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 言

太平洋鄰里協會第 1 2屆2 0 0 5年年會（P a c i f i 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 2005 Annual Conference）

於11月1日至 3日假美國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

（East and West Center at University of Hawaii）舉

行。本次年會主辦單位為美國夏威夷大學圖書館、

東西文化中心、中央研究院及太平洋鄰里協會，協

辦單位包括文化地圖協會（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 n i t i a t i v e，簡稱 E C A I）及太平洋電子圖書館聯盟

（ Pacific Rim Digital Library Alliance ，簡稱

P R D L A），贊助單位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及教

育部電算中心。本次會議主題為全球數位文化及智

慧財產（e-Cultur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Global Community），計有 1 5個國家、 1 5 0位專家

學者與會，主講者來自澳洲、英國、日本、韓國、

臺灣、泰國、美國、印度、加拿大等地。

國家圖書館近年來積極參與此協會，並共同

籌辦相關國際會議及參訪活動，此外，多次派員出

席該協會年會，去（2 0 0 4）年並曾派員分別在數位

圖書館（e - L i b r a r y）、數位論文（e - T h e s i s）及數位

學習（e - L e a r n i n g）三組議題場次中報告本館在數

位化內容發展的成果與經驗，與全球圖書資訊領域

學者專家進行專業研究及實務的交流，藉此掌握全

球數位文化、數位圖書館、數位內容的最新發展趨

勢，進而促進文化交流及國際合作。今（2 0 0 5）年

第 1 2屆年會國家圖書館指派鄭寶梅編輯代表參

加，在國際數位計畫合作場次中報告本館正在進行

中的兩項國際數位計畫合作案，合作單位為美國國

會圖書館及美國猶他家譜學會，這兩個舉世聞名的

文化機構，成立逾百年歷史，分別收藏有豐富的中

國古籍及臺灣族譜文獻資料，有鑑於這些歷史文獻

是世界重要文明遺產，透過數位化保存及網路傳

播，有助傳承文化，協助學術研究，提升文明，美

國國會圖書館及美國猶

他家譜學會分別與國家

圖書館商議合作，借重

國圖在中文資料數位化

的經驗與技術，將兩機

構典藏之善本古籍及族

譜資料分期合作進行數

位化掃描作業，達到資

源分享的目的。這兩件

合作案也為我圖圖書館

的國際數位合作計畫開

啟了嶄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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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平洋鄰里協會

太平洋鄰 里協 會（ Pacific Neighborhood

C o n s o r t i u m，以下簡稱P N C）源起於太平洋周邊國

家公立大學校長聯合會，促成此太平洋鄰近國家協

助計畫。 P N C成立的宗旨為推廣網際網路及透過

先進的網路技術，促進太平洋沿岸地區國家資訊的

交換及流通，使太平洋沿岸地區的各國成為生活密

切相關的近鄰，將太平洋沿岸地區轉變為太平洋鄰

里。1 9 9 7年年底 P N C總部由加州柏克萊大學轉移

至我國中央研究院，並由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接辦

P N C總部會務，負責籌辦 P N C年會及各項行政事

務。自 1 9 9 7年至 2 0 0 4年間，中央研究院每年固定

於太平洋沿岸不同地區舉辦年會，並針對各項網路

最新技術舉辦相關演講及研討會，增進各會員國間

學術交流及資訊共享之機會。 P N C 網址為

h t t p : / / w w w. p n c l i n k . o rg，提供有關該協會的成立源

起、活動訊息、會議資料等。

太平洋鄰里協會 2 0 0 5年年會除太平洋鄰里協

會外，尚有太平洋數位圖書館聯盟（ Pacific Rim

Digital Library Alliance）與柏克萊大學文化地圖協

會（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ve）共同與會協

辦。本次大會主題為「全球數位文化及智慧財

產」，主要在探討數位文化及知識產權在全球性的

共識，在文化藝術資產的數位化下，的確為文化流

通帶來了便利及普及性，但伴隨而來的產權問題也

油然而生，這些數位化所衍生的知識財產權相關問

題，在本次大會中所提出的研究及討論，普遍都有

熱烈的迴響，可見此議題及其未來發展方向的重要

性。

三、會議過程

本次大會的議程安排，第一天與第二天早上

有兩場專題演講，採全員出席的方式，其餘的會議

是依議題分組進行，議題的分組大致如下：

（1）數位文化（e-Culture）

（2）數位圖書館（Digital Library）

（3）數位檔案（Digital Archives）

（4）數位文化地圖（e-Culture Atlases）

（5）數位博物館（Digital Museum）

（6）數位科學及人文學的基礎架構（e-Science &

Humanities Infrastructure）

（7）地理資訊系統（GIS）

（8）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9）日本的人文地理資訊系統（Humanities GIS in

