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館務簡訊 

           故館長屈萬里院士 
          手稿捐贈本館典藏 
 
             本館於民國87年2月20日下午，在188會議室舉行 
          「故館長屈萬里院士手稿捐贈儀式」，捐贈典禮由宋 
          代理館長建成主持。 
 
             屈萬里先生，字翼鵬，曾任本館編纂、特藏組主 
          任及館長、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央研究 
          院歷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美國普林斯頓大學客座教授 
          、中央研究院院士。 
 
             屈先生從民國29年至38年期間，任職於本館特藏 
          組，於戰亂中致力保護蒐藏善本古籍，功不可沒。其 
          間尤可稱道者，是編訂出版《國立中央圖書館善本書 
          目初稿》第一輯，該書為本館首部善本書目，書中對 
          於各部善本古籍之版本資料，均精確考訂並詳實記錄 
          ，不僅為學者提供檢索文獻的可靠資料，更為近世善 
          本書目著錄體例，立下典範。民國55年先生出任本館 
          館長，積極推動各項館務，均見卓越成效。諸如大量 
          增加人文社會學科館藏、充實漢學研究資料、促成《 
          國立中央圖書館館刊》復刊、擴展本館與國際文教機 
          構交流合作等，使本館成為國家級人文社會學科文獻 
          收藏與研究重鎮，並在國際間佔有重要地位。 
 
             先生同時為近代著名漢學家，生平治學嚴謹精密 
          ，不僅融經鑄史，兼能博古通今，舉凡經學、文學、 
          甲骨及圖書文獻，皆有所成。著有《詩經釋義》、《 
          尚書釋義》、《古籍導讀》等書，至今仍為文史學子 
          奉為經典圭臬，其全部著作已編印《屈萬里先生全集 
          》行世。 
 
             屈夫人費海瑾教授，為使青年學者瞭解先生治學 
          過程，慨然將先生手稿遺著，計有《先秦文史資料考 
          辨》、《學易劄記》、《漢石經周易殘字集證》、《 
          尚書釋義》、《圖書版本學要略》、《尚書集釋》共 
          6種8冊，捐贈本館特藏組典藏，以永其傳，嘉惠後學。 
 
             捐贈典禮會場並有先生昔日故舊門生，如劉兆祐 
          、龍宇純、張以仁、黃沛榮、李偉泰、喬衍琯等多位 
          教授蒞臨觀禮，儀式隆重而溫馨。（王秀珍） 
 
 
           全國圖書資訊網路新系統 
          完成第四期驗收工程正式啟用 
             本館自民國85年開始規劃進行的「全國圖書資訊 



          網路」（NBINet）系統更新計畫，在歷經一年半的系 
          統建置後，第四期工程業於去（86）年12月底完成交 
          貨安裝，今年3月初，全案軟硬體全部測試驗收完畢， 
          正式結束此項跨越三個會計年度（85-87）的工作。 
 
             本項工作於85年6月完成工程招標，由大同公司 
          得標承包，硬體採Digital Alpha 2100 5/250 server 
          ，軟體則採INNOPAC系統，另配合本案需求設計特別 
          功能。全案分四期逐步交貨安裝，以利新舊系統轉換 
          與資料之轉錄。第四期主要之系統功能包括：提供中 
          文關鍵字鄰近查詢功能、中文依筆畫排序、GUICAT編 
          目主從程式、C-MARC及US-MARC轉換程式、同質系統 
          線上上載記錄功能等。 
 
             本期系統功能是全案中最為複雜的部分，其中除 
          與多項標準作業相關，也涉及與合作館之間的互動， 
          例如中文筆畫排序標準問題，C-MARC與US-MARC兩種 
          格式的互換與對照，同異質系統之間資料傳輸互動的 
          方式等，都是非常繁瑣困難的工作。所幸皆得以在時 
          限之內完成。經過不斷的討論與測試，書目中心希望 
          以目前系統功能設計，能夠提供合作單位更為便捷的 
          操作環境。 
 
