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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定堂寄存國家圖書館拿破崙終生執政文件

臺灣漢學講座

為彰顯臺灣學術研究成果，本館自民國 100

年起陸續在世界重要大學或研究機構設置「臺

灣 漢 學 資 源 中 心 」（Taiwan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簡稱 TRCCS），並在海外舉辦

「臺灣漢學講座」（Taiwan Lectures on Chinese 

Studies），致力於成為促進國際交流的園地。本年

度場次介紹如下。

一、�與韓國首爾大學合作，邀請蔡瑜教授

演講�（9月27日）

本館與 TRCCS 合作單位韓國首爾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於 9 月 27 日假該校人文學院

國際會議室辦理「臺灣漢學講座」，邀請國立臺灣

大學中國文學系蔡瑜特聘教授主講「漢語詩律研究

的新思維、新工具及新方法」。

蔡瑜博士其研究領域包括六朝詩學、唐宋詩

學、自然詩學、漢語詩律學等，主要專著有《高

棅詩學研究》（臺大出版中心，1990）、《唐詩學

探索》（里仁，1998）、《陶淵明的人境詩學》（聯

經，2012）等。 

本活動係由本館漢學研究中心與首爾大學中

國語文學研究所前後任所長李昌淑教授，以及朴正

九教授共同籌劃，並由該校朴正九所長主持，我國

駐韓國代表處梁光中代表亦蒞臨致詞。蔡瑜教授演

講內容旨在探討「漢語詩律研究」在數位時代的轉

機與新趨向。首先，蔡瑜教授說明漢語詩歌立基於

漢語漢字單音獨體及聲韻調的特質，詩律研究 一

向與語言學關係密切，且在今日數位時代，宜進一

步與資訊技術結盟，研發符應需求的新工具，以突

破傳統研究的瓶頸，開拓嶄新的視域。接者，蔡教

授提及，藉由以下 3 個層面將為詩律研究開啟新視

域、開發新工具、開闢新途徑：資料方面，宜以漢

字文化圈作為整體視域，搜求與中土平行的共時性

詩學資料，建構詩律發展的理論步驟；方法方面，

開發數位工具，架接音韻資料庫與詩歌文本，將各

時期的詩律規範並呈於系統平臺，以存世文獻與數

據分析交互證成，建立體式分類的依憑；觀念層

面，以變動發展史觀取代單一史觀，打破長期以來

用明清平仄譜、拗救法作為詩律唯一準據的侷限。

最後，蔡教授介紹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發的

數位工具「漢詩格律分析系統」以及「漢詩文獻系

統」的設計理念，並分享其如何藉此重構「唐詩格

律發展步驟」的研究成果。

與會貴賓與講者蔡瑜教授（前排右3）合影 （113年9月

27日）

二、�與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合作，邀請蒲

慕州教授演講�（10月4日）

本館與 TRCCS 合作單位伊利諾大學香檳分

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邀

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退休研究員蒲慕州

教授擔任主講，講題為「Why Ghost ？」（何以有

鬼？）。本次活動於美國中部時間 10 月 4 日晚間 7

時（臺灣時間 10 月 5 日上午 8 時）線上舉辦。當

日由該校東亞與太平洋研究中心王冰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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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王涵青館長線上致詞。

蒲慕州教授曾任教於臺灣、香港、中國及美

國等地高等學府，其研究興趣涵蓋古代埃及史、

中國古代宗教社會史以及比較古代史，近來亦致

力於比較古代史的研究。蒲教授重要專著有《漢

唐的巫蠱與集體心態》、《墓葬與生死：中國古代

宗教之省思》、《尼羅河畔的文采：古埃及作品

選》、《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

《法老的國度》、《中國古代的鬼魂與宗教生活》

等。 

在本講座中，蒲慕州教授分享其長期以來對

於研究古代中國「鬼」的概念的研究成果，以及

宗教活動、文學想像和社會生活之間相互作用的

觀察與見解。首先，蒲教授從其個人信仰、信念

對宗教之困惑，進而引起他對宗教中關於「鬼」

概念之展現，進而說明其調和個人困惑與歷史現

實之過程以及研究成果。其次，蒲教授從討論鬼

是人類的另一面向談起，解釋人類與人外力量之

間形成拉鋸戰，而這種拉鋸促成宗教的發展，並

藉由從非中國的鬼進行比較研究，擴展「鬼」在

人類歷史中的作用理解。最後，蒲教授解釋他從

研究古代中國鬼概念的發展得知，人們藉由宗

教，從想像中的天堂與追尋現實個人福祉，兩者

之間的確有一定程度上的關聯性。（漢學研究中心

學術交流組吳信慧）

講者蒲慕州教授 （美國中部時間2024年10月4日）

閱讀的「澳」秘�─�
國圖推動國際交流�致贈昆士蘭
州立圖書館 Taiwan�Corner

為讓海外民眾認識臺灣、閱讀好書，以書籍

為橋梁，本館在澳大利亞第二大城市昆士蘭州立

圖書館（State Library Queensland）捐贈 Taiwan 

Corner。此次是本館第一次在澳洲設立，象徵臺澳

之間圖書文化交流寫下全新篇章。贈書儀式於 113

年 10 月 4 日上午，在該館舉行，由我國駐布里斯

本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范厚祿處長致贈，新聞資

訊處主任 Linda Barron 代表 Vicki McDonald 館長

受贈。

王涵青館長表示，昆士蘭州立圖書館歷史悠

久，創立已逾 120 年。該館是全澳唯二設立原住

民知識中心（Indigenous Knowledge Centres）的圖

書館，用以積極記錄、維護和保存原住民和托雷

斯海峽島民的文化遺產，顯見昆士蘭地區的多元

和活力。而本次捐贈之 Taiwan Corner 精心挑選 80

種出版品，涵蓋了臺灣歷史、文化、社會、自然

等多個面向，也提供兒童繪本、刊物。相信有助

於促進澳洲民眾認識臺灣人文及自然之美。

本館近年積極拓展國際交流，透過設置海外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與「Taiwan Corner」，將臺

灣豐富的圖書、文化資源推向世界。「臺灣漢學資

源中心」為海外漢學研究提供完善資源，「Taiwan 

Corner」則與各國優秀圖書館合作，瞄準一般讀

者，透過每年持續贈送臺灣出版的優良書籍、兒

童繪本與華語學習圖書，以此為種子，希望藉此

培養更多年輕的中文閱讀者，更增加對臺灣的瞭

解，為兩國文化交流注入新動能。（國際合作組陳

思予）

閱讀的「澳」秘 ―國圖推動國際交流 致贈昆士蘭州立圖書館Taiwan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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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與國立宜蘭大學簽署「舊籍與文獻數位化」合作協議

