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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九十年館慶

談古籍文獻國際數位合作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退休主任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兼任副教授

今年欣逢國家圖書館（以下稱國圖）建館九十

周年館慶，我於 2003（民國 92）年 4 月由國立中

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現今國立臺灣圖書館）調任到

國圖服務，直到 2020 年 4 月 1 日退休，已服務滿

18 年。特藉此文記憶在我的腦海中印象特別深刻，

與國圖有關的人與事。

憶起 2003 年 4 月初到國圖特藏組服務，除了

負責古籍與臺灣文獻的搜購工作之外，還負責一項

重大業務—古籍文獻國際數位合作，就是與美國國

會圖書館合作古籍掃描計畫，這也是國圖在國際數

位合作的開端，也是合作時間最長的古籍合作數位

計畫。

一、緣起與發展

國圖自 1933 年在南京成立籌備處到現在，承

續千年累積的文化遺產，並以保管歷代珍貴圖書文

獻為其主要職責之一，館藏善本古籍相當豐富，尤

具特色，咸認為是研究中華古文化的重要資產，深

獲國內外學術界重視。 

因應資訊科技發展趨勢，自 2001 年起，將館藏

善本古籍以微縮資料掃描建檔，後來又繼續進行善

本古籍及拓片數位影像製作，已累積豐富古籍文獻

數位化經驗，亦廣受國內外各界重視。2004 年初，

美國國會書館（以下簡稱國會館）亞洲部李華偉博

士及居蜜博士二人到國圖參訪，對於國圖古籍文獻

數位化的作業甚為讚賞，並提出合作計畫。國圖有

鑒於古籍（含文獻）是世界重要文明遺產，其保存

對傳承文化，協助研究，提升文明，甚有助益，並

與國會館商議合作，藉重本館數位化的經驗與技術，

雙方協議合作進行數位化，使散佚海外的古籍（含

文獻）以數位化的方式為國人所用，並充實館藏。

國圖曾淑賢館長指出，國圖六大願景及十二項

策略目標中清楚揭示，國際交流與合作為國圖重要

政策，並作為推動相關業務的依據。為充實國內漢

學研究資源，並掌握散佚海外重要中文善本及古

籍，國圖積極尋求海外數位化合作單位，與國外圖

書館建立互惠模式，期使海外珍貴中文古籍能以數

位典藏形式為臺灣學界所用，除能豐富本館漢學館

藏，更可提升國際上的地位與形象。

迄 2022 年 12 月底，國圖與美國國會圖書館、

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

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韓國國立中央圖

書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史丹佛大學

圖書館以及牛津大學圖書館、日本九州大學圖書館

等單位合作進行古籍數位化。國際數位化資料已達

4,811 種、316 餘萬影幅。讀者可直接上網瀏覽海外

圖書館珍藏之古籍，極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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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圖與國外圖書館建立這些互惠的一個模式，

讓這些海外的比較珍貴的中文古籍，能夠透過數位

典藏的方式為台灣的學術界所運用，除了數位化的

部分可以豐富國圖的漢學的館藏之外，也透過合作

的方式，可以提升國圖在國際上的地位與形象。

二、合作原則

（一）合作對象的選擇原則：

1. 館藏古籍具有規模及特色的國家圖書館。

2. 館藏罕見古籍的大學圖書館。

3. 典藏有助於臺灣增加學術研究資源者。

（二）國圖於選定合作對象，並簽署合作協議書
後，再由雙方共同挑選掃描古籍文獻，原則
依序：

第一階段掃描館藏互不重複者。

第二階段繼續掃描兩館館藏皆有相同題名但版

本不同者。

第三階段掃描兩館缺卷或殘本的善本古籍。

（三）國圖與各合作館之古籍數位化，可分為二類：

其一為國圖派遣廠商前往合作館執行掃描供

作。雙方之權利義務均載明於合作協議書。合作協

議書載明合作目的、雙方的任務和責任、合作方式、

合作期限、授權範圍 ( 所有權和使用範圍 ) 等，茲

以合作型態相同的美國國會圖書館、華盛頓大學東

亞圖書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與國圖約定。

其二為合作館自行掃描後，將數位檔提供國圖

典藏和使用。亦即國圖以採購方式向合作單位購買

合作掃描之古籍數位影像。雙方約定掃描書單、掃

描規格、付費金額及所有權和使用權，由合作館訓

練館內人員或工讀生進行掃描，或由該館委託當地

廠商進行掃描。以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的合作

案為例。

合作計畫所完成的影像由雙方所共同擁有，分

別運用於各自網站上，其均可由任何人免費檢索閱

覽。任一方如有其他用途，如：提供其他網站，出

版或轉置其他媒體等，需以書面或電郵通知另一方

徵求同意。

三、合作內容與成果

國圖自 2005 年開始與各合作館進行國際合作

數位化如下表：

國圖歷年來（2005-2022）國際合作數位化館別

計畫期程 合作夥伴

2005-2012 美國國會圖書館

2010-2013 美國華盛頓大學圖書館

2011-2013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圖書館

2014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圖書館

2015 法國國家圖書館

2016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圖書館

2017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

2018 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

2019-2020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

2021 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美國史丹佛

圖書館

2022 日本九州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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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地區以美國國會圖書館為主，其收藏善本

