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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世紀下的新傳奇--古籍加值與詮釋國際研討會」心得報告 

特藏組 謝鶯興、陳曦  

主辦單位：國家圖書館 

合辦單位：泛太平洋集團 

會議日期：2018 年 4 月 19 日 

會議地點：國家圖書館國際會議廳 

一、前言 

2018 年 4 月 19 日於國家圖書館舉辦之「雲世紀下的新傳奇--古籍加值與

詮釋國際研討會」，東海圖書館派特藏組組員謝鶯興、陳曦北上參與，以期接

軌 當 代 數 位 化 古 籍 的 加 值 與 詮 釋 潮 流 ， 並 獲 得 古 籍 整 理 、 數 位 化 相 關 的 經 驗

交流。本次研討會發表之研究報告分為四個主題「古籍保護與文化傳播」、「古

籍復刻與經典再造」、「古籍整理與知識建構」與「古籍資源與整合服務」，與

會 學 者 除 台 灣 本 地 的 學 者 教 授 之 外 ， 廣 及 中 國 、 日 本 、 韓 國 ， 甚 至 英 國 。 以

下 將 從 珍 稀 藏 品 的 保 存 與 典 藏 、 古 籍 的 數 位 化 與 數 位 化 之 後 的 應 用 ， 分 享 聆

聽會議報告之心得。 

二、保存、典藏珍稀藏品的經驗取經 

本 次研討會邀 請到日本靜 嘉堂文庫圖 書館與美術 館館長河野 元昭， 分 享

靜 嘉 堂 文 庫 與 東 洋 文 庫 所 典 藏 之 古 籍 的 保 存 與 利 用 。 演 講 內 容 主 要 側 重 在 兩

座 由 三 菱 財 團 所 創 立 、 資 助 的 圖 書 館 之 發 展 歷 史 與 典 藏 特 色 ， 由 於 背 後 有 財

團 提 供 的 經 費 支 持 ， 以 及 該 時 代 的 歷 史 背 景 因 素 ， 兩 座 文 庫 在 早 期 積 極 收 購

海 外 收 藏 家 的 收 藏 品 ， 因 而 典 藏 了 許 多 文 學 作 品 的 珍 善 本 、 孤 本 ， 或 是 國 寶

級 的 繪 畫 、 名 器 、 刀 劍 等 。 靜 嘉 堂 文 庫 與 美 術 館 獲 得 其 典 藏 的 途 徑 與 東 海 圖

書 館 有 相 似 之 處 ， 東 海 圖 書 館 長 期 以 來 ， 接 受 不 少 由 名 人 志 士 或 校 內 師 長 、

董 事 等 捐 贈 之 圖 書 、 器 物 ， 形 成 一 批 珍 貴 的 善 本 器 物 特 藏 ， 同 時 也 指 出 另 一

個新的議題：該如何保存、典藏甚至推廣這些珍稀藏品？ 

從 河野館長的 介紹中，能 夠援用當作 參考的經驗 是同樣在過 去接受 許 多

珍貴材料捐贈的東海圖書館，可以如何去收藏、管理與展示受贈的文物藏品。

靜 嘉 堂 文 庫 與 美 術 館 定 期 策 劃 展 覽 活 動 ， 分 為 特 設 主 題 展 與 常 設 展 ， 透 過 展

覽 的 方 式 ， 將 珍 稀 藏 品 本 身 與 其 背 後 的 故 事 呈 現 給 社 會 大 眾 。 另 外 ， 靜 嘉 堂

文 庫 與 東 洋 文 庫 皆 有 整 理 並 出 版 典 藏 品 的 圖 錄 ， 其 圖 錄 編 輯 成 書 的 方 式 ， 包

括 書 的 架 構 、 圖 片 與 資 訊 的 排 列 、 印 製 技 術 等 ， 都 值 得 東 海 圖 書 館 借 鑑 。 除

了製作精美的圖錄之外，也會配合當期展覽，出版規格較輕便小巧的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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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覽資訊與展品說明。 

三、古籍數位化與相關討論 

劉 錚雲研究員 報告〈中央 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 漢籍電子文 獻資料 庫 的

