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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就身體的生成而言，自然包括一個

生物性的存有以及一個文化性的成份在

內。這種自然與文化的交融互滲是所有

古今身體都具有的共通特質，也是它所

以不易被限定化或單一化呈顯的主要原

因。雖然在當代關於身體的論述中，可

以看到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分類和強

調，甚至形成某種的對立性看法，但基

本上他們都同意身體是一個文化社會與

生物有機體的複合產物。因為一旦身體

的生成不單牽涉到一個生物性的存在，

還牽涉到文化性的區辨和認定時，各種

政治和社會的任意武斷性就可能滲入身

體的建構過程中，使它成為一個無始無

終的生成過程。這種不確定，成為某種

狀態的發展流程，泛現在各種身體的生

產過程中（黃金麟，2000）。

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一書

〈自身身體的空間性〉的章節中，以

「身體圖式」來說明想像活動的基礎。

身體圖式不是古典心理學所說的身體所

呈現的心理形象（mental image），也不

僅是對自身身體的整體完形感受，它還

是動態的、朝向可能性的運作意向性，

專題：博物館與身體觀博物館學季刊17（4）

博物館的身體書寫和圖像：
以中國醫藥展示區為例

楊翎

摘要

本文主要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中國醫藥展示區為例，試圖了解

身體的各種符號象徵，通過這個象徵而展現出以人為中心的歷史、記

憶、空間、時間等諸種文化面相。

關於對身體的進一步認識，不僅可以用一種閱讀方法，也可以透

過書寫和圖像的手法來達到。閱讀身體，可以讓我們讀到一個「文化

系統」背後操作身體的行為；書寫和圖像的身體，意味多種符號溝通

和表意過程，通過博物館的設計，讓我們記錄當代身體空間化展演的

文化寓意。

在前言部分，本文概要介紹符號學及其利用於博物館各項元素，

其次提出以符號學的觀念和方法來分析博物館中關於身體書寫和圖像

的種種途徑。最後，筆者將展示作為一種文化符號的載體，藉此分析

中國醫藥展示語言、圖像與符號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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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圖式是對生活空間的處境覺察。事

