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 造 臺 灣 的 回 憶 ： 地 方 文 獻 數 位    
 

            化 之 理 念 與 系 統 架 構       

 Rebuilding Taiwan Memory :  

Vision and System Architecture on Digitization  

of Local Documents 

 

 

 

 

 

 

 
陳昭珍  

Chao-Chen Chen 

國家圖書館閱覽組主任  

Head,Department of Public Service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摘 要 Abstract】 
                    地方文獻是一個地方的發展見證，將各地的地方文獻結合起來，就是一個社會、國 

                家最珍貴的史料。這些珍貴的文獻，若以傳統媒體保存，固然有其歷史意義，然後卻不       

                利於遠端的使用，而透過數位化將傳統媒體轉煥成電子檔，將使地方文獻賦有現代之意  

                義。本文主要之目的在說明地方文獻之範圍、蒐藏及處理狀況，以及地方文獻數位化計 

                畫之理念與系統架構、實施布驟等，希望藉由此計畫的推動，與同道一起打造台灣的回   

                憶。 

 

 Local documents are witness of local development；and their accumulation will form 
the most valuable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the society and the nation..One disadvantage of 
traditional means of preservation is that these precious collections, will not be able to be 
utilized by remote users. However, by transfoirning the traditional media into electronic 
files, it will be available to all who are interested and bring Taiwan's rich local culture to 
the international stage.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define the range of local documents, 
and to explain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ir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Vision on digitization,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dures of local documents were also being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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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地方文獻乃在記錄某一地方之信息，以保存地方之文化，換言之，地方文獻即是與

地方相關的各種資訊。若再進一步細分，則地方文獻的類型可從「資料類型」與「資料內

容」這兩個角度來看： 

一 ．依資料類型分 

若依地方文獻的資料類型來份，可將地方文獻分為：圖書文獻、文物、視聽與電子資

料三大類。 

「圖書文獻」包括過去與現在的各種圖書的形式。包括：圖書（單行本、套書、叢書

等)、期刊（週刊、月刊、季刊、年刊等）、簡牘、寫卷、書冊、手稿、圖繪、報紙、檔案、

書信、日記、研究調查報告等等。 

．  「文物資料」則是指如：陶文、甲骨、金石文字、印文、磚文、鏡銘、甲骨卜辭、鐘

鼎羿器、建築、手工藝等等。 

     「視聽與電子資料」，如口述歷史或民謠的錄音資料、布袋戲、歌仔戲、皮影戲等的

錄影資料、地方文物的展覽、演出光碟、網路上的相關網頁或電子報等。 

二 ，依資料內容分 

依地方文獻的資料內容分類，則地方文獻之類型包括： 

表一：地方文獻類型-依內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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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地方文獻之重要性 

地方文獻的價值，具體而言有下列四項：(註1）

1． 保存地方史料  

2． 增進地方瞭解  

3． 提供鄉土教材 

4． 凝聚地方意識 

這些珍貴的文獻，若以傳統媒體保存，固然有其歷史意義，然而卻不利於遠端的使

用，而透過數位化將傳統媒體轉換成電子檔，將使地方文獻賦有現代之意義，並增加下

列之價值:  

l．數位化之資料可藉由網際網路，傳播及介紹地方歷史與特色。 

2．可有效地保存地方相關資料。 

3．建立有價值的資料庫，成為有益於教育、學習、研究的數位化素材。 

 

地方文獻的蒐集、保存機構在各類型圖書館申以公共圖書館最為合適，在各國圖書

館相關規章中，都明確說明公共圖書館必需保存地方文獻的任務，如：(註2) (註3) 

  

(一) 我國相關的法令規章  

l．「各省市公共圖書館章程」第一條:「各省、市公立圖書館以儲存各種圖書及地 

方文獻供眾閱覽為目的，⋯」 

2．「臺灣省各縣市(立)圖書館組織章程」本省各縣(市)政府為儲存各種圖書及地方文 

獻供民眾閱覽，⋯縣(市)立圖書館⋯」 

3．「公共圖書館營運管理要點」壹總則第三條：「公共圖書館之設立應配合地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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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與需要，蒐集、整理、保存圖書資料及地方文物等，⋯」  

