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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主題
• 申請數位典藏計畫緣起
• 簡介及作業內容
• 數位化加值以後之應用
• 工作經驗
• 建議



淡水古蹟博物館數位典藏計畫淡江大學數位典藏工作團隊

申請數位典藏計畫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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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

研發長 陳幹男

建築系 黃瑞茂 執行單位歷史系
資圖系
中文系
資工系
交管系

顧問群單位

Metadata工作與
資料蒐集組

數位模型製作
與數位呈現組

網頁工作組

淡水古蹟博物館

˙工作團隊

http://tamsui.eki.com.tw/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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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及作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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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法

劃定範圍及確立數位化對
象

資料蒐集：史料文字、影像（含舊照片及現場拍照）、建築圖說、測量
圖、衛星圖

資料分析及確認
不足

數位化：建立資訊，各種數位化格式之建
製

數位化：再現

透過介面傳播與獲得回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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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選定三棟古跡作為第一期之目標，包括滬尾炮台、紅毛
城（含英國領事館）以及前清稅務司官署宿舍三棟古跡。主
要考量︰

（一）三棟建築所在區位集中，可以先就埔頂地區之地理呈
現部分先行探討。

（二）此三棟為縣政府所有，目前為淡水古跡園區主要運作
之對象，容易取得相關資料，成果可以有效應用。

（三）建築之裝飾較少，電腦之3D製作較容易入手。

˙工作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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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北縣文化局與淡水古跡園區之資料協助與授權
1、淡水古跡園區為共同提案單位，初步就工作內容達成分工
協助，淡水古跡園區同時進行網站之更新。
2、學校發文文化局協助與授權，當面獲得局長之同意，正在
匯整資料中。（主要是各古跡之研究與測繪報告，以及相關
古跡資料）

（二）鎮公所協助與授權，也獲得鎮長之同意，協助有關於
鎮刊「金色淡水」與「淡水鎮志」之內容取得，正協商授權
中。

（三）「張鑽傳醫生攝影作品」之授權，獲得張志翔先生之
同意。

˙資料收集與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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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評論

‧（搶救）事件、年表、文件
‧連結：各工作室、重建街工作坊

家鄉守護

在地文資行動

‧3D（單棟）

‧環境分析

（街景系列）

‧構築解析

‧古蹟

‧歷史建築

、

、

、

‧研究報告

‧圖面

‧器物

‧照片

‧說明
‧修復過程

淡水相關文獻

‧歷史文獻

‧照片

‧地圖

‧資料
金色淡水

世界遺產潛力點

‧相關案例連結
‧淡水古蹟博物館網站

文化寶圖 ‧”再現”EX 導覽解說

‧從水上看淡水

‧馬偕在淡水

‧老街地圖-歷史
‧人文步道（系列）

PDA 導覽 規劃行動

”西安宣言”的在地實踐

定位︰淡水文化資產守護網

˙網頁建構



淡水古蹟博物館數位典藏計畫淡江大學數位典藏工作團隊 http://mail.tku.edu.tw/094152/tavc/



淡水古蹟博物館數位典藏計畫淡江大學數位典藏工作團隊

Metadata分類與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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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實紀

與資圖系林信成（台灣阿成）老師討論Metadata 繪製3D圖與討論

造訪淡水古蹟園區與園長配合 工作室討論實況

國家數位典藏典藏小組工作人員參訪淡水古蹟園區

台北藝術大學林會承教授蒞臨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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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歷史敘述-文字檔

(1)小白宮的歷史背景小白宮的歷史背景

(2)小白宮的建築特色

2.影像檔

(1)現況照片

(2)歷史照片

(3)3D模擬圖像

3.動畫檔

(1)3D路徑

(2)拆解

4.360環場

5.3D動畫與透視

（影像呈現內容

˙數位呈現與資料種類
以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邸
（小白宮）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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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蒐集

文字：整理統
一章節與敘述

圖面：掃瞄
非數位圖面並

合成

影像：1.掃瞄與編定
檔案名稱與分類 2.現
場拍照攝影

圖面數位化：
以CAD建製成

DWG

現場測量
與基地調

查

釐清與確認
圖面疑問

3D模型建製

3D模型架構
與
相關資訊校
正

有問題

轉檔DWF

確認

360環場VR製作
Video錄影

3D透視圖
RENDER

3D動畫製
作

3D VRML
虛擬實境製
作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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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歷史敘述-文字檔

(1)小白宮的歷史背景小白宮的歷史背景
清代海關分為兩種，一為常關，稱舊海關，一為洋關，稱新海關。常關乃就本國船隻裝載貨物徵收
關稅，也就是國內貿易的稅關。臺灣在設行省之前，隸屬福建省，屬福建海關管轄，並無常關之設。
1862年7月18日 滬尾（淡水）洋關正式設立，小白宮現定為三級古蹟。

