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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2012年「第9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
合作會議暨理事會第6次會議」及參訪紀要

吳英美  國家圖書館副館長

林能山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編輯

前　言

繼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於�0��年卸任

「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理事會輪值主

席之後，北京「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自

�0��年起擔任主席，並於甘肅省蘭州市主辦「第�

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暨理事會第�次

會議」。會議自�月��日至��日止，在中國科學院

國家科學圖書館蘭州分館舉行，會議主題為「數位

圖書館建設合作與館藏特色資源的數位化」，本館

由吳英美副館長率同林能山編輯出席，並以「數位

資源的書目管理與加值服務：臺灣的經驗」為題發

表專題報告。除了出席會議之外，此行亦同時參訪

甘肅省多所圖書館及莫高窟。

2012年「第9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暨

理事會第6次會議」

一、會議簡介

「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於�00�

年在香港成立，以促進世界中文文獻共建共享為宗

旨的國際合作組織。為了執行與管理此一組織相關

業務，於�00�年設立理事會，成員來自中國大陸、

香港、澳門、美國以及我國，目前共有�席代表，

除了大陸�席代表�票投票權之外，其餘皆分配�席

代表與�個投票權。理事會於北京「中國國家圖書

館」設立秘書處，除此之外，理事會並設有執行

主席，由各理事會代表輪值擔任，大會每�年召開�

次，而理事會則每年召開�次。

二、理事會

首先登場的是理事會，會議主席由北京「中國

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副館長暨蘭州分館館長孫

坦擔任，並邀請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邵東方主任

及美國密西根大學東亞圖書館楊繼東館長與會（受

理事會各成員代表針對議題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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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館）。首先由秘書處張煦秘書長（北京「中國國

家圖書館」國際交流處處長）代表秘書處進行工作

報告。

會中首先針對�0��年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與香

港大學圖書館所負責的「中文學術機構與典藏聯合

共享平台建構計畫」及國內�個單位參與的「華人

音樂文獻集藏計畫」�個新立項的進展進行瞭解。�  

由於立項工作推動順利，獲得理事會代表們高度肯

定。

本次會議的重點是針對諸如理事會與大會成員

的區別、理事會如何擴大影響力、大會或是理事會

的層級是否宜增加學術型會員還是朝向有助於穩定

的小規模發展、資金是否朝向民間募集方向發展等

議題進行廣泛的意見交換。

會中因與會理事對於參加�0�0年於臺灣舉辦的

會議印象深刻，因此特別邀請本館吳副館長於會中

分享第�次會議的籌辦過程與心得。最後決議�0��

年理事會會議舉辦地點為湖北省武漢市、及�0��年

「第�0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於香港

舉辦。

三、「第�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

本次大會主題報告共分成�個場次、�個專題報

告，分別由北京、香港、澳門、美國以及來自國內

的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臺灣音樂中心、及國家圖

書館擔綱專題講座。首日進行�場報告分別是:第�

場主題為「推動文獻典藏保護與整理、促進文化資

源合作與共享：國家圖書館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

的實踐與展望」，由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

助理孫一鋼主講。第�場主題「中國科學院機構知

識庫現狀與發展」，講座來自北京「中國科學院國

家科學圖書館」信息系統部主任祝忠明。第�場由

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聶華主講「CALIS機構知識

庫：建設與推廣、反思與展望」。

第�日上午首先由本館副館長以「數位資源的

書目管理與加值服務：台灣的經驗」為主題進行

專題報告，與在場與會代表以及甘肅省圖資界專業

館員分享本館經驗。吳副館長以「我是來自台北的

國家圖書館副館長…」開場，向大會聽眾問候，獲

得熱烈掌聲回應，演講內容以一次到位（one-stop 

service）的書目管理體系（自檢索至個人化的書目

服務）為主軸，貫穿本館多年來產出的龐大數位資

源的管理與應用，以落實對讀者知的權利的社會責

任。

理事會會議進行中，吳英美副館長(中)、會議主席孫坦(右)。

出席理事會代表合影。

1228-11-館訊.indd   17 2013/1/28   上午 10:44:19



��   國家圖書館館訊 �0� 年第 � 期（民國 �0� 年 �� 月）

【
館
務
報
導
】

 

