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山之石：訪「楊英風藝術研究
中心」及「雲門文獻暨獎助室」

文｜

林靖恩   
Lin Ching-En
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暨

檔管人員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Others: 
Visiting Yu Yu Yang Art Research Center and 
Cloud Gate Office of Archives and Grants 

 

機構內的檔案管理是經驗傳承與歷史記錄的基礎工作，而藝術檔案的建

立、保存與整合更是近年來文化藝術機構密切關注的發展，亦是研究學

者及實務工作者在 2017年全國文化會議上一再提出並大聲疾呼的重要
議題。

臺北市立美術館 (以下簡稱北美館 )於 2008年開始進行展覽資料的數位
化工作，2011年研擬成立文獻中心，計畫彙集與整理北美館及美術相關
文獻資料，遂在 2016年底完成文獻中心的空間修建與硬體設置，2017
年起開始著手進行檔案的收集及彙整，預計逐步建置具有北美館歷史架

構的藝術檔案。

為了解臺灣不同機構對於藝術檔案的管理與應用方式，使北美館文獻中

心整體規劃能更臻完善，筆者與北美館研究組同仁一同探訪了長期以來

致力於藝術檔案徵集、保存的管理單位。此次參訪選擇的機構，分別是

以「藝術家」為主的楊英風藝術研究中心，及以「機構」為主的雲門文

化藝術基金會文獻暨獎助室。

 

楊英風藝術研究中心是由楊英風藝術教育基金會與交通大學共同合作，

2000年正式於交通大學成立，隸屬於交通大學圖書館。其成立宗旨在
整理、典藏與研究臺灣前輩雕塑家楊英風的原始圖像、文字資料，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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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發表與推廣楊英風的個人思想、藝術創作理念及美學觀，並且以楊英風

藝術文獻的典藏為基礎，進行臺灣近代雕塑藝術的資料搜尋、檔案整理、教育

推廣與研究規劃等工作。主要業務有成立楊英風藝術文獻典藏室、建立楊英風

創作影像資料庫、楊英風藝術研究、雕塑藝術教育推廣、雕塑藝術出版、楊英

風數位美術館、楊英風生活美學空間，期以「楊英風藝術研究」為起點，進而

擴展到整個臺灣雕塑藝術史的研究，讓「楊英風藝術研究中心」朝向多元化發

展，成為一個結合人文、藝術與科技，並具有國際特色、足以展現臺灣藝術價

值的研究中心。

 

1973 年林懷民以「雲門」為名，創辦「雲門舞集」，並於 1988 年成立「財團
法人雲門舞集文教基金會」，成為民間的非營利事業機構，2015 年更改名稱為
「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該基金會約於 2004-2005 年間成立文獻室，
可謂全臺灣第一且唯一設有文獻室的表演藝術團體。現任的陳品秀主任則是由

2002 年起一直致力於文獻室的建置與管理工作至今。文獻暨獎助室所典藏的資
料，以雲門創始至今的文獻檔案，並以「舞作」為核心重點，舞作的文獻記錄

以影音、影像等視覺資料為主。自 2006 年起，雲門基金會開始與交通大學圖
書館合作，申請國科會「數位內容」補助，進行連續三年的「雲門文獻數位典

藏計畫」，才有較足夠的人力與經費，進行文獻檔案的數位化及建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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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英風藝術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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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2008 年初，雲門八里排練場的一場意外火災，將雲門 35 年來的設計手
稿、音樂盤帶、舞台配置、燈光圖⋯⋯等文史資料全數燒毀，使雲門更加重視

數位典藏的進行。2009年，雲門再與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合作「雲
門數位典藏網站」，繼續並擴充「舞作」的相關文獻檔案紀錄。2015 年「雲門
數位典藏網站」改由雲門自行維護、更新。

 

