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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片整飭室目  錄

導  論  保留歷史的風格 

第一章  膠片整飭室

 第一節 整飭工具介紹
 第二節 認識膠卷
 第三節 化學性劣化的整飭實作
 第四節 物理性劣化膠片修護實作

第二章  數位掃描 
 第一節 關於影像掃瞄

 第二節 掃描設備與環境介紹

 第三節 掃描機軟體介紹
 第四節 掃描機作業流程實作

第三章  聲音數位化

 第一節 電影錄音技術沿革
 第二節 電影聲音數位化機器及原理介紹
 第三節    電影聲音數位化軟體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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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尊重博亞電影修復所（L'Immagine Ritrovata）之權利，
本手冊請勿任意散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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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典藏新紀元 
文化部為推動我國電影資產保存，捐助成立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國影中

心），負責我國電影文化資產之蒐集、保存與推廣。歷經沿革，國影中心至今已

累積典藏華語電影超過 1萬 7,000部、電影檔案與文物超過 100萬件，是華語電

影重要典藏之機構。國影中心為能永續經營我國珍貴電影資產保存，致力於樹立

電影整飭、典藏、保存與修復的標準規範。自 2013年起接受文化部補助，執行「臺

灣經典電影數位修復及加值利用計畫」即是一個讓我們重視膠卷 1的契機，重新

看見老電影新生命的國家型科技計畫。在此重要階段，如何尋求解決方案，讓我

們的電影文化資產得以保留，在多元典藏時代下，如何安全與有效地將紀錄在膠

卷上的影音，被以數位方式觀賞與再利用，就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

隨著數位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國影中心在電影去膠卷化過程中，需要謹慎考

慮長期性保存與使用的問題。隨著電影製作的器材與製作後期都徹底更替的情況

下，過去傳統膠卷的製程模式轉而變成全數位化的思考。但是，這並不代表「底

片時代」的觀念就跟著落伍。現代的數位影像攝影與製作大多數的觀念，仍是從

過去「底片時代」所演進而來。只是在運用上，需要將過去底片的工作程序，轉

換成為現在數位工作之流程。而膠卷乃是透過掃描轉換為數位圖檔的數位化歷程。

由於典藏電影片數量龐大，考量當前傳統電影的保存媒材日益昂貴，電影膠

片技藝逐漸流失，如何結合這兩項科技在保存與應用上的優點，將膠卷數位化處

理已是刻不容緩。國影中心於 2015年購置濕片門掃描機、聲音數位化設備，透過

逐格掃描方式取得高階數位檔案，我國電影文化資產保存將邁入新紀元。

保存是為了確保影像長久可用

電影「膠卷」豐厚的光影紋理，有著無可替代的時代意義。可以存放很久，

保留歷史的風格

1.  本文中電影片意同電影膠卷或簡稱膠卷。

國家電影中心典藏修復組組長／鍾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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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保存不易。而「數位」雖然技術新穎，傳播便利，以強大的後製技術作為後盾，

也得面臨科技日新月異的挑戰。

「就算是現在，膠卷依舊能夠呈現出比數位更多元

的色階，同時我們也別忘了膠卷是目前唯一能夠完

整保持電影畫質的方法，我們無法知道數位資訊能

否延續，但膠卷可以，只要我們妥善的保管與照

顧。」                                                                                        

── 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

國影中心執行「數位修復」必須依循典藏政策精神與修復倫理。從選片、資

料蒐集、洽談授權、整飭、掃描、數位化處理到成果驗收，投入的不僅是昂貴的

設備，更需要仰賴工作團隊的專業技術、對電影藝術的美學涵養，以及「電影學

知識」，例如收集可供參照的本事文物和訪談資料，以了解影片相關資訊；根據

每部影片蒐集所有可取得的影像與聲音素材進行分析，諸如，黑白、彩色或上色

片？有聲或默片？原始語言版本？是否有其他保存狀況更好的膠卷？這些過程除

了技術性問題，更要評估可能面臨來自影片原創作者與著作權利者種種的建議問

題。

現今所有工具都是數位的，具備強大的功能。但它不是一組機器就能做的事

情，需要許多人投入其中，傾聽時光的故事，繼而採用修復技藝，扮演時代溝通

的橋樑。數位修復是一項搶救珍貴影像資產的再造工程，也是對所有電影從業人

員與電影工業獻上最虔誠的敬意。

由於當前臺灣缺乏相關系所，也讓國影中心苦於尋求資源教授技術課程。學

習數位修復，除了自行摸索，不斷地在嘗試中探取經驗，或者派員前往國外取經，

諸如，義大利、比利時、日本等重視電影工業發展，同時也關心電影保存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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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學習取經的他山之石。

穿越時空的光影旅程

數位修復是與舊時光交會相聚的一段旅程。無論「膠卷」轉換「數位」，「數

位」再轉換回「膠卷」。國影中心所典藏的每部電影都是用心保存，藉由每份膠

卷引領來者述說當代的故事，提供詮釋新時代的養分。

延續前面《逐格換影》、《點影成新》兩本應用手冊，從保存、維護到修復

的觀念梳理到實際做法的探析。《物換影移》集結多位同仁累積的專業知識，以

及收納多次前往義大利博亞電影修復所（L'Immagine Ritrovata）2 的取經成果。細

究膠片整飭、影像掃描、聲音數位化三個部份，提供更為清晰的輪廓。期盼為從

事影音工作者一窺堂奧，也讓民眾理解積極保存電影文化資產的重要性。

珍貴影像讓全世界看見臺灣

修復一部影片，對於物件實體的生命延續，或是歷史、文化上的重要價值，

都是深具意義的。無論使用哪一種修復方法，最終目的都是為了保存。唯有透過

保存，影片的內容才可能再次被觀眾看到，其中承載的文化、歷史也才可能延續。

影片得以再次被觀眾欣賞，是保存的根本，透過放映與被觀看，才能達到世代交

替、文化傳承的意義。它能被「放映」，意味著影片被保存，而放映的目的不只

是讓以前看過影片的觀眾產生懷舊的情懷，更重要的是，影響新一代觀眾與電影

工作者吸取過往精華，再創屬於這個世代的價值。讓電影這門藝術能夠為社會帶

來更多可能，代代承接重要的文化意涵，生生長流，永生不息。

目前數位修復完成的電影，都會積極參與國際影展，在國際市場展上拓展交

2.  博亞電影修復所於 1992年成立。該所具備從光化學到數位修復完整的電影修復能力，擁有專業的電
影沖印設備與技術人才，現已成為國際電影修復領域中最專業的修復中心之一，並於 2015年在香港
成立掃描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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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華人世界的武俠經典，《龍門客棧》、《俠女》已連續兩年入選坎城影展「經

典單元」選映，讓全世界看見臺灣。

連結臺灣電影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電影的一分鐘是由成千上萬個一分鐘所組成。歷史留下的往往是萬中選一或

舉重若輕的一句話。而這萬中之一與那一句話的背後，卻有無數個生命故事發生

其中。國影中心 36年來，秉持難做能做，難行能行的克難精神，努力保留下每一

格身影。企圖從取得、留得、用得的積極態度，讓電影文化的生命透過整飭與研

究，進行授權、推廣、展覽、出版與加值，不斷再生利用。經由影像保留下歷史

的風格，願每個逝去的生命都能啟發我們的智慧與愛，拓展我們追求未來的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