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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視角

頭
戴
式
虛
擬
實
境

虛
擬
實
境
原
文
為V

irtual R
eality

，
簡
稱

VR
，
是
種
透
過
電
腦
技
術
，
模
擬
出
3D
立
體
環

景
空
間
，
並
藉
頭
戴
式
裝
置
將
視
覺
與
現
實
產

生
區
隔
，
進
而
使
體
驗
者
可
完
全
沉
浸
於
虛
擬

世
界
中
進
行
探
索
或
互
動
的
實
境
體
感
︵
註
一
︶

應
用
技
術
。
︵
圖
一
︶
VR
產
業
經
過
時
代
與
科

技
演
進
，
近
年
來
愈
趨
蓬
勃
發
展
，
尤
其
二○

一
六
年
百
家
爭
鳴
，
新
品
輩
出
，
因
而
一
般
通

稱
是
年
為
﹁
VR
元
年
﹂
。
︵
註
二
︶

在
這
一
波
虛

擬
實
境
新
紀
元
的
浪
潮
中
，
博
物
館
界
亦
悄
然

地
加
入
此
行
列
，
以
國
外
博
物
館
為
例
，
二○

一
五
年
大
英
博
物
館
︵B

ritish M
useum

︶
推

出
﹁
青
銅
時
代
﹂
︵B

ronze A
ge

︶
虛
擬
實
境

藝
廊
，
以
週
末
教
育
活
動
的
方
式
讓
民
眾
體
驗

數
千
年
前
的
古
老
年
代
；
同
年
，
倫
敦
自
然
史

博

物

館
︵N

atural H
istory M

useum
︶

則

以

﹁
初
生
﹂
︵First Life

︶
展
現
史
前
動
物
之
面

貌
；
二○

一
六
年
維
多
利
亞
和
亞
伯
特
博
物
館

︵V
ictoria and A

lbert M
useum

︶
亦
辦
理
VR

教
育
活
動
，
讓
參
與
者
動
手
創
作
VR
影
片
，
並

邀
請
藝
術
家
分
享
實
作
經
驗
；
西
班
牙
達
利
博

物
館
︵Salvador D

ali M
useum

︶
則
配
合
特

展
以
達
利
︵Salvador D

ali, 1904-1989

︶
名

作
為
發
想
，
推
出
﹁
達
利
之
夢
﹂
︵D

ream
s of 

D
alí

︶
︵
圖
二
︶
，
讓
觀
眾
進
入
超
現
實
主
義
的

奇
幻
世
界
，
此
些
運
用
虛
擬
實
境
技
術
之
先
趨

均
為
各
界
所
津
津
樂
道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亦
於
近
年
致
力
研
發
可

﹁
虛
擬
實
境
﹂
為
近
來
國
內
外
博
物
館
屢
見
之
新
媒
體
藝
術
展
現
手
法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亦
致
力
相
關
開
發
與

研
究
，
本
文
以
甫
獲
美
國
休
士
頓
國
際
影
展
︵W

orldFest-H
ouston

︶
第
五
十
屆
高
清
新
科
技
類
金
獎
之
﹁
自
敘
．

心
境
﹂
全
球
首
支
書
法
VR
為
例
，
談
其
發
想
及
相
關
應
用
。

跨
越
真
實

以
﹁
自
敘
．
心
境
﹂
書
法
VR
為
例
談
虛
擬
實
境

於
博
物
館
之
應
用

浦
莉
安

1766

︶
筆
下
之
花
鳥
百
態
，
領
會
其
所
擅
長
的

西
洋
光
影
技
法
與
焦
點
透
視
法
︵
圖
三
︶
；
二

○

一
六
年
則
推
出
書
畫
合
奏
雙
亮
點—

﹁
神
遊

幻
境—

鵲
華
秋
色
﹂
與
﹁
自
敘
．
心
境
﹂
。
前

者
以
特
殊
水
墨
畫
勾
邊
技
術
將
古
畫
景
物
轉
換

輔
佐
博
物
館
教
育
推
廣
的
新
創
VR
內
容
，
二○

一
五
年
於
﹁
藝
域
漫
遊—

郎
世
寧
新
媒
體
藝
術

展
﹂
正
式
發
表
﹁
神
遊
幻
境—

仙
萼
長
春
﹂
，

使
體
驗
者
可
藉
由
頭
戴
式
裝
置
欣
賞
清
宮
西
洋

畫
師
郎
世
寧
︵G

iuseppe C
astiglione, 1688-

圖1　孩童體驗故宮頭戴式虛擬實境設備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2　「達利之夢」虛擬實境體驗畫面　引自達利博物館官方網站http://thedali.org/

