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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現存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概況及
其數位典藏發展

王 麗 蕉 、 黃 燕 秋 、 李 依 陵  

日治時期圖書館的館藏文獻，在臺灣歷經二次大戰戰火、統治政權交替及天然

災害頻傳等破壞，能倖存下來的書籍相對罕見、珍稀，如何長期保存並推廣應用這

些珍貴文獻，隨著臺灣研究漸成學術顯學，成為近年來備受關注的課題。本文即以

臺灣典藏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現況為探討核心。首先，概述日治時期圖書館和圖書

館的設立及戰後各機構接收簡史；接著，分述國內主要典藏機構接收日治時期圖書

館舊藏回溯編目與開放概況，及其數位典藏計畫發展；最後，總結國內日治時期圖

書館舊藏現況，並以資源開放和整合發展，提出二點建議。

一、 前　言

日治時期圖書館的館藏文獻，歷經二次大戰戰火、統治政權交替及颱風地震

頻襲等破壞，能倖存下來的書籍相對罕見、珍稀，如何長期保存並推廣應用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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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文獻，隨著臺灣研究漸成學術顯學，成為近年來備受關注的課題。臺灣目前

各級典藏機構保存日治時期圖書館的舊藏者，以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以下

簡稱臺灣分館）接收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南方資料館和戰後購自臺北帝

國大學日籍教授藏書等三大舊藏，數量多達��萬餘冊，保存最為完整。由於臺灣

分館早年因空間不足，除了設置臺灣資料室，典藏抽存自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舊藏

中與臺灣相關的藏書外，大部分的舊藏仍散置各地書庫封存，未能回溯編目與開

放使用。直自�999年起，為促進臺灣史學術研究發展，並改善珍貴圖書典藏品質

和推動古籍文獻開放應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中研院臺史所）

與臺灣分館協議進行合作典藏計畫。雙方合作模式，是將臺灣分館原散存各地書

庫之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等實體館藏搬運至中研院，由臺史所以特藏方式典藏管

理，並負責此批舊藏書刊的回溯編目，以中研院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為平台，逐年

將整編完成的編目資訊即時以線上公用目錄開放各界查詢，並提供典藏調閱與複

印等應用服務。

隨著臺灣研究成為近年來熱門議題，和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全面展

開，國內各文史典藏機構紛紛投入珍貴古籍與檔案整編與數位化工作。其中亦包

括臺灣分館與臺史所，為促進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的長久保存與活化應用，皆動

員研究人員挑選與臺灣研究相關書刊進行數位化掃描，以及進行舊籍文獻後設資

料深度著錄工作，使珍貴的舊籍能以數位形式長久保存外，更提供豐富的內容資

訊，以便利查詢及取用。同樣進行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數位典藏計畫的機構，還

有國家圖書館（與臺南市立圖書館合作）、國立臺中圖書館，以及臺灣大學、中

興大學、臺北科技大學、臺北教育大學、和臺南大學等學校圖書館。

為利臺灣現有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資源整合，本文係依據中研院臺史所於

2007年底至200�年間所進行之國內文史資源調查和訪查紀錄結果，選定國內主要

典藏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之單位，再以分析相關歷史文獻和查核各機構網站最新

資訊，探討臺灣現存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概況。首先，簡述日治時期公私立圖書

館和學校圖書館的設立，以及戰後各機構接收圖書館舊藏情形；接著，分述國內

主要典藏機構接收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之回溯編目與開放服務，及其數位典藏計

畫發展；最後，總結國內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編目整理與數位典藏發展，並提出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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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治時期圖書館的設立與戰後各機構接收情形

臺灣近現代化圖書館事業，濫觴於日治時期�90�年私立臺灣文庫的創立。[�]

受到明治維新的影響，日本統治臺灣期間引進歐美圖書館經營模式。當時圖書館

的發展主要可分為公共圖書館和學校圖書館二大類說明之。

首先，在公共圖書館方面，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是日治時期唯一的府立公共

圖書館。�9��年臺灣總督府以敕令第62號頒布「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官制」[2]，同

年底於艋舺清水祖師廟內設立臨時事務所，次年遷移至臺灣總督府後方的舊彩票

局，�月9日正式開館。開館之初，接收因故停辦的私立臺灣文庫藏書，以及總督

府官房文書課之圖書，加上其他購置書籍，藏量總計2萬冊；至�9��年館藏統計，

中日文書有���,���冊，西文書有�2,60�冊，已達20萬冊，藏量大幅增長。[�] 二次

大戰爆發，因臺北空襲頻繁，�9��年初山中樵館長陸續將藏書疏散至新店青潭、

大龍峒保安宮、艋舺龍山國民學校、中和南勢角等四處，免於戰火燒失。[�] 

另，隨著�92�年臺灣總督府頒布「公立私立圖書館規則」，明令各州廳市街

庄及私人，得向臺灣總督府申請設立圖書館，使臺灣公共圖書館設立與經營有了

法律基礎。[5] 臺中州立圖書館即創立於�92�年，館舍最初設於當時臺中市榮町的

臺中俱樂部。[6] 而臺南州臺南市役所轄下的臺南市立臺南圖書館，其歷史可溯及

�9�9年臺南市財團法人臺南公館附屬圖書館，成立初期，一半的藏書由臺灣總督

[�]　 私立臺灣文庫的設置，主要是來自於臺北地方上的有志人士倡議。文庫從發起、集資、籌備

到開館歷時三年餘，終於在�90�年�月27日於臺北城內書院街的「淡水館」（原清光緒年間所

建的登瀛書院，今長沙街一段）開館。〈臺灣文庫に望む〉，《臺灣日日新報》，�90�年�月

27日，第�版；伊能嘉矩，〈臺灣圖書館小史〉，收於石坂文庫編，《私立石坂文庫第五年

報》（臺北：石坂文庫，�9��），頁2�-25。

[2]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一覽表》（臺北：臺灣總督府圖書館，�925），頁

�-�；山中樵著、林景淵譯，〈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的〈臺灣通訊〉〉，《臺灣文學評論》

�：�（200�.�），頁2�0-2�2。

[�]　 山中樵著、林景淵譯，〈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的〈臺灣通訊〉〉，《臺灣文學評論》�：�
（200�.�），頁2��-2�2；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概覽》（臺北：臺灣總督

府圖書館，�9��），頁�。

[�]　 山中正編，《木山人山中樵の追想》（東京：工陽社，�979），頁�06。

[5]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要覽：開館二十周年記念》（臺北：臺灣總督府圖

書館，�9�5），頁�-�、��-��。

[6]　 編者不詳，《臺中州立圖書館一覽（昭和�年9月編）》（版權不詳，�9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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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出借入藏，另一半為由委員會籌撥經費自日本內地購置 [7]，亦於�92�年將圖書