Japan）

（10）東南亞（Southeast Asia）

（11）國際數位計畫合作（International Digital Project

Collaboration）

（12）數位學習（e-Learning）

（13）數位出版（e-Publication）

（14）文化地圖與教學（Cultural Atlases in Teaching）

會議內容除講演發表外，另有成果示範區，

共有來自1 5個國家、1 5 0位圖書館人員或博物館、

科技人士、教育學家、研究計畫主持人以及與文化

資源與、科技工作有相關之學者專家，共襄盛舉。

筆者這次主要代表國家圖書館報告本館目前

分別與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簡

稱L C）及美國猶他家譜學會（Genealogical Society

of Utah，簡稱G S U）刻正進行中的國際數位合作

計畫，報告的時間為 11月 3日上午「 I n t e r n a i o n a l

Digital Project Collaboration Session」的場次，以英

文 發 表 報 告 「 Cultural Heritage without

Boundaries：On the International Digital Cooperation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報告中首先闡明國

家圖書館肩負本國文化資產（各種出版品）收藏的

重要任務，以及近年來本館如何因應網際網路及數

位科技來更有效保存及發揚光大圖書館收藏的文化

資產，特別是透過國際上相關的文化機構共同合

作，讓有關我國的文化資產在網路上重新聚合在一

起，便利全民及全人類共享，不受收藏單位及國家

疆界的限制。其次，一覽本館歷年來國際合作業務

的文化交流成果。三為認識本館收藏的重要文化資

產——中文善本古籍文獻資料，近年來由教育部及

文建會專案補助國圖的館藏數位化工程，以及「數

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經驗與數位內容成果，

包括數個專題數位典藏系統之建置，如古籍影像檢

索系統、臺灣記憶系統、臺灣概覽系統、走讀臺灣

系統等，皆有其個別服務網站，便利使用者上網檢

索利用，並輔以完成的數位影像檔舉例說明。四為

國家圖書館分別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及美國猶他家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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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兩單位合作進行國際數位化計畫的緣起、方

