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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平 洋 鄰 里 協 會 」（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簡稱 PNC）今（111）年於 9 月 16 至 18

日間舉辦，本館一如往年，支持此重要國際會議並為

之籌組其中一個場次，且派員於會議中分享業務成果

與經驗並參加海報展。此協會每年舉辦，原由環太

平洋國家或地區的機構輪流主辦，今年為首次由非

太平洋岸的美國亞利桑那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

主辦。且過去會議主題原聚焦於數位典藏、推動

機構間資訊交換標準及資訊互通共用的協定以促進

資訊的交換及流通、網際網路技術及電子資訊技術

的應用，包括網路教學、圖書館館際交換、檔案及

博物館館藏數位化之保存與網路傳播之新技術等；

今年則進一步廣納環境與生態、大氣科學等多元研

究主題的探討，拓展資訊共享與學術交流的廣度。

去（110）年因為世界性的 COVID–19 疫情，

PNC 年會改採線上辦理，今年恢復實體形式辦理，

但以實體與線上視訊兩者併行的方式舉辦。會議主

題為「不確定年代中的數位世界：追求／探索健

全、堅韌與活力的人性化科技」（The Digital World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Humanizing Technology for 

Wellness, Resilience, and Creativity），學者專家共同

探討面對不確定年代的各種挑戰，共同思考以數位

科技人性化為訴求的研究發展前景。

本館籌組「數位圖書館」場次，一方面希藉以

提升臺灣圖資成果之國際能見度，另方面亦希於研

討會中進行學術交流並汲取新知。本場次主題為 

"Digital Libraries：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A Step 

Forward"，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曾元顯教授主持。該場次邀請 3 位講者進行發表：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曾元顯

參加 2022 PNC 年會及

海報展與國際分享本館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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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發表 "Similarities Check for Digital Archives in 

Practice"；

2. 本館國合組洪淑芬主任，發表 "Reinforcement 

of a Citation Index Database: On the Case of Taiwan Citation 

Index—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CI-HSS)"；

3. 日本學者 Akihiro Kameda 先生（日本國立歷

史民俗博物館學者）、Kosei Mino 先生（日本國立

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員）、Shigeo Sugimoto 教授

（筑波大學）等人的共同研究，由 Akihiro Kameda

先生代表進行簡報 "Trial for Collecting, Sharing and 

Preserving Digital Research Assets in Asia"。

此外，本館所提海報 "Turn TV on, and NCLibTV 

Service Delivered to Your Home – NCL’s OTT TV Smart 

Library Service"（「打開電視，讓國圖到你家」）入

選本年 PNC 年會海報，由數位知識系統組陳麗君主

任與會解說，分享本館經驗。（國際合作組洪淑芬、

數位知識系統組陳麗君）

本館洪淑芬主任發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
料庫」相關演講（111 年 9 月 17 日）

本館參加 PNC 年會海報展由數位知識系統組陳麗君主任
與會解說（111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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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李壬癸院士從事臺灣南島語言相關

研究逾半世紀，將其珍藏多年有關南島語言、語言

學、少數民族語言、臺灣南島語言叢書、漢語音韻

學叢書、臺灣歷史文獻叢刊等藏書、研究紀錄的田

野筆記、錄音與幻燈片資料、以及歷年獎項文物等

皆贈與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典藏，本館於

本（111）年 8 月 31 日上午 10 時舉辦李壬癸院士

學術研究資料捐贈儀式，由曾淑賢館長代表受贈。

臺灣南島語言歷經一百多年的調查研究，是臺

灣最有學術價值的文化資產，並已在國際學術界佔

有一席之地，李院士表示過去 54 年調查研究歷程

中所累積的許多珍貴資料及文獻，感謝本館接續珍

藏，使其持續發揮學術研究之效益。

為保存當代臺灣學者專家研究資料、出版品及

文獻資料手稿，本館將於臺南市新營區設置南部分

館暨國家聯合典藏中心，將使入藏的珍貴書刊皆能

獲得具有國際水準之人類文化遺產保存環境，兼可

加值展現文化保存的永續與應用價值。是日李院士

的捐贈是本館有史以來第一次最大量且涵蓋個人所

有類型的研究文獻及文物，如此完整的捐贈也為本

館徵集學者專家捐贈樹立了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俾利後人研究。

本館將持續徵詢學界先進捐贈其學術研究主題

藏書，共同肩挑學術競爭力向下紮根的奠基之責，

為厚植國家學術競爭力齊心努力。（館藏發展及書

目管理組黃贏瑩）

為提升並健全本館同仁於圖資領域相關專業工

作涵養，同時精進其業務知能，特規劃辦理「111

年新世代圖書館員專業知能訓練」。期藉由圖書資

訊專業發展及趨勢脈動等相關議題及工具，以講

座、小組討論、情境模擬及原型實作等多元形式之

課程內容規劃，以有效逐步強化館員於「圖資專業

李壬癸院士捐贈

臺灣南島語學術研究資料

111 年新世代圖書館員

專業知能訓練圓滿完成

曾淑賢館長與李壬癸院士、何大安院士、黃寬重教授合
影（111 年 8 月 31 日）

全體與會貴賓合影（111 年 8 月 31 日）

李壬癸院士捐贈臺灣南島語學術研究資料／ 111 年新世代圖書館員專業知能訓練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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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創新思考力」、「知識分析力」、「科技

