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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典藏

故
宮
文
物
的
黃
金
數
位
十
年

謝
俊
科

楊
婉
瑜

蘇
育
曄

當
人
文
碰
上
科
技

民
國
七
十
五
年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以

下
簡
稱
故
宮
︶
成
立
資
訊
單
位
，
目
標
在
於

提
供
電
腦
管
理
及
統
計
資
訊
等
電
腦
化
業

務
，
但
此
時
尚
未
包
含
文
物
數
位
化
工
作
。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圖
書
文
獻
處
開
始
編
列
預

算
，
規
劃
引
進
數
位
攝
影
技
術
從
事
文
物

數
位
化
專
案
工
作
。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正
式

為
︽
軍
機
處
檔‧

月
摺
包
︾
建
置
數
位
影
像

檔
，
成
為
故
宮
文
物
數
位
化
的
開
端
。
︵
註

一
︶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故
宮
參
加
國
科
會
﹁
迎

向
新
千
禧—

以
人
文
關
懷
為
主
軸
的
跨
世

紀
科
技
發
展
﹂
數
位
博
物
館
計
畫
，
結
合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及
輔
仁
大
學
組
成
探
索
數
位
博

物
館
樣
貌
的
學
術
團
隊
，
以
國
際
化
、
學
術

化
的
方
法
，
初
步
建
立
數
位
博
物
館
網
站

及
詮
釋
資
料
庫
系
統
。
︵
註
二
︶ 

民
國
九
十
年
臺
灣
學
術
翹
楚
中
央
研

究
院
與
故
宮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及
國
立

自
然
科
學
博
物
館
等
重
要
典
藏
機
構
，
組

成
跨
組
織
且
密
切
合
作
的
團
隊
，
先
導
推

動
﹁
數
位
典
藏
國
家
型
科
技
計
畫
﹂
。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故
宮
正
式
參
與
﹁
數
位
典
藏

國
家
型
科
技
計
畫
﹂
，
直
至
民
國
一○

一

年
計
畫
結
束
，
總
共
執
行
了
十
年
的
數
位

典
藏
工
作
。
在
這
十
餘
年
間
，
故
宮
同
時

參
加e -T

aiw
an / m

-T
aiw

an / U
-T

aiw
an / 

i -T
aiw

an

系
列
計
畫
。
各
階
段
名
似
實
異
，

各
自
順
應
時
代
演
進
融
入
新
概
念
，
以
虛

實
交
映
的
方
式
演
繹
故
宮
文
物
在
各
階
段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發
展
文
物
數
位
化
十
餘
年
，
創
造
出
古
文
物
千
變
萬
化
的
數
位
樣
貌
。
本
文
為

