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文物走出時間縫隙，專屬於當代的視覺靈光正熠熠生輝。在現代博物館場域中，經常可

見以館藏品為主軸構建的數位展覽／裝置，強調觀眾與文物之間的互動性，旨在藉由豐富

的感官體驗，創造當代觀眾與古代文物之間的新連結。國立故宮博物院長年從事文物數位

化與數位轉譯，累積豐碩的數位典藏成果，諸如高解析文物圖檔與 8K文物紀實影片等精
彩的內容。本次「沉浸故宮系列數位展覽：捕捉靈光—尋找新感動」，即運用由機械複製

的文物數位檔案，製作成功能各異的數位裝置以及兼具影像聲效的沉浸式劇場，邀請觀眾

一同探尋屬於當代的視覺靈光。

▌游閏雅

數位複製時代的美感探尋─
談「捕捉靈光」沉浸故宮數位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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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物是將歷史的礫石打磨後，雕刻而成的記

憶造像。每件藝術品皆帶有象徵時間的鑿痕，揭

露過去的美學形式與文化意義。當藝術品被安置

在其生成脈絡的環境，引發人們親眼觀看時的震

撼，此種時間與空間交互下誕生的感動，被稱作

「靈光」（Aura）。1然而，隨著外在環境的變遷，

物件所擁有的時光紋理也將改變。不論是距今千

年的宋代三大畫，泛黃的掛軸承載影響後世無數

畫家的巨碑山水；亦或是以奇巧工藝技術聞名，

曾收藏在清代皇宮、供人玩賞的翠玉與奇石，於

每三年、五年、十年一次的展出過程中，在人們

肉眼無法觀看的細節裏，逐漸消逝。

　　為了記錄這些散逸的靈光，並進一步捕捉

尋常難以觸及的文物面貌，國立故宮博物院（以

下簡稱本院）在 2020年以精密的 8K攝影機拍

攝數件經典文物，將它們質地、筆法與工藝美

學，留存於動態影像中，供觀眾反覆欣賞觀覽。

而本次展覽也以院藏 8K文物影片為主體，藉由

數位科技高自由度的敘事特性，展現文物自身

的歷史故事，以及過往因展示方式限制，而無

法輕易觀覽的細節。展覽中包含以文物為主題

衍伸之數位裝置、互動空間與沉浸式劇場，期

待透過豐富的光影動效與超寫實的文物影像，

為「沉浸故宮」系列的第二檔數位展覽，創造

出震撼人心的新感動。

機械複製時代的靈光消逝
　　靈光，是德國哲學家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提出的科技美學概念，用

以描述藝術真跡的獨特性，及其引發的觀看體

驗。1931年班雅明在〈攝影小史〉道出對於藝

術品的靈光觀察：

   靈光究竟是什麼？它是時間和空間所

交織出的特殊產物，是遙遠之物不同

凡響的顯現，不過，卻有可能近在眼

前。人們在夏日午休，目光沿著地平

線的山脈或投影在自己身上的一截樹

枝移動，直到當下那個片刻或時段參

與這些景物的顯現時，這便意味著人

們在呼吸這片山脈、這截樹枝所散發

的靈光。2

靈光的構成可被分為兩路：藝術品存在於「此時

此地性」（das Hier und Jetzt）的獨一性，以及

觀眾與藝術品之間的距離感，意即為「不可逼近

性」（Unnahbarkeit）。3此處所指的藝術品僅限

「原作」（original），班雅明認為，藝術品僅有

被安置在原生地時，才會顯現「獨一獨二」的特

性（Einzigkeit）。換言之，藝術品的靈光包含

歷史的刻痕，此種物質變化複製品無法加以體

現。4具體而言，教堂的聖母像被賦予神聖、宗

教的意涵，但當聖母像從教堂被移置他處，脫離

原生空間，所蘊含的儀式性便會消失。

　　隨著機械時代引起的複製技術革新，攝影

的出現開啟了複製工序的新時代。由機械產製

的複製品，其特色有二：其一，具有獨立性，

可凸顯人眼所無法注意的面向。例如，若以照

相機或攝影機拍攝藝術品時，便可藉由調節不

同的拍攝視角，捕捉肉眼未能觀看到的畫面。

其二，機械複製品可輕易脫離其原生空間，運

用於各式場域中，拉近人與藝術品之間的物理、

情感距離，滿足欣賞者的需求。5然而，這也導

致原作的「此時此地」性逐漸消失，首先複製

品無法再現原作上因時間流轉而產生的物質印

痕以及歷史見證；其次藝術品被大量複製，得

以被人們貼身攜帶、隨時觀賞，甚至成為日常

中習以為常的習慣，使得原作在大眾視野的重

要性逐漸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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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如班雅明的憂愁，我們無法阻止藝術品

