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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提升本院人文科技整合能力及國際能見度，本院與香港城市大學繼

104 年度簽署合作契約，辦理「同安‧潮－新媒體藝術展－同安船與張保仔

的故事」後，再度攜手合作，共同製作「藝域漫遊－郎世寧新媒體藝術展」，

展覽期間為 105 年 4 月 26 日至 7 月 31 日，地點位於香港城市大學。本院同

仁赴城市大學佈展、舉辦導覽員教育訓練及準備開幕典禮等工作事項，並與

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交流策展經驗與新媒體科技發展研究。 

 

關鍵詞：國立故宮博物院、藝域漫遊－郎世寧新媒體藝術展、香港城市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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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103 年本院與香港城市大學簽署合作契約，促成雙方聯合策展計畫，首

度合作的成果「同安‧潮－新媒體藝術展－同安船與張保仔的故事」，於 104

年 8月 15日至 10月 17日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辦，展覽獲得參觀者熱烈迴響，

開啟雙方再度攜手策劃「藝域漫遊－郎世寧新媒體藝術展」之契機，結合本

院對郎世寧其人其藝的深度研究，以及本院團隊與城大創意媒體學院設計的

新媒體作品，郎世寧新媒體藝術展件曾於 104 年 10 月遠赴義大利佛羅倫斯

聖十字教堂展出，亦曾與本院九十周年院慶舉辦之「神筆丹青－郎世寧來華

三百年特展」共同推出，本次於城大舉辦的「藝域漫遊－郎世寧新媒體藝術

展」，增添多件嶄新的新媒體作品，以及多幅郎世寧高仿真複製畫，可謂為

本院與城大合作之成果之大成。 

本次赴港出差，主要工作項目為佈展、導覽員培訓與考核、傑出講座、

展覽開幕典禮、香港媒體團參觀導覽，以及開幕後展場檢視，亦藉由本此赴

港機會，與城大創意媒體展覽團隊分享展覽製作經驗，交流雙方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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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日期 工作內容 地點 

105/04/21 (四) 

林致諺、吳紹群、浦莉安、林若瑜抵達

香港 
臺北→香港 

導覽員培訓課程 城大學術樓(四) 

運送展件及設備狀況檢視 城大學術樓(三) 

105/04/22 (五) 

複製畫掛軸問題處理、展覽開幕禮品及

導冊整理 城大學術樓(三) 

導覽員走場訓練及考核 

105/04/23 (六) 
謝俊科、郭鎮武、王昭慈抵達香港 臺北→香港 

新媒體展件微調、展件品名卡佈置 城大學術樓(三) 

105/04/24 (日) 

吳紹群返臺 香港→臺北 

馮明珠、林國平、唐若華抵達香港 臺北→香港 

協助完成展件佈置最後階段、展覽導覽

APP 錯誤修正、展場清潔 
城大學術樓(三) 

105/04/25 (一) 

馮院長主持傑出講座 

鄭翼之樓四樓范

彭綺雯多媒體會

議廳 

開幕典禮、媒體團展覽導覽、貴賓團展

覽導覽 
城大學術樓(三) 

105/04/26 (二) 

馮明珠、林國平、唐若華於上午返返臺 

香港→臺北 
謝俊科、郭鎮武、林致諺、吳紹群、浦

莉安、王昭慈、林若瑜一行於上上午巡

視開展首日狀況，下午返臺。 

 

「藝域漫遊－郎世寧新媒體藝術展」展覽期間為 105 年 4 月 26 日至 7

月 31 日，地點為香港城市大學(以下簡稱城大)學術樓(三)18 樓，本展覽以

虛實結合、新舊交融的手法，將故宮院藏珍貴文物與新媒體藝術作品交錯並

置，演繹郎世寧其人其藝，並為參觀者提供嶄新的欣賞視角與體驗。 

展件包含郎世寧畫作高仿真複製畫 23 幅、燈箱展出畫作 5 幅，以及新

媒體藝術 14 件，包括由故宮團隊與臺灣藝術家製作的新媒體作品「來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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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三百年回望郎世寧‧八千里路雲和月」、「百花綺園：仙萼長春新媒體藝

