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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 3D 的影像作為各項事物的記錄遠比 2D 影像更為生動。我們設計了一種新的快速低價的

3D 攝影技術應用於 3D數位典藏上，並實際應用於文化資產的記錄上。本論文以台中地區十

大媽祖廟之一的豐原慈濟宮為例展現我們的研究成果。豐原慈濟宮在 100多年前整修時，主

事者張麗俊先生不但聘請當時最優秀的匠師來建造，並將其過程鉅細靡遺的記錄在其日記之

中。因此，豐原慈濟宮不但擁有當年最傑出的文物，更保有信而有徵的原始記錄。豐原慈濟

宮擁有大木匠師陳應彬、石匠辛阿救與蔣梢、木雕泥雕大師陳駿檉、交趾陶大師廖伍的作品，

這是台灣所擁有的寶貴文化資產。我們利用 3D攝影技術進行其數位典藏，具有極高的意義。 

關鍵字：3D、數位典藏、文化資產 

Abstract 

3D photography has been growing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success of 3D movies. 

Furthermore, 3D digital archiving has been undergoing in many world class museums. Most current 

3D archiving projects use 3D scanners to build geographic models for their artifacts. This technology 

can create very accurate geographic models that can be manipulated and viewed from all different 

angles using special software. However, the creation of 3D models is very time consuming and may 

have some limit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3D photography technology is much more convenient and 

cost effective such that it is more suitable for low budget and hard-to-scan archiving projects.  

Nevertheless, the progress of 3D photography technology has been very slow due to some 

technology difficulties. We designed a new 3D photography technology and applied to the archiving 

of many cultural heritage artifact. Amongst tens of thousands of 3D pictures we took in the past few 

years, we presents the pictures taken from Fengyuan CiChi Temple, which is one of the top 10 Mazhu 

temples around Taichung City.  

 The 3D archiving technology we designed includes a methodology to shoot 3D pictures using 

regular DSLR, a set of post processing software, and a few 3D previewers. The entire technology 

enables us to quickly carry out a 3D archiving task with limited time and budget. Amongst many 3D 

digital archives, we present the archive of Fengyuan CiChi Temple for two important reasons.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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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artifacts in this temple were made by the best temple-craftsmen at that time when the temple 

was rebuilt about 100 years ago. Secondly, the reconstruction project had been documented with all 

details in the diary of the project manager, Mr. Li-Chun Chang. Therefore, the artifacts in Fengyuan 

CiChi Temple is the only one that has official birth certificate among all Taiwanese temples.   

Keywords: 3D, digital archiving, cultural heritage. 