運用力」以及、「溝通行銷力」等五大新世代圖書

館員應具備之專業領域知能。此外，亦希激發館員

跳脫固有框架，以創新思維與視野，重新審視並建

構及執行圖書館相關服務並強化專業及工作知能，

進而有助於館務推展，提升整體圖書館服務效能。

本年度共計辦理 5 場次課程，於 111 年 8 月 8

日辦理第一場次講座，邀請聲音教練暨專職作家羅

鈞鴻老師主講「上台簡報的口語表達練習」講座；

第二場次於 8 月 29 日辦理，邀請數位轉型學院共

同創辦人暨院長詹文男教授主講「後疫奇兵：數位

轉型與創新」；第三場次於 9 月 5 日辦理，本場次

為工作坊形式，邀請元智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

群王明照副教授主講「變與不變：創新思維與創新

管理」；9 月 19 日辦理第四場次，亦為工作坊形式，

邀請簡報教練及簡報設計用書作者林長揚老師，主

講「化繁為簡的魔法：打造高效簡報及知識圖卡」；

於 10 月 17 日辦理最終場次，邀請親子天下出版公

司林彥傑副總經理主講「數位時代下圖書資訊產業

之轉型與因應」。（圖書館事業發展組杜依倩）

曾淑賢館長於本系列訓練首場講座致詞（111 年 8 月 8
日）

為提升並健全我國公共圖書館營運效能強化館

員專業能力，依據教育部 111 年核定辦理「健全公

共圖書館營運體制及組織體系發展 111 年輔導工作

計畫」，特規劃辦理「公共圖書館營運管理及創新

發展工作坊」，期藉由聚焦於館務之專題工作坊之

課程規劃，透過理論講授及分組討論、實作演練等

多元課程型態，有效逐步提升館員各面向之專業知

能與素養，並激發館員對公共圖書館服務與經營之

創新思維。

本年度共計辦理 4 場次，於 111 年 8 月 5 日辦

理第一場次「感動服務力：讀者關係經營技巧與實

務」工作坊，邀請到臺灣客服中心發展協會理事周

純如老師，為學員講授讀者關係管理及抱怨處理技

巧。於 9 月 2 日辦理第二場次「圖書館數位轉型第

一戰：線上課程活動設計及互動之策略與實務」工

作坊，邀請到 ViewSonic 優派學院院長兼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兼任副教授－連育仁老師，為學員

講授如何提升線上課程活動設計與互動的技巧。於

9 月 16 日辦理第三場次專題工作坊－「第一次辦活

動就上手：推廣活動企劃創意策略教戰」，邀請到

好奇心創意公司的陳伯麒執行長以及引書店創辦人

許皓甯老師，分享如何發想與執行充滿吸引力與創

造力的活動企劃。本系列第四場次為「圖書館分齡

分眾服務—青少年閱讀推廣策略與實務」，於 10

月 7 日辦理，邀請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陳欣希理

事長分享如何規劃及帶領青少年閱讀推廣活動及相

關技巧。（圖書館事業發展組杜依倩）

111 年公共圖書館營運管理

及創新發展工作坊圓滿完成

111 年公共圖書館營運管理及創新發展工作坊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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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淑賢館長於本系列首場次工作坊給予各縣市圖書館同
道勉勵（111 年 8 月 5 日）

曾淑賢館長主持臺北基礎班始業式，並主講「公共圖書
館之分齡分眾服務」（111 年 6 月 16 日）

基隆市進階班學員開心結業合影（111 年 7 月 11 日）

周純如老師於「感動服務力：讀者關係經營技巧與實務」
課程中與學員互動熱烈（111 年 8 月 5 日）

本館自民國 105 年起，為積極協助各縣市公共

圖書館館員提升專業知能，陸續於全臺各縣市辦理

公共圖書館基礎及進階訓練課程，使各縣市館員能

夠就近聆聽圖書資訊專業課程，進而提升專業知能。

本年度共辦理 4 場次的課程：

一、公共圖書館管理基礎訓練課程（臺北場）

與臺北市立圖書館合作辦理，於 6 月 16 日至 6

月 24 日進行課程，共計 63 位臺北市圖書館從

業人員參與課程。

二、公共圖書館管理進階訓練課程（基隆場）

辦理 111年

公共圖書館管理訓練課程

與基隆市文化局合作辦理，於 6 月 20 日至 7 月

11 日進行課程，共計 32 位基隆市圖書館從業

人員參與課程。

三、公共圖書館管理進階訓練課程（連江場）

與連江縣政府文化處合作辦理，於 7 月 25 日至

8 月 2 日進行課程，共計 23 位連江縣圖書館從

業人員參與課程。

四、公共圖書館管理進階訓練課程（彰化場）

與彰化縣文化局合作辦理，於 9 月 7 日至 9 月

21 日進行課程，共計 61 位彰化縣圖書館從業

人員參與課程。

每場次的公共圖書館管理訓練課程均邀請 7 位

圖書資訊學領域的專家學者擔任講師，課程師資皆

具有豐富的學術涵養，且都具有在大學任教的資格

與經驗。此外，本課程已通過教育部非正規教育課

程認證，館員透過專業課程所努力的成果可留下紀

錄，有利於往後的職涯發展及升學規劃。（圖書館

事業發展組張誌紘）

辦理 111 年公共圖書館管理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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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合辦 111 年度「圖

書館資訊組織進階訓練研習班」，於本（111）年 8

月 5 日正式啟業，安排連續 4 週的週五上課，並於

8 月 26 日圓滿結業。

現今圖書館正邁向資料鏈結化的新時代，目的

是讓書目服務打破系統與資料格式的界限，從封閉

的機讀格式，走向開放的鏈結資料，從本地的自動

化系統，拓展至雲端的語意網絡。面對這樣的轉

型，今年研習班的課程規劃，不再只限於學習當前

編目業務所需的實務技能，而是以新版 RDA 規範、

鏈結資料與書目本體為主軸，探索資訊組織領域的

新樣貌。

本次研習共安排 6 門課程，邀請臺北醫學大學

邱子恒教授、本館牛惠曼編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柯皓仁教授、輔仁大學陳淑燕講師、中央研究院陳