術裝置」、「圖成百駿：新媒體百駿圖動畫」、「國寶神獸闖天關」動畫片、「銅

版記功：郎世寧與乾隆得勝圖銅版畫」紀錄片，以及由城大邵志飛教授團隊

製作之「透視孔雀開屏圖」、「互動書畫合璧摺扇」、「從郎世寧草圖看百駿圖」、

「百駿圖互動卷軸」、「虛擬畫瓶花」、「另類棋盤遊戲」、「探索郎世寧世界之

花鳥走獸」、「加配音效的銅版畫」、「百駿圖畫室」，相關數位展件配置圖如

圖 1。 

 

圖 1：「郎世寧藝域漫遊-新媒體藝術展」香港城市大學展間數位展件配置圖 

 

第一日：105 年 4月 21 日 星期四 

近中午第一批同仁(林致諺、吳紹群、浦莉安、林若瑜)抵達香港後，工

作團隊前往城大學術樓（四）1 樓 1610 室進行導覽員培訓，學員為城大學生

及校職員，課程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由本院同仁介紹展覽總說、郎世寧生

平、畫風及其複製畫展品介紹，第二部分則由城大工作人員解說新媒體作品、

設備開關機設定、故障排除方法及展場守則(如圖 2、3)。 

導覽培訓課程結束後，時間近下午六時，工作團隊進展場進行第一次展

場初勘，任務為檢查複製畫作在運送或佈展時有無損壞，測試新媒體作品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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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運作是否正常，並清點致贈城大的複製畫及展覽畫冊。於初勘過程中，發

現所展示複製畫有部分掛軸出現兩側外翻現象(圖 4)，經判斷恐因受潮關係

外翻，將影響觀賞者參觀感受，請城大團隊協助處理固定；另「從郎世寧草

圖看百駿圖」數位展件製作尚未完工(圖 5)，其草圖 U 型背板業架置完成，

惟有關使用者體驗時需要用到之平板和動作感測器間的調教作業皆尚未完

成；「百駿圖畫室」數位展件未完工(圖 6)，螢幕可以正常播映百駿圖影像，

唯獨相關的連動繪畫平板尚未安裝完畢，細部調教作業亦尚未處理；「加配

音效的銅版畫」數位展件未完工(圖 7)，雷射雕刻銅板尚未黏著於展板上；

放映室部分未完工，螢幕可播映相關影片，為三部影片聲音干擾情況尚未解

決，其餘數位展件則已大致完成，現場除部分數位展件未完成外，展件品名

卡未貼，展場部分細部木工作業亦須修整。待初勘完畢，約於晚間 8 時離開

展間後，沿途檢視城大校園內和周圍地區展覽宣傳看板的建佈情況，當日已

完成城大通往港鐵九龍塘站通道兩側大型看板，以及 LED 螢幕輪播藝域漫遊

展覽宣傳片(圖 8)。 

  

圖 2：本院同仁為導覽學員介紹展覽總說郎世寧生平、畫風及其複製畫展品 

  



 

圖 3：城市大學工作人員

圖 4：掛軸複製畫兩側外翻情形

圖 6：「百駿圖畫室」數位展件未完工

圖 8：港鐵九龍

 

第二日：105 年 4月

距離開幕日(4 月

導覽走場學員教學及展覽場佈複勘及數位展品調校

每批人數約為 15 人左右

9 

城市大學工作人員解說新媒體作品及操作方式

 

掛軸複製畫兩側外翻情形 
圖 5：「從郎世寧草圖看百駿圖

 

數位展件未完工 圖 7：「加配音效的銅版畫

完工 

 

港鐵九龍塘站通道兩側大型看板及 LED 螢幕輪播宣傳

月 22 日 星期五 

月 25 日)尚有三日工作日，本日主要排定作業為展場現場

導覽走場學員教學及展覽場佈複勘及數位展品調校，導覽課程學員分為兩批

人左右，分別於上下午進展場進行走場訓練及導覽考核

解說新媒體作品及操作方式 

 

從郎世寧草圖看百駿圖」未完工 

 

加配音效的銅版畫」數位展件未

 

螢幕輪播宣傳 

本日主要排定作業為展場現場

導覽課程學員分為兩批，

分別於上下午進展場進行走場訓練及導覽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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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院同仁先行示範導覽、解說導覽動線，並考核學員對於郎世寧畫作的理