壹、前言 

近年來國內文化界積極的進行傳統文化資產的保存與記錄。各種古蹟依循整舊如舊的

原則投注大量的資源，然而限於財力物力及某些不可抗拒的因素，國內許多古建築及古廟

宇的歷史文物紛紛遭到無法挽救的損毀。例如 921地震就摧毀了許多廟宇。2016年 8月鹿

港鳳山寺慘遭祝融肆虐，燒毀了一些古文物包括主祀的廣澤尊王及清朝年間的匾額，也是

慘痛的教訓。 

另一方面，發端於多年前的 3D 攝影技術在沈寂多年之後，拜各種 3D遊戲及電影之賜，

又成了世人的焦點。以 3D 的影像作為各項事物的記錄遠比 2D 影像更為生動真實，尤其是

建築、雕塑，動、植，礦物以及博物館中歸類為器物的各種典藏，更遠非 2D 影像所能望其

項背的。國際上包括史密松博物館在內的各大博物館均已啟動 3D 數位典藏技術之研究 

[Piazza]。我們設計了一種新的快速低價的 3D 攝影技術應用於 3D數位典藏上，並實際應用

於文化資產的記錄上。經過數年的研發，我們在台灣各地的文化資產拍攝了數以萬計的 3D

照片，正在陸續整理中。本論文以台中地區十大媽祖廟之一的豐原慈濟宮為例展現我們的研

究成果。(為了方便說明，本文也使用了其他宮廟的 3D照片)。豐原慈濟宮在 100多年前整修

時，主事者張麗俊先生不但聘請當時最優秀的匠師來建造，並將其過程鉅細靡遺的記錄在其

日記【水竹居主人日記】之中[張麗俊]。因此，豐原慈濟宮不但擁有當年最傑出的匠師的作

品，更保有信而有徵的原始記錄，不須依賴可靠度極低的耆老口耳相傳即可辨明每一件文物

的身世。豐原慈濟宮擁有大木匠師陳應彬、石匠辛阿救與蔣梢、木雕泥雕大師陳駿檉、陶藝

大師廖伍的作品，這是台灣所擁有的寶貴文化資產。我們利用 3D攝影技術進行其數位典藏，

具有極高的意義。（註：本文所示圖片可用 3D眼鏡或裸眼直接觀賞。） 

貳、3D 數位典藏之價值 

一、能體現複雜結構文物之美 

  某些文物，例如廟頂垂脊排頭因為結構複雜，2D照片不僅很難呈現其結構，更因層層之結

構重疊在一起，變成雜沓一團難以辨認的圖片，幾乎無法觀賞細部結構。反之，3D 照片則

可輕易將各層結構清晰的分離，觀賞者可在立體視覺下清晰的觀賞其細部結構。圖 1是豐原

慈濟宮的廟頂垂脊排頭，這類文物之 2D 照片異常複雜，重重疊疊，根本無法觀賞，但是如

以 3D 立體視覺方式觀賞之，則其結構將很清晰且層次分明的展現在眼前。 



                  
圖 1  豐原慈濟宮的廟頂垂脊排頭上交趾陶神話人物 

二、能體現立體文物之美 

   台灣的古廟多有各種手工雕琢的石雕木雕文物，除了圓雕及透雕之外，很多是壁堵上的

浮雕，石質浮雕色澤單一、無深淺或色彩之變化，從 2D 照片上幾乎無法領略其雕塑之美，

可是在 3D 照片下，卻是栩栩如在眼前。所有的雕塑作品幾乎都有類似的問題，尤其是部分

的早期純手工的石質浮雕限於經費雕痕很淺，經過多年風化腐蝕，幾乎磨成了平面。圖 2是

竹南慈裕宮步口廊側邊裙堵的香爐浮雕，幾乎已經風化成平面畫了。除非親身在浮雕作品前

觀賞，一般人很難從 2D照片上欣賞其精美，但有了 3D照片之後，幾乎人人可盡情欣賞雕塑

之美。 

 

圖 2 竹南慈裕宮步口廊裙堵的香爐浮雕 

三、能體現建築結構之美 

中華宮室建築除了外型之外，更有著耗費無數精工巧匠所造出的雕樑畫棟，此為迥異於西方

建築之處，除非在現場觀賞，否則實無法從 2D照片中領略其精微之處。3D 特寫照片將可破

除此項困難，將其風華透過網路或書籍展現給世人。圖 3是豐原慈濟宮正殿三通五瓜棟架 3D 

照片。圖 4 是三峽祖師廟花鳥柱的 3D 特寫，以內枝外葉法所雕刻的花鳥 2D 照片下層層疊

疊，非常難以辨識，但在 3D照片下卻是層次分明。   

 

圖 3 豐原慈濟宮正殿三通五瓜棟架 



 

圖 4 三峽祖師廟的內枝外葉法花鳥柱特寫 

參、3D 視覺原理與技術 

一、人眼立體視覺原理 

人的雙眼所看到的影像因角度不同而有些微差異，這是 3D視覺的基本條件。當雙眼上

的視網膜各自捕捉到些微不同的影像傳給大腦後，大腦可從兩個影像感覺出具有深度差異的

立體視覺效果(Stereo Perception or Binocular Vision)，不同距離的物件在大腦中可以感覺到深

度差異，從而產生立體效果，簡言之，大腦可由兩個影像之差異計算出物體各點與眼睛之距

離(或各點之深度差異)。 

二、人工 3D 視覺原理 

    

