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8日是國際博物館日，今年高雄市電影館響應主題「博物館的未來：復甦與新象」
（The Future of Museums: Recover and Reimagine），策劃「時光島影」影展，以及
一系列工作坊和論壇活動，關注「膠卷重生」和「經典修復」兩大議題。

台灣電影的研究，近年因修復概念和技術的演進，讓以往未被發掘或較為忽視的作品，
重新進入我們的視野，得已再次被討論。尚有更多，僅能耳聞的電影巨作不知去處，以
及那些塵封已久的膠片，因保存不當遭受嚴重耗毀。然而，有志者仍努力尋覓及搶救這
些「舊作」，等待適時到來的機運，終盼到「新品」上市的時刻。

一卷卷、一本本的膠卷從出土、搶救、修復、保存到展映，著實展開了不亞於銀幕劇情
的奇幻之旅，逐步吸引觀眾的目光和話語，激發出許多新觀點。影人和觀眾，也因為一
波波的重映，再度相聚交會；有時喚醒當年的記憶，有時經歷全新的體驗。也難怪紀錄
片《數電影的人》裡，當放映機的光向銀幕投放，影像閃現、聲聲作響時，國內參與工
作的修復職人難掩放手讓作品「登台演出」的複雜心情，形容那過程近乎「拉拔不同的
孩子長大」。

走向電影修復之路：

謝謝你，在世界角落找到我



五月的活動，共計五場。

兩場【膠卷重生】工作坊，邀請了隱身於幕後的創作者現身說法。在電影膠片沖印工作
有多年專業的郭榮平和王明山老師，將帶領我們認識較為陌生的電影沖印行業，現場也
將透過16釐米膠片的放映，帶大家實際感受逐格換影的影像魅力。而當年以《石碇的夏
天》參與純十六影展的鄭有傑導演，則會分享當時記憶深刻的拍攝時刻，以及數位修復
的過程與成果。

三場【經典修復】論壇，分別觸及日治時期的電影史料、看待修復倫理的觀點異同，及
台語片的意義。首先，《南進臺灣》的「高雄州」修復片段，從海港祭典、風土民俗的
影音呈現，探討殖民歷史的觀點建構和解構。接著台、港兩地的影視修復機構，以實際
案例出發，分享國內和國際上看待修復倫理的趨勢，面對手上膠卷究竟該修舊如新，還
是修舊如舊？又與哪些因素有關？最後，回到經典台語片《薛平貴與王寶釧》的修復保
存案例，討論台語片和台灣電影的變遷，從外來與本土、語言與類型元素混血交融的特
質，到國家文資與民間記憶的角度，如何延續遺產的價值到更遠的未來。

當更多電影開始修復重生，在我們的意識中浮現，並來到觀眾面前，經典與論述才有可
能紛陳而實在地累積。

與山

Layover





何謂電影沖印？台灣曾經有哪些重要的沖印廠？電影從拍攝到放映，沖印是一重要環節，底片沖印
的成敗僅有一次機會，郭榮平老師曾任職大都影業，一座成立於民國52年台語片時代重要的沖印
廠，郭老師職涯經手無數電影的沖印工作，對於膠卷的各種「身世」如數家珍。膠卷底片特殊的物
質性、觸感和氣味，及其放映時轉動行進的速度和視覺感，能為習於數位影像的觀眾帶來更多、更
立體的電影世界的想像，甚至很適合作為人類和生命的寫照。透過同樣規格的素材、重複的機械運
動，卻能書寫、反映出不同創作者對人類心靈和社會觀察的差異和靈光。
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數位電影拷貝（DCP，Digital Cinema Package）仍不是主要的放映規
格，以35釐米膠卷底片拍攝和放映的電影仍是主流，也有不少台灣影人以16釐米底片創作出一部又
一部風格題材多元的作品，以無畏的心靈碰撞台灣社會和影壇。如今，影片保存的意識漸漸抬頭，
更需要回頭理解膠片物理性，認知每一膠卷的獨特性，避免造成不可逆的傷害：讓數位修復不僅在
電影創作與觀影經驗之間，擔任媒介的角色，更是電影文化藝術得以具體實踐和延續的關鍵。請與
我們一同細品電影職人的經驗，並透過逐格換影與嘎嘎拉拉的聲響，再次交織、豐富我們的心靈和
感官經驗。