             目前全案有關系統建置部分業已告一段落，在此 
          期間，CATSS系統之160萬筆書目記錄也已逐步轉上新 
          系統，並經重複記錄之比對合併。截至3月20日止， 
          系統已經完成國家圖書館、ISBN及CIP記錄、漢學研 
          究中心、清大、省中圖、臺北科技大學、北市圖、臺 
          大及部分高市圖之書目檔。經合併程式之歸併，目前 
          書目記錄648,514筆，館藏記錄1,183,742筆。至於其 
          他合作館之記錄則仍在積極轉錄之中。 
 
              系統建置作業工作接近完成，未來預訂將提供以 
          下幾種方式的服務： 
          一、圖書館合作編目環境 
 
              以共同建立完整的「國家書目」資料庫為目標， 
          合作館將可經由以下幾種方式連接NBINet系統進行編 
          目： 
 
          1.直接以telnet連線NBINet主機（可在DOS環境作業）。 
          2.以GUICAT編目軟體上線編目（需配合Win95，GUICAT 
            軟體由書目中心免費提供合作館使用）。 
          3.合作館館內系統為INNOPAC者，可立即進行中心系統 
            與館內系統之線上同步儲存編目記錄。 
          4.合作館館內系統非INNOPAC者，可透過Z39.50查知其 
            館內系統之編目及複本狀況。 
 
          二、提供聯合目錄查詢及轉錄功能 
             為推廣「一館編目、多館享用」的書目共享理念 



          ，新系統在書目記錄的查詢及轉錄上，將提供多種方 
          式及格式，以便各種需求的使用者選擇： 
          1.直接以telnet連線NBINet主機，以公用帳號進入系 
            統（可在DOS環境作業，IP位址：192.83.186.100）。 
          2.以瀏覽器連線NBINet WebPAC查詢或轉錄記錄（網 
            址：http//:nbinet.ncl.edu.tw）。 
          3.提供撥接專線，供一般民眾使用（02-23812333）。 
          3.提供Z39.50 client/server，可以同一介面查詢其 
            他圖書館系統，或由其他圖書館系統連線查詢本系 
            統。 
          4.轉錄資料格式除提供完整、簡要格式外，並將提供 
            標準ISO 2709之MARC記錄，非合作單位亦可使用此 
            項服務。 
 
             本案備受國內圖書館界之關切與期待，目前正積 
          極著手系統之啟用開放事宜，於本年4月20日本館館 
          慶期間正式上線提供服務。（林淑芬） 
  
           NBINet接受陸委會委託 
          整合大陸書目資源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簡稱陸委會）為整合臺灣地 
          區大陸研究及兩岸關係相關研究資源，自民國84年度 
          起持續進行「大陸研究圖書聯合目錄建檔計畫」。此 
          項聯合目錄已經開放線上查找，頗受好評。為進一步 
          提供國內大陸圖書書目資料之利用，陸委會與本館於 
          86年10月間會商合作事宜。計畫由陸委會協助將國內 
          大陸圖書書目記錄，持續轉入本館之「全國圖書資訊 
          網路系統」（NBINet），期能擴大臺灣地區大陸書目 
          資源整合的效益，提供研究參考。進一步亦可為未來 
          兩岸三地書目資訊之交流與合作建立基礎。 
 
             這項計畫將由本館書目資訊中心負責將陸委會「 
          大陸研究圖書聯合目錄」及「全國圖書資訊網路」合 
          作館之大陸書目，轉入「全國圖書資訊網路」系統， 
          進行書目整合。目前「全國圖書資訊網路」新系統已 
          建立，兩項系統整合後，未來大陸圖書的利用，將具 
          備OPAC及WebPAC公用目錄線上查詢功能、Z39.50 client 
          及server功能、MARC轉換功能、C-MARC及US-MARC 
          兩種建檔格式、圖形介面（GUI）編目軟體、線上轉錄 
          （Export）書目記錄以及增加「大陸地區」出版圖書 
          之限制條件檢索等功能。 
 
