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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
稱臺博館）成立至今將迎接第
112 個年頭，百年來博物學家
們在這座島嶼上踏查、蒐集涵
括人類學、動物學、植物學與
地質學等領域之文物及標本，
經由不同時代的專家學者努力
下，擁有近 11萬件館藏，皆屬
臺灣人文與自然重要的瑰寶。

隨著時代的演變，博物館
「蒐藏」的功能從最初單純的
保存、蒐集，透過文字、科學
插畫作為自然史藏品詳實的紀
錄與描繪；攝影技術的發展，
更讓專家學著們擁有更便利的

「臺灣雲豹與黑熊的傳說」VR360 動畫畫面

緣起

「臺灣雲豹與黑熊的傳說」VR360動畫短片製作紀實

工具進行研究，及作為博物館
典藏的助力；數位科技時代的
來臨，加速拓展博物館典藏的
能量與新的可能性，3D 掃描技
術發展日漸純熟，博物館能藉
由 3D 掃描將館藏數位化，對
於文物、標本的維護、研究、
展示及教育推廣都有著無限的
可能性。臺博館長期致力於數
位典藏建構，2016 年首度嘗試
將館藏進行 3D 掃描，2018 年
開始執行重點館藏文物與標本
之 3D 掃描數位典藏計畫，掃
描後之模型、點雲資料檔案可
供博物館研究、展示與教育推
廣應用，創造博物館跨界科技
之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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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博館「發現臺灣—重返臺灣博物學與博物學家的年代」常設展廳

（2020 年攝）

臺博館已將 3D 掃描之模型成果展現於線上
平台（社群平台、官網），或以教育活動形式進
行推廣，但是否能將掃描之點雲資料作更有創
新、跨領域的應用與發展呢？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簡稱 VR），近年來成為全世界博物館
跨界結合科技領域較常看到的模式，國內外博物
館皆有許多成功的案例，國內像是國立故宮博物

 臺灣原住民的傳說裡，自古以來流傳著臺
灣雲豹與黑熊的故事。排灣族、布農族、魯凱族
等部族於細節描述上雖略有不同，但皆傳述有關
豹與熊的主題：雲豹和黑熊起初身上都沒有毛色
而決定互相畫上色彩，但雲豹與黑熊上色的「認
眞程度」落差之大！導致最終的成果不盡「熊」
意，彼此從原本相處融洽變為反目成仇；後來雲
豹為了表示歉意，每次狩獵都會留些食物給黑
熊，彌補過錯。這段傳說故事也透露出雲豹、黑
熊外型特徵與習性的由來，流傳至今。

臺博館以傳說故事作為發想素材，連結博
物館自 20 世紀初期以來所收藏之臺灣雲豹與臺
灣黑熊標本。尤其在 2014 年，臺灣雲豹被宣吿
滅絕，臺博館自日本時代保存了由胎兒到成體的

總督府附屬博物館（今臺博館）

動物室，1930 年代（國立臺灣博

物館藏）

完整系列標本，讓我們還有機會目睹博物學家
羅勃 • 斯文豪、森丑之助、鹿野忠雄等都曾描
述過的美麗身影。這些珍貴的標本也吿訴我們應
珍惜眼前的環境，以及重視生物滅絕的危機。而
臺灣雲豹標本透過 3D 掃描技術所得之模型檔案
素材，亦提供博物館未來更多運用的可能性，其
中針對教育推廣部份，臺博館透過科技製作團隊
將 3D 點雲檔案應用於 VR 動畫之中，製作一部
VR360 動畫短片。

發想

院、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等，都運用 VR 科技
創造感官新體驗，使觀眾參訪博物館獲得耳目
一新之感受。臺博館多年來欲將有之館藏 3D 掃
描檔案活化應用於其他領域並嘗試以不同面貌呈
現，2019 年執行的臺灣雲豹 VR360 動畫短片
製作案便是一種嘗試，開啟博物館跨界結合科
技，藉由 VR 技術詮釋館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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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角色設計

VR360 森林場景 1

VR360 森林場景 2

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簡稱 ICOM）每年都會選擇社會關注的核心議題，作為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2018 年的主題