實上，身體的空間性跟外在物體或「空

間感覺」的那種空間性不同，它並不是

方位的空間性，而是一種處境的空間性

（M e r l e a u - P o n t y, 1945；龔卓軍，2 0 0 3）。

展示空間是博物館與大眾直接接觸

的主要介面；是博物館溝通及表意過程

中最明顯可見的部分。博物館最主要的

功能之一，就是透過展示語言、圖像和

物件來傳遞訊息。展示將三度空間的物

件，加以具有意義的陳列，輔以文字圖

片的說明，及展示空間的裝飾佈置、燈

光、參觀動線等的設計，以傳送預定的

訊息。而博物館符碼或語言的研究，點

出博物館「神話」和「神聖」力量來

源，是建立在「言語」後面隱藏的權威

和傳統上（Horta, 1992）。

傳統中國醫學有其異於現代西方醫

學的獨特人體觀、疾病觀和治療觀：中

國漢人傳統文化的科學觀強調天地人一

體，視人體為一小宇宙，也是陰陽相對

的和諧統一體，且認為人的生命是自然

的一部分，對人的定義是從宇宙體系來

把握的。故中醫對於人體的描述、臟

象、經絡學說等，也都根基於此（楊

翎，1 9 9 2）。本文探討的是博物館空間

中，對中國醫學身體現象詮釋的可能

性，以及特殊語言符號的特質。嘗試以

符號學的理論、概念、方法、態度為切

入點，來探討博物館展示實務。也就是

將博物館現象，看作是透過種種符號的

溝通和表意（s i g n i f i c a t i o n）的過程，研

究博物館展示脈絡中發生的種種關於身

體表意事實（signifying fact）、發掘它們

的內在結構，以及其發生過程的機制。

博物館解符號

一九六○年代一群歐洲知識份子開

始以符號為工具，致力於各種文化系統

內在結構的研究，將所有可觀察的社會

文化現象，解讀為符碼化過程，透過隱

藏的社會邏輯加以建構和組成，這些隱

藏的事項可能是親屬關係系統、神話、

儀式行為等。若干以符號系統進行表意

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s）分析的例

子，往往企圖去揭示所含隱藏意識型態

的訊息。在符號語言學的大傘下，完成

了許多文化脈絡意義的研究，而各學派

有不同 的強調面 和角度 （H o o p e r -

Greenhill, 1991）。如 ： 羅 蘭 巴 特

（Roland Barthes）揭露符號表現系統的

神話化引申（c o n n o t a t i v e），將之運用在

流行服飾、法國的大眾文化。艾科

（Umberto Eco）則轉移到超人漫畫及007

小說。梅茲則將電影視為一符號系統，

提出「電影符號學」（張毓吟，1995）。

墨明（Mounin, 1985）曾提出索緒

爾兩個理論途徑。其一是所謂的表意符

號學（semiology of signification），由羅

蘭巴特和克莉絲蒂娃（K r i s t e v a）承繼，

特別對美國學界造成影響，引導隱藏或

非有意表意（s i g n i f y i n g）系統邏輯的探

討。另一項是P r i e t o、M a r t i n e t和墨明本

人的途徑，即溝通符號學（semiology of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處理的是有目的和慣

習式的溝通系統。墨明並進一步指出溝

通系統兩個重要特性：其一，透過社會

中的學習，獲取慣習性的符碼；其二，

包含至少兩人以上互相溝通了解的意

圖。因此，溝通符號學研究有目的訊

息，表意符號學研究非有意的訊息。在

方法上，兩個符號學之所以不同，是因

為對符號（s i g n s）和指涉（ i n d i c e s）有

不同的理解。墨明列舉出文學、影片和

劇場為例，認為有時很難去區分表意和

溝通符號學兩者，因為一些社會文化現

象同時包含兩者。博物館同時也具備表

意作用的符號學兩個部分，顯然可以再

加上博物館作為文化現象探討的例子。

如何使用符號學來分析博物館的問

題？在研究博物館或博物館的實踐諸如

展示，從這個觀點能發現些什麼？這樣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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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有何用處？尤其在展示分析的思

