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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文獻，是先聖昔賢的智慧結晶，為配合

資訊時代的趨勢，如何將重要的文化資產數位化，

並與其他研究機構交流合作，達成資源共建共享，

就成為國家的重要課題。本文將透過「東亞世界人

文信息學研究教育基地」的介紹，了解漢籍數位化

在日本建置資料庫的動態，以及對人員訓練的養成

教育，以期能為合作分享資源提供良好的契機。由

該教育基地所建構的「日本全國漢籍資料庫」，是

他們努力的成果，藉此能讓國內圖書館了解國際上

的動態訊息，以作為參考。

一、緣 由

「東亞世界人文信息學研究教育基地」是京都

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附屬機構，過去是以東洋學

文獻中心做有關東方學文獻的蒐集、整理，並舉辦

各種活動。由於資訊時代的來臨，於 2 0 0 0年該中

心擴充改組成為漢字資訊研究中心，並與國立資訊

學研究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等合作，建構

漢籍目錄資料庫，就是日本「全國漢籍資料庫」，

在2 0 0 3年，入選成為文部科學省的 2 1世紀C O E計

畫，該教育基地因此成為漢字研究的重要教育機

構。

二、目 標

「東亞世界人文信息學研究教育基地」的目標

是：成為新的跨學科領域的東亞人文資訊學。以中

國、日本為主的東亞諸國具有長期以漢字為媒介，

而孕育了豐富的歷史文化，然而為了在新的資訊化

時代，該教育基地保有傳統並追求新的發展，通過

資訊學重新建構東亞人文學。

該教育基地是以漢字研究為支柱，目的是通

過資訊學的方法重新建構漢字文化圈及其相關的人

文學研究。該基地的目標包括因數位化而失落的部

分在內的所有漢字文獻的保存與再生。

三、實施計畫

該教育基地由下列三個計畫所構成：

（一）關於東亞文字的人文資訊學研究

東亞世界是指漢字文化圈，該地域在漢字之

外，尚有自漢字延伸而來、與漢字有密切關係的各

種文字出現，並且至今仍被使用。為運用以上各種

文字進行人文學、資訊學研究，同時進行與此相關

的知識與技術的教育，以培養掌握最新知識與技術

的專家。

（二）漢字文獻資料庫的建構

建構漢字文獻研究的多層化、深度化對漢字

文獻資料庫而言，是重要的一環。為了實現此目

標，有必要對東亞的所有文獻通過標記技術進行電

子文本化、匯集有關文獻的詮釋資料（ m a t a d a-

t a），以及將此全部訊息資料有系統的匯集起來，

進行更高層的數位化。

（三）東亞人文資訊學人才培育計畫

本計畫的目的是建構現有的研究、教育事業

高質量的教育體系。就是人文學與資訊學的教育場

所，謀求漢字文化的全面發展。

對於相關的已設置的研究科（主要是人間．

環境學研究科、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的學生，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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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講授東亞人文資訊學的專業課程，同時在設置

於京都大學內的東亞人文信息學基地，實施以培養

兼通人文學、資訊學的人才為目的的專業教育，進

而積極接納來自以漢字文化為基礎的各國（主要是

東亞）的留學生，關於東亞諸國的相近而又相異的

漢字資訊系統，實施促進對其統一理解的集中教

育，謀求世界文化中的漢字文化的全面的發展。

教育內容大致可分為以下兩種：

1. 關於東亞語言的構造與電腦處理的教育

（1）關於東亞的各種語言（日語、漢語、韓語、越

南語等），進行其音韻系統及與文字之關係的

教育。

（2）對東亞的文字使用及文字資訊的數位處理的實

際情況進行調查、實習。

（3）展開關於東亞各種語言及文字的電腦處理的實

際運用技術的教育。

2. 關於東亞文獻的資料庫製作的教育

（1）進行關於東亞文獻的目錄學及工具書的基礎知

識教育。對於分類整理法，以京都大學人文

科學研究所漢字資訊研究中心實施至今的漢

文典籍講習會的實際知識為基礎，利用其所

藏圖書進行實習。

（2）講習東亞文獻的電子文本製作時不可缺少的標

記技術的基礎知識，使用電腦進行實習。

（3）對東亞文獻的資料庫製作到資料庫的質的轉

換，能有效地利用。

（4）在積極推進資料庫製作的國際研究機關（中央

研究院、中華佛學研究所、北京大學方正集

團等）展開實地調查。

同時上述三個計畫中的研究、教育計畫，在

京都大學（京都）設置一個基地，又與中國社會科

學院及北京大學（中國大陸）、漢城大學（韓國）、

中央研究院（臺灣）等最高級研究機構達成學術交

流協議，形成橫跨東亞整個地區的人文資訊學的國

際共同研究教育基地網。進而謀求與歐美的漢字文

化及人文資訊學的主要研究機構（例如加利福尼亞

大學、哈佛大學、大英圖書館、法國遠東學院、萊

頓大學）以及美國的維吉尼亞大學、匹茲堡大學等

合作，積極推動研究。

四、成 果

在日本為了保存、發展漢字文化，進行大規

模的討論漢字文化的歷史與現代的各種問題，形成

社會大眾共同擁有的意識，並開闢公開論壇、舉辦

研習會，並且出版《漢字和文化》（見下圖）刊

物，針對漢字和文化做深入的報導與研究。日後在

漢字文化的發展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為

了漢籍的保存與共享，我們更要對文化遺產保存與

利用做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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