             本計畫已完成合約簽訂，目前正積極進行中，預 
          計於民國87年12月前可以完成。將成為線上即時查詢 
          臺灣地區各圖書館蒐藏大陸圖書的重要資料庫，提供 
          大專院校、研究機構及一般讀者查詢利用。同時提供 
          國內圖書館線上即時轉錄（Download）符合國際標準 
          （ISO 2709）之編目記錄，避免各個圖書館重複進行 
          大陸圖書的編目工作，既節省人力經費，又可快速的 
          取用標準的編目資源。（鄭恆雄） 



 
 
           本館遠距圖書服務專區啟用 
          提供新一代電子閱讀服務 
             本館遠距圖書服務專區啟用了！自2月19日起， 
          凡是來館的讀者都會發現：在進入本館巍峨堂皇的閱 
          覽大廳後，往左一瞧，有那麼一區嶄新的園地，掛上 
          了「遠距圖書服務」的銀色新招牌，六部電腦閃映著 
          親切的WWW畫面，熙來攘往的人群與服務人員正自由 
          熱絡的交談著，是的，新一代的網路全文閱讀時代已 
          經來臨了。 
 
             就請您先好整以暇的做個登記吧！保證您可以不 
          受干擾的免費使用半小時。然後輕點滑鼠，進入全球 
          資訊網內我國研究資源最豐富的「遠距圖書服務系統 
          」網站遨遊。在這兒，您可以看到本館目前所提供的 
          九種資料庫：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影像系統、國家 
          圖書館新到期刊目次服務系統、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 
          南系統、中華民國政府公報全文影像查詢系統、國家 
          圖書館新到公報及統計調查目次服務系統、中華民國 
          政府出版品目錄系統、行政院所屬各機關因公出國報 
          告書光碟影像系統、當代文學史料影像全文系統，以 
          及當代藝術作家系統。 
 
             透過便捷的查詢瀏覽功能，您再也不用費時耗力 
          的上下二樓參考室、三樓期刊閱覽室、五樓政府出版 
          品閱覽室，就可以由各個系統多元化簡易親和的操作 
          畫面檢索到您所需要參考的我國各類期刊資源、政府 
          資訊以及文學藝術資料。當然，這可是本館閱覽組所 
          有同人每日持續不斷整理分析建檔的網上豐碩成果！ 
          進一步，如果您想閱讀各篇資料內容，歡迎您試著在 
          電腦螢幕上點按部分已具有「電子全文」之文章，直 
          接進行線上閱讀，或就本館「已掃描」的「影像全文 
          」進行線上閱讀之申請，以節省您需要到各閱覽室查 
          閱卡片、找尋架位，或填寫提閱單、等候提調的時間 
          ，當然，更不用擔心您急需參考的資料或許又被人捷 
          足先登借走了。另透過各系統所提供的網路資源串連 
          的功能，您更可以在瞬間遨遊於國內外各相關出版單 
          位、書店或圖書館的網頁，來擴大您的網路閱讀觸角。 
 
              遠距圖書服務專區的相關軟硬體設備與服務業務 
          ，係由本館委託營運單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電腦與通訊工業研究所負責。每週一至週日上午九時 
          至下午五時開放各界利用。為提供更深入的說明與指 
          導，該所除了在系統網頁上提供服務台、問與答、線 
          上導覽、資料庫試用、最新消息、資料庫更新、授權 
          宣導等等新穎服務資訊外，在本專區更設有專職服務 
          人員，提供當面、電話、電子郵遞、傳真，以及郵寄 
          等等多管道式的諮詢回答服務。對於在本專區查詢的 
          讀者，該所並提供即時複印本文的服務，配合儲值密 