考上？

羅蘭巴特在神話學一書〈人類大家

庭〉章節中，分析了一幅一九七○年代

在巴黎展出的照片，討論物件（照片）

怎樣被擺置在一起，包括題材的選擇、

構圖、標題，以及展示內文撰寫者的寫

作手法。他指出展示是企圖建立「人類

社群」的神話，並說明了如何透過展示

來建構神話。以摺頁和目錄的介紹為

例，他認為圖片伴隨著文字和物件放在

一起，藉此建立紀念永恆非史實的和諧

「人類狀態」論述。羅蘭巴特分析透露

展示如何建構價值，以及透過隱藏的意

識型態過程，這些價值如何被建構出來

的問題（Hooper- Greenhill, 1991）。其他

一些博物館和博物館實踐的分析，亦有

嘗試透過類似的方式，透過物件（照片）

組合、脈絡化，來探討被隱藏的意義和

呈現的方式。

匹爾斯（P e a r c e）在一連串的文章

中，反覆提出以符號學的觀念、方法來

分析博物館物件的途徑，她在《博物館

物件和藏品》一書中，以國立蘇格蘭博

物館所收藏的劍為例，提出符號學物件

分析模式，以此闡明物件因其與過去事

件的「真實」關係，具有把過去帶到現

在的力量。她認為博物館員必須瞭解物

件如何同時在「過去」與「現在」運

作；物件如何「創造」現在；物件如何

對人們具有深刻的意義等，而這些應可

由符號學分析加以揭示（Pearce, 1992；

曾小英，1996）。

霍塔（H o r t a）認為博物館語言中，

符號製造是相當複雜的過程，和不同多

樣的文化單位有關，博物館大部分符碼

涉及不同可能的文化符碼來源，以此建

立博物館的敘述和論述。內容和表達單

位之間的關聯通常是有限的，由蒐藏品

的符號功能和項目來決定。布希亞

（B a u d r i l l a r d）的當代社會物體系研究及
B a u d i e u象徵型式交換分析，即清楚顯示

了不同社會符碼和意義系統之間關係的

錯綜複雜性（Horta, 1992）。布赫迪厄

（B o u r d i e u）在「實踐理論大綱」（1 9 7 7）

中亦提到，像博物館這般涉及文化物件

委託保證、保存和傳達的機構，為累積

經濟資本而替自己建造神聖的實踐。

博物館專業依其功能以及一些不同

方式來傳達訊息，這些訊息與博物館、

蒐藏、學院諮詢者及博物館人員間的關

係與實踐有關。博物館與觀眾關係可能

被解讀為一種以某些隱性前提為基礎的

權力關係，展示在某一方面強制並合法

化博物館菁英階級宰制文化的任意性。

博物館空間中的語言和身
體

空間並不是一個中立、無關權力與

知識運作、堆疊的場域。透過傅柯和其

後繼者的努力，原先隱藏在教室、教

會、監獄、醫院、廠房和街道設計後的

權力規訓傾向，以及它所造就的結果，

開始成為眾人檢視的對象（黃金麟，
2 0 0 0）。而博物館展示空間無疑也是一

種權力展現於外的過程和結果，是一種

知識和論述生產的結果，或者以 H e n r i

L e f e b v r e（1 9 9 1）的話來說，是一個社

會生產的結果。

博物館如何對身體的存在進行一個

秩序化的工程？使身體與社會的秩序發

展產生一個同一綿密的關聯？身體並不

存在或源自於一個社會真空狀態，這個

事實讓我們必須更謹慎地對待與身體存

在息息相關的各種面向和力量，考究身

體與這些社會力量之間的牽扯關聯，讓

我們對博物館中身體論述的生成有更細

緻的瞭解。

對博物館的觀眾而言，語言是一把

鑰匙，許多觀眾在參觀博物館展示時，

十分依賴博物館所提供的語言描述。展

示中的每一種語言，都具有一個特殊的

專題：博物館與身體觀博物館學季刊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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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博物館藉著標籤、面板、圖表、

照片、模型、視聽節目、展示手冊、圖

錄和文物等來傳達意義和建議性的資

訊，並在觀眾和博物館員之間，建立和

分享訊息（Mcmanus, 1991）。語言可說

是觀眾理解展示訊息的重要關鍵，透過

策展人員的詮釋過程、觀眾的選取及對

觀眾產生意義。

展示的書寫語言，諸如：標籤和面

板，承載著博物館重要支配性的言語任

務，具有介紹、告知、明示、提醒和推

廣的重要功能，是除了博物館陳列的圖

像物件之外，另一項有力的溝通形式。

標籤面板文字型式對於觀眾而言，亦是

一種習慣性的存在，觀眾在博物館中期

待並接收標籤的認證，以追索更深入的

相關資訊。

閱讀文字的背後，存在著為展示進

行詮釋、控制展品溝通狀況的作者。
M c m a n u s（1 9 9 1）指出：觀眾透過標籤

和「某人」對話，觀眾也回應某位撰寫

標籤的人，掌握由其所建立的文本主

題。觀眾透過文字的記錄，好奇地去探

索標籤作者的詞彙運用和所欲傳達的內

容，標籤代替作者成為觀眾間對話的一

部分。觀眾造就了標籤作者的存在，即

使作者並未出現（Mcmanus, 1991）。

霍塔在〈博物館符號學〉論文中指

出：博物館脈絡中發生的溝通過程，存

在表意系統，含有特殊的符碼和規則，

社會接受並成為一種慣習，可稱為博物

館語言。霍塔認為這個系統的基礎，是

博物館物件作為表意的載體，承載著博

物館「發送者」（學藝員、博物館學

家、教育人員、設計人員、登錄員等）

和博物館「接收者」（主要為一般大眾）

的符號功能製造和詮釋（製碼和解

碼），這些符號根據不同文化符碼做有

意義的安排（Horta, 1992）。

從奇妙的身體到空間連續體的意

象，博物館將身體塑造成一種符號語

言，以各種的身體展演方式來喚醒群眾

的意識。展場文字的運用，可以解釋與

傳達物件的意義，文字不只是書寫的符

號，更是知識構造的條件之一（ L i d c h i ,

1 9 9 7）。然而，博物館的敘述邏輯，是

嵌在其他社會的敘述性中，當博物館和

蒐藏收集產生特定的故事，其為特殊博

物館的一個獨特層次，在另一個層次，

它們有深度的關聯性，其本身也被部分

的異地書寫故事所形塑（Horta, 1992）。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以下簡稱科

