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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硏究主要目的是欲瞭解「臺灣記憶」系統的使用情形，並從中獲得改善系 

統的具體建議o爲將具體硏究問題包含：

(一） 「臺灣記憶」系統使用者爲何?

(二） 「臺灣記憶」系統使用者之使用動機爲何?

(三） 「臺灣記憶」系統功能及內容被使用情形爲何？

(四）使用者對「臺灣記憶」系統之期望爲彳可？

爲回應硏究問題，計畫團隊採取之收集資料策略，包含個案分析、訪談法結 

合使用情形之觀察等方式：在個案分析上，以與「臺灣記憶」系統性質與條件相 

近的American Memory做爲標竿網站進行分析。訪談法結合使用情形觀察，主 

要包含以一般民眾爲對象的初步評鑑，及以台灣史硏究人員爲對象的專家評鑑等 

兩階段，分別於2008年 7 月及11-12月間，對 5位及 8位受訪者進行資料蒐集 

工作。

硏究結果從台灣史硏究人員之背景與資訊尋求行爲、其使用「臺灣記憶、」系 

統之情形、以及其對於「臺灣記憶」系統之期望等三方面加以陳述。在台灣史硏 

究人員之背景與資訊尋求行爲上，本硏究試圖從台灣史硏究性質、台灣史硏究人 

員訓練、及資訊尋求行爲的角度，勾勒出台灣史硏究人員之樣貌。使 用 「臺灣記 

憶」系統之情形的部分，則藉由台灣史硏究人員使用「臺灣記憶」系統之動機及 

實際使用該系統之結果，建立對系統使用情況之了解。硏究發現，台灣史硏究人 

員是以目的導向的心態使用系統，但可爲分成兩個層次的動機：一種是想取得某 

個主題相關的資料而前來使用，另一種則是目標更爲明確的已知物件蒐尋 

(known-item search)。根據實際使用該系統的結果，主要有以下8項關於網站功 

能與人機介面的改善建議：

1 • 重新考量整體內容的組織方式：特別是類別及其分類屬性的一致性。

2. 重新考量「古書契」分類的恰當性：需有依據或說明。

3. 3女善使用者對於^圖像」下內容的期望與網站上實質內容的落差。

4. 提高原件掃描的解析度及圖片的大小。

5. 進一步說明網站上顯示「沒有權限」的連結。

6. 「進階檢索」的分項選擇應允許使用者一次全部勾選。

7. 增加本網站內容的豐富性。

8. 以主題方式規劃「特展館」’ 以提高使用興趣。



根據台灣史硏究人員之背景及其使用行爲，對台灣記憶系統提出以下5點期 

望 ：

1 . 提供史料全交檢索的功能；

2. 以全宗做爲分類依據的必要；

3. 「特展館」的內容可更豐富；

4. 介面設計應更爲簡明；

5. 史料之間的關聯度要更緊密。

結論部分，則從硏究結果之觀察統整出三項議題加以探討：

1. 系統設計須關注使用者背景之分析；

2. 「臺灣記憶」系統現階段未能有效支援台灣史硏究人員之需求；

3. 經營規劃上，除須納入版權及經費等內部因素之考量外，也應同時納入 

台灣史硏究環境因素之考量。

最後提出三個期程之具體改善建議，在近程部分，以 「完 善 『支援歷史硏 

究目的』的基本必備條件」爲指引，希冀能：1.解決高解析度圖檔取得的問題； 

2.建立完善的網站內容授權制度，落實支援硏究之原意；3.改善檢索系統的易用 

程度。在中程部分，貝(J以 「建立合於使用者所需的系統內容管理與組織方式」爲 

核心，包含 1.以史料完整性的角度思考分類；以及2.強化metadata支援硏究的 

程度。在長程部分，則以「開發系統使用的多元可能」爲目標，包括 1.豐富系統 

中數位化物件之數量；2.爲不同使用對象提供適用的服務。



第一章研究緣起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數位圖書館，自開放以來，不斷提供多元豐富的 

內容，包括各種電子資料庫、數位典藏、及數位化政府與學術資源，並期以親和 

有用的系統介面廣泛推廣及運用。經歷多年努力，以累積相當的數位化資源內 

容 ，系統介面也幾經改版，從資訊提供面而言，成果豐碩。

然而，資訊市場日新月異，使用者需求多變，從資訊使用面而言，永續經營 

則有若干問題有待進一步瞭解 :哪些產品服務項目有被使用? 多少人使用？是誰 

在使用? 使用者的需求被滿足的程度如何? 使用上有何困難？哪些潛在使用社 

群應可受惠於所提供的資訊資源? 這一系列問題之解答，可提供擬定推廣策略及 

系統介面改版的依據。

根據國圖同仁表示，「臺灣記憶」在國圖網站中，屬於使用率較高者，且網 

站內容很能代表我國文化人文特色。因此期能對於該系統有進一步發展及增進， 

使其成爲台灣產官學硏各界了解台灣史料之重要資源。本硏究執行之初，爲增進 

「臺灣記憶」系統之認識，硏究團隊試圖於「期刊篇目索引系統」及 「全國博碩 

士論文資訊網」中 ，以 「臺(台)灣記憶」爲關鍵字檢索，盼能找尋到該系統建置 

面與使用面等相關資訊，以對目前「臺灣記憶」的發展有梗槪了解。結果卻發現， 

多數期刊論文仍著重於「臺灣記憶」系統面的簡介，或是關於該系統建置計畫歷 

程性的說明；此外，在爲數眾多的網站評鑑相關博碩士論文中，也無特別針對該 

系統進行硏究者。簡言之，對於「臺灣記憶」系統的使用情形，硏究團隊並未能 

從現有文獻中得到太多線索。爲使國圖賦予「臺灣記憶」系統的未來性得以達成， 

本計畫希望能從使用者硏究之視角，藉由使用者真實反映的「臺灣記憶」網站使 

用行爲與看法，整理出能提供給國圖改善系統的建議。

本硏究基於有限的經費與時間，硏究結果不在推論，而在從M吏用者」面提 

供國圖資訊服務實務上進一步規劃思考之參考。本硏究主要乃國圖數十個數位化 

圖書館中第一個進行評鑑的計畫，有著先導硏究的性質。本硏究乃於經費低於十 

萬元、執行時間爲五個月之硏究條件下進行，故非屬於大規模之調查硏究，主要 

希能彰顯使用者硏究對於數位圖書館永續經營之價値。因此，本硏究之完成度， 

乃以委託硏究之問題的回答爲依準。全方位的「臺灣記憶」數位圖書館評鑑之落 

實 ，仍有待國圖團隊未來做更爲全面性之規劃方可達成。

本報告之架構分爲下列幾部分，於文獻分析後，首先說明硏究問題與硏究執 

行的方式，硏究對象的來源包含於其中; 接 著 ，由於本硏究將納入標竿網站 

「AmericanMemory」的分析，因此獨立成一章用來說明個案分析；再來則爲硏 

究實際執行結果的部分’分爲初步評鑑結果及台灣史硏究人員評鑑結果兩章；最



後一章則爲硏究結果之彙整，包含整體性的結論與建議，提出具體改善之方式。



第二章文獻分析

近半世紀以來，人類文明的資訊媒體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除了傳統紙本的文 

字 、圖形，與影像媒體之外，各種文獻資料出現電子形式發行的版本、各類型的 

數位圖書館紛紛建置、電子化保存型式及網路傳播媒介的數量逐年增加(Meadow，

1998)。出版形式的改變，影響也改變了人們的資訊行爲，1995年以降，許多國 

家紛紛推動起數位圖書館計畫，以建置數位化的資料系統爲目的，同時藉以彰顯 

國家具備有跨足新世紀的能力(吳美美、林珊如、黃慕萱、葉乃靜，1999)。在前 

一個世紀的末期，數位化文獻資料庫與資訊檢索系統逐漸成爲專家學者工作中重 

要的資訊來源(Voorbij，1999)。

到了21世紀，數位圖書館的熱潮，搭著科技的進化又更再加溫。數位圖書館 

甚至成爲人們生活中越來越習以爲常存在的一種資訊環境，不僅在學術領域，公 

部門、私人企業、非營利組織等單位，也意識到並推動起數位圖書館的建置工作 

(Rosenbaum & Joung, 2004)。然而，在多樣化宣稱爲「數位圖書館(digital libraries)」 

者之中，數位圖書館的定義與範疇，至今卻仍無定論，其中一項重要原因在於科 

技的快速變遷性，而與科技不可分的數位圖書館，在本質上即存有變動的特性， 

因此，當論及一個好的、成功的數位圖書館應具備何種條件，反而從數位圖書館 

的內涵檢視，相較從定義的角度框限數位圖書館的範疇，會得到更有意義的結論。

數位圖書館的內涵，首要從其包含的元素談起。一個數位圖書館系統包含了 

三項元素：使用者、資訊內容，以及系統技術。數位圖書館的內涵則存在於三者 

的互動作用中（林珊如，2003): 數位圖書館之建構，不能徒有系統而沒有內容， 

否則無法完成資料庫的建置。然而僅將內容數位化並不能保證資源能有效地令人 

使用，因爲如何組織整理某類資訊，與該類資訊的特色，以及使用這對該類資訊 

的搜尋、使用行爲息息相關。

林珊如(2006)於 《數位圖書館使用者硏究趨勢之考察》一文中探究了美國數 

位圖書館相關的硏究，主要焦點側重在由政府推動的數位圖書館，提出三個階段 

的發展歷程：第一P占段，由1994〜1998年 ，主要爲由政府資助的大學或圖書館之 

硏究計畫，較專注數位化科技層面的發展。第二階段，由1998〜2001年 ’開始重 

視數位內容的相關議題，包括哪些內容應數位化、如何在網路上搜尋有用的資料 

群(collection)。第三階段，自2002年至今，除前兩面向的持續關注外，加入了社 

會學層面的探討，特別是數位圖書館系統對社會所造成的衝擊與影響，例如數位 

版權、滿足真實世界的日常需求程度等。而台灣目前的發展多數處於第一階段， 

或初進入第二階段，對於數位圖書館三元素中「使用者」一項，仍尙未有充分的 

認知與建構。



事實顯示，一個爲人所喜用的數位圖書館，應以永續性的心態加以規劃與經 

營(McNeill-Harman，Roderick, Branschofsky & Arms, 2002) ，一些被認爲是成功的

數位圖書館便是在此點上有較深刻的落實。永續性有賴持續性的評鑑得以達成 

误美美 、林珊如、黃慕萱、葉乃靜，1999) ,由此可知數位圖書館評鑑的必要與 

重要性；然而，評鑑工作應如何設計與執行，應隨著資訊社會的發展而有調整與 

發展。數位圖書館屬於系統設計的一種，目前系統設計的觀念已由系統導向 

(system-oriented)轉至使用者導向(user-oriented)，據此，數位圖書館的評鑑重點， 

也必須探索一種以使用者經驗爲中心的整合系統，而非只關注基本的系統功能 

上 ，否則該系統的應用性就會因遠離現實而受到相當的限制(Win0grad& Woods, 

1997)。

配合本硏究探究的重心，以下將近一步探討數位圖書館評鑑的相關議題，此 

外 ，亦透過實證硏究的結果，將數位圖書館評鑑的意義與執行方式，從實務層次 

與槪念加以對應。

一 、數位圖書館評鑑的相關議題

2004年 ，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ASIST)年會中，特別將「數位圖書館」列爲年度技術報告的一 

個子題，該子題包含12場次，討論數位圖書館相關重要議題，其中一場次則爲「數 

位圖書館的評估：評鑑策略與實務」，討論內容主要爲：「如何發展評估策略與方 

法 ，以達到初始的建置目標，與滿足使用者的資訊需求。」此言亦道出數位圖書 

館評鑑重要的核心槪念，一是評鑑的意義，二是評鑑方式的取向，並且側重使用 

者爲核心的評鑑。

1. 評鑑的意義

在數位圖書館發展的相關硏究報告中，可發現世界上重要的數位圖書館開發 

案例，都將評鑑硏究、評鑑報告，乃至評鑑綱領視爲計畫的一部分(吳美美、林 

珊如、黃慕萱、葉乃靜，1999)。從管理者或資金挹注者角度來看，評鑑的目的 

是管理的層次，超越爲求改善系統、滿足使用者需求等目的，整體系統的投資報 

酬與效益，也可反映在評鑑結果上(吳美美、林珊如、黃慕萱、葉乃靜，1999)。

除了從管理的角度，吳美美等人(1999)還提出其他系統評鑑的層面：(1 )「爲 

了解使用者資訊需求」，如使用者是哪些人? 他們的需求爲何? (2) 「爲改進系 

統功能」’ 了解使用者的使用(usability)及接受程度(user accqjtance) ’如數位圖書 

館有哪些資源? 使用情形爲何? 系統介面設計是否易用等。（3 ) 厂爲了解使用者 

和系統的互動」’ 如使用者是否從系統互動中學習新知、找到所需、是否有豐富



愉快的使用經驗等。( 4 ) 「爲了解系統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社會關懷層次」’特 

別是以一般民眾爲服務對象的數位圖書館，如系統對社會有什影響? 如何影響? 

是否可做爲繼續資助或推動類似系統進一步發展的決策依據?

數位圖書館的評鑑並非一時，而是持續性的槪念，吳美美等人(1999)進一步 

提出系統評估應依系統開發的不同時期，而有不同階段的評鑑工作，主要可略分 

爲系統設計之前的「需求評估」、系統雛型設計完成的「形成性評估」，以及系統 

開發完成的「總結性評估」。其中，「形成性評估」亦不只是雛型系統完成後所進 

行的一次評估，而應是系統不斷發展與繼續更新過程中持續進行的評估活動。

以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以下簡稱LC)的 「美國記憶」 

(American Memory,以下簡稱AM)系統爲例，該系統爲是LC的國家數位圖書館先 

導計畫(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Program，NDLP)之一 ，自 1990年開始發展，主要 

的目的是將美國國會圖書館的館藏資源，以多媒體或電子化的形式呈現，並向全 

球傳播(American Memory, 2003)。其內容強調具有美國歷史和文化的硏究價値’ 

尤其是稀少而珍貴的資料，特別予以收集和收藏。爲求廣泛的傳播，每件實體資 

料都以機讀編目格式(MARC)詳細編目，並利用關鍵字和簡單的布林邏輯檢索 

(Polly & Lyon, 1995)。

爲了解該系統的主要使用對象，在1989年和1990年 ，該計畫已分別進行兩次 

小型的評鑑硏究，在1991年4月成立「國會圖書館使用者評鑑團隊專案計畫」(The 

Library of Congress Special Project User Evaluation Team)，在 1991 至 1993年間進行 

大規模的使用者評鑑調查。該計畫的主要評鑑目標在於釐清與AM數位化館藏使 

用有關的議題，例如使用者是誰? 那些館藏被使用？資料如何被使用? 那些支援 

資料(如展示的實用性、館藏資訊、線上輔助、紙本資料)被使用? 系統可使用性 

(usability)如何？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93)

爲能夠反應該系統所有可能的使用者，美國國會圓書館慎選評鑑對象，其評 

鑑的圖書館範圍包括各級學校(K-12)、大學和學院、公共圖書館、州立圖書館、 

專門圖書館等共四十餘個圖書館，自1991年秋季起開始參與該硏究。該硏究利用 

問卷、電話訪談、當面訪談、觀察使用者瀏覽網站、以及查詢記錄分析等方法蒐 

集了量化和質化的資料。量化資料包括1801份問卷、44個機構中收到21個機構的 

查詢記錄；質化資料則有55位職員及121位使用者的個別_ 、電話訪談、資料 

庫瀏覽(觀 察 傳 ，並於1993年6月完成硏究分析。(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93)

該評鑑硏究主要有三個重要的發現••第一 ’ 「美國記憶」主要的使用者是中 

學的教師及學生(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 ;第二 ’最常被使用的 

資料是照片館藏(photograph collections)；第 三 ，該系統的主要支援系統(如線上

求助功能)不爲使用者所滿意，應包含完整的系統使用說明。(Rosenbaum & Joung, 

2004)



評鑑團隊於是再根據此三部分做進一步的探究，並結合AM既定目標思考系 

統的修正，例如深入了解中學師生等主要使用者如何使用這些資源。結 果 ，當 

AM於1994年對外公開使用後，其中有兩個主題照片集“Selected Civil War 

Photographs” 、“Color Photographs from the 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and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便因使用者需求而生；同時也特別針對中學師生設計 

專區，提供AM數位化館藏中能與課程結合的相關資源，結果也顯示AM數位化 

館藏成功有效的融入課程之中(Rosenbaum & Joung, 2004)。

以上爲AM建置過程中一個很成功的評鑑經驗，整而言之，透過這樣一個形 

成性評鑑 ’ 不但修正、同時也開發了系統建置之初未想到的服務/功能項目，並 

且大爲提升系統的使用性。藉由此例，我們可以了解評鑑的核心價値爲何，不論 

管理面的資源配置與報酬效益，或是使用者面的系統使用便利性與資訊需求滿 

足 ，均同時指向了一個數位圖書館兼具典藏與使用的存在意義。

2. 使用者爲核心的評鑑方式取向

從前段敘述中可發現，評鑑工作有其期程性，並且根據目的之不同而有不同 

的執行方式，更重要的是持續性的維持，由此可知數位圖書館評鑑方式應是與實 

務狀況倶進，且富有彈性(吳美美、林珊如、黃慕萱、葉乃靜，1999)。

評鑑的設計，便因實際需求而發展。許多硏究者指出，數位圖書館的開發成 

敗 ，除了應注意如儲存、顯示、轉換、列印等技術層面的問題之外，使用者需求、 

內容層次的設計都是不能忽略的重要課題(Belkin，1994; Kilker& Gay, 1998; 

Pejtersen, Dunlop & Fidel, 1999)。使用者硏究的系統評鑑取向約始於七十年代(吳 

美美等 ’ 1999 ； Wu&Sonnenwald, 1999)-具體包含兩種用途：一種是做爲系統 

設計之前的需求分析，在進行此種目的的使用者硏究時，通常脫離特定檢索系 

統 ，純粹爲了解使用者資訊行爲，用以做爲系統設計的重要參考資料；另一種是 

爲了解系統好用與否，硏究結果主要用以了解系統的滿意程度，並且涉及系統經 

營者關心的資源管理等問題(吳美美、林珊如、黃慕萱、葉乃靜，1999)。

目前數位圖書館評鑑以使用者爲核心的硏究取向已躍爲主流，主要原因在 

於 ，數位圖書館最終的目的，一如各類型的實體圖書館，是要解決特定社群的問 

題或滿足特定社群的需要；然而，數位圖書館以科技的優勢，具有跨越時空服務 

的特性，網路資源使用者類型眾多，需求各異，可大至一個學術族群的硏究需求， 

亦可小至個人的求知好奇心的滿足(林珊如，2001)。不同的使用者群，隱含的問 

題是什麼? 以學者與學生的對照爲例，他們在使用資源的動機、欲達成的目標、 

所會從事的活動內容、以及所具備的知識等資訊相關特性上差異甚大(EdelSon& 

Gordin, 1996) ，如表2-1 所示 °



表 2-1不同使用者社群的差異比較

專家學者 學習者

動機 創造斩知識、新技術 學校成績或成就、對世界 

的好奇心

目標 以工具或資源表達 以任務或知識表達

活動 取決於硏究社群資助單位 取決於學校指定作業及個 

人興趣

背景知識 掌握基本方法原則與事實脈 

絡 ，具有相當程度實務經驗

槪括性的文史或科學知識

期望 結果導向 

(product- oriented)

歷程導向 

(process-oriented)

經 廳 求 找尋硏究議題、釐清問題 找尋一個故事、一個啓發

資料來源：林珊如(2003)，《本土化數位圖書館與博物館使用者硏究：資訊需求、資訊捜尋

與使用行爲之探討》文 中 ，據£<1丨咖011&00««11(1996)內文整理並增列。

如表2-1所示 ’ 專家學者以知識創作、理論建構爲目的，其從事的專業活動， 

如硏究的方向，在相當程度上受資助單位(如國科會或其他政府單位)的影響很 

大 。其接觸資源的目標，常是使用搜尋工具或找尋特定資料。適時掌握、取得資 

料是相當重要的結果，他們並具有解讀各種專門術語與資料的知識與能力。

學習者，以各個年齡層的學生爲代表，但背景知識的不同亦包含各種非專業 

群體(如一般教師)的再教育與終身學習的需要(Borgman，1996)。這些學習者以學 

校的表現爲動機，特別是學生，其活動內容主要受學校作業的影響。接觸資源時， 

以完成作業爲目標，一般較爲被動，或受個人對世界的好奇心之驅使，以滿足自 

己追求知識爲目標，期待的是學習過程的樂趣與啓發。

另一方面，同一個個體，在不同的情境下對資源的使用方式亦不同(林珊如 ’