讀
者
介
紹
堪
稱
故
宮
文
物
的
黃
金
數
位
十
年
，
如
何
於
全
球
資
訊
網
、
多
媒
體
光
碟
、
影
片
、
互

動
裝
置
等
多
種
數
位
載
體
上
，
交
集
蛻
變
出
精
采
紛
呈
的
古
物
新
貌
，
作
為
展
望
數
位
故
宮
下
一

階
段
的
基
石
。

的
新
面
貌
與
新
價
值
。

文
物
在
數
位
世
界
裡
所
呈
現
的
百
變

風
貌
，
除
了
常
見
的
全
球
資
訊
網
、
多
媒

體
光
碟
之
外
，
也
發
展
出
3D
虛
擬
文
物
、

影
片
、
互
動
裝
置
等
形
式
。
以
下
將
分
享

故
宮
在
上
述
項
目
的
精
采
案
例
，
帶
領
讀

者
一
窺
故
宮
典
藏
文
物
的
數
位
風
華
。

全
球
資
訊
網
與
多
媒
體
光
碟

故
宮
全
球
資
訊
網
每
年
瀏
覽
人
次

約
兩
百
萬
人
，
透
過
網
際
網
路
無
遠
弗
屆

的
傳
達
力
，
為
觀
眾
提
供
圖
文
並
茂
的
展

覽
資
訊
與
學
習
資
源
，
並
順
應
數
位
趨

勢
加
入
典
藏
精
選
高
解
析
原
圖
欣
賞
。
以

﹁
大
觀—

北
宋
書
畫
﹂
主
題
網
站
為
例

︵
圖
一
︶
，
使
用
者
不
僅
可
依
其
所
需

自
由
縮
放
圖
像
大
小
，
還
可
點
選
﹁
特
徵

說
明
﹂
認
識
宋
徽
宗
趙
佶
︵
一○

八
二

∼

一
一
三
五
︶
瘦
金
體
運
筆
提
頓
起
伏
的
特

點
。
在
多
媒
體
光
碟
方
面
，
則
收
錄
院
藏

精
品
並
結
合
數
位
技
術
，
具
現
丹
青
翰
墨

意
境
之
美
。
以
﹁
故
宮
書
畫
菁
華
﹂
為

例
，
應
用
虛
擬
實
境
技
術
建
構
宋
代
馬
麟

︵
約
西
元
十
三
世
紀
︶
︿
秉
燭
夜
遊
圖
﹀

裡
恬
適
悠
然
的
藝
術
空
間
，
並
邀
請
使
用

圖一 　「大觀—北宋書畫」主題網站。

圖二 　「故宮書畫菁華」多媒體光碟具現宋代馬麟〈秉燭夜遊圖〉的藝術空間，以及宋人書房的雅興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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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入
內
參
觀
宋
人
書
房
擺
設
，
感
受
宋
人

雅
興
風
尚
。
︵
圖
二
︶ 

3D
虛
擬
文
物
展
示
系
統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故
宮
、
中
央
研
究

院
、
工
業
技
術
研
究
院
與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成
立
﹁
3D
虛
擬
文
物
展
示
系
統
﹂
工
作
團

