部份，類似觀眾在沒有準備及資訊的情況下，參觀畫展的情形；第二個部份，就像參

觀者經由解說或畫作名稱而去了解畫作。此部分共進行兩個實驗：1.測試一「詩詞無題」：畫作內容與

詩詞標題之匹配實驗，與 2.測試二「畫作有名」：畫作與指定詩詞之契合度實驗。 

4-1.3 實驗設計 

本研究受試者以大學生為主，共有 254 人其中包含 63 位男性與女性 191 人，年齡以 18~21 歲的人數

最多（88%）。受試者的科系背景均以設計相關的人數為最多（70%），如商業設計系、視覺傳達系、

工藝設計系等，其次為大眾傳播（18%），如廣告系，其餘為美術相關的科系，如美術系、書畫系等。 

本研究主要在學校教室進行，研究人員事先邀請學生參與調查並徵求同意。同意參與的學生會在約

定的時間進入教室，首先向受試者說明實驗目的並播放與標題並置的投影片，之後填寫對於畫作感受問

卷。問卷內容包含個人基本資料及每幅畫作的兩階段測試，匹配度與契合度評估，而基本資料包括性別、

年齡、系所及年級等項目。 

測試一「詩詞無題」中的 21 首詩詞隨機編號、調查目的及作答方法安排在問卷上方；21 幅畫作則

被隨機安排在一份 A4 大小的問卷，每幅畫作的右邊均列有：問題 1 要探討哪首詩與畫最匹配，每首詩

只能跟一幅畫配對；問題 2 則探討問題 1 最適配組合的匹配程度，以 0~100 分來評分，分數越高代表匹

配度越高；問題 3 與問題 4 分別探討詩詞與畫作的「情意」及「景物」之間的匹配度，以李克特 5 點量

表評分，1 分為非常不匹配，5 分為非常匹配。 

測試二「畫作有名」為主觀估計契合度，21 幅畫作與其配對的詩詞，被隨機安排在一份 A4 大小的

問卷，每幅畫作的右邊均列有 3 項問題。問題 1 要探討詩詞標題與畫作內容的契合程度，以 0~100 分來

評分，分數越高代表契合度越高；問題 2 與問題 3 分別探討詩詞與畫作的「情意」及「景物」之間的契

合度，以李克 5 點量表評分，1 分為非常不契合，5 分為非常契合。以上兩個測試，以測試一先進行，隔

周再進行測試二，測試進行中輔以相關的影音檔。每份調查表的作答時間沒有限制，一般而言均能在三

十分鐘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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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9幅風景畫作樣本與其詩詞標題 

 
A.江闊雲低故人歸（1） B.雲日相輝映萬里（2） C.天上浮雲似白衣（3） D.白雲深處有人家（4） 

 

E.白雲千載空悠悠（5） F.晴空萬里雲滿天（6） G.朝雲春樹溪水流（7） H.連雲疊屋景無限（8） 

 

I.碧雲天芳草無情（9） 

註： A-I 為畫作編號；1-9 為詩句編號 

 

表 4. 12幅詩詞創作樣本與其詩詞標題 

 
J.大風起兮雲飛揚（10） K.天光雲彩共徘徊（11） L.雲想衣裳花想容（12） M.雲破月來花弄影（13）

 

N.去似朝雲無覓處（14） O.雲雨巫山露凝香（15） P.鴻雁在雲魚在水（16） Q.來時淡春衣上雲（17）

R.坐看山窮雲起時（18） S.嬌雲春鶯容易飛（19） T.朝辭白帝彩雲間（20） U.行雲有影月含羞（21）

註： J-U 為畫作編號；10-21 為詩句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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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結果與討論 