第�場到第�場分別由香港中央圖書館鄭學仁

高級館長的「香港公共圖書館多媒體資訊系統簡

介」、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理事長王國強

的主題演講「澳門文獻資源數位化及資源共享概況

�0��」、及由美國密西根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楊繼

東的「HathiTrust數位圖書館的發展簡介和願景展

望」專題演講。

大會最後則分別由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副館長

陳光華報告「中文學術機構與典藏聯合共享平台建

構計畫」及臺灣音樂中心蘇桂枝主任報告「華人音

樂文獻」�個新立項的進展。

文化參訪

一、文溯閣《四庫全書》藏書閣

《四庫全書》收錄中國歷代典籍��,000餘種、

共計��,000餘冊，於����年（乾隆��年）開始編

撰、����年完成（曾淑賢，�0��）。�  之後分別收

藏於以下地點：紫禁城的「文淵閣」（現典藏於台

北故宮）、圓明園的「文源閣」（燬於���0年英法

聯軍戰役）、遼寧瀋陽故宮裡的「文溯閣」（現存

於甘肅省圖書館）、及熱河的「文津閣」（現存於

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此四閣稱為「內廷四

閣」或「北四閣」。「南三閣」則分別為江蘇揚州

的「文匯閣」與鎮江金山寺的「文宗閣」（兩者皆

毀於太平天國之役）、及浙江杭州的「文瀾閣」

（一部份存於本館）（徐小燕，�00�，�-�）。�  

文溯閣興建於����年完成於����年，原設於

瀋陽故宮，����年，中、俄關係緊張，基於潛在的

戰爭風險，北京政府決定將�,���種、��,���冊以及 

�,0�0冊清朝雍正時期所印《古今圖書集成》藏書搬

遷至甘肅省山中存放，�00�年現甘肅省文溯閣《四

庫全書》藏書閣落成，同時仍保有原建築特色。

進入典藏書庫參觀，首先必須將身上物品存放

於置物櫃，其次被要求穿上拋棄式鞋套。該館設有

《四庫全書》編纂歷程展示館供一般供民眾參觀，

本館吳副館長於大會發表專題報告

甘肅省文溯閣《四庫全書》藏書閣

牆壁上詳細的海報圖說，以及解說員回答吳副館長 (中) 提問。

出席�0��年「第�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暨理事會第�次會議」及參訪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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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圖文說明七閣《四庫全書》的成書過程及後續流

離歷程。

二、「莫高窟」—令人敬畏的文明遺跡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

產名錄的敦煌莫高窟，自西元���年興建以來，歷

經了北凉的十六國、北魏、西魏、北周、隋、唐、

五代、宋、西夏、元等�0個朝代，陸續有信徒、官

員、甚至貴族、帝王翻新或開洞窟，以建佛像與壁

畫（樊錦濤，�00�）。� 

 

「莫高窟」南到北全長�公里、上下四層，

目前共計保存���個洞窟，涉及藝術、宗教與歷史

等多面向的知識，且涵蓋此一時期的不同宗教、

民族、經濟、文化、科技等社會生活（樊錦濤，

�00�）。�  

因為佛像與壁畫建於「洞窟」裡，所以在歷經

千餘年至今，仍保存難以想像的多元文化。除了佛

教之外，還包含了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民

族方面則涵蓋了漢族、鮮卑、西藏、羌、蒙古與吐

谷澤等民族，同時也出現了南亞印度、西亞波斯、

以及歐洲希臘與羅馬等文化特色（樊錦濤、趙聲

良，�0��，pp���-���）。�  

民眾購買民票後可參觀一般的洞窟，至於特

別的學術性洞窟只開放給學者做研究或者是重要的

貴賓參觀，此次在敦煌研究院信息資料中心的安排

下，有幸進入部分特窟參觀，例如參觀��00年�月

��日發現成千上萬之敦煌寫經的編號��洞窟，而本

館典藏出自此窟敦煌寫經��種、���卷，其中最早

寫本為《十地不動論》，還有較為著名之《大方廣

佛華嚴經》及《佛說佛名經》等寫經。

洞窟皆有編號，擔心光線損害壁畫與佛像的顏

料，所以洞窟沒有電燈，因此許許多多的洞窟需要

解說員以手電筒輔助講解，也因為參觀人潮為數不

少，可能對洞窟產生破壞，例如開門時仍舊有微弱

的日光照入，民眾可能碰觸到壁畫上的顏料，因此

大陸有關單位正研擬以影片或其他方式取代現有入

洞窟參觀的模式。

氣勢磅礡的入口處上方標示著藍底金字 —「莫高窟」。

「莫高窟」左側綿延不絕的洞窟

洞窟編號��之特窟內景（樊錦濤，�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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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敦煌研究院特藏室