式、內容、現況及預期目標，以下摘要敘述之：

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

中文善本古籍數位化合作計畫

1 . 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中文善本古籍近 3 , 0 0 0部

（依據王重民《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

目》），版本自宋迄清初，其中以明代奏議、文

集具有價值，是海峽兩岸及東亞地區以外重要

的中文善本書藏，另該館所藏明清地方史料及

清版古籍也頗具特色，同為中國政治、社會、

經濟、文學以及地方史研究的重要材料。

2. 國家圖書館長久致力推動館藏資源數位化，並利

用館藏資源影像提供遠距研究與學習，在數位

資源的建立以及作業方式的規劃頗具成效，甚

受國際重視。自參與臺灣地區數位典藏計畫

後，更進行館藏珍貴古籍、地方文獻以及重要

報刊資源的數位建置，所以對中文資源的數位

化及其成果的傳佈，擁有豐富經驗。

3. 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主任李華偉博士與中文組

組長居蜜博士於 2 0 0 4年 2月拜訪本館，瞭解本

館古籍數位化作業，提出擬與本館合作進行該

館所藏中文古籍掃描計畫，希望借重本館古籍

數位化之經驗，協助美國國會圖書館將該館所

藏之中國善本古籍，製作為數位化檔案，以利

兩館典藏之收藏與交換。本館考量該掃描計畫

不僅提升本館在國際間館際合作之層次，並藉

此機會新增本館之善本館藏，充實漢學研究資

源，以利讀者運用。

4. 2004年5月，本館莊芳榮館長應邀參訪美國國會

圖書館，雙方正式口頭協議進行合作掃描案。

2 0 0 5年3月雙方簽訂合作協議書，開始進行數位

化作業。

5. 數位化作業自 2 0 0 5年3月至2 0 0 7年1 2月，由國

家圖書館安排人力、設備至美國國會圖書館進

行掃描作業，至 2 0 0 8年底前陸續提供後製作的

數位影像及建檔書目資料。

6. 第一階段掃描80,000影幅，以雙方館藏互不重覆

為原則。第二階段分別進行掃描本館館藏不同

版本的善本書目。第三階段將本館有館藏的善

本書目，在一年內完成由微捲轉製電子影像作

業。

7. 本項計畫的數位成果由雙方共享，網路檢索介面

先由國家圖圖書館提供，俟美國國會圖書館建

置專屬網頁後，雙方共同提供使用者網路查尋。

8. 美國國會圖書館善本古籍合作掃描數位化，是國

家圖書館國際合作的重要指標，也是國際數位

合作的開端。

9. 此合作計畫由國家圖書館特藏組負責與美國國會

圖書館亞洲部門共同執行。

國家圖書館與美國猶他家譜學會

臺灣族譜微捲資料數位化合作計畫

1. 族譜資料是研究地方史不可或缺的史料之一，為

完整蒐藏臺灣地區族譜資料，並充實有關臺灣

重要史料數位資源，國家圖書館於協助完成建

置「臺灣地區族譜聯合目錄」計畫（吳哲夫教

授主持）後，即於 9 3年初著手連繫擁有豐富臺

灣地區族譜資料的美國猶他家譜學會。

2. 經過長達近一年的三方溝通與確認，其間美國猶

他家譜學會亞洲研究中心經理錢正民先生並數

度訪臺當面協商，於在 9 3年11月2 2日雙方簽訂

合作協議書（Agreement between Genealogical

Society of Utah an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3. 首先由國家圖書館以優惠價格向美國猶他家譜學

會購藏臺灣地區家譜微捲資料計 8 8 0 捲（約

9 , 0 0 0種），同時該學會依其所獲授權，同意國家

圖書館進行數位化掃描及分析建檔，並提供未

10

出席「太平洋鄰里協會2005年年會」紀要

︻
會
議
報
導
︼

國家圖書館館訊 95 年第1期（民國 95年 2 月）國家圖書館館訊 95 年第1期（民國 95年 2 月）

鄭寶梅編輯於太平洋鄰里協會年會上發表報告



國家圖書館館訊 95 年第1期（民國 95年 2 月）

來網路非營利教育使

用。

4. 數位化作業期程，為

自微捲資料交付日起

5 年內，由國家圖書

館完成家譜微捲轉製

數 位 影 像 ， 並 作

m e t a d a t a資料分析建

檔，同時複製一份交

美國猶他家譜學會典

藏利用。

5. 94年8月初，國家圖

書館確定專案計劃經

費通過，遂於執行招

標作業前，由閱覽組

俞小明主任前往美國

猶他州鹽湖城猶他家

譜學會總部與其區域

經 理 沙 其 敏 先 生

（Melvin P. Thatcher）當面晤談，沙先生表示類

此之跨國數位化合作實屬首例，該學會極為重視。

6. 94年8月23日，本館順利完成招標作業，並要求

合作廠商依前述所訂規格及需求開始進行微捲

轉製光碟及 m e t a d a t a建檔處理。 9 4年度在教育

部專案經費支持下，完成 6 0捲微捲 5 2 1種家譜

資料。

7. 未來4年內，數位化家譜資料所需之後續經費，

仍亟需政府主管機關的支持，俾完整數位典藏

重要史料供學者專家研究利用。

8. 此合作計畫由國家圖書館閱覽組負責與美國猶他

家譜學會合作執行。

四、心得與建議

本次大會安排在夏威夷的首府檀香山舉行，

夏威夷有地球上最宜人的度假盛地之譽，會場設在

美國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綠意盎然的校園內，

知識的饗宴配合度假的氣氛， 1 9 9 3年P N C第1屆

年會於此召開， 1 2年後大家重聚夏威夷，一起見

證數位圖書館及數位典藏的蓬勃發展。主辦單位夏

威夷大學圖書館熱忱的接待，會場上周到的安排，

有別於不同國際會議者的特色是夏威夷花環的迎賓

方式，每場次都有主辦者代表獻花致送給主講者，

研討氣氛相當熱烈與和諧自在。

（一）持續參與太平洋鄰里協會

太平洋鄰里協會與其他國際協會以聯合年會

方式召開，讓各國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共聚

一堂彼此交流電腦、網路、資訊技術的最新研究發

展趨勢及應用現況，大會的主題為 e-Cultur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Global Community，更是

反映在全球數位文化興起後將面臨的各種知識產權

議題。透過此次國際會議的資訊交流及資源分享，

與會者均能掌握到新知及啟發。國家圖書館透過中

研院太平洋鄰里協會的邀請，由行政院國科會及教

育部經費支持下成行，會中分享近年來國家圖書館

的中文數位化經驗，與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猶他

家譜學會進行的國際數位合作計畫，與會者也熱心

提供本館一些具體的建議，期使這些國際數位化計

畫順利進行，更加豐富我國的數位文化資源，共同

在數位世界中加強傳播及貢獻臺灣產出的數位文化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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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數位文化發展及推廣的重要性