回 顧 與 展 望 〉， 誠 如 他所 說 的 ，「目 標 是 收 錄 對 中 國 傳 統 人 文 研 究 具 有 重 要 價

值的文獻，並建立全文電子資料庫，以作為學術研究的輔助工具。」據所知，

該 資 料 庫 是 台 灣 地 區 第 一 個 提 供 檢 索 傳 統 文 獻 的 資 料 庫 ， 節 省 翻 閱 紙 本 文

獻 ， 降 低 需 利 用 各 種 紙 本 索 引 才 能 取 得 若 干 訊 息 的 困 擾 。 以 《 文 淵 閣 四 庫 全

書》來說，商務印書館影印問世後，因編製人名索引與幾種類型的篇目索引，

成為研究傳統文獻的 主要的文本。中華書局的《二十五史人名索引》，方便

大 家 在 繁 多 的 各 史 資 料 中 取 得 人 物 的 訊 息 。 同 樣 地 ， 成 文 出 版 社 的 《 中 國 方

志叢書》，就因為缺乏索引，雖然可以輔助研究的需求，但需逐本翻閱，頗為

不便。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雖建置於 1984 年，筆者真正從館內電腦中順利

地使用，已經到了 1994 年之後了。從劉教授的報告中，可以知道他們的建置

流程，是經過校對、補正的，使用上雖因個人習性、需求，或有些許的不便，

然 而 對 於 收 入 於 資 料 庫 的 古 籍 ， 注 意 到 古 籍 經 由 翻 刻 或 影 印 時 發 生 的 問 題 ，

留意到古籍複製後的錯置、缺葉等問題，可謂是一種值得使用者信賴的資料。

與 會 學 者 提 出 是 否 可 以 直 接 用 來 作 為 研 究 的 文 本 。 劉 教 授 回 答 電 腦 不 能 替 代

人 腦 ， 研 究 部 份 還 是 要 靠 研 究 者 自 己 。 實 際 上 ， 任 何 資 料 庫 的 資 料 ， 都 有 其

缺 失 ， 因 此 大 家 都 會 利 用 資 料 庫 找 到 相 關 訊 息 之 後 ， 再 回 去 核 對 原 書 ， 以 免

一字之誤而發生錯誤的解讀或研究。 

建 置漢籍電子 文獻資料庫 以來受到很 多學者挑戰 ，劉錚雲教 授認為 資 料

庫不應取代實體書籍，因此劉教授特別強調，資料庫只是輔助學術研究的「工

具」，不以取代實體書籍為目的，學術研究 終還是要回到實體書籍的深入閱

讀 上 。 佛 光 大 學 中 文 系 的 張 寶 三 教 授 亦 補 充 道 ， 在 研 究 中 引 用 大 量 資 料 庫 來

源 ， 恐 有 未 仔 細 閱 讀 文 本 原 文 的 問 題 。 張 寶 三 教 授 所 提 出 的 這 層 疑 慮 ， 或 許

出 自 個 人 指 導 學 生 或 審 稿 經 驗 ， 然 而 實 證 上 「 大 量 引 用 資 料 庫 來 源 」 與 「 未

仔 細 閱 讀 文 本 」 似 乎 未 有 直 接 因 果 相 關 。 該 如 何 判 斷 研 究 者 是 否 充 分 閱 讀 、

理 解 其 研 究 所 立 基 的 文 本 ， 應 從 研 究 所 呈 現 出 來 的 論 述 與 結 果 去 討 論 ， 且 研

究 功 夫 不 紮 實 的 情 況 ， 無 論 使 用 實 體 文 獻 或 資 料 庫 皆 有 可 能 發 生 ， 也 並 非 是

數位化資源流行後才有的現象。 

劉 錚雲教授亦 表示，資料 庫的價值在 於其建置過 程。學術單 位與商 業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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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建 置 資 料 庫 大 的 差 異 是 學 術 單 位 幾 乎 是 不 計 成 本 地 進 行 古 籍 的 數 位 化 ，

過 程 中 針 對 古 籍 整 理 的 問 題 去 解 決 或 加 值 ， 為 的 是 盡 可 能 將 數 位 化 過 程 中 可

能發生的錯誤降到 低。個人認為，資料庫也能更進一步能將過去整理古籍(如

校勘、考證、輯佚等)所得到的結果，在資料庫上呈現出來。資料庫的品質能夠

更加提昇、精進，為的是增加資料庫的可用性與信效度，若可用性與信效度皆

提高，建置者仍將資料庫定位為「工具」進行文獻的數位化，恐為遺憾之處。 

這 次研討會所 強調的「數 位化」的成 果以及利用 ，似乎專家 學者對 於 數

位 化 的 格 式 是 否 應 統 一 ； 資 料 庫 的 建 置 ， 規 劃 者 若 未 能 從 「 使 用 者 」 角 度 去

思 考 、 規 劃 ， 全 仰 賴 廠 商 的 設 計 或 現 成 軟 體 的 修 改 即 上 場 使 用 ； 那 麼 是 否 就

能 滿 足 使 用 者 的 需 求 呢 ？ 以 「 文 淵 閣 四 庫 全 書 電 子 」 來 說 ， 因 為 設 有 「 異 體

字」的功能，所以檢索時，會出現相關異體字的資料；「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的檢索功能中，有「圖文對照」，已類似文淵閣四庫全書的文字與影像的切換；