(二)大陸地區相關法令規章 

「省(自治區、市)圖書館工作條例」第二條:「．‥搜集、整理與保存文化典籍和地方文

獻⋯」 

(三)日本相關法令規章 

「圖書館法」第一章第三條：「‧‧注意蒐集鄉土資料，地方行政資料，美術品，唱

片，影片等，⋯」  

(四)南韓棺關法令規章 

圖書館振興法第三章第二十條:「．‥提供地方行政和產業方面之資料，⋯」  

(五)國際圖書館學會聯盟(Interm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 and institutions，IFLA)

的「公共圖書館綱要(Guidelines for Public Libraries)第一章，亦條列了七項公共圖書館

必須承擔的地方文獻工作。" 

 

由上述法令規章可見，蒐集、保存及傳播地方文獻是圖書館的天職，因此我國之公

共圖書館(包括文化局之圖書館、國市縣立圖書館、鄉鎮圖書館等)也在此任務之下，在各

館皆有地方文獻相關專室或專櫃，典藏為數可觀的資料。 

參 、圖 書館地方文獻蒐集及數位化現況 

公共圖書館雖為蒐集地方文獻最主要的機構，但並非唯一的機構，除了圖書館外，

各地尚有文史工作室、"基金會、博(文)物館、省縣市政府等單位，也熱心於地方文獻的

蒐集。為了確實了解國內相關機構對於地方文獻的蒐集、保存、管理及數位化情形，在

「臺灣省公共圖書館自動化與網路諮詢委員會」所進行的「地方文獻數位化模式及相關

標準研究」中，我們曾對全省蒐集地方文獻相關單位進行訪談及問卷調查工作，其中有

關各機構地方文獻的整理及維護情形如下各表所述：(註4) 

一 ．地方文獻的蒐集類型 

各相關機構對於地方文獻蒐藏的資料類型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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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各機構對地方文獻的蒐集以收藏照片(68.5)最普遍，其次分別是口述

歷史(65．4%)、文物(59.2%)、方志(54．6%)、族譜(54．6%)及歌謠諺語(54.6%)。 

選擇其他者，表示收藏版印、母語教學、圖表及數據資料、戰前作家手稿 

祭儀、遺址、聚落及廟宇資料、石器及文史報導記錄等。 

二．地方文獻的蒐集方式 

各機構蒐集地方文獻的方式如下表所示 

表三：地方文獻的蒐集方式

由上表可知，對於地方文獻的蒐集，以進行採集製作者(75.4%)佔最高比例，

其次分別為攝錄複本(58.5%)、贈送(54.6%)。 

三 ．地方文獻約蒐集目的 

蒐藏的目的叮代表各單位對於地方文獻保存及使用的理念，各單位的蒐藏之目的

包括下列各項： 

表四：地方文獻的蒐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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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各機構對於蒐藏地方文獻的目的，以保存文獻(77.7%)最高，其次

分別是認識地方(63.1%)、激發地方情感(56．9%)。選擇其他者，表示可提供辦活動

的參考、文化傳承。 

四．地方文獻的整理及維護 

資料蒐藏之後的後續處理，亦即其整理與維護情況如下表所示： 

 

表五：地方文獻的整理方式 

由上表可知，對於地方文獻的整理方式，以蒐藏保存(86.9%)的方式最為普遍，其次

分別是透過整理出版(59.2%)、製作目錄(25.4%)：選擇其他者，表示投稿於期刊雜誌、本

身未出版各種型式的資料、尚在整理中；而將地方文獻做數位化處理者，則屬少數，即

使有做數位化處理，也僅限於掃瞄少數圖檔，放在網頁上供人瀏覽而已。 

而在國外的圖書館，地方文獻的蒐集及數位化資料相當豐富，吾人可在美國各公共

圖書館的網站上，找到與當地有關的地圖、檔案、史料、照片、音樂、藝術、文學等豐

富的資料。茲列舉數例說明如下： 

表六：國外公共圖書館地方文獻相關網站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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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圖書館的數位化計畫中，又以國會圖書館的 「美國的回憶」(American 

