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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金門國家公園為我國首座結合人文、戰役史蹟及自然生態保育為宗旨的

國家公園，亦為歷史的記憶與自然人文所交融延續的豐富之地。該園區不僅

擁有豐富多樣的自然生態及獨特的傳統聚落文化，民防時期對於金門歷史脈

絡影響深遠，現今所留存先民的日常生活器物及民防隊文物，不僅呈現當時

期生活模式與歷史文化的脈絡，構建出金門獨一無二的文化特色，亦為數位

典藏重要性之所在。因此，本計畫以「永續保存」、「公開展示」、「數位典藏

人才培訓」及「未來加值應用規劃」為金門國家公園文物數位典藏之四大核

心目標。 

為達上述計畫目的，本計畫一方面透過文件分析及聘請後設內容專家進

行相關典藏品內容詮釋之方式，藉以完成金門戰地軍備及常民文物之基礎文

獻之建構；同時搭配田野調查方式訪查及數位拍攝當地的常民生活及戰地史

蹟，藉以完成金門地區先民日常生活器物及戰地民防文物等資料搜集。經由

上述執行方法及成果，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網站採分眾導覽方式(如學術研

究版及一般民眾版)呈現相關內容。如學術研究版部份，本計畫除擴充原有戰

地軍備內容並新增常民文物數位內容；而一般民眾版部份則以持續新增推展

金門精緻古厝民宿、宣傳品展示及加值運用數位化媒材為主，並藉由舉辦數

位典藏人才培訓工作坊，最終達到永續保存及深耕地方數位典藏人才之效

益。 

 

關鍵字：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內容、數位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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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in-Men National Park is the first national park established in Taiwan with the 

primary purpose of combining humanity, battle history, and nature conservation. It 

preserves the area’s abundance in history and richness of nature. The park not only 

possesses a diverse ecosystem, but also maintains the traditions of the local villagers. The 

“Civil Defense” time period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Kin-Men history,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relics and antiques of folk life and civil defense presents the ways of life 

and cultural history during this period. It makes up the distinctive Kin-Men culture and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unique digital archives of the Kin-Men National Park. 

Thus, this research is aimed to achieve the five goals of archiving perpetually, preserving 

culture, displaying publicly, educating, and providing future value-add applications with 

the Kin-Men National Park digital archives. 

For the aforementioned objectives, this project is designed to analyze 

documentations and invite experts to prepare the interpretation of various artifacts, 

building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and natural history of Kin-Men.  

Furthermore, the project takes on field surveying and digital photographing through the 

local folk life and battle relics, completing a collection of Kin-Man’s folk life and civil 

defense antiques of battle sites. From aforementioned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results, 

the website for the digital archive of Kin-Men National Park is built. This website is 

established for two different purposes (users). One is for public educational and 

demonstrational purpose, and the other is for academic research. The project scope of the 

website is aimed to provide the expedition of the original battle armaments’ collection, 

and the addition of digital content of folk life antiqu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general 

public scope f the website is constructed to develop Kin-Men’s delicacies, on-line 

promotional exhibition and to promote online learning with educational audios, videos, 

and value-add elements. Moreover, we hope to reach the goals of archiving perpetually 

and cultivating the local digital humanities by hosting the digital archive training 

program. 

 

Key Word: Kin-Men National Park, digital content, digit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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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開展示：透過「數位金門-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專題網站」的維護與素材新

增，得以跨越時空限制，公開展示金門國家公園內的珍貴典藏資源。 
(三)、 數位典藏人才培訓：藉由一系列數位典藏系列課程，培訓與深耕金門國家公園在

地數位典藏人才。 
(四)、 未來加值應用規劃：透過數位典藏所建置之數位內容素材與文獻資料，未來可提

供作為數位加值之應用以推廣金門傳統文化。運用數位化的內容素材結合不同產

業的資源，延伸出各種貼近生活的商品、易於學習的教材、吸引人群的文化活動

等，使金門傳統文化廣泛地為一般大眾所知曉，並且發揮文化傳承的功用。 
未來建議可進行延伸規劃之加值應用模式，其詳述如表 1。 

表 1. 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計畫未來可延伸規劃之加值應用模式 

構面 延伸應用模式 商業模式 目標使用者

知識學習加值- 
自然生態與鄉土教材 

1.教學萬用包 
◆金門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自然資源電子全書

◆金門家公園人文史蹟&自然資源多媒體光碟

◆教學手冊 
2.快樂學習包 
◆金門文化遊樂園﹝互動遊戲﹞ 
◆金門宗祠與建築模型立體書 
◆快樂學金門傳統文化﹝線上測驗﹞ 

B2L 
or 
B2B 
or 
B2B2C 
 

學校 
圖書館 
教育業者 
個別消費者 

文化加值-文化觀光 ◆金門國家公園文史巡禮 
◆金門傳統文化嘉年華會 

Host Family ◆ 寄宿家庭 

B2C 
 

教育業者 
個別消費者 

活動加值- 
活動推廣及國家公園行

銷 

◆金門國家公園人文史蹟種子教師培訓營 
◆金門國家公園生態體驗親子營 
◆設計博覽會 
◆金門歷史故事屋 

B2C 
 

教育業者 
個別消費者 

商業加值-商品開發 ◆寫真風格圖像衍生之特色商品 
 趣味水杯 
 鳥類杯盤組 
 鳥類鋁鏡 
 鳥類花器 
 魔術頭巾 
 風獅爺存錢筒 

◆金門國家公園之立體圖錄-盒玩 
 飛翔之鳥類(班翡翠/翠鳥/栗喉蜂虎/鸕鷀/
喜鵲) 

 潮間帶生物(角眼沙蟹/鱟/清白招潮蟹/彈
塗魚/蠑螺/粗肋織紋螺) 

 風獅爺 
◆多元創意加值商品 

 金門特色之金門菜刀-書檔 
 金門特色之金門菜刀-身高量尺 
 金門特色之風獅爺-開瓶器 

B2C 
or 
B2B2C 
 

商品設計者 
個別消費者 



 

 
   

3

二、計畫重要性 

在傳統實體的知識、資訊與藝術生產環境下，數位典藏越趨風行；典藏數位化的目的，在於使用

現代的科技技術，紀錄歷史／人文等文物的風貌，讓珍貴文化的精華得以傳承。將國家重要的文物典

藏數位化，建立國家數位典藏，不僅是目前政府重要的政策方針，更冀望透過國家數位典藏促進我國

人文與社會、產業與經濟的蓬勃發展。 

(一)數位典藏是政府重要政策 

臺灣自 2002 年開始推動第 1 期「加強數位內容產業發展推動方案」，其主要產業範疇包含：數位

遊戲產業、電腦動畫產業、數位學習產業、數位影音應用產業、行動應用服務產業、內容軟體產業、

網路服務產業、數位出版與數位典藏產業等八大項。第 2 期「加強數位內容產業發展推動方案」(2007
年~2011 年)於 2007 年開始執行，而為有效達到預期目標，經濟部陸續推動相關計畫，如網路多媒體

產業發展推動計畫、數位內容鑑價與融資擔保推動計畫、數位內容學院計畫等。「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法」已於 2010 年初三讀通過，條文中指出為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文化保存將會是加強的重點，「文創

法」裡頭所包含的十六項產業未來將是政府發展之重點，而「數位典藏」是其中「數位內容產業」的

重要基礎，此外數位典藏之成果更可延伸至其他十五項產業，做為產業發展的文化養分。本計畫預期

開發的「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專題網站」，未來將成為數位網路環境中的重要臺灣本土文化資產寶

庫，提供更多人便利的透過網路媒介，認識臺灣獨特的文化資產。 
此外，目前正在推動的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始於 2002 年，承襲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數

位博物館計畫」、「國家典藏數位化計畫」、「國際數位圖書館合作計畫」三個計畫的經驗，依據國

家整體發展，重新規劃而成，如圖 2。我國目前已是資訊製造與服務大國，網路的基礎建設逐漸成熟，

在華文市場及漢學研究上，皆佔有一席之地，政府更宣示發展知識經濟和綠色矽島的願景。國際間，

各國正積極推動數位化工作，例如聯合國的世界記憶計畫、美國的美國記憶計畫，為加速文化資訊產

業升級，確保學術發展優勢，我們也正努力推動數位典藏計畫。 
第一期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2002-2006）在計畫辦公室領導的計畫團隊與國內各典藏機構

的積極參與下，精選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資產進行數位化工作，不但累積許多重要的文化與相關學術研

究的資訊資產，更建立了後設資料的標準與規範。除了匯集產、官、學、研四方的力量，將學術研究、

實際應用與技術轉移等整套的價值鏈予以緊密串連與整合，同時積極培育數位內容產業相關人才。在

國際合作上，本國家型計畫成果獲得國際數位圖書館領域相關單位的高度肯定，並積極參與相關國際

組織，與歐美博物館界分享數位化工作經驗，進行國際交流與合作。數位典藏是資訊社會文化全球化

時代國家文化與資訊競爭力發展的百年事業。在第一期典藏國家文物、精緻文化成果的基礎上，以國

家力量強調本土內涵、呈現臺灣文化多樣性脈絡、彰顯臺灣的文化主體性應是首要的目標。第二期數

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執行之初與第一期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執行的末期，經過各分項計畫、各

部會與機構計畫的努力，由不甚瞭解到走出自己獨特的發展，透過人文、歷史、資訊教育、管理等專

家深入研究與積極規劃，並結合資訊技術，而賦予人文資產和數位學習於資訊社會的多元意義，也展

現了人類文明的生命力。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是資訊社會文化全球化時代，國家文化與資訊競爭力發展的百年事業。在第

一期典藏國家文物、精緻文化成果的基礎上，以國家力量強調本土內涵、呈現臺灣文化多樣性脈絡、

彰顯臺灣的文化主體性應是首要的目標。從最底層的數位化檔案、整合深度後設資料描述的文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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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技術與創意結合的應用，方能呈現臺灣文化在人文領域、社會領域、自然環境領域的多樣性脈絡。

因此整合需要全面地將典藏與學習、內容與技術融入到產業、教育、研究與社會發展的各個領域中，

並且結合永續經營的商業模式、推廣串聯的專業團隊，將臺灣豐富深邃的數位內容帶向國際舞台。 

 

圖 2. 國科會歷年推動之數位典藏計畫 

 
(二)典藏金門戰地遺址與人文景觀之重要性 

金門自 1992 年終止戰地任務後，隔年開放觀光，由於特殊的地理戰略位置及歷史的命脈沿革，

使得金門在堅硬的盔甲下，蘊含著豐饒的生人文景觀與戰地遺址，在專家學者的齊聲建議下，於 1995
年將金門部分區域規劃為金門國家公園。一直以來，金門在不平凡的命運下扮演著維護歷史文化的重

要角色，金門之重要特色敘述如下： 
1.人文內涵豐富，歷史文化悠遠流 

金門開發甚早，自東晉以來因五胡亂華，即有漢人移殖，迄今有一千六百多年，唐宋以來，均

設官治理，所以，其地與中原文化關係源遠流長，傳統的歷史古蹟多處(陳仲玉，1996)。可想見在

這塊土地上所創建的建築環境以及賦予的文化淵源是多麼悠遠。再者，金門是塊文風鼎盛之地，自

南宋朱熹開化講學後，采風島上人才輩出，遂有「海濱鄒魯」之美譽。儘管金門在歷朝被視為彈丸

之地，但在先民的辛勤耕耘深埋下亙久的文化內涵。隨著時代的變遷，過去人們生活時所使用的物

品，常因不合時宜而逐漸被社會所淘汰，而民防時期對於金門歷史脈絡的影響深遠，透過當時的人

們所使用的一些文物，我們得以了解那個時期的生活型態並對這些文物的意義與價值有更深一層的

了解。再者，文物代表了「文化生活的產物」。文物的範圍相當廣泛，其中又可分為物質層面的實用

性器物，以及精神層面的文化性器物，前者包括食、衣、住、行等日常生活最常用到的器物，後者

則包括民俗節慶、宗教信仰、文化藝術等象徵意涵豐富的器物。以金門獨特之戰地背景，諸如從民

防時期的人們使用的油燈、碗缽、鱟殼仔(瓢子)、縫紉機、唱盤機等生活器物中，均可使後人勾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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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金門前人在食、衣、住及娛樂的形式之輪廓。 
有鑑於此，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為保存金門地區先民日常生活器物，了解其生活模式與歷史文

