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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庫介紹 

「全臺詩--智慧型全臺詩知識庫網」瀏覽記 

李育華  呂宜家 ∗ 

一、「全臺詩--智慧型全臺詩知識庫網」緣起 

長期以來，臺灣的文學研究多偏重於現代、當代新文學，傳統文學的

研究多被忽略。對於一般學院研究生而言，可能是緣於傳統文學的詮釋解

讀較現代、當代新文學困難，使其望而卻步；對學術界的研究者而言，恐

怕在於資料缺乏系統性的蒐羅整理，以致於傳統文學的研究成果相當有限。 

2001 年位於臺南的「國立文化資產保存中心籌備處」鑒於蒐集臺灣文

學史料的急迫性，積極推動各項文獻整理計劃。由施懿琳主持，結合 10 位

臺灣傳統文學研究者(許俊雅、吳福助、江寶釵、黃美娥、廖振富、余美玲、

黃哲永、楊永智、黃憲作)協力合作的「《全臺詩》蒐集、整理、編輯、出版

計畫」是當時的推展計畫之一，自從 2004 年《全臺詩》1 至 5 冊、2008 年

《全臺詩》6 至 12 冊出版以後，學術界已開始運用這筆資料。 

「全臺詩--智慧型全臺詩知識庫網」，是由國家臺灣文學館委託各界專

家學者所架設的一個網站。國家臺灣文學館於 2005 年 3 月 1 日至該年 12 月

31 日(共計 10 個月)，推行「智慧型全臺詩知識庫計畫--第一階段全臺詩全文

檢索系統」，計畫主持人為元智大學中國語文系羅鳳珠教授，參與的學者則

分屬中研院、元智大學、「全臺詩蒐集、整理、編輯出版計畫」工作團隊等，

皆為一時之選。該網站的貢獻在於積極整理臺灣文獻史料，地毯式地搜索

明鄭、清領至日治時期各階段臺灣所有傳統漢詩，加以重新標點、校勘、

編輯，並配合網路時代的來臨，將資料鍵入電腦，方便現代研究者參考使

用。其創網的目的與用心，所花費的心血與精力，著實令人敬佩，也讓臺

灣鮮為人知的傳統漢詩文學，得以廣大發揚和深遠流傳。 

「全臺詩--智慧型全臺詩知識庫網」的資料頗為豐富，匯集了明鄭時

期、清領時期、日治時期文人在臺所寫作的傳統漢詩。除此之外，亦將臺

灣所成立過的傳統詩社作一全面性的整理與記錄，使「臺灣傳統漢詩」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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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發展過的輝煌，能一覽無遺地展現在臺灣人，甚至全球人的眼前。其資

料的檢索可分為四方面：全臺詩全文索引區、全臺詩檢索區、臺灣詩社資

料庫、時空資訊系統。此外，還提供了國家臺灣文學館、網路展書讀、全

臺詩人名資料庫、全臺詩地名資料庫等網站的相關連結，為全臺詩的欣賞

研究與交流分享，提供了一個優質的學術平臺。 

二、網站搜尋方式簡介 

資料庫是相關資料的集合，讓使用者可以依他們的需求取得所需的資

訊，「全臺詩--智慧型全臺詩知識庫網」則成功扮演這樣的角色。以下就網

站的搜尋方式做一簡單的說明與陳述： 

(一)全臺詩全文索引區 

1.作品索引 

按照作者的姓氏筆劃，依序找到作者的姓氏及其全名，點選作者名稱

後，可閱讀該作者的詩作及相關索引資料，包括作者、詩文(詩題、詩序、

詩句 )、作品出處、寫作時間、相關地名等資料。 

詩作中有人名連結到「全臺詩人名資料庫」，提供詳細的人名相關資

料。詩作中有地名連結到「全臺詩地名資料庫」，提供詳細的地名相關資料。 

2.出處索引 

此為依照書名首字筆劃順序排列，點選該出處之後，即可閱讀相關作

者、詩作資料；點選該編者，可閱讀編著者的詳細資料。 

(二)全臺詩全文檢索區 

1.全文檢索  

檢索欄位有：作者或別名、詩題、詩序、詩文、註、作品出處、寫作

時間、相關地名⋯⋯等。其中「相關地名」包含「寫作地點」、「寫及地點」，

檢索結果則以「寫作地點」、「寫及地點」分開呈現。 

在作者或別名欄位，輸入一個字以上的作者姓名或姓名同義的所有別

名字號，都可以檢索到該作者的所有詩文資料。另有大類、小類、元素可

提供詞彙的意義分析與選擇，檢索結果列出作者、詩題、詩句、首句。從

詩題可以點選顯示整首詩。在其它欄位，輸入一個欄位以上的關鍵詞，可

以檢索含有該關鍵詞的所有詩作及相關資料。在一個以上的欄位輸入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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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進行檢索，也可同時二個以上的欄位，輸入的欄位越多，搜尋的範圍