參與貴賓於Taiwan Corner前合影（113年10月4日）

國家圖書館與國立宜蘭大學簽署
「舊籍與文獻數位化」合作協議

本館王涵青館長於 113 年 10 月 8 日與國立

宜蘭大學（以下簡稱宜大）陳威戎校長共同簽署

「舊籍與文獻資料數位化」合作協議，並在宜大

師生共同見證下開啟雙方合作的第一步，攜手推

動臺灣農林主題文獻舊籍之數位典藏與傳播，這

不單是將國家文化資產永續留世，同時也彰顯數

位技術在文獻保存與傳承中的關鍵角色。

王涵青館長表示，本館藉由過往與國立臺灣

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等學校合作舊

籍數位化的經驗，113 年期待擴大與更多在臺灣

深耕高教百年的大學密切合作。而宜大將於 2026

年邁入百年，成為全臺第 17 所百年大學，創立最

初是台北州立宜蘭農林學校，早期培育農業相關

人才，在宜蘭縣產業發展扮演重要角色，深耕在

地與產業合作。合作之緣有賴宜大圖書資訊館同

仁們經年累月致力於保存相關的珍貴文獻，讓這

些數位化的成果能同步於本次簽署儀式中展現，

這些資料不僅是研究臺灣農業史與宜蘭地方史的

重要資源，更是認識東部區域文化的寶庫。當日

也在陳校長邀約下參觀宜大圖書資訊館的「宜大

記憶庫」，導覽中說明此為收藏百年校園記憶的庫

房，整合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等功能，發展

數位典藏，運用「翻轉圖書館」理念，同時建構

一個保存與訴說校園歷史記憶的場域。

本次與宜大合作數位化舊籍資料，有為數不

少主題與農業、作物栽種相關，將與本館現有以

人文社會為主的館藏資源互補，進一步擴展研究

資料的深度與廣度，並讓研究者與有興趣的讀者

皆能隨時隨地接觸這些科學領域的寶貴知識，相

信能夠為學術研究、地方文化保存，以及大眾教

育帶來深遠的影響，促使臺灣的文化資產透過數

位化得以傳承開創嶄新的篇章。（館藏發展及書目

管理組周倩如）

 

王涵青館長與國立宜蘭大學陳威戎校長簽署協議書

（113年10月8日） 

 

參觀國立宜蘭大學圖書資訊館「宜大記憶庫」（113年

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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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學人圖書館資源利用課程／擴大教育文獻典藏合作：國家圖書館與北一女中及屏東市中正國小、屏科大簽署數位化合作協議

外籍學人圖書館資源利用課程

為協助本館 「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與

外交部委辦「臺灣獎助金」獲獎學人在臺進行研

究期間，能充分掌握學術資源分布與運用，本館

於 2024 年 10 月 16 日及 10 月 23 日上午辦理本年

度第七及第八場「外籍獎助學人圖書館資源利用

課程」。

兩場課程由本館漢學研究中心黃文德副主

任及知識服務組吳亭佑助理編輯擔任講師，主講

「漢學研究資源」與「臺灣政府資訊」。課程中主

要介紹本館建置之特色資源，如：古籍特藏文獻

資源、臺灣記憶、臺灣華文電子書庫等。還有臺

灣政府資訊相關之網站介紹及操作介面。另外也

特別介紹館外其他典藏漢學資源的單位如：中央

研究院、國立臺灣大學、國史館等，與會學人們

都十分感興趣，也紛紛向講師們提問。

學人對於本館辦理圖書資源利用課程皆給予

正向回饋，他們對於得以了解研究相關資源及能

藉此交流感到欣喜。（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方

姳人）

 

與會學人合影（113年10月16日）

 

學人於課程中提問交流（113年10月23日）

擴大教育文獻典藏合作：國家圖
書館與北一女中及屏東市中正國
小、屏科大簽署數位化合作協議

為持續推動教育文獻及影像資源徵集與典

藏，本館於 10 月 17 日及 11 月 6 日分別與臺北

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以及屏東縣屏東市中正國

小、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簽署數位化合作協議。

本館與各級學校的校史數位化合作，可追溯

至 5 年前展開的「百年教育文獻資源合作數位化

及臺灣記憶系統共建共享計畫」，至今亦逐漸將合

作範圍拓展至大學以及中小學，北一女中則為本

館第 19 所合作的百年高中。王涵青館長於簽約

致詞時提及本次雙方合作的契機，正來自於北一

女中因為校史整理需求與「臺灣記憶」聯繫，進

而搭起合作的橋梁。本次更與校方合作，藉暑期

服務學習的方式，由本館同仁及該校蔡蔚群老師

協助，帶領學生親手整理校史文物並製作文獻清

單。透過這樣的模式讓學生親身參與、體會學校

歷史脈絡，更是雙方合作數位典藏的重要意義。

北一女中陳智源校長則表示，北一女中創設至今

已有 120 年歷史，這段時光不僅有過往師生留下

的豐富印記，更是學校歷史重要的資產。希望未

來雙方持續合作，妥善進行校史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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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全國公務人員圖書資訊素養「協助政策規劃之利器：從認識問題到解決問題」課程

為持續拓展合作範圍，本館於 11 月 6 日與

屏東市中正國小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簽署數位化

合作協議。屏東市中正國小不僅是屏東第一所公

立學校，更是本館在屏東地區第一個合作徵集單

位。王涵青館長與許嘉政校長於當日上午簽署數

位化合作協議，並參觀即將進行數位化合作的校

史文物。儀式最後並邀請該校師生於簽名板上留

念，象徵中正國小的百年校史再度寫下嶄新的一

頁。

本館王館長一行隨後轉往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與該校張金龍校長簽署數位化合作協議。自

高雄州立屏東農業補習學校於 1924 年創立起，屏

科大於今年走過了百年歲月。本次簽約儀式不僅

於現場向與會貴賓展示目前已經先行數位化完成

的舊籍成果，王館長更透過相關展示，說明數位

典藏的積極意義。未來本館也將持續與屏科大合

作，積極進行校史文獻及影像的數位化工作。

本年度的數位化合作不僅再度拓展本館數位

化合作的範圍，更象徵著本館在文獻徵集與數位

典藏的持續努力與成果，更期待相關合作經驗得

成為未來持續與各級學校合作進行校史典藏的重

要基礎。（知識服務組吳柏岳）

 

本館與北一女中簽署合作協議（113年10月17日）

 

本館與屏東市中正國小簽署合作協議（113年11月6日）

 

本館與屏科大簽署合作協議（113年11月6日）

113年全國公務人員圖書資訊素
養「協助政策規劃之利器：從認
識問題到解決問題」課程

本課程於 10 月 17 日在本館藝文中心 301 會

議室舉行，共計有近 50 位來自中央部會、地方政

府、學校及公共圖書館的同道參與。課程包括資

訊素養及數位資源利用、臺灣臺語資料庫學習資

源介紹以及利用 AI 進行輿情分析，內容豐富精

彩，為公部門同仁補充工作相關新知。

公務人員作為政府單位重要的人力資產，「資

訊素養」能力是公部門提供優質服務的關鍵；而

公共圖書館館員是地方知識服務的前線，更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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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多。本館亦同步將課程內容錄製成數位影片，並

已在本館「遠距學園」平臺上架，方便更多使用者

透過線上學習加以利用。（知識服務組吳亭佑）

 

台語路協會賴欣宜理事介紹臺灣臺語線上資源（113年10

月17日）

 

虎尾科大陳國益教授介紹利用AI進行輿情分析（113年10

月17日）

臺灣歐盟論壇

一、2024年第5次「臺灣歐盟論壇」

論壇主題為「數位經濟、地緣競爭與歐盟整合

之未來」（Digital Economy,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邀請歐洲

與國際事務研究學者專家針對探討歐盟政經發展

之重要議題進行論文發表與交流。

本場次論壇於 10 月 25 日上午 10 時在本館藝

文中心 301 會議室舉行，由本館與臺灣歐洲聯盟

備足夠的素養及技能以滿足讀者的資訊需求。因

此，本館每年辦理全國公務人員圖書資訊素養課

程，強化公務機關人員利用資訊資源提出對策、

解決問題的知能，增加數位資源應用能力。

本課程結合本館資源，並邀請專業外部講師

進行知識分享。第一堂課由本館講師介紹資訊素

養技能及本館建置的各類型資源資料庫；為因應

生成式 AI 工具的快速發展，課程中也加入了 AI

素養的介紹，希望提升學員對 AI 工具產出內容的

評估與應用能力。第二堂課邀請臺灣台語路協會

賴欣宜理事介紹以臺灣臺語為主的本土語言資料

庫及學習資源；本土語言發展是政府重要政策之

一，本課程介紹了許多不同主題的臺語學習資源

及語料庫，讓各公務單位在推動本土語言相關業

務時有豐富的資源可以運用。

第三堂課程邀請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資工系的

陳國益教授，主講「利用 AI 進行輿情蒐集與政

策分析」。陳國益教授指出，在使用 AI 工具的時

候，最重要的是提供 AI 足夠且優質的「先備知

識」，讓 AI 能夠針對使用者的提問產出更精準的

內容；老師也介紹了眾多以 AI 為基礎開發的線上

工具，除提升工作效率外，善用 AI 情蒐工具有助

於快速掌握特定議題在網路的討論趨勢，做出有

效的分析及判斷。

本課程內容豐富精采，學員會後也表示獲益

王涵青館長歡迎與會人員（113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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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臺大歐盟卓越中心、政大歐洲聯盟研究中