化脈絡，自成立以來便持續收集常民文物，包括早期居民食、衣、住、行等各類生活器物，民防時

期的各類物品亦有收集。目前有部分收集文物提供園區內解說教育展示使用，或園區內傳統建築活

化利用之民宿或賣店陳設等使用。 
 

2.不可抹煞的戰地痕跡 
從明朝中後期開始，金門之戰略地為日漸顯要，陸續有鄭成功等大將進駐，視金門為海防重地。

民國四年金門設縣，三十八年國民政府遷台，金門更凸顯為保障台澎安全的第一道防線，經歷過多

次的戰火洗禮，島上為每一役戰役留下緬懷的遺跡。尤其以古寧頭戰役及八二三炮戰所帶給金門空

間發展最為相關。經歷過三十年戰爭的歲月，和四十多年戰地政務軍事管制的時期，這段中國近代

史上時間最長的內戰所留下的遺跡，在今日的金門島上，到處可見，尤其是各種戰爭相關設施，如

紀念碑、戰車、碉堡遺址等，更成了今日金門地面上最醒目的代表。在戰爭的年代，所有駐金官兵

為保衛金門安全，構築出一道道防衛的堡壘，無論是戰火後僅存的斷垣殘壁、亦或是戰爭所需之防

禦工事，各處的碑石與坑道，在全體軍民胼手胝足的努力下，度過無數的戰日，現今都已成為金門

最獨一無二的烙印。由於金馬戰地政務的實施，在戰地單行法規之下，依照民防隊組織條例規定，

凡設籍於金馬地區的國民，男子不必服兵役，(志願入伍從軍者不在此限)，但年滿十六歲至五十五

歲者，經體格檢查合格，得編為乙種國民兵，為民防隊隊員，接受組訓並執行支援作戰任務;女子年

滿十六歲後，亦得編為婦女隊，從事救護醫療、支援作戰的任務，直到其結婚後，如為家庭婦女，

即解除其婦女隊之任務，如果是職業婦 女，則編入該就業單位，成為自衛隊員，所有女自衛隊員，

服役年齡至年滿五十歲。十二至十五歲的少年男女編成「幼獅隊」，十一歲以下及五十六歲以上的老

弱婦幼為「疏散隊」。 
金門民防隊長期以來為支援軍事作戰、執行戰鬥任務所受的苦，是那些不曾經歷過的人所不了

解的，也因為金馬民眾長期的付出，使臺灣能在四十年安定的生活中，創造了「經濟奇蹟」，這段中

國近代史上時間最長的內戰所留下的遺跡，在今日的金門島上，到處可見，尤其是各種紀念性建築

物，更成了今日金門地面上最醒目的代表。從早期築建的公墓、銅像到晚期的紀念館，從黨、政、

軍各界人士所題的石刻、紀念碑到金門民間興建供奉的廟宇，數量之多、樣式之雜，為原本就具有

極豐厚文化色彩的金門，更添加多彩多姿的面貌。 
 

(三)數位典藏培訓工作坊 

為了能持續將臺灣數位內容產業升級並推向國際市場，同時以科技帶動智慧生活運用，促進創

意、文化、數位科技與智慧財產之多元運用，厚植軟性國力。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所推動的「數

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與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網路文化建設發展計畫」為首，

將重要的文物資料與藝術典藏品數位化，期望這些典藏品在數位加值應用之後能促進我國人文社會

與產業經濟的發展。隨著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內容建置漸豐，為將典藏內容的使用與推動達到最

佳的效益，具備數位典藏能力之人員需求也隨之出現。植基於此一背景與需求，本專案針對金門數

位典藏人才之培育，依照其工作流程可分為以下兩大部分： 
1.數位化工程 

針對不同形式及樣貌的典藏品，所進行數位化的方式也都不盡相同，平面類的典藏品，如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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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照片、幻燈片等，我們可以透過掃描的方式將典藏物品數位化；立體或半立體類的典藏品則須透

過數位攝影的方式進行拍攝，以達成數位化之目的；影音類的典藏品則可以透過轉檔的方式進行以

達成數位典藏影音典藏物之典藏規範。 
2.品質管理 

待典藏物數位化之後，必須進行驗收之工作以確保經過數位化的資料檔案是符合規範的，在驗

收的過程中需要注意的部分包括了色彩及影像的完整度，不可有不合理之髒汙及歪斜，針對這部分

之工作，人員應具備有色彩管理及圖像判讀之能力來為數位化工作進行把關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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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執行方法 

本計畫的工作內容大致可分為三部分：分別為前置作業、數位化與網站維護、數位典藏人才培訓

課程，其內容說明如下。 

 
圖 3. 本專案工作流程圖 

 

一、前置作業 

本計畫團隊派專門人員前往金管處進行文物清查，進行現有文物清冊核對與物件保存狀態

評估。在執行清查工作時，本團隊進行以下任務編組： 

 清查工作小組：1~2 名提件人員執行提件及現場文物點驗數量，1 名登錄人員負責登錄清點結

果於電腦上，行政組由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提供各項行政支援。 

 清冊工作小組：為登錄文物分類、編號及清冊資料之描述性資訊（metadata）組成 1~2 名人

員。 

 

1.文物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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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確實掌握各項數位化物件的保存狀況及數位化方式的有效規劃，本團隊透過嚴謹之清查

步驟與方式分類編目，重新核對文物清冊與物件保存狀況。 

為了確保清查之嚴謹性，執行實際清查之步驟如下： 
(1). 提件：從管理處各文物之收藏區取出藏品，送至預點或清查區。 
(2). 清點：由提件人員核對藏品實物與資料庫登錄之資料是否相符包括數量、名稱。 
(3). 清查：檢驗各項文物並分類編目。 
(4). 歸位：將清查完畢之文物以類別放置回收藏區，歸位時亦需要注意藏品之材質，如易

碎品不可置於挺度低之物品上如草編類物品。 
 

2.文物清冊 

經過清查後之文物，需要登錄其編號、特徵、保存現況、材質，並記錄文物出品方式，以

及文物產出日期，並且為此文物描敘背景、內容、出版單位等相關文物介紹，透過每件文物資料

描述之登錄系統可建立完整清冊供數位典藏之用，而記錄所用之文字，力求明確清晰詳實記載於

登錄冊或電腦中，成為正式之藏品管理資料以便日後檢索、展示或研究之用，並利於數位典藏計

畫之進行。 

每件文物上，要有個別的、永久性的編號標示於物件上，並且利用文物分類一物一號的將

入藏之文物標號列管，用數碼作符號，代替冗長之原名稱因此，在文物檔案編號原則上須明確設

計。詳盡的清冊建置，為數位化的成功關鍵因素。清冊之內容，包含類別、名稱、檔案編碼、典

藏單位、藏品狀況、藏品資料、數位檔案相關資料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檔案編碼，每個典藏品

皆必須先編碼，每件編碼不可重複，以利工作人員在數位化的過程中，方可透過檔案編碼進行溝

通，不會因典藏物件繁多而混淆產生失誤。本計畫目前實際執行清冊登錄項目如下表。 
 

表 2. 登錄資料項目 

名稱 類別、總類、中文名稱、英文名稱 

登入號 統一之檔案編碼 

入藏資訊 年代、入藏時間、取得方式 

藏品狀況 典藏單位、保存區位、保存狀況 

藏品資料 尺寸大小、材質、使用場合、特色說明、內容描述 

數位檔案資訊 尺寸、影像目的、檔案格式、檔案大小、檔案解析度 

著作管理權限 作者、典藏單位、數位化單位、後設資料登錄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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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數

 

 

 

 

主

1.常
2.戰

 

(一)
 
影音

、數位化工

本專案團

的品質管控

數位化之之物

 

 

 

 
此外，本

主軸內容如下

常民文物：

戰役史蹟：

)文字影像及

本計畫以攝

音等，如表

工程 

團隊清查金

，使數位化

物件分門別

 

 

本次的數位典

下： 

包括金門國

包括金門國

及影音數位

攝影、掃描

表 3 。攝影部

金管處數位化

化的規格、品

別類，本計畫

典藏內涵以

國家公園管

國家公園內

位化 
描、影音等技

部份以數位

化之物件清

品質皆能符

畫實際執行

圖 4. 本專

以「常民文物

管理處歷年搜

內重要的各項

圖 5. 數位

 

技術數位化

位攝影方式進

9

清單後，依據

符合文建會標

行之數位化物

專案數位化物件

物」與「戰

搜集早期居

項軍備武器

位典藏計畫內容

化以下物件

進行；掃描

 

據其屬性採

標準規範。

物件類別如

件之類別 

戰役史蹟」

居民之日常用

器等內涵。

容主軸 

，其類別為

描以高階平台

採用適當之數

為方便後續

如圖 4 所示

為兩大主軸

用品與民防

為：實體物品

台式掃描器

數位化方法

續數位化作

。 

軸進行數位

防時期各類

品、平面類

器進行掃描(

法，並配合專

作業，首先進

位化建置。兩

類用品等內涵

 

類書籍、照片

(請見圖 6 本

專業

進行

兩大

涵； 

片、

本專



 

 
 

案之

 
(二)

傳輸

檔案

1. 

案

若

求

之數位化架

表 3. 數

各式紀

各式書

常民文

錄影帶

 

)數位化的檔

各種資料

輸速度、資料

案格式及驗

文字資料

若原始資

案格式；若原

若不做全文檢

求轉成其他目

架構)。本計畫

數位化類別與方

類別 
紀念品 

書籍、文宣

文物、戰地

帶、影音光

檔案規格 
料數位化時，

料的永久保

驗收規範，其

料 
資料是以電腦

原始資料為

檢索，則需

目的之格式

畫所數位化

方式 

數位

宣品 掃描

地軍備 數位

光碟 影像

，必須考量到

保存問題，以

其詳述如下

腦打字的電

為手稿或印刷

需建立詮釋資

式，如網路下

化之物件，均

數位化

位機背攝影

描→轉檔備份

位機背攝影

像轉檔備份

圖 6. 本專案

到使用者的

以分別建立

下各表。 

電子檔，除存

刷資料，如

資料，並將

下載格式及

10

均依文建會

化方式 
→轉檔備份

份 

→轉檔備份

案所需之數位

的設備、使用

立幾個不同使

存一份原始

如果要做全文

將原件掃描

及預覽格式

 

會之規格標準

份 參照表

參照表

份 參照表

參照表

位化架構 

用的便利性

使用目的的

始檔外，建議

文檢索，則

，並以不壓

，此三種格

準進行數位

備註

表 5 影像資料

表 4 文字資料

表 5 影像資料

表 6 視訊資料

性、資訊檢索

的檔案。各種

議轉成 HTM
則需重新打字

壓縮格式，儲

格式之規格如

位典藏。 

註 
料數位化規

料數位化規

料數位化規

料數位化規

 

索的需求、

種資數位化

ML、PDF
字，其餘處

儲存一份永

如表 4 所示

規格 
規格 

規格 

規格 

網路上資料

化的處理原則

或 RTF 三種

處理方式同上

永久檔，再視

示。 

料的

則、

種檔

上；

視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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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文字資料數位化規格 

檔案目的 說明 建議檔案規格 
資料永久保

存格式 
將資料數位化典藏，保持原有風

貌。提供使用者作為重製、壓縮處

理或其他圖像處理交換之用 

檔案格式：Tiff 
色彩模式：RGB 
色調深度：彩色（24bits /pixel）
壓縮：不壓縮 
解析度：600dpi 

資料服務／

參考格式 
提供使用者網路上觀看及列印用 檔案格式：JPEG  

色調深度：彩色-每像素24-bits
解析度: 300 dpi 或影像大小：

從500x400 至1000x700 pixels 
色彩模式：RGB 
壓縮品質：75% 

預覽影像 提供使用者預覽及選擇欄位用 檔案格式：GIF 
色調深度：每像素8-bits 
壓縮： 原生影像至GIF 
解析度或影像大小: 72dpi 或影

像大小從150x100 到200 x 200 
pixels 

(資料來源：2008 謝顒丞，典藏藝術與數位化工程，國立臺灣藝術大學出版。) 