以下就測試一「詩詞無題」與測試二「畫作有名」對具象畫作與抽象畫作進行認知比較，並予以討

論。根據具象畫與抽象畫之實驗結果，圖 6 詩情畫意的認知模式之上半部，三階認知層次可再進一步探

究，形成如圖 14 閱聽者對具象畫作與抽象畫作之認知模式。在外形知覺層次中，閱聽者觀看具象畫作之

初，會先搜尋具象的線索。以本研究而言，閱聽者會以如屋、雲、船等，來臆測畫作的場景，接著觀看

畫作中的線條、色塊與整體構圖；若是觀看抽象畫作，閱聽者因無具體事物可供對照，則會直接觀看畫

作中的點線面構圖，之後腦中形成畫作蘊含訊息的概念而進入意義認知層次。此時若搭配適切的作品名

稱則可強化畫作傳達的訊息，但亦可能因雜訊的介入，如畫面過於抒情或不了解畫作名稱之意涵，而誤

解畫作內容導致產生對稱混淆或非對稱混淆的情形。不管閱聽者是否正確認知畫作的意義，其心中仍會

有所感觸，此即為內在感受層次。一方面畫作中具體的人、事、物會讓閱聽者與過去的經驗連結而產生

景象感受，另一方面線條、色塊的搭配與整體構圖，則會讓閱聽者產生情意的感受，結合此二種感受最

後成為對於這幅畫作的綜合感受。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詩之《三百篇》、《十九首》，詞之五代、北宋，皆無題也；非無題也，詩詞

中之意，不能以題盡之也。」（王國維；2004）。顧炎武的日知錄古人之詩，有詩而後有題；今人之詩，

有題而後有詩。有詩而後有題者，其詩本乎情；有題而後有詩者，其詩徇乎物。其強調詩詞係以營造詩

情畫意的境界為主，以景物建構「畫意（物境）」表達「詩情（心境）」，本研究謂之「詩情畫意」的

境界；詩人以理想寫境，畫家以浪漫造境。古詩之所以無題，主要是以抒發自己的情感為主，有感而發，

隨口諷詠，自然成章。顧炎武的日知錄因此詩詞可以無題，因為閱聽者可以透過文字表達，重新建構作

者所要表達的情境與物境，所以雖是無題卻是有意。相對於畫作，例如，印象派的畫作，作者用自己的

表達方式呈現一個畫面，如果沒有給個標題或背景涵構的說明，認知畫面的感受，就由閱聽者「存乎一

心」的自由發揮。本研究的測試即針對「詩詞無題」，要求測試者配對一幅畫作，係以無題的詩詞去匹

配有內容的畫作。測試的第二個部份，係將畫作與其詩句標題並列，形成「畫作有名」，受試者被要求

主觀評估詩情畫意的契合度；再分別評估其詩句「情意」與畫作的內在意義，以及其詩句「景物」與畫

作的外在形式的契合度。將測試一「詩詞無題」畫作與詩句正確匹配情況下，整體、情意及景物匹配度

與測試二「畫作有名」的整體、情意及景物契合度分別進行成對樣本 T 檢定，結果如下頁表 5 所示。對

具象畫作而言，三項分數在測試一與測試二之間均無顯著差異，但抽象畫的結果則相反，三種分數均有

顯著的差異（p<0.05 或以上），而從差異平均值來看，測試一契合度的分數均高於測試二的契合度分數，

顯示當受試者可以自行挑選詩句時，他們會給予自己選擇的詩句標題較高的分數。 

 
圖 14. 閱聽者對具象畫作與抽象畫作之認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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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測試一與測試二契合度之成對 T檢定結果（平均值及 95%信賴區間） 