淡水開埠後，稅務司實質上掌握了洋關行政與稅務大權。淡水關初設人員不多，侯威爾任職稅務
司期間，其他海關洋人亦只有四人。隨著關務越來越繁雜，洋關人員也日益增加，因此有了購地建屋
之需求，並於同治五年三月十日（1866.4.24）向地主吳春書、吳惶葉兄弟購買土地準備起蓋公館。
同年，清廷「以關稅作為清政府賞款擔保，以海關作為可靠的財物代理人的途徑」，於是，在經費有
了著落及外籍稅務司制度十分有效率的條件下開始興建第一棟海關官邸提供稅關長居住。到了光緒元

年 四月二十七日 （ 1875.5.31），海關又向吳氏兄弟再購買官邸左側土地，建另外兩棟宿舍，供秘
書（書記）及其他海關關員居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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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白宮的建築特色
小白宮是一棟殖民地式建築。殖民地式建築之特徵有抬高地基、四周有類似迴廊之 Verandah（涼
台）的設置、落地門窗、煙囪等等。涼台的設計佔建築面積很大的比例，形成另一種型態的生活空

間，與僅為增加建築面積之Balcony（陽台）設計不同，因此這種擁有大面積的Verandah的殖民地式
建築又稱為Bungalow（涼台殖民地式建築）。

小白宮，正立面向南，面對淡水河，有十一個半圓拱圈，東、西面各有四個半圓拱圈。規律對稱的拱
圈，在視覺上具有協調柔和與美感。東、西、南三面的拱券迴廊，除視覺效果外還可增加光照面積，使每一
個空間都能得到充足的日照與視野。門窗的位置均與迴廊拱圈相呼應，除採光性及通風性良好外，更便於由

室內觀賞室外景色。迴廊每一扇門窗上，都附有木質的活動百葉窗，作為調節光線及加強遮陽效果之

用。屋頂是四坡式斜屋頂的基本形式，方便排水，亦可增高室內空間或作成閣樓使用，同時具有隔熱作

用。屋頂上設有煙囪，是壁爐設備，壁爐主要作為取暖及防潮用。地基用紅磚及石材砌成基座，外側周圍

則留有通風口，基座抬高約 一公尺 ，既可防潮又能表現出主人之尊貴氣派。
光緒二十一（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清廷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清廷派李經方到基隆外海與日本海軍做

形式上的交接。同年 六月五日 ，日本稅關鑑定官野村材二在基隆登陸，基隆海關人員都已撤離， 六月九日
抵達淡水，淡水海關稅務司馬士（ H.B.Morse）向日方表示：「大清帝國海關屬於赫德管轄，清廷僅支付海
關人員薪俸、房租及其他雜費，每月 三千兩 而已，海關業務形同包稅制度，所有房屋、地產等均屬於赫德
的私產。」日本查證結果，淡水海關官舍土地一區確有登記在赫德名下。經雙方不斷的交涉，日本方面估價
淡水、基隆台北稅關所屬的財產總額為銀幣 五萬兩 。 八月五日 ，馬士結束淡水關的關務，將淡水、基隆兩
海關正式移交日本。

淡水河口因中法戰爭時劉銘傳採填石塞港策略，加速了淡水港的淤積而漸漸沒落。 1895年6月17日 ，
日本舉行始政紀念，也於淡水重新開設淡水稅關。由於淡水港沒落，關務也顯得悠閒， 1900年5月10日 淡
水稅關長中村純九郎發起，組成了「五十會俱樂部」，初期成員僅限淡水稅關員，以餘暇相互歡樂及開達個
人智識為目的。內設俱樂部，有遊戲室與食堂，攻修部則有政法及語言科。提供各種書籍閱覽、棋類活動、

網球、撞球、乒乓球、游泳等比賽，海關官邸則提供官員及俱樂部會員休憩、聯誼、運動、進食等
功能。

日漸荒廢的小白宮，於1996年曾一度被財政部報廢，準備拆除建大樓。經淡水地方人士、團體、學者、
專家，發起「小白宮搶救行動」，終獲內政部回應，於民國八十六（1997）年，評定此棟官邸具有歷史意
義，在建築上也具有其獨特的價值，而定為第三級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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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像檔

(1)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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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歷史照片與3D模擬合成

部分時代人物考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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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D模擬圖像重點

現況照片不易表達之場景

剖面圖

拆解圖

動畫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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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動畫檔