2. 影像資料 
若原始資料為照片、圖片、地圖等，則以掃描器掃成影像檔，並以不壓縮格式儲存一份永久檔，

再視需求以永久檔轉存成其他目的之格式，如網路下載格式及預覽格式，此三種格式之規格如表 5
所示。 

表 5. 影像資料數位化規格 

檔案目的 說明 建議檔案規格 
資料永久保

存格式 
將資料數位化典藏，保持原有

風貌。提供使用者作為重製、

壓縮處理或其他圖像處理交

換之用。 

檔案格式： TIFF 
色調深度：彩色-每像素24-bits 
色彩模式：RGB 
壓縮：不壓縮 
解析度: 300~600dpi或更高(依原始資料

品質及重要性選擇適當解析度，一般印刷

品可採300dpi，美術品供複製畫使用建議

採600dpi，供印刷出版使用採350dpi） 
資料服務／

參考格式 
提供使用者網路上觀看及列

印用。 
檔案格式：JPEG  
色彩模式：RGB 
色調深度：彩色-每像素24-bits 
解析度: 300 dpi 或影像大小從500x400 
至1000x700 pixels 
壓縮品質：達90%以上 

預覽影像 提供使用者預覽及選擇欄位

用。 
檔案格式：GIF 
色調深度：每像素8-bits 
壓縮： 原生影像至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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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目的 說明 建議檔案規格 
解析度或影像大小: 72dpi 或影像大小從

150x100 到200 x 200 pixels 
(資料來源：2008 謝顒丞，典藏藝術與數位化工程，國立臺灣藝術大學出版。) 

 
3. 視訊資料 

若原始資料為錄影帶，則以視訊擷取軟體將之轉為數位視訊檔，本計畫之聲音數位化規格參照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家文化資料庫之數位化規格，如表 6 所示之檔案格式。 
 
表 6. 視訊資料數位化規格 

檔案目的 說明 建議檔案規格 
資料永久保存

格式(1) 
 

將資料數位化典藏，保持原

有風貌，此為VCD 的品質

 

檔案格式：mpg 
壓縮方式：MPEG-1 
圖片大小：352x240 像素 

資料永久保存

格式(2) 
將資料數位化典藏，保持原

有風貌，此為 DVD 的品

質，檔案大小為格式(1)的
3~100 倍，適合需高解析

保存物件 

檔案格式：mpg2 
壓縮方式：MPEG-2 
圖片大小：720x480 像素 
 

串流

(streaming) 寬
頻格式 

提供以寬頻方式上網之使

用者線上觀看 
檔案格式：WMV 
影像大小：720*640 像素  
資料傳輸率：300kbps  

串流

(streaming) 窄
頻格式 

提供以窄頻方式上網之使

用者線上觀看 
檔案格式：WMV 
影像大小：320*240 像素  
資料傳輸率：300kbps 
 

(資料來源：2008 謝顒丞，典藏藝術與數位化工程，國立臺灣藝術大學出版。) 
 

4. 掃描的規格 
表 7. 掃描資料數位化規格 

檔案目的 說明 建議檔案規格 
資料永久保

存格式 
將資料數位化典藏，保持原有風

貌。提供使用者作為重製、壓縮

處理或其他圖像處理交換之用 

圖像檔 
檔案格式：Tiff 
色調深度：彩色（24bits /pixel） 
壓縮：不壓縮 
解析度：600dpi 
文字檔 
檔案格式：Tiff 
色調深度：彩色(24bits/pixel) 
壓縮：不壓縮 
解析度：300dpi 

資料服務／

參考格式 
提供使用者網路上觀看及列印

用 
檔案格式：JPEG 
色調深度：彩色（24bits /pixel） 



 

 
   

13

檔案目的 說明 建議檔案規格 
壓縮：JPEG（彩色影像壓縮比約 20：1；
文字壓縮比約 10:1）） 
解析度：300dpi 

縮圖影像 提供使用者預覽及選擇欄位用 檔案格式：GIF 
色調深度：8-bits/pixel 
壓縮：原生影像至 GIF 
解析度：72dpi 或影像大小：從

150×100pixels 到 200×200pixels 
(資料來源：2008 謝顒丞，典藏藝術與數位化工程，國立臺灣藝術大學出版。) 

 

三、數位化製作流程與步驟 

本專案以攝影、掃描、影音轉檔等技術數位化：攝影部份以數位攝影方式進行；掃描以高階平

台式掃描器進行掃描。本專案所數位化之物件，將依文建會之規格標準進行數位典藏。數位化方式與

數位化作業模式如下表 8 及圖 7、8： 
 

表 8. 本專案之數位化方式 

類別 項目 內容說明 數位化方式 

立體類 
常民文物 
戰地軍備 
紀念品 

常民日常文物、軍備武器、衣帽等立

體物件。 
數位攝影 

(數位機背) 

平面類 
書籍、文宣

品 
說教育書籍、主題專書、學報、期刊、

手冊、攝影集、研究報告、簡介摺頁、

海報等 

圖像掃描 
（高階平台掃描器）

影音類 簡介影片 光碟、有聲 CD 等 影音數位轉檔 

 

  

典藏文物



 

 
 

(一))數位化製作

1.數位攝影

由典

採用高階數

色彩得以忠

即於電腦檢

多餘之髒點

 
 (1)事前規

作流程 
影_立體類 
典藏單位金門

數位機背拍

忠實複製於

檢視拍攝成

點等。若成

規劃 

門國家公園

拍攝的方式進

於數位影像中

成品，確認光

成品不理想，

T

圖

圖

園所提供之各

進行物件數

中。以數位

光線、曝光

，可及時改善

圖 9. 

攝影

數位攝

RGB

Tiff/Jpeg

影像處

輸出打

14

 

 

圖 7. 平面類數

圖 8. 影音類數

 

各式典藏文

數位化；並於

位機背拍攝的

光、對焦等調

善設置再拍

數位機背攝影

影

攝影

g/Gif

處理

打樣

 

數位化作業模

數位化作業模

文物清單中

於拍攝前對

的最大優點

調整適當；

拍。數位攝影

影流程 

掃描

平台式

透射/反

RGB/CM

Tiff/Jpe

影像處

輸出打

模式 

模式 

中，進行整理

對設備進行校

點，是與電腦

亦可放大檢

影之流程如

描

式

反射

MYK

eg/Gif

處理

打樣

理、篩選與

校正與色彩

腦連線作業

檢視檔案之

如圖 9，並依

 

 

與拍攝。本專

彩管理，以確

業，拍攝後可

之清晰度、有

依序詳述如下

 

專案

確保

可立

有無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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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數位化工程的第一步驟，在於事前需規劃拍攝作業進行之場地、時間、工作人員。在

進行拍攝時，拍攝工作空間是由金管處所安排之作業環境，拍攝空間大小對拍攝影像品質有影響，

尤其是拍攝大型典藏文物，在拍攝時為了要避免光點或陰影的產生，必須調整光源位置，但礙於

空間受限的關係，有時無法改變光源角度，因此需安排充足的空間讓攝影作業人員能夠發揮。另

外，拍攝前置準備作業空間大小同樣亦對拍攝影像品質有所影響，有足夠的運作空間較能夠掌握

拍攝作業進度，並有助於在規定時限內順利達成目標，同時充足的空間在準備與拍攝作業過程中

可避免碰撞、刮傷等對典藏品可能所造成的傷害。有關未來拍攝前置準備工作與拍攝工作空間，

將請金管處協助提供可寬敞充足之作業空間進行拍攝，若金管處本身空間規劃有限而無法提供適

當之空間，因而多少影響到拍攝作業的不便及流暢度。針對此點，需做事先充分的協調溝通，讓

本專案團隊依據數位化內容文件大小，向金管處提出拍攝工作空間、作業環境的需求，必要時進

行試拍以便評估拍攝環境對拍攝品質之影響；金管處也在有能力的範圍內盡量配合，並給予適當

的資源與作業環境方能助於拍攝品質的提升。 
 
(2)典藏品提借 

針對 99 年欲數位化之常民與民防時期文物的珍貴性，提借典藏品時應依檔案序號及實際工

作速度適量提借，並小心保護文物。物件提借必須建立提借管制卡（或取件/歸還登錄表），內容

包括拍攝物件領取與歸還時的登錄、清點、簽收、核對等相關文書作業及注意事項。由於金管處

對於典藏品的保存狀況不一，必須針對欲提借之物件了解其保存狀況，若有損傷或特殊狀況必須

將之清楚記載在管制卡上。拍攝前需初步檢視典藏品保存狀況，檢查工作人員必須帶上手套，小

心地檢閱，注意是否有包括：摺角、摺痕、破洞、木屑、遮字等需處理的狀況，狀況輕微者可先

做簡易處理，若無法處理者則與金管處做討論，最好還是由專業人員做修復。另外拍攝前必須將

物件歸類，例如同一類型歸類，同類型再區分尺寸大小，有助於攝影師、燈光師對拍攝環境的掌

控，並減少拍攝作業間的轉換，提高拍攝效率。 
 

(3)拍攝場地佈置 
數位攝影場地的佈置，則包含：架設背景紙、燈光與光源位置之調整、典藏品擺放、相機與

腳架之架設、連線電腦之擺放、相關設備之電源配置等。其中光源的部份，應調整燈光光源位置

與角度，儘量讓兩邊光量均勻並將色溫控制在接近自然光的光源；相機的架設部分，一般均使用

較大型之腳架架設數位機背，避免相機產生不必要之震動；之後再進行數位化製作、測量被攝物

體受光量與光源色溫、調校相機拍攝設定值等；數位機背拍攝因連線作業，故需要與網路及電腦

連線。此外，服裝、布製品或其他輕薄之物件，在拍攝時應將場地之門窗關閉，避免強風吹入使

物件產生晃動，影響拍攝影像之清晰度。 



 

 
 

介面

於電

位影

所有

收及

  

 
(4)拍攝作業

數位攝

光系統。數

正工作，先

之相對導表

Profile，簡

的表現。 

 

 
正式拍攝

面軟體可在

電腦硬碟並

影像檔，其

有提借之文

及擺放原位

業 
攝影作業所

數位拍攝流

先拍攝數位

表檔之參數

簡稱 ICC P

攝時，高階數

在電腦螢幕上

並同時顯示於

其數位攝影拍

文件資料，不

位，以完成歸

所必備之軟硬

流程可以完全

位相機專用之

數值作比對

Profile 國際

數位相機或數

上直接操控

於螢幕上供

拍攝控管流

不得留置文件

歸還手續。

圖 10

硬體設備：

全配合色彩

之色彩控制

，產生數位

際色彩協會色

圖 11. 數

數位機背可

控調整相機光

供確認。確認

流程如圖 12
件資料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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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場地佈

大致有數位

彩管理的作業

制導表，再透

位相機之色彩

色彩特性描

數位相機或數位

可藉由 USB
光圈值、曝光

認拍攝效果後

2。當日不論

工作場所中

 

佈置範例 

位相機或數

業方式，在

透過數位相

彩特性描述

描述檔），再

  
位機背之色彩

B 線或 1394
光秒數及快

後，即進行

論工作進度

，並依照管

 

數位機背、電

在拍攝典藏品

相機所擷取之

述檔（Intern
再配合色彩管

彩描述檔製作 

4 線與電腦連

快門。拍攝後

行檔案編碼

度如何，必須

管制卡所載項

電腦、色彩

品之前，針

之數位影像

national Co
管理相關流

連線作業，

後數位影像

，進行正式

須於當日下

項目請典藏

彩管理系統及

針對相機需做

像檔與軟體內

olor Consort
流程以控制色

透過相機專

像檔可直接存

式拍攝並存取

下午下班前歸

藏單位清點

及燈

做校

內建

tium 
色彩

專屬

存檔

取數

歸還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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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放與固定物件                     調整與量測光源、色溫                 量測光源、色溫 

              