講者 郭榮平

片格轉動的瞬間—電影膠片沖印職人札記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資深專員。曾任職大都影業股份有限
公司熟悉電影沖印廠所屬設備與相關操作流程、各項電影放映
設備及各式影音載體格式含括膠片、磁帶等等。經常獲邀前往
日本與美國等國家擔任維修顧問與技師。

05.09 Sun. 膠卷重生工作坊13:00



純十六的青澀年代—回眸「石碇的夏天」

1990年代臺灣年輕導演在滿是外片的戰場上，
以獨立創作之姿邁入市場，為臺灣電影開拓出一
條有別於主流電影的道路，16釐米代表一群年
經導演堅韌的精神，也代表一個時代電影人的精
神，2018年本館啟動了「臺灣短片數位修復計
畫」與多位導演合作，在南藝大以及各單位的協
助下，至今已完成11部影片修復。
2019年《石碇的夏天》（2001）和《海巡尖
兵》（2005）終於以數位修復版本的面貌，在
高雄電影節首映。當日出席者有導演鄭有傑和林
書宇，演員黃健瑋、剪接師陳曉東、音效師周
震。隨著影片播畢，影人們憶起幕前幕後的趣
談往事，猶如昨日。2000年，台片市場正逢低
谷，影片規格也正處於膠卷和數位的消長轉折
期，回憶起當時，總抱持著最後一次拍片、沒有

明天的心情投入，同一組人馬往來於不同劇組，
相互支援，在資源和條件不足的狀態下練兵苦
撐，導演們用短片的形式，獨特的觀點，成就了
一個千禧時代。
而曾與多部短片修復的王明山老師，也是當年
《石碇的夏天》拍攝後送到沖印廠製作時的看光
師，十多年後也參與了該片的數位修復，他說該
片拍攝非常細膩，顏色相當的美真切地呈現石碇
當地樸直的樣貌。數位修復給予影片再次回眸的
機會，兜兜轉轉反而更貼近當初創作的想望，也
重返了原本心裡想對世界吶喊的一個電影夢。

講者 王明山 講者 鄭有傑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所
副教授。曾任中影股份有限公
司影像部副理、資深沖印師，
參與多部電影修復，包含《薛
平貴與王寶釧》第一二集、
《劉必稼》、《青少年哪吒》
、《飲食男女》等，並協助各
大單位進行數位修復。

台灣導演、演員。2000年以短
片《私顏》初試啼聲，2006年
第一部長片《一年之初》拿下
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觀眾票
選最佳影片，多次入圍並獲得
國際影展獎項。重要作品有
《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
劇集、《親愛的房客》等。

05.09 Sun. 膠卷重生工作坊14:40



05.15 Sat. 經典修復論壇10:30

「南進臺灣」的那時此刻—

　　　　　　　　帝國之眼的後殖民觀點

2004年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與國立臺南藝術
大學尋獲一批日治時期重要影像，後委由南藝大
進行修復與數位化，其中《南進台灣》共七卷，
收錄於【片格轉動間的台灣顯影】DVD中。影片
攝於1935年左右，以日本臺灣總督府慶祝統治
台灣「始政四十年」為背景，進行政宣工作。採
用環臺一周的拍攝方式，強調臺灣做為一個南進
的戰略基地，進一步的目標乃對準擁有豐富物
產、礦產、土地的南洋群島。
「高雄州」的數位修復版，由臺史博、南藝大與
本館通力合作於今年度完成。讓我們重新體驗近
一世紀前的影像和日語旁白，輔以中文字幕，一
路抵達高雄驛、高雄港、菸草移民村，近看一顆
顆碩大的鳳梨、木瓜，遠眺廣闊的香蕉田，以至
屏東糖廠周遭象徵「國之祥瑞」的竹林，和肩負
帝國擴張使命的鵝鑾鼻燈塔。

