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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橋上的魔術師

• 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2011 年）(法日韓簡中)
• 公視 2018年斥資新台幣 2 億籌拍電視影集
( 1.5億政府前瞻基礎建設; 5,000萬自籌 )
• 台灣數位模型庫建置計畫 –中華商場
• 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 –青春的印記：中華商場記憶徵集
• 文策院「天橋上的魔術師 –影集的 99樓劇場景 VR展」

https://youtu.be/QlO7-yMr4M4
https://tdal.culture.tw/single.html?asset=624c0491-9cb4-49aa-afc4-e0697258dbb2
https://memory.culture.tw/Home/Result?Keyword=%E4%B8%AD%E8%8F%AF%E5%95%86%E5%A0%B4
https://chshoppingyard.com/%E8%A8%98%E6%86%B6%E8%A3%A1%E4%B8%AD%E8%8F%AF%E5%95%86%E5%A0%B4/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514896


#四個初夏的藍天-虎尾建國眷村今生
#《四個初夏的藍天》漫話幕後

力口建築 Studio APL
虎尾建國眷村– 防空洞MR、VR沈浸式體驗

#劇場



這些都來自於……



什麼是文化內容？

文化內容：
以文字、符號、圖形、聲音、影像等文化要素，整合運用而生的技術、產品
或服務。其特性是運用科技、產業跨域；領域則涵蓋影視音、出版、動漫、
遊戲等，如霹靂布袋戲。

募資平台：https://shiro.tw

https://shiro.tw/


文化的收存與轉譯
國家文化記憶庫



https://memory.culture.tw/Home/Index

https://memory.culture.tw/Home/Index


文化政策白皮書

民主力

創造力

生命力

永續力

包容力

超越力

推動文化治理變革與組織再造

支持藝文創作自由與
培植美感涵養

文化保存與扎根
連結土地與人民歷史記憶

文化經濟與文創產業
生態體系的永續

促進文化多樣發展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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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文化記憶庫的規劃構想

親近性

未來性

多樣性
（Diversity） （Nearby）

（Advance）

希望運用科技連結過去，

建構一個
完整的、
全民可及的、
引領未來生活的
國家文化記憶發展機制
(DNA of Taiwan Culture Memory)

物件資料公共化 》 研究詮釋公民化 》 知識認同地方化



國家文化記憶庫與數位典藏

MLA + UNI

中央

縣市
民間

素材數位化

詮釋資料

文化
銀行

公眾
近用

商用
推廣

國
際
行
銷

推動網站
共筆共創

媒合業者
推廣轉譯應用

收存內容來源 建立數位資料 加值應用與國際接軌



庶民文化記憶與地方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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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港都常民技藝、北管
【新北市】地方學、老照片

【宜蘭縣】
傳統藝文、工藝童玩、
傳統戲曲、社區營造、
山海文化、文化資產

【花蓮縣】
考古、原民、
東鐵、更生日報

【台東縣】
眷村、原住民、新移民

【屏東縣】
方誌、產業、慶典、歷史現場、
文藝、眷村

【嘉義縣】
朴子、產業、沿海宗教、阿里山

【高雄市】眷村、海洋與工業、港灣

【台南市】糖業、老店

【嘉義市】木構

【雲林縣】糖廠、橋
梁、民俗音樂、宗教、
眷村

【彰化縣】南北管 【南投縣】
九二一

【台中市】社會脈動、文化資產

【苗栗縣】煤礦、陶窯、木雕、舊山線、
巴宰族、工藝技術、在地故事、苗栗縣誌

【桃園市】眷村、大溪、埤塘、文學與文獻、
桃園美學、閩南文化、在地故事與節慶

【新竹市】科技、舊城、水圳
【新竹縣】常民、百工

【連江縣】
戰地、閩東、海洋

【金門縣】
戰地、閩南文化

【澎湖縣】
船隻、信仰、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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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瀕危文化記憶與技藝的保存 二、結合社區營造，建構地方知識

三、關照多元族群，促進文化平權 四、重建台灣藝術、文學與流行文化

• 陳錫煌布袋戲
• 建廟巨匠
• 淡水魚撈魚法
• 微笑唸歌團
• 小西園布袋戲…

• 花蓮牛犁社區
• 台東地方飲食文化
• 旗心協力蕉城紀事
• 苑裡常民文化
• 二林百年市場...