解程度和解說流暢度(圖 9)，接著由城大工作人員補充解說新媒體作品創作

的發想，以及每件新媒體藝術作品與郎世寧畫作或生平事蹟的關聯性，和展

場空間與展件佈置的設計構思。 

導覽課程期間，本院工作團隊其他同仁亦同時協助處理展件佈置問題，

並針對前一天發現有關複製畫兩側外翻影響參觀感受的情況，與設計師溝通

製作透明 L 釘，黏貼於牆面上，解決複製畫掛軸兩側絹布向外捲曲，造成畫

面凹凸不平的狀況。另有關初勘發現未完工之「從郎世寧草圖看百駿圖」數

位展件，經工作人員趕辦，已可於走場訓練過程中做為展示使用(圖 10)，讓

導覽課程學員可以更明確知道該展件的意涵及互動方式。另經本日復勘，尚

未完成之數位展件計有「從郎世寧草圖看百駿圖」、「百駿圖畫室」、「加配音

效的銅版畫」，進度持續進行。 

  

  

圖 9：走場訓練及導覽考核 



 

圖 10：工作團隊展示

 

第三日：105 年 4月

本日第二批人員

仁持續進行展覽場佈及調校作業

軸」數位展件中呈現

圖互動卷軸」螢幕亮度

三個影片部分，為避免民眾觀賞影片時

定於播放室中間觀賞的

「國寶神獸闖天關」

的指向性音響播放聲音

作品與說明是否相符

等；「加配音效的銅版畫

13)；在同仁勘誤過程中

邵教授親自為本院同仁進行數位展件說明

即前往展廳外，勘查戶外宣傳張貼情形

傳看板施工(圖 15)，

傳視覺巧妙的利用城大的地形地貌

引觀眾前往展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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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團隊展示「從郎世寧草圖看百駿圖」展件予課程導覽學員

月 23 日 星期六 

本日第二批人員(謝俊科、郭鎮武、王昭慈)於中午抵達香港

仁持續進行展覽場佈及調校作業，勘查過程中本院同仁發現「

數位展件中呈現「百駿圖」的色調，與原畫作差距頗大，

螢幕亮度，使色調更貼近百駿圖原作(圖 11)；另有關放映室中

為避免民眾觀賞影片時，影片聲音相互干擾，

定於播放室中間觀賞的「銅版記功」紀錄片的座位上，加裝藍芽耳機

」動畫片與郎世寧紀錄片則維持原設定，運用座位正上方

的指向性音響播放聲音(圖 12)；協助檢查展件品名卡上中英文解釋是否正確

作品與說明是否相符，以及品名卡的擺放位置是否符合觀賞畫作的正確方向

加配音效的銅版畫」部分，進行黏貼左側雷射銅片《格登山斫營圖

在同仁勘誤過程中，第二批同仁及本展覽策展人邵志飛教授抵達展間

邵教授親自為本院同仁進行數位展件說明(圖 14)，待復勘告一段落後

勘查戶外宣傳張貼情形，如學術樓(三)外牆、

，四件展覽宣傳縱向旗幟也已吊掛完畢(圖

傳視覺巧妙的利用城大的地形地貌，將展覽宣傳於城大各個角落中

引觀眾前往展覽的目的。 

展件予課程導覽學員 

於中午抵達香港，第一批同

「百駿圖互動卷

，故調整「百駿

另有關放映室中

，經測試後，決

加裝藍芽耳機，兩側

運用座位正上方

協助檢查展件品名卡上中英文解釋是否正確，

以及品名卡的擺放位置是否符合觀賞畫作的正確方向

格登山斫營圖》(圖

第二批同仁及本展覽策展人邵志飛教授抵達展間，

待復勘告一段落後，同仁

、巨型弧面的宣

圖 16)，此些宣

將展覽宣傳於城大各個角落中，達到吸



 

圖 11：調整「百駿圖互動卷軸

度 

圖 13：「加配音效的銅版畫

印刷銅版佈建完成 

圖 15：巨型弧面的宣傳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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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駿圖互動卷軸」螢幕亮 圖 12：「銅版記功」紀錄片的座位上加

裝藍芽耳機

 

加配音效的銅版畫」左右兩側

圖 14：邵教授為本院同仁進行數位展件

說明 

巨型弧面的宣傳看板 圖 16：展覽宣傳縱向旗幟

 

紀錄片的座位上加

裝藍芽耳機 

 

 

邵教授為本院同仁進行數位展件

展覽宣傳縱向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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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日：105 年 4月 24 日 星期日 

