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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計畫主要針對淡水地區，具有歷史與人文價值的古蹟建築及文化遺址，進

行全面性的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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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採現代科技，將所取得之資訊數位化，根據分析系統，呈現於網

路上以供查詢。 

本工作團隊於95年完成『淡水古蹟博物館數位典藏計畫』第一期計畫，獲得

許多相關古蹟數位化操作模式與規範。而第二階段之工作將以三年為期，配合目

前運作成熟之工作模式與工作流程，繼續延伸「淡水紅毛城」、「滬尾砲台」、

「前清稅務司官署宿舍」三棟建築外的其他古蹟建築群。並在思維上以建構一個

完整的淡水地區數位城市模型，以達到將建築、城市空間與文化地景的空間資料

完整呈現的目的。 

第二階段之第一年工作對象內容包括淡水教堂與偕醫館；淡江中學校園中的

二處古蹟馬偕墓園與外僑墓園，真理大學中的理學堂大書院（原本預計完成多田

榮吉故居與海關碼頭因為擁有者的因素尚未開放進行測繪，所以先完成真理大學

中的理學堂大書院的數位化工作）。除了針對建築物進行數位化工作之外，也以

街廓的規模進行數位化呈現工作。在上一期所建構的基礎上，我們採用各種不同

的數位媒介，如：3D模型、相片、聲音、動畫、文字等等，於網路平台上應用

多樣的技術呈現所獲得的成果。 

第二期第二年的工作範圍則是包括：鼻仔頭區的淡水水上機場、淡水氣候觀

測所、原英商嘉士洋行倉庫、淡水海關碼頭等古蹟的測繪與數位化建置工作。 

 

關鍵詞：古蹟、世界遺產、淡水、數位典藏、數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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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ject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documentary of historic, 

cultural buildings and sites in Tamsui area. Through drawing and recording, all the 

relevant documents and architectural processes, tectonics, materials are cataloged 

and digitized with modern techniques. Thus all the data can be searched online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ed catalogue.  

The project is aimed to investigate thoroughly all the historic buildings in 

Tamsui, and set up architectural records of the 23 particular relics in details. In the 

first year, the project is scheduled to elaborate on three buildings which are operated 

by “Tamsui Historic Sites”, that is, “Fort San Domingo”, “Huwei Fort”, and 

“Ch'ing-dynasty Chief Taxation Officer's Residence in Tamsui”, in the form of 

3D-model. Furthermore, the documentary for the rest of historic buildings will be 

completed in the following phase by means of different digital media, such as 

3D-model, photo, sound, animation, and text, etc. Through internet as a 

communication platform, we can present all the fruitful results found in this project.  

Constructing a digital model within the spatial boundary of a city, the project 

will display an information collection of architecture, city space, and cultural 

landscape in Tamsui area. 

 

Keyword: Digital Archives, Digital Model, Relic, Tamsui, World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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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計畫緣起 
「數位典藏」在資訊時代有極重要之意義，若由政府主導形成一套制度化的

典藏模式，可將國內值得收藏之人文、自然、歷史、社會等議題之文件、影像、

史料、聲音、錄影予以數位化後保存下來，因此數位典藏的意義也是將歷史或現

況的非數位資料數位化、資訊化，並透過數位存檔、網站建置之方式達到資料保

存及學生教育、民眾查詢之目的。我國從民國91年1月1日正式成立「數位典藏國

家型科技計畫」開始，由九個典藏機構組成的典藏計畫執行單位。有鑑於各種議

題之內，建築相關領域中實誠不多，而在純建築類僅有三件，且皆為歷史建築性

質，包括：1.東海大學建築系-鹿港龍山寺大木作數位典藏計畫；2.台灣科技大

學建築系-大型歷史建築文物數位保存-台北市大龍峒保安宮數位保存--以正殿

大木構為例；3.淡江大學建築系-淡水古蹟博物館數位典藏計畫，三案。 

本工作團隊於95年提出『淡水古蹟博物館數位典藏計畫』後，在整年度的工

作上已經獲得許多模式與規範的經驗，因此對於95年度之數位典藏工作之後續發

展有積極參與之態度，並期待將整個淡水地區豐富的自然、人文、社會、古蹟做

更完整的數位化後續工作，且對於工作後之內容與資料，構思其加值之可能性。 

本計畫為「淡水古蹟博物館數位典藏計畫」之延續，因此對於第一階段之工

作段落與成果將於後文說明。而第二階段之工作將以三年為期，配合目前運作成

熟之工作模式與工作流程，繼續延伸「淡水紅毛城」、「滬尾砲台」、「前清稅

務司官署宿舍」三棟建築外的其他古蹟建築群，並在思維上以建構一個完整的淡

水地區數位城市模型，以達到將建築、城市空間與文化地景的空間資料完整保存

之目的。 

第二階段之第一年工作對象內容包括淡水教堂與偕醫館；淡江中學校園中的

二處古蹟馬偕墓園與外僑墓園，真理大學中的理學堂大書院（原本預計完成多田

榮吉故居與海關碼頭，但因擁有者的因素尚未開放進行測繪，所以先完成真理大

學中的理學堂大書院的數位化工作）。除了針對建築物進行數位化工作之外，也

以街廓的規模進行數位化呈現工作。 

在上二期所建構的基礎上，我們採用各種不同的數位媒介，如：3D模型、相

片、聲音、動畫、文字等，於網路平台上應用多樣的技術呈現所獲得的成果，建

構一個以城市為空間範圍的數位城市模型，著重於建築、城市空間與文化地景資

訊的呈現。 

本期的工作範圍包括：鼻仔頭區的淡水水上機場、淡水氣候觀測所、原英商

嘉士洋行倉庫、淡水海關碼頭等古蹟的測繪與數位化建置工作。 

（二）計畫內容 
本計畫擬繪製淡水文化古蹟導覽地圖，以圖層分別將所需呈現不同主題之資

料，應用網頁來進行控制地圖資料之開啟與關閉，而主題資料，主要有：(1)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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蹟點、(2)具有意義之老街區、(3)歷史建築物、(4)具有文化潛力之空間與環境

等，資料將以進行疊合，每張地圖皆有其重要的重點建築或者區域，使用者可以

開啟他們所要查詢資料的圖層或關閉不需要的資訊，當移至圖層上所設定的點

時，會顯現該區域之簡圖、基本資料(名稱、GIS之NE座標系統數值)等，讓民眾

可初步瞭解設定點之相關資本資訊，按下後才是古蹟點的詳細調查內容與更深入

的描述與論述，此為本計畫之數位網路資料呈現的主要方式。 

計畫內容包括鼻仔頭區的淡水水上機場、淡水氣候觀測所、原英商嘉士洋行

倉庫、淡水海關碼頭等古蹟，進行細部構件研究，並嘗試分析該棟建築物之工法

與空間設計構想與形式，而對於此建築物中之歷史文物，我們也將考究其背景與

美學、文化上之意涵，並以電腦3D繪圖之製作，詳實的以數位方式紀錄其構造

與建築形式，並以動畫方式呈現營造的過程與歷史空間脈絡的關係。 

（三）研究方法、步驟與呈現方式 
本案參與國家典藏計畫之呈現方式可分為兩種平台，一為網頁（HTML），

一為多媒體光碟。此兩種平台最大差別在於：網頁強調即時更新、快速導覽與搜

尋功能，因此鑑於網路傳輸速度限制，在多媒體光碟方面則是以完整資料之內容

作為主軸。以動畫為例，網頁版本壓縮較大，畫質不如光碟版細緻，或是各種互

動介紹的圖片與內容都有解析度之差別。 

本計畫將打破以往以線性架構呈現資料，取而代之是以面的、視覺化的在地

圖上點選古蹟點之位置，並將提供古蹟點之GIS所常使用之NE座標系統數值資

料，與一般的電子地圖與Google Earth相容並能相互溝通，點選進入古蹟點後，

即可查詢到有關於此古蹟點之各項資料與圖面。 

將全區的歷史、人文、地理等資訊在整理過後將所得資訊作為網頁（HTML）
及Director格式，並以超連結(Hyper Link)方式作整體串連，其中呈現之資訊包括

文字、影像、DEF檔案導覽、3D模型模擬動畫、QTVR環場導覽、搜尋及XML
整合等。 

1.文字 

包含文件、說明文章、文獻、訪談等資料數位化，將原有書籍、口述之內容

輸入，使資料成為電子檔後，彙整成有系統的章節，並將內容置入網頁及多媒體

光碟中。 

2.影像 

現今場景導覽，大量以數位影像方式記錄淡水各景點之現況，包括以數位相

機、圖片掃瞄方式將影像呈現，另外如平面地圖亦可透過影像處理之方式，將原

本一般民眾不易讀取的地圖原始檔案處理成易讀取的彩色化、圖像化、ICON化

地圖，更能將閱讀者的層次擴大。主要方式有以下幾種： 

(1)淡水現況影像 

將淡水重要景點、都市意象節點、一般街道等場所、地點以高畫質數位相機

 2



 

紀錄。 

(2)以城市空間影像資料收集 

部分文獻因資料多為書籍、圖片，可透過版權取得手續後掃瞄作為本計畫

之影像呈現，尤其歷史建築可以採取古今對比的方式，在原地以數位相機取得

影像作為對照。而效果如下圖之比照方式 

(3)彩色化及 FLASH 方式呈現互動方式 

此效果將以影像處理技術與網頁製作之軟體 FLASH 作為主要軟體，重點

是將地圖彩色化之表現法，而在網頁及多媒體光碟中以滑鼠指標控制效果及標

的物說明，為現今導覽及閱讀影像之主要處理方式。 

 

圖

01：FLASH 影像導覽模擬圖 

(4)3D 模型與街區、地景模擬 

藉 GIS 的技術建立淡水地區的空間模型，並可分析空間計量相關問題以作

為統計資料參考。靜態影像則是透過建構全區 3D 模型量體，並將重點建築（景

點）以細緻之模型呈現，方式大致分為靜態 3D 圖導覽，以固定角度（如鳥瞰、

人視點、室內）觀看淡水各地區之量體。 

另以逼真之手法（如彩現 RENDER 加上影像處理）呈現建築量體之形式、

全貌、夜景、細部，以達到閱讀者對於空間、建築、地景之認知，並可藉由彩

現方式模擬出日照的過程、過去的場景等效果。 

3.DEF 導覽 

現今最詳細的圖案以 AUTOCAD 之 DWG 檔最為詳細，其中包括地圖、地

理資訊、立面圖、細部設計、剖面圖等。本計畫將 CAD 檔轉成 DWF（配合 Autodesk
的 Autodesk® DWF™ Viewer，詳見

http://usa.autodesk.com/adsk/servlet/index?siteID=123112&id=2787358）使閱讀者

可在網路上瀏覽精細之 CAD DWG 圖，可觀察所有資訊如高程、樓高、小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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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面細部等輸入之圖像，而對於典藏內容之閱讀亦提供一查閱之良好平台。 

4.動畫導覽 

(1)3D 空間導覽動畫 

藉 GIS 的技術建立淡水地區的空間模型亦可作為 3D 空間導覽作用，其中

又以整體街景量體體驗及重點建築景點 

a.整體街景量體體驗 

將街道之量體作處理後，呈現出實際街道狀況，並透過取景角度作動畫以

模擬人步行速度、車行速度，藉以此讓閱讀者對於街道的認知，另可透過動畫

呈現鳥瞰、夜景等處理手法，將必要呈現之場景剪接入導覽動畫。 

b.重點建築景點 

3D 細部製作主要建築物，經過許多資料整理後，建立 3D 模型，並以模擬

真實的介紹建築物，並在動畫的路徑設定上包含外觀（人步行觀點、鳥瞰）、室

內（室內取景、剖面切割）、細部（如柱頭、雕刻、欄杆、窗台等細部），透過

動畫剪輯軟體做轉場設定，以達到整體介紹之導覽過程，必要時在動畫剪輯軟

體中亦可作透效處理，使閱讀者更加清晰閱讀建築物之觀察重點。 

c.建築物拆解（或組合）動畫 

對於建築物之組成與建造觀念，透過組合或拆解動作，可以清楚呈現建築

的結構系統、牆面、地坪屋頂等構件，對於建築物之介紹可作更深入之說明。 

5.QTVR 環場導覽 

最直接之互動式導覽，首先設定許多平面導覽點，並以數位影像剪接處理

成環場檔案，閱讀者可透過滑鼠自行操作欲觀看之方向與角度，對於互動式導

覽有一定之效果，因此本項呈現方式可提供各景點的實際導覽。 

6.搜尋與 XML 整合 

XML 可提供描述結構化資料的格式，符合跨平台的搜尋作業，此外 XML
也將是新一代網路資料呈現與運作的關鍵技術。因此除一般網頁搜尋外，本計

畫可透過 XML 延伸至同性質之數位典藏計畫中「整合目錄」之查詢、搜尋系

統，對於橫向之連結有相對性之關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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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操作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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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淡水地區「區域型文化資產保存及活化計畫」推動 