隊
，
精
選
院
藏
西
周
晚
期
︿
毛
公
鼎
﹀
、

清
代
︿
翠
玉
白
菜
﹀
、
︿
雕
橄
欖
核
小

舟
﹀
、
︿
霽
青
描
金
游
魚
轉
心
瓶
﹀
與

︿
雕
象
牙
透
花
雲
龍
紋
套
球
﹀
五
件
匠
心

獨
運
的
藝
術
珍
品
，
運
用
環
場
攝
影
、
3D

建
模
及
模
擬
解
構
等
技
術
，
具
現
巧
妙
奇

絕
的
精
湛
工
藝
。
︵
圖
三
︶

以
象
牙
球
為
例
，
先
運
用
雷
射
掃
描

建
立
象
牙
球
3D
幾
何
模
型
，
再
以
內
視
鏡

影
片
、
構
造
解
析
及
轉
動
模
擬
，
讓
使
用

者
認
識
象
牙
球
從
裡
到
外
層
層
相
套
，
每

個
套
球
又
能
自
由
轉
動
的
精
工
細
雕
。
又

如
轉
心
瓶
，
使
用
者
透
過
3D
構
造
解
析
與

轉
心
模
擬
，
便
能
直
觀
意
會
轉
心
瓶
外
瓶

套
接
內
瓶
之
結
構
，
以
及
握
旋
器
頸
即
可

從
外
瓶
開
光
處
欣
賞
游
魚
的
匠
思
巧
藝
。

影
片

故
宮
典
藏
近
七
十
萬
組
件
華
夏
至

寶
，
許
多
文
物
背
後
蘊
含
動
人
的
故
事
篇

章
，
值
得
再
三
玩
味
解
讀
。
透
過
不
同
類

型
的
影
像
敘
事
，
呈
現
文
物
時
而
靜
逸

圖三　 3D虛擬文物展示系統中的〈雕象牙透花雲龍紋套球〉、〈霽青描金游魚轉心瓶〉、〈雕橄欖核小舟〉、〈翠玉白菜〉與〈毛公鼎〉。

圖四　侯孝賢導演以獨特視角光影呈現清乾隆〈茶葉末六聯瓶〉。

圖五　故宮國寶系列動畫精采畫面。

內
斂
，
時
而
澎
湃
激
昂
，
時
而
動
感
詼

諧
，
時
而
恢
弘
壯
觀
的
多
變
身
影
。
在
紀

錄
片
方
面
，
由
侯
孝
賢
導
演
執
導
之
︽
盛

世
裡
的
工
匠
技
藝
︾
︵
圖
四
︶
，
運
用
獨

特
思
維
與
取
鏡
視
角
，
呈
現
清
乾
隆
︿
茶

葉
末
六
聯
瓶
﹀
、
剔
紅
漆
器
及
轉
足
碗
等

多
件
精
品
，
具
現
明
清
兩
代
精
湛
不
凡
的

工
匠
技
藝
。
由
鄭
文
堂
導
演
執
導
的
劇
情

片
︽
經
過
︾
，
則
屬
於
故
宮
影
片
中
較
為

特
殊
的
類
型
。
此
片
以
宋
代
蘇
軾
︵
一○

三
六

∼

一
一○

一
︶︿
寒
食
帖
﹀
為
主
題
，

串
連
身
分
背
景
殊
異
的
三
位
主
角
，
以
及

他
們
從
蘇
軾
貶
謫
至
黃
州
的
人
生
際
遇
中

所
反
思
的
自
我
，
演
繹
出
文
物
與
生
命
之

間
亙
古
亙
今
、
相
知
相
會
的
共
通
情
感
。

近
年
動
畫
特
效
技
術
發
展
卓
越
精

進
，
幾
乎
每
年
都
有
商
業
動
畫
在
全
球
盛

行
。
在
這
波
浪
潮
下
，
故
宮
秉
持
人
文
與

科
技
跨
域
結
合
的
多
重
視
野
，
推
出
深
獲

好
評
、
屢
獲
海
內
外
影
展
佳
績
的
國
寶
系

列
動
畫
︵
圖
五
︶
，
將
院
藏
︿
定
窯
白
瓷

嬰
兒
枕
﹀
、
︿
玉
辟
邪
﹀
與
︿
玉
鴨
﹀
成

功
塑
造
為
個
性
鮮
明
的
動
畫
角
色
，
帶
領

觀
眾
探
訪
閉
館
後
的
故
宮
，
進
而
發
展
出

妙
趣
橫
生
的
故
事
情
節
。

首
集
︽
國
寶
總
動
員
︾
在
國
寶
娃

娃
尋
找
螽
斯
的
過
程
中
，
呈
現
閉
館
後

的
文
物
狂
想
與
文
物
南
遷
歷
史
。
第
二
集

︽
國
寶
娃
娃
入
寶
山
︾
透
過
元
代
黃
公

望
︵
一
二
六
九

∼

一
三
五
四
︶
︿
富
春

山
居
圖
﹀
︵
無
用
師
卷
︶
、
宋
代
黃
庭

堅
︵
一○

四
五

∼

一
一○

五
︶
︿
七
言

詩
︵
花
氣
薰
人
帖
︶
﹀
與
清
代
郎
世
寧

︵
一
六
八
八

∼

一
七
六
六
︶
︿
百
駿
圖
﹀

介
紹
中
西
畫
法
差
異
與
書
法
結
體
佈
局
之

美
。
第
三
集
︽
國
寶
娃
娃
入
寶
山
二
：
山

水
篇
︾
安
排
國
寶
娃
娃
進
入
明
代
唐
寅

︵
一
四
七○

∼

一
五
三
二
︶
︿
溪
山
漁
隱

圖
﹀
，
介
紹
中
國
山
水
畫
皴
法
與
意
境
。

至
於
最
新
推
出
的
第
四
集
︽
國
寶
娃
娃
歷

險
記
︾
，
則
講
述
國
寶
娃
娃
們
為
了
幫
助

清
代
謝
遂
︿
職
貢
圖
﹀
裡
的
臺
灣
土
狗
找

回
主
人
，
搭
乘
集
字
號
大
同
安
梭
船
回
到

清
代
臺
灣
。
途
中
他
們
遭
遇
了
橫
渡
黑
水

溝
、
熱
蘭
遮
城
砲
擊
與
臺
灣
黑
熊
突
襲
等

重
重
危
機
，
所
幸
最
終
險
裏
逃
生
、
平
安

歸
來
的
歷
險
故
事
。

隨
著
無
接
縫
投
影
技
術
發
展
成
熟
，

故
宮
推
出
﹁
古
畫
動
漫
﹂
系
列
動
畫
，
運

用
高
流
明
投
影
機
與
無
接
縫
融
接
技
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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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造
包
含
清
院
本
︿
清
明
上
河
圖
﹀
、
清