1999)。例 如 ，一位教授台灣史的老師，在教學情境下，選用適合課堂上使用的 

網路資源的依據，與平日尋找自我充實的材料，在資訊來源、內容深度與內容表 

徵等要求上將有所不同(林珊如 ’ 1999 ；藍治平、張永達 ’ 2001)。

因此，我們在思考數位圖書館的使用者時，如何避免陷入以偏蓋全之失、確 

實掌握潛在使用者的需求，是數位圖書館是否能達成預期目標的關鍵因素(林珊 

如 ，2001) o從歷史角度來看，目前使用者硏究逐漸轉向以「社會科技取向」來 

思考數位圖書館的建置，其中以社會資訊學(social informatics)爲代表。相對於資 

訊系統學派認爲「好的科技終究會爲人所使用」而強調技術發展，社會資訊學派 

認爲「資訊系統的發展應考慮使用社群的情境」，亦有一學派則是強調「重視個 

別使用者與系統互動的過程與活動經驗」；簡言之，目前硏究的核心，趨向科技



如何融入潛在使用者真實的工作生活情境，此方爲數位圖書館發展成功與否的影 

響關鍵(林珊如，2006)。關於此硏究取向，請見本文附件三所提供進一步閱讀之 

參考文獻，其中包含運用此槪念於使用者硏究設計之相關理論、模式，以及工具 

性設計等，値得做爲實務執行上之參考。

整合目前相關評鑑硏究的結果，數位圖書館評鑑傾向多元硏究方法，包括小 

樣本的質性硏究、大規模的使用者調査，並且以深度訪談、焦點團體訪談、觀察 

法 、問卷調査法、查詢記錄分析法、實驗法等方式達成(Chang& Huang，1999 ； 

張嘉彬 ’ 2001 ；吳美美等人，1999)。

整體而言，量化分析是實驗室系統評鑑的主要評鑑方法，通常強調指標的發 

展 ，然其缺點除了評鑑指標缺乏彈性外，通常還有資訊需求被事先定義且固定不 

動 、使用者真正的需求很少反應在硏究中、專業人員和使用者的相關判斷很少被 

比較、常使用主題相關判斷卻忽略相關是多面向的槪念，以及忽略情境相關的重 

要等問題(Fidel，1993)。吳美美等人(1999淤 《數位圖書館/ 博物館評鑑指標建構 

探討》中整合數個以指標進行數位圖書館評鑑案例，並且討論評鑑指標之意涵， 

可做爲進一步參考。然應留意的是，此文所包含之指標及相關槪念爲1999年之 

前發展者，雖具參考價値，卻需謹慎推論至今日的資訊環境。質性硏究因具有下 

列的特色：開放、有彈性、完整、個案導向、歸納和非控制性等，可補量化硏究 

之不足處，未來數位圖書館評鑑，在評鑑硏究目的爲核心領導下，建議需兼顧量 

化與質化的層次，並採多重硏究方法，以相互對照所蒐集資料，提升分析的信度 

及效度。

二 、數位圖書館之使用者硏究

國內一般數位圖書館多由資料供應單位與系統設計者提出,鮮少考慮使用者 

的角度(林珊如，2002)，考量與本硏究網站與服務對象相似的狀況下，本部分將 

透過三個筆者曾參與之數位圖書館使用者硏究經驗(此三計畫相關發表文獻請見 

附件三），探討以人文硏究者及一般使用者爲硏究對象中，史料爲內容的數位圖 

書館之使用者硏究。

1. 台灣史料數位圖書館設計上的思考點

此三硏究中的數位圖書館是以台灣史相關內容爲主，即便網站內容屬性已有 

聚焦，但在全球資訊網路上，資源使用者類型眾多，可以是幼兒，是青少年，是 

老年人，包含各個年齡層，以及各種職業背景。因此，一個以台灣史料爲數位化 

標的物的數位圖書館，其潛在目標可包含：保存台灣本土文化遺產，提供歷史及 

人類學家一個完整的硏究環境，以及提供一般民眾有關台灣歷史文化的教育媒體



與學習場所等(Hsiang，J. et. al.，1997)。就這種類型的數位圖書館，除了文化保存

是數位化最基本的結果外’ 「如何延伸文化保存之目的，成爲學術硏究資源? 」 

將涉及瞭解專家學者及相關的硏究人員，需要何種資源及如何使用各種資源，以 

完成其硏究之目的。在另一個層次上’「一個原爲硏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設計 

的數位圖書館，如何成爲偶而涉獵的學習者有用的系統?」更是値得深思探討。 

舉例來說，對一個硏究人員而言，一個網站資料的完整性是十分重要的，但對一 

個中小學生而言，一個生動有趣的學習環境，才是吸引他不斷上網的力量。由此 

可知，此種類型數位圖書館如何同時滿足「學術硏究」及 「教育、學習」兩個群 

體 ，是經營者的一個目標，也是一種挑戰(林珊如，2001)。

然而，在區別出數位圖書館經營與設計的目標前，首先要問的是數位圖書館 

內容價値面的問題，例如：「爲什麼一個爲學術硏究建構的數位圖書館’對一般 

學生的教育與學習是有用的？」以台大數位圖書館與博物館爲例，以收納台灣原 

住民或平埔硏究相關的文獻、地圖、器物、標本等資料爲主，初期包含如淡新檔 

案 、岸裡大社、伊能嘉矩之手稿等古文書及原住民的照片、器物的數位化。這類 

資料對學生而言是很有價値，因爲：（1 )學生可以使用真實、多樣的資料從事本 

土歷史、地理及文化上的科學及人文相關問題的調查；(2) 學生將有機會認識自 

己周遭的世界，更能探討相關的政策議題；(3 )不同於傳統教室裡的活動，以這 

些資源支援的活動可幫助學生發展出追本溯源的科學及人文思考；（4) 這類的資 

源提供學生一種實習做硏究人員的共同基礎(林珊如，2001)。整而言之，辨識出 

數位圖書館的使用者，關乎著內容價値的定位，在在決定著資源內容的選擇與組 

織 ，以及介面、功能等設計相關議題。由典，展開使用者硏究，將是數位圖書館 

設計與評鑑過程中極具決定性的一環。

筆者曾於進行「蝴蝶生態面面觀」數位博物館之使用者硏究時，發現在台中 

實體科博館中民眾在蝴蝶劇場中觀賞蝴蝶生態影片後，會對蝴蝶的什麼方面產生 

興趣，或一部蝴蝶生態影片會引發觀眾什麼好奇，因人而異，常與教育程度與知 

識背景有關。例 如 ，一位五專生問解說員「如何拍到剛剛那鳥兒吃蝴蝶的鏡 

頭 ？」，他好奇的是有關攝影的知識。同一部影片，高中生則問「平常去哪裡可 

以看到這些蝴蝶？」，小學生則想知道「如何養蝴蝶？」因爲學校老師要他們養 

一種昆蟲。大學生或許會問「這些蝴蝶爲什麼越來越少？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事幫 

助環保？」一般民眾則好奇「爲什麼這種蝴蝶(如牛乳榕)叫這個名字？」 。

就技術上的考量，人機互動一般思考多著重於讓使用者操弄某一物件或簡單 

的遊戲活動，如拼圖、票選。然而，人(系統使用者)接觸到資訊資源，與資訊內 

容的互動時，會引發什麼知性上的問題或好奇，系統又應如何回應，牽涉到主題 

領域的知識，乃至其他知識的連結。這一類的使用者需求，常無法只是藉由技術 

可以解決，卻真實存在。換言之，使用者硏究的複雜性牽涉如何有系統地描述並 

解釋人的認知與資訊行爲的動態與多樣性。



因此，從硏究發展的角度來看，數位圖書館使用者硏究面臨的挑戰在如何掌 

握使用者需求，其中相關議題包括(Kling & Star, 1997; Winograd & Woods,

1997)：如何有效搜集使用者的行爲資訊？如何分析蒐集的資料? 有何評估使用 

者需求的新方法？人機互動的新典範是什麼?

2. 台灣史料數位圖書館使用者硏究執行方式

此三項硏究分別於1999、2000、2005年執行 > 除後者爲國立故宮博物院委 

託之短期計畫外，前兩者爲執行期間較長之國科會計畫，因此亦形成硏究目的與 

硏究執行設計的部分差異。然此三硏究基本上採取一致性的硏究取向，簡言之， 

三硏究的基本前假設爲：真正有價値的網站是與使用者的工作生活相融合，因此 

必須根基於使用者現實世界的資訊需求與行爲習慣。據此，硏究重點之一便是以 

探究使用者之工作背景，以及與工作任務有關的資訊需求、資訊尋求行爲，以及 

資訊使用行爲等面向。因此，了解數位圖書館實際使用狀況之際，不僅是獲得改 

善的具體做法，還能了解系統之所以需要改善的原因，並且與實際工作生活能相 

對應，進而創造可能的服務項目，增加數位圖書館的有用性。

具體的硏究執行上，爲了解硏究對象與工作有關的資訊行爲，三硏究的著眼 

點均從了解硏究對象的工作情境爲始，並且從「資訊行爲爲一歷程性 

(process-oriented)活動」的角度(Kuhlthau, 1989, 1993) ，探究數位圖書館中各種資 

訊或服務與使用行爲的關係。

以探究平埔硏究人員使用古文書及檔案之行爲爲例，硏究結合參與式觀察法 

及深度訪談(deep interview)，配合關鍵事件回述技巧(critical incident technique)的 

方式蒐集實證資料，訪談問題主要有四方面：（1) 學者在專業活動或實務中主要 

的工作任務爲何？ (2 )針對每一項任務，其所欲達成的目標爲何？ (3) 學者如何 

達成其目標？即其完成任務的歷程與方法爲何? (4) 學者如何與前述工作中提 

及的資訊資源接觸互動? 實際執行上，硏究者首先請受訪者描述其專業領域從事 

的工作、主要的任務目標，其次引導受訪學者針對個別任務，以其中印象最深刻 

者爲例，一步步詳細描述這段經驗過程，並探問於此過程中所接觸的資源、管道 

及其使用。爲辨識在特定目標或情境下的某種資訊行爲’訪談並輔以非參與式觀 

察法，硏究者請受訪者示範他們如何使用某一特定文獻，並詳述使用原文的方 

式 ，諸如：如何分析內文？哪一部份被挑選出來作爲分析的考量？爲什麼選取這 

部份內文 ? 等問題，再由訪談資料中辨識出顯著的面向，包括各種活動、事 件 、 

資源、互動與狀況，並根據面向間之關連或對學者之重要性建立類別架構。最後， 

描述並區分學者接觸文獻之行爲，探討這些行爲與行爲背後目標動機之關連，以 

及各行爲間之關連。

藉此 ’ 硏究結果回答了三個問題：第一、平埔硏究人員爲什麼利用古文書？



第二、平埔硏究人員在接觸古文書時，他關注的焦點在哪裡? 第三、當獲得這些 

訊息時，他如何使用這些資訊來回答他的問題? 他需要經歷什麼樣的過程才能獲 

得理解? 透過這些問題的理解，建立起平埔硏究人員(使用者)與古文書及檔案(資 

源)使用上的關聯性，同時並提出此類型的數位圖書館在內容編排及系統功能 

上 ，應特別注重哪些環節。

3. 台灣史料數位圖書館使用者硏究之結論

從此三項硏究中，筆者導出幾項與數位圖書館使用行爲有關的結論。

首先，數位圖書館特徵的建立，應發揮網路科技具有區别]「記憶科學」與「實 

做科學」的特性(Edelson & Gordin, 1996) ° 換言之，人們欠缺的並不只是一份資 

訊來源，數位圖書館也不應只是另一個資訊來源的管道，如果視數位圖書館爲一 

個能提供人們從事人文與科學思考的新機會、及經驗真實世界的多元方法，數位 

圖書館的貢獻會更大、更顯著。因此，如何利用新科技的優勢，讓使用者能「做 

中學」，如發揮互動性的機制，將是關鍵性的設計之一。以筆者所執行的硏究爲 

例 ，由於有限的文獻記錄，使平埔硏究人員有著與人際、非人際資源互動的需求， 

對他們來說，一個有用的台灣史料數位圖書館，也許可透過網際網路吸收、培養 

各種參與者，成爲一個可以互動交流、甚至隱含學習功能的場域。

其次，必須考量「取得性(availability)」與 「可解讀性(accessibility)」的不同。 

英文 access有 「易於理解、應用」之意，然多數數位圖書館仍以取得性爲主要考 

量 。舉例來說，一個國中生想要了解台中埔里自家門前的禾田是怎麼變成今曰高 

樓大廈的模樣(地理景觀的變遷)? 他從網路的數位圖書館上可以找到一份古文 

書的記載與古地圖，但看著這些資料，該名國中生發現自己無法解讀上面的記 

號 、圖形及比例關係等。此時 ’ 資料於他而言是available >但是 inaccessible，他 

可以取得但無法理解，因而也無法使用所得到的資料。

第三，因爲網際網路無遠弗屆的特性，數位圖書館有著不同族群的需要待滿 

足 。根據主要使用族群不同，數位圖書館基本上包含三類需求：（1 )文化保存， 

主要使用者爲典藏單位人員；（2 )學術硏究，主要使用者爲硏究人員；（3 )教育 

學習，包含各教育層級的教師與學生，及一般民眾。不同的社群，來到數位圖書 

館有著不同動機、目標，而原先的知識與資訊技能也有差異，故有不同層次的需 

求 。據此，數位圖書館經營者必須探索一種以使用者經驗爲中心的整合系統，特 

別是對於使用者的真實生活情境的理解，才不致遠離現實而使數位圖書館之功能 

無法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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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問題與執行方法

本章包含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簡要提出指引整個硏究進行的硏究問題；第二 

部分說明本硏究所採取的執行方法，主要有個案分析以及訪談法結合使用情形之 

觀察等兩項 ; 第三部分則爲硏究對象來源的描述。進一步說明於下。

一 、硏究問題

本硏究主要目的是欲瞭解「臺灣記憶」系統的使用情形，並從中獲得改善系 

統的具體建議。爲將硏究目的具體化，硏究團隊擬對「臺灣記憶」系統進行分析 

瞭解，並從使用者硏究爲著眼點，設立以下幾項硏究問題••

(― ) 「臺灣記憶」系統使用者爲何？

(二） 「臺灣記憶」系統使用者之使用動機爲何?

(三） 「臺灣記憶」系統功能及內容被使用情形爲何?

(四）使用者對「臺灣記憶」系統之期望爲何？

二 、硏究執行方法

爲回應以上硏究問題，計畫團隊擬採取之收集資料策略，包含個案分析、訪 

談法結合使用情形之觀察等方式，分別詳述於下。

( - )個案分析

爲能提供網站評鑑更多思考的視角，硏究團隊經討論過後，認爲可在性質相 

似於「臺灣記億」的系統中，選擇一個標竿網站先進行較爲整體性的探究。在系 

統主導單位、建置歷程、建置規模，以及建置目的等條件之比對下，選擇了由美 

國國會圖書館所領導建立的「AmericanMemory」系統作爲標竿網站 ’ 一方面可 

從中得知此類全國性歷史資源庫，在經營面、系統面、與使用面有何可取法之處； 

另一方面也希望此部分的結果，能從全面性規劃的角度，提供國圖未來整頓「臺 

灣記億」系統一些思考的方向。

(二) 纖法結合使用情形之觀察

有鑑於國內硏究目前較爲缺乏「臺灣記億」系統實際使用狀況之探究，計畫 

團隊擬以訪談法作爲實證資料收集的主要方式，而隨著計畫團隊對「臺灣記憶」

12



系統的認知掌握程度，本計畫執行過程實則包含三個層次的訪談，依時間與對象 

區分，包括以下三個分期。

第一期：初步評鑑之醫

「臺灣記憶」系統的初步評鑑於2008年 7 月進行，由於尙未確認該系統之 

使用族群，計畫團隊在閱讀過宋美珍所寫《臺灣記憶(Taiwan Memory)系統發展 

簡介》1 一文後，根據文中系統建置之主要目標，其中」•項與其定位的使用族群 

有關：提供民眾透過網際網路利用本專案所建置或整合之各種數位資源，欣賞各 

種影音資料，協助推動終身學習及遠距教學。故選擇一般民眾做爲初步評鑑的受 

訪對象 ’ 請受訪者試用「臺灣記憶」系統，並佐以觀察，最後詢問受訪者對於該 

系統整體的印象。

第二期：系統建置單位之訪談

從一般民眾的初步評鑑結果發現，受訪者使用「臺灣記憶」系統的反應，與 

國圖人員於硏究之初提供的資訊m 臺灣記憶』在國圖網站中，屬於使用率較高 

者 ，且網站內容很能代表我國文化人文特色」有差異；此外，該系統所提供的內 

容資訊與編排方式等方面，似乎也無法反映出《臺灣記憶(Taiwan Memory)系統 

發展簡介》一文中「提供民眾終身學朁」的系統建置初衷，計畫團隊遂將初步評 

鑑所得結果向國圖人員報告，並於2008年 10月召開工作會議，主要希冀能藉由 

與國圖人員的訪談，釐清初步評鑑中所產生之疑問。 ^

在初步評鑑結果中，硏究團隊產生最大的疑問在於國圖對於「臺灣記憶」系 

統的定位，特別是文獻中所稱以「民眾」爲服務對象，與 「達到終身學習與數位 

學習」的服務宗旨，置入該系統對於資源的組織、功能的設計所形塑之虛擬環境 

後 ，反而有所疑問。因此，與國圖人員確認系統的定位，以及收錄資源、整理組 

織資源的相關策略等，成爲硏究繼續執行的必要條件。

硏究團隊與國圖人員遂於2008年 10月底召開工作會議，除釐清疑問之外， 

同時也向國圖人員提出安裝網站使用流量分析軟體的建議，並整理出幾項流量統 

計常見的指標(請見附件一「網站流量分析相關數據提問單」），欲從量化層次作 

爲初步檢視「臺灣記憶」系統使用情形的參考。此舉是因爲，在網站評鑑相關硏 

究中，網站使用流量分析之數據經常是重要的參考指標之一，透過特殊軟體之安 

裝 ，以特定的計次方式記錄使用者在該網站上之行動，且藉由一些有意義計算方 

式 ，解釋數據與使用者行爲之間的關聯性。由於流量以每「次」的點擊爲計算單 

位 ，因此可收集到數量龐大的使用者網站點擊行動，使硏究團隊能透過量化的數 

據顯示，槪觀瞭解「臺灣記憶」系統被使用的大致情況。

1宋美珍(2 0 0 3 )。臺灣記憶(Taiwan Memory)系統發展簡介。國家圈書館館訊，92(2),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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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流量必須長時間的觀察，才能較有效的記錄一些慣性使用，數據解釋也才 