此次參訪主要想了解兩個典藏單位實體檔案的徵集管理方式，以及數位典藏系統

的發展歷程。

以下分項說明：

檔案徵集範圍及藝術家檔案的發展

藝術家楊英風本身對於檔案文獻的留存相當完整，其收藏除了與作品創作

有關之手稿、照片、藍圖、公文、書信、剪報、參考資料外，許多珍貴

的個人一手史料如日記、工作札記、書信等手稿，以及照片、剪報等也都

包含其中，並親力親為地進行系統化的分類整理；基金會也依此豐厚的基

礎出版了 30大冊的楊英風全集，整合藝術家個人年表，完整呈現楊英風一
生的藝術作品及生涯紀錄。未來也將依此分類原則陸續新增相關內容，如

藝術作品、檔案文獻、展覽資料、年表等。

雲門舞集以「舞作」為核心重點，資料類型以錄影資料為主軸，與其相關

的影像紀錄、宣傳單、海報、節目單、舞台設計、服裝、音樂等文獻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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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為輔，並蒐集該舞作具參考價值的文章、評論、報導等；而基金會的年

度報告、所出版的雲門通訊，以及為臺灣藝術家舉辦之演出、展覽、講

座等各類活動的歷史文獻亦涵蓋在內。除了舞作本身，也建立舞者、編舞

者、學者、行政人員等相關人員的專屬檔案，經由這些相關人員的個人生

平、創作理念等資訊，能更進一步了解舞作的內涵。而創辦人林懷民先生

個人的文獻檔案及相關資料，部分也被收藏在文獻室等待被記錄。

檔案保存方式及庫房參觀

視資料類型分別保存，如文件手稿、影像資料、地圖海報等放至相對應的

收藏櫃、成冊的檔案文件按照類別依序放至密集式書架。雖無獨立庫房，

主要是與辦公區域一起，但仍會注意溫度與濕度的控制，會視狀況調節整

個區域的空調。在單件檔案的保存上，統一製作檔案編號的二維條碼標示

於外，便利清查與盤點作業。

視資料類型分別保存，有獨立小型庫房，文件檔案、影像資料、海報、文

宣品等皆放至相對應的收藏櫃，部分物件放置於開放的層架，並標示來源。

在海報的保存上，除了以地圖夾平面放置的專櫃，部分尺寸太大的海報，會

捲起放入鐵櫃收存，並在其外標示檔案編號及縮圖，便於未來清查與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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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典藏系統及網站營運

「楊英風數位美術館」於 2000年開始建置且持續新增資料，在更多資料
與研究發展後，原有架構及欄位面臨修改的問題，但數位典藏計畫結束之

後，沒有經費及技術人員可以支援進行系統改版。於是依據原有數位美術

館的資料加上楊英風全集的基礎，將資訊轉移並持續更新於網站上，逐步

豐富數位典藏內涵，雖仍是採用資料庫建置的方式進行，但在視覺設計上

則不同於以往資料庫頁面的呈現，使用主題式瀏覽的方式，更為直覺性。

「雲門文獻數位典藏計畫」於 2006年開始執行，在與交通大學結束長達
三年的合作之後，有感於數位典藏的重要性，再與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合作建置「雲門數位典藏網站」，從 2013營運至今，仍為主要的
資料建置系統。但因資訊科技的進步，未來將被瀏覽器停用的 Adobe Flash 
Player是目前網站亟需克服的問題。

人力狀況

設有主任一名，研究員一名。研究員本身為圖書資訊專業領域，在資料整

理中帶入圖書管理的概念，使文獻檔案能更有系統的分類；主任則常以楊

英風相關藏品及文獻檔案等為文發表，推廣楊英風藝術文獻的典藏。

設有主任一名，文獻專員兩名，其中一位主要負責舞作影像文獻的儲存、

轉檔及剪接等工作。主任自 2002年於文獻室工作至今，是最了解雲門文
獻的人，也因為長期經營的關係，不因主事者的更換或對於收藏邏輯的不

同而造成資料斷層。

檔案建置過程中倍覺重要之事

完整的檔案資料清冊及詳細的編目規則：詳實完整的清冊能確保資料進行

新增或修改時，不會因為人力或清冊分散而有遺漏疏失，遇到資料庫轉換

時期也能立即提供完整內容進行匯入，不因系統改變而須重新製作；編目

規則能幫助建檔人員釐清資料分類歸屬，並確保建檔時對於各種資料類型

或欄位的描述能有一致性。 

抓住檔案徵集與保存的核心：對雲門來說「舞作」是核心重點，檔案徵集

的範圍是環繞著「舞作」去思考可以達到的廣度與深度，甚至再延伸去思

考可以或應該如何記錄，例如在舞作演出前先與藝術家及攝影師討論拍攝

的方式與鏡頭視角等；也反向思考，紀錄舞作是為了重現舞作，在此原則

上尋求更多需要被保存的文獻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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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可以為錯。在此次參訪中，兩個機構對於自身發展的藝術檔案徵集