• 手語田野調查影像
• 新住民文化記憶庫
• 內本鹿布農族
• 宜蘭阿嬤故事館
• 女同志史料...

• 童年漫畫
• 李梅樹
• 帝門藝術基金會
• 表演與行為藝術
• 文學資料庫...



盤收存取用的策略

盤

收

存取

用

• 盤點既有資源
• 凝聚計畫主題
• 擬定徵集策略

• 系統性的收存既有資料
• 擴大民眾參與徵集資料
• 田野調查與口述訪談

• 收存資料的數位化保存
• 收存資料的研究與考證
• 收存資料的詮釋資料建置

• 擬定轉譯主題
• 提取轉譯資料

• 凝聚加值應用主題
• 擬定執行策略



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計畫

你想透過這個策展計畫
解決什麼在地的問題？



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計畫

• 在地的問題
為何？

問題意識

• 如何解決在
地問題

創新亮點
• 解決問題所
需的資料

哪些資料

• 轉譯與推廣

加值應用



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計畫 –桃園市

為第六都的桃園市，相較古都台南平均每戶世居 9 代的長遠時間，桃
園的住民平均僅有 1.5 代，市民平均年齡 38.6 歲，在桃園生活的217 
萬人口，對這塊土地是陌生的，共同記憶交集甚少。快速移動是桃園
的特色，從機場、捷運到每日進出超過 20 萬人次的桃園、中壢火車
站，桃園是雙北的衛星城市，無自明性的「臥舖城市」。桃園多次榮
登「最沒有特色」的地方。



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計畫 –桃園市

•「臥鋪城市」
的桃園特色為

何？

問題意識

•桃園的多元族
群文化與地景

創新亮點
•出版資料、田
野調查、口述

歷史、跨局處

哪些資料

•策展、校園合

作推廣、桃園

學、影音互動、
桌遊…

加值應用



眷村
學

文學與文獻大溪學

桃園

陂塘

在地

故事

閩南

文化
桃園美學

藝術

節慶



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計畫 –
內本鹿布農族山林文化記憶保存與實踐

山林空間記憶
布農生活技藝

/記憶



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計畫 –
內本鹿布農族山林文化記憶保存與實踐

•山林教育

•布農生活技藝
與記憶的傳承

問題意識

•在地布農山林
學

創新亮點
•人物訪談、入
山踏查、課程

協作

哪些資料

•線上策展

•小旅行

•座談會

加值應用



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計畫 –
講古聽古：建構在地知識教育

拼布畫徵集故事工作坊

老照片徵集

家戶空間調查

家戶文物盤點

耆老訪談

公共空間盤點

花蓮縣牛犁社區

• 收存主軸
以「阿嬷的話」為主
軸，蒐集豐田（日本
移民村）的家戶空間、
文物、老照片盤點，
及外展到整體移民村
的公共空間盤點。
• 擴大參與
進行在地耆老訪談，
發展拼布畫說故事工
作坊，滾動出更多在
地故事。
• 轉譯應用
教案
鄉土教學資料庫



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計畫 –
講古聽古：建構在地知識教育

花蓮縣牛犁社區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專輔中心



練習：找出社區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 在地的問題
為何？

問題意識

• 如何解決在
地問題

創新亮點
• 解決問題所
需的資料

哪些資料

• 轉譯與推廣

加值應用



轉譯的第一步，
建立收存資料。
文化內容的建置



收到一張老照片，你會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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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 /照片的涵義