館的經營移交至臺南市役所，翌年臺南市訓令頒訂「臺南市立臺南圖書館處務規

程」、「臺南市立臺南圖書館規則」，繼續對外提供閱覽服務。[�] 日治時期公共

圖書館的發展，除了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及州廳市街庄等地方政府機構管轄圖書館

外，由於總督府頒布法規亦及於私人圖書館，使得臺灣在日治時期，亦有不少由

私人所設立的圖書館。例如，二次大戰期間，在臺日人為執行日本政府的南進政

策，實業家後宮信太郎捐獻一百萬日圓為基金，於�9�0年9月6日成立財團法人南

方資料館，專責蒐集華南及南洋一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情勢研究與資料。[9]  

其次，在學校圖書館方面，由於圖書館的設置，一向與學校教育發展息息

相關。日治時期學校設置及教育制度發展，最早是為培養國語傳習所及公學校

教師的師範教育，��96年9月頒布「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規則」，正式設置臺灣

總督府國語學校（以下簡稱國語學校），是由民政局學務部創辦的芝山巖學堂

改制而成，設有師範部與語學部，是臺灣師範教育之始。[�0] ��99年頒佈「臺灣

總督府師範學校官制」，分別於臺北、臺中、和臺南設立臺灣總督府師範學校，

�902年臺北和臺中停辦，隨著�90�年師範學校官制廢止，臺南的學生併入國語

學校師範部。[��] �9��年國語學校臺南分校於赤嵌樓開設。而在�9�9年總督府公

布「臺灣教育令」，第一次全面規定臺灣人教育相關事宜（故一般稱為第一次臺

灣教育令），分為總則、普通教育、實業教育、專門教育、師範教育，以及補則

等六章。其中規定實施師範教育的機構為師範學校，將國語學校改制為臺灣總督

府臺北師範學校，國語學校臺南分校再度獨立恢復為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

[�2] �927年，臺北師範學校因規模日漸龐大、校舍不敷使用，而分設為兩校，即臺

[7]　 〈赤崁短訊 設圖書館〉，《臺灣日日新報》，�9�9.7.27，第6版。

[�]　 編者不詳，《臺南市立臺南圖書館一覽（昭和�年度）》（臺南：臺南圖書館印刷部，

�929），頁2-5、�5。

[9]　 財 團 法 人 南 方 資 料 館 ， 〈 財 團 法 人 南 方 資 料 館 概 況 〉 ， 《 南 方 資 料 館 館 報 》 第 � 號

（�9��.�），頁�。

[�0]      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一覽：大正9年》（臺北：臺灣總督府

臺北師範學校，�920），頁�。

[��]     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9�9），頁626。

[�2]     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9�9），頁

6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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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第一師範學校與臺北第二師範學校，[��] 直至�9��年兩校又再合併為臺北師範學

校。[��]  

隨著第一次臺灣教育令公布，在實業教育與專門教育機構的設立，於�9�9

年將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課附屬工業講習所，改制為臺灣公立臺北工業學 

校，[�5] �92�年，再將原臺灣總督府工業學校及該校，分別改制為臺北州立臺北第

一及第二工業學校，�92�年再將兩校合併改稱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6] 此外，

為開發臺灣農林資源，特別設置專門學校培養農林人才，�9�9年成立的臺灣總督

府農林專門學校 [�7]，�922年學校改制為臺灣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接著在�92�年

被新成立的臺北帝國大學併入成為其附屬農林專門部，直到�9��年，才又分出獨

立設校，翌年改制成為臺灣總督府臺中農林專門學校。[��]  

 田健治郎就任臺灣總督，為確立日臺共學教育制度，於�922年公布新的「臺

灣教育令」（一般稱為第二次臺灣教育令），規定中等學校以上撤廢日臺區別主

義，大體依據日本本土的學制，而公學校教育與師範教育則承認臺灣特別的制

度。並於同年頒布「臺灣總督府高等學校規則」，創設七年制的高校，設有四年

制的尋常科及三年制的高等科。在�927年將高等科改為為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

校。[�9] 整體而言，日治時期教育機構的發展，主要在關注中學校、公學校等國民

教育，而為殖民所需專業人力培育，則設立了師範學校、工業學校和農林學校等

專業學校，至日治中期（�92�年）才設立臺北帝國大學 [20]，是為當時唯一的大

學。在各級學校成立的同時，特別是在專業學校和大學等高等學校，為支援課堂

[��]     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9�9），頁66�。

[��]     參見〈北教大簡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網頁」。查檢日期20��.�.26。網站：http://www.
ntue.edu.tw/onweb.jsp?webno=����������。

[�5]     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9�9），頁��6。

[�6]     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許佩賢撰，〈工

業講習所〉，頁��2。

[�7]     〈臺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官制〉，《臺灣總督府報》第��20號，「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

灣總督府府（官）報資料庫」。查檢日期：20��.�.27。網站：http://db2.lib.nccu.edu.tw/view/
showDataForm.php?CollectionNo=007�02��20a00�。

[��]     參見「中興實錄」。查檢日期20��.�.27。網站：http://archive.nchu.edu.tw。

[�9]     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9�9），頁

952-952。

[20]     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財團法人臺灣教育會，�9�9），頁

�2�-��5、607-6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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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與專業研究，學校內大都設置圖書館，以蒐藏圖書及開放閱覽。

由上述可知日治時期臺灣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在公共圖書館，除了臺灣總

督府圖書館外，還包括臺中州立圖書館、臺南市立臺南圖書館、以及南方資料館

等各州廳市街庄及私人所設立之公共圖書館。在學校圖書館，則包括臺北師範學

校、臺南師範學校、臺北工業學校、臺中農林專門學校、臺北高等學校、以及臺

北帝國大學等，為支援教育發展，提供教學與研究相關資源的學校圖書館。隨著

二次大戰日本於�9�5年戰敗投降後，國民政府接收日人在臺各類機構及其資產，

亦包括前面論及的公私立圖書館和各級學校圖書館等文化機構及其館藏。在公私

立公共圖書館藏書的接收方面，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前身臺灣省圖書館）

接收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與南方資料等二大圖書館館藏，國立臺中圖書館接收臺中

州立圖書館藏書，臺南市立圖書館則是由日治時期臺南市立臺南圖書館改制而成

立的。在學校及其圖書館藏書的接收，臺灣大學圖書館接收了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館的藏書，臺灣師範大學是依據戰後接收臺北高等學校改制的臺灣省立臺北高級