Memory)最為著稱。美國國會圖書館本身擁有二百多種檔案收藏，多為美國歷史相關檔

案，為便利民眾讀取這些珍貴的歷史資源，以用在研究、教學及其他使用上，所以有『美

國的回憶』(American Memory)計畫。美國的回憶計畫乃以國會圖書館之檔案資料為始，

但目前已擴展為合作的國家數位圖書館計畫(Nation Digital Library Program)，一起將美國

的歷史文獻數位化。此計畫主要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制訂相關規格，讓參與此計畫的各類

型圖書館遵循，各館數位化之全文或多媒體檔案可分散儲存在各館中，但書目資料

(metadata)則需送國會圖書館一份，以便利使用者整合查詢相關資源。此數位化計畫之白

皮書有下列三份：(註5) 

l. Digital Historical Collections: Types, Elements, And Construction (1996)  
2. Access Aids and Interoperability (1997)  
3. Digital Formats for Content Reproductions (1998) 

肆、打造臺灣的回憶:地方文獻數位化計畫初期之範圍 

地方文獻是一個地方的發展見證，將各地的地方文獻結合起來，就是一個社會、國

家最珍貴的史料。但是沒有一個公共圖書館或文史機構能蒐集所有的地方文獻，沒有一

個圖書館能收藏全世界，也沒有一個圖書館能自己自足，這句話早已是圖書館經營的重

要指南。由於資訊的使用無國界地域之分，因此圖書館界的館際合作與資源共享也是必

然的結果。過去，國內外圖書館的合作包括：合作編目、館際互借、合作採訪及合作典

藏;而在網路時代，圖書館的合作更提昇為資料庫的共建共享。 

從使用者的角度而言，他所要使用的資料庫往往不曾只有一種，譬如客家文化，除

了在新竹縣立文化局可以找到一些外，桃園、苗栗、高雄、屏東等文化局也應該會有，

此時一個研究客家山歌的學者，若要做比較研究時，會需要查尋各個相關資料庫。所以

建立一個可以互通的、可分享的地方文獻數位化環境，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圖書館的責

任。如果各個圖書館自己買系統，自行數位化，當然也可以服務當地之需，但也會因為

規格的不一致而無法互通，這是數十年來圖書館界從自動化過程中累積的經驗，而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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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界的自動化系統能互通，編目資源可以分享，完全是因標準的訂定(如編目規則，機

讀格式，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共通規範書等）及大家合作的結果，目前各館透過國家圖書館

的NBINet進行合作編目，已大大的降低各館需要自行編目的人力與時間。因此，我們在公

共圖書館自動化與網路諮詢委員會所推動的地方文獻數位化計畫中，也以擬訂共通規範，

採用可互通的介面來建立地方文獻，以便利地方文獻的整合查詢與利用，希望能透過合作

與標準化的機制，達成保存、傳輸及數位典藏地方文獻之目標。 

地方相關資訊非常多，數位化的成本又非常昂貴，到底那些東西應該做數位典藏呢?

我們認為這個問題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考慮： 

1．想要有計畫的建立某一現存檔案的資料庫：如現藏某名人的手稿、日記、書信 

等，由於這些資料是現成的，所以不必再花時間蒐集; 

2‧想要有計畫的建立某一主題的資料庫：如客家山歌資料庫，地方藝術家資料庫、 

地方古蹟資料庫、地方歷史資料庫、古老的風俗資料庫等，這些資料可能有部份 

是現成的，但為了主題的完整性，及保留古老的風貌，可能要進行相關研究及地 

方遺老的采風工作。目前各縣市的文化中心都有特色館的發展計畫，如能以特色 

主題為軸線，搜集完整的主題資料，建立電子化資料庫，不失為一可行的做法。 

3．就現存館藏中較有價值者建立資料庫。這種作法並無固定的方向，此較就保存的 

角度在做數位化工作。 

 

由於文化中心規畫之初，均就各縣市之特色建立了特色館，蒐集典藏及展示該縣市

之特色文物，並以此特色為核心，蒐集相當多的文獻資料，各文化中心之特色館主題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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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使初期之地方文獻數位化計畫之成果具有特色，且能凝聚一些共識，所以我們