本案合作單位「淡水古蹟博物館」積極推動淡水古蹟經營與維護工作，除

本案針對淡水古蹟進行數位模型的建置計畫之外，博物館也進行數位化資料的

典藏工作，收集有關於淡水的研究資料。今年獲得文化建設委員會「淡水地區

區域型文化資產保存及活化計畫」的四年補助計畫，在既有的研究資源上擴大

對於分散市街的古蹟與歷史建築進行活化機制的研討與推動工作。 

（一）區域保存計畫 
「文化資產」是什麼？並不是一開始就是如此，什麼東西可以算是？是經過

社會所挑選的，淡水的經驗告訴我們，這不是國家或是專家講了算，而是我們自

己的認定，源自於對於土地與文化最為深刻的認同。以淡水城鎮的特殊經驗，說

明在台北都市過程中，「觀光化」的淡水與「文化資產」行動的關聯。此一「空

間想像」是基於地域社會的「發展」需要而進行城鎮空間形式與功能的改造行動。 

不斷的抗爭與爭取行動，使得「家鄉守護」在淡水的在地文化運動過程中是

一個重要的內涵之一；超越眼前的產業與觀光發展圖像或是「部落主義」的指控，

在地工作者認知到，不斷挖掘與詮釋淡水的歷史人文經驗，是面對淡水未來圖像

建構的重要功課。在殼牌工作營的討論會中，「淡水人的秘密花園」打動眾人的

心，而不是衡量工業區如何變更為住宅區，或是怎樣的自負盈虧的經營理念。除

了文化資產與自然資源，我們也關心在地社會的轉變，新住民藉由社區大學的課

程連接在地的空間認知以及新的生活模式的學習；弱勢化跨國婚姻的文化學習也

因為授課老師的堅持，產生作用。透過回應社會變動以及在地學習機制將所孕生

「在地知識」，作為迎接全球化時代的地方策略作準備。 

這種結合空間的、社會的、經濟的與政治的真實生活世界營造計畫，超越目

前所謂「社區總體營造」成為資源分配的暗語。也就是將城市作為是孕生在地知

識的所在，強調城市作為知識生產的場域，學校不再是知識的消費所在，知識來

自於老師與學生的共同努力的成果。 

地方知識建構的視野已逐漸轉變成長教育中的知識學習模式，而這種以城市

作為知識產的機制，同時回應「社區大學」所開啟社會學習或是終身學習的視野。

例如，大屯溪農民的學習，其生活經驗中的在地知識/智慧仍舊活絡，可以作為

農村新產業發展的內涵。 

也就是說，淡水的自主性的文化資產行動已經從「運動」發展成為「在地知

識」的生產。 

（二）淡水古蹟博物園區精進計畫 

淡水古蹟園區精進計畫主要是以文化建設委員會所補助完成的「淡水地區

區域型文化資產保存及活化計畫」做為工作推動的核心。這個計畫是以目前所

指定的二十三棟古蹟與歷史建築「再使用」做為基礎，同時投注於如何調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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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區的觀光品質與行為。藉由古蹟博物園區的再精進，讓古蹟與歷史建築保存

與活化，提供民眾更優質、舒適的古蹟參觀體驗。 

為了體現「世界遺產潛力點」的觀光計畫，以「淡水古蹟博物館」發揮在

地的整合機制，除了目前所整合的相關計畫之外，文建會所推動與補助的「區

域型保存計畫」也成為淡水古蹟博物館精進計畫的主要內容。相關計畫包括「埔

頂地區歷史步道修景計畫」、「埔頂歷史風貌特定區都市設計綱要計畫」、「淡水

古蹟活化計畫方案推動」與「砲台周邊計畫」等各項方案計畫。「淡水古蹟博物

館」扮演地區（區域）性更為積極的角色，將視野與工作能量以既有的史蹟據

點為核心，放大至週遭地區，包含鄰近地區的傳統聚落、街道或自然地景等場

域環境。本計畫工作主要工作如下： 

1.史蹟據點評估 

依據現有的資料，對轄區內之史蹟據點進行整體評估鑑識目前文化資產指

定、登錄及保存維護現況，重新評定其區域性的角色與地位。 

2.整體性的場域（site）環境概念 

將轄區內的古蹟、歷史建築、傳統聚落與街道、傳統老店與技藝、自然地

景等等有形或無形的文化資源，作全盤性的了解或調查，並提出完整性的保存

維護計畫，以活化經營的角度切入，以提昇其經營能力與管理品質，並積極地

形塑出地區意象，維繫集體記憶與意識，建立在地的文化認同價值。以至都市

計畫管制的廣域活化保存方式，以期能夠讓史蹟據點融入市民生活與都市脈絡

之中。 

3.文化資產人力庫 

掌握既有社區組織、非營利組織以及專業團隊的曾經參與情形或所執行的

相關計畫，以廣納其豐沛的人力與專業能力，成為文化資產人力庫。除此之外，

希冀能夠支援有關於淡水河口相關活動的舉辦，旨在鼓勵各個團體或個人，能

利用淡水河口人文與自然資源，做為主題的活動型態，如：環境教育營隊、研

習營、環境藝術節（埔頂）、環境劇場（滬尾砲台）等。 

4.都市設計的綱要計畫 

針對淡水地區眾多的史蹟據點及其週遭區域，仔細謹慎地擬訂都市設計的

綱要計畫，同時也是這些史蹟據點的區域型保存計畫，以面對未來全新的都市

設計審議制度，作為日後都市設計審議工作的指導原則與依據來源。 

（三）古蹟周邊與都市設計 

1.活化保存與都市設計 

2005 年 10 月於中國西安市召開的「國際文化紀念物暨歷史場所委員會」

(ICOMOS,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onuments and Sites)召開第十五屆大會，會

中通過了所謂的《西安宣言》（全名為「西安遺產結構物、歷史場所與地區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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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維護宣言」(Xian Declara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Setting of Heritage 
Structures, Sites and Areas），第一條即開宗明義道：「遺產結構物、歷史場所與

地區之場域定義為其緊鄰或者延伸的環境，並且對其重大意義與特殊的特色有

所貢獻者」。該宣言認為遺產結構物、歷史場所與地區之重大意義不只限定於既

有的傳統價值觀，應顧及與場域產生連結關係的各個面向，即對於整體環境以

及生活世界的關照。因此，《西安宣言》並不排斥場域會隨著時間而變遷，但認

為必須發展出規畫工具與實踐方案，以便維護並管理場域。事實上，當今的歷

史保存論述已由單體建築物擴大至群組、城鎮歷史中心或路徑，甚至是無形價

值及經營管理與教育計畫。《西安宣言》的出現適度地修正了文化遺產的保存維

護對策，將過去菁英式的單體建築修復方式，轉向文化遺產周邊環境的整頓與

監控1。 

傳統文化資產的保存任務，應視為生活基地的活化與經營課題，不只是一

味地保留舊有的生活形態，而是呼應基地周遭的環境、人物、社會結構與型態

等議題，在生活世界的具體實踐中，以修補、綴飾的行動來重整生活空間，在

活化保存的軌跡中刻畫地方獨特的「時間形狀」，進而形塑在地居民的情感與認

同。 

在講求全球在地化的今日，文化資產往往成為打造地方意象的媒介，除了

活化經營機制之外，在實務推動方面，勢必與都市土地、建築法規、政府組織

等相關的配套措施，與真實的城市空間與生活經驗緊密連結；換言之，對待文

化資產的態度將不再限於固定且學術的想像，而必須發展出一套可溝通、可調

節的語言，以逐漸進行形成一種文化的主體意識，即來自於生活世界的集體記

憶與在地認同。 

90 年代初，信義計畫區的重劃是台灣首度實行「都市設計」的地區，直至

今日，都市設計在台灣仍然只停留在程序性的操作，它的效力僅限於書圖上的

一條分割線、或百分比，然而這樣的依循標準尚無法回答風貌保存的課題，遑

論足以反應區域特色的美學標準或構築方式。所謂「後現代都市」論述，提到

空間形式淪於符號的操作，以至於都市的形式逐漸喪失原本深植的意義與表

徵。此外，都市設計所再現的空間形式與公共價值，如何在歷史痕跡、集體記

憶與使用行為之間尋求審議的標準？是否與當地的構築方式與生活經驗接連？

都需要被再三檢視，否則都市設計的公共介入將無濟於歷史城區的不均發展，

甚至坐視老街的死亡。空間的形式是一種意識或思維的再現，當老街的新表情

被外來資本所壟斷時，失去的不只是歷史風貌，而是人與空間的連結。 

都市設計審議應該打破形式的操作，更進一步地建構為與環境對話的機

制，有效地將周遭環境的紋理納入考量，透過清晰易懂的表現工具，協助社區

居民的理解與參與，達成設計材料、質感的延續性。換言之，都市設計審議背

後隱含的積極意義，是一種溝通的介面與對待都市環境的觀點，以避免空間生

產的斷裂，使都市環境可以在既定的基礎下承載多元且深厚的意義。 

                                                 
1 摘錄自傅朝卿，2005，〈台灣古蹟界應正視西安宣言〉《中國時報》11 月 1 日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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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方經驗與設計想像 

近年來在淡水推動的社區空間設計或文史培訓工作，均逐漸突顯出地方對

於社區生活空間的自主意識，鼓勵民眾參與生活空間的規劃與討論，並創造了

許多居民實際參與生產、對話的場域，讓不同意見的人有直接溝通的機會，培

力社區居民充分表達其需求、意見及利益。淡水最寶貴的潛力之一，在於其活

躍的地方社團，如同其他的地方市鎮一般，淡水擁有許多附屬於政黨的社團組

織2；此外，九○年代在台灣社會蓬勃發展的地方文史社團3，積極地為空白了

將近四十年的地方歷史累積豐富的教育資源，不僅回溯過去，更推動地方文化

的重建與發揚。 

                                                

淡水地區十餘年來的地域運動歷程，便是奠基於地方社團的自主運作，即

便在地方政府主導的傳統規劃方式之下，尚能補足其對於地方文化的漠視。儘

管地方上始終面臨結構性的角力關係，但對於環境事務的學習以及有關淡水未

來發展的討論，已凝聚出貼近地方真實的基礎。 

正因為淡水河口地區特有的地理位置，在城市發展的光譜中留下許多空間

遺跡，至今仍夾存在都市巷弄中。不同時期發展出的空間區塊連成一個地方的

大敘事，恰好構築與描繪淡水地區的空間形貌與生活圖像，山與水的架構如同

永遠存在的背景、或指標，更是串連各區、各點的重要線索。 

上述的紮根過程所累積出的地域經驗，呈顯出地域的空間特性與環境議

題，這樣的經驗是一種抵抗作用，以逐漸梳理出規劃的論述，進而提出回應在

地經驗與論述的「設計想像」，透過在地網絡的串連，讓在地居民理解淡水的區

域圖像，進而內化為地方認同與地方知識，建構「人與地」的關係，與地方生

活、都市計畫、各種經營與管理機制進行整併；另一方面，以保存為取向的概

念，若與觀光、行銷、環境教育等媒介連結，亦可讓外來者容易掌握與品味淡

水的自然人文環境。換言之，藉由培育、溝通與協力，重塑並再現河岸及都市

空間的各種不同使用經驗，讓地方居民與外來者重新看到市鎮發展的各種可能

的遠景。這樣的都市經營理念是一個真實、動態的進行式。 

基於淡水歷年來空間與社會發展下的真實經驗，整理在地的文化資產保存

與活化論述，以長期累積下來的基本圖面與二手資料為基底，針對資源與潛力

加以實地調查，在空間、時間、人間的軸向之間交叉確認議題，不同的地圖再

現出定點 / 區塊、行動 / 展演、動線 / 日常生活、史蹟 / 都市空間等等面

向，可以清楚地在整體架構中突顯出活化保存的相關議題，最後彙整為一張淡

水地區的「文化資產敏感地圖」，作為整體規劃的重要依據。 

 
2. 例如救國團、義警、義消大隊、民眾服務社、淡水志願服務團、淡水博愛服務團、中華民國
安全互助救難服務促進會、環球服務社、淡水鎮婦女會等等。淡水鎮農會除了協助農民推展農
業之外，更是積極地以經費支援地方文化活動之舉辦；青年商人組織對於地方文化活動的推動
亦十分盡力；扶輪社、獅子會時常以經費補助鎮公所及地方社團所舉辦的社區文化活動；青商
會更是積極推動地方社區文化，甚至在其組織中特別成立「社區發展委員會」來推動社區之文
化活動。 
3 這樣的文史社團包括「滬尾文教促進會」、「滬尾文史工作室」、「淡水文化基金會」、「淡水鄉
土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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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敏感地圖的建構過程，來自於各地方特有的空間架構與地域經