心共同主辦，由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兼任教授

兼臺灣歐盟論壇召集人張台麟教授主持，並邀請

魏杏芳副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院兼任副教

授、前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發表「由整體法律

架構觀點，認識歐盟數位經濟政策」、連弘宜教

授（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發表「普

丁總統對俄烏軍事行動的策略及對西方政策的回

應」、李俊毅副研究員（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

員）發表「歐盟戰略自主：機會與挑戰」、高佩珊

副教授（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副教授兼主

任、所長）發表「簡析德拉吉報告中歐盟未來發

展戰略意涵」，最後由邱榮男大使（前外交部常務

次長，駐法國、瑞士代表及海地大使）進行新書

發表會《悠悠往事、美滿人生》。

發表結束後貴賓發言，首先是前外交部長

林永樂表示，非常佩服邱大使，這本書是歷史的

見證，也見證臺歐關係。很高興歐盟論壇可以繼

續發展，歐洲關係發展一路走來不容易，從歐盟

2003 年在臺灣設處、2011 年歐盟給臺灣免簽，

這是跟歐洲關係的新開始，大家都是受惠者。接

著臺灣歐盟中心主任、臺大政治系蘇宏達教授表

示，邱大使、林前部長這代的外交官都是在 70 年

代進入公職，是中華民國最困難的時候，為中華

民國外交打出一片天，他們是真正的外交官！向

專業的外交官、專業的大使致敬。

張台麟教授在結語時表示感謝貴賓、發表人

參與臺灣歐盟論壇，特別感受到前人種樹、後人

乘涼的精神。對臺灣而言美國很重要，但歐盟也

不容忽視。希望繼續支持歐盟論壇、歐洲研究。

二、2024年第6次「臺灣歐盟論壇」

論壇主題為「當前歐盟政經發展之挑戰」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Times of Crisis），於

12 月 13 日上午 10 時在本館藝文中心 301 會議室

舉行。

首先由葛凱達代表（Kadar Gergely，匈牙利

貿易辦事處代表）進行專題引言，介紹匈牙利融

入歐洲體系的歷史與挑戰，指出其經濟發展落

後，貿易過度依賴德國與奧地利。近年匈牙利尋

求多元貿易夥伴，推動區域合作與農業發展，並

倡導歐洲自主及提升生育率，減少對移民和外部

依賴。 

卓忠宏教授（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學系歐

洲研究碩博班教授）發表「川普 2.0―歐盟唯

「美」路線走向觀察」、林子立副教授（東海大

學政治系副教授）發表「歐盟如何應對川普 2.0 

時代：解析強化歐洲軍民戰備報告」、廖林麗玲

副社長（銳傳媒副社長、前駐德記者）發表「德

國紅綠燈政府瓦解之警訊與挑戰」、張孟仁副教

授（輔仁大學義大利語文學系及外交暨國際事

務學程副教授兼系主任）發表「盤點 2024 年義

大利對外及政經發展之挑戰」、吳巨盟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發表「匈牙

利政治轉型與民主變遷：從總理奧班的執政風格

與擔任歐盟輪值主席期間的作為來觀察」，並由

連賢明院長（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政大財政系

特聘教授）擔任與談人。

發表結束後，與談人連賢明院長分析歐盟面

臨的經濟挑戰，指出其經濟增長相對緩慢，產業

轉型與新興科技發展進度有限。俄烏戰爭、疫情

等事件對經濟帶來壓力，內部協商機制影響政策

效率，美國保護主義政策也為歐洲經濟發展增添

挑戰。

張台麟教授在結語時表示感謝與談人連賢明院

長從全球經濟切到歐洲經濟發展，並探討歐美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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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糾紛議題。非常感謝發表人、與談人以及在座

的各位，以及先前匈牙利的葛凱達代表，在年尾之

際祝明年新年愉快。（知識服務組蔣婷安）

2024年第5次臺灣歐盟論壇與會人員合影（113年10月25日）

 

2024年第6次臺灣歐盟論壇與會人員合影（113年12月13日）

「江湖風雨、金庸百年―對話．
反思．超越」國際學術研討會

由國立政治大學華人文化元宇宙中心、遠流

出版公司、本館漢學研究中心主辦的「金庸百年

傳奇：對話．反思．超越」國際學術研討會，10

月 30 日在本館開幕，會議一連舉行 3 天。本次研

討會匯集世界各地的金庸學者、翻譯家和文藝界

人士，以專題論文發表與圓桌論壇的方式，交流

金庸小說及其跨媒介互文的研究觀點與成果，探

索金庸小說的多元價值和跨區域傳播，並關注由

前金庸—金庸—後金庸時期的武俠敘事變體所指

向的社會現實，以及金庸如何滋養數位時代年輕

作家在玄幻、奇異、修真等小說中有所繼承、轉

化、超越，而展現出生生不息的當代意義。

王涵青館長於開幕式致詞中表示，韶光荏苒，

當年隨著金庸武俠小說而幻想著指點山河、仗劍江

湖的豪氣少年與少女們，如今已步入壯年，那股俠

情壯志依然深藏心底，化為人格中的堅毅與俠骨，

陪伴著我們面對現實生活中的挑戰與選擇。現代武

俠文學，正以各種闡述面向進入學術殿堂。國家圖

書館以典藏、流通知識文化為己任，我們樂見大眾

藉由歷久不衰的經典小說，作為閱讀門徑，從而進

入浩瀚的知識殿堂。會議主題以「對話、反思、超

越」來詮釋金庸小說的百年傳奇，來自世界各地對

「金學」素有研究的學者，齊聚一堂，此次研討會

是難得的「武林盛事」。

最後，王館長以《天龍八部》第 10 回「劍氣

碧煙橫」中，天龍寺本因方丈所說的「指法無優

劣，功力有高下」為例，指出追求知識就像練武

修行，著重的是由內而外的氣質提升，唯有專精

閱讀，才會有視野高下之分的道理。金庸武俠小

說對華文文學產生外溢式的影響―有華人的地方

就有金庸小說，已是華文世界的普遍認知，可以

說「金庸」已經是我們這一代的共同語言，藉由

金庸縝密敘述的文學技法，更可豐富我們日常語

言的運用。（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蔡慶郎）

 

與會學者大合照（113年10月30日）



36　 國家圖書館館訊 114 年第 1 期 ( 民國 114 年 2 月 )

【
館
務
簡
訊
】

臺南閱讀講座 ― 鬆柔：愛自己的基本素養╱113年國家圖書館創業資訊素養課程：「AI時代．創業賦能」

臺南閱讀講座 ─  
鬆柔：愛自己的基本素養

本館與全球半導體設備居於領先地位的科林

研發（Lam Research），因雙方理念相同而攜手合

作，自 105 年起持續合作辦理四季閱讀系列講座

活動至今，多年來廣邀各領域學者及作家演講，

以期提升閱讀風氣及國民文化素養。11 月 2 日假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館 B1 迅慧講堂，邀請國立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蔡璧名教授主講「鬆柔：愛