(1)3D路徑

A.鳥瞰

B.大門進入與走廊

C.內部

A.鳥瞰..並說明
B.外部走廊..並說明
C.內部空間..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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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架構

次要房間

(2)拆解

A.屋頂拆掉..並說明
B.屋架拆掉..並說明
C.牆面拆掉..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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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0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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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D動畫與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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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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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F圖檔

（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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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地形RENDER



淡水古蹟博物館數位典藏計畫淡江大學數位典藏工作團隊

淡水地形3D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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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剪接費時、網
路傳輸速度影響品質

導覽效果佳攝影動畫

需外掛軟體（DWF™
Viewer）

可方便觀看2D之CAD
檔

DWF格式

需外掛軟體（Quick
Time）

可自行控制其觀看角
度

VR360度
實景環場

網路傳輸速度影響品
質

接收度高3D動畫
表現立體需多張組合速度快、接受度高3D透視圖

缺點優點項目

˙各項檔案格式優缺點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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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淡水古蹟園區做古蹟導覽
•結合淡水鎮公所觀光導覽
•教育-以淡江大學建築系為例

•民眾查詢
•推廣台灣
•保存古蹟與呈現風貌

數位化加值以後之應用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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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現存之古蹟、歷史建築皆適合
或具有文獻圖說但現已經不存在之
建築可應用

因故整修、整建，有機會拆解之木
構件歷史建築

一般現存之古蹟、歷史建築皆適合適合歷史建築
數位典藏類型

1.相關文字敘述、圖片Metadata格
式呈現
2.以3D透視與模擬方式回復歷史建
築當年場景及現場無法窺見之場景
與角度透視圖
3.現況360 VR環場
4.3D動畫

1.相關文字敘述、圖片Metadata格
式呈現
2.將拆解之構件一一拍照數位化
3.修復過程之構件以動畫及360 VR
環場呈現

1. 相關文字敘述、圖片以
Metadata格式呈現
2. 雷射掃瞄紀錄與360 VR環場
3. 3D透視及剖面圖

主要呈現方式

針對淡水地區之具有歷史與人文價
值之古蹟、歷史建築與文化遺址等
全面性的進行調查、描繪與記錄，
以期能詳實的記載所有的相關文獻
與建築歷程、工法與材料，並採用
現代科技，將所取得之資訊加以數
位化，並將資料依據分類系統，呈
現於網路上以供查詢。

配合鹿港龍山寺經「九二一大地
震」後損壞的整修工程進行時進度
所修復的部位，窺構件之間組合的
關鍵，以數位典藏、互動的方式呈
現。

將大型歷史建築文物數位化以利保
存，並使用3D長距離雷射掃描器紀
錄歷史建築文物外觀及量體，將點
雲據以轉換成3D電腦模型、剖面
圖、外觀線檔圖，以數位模型記錄
提供史料長期記錄、長時間比對之
依據。

主要背景與目
的

計畫主持人：淡江大學建築系黃瑞
茂教授及其團隊

計畫主持人：東海大學建築系黃業
強教授及其團隊

計畫主持人：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施乃中教授及其團隊

計畫團隊

http://mail.tku.edu.tw/094152/tavc/http://www.cyberimage.com.tw
/lungshan/index.html

http://140.118.29.109/網址

95年94年92年計畫年份

淡水古蹟博物館數位典藏計畫鹿港龍山寺大木作數位典藏計畫台北市大龍峒保安宮數位保存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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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經驗

• 事前之文獻資料需蒐集齊全公部門或學術單
位

• 圖面不全隨時可去現場測繪地點與距離

• 3D模型最重要之呈現效果在於現況無法呈
現之處。勿做白工

• 聯合目錄與Metadata（後設資料）之觀念
需瞭解，並熟悉各種檔案之軟硬體操作。

• 呈現方式在網頁平台中需注意使用者之觀
看習慣與能力，且應注意其傳輸速度與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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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 建築相關科系課程實務與理論接軌，培養具技術性人

才：以歷史建築的國家數位典藏計畫為例，參與人員多
為建築背景，因此建議在建築相關科系中，應有3D模型
製作、多媒體、影像處理等技術課程之安排，以達到訓
練技術人員之目的。

• 未來期望配合地理資訊系統（GIS）整合全國歷史建築
之資訊：地理資訊系統一旦建立後，不只可以增加典藏
的價值，更可整合全國各地區之典藏內容。

• 針對Web 2.0時代來臨，應可鼓勵許多在網路個人化風
潮下，投入數位典藏工作。

• 應注意新介面之出現，如Google Earth軟體已經可以將
3D模型匯入於其中，並可整合基地周圍衛星照片，呈現
出歷史建築基地周圍環境與城市之關係，增加觀看者與
瞭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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