驗。淡水的敏感地圖，是穿過地方知識、歲時節慶與現代生活的織理，以及天

際線、山岡架構、水岸空間、市街巷弄的層層交疊，逐步呈現出地方發展的各

個問題取向，依序釐清淡水地域發展的行動、計畫、議程，並梳理出整體的環

境價值觀，換言之，這是一種觀看的視野與檢驗的框架，以作為都市設計的基

礎。 

（四）淡水文化寶圖與古蹟導覽 
藉由導覽解說員的口中可以傳遞這個地區的特殊文化以及深入體驗特殊生

活經驗，因此延續在地襲產可以營造出社會記憶，而地景呈現是在地的經驗再

現，再現就是在詮釋讓人能夠解讀過去的經驗途徑。 

過去的古蹟導覽多針對建築形式來做說明，古蹟的價值也由年代久遠來判

定。對於古蹟本身，將它視為古董，是神聖不可侵犯的。現在的淡水古蹟園區導

覽，開始帶動人們去關注地方上的特殊文史資訊，主要導覽規劃有軍事用地、馬

偕系列建築、殖民建築等，一般人注意的是建築物的歷史悠久性，因為認為珍貴

需要保存因此，古蹟本身與人、環境是分開來的，沒有將人與古蹟互動，以及環

境與人的生活空間作結合。 

目前淡水地區的解說導覽主要有四個動線，分別是古戰場巡禮、洋樓攬勝、

老街尋幽、紅樹林生態，在名稱上用優美的句子去描述主題，而導覽過程也是由

古蹟、具有歷史意義的點所連結而成。除了古蹟之外，開始帶進了淡水日常生活

的場景、重建街的人文、老街的舊名稱與地方產業。  

以紅毛城的古蹟來說，因為有些年代因此古蹟的維護上需要注意耐久性及安

全性。以欄杆來說，遊客就不能接近，因為有傾倒的危險，往往都靠解說員或館

方人員去勸阻，但是效果不佳。但是將警告牌直接豎立在欄杆旁，又會破壞整體

的美感顯得格格不入。其他的開放空間也有相同的問題，在草皮上應該是可以盡

情遊玩的開放空間，但是維護上有困難，所以只能看卻不能常常讓民眾走在上

面。許多解說牌、警告牌，往往都成為一個單獨突兀的東西豎立或是貼在古蹟上，

這些都是未來可以去設法改進的。 

有的時候導覽路線會依照解說員的選擇有些許不同，會帶民眾進入到淡水的

小巷弄裡面，走在河岸邊除了看到寬廣的淡水河岸，選擇進入巷弄裡，可以體驗

山城中的穿梭，並且看到屬於淡水生活的部分，例如：市場、居家環境、紅磚瓦

厝、名人故居等，再接到紅樓、小白宮。住在淡水越久的解說員，或是學者專家，

在解說的時候切入點也會些許不同，他們會帶入更多的在地生活經驗，或是更多

外人不知道的傳說故事。 

未來導覽不只是語音或是現場人員的導覽，還可以加入數位化的導覽工具，

使得碰不得的古蹟或是已經消失的設施，可以藉由數位動畫來呈現，也可以藉由

3D模擬空間來呈現出各個角度、空間的展示，甚至是把古蹟拆開來，再一層一層

拼回去的過程都可以逐一呈現。 

這些解說都是為了要再現過去的歷史空間，並且要讓參與的民眾產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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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地方的文化產業，去帶動淡水的觀光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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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蹟再現敘事 

（一）Metadata 與台灣古蹟建築拆解架構 

1.概說 

文化保存的概念逐漸由「在地保存」轉變為「文化意義保存」的趨勢下，如

何讓古蹟建築以一有序列、有組織的進行研究與數位化保存工作，讓其文化意義

可藉由虛擬的平台，提供給民眾進行閱覽與查詢，成為相當重要的課題之一。 

在數位典藏的工作範疇中，諸項工作千頭萬緒，如陷入叢林之中令人無所適

從，需從中探索才能找到方向。面對歷史性的抉擇，應思索何種價值觀及因素是

需要被保存的，何種方法又是保存的最佳方式，以便於達到保存的用意，即為本

典藏工作中最核心的議題。 

本章內容，旨在陳述在面對本期計畫之四棟建築物時，我們如何以具有一邏

輯思考的模式，將資料架構起古蹟建築的文化面貌，達到具參考價值的意義，進

而轉化為可供大眾瀏覽與搜尋的基礎資料的工作過程與結果進行書寫，以作為本

計畫後設資料（Metadata）建構始末的紀錄與實踐。 

2.古蹟建築後設資料(Metadata)的再現與敘事 

後設資料(Metadata)為將欲保存的產品、典故、人文、生物、建築及歷史等

多樣性資料保存的一種條列式方法，並進行資料的建構與組織。此條列式的資

料，應依循使用者的邏輯去思考，亦須將產物可以完整的呈現原始保存的樣貌，

並讓使用者依據其要求，清楚獲得適用的資訊。 

以Metadata作為古蹟建築再現與敘事的後設結構，本案將以兩大敘事過程

（空間與時間）作為主軸，另配合完整的背景資料建構來呈現古蹟建築的面貌與

狀態。 

(1)依據實際空間架構排序 

依此需求與本研究性質的表徵，為滿足以空間思考概念來解構古蹟建築，在

後設資料的架構中，空間概念的呈現，即成為古蹟建築類型資料建檔排序，相當

重要的依據。 

本案後設資料的空間架構安排序列，大致以大範圍的基地環境入手，逐層漸

次的接近各古蹟建築的空間範疇，進而以營造法的施工狀態進行資料的安排與排

序，讓使用者可依序施工敘事的過程進行資料的理解及瀏覽。 

以建築的領域來說，不同於其他領域的Metadata資料建置，建置的方向若依

照建築體系分類，必定會有一般使用者的困難度，以致於無法普及化。所以在分

類上多由大區域到小區域，名詞上也盡量使用一般大眾可以理解的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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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歷史時序架構排序 

然則除空間概念外，歷史時序的因子於本案中也為後設資料建構，相當關鍵

的因子，故於歷史演變的資料呈現上，為採以古今對照的模式，呈現該建築的空

間環境與主體建築的演變，達到資料對照的需求。 

保存上內容也盡量涵蓋多元，以便於整合關於建築歷史部分的人文與時間的

軸向。其中，包含畫家眼中的古蹟、時間演化的歷史照片與現今照片之比對，建

築物測繪圖、空間環場照片以及3D建置過去之樣貌與構造。 

(3)完整授權資料及地理資訊的鍵入 

空間與時間的資料呈現為本Metadata資料呈現的兩大重要層級，然則背景資

料的建構也為正確及完整基礎重要的一環，為求真確與界定使用及瀏覽權限，因

此所有的資料圖片，皆鍵入其詳細的地理、版權及瀏覽使用限制等。 

以淡水古蹟建築物的類型來說大致分為墓地、砲台、歐洲建築、廟宇及教

堂等。墓地主要以碑以及亡人為主，多樣性的古蹟特性及構造，建築物中之廟

宇與歐風建築描述的法則也會有所異動，讓古蹟建築拆解的方式並沒有一特定

的表列來陳述其架構過程。因此於古蹟建築拆解方式與過程的範疇中，本案將

因應該建築的文化特性與其營造法式的不同，而設計不同的資料排序與敘事層

級。 

本期之示範古蹟以紅毛城、英領事官邸、前清淡水總稅務司官邸及滬尾礮

台四棟建築為主，然則因其屬性的不同，而各有其不同的拆解方式，但主要仍

依據營造法式、構築的方法與過程，進行建築的拆解及資料的處理。以紅毛城

之建築解析為例，所設計之建築拆解架構可參考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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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3：淡水紅毛城古蹟 Metadata 資料分圖 

  
後設資料作為實體古蹟建築文化保存的內容，我們仍嘗試以空間、歷

史、營造及構築過程的敘事關係再現其風貌，以作為數位典藏關鍵的資料

邏輯安排的法則。 
資料的研究與蒐集，會因新的文件或考古遺跡的發掘而將有所更動與

新增，因此於 Metadata 的資料建構上，若有新的資訊及發現，將會適時的

更動內容與架構，做一最妥善的敘事安排。 
 



 

（二）數位導覽與空間敘事設計（網頁） 
古蹟建築的保存，傳統上大多強調實體建築形體的維護與再使用的可能，

進而以各種營造手法改善人類接近古蹟的機會，但實體古蹟常因都市環境的變

遷與當代需求的回應而轉化使用的機能，讓文化遺產面臨前所未有的挑戰。以

觀光需求為例，古蹟修復多為地方帶來新的經濟價值與效益，當前往人次增多，

遺產的負荷增大，間接也造成古蹟建築的傷害。古蹟再利用的意圖，更易造成

古蹟建築新與舊空間矛盾的分離感，使建築與周邊街區環境原有的古風貌盡

失。因應科技技術的成熟，數位技術讓古蹟保存綻放出新的典藏思維，數位媒

材可為理想的工具，能重新創造新的觀覽模式，對古蹟提供非破壞性的接近機

會，除可忠實呈現古蹟當代的樣態外，經由考據及資料 3D 數位化的技術，與傳

統保存模式相較，更可精確瞭解施工者的意圖、建造過程、提供建築物增建、

改建、修建甚至毀壞的過程、回顧記憶、歷史空間的狀態。而數位媒材與資料

庫的採用，統合各種多樣的保留資料，更直接減低了四處搜尋資料與形式轉化

的問題。另一項優勢即為數位媒體保存與取用的便利性，網路擁有易接近、散

播方式迅速、擁有廣大觀眾群、並易激發新的表現形式、理解與合作的可能性。

應用數位資料庫的建構，於全球化思維的引導下，讓分享無國界，達到古蹟保

存、分享、倡導等多方位的利基。 

因應數位潮流的趨勢，即以「淡水古蹟博物館數位典藏計畫第二期」作為

探討，針對淡水 23 處古蹟，如何以非實質性的保存模式，探討古蹟保存的各種

可能性，觸發對古蹟保存理論新的理解過程，由理論的探討，進而陳述古蹟數

位與網路化實踐的技術與敘事內涵。最後則探討網絡媒介與使用者互動的過

程，真實呈現數位媒體於淡水古蹟網頁導覽的成效與其所衍生出的後續效應。 

1.建築於數位媒體及網絡呈現之理論探討 

（1）數位媒體於古蹟保存優勢新思維-文化遺產構築再現的契機 

古蹟建築與一般文物的保存方式相較有其獨特性，建築不單僅是單體建

築，與其坐落的位置及環境具有緊湊的關係，另因量體龐大無法全放進實體博

物館，長期受到氣候風化的影響，而有毀壞的疑慮；另以價值方面論述，古蹟

建築的營造法與施工的技術與構築性，為累積前人智慧相當重要的一門知識，

「建築」本身就是一種理解，是基於「建築」的「構築性」，因此典藏古蹟各時

代的構築術，為古蹟建築與一般文物保存更需著墨的領域。 

傳統的文化遺產保存以現狀再修復並利用為策略，修復法雖可考究相關文

字資料、圖片與歷史文件，攀摹出古蹟之營造法與施工所呈現的建築型態，但

當前所遺留至今的文化遺產，則大多經由多次修復而成，其建造的歷史與施工

法所呈現出的構築性，目前以一般的文資保存模式，僅只能以修復後的建築型

態進行推測或者經由古蹟各時期的照片、古蹟調查報告、手繪稿、甚至由耆老

的口中，以各種不同的傳統媒介，如同瞎子摸象般進行資料的拼湊。 

數位媒體的運用，則給予古蹟建築保存技術帶來新的衝擊與想像，於構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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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再現的可能性上新生契機。數位科技除了可將理解建築的各種型式資料數位

化，強化資料的可及性與便利性，形塑數位資料庫進行傳統資料的典藏外，最

重要的特性即在構築術上，呈現一般傳統古蹟維護中所無法展現的成果。 

數位媒材可壓縮時空造成的影響追溯既往，並以虛擬的方式呈現建築建造

與構築型態的內涵。以建造角度來說，一棟建築的營造法與施工，數位軟體可

具體呈現建築建造與組構的過程；以修復的角度，則可看見建築各時期所呈現

的各種變化與因應需求而改造的方式；以保存的角度，數位媒材擁有建築細部

構材無限次虛擬操作的優勢。顯而易見的，數位媒材於建築遺產保存上的角色

將越來越重要，可提供傳統保存方式所無法呈現的一面，打破時間與空間的限

制，重現建築保存最核心的建築建造過程與構築的內涵。 

（2）線上古蹟教育與研究的想像 

以傳統方式重建遺跡提供給所有人接觸古蹟的機會，發現新的知識是相當

吸引人的，但是因經濟的效應所引起的觀光熱潮，造成歷史遺跡的破壞，是不

可不去面對的。 

線上古蹟解說資料，相對於實地參訪可減少真實古蹟的破壞。因應目前網

路頻寬的優勢，大量的圖文資料、甚至影音檔案皆可藉由分享的機制，沒有時

空的限制傳達至全球，而粹化的資料庫內容，線上數位檔案可重覆下載與操作

的特性，讓虛擬的古蹟構材、內外部空間及各角度的觀覽模式，藉由這非破壞

性的典藏機制，以解說為目的全面性提供多樣化的資料與知識，提供學者、學

生、專業人員與一般社群人員，一個便利取得的管道，藉以提高教學、研究與

專業成果的品質。雖然數位古蹟典藏不會取代實際古蹟，但卻可於教育的作用

上，貢獻一份心力。 

線上展示必須要有研究性的本質、經過選擇的內容，以及特定的目標和任

務，也就是說所展示的文物必須是在一定的脈絡下被組織起來的，否則只能算

是一些檔案而已，而不是線上展示。 

（3）虛擬古蹟呈現數位媒材的關聯性 

數位媒材的運用，於線上網頁呈現效果占有相當的地位，而視覺感官的刺

激，更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以頁面作為圖文分隔的段奏，每一頁皆為陳述設

計者所欲於表達的理念與文本特性，但內容的排序則有相當豐富的想像。依據

網頁結構的安排，有的採以誘導模式，使用者以被動角色被安排的進行資料的

瀏覽；另則可發揮網路特有的超連性，操作者另也可得以採橫斷模式

（transactional models）來進行閱讀，使得網頁的構築不再為單線模式，而是一

種加倍非線性的故事敘述。 

虛擬古蹟數位化與線上化，多樣的媒體素材，調查資料、地圖連結、影像、

模型、文字等，建構整體的古蹟面貌。目前常用的數位媒材大多以 FLASH、

VR（虛擬實境）、QUICK TIME、3D 繪圖、XML 並將其運用各種多樣的平台上，

如 Website、Blog、Google Map 等，進行文字與圖像的結合。 

 