本日為開展前最後工作日，故宮馮院長及第三批人員(林國平、唐若華)

到香港，而一位第一批到港同仁(吳紹群)依原定規劃於早上先行返臺。全展

數位展件大致完成，惟經同仁測試展覽導覽「再現郎世寧」APP 時發現眾多

誤謬，遂修正展覽 APP 之錯誤，包括調整 APP 內展件位置圖，並一一檢查畫

作編號與說明內文是否相符(圖 17)；另部分同仁協助進行佈展完後展間的地

面清潔，並清除燈箱玻璃面上的灰塵及測試展覽使用之導覽平板(圖 18)；完

成學術樓(三)主要入口處樓梯上的主視覺佈置(圖 19)；作業期間，城大郭位

校長及本院林國平處長與唐若華編審蒞臨展間，本院同仁旋即為郭校長等一

群人進行導覽和數位展件說明(圖 20)，郭校長作為本展覽合辦對象之一的大

家長，其十份重視本展覽。 

與城大工作人員協調，確認翌日馮院長講座、開幕典禮，及媒體和貴賓

團導覽的流程、人力調配和分工規劃。 

  

圖 17：本院同仁進行 APP 勘誤圖 圖 18：導覽平板測試中 



 

圖 19：學術樓

圖 20：本院同仁為郭校長進行導覽和數位展件說明

 

第五日：105 年 4月

本日為展覽開幕日當天

工作人員開機，測試互動裝置是否正常運作

板以及作品說明是否正確無誤

投影片、開幕短片播放

事先尋找拍攝位置以便完整記錄典禮重要環節

門口佈置進行調整(圖

下午至鄭翼之樓四

講座簡報，並與英語

長開始進行城大傑出獎座前

14 

學術樓(三)主要入口處樓梯上的主視覺佈置

 

本院同仁為郭校長進行導覽和數位展件說明

月 25 日 星期一 

為展覽開幕日當天，上午時段同仁先行前往展示間試營運

測試互動裝置是否正常運作，並由本院同仁檢視展覽概述看

板以及作品說明是否正確無誤；隨後前往開幕典禮會場參加彩排

開幕短片播放、開幕流程、排練走位及馬匹光雕表演是否流暢

事先尋找拍攝位置以便完整記錄典禮重要環節(圖 21)，其後另針對開幕典禮

圖 22)。 

鄭翼之樓四樓范彭綺雯多媒體會議廳，同仁共同測試

英語口譯員溝通提示院長講座內容要點(圖 23)

開始進行城大傑出獎座前，先行接受信報月刊、灼見名家媒體專訪

 
主要入口處樓梯上的主視覺佈置 

 

本院同仁為郭校長進行導覽和數位展件說明 

試營運，由城大

並由本院同仁檢視展覽概述看

隨後前往開幕典禮會場參加彩排，檢視典禮

及馬匹光雕表演是否流暢，並

其後另針對開幕典禮

測試播放馮院長

)。另有關馮院

灼見名家媒體專訪有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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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內容，待受訪完後，馮院長講座於下午 2 時 30 分開始，其介紹題目為：

「神筆丹青—郎世寧其人其藝及其在中國繪畫史上的地位」，現場座無虛席

(圖 24)；同時，城大特別安排媒體參觀，由林群聲副校長及創意媒體學院邵

志飛教授共同導覽，本院同仁補充關於郎世寧更深度的背景知識，一起打響

展覽的第一波宣傳(圖 25)。 

馮院長講座後於下午 4 時順利結束後，所有與會人員移步至學術樓(三)

五樓參加開幕典禮，典禮開場播放「銅版記功：郎世寧與乾隆得勝圖銅版畫」

180 秒前導宣傳片，接著由國樂演奏 D 大調卡農，渲染出本展覽中西合璧的

氛圍，典禮主禮嘉賓為本院馮院長、城大郭位校長、梁乃鵬副監督和胡曉明

主席，四位主禮嘉賓致詞完畢之後，一同牽起舞台上馬匹模型的韁繩(圖 26、

27、29、30)，此時白色馬匹身上投影出郎世寧筆下之十駿，隨配樂變換毛

色，最後顯示展覽名稱及展期資訊，宣告展覽正式開幕。開幕儀式圓滿落幕

後，各主禮嘉賓、來賓及記者群隨同工作人員導引，前往城大學術樓(三)18

樓的主展式場觀展，在場由本院同仁分為不同的接待導引分別導覽各來賓，

參觀來賓皆對展覽的規劃及陳列留下印象深刻，隨著各來賓觀賞展覽的結束，

開幕式當天也完美的告一段落。 

  