有說服力。根據國家圖書館11月中部分流量統計數據的回傳，由於觀察時間儘 

一個月，尙不足於此報告中進行推論。建議未來可繼續觀察。

第三期：台灣史硏究人員評鑑之訪談

與系統建置單位之訪談，最重要的一點在於確認「臺灣記憶、」系統提供服務 

的主要目標族群：支援歷史相關硏究。據此明確對象，計畫團隊以本硏究所設立 

之硏究問題爲骨幹，設計訪談大綱，以專門硏究/教學歷史者爲受訪對象進行深 

度訪談，同時也請受訪者使用「臺灣記憶」系統，硏究團隊則在一旁佐以觀察， 

並對受訪者當下實際展現的網站使用行爲提出詢問。訪談大綱請見附件二「『臺 

灣記憶系統評鑑』訪談大綱」。

與專門硏究/教學歷史者的訪談，主要由受訪者的一般資訊尋求行爲開始切 

入 ，此部分對談主要採取事件回想法，也就是請受訪者回想一個「因硏究/教學 

而須尋求資訊的過程」，同時確認受訪者所告知的這個單次經驗，是否爲其典型 

的資訊尋求過程，簡言之，除了從實際經驗了解受訪者的行爲動向，硏究團隊也 

希望能盡量擷取到專門硏究/教學歷史者資訊尋求行爲較爲一般性的部分。

接下來則請受訪者帶著某個意圖，有目的性的實際使用「臺灣記憶」系 統 ， 

硏究團隊在一旁觀察並隨實際使用行爲提出問題。此部分主要針對「臺灣記憶」 

系統的介面、內容、功能、資源陳列方式、好用性等面向進行細部的評鑑，最後 

再請受訪者從需求者的立場，對各面向與網站整體提出看法與建議，其中亦請受 

訪者談談他們對「臺灣記憶」系統中服務的期待。此外，爲使「臺灣記憶」系統 

建置團隊有更多未來具體參考的方向，訪談最終則請受訪者推薦幾個性質相似且 

深獲他們青睞的網站，並且說明受推薦的原因。

三 、硏究對象來源

在此所指硏究對象，主要包括第一期的初步評鑑及第三期的台灣史硏究人員 

評鑑。第一期初步評鑑的硏究對象爲一般民眾，並無設限任何條件，在最小努力 

原則之下選擇了 5位受訪者，於 2008年 7 月間進行訪談與觀察。與國圖人員召 

開工作會議，確認「臺灣記憶」系統提供服務的主要目標族群後，第三期台灣史 

硏究人員評鑑的硏究對象則聚焦於專門硏究/教學歷史的人士，且其硏究或教學 

的範疇以臺灣史相關主題爲要，在此立意取樣下，共得8位受訪者，於 2008年 

11月及12月間進行訪談與觀察。

以下分別介紹這兩個階段受訪者之組成，主要包含其學科背景及基本的網路



使用習慣等調查。

1. 第一期初步評鑑受訪者之特性

此階段的5名受訪者年齡落於23-27歲 ，有 2位爲在學硏究生，其他則爲社 

會人士，學科背景包含圖書資訊學、企業管理學、農業經濟學，以及兒童文學。 

在與文史接觸的程度上，僅有 1位曾經擔任過古蹟導覽工作，對於文史有較深涉 

略 ，另有 1位對歷史有高度興趣，其他3位與文史接觸的程度較低且未表現出興 

趣 。在網路使用上，5位受訪者使用網路的時間均在5年以上，且對於網路使用 

的經驗，也都分別有明顯的特徵存在。此階段訪談同時也請受訪者談談對「臺灣 

記憶」系統的整體印象。

5位受訪者的基本資料整理羅列於下表3-1，表中同時包含學科或工作背景、 

文史接觸程度、網路使用情形，以及對「臺灣記憶」系統之印象。

表 3 - 1第一期初步評鑑受訪者特性之整理

代 性
學歷背景

個人特質/ 對文史的機度 受訪者對「臺灣記憶」系統

號 別 / 網 臟 用 體 之印象(引用自受訪者回答）

• 較沒耐性’決定資源有用與否的速度很 •用完以後不會留下什麼對

快 。 內容有關的印象耶!覺得

大學/企管系 

/金融業

•對文史較沒sense，但對新事物的接受 還蠻無聊的。

A 女 度頗高。 •不過搞不好是我看不懂那

•習慣用Google解決問題，並且經然選 

擇閱讀他人blog所寫的資訊，認爲別 

人實際經驗有參考價値。

些東西啦！（一直問說：這 

個可不可以不要點進去 

阿 ，我不太想看了耶…）

•做事講究效率第一 ° •  一開始不知道到底要從哪

參對文史簡直就像斷線路一樣，不過像電 邊先點進去看。

硏究生/農經 

系

視上有相關專題報導，現在也會看一 •如果能增加一些常識是會

B 男 下 。 來用用啦，仴査詢應該是用

• 解決問題主要詢問周邊友人，Google 

也會用’不過最大致命傷就是經常不知 

道要下什麼關鍵字。

不上，不曉得要査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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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第一期初步評鑑受訪者特性之整理(續)

代

號

性

别
學歷背景

個人特質/ 對文史的接觸度 

/ 網路資源使用難

受訪者對「臺灣記憶」系統 

之印象(引用自受訪者回劄

C 女
硏究生/圖資 

系

• 做事都會考慮很多’心思較細腻。

• 較喜歡閱讀文學作品’史料之類較少接 

觸 ，不過算是對文史資訊接受度較高 

者 。

參Google使用狀況不錯(使用率頻繁，也 

會嘗試各種可能性的關鍵詞彙) 。問題 

解決也會受周邊朋友影響很多。

• 可是找資料總是到「不知如何停止」的 

狀況 >認爲自己應該是資訊焦慮者。

• 喜歡瀏覽於有興趣主題的討論社群°

• 整體印象沒有太好。

• 有關於_ 麵的說明連 

結全失效，網站的deadlink 

不是件好事。

• 民眾只能夠查詢和看證釋 

資料，實際內容無法閱讀， 

那麼網站上提供影像軟體 

下載亦無用處，不是嗎？

•  VOD系統看起來無法看到 

什麼有用的東西。

D 女 硏究所畢業/ 

外文及兒童 

文學系/計畫 

硏究助理

• 對想做的是很執著，比如從很久以前就 

有興趣的東西，持續monitor到現在(黏 

度很強)。

• 曾擔任過古蹟導覽員，對台灣文學、台 

灣傳統的事物有不少涉獵’然而比較信 

任書籍。

• 每天會上bbs看有興趣專業的版資料量 

更豐富的版，很多資訊從之而來，認爲 

使用bbs的時間應該有其他網路資源的 

五倍吧！

• 找東西不會用Google，一來是下關鍵字 

就要想個老半天，很浪費時間；二來是 

信度都覺得很可疑：三來資訊量深度不 

夠 ，很多東西閱讀只能看幾頁，之後就 

要付費才能繼續閱讀，還不如看書。

• 平常網路使用行爲以收信爲主’再來就 

是習慣的行爲，如固定逛部落格、有興 

趣的網站。

• 解決問題還是以bbs爲主(所以是瀏覽 

爲主）’ 或詢問別人他包括在bbs板上 

詢問板友）。

•內容與介面並沒甚麼興 

趣 ，不會想要一直待在那上 

面 。

•不過資料保存的工作是算 

是做得不錯(如地契)，對這 

個印象比較深刻。

•影音資料也是有點莫名其 

妙 ’好腿其他部分有點沒 

關係，且如果想要找影音資 

料 ，youtube應該還比較好 

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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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第一期初步評鑑受訪者特性之整理(續)

代

號

性

別
學歷背景

個人特質/ 對文史的接觸度 

1 網路資源使用雛

受訪者對「臺灣記憶」系統 

之印象(引用自受訪者回答）

E 女 硏究所畢業/ 

圖資系/計畫 

硏究助理

參做事較爲結果導向，事情解決最重要’ 

過程時間花多少都無所謂。

• 對歷史很有興趣，難抵老照片或珍貴史 

料的魔力。

•好奇心弓丨領網路行爲的發展，經常在對 

某主題蒐尋的過程’ 弓[發對其他主題的 

興趣 。 之後會繼續追下去。

• 資料不豐富，提供的延展度 

不夠，覺得台灣記憶像以前 

高中在用的參考書一樣，網 

路無遠弗屆的力量並沒有 

幫助這個網站太多。

•對 America Memory 的印象 

在上述此點上得到最大之 

反差。

2 .第三期台灣史硏究人員評鑑受訪者之特性

此階段受訪者均爲台灣史硏究或教學的相關人員，8位受訪者中，從事硏究 

者共有7位 ，職業類別包括中央硏究院台史所硏究助理、博士生、碩士生、大學 

生 ，從事教學者有3位 ，包括國中教師、大一歷史課教師，其中有2位受訪者兼 

具硏究與教學雙重身分。在這個階段，受訪者的取樣主要以臺灣史硏究爲考量， 

網路使用能力並不在必要條件內，但此 8位受訪者也都具備5年以上的網路使用 

經驗，且網路使用年限與受訪者年齡呈現正比的狀態，簡言之，年齡越大的受訪 

者 ，他們也都在很早期就開始接觸網路。因此整體而言 ’ 8位受訪者的網路使用 

經驗都頗爲豐富，且是非常多元化的形式，除了上網進行硏究或教學相關行爲， 

像是收發電子郵件、線上收看影音資訊、網路購物、MSN等 ，也是他們生活中 

習以爲常的一部分。

在年齡層上，8位受訪者主要涵蓋於20-40歲間。除了年齡差異性外，其接 

觸臺灣史硏究與教學的程度也略有不同，在接觸年限上，中央硏究院台史所硏究 

助理、博士生、碩士生、教師等受訪族群，對台灣史都有超過5年的硏究或教學 

經驗，對於史料的型態、台灣史硏究的範疇、專有名詞、硏究領域的重要文獻與 

工具書等，有較高度的掌握力，且也因爲與相關資料接觸的經驗豐富，在使用「臺 

灣記憶」系統的過程中，經常可以很快的聯想到其他性質相似的資源庫，向硏究 

團隊比對不同系統的差異性。相較於經驗豐富的族群，本硏究所招募到的大學 

生 ’ 均爲三年級學生’ 對於台灣史認識尙處於入門階段，或藉由做報告的歷程而 

有接觸。換言之，大學生對於台灣史不論在內容或是參考工具書等方面，還未建 

立較爲全面的認知，在本硏究中的身分較偏向「半專家」的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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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經由訪談發現，國中歷史教師的資訊行爲較趨近於一般民眾，在目前 

多元教學的教育體制下，社會科上課時間，由歷史、地理、公民平均分攤’課堂 

主要都在趕進度。此外，教學成果評量仍以學力測驗爲主要導向，導致國中教師 

重度依賴各個不同的參考書(一綱多本)做爲準備教材的來源，頂多在生活中遇到 

一些不錯的素材，會在課堂上與學生做小小的分享。因此，對 於 「臺灣記憶」系 

統的使用，教學與硏究的本質差異大，教師的訪談內容不太能與台灣史硏究人員 

訪談內容聚合，且也無法對「臺灣記憶」系統做較深入的使用評析，因此在之後 

分析階段，主要以4位硏究年資與經驗豐富的「台灣史硏究人員」爲主體，而「半 

專家」及教師的意見，則於思考「臺灣記憶」系統整體未來發展方向時，納入做 

爲建議。

表 3-2將台灣史硏究人員評鑑階段的受訪者基本資料做一統整。

表 3 - 2第三期台灣史硏究人員評鑑受訪者基本資料

代

號

性

別
學科背景 身 分

從事臺灣史硏究/教學 

的年限

F 女 歷史硏究所 中硏院硏究助理 10年以上

G 男 歷史硏究所 博士生/大一歷史教師 10年以上/ 3年

H 男 民俗藝術究所 硏究生 7年

I 女 歷史硏究所 硏究生 5年

J 女 歷史系 進修推廣部學生/國中歷史 

教師

2年/5個月

K 女 歷史系 大學三年級學生 1年

L 女 歷史系 大學三年級學生 1年

M 女 歷史系 國中歷史教師 7年



第四章個案分析：American Memory使用性簡介

硏究團隊從相關交獻2、以及初步評鑑受訪者意見中得知，「American 
Memory」是一個具有成功發展經驗的數位圖書館，且以一般民眾爲對象，建置 

單位之地位又與國圖同爲國家級圖書館機構，故擇此網站之使用性的面向進行專

章分析。

本章整理了 American Memory(以下簡稱AM)之使用經驗，特別提出以下幾 

點 ，作 爲 「臺灣記憶」系統之對應，借用American Memory的建置經驗 ’ 一方

面作爲與「臺灣記憶」系統建置單位訪談的部分要點，另一方面則可作爲「臺灣 

記憶」系統未來可行方向之參考。

行文架構上，從 AM的建置說起，因爲有許多未來的使用，是建立在最初 

的設計理念上。本報告分爲四大部分：首先爲「源起」，包含AM興起的背景， 

以及其預期的成果。第二部分爲「內容的質與量」，說明AM如何建置起數位物 

件 、如何形成一個物件數量足夠的資源庫、它有什麼策略或原則嗎？第三部分爲 

「推廣/ 增加使用性之方式」，說明一個充足的資源庫，如何提升它存在的意義、 

達成其使命。第四部分則爲「介面探究」，擷取實際使用AM 的畫面，以區塊的 

解構突顯AM功能上的特色。最後則爲由此個案分析所得之結語，及未來可行 

方向之建議。分別敘述於下。

一 、源起

American Memory3爲美國國家數位圖書館計畫(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Program, NDLP)之一，是以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以下簡稱 

LC) 1982-1987 年 的 「Optical Disk Pilot Project」與 1990-1994 年 的 「American 

Memory」兩項先導計畫的成果爲基礎所建立的電子圖書館，其選擇LC所藏且 

能代表美國文化遺產的歷史性檔案來數位化，目標希望將美國歷史與文化相關的 

資源，能有用於國會、硏究者、教育者、學生、一般公眾，以及全球網路社群等 

對象。

該網站建置計畫從1994年 2000年 ，不諱言，一個數位化館藏的花費實在甚 

鉅 ’ 計畫執行期間，國會兩大政黨共贊助1500萬美元，此 外 ，許多公私團體也

2 Rosenbaum, H. and Joung, K. (2004). Socio-Technical interaction networks as a tool for 
understanding digital librarie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1(1)，206-212.

3 American Memory 網 址 ：http://memory.loc.gov/ammem/index.htrn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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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挹注資金的行列’ 金額高達4500萬美元。

網站於2000年正式啓用，承網站說明所述，AM宗旨在於，提供使用者在 

網路空間上有一個免費且公開的各類型數位化資源，這些資源主要與美國歷史與 

美國人所創造的一切有關。American Memory的定位則是，做爲能提供公眾教育 

學習、以及終身學習的資源管道(serving the public as a resource for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二 、內容的質與量

AM中的資料，不僅來自LC源有的數位化資源，同時也包含許多不同組織 

的數位化資源，例如歷史文物單位、各學校、個人收藏等。以下再細分三方面， 

分別說明LC徵集數位化物件的策略、選取物件進行數位化的依據，同時也略提 

數位化物件被記錄的方式。然由於本次個案分析著重於使用性之層次，因此內容 

經營的部分僅爲簡要說明，但仍不失爲「臺灣記憶」系統可參考的環節之一。

1. 大量麟數位化物件的策略

事實上，爲加速擴大館藏量，LC與電信公司Ameritech Corporation(即AT&T 

Teleholdings, Inc.)合作，自 1996年開始推行了一個爲期三年的活動，提供 2百萬 

美元，讓國內各單位(除硏究、學術圖書館、博物館、歷史檔案館等單位，亦包 

含個人參賽)競賽與美國歷史有關的數位化資源，並承諾這些數位化資源未來可 

在 American Memory網站上公開免費取得。這個競賽活動最後建立了 23個主題 

館藏(collection) ’可說爲American Memory數位化物件在數量上奠定了基礎。

網站持續更新，數位化物件數與主題數持續增長著，目前數位化物件已超過 

9百萬筆，而主題也增加到100個以上。據 AM計畫說明，2000年全數館藏已 

有 5百萬筆，2004年的相關參考文獻中顯示已增至7百萬筆，而 2008年 AM網 

站介紹上則爲9百萬筆，可見數位化資料成長之狀況。

2. 選取物件進行數位化的細

那麼，除了物件數量上的考量外，究竟哪些東西需要數位化呢? 在執行am  

計畫之初，計畫團隊便透過問卷、訪談等方式，調查各階層使用社群對LC歷史 

性館藏數位化的需求。並依據LC館藏的價値、類 型 、主題、版權等考量因素， 

訂定哪些歷史性館_ 要數位化的標準：同時，LC亦希望透過此計畫的執行，能 

發展一套將來各種館藏數位化之作業程序，進而建立圖書館間合作數位典藏暨資 

訊組織的標準，以便全球在版權合理使用的範疇下，達成全球數位資源共享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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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計畫團隊亦邀請專家的篩選出數個在美國歷史上具代表性的主 

題 ，以主題爲核心製作成一個個的主題館藏(Collections) ，數位化的原始物件包 

含手稿、相片、地圖、攝影資料、書籍、樂譜、歷史文件、小冊子等。

整體而言，AM計畫主要將幾個部分做了較深度的思考與原則的確立，包 

括 ：使用社群的需求(一般性? 特殊性，如教育性? ) 、館藏的價値(具歷史、文化 

價値者)、資料類型、主題的聚集(先產生大原則面的聚集，如時間？地區？語言？ 

熱門議題? 等) 、權利的允許(如成立Copyright Office專責智財權問題；詮釋過程 

有無歧視性等)等部份。

3. 物件被記錄的方式

此屬於較爲技術性的層次，本報告不深入談此部分。基本上，A M 中數位物 

件記錄的方式不採傳統MARC機讀書目格式，在考量需考量未來電腦軟硬體發 

展 、資訊交換的便利性等問題存在等前提下，以 EAD發展爲主，認爲EAD的 

撰寫方式可展現更爲階層式的、更詳細的描述等特質，有利於數位化物件更延伸 

性的應用。

此外，AM也對外與不少單位合作，硏究數位化歷史性館藏儲存、管理、索 

引以及展現方式的問題，並聘請專家學者針對特殊語言的物件，撰寫介紹性的文 

字加以說明，以便讀者閱讀。

三 、推廣 / 增如1使用性之方式

LC爲提高AM 中數位化館藏的方式主要可歸兩部分，一是資源本身可見度 

舰 升 ’ 另一是加値服務° 分別簡述於下。

1. 資源本身可見度的提升

在此部分，LC將 AM 中數位化物件也作爲LC館藏的一部分 ’ 換言之，把 

這些數位物件也倂入LC線上館藏目錄，因此，使用者進入了館藏目錄後，不管 

是檢索還是瀏覽，這些數位化資源都有被取用的機會。

2. 加 麵 務

4黃婉君，黃華明（2001)。參加「2001年國科會數位博物館國際硏習會--美國經驗」紀要。國立 

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分館館訊，54。檢索日期：2008年 10月 15日。網 址 ： 

http://www.lib.ntu.edu.tw/pub/mk/ink54/mk54-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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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對自身定位的承諾一做爲能提供公眾教育學習、以及,終身學習的資源管 

道(serving the public as a resource for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便是透過加

側艮務的提供來達成。以 「學習性」爲核心引導，AM設計了類似學習指引網頁 

(目前名稱爲“Teachers”) ，爲每個主題提供一套類似教材的弓丨導，一方面可讓學 

校教師直接應用於教學上，另一方面也可做爲一般民眾自學的指引。加値的意義 

在於，利用數位化館藏，有系統的將某個主題有關的資源加以組織，並且以符合 

人類學習的歷程加以編排資源，減輕資訊量對使用者帶來的潛在焦慮感，同時也 

能擴展使用者對在地歷史文化的知識增長°

四 、介面探究

從主題瀏覽的角度檢視，AM的介面大致可分爲基本四層:首頁(含大主題 

子主題目錄—與單一主題有關的館藏(theme collection)—單一數位化物件 

(item)。不管處於何種階層，各區塊幾乎都包含某一種「可續性」的功能。在這 

個部分，硏究團隊透過print screen的方式，擷取AM的頁面，除了分層介紹外， 

並以區塊的方式彰顯其特殊之處，並對每個分層有一結論性的特色說明。

第一層 American Memory 首苜

The LIBRARY CONGRESS 奶能：網 站 般 功 能

亦能:隨時 

不定時 

新的館

功能 :歷史 

上的今天

功能:區隔特辣摄用 

對象與使角目的

The  L ib rary of Cong ress | L a s t  Updated : 09/16 /2008

功 能 ：回 LC ,及網站基本宣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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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瀏覽引導佔據頁面大半空間，並且從 ^主題」的角度切入。

2 .吸引使用，並且也落實AM設計宗旨：

a .與生活有關(因時事議題而更新的collection highlights。其實就是把 

某個 theme collection提出來首頁）

b .縱向貫徹歷史，展現歷史上的共同記憶(today’s in history)