自己的基本素養」，將講座擴及臺南地區，方便

當地民眾就近前來聆聽演講，並為南部分館宣傳

暖身。

活動由王涵青館長開場致詞，提到這次講座

活動首度來到臺南舉辦，而坐落於新營的南部分

館暨聯合典藏中心預計在 115 年開始營運，屆時

民眾將可在此獲得原先只有到北部的國圖才能取

得的資源，期許未來高品質的閱讀活動也都能持

續延伸到南部地區。續由科林研發陳怡堯處長蒞

臨致詞，陳處長同樣歡迎各界來賓蒞臨，表示現

代人身處高壓的環境，相信這場講座能夠帶領大

家掌握應對的訣竅。科林研發期望透過與本館的

合作，讓大家一起學習、成長，共同創造更美好

的未來。

本次講座融合了多本著作內容，包括《正是

時候讀莊子》、《莊子，從心開始》、《解愛》、《醫

道同源》等不同的書籍，將道家思想揉合蔡教授

自身的生活經歷，深入探討「鬆柔」之道。蔡教

授表示這一理念其實就是本草學、方劑學、針灸

學等領域共同輻輳致力的心身目標，讓人成為一

個愛自己身心的人，幫助抵抗各種疾病的威脅。

蔡教授也藉由肌筋膜的知識，以及傳統太極拳與

醫書的概念，延伸解釋身心的鬆柔程度可以決定

個人的健康狀態，僵硬則是病痛的根源。強調

「神凝」御氣對於心的重要性，讓體內真陽之氣

增長，而袪除體內陰滯之氣，使身心更加輕靈。

最後，蔡教授分別以感情、身體層面的議題作為

結尾，感情層面鼓勵大家不執著，用返本全真的

愛去愛；身體層面的關鍵則在對於心情體況的付

出與熱愛，不能少於情愛或工作的部分。最後由

蔡教授親切為所有讀者簽書，讓這次的講座畫下

完美句點。（圖書館事業發展組胡彤琦）

蔡璧名教授主講「鬆柔：愛自己的基本素養」（113年

11月2日）

參與者全體合影（113年11月2日）

113 年國家圖書館創業資訊素養
課程：「AI 時代．創業賦能」

本館於 113 年 11 月 7 日舉辦創業資訊素養課

程「AI 時代 ‧ 創業賦能」，由本館介紹 AI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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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及圖書館創業資源利用，另邀請到業界講師

主講「從 AI 看創業計畫書」，以及經濟部中小及

新創企業署介紹「新創資金來源及政府資源」，課

程內容充實，獲得與會人員的正向回饋。

本館自 109 年起，即以中小企業及新創基地

為對象，辦理資訊素養課程，為呼應生成式人工

智慧熱潮，113 年以「AI 時代 ‧ 創業賦能」為

題，上午由本館講師介紹各類型資源資料庫及圖

書館創業資源運用，另介紹 AI 時代如何提升資訊

素養能力並且有效檢核 AI 生成的內容，協助創業

者在面對經營的挑戰時能更有效地尋獲、評估與

應用資訊。

下午邀請突圍智創共同創辦人兼顧問施朝欽

博士，主講「從 AI 看創業計畫書」，講授撰寫創

業計畫書的要點，並分享如何運用 ChatGPT 輕

鬆撰寫創業計畫書，把創業的想法化為具體的計

畫再付諸實踐。施老師擁有豐富的創業及募資經

驗，傳授許多對新創產業及募資的心得。課程最

後由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新創育成組張淑茹

專委介紹與新創發展息息相關的「新創資金來源

及政府資源」。為了鼓勵新創事業的發展，政府在

資金提供及創業聚落方面都投入非常多的軟硬體

資源，透過本次的課程介紹，讓與會者充分了解

在創業之路上有哪些合適的資源可供運用。

參與本課程的學員除了來自大學校院和各公

務機關，也有許多自行創業的朋友，本館希望透

過此一活動創造各領域交流的機會，協助有志創

業的人士在遇到不同階段的工作挑戰與疑惑時，

都能找到有助於正確解答的資訊。本次主題呼應

近來各種 AI 工具帶起的人工智慧浪潮，希望透過

課程帶給大家不一樣的觀點，並可以運用 AI 作為

創業的助力，讓事業更上一層樓。（知識服務組吳

亭佑）

 

施朝欽博士主講從AI看創業計畫書（113年11月7日）

 

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張淑茹專委介紹「新創資金來

源及政府資源」（113年11月7日）

 

王涵青館長及與會人員會後合影（113年11月7日）

2024 閱讀好酷嘉年華暨 
送書到學校

本館與科林研發（Lam Research）合辦的

「2024 閱讀好酷嘉年華暨送書到學校」活動，11 

月 9 日於新竹縣政府文化局文化廣場熱鬧舉行，

本活動係雙方對於推動書香社會的理念及行動推

展的一系列活動。最後邀請本年度受贈的清水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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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航吧！經探號】本館於佛光山「2024國際書展暨蔬食博覽會」展出百大好書

小、陸豐國小、錦山國小、石光國中、華山國

中、寶山國中等 6 所學校及新竹縣政府文化局一

同參與贈書儀式。

此計畫大致包含：一、「送書到學校」：透過

捐贈精美設計的書架以及得獎好書，以提升學生

的英語能力並促進在地國際化；二、「圖書巡迴

展」：與新竹縣政府文化局一起合作，另外贈送 

200 冊圖書給縣內圖書館巡迴展出，未來新竹縣的

讀者更可以透過通借通還的機制，讓圖書到達縣

內每位民眾的手上；三、「嘉年華活動」：期望將 

STEAM 教育融入豐富多元活動的閱讀嘉年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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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新風格引領學童進入

英語閱讀領域，帶給新竹民眾耳目一新的秋日閱

讀饗宴！

郭總經理致詞時表示與各校合作的圖書捐

贈，未來將轉變為持續 3 年的模式，除了以往就

有的第一年捐贈 100 冊圖書，後面 2 年也會再持

續捐贈。最後，郭總經理提到和本館的共同合

作，可讓閱讀計畫的影響力發揮得更加無遠弗

屆，為更美好的未來做一份努力。（圖書館事業發

展組胡彤琦）

 

閱讀好酷嘉年華啟動儀式（113年11月9日）

【啟航吧！經探號】
本館於佛光山「2024 國際書展
暨蔬食博覽會」展出百大好書

2024 國際書展暨蔬食博覽會於 11 月 9 日至

15 日在佛陀紀念館盛大舉行，活動圓滿落幕。

本次書展以「啟航吧！經探號」為主題，內容精

彩多元，吸引眾多讀者共襄盛舉。活動現場精選

五大主題─「永續之旅」、「經典之旅」、「世界之

旅」、「遊戲之旅」和「本土語言」，並展出百本好

書，帶領讀者探索閱讀的無限可能。開幕當天，

翁誌聰副館長受邀出席並與各界貴賓一同為活動

揭開序幕，現場氣氛熱烈。活動期間，本館展位

的找書互動遊戲，吸引上千讀者駐足參觀。

本次書展由選書工作小組精心挑選近年出

版的新書、得獎書籍及專家推薦好書，涵蓋多樣

化議題。「永續之旅」從環保、SDGs、水資源及

樂活蔬食等豐富議題出發，推薦多本與永續發展

相關的精彩書籍。「經典之旅」帶讀者細細品味

工作人員於攤位合影 （113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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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NBINet「合作館館長會議」紀要

