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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友善身心障礙者的服務中，
發現翻轉美術館的力量！
文／洪威喆（臺灣藝術研究院採訪編輯）

「公民權首先從文化權的平等開始！」高美

館館長謝佩霓自2009年上任後，開始推行「文化

平權」的觀念，強調任何弱勢族群都有平等參與

文化活動的機會，尤其是對身心障礙者的服務，

例如對身障者提供無障礙環境，如有需要，服務

員也會隨侍在旁；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六上午固

定有手語導覽，聽障者亦可透過預約方式安排手

語導覽員；在特定展覽製作浮雕圖卡與點字書，

並運用美術資源教室讓視障者可做DIY教學活動，

導盲犬亦可進入美術館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就

是要讓身心障礙的朋友來到美術館，都能與任何

觀眾一樣感受到友善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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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展覽，打造無障礙服務

藝文活動本身在社會中就是一種弱勢，弱勢族

群想參與藝文活動，更是弱勢中的弱勢。然而，要

說服一般人走進美術館就已經很困難了，但高美館

卻還要說服身心障礙者走進美術館，而且要讓他們

在美術館裡也能體驗到藝術給人的感動。

高美館在2009年與法國羅浮宮合作推出「雕

塑中的律動：羅浮宮Touch Gallery計畫」展，正

式啟動了弱勢服務的升級規劃。展覽中的雕塑品

皆可讓人觸摸來感受它的形體與肌理，還製作了

點字的說明牌、附有點字與圖像浮雕紋路的展覽

專輯，可說是完全針對視障朋友做的展覽，卻也

讓明眼人在視覺之外有了新的藝術體驗。

高美館教育推廣組組長張淵舜表示，法國的

法律規定，羅浮宮必須提供給視障者一個合理、

全然式的展覽，比如視障者一進到展場的平面圖

是用點字板，他就可以知道這個展場大概有什麼

東西，進到展場後，地上就有導盲膠條，牆上會

設置扶手作為動線，他沿著扶手到作品前時，會

有個環狀凸起的裝置提醒他作品的位置，那裡會

有塊點字說明牌，而作品都是可觸摸的，所以視

障者進到展場，不用依靠別人來協助他，就能夠

「自導式」完成展覽體驗。

「雕塑中的律動」是高美館第一次與羅浮宮

合作，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展覽，對視障服務起

一個帶頭作用，羅浮宮也樂意提供高美館這樣的

交流，就把展覽整個移到台灣來，經由羅浮宮的

授權，透過羅浮奧藝術集團的贊助，將羅浮宮該

展的作品翻模複製到台灣，然後再與台灣的雕塑

家商借可觸碰的作品，完成了這次的台法合作。

雖然有了羅浮宮的經驗在先，還有楠梓特

殊教育學校的指導，但為求視障服務可以盡善盡

美，在開展前找來了台灣導盲犬協會帶著視障朋

友與導盲犬進來體驗，修正服務的盲點，畢竟視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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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美館於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六上午皆有手語導覽活動服務聽障朋友。（攝影：葉媓凰）    2 高美館在2009年與法國羅浮宮合作推出「雕塑中的律動：羅浮宮Touch   
Gallery計畫」展，展覽中的雕塑品皆可讓人觸摸來感受它的形體與肌理，並製作了點字的說明牌，服務視障朋友。（攝影：林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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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者在展場裡遭遇的問題，對已習慣展場環境的