29

補助款
文物

承載記憶
與故事

連結人們

具特殊

意義

捕捉了

瞬間

反映

生活變化

《瘋文物，這樣保存舊對了！》, p.89



收到一張老照片，你會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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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標題
• 攝影者 /提供者
• 時間資訊
• 地點資訊
• 撰寫者
• 權利註記
• 關鍵字
• 描述欄位



收到一張老照片，你會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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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與分類
� 物件觀察研究與分析
� 文獻資料調查
� 口述歷史訪談
� 紀錄與寫作



為什麼要幫資料建檔？



什麼是詮釋資料？



詮釋資料的目的

詮釋資料
(Metadata)

• 也稱為後設資料、
資料綱要等，是
資料的資料 (data 
about data)

詮釋資料的著錄

• 具有脈絡、客觀
資訊，並帶有記
憶與溫度的資料。

詮釋資料的重要性

• 詮釋資料的撰寫，
是建立文化轉譯、
國家文化記憶庫
的基礎建設工作。



詮釋資料à歸納特殊性



描述欄位的三層架構

基本描述

由來脈絡

延伸記憶

第一層 基本描述
為「知識面」(knowledge)的建構，
簡述該筆資料的客觀資訊，重要的人
事時地物，或內容摘要。

第二層 由來脈絡
為「思維面」(thinking)的建構，敘述
收存該則內容與計畫主題(或次子題)的
關係。

第三層 延伸記憶
為「情感面」(emotion)的建構，將資
料帶回歷史現場再被解讀，或利用外
部資源，進行記憶的考證詮釋。



子題的凝聚



資料à主題à策展



以策展為導向，架構收存內容

海洋文化：交通運輸、島嶼環境、海洋產業、移民社會

戰地文化：戰地政務非常時期 –文化、歷史、景觀、產業、休閒娛樂

原鄉文化：傳統技藝、信仰文化、生命禮俗、飲食文化、方言歌謠

馬祖學



地方學的建構與多元運用

地方學

地方博
物館

國家文化

記憶庫

記憶馬祖



轉譯



以策展為導向

你會想到有哪些主題？



以策展為導向：讓資料說故事



素材轉譯的N種方式

• 如何轉譯素材？



文創再利用 唸歌文化保存

場景再造

地方創生

轉型正義

一源多用，故事重現

地方故事轉譯



即將消失的技藝

操偶分段錄影年羹堯戲偶 年小兒戲偶

國寶大師陳錫煌
全本布袋戲影像保存

全本布袋戲之相關影像、劇
本的保存，及動作拆解影片，
留存陳錫煌大師重要的文化
資產

彭公案之唐家嶺 –彭公 –空手



花蓮：科技 X 文資 X 教案 X 協作

原民

歷史
新聞史料

臨港

廊道
在地影像

鐵道

文資
故事地圖



門牌的故事



導覽地圖



文化小旅行



沈浸式劇場



色彩採集



飲食記憶à食譜

東台灣文化藝術基金會
http://www.etsa-ac.org.tw

收存內容

保存與再現

解決的問題
讓食物重回我們的生

活主體，非消費客體

飲食記憶

食材詞
彙

時代故
事

在地知識

食譜
社區 /部

落



朴子數位漫步計畫

朴子是一個歷史文化資產豐富的小鎮，這裡人文薈萃，小鎮居民在這
裡認真生活積累出屬於自己的文化資產，也吸引許多前輩在這裡紀錄
保存之。我們年輕一代人要開始接手將這些歷史數位化、保存與使用，
讓這些文史不至於在現今數位化時代與我們脫節，也可讓我們未來對
於文史保存有更妥適的作法，以及在這基礎上有更多可能的行動發展。



朴子數位漫步計畫

� 影像保存
� 影像讀書會
� 略懂略懂講座
� 學校融合教學

在地的區域文化
影音資料中心

為在地累
積資源-人
力與史料

朴子數位漫
步計畫



朴子數位漫步計畫



朴子數位漫步計畫

朴子數位漫步計畫



Q & A



感謝大家的參與！
chrisyuan.tw@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