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數位典藏當今日趨風行，典藏數位化目

的係使用數位技術記錄人文、文物的歷史風

貌，將有保存價值之實體或是非實體資料，透過數

位化科技予以保存及應用；在數位典藏系統中，所

有典藏資料皆以數位化形式加以保存，就典藏資料

種類而言，數位典藏保存的資料範圍非常廣泛，舉

凡代表人類文明，具有保存價值的資料，不論資料

產生的時間和形式，皆可進行典藏。諸如文化、科

學、藝術、音樂，數位化後的電子資料格式，如：

文字、語音、影像、2D/3D物件等，均屬於數位

典藏之資料格式範疇；另就資料品質而言，數位典

體育運動文化的永續工程
數位典藏只有開始沒有結束

第三期數位典藏人物何國昭。（圖片提供／謝顒丞）

數位典藏為資料庫之母

文／謝顒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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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資料是後續研究與應用加值的基本素材，因此收

納的典藏物都必須經過詳實清查、造冊，並取得授

權，再交由專家撰寫與校正典藏物的數位資訊，確

保典藏資料內容的完整性及正確性，如此有系統的

對珍貴文物及人物之永久保存與傳承，甚至其數位

素材可做為加值應用及推廣服務，因此數位典藏呈

現的高度質量不同於一般資訊網站。

近年來受全球影響，體育運動不僅是國民個人

體能上的發展，更是國家競爭力的體現，且體育運

動文化屬體育及運動核心價值及精神層面，藉由深

耕運動文化，豐富國民精神內涵，使體育及運動核

心價值內化於身體記憶，進而擴大運動族群，促進

運動產業發展；因此，以國家體育運動發展的定位

下，如何促進人與物的文化溝通及社群體育發展，

並以教育與服務大眾為任務，是當前體育運動文化

發展重要課題。

貳、體育運動文化數位典藏計畫

體育署自2009年著手籌劃體育文物數位博物

館，以「數位典藏」、「公開展示」、「文化傳

承」、「學術研究」、「未來加值應用」為核心目

標，藉由口述歷史及文物徵集的方

式，將體壇耆老或代表人物歷年之

相關主題出版物（例如：明信片、

書籍、影音資料、紀念帽、紀念衣

物等）、老照片、影音、記憶訪談

進行典藏，並藉由數位化手法及互

動學習的推廣方式，逐步堆砌成

果，達到展示、教育、典藏及研究

等功能，亦成為「體育文物數位博

物館」網站內容擴充的根基。

而體育署經過資料蒐整及規

劃，構築「體育運動文化數位典

藏計畫」，並於2017年啟動，依

五大項目將體育分類成學校體育、社會體育、運動

賽會、奧林匹克以及傳統體育等五大類，並針對各

類體壇耆老進行訪談並製成影像紀錄，及就體育文

物進行數位化影像典藏及詮釋資料撰寫、記錄，配

合現有「體育文物數位博物館」（https://iweb.

sa.gov.tw/），以數位體育文物知識庫，推廣體育

資料的查詢中心，推廣豐富的本土運動文化。體育

文物數位博物館可以提供運動文化研究學者及運動

員相關知識，有效增進運動參與人數，消除時空和

地域限制，各階層人士都能接觸相關學習，使體育

歷史記憶得以重新活化，並讓體育運動相關歷史記

憶、文化認同深植民眾生活。

「體育運動文化數位典藏計畫」人物典藏方

面，係經由專家學者推薦體壇先進受訪，對訪談對

象進行背景資料整理後，送交體育署與專家學者一

同審查後建立典藏清冊，透過人物徵集調查，先調

查其學經歷、體育類別、重要事蹟、生日與年齡、

健康狀況、口語表達、聯絡方式等等前置作業，後

排定訪談各運動具訪談價值之人物；訪談內容包

含個人經歷（故事、口述史）、師承與傳承、重

第三期數位典藏人物賀斌老師（專長：十字弓）向學生楊淑芬敘述照片歷史。

（圖片提供／謝顒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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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示範點以「多元化」、「個性化」及