16



 

一般傳統的實體導覽，多為感官體驗與文字說明分離的狀態，但數位媒體

的統合性則可讓資料再創造新的古蹟敘事架構，統合了解說文字與虛擬感官的

互動性與連結性。 

虛擬實境的影像以傾向真實世界存在的近似值為基礎，操作者可透過感官

而互動，自主感覺提高，真實度因而加強，另於靜態解說層面則可因應需求，

以超連結（Hyperlink）形式，直覺式的呈現於所體驗的空間與構材上，共通性

的素材安排，使感官與研究的層面，更加契合，為線上網頁相當具有優勢的一

面。 

基於上述的理論架構，以下我們將先介紹淡水古蹟博物館數位典藏計畫網

頁製作的技術與敘事架構，接著討論真實使用下，網站所引發的後續於保存、

學術與實務工作上的影響。 

2.淡水數位典藏的網頁設計想像 

淡水地區擁有相當豐富的歷史與文化遺跡，集結了先民建構的智慧與美學

觀，更重要的是古蹟建築原為與生活密切結合的既有場景，是一種在地活動型

態的紀錄。因此如何將這生活的情景以數位與網路，重現與模擬人與古蹟建築

接觸的角度與過程，成為本案相當重要的一門課題。 

資訊網路無遠弗屆的特性，讓世界每個角落的人，都能經由一妥善安排的

資訊網路的架構，以一敘事的過程，瞭解該古蹟建築的知識、美學與先人智慧，

而不必實際前來，就能達到最真實的接觸性與互動性，是本網站欲達到的目標。 

由此概念出發，我們企圖以網路建構的經驗，以各種多樣的軟體呈現一敘

事的過程，發展最真實的古蹟接近性，營造具親和力且擬真的學習場域，期能

讓瀏覽者得以建構整體的知識，而不再只是局部與片段化的資訊吸收。 

集結這樣的理念，本案將數位典藏的數位化資料，以一有系統的方式進行

實驗性的網路設計，架構具有敘事情景的網頁內涵，讓資料活化的呈現給予瀏

覽者，進行階段性的介紹，深入淺出的達到數位網路呈現的效果。 

（1）技術說明 

科技日新月異，技術的運用取決於軟體與電腦硬體、網路的發展與運用，

本案在製作網頁時，為維持空間的動態性與互動性，因此配合採用 Microsoft 

FrontPage 作為基礎的網頁架構，內容的呈現上則以 Micromedia FLASH 作為

內容呈現的軟體。 

因本站大量運用了許多動畫、影片與圖片，為避免網頁載入過慢及符合一

般使用者網路頻寬，故關於動畫與影片等皆將其轉成*.FLA 格式進行壓縮，並

以「漸進式下載」模式來取得最佳的畫質、載入速度比，以減少使用者等待的

時間。 

網頁介面上，除要求美學的呈現外，字體、照片、動畫的清晰度也是本案

相當要求的技術之一，字體我們採用 CLEAR TYPE 來增進字體的清晰性、動

畫與照片則經由 PHOTOSHOP 等軟體進行修改大小與解析度，達到網頁瀏覽的

 

17



 

舒適度。各項連結的按鍵、文字與圖片，皆設計有「反應」式的設計（反白、

增亮）等，可讓民眾更清楚瞭解連結按鍵的位置，以期能符合無障礙網頁的設

計標準。 

網站的內容呈現，將因應軟體的更新與技術的學習，將會逐步的進行改進

與修正，期望觀眾皆能快適的瀏覽，取得自己希冀吸取的知識與內涵。 

（2）網頁架構 

根據所欲表達之古蹟資訊與資料結構及內容，本案擬定了淡水古蹟園區數

位典藏計畫網頁系統架構包含了四大內涵（古蹟文化地圖、23 處古蹟歷史介

紹、3D 動態導覽、互動部落格）與相關細項，詳如下圖。 

本案主在針對淡水古蹟進行數位化處理，而建築為空間之涵構下之主體，

基於這些理由，整體的網路架構，為採以空間敘事方式進行導覽。空間狀態的

呈現即成為敘事中相當重要的要素之一，在虛擬的網路空間中，空間感受的呈

現成為接觸古蹟的感官中最需被維護的，從首頁一直延續到 3D 的動態導覽中的

敘事關係，嘗試以空間的概念來進行導覽，對空間狀態的產出，在網頁設計中

相當的重視。 

除了古蹟導覽敘事的導出之外，另形塑一互動與即時書寫的網路空間-部落

格，將與居民互動及工作過程的內容，詳加以記錄，將整體典藏研究的真實面

完全的呈現，除了作為工作人員、居民交流的平台外，更重要的是達到與其他

典藏計畫專案的研究人員互通資訊與相互協助的空間，達到經驗累積的目的。 

而捷徑的處理，在本網頁中的串連，佔有相當的影響力，本案也實驗性的

除了一般的敘事方式達到古蹟介紹的目的外，更加入了捷徑的處理。虛擬空間

的時間性並不受路徑的距離而產生隔閡，而人類的邏輯也常較符合跳躍式的思

考，觸發靈現的動作常顯現在人類平日的生活當中，因此我們在許多關鍵點皆

設有符合使用者使用的捷徑，達到資料導覽的靈活性，並更符合真實世界人類

判斷與思考的狀態。捷徑的下落處，與操作者點擊觸發的關係，在本案的捷徑

安排中，嘗試能進行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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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4：網頁架構 

（3）網頁呈現 

a.首頁-敘事的啟幕與捷徑的觸發 

網頁敘事的開始，以首頁作為主要的開端，本案首頁以醒目的“PUSH 
STAR＂按鈕來對瀏覽者暗示敘事的入口位置，為避免干擾敘事的過程，因此首

頁中除了呈現 3D 數位動畫的影片及必要捷徑的安排外，並不納入其他的資訊串

連。 

除了敘事結構的確立外，捷徑的安排在首頁即宣示了四大結構的標題，四

大結構分別為：1.古蹟分佈地圖、2.古蹟導覽簡介、3.3D 動態導覽、4.部落格

（最新訊息與工作動態的呈現），讓已瞭解本網站結構的瀏覽者（proficient user）
可以迅速的取得本網站所提供的網頁資料，允許其捨棄本網站所採用的敘事結

構。 

這樣的安排，隱喻使用者的身份與其目的，瀏覽者可以依據熟悉度來進行

網頁的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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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5：首頁版面擷取圖 

b.古蹟分佈地圖-空間狀態引導與地理位置的呈現 

建築是位在空間涵構之下的實體物質，古蹟建築的建成，與地理位置及周

遭環境也有不可分的關係。以此概念由虛擬的世界營造實體空間的狀態，地圖

的使用即為重現環境質感相當重要的媒介之一。在此層級中，即採用了古蹟點

位置的下落串連，並配合適當的圖文簡說，達到瀏覽者對於古蹟空間狀態瞭解

的需求。並在潛意識中，讓瀏覽者對古蹟位置、型態與整體古蹟園區之古蹟座

落區域有一定的概念及空間觀感，就如同親身涉入一般的清晰明確。 

除了空間導覽外，古蹟建築之美，也常令瀏覽者嚮往，因此於本頁下方也

提供淡水地區 23 處古蹟之照片與連結，經由圖像的引導，使用者也能輕易的取

得所需要的資訊，不被設計者的敘事行徑而侷促。 

 
圖 06：古蹟分佈網頁擷取圖 

c.淡水古蹟導覽簡介-建構歷史資料索引與導覽資訊下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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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古蹟歷史與文獻資料介紹的基礎網頁，內容上主要呈現該古蹟的詳實

文獻記載與各項的古今對照照片來呈現當中的內涵。因此本網站將於淡水地區

的 23 處古蹟點採分頁方式進行介紹，將該處古蹟之基本資料、歷史文化意義及

建築特色等簡述於內，並將該古蹟之相關文獻資料，包含：舊照片、營造圖樣、

施工圖、現今狀況寫真等，以瀏覽索引的方式呈現。 

除了資料的集結外，為服務願由虛擬前往真實空間的瀏覽者，另提供了導

覽資訊的下載。這些原位在真實世界的導覽牌資訊，我們將其移植至虛擬的網

路空間中，使用者可以直接按該網頁上方的導覽牌，即可下載清晰的古蹟導覽

資料，列印這些資訊，使用者可輕易的在真實空間中，找到該古蹟。在虛擬與

真實空間中，我們做了一次成功的連結。 

 

 
圖07：古蹟導覽簡介網頁擷取圖 

d.3D 導覽首頁-典藏計畫示範點 3D 資訊的呈現 

為符合古蹟保存的趨勢由保存原有風貌轉化到保存文化風貌，本網站提供

了一種另類的古蹟保存模式，即採用 3D 建模軟體來保存，以網路來呈現。 

本頁面之 3D 導覽以動畫、影片、虛擬實境、渲染寫真等媒材於網路空間

中，重現古蹟風貌與環境狀態，而本期計畫即以-淡水水上機場、氣候觀測所、

原英商嘉士洋行倉庫及上期本來預建構而因為軍方因素無法製作的淡水海關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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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等四處作為 3D 保存的示範網頁。 

為清楚的呈現四處 3D 模擬的空間，因此以顯要而乾淨的方式，將此四處

古蹟以連結方式連到主要的介紹頁面，並獨立呈現，讓典藏古蹟內涵可精確而

深入的讓瀏覽者取得最詳細的資料。 

 
圖 08：3D 導覽首頁擷取圖 

e.互動古蹟 3D 導覽頁面-數位模擬典藏、擬真狀態呈現 

3D 模型的建構，重現了古蹟的古今狀態，為了呈現清晰的 3D 模型所訴說

的意涵，我們以分頁的方式專門介紹每個示範古蹟的各項內涵，而內容上，則

分割成三大架構來進行陳述。 

(a)古今對照與營造法式動畫介紹 

淡水古蹟多受多次的重建與改建，而每次整修的空間狀態與修復方式，在

歷史研究上是相當重要的，因此呈現古蹟古今的修建過程與建築的營造法動

畫，能夠清楚的讓瀏覽者瞭解箇中的修築狀態與古蹟斷代的面貌，為珍貴的典

藏資訊，因此於網頁上，我們以串連、分項方式來傳達這方面的理念，作為古

蹟研究的基礎。 

(b)古蹟環境狀態動畫與 360 度 VR 影片的呈現 

古蹟的生成與其地域環境、社區空間與區位上有一定的關連性，呈現單棟

古蹟僅只能瞭解其建築狀態，但周遭環境卻會被忽略，因此在網站中，即提供

了古蹟與環境相結合的動畫，除此之外，並提供 360 度 VR 影片，以真實的 360

度還景照片來重現空間中的真實環境，讓瀏覽者瞭解該地古蹟與環境關係，讓

使用者不僅只有虛擬物理性的空間，更可使人感受位處於空間的感受。 

（c）高感度 3D 渲染寫真瀏覽 

為更呈現古蹟的細節與建築形貌，高感度的 3D RENDER 渲染圖片，即提

供研究者可更詳細的以靜態方式觀看古蹟的各個面向。 

本案將這些內容以單一網頁的方式，採分類、分項的方式進行導覽與重現

古蹟的典藏資訊，目的在於簡化操作過程，簡單文字與圖像、吸引人的動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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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增進使用者的使用意願，讓古蹟的介紹能更符合人類的思考邏輯。 

 

圖 09：互動 3D 導覽頁面擷取圖 

f.典藏部落格-即時書寫、與社區及網客互動的連結劑 

部落格是當前所興起的一股網路浪潮，以即時性、互動性、流水帳的文章

排列是其特色。為讓典藏計畫的內涵與在地的社區民眾與網路瀏覽者有一互動

的平台，因此本案即建立一淡水古蹟典藏計畫專屬的部落格。 

部落格資訊呈現旨在呈現與社區民眾互動的相關訊息與過程，本案與社區

大學導覽解說班有合作計畫，探詢淡水古蹟建築的同時，我們藉由這個平台，

拉近了與社區間的距離。於互動的過程在頁面中，呈現了互動與研究的成果，

達到與社區接觸的目的。 

除此之外，典藏部落格也是累積研究過程的平台，將所蒐集之研究資料、

數位典藏技術、工作日誌等進行流水帳的排列，可逐步的累積我們工作的流程

與知識，以作為與其他研究單位互動的窗口，達到資源共享的互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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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科技的使用範疇，為因應數位化導覽解說之需求，於部落格中更提供了

豐富的地理資訊系統的運用與資料互動登入的平台，以部落格內嵌 Google 
Mape 的方式，讓多管理者得以將最新的解說知識與訊息以地理資訊的方式輸

入於其內，並採 Google Mape 精確的 NE 座標系統於 PDA GPS 的定位，應用於

實體古蹟導覽中學術與教學中。科技軟體與設備的採用，最終目的即在於學術

與研究範疇使人們得以更便利的取得各種多元的知識，深化古蹟解說的內涵。 

部落格增加了網頁的動能，儼然開了一個窗口，讓欲於瞭解典藏工作與社

區居民，可以有一暢言的空間，抒發自我的感受。 

 

圖 10：典藏計畫部落格頁面擷取圖 圖 11：Google Map 應用於古蹟導覽解說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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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蹟數位化與再現模式（建築數位化） 