  所謂的 3D 照片與觀賞工具，就是以人工方式拍攝 3D 照片，並讓人眼觀賞 3D 照片而在

大腦中獲得立體效果。英國的惠斯敦爵士早在 19 世紀即成功製成立體眼鏡，可讓人透過立

體眼鏡觀賞從左右兩個角度拍攝的 3D照片[Wheatstone]。人工 3D 視覺包含兩項任務，一是

拍攝 3D 照片，二是讓人眼能獲得立體視覺效果。3D 照片的拍攝原理非常簡單，就是模擬

兩眼，從被拍物體的兩個角度各拍一張即成。而讓人眼能從 3D 照片獲得立體視覺效果的原

理則稍微複雜，遠超出本文的範圍[Barlow, Ogle, Pink]。現今有各種工具讓人眼觀看 3D立體

照片[Wade]，真正阻礙 3D數位典藏發展的問題在於數位內容製作的高昂費用。 

三、3D 數位典藏之內容製作技術分類 

  3D內容之製作，主要分成兩大類。其一為幾何模型法(或電腦繪圖法)，其二為 3D攝影法。

幾何模型法之作法係使用人工或掃描器，或電腦演算法產生目標物之三維座標，再用電腦繪

圖法畫出電腦影像[Piazza]。此法所產生的 3D內容可用軟體程式操控 3D模型，例如製作 3D

動畫。當幾何模型建立之後，其運用可說是千變萬化，但是幾何模型之建立耗時費力，製作

成本極為高昂，僅有世界級博物館才有財力物力為一小部分的收藏品建立幾何模型。故宮博

物院就曾花費巨額經費製作了翠玉白菜及多層象牙球等文物的幾何模型。美國史密松博物館

也有類似計畫進行中[Piazza]。此外，某些數位典藏對象也非幾何模型法可以實現的。例如我



們就很難將整座三峽祖師廟鉅細靡遺的製成幾何模型。對於經費不甚充裕的數位典藏單位而

言，3D攝影法較為實用。3D攝影法只需對任一項典藏品的某一角度拍攝兩張照片即可(兩張

照片相隔一定距離)。製作成本極為低廉。但是成品不具可操作性，同時每一個視角都需要兩

張照片，若需多視角，則需拍攝多組照片。 

四、3D 攝影及觀賞的困難與挑戰 

 

  雖然 3D 照片在數位典藏上如此優越，而且 3D 攝影技術也早在數十年前即已開始發展，

遺憾的是，由於幾大困難使得 3D 攝影技術數十年來停滯不前。其一是高品質的 3D 攝影器

材非常昂貴，進步緩慢，其二是 3D的觀賞技術仍有不便之處無法支援後製過程中所需的 3D 

預覽需求，其三是極度缺乏後製作的軟體。這幾種困難彼此糾結，突破任一困難並無濟於事，

使得商業界在獲利無望之下裹足不前，也使得掌握 3D 攝影技術的人極為稀少。我們設計了

一種新的快速低價的 3D 攝影技術應用於 3D數位典藏上，並實際應用於文化資產的記錄上。

我們的技術包括一套利用單眼攝影機的拍攝方法，一組後處理軟體，以及數個裸眼或立體鏡

觀賞 3D影像的方法或設備。 

肆、豐原慈濟宮藝術瑰寶 

  我們造訪國內各大古廟、古建築以 3D數位典藏方式發掘具有高度歷史價值且為人所忽視

的珍貴文化資產。限於篇幅，本文集中介紹豐原慈濟宮媽祖廟幾項比較特殊且 2D照片不易

體現的文物。圖中若未特別註明，都是豐原慈濟宮的文物。 

一、廟頂垂脊排頭及水車堵交趾陶 

  台灣許多寺廟之廟頂垂脊末端排頭為增加重量常裝飾有繁複精緻的交趾陶或剪黏組成的

神話故事人物。舉頭望之，但見一團雜沓事物，全然無法領略其精美之處，我們利用 3D 數

位典藏技術可以很輕易的將此類珍貴文物表現出來。圖 5 是廟頂垂脊排頭交趾陶神話人物，

其作工比三川殿水車堵的交趾陶細緻，也較新穎，原物可能已經被 921地震摧毀，現存的交

趾陶作品應為 921地震之後重新裝置的。因無原始影像記錄，無從比較是否按原樣重塑。這

也印證了為文化資產做記錄的重要性。 

   

圖 5 廟頂垂脊排頭交趾陶神話人物 

     相較於易受地震摧毀之廟頂垂脊排頭交趾陶，各地廟宇水車堵上常見的交趾陶作品比



較容易保存，豐原慈濟宮三川殿、中壢仁海宮主殿與台北艋舺青山宮主殿水車堵上的交趾陶

都保留著百年以上歷史，唯皆因長年接受香煙薰燎，而披上一層黑色油彩極難受人青睞。我

們利用 3D 數位典藏技術將此類珍貴文物之造型表現出來。圖 6 至圖 7 是慈濟宮三川殿水車

堵的交趾陶。圖 6的東海龍王是非常罕見的交趾陶作品。圖 7則是狄青比武的故事。 

                           

圖 6 交趾陶哪吒鬧東海--東海龍王 

     