淑君副研究員，以及淡江大學陳亞寧副教授等在學

術與實務上具備豐碩成果與經驗的專家，分別講授

「資訊組織發展趨勢」、「RDA 規範與編目實務」、

「鏈結資料發展與應用」、「電子資源組織研討

與實作」、「FR 家族、LRM 與書目關係」，以及

「從語意網至鏈結資料環境下的資訊組織作業」等

課程。講師們除了傾力準備豐富的講義資料，也在

課堂中採用實務情境研討與線上實作練習，引領學

員們對資訊組織整體發展建立系統性的概觀，瞭解

RDA 編目規範的更新與改版重點，並認識鏈結資

料、書目本體與資料框架等議題的重要內涵，以及

對未來書目工作的影響。

本次研習共有 30 名來自各圖書館及資訊服單

位的同道一同參與，研習期間，學員們與講師也常

就書目工作上的問題進行熱絡的互動討論。資訊科

為提升國內圖書館同道對新版 RDA 國際發展

趨勢之專業知能，本館於本（111）年 9 月 23 日上

午以 Webex 視訊會議方式舉辦「邁向語意網的編

目實務課程 –New RDA 資訊組織專題講座」，由

本館翁誌聰副館長擔任講座主持，並邀請美國紐約

大學圖書館周小玲老師及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徐蕙

芬老師，與國內同道分享她們對新版 RDA 規範的

經驗與觀察。

本次講座第一部分由周小玲老師主講「RDA 

Updates」，第二部分則由徐蕙芬老師主講「The 

辦理 111年圖書館資訊組織

進階訓練研習班

邁向語意網時代，

New RDA 資訊組織專題講座

技的更迭日新月異，對圖書館資訊組織作業的相關

規範與資料格式也產生極大的影響，面對多元且多

變的數位環境，強化相關專業知能日顯重要；本館

曾淑賢館長（研習班班主任）也鼓勵學員將課程所

學落實於職場實務中，並透過本館規劃製作的一系

列數位課程，持續精進專業知能，厚植實力，一同

為圖書館資訊服務打下良好的基礎，創造更優質、

更具彈性及互通性的書目服務。（館藏發展及書目

管理組馬千惠）

111 年「圖書館資訊組織進階訓練研習班」，曾淑賢館
長與全體學員結業合影（111 年 8 月 26 日）

辦理 111 年「圖書館資訊組織進階訓練研習班」／邁向語意網時代，New RDA 資訊組織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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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公務人員強化提出對策、解決問題的資

訊能力，本館每年與國立臺灣圖書館及國立公共資

訊圖書館共同舉辦「全國公務人員圖書資訊素養系

列活動」。今（111）年自 5 月 9 日起，分別於臺北、

臺中、臺南、花蓮、高雄等地，共辦理 6 場「協助

政策規劃之利器：從認識問題到解決問題」工作坊，

介紹資料查找方法及三館之特色資料庫。本年度最

後一場於 8 月 12 日在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圓滿落

幕，高市圖林冠宇副館長也特別到場向今日與會的

學員們致意。今年之 6 場次共計有近 200 位公務機

關人員參與，課程滿意度達 95%，學員亦表示會把

上課內容應用在職場，利用圖書館豐富的資源解決

工作上遇到的問題。

本工作坊以資訊素養六大技能為基礎，引導學

員由定義問題開始，設定資訊尋求策略，有效獲得

資訊並加以評估及運用。上午的課程包含資料查詢

辦理 111年

公務人員資訊素養工作坊

本館翁誌聰副館長與美國紐約大學圖書館周小玲老師及
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徐蕙芬老師，分享她們對新版 RDA
規範的經驗與觀察。（111 年 9 月 23 日）

New RDA：What and Why：從 RDA 的建構基礎來

認識 RDA 和鏈結性資料的關連」。新版的 RDA 

Toolkit（又稱 Official Toolkit）於 2020 年 12 月發布，

和舊版比起來非常不一樣，它不再是傳統編目員所

熟悉的條文式結構，所有的資料元素都根據書目實

體來排列組織。因此，如何熟悉新版 RDA 的架構

和模組，並將其運用於書目工作，成為未來編目員

最大的挑戰。兩位老師在演講中除了呈現 RDA 規

範及線上工具的新風貌，並就各自的專業經驗，從

不同角度分享她們對 RDA 發展與應用的觀察。

周小玲老師從 RDA 指導委員會的相關討論文

件、工作小組的任務，以及美國合作編目計畫 PCC

對 RDA 進行的測試、RDA 與 BIBFRAME 的對照工

作等面向，分享 RDA 最新發展。徐蕙芬老師則從

資訊組織規範所面對的環境，帶領大家瞭解為什麼

必須對 RDA 做重新組織與設計，並從鏈結資料、語

意網的發展，以及現行 MARC 資料格式的限制，討

論 RDA 規範應用於未來書目工作的必要性，以及

使用改版後的 RDA Toolkit 需要注意的原則與重點。

圖書館界長久以來以「編目規範」做為資訊組

織實務的重要準則，近年因應數位環境和語意網技

術的發展，無論在內容標準或是描述標準都面臨重

大的改變，因此，講座一推出便受到國內圖書館廣

大迴響，將近 300 位同道同時上線參與，透過兩位

國外資訊組織專家的知識與經驗分享，也讓國內同

道對編目規範的新發展，以及書目實務的應用，能

有更深度的瞭解與認識，也為未來書目工作挑戰做

好所需背景知識的準備。（館藏發展及書目管理組

馬千惠）

辦理 111 年公務人員資訊素養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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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及本館資料庫介紹與演練，讓學員熟悉期刊論