 整體 情意 景物 

具象畫（N=9） 1.20 （-1.41~3.81） 0.04 （-0.11~0.19） 0.11 （-0.09~0.31） 

抽象畫（N=12） 3.58 （0.29~6.86）* 0.20 （0.08~0.31）** 0.21 （0.06~0.36）* 

* p<0.05, **p<0.01 

4-1.5 小結 

傳統的匹配測試係用來探討公共標誌之視認度，經由圖形標誌與文字語意的配對，得到一個混淆矩

陣；進一步探討其圖形標誌與文字語意混淆的原因（Lin, 1992，1993；林榮泰，1998，1999）。「詩情

畫意」的認知研究其複雜程度，遠超過圖形標誌與文字語意的認識；本個案研究利用匹配測試架構的混

淆矩陣，透過主觀的詮釋，探討受試者對詩情畫意的認知，再輔以客觀數據資料，嘗試研究受試者認知

錯誤的可能原因。本個案研究詩詞標題與畫作內容相關的詩情畫意認知，較之公共標誌的認知更是複雜；

因此，結合匹配測試的正確率與主觀評估的契合度，綜合實驗的結論如下： 

1. 就詩詞與畫作匹配而言，對稱與非對稱混淆影響匹配的正確率，除了對稱與非對稱混淆會影響

配對的正確率外，詩詞與畫作無足夠的資訊提供配對參考時，亦會影響配對的正確率；例如: 詩

詞（14）的「去似朝雲無覓處」，除了「朝雲」是具象的參考物以外，其他都是抽象的情境，

受試者只能據此自我想像。具象畫作比抽象畫作匹配正確率為高，例如，畫作（G）與詩詞（7）

的「朝雲、春樹、溪水流」都出現在畫作（G）中，提供受試者配對的參考情境，也證實傳播理

論中「參考功能」的重要性。 

2. 就隨機匹配而言，測試一「詩詞無題」的問題 3 與 4 係探討詩詞與畫作的內在意義（connotation） 

與外在形式（denotation）的關係，相關資料顯示在景物契合度明顯的高於情意契合度。可能的

原因是景物係具象的外在形式，其認知比情意的內在意義較單純。至於受試者如何根據詩詞描

述詩情的內在意義，選擇畫作「景物（畫意）」的外在形式，值得進一步探討。 

3. 就主觀估計契合度而言，測試二「畫作有名」中在有限的參考條件下配對，受試者因不確定性

高，其心智負荷自然提高，隨著詩詞與畫作的減少，其心智負荷慢慢減低。因此，隨著進行決

策的當時心智負荷或不確定性的增減，其主觀估計的契合度亦有不同的評估，從心智負荷角度

來看，不確定性是造成心智負荷高的原因之一，值得進一步探討。 

4. 就「詩情畫意」的認知而言，「詩詞無題」雖是無題卻是有意。因為閱聽者可以透過語意，循

著既定的提示，重建作者表達的情境與物境。「畫作有名」則提供閱聽者參考依據，避免完全

「存乎一心」的自由發揮。從相關的資料中顯示詩詞與畫作的匹配正確率，與「詩情」與「畫

意」的主觀估計契合度之間的關係，值得進一步探討其認知過程與差異，提供後續的研究參考。 

就策展的角度來看，其主要的目的在於透過特定主題的展覽，傳達藝術家的理念。傳統的刻板印象

是「藝術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所以無法進行量化的研究。因此，本研究結合主觀認知的量化與人性

模糊評估的特性，利用匹配正確率、主觀估計契合度的比較分析，雖然未盡周延，惟初步研究結果，可

以提供藝術家、策展人與閱聽者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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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媒體形式對畫作觀賞體驗之影響 