中學之校舍與設備所成立的，中興大學是接收臺中農林學校改組設置的，臺北科

技大學是由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改制成立，臺北教育大學是由臺北師範學校更

名及升格改制的，臺南大學是接收改組自臺南師範學校。（參見表一）

表一：臺灣主要接收日治時期圖書館及其館藏之機構承接關係簡表

           接收情形

 機構屬性
日治時期圖書館 戰後接收館藏或改制之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臺中州圖書館 國立臺中圖書館

臺南州圖書館 臺南市立圖書館

財團法人南方資料館 館藏由臺灣分館接收

學校圖書館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館 臺灣大學圖書館

臺北高學校圖書館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臺中農林學校圖書館 中興大學圖書館

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圖書館 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臺北師範學校圖書館 臺北教育大學圖書館

臺南師範學校圖書館 臺南大學圖書館

日治時期圖書館藏書，能躲過二次大戰戰火摧殘倖存留下已是相當不容易，

戰後又經歷機構接收改組，或館舍搬遷整修，或颱風地震侵襲等人為或自然損

害，超過一甲子歲月流轉，已是臺灣歷史發展重要的文化資產。茲就臺灣目前主

要接收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的機構， 以及其舊藏保存現況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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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9�5年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次年合併日人戰前設立

的財團法人南方資料館，成立臺灣省圖書館 [2�]，戰後初期向臺北帝國大學日籍教

授收購書籍。�97�年更名為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隸屬教育部。[22] 因接收日

治時期二大公私立公共圖書館舊有館藏，成為現今典藏日治時期臺灣資料及南洋

資料最具特色的圖書館，連同戰後購自返日臺北帝國大學教授藏書，約計有��萬

冊舊藏。

（二） 國立臺中圖書館

國立臺中圖書館的前身是臺中州立圖書館，戰後改為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

歷經遷址、設分館及多次改制，�999更名為國立臺中圖書館，歸屬文建會管轄，

200�年改隸教育部。所承接日治時期臺中州立圖書館藏書列為日文舊籍特藏，現

存約計有圖書2.�萬。

（三） 臺南市立圖書館

臺南市立圖書館前身為日治時期臺南州臺南市役所轄下的臺南市立圖書館，

戰後，更名為臺南市立圖書館，隸屬臺南市政府。[2�] 所承接日治時期圖書館藏

書，現存約有圖書�.6萬冊。

（四） 臺灣大學圖書館

臺灣大學前身是創立於�92�年臺北帝國大學，由於肩負著殖民地綜合大學的

教育責任，且為配合日本的南進政策，也扮演著國策大學的角色，積極從事南方

的研究。當時的圖書資料蒐集方針，一則配合學術與教育需求，頗重視東洋文史

領域的中、日、西文典籍資料；同時因為日本視臺灣為南進基地，以南方研究為

重點，故相關資料、書籍的蒐集極為豐富。臺灣大學圖書館現藏臺北帝國大學時

期藏書，約計2萬多冊，而期刊則有�00餘種（約�.7萬冊）。

（五）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戰後接收改制為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

學。�9�6年，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接收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的校舍與設備正式成

[2�]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發展政策修訂小組編修，《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發展政

策》（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7），頁2。

[22]     廖又生，《臺灣圖書館經營史略》（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5），頁�62。

[2�]     江美月，〈臺南市立圖書館簡介〉，《中華民國政府出版品簡訊》第�6期（200�.�2.��）。查

檢日期：2009.�.�。網站：http://openepaper.nat.gov.tw/epaper/org/�6/epaper0�_chapter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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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後改制為臺灣師範大學。[2�] 臺灣師範大學現存日治時期圖書主要為臺北高等

學校藏書，有2萬餘冊。

（六） 中興大學圖書館

戰後接收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臺中農林專門學校改組成立臺灣省立農業專科

學校，歷經多次改制與發展，�97�年改制為國立中興大學。[25] 圖書館承接日治時

期農林學校所藏資料約有�、�萬冊。

（七） 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戰後學校改制為臺灣省立臺北工業職業學校，歷經

改制及升格，於�997年改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26] 圖書館現存日治舊籍主要承接

自日治時期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時期的典藏，內容包含校史、工業教育與通識

相關領域的資料。另外，日本歸還國民政府在二戰期間從中國戰區內的學校或機

構取得的圖書，於�952年由行政院管理委員會交付該校託管。兩批圖書都是重要

的學術資產，因此列為特藏管理，總計現存特藏室舊籍有圖書�萬餘冊。[27]  

（八） 臺北教育大學圖書館

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戰後其芳蘭校區（保存國語學校時期及臺北臺師

學校學籍簿）更名為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學校，歷經改制及升格，於2005年正式升

格改制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2�] 圖書館承接日治時期臺北師範學校舊藏，總計約

�.�萬餘冊，列為圖書館特色館藏。

（九） 臺南大學圖書館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戰後經接收改組成為臺灣省立臺南師範

學校，200�年升格改名為國立臺南大學。圖書館承接日治時期臺南師範學校圖書

館舊藏，約計6千餘冊，內容涵蓋培育師資所應具備的知識，如歷史、文化、政

治、經濟、地理、物理、文學、音樂、兒歌、美術、宗教、風俗民情等。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本校簡史。查檢日期：20��.�.26。網站：http://www.ntnu.edu.tw/scr/about.
html。

[25]     參見「中興實錄」。查檢日期：20��.�.27。網站：http://archive.nchu.edu.tw。

[26]     參見〈校史編年〉，「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史館」。查檢日期：200�.2.�2。網站：http://www.
cc.ntut.edu.tw/~wwwhis/year.html。

[27]     參見〈日治時期舊籍整理編目及數位化作業〉，「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查檢日期：

20��.�.27。網站：http://www.library.ntut.edu.tw/files/��-�007-2�6�.php。

[2�]     參見〈北教大簡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網頁」。查檢日期：20��.�.26。網站：http://www.
ntue.edu.tw/onweb.jsp?web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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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述九所接收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之公共圖書館或學校機構，戰後大都

承接各機構原有資產設立，或改組更名、或改制升格，迄今仍保存著日治時期之

舊藏，總計有圖書�2萬餘冊。其中以臺灣分館接收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南方資料

館之藏書，以及購自臺北帝國大學日籍教授藏書等三大館藏保存完整，且數量高

達��萬餘冊，約佔臺灣現存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的六成。

 三、   現存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之回溯編目與開放服務

戰後新設置的圖書館，雖接收了歷經戰火倖存的珍貴典藏，但相對於新購入

圖書，日治時期的舊藏，保存迄今已超過一甲子歲月，圖書典藏狀態不佳；且出

版年代久遠、又多為日文與西文等外國語文書刊，回溯編目相對不易，除了臺灣

分館與中研院臺史所合作典藏計畫，和臺灣大學圖書館併入日常館藏回溯編目業

務外，多數圖書館限於人力與經費，僅能封存於密閉式書庫典藏。就各圖書館針

對日治時期圖書舊藏回溯編目與開放服務簡述如下。

（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臺灣分館現存日治時期三大館藏，總計��萬餘冊，由於早年因典藏空間不足