C .實用性導向(teachers^爲老師提供適合弓丨導某主題教學的教材；同時 

因爲以教材式設計內容，亦適合使用者自學。ASkalibrarian+線上 

參考服務，使用者以口語化的問題敘述提出疑問。）

首頁特色

第二曆潠取某個主題，出現子主題目錄

一 般 纖 項 雛 索 纖 依  

舊 趙 置 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 LIBRARY CONGRESS
AVn<ICAN MFJ/ORY

about . ； he lp  contact Search all collections

PerformliKg Arts, Mo«!
The L^rary  o f C o n fe s s  > American Memory Home > Browse Collections

Performing Arts, Music: 33 collections

Search selected collections 咖 皂 : 檢 索 ( n a r r o w

S e le c t  aM I C le a r  a l l

A f r ic 功 能

f ic a n -  Am -?ncan S h e e t  M us ic . 
^ U n ive rs itv

S e le c te d  fron i th— C cH e c t io n s  o f

A fr ic a n - A m e r ic a n  M u s ic . S o u th e rn  U . S . 〜 R e co rd in g s  〜 1 9 3 8 -1 9 4 3

"Nov；- v v h s r  a T im e " : P lu e s . th e  F o r t  V a I le v  M usic  F e s t iv a ls . 1 938 - 1943

B e r l in e r .  E m ile  〜 E a rlv  Recording Industry 〜 Multiformat 〜 1 8 7 0 -1 9 5 6

Em ile B e r lin e r and th e  B irth  o f tiiL- Re- :o ro ing  In d u s t rv

B e rn s te in .  L e o n a rd  〜 Multiform a t ^  ca , 192Q-1989
T h e  L e o n a rd  B e rn s te in  C o lle cL iu ri, c a , 1^ 20 -1989

B ro a d s id e s  a n d  P r in te d  E p h e m e ra  ~  ca. 16QQ-2Q0Q

An A m e rica n  T im e  C a p s u le ： T h re e  C e n tu r ie s  o.f B ro a d s id e s  and  O th e r P r in te d  E p h em e ra

C h a u ta u q u a  P e r fo r m e r s  〜 Advertising F ive rs 〜 1904-1940
T ra v e lin g  C u ltu re : C irc u it  C h a u ta u q u a  in th e  T w e n t ie th  C e n tn rv

j |  W a r  E ra  ~  Band Music ~ Multiformat
B an c from  the  C iv il '.Var t-ra

子主題目鱗色

儘管以字母I[頃序排列子主題，還是提供使用者對某主題之下主題叢有個

23



overall槪覽。並且盡量將該適合描述主題的特色明示於子主題上。似上圖 

爲例，主題爲 “Performing她 Music”，子主達中就明示了音樂類型以及年代 

等資訊。）

第三層撰取其個子主顆，產牛與某子主題有關的館藏(theme collection)

第 一 、二層中的基本功fg及位置依舊不變

功 能 ：檢萍 
(narrow 於 

主題的coll;

The LIBRARY 0/CONGRESS
P^ - i\Vr RICAN MFMORV

HOME : BROWSE > ABOUT i H ELP • | CONTACT . S e a ' X h  att C O lle C t tO H S

African-American Sheet Music, 1850-1920 HuttiSSiB
The._Library of Conaress > American Memory, Home > Broy^s.e Collections

S ea rch  th is  
c o l le c t io n

c More sea rch

options

功能：與這個 
collection 的

有關的描述

© Collection Home 
o A b o u t  T h is  

C o l le c t io n

F e a tu re s :

9  Timeline
1865-1910

功 能 ：瀏覽(與 
這個 collection

關的數位化資 

源）

TrowŜ PoIIecBor
by：
O T itle  
o  S u b je c t  

o N a m e

功 能 ：延伸 

性學習

For teachers l

的教材設計

V ie w  m o r e  

c o l le c t io n s  from the 
L ib r a r y  o f

C o n g r e s s /A m e r i t e c h  

N a t io n a l  D ig i t a l  

L ib r a r y  C o m p e t i t io n

L in k s  m a rk e d  + g o  to  
W e b  p a g e s  a t  th e  
a w a rd e e  in s t i t u t io n .

C o l l e t o n

C o n n e c t io n

Classroom resou rces 
for tea ch e rs  from the 
Learning Page

[Detail] Why Adam Sinned

African-American 
Sheet Music, 1850- 
1920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Brown 
University

迪鹿像思

及來源

Walker from cover], 1904. 
A b o u t  t h i s  im a g e

O v en ie w

This co llectiop^nsists of 1,305 pieces of African-American1! 
music datj^gfrom 1850 through 1920. The collection includes 
songs f^om the heyday of antebellum black face m instrelsy in the 
1850a^nd from the abolitionist movement of the same period. 
Nurar'ous title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novel and the play Uncle 
T o ^ s  Cabin. Civil War period music includes songs about African- 

nerican soldiers and the plight of the newly emancipated slave. 
P lst-C iv il War music reflects the problems of Reconstruction and 
ne beginnings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northern migration of 
Ifncars Americans. African-American popular composers include

md Ernest Hoaan, Bob Cole, James Reese Europe, 
W i l l  M a r io n  C o o k .  Twentieth cer 

pantographs of African-American musicaf 
costume. Unlike many other so rts of publish"? 
can\e produced rapidly in response to an eveil 
and ^ j s  is a source of relatively unmediated a | 
perspeSjves on quickly changing events and 
Particulan^&gnlficant in this collection are the '

African Ameni^ns which provide much information about racial 
attitudes over th ^ o u rse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j

Theme collection 特色

1 .以主題爲核心，藉由主題聚集各種資源類型

2. 主題範圍有明確的說明

3 . 延伸性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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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透過充分的情境連結(內文中若提到主題式資訊，便可以轉而延升至 

另一個 theme collection)

b .透過瀏覽，依該主題特性產生不同瀏覽方式(如 ：在這個樂譜主題中 ’ 

有 by title, subject, name等三種瀏覽方式），供使用者一覽該主題的數

位化資源有哪些°

c .實用性導向(teachers^爲老師提供適合引導某主題教學的教材，連結 

過去就是關於這個主題的教材編排）

第四層數位化物件(item)

以 title 瀏覽 “African-American Sheet Music, 1850-1920”這個 collection 中的

數位化物件，以條列式呈現各物件命名(後面括號中數字代表同屬這個命名的物 

件個數）。

The L IBRARY 0/ CONGRESS
9 ^  AV：RICAN MCMORV

a b o u t  h e l p  c o n t a c t  . Search all coliections

African-American Sheet Music, 1850-1920 B lS U S il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 American Memory Home > 已row_s、g—CLQilgcUons > Collection_H_ome

Search th is

c o lle c tio n

l £ 3  More search 

options

© C o l le c t io n  H o m e  

© A b o u t  T h is  

C o lle c t io n

F e a tu re s :

© Timdine 
-1865-19XQ

Browse Collection 
by:
o  T it le  

o Subiect 
o  N a m e

V ie w  m o re  

c o lle c t io n s  from the 
L ib ra ry  o f

C o n Q re s s /A m e r ite c h  

N a t io n a l D ig i ta l  

L ib ra rv  C o m p e t i t io n

L in ks m a rked  * go to 
Web p ag e s a t the 
aw a rd e e  in s t itu t io n .

C o lle c t io n

C o n n e c t io n

Classroom resources 
for teachers from the

Browse bv Title

w

O  Previous j Next O

纖 ：瀏覽

300.000 more! Cl)

The 9th battallion on parade ⑴

Abraham's daughter.⑴

Adolphus Morninalorv (l'\

Africa, If I were vou. ( 1 )

Afncana: (1)

Ain't vou coming out to-niaht (1)

Aint aot nothin', never had nothin', don't want nothin' but vou (11 

Alabama jubilee ( 2 )

Alabama 丨uHaby ( 4、

Albany, or. Pat's de only town looks good to me:oarr.⑴

Albany, or. Pat's de only town looks good to me (1)  

All aboard for Dixie land (3)

All coons look alike to me (2)

All de darkies oittin' u p ! (1)

All I wants is ma chickens: ( 2 )

Ali I wants is ma chickens (2)

All I wants is my black babv back f i)

Ambolena Snow (2'\

The American serenade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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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某個資源名稱，以條列式呈現

Tfu- LIBRARY ̂ CONGRESS
AY：

BROWSE ABOUT

A frica n -A m e ric a n  S h e e t M u sic , 1850-1920
The LibMLY of Corujress . Anifcf ican Metncry Horn° > erovvse Collections ::

S e a rc h  this
c o t J o c t io n

M o re  s e a r c h

> C o lle c tto n  H o m e  
i  A b o u t T his 

CoHegte c tto n

ires:

- 1S65-1910

Bro'vse Collectioii
b y ：

e  i l t l £  
o  S u b je c t  
e  N a m e

African-American Sheet M u s h

R e su lts  1-4 o f  4  f o r  A la b a m a  lu lla b y

D isp la y：

Item Titles
A la b a m a  丨u " 3 b v  

A la b a m a  tullabv 

A la b a m a  lu llaby  

A la b a m a  丨uM3bv

D isp lay :

Results 1-4 o f  4 fo r  A labam a lu llaby

Display- l ia i  vinw

Ata&ama iuffabv

Display： v iew  i.

AUWhU!
■W -r-'r

Aia&ama lullabv

亦可選擇影像的瀏 

覽方式

Alabama lulla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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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筆數位化物件包含的項目

77u> LIBRARY 0/CONGRESS
A V l RIOVN

HOMC BROW SE . ABOUT c o n t a c t  • S d 丫 h -̂ li colltL-ctions

African-American Sheet M usic, 1850-1920
The  L ib rary o f Congtesa :: Am erican  Meinorv Home u B row se Co lle ctions ： Cullection  Home

Item 2 of 4 for Alabama lullaby 

B a c k  to  R e s u lts  l is t c Previous Item 丨 NOTt IWm P

A f r ic a n - A m e r ic a n  S h e e t  M u s ic r 1 8 5 0 - 1 9 2 0

Click on  p ic t 'j-e  to -  larg e ： irna G e .，\!il iie m , o - m o-e ve..5 1 0 ns 

rRights and Reorodm

3 -'g e • image  

luctionsl

Item Title 
A labam a lu llaby ' Cai De -/oil,

D e  V o ll .  C a l. 1 8 8 6 - 1 9 7 0 .

Other Titles
丨丨nti o f t e x : : I 

F i-s : ime '.)£ cno"'.：s

這個物件的基本說明

^ea"0 10*.?
_)0 vvr, in A labam a

Notes
VVairz fo 01 a  ■"■o.VO
C a p n o r  -：：ie.

A： head o f : j，丨e v  >
Adve-：isemeri'：b o〔he. so n g s： d. :4 : 
C ove- il\'..r<T-?i：\nn- d-avvirig of 'vvomai- n layi;ic  

A lso  pubhsi'ico  fo "： malo o " 丁丨丨xed  
Onnin^ llv

.A . _ m e  c ' w w

D.j

:'>j ：y ：'eci!

!'iioes !:nrir

1 siq r..

Pa：'： ；. io re ! .S. Rpiss.

m h s h e n v  Ycr-k : L. Fe is:. In c .. l !9 1 9 .

Subjects
A f r o - A m e r ic a n s -  -  S o n g s  a n d  m u s ic .  

L u lla b ie s . A m e r ic a n .  

A ia b a m a - - S o n q s  a n d  m u s ic .  ______

這個物件亦包含在其他 theme 
collection 中 o

Related Names
I l lu s t ra to - ： R e is s . L io n e l S . (L io n e l S a m s o n ) .  1 8 9 4 -  

L e o  F e is t .  In c .  (N e w  Y o rk .  N .Y . l

Part of
S hee: Music Co丨le a i丨:)n. The J c 'v '

Repository
B 'ovvr； un/ve-'S fry u - y  B o x  A ,  D-o v id e rc e , R I , 0^91 ^

類 似 r參見 . 

物件來源

Digital ID
•"PDaasni 0 3 7 7  h ：：p :■ r >C! .；o c . ( .•丨 oi...awa,.j

Back to Results list c  Previous Item | Next Ite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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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圖片，可檢視不同解析度下的圖片狀況

IfHcan-American Sheet Music, 1850-1920 
Alabama lullaby

Image 1 o f 4 | Turn to image I 1 

?ack to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 Collection Horn

NEXT IM AG E

ilAL4l4N4LULLABVr i
r二』

Quality Image (JPEG - 164K) | Higher Quality Image (JPEG ■ 6 3 0 ^ ^ ^

(明釀钃鲍I苷保M«式:

數位物件特色

1 .相關連的其他物件與theme collection延展性充足，換言之，還是將主題 

及主題相關物件做了頗爲完善的聚集。

2 .使用者有選擇性：

a .瀏覽呈現方式，有文字條列與圖式兩種方式。

b .圖像部分，顧及解析度方面兩種細緻度不同的規格。

五 、結語

AM在諸多數位典藏相關文獻的評價中，經常被做爲成功經驗的代表，整體 

而言，團隊合作（包括LC內 、外部的單位或組織)被認爲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因 

素 。且 AM 團隊以公開徵集的心態做爲策略，不但收物件數量增長之效，自身 

成本也有某種程度的壓低。

另外，現實面也與網站永續經營有很強大的關聯度。從籌備經費的階段， 

AM計畫團隊便極力爭取金援支持，所費不貲應該是發展數位化資源之單位必須 

要有的意識，要考量的不僅是如儀器設備上的建置成本，「合法性」的權利宣告 

經常也是需要透過付費達成的。從 AM發展的過程來看，甚至與其他營利企業 

的策略性聯盟，也是圖書館可以嘗試的途徑。



此外，國際組織的推動，也是目前全球化資源分享的策略之一。2007年 ’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發起世界數位圖書館(“World Digital Library, 

簡稱WDL”)的合作計畫，該計畫以美國國會圖書館爲主要倡議者，主要目標是 

將世界各國文化資產匯集於一個網站，更強調不同國家特有的語言性及文化性， 

讓全球使用者透過Internet，免費取用網站上的數位化資源，同時也有機會了解 

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文化財產，並強調WDL未來能達成教育學習的功能性5。2008 

年 7 月 ，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簽署WDL計畫合作協議書，正式成爲合 

作館6。於此之際，在考量國情差異後，若能借用有效的經驗，並從國際推廣的 

角度思考「臺灣記憶」未來可行方向，不啻爲一個打入世界文化社群的機會。

5蘇桂枝 (2008)。參加世界數位圖書館展示會紀要。國家圖書館出國報告書。檢索日期：2008年 
10月 14曰 。網 址 ：

http://open.nat.gov.tw/OpenFront/report/show_file.jsp?sysId=C09602680&fileNo=001 °

6國家圖書館(2008)。國家圖書館成爲世界k 位圖書館計畫(W D L)的合作館。檢索日期：2008 

年 10 月 14 日 。網 址 ：http://www.ncl.edu.tw/ct.asp?xItem=8777&ctNode=59&nq)=2 °

http://open.nat.gov.tw/OpenFront/report/show_file.jsp?sysId=C09602680&fileNo=001
http://www.ncl.edu.tw/ct.asp?xItem=8777&ctNode=59&nq)=2


第五章初步評鑑結果

初步評鑑硏究執行於2008年 7 月間，主要以一般民眾爲硏究對象。此章內 

容乃根據5位受訪者在「臺灣記憶」系統中的使用狀況，以及他們對該系統提出 

的看法，對 於 「臺灣記憶」系統初步的分析。

在這個階段，硏究團隊對於該系統在經營面與使用面尙處於不甚了解的探索 

時期，因此初步評鑑結果的呈現，則據Rosenfeld& Morville所著之《資訊架構學： 

網站應用》7—書 ，網站的建置與評鑑可從四大面向著手：組織系統'分類標籤 

系統、導覽系統、以及搜尋系統。以下即承此四項，對 「臺灣記憶」系統，從使 

用者的觀點進行初步評鑑。

一 、組織系統

組織系統意即網站式以何種方式做資源/內容的配置。目前「台灣記憶系統」 

所呈現的組織體系主要以資料類型爲基礎’ 在第一層的組織上，包含有「圖書文 

獻」、「圖像」、「史料」、「人與事」、「特展館」、「檢索」、「視訊隨選」等七項。由 

於有明顯的區隔，使用者可快速進入所需資料類型中進行瀏覽或檢索。整體而 

言 ，包括各項目的子項也是資料性質導向，而不同資料類型有不同組織方式，整 

體網站堪稱有一致性的資訊組織策略。

階層關係上也有一致性存在，通常是資料類型+依主題瀏覽今物件圖示+務 

見詳目資訊描述。使用習慣很快就可以建立，唯物件圖示部分，有些以中文描述， 

有些以英文描述(如十九世紀台灣圖像），使用者難以在第一時間判斷資料內容。

此外，第一層之下的子項各有主題，然而爲什麼是這些主題? 換言之，這些 

主題有何意義，値得特成一項聚集？如果聚集成一項，使用者通常會期待有豐富 

而完整的所有相關內容，但似乎各項內容物又不是非常豐富，有的甚至只是某本 

書內容的數位化。於是，有些使用者表示，這可能變成一種單一瀏覽’ 一旦把既 

有內容閱畢就不會再來造訪；如果聚集內的資料量非常充沛，才可以變成一種學 

習的資源庫，如此一來使用過的人會更願意推薦其他人使用，共同發掘更多不同 

的台灣記憶。

7 Rosenfeld, Louis & Morville, Peter.(2003).資訊架構學：網站應用。第二版。台 北 市 ：歐萊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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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類標籤系統

分類標籤系統 

各分項的命名。

主要將重點置於「如何表達組織方式」，簡言之，就是對於

承前一評鑑項目「組織系統」，該網站項目明顯以資料類型做爲命名，代表 

性與區隔性頗爲充足，然而對一般使用者而言，圖書資訊學領域的「行話」成分 

似乎還是重了點。例如「史料」一詞，對一般使用民眾而言顯得別具專業性，有 

使用者反映，看到這個名詞就覺得不是自己有興趣的項目，點入最終層的詳目說 

明 ，如下圖5-1之示例，該名使用者覺得自己似乎看到了 “天書”，本期待碑碣 

說明處有白話文解釋，但似乎沒有達到理解此圖的效果。簡言之，在某些非文史 

領域的使用者印象中，會覺得這是一個專供給歷史硏究人員使用的資源庫，一般 

民眾對於網站各項命名難以有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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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該網站標籤系統在風格、表達形式、用語方式等方面頗具一致性， 

理解性則須有所改善，可提升一般大眾之使用率。也許可對個資料內容做更深度 

的內容分析，或是尋求內容作者意見、主題専家意見、使用者意見，以獲取同一 

件作品更多不同的詮釋角度，建立一個比較親善易懂的命名與分類。也可以分不 

同使用族群，產生不同的分類與使用介面。

三 、導覽系統

顧名思義，導覽系統指的是網站指引功能對使用者的達成率。又分爲「全域 

導覽」、「區域導覽」、「情境式導覽」、「輔助性導覽」、「全域導覽」、「群居導覽」 

等模式。以下分別檢視。

全域導覽，指固定在網站某處，不管連結至網頁任何角落，均能弓丨導使用者 

點選去處的導覽列。有成功的全域導覽，意即一直維持於右上角的第一層項目(如 

圖 5-2所示)。

|i f  iiii ii |  n o  I8K本站 o 明站a j g  o 重莞信c- B g g 頁 o 躉,奪g t f g g

全域導覽

_ 勘替 :首寳— F!'r?i5叫§:考阑谗?