重點都有十分清晰的架構與方向，在文化藝術機構預計逐步發展藝術檔案的現

今，此核心要素的觀念建立實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而在實體檔案保存上，

兩個機構皆面臨了因為經費或空間不足而必須調整儲存條件，在文獻檔案逐漸被

重視的未來，這也將是現有文化藝術機構預計發展時普遍會遇到的困境，思考

如何取得經費及空間將是機構一大考驗，之後才是硬體設備的設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除了實體檔案保存面臨考驗外，數位典藏的資料庫系

統更是。從資料數位化到建立資料庫系統再到內容建置，除了仰賴大量的人力

外，更需要技術人員及經費的支持。此次參訪的兩個機構都曾面臨因為數位典

藏國家型計畫的結束，少了國家型計畫在技術上以及經費補助的支援，造成數位

典藏資料庫的營運中斷，進而宣告中止原本系統，轉化成新的系統繼續發展。

但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已是趨勢，這個世代的人都將試著適應並跟上腳步，就

像楊英風藝術研究中心給的建議，負責內容建置的人能做的就是把資料整合在一

起，避免遺失或疏漏，等待下一次的轉換；也像雲門陳品秀主任說的「快！但

不要太快！」，正因為科技進步太快，更需要一些沉澱的時間，以免科技本身被

科技自己的速度追上，可以先觀察趨勢再決定速度。

在專業人員的配置上，不同專業領域背景的支援也十分重要。圖書資訊領域背

景的專業人員可以較快速且全面性地進行資訊組織，但與機構本身領域相關專業

背景的人員則能發掘文獻檔案的內涵，兩者相輔相成。而過程中，人員的異動

也牽動著檔案建置的發展，如雲門陳品秀主任在文獻室工作的時間已經超過 10
年，除了政策的連貫性之外，因實際參與檔案建置及管理，也是最了解雲門檔

案及其價值的人。如何因應人員異動，除了資料完整的傳承之外 (或許是清單、
或許是資料庫 )，如楊英風藝術研究中心積極發展的編目規則與工作流程也非常
重要，讓新接手的人員能盡快進入狀況。此外就是在這次參訪中，從兩個機構

的主任及研究員身上感受的熱忱，對於其機構文獻檔案的建構及其價值的發掘那

樣侃侃而談充滿希望的神情！

臺灣藝術家檔案的建立與蒐集，一直是文化藝術機構的關注重點，但或限於經

費及人力的不足，在深度及廣度上難以兩全。在此次參訪中，對於藝術家檔案

這個議題，雲門文獻室分享了一個小故事，2010年時雲門決定重演《白蛇傳》，
但由藝術家楊英風設計的主要道具「蛇窩」已在 2008年的大火中付之一炬，楊
英風又已離世，為了重現蛇窩，雲門文獻室翻出所有相關的影像資料，並與楊

英風藝術研究中心聯繫確認是否有更多補充的文獻檔案，接著找尋能製作藤作的

老師傅協助，蛇窩才終於得以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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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歷程說明了在藝術家檔案建置的方向上，由自身機構出發先將機構內的藝術

家檔案整理完備有多麼重要。在大環境的限制之下，或許可行的方向將會是每

個機構都先深入地整理本身觸及的藝術家檔案，再尋找彼此整合連結的可能性，

或許是一個資料整合查詢的平臺，經由這個共享機制讓最基礎的藝術檔案建置工

作能夠發揮最大效能。

楊英風藝術研究中心延續藝術家楊英風的精神對於文獻檔案持續努力耕耘，雲門

文獻室歷經意外大火在失去大量珍貴文獻檔案的打擊中展現不挫敗的永續精神，

想必這是身為檔案工作者最嚮往的態度與熱忱了！此次參訪非常感謝兩個機構傳

授了十分珍貴的經驗及建議，也感謝北美館研究組同仁給予這次的機會讓筆者能

更了解檔案管理單位的實務面，助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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