和人力有限，此批珍貴文獻散存在新店各地書庫，未能回溯編目建檔，故外界難

以得知與親近利用。隨臺灣研究漸成學術顯學，臺灣分館於�99�年設立臺灣資料

室，典藏自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舊藏中抽存與臺灣相關資料約2萬冊 [29]，並回溯編

目鍵入該館圖書館線上公用目錄，開放各界查找調閱。而大部分舊藏仍封存於各

地書庫，直至�999年，中研院臺史所為促進臺灣史學術研究發展，並改善珍貴圖

書典藏品質和推廣日治舊籍開放應用，遂與臺灣分館協議就臺灣總督府圖書館、

南方資料館、和購自臺北帝國大學日籍教授等三大日治時期圖書舊藏，約計�5萬

餘冊，進行合作典藏計畫，將封存各地書庫的舊藏全部運至中研院，以特藏方式

典藏管理，並由臺史所負責所有回溯編目工作，回溯鍵入中研院圖書館自動化系

統，以線上公用目錄開放查詢。

（二） 國立臺中圖書館

國立臺中圖書館現存日治時期藏書2.�萬冊，並未進行回溯編目建檔，而是以

試算表（excel）建置清單，利用網站開放目錄瀏覽服務。

[29]     潘淑慧，〈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臺灣資料中心簡介〉，《臺灣學研究通訊》創刊號

（2006.�0），頁�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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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南市立圖書館

臺南市立圖書館現存�.6萬冊日治時期舊藏，受限於地方圖書館人力與經費不

足，長期以來館方僅能封存於書庫，未能進行回溯編目整理。而是在與國家圖書

館進行合作數位典藏計畫時，挑選與臺灣史相關資料，共計2,�9�冊，書目資料和

數位化成果收錄於國家圖書館建置的臺灣記憶系統。

（四） 臺灣大學圖書館 

臺灣大學圖書館現藏臺北帝國大學時期藏書2萬餘冊，其舊藏回溯編目併入圖

書館編目例行業務，回溯鍵入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並利用線上公用目錄對外開放

查詢。

（五）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現存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圖書館舊藏2萬餘冊，回溯編

目鍵入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比例很少（不到7%），目前主要在於實體典藏維護，

使用者可以利用卡片目錄查詢，提供館內閱覽。

（六） 中興大學圖書館

中興大學圖書館針對現存日治時期農林學校所藏�、�萬冊舊籍，曾邀集農林

相關專家學者協助，挑選學生卒業報文（畢業論文），以及與臺灣研究相關的珍

貴書籍等，約�千餘冊，進行回溯編目，以圖書館系統提供資訊查找，實體開放館

內閱覽使用。其餘則在圖書館日常業務及經費、人力考量下，尚未有具體的整理

編目進展，現階段以特藏方式保存管理。

（七） 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現存日治時期圖書舊藏�萬餘冊，是學校重要學術資源，

自2006年起投入校務基金進行特藏舊籍整理編目計畫，書目清單收錄於學校數位

出版品服務系統。[�0]  

（八） 臺北教育大學圖書館

臺北教育大學圖書館針對日治時期圖書舊藏整編，比照該館圖書分類與編

目標準，是採取何日章的中國十進分類法，可由圖書館線上公用目錄瀏覽特色館

藏，查得特藏室圖書計7千餘筆。[��] 

[�0]     參見〈日治時期舊籍整理編目及數位化作業〉，「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查檢日期：

20��.�.27。http://www.library.ntut.edu.tw/files/��-�007-2�6�.php。

[��]     參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圖書館館藏目錄查詢系統」。查檢日期：20��.�.26。網站：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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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臺南大學圖書館

臺南大學圖書館承接日治時期臺南師範學校圖書館舊藏6千餘冊，保留卡片目

錄，少數館藏回溯編目鍵入圖書館系統。舊藏實體存於地下�樓的密集式書庫。

整體而言，國內主要典藏日治時期圖書舊藏單位，學校圖書館中以臺大圖書

館將日治舊藏回溯編目併入圖書館日常作業程序，以線上公用目錄開放查詢外，

其餘學校圖書館則在有限人力與經費下，若非僅完成少量或特定主題回溯建檔工

作，就是以書目清單方式上網提供瀏覽。公共圖書館在人力與經費相對更為不

足，回溯編目情況與學校圖書館類似，其中接收及保存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數量

多達��萬冊的臺灣分館，在回溯編目工作，除了將臺灣資料室中典藏的臺灣總督

府圖書館舊藏中臺灣資料，回溯鍵入圖書館系統外，其餘�5萬餘冊舊藏，則是與

中研院臺史所進行合作典藏計畫時，由臺史所完成所有舊藏回溯編目建檔，以中

研院線上公用目錄開放查詢服務。

由於臺史所與臺灣分館協議合作典藏標的，包括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藏書、南

方資料館藏書、以及臺灣省圖書館購自臺北帝國大學日籍教授藏書等三大館藏，

分別以T�、T2、T�等特藏代碼標示及典藏管理，扣除臺灣分館抽存T�中的臺灣資

料，合作典藏計畫共計�5萬餘冊，約為臺灣現存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總量的五成

之多。且在進行三大館藏回溯編目時，維持原有圖書分類標準，除了能保留日治

時期圖書館之圖書分類標準發展歷程外，更能以完成後回溯編目的書目資訊，分

析各圖書館的館藏發展及探究其設立任務。故就此日治時期三大館藏特色及書目

分類概況，簡述如下：

　�. T�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藏書

臺 灣 總 督 府 圖 書 館 以 典 藏 臺 灣 文 獻 資 料 和 中 國 南 方 及 南 洋 資 料 著

稱 。 採 用 和 漢 圖 書 分 類 法 標 準 （ 其 十 大 類 類 目 詳 見 表 二 ） ， 其 中 ， 臺 灣

相 關 資 料 皆 歸 類 於 總 類 下 的 0 7 0 （ 臺 灣 ） ， 臺 灣 分 館 將 此 類 下 藏 書 全 數

抽 存 至 臺 灣 資 料 室 集 中 典 藏 ， 未 納 入 合 作 典 藏 計 畫 。 經 回 溯 編 目 建 檔 ，

約 計 � 0 萬 餘 冊 ， 其 中 以 5 0 0 類 （ 法 制 、 經 濟 、 社 會 、 統 計 、 植 民 ） 為 最 大

宗 ， 其 次 是 � 0 0 類 （ 文 學 ） 及 � 0 0 類 （ 歷 史 類 ） ； 就 圖 書 語 文 而 言 ， 有 八

成 以 上 是 日 文 圖 書 。 此 外 ， T � 臺 灣 總 督 府 圖 書 館 藏 書 中 ， 有 後 藤 文 庫  [ �2 ]   