圖3　「神遊幻境—仙萼長春」虛擬實境畫面　教育展資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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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真實—以「自敘．心境」書法VR為例談虛擬實境於博物館之應用

時代視角

典
藏
的
眾
多
作
品
中
，
懷
素
︵
活
動
約
於
八
世

紀
︶
︿
自
敘
帖
﹀
︵
圖
七
︶
雀
屏
中
選
的
原
因

為
：
一
是
其
為
國
寶
級
文
物
，
為
目
前
罕
見
的

唐
代
書
法
墨
跡
本
；
二
來
書
家
以
狂
草
書
寫
，

筆
墨
線
條
節
奏
感
強
烈
，
筆
劃
兼
具
剛
健
與
柔

美
、
圓
轉
與
勁
力
，
適
宜
結
合
跨
域
藝
術
呈
現
；

三
是
文
中
多
以
自
然
物
象
比
擬
書
法
風
格
，
例

如
以
風
雨
雷
電
、
龍
蛇
遊
移
等
形
容
懷
素
草
書

的
形
態
與
速
度
感
，
使
人
易
於
領
略
；
四
是
全

卷
起
首
乃
書
家
先
敘
述
生
平
事
蹟
，
而
後
摘
錄

成
3D
立
體
場
景
，
讓
人
可
親
身
走
入
畫
中
，
幻

化
為
古
代
文
人
，
體
驗
山
水
畫
可
行
、
可
望
、

可
遊
、
可
居
之
意
境
︵
圖
四
︶
；
後
者
為
全
球

首
創
書
法
VR
，
結
合
文
物
研
究
、
影
像
拍
攝
、

動
畫
技
術
、
場
域
營
造
等
，
打
造
劇
場
式
的
全

方
位
互
動
體
驗
，
呈
現
感
官
新
視
野
；
同
年
故

宮
也
於
臺
北
國
際
書
展
首
次
推
出
VR
電
子
書
，

展
現
郎
世
寧
作
品
及
︿
清
院
本
清
明
上
河
圖
﹀

之
市
井
風
情
︵
圖
五
︶
，
為
出
版
品
創
新
展
現

形
式
，
顯
示
故
宮
於
創
新
展
示
面
向
與
時
俱
進

的
努
力
與
成
果
。
︵
圖
六
︶

圖4　 「故宮秋色與敦煌飛天」臺大VR成果發表會中觀眾體驗「神遊幻境—鵲華秋色」VR　
　　　作者攝

圖5　2016年臺北國際書展VR電子書體驗　作者提供

圖6　 「自敘．心境」榮獲美國休士頓國際影展
（WorldFest-Houston）第50屆高清新科技類

　　　金獎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7　唐　懷素　自敘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自
敘
．
心
境
﹂
書
法
VR
創
作
面
面
觀

一
、
緣
起
與
概
念

書
法
向
為
文
人
精
神
之
標
竿
，
在
文
明
發

展
過
程
中
，
歷
史
餽
留
下
的
許
多
漢
字
書
法
作

品
都
是
相
當
珍
貴
的
文
化
資
產
，
每
件
作
品
都

有
其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及
所
蘊
藏
的
特
殊
意
涵
，

如
書
法
家
之
心
性
修
為
、
創
作
意
念
、
時
代
風

格
等
，
亦
能
彰
顯
文
化
精
髓
之
所
在
，
因
而
決

定
以
﹁
書
法
﹂
為
主
，
開
發
VR
內
容
。
在
故
宮圖8　 實體場域範例一：「故宮潮—臺中文創園區遊」書畫4G新媒體藝術展之複製文物

實體藝廊。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9　 實體場域範例二：「文山雅集—琴聲藝動．墨舞狂草」故宮新媒體藝術展
開幕式書法體驗區。　教育展資處提供

