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心人以VR技術完整復刻至線上 高度還原雕花燈飾等細節
2009年，粵劇被列入聯合國《人類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代 表 作 名
錄》，是香港首項世界級非
物質文化遺產，成為了香港
文化的重要符號。從1972年
開業至今的新光戲院，見證
了粵劇名伶的經典唱腔與市
井街坊的戲曲情懷。當它結
業的消息傳出，韓冰立即主
動與戲院接洽，短短一個月
便完成全景拍攝，趕在3月3

日閉幕當日推出線上VR導覽。「這是一場沒有退路的文化
救援，若錯過最後時機，戲院的細節與氛圍將永遠流失。」
韓冰說。

滑鼠「漫步」戲院「登台」感受演出視角
韓冰介紹，團隊以高解析度全景相機與無人機航拍，720度

捕捉戲院內外細節，甚至還原雕花燈飾的光影反射、華光師傅
的專屬場景等。用戶透過滑鼠即可「漫步」虛擬戲院，自由探
索戲院的每個角落，甚至「走上舞台」感受演出視角，點擊互
動圖標還可觀看修復後的粵劇片段。
韓冰說，數字化不只是複製建築，更要保存文化靈魂，「比
如戲院座椅的磨損痕跡、舞台側邊的妝鏡，這些細節承載着幾
代人的共同記憶。」

傳統文物保育依賴實體修復，但新光戲院的案

例展現了數字化的突破性價值。韓冰指出，VR技術不僅打破
時空限制，讓全球觀眾隨時「走進」戲院，更透過沉浸式體驗
吸引年輕一代。在推動文化遺產數字化的同時，還可以思考探
索開拓文化創意產業的新商機，例如透過VR+電商技術，讓用
戶在虛擬環境中沉浸式體驗文化場所的同時，可以即時購買與
場館相關的文創產品、戲曲服飾、手工藝品等，將文化記憶轉
化為可持續的經濟價值。

冀串聯非遺資源打造線上文化廊道
這場「一元公益」行動，背後是對文化斷層的焦慮。韓冰呼
籲特區政府與企業合作，推動更多瀕危場所的數字化保存，例
如霓虹燈招牌、老街茶樓等。團隊更提出「數字香港文化地

圖」構想，希望串聯非遺資源打造線上文化廊道，讓海外遊客
透過熒幕感受香港獨特韻味。
「但數字保育仍面臨困境：技術門檻高、資金短缺、公眾參
與不足。」韓冰說，為此，他建議設立「數字文化保育基
金」，培養非遺機構與傳承人的數字能力。
當新光戲院的最後一盞燈熄滅，其數字分身將繼續訴說香港
故事。韓冰期待這個項目能夠啟發更多創新實踐：AR導覽重
現老街大排檔、AI修復失傳戲曲唱腔，甚至在元宇宙中展現
非遺表演。「科技不該取代傳統，而是讓文化以新姿態扎根
未來。」他說，百年後，人們仍能在虛擬空間中推開新光戲
院的大門，看見108盞波波燈映照前廳，聽見《帝女花》的幽
婉唱詞，消逝的記憶在數字世界重生。

新光戲院的VR保育項目，成功以數字技術
延續這座粵劇殿堂的文化生命，同時也揭示了
文化遺產數字化進程中的有關知識產權歸屬、
收益分配等議題。
在新光戲院VR項目中，韓冰透露，該項目初
期就曾遇到知識產權方面的擔憂，這凸顯文化保
存中「公益初衷」與「權益歸屬」的平衡難題。
商業訴訟律師李啟枝表示，根據香港《版權
條例》，當該作品為原創及合乎《版權條例》
定明下的準則，原創作品的作者是該作品的任
何版權的第一擁有人。原創作品完成時即自動
獲得版權保護，無需註冊。所以當保育團員在
數字化過程中把文化遺產記錄下來，並製作成
影片或數碼圖像時，一般而言，該保育團員或
該公司會是版權的擁有方。
換言之，在新光戲院案例中，VR全景影

