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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內容摘要 

 

教育部於民國 105年 5月辦理「補助大學以社教機構為基地之數位人文計畫」徵

件，其推動理念有三：(一)建立大學與社教機構之合作平臺或機制，以博物館/圖書館

為人文社會科學知識應用、價值體現之實踐場域，並結合數位科技之運用，具體展現

大學數位人文之特色與前瞻性。(二)促進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與社教機構之互動與

合作，活化教學研究成果，強化技術支援、推廣服務及策展內容之連結性，重塑人文

社科領域在數位時代之定位，探索及實驗社會教育新典範，培育未來社會服務之人才。

(三)勾勒社教機構新世紀樣貌之藍圖，提供未來智慧服務規劃推動之參據，為社會大

眾打造全方位智慧學習模式。 

教育部推動該計畫之目的：(一)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體，導入大學研發能量或技

術成果，與社教機構合作進行智慧博物館/圖書館資訊服務建置、展示與科學教育設計、

營運與服務模式創新，並能建立長期夥伴關係，使大學與社教機構共同發揮對社會之

影響力。(二)鼓勵大學以社教機構為教學、研發及應用之實作場域，進行科研成果展

示、科教活動與推廣；以社教機構作為與社會介接之橋樑，擴展大學科研成果普及化

之傳播管道與效益。(三)創造知識有效儲存及長期累積之價值，結合數位學習，使社

教機構成為時間永續且空間延伸之多元智慧學習場域。 

東南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及通識教育中心遂組成工作團隊，積極爭取與國立

臺灣圖書館合作，共同向教育部提案，計畫名稱：「穿梭三世紀-悠遊臺灣古地圖」，建

立大學與社教機構之合作機制，透過圖書館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知識應用、價值體現之

實踐場域，並結合數位科技之運用，具體展現大學數位人文之特色與前瞻性。而具體

的實踐則是希望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體，藉由科技大學的研發能量與技術成果，為國

立臺灣圖書館建置相關的資訊服務及數位展示，同時也形成一個長期的夥伴聯盟，共

同為社會教育提供更多的學習資源與更好的學習場域，擔負起大學的社會責任及其社

會影響力。 

本計畫主要是利用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現存清代最早單幅彩繪卷軸之一的臺灣全

圖---《臺灣番社圖》為基礎，以 3D科技重新展示臺灣古地圖，建構《臺灣番社圖》

的 3D視覺動態影像及 3D VR虛擬實境，搭配帶有地方風格的數位音樂創作，藉此帶領

讀者穿梭於臺灣三百年前的時空環境中，讓先民的社會生活風貌活現眼前。同時為了

增強大家對這幅珍貴文物地圖的認識，計畫團隊也製作系列解讀臺灣早期古地圖、開

發史及清初文獻之數位教材及舉辦推廣工作坊，充實民眾對臺灣早期環境的認知，啟

發對古地圖及早期文獻的閱讀興趣，並利用 3D VR虛擬實境，展現先民的社會生活風

貌。 

在這幅《臺灣番社圖》中，不僅僅繪製了當時可見的臺灣山川、海岸、島嶼、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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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等自然景觀，在人文環境方面也描繪了田園房舍、寺廟城垣、官府衙署、營盤汛塘

等兵備部署，呈顯了當時島上住民的各種生活風貌。而其中尤具趣味的是人物描繪部

分，有駕著牛車的，有徒步趕路的，有攜犬狩獵的，有挑擔而行的，還有扛著山豬、

柴薪，驅趕著牛，帶著小孩的，在在表現了三百年前臺灣島上住民的實際生活情景。

此外，配合古地圖數位展覽，東南科大團隊亦製作了系列解讀臺灣早期歷史、文獻及

古地圖之數位教材，包括《臺灣番社圖》新舊地名對照、《臺灣番社圖》的圖像與符號、

《臺灣番社圖》的畫風與技法、《臺灣番社圖》背景介紹、《臺灣番社圖》中原住民的

生活情形、臺灣府城，以及跟著郁永河遊臺灣、從《裨海紀遊》看三百年前臺灣的政

治與社會、從《裨海紀遊》看三百年前臺灣的族群與文化等，俾協助閱覽者能夠充分

掌握《臺灣番社圖》及其同時代的相關背景知識。 

 

一、 計畫目標 

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了一幅珍貴的古地圖，名為《臺灣番社圖》，是已知現存清代最