 
正式拍攝                            檢視拍攝品質                           預拍 

圖 12. 數位攝影作業流程_99 年金門數位典藏計畫紀念品類為例 

(5)檢視拍攝成品 
物件經拍攝後，直接產生高解析度影像檔，並進行數位影像檔拍攝成品核對，如未達理想

之品質，則考慮重新拍攝。檢測項目包含：影像清晰度、色彩模式、色彩深度、影像解析度、影

像大小等規格，和毛屑、污點、雜點等瑕疵；以及色相、彩度、明度、清晰度、色彩層次等可查

核之項目。 
 
(6)後製與轉檔 

本計畫之攝影之規格依照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家文化資料庫之影像檔數位化規格，分

成永久保存檔與網路瀏覽格式。拍攝完成之物件統一儲存為 600dpi之 TIFF 檔，色彩模式為 RGB。
拍攝完畢後使用影像處理軟體 Photoshop 進行去背處理；最後轉存成網路瀏覽格式 300dpi 之 JPEG
檔；圖檔儲存完成後，進行後設資料輸入。 

 



 

 
 

 

2.掃描_平面

有關

用途來決定

階平台式掃

度等條件皆

 
(1)平台式

本案採

後使用 Pro
影像中。平

(2)清潔掃描

對於平

量避免圖片

平台之光學

在掃描平台

下所示： 
 

面類 
關掃描部分

定是否採用

掃描機來進

皆符合文建

式掃描作業流

採用高階平

ofile Maker
平台式掃描

描平台 
平台式掃描

片擺放在有

學玻璃上，

台上，並注

，一般所使

用平台或滾筒

進行掃描即可

建會所制定之

流程與步驟

平台式掃描器

r 5.0 軟體進

描作業流程

描而言，清潔

有刮痕之處

應先清潔掃

注意擺放文件

平

使用的設備有

筒式掃描。

可獲得高品

之規格。

驟 
器 Fuji Fine
進行輸入與

程與步驟之

圖 1

潔掃描平台

，避免掃描

掃描平台，

件的平整度

平台式掃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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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滾筒式或

依據金管處

品質數位影像

eScan2750 進

與輸出設備之

之概述如下

13. 高階平台

台的光學玻璃

描時有不必要

使用平台清

度，以避免皺

器與配套之

 

或平台式掃

處提供的數

像，其所能

進行掃描；

之色彩管理

下圖 13：

台式掃描器作業

璃是相當重

要之痕跡出

清潔液及不

皺折產生。

之麥金塔電腦

掃描器進行掃

數位化清冊

能表達之色彩

並於掃描前

理，以確保色

業流程 

重要的，若掃

出現；為避免

不織布擦拭清

本案所採用

腦 

掃描，必須

，本專案團

彩濃度域值

前對設備進

色彩得以忠

掃描平台已

免毛屑、灰

清潔；之後

用之掃描相

須依據影像使

團隊建議採取

值和純光學解

進行校正，校

忠實複製於數

 

已有刮痕，則

灰塵沾附在掃

後再將物件平

相關硬體設備

 

使用

取高

解析

校正

數位

則盡

掃描

平放

備如



 

 
 

 

 (3)校正

掃描

作。本計

成數位影

製作產生

色彩管理

 

(4)放置原

對於

物件擺放

附在掃描

空氣罐清

皺折產生

 
(5)預掃 

擺放與

器而言，

零及對焦

確定輸出

 

掃描平

正與色彩管理

描前針對設備

計畫採用 IT
影像檔，與相

生出色彩特性

理使用之 IT

圖

原稿 
於平台式而言

放在有刮痕之

描平台之光學

清潔掃描平台

生；在數位化

與固定掃描

其內部設計

焦動作，透過

出形式來設定

平台玻璃專

理 
備進行基本

T8 導表製作

相對導表之

性描述檔（掃

T8 導表與軟

圖 15. IT8 導表

言，掃描平

之處，以避

學玻璃上，

台。將典藏

化製作過程

描物件後，先

計已有自動

過預覽功能來

定放大倍率

專用清潔液

圖 14. 圖

本的色彩校

作色彩特性

之參數值在相

掃描器色彩

軟體 Profile 

表（左）與色

平台的光學玻

避免掃描時

，應先清潔

藏文物平放

程中，一切以

先進行預掃

動歸零（auto
來訂出掃描

率（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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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掃描相關硬

校正，並針對

性描述檔，將

相關色彩特

彩特性描述檔

Maker 5.0

     
色彩管理軟體

玻璃是相當

時有不必要之

潔掃描平台

放在掃描平台

以對文物之傷

掃動作，預掃

o - balance）
描範圍、色彩

或 1：4）、

 

清潔掃描平

硬體設備 

對掃描器和

將導表擺放

特性描述檔製

檔），再配合

操作如下圖

Profile Make

當重要的，

之痕跡出現

，使用平台

台上，擺放

傷害最低，

掃之主要目

）及對焦功

彩參數，再數

掃描解析度

平台玻璃專

和掃描條件進

放於掃描平台

製作軟體 P
合色彩管理流

圖所示： 

er5.0 之操作

若掃描平台

現；擺放物件

台清潔液及不

放文件的平整

且維持或復

目的為訂出掃

功能，故在掃

數次調整數值

度（如 600

專用拭巾 

進行色彩特

台之光學玻

rofile Make
流程去控制

 
（右） 

台已有刮痕

件時為避免

不織布擦拭

整度需特別

復原文物之

掃描範圍。

掃描前機器

值以作色彩

0dpi 或 300d

 

特性描述檔之

玻璃上，然後

er 5.0 內作比

制色彩的表現

痕，則盡量避

免毛屑、灰塵

拭平台再以壓

別注意，以避

之原貌為原則

對平台式掃

器便會自動作

彩平衡與校正

dpi）等。

之製

後掃

比對，

現。

避免

塵沾

壓縮

避免

則。 

掃描

作歸

正，



 

 
 

 

 

(6)掃描 
掃描

描器擷取

數位永久

 

取

 

儲存

 

描前置作業準

取之影像資料

久檔於儲存時

取件檢查   

存 tiff / jpeg/ gif 檔

圖

準備完成之

料，將儲存

時需取完整

   

 
          清

   

 
檔         掃
圖 17. 平台式掃

之後，設定

存為無失真之

整畫面。 

清潔掃描平台

掃描品質檢查

掃描器掃描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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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預掃

定掃描後之影

之 TIFF 數位

   

台         擺

   

查           
流程_99 年金門

 

影像檔案傳

位影像檔案

擺放掃描物件

   掃描    
門數位典藏計

傳輸至電腦並

案格式資料

   

件           

   

          
計畫圖書為例

並進行正式

，即永久保

   擺放完畢

  參數設定 
例 

 

式掃描。高階

保存檔案格式

畢 

階掃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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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成品檢查 
完成掃描之數位影像檔使用影像處理軟體（例如 Adobe Photoshop CS3），先將影像檔放大至

1：1 倍率（100%），採用相關功能項目為檢查影像清晰度、影像銳利度、影像模式、影像解析度、

色彩飽和度、彩度和亮部、中間調與暗部層次表現等，並檢視掃描後之影像是否失真、是否歪斜

等瑕疵。再者進行影像之髒污修整與色彩修整；數位影像髒污修整即是針對影像之少量髒點進行

有限度修整，大量之髒點修整可能影響作品原貌，則不實施修整，重新進行掃描；影像色彩之修

整部分，原則上不可對影像進行大幅度之潤色、修色等色相及飽和度調整，只能以微調幅度修整，

若需大幅度修整可能掃描時設定值有所偏差，建議再重新設定與掃描。檢視影像品質之電腦螢幕

同樣建議進行色彩校正，使用色度儀或光譜儀與相關軟體（例如 Profile Maker 5.0）製作螢幕色

彩特性描述檔，儀器將從螢幕量測出之數據讀入色彩特性描述檔製作軟體，由軟體分析數據製作

出色彩特性描述檔，藉由此色彩特性描述檔，讓螢幕呈現色彩最佳化。電腦螢幕經過色彩校正後，

在進行檢視影像色彩呈現較有準則。 
 

   
圖 18. 螢幕校正與色彩描述檔製作 

 
(8)典藏品歸還 

當日不論工作進度如何，必須於當日下午下班前歸還所有提借之資料，不得留置物件資料於

工作場所中，並依照管制卡所載項目請金管處清點、驗收及擺放原位，以完成歸還手續。 
 

(9)後製與轉檔 
照片掃描之規格參照文化建設委員會國家文化資料庫之數位化製作規格，先掃描成永久保

存檔（TIFF 檔 600dpi，色彩模式 RGB）；接著使用影像處理軟體 Photoshop 進行修圖，例如圖

片傾斜之轉正、髒點修飾等；最後轉出網路瀏覽格式為 300dpi 之 JPEG 檔；圖檔儲存完成後，

進行後設資料輸入，後設資料參照文建會國家文化資料庫之老照片詮釋資料格式與規範進行。 
 

3.色彩管理 

無論平台式掃描還是數位攝影，皆需針對各項設備進行色彩管理，以確保典藏原件之色彩得以

忠實呈現於數位圖像；並於數位化完成後進行打樣與檢驗，確保數位典藏之品質。色彩管理之製

程如圖 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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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色彩管理軟體流程 

 
首先，針對設備進行校正，接著使用彩色導表與色彩管理軟體 Profile Maker 5.0 製作該項設備之

色彩特性描述檔 ICC Profile；最後將完成之 ICC Profile 嵌入影像，於不同設備間進行色域空間之對應

與轉換，確保數位化圖像之色彩得以忠實呈現。本案所使用之掃描器、數位機背、輸出設備、螢幕等

設備，皆有做色彩管理，所使用之導表如下所示： 
 

掃描器色彩管理使用之導表 數位機背色彩管理使用之導表 

  

 

輸出設備色彩管理使用之導表 

 
圖 20. 各輸入輸出設備色彩管理使用之彩色導表 

(1)輸出打樣 



 

 
 

 

 

為了

樣輸出成

是在顯示

現於被印

幕；同時

 

 (2)數位化

為了

測。檢測項

影像傾斜

目可藉由

準且無量

述如下：

A.以 Pho
核項目

a.色彩模

b.位元深

c.影像解

d 影像大

了瞭解掃描後

成品並與原稿

示器螢幕上檢

印材上。本案

時輸出小圖清

Barc

化檔案品質

了瞭解典藏品

項目包含：

斜角度等瑕疵

由 Adobe Pho
量化之可能，

 
otoshop 軟體

目包涵： 
模式：一般為

深度：一般為

解析度：300
大小規格：原

檢視色

後之檔案在

稿及數位檔

檢視數位檔

案主要採用

清冊以供核

co 螢幕與麥金

圖

質檢測 
品數位化後

色彩模式

疵；以及色

otoshop 影像

，僅能由人

體開啟數位

為 RGB 
為 8 位元/色
0dpi 或 600d
原稿與數位

色彩模式與位元

圖 22. 檢視色

在輸出端之色

檔案作比對；

檔案，而硬式

用軟式打樣，

核對。打樣所

金塔電腦 

21. 軟式打樣

後之影像品質

、色彩深度

色相、彩度、

像處理軟體

人為（檢測人

位影像檔案，

色版 
dpi 

位檔 1：1 或

元深度 

色彩模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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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表現是

；在打樣方面

式打樣為使用

，軟式打樣

所使用設備

 
樣與硬式打樣

質，本計畫

度、影像解析

、明度、清晰

體相關功能項

人員）目測之

，檢查檔案是

或 1：4 倍放

 
位元深度&檢

 

是否符合原

面，可分為

用輸出設備

（螢幕檢視

備如下圖所示

大圖輸出

樣使用之設備

畫於數位化

析度、影像大

晰度、色彩

項目完成量

之。簡言之

是否符合標

放大尺寸。

檢視解

視解析度與影

原稿品質，執

為軟式打樣及

備將數位 RG
視）部分，採

示： 

出機 EPSON P

化完成後，亦

大小等規格

彩層次等可查

量化之檢測

之，數位影像

標單中的數位

解析度與影像

影像大小規格

執行過程中

及硬式打樣

GB 檔案轉換

採用 Barco

Pro9800 

 

