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所曾參訪的上海圖書館、上海博物館等，不僅建築外形相當具有氣
勢，兼顧深遠義涵，而裡面的貴賓室尤其講究，留給訪客極佳的第一印
象，似不宜等閒視之。 

參加孫中山多媒體數據庫工作會議報告紀要 

 
江　瑛 國家圖書館書目資訊中心編輯 

莊健國 國家圖書館閱覽組編輯 

 
海峽兩岸四地圖書館界的合作與交流，自90年代以來，交流即日益頻
繁。民國87年6月17日至19日於香港嶺南大學圖書館舉辦的「區域合作新
紀元：海峽兩岸圖書館與資訊服務研討會」，會後決議成立「區域合作
與資源共享工作小組」，並擬定三個工作重點：古籍善本書目、中文名
稱規範數據庫和孫中山資料庫，以促進兩岸四地華人的合作。 

民國88年8月在臺北國家圖書館舉行的「華文書目資料庫合作發展研討
會」也有相同共識，決議繼續該小組之合作計畫，並建議將「區域合作
與資源共享工作小組」擴大，成立「兩岸五地華文書目資料庫合作計畫
工作小組」。該工作小組並決議於民國88年11月4日至5日在香港中文大
學新亞書院與大學圖書館合辦的「廿一世紀中文圖書館學術會議」會後
舉行第一次會議。11月6日於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會議室召開，由香港嶺
南大學圖書館冼麗環館長主持，共有臺灣、中國大陸、香港、澳門、新
加坡等五地華人圖書館代表二十餘人參與討論。先就三個工作重點提出
工作現況。基於加強交流，達到共建共享的理想，決議成立「兩岸五地
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協調委員會」，藉以協調各地區成員之間的合
作。工作小組就推動中文文獻信息資料共建共享進行磋商，並對上述三
個工作項目進行討論及分工：善本古籍聯合目錄資料庫由國家圖書館負
責協調、中文名稱規範數據庫由香港嶺南大學圖書館負責協調，至孫中
山多媒體數據庫則由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負責協調，同時決議民國89年6
月7日至9日於北京國家圖書館召開「中文文獻信息資源共建共享工作研
討會」，內容為三個工作小組工作進度報告、研究下一步工作規劃與決
定下幾屆會議的日期、地點、議題等。 

民國89年5月19日至20日在廣州中山大學召開「孫中山多媒體數據庫工作
會議」，即為6月會議的會前會。工作會議邀集兩岸四地相關圖書館及研
究機構人員，研商合作建置多媒體數據庫相關事宜。臺灣地區由立法院
國會圖書館顧敏館長、國家圖書館書目資訊中心江　瑛編輯及閱覽組莊
健國編輯出席會議。會議於該校圖書館會議室召開，由信息管理系譚祥
金教授主持，其夫人趙燕群教授負責記錄。會議就孫中山多媒體數據庫
的收錄範圍、相關標準、工作安排、資金籌措等問題廣泛交換意見，進
行了一天熱烈的討論後，在與會代表的共識下，對於數據庫名稱（孫中
山數位圖書館、孫中山數字圖書館）、參加單位、建庫模式、建庫組織
（分為協調組、技術組、數據組）、收錄範圍、經費籌措與工作安排及
進度等方面均獲致若干決議。 

主辦單位還安排了一天的參觀活動，包括廣東省中山市中山圖書館、孫
中山故居紀念館、中國珠海唐家共樂園，當然地主所在地的中山大學圖
書館也有機會觀摩參觀，我們這兩位首度進入大陸，對於這些城市市容
的整潔、道路的寬敞、圖書館的現代化設備等等，均留下了相當深刻的
印象；可惜因為停留時間過於短暫，無法一窺究竟，只待下回再有機會
重遊了。要特別感謝的是譚祥金教授夫婦的費心安排，大陸其他單位代
表的友善對待，讓我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