圖 21：開幕典禮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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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開幕典禮門口佈置 

  

圖 23：講座現場音控調整及英文口譯校稿 

  

圖 24：馮院長主持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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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林群聲副校長、邵志飛教授及本院同仁一起為媒體採訪團導覽 

 

圖 26：開幕典禮 

 

圖 27：馮院長致詞 

 

圖 28：郭位校長致詞 

 

圖 29：主禮嘉賓於開幕式舞台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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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主禮嘉賓、來賓及記者群參觀展覽 

 

第六日：105 年 4月 26 日 星期二 

本日為出國公差最後一天，因開幕式業完滿結束，展覽已對公眾開放(圖

31)，故無排定重大行程，上午馮院長一行(馮明珠、林國平、唐若華)即先

行返臺，本院其餘工作團隊人員則於開展前再度進入展場，做展件的最後檢

視，為開展首日第一批觀眾導覽，向城大確認後續須留意的工作事項，包括

媒體露出文案撰寫(附件-專題報導)、其他宣傳機會與管道的運用，以及每

兩周一次的參觀人次統計。下午，其餘所有同仁(謝俊科、郭鎮武、浦莉安、

林致諺、林若瑜、王昭慈)一起返臺，結束本次出國公差行程。 

  

圖 31：展覽對公眾開放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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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 

一、 新媒體科技提供鑑賞歷史文物的新視角 

    策展團隊以新媒體科技，為觀眾創造欣賞郎世寧畫作嶄新的視角，

不僅增加參觀展覽的趣味性，更提供參觀者與郎世寧畫作互動的機會，讓整

場展覽更加引人入勝。以城大邵志飛教授設計的「透視孔雀開屏圖」為例，

運用玻璃與光線層疊交錯出如真似幻的三度空間，向觀者述說郎世寧當年將

透視法引入畫中，令人們嘆為觀止的技法；「從郎世寧草圖看百駿圖」裝置

則邀請觀眾透過 iPad 視窗，比較草圖與成品之間有趣的差異，該作品並有

助於藝術史之研究。 

 

二、 新媒體藝術還原、轉化、延伸歷史文物之展示方式。 

新媒體作品的設計，除了必須仰賴科技發展與研究，同時也考驗著設計

者對數位載具使用的靈活度與創意巧思發揮，藉由本次展覽能夠證實，新媒

體藝術還原、轉化、延伸歷史文物之展示方式。 

以「百駿圖互動卷軸」為例，轉動互動桌兩側把手，便可還原古人欣賞

橫幅畫作的方式，讓觀眾由右至左分段欣賞百駿圖，仔細觀察每段畫作中的

細節；「虛擬畫瓶花」則是運用 AR 技術將平面的聚瑞圖轉化成 3D，使觀眾能

觀賞到花與瓶的全貌；「圖成百駿：新媒體百駿圖動畫」則是想像皇家牧馬

場從黑夜到白天、從晴到雨的景致，以及一百匹駿馬在草原上或嬉戲或休息

的活動生動姿態，數位科技的運用，在此延伸了觀眾們對百駿圖的想像。 

 

三、 運用創新多元的數位科技，改變博物館參觀經驗。 

仰賴創新的數位科技，博物館不再只是靜態展示文物的場所，文物也不

再只能擺在展示櫃裡與觀眾保持距離，新科技技術的研發，不斷挑戰當代社

會對博物館定義、展覽型態，與觀賞經驗的既定印象，同時打破時空的藩籬，

激發參觀者對博物館定義的無限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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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為本次展覽設計的「再現郎世寧」APP，是參觀者能夠於展覽現場聆

聽每個展件的語音導覽，並立即尋找到想觀賞的作品，走出展間後，還能透

過 APP 重溫展覽，向更多人介紹郎世寧的相關知識，達到推廣教育的目的；

而「百駿圖畫室」則邀請參觀者挑選自己喜愛的馬匹為之著色，讓屬於自己

的馬匹躍入郎世寧畫中，穿越時空隔離與郎世寧的原作互動。 

故宮典藏世界級文物七十多萬件，藉助科技的力量，使得原本礙於展覽

空間限制，或考量保存維護而無法展示的文物，能夠以不同的形態呈現在大

眾面前，本次展覽亦是「無牆博物館」理念的重要體現。 

 