亦進行數位

格，和毛屑、

查核之項目

；部份查核

像檔之驗收

位影像檔案

像大小規格 

格 

中將數位檔案

樣，軟式打樣

換成 CMYK
o 之校色專用

位典藏品質之

、污點、雜點

目。部份查核

核項目無檢測

收所包含項目

案規範需求

案打

樣即

K 呈

用螢

之檢

點、

核項

測標

目詳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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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檢驗影像之清晰度、銳利度；檢查影像是否失真、是否有產生數位方塊。 
C.檢驗掃描後影像之色彩、階調層次等表現，是否接近原稿，若未理想得予重新掃描或拍攝。 
D.檢查掃描後之數位影像是否有氣泡、牛頓環。 
E.檢驗掃描後影像之毛屑、污點、雜點；檢查掃描後影像內容有無非來自原作上的髒點與刮痕，

在此仍需與原作比對才能有依據。 
F.檢查掃描後影像傾斜角度以不得多於 0.2 度為原則。 

放大檢視清晰度與銳利度； 
有無髒點、毛屑、刮痕等。 檢查傾斜角度 

  
圖 23. 檢視清晰度、有無髒點（左）；檢查傾斜角度（右） 

G.檢查轉存之數位影像檔是否符合規範（如色彩模式、影像解析度、影像大小等規格）。 
H.檢查掃描及轉存之數位影像檔編碼是否符合規範。 
 

列印輸出後之影像品質檢測包含影像內容有無非來自原作上的髒點、刮痕，檢查墨水是否

暈開、有無斷墨現象、列印輸出影像尺寸大小是否符合規範，檢查影像清晰度、色彩飽和度、彩

度、亮部中間調與暗部層次表現等可查核之項目。部份查核項目可藉由使用相關之量測儀器完成

量化之檢測；部份查核項目無檢測標準且無量化之可能，僅能由專家為（審查委員）目測之。一

般列印輸出影像圖驗收所包含項目如下： 
A.檢查列印輸出後影像圖之清晰度、銳利度，並檢視列印輸出時墨水是否暈開、有無斷墨痕跡。 
B.檢視列印輸出影像圖之色彩、階調層次等表現，是否與原作接近（對照原彩色色卡之色彩與

階調層次為基礎）。 
C.使用標準燈箱、燈台與相關測量儀，針對列印輸出後之影像圖與正片、數位影像檔做比對並檢

測，在此，若可與原作作比對較為理想，若色差偏嚴重（能以肉眼明顯看出）得予重新校色

和印製。色差之計算公式參考如下： 

E△ ＝[(L1
* - L2

*)2 + (a1
* - a2

*)2 + (b1
* - b2

*)2]1/2 

 
本案驗收檢測所使用之相關設備如下所示： 
 

Barco 螢幕與麥金塔電腦 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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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光光譜儀 標準光源燈箱 

  
圖 24. 驗收檢測使用之相關設備 

 
此外，下表為針對驗收數位影像檔所使用之驗收記錄表單，內容包涵 TIFF、JPEG 檔之檢驗。無

論採用數位攝影直接拍攝典藏品，或使用平台式掃描器直接掃描之方式進行數位化，皆使用下表進行

數位檔案之驗收。數位典藏品質之驗收，除了需要上述相關設備外，還需要熟悉上述設備之使用，了

解數位化製成之驗收人員，方能對數位化成品進行量測與檢驗。甚至更進一步藉由儀器測量之數據資

料，分析製程中尚待改進之處，使品質得以精進提升。驗收過程中除了色彩量測外，亦包含視覺上的

評估，如：髒點之有無、影像鮮銳度、陰影是否過強、拍攝之打光是否均勻一致等。此部份之衡量，

可能受到專案驗收人員之專業背景與個人視覺觀感所影響，難有明確具體之數值規範。部分攝影師認

為，若打光時完全消去陰影，則物件的立體感難以呈現，影像感覺太過於平面；若陰影過強，明暗反

差大，則又會對影像之色彩、階調表現有不良的影響。此部份需要專案管理人員、驗收人員，與攝影

師進行妥善的溝通，方能拍攝出理想之成品。 
 

表 9. 數位檔案驗收表單 

項次 
物件 

名稱 
檔名 

媒

材 

數位影像檔 光

線

均

勻

影

像

平

整

無 

光 

點 

無 

陰 

影 

無 

雜 

點 

備註
TIFF 檔 JPEG 檔 

影

像

導

表

影

像

檔

案

檔

案

檔

案

影

像

色彩

表現

是

否

檔

案

檔

案

檔

案

影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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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影音數位化製作流程 

本計畫就典藏單位-金管處授權之 VHS 錄影帶、DVD、VCD 等影像資料，進行數位化轉檔，

轉檔後進行雜訊修復、影音品質強化、剪輯等作業，最後會匯出轉存成符合數位化影音規格之

檔案。規格詳如表 10。 

表 10. 視訊典藏規格 
檔案目的 說明 建議檔案規格 

資料永久保存格

式(1) 
 

將資料數位化典藏，保持原有風

貌，此為VCD 的品質 
 

檔案格式：mpg 
壓縮方式：MPEG-1 
圖片大小：352x240 像素 

資料永久保存格

式(2) 
將資料數位化典藏，保持原有風

貌，此為 DVD 的品質，檔案大

小為格式(1)的 3~100 倍，適合

需高解析保存物件 

檔案格式：mpg2 
壓縮方式：MPEG-2 
圖片大小：720x480 像素 
 

串流(streaming) 
寬頻格式 

提供以寬頻方式上網之使用者

線上觀看 
檔案格式：WMV 
影像大小：720*640 像素  
資料傳輸率：300kbps  
檔案時間：1-5 分鐘(具有代表性或主題畫面呈現) 

串流(streaming) 
窄頻格式 

提供以窄頻方式上網之使用者

線上觀看 
檔案格式：WMV 
影像大小：320*240 像素  
資料傳輸率：300kbps 
檔案時間：1-5 分鐘(具有代表性或主題畫面呈現) 

(資料來源：2008 謝顒丞，典藏藝術與數位化工程，國立臺灣藝術大學出版。) 
 

 

清

晰

度 

正

確

性 

歪

斜

度 

編

號

格

式

大

小

解

析

度

相

似

偏

差

修

邊

編

號

格

式

大

小

解

析

度

度 度 

A001                        

A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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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影音類數位流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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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數位典藏培訓課程 

(一) 開課對象：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相關研究人員 
(二) 授課時數：36 小時（共計 9 堂） 
(三) 課程概要 

行政院積極推動「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以建設高品質與提升產業競爭力的「數位台

灣」為目前政府的重要方針。其中以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所推動的「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與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網路文化建設發展計畫」為首，將重要的文物資料與藝術典藏品數位化，

期望這些典藏品在數位加值應用之後能促進我國人文社會與產業經濟的發展。本工作坊規劃系列課程，

以期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相關研究人員藉由此數位化流程實務工作坊能在執行與管理數位化典藏專

案時有所幫助。 

(四) 教學目標 

本工作坊主要目的為針對數位化典藏製作與驗收流程，藉由理論與實務並俱之解說方式，期望讓

學員能進一步瞭解數位化典藏製作與驗收整體流程，最終協助學員善用數位化流程的相關知識與技術，

未來在執行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專案過程當中，可充分應用以掌控專案品質。 

(五) 教學特色 

由台藝大圖文系謝顒丞教授所帶領之專業團隊已執行多項數位典藏專案並累積相當經歷，專案

團隊曾與營建署、文建會、國科會、客委會、朱銘美術館、鳳甲美術館等單位合作數位典藏之專案，

除擁有豐富的數位典藏經歷，對於執行數位典藏工作亦有深入且專業的實作能力。而在數位典藏課程

方面，亦曾開設「π 型藝文人才培育計畫-數位典藏與文化創意產業學程」、96 年度及 97 年度獎勵大

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多元視野藝術教學人才培育計畫-數位典藏學程」等相關學程。上述學程成功開

拓本校藝術人才在藝術與人文領域專業中的數位化素養與能力，培育具有市場價值與數位化藝術人文

能力之優秀人力，為文化數位內容產業注入新的生命力。而為提升與課人員的學習效果興自主學習之

功效，本工作坊課程之教學特色包含了課程資料存檔及課程考核兩點，茲詳述如下： 
1. 課程專屬部落格 
    本課程將開設一課程專屬部落格，有關課程的任何消息都會在部落格上公布，每次的課程錄

影也都將於課程結束後一周於部落格上線供學員們復習及參考，此外，部落格所提供之留言板也

提供一溝通交流管道，讓學員們遇到問題時能夠提問，本課程的助理會盡快為大家提供各項所需

的資訊。 
2. 課程資料存檔： 
    在每次的課程中，本團隊都進行紀錄及存檔之工作，並於課程結束後剪輯製作教學資料光碟

給予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讓金管處的數位典藏工作人員能夠於課堂外複習老師所教授之內容，

不會發生因為忘記上課內容而造成課程進度的落後，同時亦能透過複習的機制提升學員對該課程

的熟悉度與深入相關議題的探究。 
3. 課程考核 
    本課程將於課程結束後進行考核之動作，透過考核的機制來加強學員們學習之驅動力，並得

透過考核來檢視學員們之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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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礎
課
程

數
位
化
基
礎
應
用
課
程 

●數位化工程導論(3HR) 

●詮釋資料(2HR)   

●數位圖像與色彩(3HR) 

4. 教學評核機制 
    在課程結束後，本團隊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來了解學員們對於本次課程之滿意度，問卷調查

的統計結果於後述工作坊執行成果中呈現。 

(六) 課程內容與研習時數 

課程模組可分為基礎課程、數位化工程課程與品質管理與驗收課程三個層次(圖 1)，預計總

時數 36 小時。細部規劃如表所示： 

I.  基礎課程： 

共 3 門課，8 小時，包括數位化工程導論、後設資料及數位圖像與色彩。  

II.  數位化基礎應用課程：  

共 4 門課，19 小時，包括傳統攝影、數位攝影、圖像掃描與影音數位化。 

III.  品質管理與驗收：  

       共 2 門課，9 小時，包括色彩管理與數位打樣與驗收。 
 

 
 
 
 
 
 
 
 
 
 
 
 
 
 
 
 
 
 
 

 

 

圖 26. 課程架構圖 

品
質
管
理
與
驗
收 

●傳統攝影(6HR)            

●數位攝影(6HR)            

●圖像掃描(4HR)           

●影音數位化(3HR)                                      

●色彩管理(6HR)   

●數位打樣與驗收(3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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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基礎課程表 

堂

次 
主題 
地點 內容 講者 課程 

時數 

1 
數位化工程導論 
圖文系二樓會議

室 

1. 數位典藏的定義 
2. 執行數位典藏之流程 
3. 典藏品的種類（平面、立體、半立體、影

音） 
4. 數位化方式（攝影、掃描、錄影、錄音）

與數位檔案（圖文影音）規格簡介 

主講：謝顒丞 
鄭惠文 

隨班助理： 
鄭思怡 

3hr 

2 
詮釋資料 

圖文系二樓會議

室 

1. 文物清查 
2. Metadata 需求欄位確認 
3. Metadata 編碼原則 
4. Metadata 著錄 

主講：陳昭珍 
隨班助理： 

鄭思怡 
2hr 

3 
數位圖像與色彩 
圖文系健豪數位

中心 

1. 點陣圖與向量圖簡介 
2. 色彩學：色相、彩度、明度、色溫、色域

空間、…… 
3. 色彩模式（灰階、RGB、CMYK） 
4. 位元深度（8bits、16bits、24bits、32bits）
5. 像素、解析度與檔案大小 
6. 檔案格式與常見用途 
影像品質評估：濃度、對比、鮮銳度、階調、……