本次主要以淡水古蹟園區三棟建築為主要再現對象，因此在數位化再現過程

中，首重建立應形成一個可接受檢驗的系統，透過在數位化的過程中，從軟硬體

等相關工具及呈現格式作為基本元素，再透過這些元素的組合形成一個規範。以

淡水歷史街區為例，整體老街及延伸外圍的歷史建築，其數位化的程序如下圖： 

 
 
 
 
 
 
 
 
 
 
 
 
 
 
 

劃定範圍及確立數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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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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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數位化程序圖 

本年度主要工作區域在於捷運站附近之鼻仔頭區域，當中包括淡水水上機

場、氣候觀測所、原英商嘉士洋行倉庫及上期本來預建構而因為軍方因素無法

製作的淡水海關碼頭。 

(一)鼻仔頭區 
淡水位於北臺灣淡水河口之位置，自兩百萬年前起，大屯火山陸續噴發，

熔岩向四周流去，在淡水境內分成五條如手指般的丘陵，俗稱五虎崗：第一崙

稱鼻頭崙，今日第一公墓、水上機場所在、聖本篤、修道院。第二崙稱大田寮，

為今淡江大學所在位置，兩側谷地為新興市區。第三崙昔稱崎仔頂，以重建街

和清水街為主的漢人聚落，岡頭是清水祖師廟，下方為福佑宮、龍山寺，中山

路貫穿而過。第四崙為今日紅毛城所在位置。第五崙為今日的高爾夫球場，昔

稱「烏啾埔」。 
淡水從清朝開始主要發展聚落集中在五虎崗之第三崙崎仔頂為主，在天津

條約（1858 年）之後，淡水成為國際商港，整個城市空間地景出現明顯轉變，

西洋風格的建築逐漸填滿尚未發展的邊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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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了日治時期，淡水滬尾街發展呈現飽和狀態，日本官方將五虎崗中第三

崙崎仔頂與第四崙紅毛城之間的潮汐地填平，利用這塊地方將行政機構集中於

此，包括淡水郡役所、淡水郵便局、電信局、淡水燈臺、稅關淡水支署等，在

靠近沙崙一帶則是日本重要的軍事機構：砲臺、練兵場、海軍用地等。淡水五

虎崗之第一崙「鼻頭崙」之發展與淡水市街發展的歷程並不相同，除了有西洋

商業洋行在此租用土地外，另有一些民宅散落於此，比起淡水其他地方而言，

鼻頭崙的開發可說是非常緩慢。 

 

圖 13：淡水鼻仔頭區大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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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淡水鼻仔頭區 3D 模擬鳥瞰情形，包含水上機場、氣候觀測所、原英商嘉士洋行

倉庫皆位於本區 

圖 15：淡水鼻仔頭區 3D 模擬鳥瞰情形 

 

(二)淡水水上機場 

西元 1937 年七七事變後，台灣總督府遞信部航空局便挑選淡水鼻仔頭村為

機場預定地，除軍事需要，更與加強東南亞經貿有關。經過二年規劃及土地徵

收，才開始整地興建，終於在 1941 年建造完工，機場最初開放由民營的大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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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使用，單葉雙引擎的水上飛機，從橫濱起飛後，在淡水加油停靠再飛

往曼谷，載客約二十人，每月來回二次，平均一星期一航次。每次水上飛機起

飛或降落前，便派出一艘巡邏艇在跑道各角落巡邏，用擴音機呼叫捕魚船隻閃

避，以免妨害飛機起降。不過使用幾個月後，1941 年 12 月 8 日，日軍偷襲珍

珠港，大戰爆發，12 月 12 日，日本政府宣布停止航線。昭和十八年（1943 年）

日本軍方徵用民航機及飛行，所有機場皆屬軍用，便不再有民航機在淡水機場

起降。隨後，駐紮東港的日本海軍航空隊便派遣小型巡哨機進駐，負責近海的

巡哨。為增強淡水機場起降安全，便添加助航設備，先在沙崙設置一座「航空

無線電羅針所」（無線電助電台），1944 年在關渡小丘陵上設置一座航空燈塔。

1944 年 10 月 12 日美軍轟炸淡水水上機場，擊中隔鄰「迺生產」油庫。1945
年 8 月日軍投降後，淡水水上機場由國府空軍接收，由空軍氣象聯隊進駐，但

從此不再做為機場使用，也不再對外開放。民國八十五年民間反對興建淡水河

沿岸河濱堤岸道路，遭民間反對並且對於水上機場進行歷史方面考證。民國八

十九年專家學者會勘基地，同年獲得指定為縣定古蹟。 

建築特色： 

利用淡水河口中央的浮洲（土稱此條浮洲為「浮線」）之南側河道四、五公

里長的水面為天然跑道，當時的設備包括：機場事務所、飛機修護廠、油庫、

航空測候所、溜滑台、牽引機等。 

分區配置可分為飛行機使用、建築物兩大分區，基地內堤岸及駁坎均為日

治時期所興建，並設有防空洞數座。飛行機使用區域最主要為停機坪及滑溜台。

此外基地外石板路也為日治時期便以施做完成，採用同心圓的扇形鋪法，做工

十分講究。 

水上機場的防空洞形式各有不同，有以紅磚拱卷形式構築，也有磚造內壁

為混凝土的強化結構形式。另外也有數處伏地堡供接戰時利用。營區外側尚有

一處水池為日人所挖築，水源來源為湧泉，另外連接營區內的排水系統，周圍

花草扶疏，還有涼亭跟卵石構成的護岸。 

 

圖 16：水上機場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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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水上機場示意位置 

 

有關水上機場的數位典藏 3D 建構，因為目前僅剩下一點遺跡，因此在模

擬方面有動畫模擬水上飛機起降的過程與飛機停放的樣子。 

 

圖 18：水上機場停機示意 3D 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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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水上機場飛機起飛示意 3D 模擬 

圖 20：水上機場周邊防空洞 3D 模擬 

(三)淡水氣候觀測所 

 
圖 21：氣象觀測所位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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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1885 年，清朝淡水海關便開始實施氣象觀測。1887 年，淡水更與香

港相互交換氣象電報。西元 1896 年臺灣總督府發佈測候所編制，相繼勘定台

北、恆春、澎湖、台中、台南五處臨時測候所。同年淡水海關收到香港氣象台

發佈之暴風警報。1897 年 10 月，台灣總督府台北測候所更在淡水「滬尾支廳」

建造台灣第一座「暴風警報信號標柱」，高 15.5 公尺，現為縣定古蹟。同年稍

早，於滬尾水道事務所雙圳頭水源地，開始進行降水雨量記錄。 
1930 年代，台灣航空事業開始起步，氣象情報搜集日趨重要，台灣總督府便在 
1938 年正式成立氣象台，展開全台灣氣象測候網的建置。水上機場於 1937 年

開始籌設，總督府氣象台配合機場使用，除氣象觀測外，而兼辦觀測沿岸潮汐

變化。總督府當局並且招收測後技術官養成所，當年錄取十二人，全數是日本

人。 

西元 1938 年臺灣總督府敕令第 466 號制訂臺灣總督府氣象台官制，並將台

北觀測所升階為臺灣總督府氣象台，於 1941 年設立氣象台「淡水出張所」，負

責各種氣象觀測的工作。次年設置臺灣總督府氣象台淡水飛行場出張所。民國

三十四年臺灣省氣象所接收臺灣總督府氣象臺，淡水出張所改名為臺灣省氣象

局淡水測候所。民國六十年臺灣省氣象所改名中央氣象局。民國六十五年各測

候所依照中央氣象局附屬測站通則改稱為氣象測站。民國六十六年淡水氣象測

站編制移撥梧棲站，淡水測後之工作僅留下兩人編制，直轄於中央氣象臺二組。 

圖 22：氣象觀測所 3D 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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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氣象觀測所鳥瞰 3D 模擬 

建築特色： 

淡水氣候測候所除開相關設備文物外，另外有一些附屬的建造物淡水測候

所原來擁有一棟日式官舍充作辦公廳舍，後因被提報為危樓拆除，現僅存地坪

台基。 

現存風力塔為磚造建築，除東北方向其餘皆有加蓋高度均為一層樓高，西

北面新建雨庇，另外有一個鋼架與石綿瓦屋頂直接架設於古蹟本體上，形成一

道二樓連接的樓梯。高達三樓的風力塔在周圍來說可謂是突兀，高度頗高，頂

樓部分女兒牆已呈現部分龜裂的狀態，結構上應該有一定程度的危險。 
此外，風力塔附近還有氣象觀測坪、水井等相關設施。 

 
圖 24：氣象觀測所鳥瞰 3D 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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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氣象觀測所剖面模擬 

圖 26：氣象觀測所內部觀測草坪與水井模擬圖 

 

(四)原英商嘉士洋行倉庫 

圖 27：原英商嘉士洋行倉庫位置示意 

 
同治元年(1862)淡水海關正式開市，淡水港迅速成為北台灣第一大港、佔

全台貿易量六成以上。茶、煤、樟腦為出口大宗。五大洋行除了寶順、德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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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陸、和記、怡記洋行外，嘉士洋行也並列位於淡水五虎崗之第五崗山下地名

稱為鼻仔頭的地方。淡水開港後便有洋樓在此林立、最著名便是英商寶順洋行

住宅，及殼牌公司之儲油及油槽倉庫。 
殼牌公司創辦人馬可仕、薩姆耳兄弟，於 1878 年分別在倫敦、日本成立公

司且與英商洋行建立良好合作關係，引進煤油外銷遠東地區，其主要據點均設

油槽。1897 年英商殼牌公司將石油生產、油輪、貿易倉儲整合，紀念其父販賣

貝殼起家，遂命名為殼牌運輸貿易公司，並買下嘉士洋行為遠東地區貿易一環。

倉庫區內鋪設鐵軌接通淡水火車線，便利貨櫃裝載油品，便開啟嘉士洋行新使

命。 
淡水殼牌倉庫，因為各種汽油、煤油所形成濃厚的油臭味，使淡水區人民

以「臭油棧」倉庫來稱呼它。1944 年 4 月，日本政府因殼牌集團，屬於敵對同

盟國，英國及荷蘭所有，下令以敵產名義，強制徵收。同年 10 月 12 日美軍飛

機空襲北台灣，油槽中彈起火，整整燒了三晝夜才被撲滅，成為淡水人記憶中

最難忘的一頁。此後殼牌倉庫逐漸沒落，只做為備用倉儲用。 
戰後，殼牌倉庫被列為日本政府名下財產，由台灣長官公署接收，成為國

有財產。殼牌倉庫則改由母公司亞細亞火油公司積極討回舊有資產，彼此纏訟

數十年。由於在淡水文史工作人員努力搶救下，鼻仔頭歷史古蹟得免於為興建

快速道路的犧牲品。殼牌公司了解當地維護古蹟之意願，遂爽然答應將公司提

報為古蹟。 2000 年 6 月臺北縣政府正式公告為縣定古蹟，又因殼牌公司本身

認為對文史不具專業，遂將此百年古蹟捐給在地文化社團即淡水文化基金會，

同年 12 月 31 日正式移交。嘉士洋行倉庫的指定可以說為淡水百多年來的風

華下一個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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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原英商嘉士洋行倉庫鳥瞰 3D 模擬 

 
圖 29：原英商嘉士洋行倉庫鳥瞰 3D 模擬 

建築特色： 

此處為臺北縣少數倍指定的產業遺址，內容包含數座大小不等的倉庫及殘

蹟，昔日載運貨物、油料的火車月台。以倉庫來說興建年代從十九世紀末到二

十世紀初都有，這些倉庫大小不等，共同特點為均約建於 1870-1880 年代。 
倉庫外側今日水上人家位置，原來為船隻進出卸載油品之用，場區內原來也設

有油槽儲存油料之用。場區內也有鐵道月台提供載運油品的列車，自淡水線向

島內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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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原英商嘉士洋行倉庫火車軌道與油槽 3D 模擬 

 

圖 31：原英商嘉士洋行倉庫剖面 3D 模擬 

 

圖 32：原英商嘉士洋行倉庫立面 3D 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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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原英商嘉士洋行倉庫窗戶細部 3D 模擬 

 

 

圖 34：原英商嘉士洋行油槽 3D 模擬爆炸起火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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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原英商嘉士洋行倉庫屋頂分解圖 

圖 36：原英商嘉士洋行倉庫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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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原英商嘉士洋行倉庫現況照片 

 

(5)淡水海關碼頭 

圖 38：淡水海關碼頭位置示意圖 

 

咸豐八年（1858）天津條約及十年（1860）北京條約台灣正式開放通商，

開安平、打狗、淡水、雞籠四口。美國雖然是最早提出淡水開港的國家，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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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領事遲遲未到台灣議定開港事宜，英國反而成為最早實現開港通商的國家。 
1861 年 7 月，英國副領事郇和（Robert Swinhoe）來臺勘察後，以淡水港較臺

灣所有其他各港，具有更大的便益，於是議定以滬尾為通商碼頭。洋船也開始

停泊於淡水，中國方面也加速在各港設關徵稅。同治元年 6 月 22 日（1862 年 7
月 28 日），區天民以滬尾守備署開設海關，正式收稅。 

中國原有「海關」於咸豐四年（1854）分為「新關」（又稱為「洋關」）及

「常關」（又稱為「舊關」），前者徵收通過國境的貨物關稅，後者徵收屬於國境

內交易貨物的稅款，由於「新關」負責國境關稅的徵收，主要交涉的對象均為

外國人，於是將「新關」劃歸總理各國事務衙門經管。中國政府正式延請英國

人李泰國（Horatio N.Lay）為「總稅務司」，海關管理權移轉給洋人。 
同治二年（1863 年 10 月 1 日），英人侯威爾（John William Howell）擔任首任