即以各特色館之蒐藏主題，定為各文化局在此計畫內要進行數位化之範圍。此外，由於

所需經費龐大，第一年之經費有限，而且有些文化局還在進行圖書館自動化及網路化的

工作，因此，參與第一年數位化計畫的文化局有：宜蘭縣、台北縣、新竹縣、台中市、

高雄縣及屏東縣。 

伍 、系統架構

 地方文獻數位化是一全國性的計劃，也是一個與傳統圖書館自動化性質截然不同的 

計畫，此種計畫就性質及採用的技術而言，也屬於數位圖書館或數位博物館計畫，它與 

    傳統自動化系統不同之處在於： 

1‧傳統資料庫所描述的多為文件資料，屬性較易掌握，數位圖書館/博物館所要描 

述的資料包括各種類型，屬性不易掌握； 

2‧傳統書目資料庫不必考慮多媒體物件的連結問題，電子圖書館/博物館系統一筆 

詮釋資料（metadata）會連接多件多媒體檔案： 

        3‧在圖書館的館藏目錄中，資料與他館重複者多，但地方文獻多為獨特唯一的資 

          料，不易重複，所以數位化資料的安全性及長久典藏問題，需有周全的考慮；為 

          因應此問題，在地方文獻數位化計畫中，我們規畫各文化局數位化之地方文獻都 

          各存一份在國家圖書館及國立台中圖書館，以便於資料的集中檢索使用及數位資 

          料的長久典藏之需。 

        4‧在數位圖書館/博物館系統中，詮釋資料的編目與多媒體編目應該可以獨立處理，

          以便於個別作業，再作整合或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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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進行數位圖書館/ 博物館計畫時，數位化物件的命名架構要事先訂定，以免產生

命名不一致或無法擴充等問題。此外，在詮釋資料與多媒體資料連結時，必需考

慮到未來多媒體檔案的儲存位置有可能改變．，所以不要花詮釋資料中填多媒體

檔案的實體位置(physical location)，而應填邏輯位置(logical location)，而系統應具備

由邏輯位置找到實體位置的功能，以因應檔案位置的轉移。 

 

綜合而言，地方文獻數位化之系統架構可以以下列各圖表示之： 

1．地方文獻整體存取及儲存環境： 

為了便民眾能透過各種管道獲得數位化之資料，也為了分散典藏的風險:並確保數

 位化檔得以長久保存，地方文獻之數位檔將以下列模式儲存並檢索(參見圖一)。簡單

而言，數位化後的資料將存在文化中心(局)、國立臺中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各一份。

2．各機構地方文獻數化系統架構: 

地方文獻數位化系統其實就是一電子圖書館系統，在此系統中，使用者可以採

用查詢或瀏覽模式找資料，而要提供查詢功能，數位化單位需要建立metadata資料

庫，無論是查詢或瀏覽，後端都需有多媒體伺服器。在此系統申，書目資料或網頁

的超連結可能是連到多媒體伺服器，也可能連到遠端的系統，為了確保連結的正確

性，必需有一識別處理系統，如OCLC的PURL或美國國會圖書館的Handl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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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etadata管理系統 

詮釋資料是數位圖書館/博物館系統的核心，為了使得各單位之系統具有共通性，本

計畫將採用我們在國科會數位博物館專案資訊組織與檢索研究計畫所開發出來的

Metalogy系統，來處理詮釋資料的輸入/出及資料庫管理，此系統的特色包括：(註6) 

a． 系統綱要(schema)主要依據輸入之DTD決定。  

b． 系統允許兼容多種不同DTD同時存在。  

c． 多種不同格式之資料能夠同時被檢索。  

d． 資料處理之結構允許吏用者依據綱要調整內定之欄位格式與使用條件。 

e． 資料轉入與轉出能依循所屬之DTD格式。  

f． 系統能判定轉入之資料是否符合指定之DTD格式，以及執行重複查核。 

g． 資料內部處理能包含欄位式結構、多媒體結構、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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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系統包含存取控制(access control)、異動記錄(transaction log)等系統管理功能。 