主講：鄭思怡 
隨班助理： 

楊子霆 
3hrs 

 
表 12. 數位化基礎應用課程表 

堂

次 
主題 
地點 內容 講者 課程 

時數 

1 
傳統攝影 

圖文系 K4003 

1. 底片之種類簡介：負片、正片 
2. 相機規格與簡介：135、120、4×5、8×10
3. 光圈、快門與景深之控制 
4. 拍攝作業流程： 

A. 地點選定與物品提借 
B. 架設物件 
C. 導表的使用 
D. 打光、測光，與光源的調整 
E. 器材之操作與拍攝 
F. 拍攝品質檢驗 

主講：楊炫叡 
助理兼記錄： 

鄭思怡 
6hrs 

2 
數位攝影 

圖文系商業攝影

棚 

1. 數位相機種類：普通相機、數位單眼、數

位機背 
2. 感光元件（CCD、CMOS）與成像原理 
3. 拍攝作業流程： 

A. 地點選定與物品提借 
B. 架設物件 
C. 導表的使用 
D. 光源的調整 
E. 器材之操作與拍攝 

主講：楊炫叡 
助理：鄭思怡 
記錄：李育菁 

6h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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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次 
主題 
地點 內容 講者 課程 

時數 
F. 拍攝品質檢驗 

4. 實際操作 

3 
圖像掃描 

圖文系健豪數位

中心 

1. 掃描器種類介紹 
2. 滾筒式掃描作業 
3. 平台式掃描作業 
4. 其他後製：歪斜調正、接圖、去背、轉

檔、…… 
5. 實際操作 

主講：黃秀婷 
助理：鄭思怡 
記錄：黃淑屏 

4hrs 

4 
影音數位化 

圖文系健豪數位

中心 

1. 數位影片拍攝 
2. 剪輯與後製 
3. 檔案格式與常見用途 
4. 影片轉檔作業 

A. DV 拍攝影片之轉檔 
B. VCD/DVD 之轉檔 
C. VHS 之轉檔 

5. 聲音轉檔作業 
A. CD 之轉檔 
B. 錄音帶之轉檔 

主講：劉重威 
洪翎凱 

助理兼記錄： 
黃資涵 
 

3hrs 

 
表 13. 品質管理與驗收課程表 

堂

次 
主題 
地點 內容 講者 課程 

時數 

1 
色彩管理 

圖文系健豪數位

中心 

1. 為何需要色彩管理？ 
2. 色差的計算與數值之意義 
3. 導表的種類與介紹 
4. 色彩管理流程： 
5. 設備之校正 
6. 建立描述檔 
7. 色彩轉換 
8. 色彩管理常用之軟體與儀器介紹 
9. 實際操作 

主講：鄭元皓 
助理兼記錄： 

黃秀婷 
 

6hrs 

2 
數位打樣與驗收 
圖文系健豪數位

中心 

1. 底片之驗收與檢測 
2. 打樣的種類介紹：軟式打樣、噴墨打樣、

雷射輸出、相紙沖洗 
3. 圖像驗收作業流程 

A. 抽樣檢驗 
B. 確認規格（編碼、色彩模式、深度、

解析度…） 
C. 視覺評估（階調層次、清晰度、汙點、

陰影、刮痕…） 
D. 儀器測量（色差計算） 
E. 驗收紀錄 

4. 實際操作 

主講：鄭元皓 
助理：黃秀婷 
記錄：黃聖文 

3h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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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執行成果 

一、工作坊執行成果 

隨著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內容建置漸豐，為將典藏內容的使用與推動達到最佳的效益，本專案

於 99 年 7 月 26 日至 8 月 3 日舉辦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人才培育工作坊，在九天內分為基礎課程、

數位化工程課程與品質管理與驗收課程三個層次共開設九堂課 36 個小時，聘請數位典藏、詮釋資料

以及色彩學、影像處理等各方面專業師資授課，參與學員主要為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工作同仁共 9
位，期能透過課程傳授，讓金管處同仁能夠具備相關數位典藏之應用能力，以俾未來實際接手數位典

藏計畫網站維護及執行相關數位化作業。 

(一)  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人才培訓工作坊_課程安排週曆表 

表 14. 99 年數位典藏人才培訓工作坊課程表 

7 月上課時段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課 
程 
與 
時 
間 

26 
開幕暨數位化工程

導論 
0900~1200 
謝顒丞教授 
圖文系二樓會議室 

27 
傳統攝影(上) 
0900~1200 
圖文系 K4003 

28 
數位攝影(上) 
0900~1200 
圖文系商攝棚 

29 
詮釋資料 
0900~1200 
圖文系二樓會議室 

30 
色彩管理&圖像掃描

(上) 
0900~1200 
圖文系健豪數位中心

影音數位化 
1300~1600 
圖文系健豪數位中

心 

傳統攝影(下) 
1300~1600 
圖文系商攝棚 

數位攝影(下) 
1300~1600 
圖文系商攝棚 

數位圖像與色彩 
1300~1600 
圖文系健豪數位中心 

圖像掃描(下)&實機

操作 
1300~1600 
圖文系健豪數位中心

8 月上課時段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課
程
與
時
間 

2 
數位打樣與驗收 
0900~1200 
圖文系健豪數位中

心 

3 
金門國家公園數位

典藏主題網站內容

維護教育訓練 
0900~1200 
圖文系健豪數位中

心 

4 5 6 

實機操作 
1300~1600 
圖文系印前實習教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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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幕式 

表 15. 99 年數位典藏人才培訓工作坊-開幕式 

課程主題 99 年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人才培育工作坊 

課程名稱 開幕式 

主講人 
曾偉宏 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處長 
謝顒丞 國立台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學系教授兼主任 

課程時間 99 年 7 月 26 日(一)，09:00~10:00 

上課地點 圖文系二樓會議室 

上課內容大鋼 
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處長 曾偉宏致詞 
國立台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學系系主任 謝顒丞致詞 

開幕式照片 

 
99/07/26 曾處長與謝主持人合照 99/07/26 曾處長致詞 

99/07/26 工作坊開幕式 99/07/26 參與工作坊之金管處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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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課實況 

表 16. 數位化基礎課程-數位化工程導論上課實況 

課程主題 99 年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人才培育工作坊-基礎課程 

課程名稱 數位化工程導論 

主講人 謝顒丞 國立台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學系教授 

課程時間 99 年 7 月 26 日(一)，10:00~12:00 

上課地點 圖文系二樓會議室 

上課內容大鋼 

1. 數位典藏的定義 
2. 執行數位典藏之流程 
3. 典藏品的種類（平面、立體、半立體、影音） 
4. 數位化方式（攝影、掃描、錄影、錄音）與數位檔案（圖文影音）規

格簡介 
(課程講義如附件四之一) 

上課照片 

 

99/07/26 謝顒丞 教授課堂實況 99/07/26 謝顒丞 教授(數位化工程導論) 

99/07/26 謝顒丞 教授講解數位攝影的過程 99/07/26 謝顒丞 教授(數位化工程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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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數位化基礎課程-詮釋資料上課實況 

課程主題 99 年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人才培育工作坊-基礎課程 

課程名稱 詮釋資料 

主講人 陳昭珍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 

課程時間 99 年 7 月 29 日(四)，9:00~12:00 

上課地點 圖文系二樓會議室 

上課內容大鋼 

1. 文物清查 
2. Metadata 需求欄位確認 
3. Metadata 編碼原則 
4. Metadata 著錄 
(課程講義如附件四之二) 

上課照片 

  

99/07/29 陳昭珍 教授說明課程大鋼 99/07/29 陳昭珍 教授(詮釋資料) 

 
99/07/29 陳昭珍 教授講解 metadata 的相關技術 99/07/29 陳昭珍 教授(詮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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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數位化基礎課程-數位圖像與色彩上課實況 

課程主題 99 年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人才培育工作坊-基礎課程 

課程名稱 數位圖像與色彩 

主講人 鄭思怡 台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學系課程講師 

課程時間 99 年 7 月 29 日(四)，13:00~16:00 

上課地點 圖文系健豪數位中心 

上課內容大鋼 

1. 點陣圖與向量圖簡介 
2. 色彩學：色相、彩度、明度、色溫、色域空間 
3. 色彩模式（灰階、RGB、CMYK） 
4. 位元深度（8bits、16bits、24bits、32bits） 
5. 像素、解析度與檔案大小 
6. 檔案格式與常見用途 
5. 影像品質評估：濃度、對比、鮮銳度、階調 
(課程講義如附件四之三) 

上課照片 

99/07/29 鄭思怡 講師(數位圖像與色彩) 99/07/29 鄭思怡 講師(數位圖像與色彩) 

  
99/07/29 鄭思怡 講師(數位圖像與色彩) 99/07/29 鄭思怡 講師(數位圖像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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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數位化基礎應用課程-傳統攝影上課實況 

課程主題 99 年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人才培育工作坊-數位化基礎應用課程 

課程名稱 傳統攝影 

主講人 楊炫叡 台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學系助理教授 

課程時間 99 年 7 月 27 日(二)，09:00~12:00, 13:00~16:00 

上課地點 圖文系 K4003 教室、圖文系商攝棚 

上課內容大鋼 

1. 底片之種類簡介：負片、正片 
2. 相機規格與簡介：135、120、4×5、8×10 
3. 光圈、快門與景深之控制 
4. 拍攝作業流程： 

A. 地點選定與物品提借 
B. 架設物件 
C. 導表的使用 
D. 打光、測光，與光源的調整 
E. 器材之操作與拍攝 

5. 拍攝品質檢驗 

上課照片 

  

99/07/27 楊炫叡 助理教授(傳統攝影) 99/07/27 楊炫叡 助理教授(傳統攝影) 

  
99/07/28 楊炫叡 助理教授(傳統攝影) 99/07/28 楊炫叡 助理教授(傳統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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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數位化基礎應用課程-數位攝影上課實況 

課程主題 99 年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人才培育工作坊-數位化基礎應用課程 

課程名稱 數位攝影 

主講人 楊炫叡 台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學系助理教授 

課程時間 99 年 7 月 28 日(三)，09:00~12:00, 13:00~16:00 

上課地點 圖文系商攝棚 

上課內容大鋼 

1. 數位相機種類：普通相機、數位單眼、數位機背 
2. 感光元件（CCD、CMOS）與成像原理 
3. 拍攝作業流程： 

A. 地點選定與物品提借 
B. 架設物件 
C. 導表的使用 
D. 光源的調整 
E. 器材之操作與拍攝 
F. 拍攝品質檢驗 

4. 實際操作 

上課照片 

 
 

99/07/28 楊炫叡 助理教授講解色彩導表 99/07/28 楊炫叡 助理教授示範導表拍攝 

 
99/07/28 楊炫叡 助理教授講解色彩導表 99/07/28 楊炫叡 助理教授人像攝影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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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數位化基礎應用課程-圖像掃描上課實況 

課程主題 99 年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人才培育工作坊-數位化基礎應用課程 

課程名稱 圖像掃描 

主講人 黃秀婷 台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學系 課程講師 

課程時間 99 年 7 月 30 日(五)，09:00~12:00, 13:00~16:00 

上課地點 印前實習教室 K3001 

上課內容大鋼 

1. 掃描器種類介紹 
2. 滾筒式掃描作業 
3. 平台式掃描作業 
4. 其他後製：歪斜調正、接圖、去背、轉檔 
5. 實際操作 
(課程講義如附件四之四) 

上課照片 

 
99/07/30 黃秀婷 講師解釋器材使用流程 99/07/30 學員課堂中實際練習 

 
99/07/30 實際進行掃描示範 99/07/30 黃秀婷 講師示範軟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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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數位化基礎應用課程-影音數位化上課實況 

課程主題 99 年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人才培育工作坊-數位化基礎應用課程 

課程名稱 影音數位化 

主講人 劉重威 台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學系 兼任講師 

課程時間 99 年 7 月 26 日(一)，13:00~16:00 

上課地點 印前實習教室 K3001 

上課內容大鋼 

1. 數位影片拍攝 
2. 剪輯與後製 
3. 檔案格式與常見用途 
4. 影片轉檔作業 

A. DV 拍攝影片之轉檔 
B. VCD/DVD 之轉檔 
C. VHS 之轉檔 

5. 聲音轉檔作業 
A. CD 之轉檔 

6. 錄音帶之轉檔 

上課照片 

  
99/07/26 劉重威 講師解釋檔案類型及格式 99/07/26 劉重威 講師介紹攝影器材 

  
99/07/26 劉重威 講師實際操作示範 99/07/26 劉重威 講師軟體操作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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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品質管理與驗收課程-色彩管理上課實況 