早單幅彩繪卷軸之一的臺灣全圖，東南科技大學研究團隊嘗試以 3D 展示臺灣古地圖，

建構《臺灣番社圖》的 3D視覺動態影像及 3D VR虛擬實境，將圖中內容製成動畫，帶

領觀眾穿梭於臺灣三百年前的時空環境中，讓先民的社會生活風貌活現眼前，對民

眾瞭解臺灣早期環境變遷，極具震撼力及教育意義。 

為增強對這幅國寶圖的認識，爰製作系列解讀臺灣早期古地圖、開發史及清初文獻

之數位教材及推廣工作坊，充實民眾對臺灣早期環境的認知，啟發對古地圖及早期文獻

的閱讀興趣，並利用 3D VR虛擬實境，活化展現先民的社會生活風貌。 

由於近年來大眾對典藏文物運用新媒體展演的接受及認同度提高，藉由數位典藏

資訊公開與行動載具日新月異，將能驅動文化經濟，亦可整合成商業模式，成為文創

產業發展的新契機。 

 

二、 執行策略 

(一) 建構三百年前〈臺灣番社圖〉的 3D影像巨幅畫卷：將畫裡房舍、人物、動植物、山川

等物件 3D數位化，以長條型超廣角數位影像呈現。 

(二) 建構〈臺灣番社圖〉3D VR虛擬實境：將圖中 3D原件建構成動態影像，放入 VR 頭戴

裝置顯示器裡，完成虛擬實境超廣角方式呈現古地圖。 

(三) 建構背景數位音樂：創作具有原住民族音樂特色之背景音樂，增強悠遊古地圖氛圍。 

(四) 製作數位教材：製作系列解讀臺灣古地圖、開發史及清初文獻之數位教材、解說摺頁

及出版專書，供民眾線上遠距學習。 

(五) 推廣活動：舉辦實務工作坊及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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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內容-3D科技及數位教材與古地圖結合 

人們對典藏文物運用新媒體展演的接受及認同度逐漸提高，且國際人士對中華文

化典藏展示多所期盼。公開資訊加值(Open Data)已是 21世紀政府施政的重要方向，數

位典藏資訊之公開，不僅能驅動文化經濟，亦可發展整合應用之商業模式，成為推動

文創產業發展的新契機。基於此一趨勢，本計畫在國立臺灣圖書館數位典藏之基礎上，

進一步結合東南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相關教師掌握的數位教材製作、數位音樂及 3D

技術，再加上通識教育中心幾位臺灣文史研究學者的專業能量，透過國立臺灣圖書館這

個社教機構平台，以及其所擁有的豐富臺灣古地圖與相關文獻，將其活化運用，以全新

的媒體形式展現在讀者眼前，並大抵完成以下三項目標： 

(一) 建構三百年前《臺灣番社圖》的 3D影像巨幅畫卷 

擷取圖中物件進行 3D數位化，以五台曲面螢幕連結，呈現長條型超廣角數位影像，

將這幅古地圖保留原作的特徵、包括街道、船隻、山脈、數百座房舍、人物、動物、植

物等，將色調、畫風以原作古圖風貌，製成 3D數位化元件，使景物躍然紙上，人畜移

動，船舶搖曳行進，而雲層在長軸古圖畫卷中飄過，彷彿重現三百年前臺灣原始地理風

貌與原住民風情，擁有超廣闊的視野，令參觀者恍若置身三百年前的臺灣，達到育教

於樂的目的。 

(二) 建構《臺灣番社圖》3D VR虛擬實境 

地圖裡的 3D原件建構影像完成後，將 3D物件轉換，再將影像放入 VR 頭戴行動裝

置顯示器裡，完成虛擬實境超廣角方式呈現古地圖，比看見紙本古地圖更真實有趣，也

能讓觀眾透過自己的智慧型手機裝置，深度體驗歷史休閒底蘊，並且擁有超廣闊

的視野。觀眾可以看見古地圖中從所未見過的地方，並且透過網路的 YouTube 

360°全景視頻播放，可以隨時分享給社會大眾，享受古地圖中三百年前臺灣的虛

擬實境。 

(三) 製作系列解讀臺灣早期歷史、文獻及古地圖之數位教材 

製作系列解讀臺灣早期古地圖、開發史及清初《裨海記遊》等文獻之數位教材，充

實民眾對於臺灣早期自然及人文環境的認知，啟發對於古地圖及早期文獻的閱讀興趣，

活化先民的歷史創作。 

 

二、 計畫執行過程及與館所合作模式 

教育部補助之「大學以社教機構為基地之數位人文計畫」，旨在促進大學人文社會

科學領域與社教機構之互動與合作，結合數位科技運用，具體展現大學數位人文之特色

與前瞻性。計畫期程：自 105年 8月至 106年 5月，共計 10個月。 

 