其中，1930年代在高雄港周遭舉行的展覽與祭
典的情景尤其引人注目。高雄文獻第8卷第2期
曾提及，港勢展覽會和港祭的舉辦，在推動高雄
成為國際性、現代化的港都意象和認同上，扮演
重要角色。較早的港勢展覽會（昭和6年，1931
年）由台灣傳統信仰的媽祖巡行遶境，而四年後
的港祭（昭和10年，1935年）主角則改為金刀
比羅神（日本的海上交通守護神），進行神輿出
巡的「御輿渡御」儀式，期間仍有「眾神祭」的
活動媽祖和城隍爺等遶境隊伍，但仍可見到信仰
主從地位的隱約變化。此修復影片，讓我們有機
會觀看、細讀、並解構日本時代的帝國殖民建
構；高雄位於島之南、又繼續向南眺望的特殊位
置，面對自然風土、經濟消費、民俗信仰等內外
因素的推拉與變遷，如何思索未來。

講者 曾吉賢 講者 陳靜寬 講者 楊孟穎

紀錄片導演，國立
臺南藝術大學音像
紀錄所助理教授暨
音 像 藝 術 媒 體 中
心主任。專長跨文
化影像、紀錄片製
作、文化資產保存
與影像紀錄、社區
影 像 培 力 與 保 存
等。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
館副研究員、典藏
組組長。專長臺灣
史、臺灣社會文化
史與博物館學。著
有《從省城到臺中
市：一個城市的興
起 與 發 展 （ 1 8 9 5
～1945）》等。

高 雄 市 電 影 館 館
長，公務職涯致力
於推動影視文化政
策，含括影視創作
獎 助 、 節 目 展 演
策畫、影像教育推
廣 、 電 影 文 化 研
究，更進一步推動
VR產業研究發展。



2020年歷經新冠病毒肆虐，不只各項電影產業
活動，大幅度調整於線上進行。各地片商重新發
行上映的「經典修復」作品，也成為觀眾的熱門
選項。林奎章2020年新書《台語片的魔力》裡
提出觀察，認為近五年台灣電影的修復工作主要
來自三股動力：中影股份有限公司、國家電影及
視聽文化中心、以及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這來
自產、官、學的三股力量，使台灣老電影有了新
品質感的面貌。」
《南進台灣》和《薛平貴與王寶釧》是南藝大傾
注專業人力技術的代表案例；中影則從李安、楊
德昌、侯孝賢、蔡明亮的早期電影開始數位修
復，一路推向較新電影時期更早之前的作品；國
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歷經多次轉型升格，更有
規模地進行數位修復、典藏與發行推廣的計畫。
工作人員一開始從內部片庫挖寶，譬如阮玲玉主
演《戀愛與義務》、胡金銓導演《龍門客棧》，

去年則有《台北發的早車》和《大甲媽祖回娘
家》等片；期間後持續對外、甚至跨海尋覓失
落的舊時膠卷，一路開啟與時間賽跑、追逐老
電影的模式。也時常聽聞有心人、包括影人自
己主動捐贈的好消息。詳可見【臺灣電影數位
修復】網站中的作品列表與相關解說。
義 大 利 的 博 亞 電 影 修 復 所 （ L ’ I m m a g i n e 
Ritrovata），1992年由當地的博洛尼亞電影資
料館創立，電影修復，每年於波隆那舉辦「重
現電影節」（Il Cinema Ritrovato）和修復相
關研討會，其香港分部則於2015年成立，經手
多部商業電影的數位修復，譬如王家衛的早期
電影和《頭文字D》等片。台港兩個影視專業文
化機構，對於電影修復領域的倫理，面對修舊
如新vs.如舊、還原抑或再造的議題，如何思考
辯證與動手實踐，將有一番精彩的對話。

講者 王君琦 講者 鄭子宏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執行
長。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電視
批判理論研究博士，研究領域
為媒體文化、性／別議題、華
語電影及台灣電影等研究，曾
主編《百變千幻不思議：台語
片的混血與轉化》一書。

博亞電影修復所董事總經理。
曾擔任副導演、製片、場記、
攝 影 助 理 、 電 台 節 目 製 作
等。2000年加入香港電影資料
館節目組，先後任職香港國際
電影節協會與星影匯影院節目
經理，協助籌劃第一屆香港辛
丹斯電影節（日舞影展）。