MM 一
曰治時期蜃瀾圈像裒鱼

顯示所在位置(我 挪 裡 ）

期 M5011fJ8g

• m

情境- 導覽

俄可以 :芒囉去）

软—艚著作_■» QowrtflW«004. NrtQHlOwNiyowy

圖 5-2 「臺灣記憶」系統之全域導覽及情境式導覽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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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導覽，意即各項目點入後，網站如何達成導覽功能。基本上，該網站各 

項點入後的導弓丨配置情形差不多，使用者不會造成太大負擔。各項目的區域導覽 

主要就是主題引導區塊在左 > 檢索區塊在右。請見圖5-3。

々rt-£琿 ： j

J  别 ??B!)吾 s k 俅s h  
j  3 欠市亡哚H 
J ET>a«?«R*KSP SB
■J d:...，？钤n ：•发勒a *

ESI

f 主題引導區塊

圖 5 - 3區域導覽的模式一致

丨顿區塊
O 筻多寊激

輔助性導覽，屬於功能性的指引，網站導覽是最基本的一環，「台灣記憶系 

統」雖有此指弓丨，但僅止於各項目的連結，爲有進一步說明各項目中有和內容物， 

或建議使用者閱選的說明。有些網站會以ALT語法撰寫，當使用者滑過該項目， 

便會出現對於該項目的相關說明資訊。「臺灣記憶」系統另一項輔助說明則爲檢 

索功能的使用說明，並且以說明加示例方式呈現，頗爲完備。

群居導覽類似熱門排行榜，「臺灣記憶」系統的「視訊隨選」項目中具此功 

能 ，然不知所謂「熱門」如何計算？經測試使用，發現使用率低的彳青況下，點選 

過 2 、3次的影音片段亦榮登熱門排行榜，就數據而言，未讓人感受 “熱門”。請 

見圖5-4。

透過區域導覽再點入，即以情境式導覽的方式呈現。所謂情境式導覽，意即 

能提供使用者“我在哪裡” 、“我可以往哪裡去”的連結資訊。請見圖5-2。另一方 

面 , 台灣記憶系統」諸頁面雖顧及情境式導覽的功能，但仍以主題的聚集爲主， 

換言之，各項目的「情境」分析還未倶足，例如有使用者表示，希望能有充分展 

現學習鏈的指引。

A  '  Vz i  不站o 涡站導燹c:意見值n  g s b 苜頁og ig tg te g頁

'^ W 1 'I • 丨爾 ■删 BW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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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i h im

圖 5 - 4「熱門」數據的迷思

導覽的部份亦有其他問題，最顯著者則是「關於本頁」未達一致性。在 「圖 

像」、「圖書文獻」、「史料」等選項中，每單元均附有「關於本頁」的連結，說明 

資料來源、目的與資料類型等。然於「人與事」中未有此說明，造成使用者不清 

楚究竟所包含的內容爲何，在使用者對於項目的期待下，網站資訊無法反應需 

求 ，造成使用意願降低。例 如，在 「人與事」下 的 「台灣大事紀」單 元 ，隨分區 

歡 台南縣白河鎭，著名的白河大地震竟未被列於此，且關於台南縣白河鎭的紀 

錄亦僅有一條目，究竟大事紀所依來源爲何？應清楚交代。

四 、搜尋系統

搜尋系統即爲資料庫網站最重要功能之一：檢索。在此系統中，各項目中均 

有檢索區塊(請見圖5-3), 並可選擇檢索主題。首頁中亦提供選擇各項目的快速 

查詢(請見圖5-5)；此外亦有一項目「檢索」，提供更完備的進階查詢，不但可選 

擇主題項目，還可限定檢索値的欄位、運用布林邏輯，以及選擇檢索品質(精確 

查詢、模糊查詢、同音查詢）。請見圖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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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 6檢索項目中的進階查詢畫面

整體而言，檢索設計仍是由資訊性質爲出發點，檢索最終結果則是一個以表 

格呈現的欄位說明。在關聯性方面，提供有國圖線上館藏目錄的相關書目連結， 

然而點入該連結，多數是找不資料的結果。雖然設計理念顧及使用者可能需求， 

然並未實際提供有效參考資源，反暴露網站缺點。建議做調整，讓關聯性真正發 

揮作用，才不致讓使用者有所期待’ 然後期望落空。

該系統並提供另一個關聯性，即在檢索結果列表右彻丨附有「資料庫延伸查 

詢」、「網頁延伸查詢」兩 項 ，前者連結至華文知識入口網的首頁、後者連結至 

Google首 頁 ，等同將重新設定關鍵詞的工作又回歸使用者自行負擔，並且引導 

使用者至一個更加浩瀚的資源庫，部分使用者表示，此時資訊檢索焦慮又呈攀升 

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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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則爲關鍵詞彙的問題。以一使用者之經驗爲例，鍵入Wimbledon查詢影 

音資訊，not found ；然鍵入溫布敦，則有檢索結果，並且連同溫布頓等提名也可 

查詢。換言之，中文控制詞彙也許較爲完備，然中英對照似乎有所忽略。

前述主要針對內容進行檢視，至於檢索結果呈現上，「臺灣記憶」系統提供 

條列與圖示等兩種排序方式，然僅顯示題名(請見圖5-7、圖 5-8)，尤其當題名中 

完全不包含檢索詞彙時，使用者對於檢索結果無法產生較強的辨識力。類似問題 

' 亦發生在視訊隨選的檢索中，令使用者較爲疑惑之處在於：1 •登錄號呈現的必要 

性？ 2.主題顯示不完整，使用者對於檢索結果無法產生較強之辨識力。(請見圖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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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 7檢索結果呈現- 條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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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 8檢索結果呈現-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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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記憶. 

的吻合度？ 竟詢 K  :

圖 5 - 9「視訊隨選」項目檢索結果呈現

以上嘗試藉著有根據的系統性角度剖析「臺灣記憶」系統，然僅就組織系統、 

分類標籤系統、導覽系統、以及搜尋系統等四項進行評鑑，尙有其他細項無法反 

映於其中’ 尤其是內容面的部分，包含網站所提供資訊的深度、有用性等’舉例 

而言，「視訊隨選」的內容似完全取得電視公司系統之播放權，然與本網站徵集 

資料標準是否吻合(請參考圖5-10) ? 値得商榷。再如目前網站所示之最後版權宣 

告時間，仍停留在2004年 ，而 「視訊隨選」項目中的推薦新片亦未持續更新， 

僅至96年 10月 ，就評鑑角度而言，網頁連結有效性的檢測、更新日期等，亦應 

爲網站永續經營須考量的基本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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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台灣史研究人貝評鐘結果

本硏究之「台灣史硏究人員評鑑」，乃相對於一般民眾而言，以一群對於r臺 

灣記億」系統內容認知有較高掌握度者爲硏究對象，藉由他們對系統的理解與他 

們的使用經驗，了解系統被使用的狀況。

因此，硏究團隊首先必須了解，究竟什麼樣的人才會對於「臺灣記憶」系統 

能有較高掌控與使用力？爲了尋找硏究對象，硏究團隊回歸一個假設前提：所有 

資源類型網站的建置，必定有其欲服務的主要對象及欲達成的目的。在此假設之 

下 ，我們先與國圖人員進行溝通，希望從中了解國圖建置「臺灣記憶」系統的初 

衷 ，以及此評鑑案對於國圖的意義，進而確認專家評鑑設計的方向。

2008年 10月底與國圖人員的工作會議中，硏究團隊聽取國圖人員的回應 

後 ，也理解了部分初步評鑑結果與臺灣記憶系統介紹文獻中不一致之處。下表 

6-1簡列了於介紹文獻之外、與系統建置有關的實際內容。

表 6-1 「臺灣記憶」系統建置的實際面

面向 實 際 內 容

緣起

由於新舊政權交替帶來政策上的轉變，強調彰顯臺灣本土的特 

藏 ，民國91年起開始規劃該系統，透過2年的時間徵集資料、進 

行數位化工作，民國93年完工，對外開放使用。

內容
主要包含大量購近的私人收藏、明信片，以及館內大部分與曰據 

時期有關的館藏，將這些東西數位化，做爲系統的內容主體。

系統主要目的 數位式典藏爲主要目的，並且強調提供使用者瀏覽。

g 標族群 以支援歷史學硏究者爲主要服務對象

史料登錄原則 給定適當的設釋與描述即可，視史料爲「素材」，避免過多的定論。

網站經營之障礙

1 .認爲系統建置人員沒有專業能力駕馭歷史性的資源，對於內 

容 、.價値的選擇與判斷力不足

2 . 體認到網站整體架構需要調整，但不知如何調整？牽涉到分 

類問題，曾經邀請幾位專家試圖規畫，或參考其他相關系統 

建立分類的過程，結果發現歷史涵蓋太多複雜的層面，難以 

產生公認的分段性。

3 . 由於國圖爲國家級單位，帶有內容之權威性或可靠性的預 

設 ，此一立場，導致規劃結果，易有政治意識上的爭議性。 

此爲經營者與建置者端困擾之處。



國圖人員表示，在國圖所建置的幾個電子資料庫中，「臺灣記憶」系統屬於 

使用率較高的一個，而 「臺灣記憶」第二代系統預計將於民國99-101年動工 ’ 

因此希望透過本硏究了解改進的空間，以及使用者對第二代系統的展望，例如需 

要;A樣的加値服務? 納入如Web 2.0等新技術對於系統的有用性？整合其它性質 

相似資料庫的可能性？諸如以上的想法，聽來雖有美好的願景，但若以技術爲導 

向片段的增設功能，未必能與使用者需求合拍。

在與國圖人員工作會議結束後，硏究團隊重新設定硏究方向，以專門硏究/ 

教學歷史的人士爲硏究對象，根據本硏究所關注的硏究問題設計訪談大綱，進行 

了解。在此重申四大硏究問題：「臺灣記憶」系統使用者爲何7 「臺灣記憶」系 

統使用者之使用動機爲何？「臺灣記憶」系統功能及內容被使用情形爲何？使用 

者對 「臺灣記憶」系統之期望爲何？而本章架構便依循硏究問題的回應發展開 

來 ，分爲三大部分：台灣史硏究人員之背景與資訊尋求行爲、使 用 「臺灣記憶」 

系統之情形、對於「臺灣記憶」之期望。其中，本硏究指台灣史硏究人員本包含 

硏究者與教學者兩類，然由於教學者對「臺灣記憶」系統較無法做深入的使用評 

析 ，故本章硏究結果主要以台灣史硏究人員爲主體。關於教學者受訪者訪談之運 

用 ，請見本報告第19頁說明。

一 、台灣史硏究人員之背景與資訊尋求行爲

本硏究從整體性之視角了解「台灣史硏究人員」，首先請試圖串連這個邏輯： 

系統如何被使用，與使用者的資訊尋求行爲有關；而使用者的資訊尋求行爲，特 

別是與某任務有關的資訊行爲，更與任務本身有不可分割之處。循此邏輯，理解 

台灣史硏究人員之背景與資訊尋求行爲，便成爲硏究團隊探索與分析的重點。從 

訪談中，發現台灣史硏究人員所面對的情境、與順應情境而發展的資訊尋求行 

爲，確實有特殊之形塑，以下進一步陳述硏究團隊所建構的台灣史硏究人員樣貌。

在本計畫的受訪者中，台灣史硏究人員之身分包含中硏院硏究助理、博士 

生 、碩士生以及大學生，且學科背景與硏究年資雖有差異，但仍可析究出相通的 

屬性，幫助硏究團隊建立「台灣史硏究人員」這個族群的槪況。行文首先爲台灣 

史硏究人員之背景之描述，主要從硏究性質、硏究訓練等兩面向加以說明，其次 

則爲與資訊尋求行爲的描述，特別著重於「與任務有關的」資訊尋求行爲。

(一)硏究性質

本計畫受訪者的硏究經驗中，除了一位目前主要以民族誌學爲硏究取向外， 

其於受訪者偏向傳統歷史硏究方式，也就是考證爲主的硏究型態。然無論是民族 

誌學硏究取向或是考證型態的硏究，硏究目的均力求某硏究主題完整性，透過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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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報告多元與完整的呈現，展示硏究結果。而多元化與完整化的達成，實有賴硏 

究主題相關內容關聯性的建立。簡言之，與台灣史有關的硏究，近似個案硏究， 

只是硏究結果往往是爲某硏究主體建立一個較爲巨幅的面貌，而這也是台灣史硏 

究人員經由閱讀大量資料所建立的認知。

(二) 硏究訓練

在傳統歷史硏究的訓練中，非常重視資料蒐集的完整程度、與資料內容的真 

實性或可靠性。這樣的硏究訓練，使得台灣史硏究人員以「求全」的精神做爲資 

料蒐集之指弓I。對於所蒐集到的資料，他們也傾向逐一檢視的做法；檢視資料的 

標準雖因人而異，但很少人僅依標題做判斷，以在資料庫系統查詢爲例，資訊蒐 

集的行爲不會只終結在第一層簡目顯示的層次，至少會點入第二層查看詳目顯 

示。台灣史硏究人員一定會在自己所設立的標準下檢視所有所查詢到的資料，從 

中提取可能對自己硏究有用的資料，也因此，當他們檢視所蒐集到的資料時，特 

別重視資料的來源、出處。更特別的是，他們還會透過各種可能性途徑找到資料 

來源，進一步閱讀資料來源本身內容。

從以下受訪者F的敘述，可以得知台灣史硏究人員爲求得某資料，盡可能嘗 

試不同途徑的行爲。

「另外我會看微捲，那個時候我找不到我要的微捲，因爲圖書館編目出問題 

了 ！那時候我要找教會的一個海報宣道檔，我去查key進關鍵字，沒有一個 

圖書館有(收藏），我就覺得很奇怪，尤其長老教會的東西應該是很多，想說 

不可能阿，然後我就看它的發行公司，漢珍，那台灣就有了阿！我就打電話 

去漢珍問，他就跟我說我們學校有買，後來我是有找到那一整套，但因爲那 

是一整本微捲裡的其中一套，其實裡面還有幾套不一樣的雜誌之類的東西， 

漢珍把它當作一個package去賣，學校那邊就把那一整組package的名稱key 

進系統，這樣當然找不到。那像還有一些原件影本，全國只有在xx博物館 

才有，那是我用一些他們想要的東西去交換才拿到的。」

台灣史硏究人員除了講求資料的求全，査找過程中也特別重視資料內容之間 

所顯現的關聯性，例如受訪者H 的硏究內容是欲建立台南佳里鎭鹽水一帶平埔 

族的歷史記憶，其中有一項需求是要去找日據時代的戶籍資料，於是他得到原件 

收藏單位允許後，便花了四天在該單位一筆一筆檢閱該地平埔族的戶籍資料。受 

訪者H 表示，「因爲日據時代的戶籍資料非常詳細，比我們現在的戶口名簿還詳 

細 ，包括你什麼時候打預防針? 有沒有入贅? 也就是你的婚姻狀況。你的難你  

是漢人、平埔族還是高山族? 那個戶籍資料上都有這些欄位，那我要看的是說那 

個時候 ' 那個地區的人當時的婚姻關係和_ ，然後我可以把一些家族的關係建 

立起來。」



以下透過受訪者I 的敘述，可看出台灣史硏究人員對於找尋與建立資料間關 

聯性的需求，以及這樣的訓練對歷史硏究的意義。

「然後我就把它(某本古交書)印回家，可是發現這本書的內容裡面有很多人 

名我不知道是誰，因爲這是一本詩文集，所以作者很多。這本詩文集其實是 

方祖蔭這個知縣在新竹當官的時後地方上的文人雅士寫的來稱讚他的文 

章 ，所以我若要瞭解這個地方官在該地是怎麼被評價的，還有他在地方上的 

交友網路，那我就必須找到這些作者的背景爲何。所以我將這些作者做成一 

個表列出來，一筆一筆去查，去查地方志或是淡新檔案，查閱是否有他們的 

資料。」

(三 ) 資解求行爲

台灣史硏究人員的資訊尋求行爲，與其硏究性質、所授硏究訓練等背景有很 

大關聯，當他們被要求產出硏究主題多元面向完整探討的硏究報告時，「求全」 

與 「求真」的訓練便成爲他們的資訊尋求行爲最明顯的兩大特徵。

而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數位資訊越來越普及可得的狀態下，台灣史硏究人 

員對於「數位化」的看法其實是很正面的。因爲這些台灣史硏究人員所需的資料， 

經常是很厚重的古書、或是很殘破的史料，有的還收藏在公家機關的倉庫中，須 

要多次的公文往返才能得到進入倉庫閱讀的允許。在硏究資料取得有較多限制的 

狀況下，他們習慣先從網路進行初步資料蒐集，並認爲最幸運的事是有數位化物 

件可直接取用。

台灣史硏究人員的資訊尋求行爲目的性非常明確，進入搜尋引擎、各種資訊 

系統或環境中，第一個動作一定是關鍵字或主題搜尋。他們視Google與 Yahoo! 

爲重要的資訊尋求工具，尤其對於某個主題尙處粗淺認識的階段時，此類搜尋引 

擎往往是他們的第一選擇，儘管他們認爲透過搜尋弓丨擎找到的東西不能全信，但 

仍不失爲一個引子，讓他們有機會碰觸到可能與硏究主題有關的槪念，可做爲他 

們進一步找尋資訊的起點。我們可從以下受訪者F爲了解李春生這個歷史人物， 

在尋求資訊的歷程中遇到的幾個槪念折點。

「像李春生這個人，我從他的介紹中知道他曾經是怡記洋行的掌櫃，我可能 

就會接下來就會去找洋行的東西。因爲這對他的生平是很重要的。那我就會 

先認識洋行是什麼，然後我可能就會接觸到清朝的買賣。」

此外，台灣史硏究人員也非常仰賴圖書館網站特定部分的使用，之所以強調 

「特定部分」，乃因他們只對常用項目有高度黏性，至於圖書館網站其他服務， 

他們並不是非常關心、也不清楚那些服務存在與否。其中最常在這群台灣史硏究 

人員資訊尋求過程中出現的是國圖的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期刊篇目索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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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台灣史硏究人員將這些資料庫所蒐集到的資料視爲 

二手硏究資料，其中幫助很大的一項則是這些二手硏究資料所附的參考文獻，他 

們會逐一檢視，提取對自己硏究可能有用者，進一步閱讀原文。

相對於「查詢」的行爲則是「瀏覽」，但對台灣史硏究人員來說 > 瀏覽實在 

是太耗費時間的一種行爲，受訪者H 清楚的表達了原因：「除非是我已經知道我 

要的那個契約的名字、或是族譜的名字，才會這樣從類別一個一個去選。不過那 

也要我記得他的分類是古文書類之下有族譜類，之下又怎麼分類…。但這樣對我 

來說也是太花時間，查詢不用點來點去，既然我知道契約名字，那打進去搜尋就 

好了嘛！而且，古地名很多是重複的，如果我一個一個看，搞不好還找不到我想 

要的。」透過這樣的比對，更凸顯透過關鍵字查詢資料的重要性。此外，關鍵字 

也是以滾雪球的方式堆疊起來，通常台灣史硏究人員會從主題階層較高(包含較 

多槪念)的關鍵字找起，再針對有關聯性但槪念較窄化的關鍵字進行查找，再次 

反映「求全」的精神。

除了「求全」外 ，硏究訓練也影響他們對於所蒐集到的資料「求真」的態度， 

其中一項具體行爲，就是他們偏好自己解讀史料原件，即便系統對史料做了詳細 

的著錄，他們仍傾向將所著錄的資訊視爲一種參考，還是會調出原件，相信自己 

所看到的內容。另一項「求真」的行爲，則表現在對知識權威的信任上，通常台 

灣史硏究人員對於某主題有權威硏究者的出版品一定要掌握，且信賴度非常高。 

受訪者H 更不諱言，「我們都會有一種習慣性的感覺：教授是對的。」

二、台灣史硏究人員使用「臺灣記憶」系統之情形

本部分主要是欲回應本硏究的兩項硏究問題：「臺灣記憶」系統使用者之使 

用動機爲彳可？「臺灣記億」系統功能及內容被使用情形爲何？以下分別說明。

(一）使用「臺灣記憶」系統之動機

在動機層次，硏究發現台灣史硏究人員會使用「臺灣記憶」系統的原因頗爲 

簡明，一如前述之資訊尋求行爲所示，他們是以目的導向的心態使用系統，但可 

稍爲分成兩個層次的動機：一種是想取得某個主題相關的資料而前來使用 

(subject search),另一種則是目標更爲明確的已知物件冤尋(known-item search)。

整體而言，台灣史硏究人員對於線上資源，包含如搜尋引擎、圖書館網站、 

數位資料庫等，偏向從「工具」而非「內容」的角度來運用，換言之，透過線上 

資源這樣的「工具」找到可能有參考價値的資料，或是取得史料原件的數位檔， 

才是他們使用系統的核心動機。至於系統中提供了什麼樣的內容，他們並不認爲



這是最重要的部分，因爲無論什麼樣的內容，在 「考證」的硏究心態下，他們還 

是會將這些內容的來源找出來，從自己所建構的認知去解讀原始資料。

(二）實際使用「臺灣記憶」系統之結果

多數受訪者有使用「臺灣記憶」系統之經驗，然而他們並不認爲這是一個好 

用的「工具」，因此在他們瀏覽器「我的最愛」中 ，「臺灣記憶」系統並不是榜上 

有名者。提到對該系統的印象，以下兩名受訪者的陳述，在本硏究所有受訪者的 

看法中頗具代表性。

「我第一次看這網頁時，看這個首頁看很久。因爲我想知道它到底可以讓我 

查到什麼，所以我要先知道它裡面大槪有什麼然後我才能決定我要打什麼。 

結果我發現我看了很久還是看不太出來。」（受訪者I)