的靈光消散，但隨著數位複製技術的出現，帶

來新的可能。藝術品經演算法解構後，藉由數

字單位（如像素、腳本）組成小模組（如圖像、

影片），再構成大模組（如電影、網站），形

成多變的模組結構。6在數位的世界中，每個模

組獨立且可分別置換，使得數位複製品既可保

存品質，又保有極大的互動空間，可隨使用者

需求而改變。有趣的是，當文物進入博物館場

域後，在精密機械儀器的鏡頭下，過往肉眼無

法觸及的紋理、質地細節，皆觸目可及，不僅

可揭露文物背後的歷史，也引起鑑賞人的歡愉

之感。那我們是否可以將這一切視作當代視覺

經驗下的靈光呢？本次展覽將嘗試在數位科技

的輔助下，發掘科技之眼凝視下的文物樣貌，

再探屬於現代觀眾的靈光。

當千年文物與數位複製品雙軌並行
　　2023年 7月第一檔沉浸故宮數位展正式開

幕，打造以文物為主題的沉浸式劇場，透過重新

轉譯院藏書畫、文獻與檔案，製作故事鮮明的劇

場。7不同於前次主題軸線立體的展覽內容，本

展以 8K文物影片為基石，藉由精細文物畫面碎

片延伸出相對應的數位裝置與沉浸式劇場，期待

觀眾透過拾掇文物碎片，重組出文物的前世今

生，並感受到屬於當代觀眾的沉浸式美學。

一、微觀世界的官能體驗
　　本展的主旨為「尋找屬於當代觀眾的視覺

靈光」，因此，第一展區的發軔追溯自百年前

的機械複製技術，藝術品開始被複製、傳播（以

下我們或可稱呼其為藝術複製品），人們透過

影像媒介，發展出全新的收藏和鑑賞模式，甚

至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此類藝術複製品不

圖 1　「觸景春光」數位裝置，運用 3D模型與動畫，呈現〈早春圖〉的山水空間。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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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於手工複製需仰賴工匠巧手歷經長時間的製