傳統經典，包含《論語》、《孟子》、《老子》、《莊

子》、《西遊記》、《水滸傳》、《世說新語》、《孫子

兵法》等東方智慧，及西方經典如《希臘羅馬神

話》、《塔木德》等，深入探索經典故事背後的智

慧與魅力。「世界之旅」推薦主題書籍如大英博物

館、羅浮宮、世界旅行與傳統市場，並涵蓋世界

遺產、極地、地底世界、海底世界等多元內容，

帶讀者透過文字遨遊世界文化。遊戲之旅結合

AI、STEAM、STEM 與科普主題，透過操作型學

習與書籍引導，培養技能與知識，創造獨特的學

習體驗。此外，還精心挑選本土語言書籍並設計

相關活動，營造多元語言友善環境。

活動期間，展位設置了「科普知識王」與

「本土語言」找書互動遊戲，不僅趣味十足，還

讓參與者學習資料查找方法，深受大小讀者喜

愛。此外，現場雲水書車與海鷗叔叔也加入推廣

閱讀的行列，將好書分享至全國各地，為書展增

添溫暖與活力。

書展結束後，許多讀者表示意猶未盡，期待

未來能再參與更多類似活動。國際書展暨蔬食博

覽會不僅是一場書展，更是一趟知識與文化的探

索之旅。感謝所有參與者的熱情支持，我們來年

再見！（知識服務組江建新）

 

小朋友們熱烈參與「科普知識王」互動遊戲（113年11

月9日）

     113 年 NBINet 
     「合作館館長會議」紀要

為推動國內圖資單位合作編目，本館每年辦

理「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合作館館長

會議。本（113）年度的會議於 11 月 15 日完成。

王涵青館長首先介紹與會貴賓，並在致詞中指出

本年與 3 所圖資單位簽訂合作協議，合作館目前

已達 121 所，聯合目錄已突破 1,650 萬筆。

鑒於近年來生成式 AI 的快速發展，對各行各

業造成影響，多元的應用接連推出，本次會議邀

請到國立臺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黃乾

綱副教授分享「AI 技術在輔助編目領域的應用」。

接續，王館長頒贈合作貢獻感謝狀，以表達對合

作館的謝意。頒發的獎項有三，分別是 112 年上

傳書目資料量為各類型圖書館前十分之一的「金

量獎」（11 所），112 年每月皆上傳資料者的「金

心獎」（36 所），以及 112 年提供中文名稱權威紀

錄的「金威獎」（3 所）。為獎勵長期對聯合目錄合

作建置默默付出的館員。除了會議當日頒贈獎狀

之外，本館亦另函請各受獎單位，對合作編目相

關業務同仁優予敘獎。

因本館刻正規劃更換 NBINet 自動化系統，會

113年度出席合作館館長會議成員合影 （113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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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臺灣電子學位論文聯盟」年會

議另一重點為公布自動化系統問卷調查結果及抽

獎感謝合作館的踴躍填答。一年一度的合作館館

長會議，就在抽獎活動結束後，完美畫下句點。

（書目資訊中心鄭惠珍）

國立臺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黃乾綱副教授專

題演講（113年11月15日）

2024 年「臺灣電子學位論文聯
盟」年會

本館肩負我國電子學位論文徵集及典藏重

任，基於「共建共享」之理念，成立「臺灣電子

學位論文聯盟」，並每年舉行年會。本（113）年

度年會於 11 月 22 日在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光復校

區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邀集國內各大專校院

電子學位論文業務承辦館員共襄盛舉。

年會開場由合辦學校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楊慕

華副校長以影片向各校代表蒞臨表達誠摯歡迎，

並強調該校對電子學位論文數位保存之重視。本

館翁誌聰副館長代表王涵青館長致詞表示，成立

聯盟旨在集結各校學術成果，推動公開取用及促

進學術傳播，「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至

本年 10 月止，已與國內 135 所大專校院合作，

其中 116 所學校已採用本館論文系統進行論文提

交及送存，累計收錄超過 106 萬筆電子全文檔，

充分彰顯聯盟成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圖書館黃

明居館長致詞表示，近期圖書館面臨學倫議題挑

戰，如何讓圖書館回歸以保存為己責，精進使用

者檢索經驗，期盼與各校交流共同促進學位論文

典藏與應用。

會中安排中央研究院馬偉雲副研究員專題演

講「資訊檢索新典範：對話式人工智慧對論文系

統之影響與應用」，以實例分析學位論文摘要集呈

現知識表達及視覺化成果，深入介紹對話式人工

智慧技術於論文系統應用，為與會者描繪新世代

搜尋引擎未來樣貌及新視野。

業務經驗座談分由 3 校館員介紹各校論文系

統及作業流程。首先邀請淡江大學圖書館唐雅雯組

長分享透過自建 ETDS Status 系統、論文繳交預約

系統、共編文件等精進措施，有效輔助論文審查提

升作業效率。輔仁大學圖書館鍾帛勳館員介紹該校

採用雙系統併行，於系所初審及圖書館複審通過

後，方由各系所運用本館論文系統完成提交送存。

最後，由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范定懿館員分享該校新

系統改版上線之經驗，包括跨系統介接資料正確性

及常見讀者問題應對措施。座談於黃明居館長主持

下，獲在場許多與會同道的熱烈回饋與討論。會後

另特別安排參訪竹北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推廣

與傳承新竹客家傳統文化，與各校館員促進文化與

知識交流。（館藏發展及書目管理組黃瓔珞）

翁誌聰副館長致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感謝狀，由圖書館

黃明居館長（右）代表受贈（113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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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金資獎－全國公務人員及圖書館相關人員圖書資訊素養競賽」

2024年「臺灣電子學位論文聯盟」年會與會者合影

（113年11月22日）

「2024 金資獎―全國公務人員
及圖書館相關人員圖書資訊素
養競賽」

「2024 金資獎－全國公務人員及圖書館相關

人員圖書資訊素養競賽」於 11 月 25 日在本館簡

報室舉行，參賽者分為「一般機關及學校公務人

員組」及「各類型圖書館（含學校圖書館）組」，

經過資格賽及激烈的決賽後，各組金獎、銀獎、

銅獎得主脫穎而出，由王涵青館長頒發獎狀及獎

金。

金資獎已邁入第十屆，在資訊爆炸、假資訊

充斥的網路環境中，具備蒐集、辨識、整理並利

用資訊的資訊素養能力顯得加倍重要。王涵青館

長致詞時以獲得「世界棒球 12 強賽」冠軍的臺灣

隊為例，球員上場前需要蒐集足夠的情資，了解

對手才能充分發揮實力；而公務人員是國家重要

人力資源，為協助公務員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

在面對問題時能有效地尋獲資訊，本館每年辦理

公務人員資訊素養課程，也藉由舉辦金資獎，邀

請全國任職於公務機關、學校、圖書館及資料單

位人員透過競賽的方式切磋。參賽者分別來自全

國各縣市不同機關、學校，除了來自各單位圖書

館的同道，也有各崗位的好手，包括中央部會、

大專校院等不同單位；更有曾經參加過的選手再

度來挑戰更高的榮譽。

金資獎賽事規劃分為「資格賽」與「決賽」

二階段，以本館建置之系統為資料查找出題範

圍，包含國家圖書館全球資訊網、期刊文獻資訊

網、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臺灣人文及

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臺灣記憶、政府公報

資訊網、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以及漢學研究中

心資訊網等 8 個資料庫。資格賽以筆試方式，每

組依筆試成績選出高分者進入決賽進行選題搶答。

經過緊張刺激的資格賽與決賽後，2024 年金

資獎「一般機關及學校公務人員組」金獎得主為

海委會海巡署陸皓文先生、銀獎為智慧財產局李

定炘先生、銅獎為關務署臺北關郭珉傑先生、經

濟部國貿署王丞譜先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靚

娜小姐、國史館連克先生。「各類型圖書館（含學

校圖書館）人員組」金獎得主為國立臺灣大學圖

書館陳威宇先生、銀獎為馬偕醫學院圖書館葉乃

禎小姐、銅獎為國立臺灣圖書館施維真小姐、苗

栗縣通霄鎮公所李芸瑄小姐。

比賽最後由王館長與所有參賽者、獲獎者合

影，希望透過本活動加深公務單位人員對圖書資

訊、知識資源內容的掌握，進而提升政府施政及

服務品質。（知識服務組吳亭佑）

資格賽情形（113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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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記憶講座」

