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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戏曲文物数字典藏概述

郑淑玉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文传学院贵州兴义562400)

摘要：数字典藏是保存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之一。台
湾地区十分重视戏曲文物数字化工作。除了《从苏州昆曲到

台湾昆曲数字典藏》、《京剧文物馆》等中国传统戏曲典藏数
字化项目，台湾本土戏曲(如布袋戏、歌仔戏、傀儡戏等)的数
字化典藏也成绩斐然。台湾地区戏曲文物数字化工作的最大

特色在于数字典藏与加值推广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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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戏曲文物数字典蠢的目的与意义

“数字典藏”是指文化遗产以数字形式储存、维护及检索
获取的过程。戏曲文物数字典藏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戏曲文物
数据的持久性、可用性以及智能整合性，其意义在于：一是，
保存戏曲文物遗产。传统方式保存文化遗产，其典藏成本高，

生命周期有限，知识传播受时空限制，而以数字化方式保存
的典藏品可以永久保存且具环保及经济效益，其传播不受时
空限制。二是，有利于戏曲文物的加值应用。经过数字化的文

化遗产，可以通过建档、整合汇集同一主题内的各式典藏内
涵及知识，往往会产生新的发现，鼓励使用者及其它产业对

于典藏内容的再制与加值应用，增加内容的附加价值。三是，
促进戏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戏曲文物数字典藏不仅是为了
保存重要的文化遗产，更是为了戏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戏

曲文物数字典藏已被视为信息社会文化全球化时代国家文
化与信息竞争力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台湾地区戏曲文物数字典藏成果

台湾地区十分重视戏曲文物的典藏数字化工作。台湾各
典藏机构结合相关商业模式将台湾丰富的戏曲文物典藏数
字化，同时也将台湾丰富的戏曲文化内容推向世界舞台。

(一)昆曲文物数字典藏

台湾“中央大学”戏曲研究室是台湾地区收藏昆曲文物
最多的机构之一，也是昆曲文物数字典藏实施的主要机构。

20余年来戏曲研究室对戏曲文物、文献、影音资料进行全方
位的搜集、整理，目前共收藏文物近1000种、书籍1万余册、
期刊3100余册、影音资料1万余件。戏曲研究室所典藏昆曲

剧本线装古籍计有千余册，传统昆剧戏服等文物更为丰富，
为有效保存古籍及让珍贵的昆曲文物，通过数字化有效保
藏，减少调阅对原件所造成的损害，戏曲研究室于2008年开
始将该室收藏的昆曲古籍与珍贵手抄本进行数字化，实施

《从苏州昆曲到台湾昆曲数字典藏》(http：Hkunopera．1ib．FICU．

edu．tw／KunOpera／index．jsp)计划。
《从苏州昆曲到台湾昆曲数字典藏》全部计划分为三期

完成。第一期计划旨在对戏曲研究室典藏昆曲文物数字化；
第二期计划完成戏曲研究室收藏与研究成果数字化；第三期
计划正在进行中，其最终目标是将台湾地区昆曲演出影音数

字化。《从苏州昆曲到台湾昆曲数字典藏》目前已完成昆曲文
物数据库网页架构。《从苏州昆曲到台湾昆曲数字典藏》网页
程序建构，主要语言为HTML及JSP，以数据查询方式和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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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方式(类型分类)两种方式查询。目前已完成的有昆曲文物
资料查询、昆曲文物影像浏览、昆曲古籍资料查询、昆曲古籍

影像浏览，昆曲影音资料查询和昆曲影音影像浏览正在计划
建置中。n1详细网页数据内容见表1。

昆曲文物敷据查询 按照文物编号．文物名称．文物内容进行查询，提供图文说明。

昆曲文物影像浏览 包舍传统昆剧戏腿．新制清末民初受京剧影响前的昆剧服饰，道具砌束，

堂慢，模型．脸谱．冠帽模型．乐器．书画信札，并有相关图文说明．

昆曲古籍蚤抖查询 提供书号．题名，创作者、版本、豢敷．板式行款．影像字段查询。

昆曲古籍影像刺览 以图文方式浏览．

昆曲影音资料查询 建置中，

昆曲影音影像洲览 建置中。

表1《从苏州昆曲到台湾昆曲数字典藏》网页数据库一览表

作为“人类口述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昆曲已是全
人类的共同遗产，“中央大学”戏曲研究室典藏品及学术成果

数字化后，通过互联网推广培养观众及学术研究人才，使台
湾成为昆曲演出和学术研究的重镇，并间接提升其它剧种的
演出水平。《从苏州昆曲到台湾昆曲数字典藏》更是突破时空

障碍，以数字化及网络化的方式创新展现，不仅保存了昆曲
这一珍贵文化遗产，更利于昆曲推广教育与学术研究。

(二)京剧文物数字典藏

台湾戏曲学院是台湾惟一的一所戏曲专业学府，校内保
存的戏曲相关文物及史料，都极具教育及研究的价值，因此
数字博物馆的建立一直是台湾戏曲学院和社会各界长久以
来的愿望。京剧学系是台湾戏曲学院最早设立的系科，自

2003年黄一峰先生便构想从京剧相关文物着手进行数字化
典藏。2008年台湾戏曲学院《京剧文物馆》数字化计划开始
实施。

《京剧文物馆》典藏作业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置
作业及选定作业标准规格，第二阶段为文物数字化及典藏管
理系统开发，第三阶段为研拟收费机制及开放使用。计划完