明眼人來說，是一個從未感受過的經驗。

為了豐富視障者的藝術體驗，高美館亦在

「美術資源教室」設計了DIY課程，負責協助這項

活動的服務員林秀眉表示，2010年的「讓愛零距

離、藝術親體驗~國際身心障礙者日」展覽，他們

將館內「美術資源教室」佈置成畫室，讓視障朋

友可以透過觸摸畫筆、畫布與瓶瓶罐罐的顏料，

瞭解畫家的工作情形；裡面還有一些頭像雕塑、

以及翻模自藝術家張啟華作品的玻璃纖維浮雕，

讓視障者可以觸摸，然後再邀請藝術家張錦郎來

教導視障朋友，如何透過油土捏出自己的頭像。

資源教室平常就可接受預約來安排活動，每

次都不盡相同，像是讓視障者觸摸雕像，讓他們

去比較與剛採下來的大理石的觸感有何不同，後

來這裡成為視障團體「玩」得最開心的地方。

跨出第一步：如何讓身心障礙者走進美術館

張淵舜表示，從羅浮宮引進這個可觸摸的雕

塑展後，讓高美館導引到對視障者的體驗服務，

從而對特殊的觀者有更深入的瞭解，不僅擴大了

高美館與社福團體的合作連結，在解決問題的過

程中，也開啟了高美館內部人員一連串的自我學

習與成長。

首先，如何讓身心障礙者來到高美館，就是

個問題，包括交通不便、生活型態無法配合、或

訊息無法傳播到他們身上。林秀眉就發現，之前

習慣將活動安排在下午，接觸了視障團體後才知

道，下午是他們要去做按摩工作的時間，所以任

何關於視障者的活動要盡量安排在早上；此外，

視障者平時很少出門，會走的路都是固定的路

線，去陌生的地方都需要家人或志工陪同；如果

對象是聽障者，還要透過手譯員的臉書、傳簡訊

告知或是發傳真到協會，以文字代替聲音。

因此，為了讓身心障礙者能夠不畏千辛萬

苦，來美術館看一次展覽，在做展覽或活動邀約

時，最好是透過團體或協會進行，也因此開始了

與導盲犬協會合作的契機。由於導盲犬協會為了

訓練導盲犬，需要帶領導盲犬去各個環境訓練，

因此高美館首先開放導盲犬入內，雖然全國的導

盲犬並不多，但當美術館都可以開放讓導盲犬入

內時，就起了一個帶頭的示範作用，像高美館周

邊店家幾乎都開放讓導盲犬入內，因為人們會

問：「導盲犬連美術館都可以進去了，為什麼你

們店家不行？」

現在和高美館配合的單位，除了導盲犬協會

外，還有楠梓特殊教育學校、伊甸園基金會、高

雄市調色板協會等等，醫院也會帶精神障礙的患

者來美術館參觀，轉化患者的情緒，如高雄醫學

大學、高雄市立聯合醫院；而盲人重建院更把每

月帶團來一次高美館當作常態性的活動，事先他

們會先打電話跟服務員預約確認，然後到高美館

待上一整天─半天在資源教室、半天在展場，中午

休息時服務員會為他們找吃飯的地方。服務員葉

媓凰表示：「我都跟他們說，我們來幫你設想，

你只要把人帶過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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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美館「雕塑中的律動：羅浮宮Touch   Gallery計畫」展覽專輯附有點字與圖像浮雕紋路，是完全針對視障朋友的需求進行設計，也讓明眼人在視覺之外有了新的藝
術體驗。(攝影：林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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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轉譯：可用手指閱讀的圖卡