四、 國際人文科技整合 

為使國際人士更了解郎世寧生平背景及相關研究，馮院長受邀於展覽開

幕前主講「神筆丹青-郎世寧其人其藝及其在中國繪畫史上的地位」，講座現

場座無虛席，觀眾回應熱烈，實為人文科技結合的典範。 

另外，本場展覽由本院與香港城市大學共同策劃，主要由本院提供郎世

寧相關研究之內容，新媒體展件則由城市大學邵志飛教授帶領的團隊設計，

最終的展覽呈現僅是雙方合作成果的一部分，本院同仁與城大工作團隊在開

展前的學術研究交流、策展經驗分享、新媒體科技技術交流，以及作品設計

的構思，是科技與人文領域跨界合作。 

 

肆、 建議與未來展望 

「藝域漫遊－郎世寧新媒體藝術展」由國立故宮博物院與香港城市大學

聯手舉辦，是故宮與城大繼 2015 年「同安‧潮－新媒體藝術展－同安船與

張保仔的故事」後第二次攜手合作，延續先前的交流經驗與成效，本次展覽

更趨近完美，結合故宮於藝術史領域的深度研究，以及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

體學院對於新科技技術的研發，再度成功將展覽推上國際舞臺。如同馮院長

與城市大學郭位校長在開幕典禮上所強調，為成功舉辦本次展覽，除需仰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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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即新科技載具;「軟體」，即策展團隊的創新能力和嚴謹考究態度;

還有「心件」，即郎世寧珍貴的傳世作品，更重要的是決策者推廣教育的心，

以及籌備團隊盡責工作的態度，期待未來能維持這股動能，持續與不同領域

的國際單位合作，讓故宮蘊含多年的能量與魅力走向國際，創造更多跨領域

交流機會與平臺，使學術研究活力生生不息地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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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件「藝域漫遊－郎世寧新媒體藝術展」專題報導 

【藝域漫遊－郎世寧新媒體藝術展】專題報導 

展期:2016 年 4 月 26 日至 7 月 31 日 

時間:每日上午 10 點至晚上 7 點(逢周一休展)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學術樓(三)18 樓 

 

「藝域漫遊－郎世寧新媒體藝術展」由國立故宮博物院與香港城市大學聯手舉辦，

是故宮與城大繼 2015 年「同安‧潮－新媒體藝術展－同安船與張保仔的故事」

後第二次攜手合作，郎世寧新媒體藝術作品除曾遠赴義大利佛羅倫斯展出，也曾

配合故宮 90 週年院慶「神筆丹青－郎世寧來華三百年」特展共同推出。今年 4

月 26 日至 7 月 31 日在香港城市大學學術樓(三)18 樓(圖一)，觀眾們可欣賞到更

精采豐富的展件，包括郎世寧畫作高仿真摹本、新媒體藝術作品，及創新互動

裝置。 

圖一：展覽情境與本院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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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展覽宣傳 

 

圖三：展覽宣傳 

 

郎世寧(1688-1766)是來自義大利米蘭的耶穌會修士，原名 Giuseppe Castiglione，

27 歲時自願來華擔負傳教的重任，憑藉卓越精湛的畫藝，成為服侍康雍乾三朝

重要的宮廷畫家，他所引入的西洋畫風，不僅令當時的人們驚艷不已，更為中國

繪畫史留下深遠影響。本展覽以虛實結合、新舊交融的手法，將故宮院藏珍貴

文物與新媒體藝術作品交錯並置，演繹郎世寧其人其藝，並為參觀者提供嶄新的

欣賞視角與體驗。 

圖四：展覽宣傳                                          圖五：展覽現場 

走入展間，優雅的「透視孔雀開屏圖」為展覽拉開序幕，一旁陳設著《畫孔雀開

屏》(圖六)與新媒體展件相呼應，策展團隊藉由層層玻璃、光線、與孔雀圖像

相疊交織而成的三度空間裝置，述說當年郎世寧將透視法引入中國的這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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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透視孔雀開屏圖」與《畫孔雀開屏》 

 