據劉教授報告所提，在「數位人文研究浪潮下，漢籍的新嘗試」，規劃「進行

文本人名地名職官的標誌」，但對於古人的同人的不同稱謂，或稱其名，或稱

其 字 ， 或 稱 其 號 ， 或 稱 其 諡 號 、 稱 其 官 銜 等 問 題 ， 目 前 還 是 無 法 利 用 電 腦 ，

將此問題加以解決，讓使用者可以在 短的時間內，取得 大的資訊。 

就 圖書館界的 觀念，針對 古人的不同 稱謂問題， 試圖建置「 權威檔 」 來

解 決 ， 因 涉 及 太 多 的 知 識 面 ， 目 前 所 知 仍 然 有 限 。 曾 利 用 會 議 空 檔 ， 私 下 請

教劉教授這個問題，他回答說，可以先利用史語所的「人名權威資料庫」，再

依 據 這 些 字 號 名 稱 ， 逐 一 檢 索 。 這 種 的 作 法 ， 與 利 用 紙 本 古 人 字 號 室 名 索 引

相 似 ， 雖 可 稍 解 這 類 的 需 求 。 但 是 ， 我 們 利 用 電 腦 當 成 研 究 的 輔 助 工 具 時 ，

目 的 不 就 是 在 減 少 檢 索 資 料 所 花 費 的 時 間 ， 希 望 能 在 短 期 間 內 取 得 眾 多 的 訊

息 ， 再 由 研 究 者 進 行 分 析 、 取 捨 嗎 ？ 或 許 目 前 的 人 力 與 技 術 還 未 能 克 服 這 種

的問題，若能結合各學科的人力，或有出現的一日。 

四、數位化與後續應用及相關討論 

由於 「數位化 」， 仍是方興 未艾的議題 與趨勢。談 到「數位化 」，往往 認

為：文件掃描，上傳網路，藉由電腦即可提供讀者便利性的使用，這就是「數

位化」。因此，各古籍文物典藏單位，汲汲於思考古籍數位化，公家單位，藉

由國家大筆經費的挹注，得以順利進行；私立學校機關，受限於經費的取得，

以 本 校 為 例 ， 當 國 家 在 進 行 數 位 典 藏 計 畫 之 際 ， 即 因 位 在 中 部 ， 外 地 對 館 藏

古籍的陌生，或被認為不具迫切性於數位化的需求，而無法得知及列入此「數

位典藏計畫」的陣營。 



交流紀實 

93 

再者，部份人士誤以為，所謂「數位化」，只要購置電腦、掃描器等設備，

購 買 製 作 電 子 書 的 軟 體 或 尋 找 廠 商 製 作 ， 對 於 要 利 用 哪 些 介 面 提 供 讀 者 使

用 ， 不 考 慮 介 面 要 如 何 規 畫 ， 不 考 慮 文 件 掃 描 後 的 內 容 分 析 與 建 構 等 等 。 簡

單 的 說 ， 即 是 掃 描 後 交 給 廠 商 處 理 就 解 決 數 位 化 ， 導 致 目 前 館 內 的 數 位 產 品

或介面，一直不遂讀者使用，遑談數位內容保存、備份問題。 

周欣平副館長報告〈中華書本文化的數位保存及發揚：柏克萊經驗〉，提

到該館在「中文古籍善本文獻的整理、發掘、研究及數位化工作」的作為後，

與 會 者 提 出 ： 各 館 都 在 進 行 數 位 化 ， 到 底 有 無 一 種 數 位 化 的 標 準 ， 以 利 未 來

的 數 位 化 資 源 整 合 ； 公 共 檢 索 的 介 面 ， 要 如 何 安 排 ； 數 位 化 資 料 的 數 位 典 藏

有 無 保 存 的 年 限 。 這 些 真 是 值 得 大 家 用 心 思 考 的 問 題 。 例 如 有 位 與 會 學 者 提

問 ， 做 數 位 典 藏 是 否 特 別 考 慮 或 設 計 使 用 者 的 檢 索 介 面 。 周 欣 平 副 館 長 回 答

在 建 置 的 階 段 就 要 想 到 這 個 問 題 ， 同 時 周 副 館 長 也 提 到 ， 現 在 數 位 典 藏 的 工

作 流 程 已 經 不 像 當 年 剛 起 步 的 時 候 ， 想 做 什 麼 的 數 位 化 就 直 接 拿 來 掃 描 建

檔 ， 而 是 從 一 開 始 就 要 做 好 全 盤 的 系 統 規 劃 ， 再 來 才 是 數 位 化 工 作 ， 後 加