文、學位論文、圖書資源等類型資料查詢方法，並

介紹本館於 2021 年底改版之電子資源查詢系統，

以及各類型調查統計資料庫；下午邀請國立臺灣圖

書館介紹臺灣學資料庫、日治時期資源；國立公共

資訊圖書館介紹該館之熱門雜誌、報紙資料庫等，

促進公務人員蒐集資訊、解決問題之工作知能。

本工作坊每年固定辦理，參與對象為全國公務

人員或任職於中央或地方各機關、學校之人員，希

望透過三館規劃的課程強化公務員的資訊素養能

力，在面對職場任務挑戰時，能更有效地找到需要

的資訊，讓工作更有效率。（知識服務組吳亭佑）

高市圖總館場次，高市圖林冠宇副館長 ( 第一排右 3) 與
全體學員合影（111 年 8 月 12 日）

國圖場次學員利用 slido 互動演練（111 年 5 月 9 日）

南市圖新總館場次，國資圖講師介紹熱門電子資源（111
年 6 月 24 日）

高市圖總館場次，國圖講師致贈有獎徵答獎品（111 年 8
月 12 日）

國資圖場次，國臺圖講師介紹臺灣學資料庫（111 年 6
月 6 日）

辦理 111 年公務人員資訊素養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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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淑賢館長致詞（111 年 8 月 19 日）

曾淑賢館長 ( 左 ) 致贈本館文創紀念品予今日講師經濟
部中小企業處程道琳組長 (右 )（111 年 8 月 19 日）

本館為全面提升全民「資訊素養」為核心，自

109 年起廣邀中小企業，納入作為「資訊素養」推

廣的服務對象。今（111）年企業人士資訊素養工

作坊以「後疫韌性時代：中小企業資訊力」為主題，

與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臺中市立圖書館、高雄市

立圖書館、Taiwan Startup Hub 新創基地共同合辦，

聚焦於提升中小企業人員於事業各階段之獨立「查

找、獲取資訊」能力，並學會運用本館資料庫以及

「全球專利檢索系統」，增進商業資訊的掌握能力。

活動於 8 月 19 日下午在本館 1 樓簡報室舉行，

本館曾淑賢館長蒞臨致詞，鼓勵各界在不同的事業

發展階段皆能提升掌握資訊、利用資訊的能力，取

得成功的先機。第一場邀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經營

輔導組程道琳組長主講：「後疫情時代小微店家

應掌握的數據商機」，分享後疫情時代的商業經

營新觀念。程組長在中小企業處服務多年，輔導各

地中小企業商家利用電商平台、社群媒體資源拓展

商機，提升營業額，程組長也分享了許多實務上輔

導店家的經驗，鼓勵小微店家在後疫情時代把握趨

勢、運用數位資源，開創佳績。第二場邀請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資料服務組高佐良組長，介紹「智財資

訊檢索與運用」。高組長深入淺出地介紹智慧財產

權、專利及商標的種類與在事業經營上的重要性，

也介紹了專利檢索系統及專利商品化教育宣導網，

以豐富的案例充實學員對智財的認識。最後由本館

知識服務組吳亭佑助理編輯介紹本館資源，包括政

府統計資訊網、政府公報資訊網、期刊及博碩士論

文資料庫、電子資源查詢系統等。圖書館提供全年

辦理 111年

企業人士資訊素養工作坊

無休的數位資源服務，非常鼓勵各界多加利用，作

為企業經營、研發規劃的參考。

現今的時代，資訊並不匱乏，但懂得尋找資

源、利用數位科技，才能迅速而有效地找到有用的

資訊，幫助我們處理生活、工作、學習與研究上的

問題。本工作坊每年固定辦理，希望透過此工作坊

協助各類型的企業人士，在不同事業階段所遇到的

工作挑戰與疑惑時，都能找到有助於解答的資源。

（知識服務組吳亭佑）

辦理 111 年企業人士資訊素養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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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與 Lam Research