代
郎
世
寧
︿
百
駿
圖
﹀
在
內
等
七
件
全
幅

動
畫
作
品
，
讓
觀
眾
置
身
氣
勢
恢
宏
且
精

謹
細
緻
的
科
技
畫
境
。
︵
圖
六
︶
不
論
是

清
院
本
︿
清
明
上
河
圖
﹀
卷
首
鄉
野
風
光

至
卷
尾
金
明
池
景
致
，
或
︿
百
駿
圖
﹀
全

卷
的
晝
夜
流
轉
及
晴
雨
交
替
，
均
以
﹁
忠

於
原
畫
﹂
作
為
最
高
製
作
準
則
，
據
實
呈

現
原
畫
意
境
。

互
動
裝
置

因
應
與
時
俱
進
的
電
腦
感
測
元
件

及
影
像
顯
示
技
術
，
新
媒
體
藝
術
展
在
互

動
技
術
輔
助
下
，
藉
由
沉
浸
式
環
境
帶
給

觀
眾
身
歷
其
境
的
臨
場
效
果
，
感
受
文
物

深
蘊
之
妙
與
豐
厚
的
文
化
氛
圍
。
以
院
藏

人
氣
國
寶
︿
翠
玉
白
菜
﹀
為
例
，
在
﹁
魔

幻
水
晶
球
﹂
數
位
裝
置
中
，
觀
眾
彷
彿
化

身
為
古
代
貴
冑
帝
王
，
親
手
把
玩
︿
翠
玉

白
菜
﹀
3D
虛
擬
影
像
。
另
在
無
牆
博
物
館

系
列
﹁
故
宮
潮‧

松
山
奉
天
宮
遊
﹂
數
位

藝
術
展
中
，
︿
翠
玉
白
菜
﹀
3D
虛
擬
影
像

甚
至
展
示
於
廟
宇
神
轎
中
，
讓
皇
家
珍
品

以
數
位
方
式
走
出
宮
牆
，
結
合
民
間
民
俗

宗
教
，
進
而
推
動
社
區
藝
文
風
氣
。
︵
圖

七
︶

在
數
位
主
題
展
覽
方
面
，
乾
隆
潮

新
媒
體
藝
術
展
以
﹁
人
人
都
是
乾
隆
﹂
為

策
展
核
心
，
運
用
當
代
藝
術
與
次
文
化
元

素
，
重
新
詮
釋
乾
隆
皇
帝
的
藝
術
品
味
。

其
中
﹁
春
曉
慶
典
﹂
互
動
裝
置
，
以
清
院

本
︿
漢
宮
春
曉
圖
﹀
為
創
作
基
底
，
融
入

3D 

代
理
者
︵3D

 A
vatar

︶
互
動
概
念
。

在
對
觀
眾
臉
部
攝
影
取
像
後
，
將
其
面
容

表
情
與
原
畫
卡
通
化
的
街
道
人
物
融
為
一

體
。
︵
圖
八
︶

建
築
投
影
與
3D
列
印

建
築
投
影
因
應
實
體
建
築
構
形
，
搭

配
上
光
影
動
畫
與
旋
律
樂
章
，
巧
妙
融
合

音
樂
、
美
術
與
建
築
三
大
藝
術
要
素
，
成

就
耀
眼
絢
爛
的
視
聽
享
受
。
在
無
牆
博
物

館
系
列
﹁
故
宮
潮‧

府
城
遊
﹂
數
位
藝
術

展
開
幕
式
，
便
於
臺
南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園

區
出
張
所
盛
大
舉
辦
建
築
投
影
秀
。
臺
下

觀
眾
伴
著
府
城
古
都
徐
徐
涼
風
，
欣
賞
唐

代
懷
素
︵
約
活
動
於
八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至

七
十
年
代
︶
︿
自
敘
帖
﹀
奔
流
而
下
的
筆

墨
書
蹟
，
或
見
國
寶
系
列
動
畫
角
色
玉
鴨

穿
梭
於
牆
間
起
舞
，
成
功
讓
院
藏
文
物
突

破
有
限
的
展
示
空
間
，
開
創
古
文
物
與
新

媒
體
結
合
的
嶄
新