本次會議有來自各國的主講者，從他們在數

位文化的報告中，瞭解到各國在國家數位文化計畫

蓬勃發展的現況及趨勢，令人印象頗為深刻者為加

拿大國家文化入口網之建置（ c u l t u r e . c a），該項計

畫旨在整合促進加拿大數位文化內容之發展及推

廣，期使加拿大國內外使用者上網探索、發現、分

享加拿大創意的及多元的數位文化內容。

至於臺灣地區數位文化的整合推動計畫，全

國性規模者有「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和「文建會網路文化建設計畫」，這次會議在國科

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方面，中研院資訊所李

德財所長對該計畫的過去、現在、未來有深入淺出

的介紹，並精彩展示將第 1期計畫（2 0 0 2年至2 0 0 6

年）之成果，具體提出未來的第 2期計畫工作重點

之一為整合發現臺灣文化（Cuture.tw）入口網。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在民國 9 1年1月

1日正式成立，承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數位

博物館計畫」、「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國際數

位圖書館合作計畫」3個計畫的經驗，依據國家整

體發展，重新規劃而成。該計畫是一個人文與科技

並重的國家級數位典藏計畫，計畫的首要目標是將

國家重要的文物典藏數位化，建立國家數位典藏。

國家圖書館為該計畫數位內容的擁有及提供單位重

要機構成員之一，國家圖書館配合此計畫之進行，

積極將其所珍藏中文古籍文獻及期刊報紙進行大量

數位化作業，不但達到圖書文獻典藏的保存及再利

用，同時加強國內外收藏單位的傳遞交流及典藏數

位合作，也為漢學研究、臺灣研究、傳統文化發揚

賦予嶄新意義。在李所長的報告中，欣見這些機構

成員多年來的努力參與及貢獻，在國際會議上展現

出我國數位內容的豐富性及文化深度，相信進入第

2期計畫的再加值及推廣，不但可加速我國知識產

業及知識經濟之發展，而且有助在數位知識世界中

傳播臺灣產出的數位文化內容。

（三）太平洋鄰里協會未來發展的前瞻性

國家圖書館近年來積極參與此協會及共同籌

辦相關國際會議及參訪活動，去（2 0 0 4）年並與會

報告本館在數位化內容發展的成果與經驗，與全球

圖書資訊領域學者專家進行專業研究及實務的交

流。今（2 0 0 5）年第 1 2屆年會筆者在國際數位計

畫合作場次中報告國家圖書館正在進行中的兩項國

際數位計畫合作案。本次會議除了與參加會議者分

享本館最新的數位化發展之外，很高興有機會與來

自國內的其他 2 0多位報告者一起在 P N C分別發表

及展示臺灣在數位文化及知識產權方面的發展現況

及努力成果，另一收穫是從中研院林誠謙主任的專

題「e-Neighborhood Virtual Organization and PNC」

及該院同人報告的「Data Grid Services for PNC」，

瞭解到如何應用先進的網路及網格技術來發展

P N C 成為數位鄰里（ e - N e i g h b o u r h o o d）的可能

性，讓 P N C成員在資源的分享不再侷限於單純的

檔案傳輸，而是可存取任何地點的軟體、電腦與資

料，有效促進實質合作。網格技術相關計畫已在中

研院研發有成，未來將此先進技術推廣於 P N C，

期可加速促進知識的分享，達到全球性的學術交流

與合作，並將我國的數位經驗輸出與全球分享，如

數位典藏、數位圖書館及中文資料數位化等。

（四）年會研討議題的多樣性

本次聯合年會之研討議題相當豐富，涵蓋跨

學門研究領域，在太平洋電子圖書館聯盟的報告中

瞭解到加拿大、香港及大陸的圖書館在數位學習及

數位典藏的最新發展，如何以先進的技術來管理大

量的實體的館藏，自動化機具取書，結合數位典藏

資源，提供整合式的無縫數位學習環境，這些實務

經驗的分享相當可貴，由此看出各國圖書館不斷應

用新科技在為社會大眾、師生、研究人員傳播知識

的付出與努力。太平洋鄰里協會的活動和計畫中圖

書館也是重要組成，此實體的知識寶庫未來在數位

知識的傳遞及創新如何發揮其無限的潛力，與各領

域學科密切合作與交流已是一必然的發展趨勢。透

過此多樣化且跨領域議題及實務經驗的交流，無論

是成功或失敗的經驗，對於各圖書館或進行中的計

畫若面臨同樣的瓶頸或挑戰，不僅可作為借鏡，而

且開啟合作的可能性。

（五）文化典藏危機處理的必要性

由於會議時間相當緊湊，主辦單位夏威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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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圖書館特在會議期間安排與會者兩場參觀活動，