科林研發合辦的「2022 閱讀好酷嘉年華暨送書到學

校」活動，10 月 1 日於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戶外

廣場熱鬧舉行，由本館曾淑賢館長和 Lam Research

郭偉毅總經理分別致詞，表達雙方對於推動書香社

會的理念及行動，其後由苗栗縣徐耀昌縣長接續致

詞，闡述苗栗縣近年的整體閱讀表現佳績。最後邀

請本年度受贈的苗栗縣雙連國小、東興國小、新開

國小、烏眉國中、造橋國中及公館國中等 6 所學校

校長一同參與贈書儀式與嘉年華啟動儀式。

贈書與啟動儀式後，緊接著展開「閱讀好酷嘉

年華」活動，活動主題以「STEAM」為核心，規劃

「科學、科技、工程、藝術、數學」五大領域生動

活潑的閱讀活動，包含親子手作 DIY、英文科技繪

本共讀、陀螺體驗遊戲、繪本導讀與實驗、芬蘭兒

童程式繪本實作、經典英語童話故事對對碰遊戲、

培養數理邏輯的桌遊、樂高機器人展示及 STEAM

課程體驗等豐富的內容。

本館與 Lam Research 科林研發今年再度攜手合

作辦理英文閱讀推廣活動，針對國中及國小孩童啟

動「送書到學校」計畫，並為提升贈書效益，從以

往的新竹縣市，擴大受贈學校區域範圍至苗栗縣，

讓更多偏鄉學童獲得閱讀資源。「送書到學校」計

畫購置 600 冊得獎英文好書，並訂製專屬書架捐贈

給苗栗縣 6 所國中小學校，在校園中打造專屬的英

文閱讀空間（English Reading Corner），以激發孩

童英文學習動機，增進學習樂趣及成就感。本次活

動能夠順利圓滿，特別感謝苗栗縣政府、苗栗縣政

府教育處與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在籌備活動的過

程中也給予多方的協助，以及苗栗縣立公館國民中

2022 閱讀好酷嘉年華

暨送書到學校

學、國立聯合大學國鼎圖書館等 19 個單位及公司

行號帶來精彩的活動內容。（圖書館事業發展組張

誌紘）

2022 閱讀好酷嘉年華啟動儀式（111 年 10 月 1 日）

為協助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同學瞭解圖書館實

務工作內涵，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於每年

暑假期間開放同學來館實習，提供未來的圖書館員

更進一步認識圖書館的實際工作狀況。本年度暑期

實習於 7 月 20 日至 8 月 17 日期間進行，安排 120

至 160 小時不等之實習時數，分別有來自國立臺灣

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及淡

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3 所學校，共計 7 位莘莘

學子參與，並由館藏發展及書目管理組、知識服務

組、特藏文獻組及秘書室等組室經驗豐富的館員帶

領同學，指導同學技術服務、讀者服務、典藏作業

和檔案管理等不同面向的圖書館業務。

本次實習課程涵蓋出版品送存作業、閱覽服

務、策展實作、期刊典藏、書刊調閱、手稿文獻整

理與檔案歸檔等豐富內容。本館於實習首日的上午

辦理「111 年暑期實習始業式」，由本館翁誌聰副

國家圖書館111年暑期實習

2022 閱讀好酷嘉年華暨送書到學校／國家圖書館 111 年暑期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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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7 日 至 8 月 25 日 間， 國 家 圖 書 館（ 以

下簡稱本館）與印度台北協會攜手合辦「臺灣眼

中 的 印 度 攝 影 展 」（India from the eyes of Taiwan 

photography exhibition）。該展於7月26日上午10點，

在本館一樓館史室隆重開幕。

印度是個具有多元文化、景觀和傳統的土地，

多年來吸引了許多尋求探索印度奇觀的臺灣遊客。

本館與印度台北協會共同合辦「臺灣眼中的印度攝

影展」，展覽作品為臺灣遊客在印度旅行期間所拍

攝的照片，涵蓋了印度不同地點、節慶和生活等面

向；呈現臺灣遊客前往印度旅行時所體驗的印度不同

面貌。這些攝影作品不僅呈現了不可思議的印度之

美，也展現了每位攝影師別具一格的印度體驗視角。

「臺灣眼中的印度攝影展」

於本館館史室展出

111 年暑期實習始業式，翁誌聰副館長與實習同學、指
導館員合影（111 年 7 月 20 日）

館長主持。始業式結束後，由知識服務組館員向同

學導覽本館的行政區及閱覽區，讓同學認識館內的

環境，協助他們及早熟悉身處的新環境，迎接數週

的實習工作。（圖書館事業發展組張誌紘）

本館曾淑賢館長致詞提及，感謝印度台北協

會，讓本館與協會進行雙邊多元合作，每年本館都

會與各國駐台代表處及大使館共同舉辦各類文化

活動；相信在本館相當開放和友好的場域中，藉由

整合各種文化資源，可以協助大眾深度了解和體驗

其他國家的文化和風土民情，開拓更寬廣的全球視

野。對於有機會共同舉辦這次攝影展，藉由參展臺

灣遊客相機呈現印度多姿多彩的風光，分享異國的

美麗景象，而對印度台北協會，深表感謝。曾館長

並表示，每一幅作品，都非常生動地呈現分享了印

度的旅行經歷與故事；當今疫情依然存在，這精彩

的文化分享盛宴，十分有意義，希望在場的嘉賓能

邀請同事和朋友來本館，也歡迎社會大眾，在暑熱

盛夏期間，到訪本館，享受寧靜欣賞美妙攝影作品

的美好時光。

開 幕 式 邀 請 臺 灣 藝 術 家 舞 者 劉 瑄 臻 女 士，

以 印 度 古 典 摩 希 尼 亞 坦 舞 蹈（Indian classical 

Mohiniattam）開場。此舞為印度南方喀拉拉邦的一

種古典舞蹈，舞蹈名稱「摩希尼」是印度教維護之

神毘濕奴的女巫化身，她身上的女性力量能發揚良

善、削弱邪惡。演出曲目為「神聖的象頭神」，他

會為我們所有人帶來幸福和好運！開幕式出席貴賓

包括共同主辦的印度台北協會戴國瀾會長、印度台

北協會崔柏尚副會長，以及文化部文化交流司桂業

勤司長以及外交部亞太司范厚祿副司長。

此次參展的 21 幅攝影作品，由 14 位攝影師所

拍攝，其中有 6 幅作品都是在印度北部的賈木及喀

什米爾邦拍攝，其中有 5 幅作品在印度西部的拉賈

斯坦邦拍攝。其他作品同時呈現印度中部與南部的

各地風光。得獎的 3 幅作品分別由尤芷薇、林彣鴻、

鍾聞達等 3 位攝影師所拍攝。開幕式最後，邀請這

3 位得獎攝影師上台，分享他們印度旅途中拍攝作

品的心得後，畫下圓滿的句點。

「臺灣眼中的印度攝影展」於本館館史室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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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展覽特別的是，外交部田中光政次得知此

展後化身為攝影師，熱情分享外派駐印度時所拍攝

的 3 幅珍貴作品。田政次於 2013 年至 2020 年間擔

任臺灣駐印度代表，此次展出的其中一幅為田政次

於 2014 年時，與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印度兒童權益

捍衛者薩提亞提（Kailash Satyarthi），在其創辦的

收容所與兒童們一起歡度印度傳統節日粉彩節時所

捕捉到的畫面；另外兩幅則是 2019 年前往印度北方

拉達克的紀錄，作品中可見到西藏寺院及用以祈福

的五色旗，照片充滿故事張力，以攝影畫面傳達其

眼中「不可思議的印度」。（國際合作組許琇媛）

本館曾淑賢館長致詞（111 年 7 月 26 日）

本館館長與貴賓（左 2 印度台北協會戴國瀾會長、左 1
文化部文化交流司桂業勤司長、右 1 外交部亞太司范厚
祿副司長）及舞者合影（111 年 7 月 26 日）