aleph��.lib.ntue.edu.tw/ALEPH。

[�2]     後藤新平（��57-�929），日本岩手縣人， ��9�年出任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長，�906年離臺轉任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裁。後藤新平個人藏書原由臺灣婦人慈善會保管典藏，�9��年全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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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姉齒文庫 [��]  二大個人典藏，亦各具特色。

　2. T2 南方資料館藏書

南方資料館典藏以南洋、華南圖書資料及南方調查研究為主。採用自行編

訂南方資料館資料分類基準表，因應館藏發展特色，不同於和漢分類法將法制、

經濟、社會、統計、植民全歸為一大類，而是將政治、經濟、植民分列為�00、

200、與�00等三大類。經回溯編目建檔，約計有�萬餘藏書。現存的館藏以總類為

最多（包含050類的期刊雜誌），�00類（政治）居次，第三是700類（歷史）。

由於館藏主要是蒐集南洋、華南圖書資料及南方調查研究，因此西文圖書超過六

成。

　　表二：臺史所與臺灣分館合作典藏三批館藏圖書分類法列表

T1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藏書
--和漢圖書分類法標準

T2南方資料館藏書
 --南方資料館資料分類基準表

T3戰後購藏自臺北帝國大學日
籍教授藏書--中國圖書分類法

000（總類） 000（總記） 000（總類）

�00（哲學、宗教） �00（政治） �00（哲學類）

200（教育） 200（經濟） 200（宗教類）

�00（文學、語學） �00（植民） �00（自然科學類）

�00（歷史） �00（產業） �00（應用科學類）

500（ 法制、經濟、社會、
統計、植民）

500（工業） 500（社會科學類）

600（理學、數學、醫學） 600（商業） 600（史地類—中國史地）

700（工學、兵事） 700（歷史） 700（史地類—世界史地）

�00（藝術） �00（自然科學） �00（語文類）

900（產業、家政） 900（雜類） 900（藝術類）

　�. T� 戰後購自臺北帝國大學日籍教授藏書

戰後，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第五任館長山中樵（任職期間自�927年9月至�9�7

書轉由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保管，命名為「後藤文庫」，開放公眾利用。文庫內容主要是和漢

書籍，又以歷史地誌、文學藝術的比例最高，計�,29�冊；西洋書則計��0冊。參見福田正義，

《後藤新平》（東京：滿州日日新聞社東京支社出版部，�9��），頁�6�-��9；〈武英殿刊版

の廿一史：後藤文庫中に光る逸品〉，《臺灣日日新報》，�9��.�0.26，第7版。

[��]     姉齒松平（���5-�9��），日本宮城縣人，�9�2年來臺，在臺北擔任辯護士。�9��年轉任臺中

地方法院判官，�9�0年受聘於臺北帝國大學，擔任民事訴訟法講師，�9��年逝世，隔年後人將

其藏書中的2,000餘冊寄贈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稱之為「姉齒文庫」，在分類號前加「姉」字

表示之，內容多為法學相關書刊。參見鰍澤榮三郎，〈姉齒學兄を懷ふ〉，《臺法月報》第

�6卷�0、��、�2合併號（�9�2.��），頁�99-20�；張圍東，《走進日治臺灣時代：總督府圖書

館》（臺北：臺灣古籍，20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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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留在臺灣省圖書館協助處理館務時，於�9�6年購置多位臺北帝國大學日籍

教授之藏書，計�萬冊。[��] 此館藏是採用賴永祥的中國圖書分類法分類整編。經臺

史所回溯編目建檔，約計有2萬餘冊。內容以500類（社會科學）佔最大宗。日文

圖書為主，約佔九成五。

目前三大館藏仍由臺灣分館與臺史所繼續合作典藏，其書目及典藏資訊，皆

可透過臺灣分館與中研院圖書館線上公用目錄查得。

四、   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之數位典藏發展

在臺灣研究漸受關注成為熱門學術研究課題，以及近十餘年來數位典藏國家

型科技計畫全面展開，國內各文史典藏單位及研究機構紛紛投入珍貴古籍文獻數

位典藏與加值推廣工作行列。由於國內公共圖書館與學校機構分屬不同政府部門

監督與輔導體制，茲以二大圖書館機構屬性，分述各館針對日治時期圖書舊藏數

位典藏發展如下。

公共圖書館執行的數位典藏計畫所需經費是由教育部或文建會補助。臺灣分

館的數位化計畫由教育部補助，自2007年起執行為期三年館藏日文臺灣資料數位

典藏計畫，並建置館藏日文臺灣資料圖書類與期刊類二種數位典藏資料庫，圖書

�.�萬餘冊、期刊�20種。臺中圖書館則由文建會補助，先由專家評選與臺灣歷史

相關且具重要性、罕見圖書，再比對日本國會圖書館數位典藏目錄成果 [�5] ，分

期進行館藏日文舊籍數位化工作，並執行與臺北教育大學圖書館合作數位典藏計

畫，數位成果可由臺灣歷史珍藏e點通資料庫檢索系統，和整合歷年來各類型數位

典藏成果的數位典藏服務網平台進行瀏覽及檢索，總計目前收錄在數位典藏服務

網的日文舊籍約計�,000餘冊。[�6] 臺南市立圖書館典藏日治時期舊藏，則在國家圖

[��]     廖又生，《臺灣圖書館經營史略》（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5），頁67；國立中

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日文舊籍目錄》（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

灣分館，�9��），頁�（序文）。

[�5]     日本國會圖書館是日本法定唯一保存該國出版品之圖書館。隨資訊網路及數位科技發展，自

�997年起開始發展數位典藏，包括國會議事錄、珍貴圖書、圖像等特色館藏。所建置「近代デ

ジタルライブラリー」（Digital Library from the Meiji Era）收錄明治、大正至昭和初期的珍貴

圖書，其中也包括許多與臺灣相關的日治時期舊籍。資料庫網址為http://kindai.ndl.go.jp/index.
html，另亦整合至該館的整合檢平台Porta 網址為http://porta.ndl.go.jp/。（以關鍵字=台湾，檢