越小，檢索的速度越快。 

詩作中有人名者連結到「全臺詩人名資料庫」，提供詳細的人名相關資

料。詩作中有地名者連結到「全臺詩地名資料庫」，提供詳細的地名相關資

料。 

2.註文檢索  

輸入一個以上的關鍵詞，可以檢索含有該關鍵詞的所有相關註文資料。 

3.作者資料全文檢索  

檢索欄位有：年代、朝代、姓名、親屬、出生地、籍貫、及第年、官

宦經歷、親族等等。輸入一個字以上的關鍵詞，可以檢索含有該關鍵詞的

所有作者相關資料。在一個以上的欄位輸入資料即可進行檢索，也可以同

時輸入二個以上的欄位，輸入的欄位越多，搜尋的範圍越小，檢索的速度

越快。 

人名部份連結到「全臺詩人名資料庫」，提供詳細的人名相關資料。地

名部份連結到「全臺詩地名資料庫」，提供詳細的地名相關資料。 

(三)全臺詩詩社索引區 

1.詩社名稱索引 

以詩社名稱首字筆劃為排序順序，可瀏覽閱讀各詩社相關資料，包括

詩社名稱、發起人、創辦時間、歷任社長、社員、詩社活動、產生作品、

詩社簡介等等。 

人名部份連結到「全臺詩人名資料庫」，提供詳細的人名相關資料。地

名部份連結到「全臺詩地名資料庫」，提供詳細的地名相關資料。 

2.詩社創始人索引 

以詩社創始人姓氏首字筆劃為排序順序，可瀏覽閱讀各詩社相關資

料，包括詩社名稱、發起人、創辦時間、歷任社長、社員、詩社活動、產

生作品、詩社簡介等等。 

人名部份連結到「全臺詩人名資料庫」，提供詳細的人名相關資料。地

名部份連結到「全臺詩地名資料庫」，提供詳細的地名相關資料。 

(四)全台詩詩社檢索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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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索欄位包括詩社名稱、發起人、創辦時間、創辦地點、歷任社長、

社員、詩社活動、產生作品、詩社簡介等等，輸入一個字以上的關鍵詞，

可以檢索含有該關鍵詞的所有作者相關資料。在一個以上的欄位輸入資料

即可進行檢索，也可以同時輸入二個以上的欄位，輸入的欄位越多，搜尋

的範圍越小，檢索的速度越快。 

人名部份連結到「全臺詩人名資料庫」，提供詳細的人名相關資料。地

名部份連結到「全臺詩地名資料庫」，提供詳細的地名相關資料。 

(五)時間資訊系統 

1.干支年號索引 

此為「干支年」、「西曆年」、「中國紀年」、「臺灣紀年」、「日本紀年」

的參照表，可參看互相對應的年代資料。 

2.干支年號檢索  

可查詢不同時代所相對應的年代資料。檢索欄位有「干支年」、「西曆

年」、「朝代」、「皇帝紀年」，在任何一個以上的欄位輸入任何一個字以上的

資料，即可檢索到年代資料。可依據所得的檢索結果，更了解詩作中提及

年代的相關訊息。 

(六 )空間資訊系統 

1.作家地理  

依據「全臺詩人名資料庫」的作家出生地、活動地區(遊宦地)、建立「全

臺詩作家地理資訊系統」，從地圖上可以清楚看到某一個時期某一個地區有

那些文人出生於該地或在該地活動，從中可看出每一個時期的文人薈萃地

區的概貌。 

2.作品地理資訊系統 

依據從「詩題」、「詩序」建立的地名資料庫，可據以建立「全臺詩作

品地理資訊系統」，亦即以地名為主，在地理資訊系統上顯示在該地產生的

文學作品有哪些。從「全臺詩作品地理資訊系統」可以看出每一個時期文

風盛衰的變化。 

3.詩社地理資訊系統 

依據「臺灣詩社資料庫」的詩社發起人、創辦時間等建立「臺灣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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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資訊系統」，從地圖上可以清楚看到某一個時期某一個地區有哪些詩社