我們都曾到過孩子的學校參加觀摩活動，瞭解

孩子在學校的上課狀況，同樣的，孩子應該也好奇

父母工作的環境及內容吧！所以，抓住暑假的尾

巴，本館於 111 年 8 月 25 日舉辦一年一度的親子

日活動，讓同仁們藉此機會帶孩子到館，體驗同仁

的工作日常。

活動開場儀式，特別選在本館閱覽大廳「Saint 

Christopher (Kitts) and Nevis Corner」專區舉行。孩子

們一抵達現場，即被「加勒比海最美驚嘆號」給吸

引，這個藍天浩瀚大洋中的最美驚嘆號，是我們的

友邦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專區陳列該國贈

予本館的圖書，以及大使館提供風土與歷史相關的

文物，內容豐富多元。

首先，由本館曾淑賢館長親臨現場致詞歡迎，

曾館長表示親子活動是一種互動和溝通的重要方

式，辦理此活動，目的不僅為同仁營造一個與子女

交流的機會，讓子女了解父母工作辛勞，更希望藉

由寓教於樂的活動，創造親子間共同的快樂回憶。

最後，館長為了感謝大家熱情參與，一一致贈紀念

品給前來參加的孩子們，並一同合照留念。

後續由人事室帶領同仁及孩子們至「國立臺灣

科學教育館」進行後續探索、體驗及手做等活動，

這也是本館首度擇定於館外舉行的親子日，希望透

過我們安排的參觀與互動活動，讓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邊玩邊學、滿載而歸。（人事室沈慧珍）

111年國家圖書館親子日活動

111 年國家圖書館親子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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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明義董事長（左）與尹麗喬博士進行分享（111 年 10
月 2 日）

曾淑賢館長與參與活動之同仁、孩子們合影 (111 年 8
月 25 日 )

《澤倫斯基：我們如此相信》新書分享會
（10 月 2日下午 2：00）

本館與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於 10 月 2

日下午合辦「《澤倫斯基：我們如此相信》新書分

享會。邀請由策畫出版此書，與澤倫斯基總統和其

團隊多次聯繫互動的大塊文化郝明義董事長，以及

撰寫導論〈澤倫斯基的演講外交與地緣政治〉的國

際關係與地緣政治專家尹麗喬博士進行分享。

郝明義董事長首先從英國探險家 Shackleton 具

有勇氣、信心與高超的領導能力，帶領南極長征團

隊遇劫而生談起。接著，講述澤倫斯基身為演員、

成為民選總統之蛻變。面臨不對稱作戰，他如何用

一場場演講激勵民心，向各國尋求支援，說明烏克

蘭為全世界民主社會捍衛的信念、勇氣和價值。尹

麗喬博士從 Strategy（戰略）、Tactics（戰術）、

Theme（主題）三層次剖析。從兩位主講人對談中，

瞭解到現在的戰場不只是陸、海、空，武器不只是

飛彈，戰場是人的心智，武器是語言。澤倫斯基對

各國的演說不只激勵烏克蘭人心，更對臺灣傳達間

接與直接的訊息，間接的訊息為「當一個國家面對

一個想要併吞、抹滅你存在的強鄰時，從如何預防

閱讀推廣活動／新書發表會

戰爭，到戰爭爆發後如何抗戰，到戰後如何重建的

所有寶貴借鏡。」、直接的訊息為「臺灣應該積極

參與新的全球安全架構的建立。」

透過兩位主講人精采對談與導引，讓在場聽眾

更加瞭解澤倫斯基演說的力量以及他的信心與勇氣

的來源，同時也告訴讀者需要獨立思考以避免陷入

認知作戰。（館藏發展及書目管理組張薷方）

一、臺灣漢學講座

（一）7 月 12 日與德國萊比錫大學（Universität 
Leipzig）圖書館及該校東亞研究所合作邀
請馬愷之教授（Kai Marchal）演講

本場次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馬愷之教授

（Kai Marchal）主講「Vom Wert der Selbstlosigkeit–

Überlegungen zu Ernst Tugendhats Modell einer 

gegenwärtigen Mystik（論儒道釋之「無我」——對恩

斯特圖根哈特當代神秘主義模型的思考）」。講座

採實體及線上同步，全程以德文進行。活動現場由

萊比錫大學東亞研究所柯若樸教授（Philip Clart）主

持開場，接著由馬愷之教授透過線上平臺，自萊比

錫隔離中的居所連線演講。

臺灣漢學講座／寰宇漢學講座／

外籍學人政治經濟研究討論會

閱讀推廣活動／新書發表活動
臺灣漢學講座／寰宇漢學講座／外籍學人政治經濟研究討論會



44 國家圖書館館訊 111 年第 4 期 ( 民國 111 年 11 月 )