4-2.1 實驗設計 

透過上述「詩情畫意-仙雲之美油畫習作展」之展覽，本研究進一步探討畫作在四種不同媒體呈現情

況，以及其對觀眾審美體驗及喜好度之影響。主要探討畫作在不同媒體呈現情況下，對觀眾感受、喜好

度及觀看時間的影響。本研究招募 15 位男性及 15 位女性參與實驗，男性受試者平均年齡為 22.20 歲

（SD=3.85），女性受試者平均年齡為 24.27 歲（SD=4.71），均具備大學以上的學歷。獨立變項計有性

別（男性、女性）及畫作媒體形式，畫作媒體形式計有原始畫作、平面輸出畫作、螢幕呈現畫作、畫冊

呈現畫作等四種因子水準（Chen, Lin, Lee, & Kang, 2016）。 

原始畫作是以習畫五年素人畫者李女士之 21 幅油畫為實驗樣本，其中 9 幅為具象畫作、12 幅為抽

象畫作，所有原始畫作均使用相同款式之畫框，如圖 15 所示；平面輸出畫作係將 21 幅原作透過掃描機

（Cruse CS185ST 1100）掃描成電子圖像檔，並經由 HP designjet 5000 機台輸出為 A1 尺寸（84.1 公分*59.4

公分）之平面圖像，之後採用相同鋁框來裱裝，如圖 16 所示。另，螢幕呈現畫作是將畫作電子圖像檔製

作成簡報檔，並透過 37 吋液晶電視（Panasonic TC-37MPJ）來呈現，如圖 17 所示；畫冊呈現畫作則將

畫作輸出並裝訂成冊，展開之畫冊尺寸為 60 公分*30 公分，每幅畫作均以一張跨頁全景圖及一張跨頁局

部放大圖來呈現，21 幅畫共計 84 頁，如圖 18 所示。 

     
             圖 15. 原畫作展出之情形                     圖 16. 平面輸出畫作之情形 

     
           圖 17. 螢幕呈現畫作之情形                      圖 18. 畫冊呈現畫作之情形 

本研究量測變項分為兩種，第一種為主觀感受之問卷調查，第二種為觀看行為之紀錄。在問卷內容

方面，問卷包含兩部分，第一部分為基本資料，問題包含性別、年齡、最高學歷等。第二部分為展覽體

驗問卷，內有兩大類問項，第一類為參觀過程的感受，本研究以情緒感受程度作為評量標準，情緒形容

詞係參考薛惠月（2011）之研究，本實驗納入「愉快的」、「放鬆的」、「平靜的」、「喜歡的」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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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形容詞，另外將「滿意的」此形容詞具體化為「願意將其中幾件作品掛在家中」，再加入「可隨意地