像、3D建模等數字化成果由技術團隊完成，
版權自然歸屬製作方。在香港中式長衫製作技
藝的數字化保育項目中，產出的視頻、圖片等
版權也屬於項目製作方。
然而，文化遺產本身（如戲院建築、粵劇表
演、非遺長衫製作技藝）的原始權利人（如戲
院業主、表演者、長衫裁縫）是否對數字化版
本享有衍生權利？現行法律對此並未明確規
範，可能導致潛在爭議。例如，若未事先協
商，數字化內容的後續應用（如商業授權、改
編）可能引發權屬糾紛。對此，李啟枝建議在

項目啟動前簽署協議，釐清原始文化資產與數
字化成果的權利邊界，避免「公益初衷」與
「權益歸屬」的衝突。

可設分級授權機制保障各方利益
文化遺產數字化需投入大量技術與資金成
本，但其核心價值在於公共文化傳播。以新光
戲院為例，VR項目雖以公益形式推出，但未
來若應用於旅遊推廣或文創商品開發，收益如
何分配？李啟枝認為關鍵在於「事前協
商」——資方、技術團隊與文化資產持有者，
需明確界定版權使用範圍、收益分成比例及商
業化限制。例如，可設定分級授權機制：公益
性傳播免費開放，商業用途則需支付許可費並
與相關方共享收益等，既能保障技術團隊的投
入回報，亦能維護文化遺產的公共屬性。
李啟枝又提到，香港的版權制度無需註冊即
可自動生效，降低了數字化項目的啟動門檻，
卻也埋下侵權隱患。由於沒有公共查冊給予公
眾搜索版權誰屬，企業或個人有機會在不知情
下侵犯別人擁有的版權。此外，文化遺產數字
化內容易被複製傳播，或會增加侵權風險。但
從另一個層面來說，潛在侵權風險帶來的商業
糾紛，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能為香港法律服務界
帶來更多商機。「香港的知識產權法律市場一
向具備優勢，文化遺產數字化的知識產權領域
或會成為一個新市場。」

中式長衫源遠流長，自民國初年開始流行
後便一直在不同時空演繹獨特的文化敘事。
2021年，香港中式長衫製作技藝被列為國
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但隨着老師傅年邁退
休、年輕一代鮮少投身，這項非遺手藝面臨
失傳。香港理工大學時裝及紡織學院助理教
授吳國禧，用數字化將這項非遺的隱性知識
轉為共享資源，更在保育基礎上傳承創新，
讓古老工藝與現代設計對話，揭示了一條非
遺傳承從瀕危技藝到數字新生的新路徑。

不再僅靠口傳心授
中式長衫的製作技藝藏於老師傅的指尖與
經驗中。一件看似簡單的男裝長衫，內含數
十道繁複工序：布料加固、漿糊定型、多層
結構縫製……這些「看不見的細節」，正是
長衫歷經百年仍挺括如新的關鍵。然而，這
些技藝從未系統記錄，僅靠師徒口傳心授。
吳國禧的團隊自2022年起便展開「搶救

式記錄」。他們以數百小時的影像，完整攝
錄兩位老師傅製作6件不同款式長衫、涉及
4種不同長衫形製的示範過程，從裁剪、縫
製到定型，逐一拆解。最難之處在於將「手
感經驗」轉化為可傳播的知識。「老師傅刮
漿的角度、針腳的密度，都是數十年累積的
直覺，這些隱性知識若不及時轉譯，將隨老
師傅離開而永遠消失。」吳國禧解釋。

開發數字化設計省3倍用料
傳統男裝長衫製作要耗費大量布料，尤其對
花紋拼接的要求，常讓九碼布料僅裁出一件長
衫。吳國禧與團隊通過研究師傅的手藝，將師
傅的裁剪計算方法放入電腦程式，開發出數字