樣
態
。
︵
圖
九
︶

除
此
之
外
，
近
年
蓬
勃
發
展
的
3D

圖六　數位版〈清明上河圖〉院外展出實景。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七　〈翠玉白菜〉3D虛擬影像展示於魔幻水晶球與民俗神轎中。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八　 乾隆潮新媒體藝術展之春曉慶典互動裝置，將觀眾臉部表情與清院本〈漢宮春曉圖〉卡通化的
街道人物融為一體。　教育展資處提供

列
印
技
術
，
不
僅
加
速
便
利
各
行
各
業
產

出
速
度
，
亦
將
原
本
2D
平
面
的
藝
術
風
貌

轉
化
為
3D
立
體
。
澳
洲
來
臺
的
駐
村
藝
術

家P
eter N

elson

以
3D
列
印
手
法
，
創
作

出
宋
代
李
唐
︵
約
一○

四
九

∼

一
一
三○

後
︶
︿
大
江
浮
玉
圖
﹀
、
元
代
趙
孟
頫

︵
一
二
五
四

∼

一
三
二
二
︶
︿
鵲
華
秋
色

圖
﹀
裡
的
山
石
3D
模
型
，
將
山
水
畫
中
的

峰
巒
疊
石
景
致
，
轉
換
構
建
為
立
體
實

物
。
︵
圖
十
︶

﹁
真
﹂
難
捉
摸

以
院
藏
繪
畫
為
例
，
討
論
文
物
動

畫
化
發
展
脈
絡
及
製
作
過
程
如
何
折
衷
於

﹁
源
於
自
然
﹂
與
﹁
忠
於
原
畫
﹂
之
延
伸

議
題
。
近
年
電
腦
圖
學
進
展
快
速
，
藉
由

數
位
特
效
及
電
腦
動
畫
擬
真
模
仿
自
然
環

境
。
然
而
，
由
於
文
物
迷
你
世
界
的
視
覺

規
則
相
異
於
自
然
大
世
界
，
因
此
現
代
人

呈
現
真
實
環
境
的
視
覺
設
計
與
實
作
方

法
，
並
非
全
然
適
用
於
呈
現
文
物
世
界
。

換
言
之
，
當
我
們
呈
現
真
實
環
境
的
視
覺

技
術
能
力
愈
強
時
，
反
而
更
須
面
對
畫

圖九　 無牆博物館系列「故宮潮‧府城遊」數位藝術展開幕式的建築投影秀。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十  藝術家運用3D列印技術將畫中平面山石轉換為立體實物。　教育展資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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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
現
實
兩
者
在
視
覺
經
驗
上
的
不
一
致

性
，
而
這
也
成
為
文
物
數
位
化
歷
程
中
的

諸
多
挑
戰
之
一
。

在
文
物
動
畫
化
的
發
展
脈
絡
上
，

視
覺
擬
真
之
直
覺
性
作
法
便
是
從
文
物
圖

像
取
得
動
作
表
演
單
位
，
例
如
畫
中
人
物

的
身
體
四
肢
，
進
而
產
生
動
態
畫
面
。

然
而
，
這
會
產
生
人
物
動
作
不
甚
順
暢
，

僵
硬
宛
如
皮
影
戲
般
的
副
作
用
效
果
。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由
馬
匡
六
等
人
介
紹
彙