當
時
文
人
名
士
對
自
身
書
藝
之
讚
語
，
體
例
頗

似
現
今
履
歷
自
傳
，
切
合
生
活
題
材
。

選
定
作
品
後
，
所
須
面
對
的
是
如
何
轉
化

作
品
，
由
於
書
法
不
同
繪
畫
作
品
有
較
多
具
象

母
題
可
描
述
，
如
何
詮
釋
實
為
一
大
挑
戰
，
製

作
團
隊
思
考
書
法
及
VR
體
驗
的
特
性
後
，
認
為

唯
有
循
序
漸
進
地
層
次
性
體
驗
，
才
能
讓
體
驗

者
深
度
領
會
書
法
藝
術
，
故
以
﹁
虛
擬
真
實
﹂
、

﹁
強
化
真
實
﹂
、
﹁
跨
越
真
實
﹂
之
展
示
三
原

則
著
手
研
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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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真實—以「自敘．心境」書法VR為例談虛擬實境於博物館之應用

時代視角

所
謂
﹁
虛
擬
真
實
﹂
是
以
文
物
本
身
為
立

基
點
，
於
虛
擬
空
間
中
展
示
︿
自
敘
帖
﹀
文
物
，

使
觀
眾
純
粹
體
驗
文
物
本
身
之
筆
墨
韻
味
。
而

有
別
於
實
體
陳
列
室
之
展
示
陳
設
，
虛
擬
世
界

十
三
︶
；
最
後
於
激
昂
後
驟
歸
寧
靜
，
在
墨
暈

黑
夜
裡
將
劇
場
所
詮
釋
的
名
言
再
次
列
於
眼
前
，

令
人
咀
嚼
回
味
。
並
以
著
名
當
代
舞
蹈
家
張
逸

軍
貫
穿
整
部
劇
場
，
以
舞
蹈
動
作
之
流
動
形
塑

身
心
靈
與
書
法
間
的
對
話
，
亦
為
古
藝
術
與
今

藝
術
之
對
談
。
︵
圖
十
四
、
十
五
︶

3. 

符
合
VR
體
驗
特
性
之
設
計

由
於
身
置
虛
擬
實
境
觀
看
劇
場
的
方
式
與

現
實
相
異
，
因
此
創
造
情
境
時
亦
以
下
列
兩
點

規
劃
時
，
亦
需
考
慮
體
驗
者
對
訊
息
的
接
受
度
、

引
導
方
式
、
互
動
等
面
向
，
以
VR
可
及
的
創
新

詮
釋
手
法
呈
現
典
藏
文
物
研
究
成
果
，
讓
體
驗

者
易
於
接
收
與
理
解
。
最
後
，
所
謂
的
﹁
跨
越

真
實
﹂
，
意
指
跨
越
真
實
與
虛
擬
兩
世
界
，
突

破
場
域
限
制
，
真
正
達
到
虛
實
整
合
，
使
實
體

場
域
與
虛
擬
場
域
相
互
呼
應
，
讓
體
驗
者
在
VR

體
驗
前
後
都
可
享
有
連
貫
性
的
沉
浸
感
。

二
、
﹁
舞
墨
狂
草
．
虛
擬
揮
毫
﹂
的
全
方
位

書
法
之
旅 

1. 

虛
實
整
合
的
雙
情
境
場
域

在
參
觀
﹁
自
敘
．
心
境
﹂
的
動
線
方
面
，

規
劃
體
驗
者
從
實
體
藝
廊
走
入
VR
虛
擬
藝
廊
，

展
場
以
網
紗
浮
空
投
影
書
法
美
學
營
造
情
境
氛

圍
，
並
輔
以
複
製
文
物
、
4k
︵4k resolution

︶

高
畫
質
影
片
以
及
手
寫
書
法
區
，
使
體
驗
者
可

先
理
解
書
法
家
之
筆
墨
意
趣
及
創
作
理
念
，
而

後
戴
上
頭
戴
式
裝
置
進
入
虛
擬
實
境
，
如
同
踏

入
古
代
卷
軸
中
的
時
空
旅
人
，
悠
遊
於
書
藝
世

界
。
︵
圖
八

∼

十
︶

2. 