化設計模式。設計師只需幾個簡單的身體尺
寸，系統便能自動計算版型，並在虛擬布料上
「預演」對花效果，省下近3倍用料。
更突破的是，這套系統結合「數碼提花織

造技術」，直接將設計圖案織成布料，實現
「所見即所得」。傳統需手工拼接的複雜紋
樣，如今透過織布機一體成型，甚至能客製
獨特圖案。吳國禧團隊的最新項目就是將香
港的傳統文化和歷史記憶，如公共屋邨、戲
棚、九龍寨城等作為設計元素，用該技術製
成獨特圖案融入長衫製作。
長衫製作數字化保育的核心，在於將師傅

的裁剪邏輯轉為電腦演算法。吳國禧表示，
這套思維同樣能夠運用於其他傳統手工藝的
數字化保育中，例如俗稱「打金」的傳統金
飾製作等。

立體剪裁技藝仍難完全轉譯
然而，數字化並非萬能，吳國禧坦言，長

衫的立體剪裁技藝仍難以完全轉譯。「例如
上世紀六十年代流行的貼身女裝長衫，靠師
傅燙拔布料的手勢塑形，這涉及對物料特性
的直覺，電腦無法模擬。」此外，不同布料
的縮率差異、織造時的經緯密度調整，皆需
反覆試驗優化。
更大的困境在於資源分配，吳國禧表示，

過去香港對長衫的保育多聚焦於女裝，因其
影視形象深入人心，而男裝長衫與早期平面
剪裁技藝，卻因缺乏關注瀕臨斷層。「政府
對非遺傳承提供的資源是有很多，未來應關
注資源的調撥，如更多考慮記錄、保育和傳
承非遺本身。」

無論是新光戲院的VR項目，還是香港中式
長衫製作技藝的保育項目，數字化不僅是文
化保育的工具，更是跨產業創新的紐帶。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柏良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文化遺產數字化可與旅遊產
業深度結合，成為香港文化旅遊的「新賣
點」。透過數字化項目打造沉浸式文化體
驗、藉助電商平台構建非遺產品新銷路，
實現文化遺產從靜態資源向具有經濟價值的
活態資源轉化，進一步推動文化旅遊創新和旅
遊經濟發展。

VR解決古蹟場地等限制
姚柏良表示，香港有很多古蹟無法進入參

觀，或是場地和承載能力有限，VR則是一個
很好的工具，這種模式未來還可延伸至雷生
春、藍屋等歷史建築，還可設計「古蹟解密」
遊戲，線上還原戰前唐樓生活場景，吸引線下
到訪換取限定文創品。
姚柏良認為，香港眾多的非遺文化都需數字

化賦能，例如將長洲太平清醮飄色巡遊製作成
元宇宙場景，海外遊客線上參與後，可兌換實
體旅遊優惠券，實地親身體驗。他強調，「文
化遺產數字化+旅遊」須緊扣真實性與互動
性，無論是VR導覽，還是元宇宙飄色巡遊，
最終目的是讓遊客從「線上驚艷」走向「線下
探索」，真正理解香港這座城市的肌理、感受
這座城市的脈搏。

旅界：讓遊客從「線上驚艷」走向「線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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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國禧（右）在數字化保育過程中，與長衫師
傅溝通工藝細節。 受訪者供圖

●韓冰用高清全景相機數字化
記錄新光戲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恬恬 攝

◀ 韓冰團隊以「一元公益」合作模式為新光戲院
打造「數字分身」，運用虛擬實境（VR）技術將
戲院完整復刻至線上。圖為新光戲院大堂。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恬恬 攝

●●新光戲院結業前開放日新光戲院結業前開放日
人頭湧湧人頭湧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新光戲院從新光戲院從19721972年開業至今年開業至今，，見證了粵劇名伶的經典唱腔與見證了粵劇名伶的經典唱腔與
市井街坊的戲曲情懷市井街坊的戲曲情懷。。圖為粵劇演員在戲院內表演圖為粵劇演員在戲院內表演。。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掃碼睇片

●吳國禧開發的數字化設計模式可「預演」對花效果，
還能結合「數碼提花織造技術」實現客製獨特圖案。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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