副稅務司。滬尾新關編制分為：稅務司、頭等、二等、三等、四等幫供事、總

巡、二等、三等驗貨、頭等、二等、三等鈐字手、醫師、技師等。這些職員以

英人為主。 
1895 年 8 月 5 日，淡水海關稅務司馬士（H. B. Morse）結束關的業務，將

淡水海關正式移交給日本。1916 年，淡水稅關總關自淡水移設臺北大稻埕，並

於 1920 年將原淡水稅關更名為「總督府稅關淡水支署」。總關的移動，顯示淡

水已失去統領全臺關務的地位。 

圖 39：淡水海關碼頭鳥瞰 3D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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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特色： 

淡水海關自同治元年（1862）設立後，其設施包含：海關關署、長官官邸、

碼頭區等。碼頭區則包括碼頭本體、洋樓、倉庫。淡水海關碼頭區域內現在有

清代與日治時期海關之相關建設，計有碼頭本體、二層洋樓一棟、倉庫二棟、

以及其他相關建築遺蹟。 

淡水碼頭本體全長約為 150 公尺，全屬重力式岸壁構造，岸壁表面全為硬

石，長 3 尺或 2 尺 5 寸，1 尺 5 寸見方斷面，內填卵石，另以 1 尺見方石材收

邊，砌築得很堅固；另有「繫船石」十五根，長 5 尺 8 寸見方，以及「登船口」，

可供船舶停靠、上、下貨之用。其建築構造於文化資產中別具特色。 

 

圖 40：淡水海關碼頭 3D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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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淡水海關碼頭昔日使用過程示意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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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應用 

（一）「淡水優質導覽解說」 
在本案操作過程中，繼續結合淡水社區大學及淡水古蹟博物館合作開設相

關古蹟飽覽的課程。 

1、課程理念 

解說是一種教育性的活動，其目的在揭示文化與自然資源的意義，透過不

同的媒介，包括演說、導覽、展示等，解說可以強化我們對歷史古蹟和自然奇

觀的了解與欣賞，並進一步的去保護它。 
依《觀光發展條例》對專業導覽人員的定義，指為其維護保存和解說國內

特有人文景觀和自然生態資源，由所屬機構設置的專業導覽人員，讓遊客到訪

該區時，依申請文書陪同解說，安全引導並減少不當破壞，經由導覽解說的協

助，觀看→感受→傾聽→體驗→閱讀→欣賞→保護的過程深度引領，探索分享

台灣之美。 
本課程主要將提供作為淡水古蹟博物館的導覽認證依據。課程分成二個學

期，第一學期將針對淡水地域的文化資產經營進行回顧與前瞻，第一部份將邀

請有關於文化資產各面向的專家與學者來回應淡水的經驗，進行一些重要之理

念的引介與建議。第二部分將針對解說實務的需要強化解說員的服務能力，其

核心工作在於深化在地導覽解說的工作。因此將以解說員作為經驗累積的主

體，以操作作為內容，進行有關於地圖、影像、地理空間體驗與田野工作的技

巧進行操作式工作坊。 
第二學期，將針對淡水多樣的文化與自然資產進行現地導覽解說之研討，

這部分的師資將以淡水社區大學既有的課程作為支持，舉凡史蹟考古、廟宇、

教堂、馬偕、紅樹林、老街聚落等等進行主題研討，並與古蹟博物館相關據點

之經營者結合，據以生產有關於導覽文字與地圖之生產，以及相關旅遊配套之

規劃與推動，以轉變遊客的行為模式。最後，本課程將授於導覽的認證工作。 
淡水現在是台灣觀光旅遊的好地點，自從捷運開通之後，現在的淡水已轉

變成觀光為主，從過去就一直有著淡水八景之說，自清朝開始，許多文人雅士

為台灣訂定了各個地方的八景，而這樣的敘述方式是以菁英地景為主，用社會

上有地位的人的觀點去訂定。直到現代的淡水八景，已經成為地方上大眾的共

同認知，但是官方公布的缺乏與人的經驗結合，並且與常民生活不親近。不論

是從過去的八景或是新的淡水八景，重視的不外乎是著名地標、延續有名的歷

史古蹟、自然環境中造成的特殊景致，缺乏記錄自然環境與人文活動之間的關

係，以及在地生活經驗的傳達。 
因為捷運的開通帶來這些衝擊讓淡水居民開始沈思，淡水到底需要怎樣的

樣貌？而在地的居民生活空間被剝削，交通混亂、觀光客的遊憩品質也降低。

因此，如何保持它原有的特色，以及維持良好的休閒空間，是目前需要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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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本研究藉由「解說」與「地方」理論來探討淡水的人的活動行為及時間、

社會之間的關連性如何建構出淡水的地域特色及地方知識，並且藉由解說的活

動來帶動地方知識的傳達。在本研究裡從人去探討如何建構社會形成地方，也

有探討到因為人類社會而使地方上的特殊元素消失，而藉由地圖上的內容傳達

出在地知識，使在地者與外來者能夠藉由這些地圖上的經驗來了解淡水進而產

生對地方的認同感。 

2、課程操作說明 

本課程主要目的有二：一、為提升淡水優質旅遊及文化資產永續經營培力；

二、提供作為淡水古蹟博物館專業導覽認證依據。本課程分成二個學期。第一

學期將針對淡水地區的文化資產經營進行回顧與前瞻，這一部份將邀請有關於

文化資產各面向的專家與學者來回應淡水的經驗，進行一些重要之理念的引介

與建議。第二學期，針對解說實務的需要，強化解說員的服務能力，其核心工

作乃在於深化在地導覽解說內涵。因此將以解說員作為經驗累積的主體，以實

地操作為內容，進行有關於地圖、影像、地理空間體驗與田野工作之技巧的操

作式工作坊。以「改善淡水旅遊品質、豐富並深化淡水旅遊內涵、提升淡水導

覽解說素質、轉變遊客行為模式」為目標，進行相關旅遊配套規劃及執行之研

習與演練。之後並配合解說實務的演練進行相關的認證工作。 

「地圖繪製」的課程操作的設計說明如下，畫生活地圖前重新認識淡水，

也要回憶過去的淡水，在這之中拼貼屬於個人與淡水的經驗，作為發展個人解

說經驗的起點。 
(1)淡水老照片回顧：透過居住在淡水或是曾經在淡水的生活經驗拍下來的

舊照片，去提供過去的生活經驗。以上的資料重點在於瞭解及整理出人們對於

地方的描述，接下來開始利用繪製地圖來操作，地圖可以看出活動範圍，代表

著每個人的特色。 
(2)透過電影回想：在主題的討論之前，利用小畢的故事這部電影，讓人喚

醒對於淡水過去經驗的記憶，從這部電影拍攝年代 1982 年當作是一個起點，最

後對照現在 2006 年的淡水，本研究將可以比較出這個演變過程中的差異，來討

論出他們對於地方上的描述，如何去建構地方感，代表淡水的在地特色。 
(3)認識淡水地圖： 在一張無任何記號及標示的淡水河岸邊規劃的地圖基

本圖面上，開始辨識出自己熟悉的位置點、道路名稱，以及日常生活或是工作、

導覽時會走的動線、曾經活動的範圍、常出入的地方及動線，並且認出道路名

及當地有名的建築物、古蹟等。 
(4)主題確認與進行地圖繪製：依據個人生活世界與所從事淡水導覽的經驗

進行綜合討論，從中發展與個人相關的議題或是重要的淡水經驗，成為學員操

作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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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有二十位學員完成課程，共製作出 10 個主題地圖：1.植物染地圖 2.
煮婦地圖 3.中藥地圖 4.消失的文化地圖 5.淡水老街及後巷地圖 6.淡水老地名地

圖 7.淡水歌曲與電影地圖 8.淡水名人地圖 9.淡水古典詩地圖 10.淡水茶室地圖。 

3、有關於解說經驗的累積 

「解說」是一種教育性的活動，其目的在揭示文化與自然資源的意義，透

過不同的媒介，包括演說、導覽、展示等，強化我們對歷史古蹟和自然奇觀的

了解與欣賞，進而促進大家對文化與自然資源的重視。 

呈現地方有很多方式，其中可以藉由圖型的方式去介紹。不只是歷史古蹟

本身會有自己的故事，一個城市、一個地方、一個部落，也會有自己的故事。

這些屬於人的生活記憶可以藉由各種方式來呈現，用地圖表現是其中一種方

式，有圖像、文字、色彩等元素結合，可以代表製作地圖的人的風格、專注等，

形成一種可以與外界溝通的在地知識。 

(1)從生活世界開始的地方繪圖 

生活地圖，1995 年 Modern World Desing 開始發起了繪製綠色生活地圖，

繪製者的背景、經歷都不一樣，以不同的角度來看生活環境，且且鼓勵當地居

民以全新的觀點參與環境，更引導旅客去親身經歷這些特別的地方，藉由這樣

的體驗將特殊的經驗傳達到自己居住的家鄉，使在地的特殊性可以加以推廣（荒

野保護協會，2005）。 

在繪製地圖的過程中可以讓在地人更瞭解自己的環境，並進一步瞭解應該

爭取的權力以及認同，許多地方的文化資產也需要從這個地方做起，才能有效

的保存或是推動文化資產。「在地參與」精神的落實，更重要的是肯定一般民眾

對生態環境的認知。換句話說，一般所言的「在地知識」（local knowledge）是

有社會價值的，認知地圖可以結合當地民眾的在地智慧的一種方式。 

在生活地圖上，呈現的內容重視的是在地人生活的經驗及認知，地圖不是

呈獻我們所能知道的世界，而是指向一個我們可能知道的世界（王志弘譯，

1996）。在地經驗是不斷的累積的，有許多事物經過時間以及社會產業的改變及

隨著消失，但可以透過認知地圖去傳達出特殊的文化訊息，一般我們所看的地

圖都是將現況標示出來，但是看不到這個地方的歷史脈絡與文化背景。 

生活地圖的編輯過程中可以讓人重新了解在地，並且去思考特色、在地智

慧，再透過個人的生活經驗去傳達，是意於職業導覽者所訴說的方式與內容。

在這之中可惜的是沒有辦法完全發揮，但是對於解說人員可以增加知識、更了

解整體的大環境的一種方式。不只是聽老師講解，過去的講授是由專業者或是

學者，在過程中大家彼此交換經驗及心得，也可以在之中找到共鳴，形成一種

共同的意識、價值觀。因為了解又有興趣，充滿熱忱的心可以帶領大家更多的

有趣的內容，而不是枯燥乏味的。 
因此地圖中傳達出來的訊息，可能是有形的也可能是已經消失的，或是個

人心靈上、價值觀的地圖呈現。地圖本身是可以一直添加上去的，是一種可以

經過時間不斷累積會更加豐富。並且在同一張地圖裡可以看到不同時空景下的

相互關係。 

 

45



 

(2)以在地知識作為基礎的「解說」 

在淡水古蹟園區成立之後，目前的導覽已經不限制於專家學者或文史工作

者，也有許多志工的投入，開放培訓課程，訓練優質的導覽人才。解說的內容

也不僅限於古蹟本身的形式、樣貌，也進一步去介紹整體環境周遭，當時的社

會背景，以及讓民眾參與、激發興趣、有互動的關係。而經過家鄉守護等活動

的推動，讓在地人開始關心在地的事物，由熱心的在地志工來宣傳在的知識，

這樣的方式可以透過個人的生活經驗，將更有趣的以及鮮為人知的特殊性表達

出來。這樣的生動內容可以引發興趣以及引起特殊的記憶。也因為導覽員本身

是志工，非專業背景出身，更可以輕鬆的將生活經驗帶進導覽中解說，使聽眾

能夠更了解整個脈絡，以及不只是枯燥乏味的歷史，有更多生活故事可以分享。 

在「解說我們的襲產」一書中有提到，兩種解說員解說時應該注意思考的

部分：第一點解說員要確認「解說」必須穿透任何事實的陳述，啟發隱藏在意

表後面更重要的意涵。第二點，或許更貼切的說是含有忠告的意味：「解說」應

充分利用人的好奇心，並以豐富並提升人類日能與心靈（許世璋譯，2006）。當

引發聽眾興趣之後，自然聽眾與導覽解說者就可以開始有良好的互動，並且提

出疑問。在這樣的過程中參觀者不再只是聽覺接受，也開始會思考、歸納，在

這之中找到樂趣。 
藉由導覽解說員的口中可以傳遞這個地區的特殊文化以及深入體驗特殊生

活經驗，因此延續在地襲產可以營造出社會記憶，而地景呈現是在地的經驗再

現，再現就是在詮釋讓人能夠解讀過去的經驗途徑。在這個過程中導覽員應該

引導聽眾能參與互動，當引發聽眾興趣之後，自然聽眾與導覽解說者就可以開

始有良好的互動，並且提出疑問。在這樣的過程中參觀者不再只是聽覺接受，

也開始會思考、歸納，在這之中找到樂趣。 
在「解說我們的襲產」一書裡提到「示範」與「參與」，解說再冗長、複雜，

並沒有辦法讓人親身的去體驗以及加深印象。因此，在示範之後最好能將遊客

帶入參與的部分。參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參與的人需要有共同得認知及價值

觀，在參與的過程中需要身體力行，因此是會在每個環節中讓人感到新奇，並

且更能充分瞭解每個步驟。「『參與』意味著不僅是參與者身體的活動，同時也

必須是一種新奇、特殊、重要的經驗。」（許世璋譯，200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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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淡水「城市建模」Google＋sketchup 
Google 網路公司提供 Google earth 軟體可供使用者免費下載，配合網路連