馬愷之教授以恩斯特圖根哈特（Ernst Tugendhat）

的著作《自我中心性與神秘主義：一項人類學研究》

（Egozentrizität und Mystik：Eine anthropologische Studie, 

2003）闡釋如何以儒家、道家、佛教關於「無我」的

教義來探討圖根哈特對道教和佛教文本，並與重要

的漢語詮釋進行比較，討論它們在哲學上的合理性。

講座尾聲，馬教授更論及這些蘊含智慧的教義對我們

現代生活方式以及追求神秘主義和靈性問題的省思。

家對維吾爾問題的關注和地方反應不盡相同。此外，

陳教授也分享了她如何利用數位人文的研究取向重

新審視維吾爾族自決事業合法性問題的心得，以及

國際社會從國家到個人之反應落差的調查成果。

演講結束後，眾人對於此一高度敏感卻又舉世

關心的議題，都十分感興趣，並於會後紛紛表示希

望未來相關議題及後續發展，能獲得更多關懷及公

開討論。

講者馬愷之教授（Kai Marchal）（111 年 7 月 12 日） 本場講座主講人陳玉文教授，主講「維吾爾議題」（111
年 8 月 25 日）

（二）8月 25 日與歐洲漢學學會（EACS）共同邀請
陳玉文（Julie Yu-Wen Chen）教授演講

本館與歐洲漢學學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EACS）首度合作辦理臺灣漢學講座，

邀請芬蘭赫爾辛基大學（University of Helsinki）陳

玉文教授（Julie Yu-Wen Chen），於捷克歐洛慕奇

（Olomouc）帕拉茨基大學（Palacký University）主

講「維吾爾議題」（The Uyghur Issue），並由帕拉

茨基大學亞洲學系梁思城（Martin Lavička）教授擔

任主持。本場次是本館連續多年參與歐洲漢學學會

雙年會辦理書展以來，雙方更進一步交流的成果。

陳玉文教授提及今日維吾爾民族與中國政府之

間的衝突與議題，不僅獲得了國際關注，還影響了

西方民主國家與中國的政治談判。然而，非民主國

（三）10月13日與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
合作邀請韓嵩教授（Marta Hanson）舉辦線上
講座

本場次邀請韓嵩教授（Marta Hanson）舉辦線上

講座，講題為「‘Grasping Heaven and Earth’（Qian Kun 

zai wo）：The Healer’s Hand in Classical Chinese Medicine”

（乾坤在握：中醫的醫者之手）」，並邀請法蘭西

學院的史凌飛（Delphine Spicq）教授擔任主持人。

韓嵩教授原任教於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

史學系（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Medicin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退休後至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科學史研究

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任訪

問學人（2021–2022），其研究領域包括：中國科學

臺灣漢學講座／寰宇漢學講座／外籍學人政治經濟研究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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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醫學史、中國流行病史與公共衛生史、中國帝國

晚期社會史等。

本場講座韓嵩教授分三個重點演講。第一部分

「占卜與啟示」，介紹其個人第一次接觸中國占卜

的實際情況。第二部分「記憶之術」，述說其梳理

中國醫學「掌訣」的過程。第三部分「身體即技術」

分享其個人擴展其研究框架及成果的心得。演講中

韓教授指出個人的研究焦點，在於從患者的身體轉

移到醫者的身體，透過文獻闡釋 7 至 18 世紀的中

醫醫者如何利用雙手進行診斷、記憶、計算、預測

和做出臨床決策。（漢學中心學術交流組吳信慧）

地區則因為資料稀少，更為困難。荒武教授認為魯

南莒州，對於北方宗族研究而言，是一個值得注目

的重地。荒武教授的演講先依據方志的記載，概觀

由這些族姓構成的宗族群體在莒州地域社會上所呈

現的面貌。再以莒州的大姓望族──大店莊氏為案

例，分析該族所修的族譜，辨別史實與虛構的差距，

嘗試描寫一個小農家庭自明朝後期以來逐漸實現宗

族建構的興家立業過程。

第二場講座由土屋教授主講「法眼宗的歷史

淵源」，邀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廖肇亨研

究員主持。法眼宗在禪宗五家中最晚成立，通常認

為法眼文益（885–958）是開基之祖，但當時文益

等人的自我認同似乎並不如此，而是主張他們繼承

「玄沙正宗」。玄沙即玄沙師備（835–908），是

文益之師翁，也是雪峰義存（822–908）的法嗣。

雪峰義存承嗣石頭系禪法之後，於福州雪峰山建立

獨立教團，在福建禪宗中影響甚鉅。既然如此，其

後人為何不主張「雪峰宗」，而尊玄沙為法祖呢？

土屋教授分析雪峰法系與玄沙法系分化、對立的史

料。進而探討兩個法系在思想上的差異。雪峰和玄

沙都代表石頭系出現以後的思想階段，他們有共同

的學術目標，亦即內心的真理性擴大到現象界，然

而各自採取的手段不同。

韓嵩教授（右）與主持人（左）史凌飛（Delphine Spicq）
教授（111 年 10 月 13 日）

二、寰宇漢學講座

（一）7 月 28 日邀請荒武達朗教授、土屋太祐教
授演講

7 月 28 日下午邀請本中心 2022 年度獎助訪問

學人，日本國立德島大學荒武達朗教授，與日本新

潟大學人文社會科土屋太祐副教授主講。

第一場講座由荒武教授主講「莒州大店莊氏與

地域社會：一個北方宗族的構建與發展」，邀請國

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何淑宜教授主持。以個別家族

為主體的區域研究，必須先檢視該地區地域社會的

狀態，再選定特定的家族，實行上往往不易，華北
左起：何淑宜教授、廖肇亨教授、荒武達朗教授、土屋
太祐教授（111 年 7 月 28 日）

臺灣漢學講座／寰宇漢學講座／外籍學人政治經濟研究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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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8月 31 日邀請李文實教授、馬克文先生演講

8 月 31 日下午邀請本中心 2022 年度獎助訪問

學人，美國羅德島學院歷史學系李文實（Moonsil 

Lee Kim）副教授，與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國

現代史博士候選人馬克文（Coleman R. Mahler）先

生主講。本館曾淑賢館長開場時，特別強調本館的

研究環境在疫情期間持續對國際學術交流的幫助。

第一場講座由李文實教授主講「中國古代的

宴會：透過文獻、法律與文物的考察」，邀請國立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金仕起副教授主持。李教授以