整
之
非
擬
真
算
圖
︵N

on -Photorealistic 

R
en

derin
g, N

P
R

︶
系
統
性
方
法
，
其
分

析
範
圍
包
括
輪
廓
線
及
筆
觸
模
擬
等
。
︵
註

三
︶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徐
盈
慶
團
隊
則
提
出
根

植
於
水
墨
筆
畫
實
作
的
動
畫
製
成
方
法
，

首
先
輸
入
水
墨
畫
原
畫
，
其
後
進
行
部
件

筆
畫
解
構
，
最
後
再
重
組
回
水
墨
原
畫
。

當
掌
握
水
墨
筆
畫
構
成
單
位
與
彼
此
組
合

關
係
後
，
即
可
從
基
礎
筆
畫
單
位
製
成
動

畫
，
同
時
保
留
原
畫
筆
觸
的
逼
真
性
。
︵
註

四
︶ 

民
國
九
十
六
年
官
順
暉
及
其
團
隊
，

則
以
宋
代
蘇
漢
臣
︵
約
活
動
於
十
一
世
紀

末
至
十
二
世
紀
中
期
︶
︿
秋
庭
戲
嬰
圖
﹀

為
素
材
，
系
統
性
分
析
原
畫
質
地
媒
材
、

輪
廓
線
條
、
光
影
變
化
、
老
化
傷
損
及
動

畫
表
演
等
議
題
，
實
作
出
逼
真
如
畫
的
動

畫
效
果
。
︵
圖
十
一
︶
︵
註
五
︶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徐
盈
慶
及
其
所
帶