博館）生命科學廳「我們的身體」展

示，基本上是從西方醫學的角度，來詮

釋身體的概念，而中國科學廳的「中國

醫藥」展示，則是從傳統醫學的思考脈

絡，來呈現漢人獨特的身體觀。中、西

醫學對人體和疾病的視角與思維方法有

諸多的不同處，包括：對於人體，中醫

學描述的是脈象和經絡，西醫學看到的

是器官和組織；中醫學著眼於整體綜合

性的調節，從天地的大系統來把握人

體，再從人體把握局部；西方醫學趨向

定位物質剖析，從局部分析著手，由人

而社會、自然，從細胞、組織進而整體

（楊翎，1992）。

雖然我們都擁有一個身體，而「我」

的存在也源自於我的「身體」的事實存

在，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可以，或經常掌

握、主控身體的全部發展樣貌。存在主

義和現象學層次上的「我等同於我的身

體」的聲稱，容或可以給予我們一個體

悟身體觸覺，以及意向性和生活世界建

構的關聯的思考，但這並不能去除身體

的存在必然交雜著許多力量的同時存

在，以及身體必須存在於一個特定的時

間、空間場域的這個事實。這些牽涉著

身體的生成，甚至外於身體而存在的客

觀力量，它們的實際存在和對身體所造

成的影響，已經清楚說明意向性這個概

念並不能用來解釋身體生成的全部過程

（黃金麟，2000）。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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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國醫藥展示區為例

