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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的技術與記憶

現在學齡的孩子跟我們小時候有什麼不一樣？仔細觀察現在的孩子，討論的話

題都是虛擬的社群網路或電玩遊戲。不同的世代有截然不同的童年，當我們聆聽他

們的對話時，總會掉進時光隧道裡，回憶起小時候喝的彈珠汽水，玩的尪仔標、陀

螺，而感嘆時代的變遷和科技的進步！

在時代變遷和科技進步的環境中，社會經濟的富饒掀起另一波懷舊復古風，

「蒐藏」因應而起。對個人來說，蒐藏的對象舉凡相機、骨董、藝術品、珍品或紀

念品等，大多和年代久遠、罕見稀少、具商業價值或紀念某人有關。然而，就博物

館而言，見證過去技術發展，卻因喪失功能或趕不上時代腳步而遭到淘汰的科技物

件，才是蒐藏的對象。

保存與維護科技文物的目的是把被遺忘的技術留存下來，

以便回顧科學知識的歷史與技術傳承。

但科技文物種類繁多，

面對不同材質的文物時，有不同的保存條件及對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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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振中

科技文物的
保存與維護

就博物館而言，見證過去技術發展，
卻因喪失功能或趕不上時代腳步而遭到淘汰的科技物件，
才是蒐藏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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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級典藏科技物件機構「國立科學工藝

博物館」（以下簡稱「工博館」）的努力下，徵集

了3個見證我國科學技術發展歷程的技術物：老祖
宗的傳統榨油車膛、戰後針織產業源起的檯車、製

紅茶雙動揉捻機。藉由本文的闡述說明長久保存這

些全民共同的資產的方法，以及這些資產特有的技

術和記憶。

蘊藏真實技術的科技物件

其實台灣的各角落蘊藏了許多影響技術或產

業發展的關鍵性科技物件，或許因為政治和經濟情

勢的變遷，導致瀕臨滅失的危機。工博館的使命就

是透過博物館蒐藏審查制度，找出這些產業關鍵文

物，並且致力於其保存和維護。在文物入庫之前，

有一連串繁瑣的程序，包含入庫前的清潔、依文物

材質特性安排存放空間、文物狀況檢視記錄等，都

是日常管理的重要項目。

保存與維護科技物件的目的是把被遺忘的技術

留存下來，以便回顧科學知識和技術傳承的歷史。

但科技文物種類繁多，例如產業機械文物有鑄鐵、

碳鋼、黃銅等金屬材質，檔案文件和影音塑膠媒材

文物有紙質、木質、塑膠等有機材質，其他文物如

電子、光學儀器等，甚至以複合媒材組成。對於不

同材質的文物，有不同的保存條件和對待方式。

因此，為了延續文物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應

先找出延緩文物繼續惡化的主要方法，進而研擬出

後續的維護步驟。保存維護的重點，就是如何在不

損及文物的前提下，分析其深層結構，也就是選用

非破壞性檢測或少量的採樣，確定文物的組成成分

和劣化原因。在保存維護的重點工作中，也需要探

討文物的技術、年代、特點、風格等人文內涵，目

的是讓說明物件的文字有科學依據和說服力。

科技文物的保存維護工作相當繁瑣，其中包

含文物狀況檢視和日常保養等例行工作、保存環境

條件溫溼度的量測、蟲霉害的防治等預防性工作。

這些文物不是蒐集來擺放在庫房中，而是用

在展示交流及公眾教育上。文物在變成展示品之

前，需要很多不同專長背景的人參與展前策畫，如

物件研究員提出歷史意義、策展人員提出展示物件

方式，最後決定文物維護人員提出的維護計畫。

因此，每件文物蒐藏的背後都有許多不為人知的故

事。以下以3個物件的保存和維護說明博物館如何
保存文物和典藏技術。

老祖宗的榨油器

每天的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

醋、茶」中，您可曾注意過油怎麼來的。我們或許

知道油是榨出來的，但是古時候沒有機械動力的老

祖宗要從植物種子中榨出油來，可不是件容易的

事。

明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第十二卷膏液篇

中，說明要從花生、油菜子、芥菜、芝麻等植物

其實台灣的各角落蘊藏了許多影響技術或產業發展的關鍵性科技物件，
或許因為政治和經濟情勢的變遷，導致瀕臨滅失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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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中獲取油脂，需經過炒、輾、蒸、踩、榨