本次展覽的焦點是由《百駿圖》為創作靈感衍生的一系列新媒體作品，「從郎世

寧草圖看百駿圖」(圖七)邀請觀眾透過 iPad 視窗，比較草圖與成品之間有趣的差

異;「圖成百駿」(圖八)想像清朝皇家牧馬場的一日光景，和一百匹駿馬在草地

上或遊戲、或休息的活潑姿態;「百駿圖互動卷軸」(圖九)模擬欣賞中國傳統

卷軸的方式，請觀眾由右至左一段段仔細觀賞百駿圖的故事;「百駿圖畫室」(圖

十)則邀請參觀者挑選自己喜愛的馬匹為之著色，讓屬於自己的馬匹躍入郎世寧

畫中。 

圖七：「從郎世寧草圖看百駿圖」 圖八：「圖成百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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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百駿圖互動卷軸」 
圖十：「百駿圖畫室」 

 

郎世寧筆下的花草蟲鳥，有別於百駿圖的氣勢磅礡，更可看出郎世寧細膩精緻的

繪畫風格，本次展出的「百花綺園」(圖十一)、「另類棋盤遊戲」(圖十二)、「探

索郎世寧世界之花鳥走獸」(圖十三)、「虛擬畫瓶花」(圖十四)、「互動書畫合璧

摺扇」(圖十五)，皆以郎世寧蟲鳥花卉為題材的原作所創作的新媒體藝術作品，

帶領觀眾走入畫中綺麗的花園，貼近觀察園中精巧逼真的昆蟲與動物。 

圖十一:「百花綺園」 

 

圖十二: 「另類棋盤遊戲」 

 

 

圖十三: 「探索郎世寧世界之花鳥走獸」 

 

 

           圖十五:「互動書畫合璧摺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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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虛擬畫瓶花」 

 

走進展間中段，策展團隊特別發揮巧思，保留一段透進自然光線的走道，望向窗

外可欣賞九龍獅子山的風光景緻，與走道末端擺設郎世寧的《畫山水》兩相呼應，

另外還有《畫白海青》、《白鶻圖》及《畫玉花鷹》(圖十六)，使現實與虛幻的

自然景物因此產生連結與對話。 

 
圖十六: 由左至右分別為《白鶻圖》、《畫玉花鷹》、《畫白海青》以及《畫山水》 

 

展覽尾聲的焦點是「加配音效的銅版畫」(圖十七)，選用《平定準額爾回部得勝

圖》中的《黑水圍解圖》和《格登山斫營圖》，銅板牆面後傳來兵馬倥傯、兩軍

交戰廝殺的戰爭音效，帶領觀眾重回激烈的戰場，想像兆惠將軍圍解待援和

阿玉錫將軍衝鋒陷陣的英勇之姿。最後，展覽結尾的放映廳同時播放故宮製作之

「銅版記功」、「國寶神獸闖天關」兩部 4K 影片，及臺北光啟社拍製之「郎世寧

生平」(圖十八)，策展團隊特別運用定向喇叭和藍芽設備，讓觀眾們在不受干擾

的情況下，可欣賞到超高解析的畫質，並且更深度地了解郎世寧其人及畫作的背

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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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加配音效的銅版

畫」 
圖十八:影片放映室 

2015 年，由故宮團隊、臺灣優秀新媒體藝術家及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團

隊共同製作的第一場「藝域漫遊－郎世寧新媒體藝術展」，在今年 2016 美國

第 49 屆休士頓影展，奪得首獎金像獎及新媒體互動成人專業類白金像獎，本次

在城市大學播出的兩部 4K 影片也分別榮獲該影展影片動畫類銀牌獎和影片製作

類銅牌獎，成果輝煌。本院馮明珠院長與城市大學郭位校長皆在開幕典禮上強調，

為成功舉辦本次展覽，除需仰賴「硬體」，即新科技載具;「軟體」，即策展團隊

的創新能力和嚴謹考究態度;還有「心件」，即郎世寧珍貴的傳世作品，但更

重要的是決策者推廣教育的心，以及籌備團隊盡責工作的態度。本此展覽精彩演

繹郎世寧畫跨越東西方美學的不凡成就，是科技與人文藝術跨界組合的典範，同

時更是臺灣與香港文化交流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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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主禮貴賓於展覽開幕式典禮合影，左至右分別為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胡

曉明主席、香港城市大學梁乃鵬副監督、國立故宮博物院馮明珠院長，及香港城

市大學郭位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