為「超連結博物館：新方法，新公眾」、2019 年為「博物館作為文化樞紐：傳統的未來」、2020 年為「平等的博物館：多元與包容」，顯示全世界博

物館伴隨著社會發展，主動持續探討博物館所扮演之角色與影響力。

過程

本案啟動後，臺博館與 VR 動畫製作團隊如火如
荼依計畫展開各項工作進度並排定細部期程，首先進行
腳本設計、分鏡圖及美術風格確認，就本案 VR 動畫的
架構、故事內容取得共識；約 3 分鐘的 VR 動畫，腳本
架構的比例分為「神話」與「現實」各半，神話傳說結
合雲豹與黑熊的現況資訊，並傳遞物種消逝的警訊與保
育理念，作為製作此 VR 動畫最主要之目的。動畫整體
是以 3D「擬真」、「寫實」風格製作，由於動畫內容
包含神話橋段，許多天馬行空的情節及角色戲劇性的表
情，經過多次討論後，神話橋段決定以 2D 風格呈現，
方能充份表現出神話故事生動詼諧的表情動作。

角色設計除雲豹與黑熊兩隻主角外，腳本內容依
劇情需求加入許多其他物種成為配角；有關物種種類
設定、形態特徵、比例大小等皆由臺博館研究人員提
供專業建議與討論，使得角色一一誕生。場景設計以
臺灣中海拔針、闊葉混合林為主要背景，有關林相、
植物種類與森林樣貌亦由工作小組提供實地走訪之參
考照片，以及本館植物學們研究人員所條列之植物種
類淸單進行場景設計繪製；音效更是 VR 動畫不可或
缺之元素，本案動畫將森林環境音、黑熊與雲豹（參
考現存雲豹）的叫聲收錄其中，增添感官層次。由於
環景動畫規格與一般動畫影片不同，對於分鏡腳本對
應動作設計上（如：走位、移動角度、觀眾觀看角度

分鏡腳本 - 鏡號 05

畫面內容  雲豹幫黑熊上色，但黑熊
睡著了，黑熊整個身子都逐漸變黑後，
雲豹離開消失在樹叢裡。

聲音  森林的環境音、樹叢摩擦沙沙
聲、黑熊低吼聲。

旁白  可是，換雲豹幫黑熊畫畫時，
黑熊因為太累睡著了，雲豹就偷懶地
把黑熊全 ......

鏡頭 05 2D 神話段落

方向等）需多加考量與確認，歷經多次的工作
會議與討論，製作出初剪（A-Copy）調整旁
白配音後，製作團隊提交完成帶（B-Copy）
供館方進行審查作業。最終於 2019 年底完成
本案 VR 動畫短片成品，並進行動畫載入 VR

裝置實機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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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角色設計臺灣雲豹 - 高達百萬面的四角面模型 (3,644,288 面 )

3D 角色設計臺灣黑熊 - 高達百萬面的四角面模型 (2,782,592 面 )

戴上 VR 頭盔裝置環顧四周，發現已身處一座茂
密的森林，隨著旁白娓娓道來的傳說故事在眼前上演，
忽然掠過栩栩如生的雲豹與黑熊身影，牠們此起彼落
的叫聲在耳邊環繞，身歷其境的感官，彷彿回到那擁
有雲豹蹤跡的原始森林。

為使觀眾進入劇場就能感受場域沉浸氛圍，進入
劇場的那一刻映入眼簾的是藉由劇場弧形屏幕投影出
鬱鬱蔥蔥之森林場景並結合環境音效。如此沉浸式體
驗感受是以臺博館 VR 設備 HTC VIVE PRO 規格
製作，但因考量後續使用上之方便性與機動性，將以
OCULUS GO 作為讓民眾體驗動畫短片之 VR 設備。

 博物館近年主動且積極向社會大眾接觸，並藉由
跨界合作跳脫傳統的框架，接納、嘗試更多的可能性。
數位新科技也使博物館能重新檢視、詮釋深厚的館藏
能量，借助科技跨域連結傳遞博物館的資訊，期許臺
博館未來將有更多以館藏為主，透過科技創造多元感
官及獨特觀展體驗的新嘗試。

臺灣雲豹和黑熊是好朋友，
但他們和現在長得有點不一樣……」

沉浸

今（2020）年 1 月中旬，「臺灣雲豹與黑熊的傳
說」VR360動畫短片配合本館 3樓環形劇場開幕啓用，
安排定時場次限人數體驗 VR360，為確保衛生品質，
民眾體驗時皆需戴上拋棄式眼罩，VR頭盔等設備皆於
體驗後作消毒淸潔。2月初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
經審愼評估後決定於防疫情間暫停 VR360 體驗活動，
臺博館持續配合政府相關防疫措施，共同維護觀眾的
健康，期待雲豹森林重新開放的那天，再度進入這座
充滿傳說色彩、述說著館藏故事的虛擬實境森林。

後記

民眾於環形劇場體驗 VR360

環形劇場森林投影畫面

「很久很久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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