得2,��7筆，20�0.2.�5查檢。）

[�6]     參見「國立臺中圖書館數位圖書館―日文舊籍數位典藏資料庫檢索系統」。查檢日期：

20��.�.26。網站：http://jdlib.nt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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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人力與經費支持下，挑選與臺灣史相關資料進行數位典藏工作，完成2,�9�冊

珍貴日治舊籍，數位化成果收錄於國家圖書館建置的臺灣記憶系統，書目資料對

外開放查詢瀏覽，數位影像限在兩館內使用。

學校機構的數位典藏計畫，大多是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補助推

動。臺灣大學為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主要執行機構之一，自200�年起圖書

館陸續挑選伊能文庫 [�7] 和田代文庫 [��] 等日治時期珍貴個人手稿及藏書進行數位典

藏工作，建置metadata和數位資料庫，以臺灣大學深化臺灣研究核心典藏數位化

計畫整合各項數位資源 [�9] ，開放查詢與閱覽影像。中興大學圖書館，自200�年起

獲得國科會數位典藏計畫經費支援，挑選日治時期學生卒業報文（即畢業論文）

作為數位典藏標的，主要以臺灣農業為主題，經歷三年計畫執行，已完成約�05冊

日治時期農林專門學校及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時期的卒業報文，建置日

治時期臺灣農業史料數位典藏計畫卒業報文網站 [�0] ，使用者可以瀏覽檢索相關的

日治時期臺灣農業文獻。臺北科技大學於200�年參與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挑選

圖書館日治時期珍貴舊籍進行數位典藏工作，完成圖書�26冊、期刊篇目�7�篇和

圖表�,5�5筆等數位化成果，以該校之學校數位出版品系統，開放於學校網域內使

用，包括網站首頁及書目清單。臺南大學則由數位學習科技學系參與數位典藏國

家型計畫，完成5�冊圖書數位典藏，建置臺南大學日治時代日文珍本數位典藏計

[�7]     伊能嘉矩（��67-�925），日本岩手縣人。��95日本治臺之初，即以陸軍雇員名義來臺展開臺

灣調查研究工作。�92�年臺北帝國大學設校前，從其遺族購入一批伊能手稿、藏書及原住民器

物。後其圖書與手稿等文獻入藏於圖書館，即為伊能文庫。文庫中主要為明治、大正年間出版

之臺灣關係洋裝書，約佔八成，但最珍貴是伊能本人在民俗、歷史、語言調查筆記等手稿。現

臺大圖書館有號可循為6�2冊，其中77冊為手稿。參見陳中禹，〈伊能文庫〉，收錄於張寶三

主編，《臺灣大學圖書館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日文臺灣資料篇》（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2005），頁�7�-�77。

[��]     田代安定（��56-�92�），日本鹿兒島人。��95年以軍屬派赴澎湖，開始從事與臺灣植物相

關研究和工作，�9�6年起任民政局技師。臺大圖書館於200�年整理舊籍，將田代手稿及藏書

啟封整理，田代文庫中主要是其田野調查所寫成的復命書等手稿。參見呂淑惠，〈田代文

庫〉，收錄於張寶三主編，《臺灣大學圖書館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日文臺灣資料篇》，頁

�7�-�79。

[�9]     「臺灣大學深化臺灣研究核心典藏數位化計畫」網站。查檢日期：20��.�.��。網站：http://
dtrap.lib.ntu.edu.tw/。

[�0]     「日治時期臺灣農業史料數位典藏計畫 -卒業報文」網站。查檢日期：20�� .� .26。網

站：http://tahda.lib.nchu.edu.tw/gs�2/nchudc/intro.html；「日治時期臺灣農業史料數位典

藏計畫-卒業報文第三期」。查檢日期：20��.�.26網站：http://content.ndap.org.tw/index/
?cat=20&action=detail&id=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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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網站開放查詢使用。

中研院臺史所與臺灣分館合作典藏之三大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5萬餘冊，在

回溯編目接近完工之際，200�年起參與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協助執行單

位是臺史所檔案館（當時稱古文書室），在關注古文書與檔案等一手史料數位典

藏工作外，為使珍貴日治時期舊藏得以長久保存與開放更多人應用，動員所內研

究人員挑選與臺灣相關、具史料與研究價值，如《臺灣建築會誌》、《廈門臺灣

居留民會創立三十五週年記念誌》等珍貴期刊與紀念性書籍，再查核國內和日本

國會圖書館數位化書目後，才確認進行全書數位化掃描工作。為了提昇古籍數位

典藏的使用價值，在後設資料的數位加值工作，除了基本書目外，更深入分析圖

書目次、期刊篇章、插圖圖說等，著錄非常詳細的後設資料，並建置日治時期臺

灣研究古籍資料庫整合書刊書目、期刊篇章和插圖圖說等詳細目錄資訊，並以館

藏層次描述（collection-level description）展現三大日治時期舊藏及其中個人文庫

的歷史脈絡及館藏特色。目前系統累計已開放圖書�,000餘冊，期刊��種（期刊文

獻�萬多篇），包括插圖圖說�萬餘筆。

整體而言，由於數位典藏所需經費之成本考量，國內各典藏機構就其保存日

治時期圖書館舊藏，僅能挑選與臺灣研究相關，且相對珍稀的書刊進行少量數位

典藏，以兼顧珍貴古籍長久保存與開放取用等數位化目的，累計各機構歷年來日

治時期圖書館舊藏數位成果有2萬餘冊。其中以臺灣分館完成圖書�萬餘冊、期刊

�20種的數量為最多，由於主要是利用微捲轉置成數位影像，加快數位化製作時

程，而能提供豐富的古籍數位典藏成果；而臺史所則完成圖書�千餘冊、期刊��種

居次，由於數位化方式是以原書進行全彩數位化掃描，後設資料著錄深入圖書目

次、期刊篇章、以及插圖圖說等內容資訊，故能提供使用者詳盡的古籍數位內容

查詢與高品質數位影像的取用。

五、 結　語

彙整前述各主要典藏機構接收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現況、回溯編目、典藏管

理與數位典藏等發展。（詳見表�）臺灣目前各機構現存日治時期圖書館的舊藏，

主要是由臺灣分館、臺中圖書館和臺南市立圖書館等公共圖書館，和臺灣大學、

中興大學、臺灣師範大學、臺北科技大學、臺北教育大學、和臺南大學等學校圖

書館，接收圖書館的館藏，亦承接各圖書館原有文化資產保存的任務，九所圖書

館現存珍貴文化舊藏之數量，合計有�2萬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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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圖書館就日治時期舊藏的典藏管理與回溯編目，公共圖書館因人力及資源