          碼函的發售，讀者可以直接在系統上申請成為遠距個 
          人會員，並且輸入所購買儲值密碼函上面的一組號碼 
          ，就可以很方便的執行複印內文的功能。列印完畢， 
          系統會自動在您的個人帳戶內執行扣款，並且提供查 
          詢餘額等等服務。而對於廣大的館外讀者，則亦可不 
          必舟車勞頓的奔波來到本館，只要上網至「遠距圖書 
          服務系統」網頁（http://www.read.net.tw；http: 
          //www.read.com.tw）直接依畫面指示自行申請成為 
          個人會員，並就近向全省各金石堂書店洽購儲值密碼 
          函輸入即可。 
 
             本遠距圖書服務專區的啟用，不但將本館開放多 
          年的線上資訊檢索服務，由文字介面提升為WWW視窗 
          介面，由原先純目錄式資訊檢索，進一步整合躍入電 
          子影像全文閱讀的新里程，也為各圖書館提供了線上 
          文獻傳遞服務的良好示範。將來，透過系列推廣利用 
          教育、影像電子全文不斷充實，以及網路服務品質的 
          調整提升，相信無論是各圖書館館員或國內外讀者， 
          都能親身體會到我國「電子圖書館」新一代整合服務 
          的時代已經真正到臨了！（吳碧娟） 
 
 
           本館「資訊之旅」Web-Title光碟系統 
          參加教育部雛形系統展示會 
             本館接受教育部補助計畫的「教育部社教、成教 
          教材『資訊之旅』Web-Title光碟系統」，由資訊圖 
          書館負責策劃承辦。教育部於87年3月9、10日兩天邀 
          請所屬館所主管，在臺東憶柏飯店舉辦「終身學習教 
          材光碟雛形系統聯合展示會」。本館受邀參加的人員 
          包括宋代理館長建成，資訊圖書館蔣嘉寧編輯、曾彩 
          娥小姐及電腦室王宏德助理編輯。配合「終身學習年 
          」，本次雛形系統展示會計有國家圖書館的「資訊之 
          旅」、歷史博物館的「拜訪博物館─生活藝術家」、 
          教育資料館「認識臺灣」及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卑 
          南遺址與卑南文化─考古學入門」等共九個國立館所 
          ，11套教材參加展示，並請與會相關學者專家提供寶 
          貴意見。 
 
             由於資訊科技一日千里，資訊圖書館除了將館內 
          豐富的電腦及資訊資源提供給社會各階層人士使用外 
          ，此次配合教育部「社會教育資訊網計畫」，製作「 
          資訊之旅」Web-Title光碟系統，教導使用者如何在 
          電腦網路的虛擬世界中，運用工具及尋找資訊，引導 
          使用者進入網路新世界。本光碟系統委託工研院電通 
          所製作，並邀請臺灣師範大學何榮桂教授、中山大學 
          陳年興教授及臺灣大學李賢輝副教授等三位學者專家 
          蒞臨資訊圖書館指導。本計畫預訂於今年6月前推出 
          光碟教材，並同步透過 Internet（網際網路）傳播 
          。本雛形系統之網址為http://140.96.89.115/info 
          /main.html，歡迎有興趣者上網參觀查看，給予批評 



          指教。（胡曼華） 
 
 
           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錄彙編 
          發行電子書光碟版 
             《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錄彙編》自民國49年出版 
          以來，即以發售或交換的方式發行海內外，並已出版 
          至民國84年度。本目錄彙編非但全面記載我國各時期 
          之出版狀況，對全國之書目控制及國際間之文化交流 
          ，更是功不可沒。惟近年來，一以紙本式彙編厚達三 
          冊，印刷及郵寄成本逐年增加；二以紙本式在檢索上 
          ，僅能從傳統的分類目錄、著者索引及題名索引著手 
          ，無法滿足科技時代使用者日益繁複的資訊需求；為 
          節省經費及提供使用者更活潑廣泛的檢索方式，乃於 
          民國86年10月「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錄光碟系統研發 
          座談會」中，首度提出發行「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錄 
          彙編電子書光碟系統」（簡稱SinoBook）之構想。 
 