跨文化理論為切入點，從競爭、等級制與再分配等

三個範疇解釋了宴會的社會政治功能。這三種理論

模型也可以用來考察古代文獻、法律和文物，並進

一步應用於解釋中國古代宴會。她以張家山 247 號

漢墓的《賜律》，睡虎地秦簡的《倉律》以及里耶

秦簡行政文書為例，分析宴會的三種主要作用和

「macro-feast」的概念。

第二場講座由馬克文先生主講「專業之島：

臺灣農業中的科學、民主與補助者 / 被補助者關係

（1950–1970）」，邀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

社會研究所洪紹洋教授主持。馬先生的演講從科學

社會史的角度，重新評估中美農業發展的高級機關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JCRR，即「農復

會」）。他關注的是圍繞著補助產生的問題，並且

認為這才是農復會的領導層面對的很大挑戰。以恩

庇侍從制度為出發點，馬先生說明農復會必須依據

中、美官員的期望來行動。在嚴格的財務監督下，

成為農業計畫的主要策劃機構，同時支撐國民黨政

府的計畫經濟與國有經濟政策。為達成目的，農復

會依賴 20 世紀中期對美國科技與科學家的卓越素

養，培養出一種政治中立的科學專業的氛圍。馬先

生指出農復會在依靠美國在冷戰時期的聲勢，得以

有多元的渠道施行經濟計畫，中美雙方也對農復會

的專家們抱持信賴。類似這種跨國且具有彈性的機

構，對調和中美關係有極大的作用。（漢學中心學

術交流組洪俊豪）

左起：金仕起教授、曾淑賢館長、李文實教授（111 年 8
月 31 日）

三、外籍學人政治經濟研究討論會

8 月 3 日星期三下午，與外交部合作辦理「外

籍學人政治經濟研究討論會」，主題為 Regional 

Security and Social Science，共分兩個場次，由淡江大

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翁明賢教授及中央研究院

社會研究所蕭新煌博士分別擔任兩場次的主持人，

外交部研究設計會谷瑞生主任亦出席與會。

第一場次的第一位發表人為巴西南里奧格蘭德

聯邦大學博士候選人Bruno Magno，講題為「International 

Systemic Change and Technological Transition: Taiwan's role i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國際系統變遷與科技轉型：臺灣在

中美戰略競爭中的角色」，他認為臺灣是世界半導體

產業的前端，且與中國和美國在半導體產業的競爭，

可能是另一個工業革命及產業的經濟模式。

第二位發表人是美國猶太政策中心；新興國家

安全事務委員會研究員 Guermantes Lailari，講題為

「Cognitive and Unrestricted Warfare 認知與超限戰」，

他講述中國用「認知作戰」的方式，在臺灣及其他

臺灣漢學講座／寰宇漢學講座／外籍學人政治經濟研究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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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在教育部的支

持下，為更有效與世界分

享漢學與臺灣研究成果，

增進海內外漢學學者之交

流， 自 2012 年 起， 於 海

外重點大學暨研究機構，

設立「臺灣漢學資源中

心」Taiwan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簡 稱

TRCCS，以加強與各國漢

學教學與研究單位之合作與交流，至今（2022）年 8

月，已經在世界 4 大洲 28 個國家的 42 個機構建置「臺

灣漢學資源中心」，於邁入創建十週年的里程碑之

際，特別籌編本《雙年刊》呈現過去十年耕耘成果。

為便於全球不同地區不同語言的合作夥伴閱

讀參考，本刊物內容為全英文，除蒐集本館推動

TRCCS 建置與漢學相關各項學術交流成果，亦透

過邀稿由合作機構提供研究特色、特殊館藏等資

訊。本刊規劃未來由各合作機構輪流擔任編輯，增

加出版型態多樣化和資訊豐富性。

本期內容包含至 2022 年 8 月止合作機構名單、

15 個 TRCCS 合作夥伴提供的機構介紹、本館提

供 TRCCS 機構的重要數位資源簡介、十年來與

TRCCSS 合作機構共同舉辦 7 場國際研討會資訊及

逾 60 場「臺灣漢學講座」內容摘要等單元，為共

同努力成果留下寶貴紀錄。（國際合作組閔國棋）

國家都有相關的舉措，並提供案例與分析，來理解

中國不同層級的超限戰模式。

第二場次的第一位發表人是韓國大陸戰略硏究

所首席研究員 Joshua Nam Tae Park 朴南泰，講題為

「The Impact of the Russia-Ukraine War of Information 

Warfare on China's Military Actions Against Taiwan 俄

烏戰爭的認知作戰之於中國對臺灣武力行為的影

響」，他認為俄烏戰爭受到很高的關注，連同中國

也是，甚至可能運用俄烏戰爭中的認知作戰及相關

經驗，應用到未來的統戰，而這是臺灣需要留心及

應變的。

第二位發表人是印度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教

授 Dr. Rup Narayan Das，講題為「Regional Security in 

Indo-Pacific: India’s Nuanced Approach 印度對印太區

域安全的縝密方針」，他認為，印度與中國近鄰的

地緣，以及中國身為印度最大的鄰國，兩國之間的

關係，對印太區域的國際安全有很大的影響。

本次討論會與會學者們皆予以本活動正面回

饋，學人對於可以參與實體的學術活動並與同道分

享感到欣喜，也感謝國家圖書館辦理相關活動，讓

學人於學術上及生活上都能有所交流。（漢學中心

學術交流組方姳人）

翁明賢教授擔任「外籍學人政治經濟討論會」第一場次
主持人（111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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