世界上的許多民族，都有他們自己

一套身體醫治的觀念和方法，幾千年來

中國也積累了相當豐富的醫藥知識和經

驗，反映了漢民族歷史、文化、自然資

源等方面的若干特點。雖然在微生物醫

學革命及西方強勢文化等的衝擊下，曾

一度式微，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醫藥至

今仍充分發揮包容的特性，不斷地再

生，持續扮演維護民族健康的角色（楊

翎，1992）。

科博館鑒此將中國醫藥設為第三期

中國科學廳六個展示單元之一。科博館

於民國7 4年委任日本丹青社進行展示基

本規劃設計，主要因為科博館第三期是

以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為總主題，當時國

內並無博物館設計公司，丹青社是日本

頗具規模的展示設計製作公司之一，且

較具東方色彩。民國7 6年與丹青社簽訂

設計監造契約，約定兩年完成細部設

計。籌備處除了提供一些基本資料之

外，並聘請哈鴻潛教授組成一個小組，

網羅中國醫藥學院五位教授組成，供丹

青社諮商，科博館展示人員參與聯繫協

調、安裝檢核、展示說明。博物館和這

些顧問先是提出他們的專業知識和展示

構想，供丹青社規劃之參考，丹青社每

次期中報告時，則請這些專家參與審查

討論，最後由丹青社規劃完成，向博物

館籌備處提出他們的規劃案。此期的建

築與設備計畫，主要是以丹青社的規劃

案為藍圖（漢寶德，1993）。

民國8 2年8月1日科博館第三和第四

期同時落成開放。根據8 4年一萬一千名

觀眾票選「我最愛的展示區」活動，

「中國醫藥」排名全館第九，為中國科

學廳中僅次於「中國的科學與技術」最

受觀眾歡迎的展區。經過十年之後，中

國醫藥展示區日顯老舊，展示單元內容

亦有待加強和豐富，以持續吸引觀眾和

迎向時代潮流。

中國醫藥展示內容主題包括：導

論、中國醫藥的歷史、中醫的診斷、針

灸、中藥材、藥園、藥鋪和乾坤劇場等

單元。D e a n（1 9 9 4）指出，依據展示規

劃原則，物件所占地位的輕重來看，可

分為物件導向和概念導向兩極端類型的

展示法；物件導向是以物件為主，概念

導向則以訊息、資訊為主。中國醫藥展

示區的產生，基本上屬於後者，從零蒐

藏開始規劃，除了文字、圖表、實物標

本、複製品、模型、照片、插畫、解說

面板等展示資料外，往往還結合各式的

表現媒材，諸如：照明、色彩、音響、

影像、官能導體等儀器裝置，將每項分

別具有不同特性的「符號」串連、互做

協調，以加強展示的效果。將展示元素

引入記號現象「系統」表列如下：

專題：博物館與身體觀博物館學季刊17（4）

展示元素
符號類別
書寫面板
主標題

副標題

一、導論

醫字的演變、
世界最早的人
體模型

展示表意內容

二、中國醫藥的歷史

中醫藥大事記、中醫的先
驅、甲骨文字的醫藥、馬
王堆漢墓的醫藥、漢醫
簡、戰國∼漢四名醫、戰
國∼唐醫藥名著、法醫學
的發展、金元四大家、偉
大的藥學家—李時珍、中
醫對世界醫學的影響、西
醫東漸對中醫藥的影響、
臺灣地區的醫療體系

三、內經的世界

中醫理論、中醫
的診斷

四、針灸

經絡及穴道、
動物針灸、針
具、電針、灸
料及灸法

五、中藥

傳統的藥局、
中藥、中藥的
炮製和製劑、
中藥材、藥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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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展示中包含一系列連續的

符號，圖板說明、標題、物件標籤、照

片、圖表、造景、影音多媒體等各類的

物件，組成了一連串有意義的溝通系

統。沿著意義訊息系統，許多潛在有趣

的指標索引，有的可能仍然不可見。如

果我們透過文字、圖像和物件，來檢視

知識生產意義和認同，可發現這些意義

連接的方式，由不同類型的權力來形塑

（H o o p e r- Greenhill, 1991）。博物館訊息

是有目的的訊息，展示所嘗試傳達的是

特定的觀點或想法，從筆者提供導覽人

員的解說腳本，即是透過一致的刻意設

計，傳送相關訊息的書寫文本：

各位來賓您好：

從現在開始，各位將踏入中國醫藥

的領域。希望由我深入淺出的解說，能

令各位對我們祖先留下來博大精深的智

慧，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並希望藉此達

到拋磚引玉的效果，引發大家研究中國

醫藥的興趣。

首先引導各位進入的葫蘆門，象徵

著古代醫家「懸壺濟世」的精神，「懸

壺濟世」中的「壺」字，可不是一般的

茶壺或酒壺，而是指壺盧（葫蘆）。壺

盧可以食用，可以入藥，又可以當作容

器，古代鍊丹的方士，多用壺盧來盛仙

丹，像南極仙翁、李鐵拐等神仙中的

人，杖頭都懸掛著一枚壺盧，所以「懸

壺濟世」這句成語，大概就是這樣來

的。

在葫蘆門的兩側，我們看到的是一

些醫藥相關文字的演變，從甲骨文、金

文、古鉥、漢簡以及現代使用的文字

等，可以知曉：伴隨時代的進步，醫藥

概念的發展也是不斷日新月異的（特別

介紹「醫」字從巫到酒的演變）。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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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標本