約 3,500 部最為大宗，包括宋元版 11 部、太平天國

書 10 種、永樂大典 41 冊及明人個人文集 226 種，

其餘尚有若干罕見的稿本，另藏中國方志 2,939 部，

家譜 400 餘部，以上全部近 7,000 種；而版本自宋

迄清初，其中以明代奏議、文集具有價值，另該館

所藏明清地方史料及清版古籍也頗有特色，同為政

治、社會、經濟、文學以及地方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美國華盛頓大學圖書館所藏罕見的錢謙益遺著

及其他清季善本詩文集、洛克所藏之中國西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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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華大館藏明版書錄等。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館藏宋元刻本及清代藏書

家劉承幹嘉業堂之藏書。

多倫多大學圖書館館藏宋元明清重要善本古

籍。該館宋版書《柳宗元文集》為 1126 年刻本，

距今近千年，堪稱無價之寶；《六壬圖像》是僅存

於世的孤本書。

法國國家圖書館則以藏小說戲曲古籍相關資料

為主，甚具研究價值。

加 拿 大 英 屬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典 藏 豐 富 之 中

文 古 籍， 尤 以 1959 年 購 入 之 蒲 坂 藏 書（Puban 

Collection）為其鎮館之寶，多為廣東著名南州書樓

舊藏，包括多種學科之豐富資料，堪稱北美最卓越

之中文藏書之一。

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藏書主要來源於各個時期

新教徒傳教士的收藏，古典藏書包括明朝晚期到清

朝末期的稀世珍品，僅 17 世紀流傳到歐洲的書籍

該館裡就佔四分之一。另藏 100 多部明朝版本和大

量有關清朝宮殿版本。

美國史丹佛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館藏豐厚，重

點為經、史、子、集、叢五部，多有地理、政書類

之書。至於牛津大學圖書館存有孤本數本，包含

《徐文定公詩經傳稿》4 卷等，並有珍貴瑤族道教

手稿數百冊。

日本九州大學歷史悠久，收藏中國古籍十分豐

富。就文學部書庫所藏而論，清末以前（以西元

1911 年為下限）在中國出版的古籍共約有一千四百

部；其中明版約佔十分之一強，有一百四十餘部；

其餘皆為清版。

四、未來展望

合作數位典藏的標的是國圖未典藏或不同版本

珍貴的善本古籍。再者，為掌握散佚海外重要中文

善本古籍文獻，逐年調查海外各國中文善本古籍文

獻存藏及數位典藏現況，以期與更多善本古籍典藏

單位建立實質合作關係。

相關的執行成果可以透過該館建置之「古籍聯

合目錄資料庫」及「古籍影像檢索系統」，充實現

有善本古籍典藏的完整性及豐富性，並提供國內學

術界及相關文化產業研究與利用，同時也促進國際

間漢學研究資源分享。

典藏數位化始能傳播網路化，其對國內外文獻

傳遞、數位學習等數位資源服務十分重要，數位科

技的應用已成為各類型圖書館服務核心及發展基礎。

圖書館一方面徵集數位資源和網路資源，落實

機構典藏；一方面發展數位管理及典藏保存各種新

技術，參考國外數位典藏計畫、電子期刊典藏計畫和

網頁典藏計畫的經驗，推動國內各項典藏保存計畫。

建置數位資源的最終目的，是為讓人們享用，

以滿足其研究、學習和工作等各種需求；積極進行

國圖館藏數位化，透過網際網路與新科技的運用，

便利使用者直接在線上取得所需資料。

國圖將海外古籍文獻數位化，無論在國際交流

及提升臺灣的形象，有很大的幫助，此合作不僅可

以增加本館漢學資源，更可以將資源分享於國際。

對於數位化的影像，一方面可以永久保存與使用，

更可以廣為傳布。藉由國際合作交流的模式，達成

資源共享的目的。

回想二十多年來在圖書館服務，雖然只是其中

的一個小螺絲釘，但無時不刻想到為讀者提供更好

的服務，為國家典藏有意義、有價值的文獻，能為

圖書館建立良好的國際視野。惟有在國圖才能有更

多的機會實現理想，施展抱負。這裡好像一個大家

庭，大家一同攜手，共為美好的前景努力。謹以此

短文，表示我對國圖的感恩之意，也期勉國圖的服

務日新月益，不負國人對圖書館界龍頭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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