課程主題 99 年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人才培育工作坊-品質管理與驗收課程 

課程名稱 色彩管理 

主講人 鄭元皓 台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學系課程講師 

課程時間 99 年 7 月 30 日(五)，09:00~12:00 

上課地點 圖文系健豪數位中心 

上課內容大鋼 

1. 為何需要色彩管理？ 
2. 色差的計算與數值之意義 
3. 導表的種類與介紹 
4. 色彩管理流程： 
5. 設備之校正 
6. 建立描述檔 
7. 色彩轉換 
8. 色彩管理常用之軟體與儀器介紹 
9. 實際操作 
(課程講義如附件四之五) 

上課照片 

 
99/07/30 鄭元皓講師 講解基本原理 99/07/30 鄭元皓 講師解釋光譜原理 

 
99/07/30 鄭元皓 講師介紹不同色域定義 99/07/30 鄭元皓 講師解釋 Lab 色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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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品質管理與驗收課程-數位打樣與驗收上課實況 

課程主題 99 年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人才培育工作坊-品質管理與驗收課程 

課程名稱 數位打樣與驗收 

主講人 鄭元皓 台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學系課程講師 

課程時間 99 年 8 月 2 日(一)，13:00~16:00 

上課地點 圖文系健豪數位中心 

上課內容大鋼 

1. 底片之驗收與檢測 
2. 打樣的種類介紹：軟式打樣、噴墨打樣、雷射輸出、相紙沖洗 
3. 圖像驗收作業流程 

A. 抽樣檢驗 
B. 確認規格（編碼、色彩模式、深度、解析度…） 
C. 視覺評估（階調層次、清晰度、汙點、陰影、刮痕…） 
D. 儀器測量（色差計算） 
E. 驗收紀錄 

4. 實際操作 

上課照片 

  
99/07/28 鄭元皓 講師基本概念介紹 99/07/28 鄭元皓 講師講解照片色溫 

  
99/07/28 鄭元皓 講師示範導表掃描及建檔 99/07/28 鄭元皓 講師示範導表掃描及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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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數位人才培訓坊實機操作課程實況 

課程主題 99 年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人才培育工作坊-品質管理與驗收課程 

課程名稱 實機操作 

主講人 呂建城 台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學系業界講師 

課程時間 99 年 8 月 2 日(一)，13:00~16:00 

上課地點 圖文系印前實習教室 

上課內容大鋼 1. 攝影器材操作講解 
2. 學員實地拍攝練習 

上課照片 

 
99/08/02 呂瑋城 課程講師實機講解操作 99/08/02 學員實機操作進行拍攝 

 
99/08/02 學員實機操作進行拍攝 99/08/02 實機操作課程學員合影 

 

 

 

 

 



 

 
   

44

表 26.工作坊學員攝影課作品呈現 

學員攝影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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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數位人才培訓坊-網站操作教育訓練實況 

課程主題 99 年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人才培育工作坊-網站操作教育訓練課程 

課程名稱 主題網站內容維護教育訓練 

主講人 簡如君 台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學系課程講師 

課程時間 99 年 8 月 3 日(二)，09:00~12:00 

上課地點 圖文系健豪數位中心 

上課內容大鋼 1. 前台單元介紹 
2. 各單元內容維護 

上課照片 

 
99/08/03 主題網站介紹 99/08/03 網站內容維護講解 

 
99/08/03 網站操作解說 99/08/03 網站內容維護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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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數位人才培訓坊結業式 

課程主題 99 年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人才培育工作坊 

課程名稱 結業式 

主講人 謝顒丞 國立台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學系教授兼主任 

課程時間 99 年 8 月 3 日(二)，12:00~13:30 

上課地點 圖文系四樓 k4003 教室 

上課內容大鋼 
1. 國立台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學系系主任 謝顒丞致詞 
2. 工作坊修業證書頒發 
3. 工作坊學員合影 

上課照片 

99/08/03 工作坊結業式海報 99/08/03 工作坊結業式 

 
99/08/03 計畫主持人與協同主持人頒發證書 99/08/03 工作坊全體學員及老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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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數位人才培訓坊上課錄影實況 

上課錄影實況擷取畫面 

 (四)工作坊課程評核 

1.工作坊部落格之公告與交流 

本工作坊隨著課程進行，提供學員上課講義(如附件四，部份課程因實作教學或其他因素恕無

提供電子檔)，進行課堂簽到外(課堂簽到表如附件五)，課堂助理同時也進行課堂教學實況錄影，

並透過工作坊部落格的架設，讓學員們可從部落格公告中得知課程相關資訊，有問題也可以隨時

向老師或課程助理提問，或是於工作坊部落格留言版中與老師同學們交流討論(見圖 27、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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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數位人才培訓工作坊部落格_課程資訊公告頁面 

 
圖 28. 數位人才培訓工作坊部落格_課程大鋼資訊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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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99 年金門國家公園常民文物_文物用途分類一覽表 

類  別 物   品   名   稱 件數 類  別 物   品   名   稱 件數 

傢俱類 方木凳 16 件 貯置類 藤編小提箱 9 件 
 雙屜高腳几   甕  
 花椅一   陶缸  
 透雕桃花茶几   藤編圓形籃層  
 黃木花椅   圓形黑漆籃層  
 花椅二   橢圓形紅漆籃層  
 衣櫥   藤編方形籃層  
 圓鏡梳妝臺   竹籃  
 化妝箱   青花雙耳置物瓶  
 單屜小几  民俗類 囍字燭臺 8 件 
 八仙桌爿   天公燈  
 木櫃櫥桌   六模粿印  
 圓腳靠背椅   壽桃三模粿印  
 方鏡梳妝臺   圓龜圓桃粿印  
 洗臉架   壽桃魚錢四模粿印  
 方腳靠背椅   瓦將軍  
飲食器 高托瓷盤 15 件  花籃  
 青花牡丹碟  照明類 錫質燈臺： 5 件 
 陶硿   瓷質燈臺：  
 藤編茶岫一   綠釉陶瓷燈臺：  
 藤編茶岫二   汽化燈：  
 大碗公一   燈臺油壺：  
 大碗公二  寢具類 漆器枕： 4 件 
 雙喜瓷碗   方瓷枕  
 茶盞蓋   龍鳳雙喜玉枕  
 成化青花小盤   圓瓷枕：  
 喜上眉梢青花盤  雜物類 雙桃小石臼 4 件 
 青花小盤   銅熨斗  
 青花纏枝蓮小瓷盤   調色盒蓋  
 壽魚青花小盤   水仙花碗  

 雙魚青花小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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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99 年金門國家公園常民文物_文物材質分類一覽表 

類  別 物   品   名   稱 件數 類  別 物   品   名   稱 件數 
陶瓷類 瓷質燈臺 24 件 木質類 六模粿印 20 件 
 綠釉陶瓷燈臺   壽桃三模粿印  
 方瓷枕   圓龜圓桃粿印  
 圓瓷枕   壽桃魚錢四模粿印  
 高托瓷盤   方木凳  
 青花牡丹碟   雙屜高腳几  
 陶硿   花椅一  
 甕   透雕桃花茶几  
 燈臺油壺   黃木花椅  
 瓦將軍   花椅二  
 陶缸   衣櫥  
 大碗公一   圓鏡梳妝臺  
 大碗公二   化妝箱  
 雙喜瓷碗   單屜小几  
 茶盞蓋   八仙桌爿  
 調色盒蓋   木櫃櫥桌  
 成化青花小盤   圓腳靠背椅  
 喜上眉梢青花盤   方鏡梳妝臺  
 青花小盤   洗臉架  
 青花纏枝蓮小瓷盤   方腳靠背椅  
 壽魚青花小盤  藤竹木編 藤編茶岫一 9 件 
 雙魚青花小盤   藤編茶岫二  
 青花雙耳置物瓶   藤編小提箱  
 水仙花碗   花籃  
金屬類 錫質燈臺 4 件  藤編圓形籃層  
 囍字燭臺   圓形黑漆籃層  
 汽化燈   橢圓形紅漆籃層  
 銅熨斗   藤編方形籃層  
其他類 天公燈 4 件  竹籃  
 漆器枕     
 龍鳳雙喜玉枕     

 雙桃小石臼     
 

 

 



 

 
   

53

三、網站版面調整與內容新增 

本期計畫中依 99 年所數位化之內容，持續新增「線上圖書館」、「影音專區」項下『人文』及「自

然」、「金門之美」項下『櫥窗展示』等單元內容外(如表 37、38 黃色標記處)，另規劃於學術研究版

之「人文」項下新增「常民文物」次架構，匯入金門民防及早期等常民文物資料內容(如表 35 綠色標

記處)，其架構及其內容說明如圖 34 與表 37、38 所示：  

 

 

 

 

 

 

 

 

 

 

 

 

 

圖 34. 99 年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網站新增架構圖 

 

表 33. 數位金門學術研究版_功能架構 
單元 次單元 內容概述 

認識

金門

數位

典藏 

計畫摘要 

陳述關於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計畫源由/存在意義。及期待此網站可以提供給使用者的資

訊。 
計畫緣起 
計畫目的 

計畫架構 

檢索 
關鍵字檢索 提供使用者輸入關鍵字即可進行全文檢索功能 

類別檢索 提供類別導覽形式，讓使用者逐步點選瀏覽 
可在此選擇找行程或是找典藏 

人文 

傳統聚落 分南山、北山、山后、瓊林、水頭、珠山、歐厝主要聚落類別 

戰備武器 
細分陸軍、空軍戰備武器數位典藏資料 
陸軍分類:地面防衛、槍炮武器、陸航系列、雷達系列 
空軍分類：戰機系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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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次單元 內容概述 

常民文物 包括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歷年搜集早期居民之日常用品與民防時期各類用品等內涵 

自然 

植物 以科別細分，介紹金門植物數位典藏資料 

鳥類 以科別細分，介紹金門動物數位典藏資料 

潮間帶 以科別細分，介紹金門潮間帶數位典藏資料 

影音

專區 
人文 

以人文與自然兩然類別劃分資料，提供典藏影音資料供民眾觀看 
自然 

線上

學習

專區 

線上圖書館 
提供金門國家公園內之生態資料查詢、天然災害紀錄、研究報告、解說出版品、專題成果

展示於知識整合搜尋等。讓有相關研究需求的民眾閱讀使用，增進網站服務功能，提升網

站利用率 

互動學習區 
主要提供網友交流與互動，可運用數位典藏資源加值運用形成活動問卷，達到互動學習的

效果，以及放置 flash 動畫問答，讓使用者回答。且每一筆數位典藏資源還能讓網友進行投

票、評論、分享轉寄。 

公告

區 

最新消息 公告有關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的最新消息及活動訊息 
最新典藏 將新上架的人文史蹟、自然生態數位典藏資料置於首頁 
典藏圖書 將近期新增在線上圖書館的研究報告、期刋、學報…列於此 
典藏影音 公告最新的典藏影音資料 
加入最愛 將本網站加入我的最愛 

版權宣示 版權相關內容告示，以及呈現相關人物及文章使用授權同意 
好友連結 相關網站連結，包括金門國家公園官網、其它公部門…等 
無障礙網頁 本網站建置完成後可通過無障礙機器檢測 1A 等級 
聯絡我們 提供使用者直接以線上表單聯繫功能，非開啟 outlook 信箱 
人數計數器 提供本網站開站以來累積的瀏覽人數統計 

 

使用指

南 提供本網站的使用方法說明與介紹 

網站地

圖 提供本網站的所有單元陳列及整體架構圖 

 
表 34. 數位金門一般民眾般_功能架構 
單元 次單元 內容概述 

認識金

門國家

公園 

金門國家公園簡介 介紹金門國家公園的成立背景、地理位置，及在公園裡的人文史蹟、自然資源與豐富的動植

物生態環境。 
摘要說明金門數位典藏計畫 金門數位典藏計畫 

檢索 
關鍵字檢索 提供使用者輸入關鍵字即可進行全文檢索功能 

類別檢索 提供類別導覽形式，讓使用者逐步點選瀏覽 
可在此選擇找行程或是找典藏 

金門觀

光專區 

單車慢活 規劃一日的單車之旅行程景點，點選景點後，將看到詳細的典藏資料 

戰地風情 可檢索金門地圖看到以下景點，並以 flash 動態方式呈現：毋忘在莒、八二三戰史館、莒光樓、

古寧頭戰史館、翟山坑道、九宮坑道、馬山觀測站、湖井頭戰史館、將軍堡等等 

造訪風獅爺 可檢索金門地圖看到園區聚落風獅爺及說明 
 

美食小吃 可檢索金門地圖看到在地美食小吃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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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次單元 內容概述 
民宿專