王涵青館長與參賽者合影（113年11月25日）

「臺灣記憶講座」

本年度「臺灣記憶講座」第三及第四場次邀

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志豪教授主講「草山紅：

淺談陽明山的茶產業」以及東吳大學歷史學系鄭

螢憶副教授以「從貿易小口到宗教中心：19 至

20 世紀北港的經濟發展與地方社會變遷」為題演

講。兩場講座均於本館簡報室辦理，並配合演講

主題，於開場前介紹「臺灣記憶」系統相關典藏

內容。

第三場次於 11 月 30 日下午舉行，陳志豪教

授於演講中大量引用官方檔案及民間文書，並透

過生動淺顯的講解，讓聽眾更易於理解陽明山區

的茶產業發展。陳教授更透過大量的地圖、照

片、人口資料等史料，試圖重現被官方抹去的茶

園紀錄，並回答「誰在陽明山上種茶？」、「陽明

山茶厲害嗎？」、「當時有哪些茶業公司？」等疑

問。此外，由於茶產業需要宗族、族群、聚落之

間緊密合作，以應付種植以及製程所需的高密集

人力。這種合作是否也是清代以來臺灣各地頻傳

的械鬥，幾乎沒有出現在茶產地的原因之一，亦

是本次演講值得玩味的收穫。

第四場次於 12 月 28 日辦理，鄭螢憶教授

介紹古笨港地區如何以貿易小港之姿在歷史長河

中登場，進而形成西南沿海郊商輸出米、糖、芝

麻等農產品為主的重要貿易轉口市鎮。隨著港口

淤積逐漸喪失轉口貿易的功能時，北港朝天宮的

宗教地位以及媽祖信仰也得到了進一步強化的契

機。尤其日治時期的北港因進香活動和交通建設

吸引大量香客前來，促使北港的地方經濟與宗教

文化，在進香活動相關產業的繁榮下出現更緊密

的聯繫，使得北港從清代的貿易小口搖身一變，

成為以媽祖廟為中心的宗教市鎮直至今日。

本年度兩場次「臺灣記憶講座」合計近百名

聽眾參與，且聽眾頻繁與講者互動，氣氛輕鬆熱

烈。會後更透過相關書籍抽獎活動推廣相關主題

閱讀，為本年度「臺灣記憶講座」畫下圓滿的句

點。（知識服務組吳柏岳）

陳志豪教授演講陽明山茶金歲月（113年11月30日）

鄭螢憶教授演講北港歷史變遷（113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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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為什麼美麗：龍應台《注視―都蘭野書》新書分享會／臺閱節力推「世界交享閱」，與全球文化一起共讀

生命為什麼美麗：龍應台《注
視─都蘭野書》新書分享會

本館與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辦

理的「龍應台《注視―都蘭野書》新書分享會」，

於 113 年 12 月 1 日在本館 B1 多功能展演廳展

開，此次活動邀請前文化部長、作家龍應台女士，

分享她從屏東潮州小鎮移居臺東都蘭山中、太平洋

畔，四年來身體力行的生活實踐與體會，以及完成

《注視：都蘭野書》的寫作歷程。本書記錄的不僅

是作家在山林野居中的閒適生活，更試圖引領讀者

跳脫以人類為中心的視角，克服恐懼與偏見，探索

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以同居者作

為一種新的「注視」，反思共居的可能性。

龍應台老師很重視文字的聲音感，將所有想

說的話都融入文字之中，此次分享會以朗讀方式

進行，希望藉由聲音的釋放，讓寫作者與讀者在

文字中相遇，活動過程中，老師帶著大家從圖片

出發引出書中的主題。是否曾經覺得臺北市缺乏

風景？書中描述臺北的白千層樹下的滿城花開、

每天腳下走過的污水人孔蓋上的圖案，或許都是

我們忽略的美好；書中也提到許多深刻且值得

「注視」的議題，包括缺水、農藥使用、生命不

等值等問題。

田園是美的，生活是美的，唯有學會「注

視」，才會看到其中的美麗。分享會在熱烈的問答

互動、龍老師簽書以及與讀者合影留念中圓滿落

幕，為參與者留下一個難忘的文學下午。（國際標

準書號中心曾維絢）

王涵青館長、翁誌聰副館長與龍老師及時報文化趙政岷

董事長合影 （113年12月1日）

臺閱節力推「世界交享閱」，與
全球文化一起共讀

113 年 12 月 7 日至 8 日的臺灣閱讀節盛會，

本館邀集了 11 個駐臺大使館與機構，呈現一場

以「世界交享閱」為名的支持臺灣閱讀風景。讀

者來此不僅穿越多國文化的疆界，更能深入探

索來自世界各地的繪本與文學作品。參與活動的

成員包括我邦交國貝里斯、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

斯、聖露西亞等 3 大使館，以及法國在台協會、

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歌德學院（台北）德國文

化中心、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墨西哥商務簽證文

件暨文化辦事處、波蘭臺北辦事處、沙烏地阿拉

伯商務辦事處、臺灣歐洲聯盟中心以及高市圖國龍應台老師帶新書與書迷見面 （113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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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圖與沙烏地阿拉伯商務辦事處合辦2024「世界阿拉伯語日」慶祝活動