成后可建制具有台湾本土特色的京剧数字博物馆，并开放外
界使用。

《京剧文物馆》数字化计划已完成，其成果网站《京剧文

物>(http：／／digiarc．tcpa．edu，tw／top01．html)已对外开放。《京
剧文物>内容除介绍京剧的历史渊源以及相关知识外，也提

供典藏文物检索功能。由京剧行头收纳分类规划检索方式，
主要分为大衣箱、二衣箱、三衣箱、盔帽箱、包头桌、旗把箱及

脸谱，使用者可于各分类下拉选单挑选所欲查询的藏品或于
检索字段输入关键词查询，典藏文物详细功能与细目见表2。

在功能种类之下，再依照行当角色的穿戴与使用来进行分
类：例如大衣箱中的蟒，会依照不同的角色使用，而分为不同颜

色，如红蟒、古铜莽等等。又如盔箱中的盔头也会因角色使用之
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出现，例如九龙冠、学士巾等。t21{京剧文
物》著录项目甚为详细，以红女蟒为例，详细著录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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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备特牲相关文精如也眶．道鼻．演出慝片，演出影片．老艺人口述厦

末班生活照片及影片等 (h¨p：／／digia rctcpa edu tw／acro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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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戏曲、雕刻、刺绣之美的艺术活动，自19世纪由中国大
陆传入台湾以来，民问的布袋戏团和艺师不断地改良创新，

终于发展出台湾独特的布袋戏表演艺术。古典布袋戏在近年
来已经逐渐式微，为了传承细致典雅的古典布袋戏，探索出
传统文化的生机及其对当前整体文化的发展与影响，台湾交

通大学与西田社布袋戏文教基金会联合建置《掌中乾坤布袋

戏数字博物馆》(http：／／folka rtist2．e—lib．nctu．edu．tw／collec—

tion／palm—drama／o《掌中乾坤布袋戏数字博物馆》运用图
文、影音、虚拟实境、信息检索、互动游戏等技巧，可以重现布
袋戏尤其是古典布袋戏中雕刻、美术、文学、掌技、音乐、口技
之美。台湾师范大学建置的《戏梦人生——李天禄珍贵文物

与影音数据数字馆》(http：／／Itl．gac．ntnu．edu．tw／)为台湾布袋
戏知名表演艺术家李天禄先生珍贵文物及影音数据数字典

藏成果。网站中收录李天禄先生及“亦宛然”戏班相关文化遗
产，内容包括李天禄生平介绍、演出与排演录像带、照片、头
盔制作手绘稿、口述剧本、布景、戏台等资料。更多台湾传统

戏曲数字化资源参见表4。
三、对大陆地区戏曲文化遗产传承的启示
戏曲文物数字典藏是实现我国戏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

承的重要途径。加速戏曲文物数字典藏是大数据时代的重要
课题。台湾地区的戏曲文物数字典藏工作开展较早，其在戏
曲文物数字典藏的数字典藏与加值推广方面有诸多值得我
们借鉴和思考的地方。台湾地区戏曲文物数字化工作的最大

的特色在于数字典藏与加值推广并重。台湾地区戏曲文物典
藏数字化工作一开始即确立了“典藏多样台湾，深化数位学

习”的核心目标，积极推动数字典藏的加值推广。
戏曲文物数字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传统戏曲文化的加值

和推广。随着戏曲文物数字化典藏基础建设的完成，为开拓传

统戏曲创意领域，加值和推广已成为戏曲文物数字化重点发
展的目标。加值和推广的核心价值即在于文化创意的产生，而
戏曲文物数字化典藏的丰厚成果，不仅为传统戏曲加值和推
广提供丰富的文化内涵，典藏的内容更常常成为文化创意产

业应用的最佳素材资源，并最终产生高附加价值与高水平的
加值和推广效果。以高雄市文化局建置的《高雄皮影戏馆》为

“优人种址数字 台湾师范托 他人例，高雄县文化局与民间团体已针对皮影戏的数字典藏推广re．org．

典置》 学图书馆

f■／}目有：实体典藏通过博物馆网络展示：深入中、小学进行皮
《日治时期台湾 台湾师范太 日活时期台湾战曲与流行音乐等声音史抽史料．1 h¨p．-／／a rchi悒m

曲盘敷宇鼻蕞》 肇圈书馆 usi影戏的推广与教学；历年举办中、小学皮影戏竞赛；出版皮影
《东吴太掌垮本 东是走擘图 膏抖戏相关文化产品；定期邀请民间剧团至高雄进行演出观摩。日／s

喊曲教字典蕞》 书馆
cud在传统戏曲艺术没落的今天，振兴与发扬中华民族独有

《姥一苇．汪其 台北艺术太 其最1 7出台湾戏剧及剧场艺术演出的重要手稿，演出教据厦影音纪录

楣．档声川蜮剧 肇囤书馆 为挺的传统艺术，甚至将其推向国际舞台，是刻不容缓的工作。戏
创意其置》 曲文物数字化是实现传统戏曲艺术振兴与发扬的绝佳契机。
《高雄皮彰蜮 高雄市丈化 葬置因此，如何利用好戏曲文物数字化成果，并进一步将数字内shadowp

馆》
upp容结合文化创意产业，进行加值和推广，是值得学术界和艺

《蠼说偶们》 台湾文化托 台湾书袋域有声艘据．圈片．文物和拍摄照片．极为丰富珍贵，数量虎

掌图书馆 戈术界共同思考的课题。37 41．98／tw／index aspx}

《歌仔蜮敷字博 宜兰县文化 歌仔嘁老唱片．野台耿仔戏，内台歌仔戏，广播歌仟成等演出型惠角色

抽馆* 局 与道具．(ht LD：／／web．a rte gov【w／L raditi olla Lopere／4／4-一2 him)

《魁儡蜮敦丰博 台湾交通大 傀儡畦各种埒合的表演方式覆其演奏音乐、戏偶的蛆点组件等．(htt

物馆》 拳圉书馆 D ／／foIkarti sl e一1 b 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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