作，而是依靠在相機鏡頭後方捕捉畫面的雙眼，

在秒速的縫隙之間生成底片，經暗房處理後成

為可大量複製、便於攜帶的照片。時至今日，

數位複製技術取代機械複製技術，打破僅有少

數階級可觀覽的限制，藝術複製品的載體由底

片轉變成磁區，人人皆可輕易瀏覽與下載，甚

至是後製再創作。此時，置身百年後數位時代

的我們，又應如何與文物建立全新的關係？為

回應上述問題，展覽的第一展區以本院 8K文物

影片的經典文物為主要選件，策展團隊透過高

解析數位複製品所具備的可塑性，藉影片、圖

檔、動畫等素材，再現距今千年的宋代三大畫

與做工精細的琺瑯彩瓷等經典文物。

　　本展區打造「沉浸觀覽」與「資訊傳遞」兩

種類型的數位裝置，前者旨在萃煉文物內容，

構築具沉浸感的空間場域，觀者的視覺、聽覺等

感官意識在觀覽的過程中將越發敏銳，更易進入

屬於古文物的藝術世界；後者則注重傳遞文物的

歷史訊息，與收斂文物的知識內容，藉由互動、

參與等展示策略，直觀地傳達給觀眾。因此，在

展件的編排方面，考量到展件各異的特性，作為

起始與結尾的展件，皆屬「沉浸觀覽」類型，如

第一與第二件裝置—「觸景春光」、「萬花幻

象」，以及最終用於沉澱心緒的「聆聽松風」，

而「資訊傳遞」類型裝置則座落於其中，例如第

三、四件裝置—「碗轉山水」與「流光沁彩」。

（一）「沉浸觀覽」類型數位裝置

　　「觸景春光」作為展覽的開場裝置，猶如絹

本的投影布幕自天棚傾瀉而下，構成四方天地，

折射出「驕陽初蒸，晨光欲動，晴山如翠，

曉烟交碧，乍合乍離，或裂或散，變態不定」

的〈早春圖〉。8在兩臺投影機的熔接映射下，

「觸景春光」將平面的山水畫轉為 3D的立體山

水空間，演繹千年前帝國的春日景象。在劇目

初始，猶如探照燈的光源精確且緩慢地勾勒山

體輪廓線，帶出〈早春圖〉中著名的 S形山體，

呈現秩序性構圖與寫實技巧。其次，由山泉瀑

布川流不息、巨松枝芽新長等自然現象，帶出

初春時節，積雪消融，山嵐籠罩巨巖遠峰，大

地處處生機的春景形象。最後擷取山間樓閣、

山徑行旅、岸邊撐篙等精彩細節，讓瞻仰此巨

碑山水的觀眾，近身感受帝國恢弘的文化意象 

（圖 1）。9「萬花幻象」鏡面空間，以 8K文物

影片的主角之一琺瑯彩瓷為對象，擷取瓷器上

的洋彩洋花、錦上添花等繁華精細的紋飾，拼

接成可被多角度折射的對稱圖形，並於甬道型

的鏡面折射下，重組成不停變換的滿花意象景

觀（圖 2）。除視覺體驗以外，本次策展團隊也

嘗試將聲音作為鑑賞書畫的媒介，透過在博物圖 2　 「萬花幻象」鏡面空間，以五邊形的鏡面折射出清代琺瑯彩瓷精美的紋飾。　
數位資訊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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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碗轉山水」數位裝置，觀眾可任意旋轉、縮放由 8K影格拼組而成的文物影像，觀察〈琺瑯彩瓷赭墨山水碗〉上的詩書畫印。　作者攝

圖 3　「聆聽松風」空間，搭建以〈萬壑松風〉為主題的聲音場域。　作者攝

館製造適當的音響空間，使得觀眾一面聆聽，

一面帶入現實世界的聲響經驗，形塑逼近真實

的聲音空間。10於是，「聆聽松風」聲音空間源

自西元 1124年李唐（約 1049-1130）的〈萬壑

松風〉，畫上繪有一隱密小徑，起點是潺潺瀑

流的松林幽谷，隨著山勢爬升，周遭景物轉變

為山澗瀑布。此空間旨在將古人於山水畫間「臥

遊」趣味轉化爲實體的音場，讓觀眾宛如走入
於畫作中的理想山林，聆聽筆墨構築的松濤聲

與流水聲（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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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傳遞」類數位裝置

　　「碗轉山水」裝置以〈琺瑯彩瓷赭墨山水碗〉

為設計對象，將 8K文物影片的高階影像逐格拼

接成類立體的山水碗模型，並設計多個焦距維

度，隨焦距縮放的過程，顯現山水碗的不同面

向。例如，當將山水碗拉放大到極限時，出現

的是山水碗內壁的畫面，此時的光源照在碗的

外壁，使得薄如蟬翼的瓷胎加倍清晰，同時可

旋轉碗身觀看赭墨皴擦的崇山峻嶺、迎風而立

的人物，以及「蹊上紅泉分徑路，山中香雨有

神仙」、「壽如」、「山高」、「水長」等詩

書畫印，提供閱覽實體文物時所未能達到的觀

看可能（圖 4）。在書畫作品的轉譯方面，北宋

范寬（約 950-1032）的〈谿山行旅圖〉為院藏

北宋三大畫之一，筆墨技法、山水造境深受後

世景仰。「流光沁彩」數位裝置，以絢麗的光

點區隔〈谿山行旅圖〉未連續的山水空間，諸

如巨石前景、山石樹林與行旅商隊的中景，以

及雄偉遠山的後景，同時凸顯畫家以拉近中景、

推遠主山、描繪極小比例的驢隊的作法，形塑

山勢高聳與生命力。11不僅如此，畫作中被隱藏

的古老細節皆如點點繁星般，顯影於觀眾眼前，

誠如煙嵐隱沒的主山、濃密樹林下范寬落款等

訊息，期待觀眾自由探索這幅古老山水畫作引

人入勝之處（圖 5）。

二、8K鏡頭下的紀實見聞
　　當代數位科技廣泛觸及博物館及藝文場

域，其中又以在包覆性空間投影大面積光影圖

像，搭配音樂形成的「沉浸式劇場」最受大眾

喜愛。本院自 2020年起，便在展覽中嘗試結合

院藏青銅器與虛擬動畫影像，投映於四面方形

布幕。本次的沉浸故宮數位展，則考量北院的

建築高度與展場空間，採用環形投影幕為聲音

與影像提供良好的共鳴環境。值得注意的是，

本展沉浸式劇場所追求的並非沉浸式觀影，而

是因視覺體驗獲得滿足，而產生的愉悅之感。

　　本次沉浸式劇場敘事腳本是以 2020年拍攝

的「國寶新視界」系列 8K文物影片為基底，藉

由 8K攝影機多角度、多軸線近距離捕捉實體文

物的全貌細節。12當我們藉精密的科技之眼觀看

文物時，可觀察到千年前宋代山水的絹本紋理、

筆墨細節，或是器物的精細工法與裝飾性。呼

應了中國藝術史學者喬迅（Jonathan Hay）的研

究，器物表面的裝飾，連結著物質世界與現實

社會。器物的材質、色澤、刻工、紋飾風格、

裝飾母題，與觀者所在的空間產生連結，使其

獲得愉悅的感受。13

圖 5　 「流光沁彩」數位裝置，觀眾可操作旋鈕觀看〈谿山行旅圖〉精細的空間
構圖。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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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影片的敘事腳本旨在運用 8K攝影機