一、 計畫架構 

本計畫由國立臺灣圖書館及東南科技大學共同研議提案，由館方提供珍貴的典藏文



5 
 

物《臺灣番社圖》及展示活動場域，校方則負責將珍貴的文物，利用新科技加以展現，

不僅能將沉睡在圖書館庫房中的國家重要文物古地圖被看見及被利用，同時透過流行的

新科技及行動載具，吸引年輕學子願意走進圖書館，接觸先民留下的珍貴文化財，也提

供高齡讀者有機會接觸 3D動畫及虛擬實境的新科技產物，此外製作系列數位教材，開

放一般讀者能夠線上遠距學習，藉由一幅古地圖，能引發極大的文化效應。 

 
 

二、 合作模式 

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了大量珍貴的古地圖，包括清代方志中的各種附圖外，還有日

治時期各種比例尺的地形圖及主題地圖，館方已將大多數的古地圖數位化，並於網站上

供讀者閱讀下載使用，友善及無私的分享前人的智慧，然而在網路知識爆炸的藍海中，

要如何讓這些沉睡在圖書館庫房中的國家重要文物古地圖被看見及被利用，則需靠流行

的新科技及行動載具，吸引年輕學子的興趣，同時透過工作坊宣傳，讓國中小社會科教

師及地方文史工作者，有機會接觸這些珍貴的圖料，用於教學及地方文史研究。在國立

臺灣圖書館典藏的珍貴古地圖中，《臺灣番社圖》是已知現存清代最早單幅彩繪卷軸之

一的臺灣全圖，該圖共有四個版本，另外三幅由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稱《臺灣康熙輿

圖》，其圖幅較大，臺灣圖書館之藏本圖幅較小，圖中所繪臺灣山川地形、行政兵備部

署、番社位置、道路與城鄉生活等內容均栩栩如生，呈現三百年前臺灣先住民之生活景

象。對於民眾瞭解臺灣早期自然及人文的環境變遷，具有極大教育意義。 

東南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除擁有開發創作 3D動畫、3D虛擬實境、數位音樂創

作與數位教材後製技術之策劃製播的技術團隊外，並跨域整合通識教育中心在地圖、歷

史及文學等領域的研究能量，深化 3D動畫及虛擬實境影片的文化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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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之教學研究能量與技術支援 

1. 數位媒體設計系 

(1) 3D動畫與 3D 虛擬實境技術：本系擁有開發創作 3D動畫與 3D虛擬實境的技術團

隊，本著捨我其誰的信念，致力於臺灣本土文化的創新與人才培育，首度嘗試以

臺灣古地圖為素材，將開拓出前所未有的里程碑。共同主持人本系劉育樹老師之

業界經驗豐富，多次獲得國際大獎，有充分信心為臺灣首創製作 3D長卷動畫地

圖，未來將參與國際競賽，展現臺灣超前的數位創新技術能力。 

(2) 數位音樂創作技術：本系高士珮老師近年由臺灣在地聲音蒐錄出發，將音樂結合

泰雅族故事拍攝微電影、為京劇製作有聲電子書、仿效茶農作褒歌、為華人世界

在地聲音作數位教材，更為視障者作聲音導覽等多項研究成果，隨著 3D及 VR技

術的成熟與發展，音樂也是兩者不可或缺的隱形推手，隨著多年對臺灣音樂的察

覺與深根，期望在 3D、VR與音樂結合下，透過遊戲及導覽情境，讓觀眾能身歷

其境，引發學習興趣。 

(3) 數位教材製播技術:本系楊靖宇院長擁有製播數位教材的豐富經驗及能力，103

及 104學年度執行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完成兩門數位

教材-「茶與生活」｢本聲綱目」，經教育部認證，已於網路開放提供民眾線上學

習。為能增加本次〈臺灣番社圖〉開發創作 3D動畫與 3D虛擬實境的知識深度，

規劃系列解讀臺灣早期古地圖、開發史及清初《裨海記遊》等早期文獻之數位教

材及遊戲設計。本系負責後製技術之策劃製播，利用本校數位媒體設計系現有攝

影棚等設備，將完成一系列數位教材製作，供民眾線上遠距學習。 

2. 通識教育中心 

(1) 研究古地圖能力：計畫主持人林惠娟老師對臺灣地圖發展的相關議題極為關注，

專研地圖編繪、地圖數位典藏及地圖套疊於地方文史調查上的應用等，著有「臺

灣地圖一百年繪製與典藏發展史」專書，並榮獲教育部建國一百年專題計畫補助

出版。期望藉由本計畫，將國立臺灣圖書館數位典藏的珍貴古地圖史料，讓更多

文史工作者認識與利用，同時藉由國中小學社會科教師的推廣，將古地圖應用編

入教學活動，從小扎根讓學生藉由古地圖，認識臺灣的歷史發展與環境變遷。 

(2) 編撰地方志書能力：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工作團隊，曾多次參與地方志書的編撰，