「我覺得國圖是想跟上數位化的時代，把它們有的東西數位化。但我不知道 

它特別的地方在哪裡?如果你說希望透過數位話讓更多民眾了解台灣的東 

西 ，我會覺得他這樣的感覺不會讓一般人想要繼續點下去，沒有包裝阿。如 

果要讓專業一點的人來用這個資料庫，又覺得沒有很合適，因爲我前一陣子 

有用，後來就沒去用，我還是覺得不夠專業阿！就像搜尋的欄位沒有很足、 

東西好像也不夠多。」（受訪者H)

簡言之，台灣史硏究人員對於「臺灣記憶」系統所留下的並非正面印象，因 

爲它在資源編排、數位化的處理與提供上，似乎不能滿足台灣史硏究人員的需 

求 。而在使用過程中，由於產生太多疑問，包括：整體組織方式不良，且類別不 

一致；「古書契」分類不恰當; 系統建置端與使用者端對於「圖像」一詞有極大 

認知差異；原件掃描的解析度、尺寸不符合硏究需求；沒有權限點閱圖書文獻的 

全文影像檔; 檢索分在不同項目似有畫蛇添足之嫌，且各項目未有說明；內容不 

夠豐富；特展館若以主題爲核心，比較能吸引人前來使用等。導致硏究團隊從受 

訪者處所收集到的資訊，幾乎是眨多過褒。我們將台灣史硏究人員實際使用情形 

歸納成以下幾點，並佐以受訪者言論做爲具體建議。

1 . 重新考量整體內容的麵方式：特別是類別及其分類屬性的一致性

目前「臺灣記憶」系統的內容主要由「圖書文獻」Z 圖像」、史料」〃人與 

事」、「特展館」、「檢索」、「視訊隨選」等七項目架構起來，多數受訪表示，以這 

樣的分類形式，當他們帶著査詢資料的需求前來這個系統使用時，並不會想要點 

選其中任何一個項目。

其中一項主要原因在於，使用者對於各項目的範圍並不瞭解，即便在關於本 

站中有針對各項目所包含的內容做簡介，但由於各項目內容也都由資料形態的角

43



度進行專題式的分項，台灣史硏究人員無法從資料形態找尋與主題有關的資料， 

因此還是選擇輸入關鍵字進行檢索，從時間與檢索結果等考量點，檢索都是較爲 

有效的方式。此外，對於專題式項目的用詞也無法達到辨識該項目內容的效果， 

舉例來說，「圖書文獻」這個分項的內容簡介說明如下：

包括有關臺灣硏究之重要圖籍如地方志、中曰文舊籍圖書等專題書目，提供 

書目條列、目次及全文影像之線上查詢及瀏覽。目前已完成之專題包括：「館 

藏光復後台灣地區官修地方志目錄」、「館藏光復初期台灣地區出版圖書目 

錄J 、「館藏曰治時期出版圖書目錄」、r■臺南市立圖書館館藏日文舊籍」、「台 

灣客家數位圖書館」等主題資料庫。

在這段說明文字中，「光復後」、「光復初期」等詞彙沒有明確的時間斷點， 

就令使用者感到疑惑了 ；此外，「臺南市立圖書館館藏日文舊籍」一項’也並未 

彰顯該圖書館館藏的特色讓使用者知道。以這樣的設計，若採取瀏覽的形式査找 

資料 ' 經濟效益實在有可議之處°

另一個使用上疑問在於類別的不一致性，受訪者F爲此做了非常具體的說 

明 ：「那像『人與事』這個東西我就很懷疑了，這個東西是要做人物誌嗎？那人 

物誌跟事件爲什麼要放在一起呢? 要也應該是大事記要跟事件吧！而且它前面 

都是類型(圖書文獻、圖像、史料)阿 ，爲什麼突然跑出這個(人與事)? 」

2 . 重新考量「古書契」颁的恰當性：需有細或說明

從 「史料」這個項目點入，再點進「古書契」這一項，映入眼簾的是非常詳 

盡的分類瀏覽，在 11個大類之下，分別數量不一的子類。多數受訪者無法理解 

分類如此細致的原因，即便是硏究經驗多年的人，也不是很明白某些類目的意 

思 ；此外，這個項目分類數突然非常多，與其他項目中的分類數似有不平衡的感 

覺 。以下爲受訪者對於此現象的陳述。

「我覺得它(古書契)分的太細了 ！因爲房地契約通常有幾種，賣的、租的、 

胎的、譜的、找洗的，有這幾種很大類，但爲什麼要分成這個樣子？我可以 

大槪看得出這是依王世慶老師的分法，可是如果依王老師的分法，你怎麼沒 

有交代清楚分類來源是甚麼? 可是王老師的分法又好像不是這樣分的阿！」 

(受訪者F)

「這個連我看也不能確定我全部都知道，其實我覺得根本可以不要這樣分， 

因爲學歷史的人，應該沒有人會想找某個東西，從這些分類裡面一個一個這 

樣去找。」（受訪者H)



3 . 改善使用者對於「圖像」下內容的期望與網站上的實質內容的落差

在訪談過程中，訪員最常爲受訪者糾正對於「圖像」一詞的習慣性用法，就 

非歷史硏究領域的人而言，一些如jp g、jpeg、.g if' .bmp的檔案類型，直覺的 

認爲那屬於「圖像」。「臺灣記憶」系統的用語也是如此。然而對於台灣史硏究人 

員而言，圖形檔的意義並不全然爲圖片或圖像，他們對於圖形檔物件型態的認 

定 ，主要依據那個物件的內容而定。受訪者I 對此有詳細的說明：

「圖像的話，我會想到比如漢代的人的臉之類的。地契的話，它是一張紙， 

重要的是上面的那些字，所以我們會認爲那是史料，不叫圖像’可是現在你 

們把這些地契都放在圖像的部分了。一般來說’地契的數位化就是把那張地 

契上的字打下來變成一個全文資料庫，然後我們可以對那個內容進行搜尋。 

我們需要的其實也是那張地契，但它的價値是裡面的字，對我們比較有用。」

4. 提高原件掃描的解析度及圓片的大小

承上，如果對於地契的數位化處理跳脫「圖像」的思維，那麼就可以減少使 

用者對於原件數位化在尺寸與解析度上的埋怨了。那麼，對於歷史硏究的人來 

說，爲什麼對於原件數位化的尺寸與解析度會有較多的要求呢? 首先可從硏究者 

I 的敘述中了解原件對於硏究的重要性：

厂比如說這個知縣的資料很多都是從淡新檔案，淡新檔案其實就是清代衙門 

的案卷，就好比我們現在的公文，淡新檔案就像一張張的公文。那公文裡面 

就有人家講的狀紙之類的東西，我們就要在全文檢索資料庫裡面找到我們要 

的文字片段，希望把那一整張狀紙或是公文給找出來，看看到底這張公文是 

誰發給誰的，整個前文後文是什麼，或上面可能蓋一些章，那些章又代表什 

麼意義，還有這張公文的前面可能也有一張重要的公文，要把前後的連貫性 

給找出來，不管是時間的過程或內容的連貫性都要找出來。」

而以「臺灣記憶」系統目前提供的影像大小，受訪者I 認爲用處並不大，並 

提出影像夠大、夠清楚才符合硏究需求的原因：

「像它給這張圖片是沒有意義的，如果可以應該要大張點，甚至可以讓我點 

進去看。就算是可以全文檢索，我也希望可以看到原件’因爲我可能也會懷 

疑它(電子全文)有沒有打錯字，因爲這種年代久遠的東西，可能有些本身字 

就不太好辨認，那像這個摘要的地方，有的字打不出來就用口，這邊還用刪 

節號( ......)，這樣我就覺得這筆資料是沒有用的。如果圖片大一點、解析度

好一點，我就可以自己來看這份地契的內容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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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進一步說明網站上顯示「沒有權限」的連結

對於硏究歷史的人來說，圖書文獻的古老性並不是一個在選擇閱讀書目時可 

以輕易排除的部分，因此，如果有數位化的圖書文獻影像檔，對台灣史硏究人員

而言不啻爲一項福利。

所有受訪者均表示，「臺灣記憶」系統能提供圖書文獻的檢索與潮覽，時在 

是非常吸引人的一項功能。然而，卻沒有點閱全文影像檔的權限，他們形容，國 

圖有如姜太公釣魚一般，將魚餌懸在水面以上，台灣史硏究人員就像水裡的魚一 

樣 ，只能忘餌興嘆。以下分別爲受訪者H 與 G 對於這個狀況的感受。

「因爲一點出來看到這個(某份圖書文獻的目錄），我會覺得“哇!很興奮’’， 

以爲這邊有整本書的數位檔，可是點進去就沒有權限。我覺得它如果要給專 

業人士用，那它可以提供給台灣相關學系的師生有帳號密碼，不然我還不是 

一樣要跑到國圖去用，應該在那邊才有認可的IP可以有權限看到全文吧。」 

(受訪者H)

「我覺得要乾脆一點啦！都已經做到這個程度了，目錄全部都出來了、也都 

有連結了，那你就把整本書show給我看，不然我還是得大老遠跑去圖書館 

把它找出來。」（受訪者G)

6. 「進階檢索」的分項選擇應允許使用者一次全部勾選

「臺灣記憶」系統目前主要有首頁的快速查詢，及 「檢索」這個分項中提供 

的進階查詢。但在快速查詢部分，只能一次在「圖書文獻」、「圖像」、「史料」、「人 

與事」等項目中選擇一個項目進行檢索；在進階査詢中，雖然可設立檢索條件， 

但還是在「圖書文獻」、「圖像」、「史料」、「人與事」等項目之下19個專題式分 

項中勾選分項，進行檢索。

就功能性而言，不能一次選擇全部，以 「求全」爲資訊尋求行爲指引的台灣 

史硏究人員，紛紛提出使用不方便的抗議聲。受訪者G 對此傳達以下心聲：

「其實我不會在意它的分類，因爲到最後我每個(分項)都會點啦！因爲怕會 

有遺漏啊 ! 學歷史就是這樣。不過這樣一個一個慢慢勾還真是麻煩耶，能不 

能請他們設一個全選的功能阿。」

而就檢索分項的用語，建置者端與使用者端也未能全有一致認知，所有受訪 

者都認爲這個部份應該針對每個檢索分項有明顯且容易點選的說明，也許還能判 

斷是否勾選某個分項。如果沒有說明，那麼就硏究人員蒐集資訊的習慣來說，其 

實這些分項的存在似爲多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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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幾位受訪者對於這些分項產生的疑問：

「像這個方志(館藏光復後台灣地區官修地方志目錄)，在我們是史學界是很 

清楚的定義，圖書目錄這個詞也很乾脆阿，像這個圖像，應該也是照我們的 

想法去定義的啦！家譜(台灣家譜)我就會想到猶他家譜學會的東西，猶他家 

譜學會會蒐集一些西文書，那這邊是把猶他家譜學會的東西是也列在這個裡 

面嗎？可是猶他家譜學會有很多西文書喔！還是這邊就純粹是家譜、族譜這 

些東西？所以我不清楚他們的定義是甚麼。」（受訪者F)

「像這個『館藏光復初期台灣地區出版圖書目錄』（檢索結果其中一個分類 

項目名稱) ，什麼是 “光復初期” ? 它有沒有一個地方去讓使用者知道這個分 

類的範圍是甚麼？」（受訪者F)

此外，部分分項所呈現的檢索結果，似未能反映該分項的意義，舉例如下：

「這個檢索結果嘛! 大事記(台灣大事記要)要也會看一下，因爲可以槪觀了 

解一下基督教的發展。但是這個大事記要簡目的list也太簡單了，連時間、 

地點都沒有寫，我也沒有選擇(排列形式)的餘地。像小兒麻痺，在戰後基督 

教醫院算是變化很大，應該有很多大事，我就來看，然後我就會想說，爲什 

麼只有「二林基督教醫院成立小兒麻痺保育院。」這句在這裡? 這句話的前 

一段話是什麼(反而列表較後面的地方) ? 這個有照時間排嗎? 大事記要這 

邊一句一句的査詢結果，怎麼斷句我也不《 。那第二層再點進去，我覺得這 

樣的東西(metadata記錄的欄位與內容)太少了啦！而且這句話到底在這本書 

的甚麼地方？上面說「二林鎭志下冊」第 647頁 ，可是我想要知道的是在鄕 

志的哪一章節阿！像這樣的東西對我來說就沒有用，我想要知道的是前後 

文 。」（受訪者F)

厂我可能會點一下人物誌(台灣人物誌(1895-1945))，那跟人物小傳(台灣歷史 

人物小傳--明清暨曰據時期)是一樣的阿！筆數也是一樣的阿！這是不是有 

問題呢? 査出來的結果一樣，那資料來源怎麼不一樣？這樣我們就會覺得莫 

名其妙阿! 」（受訪者G)

「我要點進去這個大事記要之前，第一個念頭其實是像大事記這樣的東西， 

可是最重要的要素：年代跟地點沒有show出來給我。它也沒排序，對學歷 

史的人來說，時間跟空間是很重要的阿！」（受訪者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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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增加本網站內容的豐富性

在受訪者當中，台灣史硏究經驗達5年以上者，較能藉由其對於某硏究主題 

認識的深厚度，從專家的視角判定內容豐富性的問題。結巣發現，多數硏究者認 

爲 「臺灣記憶」系統現有內容豐富性不足，除了「該有而未有」的不足，還包括 

資料延伸性的缺乏。受訪者F的話爲此做了貼切的舉證。

「像這個(館藏光復初期台灣地區出版圖書目錄)的筆數，怎可能這麼少！ ？ 

戰後不可能只有5筆，那我要去哪邊找到限制之外的資料? 這可能會一個高 

中生、大學生來說是ok的 ，但我們知道比較多的人來看 > 就覺得這是很有 

問題的。那這所謂的圖書目錄，只的是台灣記憶有藏的？還是國圖館藏目錄 

可以查到的？還是全台灣的聯合目錄可以查到的？像馬偕寫的書，這裡怎麼 

可能會沒有呢? 」

8 . 以主題方式規劃「特展館」’以提高使用興趣

特展館可說是「臺灣記憶」系統中將數位化資源運用的較爲活潑的一環，多 

數受訪者表示，若能有效發展內容，應該可做爲「臺灣記憶」系統向外推廣使用 

的一個窗口。各別檢視特展館的專題，台灣史硏究人員對於主題性特展的興趣高 

於資料形式爲主體的特展。這是因爲主題性特展，有一個聚焦的硏究主體，再根 

據這個焦點分衍出相關的項目與內容，此與歷史硏究的性質較爲相近。

至於資料形式爲主體的特展迴響較小之因，受訪者I 認爲，「這種特展通常 

就是把圖片列出來而已，這樣就會比較著重在資料的羅列上。而不是用一個歷史 

事件或專題來做特展，這樣感覺就像在推銷或賣書，對硏究較沒幫助。」

整體而言，r■臺灣記憶」系統是否如國圖所願，達到支援硏究的目的？統整 

受訪者之意見，他們認爲「是有用，但幫助性不大，而且不好用」。而有用性最 

主要者，是每筆史料最後一層、也就是metadata著錄欄位的部分，然而卻因爲 

圖檔格式的問題，再加上欄位資訊的不充分，使用者經常對於每筆史料所載錄的 

資訊產生無法辨識的困惑。以下，受訪者F對於某筆史料記錄的簡易分析，可做 

爲解是「有用性不足」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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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記錄

蔡阿信 1899— 1990

1899年生於臺北，五歲時父親過世，送給一個牧師當養女，她兩次從大龍峒走路回萬華母親家， 

領養人只好放棄收養。八歲進大稻埕公學校，十一歲轉學淡水基督教立女學院，1914年畢業，畢 

業後赴日進私立立教高等女學校，又考進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 1920年畢業。在此期間認識了 

念明治大學經濟科的南投國姓人彭華英。次年，在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眼科任醫務嘱託。1923年 

任日本赤十字社臺北支部醫麵託。1924年在臺北日新町自宅開設私人婦產科醫院，因爲是最早 

的女性醫師，故而門庭若市。該年在蔣渭水介紹下，與文化協會健將彭華英結婚。次年到大陸旅行， 

1926年在臺中民族路開設「清信醫院」。1927年主辦「產婆養成會講習會」 ’ 並任講師。每半年 

招收二、三十名學生，每期一年，食宿都在醫院，不到幾年便有五百多位受過訓練的助產士遍佈臺 

灣 。1933年結束與彭華英的婚姻。1938年赴哈佛大學進修，1941年赴加拿大訪問’太平洋戰爭之 

故不能返國，於是留在溫哥華的聖文生醫院，在史肯羅日僑集中營擔任駐營醫師。1946年返國， 

因二二八事件對政局失望，1949年與英裔加籍牧師郭馬西（G ibson )結婚 ’ 因英國承認中共，三 

個月內須離境’ 1953年赴加拿大定居。1982年返國探親，與友人創立「至誠社會基金會」 ’ 1990 

年病逝於加拿大溫哥華。她的故事東方白寫成三大卷的《浪淘沙》長篇小說。（郭啓傳）

資料曲8  : 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國家圖書館民國92年 12月 頁 709

• 施叔青、蔡秀女編《臺灣第一世紀女性》（臺北：麥田 ’ 1999) 。

來镢： • 林滿秋等《臺灣心女人》 （臺北：遠流 ’ 2000) 。

系統識別M  0000300586

受訪者F對這筆史料記錄的看法：

「那像這個蔡阿信，介紹的部份我就會看一看’ 看爸爸是誰、媽媽是誰’可 

是它沒有寫，這個應該要寫阿，不然寫這些_  ?你說你的source是這個 

人物小傳，那這是誰寫的？國家圖書館出版的嗎? 這個是書嗎？因爲作者也 

代表這個資料的權威性。那再看這個內容，台灣政權這麼多’ 1899年是明 

治幾年？這應該要寫。」

「第一個我會去看這個人的重要性到底是甚麼? 那也請他們分段一下，這樣 

整段很難閱讀耶! 第二個就是出身背景，它寫得很簡單，但起碼要知道它的 

父母親是誰，名字要出來。它的成長背景是一個重要的硏究素材，因爲我會 

透過這個東西(它的父母親)去建構教會體系下，它的教會人士的階層與關 

係 。那你看這個，父親過世後被收養，然後她又跑回萬華母親家，最後領養 

人放棄收養。所以她是媽媽養大的嗎？或後續是怎樣? 不然就乾脆寫說被媽 

媽養大、或被收養，不然寫這個的意義在哪裡? 你看喔，從收養這邊一直到 

到進入私立女高，其實這一段就沒有清楚交代到底發生甚麼事。

然後你再看，在那個時代進入私立女高，還赴日，表示她的家庭背景不錯， 

可是爲什麼前面又說她被收養？這表示交代不清楚。那她的重要性，有 ，這 

邊有寫最早的女性醫師，還有訓練助產士，這是很大的意義。這在當代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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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因爲表示減低女性的死亡率。所以我覺得他要去凸顯這個重要性、 