觀看作品」，合計六題納入問卷之中。第二類問項為對畫作的評價，問題包含「獨創性」、「吸引人」、

「價值感」、「感受到雲的意涵」、「畫作標題有助於提升喜好度」等五題。每題的評分方式均分為 1

分（非常不同意）、2 分（不同意）、3 分（普通）、4 分（同意）、5 分（非常同意）等 5 項水準。此

外，為評量受試者的觀看行為，本研究同時用碼表記錄受試者觀看 21 幅畫作所花費的時間。 

4-2.2 實驗流程 

每位受試者以隨機方式決定實驗組合順序，研究人員首先向受試者說明實驗目的及流程，接著請受

試者觀看其中一種媒體畫作，當需要觀看原作或平面輸出畫作時，則請受試者到展覽會場；若需要觀看

螢幕或畫冊時，受試者則到辦公室進行實驗，四種媒體條件的實驗情形如圖 19，左上圖為原畫，右上為

平面輸出畫作，左下圖為螢幕呈現畫作，右下圖為觀看畫冊。圖 20 則為受試者測試過程中的情形。 

    
     圖 19. 本研究四種媒體之實驗情形                      圖 20. 受試者參與研究實驗情形 

本研究實驗場地分為展覽空間及辦公室，原作及平面輸出畫作在展覽空間中展示，而螢幕及畫冊觀

看則在辦公室進行。每位受試者以隨機方式決定實驗組合順序，受試者可隨個人喜好調整觀看每一幅畫

作的時間。在觀看原作或平面輸出畫作時，受試者須在展覽會場來回走動觀看；觀看畫冊時，受試者用

手翻閱來依序觀看畫作；而螢幕觀看時，受試者手握無線簡報器（Logitech R400），運用上、下頁功能

鍵來更換呈現的畫作。當 21 幅畫作觀看完畢後記錄觀看時間並填寫問卷，之後再觀看另外一種實驗條

件。每次只進行兩種實驗組合，相隔一周後再進行其餘兩種實驗組合。 

4-2.3 結果與討論 

以下就「詩情畫意-仙雲之美油畫習作展」探討畫作在四種不同媒體呈現情況，以及其對觀眾審美體

驗及喜好度之影響，並予以討論。根據畫作在四種不同媒體呈現情況之實驗結果顯示，性別因子對所有

量測變項均無顯著影響，表示男性及女性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及觀看行為是相似的。而媒體形式對「可隨

意地觀看作品」、「作品具有價值感」、「對畫作的喜好程度」及「觀看時間」等四項指標有顯著影響

（p<0.05 及以上）。從受試者進行實驗的過程中發現，原始畫作在前三項的得分均顯著高於其他三種媒

體形式，僅觀看行為指標卻以畫冊的觀看時間最長（511.13 秒），其餘是原作（412.17 秒）、平面輸出

畫作（364.73 秒）以及螢幕呈現（282.17 秒）。可以發現觀看畫冊時，受試者普遍會閱讀畫作標題詩句

及該詩句的出處，而且也會用較長時間觀看每幅畫作的局部放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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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分析的結果顯示，「心情平靜」與「心情放鬆」兩者間的相關係數最高（r=0.77），喜好度則