             基於與飛資得資訊公司合作開發「中華民國出版 
          圖書目錄光碟系統」（SinoCat）的成功經驗，本電 
          子書仍委請該公司負責系統軟體之開發、設計與行銷 
          ，而由本館編目組提供包括民國70年至86年12月編目 
          建檔完成之中文書目資料，約32萬筆，預計每年更新 
          並增加新建檔之書目資料約3萬筆。 
 
             SinoCat與SinoBook雖同為中文書目光碟系統， 
          但二者在使用對象與功能定位上均有明顯之不同。 
          SinoCat在設計上乃以便利編目作業為原則，其使用 
          對象為圖書館編目人員，可藉此系統進行新書抄錄編 
          目及回溯建檔的工作；SinoBook在設計上則以提供書 
          目之檢索查詢為原則，其使用對象為中小型圖書館及 
          個人使用者，可藉此系統協助參考工作之進行及個人 
          研究工作之展開。 
 
             本系統提供書目查詢、轉錄儲存、報表列印及標 
          題表全文查詢等功能，使用者可利用題名、著者、標 
          題、類號、國家圖書館書目資料系統識別號、ISBN/ 
          ISSN、出版者等檢索點做單一條件或布林邏輯組合查 
          詢，亦可利用出版年、資料類型等作為限制條件，查 
          詢本館館藏書目。書目資料之顯示，則提供以下兩種 
          方式：一為符合ISBD之卡片格式，可作為圖書館進行 
          分類編目作業的參考；二為依據中國國家標準（CNS 
          13611）呈現之條列式書目，使用者可直接儲存轉錄 
          ，編製學術論著之參考書目。此外，本系統並提供《 
          中文圖書標題表》之電子全文，可與書目資料作連結 
          ，透過標題的瀏覽及參照關係的比對，使用者可針對 
          某主題的館藏內容做完整的收集。 
 
             在飛資得資訊公司與編目組同人的開會討論及共 
          同努力下，已於3月底完成本電子書成品製作並上市 



          發行。（鄭靜宜） 
 
 
           URICA系統編目模組 
          近期新增Z39.50介面 
             編目組為加速編目作業，擬於本（87）會計年度 
          內完成本館URICA系統編目模組用戶端Z39.50介面第 
          一期功能之建置，目的在方便透過本館URICA系統編 
          目模組之Z39.50介面，檢索其他Z39.50伺服端（尤其 
          是全國圖書資訊網路）之書目館藏資料，以做為編目 
          參考，並加速編目流程。 
 
              前項建置計畫經由編目組內人員會同電腦室業務 
          相關同人協商後，訂立URICA Z39.50介面功能規格書 
          ，預定在第一期計畫中達成以下四大功能： 
          1.整體功能：包括支援Z39.50功能、可處理C-MARC及 
            US-MARC、可顯示CCCII碼、查詢結果在用戶端顯示 
            前已轉成C-MARC、提供全螢幕編輯模式等。 
          2.查詢功能：包括支援Bib-1屬性組、支援Type-1 
            Query檢索方式、提供布林邏輯及切截功能、提供中 
            斷查詢功能等。 
          3.資料下載：包括可下載所查得之書目資料（但不包 
            括館藏記錄）、下載至用戶端採C-MARC等。 
          3.系統管理：包括提供系統管理及維護介面、系統安 
            全管制、Z39.50資料庫連結設定、定義檔（Confi- 
            guration）功能及預設參數、各項統計等。 
 