共同主持人詹瑋老師專長為研究臺灣史、臺北文山地方史等，曾編輯與出版《文

山區志》、《深坑鄉志》及《續編深坑鄉志》等。共同主持人詹雅能老師專長為臺

灣文學研究與臺灣文獻之整理，參與並執行《臺灣史料集成》中《清代臺灣方志

彙刊》之總編校工作，另編輯數種臺灣傳統文人詩文作品及其文獻，對於原住民

早期文化亦有深入研究。 

(二) 國立臺灣圖書館-合作機構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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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館藏 

(1) 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了一批珍貴的古地圖，包括清代方志中的各種附圖外，還

有日治時期各種比例尺的地形圖及主題地圖，館方已將大多數的古地圖數位化，

並於網站上供讀者閱讀下載使用，友善及無私的分享前人的智慧，然而在網路

知識爆炸的藍海中，要如何讓這些國寶古圖被看見及被利用，則需靠流行的科

技及行動載具，吸引年輕學子的興趣，同時透過工作坊宣傳，讓國中小社會科

教師及地方文史工作者，有機會接觸這些珍貴的圖料，用於教學及地方文史研

究。 

(2) 〈臺灣番社圖〉是已知現存清代最早的單幅彩繪卷軸之一的臺灣全圖，臺灣圖

書館之藏本，一般認為屬於後世仿繪重製之圖，但圖中所繪臺灣山川地形、行

政兵備部署、番社位置、道路與城鄉生活等內容均栩栩如生，呈現三百年前臺

灣先住民之生活景象。對於民眾了解臺灣早期自然及人文的環境變遷，具有極

大教育意義。 

2. 場地 

(1) 國立臺灣圖書館提供一樓展覽場地，舉辦「穿梭三世紀-悠遊臺灣古地圖展」，

同時於一樓簡報室舉辦開幕式，場地寬敞醒目，引起許多讀者興趣及關注。 

(2) 國立臺灣圖書館提供四樓演講教室，舉辦《臺灣番社圖》歷史與地圖工作坊。 

 

 

三、 舉辦「穿梭三世紀-悠遊臺灣古地圖展」 

(一) 時間：106年 4月 7-16日 

(二) 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一樓 

(三) 內容：3D視覺動態影像及 3D VR虛擬實境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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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舉辦《臺灣番社圖》歷史與地圖工作坊 

(一) 時間：106年 4月 8日(六) 

(二) 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 

(三) 議程： 

時間 主講人 講      題 主持人 地點 

09:10 

-09:30 

報               到 一樓 

簡報室 

09:30 

-09:50 

國立臺灣圖書館鄭來長館長 

東南科技大學李清吟校長      貴賓致詞 

歷史的一刻--大合影 

東南科技大學 

林惠娟館長 

(計畫主持人) 

一樓 

簡報室 

09:50 

-10:00 

穿梭三世紀-悠遊臺灣古地圖 

計畫緣起及成果展示 

東南科技大學 

楊靖宇院長 

一樓 

臺灣歷史走廊 

10:15 

-12:15 

中央研究院 

詹素娟教授 
「番」與「社」──清代臺灣古地

圖中的原住民歷史 
東南科技大學 

詹  瑋主任 

四樓 

4045 教室 

12:15 

-13:30 

午    餐   時   間 四樓 

4045 教室 

13:30 

-15:30 

臺灣古地圖協會 

魏德文前理事長 

清代山水畫輿圖 

──《臺灣番社圖》解析 

東南科技大學 

詹雅能主任 

四樓 

4045 教室 

15:30 

-15:45 

茶    敘   時   間 四樓 

4045 教室 

15:45 

-16:30 

東南科技大學 

楊靖宇院長 

《臺灣番社圖》3D 視覺動畫展示及

3D VR 虛擬實境體驗 

東南科技大學 

高士珮老師 

一樓 

臺灣歷史走廊 

16:30 賦              歸  

 

  
開幕式由國立臺灣圖書館前後任館長及東南科技大學校長共同主持 

 

  
詹素娟教授專題演講介紹原住民歷史   魏德文專題演講介紹臺灣清代古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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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舉辦《臺灣番社圖》系列數位教材成果發表會 

(一) 時間：106年 5月 10日(三) 

