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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陳廷敬等三十位學者集體編撰，歷經六年，於康熙五十五年

（西元1716年）成書，其內容依據明代<字彙>、<正字通>兩書加

以增訂，是<說文>系字書中集大成之作。＜康熙字典＞共收錄

47035字，分為214個部首，共十二集，每集再分上、中、下三卷。

本資料庫是根據「同文書局」出版的石印版＜康熙字典＞為底本

製作而成，並附王引之的「字典考證」於後。使用者可透過輸入

單字、讀音、部首與筆順等四種方式快速查詢該漢字的字形、讀

音、解釋等單字訊息，並搭配BIG5，GBK與Unicode各文字內碼相

互對照，還可透過「瀏覽原書」的功能，直接翻閱＜康熙字典＞

的原文圖像。此外，多數的單字皆具備「發音」的功能，讓使用

者清楚瞭解各單字所包含的不同讀音。 

八、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全文) 

(1)使用本資料庫需在 PC 安裝專用之驅動程式（光碟版），各系所單位

若需要安裝此驅動程式，請至一樓資料檢索區或四樓特藏組商借

光碟片。一樓資料檢索區的公共電腦已全部安裝好此驅動程式，

歡迎讀者多加前往使用(點選左下角的【開始】即可看到此資料庫

的選項)。 

(2)簡介請參閱 http://www.tbmc.com.tw/skiu4.htm 。 

 

學習工廠--期刊組工作札記 

                                     期刊組 王畹萍  

七年前 (民國 84 年 )進入期刊組工作 , 當時還是採用傳統的卡片作業， 

電腦只是處理文書作業。圖書館自動化作業逐期進行，隨著期刊模組的引

進，期刊開始建檔，逐步採用傳技系統作業至今。  

民國 88 年，圖書館透過國科會國外資源組籌組聯盟引進第一個電子

期刊全文資料庫  EES (後來改名 SDOS)，頗受校內師生青睞，使用率節節

高升，後來聯盟陸續引進 AP-IDEAL、ACM、EBSCOHost、JSTOR、PQDD、

ProQuest ABI/Inform、ProQuest ARL、ProQuest Education Complete⋯⋯

等，至民國 90 年止，圖書館提供讀者使用的中西文全文資料庫，合計有

37 種，約提供一萬多種電子期刊全文，所提供的索摘及書目資料庫，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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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種之多。 1 

面對這些數位化文獻，就使用者的角度看，它具有不受時空限制，可

提供最新、最有時效的資料，增加全文檢索、超連結、超媒體等功能，這

些優點是傳統紙本式資料無法提供的；就圖書館員而言，它解決了儲存與

典藏的問題，不需為這類資料裝訂、排架等工作，無形中改變圖書館員的

工作性質。 2 處於多變的網路環境下，館員如何在短時間內協助讀者找尋

資料，選擇品質優良的資料庫，熟悉資料庫的內容及使用法，將數位化文

獻編目整理等，一方面要維持傳統的紙本期刊服務，又要兼顧數位化文獻

的服務，對館員的衝擊和挑戰很大，接受在職訓練和繼續教育是刻不容緩

的事。有感於數位化文獻已成為 E 世代圖書館重要的資料型式，不斷的從

工作中學習，學習中工作，期能勝任目前的工作。  

期刊組負責期刊及數位化文獻的徵集、登錄、編目、裝訂、閱覽及推

廣一貫作業，兼具技術服務及讀者服務，本身即是一座小型的學習工廠。

隨著數位文獻的引進，因應多變的網路環境，期刊組的作業方式也跟著改

變，館員除了維持傳統的服務之外，還需透過 BBS、E-Mail 和電話解答讀

者的問題，甚至依老師的需求，到研究室指導資料庫的使用，諸如此類的

個人化服務需求愈來愈多。依筆者的經驗，所接到的電話諮詢中，百分之

七十是有關「連線問題」，前陣子因為納莉颱風和 911 事件造成網路連線

中斷，資料庫無法正常檢索，讀者電話一通通打進來詢問，館員為解決網

路連線問題疲於奔命，有些外在因素不是館員能掌控的，儘可能尋求解決

的途徑，讓資料庫恢復上線。  

面對多元、善變的網路環境和遠端的虛擬讀者，館員的挑戰愈來愈

大，需要提昇資訊素養，充實專業領域，不斷的自我成長。雖然我們離館

長的期許 --「做個全方位的館員」還有段距離，但是我們願意朝這個目標

繼續努力。  

 

 

                                                 
1 圖書館期刊組編，《東海大學圖書館WWW版電子資料庫指引》(台中市：編者印
行，民國 90 年)，頁 1。 

2 黃鴻珠撰，<應用數位化文獻的問題探討--以期刊為例>，《國立成功大學圖書館館

刊》第三期 (民 88 年 4月)：頁 25。 

註解 [L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