05.15 Sat. 經典修復論壇13:00

賽璐珞的整形春秋—

「臺灣」、「香港」修復經驗談



提到台語片（或電影中的台語）、台語歌和台語
故事，每個觀眾有各自的體驗緣起。或許有人會
先想到黃信堯的大佛普拉斯與同學麥娜絲、《阿
嬤的夢中情人》的演藝和喜劇、〈望春風〉和 
〈幸福進行曲〉，蕭煌奇或陳明章，或者紀錄片
《跳舞時代》。《台語片的魔力》作者林奎章
提到，由歷史人物和虛構故事雜揉而成的薛平貴
故事，普遍存於民間各戲曲劇種之中，從1950
年代由團長陳澄三帶領的雲林麥寮歌仔戲天團
「拱樂社」，乃至徐佳瑩的一曲現代創作〈身騎
白馬〉。
1950-70年代，據載台灣曾製作了千餘部台語
電影，如今只留下約200部。1955年，由邵羅
輝 導 演 、 都 馬 劇 團 參 演 的 《 六 才 子 西 廂 記 》
（16mm）剛歷經銀幕放映技術的失誤，匆促下
片，沒想到稍後於1956年，台灣的戲院觀眾便
迎來《薛》片，第一部由台灣自製的35mm黑

白有聲電影，這次是由在日本學習電影的何基
明導演，拱樂社參與劇目的改編和演出，而任
職中影的林贊庭協助拍攝。故事描述窮困的平
貴，歷經長征西涼和被俘的命運，叛逆的寶釧
則一路離家、苦守寒窯。如同劇情般，這部片
挖掘也幾經波折，是當初在南藝大師生於苗栗
進行老戲院和放映師的田野訪調過程中意外尋
獲三集的拷貝。
最特別的是，影片卻經過客語重新配音配唱，
戲劇與電影、台片佐客語，我們可想像當時的
電影工作者，如何與民間文化與生活緊密交
織。經過南藝大的努力，這張失落已久的成績
單，才得以重新面世。片名一度在拷貝盒上變
形成了「玉寶劍」，跋涉多年後，王寶釧與薛
平貴的大銀幕回歸之路，也猶如交出一張為台
灣電影創作和修復揭幕的絕佳學習單。

講者 井迎瑞 講者 藍祖蔚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榮譽教授，
現為電影蒐藏家博物館館長。
為我國影音文化資產保存的重
要推手，長年投入研究及搶救
台灣電影文化資產，1995年更
協助臺灣加入國際電影資料館
協會(FIAF)，貢獻深厚。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董事
長，著名影評人。以節目竭力
推廣電影文化，包含台北愛樂
電台《電影最前線》、公共電
視《電影音樂精靈》等。著有
《與電影握手：藍祖蔚的藍色
電影夢》、《影領風潮：高雄
城市光影紀實》等。

05.15 Sat. 經典修復論壇15:00

台語片的前世今生—

從《薛平貴與王寶釧》談起



一代宗師：胡金銓

一代武俠電影宗師胡金銓，1967年以《龍門客棧》創造臺灣武
俠片熱潮。1971年的《俠女》票房奇慘，卻意外獲坎城大獎殊
榮，其後推出《空山靈雨》、《山中傳奇》等名作，影響了李
安、徐克、賈樟柯等名導，本單元收錄六部傳奇傑作。 

台語片的黃金年代
六零至七零年代是台語片的黃金時代，1966年的台灣電影年產
量曾經多達257部，世界排名第三，其中台語片多達7成，當時
的北投片場有如台灣好萊塢，類型橫跨愛情、喜劇、諜報甚至
Cosplay，本單元特別精選該時期四部經典修復台語片。

獨立時代：台灣純16
二十世紀末，可說是台灣電影最低迷的年代，1999年卻有一群
年輕導演們以16釐米拍攝獨立電影，自立舉辦「純16影展」，
為台灣沉寂已久的電影市場，注入多樣的創作新血，本館特別
修復該時期11部影片，致敬獨立時代。

我叫阿銘啦

Bundled

今年518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為「博物館的未來：復甦與新
象」，高雄市電影以「經典電影的數位修復再現」策辦「時光
島影」主題影展及相關系列活動與全球同步歡慶，再現過往美
麗的島影時光。

透過「日治時期宣傳片」、戰後「台語片」與「武俠片」的黃
金年代，及90年代後獨立製作的時代，呈現台灣電影修復成
果，讓過去的經典以全新面貌再次體現新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