以
文
物
為
本
的
虛
擬
劇
場

在
虛
擬
劇
場
設
計
方
面
，
每
個
場
景
均
扣

合
文
物
本
身
的
意
涵
，
如
以
代
表
水
墨
渲
染
之

﹁
黑
夜
﹂
開
場
，
觀
眾
可
近
身
賞
析
虛
擬
文
物

︵
圖
十
一
︶
；
以
﹁
驟
雨
﹂
、
﹁
旋
風
﹂
、
﹁
雷

電
﹂
演
繹
作
品
名
句
﹁
驟
雨
旋
風
聲
滿
堂
﹂
、

﹁
筆
下
唯
看
激
電
流
﹂
︵
圖
十
二
︶
；
以
﹁
白

晝
﹂
代
表
中
國
書
法
的
物
質
媒
材—

紙
絹
，
引

導
體
驗
者
進
行
書
法
書
寫
；
以
﹁
龍
騰
﹂
詮
釋

文
中
﹁
滿
座
失
聲
看
不
及
﹂
的
疾
速
感
︵
圖 圖10　 實體場域範例三：「自敘．心境」書法VR發表會（106年12月16日，HTC總部）﹔主舞臺以網紗投影營造

書法情境氛圍，場域內外極富美感。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11　虛擬實境「黑夜」中的〈自敘帖〉，讓觀眾可細賞文物之美。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12　體驗者於湖心亭中領略「驟雨旋風聲滿堂」及「筆下唯看激電流」之意境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13　「龍騰」之墨龍動態運算　教育展資處提供

中
可
以
使
用
各
式
呈
現
手
法
讓
觀
眾
近
身
看

到
文
物
的
原
貌
；
﹁
強
化
真
實
﹂
則
是
為
了

提
升
VR
體
驗
的
教
育
意
涵
，
解
構
文
物
特
性
，

設
計
各
種
輔
助
元
素
，
凸
顯
文
物
特
點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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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當代舞蹈家張逸軍凌波漫舞於飄渺水雲間　教育展資處提供圖15　 先以綠幕環景拍攝舞蹈家後，進行數位後製及
特效合成剪輯。　教育展資處提供

作
通
盤
考
量
：

（1）  

全
方
向
場
景
構
築
：
在
虛
擬
立
體
環
景

空
間
中
，
體
驗
者
在
互
動
範
圍
內
有
其

自
由
度
，
可
隨
意
瀏
覽
或
行
走
，
因
而

3D
物
件
的
各
面
向
須
完
整
建
構
。

（2）  

良
好
的
動
線
引
導
：
為
避
免
體
驗
者
於

虛
擬
空
間
中
迷
失
方
向
，
須
設
計
清
楚

的
動
線
引
導
，
讓
體
驗
者
可
隨
流
程
設

計
看
見
重
點
，
並
易
於
辨
識
觸
發
點
，

引
發
相
對
應
事
件
，
引
導
方
式
可
藉
由

動
態
效
果
、
音
樂
，
或
文
字
加
以
說
明
。

而
觸
發
點
需
設
置
時
間
控
管
，
若
體
驗

者
未
能
即
時
觸
發
，
劇
情
也
能
流
暢
進

行
。

4. 