產於該地或在該地活動，從中並可看出每一個時期的文人薈萃地區的概貌。 

三、網站瀏覽心得 

該網站雖然統整了全臺詩與臺灣詩社，然就使用方面而言，仍有許多

可再研究商議之處，茲就瀏覽此網站的心得綜述於下： 

(一)詩的蒐集數量眾多 

本網站網羅了臺灣地區從明鄭、清領至日治時期於臺灣創作的傳統漢

詩，數量之多，搜羅之廣，實為臺灣傳統漢詩研究的首要之選。長期以來，

臺灣的文學學術研究多偏重於現代、當代新文學，相較之下，傳統漢詩的

研究則多被忽略。經由多名學者從斷簡殘編、幾已絕版的文獻中，彙整眾

本逐字逐句加以校勘、編輯，潛藏蟄伏已久的臺灣傳統漢詩終於慢慢地被

喚醒，逐漸於文壇中展露光芒。然而美中不足的是，網站中並未對「全臺

詩」做一詳盡明確的定義，初入此網站的人，無法快速掌握全臺詩創作的

起迄年代及興衰概貌。 

(二)網頁架構清楚明確 

一個網站的成立與目的，在於方便人們瀏覽和查詢，因此，網頁的設

計首重版面清晰美觀，內容扼要詳實，文字精確優美，資料系統完整，瀏

覽方便快速。針對上述幾點細看本網站，頁面設計清爽潔淨，色澤柔和，

背景襯以孩童讀書圖增添活潑之趣，分類欄目主、次分屬簡單易懂，查詢

速度極快，資料整理簡明扼要。即便如此，仍有些可再斟酌研議之處：國

家臺灣文學館、網路展書讀兩網站的連結不甚清晰；查詢索引後文字的編

排(包含字體、格式)略顯生硬等。 

(三)搜尋系統分門別類  

網站的規劃主要分為四大主題：全臺詩全文索引區、全臺詩檢索區、

臺灣詩社資料庫、時空資訊系統，瀏覽者可針對自己不同的需求，進行不

同面向的檢索和搜尋。綜合四個面向加以配合使用，不但可以將相關資料

一網打盡，省去盲目搜尋所消耗的時間，更可清楚地掌握臺灣詩壇的延續

與傳承，對有心想要瞭解探究臺灣傳統漢詩史的人來說，有莫大的助益。 

(四)回顧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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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設語音朗讀助於欣賞詩味 

和「文」相比，「詩」的文字簡煉，意趣深遠，作者必須用最少的文字

表達出最深的含意，傳統漢詩的所以富含韻味，耐人賞玩，最大原因在於

誦讀時餘音不絕，引發人悠然長思。然而現代人多已失去「讀詩」的能力，

將詩的欣賞，停留在文字的意象和深意的探究，此事甚為可惜。網站中若

能藉由專家學者的口，朗讀出傳統漢詩獨特的韻味與節奏，從而彰顯文學

的藝術性與音樂性，相信必能啟發更多人對於傳統漢詩的興趣和鑑賞能

力，也能促進文學音樂學的保存和文化的傳承。 

2.網羅文人賞析評論  

近百年來臺灣社會進化快速，現今的生活樣貌和昔日相比，早已大不

相同，許多地方的風土民情和景物，已完全看不見早年的遺跡和陳習，這

些無法抑制的時代轉變，讓傳統漢詩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一般不具有誦

讀傳統漢詩能力、未接受專業創作訓練的民眾，無法就詩的文字讀出時代

的意義和作者的情感。因此，若能多方收集專家學者對傳統漢詩的賞析與

評論，相信必能拋磚引玉，傳統漢詩的解讀會更加多元，喚起更多人對於

傳統漢詩的熱情。 

3.透明化的交流平台 

一項計畫若想召喚更多人參與，勢必需要營造出更頻繁的互動機會、

更暢通的意見交流。本網站上雖設有意見回饋，但多止於單方面的提問和

表達，欠缺團隊與民眾的互享。若能在網站中公開瀏覽人的意見，彼此互

通對傳統漢詩的想法和體察，甚至公開研究的相關進展和計畫活動，讓網

站的成立不再只是單方面的給予，相信每一顆熱愛臺灣詩歌的心，一定會

在海內外各個角落成長茁壯。 

對於臺灣學者在全臺詩的研究、推展上所貢獻的心力和精神，身為寶

島一份子的我們，應該給予高度的支持和讚揚。沒有他們長年無私的奉獻

和犧牲，或許今日，這些美麗動人的詩篇依舊塵封在浩瀚的書海中。傳統

漢詩歌詠臺灣之美，關懷鄉土之情，每一個人皆須細細品味、深深體會，

才不枉費作者的辛勤筆耕、編輯整理團隊的片片苦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