敦煌研究院是由成立於����年的國立敦煌藝術

研究所陸續轉型而成，負責敦煌莫高窟、全國重點

文物保護單位、安西榆林窟和敦煌西千佛洞保護、

管理和研究的綜合性專門機構。

原本成立的重點在於學術研究，但改革開放

後，觀光亦成為該研究院的工作重點之一，敦煌

石窟藝術內涵豐富廣大，需要非常專精的解說員

訓練，否則難以面對世界各國觀光客探索知識的需

求，訓練內容涵蓋宗教、歷史與藝術，除了院內之

外，也聘請院外學者專家擔任講師，語言的訓練也

是重點之一，而這些艱鉅的任務由敦煌研究院的接

待所承接（樊錦濤，�00�）。� 

在結束莫高窟行程後，簡短走訪敦煌研究院的

信息資料中心的特藏室，內部陳列建院以來的研究

成果、出版品，並蒐集來自世界各地關於敦煌研究

的書目資料。

 

四、蘭州市圖書館

蘭州市圖書館王館長親自接待，並簡單說明

該館的組織架構及服務現況與績效。身為甘肅省

本館敦煌石窟之寫經藏書《十地不動論》

本館敦煌石窟之寫經藏書《佛說佛名經》

清晰可見洞窟外的彩色壁畫

敦煌研究院信息資料中心特藏室書庫

出席�0��年「第�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暨理事會第�次會議」及參訪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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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性圖書館之一的蘭州市圖書館歷年來獲得諸如 

“國家一級圖書館＂、“甘肅省文明圖書館＂、

“全民閱讀活動先選單位＂、“省級文明單位＂等

多項獎章。�  館舍建築面積共�,���平方公尺，主樓

�層，每週開放�0小時。 

該館古籍藏書以地方文獻為主，其中以《蘭州

春秋》以及《庸音》�本手稿本最具代表性，書中

巨細靡遺，記載了蘭州歷史與社會文化特性。

五、甘肅省圖書館

即將歡慶百年館慶的甘肅省圖書館於����年建

館，下設包括舉世聞名的文溯閣《四庫全書》藏書

閣等��個業務行政部門，此外全省共�0餘個分館。

該館每年讀者約�0萬人次，藏書目前約��0萬冊，

�,000餘種期刊，��0餘種報紙，�00�年獲得文化部

“群星獎 — 公共圖書館服務獎＂，�00�年被授予

“全民閱讀基地＂稱號。�0  

該館共收藏古籍�,��0種、��,���冊，除了《四

庫全書》之外，館內著名典藏還包括最完整的大

型明版木刻叢書《永樂南藏》、以及《漢雋》與

《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等宋元刻本�0餘部。

此外，還收藏敦煌寫經、宋、元、明、清至近現代

的珍貴字畫�,000餘軸，西北地方文獻近�萬種、�

萬餘冊，其中還有未刊稿本《甘肅通志稿》和《重

修敦煌縣志》、甘肅省最早的報刊《甘肅官報》

（��0�-����年）、《新陇日報》（����年）等。

該館的地方文獻館蒐藏之豐富，與北京首都圖書

館、浙江省圖書館齊名。

 

蘭州市圖書館館長（左�）與本館副館長（左�）於中國古代
二十四孝大型木刻牆版前合影。

《蘭州春秋》

《庸音》
甘肅省圖書館館長郭向東（中）、副館長李芬林（左�）與本
館吳英美副館長（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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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為研究《四庫全書》專家的郭向東館長出