其中之一為該校H a m i l t o n圖書館的地圖珍藏大量遭

水患後的危機處理現況，該校圖書館在 2 0 0 4年1 0

月經歷一場豪雨成災的重創，影響範圍包括 2 3萬

幅珍貴的地圖收藏及航照圖、百餘臺電腦及上千種

政府出版品及該校圖書資訊系所設施。在該館同人

詳細解說下，我們看到該校圖書館在當地政府、學

校員工及師生及社區民眾的支持及協助下如何將珍

藏地圖加以修護、重建的過程及進展，一張張浸在

淤泥的珍貴地圖要如何處理才能重現原貌？經過人

工採用特殊的器具細心的清洗、乾燥及壓平等專業

處理，尤其是在珍貴地圖有破損時要如何決定以同

質的紙漿進行修護，這些專業修護技術更需要另外

接受專業訓練習得。對於大量已無法恢復或完全毀

損的歷史典藏及資料，倘使之前已完成數位化作

業，且異地備分保存這些珍貴的數位內容，是否能

稍為彌補原件的受損呢？至少這些歷史性文獻的內

容透過數位化的保存後還能再利用。當然特殊類型

資料所需的數位化技術及處理方式是否有別於一般

性的資料？水患重創對於H a m i l t o n圖書館服務影響

甚巨，該館至2 0 0 5年3月才對外恢復全面開放，然

圖書館的設施及館藏仍持續進行維護中，部分樓層

仍需一到兩年的時間加以修建。夏大圖書館特別安

排展示其遭受前所未有突發性水患後的危機處理結

果，誠可作為圖書館或文化典藏機構的借鏡，如何

防患於未然，包括危機處理小組、圖書館不同類型

收藏資料受損的處理方式等，平時重視危機處理的

課程培訓，透過網站的設置可隨時提供及更新相關

危機處理資訊及因應措施。

（六）全球中文善本古籍藝術珍藏的合作數位化

有關中文資料的數位化經驗及成果的報告

中，發現不管是西方或東方所珍藏亞洲的善本古籍

或藝術珍藏，因應網際網路及數位化科技的發展，

不少珍藏機構或單位相繼將這些珍貴文獻或文物予

以數位化，加強典藏保存，提升文化交流及學術研

究。為便於全球數位資料的交換、傳遞及使用，採

用統一的技術標準或規格顯然是必要的。在參觀夏

威夷大學美術館舉行的「 Making Connections：

Treasur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Library」特

展時，很高興能欣賞到 3百多件的善本古籍及特

藏，宛如進入時光隧道一探先人留下的文字智慧結

晶，文圖並茂者與文物反映先人的風俗民情，進一

步瞭解到這些珍藏並尚未進行數位化，其中不少中

文、日文或韓文的善本古籍展示，對於這次與會單

位有收藏相關文獻及累積數位化經驗者，將是不錯

的合作內容，若能透過國際數位化合作計畫，將可

擴增合作單位間數位文化典藏的資源與集中整合各

國散居他國異域的文化資產。

五、後　記

在此謹以感謝、感動、感佩的心，向所有參

與此國際數位專案計畫的同人致意。這次參與會議

算是筆者第 2次奉派代表國家圖書館出席，深感榮

幸。受邀報告內容的資料主要由閱覽組俞小明主

任、宋美珍編輯，特藏組彭慰主任及張圍東編輯熱

心提供，另外交換處蘇桂枝編輯及廖秀滿助理編輯

在英文資料方面的協助，以及莊館長及宋副館長的

指導。在短短的時間內，讓筆者在報告資料的蒐

集、準備、編輯過程中，得以進一步瞭解國圖兩個

國際數位計畫合作案的發展現況，且順利的在會上

展現國家圖書館在國際數位計畫的創新成果。

此外，非常感謝代表教育部與會的韓善民高

級管理師一路同行的協助及照顧，她熱誠的指導及

分享，尤其是向國際人士用心的介紹教育部六大學

習網的發展成果，令人深感敬佩；同時，很高興在

這次的會議看到國內近年來在數位文化資產、數位

學習資源、數位智財權的研究進展及突破，各場次

報告中的國際經驗分享及意見交流，更是一大收

穫。中研院同人在會前的籌備及安排聯繫各國與會

者，極盡辛勞，夏威夷大學圖書館盡地主之誼，在

會議閉幕餐會上招待與會者多彩多姿的草群舞表

演，讓這代表夏威夷數百年的歷史及文化的曼妙舞

姿，為大家在豐盛的知識饗宴外，留下美好的回

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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