複製品

模型
文字
圖表
圖板
照片

插畫
實物造景
影音互動
多媒體

唐代白瓷茶碾、唐代白瓷藥盒、唐代拔火罐、中華醫針樣譜、醫用小烙鐵、迴輪灸器、充氣
式灸器、爪子灸器、戥（象牙桿藥秤）、真空拔罐器、（玻璃、竹製）拔火罐、溫灸器、保
健溫灸、拓片（黃帝、神農、伏羲、人面鳥身神醫圖）、書冊（殷契徵醫、龜甲獸骨文字、
甲骨綴合新編、史記、仲景全書、黃帝內經、肘後備急方、圖說醫學的歷史、醫宗金鑒、傅
青主男女科合編、洗冤錄、丹溪心法、增廣本草綱目、東醫寶鑑、鄉藥集成方、東醫壽世保
元、正倉院的藥物目錄、醫心方、英譯─黃帝內經素問、難經、中國醫史、C h i  n e s  e
Mat er i al  Medi ca、黃帝內經靈樞、針灸甲乙經、針灸大成、元亨療馬集、本草備要、同仁
堂藥目）、麻沸散藥方、針具（砭石、竹針、骨針、金針、銀針、仿古九針、現代毫針、毫
針、指針、耳針、鼻針、面針、腕踝針、梅花針、頭皮針、皮內針、電針、水針、陶磁
針）、中藥材八十味、丸／散／膏／丹／湯
銅人腧穴針灸圖經、漢代鐵藥臼、新石器時代的炊器、馬王堆漢墓的醫藥（足臂十一脈灸
經、陰陽十一脈灸經、卻穀食氣、脈法、陰陽脈死候、五十二病方、導引圖、養生方、雜療
方、胎產書、十問、合陰陽、雜禁方、天下至道談）、武威醫簡、秦簡
針灸銅人、電腦針灸人體模型、古今人體部位名稱、牛、馬、狗蠟像三尊
醫字的演變
中醫藥大事記年表、中日醫療交流傳播路線圖、十二經絡運行圖
甲骨文字的醫藥、馬王堆漢墓、鼻苗種痘、痘疹圖、本草系統圖、藥材剪紙作品
淮南子、殷墟甲骨的出土、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諸病源候論、新修本草、千金方、英國
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中心中醫書籍的收藏、國父習醫、臺灣第一間西醫院、馬雅各醫師最初
來臺的行醫處、一九○○年代新樓醫院的外觀、馬偕來臺傳教行醫、直接灸（化膿灸、斑痕
灸、麥粒灸）、間接灸（附子灸、填鹽灸、溫針灸、太乙神針灸、隔薑灸、艾條灸、保健溫
灸）
扁鵲、淳于意、張仲景、宋慈、華佗、劉完素、張從正、李杲、朱震亨、許浚、鑑真
同仁堂藥鋪
影像節目（內經的世界、脈裡乾坤、中藥乾坤、針灸）、電腦互動節目（問診）、音筒（聞
診）、脈診儀（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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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讓我們來瞧瞧，這「葫蘆門」裡面，

究竟賣著什麼膏藥吧！

這是一條認識中醫發展的時光隧

道。我們要知道：中國醫藥是我們民族

科學思想的一部分，是在長期的實踐經

驗基礎上，吸取古代哲學思想與自然科

學知識，不斷豐富發展建立而成的，而

且散布在士、農、工、商各個社會階層

中，反映了民族歷史、文化、自然資源

等方面的若干特點，有著獨特的理論架

構和應用形式。

在此，我們透過：中醫藥知識的起

源傳說、考古出土的醫藥紀錄、歷代著

名的醫學家、經典著作、中醫藥對世界

的影響，以及晚近中醫藥現代化發展的

歷程等主題的展示，希望各位對老祖先

們留下來的醫藥智慧遺業，有更進一步

的了解（可針對觀眾感興趣的主題特別

加以介紹）。

《黃帝內經》一書，系統地總結了

以往治病的經驗和思想，從而奠定了中

醫學的理論基礎，我們特別製作一段影

片來介紹。

我們中醫是透過望、聞、問、切四

個步驟，來診察疾病的。在這裡， 邀請

各位親自用眼睛看、耳朵聽、手觸摸、

把把脈等，體驗一下中醫四診的奧妙。

在「乾坤劇場」中，目前正放映「脈裡

乾坤」影片，介紹中醫診斷法中的「切

診」部分。旁邊的男女人體模型，則提

供過去和現在我們對人體各部位的指稱

對照，各位在閱讀古醫書時如果發現不

常見的怪名詞時，不妨來這裡找找答

案。

提起針灸，相信各位來賓都很感興

趣。針灸療法包括針刺與灸灼兩種不同

的治療方法。針，多以金屬之針刺入肌

膚之中，常運用補、瀉等手法，施術時

有酸、麻、脹、重等感覺；灸，則多半

以艾灸於皮膚之上，使產生火灼的溫熱

感。在這裡，我們仿製、收集了歷代不

同種類和功用的針具，包括古老的砭

石、骨針⋯，到現代毫針、三稜針、梅

花針以及針灸絆等。

世界最早的人體模型由中國人發

明。北宋醫官王惟一曾鑄成帶有經絡穴

位的銅人，並寫成《銅人腧穴針灸圖經》

一書，刊刻在銅人旁邊的石碑上。凡針

灸科醫生考試，就把黃蠟塗在銅人的表

面上，體內注水，進行實際操作試驗。

這尊銅人，係依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所

藏銅人仿製，原物可能即是清末庚子之

亂時失蹤的寶物。

不知各位來賓身體有無違和的地

方，也許這尊電腦針灸人體模型可以幫

點小忙。只要按下按鈕，即可顯示病症

的針灸治療配穴位置，平時不妨就這些

部位按摩一下，試看看有沒有效!