席多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並參與

立項工作，對於立項合作有高度意願，承諾甘肅省

圖書館將加入本館負責的古籍聯合目錄合作。

六、參訪蘭州大學圖書館暨專題演講

一年一度的甘肅省高校圖工委年會，正逢於此

次共建共享會議期間於蘭州舉辦，本館吳副館長受

邀於蘭州大學圖書館於年會上作專題演講，主題為

「當原件遇上數位：你我的難題與不歸路！」。

蘭州大學圖書館歷史可追溯至西元��0�年清

朝貢院的 “觀成堂＂（後為書庫）及“至公堂＂

（設為閱覽室） 的蘭州大學圖書館，總建築面積

為��,000平方公尺。��  

目前該館計有紙本文獻�00餘萬冊（件）、影

音資料�,000餘種，每年訂購國內外紙本報刊�,000

餘種，中外文電子資料庫 ��個。古籍方面，有較

多考古圖籍和金石甲骨文字著述，善本書有《皇明

經世文編》等�00餘種。

蘭州大學圖書館另有一個特色，將歷年以來對

該館有特殊貢獻的卓越人士、教授、校內、及館內

人員等成立一個「蘭大文庫」用來紀念這些人士，

並且鼓勵後人繼往開來為蘭大努力。

蘭州大學圖書館宋戈副館長對於本館數位化的

經驗表達高度興趣，尤其高度肯定本館將龐大的數

位化資料以一次到位（one-stop service）的書目管
本館吳副館長專題演講

蘭州大學圖書館書記葯麗雯（右�）副館長宋戈（右�）與參訪
來賓合影於圖書館正門前。

古籍閱覽室

「蘭大文庫」看板牆上簡介歷年卓越人士生平，宋戈副館長
（中），本館吳副館長（右）。

出席�0��年「第�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暨理事會第�次會議」及參訪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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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0��年「第�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暨理事會第�次會議」及參訪紀要

理體系服務讀者，此一成果與該館�大核心建設發

展方向息息相關：�. 特色化的文獻訊息信息資源體

系。�. 高水平的文獻信息。�. 專業化的文獻信息隊

伍。

結　語

全球化帶給人類前所未有的跨國界交流，互動

不僅只是來自不同社群，而且交流的領域也日漸廣

泛且深化。本館於國內圖書資訊界特殊的角色，積

極參與國際交流活動，一方面善盡國際社會成員的

責任與義務，為保存、傳遞人類知識而努力，另一

方面也是把握「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絕佳機會。

理論與經驗已經證實會員國在國際組織的影響

力，也可能來自於會員國給其他成員的綜合印象。

歷年來本館無論是對此次出席會議的組織的貢獻、

專業能力、主持會議的技巧與主導議題能力、或是

在會議中提出的專業建議，已經顯現本館在該組織

的重要性與影響力。

此次參訪敦煌文化遺跡，亦感受到「文化外

交」不同於傳統外交的影響力。「莫高窟」文化遺

產令參訪者折服於敦煌古文明之偉大，而本館典藏

為數眾多之金石拓片、寫本、及版刻，為我國提供

「文化外交」的堅強基礎，提昇我國於國際社會的

文化形象。以本館古籍聯合目錄為例，目前計有來

自美國、德國、日本、英國、南韓、及中國大陸等

國家的��個相關單位加入，並累積��0,���筆書目

（至�0��.0�.��），此一資料庫平台有助於提升臺

灣在國際社會的文化影響力。同時藉由此次參訪，

甘肅省圖書館館長已承諾加入此一持續擴大中的資

源平台。 

中國大陸圖資界有決心與執行力，企圖與世

界接軌。參訪的圖書館經營管理觀念、館員的專業

能力快速進步、積極涉入國際圖資領域的交流與合

作，不再是單方面向世界學習，而是努力參與為人

類改善圖書資訊的傳播貢獻一己之力。

附　註

註�.  分別為國家圖書館、台灣師範大學音樂數位典

藏中心以及臺灣音樂中心。

註�.  曾淑賢（�0��）。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經

部，（唐）李鼎祚等撰，台北市：臺灣商務印

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註�.  徐小燕（�00�）。東吳大學圖書館通訊 http://

www.lib.scu.edu.tw:�0�0/pub/s��/��-�.pdf，

pp�-�。

註�.  樊錦詩（�00�）。講解莫高窟，北京：敦煌研

究院。

註�. 同上。

註�.  樊錦詩、趙聲良（�0��）。燦爛佛宮，北京：

敦煌研究院，pp���-���。

註�. 照片翻拍自註�《講解莫高窟》，p��。

註�. 同註�。

註�. 蘭州市圖書館提供之簡介。

註�0.甘肅省圖書館提供之簡介。

註��.蘭州大學圖書館提供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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