領
的
微
軟
亞
洲
研
究
院
團
隊
，
與
故
宮
進

行
清
院
本
︿
清
明
上
河
圖
﹀
小
型
研
究
合

作
案
。
該
團
隊
考
量
中
國
繪
畫
創
作
元
素

主
要
為
2D
線
條
，
故
捨
棄
當
時
已
是
主
流

的
3D
技
法
，
另
外
發
展
出
2D
水
墨
線
條

快
速
繪
製
法
，
產
生
擬
真
流
暢
的
動
畫
表

演
。
︵
圖
十
二
︶
除
此
之
外
，
洪
一
平
、

微
軟
亞
洲
研
究
院
與
故
宮
合
作G

igapixel

十
億
畫
素
攝
影
案
，
取
得
明
代
仇
英
︵
約

一
四
九
四

∼

一
五
五
二
︶
︿
漢
宮
春
曉

圖
﹀
超
高
解
析
度
圖
像
，
清
晰
可
見
畫
幅

底
絹
織
紋
與
改
筆
痕
跡
。
此
後
將
之
應
用

於
製
作
古
畫
動
漫
系
列
同
名
數
位
作
品
，

使
動
畫
製
作
根
基
於
接
近
古
畫
原
貌
的
創

作
素
材
，
呈
現
原
畫
般
逼
真
取
勝
的
視
覺

效
果
。
︵
圖
十
三
︶

經
由
上
述
發
展
歷
程
看
來
，
我
們

可
知
﹁
忠
於
原
畫
﹂
為
故
宮
文
物
動
畫
化

的
基
本
原
則
。
然
而
，
隨
著
影
片
呈
現
概

念
不
同
，
我
們
也
面
臨
了
真
與
美—

真
實

與
畫
境
間
的
兩
難
局
面
。
就
透
視
法
議
題

而
言
，
西
方
古
典
繪
畫
強
調
理
性
科
學
的

真
實
，
畫
家
以
定
點
旁
觀
者
身
分
佈
局
全

圖
，
使
畫
面
呈
現
合
乎
大
腦
的
視
覺
經

驗
。
反
觀
中
國
繪
畫
講
求
感
性
寫
意
的
真

實
，
作
畫
視
角
在
旁
觀
者
與
畫
中
人
之
間

不
斷
轉
換
，
選
粹
呈
現
畫
家
內
心
的
理
想

畫
境
。以

︿
唐
人
宮
樂
圖
﹀
為
例
，
畫
中

桌
案
前
窄
後
寬
，
不
符
合
近
大
遠
小
的
透

視
法
則
，
形
成
畫
面
上
的
反
透
視
衝
突
。

然
而
，
若
從
上
述
中
國
繪
畫
美
學
觀
的
角

度
檢
視
，
可
知
畫
家
作
畫
時
是
採
取
時
而

俯
視
，
時
而
仰
角
，
時
而
平
行
的
多
變
視

野
，
目
的
在
於
完
整
呈
現
桌
案
上
的
茶
具

菓
盤
、
桌
邊
人
物
的
妝
容
髮
髻
與
舉
止
活

動
，
以
及
桌
底
下
聆
聽
樂
音
的
小
狗
，
可

見
畫
家
欲
傳
達
給
觀
者
全
面
全
觀
的
意
象

訊
息
，
而
非
純
然
直
觀
的
視
覺
經
驗
。
因

此
，
在
設
計
﹁
唐
宮
狂
想
曲
﹂
數
位
裝
置

時
，
製
作
團
隊
便
保
留
原
畫
的
反
透
視
畫

法
，
並
增
加
古
今
時
空
轉
換
的
趣
味
性
，

重
新
演
繹
出
古
典
文
物
的
新
生
命
。
︵
圖

十
四
︶另

就
色
彩
光
影
議
題
來
說
，
在
︽
國

寶
娃
娃
入
寶
山
︾
裡
的
國
寶
娃
娃
與
小
白

馬
，
即
順
應
劇
情
進
展
表
現
出
自
然
與
畫

境
，
以
及
中
西
繪
畫
技
法
之
異
。
在
國
寶

娃
娃
進
入
元
代
黃
公
望
︿
富
春
山
居
圖
﹀

前
，
以
﹁
面
﹂
作
為
最
小
擬
真
單
位
，
將

其
表
面
材
質
如
實
仿
造
出
定
窯
白
瓷
瑩
白

淨
雅
的
質
感
，
同
時
依
據
真
實
世
界
的
光

源
安
排
陰
影
長
短
方
向
；
而
當
國
寶
娃
娃

進
入
水
墨
山
水
畫
後
，
則
以
﹁
線
﹂
作
為

最
小
擬
真
單
位
，
透
過
筆
畫
線
條
與
墨
色

圖十一　 系統性分析〈秋庭戲嬰圖〉質地媒材、輪廓線條、光影變化、老化損傷後所呈現的動畫畫面。

圖十二　 （左）清院本〈清明上河圖〉原畫（局部），（右）以2D線條快速繪製法所製成的動畫畫面。

圖十三　動畫製作根基於高解析圖像，產生原畫般的視覺效果。　教育展資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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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
淡
變
化
，
建
構
出
具
有
水
墨
畫
風
的
動

畫
角
色
形
象
，
降
低
自
然
寫
實
與
寫
意
畫

境
間
的
違
和
感
。
︵
圖
十
五
、
十
六
︶

討
論
與
未
來
發
展

故
宮
在
實
體
文
物
典
藏
方
面
，
可

說
是
華
夏
文
化
的
代
表
性
博
物
館
；
而
在

數
位
虛
擬
發
展
方
面
，
則
可
視
為
數
位
浪

潮
下
的
先
驅
性
古
美
術
博
物
館
。
本
文
藉

由
故
宮
文
物
數
位
化
歷
程
，
分
析
十
餘
年

來
人
文
與
科
技
所
激
盪
出
的
經
典
案
例
，

並
討
論
數
位
擬
真
呈
現
院
藏
繪
畫
的
延
伸

議
題
。
惟
本
文
礙
於
篇
幅
有
限
，
僅
先
討

論
部
分
數
位
化
文
物
與
指
標
性
數
位
作

品
，
多
數
院
藏
精
品
文
物
或
以
其
他
古
文

物
為
題
之
多
媒
體
作
品
，
則
未
列
入
討
論

範
圍
。
日
後
除
了
期
許
深
入
研
究
上
述
議

題
之
外
，
也
希
望
透
過
分
享
故
宮
文
物
的

數
位
化
經
驗
，
提
供
相
關
發
展
者
一
些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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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唐宮狂想曲互動裝置保留原畫桌案的反透視畫法。

圖十五　 在國寶娃娃進入〈富春山居圖〉的過程中，可見其尚未進入畫中的上半部保留自然寫實擬真風格，而進入畫中的下半部則轉換為貼
近原畫的水墨風格。

圖十六　 （左）置身於水墨山水畫裡的國寶娃娃與小白馬，是以線條渲墨呈現輪廓形體，畫面不見明顯光源與腳下陰影。（右）當國寶娃娃
與小白馬回歸現實世界時，則以擬真的表面材質呈現立體量感，畫面亦可見明顯光源與腳下陰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