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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欣逢本館 77 年周年館慶，

也是本館在臺營運 56 周年。感謝各位

圖書館界的前輩、學者、專家與同仁

出席今天的學術會議，尤其王前館長

振鵠教授、臺大的陳雪華館長、盧秀

菊教授，以及各位教授、同道的出席

本研討會。

誠如各位所知道的，最近 10 年圖

書館事業在各方面的變化都很大，我

們需要不斷的調適和努力。

今天的研討會非常特別，特別

之處在由國家圖書館的館員同仁們，

用發表論文的方式，來慶祝自己的館

慶，在我記憶中，這應該是第一次。

個人到國圖上任後，發現國圖有五弱，其中一弱就是「圖書館專業」。因此，我們在去（98）年推動

了同仁的自行研究，共有 43 位同仁，提出了 26 篇論文，展現了國圖同仁在專業上的優質本色。在國家級

圖書館的學術部分，稍微有一個強化與補充。

在去（98）年的農曆年間為了提升國圖應有的學術研究能力，我想總應該有一個集中的著力點，於是

本人倡議進行「書目學」的撰寫計畫，一則因應圖書館全媒體或大媒體 mega media 時代的來臨，二則國際

圖書館協會聯盟 IFLA 發表了「國家書目指南初稿」，總得有個呼應，三則本館自 2008 年起即從事「書目骨

幹」8 個部分整合管理的探討與研究。遂自 3 月 19 日起召開第一次編輯會議，當時參與的撰稿成員有九位，

後來陸續有二、三位同仁加入。截至今天總共召開了 19 次會議，每次會議從早上 9 點開始，時間都長達

4、5 個鐘頭。因為，除了編目工作是我在圖書館方面的初戀情人外，與館內的中堅幹部與年輕同仁一起探

討有關書目的學術問題，是我這段期間最愉快的時光，說個小秘密，其實也是個人拋開煩人公務的良藥。

在把 90 天當 100 天規劃；把 1 天當 2 天用的緊密日程中，我雖然在館務上心有千千結，但一討論書目與書

目系統問題時，我們常常討論到不忍終止，邊用餐邊繼續討論。

在這段「讀書會」、「成長營」的討論期間，相信同仁對於書目學有了更深的體驗（其中莊健國組長不

全媒體時代書目系統學的實踐
─ 2010現代圖書館學術研討會致詞

顧　敏　國家圖書館館長

顧敏館長於「2010 現代圖書館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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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體時代書目系統學的實踐─2010現代圖書館學術研討會致詞

幸於 7 月 8 日因公病逝，是這本書的損失）。

我們分工撰寫的書目前已經完成初稿，書名就是這個研討會的副題名「廣域書目系統學 : 圖書館的文明

基礎」。由於全書出於眾人之手，我們目前正在進行全書的重整工作。

具體的說來，這本書有三個特色：

1. 形式上的特色：章節結構的安排與邏輯，是前所未有的。

2. 內容上的特色：全書內容是時間上由過去、現在到未來的展現。

3.  圖解上的特色：每章都有豐富的圖表，易讀易懂，尤其在日後翻譯成外文時，更易使外國人了解。

整體而言：

1. 本書除了說明探討議題的內容事實外，提出「概念」，才能使之成為「學」。

2.  要做到讀者閱讀後有：「內容我已知道，想法我卻沒有」的感觸；這種對原有知識的新觀點與新解讀，正

是我們這本書撰寫的意義與特色。

今天這個研討會的召開，是我們向大家介紹這一年來的讀書成果，囿於時間，與我們想有一整體的概

念，我們請各主講人以「圖表」的方式來表達對於「書目學」的心得。

圖書館知識服務的核心為書目系統，鑑於書目系統的多元層次面向，本館舉辦的「2010 現代圖書館學

術研討會」，向各界說明本館對於「廣域書目系統學」的學術研究成果，探討書目與書目系統的定位和走

向，與知識機構家族的存在價值，帶動圖書資訊界、數位出版界、資訊及通訊系統發展實務界，重視廣域

書目的學術探討。我們邀請圖書資訊學系所師生、圖書館編目專業館員、圖書館相關從業人員、圖書資訊

系統、管理廠商共同參與此次會議。

本次會議以知識紀錄、知識管理、知識傳播、知識介面建構書目系統之探討為主，藉以完整呈現書目

之圖書館基礎價值。在知識紀錄部分介紹近代編目發微與圖書館成長、機讀目錄與書目國際化，從傳統編

目作業到數位時代編目的重大修訂及未來發展；在知識管理部分，介紹古代書目與知識管理、數位化知識

組織與內容管理，從古代書目對知識管理的呈現，到網路化時代內容服務，超媒體知識管理；在知識傳播

方面，介紹自動化索引系統與學術傳播、書目計量與知識行為，從自動化索引的發展，到利用書目計量應

用於知識行為的探討；在知識介面方面，介紹書目參考服務、網域化書目及知識支援服務，從圖書館參考

服務應用書目資訊服務，到網域化書目服務。8 篇報告，共有本館 13 位同仁歷經一年多研究討論的初步成

果發表，另聘請十餘位學者專家就各場次的報告內容，提出建議，以做為日後修訂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