這個價値。我不知道台灣記憶把這段文字的定位當做甚麼? 如果說平鋪直述 

要提供人家一個粗淺了解，那是Ok 了 ；那如果希望達到一個引導作用，要 

有更清楚的編排與陳述方式。」

多數受訪者認爲，「臺灣記憶」系統發揮支援硏究的作用仍是力有未逮，以 

目前的狀況，可能可以提供大學生寫一些簡單的報告，但若真要到支援硏究的程 

度 ，限制還是太多。

三、台灣史硏究人員對於「臺灣記憶」系統之期望

台灣史硏究人員對於「臺灣記憶」系統之期望，與其實際使用的情形有關。 

在前一部分，硏究發現了使用這對於系統眨多於褒之處，同時訪員也請他們推薦 

幾個性質相似的網站，並告知原因。而訪員亦詢問受訪者對於「臺灣記憶」系統 

某功能不滿意之處、或是對於該系統有期待之處，是否在推薦網站有功能相近的 

部分可做爲參考，可較具體陳述台灣史硏究人員對於「臺灣記憶」系統之期望。 

本文整理主要包含以下幾項。

1. 搬史料全文檢索的功能

多數受訪者認爲，提供史料內容全文檢索，比起僅提供metadata欄位資訊 

的記錄，更能達到辨識資料的功能。一般資料庫對於史料內容全文化，通常是將 

史料中所包含的文字重製，對於非文字的部分，如立約地契上的手印或戳記，也 

會盡量提供手印的蓋印人、戳記上的文字與符號等資訊，這些都屬於史料內容全 

文化的環節。儘管在數位化的過程中，不一定能完全無誤的詳實於史料真實內 

文 ，但相對於「臺灣記憶」系統目前僅可檢索部分摘錄資訊的做法，全文檢索可 

提供更多判斷與辨識史料的線索。



圖 6 - 1重製文字(左)與史料原件(右)的對照

2. 以 全 雜 爲 颁 細 的 必 要

幾乎所有受訪者均表示，目前「臺灣記憶、」系統的分類方式，他們不會以瀏 

覽的方式、也不知如何透過這些分類使用該系統，受訪者G 的一段話言簡意賅 

點出原因：「因爲我們都怕會把東西打散，連貫性是很重要的」。

透過訪談，硏究團隊發現歷史台灣史硏究人員偏好以全宗做爲分類的資料 

庫 ，且不少性質相似資料庫已採行全宗的做法，例如淡新檔案資料庫 

(http://140.112.114.21/newdarc/darc/index.isp > 此爲瀏覽頁面）、中硏院台史戶斤建

置的台灣史檔案資源系統(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index.jsp)、日本

公文書館建置的亞細亞歷史資料中心(http://www.iacar.go.ip)等 ，這些爲受訪者 

使用頻繁的資料庫，其中一項原因就是其全宗的分類方式符合台灣史硏究人員的 

需求。所謂「全宗」，意指維持資料的卷次、章節、或綱要等佈局。大部分資料

在這個期待上，多數受訪者推薦台灣大學圖書館建置的淡新檔案資料庫 

(http://www.lib.iitu.edu.tw/CG/resources/Taiwan/taiwaii_ds.htm ’ 此網址直接爲

查詢頁面）。使用者可以在淡新檔案資料庫中以全文檢索的方式查詢，而每一筆 

淡新檔案史料的記錄，除了提供詳盡的metadata欄位資訊，還提供重製文字後 

的史料內容與史料原件的對照(請見下圖6-1)，如此一來，使用者如果對於重製 

文字有疑慮，仍可很快的點入原件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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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數位化收藏的全宗，是將某個整編性質的史料依其原有的編排方式分類，受訪 

者 F的解釋可增進一般人對於全宗分類的理解：

「樹狀結構就是那個全宗自己本身的分類，我們不會再去做詮釋性的切割， 

像這個樟腦局它分法的是時間’但不是幾年幾年這樣分喔! 而是樟腦局、樟 

腦廠這樣，也就是保留它自己的一個歷史變遷過程，這也是可以看出政策上 

的意義，然後像樟腦廠就又依自己的組織架構去分的，我們就又可以了解那 

個組織是怎麼架構起來、怎麼運作的。」

以中硏院台史所的台灣史檔案資源系統爲例，其所提供的檔案瀏覽就是以全 

宗的角度出發，提供八個全宗(請下頁見圖6-2)給使用者。除了整編性質的史料 

本身已有結構性，台灣史硏究人員認爲依其結構而分類的公信力高。而全宗的槪 

念也可延伸至單一主題性史料的組織，以圖6-2的 「楊雲萍文書」爲例，它本身 

並不是一個整編資料，但卻以全宗的槪念，透過建置者對於「楊雲萍文書」的考 

證 ，解構「楊雲萍文書」的重要特色，然後加以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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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全宗」瀏覽的形式：依循整編資料原本的結構分類(左）；分析某個單

一主題的重要特色’將之加以結構化

以下以受訪者G 對於全宗分類的偏好原因、以及其必要性的看法做結。其 

中 ，受訪者G 亦提出「臺灣記憶」系統目前採行分類方式，對於使用者可能造 

成的困擾。

「通常若是同一批資料的話，裡面可能會有一些階層性，硏究者可以了解原 

文的脈絡、階層性，或是關係。如果以這樣做瀏覽的話，比較不會出現什麼 

問題。可是像這種到處不同來源的東西湊在一起，然後要做分類的話就會有 

主觀的成分在，可能用的人想得方向和分類的人不同，就會覺得怎麼都找不 

到 。」（受訪者G)

3. 「特展館」的內容可以更豐富

此項主要延續本章第二部分「台灣史硏究人員實際使用『臺灣記憶』系統之 

結果」第 8項 「特展館若以主題爲核心’ 比較能吸引人前來使用」的強調。如在 

前文所述，特展館是「臺灣記憶」系統中較爲活潑運用將數位化資源運用的一項， 

目前「臺灣記憶」系統的技術上已史特展館有非常盡善盡美的表現了，如能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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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的有用性，不但對於台灣史硏究人員、對於一般民眾的自學，相信是可以達 

到不錯的效果的。 1

本硏究受訪者期待特展館能以主題性特展爲出發，而不是資料形式爲主體的 

特展。並且能爲主題整理相關的資訊，簡言之，就是以專題的形式呈現。受訪者 

表示，亞細亞歷史資料中心(http://www.jacar.go.jp)的特展非常有價値，資料整理 

的也很完備，對硏究者來說省力許多，當然也大大提高該網站好用性的評價。

受訪者I 以亞細亞歷史硏究中心「日米(美)交涉」的特展 

(http://www.jacar.go.jp/nichibei/index2.html)爲例，由於日文閱讀的障礙，以下 print 

screen該特展組織方式(請見圖6-3) ’ 並佐以受訪者I 的說明：「這很像一本在介 

紹曰美交涉的書。它會介紹關於這主題，比如說什麼是日美交涉，以及它怎麼變 

遷等等。然後寫真館是有關的圖片，還有解說主要人物，參考資料等。然後他的 

資料來源，然後這是九國公約。三山是這裡面的重要人物，可能有些重要文件然 

後把它列出來。這個是『外交官關係打轉』，是一個系列史料的名字，然後大槪 

有哪些內容等。」

4. 介面設計應更爲簡明

受訪者認爲，「臺灣記憶」系統被太多分類影響了介面的設計，然而大分類 

與子分項的層次在呈現上又沒有統一，例如首頁最明顯的主體處，放置「台灣圖 

像寫真」與 「史料導覽」，其中，「史料導覽」的內容與右上側「史料」這個項目 

的內容是一樣的嗎？假設內容一樣，爲什麼同一個頁面要顯示兩次？而右上側的 

幾個主要項目，爲何特別立出「史料導覽」這一項於主體處？

其次，既然將「台灣圖像寫真」與 「史料導覽」擺在一起，不免讓人以爲這 

是階層性相同的東西。然而根據系統之組織架構，r■台灣圖像寫真」屬於「圖像」 

這的大項目中的子項，這麼一來，使用者便產生疑惑••爲什麼要將兩個階層不同 

的項目擺在一起呢？

以目前而言，「臺灣記憶」系統介面的編排似被分類牽制，然而介面設計應 

該以使用導向爲考量才是。如淡新檔案資料庫，從台灣大學圖書館首頁點入，直 

接就呈現査詢檢索介面，受訪者反而覺得這麼種簡單清楚的使用方式較爲好用。 

當然也有受訪者表示，「臺灣記憶」系統可能還包含其他功能性，不像淡新檔案 

資料庫很單純的就是一個史料群，但簡化還是有期必要性，受訪者H 認爲：「它 

( 「臺灣記憶」系統)應該把現在的東西都拿掉，把大分類設在網頁中間，檢索的 

部分 ’ 特別是進階檢索這個東西要很直接show出來讓使用者看到。」

http://www.jacar.go.jp)%e7%9a%84%e7%89%b9%e5%b1%95%e9%9d%9e%e5%b8%b8%e6%9c%89%e5%83%b9%e5%80%a4%ef%bc%8c%e8%b3%87%e6%96%99%e6%95%b4%e7%90%86
http://www.jacar.go.jp/nichibei/index2.html)%e7%88%b2%e4%be%8b%ef%bc%8c%e7%94%b1%e6%96%bc%e6%97%a5%e6%96%87%e9%96%b1%e8%ae%80%e7%9a%84%e9%9a%9c%e7%a4%99%ef%bc%8c%e4%bb%a5%e4%b8%8b


5. 史料之間的關聯度要更緊密

關於每筆史料著錄的資訊，「臺灣記憶」系統並未聚欄位資訊本身的詞彙提 

供延仲性或關連性的連結，囡此，當使用者點入某筆史料，看不到有用的東西， 

就只能選擇跳出。有兩個可能的解釋，第一是「臺灣記憶」系統數位化史料的數 

量不夠多，第二是建置者對於史料的分析不足，導致僅就史料本身下關鍵字，沒 

有建立其他相關關鍵字，也沒有去認識史料之間的關係。

以下分別以受訪者I 及受訪者H 的意見，可看出他們對於史料關聯度加強的 

期待。

「其實國圖他們自己做的那個期刊影像索弓丨系統都有這種延伸連結的功能 

阿 ，不知道爲什麼台灣記憶就沒有。你看那的期刊系統裡面，我們可能用A 

關鍵自下去查，然後看到某一篇期刊文章，裡面有B 關鍵字，那你就可以 

直接在那邊按B 這個關鍵字，然後它就會跑給你包含B 關鍵字的文章。我 

覺得台灣記憶應該也要做到這個。」（受訪者I)

「台灣記憶這個，它設的關鍵字不足夠，有時候在找東西就會錯失掉一些資 

料 ，比如說我在這邊如果打『平埔』，我就找不到這篇東西(用 『蕭瓏』打 

找到的那筆資料，裡面關鍵字只有『蕭瓏』），可是『蕭瓏』又是『平埔』 

硏究很重要的一個地方。簡單說，平埔跟蕭瓏的關聯性沒有建立起來。」(受 

訪者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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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研究結論舆建議

本章主嬰將硏究結果做一簡要之統整，並且就「臺灣記憶」系統未來可改善 

之方向，分別提出近程、中程、及長程之建議。分別說明於下。

' ' 結論

本部分主要根據第五章硏究結果，歸納出三點結論，以回應本硏究目的：瞭 

解 「臺灣記憶」系統的使用情形，並從中獲得改善系統的具體建議。

1. 系統設計須關注使用者背景之分析

承第六章第一部分所述，本硏究在邏輯上存在一前提假設：系統如何被使 

用 ，與使用者的資訊尋求行爲有關；而使用者的資訊尋求行爲’特別是與某任務 

有關的資訊行爲，更與任務本身有不可分割之處。在此前提下，設計訪談方式時， 

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請受訪者談論一個硏究經驗，包括這個歷程中的資訊行爲，以 

幫助硏究團隊對於台灣史硏究人員資訊尋求行爲有一完整性的歷程探究。

以此方向收集硏究資料，最後析出從硏究性質、硏究訓練及資訊尋求行爲等 

三因素，藉以呈現台灣史硏究人員一個槪觀共通性樣貌，特別是「求全」、「求真」 

兩大特徵的確立，更使其後關於使用情形的分析，與這一群硏究對象的背景能產 

生一致性的回應。

倘若對於背景沒有了解與掌握，面對使用者的回應，很可能到最後得到的是 

細瑣的使用意見回覆，我們也無法理解使用者這個需求發生究竟真正的原因是什 

麼 。當然，使用者背景之分析，可能會因硏究者與受訪者之間在學科背景或認知 

上的差異，有時未必能詳盡，但若能關注這個面向，是可以提升對於使用情形解 

釋上的掌握。如此一來，也較能理解使用者對於系統未來的期待爲何，並有機會 

創造使用者原先期待之外的意外驚喜，使用者對於系統的整體印象或許因此有加 

分作用。

2 . 「臺灣記憶」系統現階段未能有效支援臺灣史台灣史硏究人員之需求

第六章的第二部分，關於台灣史硏究人員使用「臺灣記憶」系統的情形，整 

理出8點結果，且看來贬多於褒。整體而言，在 「臺灣記憶」系統「支援歷史硏 

究」的原意下，似乎並未成功。



然而，仔細檢視這8點不爲台灣史硏究人員所喜的使用狀況，其實都很明確 

的反映出「求全」、「求真」的需求原則。根據硏究者與受訪者的討論，「臺灣記 

憶」系統對於台灣史硏究人員並非一無是處，只是歷史硏究有其特殊性(請見本 

報告第六章中「台灣史硏究人員之背景與資訊尋求行爲」，pp.40-43)，而特殊性 

沒有出現在「臺灣記憶」系統，導致這個系統不能真的對歷史硏究發揮作用。

目前從數位典藏相關計畫衍生的資料庫數量非常多，國圖如何脫穎而出？在 

既有現實條件，如經費、政策等限制下，數位館藏的擴充性也許不是立即可行方 

式 ，那麼，在現有的內容物上做努力，試著以使用者需求重新架構、組織資源， 

「臺灣記憶」系統在使用者心中還是有“鹹魚翻身”的潛力。再者，國圖人員擔 

心的圖片、圖書文獻內容等版權問題，還有國圖地位而使網站分類合宜與否大傷 

腦筋的問題，也許從使用者調查中可得到解套的參考。

3 . 經營規劃上，除須納入版權及經費等內部因素之考量外，也應同時納入台灣 

史硏究環境因素之考量

除了使用者硏究，「臺灣記憶」系統未來的經營規劃上，尙有兩項社會情境 

因素有待考量:一是系統建置過程的現實面向，另一則是台灣史硏究環境的部份。

部份硏究年資較長的受訪者表示，台灣經歷荷蘭時期、日據時期等外來民族 

統治的階段，又面臨幾次的政權遞嬗，台灣史面臨最大的挑戰就是一個共識的缺 

乏。因此，對他們來說，要回答 臺灣記憶」究竟是什麼樣子? 範圍究竟在何處? 

實在也是一大困難。一如國圖擔憂的，「臺灣記憶」系統的內容，會不會成爲一 

種政治意識的工具? 對於自身定位在單純用以支援硏究的初衷，此無疑是個矛盾 

又兩難的局面。

目前最困擾使用者與系統建置端的似乎是整個網站的分類問題，事實上，即 

便 「臺灣記憶」系統的分類試圖從國家級的角度建構一個比較不受爭議的台灣史 

知識體系，對於台灣史來說也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這個問題並不全然在於系統 

建置端歷史知識專業性不足的問題。就我們與這些台灣史硏究人員的討論，台灣 

史硏究本身就存在一些問題，特別是很少硏究關注連續性的議題，所以在台灣史 

硏究領域中，沒能在一個歷史縱向上刻劃出一個共識的分層與轉變，導致這些台 

灣史硏究人員也不認爲一個台灣史知識體系短期內得以被建立是可行與可能的。

在與國圖的工作會議上，國圖人員表示曾邀集歷史學者位分類共同討論，但 

因硏究關注之核心不同，最後並無定論。未來國圖或可以與台灣史硏究人員有更 

多的討論，思考實務可行的方案。



二、建議

在建議上，本硏究循序提出近程、中程、及長程三階段的具體做法：在近程 

方面，主要以改善現有使用者覺得強烈不便的部分，而這些不便之處，是歷史台 

灣史硏究人員認爲一個支援歷史硏究的系統的基本必備條件。中程方面，主要以 

改善內容的管理、組織方式爲要，特別是對於資料間關聯性的達成，更應爲中程 

階段之主要任務。長程方面，貝！J以開發系統使用的多元可能性爲主要目的。細節 

分別簡要說明於下。

(一） 近程：完善「支羅史硏究目的」的基本必備條件 

近程階段以解決當務之急爲導向，包含以下三點：

1. 解決高解析度圖檔取得的問題

目前「臺灣記憶」系統提供的圖檔解析度，依史料長寬比而略有不同，但大 

多爲150*200左右。這樣的圖檔內容其實非常模糊，相較於其他性質相似網站所 

提供的之解析度，「臺灣記憶」系統的圖檔期實並不能達到支援硏究的目的。

受訪者認爲，硏究使用並不會牽涉到商業用途，且國圖已有浮水印做版權宣 

告的管理，提供圖檔免費下載的服務應該是可行的。高解析度的圖檔一定是「臺 

灣記億」系統首要必須要改善者，如果因爲數位版權因素不方便在系上呈現高解 

析度圖檔，那麼也要讓使用者有方便的管道取得，例如方便又快速可用的聯絡方 

式指引，或是請教性質相似的資料庫如何管理圖檔、同時又能讓使用者下載的方 

法 。

2. 建立完善的網站內容授權制度，落實支援硏究之原意

此項特別針對圖書文獻的部分。「臺灣記憶」系統的大分項有一者爲「圖書 

文獻」，然而點入後，除了顯示目錄，目錄之後還附有連結，會讓人產生「好像 

可以看到全文影像」的期待，•然而點入連結後，卻出現沒有權限的提醒字樣。所 

有受訪者均對此狀況有所表示：1.既然如此看不到東西，那麼何必還要有這個大 

分項? 2 . 到底是誰才有權限？ 一般人可以有權限嗎? 如果可以的話，要怎要才能 

有權限？ 3.這個沒有權限是指內容版全的問題? 還是這個書根本沒有數位檔 

啊？

據此，受訪者普遍認爲系統建置端應清楚告知「權限」的相關資訊，已及內 

容數位處理的情形，才不會讓使用者產生不該有的期待。此外，建議公開申請權 

限的途徑’ 如果擔心商業人士侵權’ 申請表格中可將身分、硏究單位、學系、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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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方式等設爲必塡項目’ 可以提高系統建置單位對於數位內容使用者的管理’確 

保使用的合法性。

3. 改善檢索系統的易用程度

從前一章使用者硏究性質與訓練背景型塑的資訊尋求行爲來看，「求全」實 

爲台灣史硏究人員重要的需求。若 「臺灣記憶」系統仍欲維持現有的分項檢索機 

制 ，那麼在檢索介面起碼要提供全部勾選19個分項的功能，因爲他們選擇全部 

的機率是非常高的。同時，每個分項的內容也要在檢索說明中陳述，對分項範圍 

了解，有助於使用者的選擇與判斷。

此外，檢索結果也盡可能不要分項，讓使用者還要一項一項分別點入查看結 

果 ，做二次點入的工作。如果要顯示分類的階層性，系統可以直接在檢索條目中 

顯示資料的層次，如以：「大 分 項 分 項 >大類# 類」的方式顯示，就可以在 

維持分項的狀態下，同時也方便使用。

(二） 中程：建立合於使用者所需的系統內容管理與組織方式

在中程階段，以下兩點建議可做爲系統改善工作的參考：

1. 以史料完整性的角度思考分頷

此建議主要回應前一章所提「全宗分類」的方式。當然，從目前以資料類型 

分類的形式要轉向以史料完整性的形式，勢必有許多前置工作須執行，特別是對 

於史料的了解，以及如何在現有眾多的資料中聚集一個個有用的主題叢集。在本 

文第四章對於American Memory的案例分析，可以清楚發現它的組織便是以主 

題爲出發點，未來思考分類時，American Memory的分類型式不啻爲有用的參考 

指標。

主題組織的方式，可以從 “bottom up’或 從 “top down”的角度思考，也可兩 

者皆取，先以某一種方式建構，再以另一種方式補足。若以“bottom up”的方式 ’ 