入 數 位 資 源 的 生 命 週 期 考 量 。 並 且 為 了 因 應 快 速 的 數 位 科 技 發 展 ， 每 五 年 就

要替數位典藏做一次轉移(migration)。 

我 們都知道， 紙質文物的 流傳，雖然 歷經天災、 人禍、戰亂 等因素 ， 至

少 現 今 仍 可 看 到 這 麼 多 的 文 件 保 存 。 藉 由 「 雲 端 」 的 備 份 ， 所 仰 賴 的 是 電 腦

設 備 ， 電 腦 技 術 ， 電 腦 軟 體 以 及 電 力 能 源 等 等 。 中 東 戰 爭 產 生 的 石 油 危 機 ，

目 前 各 國 大 力 進 行 各 項 能 源 發 電 以 解 決 工 業 化 社 會 所 面 對 的 電 力 缺 乏 等 問

題 。 以 往 紙 質 文 物 在 各 種 災 難 後 尚 有 餘 息 保 存 ， 現 今 若 有 類 似 的 事 件 ， 導 致

沒 有 設 備 與 電 力 使 用 ， 存 在 「 雲 端 」 的 龐 大 資 料 ， 將 要 如 何 拿 取 使 用 呢 ？ 以

早 期 的 電 腦 軟 體 與 存 放 的 磁 片 來 說 ， 利 用 這 些 工 具 建 置 與 保 存 的 資 料 ， 若 面

臨這類的狀況時，我們究竟要如何取回這些資料再利用呢？ 

至 於古籍的傳 播，周欣平 副館長在數 位典藏工作 執行的過程 ，發現 了 新

的 研 究 問 題 ， 也 就 是 古 籍 的 傳 播 方 式 ， 釐 清 古 籍 是 在 何 種 背 景 與 條 件 下 ， 流

向 海 外 各 個 收 藏 點 。 這 個 研 究 問 題 的 發 現 ， 代 表 柏 克 萊 加 州 大 學 圖 書 館 在 執

行 古 籍 的 數 位 典 藏 工 作 時 ， 考 究 其 藏 書 的 來 源 背 景 ， 也 顯 示 了 該 館 對 數 位 典

藏 的 對 象 有 全 面 的 研 究 ， 確 認 未 解 的 問 題 ， 其 考 證 的 發 現 也 成 為 數 位 典 藏 成

果的一環，讓數位典藏除了產出新的數位資源之外，也產出新的知識論述。 

結語 

古 代文件的保 護，分為原 生性保護與 再生性保護 兩種方式， 文件透 過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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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化，以一化千，對原文件產生原生性的保護--不必動輒提取、供人翻閱瀏覽，

導 致 文 件 的 毀 損 ； 經 由 數 位 化 的 再 生 性 保 護 ， 一 者 提 供 讀 者 不 懼 時 空 限 制 地

經 由 電 腦 畫 面 直 接 閱 讀 ， 一 則 只 要 處 理 得 宜 ， 即 可 提 高 利 用 的 價 值 ， 提 高 更

多、更新的資訊線索，增加研究者的研究材料。 

另 外，古籍數 位化在古籍 保存與管理 也有用意， 一是可以迫 使在數 位 化

之前，先行盤點古籍的狀況，或先行修復，或先行瞭解必需資料的建構項目；

二 是 數 位 化 後 不 再 提 取 原 件 ， 具 有 保 護 原 件 的 作 用 ； 三 是 便 利 以 一 化 千 的 復

刻再造功能，達到「客製化」，以及「文創」的思考與使用；四是促進古籍資

源散置各館的整合，提高各館的服務功能。 

參 與本次的研 討會後，後 續有興趣繼 續深入探討 的問題，如 當天研 討 會

所 論 及 的 珍 稀 藏 品 之 典 藏 及 數 位 化 古 籍 與 讀 者 互 動 的 狀 況 ， 如 何 評 估 數 位 化

之 後 的 古 籍 資 源 與 使 用 者 需 求 的 相 符 程 度 ， 以 及 期 望 看 見 數 位 化 古 籍 用 於 當

今學術研究之實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