線線上觀看擬真地球面貌，搭配 Google sketch up3D 軟體，使用者也能自行建

立 3D 建築模型上傳至 Google 伺服器，讓 3D 模型在 Google earth 上直接呈現，

供全球 Google earth 使用者在線上直接觀看。目前全球以有幾個城市 3D 模型已

被使用者建立在 Google earth 上供人觀賞，紐約、舊金山、波士頓、奧蘭多、

慕尼黑、蘇黎士以及數十個其他城市。建立在 Google earth 上的 3D 模型可讓使

用者自行更改編輯，配合市鎮整體規劃或現況的一種呈現方式。 

圖 42：Google earth 使用者觀看城市面貌 
 
前淡水市鎮的基本建築量體雛形已建立完成，未來配合規劃虛擬城市想

像 也 能 同 步 在 線 上 供 使 用 者 流 覽 。 使 用 者 只 需 連 結 至

目

 
http://earth.google.com/intl/zh-TW/ 下載軟體，便能線上 360 度觀看，軟體界面

類似地球儀可輸入地名或相關字彙搜索，觀看方式可在軟體視埠上自行調整視

點、旋轉或高低，也可顯示出交通道路和位置上其他資訊，與google網路搜索

連結同時獲得更多資訊。使用Google earth於淡水市鎮規劃目的在於容易探查出

城市發展、市區、邊緣與鄰近市鎮的相對關係，方便的操作下有益於整體的討

論分析與使用者及時觀賞城市的全貌、與全球城市做直接的溝通。 
台灣的 google 公司有推行 3D 城市建模活動，邀請設計相關或有興趣的人

士將城市面貌繪製完成上傳至 google earth 網站，目前 google earth 上的台灣有

顯示一些標的性建築或局部的城市，本案初步的建構了淡水市鎮整體的三度空

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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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淡水街廓建築的 Google earth 圖像與 sketch up 所建構的 3D 圖像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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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淡水古蹟周邊都市設計審議模擬操作 
淡水地區之都市計畫措施方面，已於 95 年 10 月 1 日全面納入都市設計審

議管制範圍，無可避免地，史蹟據點的維護與活化將直接受到都市設計的影響

或管制。面對都市發展的壓力，這些古蹟與歷史建築隱藏在失控的都市空間中，

淡水舊市街已經逐漸模糊。因此，都市設計準則的擬定主要任務是針對這些古

蹟與歷史建築的周邊進行空間品質規範，同時也是找到可能的基地與提案，以

發揮「觸媒」作用，擴大古蹟的生活意義。本研究即意圖探討一個整合性的都

市設計審議準則擬定。 

1.淡水古蹟博物館數位典藏執行過程 

本工作團隊於 95 年提出「淡水古蹟博物館數位典藏計畫」後，在整年度的

工作上已經獲得許多模式與規範的經驗，因此對於 95 年度之數位典藏工作之後

續發展有積極參與之態度，並期待將整個淡水地區豐富的自然、人文、社會、

古蹟做更完整的數位化後續工作，且對於工作後之內容與資料，構思其加值之

可能性。 

本計畫為「淡水古蹟博物館數位典藏計畫」之延續，對於第一階段之工作

段落與成果已完成。而第二階段之工作將以三年為期，配合目前運作成熟之工

作模式與工作流程，繼續延伸「淡水紅毛城」、「滬尾砲台」、「前清稅務司

官署宿舍」三棟建築外的其他古蹟建築群，並在思維上以建構一個完整的淡水

地區數位城市模型，以達到將建築、城市空間與文化地景的空間資料完整保存

之目的。 

在第一期所建構的基礎上，我們採用各種不同的數位媒介，如：3D 模型、

相片、聲音、動畫、文字等等，於網路平台上應用多樣的技術呈現所獲得的成

果。建構一個以城市為空間範圍的數位城市模型，著重於建築、城市空間與文

化地景資訊的呈現。並嘗試結合淡水古蹟博物館與淡水社區大學開設「優質導

覽培訓課程」，在實務操作中探討科技在導覽工作中的運用。借此一經驗去修

正網頁呈現方式；繪製淡水文化古蹟導覽地圖，以圖層分別將所需呈現不同主

題之資料，應用網頁來進行控制地圖資料之開啟與關閉，而主題資料，主要有：

（1）古蹟點、（2）具有意義之老街區、（3）歷史建築物、（4）具有文化潛

力之空間與環境等等，資料將以進行疊合，每張地圖皆有其重要的重點建築或

者區域，使用者可以開啟他們所要查詢資料的圖層或關閉不需要的資訊，當移

至圖層上所設定的點時，會顯現該區域之簡圖、基本資料(名稱、GIS 之 NE 座

標系統數值)等，讓民眾可初步瞭解設定點之相關資本資訊；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1） 重點建築景點 

3D 細部製作主要建築物，經過許多資料整理後，建立 3D 模型，並以模擬

真實的介紹建築物，並在動畫的路徑設定上包含外觀（人步行觀點、鳥瞰）、室

內（室內取景、剖面切割）、細部（如柱頭、雕刻、欄杆、窗台等細部），透過

動畫剪輯軟體做轉場設定，以達到整體介紹之導覽過程，必要時在動畫剪輯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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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中亦可作透效處理，使閱讀者更加清晰閱讀建築物之觀察重點。 

務推動方面，勢必與都市土地、建築法規、政府組織

等相關的配套措施，與真實的城市空間與生活經驗緊密連結；換言之，對待文

化資

將周遭環境的紋理納入考量，透過清晰易懂的表現工具，協助社區

居民

開放空間、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以及人身於其中所感知到的時間感、

場所

受之外，更需考量另一個回望的視域，重新建構由

水面

（2） 整體街景量體體驗 

將街道之量體作處理後，呈現出實際街道狀況，並透過取景角度作動畫以模擬人

步行速度、車行速度藉以此讓閱讀者對於街道的認知，另可透過動畫呈現鳥瞰、夜景

等處理手法，將必要呈現之場景剪接入導覽動畫。 

2.淡水古蹟周邊歷史風貌管理與維護議題 

在講求全球在地化的今日，文化資產往往成為打造地方意象的媒介，除了

活化經營機制之外，在實

產的態度將不再限於固定且學術的想像，而必須發展出一套可溝通、可調

節的語言，以逐漸進行形成一種文化的主體意識，即來自於生活世界的集體記

憶與在地認同。 

都市設計審議應該打破形式的操作，更進一步地建構為與環境對話的機

制，有效地

的理解與參與，達成設計材料、質感的延續性。換言之，都市設計審議背

後隱含的積極意義，是一種溝通的介面與對待都市環境的觀點，以避免空間生

產的斷裂，使都市環境可以在既定的基礎下承載多元且深厚的意義。 

3.古蹟周邊環境都市設計原則與準則擬定 

以保存的觀點談都市設計，便是以整體的都市紋理與文化背景來看各個古

蹟與街道、

感，在空間經驗與現今使用的考量下，提出一套有關活動、空間形式、文

化內涵的空間準則。淡水地區古蹟周邊的都市設計原則，即以每個史蹟據點作

為觸媒，形塑出各個古蹟點與周遭環境的關係，細緻地處理人的身體經驗，並

影響整體的地景風貌，分述如下： 

（1）視域的伸展 

「觀望淡水風景」在淡水區域保存架構中是很重要的空間經驗，不論是由

基地內向下眺望，或是自出海口、或八里對岸回望淡水，皆突顯出史蹟據點與

山水的關係。 

a.眺望山水/回望滬尾 

馬偕時代的重要風景是由水面上望向家園，歷經近代都市發展之後，更多

的經驗是由淡水內地眺望淡水河。除了在位於制高點的史蹟據點，訂定基地與

淡水河的視覺穿透與視野感

上看淡水的文化經驗。 

b.天際線管制 

天際線管制是對於自然環境的回應，也是維護地景風貌的機制。面對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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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的壓力，需要針對特定區域訂定建築高度的限制。 

c.自然生態與都市景觀的蔓延 

（2）空間經驗的串連與營造 

套的空間經驗，包括行走與停

留的

a.路徑經驗與視覺焦點 

淡水的天然環境，使得行走經驗與視覺感受十分豐富，包括步行的道路尺

度、坡度、整體地貌，以及沿途經過的小角落、空間設施、古蹟或歷史建築，

皆是空間體驗的重要元素。都是古蹟作為路徑中的重要焦點，必須透過都市設

計準則維持街道的視覺品質，包括視覺序列與空間感的延續性，可制訂立面高

度、材料、綠化、視線角度等規範項目。 

（a）位於重要節點的入口廣場； 

（b）鬧中取靜的廟埕空間，如淡水龍山寺； 

（c）藏匿於街弄中的停留空間，如同街道生活的客廳； 

（d）結合地景的都市設施，如親水空間、河岸廣場。 

氛圍與空間體驗。古蹟保存與都市設計的

結合，便有可能發揮這樣的作用，其意義在於豐富地方的生活經驗；換言之，

即是以都市設計審議準則處理古蹟與周遭環境的關係。 

歷史風貌的整體除了古蹟保存區之外，尚包括周遭環境的公共空間與街道

的延伸，以及重要的地景地貌。空間經驗的感知，古蹟與重要節點的串連，是

否有舒適、可停留的介面空間，以及周邊的圍塑感、綠化、活動發生的可能、

基地內外視覺的穿透性等等，皆是影響整體風貌的要素。 

a.古蹟與河岸 

淡水的史蹟據點無法脫離觀音山與淡水河的山水架構而單獨存在，包括座

向、視野、地景、動線與人文活動，因此在景觀設計、指示系統上，皆須考量

古蹟主體與河岸在感知經驗中的串連。 

b.古蹟與市街 

淡水地區的密集市街是歷史紋理與在地生活軌跡的顯影，沿著地勢串起淡

透過視覺串連的觀點，將自然生態地景與都市景觀連結起來，同時反映出

淡水特有的山勢條件。 

古蹟與歷史建築的營造，必須細緻地處理整

感受，以及透過空間設計所傳達的文化意義。 

b.古蹟保存區內或周邊的開放空間 

文化資產是承載集體記憶的場所，也是都市中重要的公共空間，應採用開

放、穿透的形式，這些開放空間可能的形式為： 

（3）建構整體歷史風貌 

文化資產可作為形塑整體歷史風貌的啟動器，透過「點」的活化經營，「線」

的引導、串連，以至一個區塊的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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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居民的生活地景，包括學校、市集、休閒與信仰中心，相對於淡水地區的區

域保存，是十分重要且關鍵的課題。分佈於密集市街上的史蹟據點則適時扮演

觸媒的角色，將現世的日常生活與歷史脈絡、文化形式接軌，因此，在訂定都

市設計審議準則時，需格外重視該點與市街的串連、動線引導，以及原有的常

民活動、生活軌跡。在空間形式上需維持市街的空間尺度，注意空間的介面與

過渡，考慮光線、材料的延續性，並檢討現今的使用行為是否與重要的歷史空

間元

c.古蹟與公共設施 

於公共設施系統中，可分為兩個層次：在整體架

構上

d.古蹟作為環境教育與生態復育的起點 

古蹟存在於社會歷史文化的切面，是多重意義的載體，因此恰可作為環境

教育與生態復育的啟動器，以善用社會資源，扮演教育推廣的平台。 

（4）以活動重讀與再現歷史場景 

文化資產的活化必須隨著當代社會的發展持續積累文化厚度，與社區生

活、文化藝術、觀光旅遊結合，以活動促使歷史場景的詮釋持續演進，朝向一

個活的歷史保存觀點與都市生活經營的角度前進。 

a.導覽遊程 

導覽是一種再現地方歷史的途徑，因此一個全面、完整的史蹟參訪遊程，

搭配導覽指示系統，以及相關資訊的流通，豐富參訪者對於各史蹟點的空間體

驗，甚至進一步建立對於地方的認知。 

（5）基地紋理作為都市設計的參考架構 

或人文地景，皆是都市空間中珍貴的資源，也是進行都市

設計

 

基於以上的五大原則，在各古蹟周邊的審議範圍內，衍生出更為細緻的審

議準則。古蹟周邊環境的都市設計審議，應是基於真實的生活經驗、以保存為

素發生抵觸。 

古蹟經營活化的構想需置

需注意大眾運輸系統、文化館所、公家機關、觀光據點的動線串連與活動

行為的構想。此外，史蹟據點的空間構件也是公共設施的一環，例如街道家具

與導覽指標的結合，候車空間與入口意象的統合等。 

此外，古蹟保存區周遭，應盡量留設綠帶，一方面維持古蹟景觀的完整性，

一方面亦可作為生態植栽的培育點。 

b.文化展演、事件策展 

利用史蹟據點特有的空間氛圍與歷史脈絡，結合地方傳統節慶、文化展演、

或表演藝術等活動，創造特有的空間事件，持續地激發各種可能。 

古蹟、歷史建築

時，極為重要的參考指標，而非單獨存在的個體。將文化資產的空間元素，

視為都市設計的定位點與基準線，可突顯地方區域特色、塑造整體街區意象，

有助於情境體驗的提升、帶動地方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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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的積極介入，並且是可行的機制建立。 