相對有限，早年都只能封存閉架式書庫，其中臺灣分館設置臺灣資料室典藏與臺

灣相關的書刊2萬餘冊，並回溯編入圖書館系統，其餘�5萬冊，則與中研院臺史所

達成合作典藏協議，由臺史所完成其接收之三大館藏回溯編目及開放線上公用目

錄查詢；臺中圖書館則建置書目清單，上網提供瀏覽；而臺南市立圖書館因人力

有限，尚未能進行全面回溯編目整理。在學校圖書館方面，由於支援教學與研究

的任務，皆將日治時期的舊藏併入圖書館日常業務，以特藏方式典藏管理，除臺

北科技大學編製書目清單，收錄於學校數位出版品系統外，多數圖書館皆將舊藏

回溯編目鍵入圖書館系統，以整合所有館藏，提供單一館藏查詢入口，其中以臺

灣大學圖書館回溯編目數量最多，約有圖書2萬餘冊，期刊��9種（�.7萬冊）。

日治時期舊藏的數位典藏計畫，在國內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和教

育部、文建會等部會經費補助，臺灣分館完成�萬餘冊和期刊�00多種，中研院臺

史所檔案館陸續完成有圖書�,000餘冊和期刊��種，臺中圖書館累計有�,000餘冊圖

書（含與臺北教育大學），國家圖書館與臺南市立圖書館合作完成2,000餘冊，臺

大完成伊能文庫及田代文書之手稿與部分藏書近2,000冊/件，中興大學、臺北科技

大學及臺南大學，皆參與國科會數位典藏公開甄選，各自完成數百冊舊藏數位典

藏。各典藏機構也建置數位典藏資料庫或計畫網站，提供各界查找或瀏覽。

總結臺灣現存的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近二十年來，隨臺灣研究漸成學術顯

學，國內各主要典藏機構在人力及經費等資源有限之下，為促進珍貴古籍長久保

存與活化應用，仍致力於日治時期舊藏的回溯整理與數位典藏工作，累積迄今已

有不少豐碩的成果。為利現有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及其數位典藏資源整合應用，

提出下列二項建議。

（一） 進行舊藏全面性回溯編目與開放調閱服務

在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的回溯編目，前述各主要典藏機構，少數如臺大圖

書館早年就將舊藏併入圖書整編例行作業，回溯收錄於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開放

線上公用目錄查詢外，大多數圖書館僅能封存於書庫。就目前日治時期圖書館舊

藏回溯編目及開放服務，以中研院臺史所和臺灣分館合作典藏之臺灣總督府圖書

館、南方資料館及購自臺北帝國大學日籍教授等，在數量規模堪稱全臺第一，�5

萬餘冊約是現存日治時期舊藏總量的一半。且保留各館藏原有分類標準，使研究

人員得以利用分類號瀏覽和查找相關館藏，更能一窺日治時期圖書館館藏政策及

其典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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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的舊藏，雖相對於新進館藏較為罕用，卻是臺灣珍貴文化資產，應

妥善保存與永續傳承，而回溯編目是典藏管理與開放服務的基石，國內各有關部

會應以國家典藏的觀點，補助前述各主要典藏單位以進行珍貴舊藏的回溯編目與

特藏環境的設置。而前述論及臺灣分館、中研院臺史所、和臺大圖書館等完成回

溯編目的機構，其目錄資訊皆以圖書館系統開放查詢，且上述各館之館藏主題涵

蓋各種學科知識，其館藏編目資訊，可以作為國內各相關典藏機構回溯編目抄錄

之用，以節省編目人力，加速回溯作業，促成舊藏的開放查詢與調閱服務。

（二） 建置數位典藏資源整合查詢服務

在舊藏數位典藏方面，各典藏機構為支援臺灣研究的發展，皆挑選與臺灣相

關的書刊，主題涵蓋範圍相當廣泛，包括法制、經濟、社會、殖民、文學、教育

等，累積各機構多年來數位典藏成果，現已有圖書2萬餘冊，期刊�00餘種之數位

化成果。截至目前為止，數位典藏數量最多臺灣分館，累積有圖書�萬餘冊，期刊

�00多種。而以中研院臺史所數位典藏的加值著錄最為豐富，除了基本書目外，深

入分析圖書目次、期刊篇章、以及插圖圖說等詳細資訊；且因書目回溯編目延用

原有館藏分類標準，在數位系統介面設計，除了基本書目及詳細後設資料的欄位

查詢外，更參考歐美國家發展的館藏層次描述，著錄三大館藏及個人文庫等歷史

脈絡、館藏特色等整體性描述，並連結至各館藏各別分類架構，提供合集與分類

瀏覽，以及收錄期刊的瀏覽查詢等期刊整合查詢功能。

由於各典藏機構數位典藏之掃描作業和後設資料著錄標準不一，且各自建

置數位系統，開放政策亦不相同，造成使用者查詢與取用不便。國內主要典藏機

構，實有必要建立一套整合機制與資源共享平台，便利研究人員以單一入口查找

資訊與取用影像。

致謝： 本文論及國內各主要典藏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之機構，係選自中研院臺史

所於2007~200�年所進行的國內文史資源典藏調查結果，對於各受訪單位相

關人員於問卷調查及實地訪查的大力協助，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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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臺灣各主要典藏機構現存日治時期舊籍概況
典藏
機構