在動物針灸方面：四、五千年以

前，中國已有獸醫針灸學，明朝更為獸

醫針灸的黃金時期，喻本元、喻本亨兄

弟所纂的《元亨療馬集》，即為研究傳

統獸醫針灸學的經典著作。

接下來我們看看現代科技的產物

「電針」。電針是應用毫針結合電刺激的

一種治療方法。在此展示了：義大利、

德國、香港、中國大陸、臺灣製造的電

針，可見針灸已成為一種世界通行的醫

術之一。

這面牆陳列了八十種中藥材和原來

生長的圖片。中藥材的來源有植物、動

物和礦物，其中以植物藥占絕大多數，

使用也最普遍，所以古代相沿把中藥學

亦稱為「本草學」。

最後來介紹這間「同仁堂藥鋪」。

可不要誤以為是北京鼎鼎大名的「同仁

堂」哦!自宋代以來，中國即樹立藥局的

制度，並予以國家標準化。這座藥鋪的

陳設，完全仿照鹿港的百年老藥店─陽

春藥局複製的，包括天井的設計、百味

櫥櫃、按一定口訣排列的藥盒以及祖先

牌位等，另外還有三尊栩栩如生的藥鋪

掌櫃、碾藥的小學徒的蠟像，各位是不

是覺得非常地古色古香，令人發思古之

專題：博物館與身體觀博物館學季刊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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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情呢﹖

如果各位來賓對藥草生長形態有興

趣，歡迎繼續進入藥園內參觀（圖1）。

中國醫藥展示區以何種擬像，來呈

現中國人不同的身體？在立體模型方

面，展示場內共陳列了四組。一是針灸

銅人仿製品，中國人體結構模型的歷

史，最遠可追溯到王莽時代，其曾命醫

官對罪犯進行解剖，再用青銅鑄造人體

結構模型，稱作「銅人」；本件係依日

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銅人仿製，原物

高1 6 0公分，由大小 1 2片所組成，推測

為明代之作（圖2）。二是電腦針灸人體

模型，在面板上呈現 3 0種病症名稱按

鈕，包括感冒、高血壓、牙痛、糖尿

病、腰痛、失眠等針灸治療穴位；並另

內含 8 9種病症治療穴位及 1 4條經絡位

置，內容由中國醫藥學院提供（圖 3）。

其三是古今人體部位名稱模型，男女模

型右半身為傳統中國醫學的身體部位名

稱，左半身為現代醫學身體部位名稱；

提供觀眾對照古今人體部位名稱的異

同。其四是藥鋪掌櫃和磨藥藥童的蠟

像，掌櫃身著長袍馬褂，象徵一種專業

權威形象；專門從事生藥批發及進出口

貿易的藥行，古時稱為「生藥鋪」；將

生藥炮製加工做成飲片，由醫師坐堂應

診，專司配藥的零售藥局，則稱為「熟

藥鋪」（圖4）。

在圖像的身體方面，中國醫藥的歷

史單元出現的圖板符號較為豐富（圖
5）。如：中國大陸湖南省馬王堆漢墓出

土的「導引圖」帛畫複製品，導引是呼

吸和軀體運動相結合的一種醫療體育方

法，是迄今中國發現最早的一幅健身

圖，上繪四十四幅人物圖，多是強身、

療病的體操圖解，呈現的是秦漢之際漢

人對身體的描繪。另是灸法的單元，以

真人為模特兒，呈現直接灸、間接灸

（附子灸、填鹽灸、溫針灸、太乙神針

灸、隔薑灸、艾條灸、保健溫灸 ）等療

法，拍攝地點為中國醫藥學院北港分院

（圖6）。至於銅人腧穴針灸圖經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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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中國醫藥展示區展示空間配置圖。展示空間