與「作品吸引人」與「觀看過程，心情是愉快的」的相關係數較高，分別為 0.48 及 0.45。「畫作標題有

助於提升喜好度」與其餘 8 項問題呈現顯著正相關，表示適切的畫作標題有助於讓人產生正向情緒，更

可讓觀眾對畫作抱持正面肯定的看法。「觀看時間與其他變項均無顯著相關，顯示受試者觀看畫作的時

間長短並不會影響其看完後的感受。最後以性別、四種媒體形式、十題問卷題項及觀看時間作為自變項，

喜好度為應變項，以逐步多元迴歸分析建立喜好度的迴歸模型，結果如下： 

喜好度= 1.03 +0.34 （作品是吸引人的） 

            +0.27 （觀看過程，心情是愉快的） 

            +0.21 （願意將畫掛在家中）       

Adj. R2= 0.35，p<0.001 

由模型可以得知，畫作越吸引人、觀看過程越讓人產生愉快的情緒，以及將畫掛在家中的意願越高，

受試者對畫作的喜好度也會越高。 

4-2.4 小結 

本次實驗搭配「詩情畫意-仙雲之美習作展」之展覽，探討原始畫作、平面輸出畫作、螢幕呈現畫作、

畫冊呈現畫作等四種不同媒體，對觀眾的感受、喜好度及觀看時間的影響。實驗結論如下。 

1. 原始畫作在「可隨意地觀看作品」、「作品具有價值感」、「對畫作的喜好程度」的得分均顯著高

於其他三種媒體形式，而「觀看時間」以畫冊呈現畫作情況的時間最長。可以推論，觀看畫冊時，

受試者普遍會閱讀畫作標題詩句及該詩句的出處，而且也會用較長時間觀看每幅畫作的局部放大

圖；觀看原作時，受試者會用較多的時間觀看畫作本身，而畫作標題則稍微瀏覽即過；觀看螢幕呈

現畫作時，受試者的觀看時間最短，可能原因之一是無線簡報器更換畫作的時間較短，原因之二是

畫作在螢幕呈現的效果如同照片，受試者只會觀看整體的構圖及閱讀畫作標題，不會特別注意畫作

的細節，導致使很快地就結束觀看畫作。透過以上結果可以得知，展覽之原始畫作有其吸引人的魅

力所在，然因原作較難以長時間駐足觀賞、檢視細節，衍生畫冊的存在，可以滿足觀眾欲深入探討

畫作的需求。 

2. 透過相關分析及多元迴歸分析後發現，除了畫作本身外，觀眾對畫作的認知過程及外在環境條件均

會影響對畫作的喜好度。若要觀賞者喜歡畫作，首先畫作必須在第一時間吸引他的目光，引起觀看

的興趣，接著讓觀賞者沒有困難地認知理解畫作意涵並且不受拘束地觀賞，進而產生愉快的情緒。

最好能讓觀賞者聯想到將畫作布置於住家的情境，如此有助於提升對這幅畫的喜好度。因此建議展

示畫作時，應提供適切的畫作標題及良好的觀賞環境，將有助於觀眾產生愉快的情緒，進而提升畫

作的喜好度。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在設計思維應用在策展設計部分進行質化探討，在詩情畫意的認知模式研究及展出媒體形式對

畫作觀賞體驗之影響進行量化的印證，三者相互呼應。如同美感與認知、感性與理性的論證一樣。畫作

與詩詞之間的關係不全然是單純內在意義與外在形式的簡單關係，然而為了容易探討聚焦，本研究從認

知的立場去探討美感的相關議題，透過一個素人畫者的個展，以其 21 幅畫作為題材，主要的目的在於探

討一個素人藝術創作者，如何創作「詩情畫意」的作品，再經由策展人的詮釋，透過展覽傳達主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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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觀眾經由展出的畫作，知覺、認知與感動的過程，再現藝術家的「詩情畫意」。另一方面，本研