空
間
書
法
筆
刷
技
術

在
互
動
體
驗
方
面
，
因
書
法
為
一
種
運
動

軌
跡
，
書
寫
過
程
中
需
透
過
手
腕
、
手
指
、
手

臂
與
身
體
的
連
動
，
將
力
量
傳
遞
至
筆
尖
，
由

書
跡
可
看
出
書
寫
時
的
速
度
、
停
頓
、
轉
折
與

力
道
，
這
種
動
勢
所
呈
現
的
筆
墨
趣
味
，
亦
想

傳
遞
給
民
眾
，
因
而
運
用tilt brush 3D

筆
刷
技

術
，
以
感
測
器
虛
擬
為
毛
筆
，
讓
體
驗
者
虛
擬

書
寫
，
藉
此
憶
起
舊
時
書
法
習
作
之
記
憶
與
感

動
，
使
書
法
與
人
產
生
了
對
話
，
也
更
貼
近
真

實
生
活
。
︵
圖
十
六
︶

同
，
為
博
物
館
教
推
之
創
新
輔
具
，
其
以
讓
人

更
容
易
親
近
的
展
示
手
法
，
使
民
眾
覺
得
博
物

館
或
典
藏
文
物
不
再
﹁
高
不
可
攀
﹂
，
進
而
吸

引
更
多
人
至
博
物
館
參
觀
。
然
而
，
主
要
設
計

方
向
，
須
以
博
物
館
或
典
藏
品
為
本
，
彰
顯
其

精
神
與
內
涵
，
才
不
致
流
於
形
式
，
演
變
為
娛

樂
遊
戲
，
而
最
終
目
的
，
還
是
希
望
民
眾
可
親

臨
博
物
館
，
領
會
真
實
世
界
的
歷
史
軌
跡
及
感

受
實
體
場
域
之
悸
動
。

二
、
規
劃
良
好
的
體
驗
空
間

VR
體
驗
空
間
可
採
︵
半
︶
開
放
型
或
封
閉

型
，
以
四
至
五
平
方
米
的
空
間
較
為
充
裕
︵
圖

十
七
︶
，
並
依
互
動
型
態
︵
走
動
、
坐
姿
︶
作

調
整
。
場
內
建
議
有
隱
密
空
間
建
置
主
機
， 

以

及
擺
放
頭
戴
式
裝
置
之
位
置
。
並
建
議
有
雙
螢

幕
，
一
為
提
供
維
運
人
員
操
作
程
式
及
監
控
體

驗
內
容
進
程
，
以
隨
時
輔
佐
體
驗
者
；
二
為
可

同
步
連
線
體
驗
者
即
時
所
看
到
的
虛
擬
畫
面
，

以
達
展
示
推
廣
之
效
。
此
外
，
以
程
式
劃
分
界

定
虛
擬
場
域
時
，
也
須
避
開
實
體
物
件
，
以
免

走
動
時
不
慎
碰
撞
，
造
成
安
全
之
虞
。

三
、
維
運
服
務

VR
頭
戴
式
裝
置
配
戴
雖
然
難
度
不
高
，
然

屬
新
式
科
技
，
配
戴
時
仍
建
議
需
有
服
務
人
員 圖16　民眾體驗虛擬書寫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17　2017年臺北國際電腦展（COMPUTEX TAIPEI）空間設計　作者攝

