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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真空密室之謎 857.83/2716-01/v.11/ C258195 4 

6 國際法與兩岸法律問題論集 579.07/ / / / C190303 4 

7 

當魔鬼談戀愛=When devil 

fails in love 857.7/3710-04/2004/ C360725 4 

8 18個酷博士@史丹佛 529.25/7250/2002/ / C328089 3 

9 

Interpretations of Beowulf：a 

critical anthology / 829.3/In8/1991/ / W161740 3 

10 POP 廣告：手繪海報設計篇 497.2/4453-01/ / / C196449 3 

11 Photoshop 7 中文版實例演練

312.9837/7561-04/ 

/2004二刷/ C376173 3 

12 

SuperDutch：new architecture 

in the Netherlands / 720.9492/L879/2000/ W224629 3 

13 一個投機者的告白 563.68/2008/2002/ / C309316 3 

14 十三人的晚宴 

873.57/2006/v.13 

2002 C330782 3 

15 大腦比你先知道 398.916/6089/ / / C262996 3 

16 不死藥 

857.83/2716-01/v.16/

y.2001/ C297826 3 

17 公共關係學 541.84/1142/ / / C179093 3 

18 心理與教育統計學 

520.28/8073/ /1999

三刷/ C303268 3 

19 日本語能力測驗考題解析 

803.1022/1836/1999/

v.2/ C350987 3 

20 水彩=Watercolor 948.4/0811/2003/ / C355198 3 

 

迴響  
中文古籍聯合目錄資料庫合作建置研討會紀要  

採編組  吳淑雲 

一、緣起  

原訂於 9 月 22 及 23 日召開的「中文古籍聯合目錄資料庫合作建置研

討會」，因為配合大陸學者時間，往後延至 9 月 27 及 29 日 (28 日中秋節 )

於國家圖書館的國際會議廳舉行，筆者因時間的關係只能參加 29 日的研

討會議程，覺得頗有遺珠之憾，不過雖然未能全程參與，但也略有收

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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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內容  

這次會議議程安排以兩岸四地各館對於古籍目錄處理現況介紹為重

點，因此參加者包括兩岸四地各館的代表，在短短的兩天會議中報告進

行交流。所以會議中除了各館代表就古籍現有館藏目前建檔及處理情形

提出簡短的報告外，還有陳昭珍教授「以 OAI 建立兩岸古籍聯合目錄之

探討」及顧力仁主任「古籍聯合目錄資料庫回顧與展望」的專題演講，

最後進行熱烈的交流討論。  

三、個人心得  

原以為在這次會議中可以聆聽陳昭珍教授的專題演講，但是

人算不如天算，議程卻臨時變更，因此錯過，這是此行最大的遺

憾。不過顧主任所作的「古籍聯合目錄資料庫回顧與展望」，倒是

讓我更清楚了解整個計劃的源流，而最後進行的交流討論，也可了

解各館對聯合目錄建置的看法，整理歸納下列幾點： 

1.古籍聯合目錄合作建置計劃的歷史與現況  

(1)第一次會議：2000 年 5 月在台北舉行。  

決議事項：  

a.結合兩岸相關圖書館合作建立古籍聯合目錄。  

b.資料庫建置應以共享、兼顧多數使用者需求為原

則，最後目標是提供完整的目錄資料。  

c.資料庫在收錄範圍、機讀格式、著錄規則、分類

方法、主題標引及名稱規範等標準，應達成共

識。  

d.古籍版本因字形不同而影響鑑定的正確性，因此

資料庫應採用「繁體字」，以客觀反映古籍原貌，

並利版本鑑定。  

(2)第二次會議：2001 年 4 月 19-20 日（台北）  

決議事項：  

a.收錄範圍：1911 年以前成書的漢籍。  

b.「書名、卷數、作者、版本項及館藏地」等五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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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著錄項目，亦同時作為「基本檢索款目」。  

c.權威 (名稱規範 )方面：大陸、香港；北美及台灣等

地區進行有關中文名稱規範之訂定，可作為參

考。  

d.各館原使用之分類法、主題詞不加更動，俟將來

進一步研究。  

(3)「中文古籍書目資料庫」現況：  

a.網址：中文古籍聯合目錄資料庫。  

b.收錄海內外 21 所圖書館古籍書目資料 45 萬筆。  

c.目前開放給正式合作館館內查詢。  

d.查詢介面：以 Metadata 格式表達，有簡易查詢及

進階查詢；結果可分詳目式及簡目式呈現。  

e.提供簡、繁體版查詢介面，有簡繁對譯功能。  

f.系統提供書目 ISO-2709 格式批次轉檔處理，資料

統一轉為 CMARC 匯入。  

g.系統以 CCCII 碼校正比對處理，整理出缺字清

單，再以同義之替代字或以「構字式」處理。  

(4)資料庫建置的相關問題及未來展望：  

a.質量：完善的資料庫需有相當數量的書目資料。  

b.檢索：資料庫的結構應發揮出該有的功能，如：

查詢瀏覽、關連詞、資料匯入及匯出、符合國際

通用的系統內碼⋯⋯等。  

c.「聯合目錄」和「核心欄位」之密切關係。  

d.未來希望能發展成國際性的中文古籍書目資料

庫，提供全球華文機構使用。  

2.會議討論及決議事項：  

成立協調小組和研究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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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館在目前古籍建檔的進度不盡相同，有些館已

在收割享受成果時期，有些還在播種時期，各館的人

力配備方面也不盡相同，所以大多數代表均提議成立

一個兩岸四地的『協調小組』及『研究小組』，研擬各

項政策及技術問題。 

a.資料庫採 OAI協定方式，遠程分散建置，集中管理方式

處理。  

b.各地區大館主動協助小館建檔。  

c.著錄以簡目為標準。  

d.開闢網站討論園地，提供交流管道。  

四、建議  

本館目前也是合作館成員之一，曾於 89年將中文古籍書目資料上載

至書目中心 4481 筆 (包括線裝書 )，但是回溯建檔部分，曾經按照卡片目

錄完成經部類建檔，後因院系藏書列產、採編組合併等因素，本組無餘

力再繼續進行其他部類的建檔，所以一直停頓至今。但是這項工作也已

列入編目未完成的項目之一，倘若在人力與時間許可之下，本組當儘快

完成簡目建檔 (依照卡片建檔 )；至於詳目部分，極需要對古籍的版本鑑別

等專業知識經驗豐富的人士協助，才能詳盡的著錄以提昇書目品質。  

 

我們又到了該換系統的時候嗎？  

--參加「當前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與讀者服務新趨勢研討會」心得報告  

數位資訊組  王淑芳 

壹、圖書館自動化作業的進行  

民國 76～80 年間，正是各校圖書館紛紛採用自動化作業系統時期，

許多的大學或公共圖書館依照各館館內的館藏作業需求，及行政流程的

考量，選擇適合的自動化作業系統。而在那個時期，屬大型系統的圖書

館自動化作業，在國內大概祇有一、二家公司，其餘多為國外公司；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