圖 7 交趾陶狄青比武 

二、雀替、員光、藻井與斗栱 

  雀替、員光、藻井與斗栱都是傳統建築中的重要構件，其中藻井與斗栱較為人所知，而雀

替則聲名不顯，尤其是最為精美的鰲魚雀替更是默默無聞於平常人。雀替是頂在梁與柱之間

的三角形構件，又稱托木或插角，為穩定梁柱的重要構件，每一間廟都有數十個雀替，最重

要的三川殿及主殿的四點金柱上方的雀替通常飾以最精美繁複的鰲魚，龍頭魚身有鰭翼，寓

意防火。因其位於樑下，除非刻意投射燈光於上，否則通常採光極差，平常人難以細細欣賞

之。傳統的 2D 照片很難表現雕工極為複雜的鰲魚雀替。圖 8 是一個精雕細琢的鰲魚雀替，

躲在陰暗的棟與樑相接之處，平常人難得抬頭觀賞。圖 9是尊稱「彬司」的大木匠師陳應彬

的螭虎斗栱，精美絕倫。 



                       

圖 8 鰲魚雀替 

                                       

圖 9 大木匠師陳應彬的螭虎斗栱 

三、自由創作之寫實石雕 

 

  台灣各大廟宇都有為數不少的石雕作品，立柱上的石雕，舉凡龍柱，鳳柱，花鳥柱，人物

柱等。其形態多有定式，石雕師傅僅能嚴格的依循門派祖師爺所傳下的定式進行雕刻，幾乎

沒有個人發揮創意的空間。近代的廟宇例如三峽祖師廟的兩根花鳥柱，方有較自由的創意發

揮空間。(這兩根花鳥柱上刻有一百種不同的鳥類) 。可是我們發現了幾處例外:台北艋舺龍山

寺後殿兩根人物柱上雕有非常罕見的自由創作【郊遊記趣】及【人生四暢】。豐原慈濟宮後殿

兩根羅漢柱亦是罕見的自由創作作品，相傳是石匠辛阿救所作。圖 10 是後殿羅漢石柱上的

雕刻，圖中的羅漢瞇眼小憩的神態維妙維肖。在堅硬的花崗岩上雕刻出如此生動的表情，是

前所未見的。 

                                                    

圖 10 瞇眼小憩的羅漢 



四、石雕龍柱與二十四孝 

 

   圖 11是三川殿龍柱上的覆地龍，其型態與台北艋舺龍山寺三川殿的龍柱上的覆地龍，非

常神似。     

                                   

圖 11  三川殿龍柱上的覆地龍 

                                     

   圖 12是一幅二十四孝的浮雕。三川殿兩邊壁堵刻有全部二十四孝故事，石匠辛阿救與

蔣梢各雕十二幅。 

                                         

圖 12 二十四孝石刻-親滌溺器 

五、栩栩如生的泥塑神像 

 

  豐原慈濟宮的鎮殿之寶中，栩栩如生的泥塑神像是台灣廟宇中的一絕。廟宇的神像從來

都是神話中的面孔，而由福州名師陳駿檉所塑的數十尊神像中有多尊是以真人為範，逐一

捏成。各個栩栩如生，在 3D照片下，讓人以為都是坐缸金身。圖 13是稻香殿神農大帝座

前印侍。圖 14是十八羅漢中的進花尊者，以上這幾尊神像很明顯得都是以人為範的泥塑。 



                             

圖 13 稻香殿神農大帝座前印侍 

                           

圖 14 十八羅漢進花尊者 

六、火司陳三火的剪黏 

 

   圖 15是廟頂上的龍由尊稱「火司」的陳三火於 921地震後為慈濟宮施作的剪黏作品，

氣勢非凡。 

                                

圖 15  火司陳三火的剪黏-龍                     

七、憨番扛廟角 

 

   圖 16是台灣廟宇風行的「憨番扛廟角」。當年修廟時正值日人據台與美軍為敵，慈濟宮



塑上西洋白人作為苦力，東方與西方在古廟交會，成為一個奇妙的特色。 

                                                 

圖 16  憨番扛廟角 –穿西裝的白人 

伍、結語 

   台灣除了原住民之外，數百年前自中國大陸移民來台共同建設台灣，留下了許多文化遺

產，見證早年先民篳路藍縷建立家園的艱辛歷程。近年來國家積極推行文化資產之數位典藏，

然而資源多半集中於國家型典藏機構及各大博物館，民間的文物卻較乏人問津，殊為可惜。

民間豐沛的文化資產，限於種種原因經常遭受自然或人為的破壞，除了應積極進行保存之外，

更應以最快速方便的方法搶在毀壞之前記錄下來。我們開發了一套快速簡單的 3D 攝影技術

運用於文化資產的記錄上遠比現有的 2D 數位典藏技術更能逼真的記錄珍貴的文化資產。我

們以豐原慈濟宮為例，展現我們的成果，期望能發揮拋磚引玉的效果，結合國內外對於文化

資產有心的專家一起為國內甚至國際的文化資產保存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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