(二) 地點：東南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 104視聽教室 

(三) 議程： 

時間 發表人 講      題 講評人 
09:00 

~09:10 

開    幕   式 
長  官  致  詞 

09:10 

~10:00 

詹  瑋老師 1.《臺灣番社圖》的作者與時代背景 
2.《臺灣番社圖》中原住民的生活情形 
3. 臺灣府城—臺南 

國立臺灣大學 
臺灣文學研究所 
黃美娥 教授 

10:10 

~11:00 

林惠娟老師 1.《臺灣番社圖》新舊地名對照 
2.《臺灣番社圖》的圖像與符號 
3.《臺灣番社圖》的畫風與技法 

國立臺灣大學 
臺灣文學研究所 
黃美娥 教授 

11:10 

~12:00 

詹雅能老師 1. 跟著郁永河遊臺灣 
2. 從《裨海紀遊》看三百年前臺灣的

政治與社會 
3. 從《裨海紀遊》看三百年前臺灣的

族群與文化 

國立臺灣大學 
臺灣文學研究所 
黃美娥 教授 

12:00 

~13:00 

午  餐  時  間 

13:10 

~14:00 

楊靖宇老師 
 

1.《臺灣番社圖》3D 視覺動畫及 3D VR
虛擬實境 

國立臺灣大學 
臺灣文學研究所 
黃美娥 教授 

14:10 

~15:00 

高士珮老師
劉育樹老師 
 

1.《臺灣番社圖》3D VR 影片背景音樂 
2.《臺灣番社圖》3D 視覺動畫展示及 3D 

VR 虛擬實境體驗 

東南科技大學 
創新設計學院 
楊靖宇 院長 

 

  
於東南科技大學舉辦數位教材發表會    計畫主持人解說計畫內容 

 

  
臺灣大學黃美娥教授針對教材內容講評     於東南科技大學舉辦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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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執行成果 

一、 實際成果產出 

本計畫嘗試以古地圖《臺灣番社圖》為設計元素，運用 3D科技的技術，顛

覆古地圖的刻板印象，讓沉睡在三百年前古地圖中的臺灣住民活靈活現，此部分

的技術由東南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的業師劉育樹導演參與製作，建構《臺灣

番社圖》的 3D視覺動態影像及 3D VR虛擬實境，將古地圖中內容製成動畫，帶

領觀眾穿梭於臺灣三百年前的時空環境中，讓先民的社會生活風貌活現眼前，對

民眾瞭解 3D 科技及臺灣早期環境變遷，具有震撼力及教育意義。 

(一) 完成 3D 動畫五個影片-分別置入五台 VA曲面零閃屏螢幕中同步展示。 

將原本靜態平面《臺灣番社圖》中的圖像，製作成 3D 動態版，並以五台大

面積曲面螢幕，呈現於主視覺區背牆，圖中呈現獵人追捕梅花鹿、農人驅趕著牛、

駕著牛車前行、船隻航行於臺江內海、天空的雲朵隨風飄逸等動畫，展現古地圖

創新的動態版。 

  

《臺灣番社圖》3D視覺動態影像(局部)  

(二) 完成 VR360 兩種影片-應用 VR 虛擬實境顯示器裝置進行身歷其境之體驗  

以消費娛樂性的頭戴式  VR顯示器裝置應用，結合  4G 高速大頻寬的特性，

營造出動態且多感體驗的互動環境，豐富  4G 內容服務與創新應用。最近除了各

大品牌廠投入 VR顯示器市場與開始 VR電影製作外，線上最大的影音平台業者 

YouTube 也開始正式支援 360°全景視頻播放。 

這種 360°的超高晝質影片，亟仰賴  4G的高速大頻寬傳輸。目前支援 360°

影片拍攝的器材已愈來愈多，而它實際應用的可能性也很多，因此，我們在本計

畫 VR的開發中，整合古地圖相關的數位新媒體內容，讓觀眾透過 YouTube 360°

互動式影音的虛擬實境新服務，拿著手機旋轉你面對的方向，手機內的影片就會

跟著旋轉視角，民眾可以感受到親臨現場、身歷其境的感覺。 

借鏡國內外知名新媒體藝術展覽之  4G創新應用與技術，發展巡演與商業模

式，以達知識擴散與技術創新之效益，將臺灣古地圖帶向全世界，實現民眾隨時

隨地帶著地圖走，瞭解古時的臺灣，行動臺灣掌中遊之願景。並同時建置臺灣古

地圖特展創新應用體驗區，滿足觀眾對時興智慧眼鏡、VR虛擬實境顯示器等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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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裝置，結合智慧行動載具、多媒體液晶顯示器的創新應用之期待。 

  