製作視障者專用的導覽書亦是一項艱難的挑

戰，因為要如何將平面的圖像，轉化為可觸摸、

有立體感的浮雕，或是用凸出的膠膜以線條勾勒

出可被認知的輪廓，讓視障者摸得出來，是一種

專業。

負責這項業務的葉媓凰談到，一開始什麼都

不懂，只好請教視障團體的老師，在藝術家米羅

的「女人‧星星‧小鳥」展覽時，就請楠梓特殊學校

的葉旭培老師指導，設計了浮雕圖卡，文字與點

字並列，因為這樣陪同的明眼人才可以與視障者

一起閱讀，共享展覽的樂趣；在製作「典藏奇遇

記：藝享天開詩與樂」展覽的書法圖卡時，葉媓

凰發現到另個問題，原來現在的啟明學校是直接

教視障生點字，已不教他們漢字楷書了，所以他

們摸到書法的圖卡時，並不認識自己摸到的是什

麼字，因此導覽員必須向他們解說摸到的漢字，

並以身體作為度量的尺寸來告訴他們，這個字原

本有多大，比如像「有你半個人高，兩手張開那

麼開」。此外，由於製作點字與可打印製作浮雕

的紙材台灣並沒有生產，該紙材不是從日本就是

英國進口，製作的成本高，且只能少量生產，而

高美館本著回饋社會的心情，在展覽後亦將部份

展覽書贈與楠梓特殊教育學校當教材書。

葉媓凰認為，她越投入就越發現將視覺符號

轉化為觸覺語言的「閱讀」服務，這領域還很寬

廣，但做的人又很少，她也沒有預設美術館投入

這樣的導覽服務會得到什麼效力，但她認為就是

要讓視障者產生興趣，想方設法的讓他們來這邊

感到愉快，雖然不可能立竿見影、馬上就能看到

1 高美館透過「美術資源教室」的規劃，設置頭像雕塑，讓視障者可以觸摸，並用油土捏出自己的頭像。(攝影：林秀眉)
2-3 高美館於國際身心障礙日舉辦體驗活動，讓視障者觸摸雕像，比較與剛採下來的大理石觸感有何不同。(攝影：林秀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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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讓每個視障者都願意來逛美術館，「但假

如不跨出這一步，那麼就一個都沒有了。」

從視障服務中發現閱讀藝術的真諦

雖然視障者是最不可能進入美術館的弱勢族

群，然而張舜淵卻從原本是為了視障者解說影像

的「口述影像」服務中，發現可將該項服務的訓

練導入志工的導覽教育。張舜淵談到，之前「國

際身心障礙日」時與導盲犬協會一起合辦盲人朋

友的電影欣賞會，邀請「口述影像協會」的老師

來為「聽眾」講述電影裡面的內容。這種講述

方式必須排除自發性的心理感受，針對影像或物

件可以發現的細節作描述，比如講述者不會看到

畫面說「好漂亮的黃昏」，因為「好漂亮」的形

容詞，對視障者來說沒有意義，他必須透過影像

的描述，來想像整個畫面的氛圍，例如「畫面左

上方的夕陽呈現金黃色，雲朵非常厚重，有密集

的漸層，所有的漸層也被光線照耀呈現金黃色，

畫面的右上方可以看到有一群鴿子從右而左飛過

去，畫面的下方是一大片金黃色的湖面，湖面上

有一些人坐在船上釣魚」。

觀眾看完展覽常會說「展覽好棒，作品都

很好」，但是好在那裡，卻說不出來。張淵舜

指出，因為一般人「觀看」作品，只留下整體印

象，並沒有深入到作品的細節，而導覽志工或許

會介紹這件作品的歷史脈絡、藝術家生平，觀眾

聽了這麼多線索，卻沒有進入到作品的畫面。因

此，張淵舜希望可以透過內部的培訓課程，讓導

覽員具備「口述影像」的專業，不再只是觀看一

件作品，而是深刻的閱讀一件作品，描述這個物

質現象如何被產出，揭發這些作品上的所有表

徵，讓藝術導覽可以變得很幽微、很深刻的視覺

體驗。

在主要的身心障礙類型中，視障者可說是最

不可能接近美術館的「視覺藝術絕緣體」，但高

美館卻在視障者服務上花最多力氣，也從中獲得

翻轉美術館的力量。張淵舜表示，如果高美館要

帶給觀眾比較深入、某種藝術可予人的啟發，那

絕對不是知識性的，而是可深刻觸發生命經驗的

東西，「這東西來自我們對弱勢對象的關注、持

續地再學習，可以去理解他們，並重新養成我們

的專業素養。」

1 高美館舉辦米羅的「女人．星星．小鳥」展覽時設計浮雕圖卡，將文字與點字並列，讓陪同的明眼人可以與視障者一起閱讀，共享展覽的樂趣。(攝影：林宏龍)
2-3 高美館製作提供視障者使用之「典藏奇遇記：藝享天開詩與樂」展覽書法作品圖卡，因啟明學校已不教漢字楷書，而直接教視障生點字，當他們摸到書法的圖卡

時，導覽員必須向他們解說摸到的漢字，並以身體作為度量的尺寸來告訴他們這個字原有尺幅。(攝影：林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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