「時尚化」等三個面向著手，透過「多元

化」的活動吸引不同群眾的參與；「個性

化」的內容導出各地區的文化差異；以及

「時尚化」的手法讓傳統體育文化注入年

輕的新意，從中進行大量曝光與社群媒體

的行銷，將此三個目標向外輻射出多元的

產業，包含文化體驗、親子娛樂、休閒觀

光、戶外教育、體育賽事等。在這樣的架構之下，

尤其以「體育運動文化」為其核心價值，作為當地

文化活力（cultural vitality）的展現，亦帶出對社

會融合、文化多樣性的表現內容，更強化在地認同

與歸屬的文化價值。本期計畫承接前兩年的基礎，

以體育運動文化為中心，著手規劃結合體育運動文

化及觀光，為運動觀光產業展開新的一頁。

「體育運動文化數位典藏計畫」第三期計畫之

應用加值示範點定於高雄內門、屏東萬巒、屏東恆

春等地，結合當地運動文化活動（宋江陣、夜祭及

搶孤）導入運動觀光設計。經過田野調查、歷史研

究、並搭配內門、萬巒、恆春等三地區的地方單位

要事蹟、運動家精神與其相關文物結合；在文物方

面，則調查各方典藏單位以及受訪者所屬文物，徵

得物權擁有者之同意、或取得智慧財產權人之授權

後，進行拍攝及詮釋資料撰寫，經典藏委員會議通

過後，始納入體育文物數位博物館進行典藏。日後

這些體育文化數位資產可以透過各種資訊科技或加

值創新等方式做進一步應用，一方面保存臺灣的體

育運動文化，一方面應用推廣，開創廣泛的多元服

務。目前「體育運動文化數位典藏計畫」第一期與

第二期已完成人物訪談共45位、數位化文物共343

件。

「體育運動文化數位典藏計畫」已進行至第三

期，預計完成人物訪談20位、

數位化文物300件，另外就現

有數位典藏成果，進行試行規

劃及辦理加值應用計畫，意在

建構「知識加值」、「文化

加值」、「活動加值」及「產

業加值」，將數位典藏豐富內

容除呈現體育文物數位博物館

外，結合地方體育運動文化活

動，深耕地方運動宣導，打造

運動觀光示範點，帶動及活絡

地方相關產業發展。

打造體育運動觀光產業
數位典藏團隊於萬巒仙姑廟進行田野調查。（圖片提供／謝顒丞）

第一期

（106年）
第二期

（107年）
第三期

（108-109年）
項目 數量（位） 數量（位） 數量（位） 總計

傳統體育 20 5 1 26
社會體育 0 5 3 8
學校體育 0 5 5 10
奧林匹克 0 5 4 9
運動賽會 0 5 7 12
合計 20 25 20 65

數位典藏人物成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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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政策規劃，預計產出內門、萬巒、恆春的三款主

視覺及三款運動文化散走地圖供遊客閱覽，使其可

按圖索驥，在旅途中完成運動文化體驗及觀光活

動；另將製作宣傳片、農特產品包裝設計提供地方

主管機關及團體，推廣地方特色及特有農產品，提

升遊客消費意願及地方知名度；同時使民眾在接觸

體育運動文化活動過程中，對臺灣體育發展軌跡、

輝煌紀錄及相關知識可更加瞭解，進而體認政府對

於相關體育運動施政之重視及培育，並推動運動經

驗、精神意志傳承及文化認同等，對臺灣體壇歷史

發展具相對重要性。

參、困境與展望

體育運動不只是競技及強健身體的活動，更

具有歷史與文化意涵，然體育運動文化維護及保存

具有相當程度之困難性，除了大眾所熟知的運動項

目之外，許多在地傳統民俗技藝及體育項目，因

為傳承不易及社會風氣變遷，逐漸被世人遺忘，導

致相關文物史料因保存不良而毀壞；或具有相關技

能經驗的長者未受到重視，此現象導致體育運動文

化難以延續，相關民俗技藝也面臨失傳的危機；另

部分體壇先進因為年紀較長或健康因素，在訪談過

程中亦遇到些許困難，例如部分長者行動困難、久

病在床等，需要透過第三方家人協助，才能完成拍

攝及訪談，甚至尚未列入拍攝標的即離開人世，無

法取得第一手紀錄。由此可瞭解到文化面臨失傳的

危機，以及數位化文件內容、典藏人物及文物的迫

切性，故體育文化數位典藏處於刻不容緩的狀態，

只有積極增建數位資料庫，完成一筆筆數位典藏資

料，將我國珍貴體育文化資產紀錄留存，並運用典

藏成果進行教育、推廣及研究等功能，才能有效深

植運動文化，使我國體育發展更上層樓。

近幾年全球不時傳出文化劫難事件，如2018

年巴西國家博物館火災，使目前已知最早人類遺骸

及2千萬件館藏幾乎付之一炬，巴西總統更稱此次

火災造成的歷史和文化遺產損失「無法估量」；另

法國巴黎最具代表歷史、宗教與觀光中心－巴黎聖

母院於2019年遭逢祝融，大火導致哥德式尖塔和

木質的閣樓屋頂完全被燒毀，雖法國總統立即宣布

會重建巴黎聖母院並將開展全球籌款，然重建之路

困難重重，即便重建完成亦難以完全恢復原貌；另

世界遺產日本首里城同樣於2019年毀於大火，除

包括正殿、北殿和南殿等7棟建築物燒毀外，內部

珍藏文物無法倖免；就如2020年1月NBA傳奇球星

柯比（Kobe Bryant）墜機身亡，消息證實後震撼

全球。生命無常總是令人措手不及，人、事、物在

時間洪流裡稍縱即逝，數位典藏只有開始，沒有結

束；今天不做，明天一定會後悔。

作者謝顒丞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授

體育運動文化數位化成果應用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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