3.都市設計審議的模擬操作—馬偕街區 

應用數位典藏所建構的淡水古蹟與周邊三度空間的檔案，提供作為台北縣

城鄉局都市設計審議工作的操作。藉由模擬再現的工具除了委員與建築師之間

的溝通之外，重要的是可以提供民眾「預視」未來都市發展的空間想像，擴大

社會參與的機制。 

之外，進一步將嘗試搭配 Google sketch up3D 軟體，使用者能自行建立

3D 建 e 伺服器，讓 3D 模型在 Google earth 上直接呈現，

供全

呈現方式。 

目前淡水市鎮的基本建築量體雛形已建立完成，未來配合規劃虛擬城市想

像也能同步在線上供使用者流覽。使用 Google earth 於淡水市鎮規劃目的在於

容易探查出城市發展、市區、邊緣與鄰近市鎮的相對關係，方便的操作下有益

於整體的討論分析與使用者及時觀賞城市的全貌，並透過都市設計的審議模擬

推動淡水歷史風貌景觀維護的經營計畫。 

築模型上傳至 Googl

球 Google earth 使用者在線上直接觀看。目前全球以有幾個城市 3D 模型

已被使用者建立在 Google earth 上供人觀賞，紐約、舊金山、波士頓、奧蘭多、

慕尼黑、蘇黎士以及數十個其他城市。建立在 Google earth 上的 3D 模型可讓

使用者自行更改編輯，配合市鎮整體規劃或現況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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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審議準則擬定 

圖 44：馬偕街區歷史意象環境分布圖 

a.視域的伸展 

（a）視覺焦點 

透過開放空間的形塑，突顯禮拜堂與淡水河的穿透性。尖塔四周重要景觀

區，如圖所示在視覺範圍內，建築物高度應加以規範。 

（b）自然生態與都市景觀的蔓延 

由馬偕銅像開始至埔頂區簡易綠化，如圖中所示為現有的綠地，應利用可

利用空地加強綠化。 

b.空間經驗的串連與營造 

（a）路徑經驗 

馬偕街是埔頂地區的重要歷史街區，位於中正路與七條通之間，沿街串連

偕醫館、淡水禮拜堂，應以都市設計審議規範馬偕街的圍牆形式與景觀設施，

以維持馬偕街的歷史感與街道尺度，並討論其中可停留的開放空間。 

（b）古蹟保存區內或周邊的開放空間 

應於教堂旁圍塑更好的開放空間品質，作為教堂旁的婚禮廣場，提供觀看

教堂的角度，現禮拜堂前已有一塊長條形廣場，再將周邊可利用空地加以規劃

留設使更多開放空間與教堂活動充分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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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建構整體歷史風貌 

（a）古蹟與市街 

舊市街通往埔頂的起點，也是馬偕在台灣傳教志業的起點。禮拜堂與偕醫

館作為馬偕街上的焦點。 

（b）古蹟作為環境教育與生態復育的起點 

建議成為馬偕街街道社造的推動基地。 

（2）規範與行動提案 

 

圖 45：馬偕街區都市設計規範與行動提案分布圖 

建築基地新建時均應提供視覺模擬分析，確保於各主要

可通視禮拜堂尖塔為原則。 

建與增修改建行為均應考量與歷史古蹟之協調，其建築風

的歷史感與街道尺度，得選擇退縮

a.規範準則--強制性 

(a)管制範圍內所有

道路、巷道端點視點均

(b)馬偕街所有新

貌應考量既有歷史語彙與色彩，其選用建材應於都市設計報告書詳予

說明。 

b.規範準則--建議性 

(a)臨馬偕街的建築立面，應考慮馬偕街

前院與否，並經提報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後據以實施。 

(b)審議範圍內建築物高度建議以 18 公尺為原則，如經檢討其法定容積無

法用盡，得酌予放寬建蔽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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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審議範圍內新建建築物外牆色彩以中高明度中低彩度為原則，並應避免

。 

築物立面整體設計。 

(a)為增進自然生態與都市景觀的蔓延， 圖中 C 區為郵局後方用地，可簡

空間使用。圖中 D區現為清潔隊使用，加以綠化後

可形塑為小型公園，作為鄰里休憩的開放空間。 

(b)圖示 G區現為教會停車場之圍牆，可用綠籬形式加以綠化。圖示 E區為

重要歷史路徑，可規劃再現老街巷弄空間經驗。 

(c)圖示 A區現為教會做禮拜時居民專用停車場，可重新規劃使之停車空間

更為有效利用，平日則可做為禮拜堂前方廣場的延伸，使開放空間更

為完整。 

(d)圖中 B區現為住宅，教會將納入使用空間，可作為廣場或是展覽空間使

用。 

(e)圖中 J區現為綠地，可規劃為機車停車場，以解決中正路上機車停車空

間不足的問題。 

(f)歷史片段與節點 

（i）圖中 F區為教會旁富有歷史感的圍牆，應加以維護並維持其尺度與空

間。 

（ii）圖中 a點為進入古蹟的歷史街道，可設計鋪面以營造導覽空間。 

（iii）圖中 b 點設置可停留的導覽解說牌，導覽老街歷史路徑，並可將人

引領至圖中 c點。 

使用反射玻璃

(d)建築物附加物以設置於建築物側面為原則，並需加以美化遮蓋，如設置

廣告招牌，應與建

c.都市設計行動方案 

易綠化後作為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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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擬與審議討論 

 

圖 46：馬偕街區都市設計審議模擬示意圖 

將淡水古蹟博物館數位典藏所完成的淡水教會與偕醫館二棟古蹟周邊的鄰

房的立體圖建構完成，在細緻度上與古蹟有相當程度的差別，以呈現主次的關

係。接 著將實際市街空間中所體驗到的歷史氛圍記錄下來

模型的呈現。在此一基礎上討論古蹟建築與周邊環境建築構成的主題與背景關

係。透過電腦中的視覺模擬來進行各項環境意象的操作，如下所示： 

，轉變成為三度空間

  

圖 47：現況與電腦模擬從 A點看禮拜堂尖塔狀況。 

這是從埔頂沿著馬偕街下來的視覺意象，是淡水重要的歷史風貌的一部

分，因此需要以教堂作為視覺焦點來訂定沿線上的建築的管制。大致是以維持

教堂的尖塔與主堂的屋頂線為主。私有地部分可以將建築容積往視覺控制線之

外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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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現況與電腦模擬從 B點看禮拜堂尖塔狀況。 

 

教堂旁邊的停車場屬於長老教會所有，土地使用為商業區，建議可以配合

古蹟周邊都市設計審議的畫設，進行容積移轉計畫，以維持廣場的狀態，現場

的圍牆可以作打開的整理。 

 
圖 49：現況與電腦模擬從 C點看禮拜堂尖塔狀況。 

 

中正路鄰接面的建築為阻擋視覺是否可穿透的關鍵，現為郵局用地，將來

若改建或新建，應將空地留設在側邊，留有一個通道可以連繫中正路與馬偕街

的空間，同時可以保留與增加從中正路對側的人行道上行走時可以看見教堂的

天空線。 

 
圖 50：現況與電腦模擬從 D點看禮拜堂尖塔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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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穿廊靠馬偕街一側的公有地應收回，開闢作為公眾使用，同時降低建

築的高度，以維持與強化從穿廊所見教堂的天空線。 

 
圖 51：現況與電腦模擬從 E點看禮拜堂尖塔狀況。 

 

從中正路朝向馬偕街方向，巷弄前的建築是阻擋視覺是否可穿透的關鍵所

在，現為私有地，將來若改建或新建，應以目前的建築規模為限制，其餘容積

可以往後側移動，需要進行視覺模擬，評估是否會阻擋透過巷弄所看見禮拜堂

的視野。 

（四）「謎樣淡水」：與 Discovery 合作 
Discovery 頻道在 11 月 28 日起每週五晚間 11 時連續五週播映《謎樣台灣》

系列節目，探索台灣花東、淡水、阿里山、金瓜石、澎湖等五個歷史遺址；12
月 5 日首播《謎樣台灣》淡水篇，探索紅毛城地底下有著一條通往基隆和平島

的祕密地道傳聞。片中邀請研究荷蘭城堡的專家華特海勒布蘭先生(Walter 
Hellebrand)遠從荷屬加勒比海群島來台，帶來海牙荷蘭國家資料館找到 360 年

前荷

續大雨造成英國領事館前坡地出現四個直徑約 2 公尺排列整齊的坑

洞，據管理紅毛城的淡水古蹟博物館前館長張寶釧指出，學者認為疑似荷蘭時

期的排水溝或地下坑道，但在台大人類學系開挖研究後，發掘到許多 19 世紀的

古罐及青花碎片，此外，經雷達掃瞄後發現在主堡北邊鵝卵石廣場 4~6 米的地

表下，有六個金屬物體反應，連接起來呈現半圓形的排列，迄今仍無法確定地

底埋藏的答案。 

片中，搭乘直昇機到紅毛城上空俯瞰整個紅毛城占地的地理形勢，由本計

畫主持人黃瑞茂教授介紹給製作單位：表示城堡蓋在突出的山頭上，周圍是地

勢較低的丘陵地，由地貌及主體建築判斷，地道的挖掘在山凹處會穿出山頭，

認為開挖地道的 記載荷蘭人

撤離台灣後，滿清政府每半年派遣十來人的士兵輪駐在紅毛城，當時台灣瘧疾

盛行，整個紅毛城逐漸荒頹、士兵也經常棄守，這段期間的史料記載稀少，直

屬東印度公司建造安東尼堡的原始興建計劃書，資料記載主堡內應設置一

口井，而今日堡裡沒有古井存在，但發現樓梯底部的地板是空心的，由於埋藏

在城堡底下無法得知其中奧祕，成為印證地道傳說的疑點之一。片中也提到

2006 年，連

可能性不高。而淡水文史學者謝德錫也指出， 史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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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清

〉也描寫紅毛城當時的

樣貌和祕密地道的傳說。 

Discovery  

 

圖 53：Discovery 『迷樣淡水』台灣首播之新聞 

初周鍾瑄〈淡水砲城〉詩裡，才再有描述紅毛城占居軍事要地及歷史變遷

的詩文出現，而清末道光年間吳子光的〈滬尾紅毛樓記

圖 ： 製作單位專訪淡江大學建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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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結論與後續工作 

古蹟建築有著與一般文物不同的性格，量體龐大、受自然風化影響劇烈、

與街區環境關係密切、偏重營造構築術內涵理解等，讓古蹟資產保存的概念，

漸次轉化以數位典藏資料的方式，進行非破壞性的建構，並採以虛擬實境方式

再現空間狀態的形式來表達近似真實的狀態。當前的許多媒體技術已能再創造

虛擬的實境氛圍，更深入的以研究解說導覽的型式，針對使用者的預先理解性，

採以誘導模式或橫斷模式進行的網頁導覽，另配合雙向社群串連的部落格寫

作，達到文本寫與讀互動的效果，這些皆是傳統文物保存較難實踐的地方。 

數位典藏於古蹟保存的應用，並非全盤的否定實體保存的意義與再利用的

價值，實際空間的臨場感受，絕對有其經驗的價值。線上解說的主要意義，是

在於提供更具研究性、教育意義的平台，屏除空間於時間上的限制，達到知識

解放與攝取的目的，並減少舟車勞頓所造成的社會成本。 

淡水古蹟博物館數位典藏計畫網頁的確努力朝向這個目標持續邁進，以真

實的角度，實驗性的嘗試將古蹟應用地理資訊、年代分期、多重角度的虛擬方

式，形塑新的看待古蹟保存的思維，但於永續的角度來看，目前尚未看見其未

來對整體古蹟保存的影響力，這也是我們未來將持續努力的地方。 

表一、淡水古蹟博物館數位典藏分年工作內容 

年期 第一期 

第五年 

第二期 

第一年 

第二期 

第二年 

第二期 

第三年 

備註

古蹟標的 紅毛城 

滬尾砲台 

小白宮 

外僑墓園 

馬偕墓園 

淡水教會 

偕醫館 

理學堂大書院 

海關碼頭 

嘉氏洋行倉庫 

水上機場 

湖南勇古墓 

氣象測候所 

滬尾水道 

多田榮吉故居 

 

龍山寺 

福佑宮 

鄞山寺 

施家古厝 

公司田遺址 

媽祖石 

程家古厝（歷史建

築） 

＊未標

註為古蹟

區域目標 淡水古蹟

博物館 

埔頂地區－淡江

中學 

鼻子頭史蹟公園 漢人市街  

應用可能 優質導覽

課程 

淡水古蹟

守護知識

網 

優質導覽課程 

淡水古蹟守護知

識網 

Google 上傳 

淡水古蹟守護知

識網 

Google 上傳 

 

定點 PDA導覽解說

試擬 

Google 上傳 

古蹟周邊地區風

貌管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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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成果自評 

 極差 差 尚可 佳 極佳 成績 項目

研究內容    ＊ 19 與原計畫相符程度  

達成預期目標情況    ＊  18 

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  17 

是否適合

請專利 
＊   

15 
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   

主要發現    ＊  16 或其他有關價值 

總評    ＊  8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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