機構簡史
日治時期舊藏來源
及現藏數量

典藏管理與回溯
編目情形

數位典藏計畫及系統
開放

備註

國 立

中 央

圖 書

館 臺

灣 分

館

�9��年成立臺灣總督

府圖書館，是日治時

期唯一的府立公共圖

書館，戰後由臺灣省

行政長官公署接收，

�9�6年合併日人於二

戰期間成立的南方資

料館而成立臺灣省圖

書館，�97�年更為今

名，隸屬教育部。

�.  臺灣總督府圖書

館藏書（T�）約

�2萬餘冊；

2.  南方資料館藏書

（T2）約�萬餘

冊；

�.  購自臺北帝國大

學日籍教授藏書

（T�）約2萬餘

冊。

�.  �99�年設置臺灣

資料室，自臺灣

總督府圖書館舊

藏抽存臺灣相

關書刊，約2萬
冊；回溯編目鍵

入圖書館系統。

2.  �999年與中研院

臺史所合作典藏

三大館藏，約�5
萬餘冊；由臺史

所回溯編目鍵入

中研院圖書館系

統。

�.  臺灣分館由教育部補

助，主要以微捲轉置

成數位影像，完成圖

書� .�萬餘冊，期刊

�00多種；建置日治

時期圖書全文影像系

統，及日治時期期刊

全文影像系統。

2.  中研院臺史所執行國

科會數典計畫，挑選

三大館藏中與臺灣相

關書刊，進行原書全

彩掃描，已完成圖書

�,000餘冊，期刊��
種；建置日治時期臺

灣研究古籍資料庫。

中研院臺史所與

臺灣分館合作典

藏，陸續移回臺

灣分館已有�0萬
餘冊，而T �日
文及T 2日文屬

研究型舊籍約5
萬餘冊，雙方協

議繼續合作典

藏，由臺史所檔

案館負責典藏管

理與開放調閱等

舊藏服務。

國 立

臺 中

圖 書

館

前身為�92�年成立的

臺中州立圖書館，戰

後改制為臺灣省立臺

中圖書館，�999年更

為現名，歸屬文建會

管轄，200�年改隸教

育部。

臺中州立圖書館藏

書，約2.�萬冊。

以特藏方式典藏管

理，利用Excel建
置書目清單。

由文建會補助，進行珍

貴日治時期館藏數位

化，並與臺北教育大學

合作，已完成�,000餘
冊；整合至數位典藏服

務網中的日文舊籍類提

供查閱。

臺 南

市 立

圖 書

館

�9�9年臺南市財團法

人臺南公館附屬圖

書館，�92�年移交臺

南州臺南市役所管轄

為臺南市立臺南圖書

館，戰後更名為臺南

市立圖書館，隸屬臺

南市政府。

臺南市立臺南圖書

館藏書，約�.6萬
冊。

封存於書庫，尚未

回溯編目建檔。

在國家圖書館人力及經

費支助下，完成2,�9�冊
數位化成果，以國圖的

臺灣記憶網站中圖書文

獻類提供查詢使用。

臺 灣

大 學

圖 書

館

�92�年成立的臺北帝

國大學，是日治時期

唯一的大學，�9�5年
接收改制為國立臺灣

大學。

臺北帝國大學圖

書館藏書，約2萬
餘冊，期刊��9種
（�.7萬冊）。

以特藏管理之，編

入圖書館系統。

執行國科會數位典藏計

畫，將舊藏中伊能文庫

（�,76�冊/件）與田代

文庫（�90冊/件）等部

分藏書進行數位典藏工

作；建置臺灣典藏數位

資料庫提供查詢使用。

數位典藏標的主

要為二個人文庫

中的手稿類典

藏。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圖 書

館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

臺北高等學校，戰後

接收改制為臺灣省立

臺北高級中學。�9�6
年臺灣省立師範學院

接收臺灣省立臺北高

級中學的校舍與設備

正式成立，後改制為

臺灣師範大學。

臺北高等學校藏

書，2萬餘冊。

保留卡片目錄，編

入圖書館系統的比

例很少。

日治時期舊藏非現階段

數位典藏首要目標，未

進行舊籍數位典藏計

畫，若經費及人力許

可，不排除挑選具使用

價值的舊籍內容進行數

位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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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
機構

機構簡史
日治時期舊藏來源
及現藏數量

典藏管理與回溯
編目情形

數位典藏計畫及系統
開放

備註

中 興

大 學

圖 書

館

�9�9年成立的臺灣總

督府農林專門學校，

於�922年改制為高等

農林學校，�92�年併

入臺北帝國大學，

�9��又獨立設校，隔

年改名為臺中農林專

門學校，戰後接收改

制為台灣省立農業專

科學校，�97�年改制

為國立中興大學。

臺中農林專門學校

圖書館藏書，約

�~�萬冊。

就日治時期學生畢

業論文回溯編目鍵

入圖書館系統（約

�~5千冊）。

參與國科會數位典藏公

開甄選計畫，完成日治

時期學生畢業論文�05
冊，建置日治時期臺灣

農業史料數位典藏計畫

卒業報文網站開放查

閱。

臺 北

科 技

大 學

圖 書

館

�9�9年將臺灣總督府

民政部學務課附屬工

業講習所改制為臺灣

公立臺北工業學校，

�92�改制為臺北州立

臺北第二工業學校，

�92�年合併臺北州立

第一工業學校改稱為

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

校，戰後改制為臺灣

省立臺北工業職業學

校，�997年改為國立

臺北科技大學。

�.  臺北州立臺北工

業學校藏書

2.  日本歸還二戰期

間從中國戰區內

學校機關取得的

圖書；

二大館藏約�萬餘

冊。

編製書目清單，收

錄於學校數位出版

品系統。

參與國科會數位典藏公

開甄選計畫，完成圖書

�26冊、期刊篇目�7�篇
和圖表�,5�5筆等數位化

成果，以該校之學校數

位出版品系統，提供查

閱。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圖 書

館

��96年臺灣總督府國

語學校由原民政局學

務部創辦的芝山巖學

堂改制成立，�9�9年
隨第一次臺灣教育令

公布改為臺灣總督府

臺北師範學校，戰後

臺北師範學校之芳蘭

校區改制為臺灣省立

臺北師範學校，2005
年升格改制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

臺北師範學校藏

書，約�.2萬冊。

編入圖書館系統。 與臺中圖書館合作，進

行珍貴館藏數位化，共

計完成2�5冊，整合於

臺中圖書館數位典藏服

務網中的日文舊籍類提

供查閱。

臺 南

大 學

圖 書

館

��99年成立的臺灣總

督府臺南師範學校，

�90�年隨師範學校官

制廢止而臺南的學生

併入臺灣總督府國語

學校師範部，�9��年
設立國語學校臺南分

校，�9�9再獨立恢復

為臺南師範學校，戰

後改組成臺灣省立臺

南師範學校，200�年
升格大學改為國立臺

南大學。

臺南高等學校藏

書，約6千餘冊。

典藏於密集式書

庫，保留卡片目

錄，少數館藏回溯

編目鍵入圖書館系

統。

由數位學習科技學系參

與國科會數位典藏公開

甄選計畫，完成5�冊，

建置臺南大學日治時代

日文珍本數位典藏計畫

網站開放查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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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and Digital Development 

of Library Collections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in Taiwan 

Li-Chiao Wang  Yen-Cheuw Ng  Ti-Ling Lee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digitization of the 
collections that took over libraries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rief history of public and school libraries in ��95-�9�5 and the 
takeover of library collections in the early postwar years. Furthermore, describing the 
status of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management by libraries, and investigating the digital 
archive projects of the rare books in Taiwan. With the experiences and achievements 
in these project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possibilities of open access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for librari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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