 3D VR引起年輕族群的興趣             體驗 3D VR虛擬實境 

(三) 完成《臺灣番社圖》系列數位教材(九個單元)，將提供民眾線賞遠距學習。 

製作系列解讀臺灣早期古地圖、開發史及清初《裨海記遊》等文獻之數位

教材，充實民眾對於臺灣早期自然及人文環境的認知，啟發對於古地圖及早期文

獻的閱讀興趣，活化先民的歷史創作。 

有關數位教材的製作，共計完成 9項數位教材，包括 

地圖面---《臺灣番社圖》新舊地名對照 

《臺灣番社圖》的圖像與符號 

《臺灣番社圖》的畫風與技法 

歷史面---《臺灣番社圖》的作者與時代背景 

《臺灣番社圖》中原住民的生活情形 

臺灣府城—臺南 

文學面--- 跟著郁永河遊臺灣 

從《裨海紀遊》看三百年前臺灣的政治與社會 

從《裨海紀遊》看三百年前臺灣的族群與文化 

(四) 完成《臺灣番社圖》新舊地名對照圖及《六十七兩采風圖》摺頁 

(五) 完成《穿梭三世紀-悠遊臺灣番社圖》專書出版 

(六) 完成《臺灣番社圖》專題演講-詹素娟教授簡報及演講影音檔 

(七) 完成《臺灣番社圖》專題演講-魏德文先生簡報及演講影音檔 

(八) 完成論文發表一篇：國家圖書館邀請參與 105年「補助大學以社教機構為基地之

數位人文計畫」之學校及館所，共同撰寫計畫內容與成果，未來將集結編輯成專刊，

本計畫主持人已將計畫執行成果撰寫成「穿梭三世紀-悠遊臺灣古地圖《臺灣番社

圖》的活化與應用」一文，讓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的文物，透過科技活化，引起讀

者瞭解與關注。 

(九) 計畫成果參加內政部舉辦之「第一屆優良地圖獎」評選活動，獲評為電子地圖類

優等獎：內政部為提升國內地圖編印水準，鼓勵地圖編印者投入高品質地圖製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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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特別依據「國土測繪法」第 24條及「獎勵民間編印優良地圖作業辦法」等

規定，於今年舉辦第一屆優良地圖獎。在經歷初、複評兩階段後，東南科技大學與

國立臺灣圖書館合作完成的《臺灣番社圖 3D動畫地圖》獲評為電子地圖類優等獎，

該圖亦依「國土測繪法」規定送存內政部典藏。 

 

二、 教學、研究、應用等面向之意義、影響、貢獻、價值 

(一) 建立大學與社教機構之合作機制，共同擔負社會教育的責任 

建立大學與社教機構之合作機制，以圖書館為人文社會科學知識應用、價

值體現之實踐場域，並結合數位科技之運用，具體展現大學數位人文之特色與前

瞻性。具體實踐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體，藉由東南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及通

識教育中心的研發能量與技術成果，為國立臺灣圖書館建置古地圖典藏文物的數

位展示與活化應用，建立一套跨越數位典藏、文史研究與創新科技應用之完整作

業模式，願能日後形成長期的夥伴聯盟，共同為社會教育提供更多的學習資源與

更好的學習場域，擔負起大學的社會責任及其社會影響力。 

(二) 成功將沉睡了三百年的古地圖，以 3D科技重新展示並引發關注 

「穿梭三世紀-悠遊臺灣古地圖」計畫主要是利用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現存

清代最早單幅彩繪卷軸之一的臺灣全圖--《臺灣番社圖》為基礎，由東南科技大

學研究團隊以 3D科技重新展示古地圖，建構《臺灣番社圖》的 3D視覺動態影像

及 3D VR虛擬實境，搭配帶有地方風格的數位音樂創作，藉此帶領讀者穿梭於臺

灣三百年前的時空環境中，讓先民的社會生活風貌活現眼前，展覽期間設置體驗

區，提供民眾體驗 3D VR虛擬實境，不僅年輕人有興趣，許多來圖書館閱讀的長

者，也首次體驗 3D VR虛擬實境，讓新科技走入生活中。 

(三) 完成系列解讀《臺灣番社圖》的地圖、歷史及相關文獻之數位教材 

為了增強大家對這幅珍貴文物地圖的認識，計畫團隊也製作系列解讀臺灣

早期古地圖、開發史及清初文獻之數位教材，共計完成 9部教材影片，免費提供

民眾上網遠距學習，計畫執行期間，並舉辦「《臺灣番社圖》歷史與地圖工作坊」，

引發民眾對古地圖的興趣與迴響，充實民眾對臺灣早期環境的認知，啟發年輕學

子對古地圖及早期文獻的閱讀興趣，活化先民的歷史創作。最後還將教材內容集

結成「穿梭三世紀-悠遊臺灣番社圖」專書，共同為臺灣早期的歷史研究，盡一

份社會責任。 

三、 重大突破 

(一) 透過 matte painting影像合成技術將古地圖活化 

本計畫利用新科技及行動載具，將古地圖活化，透過 3D 視覺動態影像及 3D 

VR虛擬實境，搭配帶有地方風格的數位音樂創作及解說，完成一段 2分 30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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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影片，帶領觀眾穿梭於臺灣三百年前的時空環境中，啟發對於古地圖及古籍的