並不是一個靜止不動的物理方位，它可以透

過觀眾身體游移和行動而產生改變，將既有

的物理空間轉化成為教育和培養意識型態的

場所。

圖4.  藥鋪擬像模型

圖2.  鍼灸銅人 圖3.  電腦針灸人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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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的則是中醫身體穴位的身體觀（圖
7）。

中醫的診斷單元，則是採和觀眾身

體互動的展示手法：所謂望診是用眼睛

看，聞診用耳朵聽、鼻子嗅，問診利用

語言詢問病情，切診則以手按壓脈搏，

觸摸脘腹、手足等其他部分；傳統中醫

透過望診、聞診、問診、切診四個步

驟，來診察患者身體的症狀，而後加以

治療。展示中呈現的望診，係透過一面

繪有臉部對應身體器官的反射圖，供觀

眾觀察自己臉部的氣色和舌頭的顏色，

體驗中醫師如何透過面部的五色變化和

色澤的明潤或枯槁來判斷病情；聞診是

以電話聽筒和按鍵的方式，讓觀眾用耳

朵聽聞中醫所謂外感、內傷、虛證、實

證四種不同病灶和體質人的聲音；問診

則以電腦互動遊戲，呈現中醫師看診詢

問病人的1 0個問題的內容；切診則提供

脈診儀，觀眾可透過感應器觀察自己脈

搏跳動的情形，並對照面板上 2 9種脈象

（圖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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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中國醫藥的歷史

圖6.  灸法

圖7.  銅人腧穴針灸圖經

圖8.  中醫對身體

的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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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對身體的進一步認識，不僅可

以用一種閱讀方法，也可以透過書寫和

圖像的手法來達到。從博物館展示閱讀

身體的方式，可以讓我們讀到一個「文

化系統」背後操作身體的行為；書寫和

圖像的身體，意味多種符號溝通和表意

過程，通過博物館的設計，讓我們記錄

下當代身體空間化展演的文化寓意。

在博物館溝通的過程中，展示物件

被詮釋為某種東西的符號，被當作具有

蒐藏、保存並傳遞文化項目中的身體

「價值」，也是有意義的能指符號。展示

擬像與模型是純粹再生產的典範，再生

產的原理則包含在符號之中。符號如何

擁有多重的意義？意義導源自專家學

者、博物館、展示設計公司、解說人員

的語言或符號系統的使用能力，以及新

的意義如何因此而創造出來的問題。

結語

呈現中國醫藥的身體觀，無庸置疑

的是中國醫藥展示區的展示目的之一。

而誰在主宰或影響展示空間中關於中國

醫藥身體建構過程？

學院諮詢者、策展人、設計師或解

說人員有關中國醫藥的知識脈絡，決定

醫藥和身體知識在展示空間之所以可

能、之所以消失的秩序，即文字與物件

結合起來的知識空間；也就是說，一個

時間關於秩序、符號、語言的觀念，以

及關於醫藥和身體知識的觀念，構成了

展示空間的知識脈絡。它既界定了同時

限系統，也劃定了新知識的實證性界

限。

博物館作為一個擁有資源的文化機

構和公共空間，負載著龐大的知識內

容，同時也是個權力╱知識運作的重要

場域。單一物件具有多樣的意義，可以

置於許多不同的群集中。從物件的篩

選、群組排列方式、建構概念性描述、

圖片的搭配來看，展示符號的擇選過

程，其實是任意、帶有社會性質，而且

是篩選的結果，這種篩選決定了何者為

有價值、可呈現的，或何者為平庸不入

流、不必要呈現的。故展示物件意義，

實由館員角度的書寫論述、現場擺放的

位置及觀眾觀看的方式所建構。

本文主要以科博館中國醫藥展示區

為例，試圖了解身體的各種符號象徵，

通過這個象徵而展現出以人為中心的歷

史、記憶、空間、時間等諸種文化面

相。身體和博物館都不是一種孤立的存

在，它的發展和變化深受當下政治、經

濟、社會和文化等環境的影響制約。博

物館這種多元、泛及論述和非論述層次

的深度浸透，不單對身體的生物性構成

產生開發和指引的作用，同時也將身體

作為文化實踐的對象，對身體的社會文

化發展產生前導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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