際繪本中心。 

王涵青館長表示，本館積極推動臺灣與國際

間的閱讀文化交流，並與多國大使館、駐臺機構

合作，於每年臺灣閱讀節設置「世界交享閱」展

區，展現各國閱讀文化的多樣魅力。此區已成為

活動焦點，讓臺灣讀者有機會閱讀來自世界各

地的多元繪本及文學作品。藉由一年一度的交

流，讓國際友人也能匯聚一堂，認識臺灣的閱讀

成果，充分發揮讓世界看見臺灣、從臺灣探索世

界的雙向效益。此區引領民眾探索各國獨特的閱

讀風貌，讓讀者不僅感受來自不同國度的創作魅

力，更能沉浸於全球閱讀的豐富氛圍，與世界各

地的文化共同展開一場無盡的閱讀之旅！

此次活動的亮點多彩多姿，匯聚了來自各國

的文化精華。貝里斯大使館為參與者展示該國的

熱帶風光、歷史和獨特的文化遺產；聖克里斯多

福與尼維斯大使館則帶領大家深入了解這個國家

的傳統與文化。聖露西亞大使館以當地作家的文

學作品為主題，透過互動活動引領參與者領略加

勒比海島嶼的迷人風情。

法國在台協會舉辦了法語與中文雙語朗讀活

動，讓人們探索法國兒童文學的魅力世界。捷克

經濟文化辦事處則呈現「捷克聖誕魔幻世界」，讓

大家在傳統聖誕頌歌的氛圍中，品味捷克的聖誕

餅乾裝飾與文學情境。歐盟中心介紹了最新出版

的歐洲議題書籍，並展示歐盟的歷史與文化；歌

德學院（台北）德國文化中心則紀念卡夫卡逝世

100 周年，展出了他的經典作品。

墨西哥商務簽證文件暨文化辦事處則展示了

與亡靈節相關的手作工藝；波蘭臺北辦事處介紹

了當代波蘭文學作品。沙烏地阿拉伯商務辦事處

邀請阿拉伯專業說書人，講述沙烏地的童書，並

教學阿拉伯語的問候語與經典歌謠，讓參與者感

受阿拉伯文化的獨特魅力。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則提供繪本與傳統玩具的

互動體驗，讓參與者深入了解日本的文化特色。

高雄市立圖書館國際繪本中心則展出了「好繪芽

繪本人才扶植計畫」，該計畫致力於將臺灣繪本推

向世界，讓更多人了解臺灣的繪本文化。整體活

動不僅促進了各國文學與文化的交流，也讓參與

者得以一同探索、認識並創造臺灣與全球的連結。

「世界交享閱」展區內設置各種精彩的互動

體驗活動，讓大小朋友們在現場探索不同國家的

文化。除了豐富的閱讀資源，現場還設有著色創

作體驗區，讓民眾一同揮灑色彩，享受親子共讀

與彩繪的療癒時光。（國際合作組許琇媛）

本館與駐臺大使館、辦事處共譜「世界交享閱」（113

年12月7日）

國圖與沙烏地阿拉伯商務辦事
處合辦 2024「世界阿拉伯語
日」慶祝活動

沙烏地阿拉伯商務辦事處與本館，於 12 月

8 日臺灣閱讀節的第二天，舉辦了 2024「世界阿

拉伯語日」慶祝活動，包含一場展覽，其中展示

了譯為中文的重要阿拉伯語著作。慶祝活動於中

正紀念堂主堂體舉行，並與國立政治大學阿拉伯

語文學系以及 RTI 電臺的阿拉伯語部門合作，響

應 2024 年臺灣閱讀節。出席嘉賓包括約旦商務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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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說演講座】三國周郎―文學戲曲雙響

事處長諾貝爾（Nabeel Al-Tel）、阿曼王國台北商

務辦事處長木罕莫德（Mohammed Muslem SaidAl 

Baraami），以及外交部、臺北市府代表，並有多

位伊斯蘭國家使團代表、致力於阿拉伯語研究的

機構代表、阿拉伯和伊斯蘭社群的重要人士，以

及學者、學生和語言愛好者共襄盛舉，出席與會。

王涵青館長致詞時表示，阿拉伯語是最古老

的語言之一，擁有豐富歷史、深厚文化底蘊和無

數智慧結晶的語言，也是聯合國六大官方語言之

一。阿拉伯語成為全球數億人溝通的媒介，也是

傳遞哲學、科學、藝術與文學的橋樑，催化了知

識的發展及文化交流。在這個全球化迅速發展的

時代，尊重與珍視多元文化已成為我們共同的責

任。近年來，本館致力於開拓國際交流，擴大全

球影響，特別是與駐臺文教機構的互動與合作，

我們與邦交國大使館、各國駐臺辦事處都曾舉辦

專案贈書、推廣閱讀與文化活動。此外，也邀請

駐臺機構參與每年的臺灣閱讀節來展示各國文化

與閱讀，成為本館辦理臺灣閱讀節特色之一。圖

書館肩負保存文化遺產、促進文化交流的使命，

我們持續鼓勵跨文化合作與學術交流，透過展覽

之相關文化活動，將阿拉伯語世界的智慧與魅力

引介給臺灣讀者。「世界阿拉伯語日」的活動，

不僅是一場語言的盛會，更是一個跨文化交流的

契機。期盼我們能共同努力，讓更多人認識並理

解阿拉伯語及其文化，進而增進國際間的對話與

合作。

沙烏地阿拉伯商務辦事處 2024 年首次加入

臺灣閱讀節的行列，設置了阿拉伯語閱讀活動，

並發送最新一期的阿拉伯語漫畫刊物，特別安排

阿拉伯專業說書人（Al-raouiya）講述沙烏地阿拉

伯廣為流傳的童書，與讀者一起閱讀探索沙烏地

文化的美！阿拉伯語不僅催化了知識的發展將希

臘羅馬的科學與哲學透過書籍向文藝復興時期的

歐洲傳播，並促成了絲綢之路沿途文化之間的交

流。藉由閱讀，提供大小讀者一同探索、認識、

創造並連結這個世界。（國際合作組許琇媛）

 

王涵青館長致詞（113年12月8日）

 

2024「世界阿拉伯語日」慶祝活動與會嘉賓大合影

（113年12月8日）

【趨勢說演講座】  
三國周郎―文學戲曲雙響

本館與趨勢教育基金會 113 年 12 月 14 日於

B1 多功能展演廳，合辦「【趨勢說演講座】三國

周郎—文學戲曲雙響」講座。本次講座包含演講

對談及示範演出。

演講對談部分，特邀京劇大師曹復永共同主

講，曹老師擁有「永遠的小生」美譽，且戮力將

京劇美學引入當代。在問答中簡要說明學習京劇

的因緣及歷程，曾有影視領域欲挖角曹老師，但

老師心目中沒有忘記 2 位恩師的培育與期望，才

能在京劇領域堅持下來。



46　 國家圖書館館訊 114 年第 1 期 ( 民國 114 年 2 月 )

【
館
務
簡
訊
】

獲選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2024海報展佳作

示範演出部分，分別從四段示範戲曲（打

神告廟、豔陽樓、京劇三國—呂布、京劇三國—

周瑜）由淺入深介紹，並邀請京劇新興演員劉芷

心、蘇健宇等進行示範演出。從《打告神廟》中

負心漢與女主角的愛恨糾葛，以服裝水袖的綿延

不絕表現其哀怨的心境、到《豔陽樓》的高登如

何在繁重的頭套及戲服下展現力與美等。

最後，曹老師親唱了幾曲周瑜的段子，說明

飾演周瑜需將角色內化而非公式化演出，方能展

現人物面對不同情境的語氣、氣度、個性，活靈

活現的將周瑜的性格與命運在舞臺上展現，臺下

觀眾看得目不轉睛、感動處時而鼓掌。（圖書館事

業發展組胡彤琦）

 

趨勢基金會執行長與曹復永老師精采對談（113年12月14日）

獲選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2024
海報展佳作

本館參加 113 年 12 月 14 日中華民國圖書館

學會第 58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暨 2024 海報展，獲

得海報佳作。參展海報題目為「寓意綻放：連結

古代植物智慧與現代創意」，以「文植彬彬—古人

的植感生活特藏古籍文獻展」為主題，該展於 113

年 9 月於本館藝文中心 1 樓展覽室展出，精選館

藏特藏文獻與牡丹、海棠、菊、桂、楓等 5 種植

物相關的古籍，展示古人在不同時代背景下如何

詮釋植物的象徵意涵與文化價值。

海報內容呈現展覽緣起、古籍展示企劃、策

展規劃、講座、共創活動及展覽成效，完整呈現

展覽策劃的幕後故事。「文植彬彬展覽」受到大眾

歡迎，海報特別整理展覽成效，發現 113 年度參

觀人數相較 112 年成長 33%。民眾參觀體驗的回

饋如：「陳列書籍與說明小卡內容，非常仔細。

（40-49 歲軍警）」、「花境可以翻面的吊牌詩句！

又典雅又不會有距離，是靠近詩詞文學的好方

法！！！（19 歲以下學生）」、「讓植物與古詩詞連

結，更加喜愛。（60 歲以上退休者）」等。

海報展出當天，除了將上述內容以大圖輸出

海報佈置版面，也呈現展覽部分場景（5 款植物

明信片、可翻面的吊牌詩句、留言樹）。同時以

「桂」為例，展出 3 部古籍記載，如唐代筆記小

說《酉陽雜俎》記載「吳剛伐桂」的傳說，描述

吳剛因觸怒天帝而被罰在月宮砍伐不斷生長的桂

樹；明代《三輔黃圖》則記載漢武帝的「桂宮」，

以高大的桂樹為建材；《湧幢小品》則記述「桂子

落秋月」的傳說，認為中秋夜落下的桂子具有神

奇的生長能力，如同傑克的魔豆一般。參觀民眾

給予海報高度評價，本館亦獲得「中華民國圖書

館學會 2024 海報展」佳作肯定，未來將持續運用

珍貴館藏進行創新策展，深化大眾對古籍的認識

與體驗。（特藏文獻組城菁汝）

 