閱讀興趣。3D VR 虛擬實境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BO4_4uEmEY，

讀者可自由上網連結觀賞。影片中擷取《臺灣番社圖》中的平面圖像，重新建構

3D模型，由於地圖內容豐富，但計畫期程有限，無法將圖中所有圖像全面仿製，

因此僅選擇最具代表性的內容建模，再複製使用。 

 
 

  
《臺灣番社圖》3D VR虛擬實境影片示意，由劉育樹導演創作及提供。 

 

(二) 已將製作完成的「臺灣番社圖 3D動畫地圖」一套五圖影片，依據「國土測繪法」

第 22條第 2 項規定送存內政部。這是內政部地政司首次接受 3D動畫地圖送存之

案例。(內政部 106年 05月 24日 台內地字第 1060040071號 函) 

(三) 參加內政部「第一屆優良地圖獎」評選活動，獲評為電子地圖類優等獎 

內政部依據「國土測繪法」第 24 條及「獎勵民間編印優良地圖作業辦法」

訂於 106年 6月 1日起辦理第一屆優良地圖獎評選活動。本計畫將完成之《臺灣

番社圖 3D動畫地圖》送存內政部並參加競賽，獲評為電子地圖類優等獎。建議

主辦單位評選項目中增加「文創地圖」項目，主辦單位表示，將列入討論，作為

第二屆評選項目之修改依據。 

(四) 《臺灣番社圖 3D動畫地圖》於國際地圖學會展場公開展示 

「中華民國地圖學會」於 106年 7月 2-7日赴美國華府參加第 28屆國際地

圖研討會，將「第一屆優良地圖獎」得獎作品於會場公開展出，本計畫成果《臺

灣番社圖 3D 動畫地圖》亦於國際公開展示，引起國際地圖學者興趣與關注，對

於本國學界能將古地圖與新科技結合大為讚許，紛紛索取線上連結方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BO4_4uEm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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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檢討與建議 