4．分散式查尋系統架構 

分散式系統是網路時代的主流，為了使得地方文獻數位化之系統可以與國際及國內其他各

系統互通，一定要考慮整合查詢的功能。這個部份目前考慮約有兩種處理模式，一種是Z39.50模

式(註7)，另一種是不考慮語意的問題，只管語法的XML search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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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XML-based'分散式檢索引擎架構圖 

陸、計畫進行步驟

完整與周詳的規畫是計畫成功的先決條件，由於筆者也參與國科會的數位博

物館專案計畫，及台大數位圖書館/博物館計畫，此外，在1999年也負貴公共圖書館

自動化與網路諮詢委員會的「地方文獻數位化模式及相關標準」研究，並建立一雛

型系統，因此，地方文獻數位化計畫將奠定在這些計畫的基礎上，進行由典藏單位

來做數位化的實務型計畫，我們進行的步驟包括: 

(一)、準備工作 

]．確定各單位本年度要數位化之資料，詳列清單 

2．研究各項議題並準備地方文獻數位化手冊，其內容包括： 

I.地方文獻數位化之目標 

   系統架構與功能需求 

皿.硬體需求 

IV. Metadata格式(語意、結構及語法) 

V. 命名建議原則 

VI.分散式查尋、資料上載及永久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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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各種資料類型之數位化標準與方法 

(1)文字資料 

(2)影像資料 

(3)聲音資料 

(4)視訊資料 

VI几各種資料數位化委外需求書 

戊．Metalogy系統操作手冊  

3．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之課程內容將包括: 

 
4．購買硬體，安裝及測試系統 

(二)建立資料庫 

1．資料自行數位化或委外數位化 

2．建立詮釋資料並與多媒體數位化檔連結(這個部份需要地方人士及專家的

幫小t) 

(三)網頁設計 

網站上導覽地方文獻功能及網頁設計 

(四)分散式儲存 

資料上傳到國中圖書館及國家圖書館。 

柒 、結語

地方文獻是臺灣的記憶，這些文獻如果未數位化，有心了解臺灣的人可能窮一世之

力，都很難找的完整，數位化計畫之目的即在幫忙民眾方便的找尋台灣的記憶；然而這

些資料散在各處，若各典藏單位無任何的協調整合，各自進行，那麼這些記憶還是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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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完整的，所以事先的規畫及標準的採用，是建立整體記憶非常重要的條件。

資料的數位化也是網路時代資訊服務的必然趨勢，如果只提供書目性資料供查

尋，而不能看到資料原件，無疑隔靴搔癢;但是如果只將資料掃瞄或數位化，而未提

供檢索機制，亦無疑將寶貝鎖在洞庫之中，而未配鑰匙，根本無法取得。 

世界各國有關數位圖書館/博物館的計畫相當多，所進行的研究及成果也相關豐

碩，我們希望國內各機構有經費要進行數位化的同時，也能研究並考慮他人已獲得

之經驗，並思考要如何做，而不是趕快招標、趕快委託廠商，然後將預算如期消化

完即可，這也是在地方文獻數位化這個計畫中，我們要求且勉勵自己的原則。 

注釋 

註1：陳仲彥，「公共圖書館推展地方文獻服務之研究：以臺灣地區縣市立(文化中心) 

圖書館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博士論文，民國88年12月，頁26--28

註2：地方文獻數位化模式及相關標準研究小組，「地方文獻數位化模式及相關標準研 

究報告」，民國88年6月。 

註3：同註1，頁44。 

註4：同註2。 

註 5 ： http://memory.loc.gov/ammem/elements.htrnl 
http://memory.loc.gov/ammem/interop.html 
http://lcweb2.loc.gov/ammem/formats.html 

 

註6：陳昭珍，「詮釋資料通用系統Metalogy之架構與設備需求」(簡報檔)，數位博物館

專案訓練課程：詮釋資料(Metadata)著錄實務，(台北：國科會數位博物館推廣辦

公室，民國89年4月13日) 

註7：陳昭珍。電子圖書館整合檢索之理論與實作。台北：文華，民國89年，頁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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