絢
爛
過
後

VR
科
技
的
引
入
改
變
了
博
物
館
既
有
的
參

觀
經
驗
，
人
們
似
乎
不
用
至
博
物
館
便
可
參
觀

展
場
、
近
距
離
欣
賞
文
物
，
甚
至
較
參
觀
實
體

展
場
更
可
即
時
地
獲
得
補
充
資
訊
或
互
動
，
然

在
運
用
上
要
如
何
平
衡
虛
與
實
，
是
博
物
館
要

取
捨
拿
捏
的
重
點
。
當
VR
建
置
的
風
潮
湧
起
之

時
，
本
文
梳
理
以
下
各
面
向
提
供
參
考
：

一
、
以
博
物
館
、
典
藏
品
為
主
核
心

VR
如
同
其
它
多
媒
體
藝
術
，
只
是
載
具
不

協
助
，
服
務
人
員
須
於
開
放
體
驗
前
，
接
受
完

整
的
教
育
訓
練
。
現
場
服
務
內
容
包
括
操
作
說

明
、
配
戴
頭
戴
式
裝
置
及
耳
機
、
留
意
裝
置
的

連
結
線
、
維
護
機
具
清
潔
、
排
除
軟
硬
體
障
礙

等
。
體
驗
範
圍
內
僅
留
體
驗
者
與
服
務
人
員
，

避
免
群
眾
相
互
碰
撞
。

四
、
人
流
管
理

VR
裝
置
雖
已
朝
向
多
人
體
驗
研
發
，
然
目

前
普
遍
仍
以
單
套
單
人
體
驗
為
主
，
而
頭
戴
式

VR
軟
硬
體
因
建
置
預
算
較
高
，
套
數
如
有
其
限

制
，
於
引
入
此
項
創
新
科
技
前
，
須
先
評
估
人

流
舒
緩
方
案
。
依
上
述
考
量
，
建
議
以
十
分
鐘

以
內
的
體
驗
時
間
︵
含
配
戴
說
明
︶
為
佳
，
且

採
預
約
制
度
，
或
規
劃
設
計
候
位
系
統
，
使
觀

眾
取
號
後
可
免
耗
時
排
隊
等
待
，
館
方
亦
能
對

展
場
人
流
控
管
。

五
、
教
育
推
廣

虛
擬
實
境
體
驗
如
不
使
曇
花
一
現
，
需
要

思
考
的
是
如
何
能
與
教
育
接
軌
，
如
﹁
自
敘
．

心
境
﹂
為
因
應
學
校
推
廣
之
需
求
，
特
地
研
製

符
合
群
體
教
學
之
教
育
體
驗
短
版
，
並
與
臺
北

市
教
育
局
、
臺
北
市
立
仁
愛
國
民
中
學
合
作
，

研
發
教
案
，
使
成
果
能
往
下
扎
根
，
於
美
感
及

科
技
教
育
面
向
有
所
著
力
。
︵
圖
十
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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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真實—以「自敘．心境」書法VR為例談虛擬實境於博物館之應用

時代視角

■

﹁
自
敘
．
心
境
﹂
書
法
VR
展
覽
資
訊
：

　

 

﹁
文
山
雅
集─

琴
聲
藝
動
．
墨
舞
狂
草
﹂
故
宮
新
媒
體
藝

術
展

　

 

展
覽
地
點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研
究
暨
創
新
育
成
總
中
心

一
樓

　

 

展
覽
日
期
：
二○

一
七
年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起
，
每
周
一
、

三
、
五
下
午
一
點
三
十
分
至
四
點
三
十
分
︵
其
餘
時
段
參

訪
歡
迎
電
洽
政
大○

二—

二
九
三
九
三○

九
一
轉
六
九
三

○

三
︶
。

■
 

︿
自
敘
帖
﹀
相
關
影
片
歡
迎
至
故
宮
教
育
頻
道
︵h

ttp
://

n
p

m
.n

c
h

c
.o

rg
.tw

/

︶
觀
賞

本
專
案
感
謝
科
技
會
報
辦
公
室
、
科
技
部
之
支
持
，
以
及
故

宮
策
畫
團
隊
、
爻
域
互
動
科
技
、
日
目
視
覺
藝
術
有
限
公

司
、H

TC
 V

IV
E

、
舞
蹈
家
張
逸
軍
、
極
致
舞
團
、
文
山
社
、

大
有
製
墨
、
廣
興
紙
寮
、
董
坐
石
硯
等
指
導
與
協
助
，
並
非

常
感
謝
臺
北
市
教
育
局
、
仁
愛
國
中
、
故
宮
教
展
處
吳
紹
群

科
長
將
VR
融
入
教
學
，
使
本
專
案
能
於
中
學
美
感
教
育
上
著

力
，
謹
申
謝
忱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教
育
展
資
處

註
釋

1.  

﹁
實
境
體
感
﹂
一
詞
來
自
經
濟
部
商
業
司
二○

一
七
年

三
月
增
列
﹁
實
境
體
感
應
用
服
務
業
﹂
營
業
項
目
，
其

定
義
為
﹁
從
事
提
供
穿
戴
式
或
行
動
式
實
境
體
感
設
備
，

於
專
屬
場
域
內
以
網
路
連
線
方
式
或
非
連
線
方
式
供
不

特
定
人
進
行
育
樂
、
商
業
應
用
或
展
示
等
實
境
體
驗
活

動
之
營
利
事
業
﹂
。

2.   

社
團
法
人
臺
灣
虛
擬
及
擴
增
實
境
產
業
協
會(TAVAR

)

，

︿
VR
虛
擬
實
境
產
業
白
皮
書
﹀
︵
二○

一
六
︶
，
參
見

網
址
：http://w

w
w

.tavar.tw
/new

s.aspx

。

圖18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AR及VR運用於教學推廣研習」（楊昌詢老師規劃與推廣）中，國文科鍾羚甄老師設計開發「『筆走龍蛇，恣意縱
橫』—VR融入書法教學」教案　作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