一、檢討 

(一) 古酒裝新瓶:利用新科技及行動載具，將古地圖活化 

本計畫成功將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之清代《臺灣番社圖》，由東南科技大學

研究團隊以 3D科技重新展示古地圖，建構《臺灣番社圖》的 3D視覺動態影像

及 3D VR虛擬實境，搭配帶地方風格的數位音樂創作，以帶領讀者穿梭於臺灣

三百年前的時空環境中，引發媒體及讀者關注，啟發對古圖及古籍的閱讀興趣。 

(二) 舉辦工作坊、地圖展、3D VR虛擬實境體驗成功圓滿 

為了增加民眾對所完成的 3D視覺動態影像及 3D VR虛擬實境影片，能了解

更深的文化意義，本計畫舉辦工作坊，安排歷史與地圖的專家學者進行演講，

深獲讀者迴響與讚許。安排東南科大學生引導讀者實際體驗 3D VR虛擬實境，

不僅年輕讀者有興趣，許多年長讀者也是首次體驗，深獲好評。 

(三) 完成系列解讀《臺灣番社圖》的地圖、歷史及相關文獻之數位影音教材製播 

共計完成 9部教材影片，由於教材是由本校數位媒體設計系實習學生嘗試

完成，在執行時間及經費有限的情況下，自無法與一般商業產品抗衡，但給予

學生從做中學的機會，富有教育意義。 

本計畫以地圖、歷史與文學面向，製作《臺灣番社圖》系列數位教材。教

材包含《臺灣番社圖》之新舊地名對照、圖像與符號、畫風與技法、作者與時

代背景、中原住民的生活情形、臺灣府城—臺南等，並依《裨海紀遊》之導覽

製作跟著郁永河遊臺灣、看三百年前臺灣的政治與社會及族群與文化等，共編

製 9 項教材。期望以人文的著眼點，提供社會大眾更多對於國立臺灣圖書館藏

之《臺灣番社圖》的認識，藉以延伸本計畫之利用。本計畫所製作之各項教材，

以影音文物導覽配合聲音旁白方式呈現。影部以《臺灣番社圖》細部影像為基

礎，利用特效與剪輯技巧，搭配聲部旁白說明，製作出 5~15 分鐘之小單元教材。

教材並藉由主題式的導覽，讓讀者快速了解《臺灣番社圖》的製作背景、內容

與技巧，並介紹當代之人文與歷史的相關知識。 

(四) 完成《穿梭三世紀-悠遊臺灣番社圖》專書出版，比預期做更多 

感謝教育部提供本計畫補助，所有參與者均兢兢業業各盡所能，感謝國立

臺灣圖書館館長未支領計畫主持人費，為善用本筆款項，參與團隊決定將計畫

成果編撰成專書出版，讓數位教材內容，能多一種具體的成果。 

(五) 完成《臺灣番社圖新舊地名對照圖》及《臺灣采風圖》摺頁重製值得推廣 

為了讓讀者易於閱讀三百年前的古地圖，我們完成新舊地名的考證，並將

《臺灣番社圖》破損之處數位修復，並將現在的地名註記在圖上，重新印製，

同時將六十七兩采風圖複刻，有助於讀者了解三百年前住民的生活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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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學生實習製作的數位教材，仍有進步空間 

本計畫之各項數位影音教材經過製作與審查後，雖業已順利完成。惟受限

於製作時程及學生製作團隊之專業與管理，內容的敘事與畫面呈現品質尚未臻

理想，具有不少改進的空間。目前教材宜於館內分享，並與特定教育單位進行

試教。各項教材若能結合教育學者，增加教案設計與測驗等項目將更能深入影

響下一代對臺灣歷史的關注與認識。建議在教材進行如磨課師課程大量線上數

位教學前，宜再經目標族群之試閱，檢討並因應改版後進行。另外古地圖具有

地理與歷史的雙重價值，尤其是國立臺灣圖書館藏之《臺灣番社圖》，因山水

地圖之特性，更可連結於文學與藝術，具有連結空間、時間與文化的功能。因

此建議教材的內涵能再與廣藏之《臺灣采風圖》等文物連結，除深化臺灣早期

物產與人文之探討外，並促進讀者之延伸閱讀，以導讀的方式，增加國人對臺

灣文史之研究、探索與體驗。 

 

二、建議 

(一)持續發展人文與科技結合之創新計畫：本計畫案是第一次以 3D/VR數位虛擬實境

方式，呈現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的《臺灣番社圖》，頗具歷史意義。尤其透過此

圖的數位方式呈顯，再加上同時期的相關文獻解讀，對於三百年前的人文時空環

境，可以有一個較為完整的描繪。唯因此次焦點著重於《臺灣番社圖》的數位化，

以致於在具體人文活動部分未能與地圖達到更有效的結合，未來若有延續性之應

用，此方向應可作為發展之重點。 

(二)適度延長計畫案執行期程：在《臺灣番社圖》的 VR虛擬實境部分，本年度計畫

之處理大抵採用藝術化的表現手法，同時在整個影片所處理的相對地理空間範圍

亦不夠完整，大抵是受限於計畫時間不夠充足，未來若有機會應可重新設定表現

風格，並擷取一個固定的表現空間，如臺灣府城，縮小範圍更能聚焦表現臺灣三

百年環境的發展與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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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錄/附件 

 

(一) 工作團隊 

(二) 《臺灣番社圖》歷史與地圖工作坊手冊 

(三) 《臺灣番社圖》歷史與地圖工作坊參加者名單 

(四) 《臺灣番社圖》歷史與地圖工作坊參加者回饋表 

(五) 《臺灣番社圖》穿梭三世紀-悠遊臺灣古地圖展摺頁二式 

(六) 《臺灣番社圖》專題演講內容-1-詹素娟教授 

(七) 《臺灣番社圖》專題演講內容-2-魏德文先生 

(八)  穿梭三世紀-悠遊台灣古地圖展新聞稿及新聞報導 

(九) 《臺灣番社圖》系列數位教材(九個單元) 

(十) 《臺灣番社圖》系列數位教材外審意見表 

(十一) 《臺灣番社圖》系列數位教材發表專家講評意見表 

(十二)  國立臺灣圖書館歷史與地圖工作坊/展覽活動相片 

(十三)  東南科技大學校內展覽活動相片 

(十四)  歷次會議記錄及相片 

(十五)  參加內政部「第一屆優良地圖獎」獲評為電子地圖類優等獎得獎名單 

(十六)  本計畫核准公文 

(十七) 《穿梭三世紀-悠遊臺灣番社圖》專書出版 

(十八) 《臺灣番社圖新舊地名對照圖》及《臺灣采風圖》摺頁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