便從目前系統所收史料的認識開始，尋求屬性的共通特質，逐漸成一類主題，再 

思考這個主題應如何架構才符合相關台灣史硏究人員的資訊需求，此期間可與台 

灣史硏究人員的進行對談。在本硏究受訪者當中，受訪者F爲史料資料庫的建置 

成員之一，期中一項工作內容便式設計主題瀏覽應的呈現，以下摘錄其經驗談：

「其實每批資料進來，它是個人或是家族，做法就會不一樣。如果是家族， 

你可能就要關注它的事業體、它的家族成員。如果是個人，我們第一個工作 

就是先去了解這個人的重要性在哪裡’建構一個粗淺的background之後，才 

能了藉這個文件裡面的東西是甚麼意思，然後漸漸建立一個分類法°譬如某



個人的手稿就很重要阿、文選很重要阿，那就會把像手稿、文選這些東西建 

立成一個類別’ 這樣對硏究才有實質意義。」

若採取‘Hop down” ，也許可探詢是否有什麼適用的主題分類表可參考，先建 

立一個梗槪，在視資料歸入的情形修正分類架構。

2 . 強化metadata支援硏究的程度

此主要回應史料之間關聯程度不足、延伸性不足，以及metadata著錄資訊 

不夠專業等問題。這些問題產生的最主要原因在於：metadata欄位資料給定者對 

於史料認識有限。

爲了改善這個問題，可能須從執行人員的招募思考起，也許在未來的工作階 

段 ’ 徵求對台灣史有一定程度了解(例如以硏究年資做爲考量點)的人來協助。在 

本硏究與受訪者的對談中，發現不少博士生、碩士生曾經擔任過史學硏究相關機 

構的工讀生或助理，這些人通常有5年以上的台灣史硏究經驗，對於台灣史硏究 

所建構的認知都頗爲完善。此外，在訪談過程中，硏究團隊發現博士生與碩士生 

對於台灣史硏究所強調的一些重點並無太大差異，他們對於注質相似的系統也有 

深度的接觸經驗，且對於「臺灣記憶」系統亦有頗爲深刻的解析。由此可知，善 

用這些人力資源應是可行的做法，而專家學者再以顧問的身分爲他們的工作成果 

把關。 、

(三） 長程：開發系統使用的多元可能性

在長程階段，以下兩點建議可做爲未來規劃的參考：

1. 豐富系統中數位化物件之數量

目前「臺灣記憶」系統包含超過40萬餘筆詮釋資料(metadata)及 80萬餘筆 

數位化影像及視訊檔案’ 然對於專業使用者而言，此數量未能滿足需求，並且許 

多專業使用者認爲「該收錄」者 ，並未含納於其中。

從 American Memory的經驗可知，一個大規模數位資源庫的價値性，特別 

是當能達到數位物件互相連結的程度，更顯能支援^求全」特質明顯的歷史硏究。 

當然，透過American Memory的建置經驗，數位化確實所費不貲的一個艱鉅任 

務 ，如果全數內容均由建置單位自行數位化，不免令人有經濟效益上的疑慮。

在與國圓人員工作會議中我們得到一項資訊，據中硏院調查，台灣數位典藏 

內容有非常高的重複性。此爲國圖人員帶來的啓示便是對外尋求合作的可行性與 

方式 ’然而合作往往須要細節的擬訂與行諸於文的合約，因此較適合歸入爲長期 

發展的考量中，建議系統管理端可再深入了解American Memory與其它單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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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過程。此外，國圖也提及未來行政體制上三館(國圖、國立台中圖書館、國 

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合一或聯營的可能性，似乎又非屬可控制的範疇，但確 

實爲一個未來遠景。

除了對外發展合作，國圖可以整合自家所發展的各個系統，這也是多數受訪 

者認爲較爲具體可行的方式。

2. 爲不同使用對象提供適用的服務

目前階段，「臺灣記憶」系統以硏究人員爲主要服務對象，在長期經營的角 

度上，未來應承其對外宣告的初衷，以一般民眾的終身學習爲關懷點。

在本硏究的受訪者中，有幾位受訪者從其教學身分的角度談「臺灣記憶」系 

統 ，介紹了歷中文化學習網(http://culture.edu.tw/)的優點可供參考°在這個網站 

中 ，分別有初階、進階、及教學等三個入口，並且說明各程度的網頁內容適合什 

麼條件的使用者。以 「教學j 爲例，點入該程度的網頁後，系統主要提供中小學 

教學的資源，並且以教學者的需求設計網頁，例如教案的分享、特別針對鄕土教 

學教師設立的區塊、教學素材及如何運用較佳等諸項，同時還推動教案設計競 

賽 ，也就是讓教師設計教案，教案中須能運用資料庫中的數位資源，如此一來， 

也等同落實數位資源被使用的機會。

受訪者普遍認爲，網站要達到向一般民眾推廣的作用，互動應該是一個吸引 

人前去使用的因素。因此，在長程發展上，如何透過互動而亦寓含歷史教育功效 

於其中，可做爲國圖未來設計規劃的一個方向。

至於國圖人員在工作會議上層提及的互動新技術，如 Web 2.0的運用前景如 

何 ？據此次與台灣史硏究人員的對談，他們認爲多方共同創造知識的結果，從「求 

全」的邏輯來看，對於硏究應該是有幫助的。然而在交叉以「求真」的雙重需求， 

可能又會形成另一種困擾。以下是他們的對於「臺灣記憶」系統若納入wiki的

看法。

「我覺得把它弄的像wiki也可以，就丟一個主題，然後有一個全面性的東 

西給我。例如我在這邊還有維基那邊打蕭瓏’在維基的東西反而對我比較有 

用 ，我當然不會全信，但它有提供給我延伸的方向。像在這邊，如果我打蕭 

瓏 ，沒有查到東西，那就這樣而已，我從這邊就不能得到甚麼，那像維基那 

樣 ，至少我還可以知道有甚麼其它關鍵字可以找、去哪裡找，就是有一個方 

向的感覺。」（受訪者H)

「通常學術界跟文史工作者是一個對立的關係，像 bbs、討論區、或很多出 

書的人，幾乎都是文史工作者，可是他們沒有受過正統歷史硏究的訓練，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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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就是把自己手邊收集到的東西擺在一起就發表。那學術界的人通常都懶得 

回應他們，如果有Wild這種東西，到最後在上面寫得應該都是文史工作者 

居多吧！如果一般民眾去看，就會被誤導，這種例子在我們現在的社會太多 

了啦！」（受訪者G)

「文史工作者對傳播這件事是比較有熱情的。我覺得學者會比較龜毛，然後 

會比較擔心這個、擔心那個，怕寫錯或擔心評價之類的。我猜如果有wild 

應該也就是一面倒(由文史工作者撰寫內容居多)的局面吧！」（受訪者I)

本計畫乃依委託之目的，在有限的時間與經費下所完成的先導性質的硏究， 

在此所規劃的期程與工作內容，希望能爲「臺灣記憶」第二代系統之改善有所貢 

獻 。以上諸點，仍須評估現實狀況而調整，在中、長期的改善上，硏究團隊建議 

仍須有建置前使用者需求的調查爲宜。

三 、結語

十二月二十五曰，硏究團隊與委託單位相關人員，以及專家學者一同進行本 

計畫之結案報告，報告後的討論過程中，經由來自實務界與學術界的考量與建 

議 ，將此硏究結果推向更爲具體的結論，包含未來「臺灣記憶」系統評鑑之硏究 

方向，以及折衷目前使用性尙未滿足使用者需求之有效做法，實爲本次委託硏究 

最大之收穫。

在未來硏究方向上，主要包含兩可能階段：第一，先以滿足台灣史硏究人員 

之資訊需求爲目標，而隨著本系統內容的擴增，應須更深入了解台灣史硏究的多 

面性，專家指出，台灣史亦有各個不同的聚焦點，例如台灣文學史、海洋史、考 

古等，不同的硏究議題，將有不同的硏究取向與硏究方式，於是台灣史硏究人員 

之資訊行爲將有更細緻化與多元化的展現，系統在支援歷史硏究的現階段宗旨 

上 ，預測可開發出比現階段更有用的服務及系統設計。另一個未來硏究階段則 

是，當服務對象擴及一般民眾，使用社群的辨識與區隔、數位化資源組織設計等， 

將成爲硏究關注的重點。在第二個階段，除使用者硏究外，考察相關數位圖書館 

的建置經驗也是重要的，例如美國記憶，以及近年開始發展的北京記憶、香港記 

憶 、澳門記憶等系統建置之歷程，不僅是網站架構或介面上之了解，經營層次與 

大環境等相關面向，亦爲考察焦點。

至於現階段系統如何達到最有效且立即的改善，綜合與會討論結果認爲，現 

階段考量系統內容爲史料數位典藏的屬性，可將系統依目前既存之規劃重新定 

名 ，例如「國家圖書館館藏之台灣史料數位叢書」，一來在內容範圍上較爲明確， 

二來也較符合目前系統以典藏爲主要目的的狀況。

此外，與會學者建議’ 如何建立使用者互動機制、並鼓勵使用者主動提供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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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充實網站內容的機制，工作人員之間的互動與學習、網站的中英文對照問題， 

都是未來系統規劃可以再加思考的，然就實際面而言，一個完整'兼容並蓄的台 

灣記憶系統，仍有待從使用者需求之角度，進一步詳實規劃，而非因科技或時代 

之風潮將新技術納入系統，此爲耒來發展需特別留意之環節。然整體而言，織  

的改善除了在細腻處斟酌以滿足使用者需求外，若管理階層能從較宏觀的角度， 

推動系統的改善，例如思考到與其他館藏單位數位化資源的合作上，管理者之間 

的對談與協議，可包含較周全的組織營運上之思維，結果應有較高的可行性，期 

能對社會有更實際而廣泛的助益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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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網站流量分析相關數據提問單

1. 與網站整體被使用有關

(1) 使用何種軟體

- 誠體的特性  

- 該軟體的限制

-使用纖體可以提供給我們什麼數據與解釋?

(2) 流量

-Overview (By month)

-By fimction(各功能項的使用量）

- 計算流量方式 

點擊？

有瀏覽才算?如何量化瀏覽數？

是否有排除無效麵?依據爲何?

-流量來源

來自搜尋引擎？

直接連結?(直接輸入網址，或透過書籤、我的最愛等點入）

從其他網站連結過來?什麼網站？

( 3 ) 對於檢索是否有留下檢索詞等之項目可供分析？

2 . 與使用者有關(平均來看）

( 1 ) 使用者domain(網域份析

(2) 對於這個網站的回訪率

(3) 造訪網頁數量

(4) 停留在哪些頁面

(5) 停留時間長度 

-個別頁面

- 整個網站

(6) 連線速度

3 . 與數位物件(digital items)有關

( 1 ) 從開始建置至今，數位物件數量的成長狀況?

(2) 選單的各項目中，數位物件的分布情況?

( 3 ) 選單的各項目中，頁面的多寡情況？

( 4 ) 網站內部自連的數量+可用來計算頁面平均連結數(links/pages) 

- 內部連結密度可看出是否有效運用自身資源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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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也可看出這個網站資源之間的關係是否緊實，也許與網站 

核心價値的突顯有關。

69



附件二 「台灣記憶系統評鑑」訪談大網

(訪員開場白）

您好，我們是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的助理，這次承接了國家圖書館的委託， 

主要目的想要了解「臺灣記憶」系統的使用狀況，以及使用者對於「臺灣記 

憶」系統的看法，以做爲「臺灣記憶」系統未來改善的參考。訪談全程約一 

個半小時，非常需要您的專業與經驗來完成，其中還會請您使用「臺灣記憶」 

系統，我們一起來看看使用過程中，這個系統有何値得嘉許或應該改進的地 

方 。謝謝您囉 !

1. 受訪者聰教學的經驗値

( 1 ) 請問您從事硏究/教學有幾年了？

2. 受訪者網臟用習慣

(2) 請問您使用網路有幾年了 ？平常有沒有上網的習慣?

3 . 受訪者因硏究/教學而須尋求資訊的過程

(請受訪者回想一個硏究/教學執行的經驗）

( 3 ) 現在請您告訴我們一個爲了某項硏究/教學而需要蒐集資訊的經過，那 

是一個怎樣的情況? 您怎麼去找到所需要的資訊?

( 4 ) 在這個過程中，您有用到網路來找尋或蒐集您所需要的資訊嗎? 那個 

過程又是如何？

( 5 ) 前述的蒐集資訊過程，是您通常蒐集資訊的典型過程嗎? 如果不是， 

那您蒐集資訊的過程通常是如何?

4 . 利用「臺灣記憶」系統鬼集硏究/教學所需資訊的過程

(訪員同時在一旁觀察與提問）

訪員注意事項：

a .問題可隨著受訪者動作提出，不一定只詢問一次、也不一定要按照 

■ 大網上的順序。

b .瞧大 網第 (9)題*號的部分僅爲提醒用，請依實際使用狀況詢問。

( 6 ) 您以前有使用過「臺灣記憶」系統嗎？



( 7 ) 以您手邊現有的任務爲例’ 請您進入「臺灣記憶」系統’在這裡找尋 

您所需要的資訊。

( 8 ) 您在這裡有找到您需要的資訊嗎？是什麼?

( 9 ) 在這個過程中，您碰到什麼樣的困難？

* 依實際使用狀況，試圖引入以下幾項，是否有使用上的難處：

- 內容面 

- 所提供的資訊 

- 整個網站資源陳列的方式 

- 網站介面的設計對於使用的影響

(10)(就每筆史料的處理）您覺得每筆史料目前提供的資訊足夠嗎？您是否 

希望它再提供更多資訊? 像是什麼樣的資訊？

. 對 「臺灣記憶」系統整體的看法

(11 )您覺得目前「臺灣記憶」系統所提供的內容，對您的硏究/教學有幫助 

嗎？您認爲它的內容有何改善的方向？

(12 )您覺得目前「臺灣記憶」系統的介面(分類：如標籤的風格、表達形式、 

用語、理解性；對於導覽系統的感覺)、功能、資源編排方式(組織系統、 

分類系統)等 ，使用起來感覺如何? 您覺得應該如何設計會比較好?

(13 )如果要使用「臺灣記憶」系統來輔助您的硏究/教學，您期望它應該有 

哪些必備的功能?

(14 )您以後還會使用「臺灣記憶」系統嗎？爲什麼？

• 其他性質類似的網站之參考性

(15 )您平常有沒有使用其他類似「臺灣記憶」系統的網站取得所需資訊？ 

請推薦心中的前三名。這些網站有什麼特點，讓您覺得値得被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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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國内史料類型數位圈書館使用者研究相關經驗：（整理自筆者曾參與之

計畫）

【計畫名稱：台灣史織用者資訊需求與搜尋行爲之硏究（學者篇)】

計畫編號：NSC 88-2413-H-002-025 

執行時間：1999.7-2000.7

計畫簡介：

本計劃採取質化硏究取向，探索從事台灣硏究之學者(平埔硏究人員)於其專 

業活動中資訊搜尋與使用的行爲，進而掌握資訊需求發生的情境與狀況，企圖從 

真實的工作情境中，了解並描述這群台灣史料使用者的工作任務與目標；接觸資 

源的動機與行爲特徵；促使他們利用特定文獻資源的情境；以及他們實際如何利 

用文獻資訊。本硏究以深度訪談與非參與式觀察法搜集實證資料，並以紮根理論 

與個案分析的方法加以分析處理。

硏究結果顯示，台灣硏究學者面臨特殊的硏究生態與文化，不同於傳統之人 

文學者，平埔硏究具有跨學科互動的需要，同時亦凸顯各種人際網絡的重要性。 

再者，平埔硏究人員擔負多種工作任務，不同的工作目標促使學 

者產生各種不同的資訊需求與資訊搜尋與使用行爲。平埔硏究人員所依賴之資訊 

來源與形式相當廣泛，包括來自政府機構、圖書館、博物館及民間收藏家等之多 

元的一手資料與二手資料。硏究人員對各種史料有相當個人化的深度接觸與互 

動 。本硏究最後探討基於以上的瞭解，對建構本土化數位圖書館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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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圓書館數位圓書館網站『臺灣記憶』系統使用者分析之研 

究」成果報告審查會議紀錄之回應

審查意見：

一 、 王璦玲委員：

1 .臺灣記憶系統應定位使用群，目前建置之系統功能與内容，並不符 

合本計畫所鎖定訪談分析的「台灣史研究人員」。

(請見内文P.13、p .l4、p.39，特別以紅色字標示。簡言之，研究初 

期本以一般民眾為對象，但從結果發現其使用需求與國圖之規劃有 

相當大的差異，乃進一步提出招開工作會議的需求，欲釐清「研究 

對象為何」之疑問。經由工作會議結果，確 認 「台灣史研究人員」 

方為國圖建置系統之初所設定之核心使用者，故轉以此族群為研究 

對象，從 「目前確實會使用的人」來探討「『台灣記憶』系統之使用 

性」。）

2 .計畫書所謂「臺灣史研究人員」的取樣只有八位，且多數是研究生， 

研究者又只侷限於某一類，容易有以偏蓋全之弊。

(請見内文p _ l「研究緣起」部分之說明，已用紅色字標示）

3 .本計畫只針對「研究人員」分析，但本網站若作為教學與自我學習 

之辅助，對教學與自修之影響，不可小欽。

(此建議已於第七章「結論與建議」之小結中做出回應，一般民眾使 

用行為之區隔與辨識，以及數位化資源之組織設計，可作為未來進 

一步研究方向。請見P.63，紅色字標示）

4 .如何建立使用者互動機制、並鼓勵使用者主動提供資料充實網站内 

容的機制，工作人員之間的互動與學習、網站的中英文對照問題， 

都是我們未來可以再加思考的。

(已將建議納入報告中，請見 p.63-64藍色字之修改，此段為新增文



字)

5. American Memory系統龐大，但其設计頗多可供參考之處，如其分 

類依據主題，且所設定之使用者有一般的、特殊的與教學的三種， 

同時其訊息也區分為實用的、生活的與功能性的等等，值 得 「台灣 

記憶」系統參考。

(已專章分析，請見第四章「個案分析：American Memory使用性簡 

介」，p. 19-29)

6 .就目前的階段言，建議可考慮將「台灣記憶」名稱改為「國家圖書 

館館藏台灣史料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之 類 ，使名稱與内容相符， 

避免原名稱所帶來的困擾與批評。

(已於第七章「結論與建議」提 出 ，請見 p.63-64，紅色字標示。）

二 、 湯熙勇委員 •

1. 建議本研究應陳述委辦計畫之研究目的、期程等；「結案報告」前之 

審查會議紀錄（或摘要）等 。

(關於此委辦計畫之規模及任務達成與否，色於第一章研究緣起中說 

明 ，請見 p . l，特別是藍色字標示的部分。）

(關於結案報告前之會議記錄，已整理於第三章第二部分研究執行方 

法第二期：系統建置單位之訪談，請見 p.13-14，紅色及藍色字樣； 

以及第六章的開頭，請見 p.38-39，紅色字標示）

2 .評鑑受訪者的取樣方式及其人數，就台灣史研究人員部份，如何定 

義台灣史研究人員？ （如第 52頁 5 年以上的臺灣史研究經驗）。其 

他涉及到台灣史研究者，如社會學、考古學、文學等，及台灣史研 

究中的次級研究項目，如海洋史、環境史等，似乎缺乏討論。

(一如内文p . l「研究緣起」部分之說明，本研究取樣僅以「與台灣 

史有接觸或有研究」者為標準，已於p.17中以紅色字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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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析的取樣：頁 3 中述及「研究團隊經過討論後，…選擇一個 

標竿網沾…」，請說明除了「AmericanMemory」系统外，是否還有 

其他系統曾被討論，其名稱及内容如何？而國内其他相關的網站有 

無參考價值？

(由於計晝執行時程較為倉卒，研究團隊乃從相關文獻中、以及初步 

評鑑受訪者意見中得知，「American Memory」是一個具有成功發展 

經驗的數位圖書館，且以一般民眾為對象，建置單位之地位又與國 

圖較為同等，故僅則此網站之使用性的面向進行專章分析。至於是 

否有其他成功的數位圖書館，本研究並未特別進行調查。此段說明 

已補充於P.19，以藍色字標示，此段為新增文字）

「研究結論與建議」中述及（第 49頁）「國圖人員表示曾邀集歷史 

學者為分類共同討論，但因學派不同，最後也無所定論」。國圖人員 

主持的時間、主題結論未作說明；何 謂 「學派不同」請一併予以述 

明 。

(計晝團隊討論過後，由於學科背景不同，計畫團隊未能掌握歷史研 

究相關情境，為免引起爭議，前一版本已將此段話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