參展海報（113年12月14日）

 



【
館
務
簡
訊
】

國家圖書館館訊 114 年第 1 期 ( 民國 114 年 2 月 )　 47   

國家圖書館與比利時魯汶大學宗教、文化及社會文獻與研究中心簽署「中文古籍聯合目錄」合作協議書／

113年志工年終感恩聯誼會—共享榮耀．感恩喜悅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2024海報展」佳作獎狀（113年12

月14日）

國家圖書館與比利時魯汶大學
宗教、文化及社會文獻與研究
中心簽署「中文古籍聯合目
錄」合作協議書

2024 年 12 月 18 日，由於駐歐盟兼駐比利時

代表處李淳大使及李彥儀組長的促成，本館與比

利時一流的天主教荷語魯汶大學宗教、文化及社

會文獻與研究中心（KADOC-KU Leuven）簽署了

「中文古籍聯合目錄」合作協議書。

為加強中文古籍的國際合作，促進書目資源之

共建共享，本館於 2000 年建立「中文古籍聯合目

錄」資料庫，至 2024 年已與 94 個機構合作，持續

擴增其內容，嘉惠全球的研究者。透過此資料庫，

研究者不僅可以掌握全球中文古籍分布狀況，同時

也可藉由系統的詮釋資料，分析比對同一古籍不同

版本的差異，讓研究資料的掌握更為全面。

KADOC-KU Leuven 是一個跨學科研究的學術

機構，該中心的研究範圍涵蓋了宗教、文化和社會

交織的多重層面，不僅關注歷史與經典文獻的分

析，還結合當前社會、政治與文化議題，其學術成

就和國際合作，使其成為宗教與文化研究領域的重

要學術平臺。該館收藏大量的古籍、文獻、以及來

自世界各地的宗教經典和學術著作，這些資料對於

歷史和文化研究十分重要，也為各類學術活動、工

作坊和研究計劃提供了寶貴的資源。

本次簽約儀式，開啟了本館與魯汶大學宗

教、文化及社會文獻與研究中心合作的第一步，

雙方都相當期待未來更多的合作可能性。（特藏文

獻組吳宜修）

王涵青館長簽署合作協議（2024年12月18日）

 

王涵青館長與魯汶大學宗教文化及社會文獻與研究中心 
Dr. Raymaekers主席完成合作協議書之簽署（2024年12

月18日）

 

113 年志工年終感恩聯誼會―
共享榮耀．感恩喜悅

為了感謝志工對圖書館服務的貢獻，並促進

彼此的交流和互動，增強團隊凝聚力，志工年終

感恩聯誼會於 113 年 12 月 31 日在本館國際會議

廳隆重舉行。王涵青館長致詞，對每一位志工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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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來館分享數位人文研究經驗

伴的努力和奉獻表示最高的敬意和最深的感謝。

志工團副隊長林瑞琦先生榮獲衛生福利部志願服

務獎勵銀牌獎，以及教育業務志願服務獎勵銀質

獎兩項殊榮，由王涵青館長代表頒發獎牌以示表

彰。此外，對於在本館服務滿 5 年、10 年、15 年

的 32 位資深志工，以及 113 年度服務時數達 130

小時的 17 位績優志工，亦進行了表揚和頒獎。 

在交流座談中，志工夥伴們踴躍提出了多項

具建設性的建議，如將志工出勤打卡制度從紙本

優化為線上作業，提供出勤的車馬費或餐費，將

文化參訪活動範圍擴展至中南部，將參訪天數由 1

天增至 2 天，並允許志工攜伴參加等。這些建議

將由相關業務單位另覓經費進行可行性評估以落

實辦理。 

座談後，邀請手作縫紉講師葉淑盆老師帶

領志工夥伴一針一線手作刺子繡的活動，大家親

手縫製新年禮物，增添了新年的喜悅。隨後進行

的餐敘活動中，志工們一邊享用熱騰騰美味的餐

點，一邊談天說地互相交流近況，氣氛溫馨歡

樂，為整個活動畫下了圓滿的句點。（知識服務組

吳美琦）

 

113年志工感恩聯誼會與會人員合影留念（113年12月31日）

香港中文大學來館分享數位人文
研究經驗

113 年 11 月 1 日下午，香港中文大學由該校

文化及宗教研究系黎志添教授，率領 4 位成員，

包含亞太漢學中心副主任葉嘉博士、行政主任黎

麗梨女士、助理項目主任蘇子柔女士及助理數位

項目主任馮耀邦先生，蒞臨本館訪問及進行海外

數位人文發展議題交流座談。

參訪團由翁誌聰副館長接待，並主持交流

座談會。會中香港中文大學蘇子柔女士介紹「明

代至民國廣東文人士紳古籍書畫數位典藏」資料

庫，以及葉嘉博士分析數位人文技術之技術運

用，簡報其「網絡分析與期刊翻譯」之研究成

果。簡報後，本館特藏組、知服組、系統組及漢

學研究中心同仁們就各業務面向進行雙邊交流討

論。（國際合作組 許琇媛）

 

香港中文大學參訪團與本館同仁合影（113年11月10日）

 

本館同仁與香港中文大學參訪團進行交流座談（113年

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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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春季閱讀講座：「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從文學到影像，從回顧到創造」

※　 搭配講座辦理，於講座結束後進行摸彩贈書及

現場簽書活動，歡迎參加。

期　　間：�114 年 2 月 22 日 起 至 114 年 5 月 3

日，共 6 場。

地　　點：�國家圖書館藝文中心 3 樓國際會議廳

微講座暨工作坊地點：�多媒體創意實驗中心

主辦單位：�國家圖書館

講座簡介：

海洋一直是最不可思議的世界，而潛藏在水

底深處的海洋生物，持續在古老的神話與文學作

品中引發無盡的想像，並在現代影像中綻放出新

的光芒。海洋生物富有生命力，《山海經》曾提

到：「東海之渚中，有神」，而海洋作家夏曼．藍

波安筆下關於蘭嶼的飛魚神話，或是紀錄片《刪

海經》「鱟」的獨特身影，海洋生物的故事是文

學、是影像、是生活、也是我們的未來。 

本系列講座特以海洋生物為主題，邀讀者來

本館一起遊書海，重新發掘海底之美。在這個結

合文學與影像的旅程中，我們可以激發無限的想

像力，「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我們也

可以像自由自在的魚一樣，遨遊四海。而今年與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以及臺灣海洋教育中心攜手

合作，並加碼手作課程，讓大朋友小朋友一齊來

本館多媒體實驗中心體驗知識的樂趣。2025 春季

閱讀講座讓我們一起追隨經典海洋故事的足跡，

探索那些仍在等待揭示的深海奧秘。（國際標準書

號中心潘建維）

活動網址：https://actio.ncl.edu.tw/114_spring

※　 公務人員及教師全程參與者可獲研習時數 3 小

時（需要者請於報名時填寫身分證字號）

2025 春季閱讀講座：「波滔滔
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從文
學到影像，從回顧到創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