等步驟。可想像榨油工坊占地不小，甚至把地

名冠上油車，如淡水的油車里、新店的小油車

坑、新竹市的油車港、彰化縣埔心鄉的油車

村、南投縣集集鎮的油車坑、雲林縣西螺鎮的

油車村等，可見傳統榨油在人們生活中的重要

地位。

台灣光復初期至民國40年左右是油車榨油
鼎盛時期，採敲打楔形榨油方式，這是東方中

國獨創的，和西方的螺旋榨油不同。榨油方法

是先製作豆餅送進油車車膛，透過撞擊楔形的

木栓向旁擠壓豆餅，把餅中的油脂擠出，由油

車底部小孔流出。

由於快速量產的需求和化工生產線技術的

演進，在講求成本經濟的今日，傳統油車榨油

已逐漸淘汰。可惜國內至今沒有留存任何一座

油車工坊，所幸彰化縣埔鹽鄉康先生於2002年9
月捐予工博館一座以台灣櫸木製成的花生油油

車膛，該車擁有長約358公分、直徑75公分的圓
柱體，內部中空可放置原料，而底部有一長約

17公分、寬約9公分的出油口。自木材的紋路質
地可觀察到，該車的結構具有硬度大、紋理差

異小的特點，說明了榨油過程中須用非常大的

撞擊力道。

傳統榨油文物

這個已有近一百年歷史的油車車膛，在

進入工博館蒐藏前，已被棄置於戶外數十年以

上。入館時，為阻絕霉害而以攝氏零下30度
低溫冷凍它，但因沒有監控回溫操作，使得表

面的黴菌殘留物和原來的髒汙影響物件整體的

美觀。此外，油車平放於木頭棧板上，底部的

位置不易觀察，長久下來有受力不均而變形之

虞。

專
題
報
導

花生油車車膛維護前、後對照圖。

為了延續文物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應先找出延緩文物繼續惡化的主要方法，
進而研擬出後續的維護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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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保存維護車膛時，首先要支撐油車

離開地面，以保持底部空氣流通，並有助於觀察和

後續清潔作業。因此採取墊高木座的設計，在接觸

油車的位置上用圓弧泡棉隔開木座，且加固破損位

置。這物件目前已在工博館台灣工業史蹟館中展

出，讓有興趣的民眾有機會深入了解傳統製油技

術。

棒針編織與機械針織

西元1589年，英國李威廉（Reverend William 
Lee）設計創造出第一台針織機器，取代傳統雙手
用棒針勾打毛線衣的技術，節省了把紗線穿過織針

的時間，並開啟了紡織工業化的時代。然而，不管

是運用機械還是手工製作的編織物，大眾所理解的

編織就是把一根根紗線編織套接成一整片布料。

雖然製作原理相同，巧妙的是各有不同的織

品特性，例如針織布有彈性；而有適體裁製特性的

針織布通常出現在襪子、內衣、運動衫等家用服飾

上。透過不同粗細的織針以及編織的技巧，就可把

紗線編織成各種不同的圖案，功能和特性則藏在機

械構造和織造工法中。

1940年代，針織機是針織廠必備的生產設備
和生財器具，但面對戰後棉花原料不足、人才短缺

等情勢，對隨同國民政府遷台的紡織業者是一大考

驗。隨著時間的流轉，留存下來的老針織機並不

多，工博館有幸於2004年8月蒐藏到一台戰後紡織
工廠所使用的針織機械，因此得以展出，讓後人看

到台灣紡織業最早使用的針織機台，並從中了解織

布的奧祕。

這台針織機屬於緯編針織機，學名是湯姆金

針織機（Tompkins Knitting Machine），坊間俗 針織機維護前、後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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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檯車」，在大陸跟香港則泛稱為「喴嚕