究亦考慮策展人與觀賞者以美感的態度去欣賞畫作，在欣賞的同時，將自我的情意投射進去，與畫作產

生互動後的效果。因此，本研究基於上述的觀點， 透過一個策展個案將策展相關議題進行系列研究，探

討詩情畫意在認知的相關議題，以及畫作在不同媒體呈現情況下，對觀眾審美體驗及喜好度之影響。其

主要目的有三：1.探討如何將策展理念轉化為具體的展覽規劃；2.探討如何引發觀眾內在美感的共鳴並提

升其對畫作內容認知的體驗；3.探討不同媒體內容如何加值展覽效益。 

1. 就探討如何將策展理念轉化為具體的展覽規劃而言：面對高齡社會的來臨，許多人退休後開始習畫，

也許一開始的目的只是打發時間，當作是休閒興趣之一。用自己喜歡的方式構圖，描繪自己的生活

體驗；用拙樸筆觸刻劃純真的藝術。將「作自己好自在」的核心價值，淋漓盡致地發揮在藝術創作

中，稱他們為 - 素人藝術家，實不為過（林榮泰、李仙美，2015）。這些素人畫者從開始習畫到嘗

試自己創作的過程，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本研究個案策展的經驗提供參考。 

2. 就探討如何引發觀眾共鳴並提升展覽的體驗深度而言：本研究探討詩詞標題與畫作內容相關的詩情

畫意認知，得到一些相關的結論，提供給正在學畫或準備把繪畫當作休閒的讀者參考。 

（1）就詩詞與畫作匹配認知而言，詩詞與畫作之間如果沒有足夠的資訊，提供給觀賞人做配對認知的參

考時，會影響配對認知的正確率。  

（2）就「詩情畫意」契合度而言，主要在探討詩詞與畫作的內在意義（connotation）與外在形式（denotation）

的關係，相關資料顯示在景物契合度明顯的高於情意契合度。可能的原因是景物係具象的外在形

式，其認知比情意的內在意義較單純。至於觀賞人如何根據詩詞描述詩情的內在意義，選擇畫作「景

物（畫意）」的外在形式，值得進一步探討。 

（3）就「詩情畫意」的認知而言，「詩詞無題」雖是無題卻是有意。因為閱聽者可以透過語意，循著既

定的提示，重建作者表達的情境與物境。「畫作有名」則提供閱聽者參考依據，避免完全「存乎一

心」的自由發揮。 

3. 就探討不同媒體內容如何加值展覽效益而言：本研究以探討畫作在不同媒體呈現情況下，對觀眾審

美體驗及喜好度之影響。得到一些相關的結論，提供給未來策展的參考。 

（1）受試者認為畫作越吸引人、觀看過程越讓人產生愉快的情緒，及將畫掛在家中的意願越高，受試者

對畫作的喜好度也會越高。結合相關分析的結果來推論，若要觀眾喜歡這幅畫，首先畫作必須在第

一時間吸引他的目光，引起觀看的興趣，接著讓觀眾沒有困難地認知理解畫作意涵並且不受拘束地

觀賞，進而產生愉快的情緒。最好能讓觀眾聯想到將畫作布置於住家的情境，如此有助於提升對這

幅畫的喜好度。 

（2）原始畫作呈現的價值感最高以及最受觀眾喜愛，觀看時間長短與喜好度之間無顯著相關。本研究建

議展示畫作時，應提供適切的畫作標題及良好的觀賞環境，將有助於觀眾產生愉快的情緒，進而提

升畫作的喜好度。而其他媒體，如衍生畫冊可以滿足觀眾欲深入探討畫作的需求，這也是後續商業

化、品牌化的過程之一。 

近年來由於全球文化創意產業興起，展覽功能日益多元，形式也愈來愈複雜。多元化的展覽啟迪了

台灣民眾對生活美學的冀求；尤以 2011 年在台北市舉辦的國際設計大會，許多滿懷熱情的藝術策展人為

此投入心血，充分展現「策展設計」的功能（林榮泰，2013）。一個策展人或策展團隊，其主要工作係

從策展對象的了解、展出內容的分析到展出主題的規劃，藉以吸引觀眾進而達到感動的體驗；最後，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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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感受到策展所要傳達的主題內容。而如何創造展覽的價值，延續展覽影響力是策展人或策展團隊在

策展時必需面對的挑戰（黃巧慧、莊明振；2013）。一個成功的策展人必需掌握策展的主題、內容與理

念等，透過情境設計營造場域氣氛，藉以吸引觀眾，進而讓觀眾感受到營造的情境；感動體驗係經由感

性場域的氛圍，襯托所展示的感質藝術作品，以滿足觀眾親身體驗的需求；最後，達到感動觀眾的體驗

（林榮泰、李仙美，2015）。本研究在說明「策展設計」如何透過適當研究，以驗證展出的效果，提供

創作者、策展人與觀眾對藝術策展認知的參考，以期對相關領域具有實質貢獻，而後續研究建議則可再

深入相關分析，將創作者、策展人與觀眾三者之間對畫作審美體驗及喜好度之影響，透過理性探討感性

的審美體驗並加以分析比較，也相信在以設計思維為中心的原則之下發展策展設計，應能對相關產業有

所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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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demand of exhibition has increased day by day. How to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exhibition concept of curator to visitor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Exhibitions are obviously regarded as a communications platform between exhibitors and 

visitors. Exhibitors arrange a unique field, plan unusual experience and pass on specific message 

to visitors. The process of exhibitions is just like the design thinking process including insight, 

observation and empathy. By curating the exhibition of turning poetry into painting,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how to transform abstract idea into concrete exhibition and how to cooperate with 

creators and exhibitors for visitors. Two studie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ed issues. One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ognition of emotional responses and visual scenes when turning poetry 

into painting.  The results provided a possible solution to the methodological problem of 

understanding viewer perception, and to explore the feelings associated with turning poetry into 

painting. The other study mainly investigated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media presentation forms 

on viewers’ perception, preference, and viewing time. It is advised to provide proper painting 

titles and good viewing environment during exhibition of paintings to help viewers develop 

pleasant emotions and further increase their preference for paintings. Eventuall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an give an insight into the cognitive of exhibitors, creators and visitors. 

Keywords: Exhibition Process, Exhibition Model, Communication Effect, Visit Exper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