區 
首頁 Flash 可由後台進行首頁 Flash 檔案更新 
民宿介紹 各聚落之民宿介紹(圖及文) 

影音遊

金門 
人文 

分人文史蹟及自然生態進行點閱查看典藏影音資料 
自然 

線上學

習專區 

線上圖書館 

此單元典藏金門國家公園歷年出版之天然災害紀錄、研究報告、解說出版品、專題成果報告

等，讓有相關研究需求的民眾閱讀使用，增進網站服務功能，提升網站利用率。其單元次架

構為宗祠建物、戰地史蹟、傳統聚落、民俗信仰、植物資源、動物資源、水域生態、地質環

境及其他。 

互動學習區 

金門典藏小知識：金門相關的小知識以文字呈現在首頁上，讓使用深感興趣點選後可進入觀

看詳細的數位典藏資料 
互動投票區：發起投票活動，並可讓民眾觀看投票結果，也藉此了解民眾的想法 
誰是金門王： 

公告區 

最新消息 公告有關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的最新消息。 
活動訊息 公告有關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金管處的最新活動訊息。 
本週之星 於首頁秀出每週推薦物件(包括文字、圖片)引導民眾點入瀏覽。 
最新投票 向民眾發起投票活動，並可讓民眾觀看投票結果，也藉此了解民眾的想法 

金門小知識 將金門相關的小知識以文字呈現在首頁上，讓使用深感興趣點選後可進入觀看詳細的數位典

藏資料。 
加入最愛 將本網站加入我的最愛 
版權宣示 版權相關內容告示，以及呈現相關人物及文章使用授權同意。 
好友連結 相關網站連結，包括金門國家公園官網、其它公部門…等。 

無障礙網頁 本網站建置完成後可通過無障礙機器檢測 1A 等級。 
聯絡我們 提供使用者直接以線上表單聯繫功能，非開啟 outlook 信箱。 
人數計數器 提供本網站開站以來累積的瀏覽人數統計。 

 
使用指南 提供本網站的使用方法說明與介紹。 

網站地圖 提供本網站的所有單元陳列及整體架構圖。 

金門之

美 櫥窗展示 
規劃金門之美單元：內含歷年出版之紀念品之動態呈現；另利用數位內容素材設計紀念卡片

及桌布專區，讓民眾可以使用數位化完畢的紀念品數位媒材來進行轉寄好友、新增到收藏夾

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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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增民防文物版面 

 

圖 35. 99 年網站戰地軍備_民防文物首頁 

 

圖 36. 99 年網站新增民防文物內頁 

 

 

會出現民防文物

的分類 

點下人文類其下

的戰地軍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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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99 年網站新增民防文物內頁 

 
圖 38. 99 年網站新增民防文物內頁 

 

 

點選民防文物的其中

一個細項「木製配線

架」即可看到其明細

點選右上方的放大鏡

即可觀看放大後的圖

像



 

 
   

58

(二)新增常民文物版面 

 
圖 39. 99 年網站新增常民文物首頁 

 

圖 40. 99 年網站新增常民文物內頁 

點選人文類其下

的常民文物首頁 

會出現依文物材

質或文物用途的

分類，並有進一步

分類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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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99 年網站新增常民文物內頁 

 

(三)擴充紀念品典藏內容 

   

圖 42. 99 年網站擴充紀念品典藏內容 

 

 

 

 

運用 Flash 轉動效果，觀

賞者將可清楚瀏覽文物

的正、反及左右兩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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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擴充圖書典藏內容 

 

圖 43. 99 年網站新增圖書典藏首頁 

 

運用 Flash 動態特

效，使用者點選任一

書籍封面後，將直接

進入該分類進行相關

瀏覽與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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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99 年網站新增圖書典藏內容 

 

(五)擴充影音專區內容 

 
圖 45. 99 年網站新增影片內容 

影片名稱、內容

描述及管理權等

基本資料列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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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99 年網站新增影片撥放圖示 

(六)調整一般民眾首頁_民宿專區版面 

 

圖 47. 99 年網站調整一般民眾_民宿專區版面 

點選放大鍵後，

即可隨載隨撥觀

賞影片。 

隨機撥放民宿照片，使用者直

接點選民宿名稱即可連結至該

民宿簡介及細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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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論 

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計畫為一繁複且專業之計畫，除延續 98 年度保存、傳承、推廣及應用等

目標外，本年度希望能達到「永續保存」、「公開展示」、「數位典藏人才培訓」及「未來加值應用規劃」

四大核心目標。將近七個半月的計畫執行期間，除持續擴充原有類別之文物數位化內容，更新增常民

文物及民防文物類別，保存先民生活中食衣住行等各類生活器具及民防時期的各類物品，並將成果呈

現於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網站-「數位金門」。 

除數位化及網站平台內容擴充外，本計畫尚舉辦數位典藏人才培訓工作坊，落實推動金門國家公

園文史資料之數位典藏工作並積極培訓園區數位典藏人才。本計畫同時具備以下重要意義： 

一、就文化資產保存而言： 

透過文物蒐集與數位化作業，得以將金門國家公園珍貴的人文與自然資源以數位化型式保存，

達到文化資產永續保存的目標。 

二、就公開展示及推廣地方文化而言 

「數位金門」網站系統化的呈現金門國家公園人文與自然歷史悠久且豐富的文化資產，除達

到公開展示的目的，民眾也得以跨越時空限制，擁有一個瞭解金門獨特文化的便利管道，並可藉

此融入地方特色，成為同時具有文化產業特色與自然生態觀光景點的文化區。 

三、就數位典藏長期發展及人才培育而言 

透過數位典藏人才培訓工作坊之舉辦，針對數位化典藏製作與驗收流程，藉由理論與實務並

俱之解說方式，讓學員進一步瞭解數位化典藏製作與驗收整體流程，並擁有執行文史資料數位典

藏之技能，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本計畫自 99 年 5 月中開始執行，歷經物件分類、授權、數位化工程及色彩檢驗、擴充網站

內容等執行過程，並舉辦數位典藏人才培訓工作坊，對於文物數位化及人才培訓有些許經驗與心

得，然為提高數位典藏網站內容之曝光度及應用推廣，建議下期計畫可規劃增加線上學習區內容，

數位典藏圖像之授權與加值，製作相關的週邊商品，透過不同管道與方式讓更多民眾認識、瞭解

金門國家公園，也讓數位典藏之成果分享運用達到其最大之效益，。 

 



 

 
   

 

 

 

 

 

 

 

 

 

 

99 年度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計畫 

成果報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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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計畫數位化清冊一覽 
一、錄影帶/光碟_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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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書類_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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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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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紀念品類_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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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四、戰地軍備類_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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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民文物類_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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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工作坊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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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學員研習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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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上課講義 

1. 數位化工程導論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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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數位化工程導論課程(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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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數位化工程導論課程(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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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數位化工程導論課程(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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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數位化工程導論課程(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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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詮釋資料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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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詮釋資料課程(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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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詮釋資料課程(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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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詮釋資料課程(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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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數位圖像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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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數位圖像與色彩(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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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圖像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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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圖像掃描(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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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圖像掃描(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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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色彩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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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工作坊相關準備與課程文件 

停車證申請單 

   

指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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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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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數位典藏人才培訓工作坊學員調查問卷 

2010年「金門國家公園數位典藏人才培訓工作坊」研  習  課  程  問  卷  調  查  表 

您好： 

為提升研習課程的品質，特擬本意見調查表，請依您的實際經驗與感受，逐題回答。您的意見至為寶

貴，敬請撥冗填答，謝謝您的協助！   

 問卷內容(請單選)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尚

可 

不 滿

意 

非常 

不 滿

意 

一、課程內容           

(1)  課程內容的安排您還滿意嗎？  □  □  □  □  □ 

(2)  本次研習課程對於您個人專業的助益您還滿意嗎？  □  □  □  □  □ 

(3)  本次研習課程所提供的講義您還滿意嗎？  □  □  □  □  □ 

(4)  本次研習課程的呈現方式與製作品質您還滿意嗎？  □  □  □  □  □ 

             

二、師資安排           

(5)  您對於講師的表達能力還滿意嗎？  □  □  □  □  □ 

(6)  您對於講師的教學方式還滿意嗎？  □  □  □  □  □ 

(7)  您對於講師的教學速度還滿意嗎？  □  □  □  □  □ 

(8)  您對於講師的專業素養還滿意嗎？  □  □  □  □  □ 

             

三、學習環境設備與時間           

(9)  研習場地的設備您還滿意嗎？  □  □  □  □  □ 

(10)  研習時間的安排您還滿意嗎？  □  □  □  □  □ 

(11)  3小時的課堂研習時數您還滿意嗎？  □  □  □  □  □ 

(12)  整體而言，您對於本課程的評價還滿意嗎？  □  □  □  □  □ 

           

四、服務態度           

(13)  工作人員的服務態度您還滿意嗎？  □  □  □  □  □ 

(14)  工作人員傳達訊息的方式您還滿意嗎？  □  □  □  □  □ 

           

(15)  透過電子郵件及部落格之課前重要公告及資訊發布 

          的方式及即時性您還滿意嗎？ 

□  □  □  □  □ 

(16)  課程網站及部落格之內容您還滿意嗎？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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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意見 

(1) 您覺得從開課到目前對於哪一堂課及哪一位講師印象最深刻呢？ 

＿＿＿＿＿＿＿＿＿＿＿＿＿＿＿＿＿＿＿＿＿＿＿＿＿＿＿＿＿＿＿＿＿＿ 

＿＿＿＿＿＿＿＿＿＿＿＿＿＿＿＿＿＿＿＿＿＿＿＿＿＿＿＿＿＿＿＿＿＿ 

 

(2)您對於本次研習課程獲益最多的地方是甚麼呢？ 

＿＿＿＿＿＿＿＿＿＿＿＿＿＿＿＿＿＿＿＿＿＿＿＿＿＿＿＿＿＿＿＿＿＿ 

＿＿＿＿＿＿＿＿＿＿＿＿＿＿＿＿＿＿＿＿＿＿＿＿＿＿＿＿＿＿＿＿＿＿ 

 

(3)您對於本次研習課程是否有具體的建議供日後舉辦數位典藏人才培訓工作坊參考呢？ 

＿＿＿＿＿＿＿＿＿＿＿＿＿＿＿＿＿＿＿＿＿＿＿＿＿＿＿＿＿＿＿＿＿＿ 

＿＿＿＿＿＿＿＿＿＿＿＿＿＿＿＿＿＿＿＿＿＿＿＿＿＿＿＿＿＿＿＿＿＿ 

 

(4)對於下一次相同性質的研習課程，您覺得可再增加哪些課程內容？ 

＿＿＿＿＿＿＿＿＿＿＿＿＿＿＿＿＿＿＿＿＿＿＿＿＿＿＿＿＿＿＿＿＿＿ 

＿＿＿＿＿＿＿＿＿＿＿＿＿＿＿＿＿＿＿＿＿＿＿＿＿＿＿＿＿＿＿＿＿＿ 

 

(5)對於下一次相同性質的研習課程，您覺得修課及排課方式可以如何安排呢？ 

＿＿＿＿＿＿＿＿＿＿＿＿＿＿＿＿＿＿＿＿＿＿＿＿＿＿＿＿＿＿＿＿＿＿ 

＿＿＿＿＿＿＿＿＿＿＿＿＿＿＿＿＿＿＿＿＿＿＿＿＿＿＿＿＿＿＿＿＿＿ 

 

感謝您的分享，我們會將您寶貴的建議做為未來課程規劃的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