的優勢，放大文物細節，微縮觀者的肉身，讓

觀者體驗如同古人觀看文物時產生的歡愉感。

在〈翠玉白菜〉橋段，長達 25公尺的投影幕被

切割成三個畫面，左右兩側投映翠玉白菜的局

部細節，中間則顯示〈翠玉白菜〉直立於掐絲

琺瑯的木座上，還原其在宮殿中作為陳設用盆

景的樣態。過往在展廳，為便於觀眾觀看，〈翠

圖 6 「浸入靈光」展區—沉浸式劇場現場照片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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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白菜〉通常是斜放於木頭底座，呈現碧綠玉

石上的精湛工藝，以及栩栩如生的菜葉與刻工

細膩的昆蟲等精彩的一面。然而，此次選擇直

立式擺放的影像，更加方便觀眾探索文物的全

貌，不論是多數觀眾熟悉的白菜與盤據其上的

蝗蟲與螽斯，亦或是鮮為人所見、卻依舊精雕

細琢的側身，皆盡顯眼前。

  然而，在製作過程中我們也遇到一些挑戰，

其中之一便是如何將直式掛軸的畫作呈現在橫

式的投影面上。以〈早春圖〉、〈谿山行旅〉

與〈萬壑松風〉為例，此三件畫作原為直式掛

軸，要將精美的構圖和細緻的筆墨完整顯現在

橫向投影幕上，著實是道難題。首先，在畫面

裁切方面，由於直式掛軸的比例與橫向投影幕

截然不同，直接投影會造成圖像的變形以及遺

失部分細節。其次，觀者在欣賞書畫掛軸時的

視線觀覽順序，與在橫向曲面上有所不同，則

需重新思考觀者的觀看路徑，確保他們在劇場

中的各個角度皆可觀賞到完整畫作。經多次的

嘗試與優化後，最後我們將投影面分為二至三

個畫面，仰賴 8K的高解析畫質，播映宋代山水

畫的各個局部，讓觀眾不僅可觀察濃墨淡彩的

山水人物細節，也可細看古畫破損的摺痕與泛

黃的絹本紙質（圖 6）。

  整體而言，本次沉浸式劇場的內容素材多

為文物的寫實紀錄，搭配少量的動畫詮釋，不

僅降低觀者暴露在誤讀超譯的困境，也顯示此

沉浸式劇場並未追求身體感官與展演內容合而

為一，反而期待觀眾行走於微觀文物世界時，

保有主觀意識，自主探索這些高解析度的數位

複製品所演繹的歷史光點。

結語：迎向「數位複製」的年代？
  在博物館場域中，數位複製品的存在，為

文物脫離原生成的環境後，靈光逐漸消散的今

天，開闢一條新的觀看途徑。在機械複製的技

術下，大量的藝術複製品消弭社會階級的隔閡，

縮短人與物的距離，使原本束之高閣的藝術，

逐漸走向大眾化。如今隨著數位複製的發展，

專屬於藝術品的「此時此地」性確實逐漸黯淡，

但人們對珍稀藝術品的崇敬之情，卻與數位複

製技術的發展相輔相成，並未隨著影像的複製

傳播使原本文物的藝術價值面臨喪失。

  追溯原因，或許是因為數位複製技術在文

物展示上，具有更加顯著的優勢。如數位複製

品可長期保存，克服實體文物隨時間劣化的問

題，以及數位複製技術能夠透過拍攝、掃描，

將文物製成高解析影像呈現細節，讓文物更易

於被大眾欣賞、檢視本展的「捕光捉影」展區，

安排數個功能各異的裝置，並導入在沉浸式劇

場中出現的書畫、器物之高解析圖檔與 3D掃描

檔案，供觀眾自由探索文物細節，且可不限次

數地瀏覽（圖 7），即是一例。此外，數位複製

品賦予博物館更大的轉譯自由，通過結合數位圖 7　「文物互動桌」，提供觀眾探索文物的知識點與內容。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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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品的虛擬特性與文物的歷史內容，博物館

得以創造更為多元的感官體驗。種種好處，確

實較傳統複製技術更進一步地凸顯了展示面向

的優勢。

　　最後，縱使在很多人眼中，藝術品那獨一

無二的靈光，確實無法在數位複製品中如實再

現，但是，誠如展覽出口牆面所印製的靈光定

義，是將英文句子「翻譯」成「0」與「1」組

成的數列，在此暗示著觀眾眼中的靈光，乃是

與數位科技召喚的靈光，相互交織下的產物。

期待在本次展覽中，無數的「0」與「1」，組

合成畫質清晰、細節明瞭的文物影像，演繹著

兼具聲光與動畫的數位展演，同樣能喚起各位

觀者對實體文物的感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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