機」。依功能把構造分成針盤、傳動、捲取盤

等裝置，並使用彈簧織針，廣泛做為戰後初期

汗衫內衣製造的主力機器，原因來自民眾生活

對汗衫的需求度高。紡織產業普遍以棉紡為

主，那個年代人造纖維產品是高科技昂貴舶來

品的代表，僅有少數有錢人能使用到。

針織機的保存與維護

這台針織機長270公分、寬100公分、高274
公分、重約560公斤，包含兩組直徑53公分（21
英寸）的針筒，供作彈性織針和組環輪固定

用。組環輪是由壓線輪、引布輪、成環輪、小

挺線輪等組成的編織裝置，但因長時間暴露在

高溼度環境中，原有的調整功能已銹死而無法

動作，亟需潤滑機件以避免卡死的部位持續惡

化。

因此，在規劃展示時，考量織機不僅有優

美的巴洛克法式家具腿架，更掌握了織機左右

對稱的特質，而決定一半保留機具未經修復的

原貌，僅塗敷保護油，另一半則重新上漆，恢

復舊有動態運作的功能。為找尋更換可用的織

針，特別商請針織匠師，利用針模，選用三支

一組彈簧針，用錫合金燒鑄製作成織針，這是

在修護過程中最困難的部分。

古董織機重新運作時，與以進步科技多功

能設計的機械提花、電腦機種等產品相比，檯

車的生產速度一分鐘僅五、六十轉，且最多同

時僅有5到6道紗線，重現了早期織布運作的景
況。

見證日治時期的製茶工坊

創設於清末的富興茶廠，位於新竹縣峨

眉鄉富興庄，最初以簡單木造茶寮形式生產。

1935年一場地震後改成磚造二層樓建物，初期
仍以手工及半機械製茶為主。1944年，廠主曾

新鵠先生陸續添購產製紅茶和烏龍茶的機器設

備，富興茶廠成為當時較早引進機械製茶的工

廠之一。然而隨著台灣茶業日漸沒落，富興茶

廠在1991年劃下休止符，結束茶葉的生產。
停產的製茶機械仍保留當初使用的長皮帶

傳動軸組件、各式手工或半自動揉捻製茶機、

烘茶等機具。裝置在二樓牆上的送風機具，說

明了茶菁製茶萎凋需通風的環境。完成萎凋後

的茶葉，通過輸送布帶運至一樓下方的揉捻

機。如此完整的茶葉生產運作，得以見證峨眉

地區茶產業發展過程，促使富興老茶廠邁向文

化觀光經營的模式。

揉捻再現

從茶葉外觀判斷茶種，就算身懷絕技的

炒茶師恐也很難全部答對，更何況一般的消費

大眾。雖然身價高檔的茶葉並非完全取決於外

觀，但從萎凋、攪拌、殺菁、揉捻、乾燥到精

製烘焙等製茶作業過程來看，「揉捻」扮演著

重要決定角色。

從物理角度來看，揉捻的主要目的不外

乎是：使柔軟的萎凋葉捲曲成美觀條索的茶商

品，希望優化茶葉賣像以提高售價。但從化

學角度來看，揉捻過程涉及施加壓力，力道愈

大、時間愈久，則茶葉細胞被破壞的數量愈

多、程度也比較深，這歷程可使茶汁釋出，讓

發酵程度提高。

工博館在富興茶廠整修的同時，很幸運

地蒐藏到一台國內生產的雙動揉捻機，因閒置

過久導致機台銹蝕、表面保護漆剝落過半，楠

木製的揉捻盤受白蟻蛀蝕而無法和機台有效結

合。為配合展示和活動需要，進行全面清潔、

拆解、潤滑和組裝，以恢復基本運作功能。此

外，為了保留文物原有樣貌，銹蝕剝落部分不

重新上漆，僅做防銹塗布，就揉捻盤上方傳動

圓盤凹槽的尺寸，更新傳動鏈條，並配合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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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製作揉捻傳動用方向盤和布帶，以取代原有的

馬達式傳動裝置。

讓老機器重獲生命

在技術更新、產業運作與經營模式改變等時

代變遷下，使得早期的榨油、編織、揉捻等技術被

淘汰。但留存下的實體物件，透過保存維護，讓我

們有機會重新看到當時操作技術的真實面貌，想像

操作者仰賴雙手和勞動力追求精湛工藝技術的表

現。工博館在蒐藏過程中，保存了榨油工坊、織布

廠、製茶工廠等早期生產運作方式。有趣的是，我

們也看到了生產技術者為了修改機台或調整零件，

所衍生克服困境、打破傳統的工藝技術，讓創新的

精神得以傳承。

科技文物不同於藝術文物的蒐藏，它和人們

的生活更息息相關，也象徵著某種過去時空的意

義，以及背後所蘊涵的感人故事。維護科技文物的

目的，在於保留實體物件的同時，儘量把完整的真

實技術記錄下來，留給後代去找回久違的記憶和品

嘗懷念的滋味，讓科技的研發者在面對真實的技術

演進時，能更切近生活，並思考文化的面向。

黃振中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蒐藏研究組

維護前的傑克森製紅茶機

台灣茶特展中的傑克森製紅茶機

科技文物不同於藝術文物的蒐藏，它和人們的生活更息息相關，
也象徵著某種過去時空的意義，以及背後所蘊涵的感人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