             以上功能之開發，目前已達預期進度，待編目組 
          軟硬體環境設備配合改善之後，必能發揮預期效果， 
          加速編目流程。（牛惠曼） 
 
 
           開發全螢幕編輯軟體 
          提昇編目工作效能 
             URICA編目資料維護原採用條列模式（line mode） 
          ，雖有線上文字說明便於初學者使用，條列的輸入方 
          式便於資料之及時查核，然而對於熟悉機讀編目格式 
          及系統操作之編目專業人員，卻稍顯繁複，條列的編 
          輯方式似乎意味著不斷地按鍵及翻頁。因此，為增加 
          URICA編目模組使用之便利性，提昇編目作業之效能 
          ，編目組於87會計年度編列預算，委託鼎盛商業機器 
          公司著手開發全螢幕編輯功能（Full screen mode） 
          ，預定於今年6月完成測試及驗收。 
 
              全螢幕編輯功能可謂兼顧條列式及全螢幕編輯模 
          式之優點，其功能及特性略述如下： 
          1.採取習用之文書處理功能鍵，使書目資料之編輯更 
            迅速、更有彈性。 
          2.欲進行全螢幕編輯時，不需跳回選單即可直接進行 
            該筆記錄之新增、修改、刪除、複製。 



          3.針對每一欄位資料可直接進行新增、修改、刪除、 
            複製。 
          4.變長欄資料輸入分為欄號、指標、分欄三個部分， 
            用TAB鍵切換。 
          5.新增某筆資料時，可依不同資料類型，帶出預設的 
            欄位及分欄資料。 
          6.可依不同資料類型，設定必備的欄位及分欄。 
          7.可自由設定複本查核的條件。 
          8.可隨時利用某一功能鍵查核複本。 
          9.資料存檔時，可線上及時檢查欄號、指標及分欄是 
            否正確；檢查必備欄是否已輸入。 
          10.資料存檔時，可線上及時進行權威控制。 
          11.資料存檔時，自動更新所有的索引檔。 
          12.定長欄欄位資料輸入時，自動切換至原來URICA的 
             輸入模式，如此，館員可清楚知道目前輸入的位置 
             及內容。 
          13.索書號（Tag 984）及館藏資料（Tag 985）仍依 
             原URICA之輸入模式。此外，為配合本館編目作業 
             中之簡易編目，本功能中另提供一表單進行簡編， 
             此表單欄位名稱以文字顯示，並可同時進行複本查 
             核及權威比對，此項表單功能應可幫助編目組在面 
             對大量書潮湧入時，針對某些特定類型資料，進行 
             快速編目作業。 
 
             如上所述，全螢幕編輯功能的開發並不意味著URICA 
          原有編輯功能的全面放棄，相反地，它除了保有原先 
          的優點之外（如：定長欄位及館藏資料的條列輸入、 
          複本的及時查核及權威控制等），變長欄位的全螢幕 
          編輯功能更能夠快速、清楚地掌握整筆書目記錄的特 
          性。我們展望的是一個全新的作業環境，當然，也期 
          待一個全新的編目效率！（鄭玉玲） 
 
 
           本館與中研院、花旗資訊合作 
          開發全國博碩士論文先導計畫 
             圖書館走進電腦裡，是未來圖書館電腦化與資訊 
          服務的發展趨勢，電腦網路科技、全球資訊網路的蓬 
          勃發展，以及文件分析與辨識技術的成熟，都是使得 
          「數位化電子圖書館」得以具體實現的重要因素。 
 
             建置一個數位化電子圖書館，牽涉許多技術的整 
          合，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如何將文件「數位化」 
          。將文件「數位化」之後，才能儲存在電腦中，除了 
          節省圖書資料之實體儲存空間外，更大量降低管理工 
          作之人力負擔。 
 
             然而，由於中文文件數位化辨識技術在辨識正確 
          率上一直不甚理想，因此過去在進行圖書資料文件電 
          腦化工作時，大都以人工方式輸入。唯此種作法不但 
          需耗費大量打字人力，且需時間來作校對。此外，這 



          樣的檔案只保留了書本中的文字部分，而無法保存同 
          樣寶貴的圖片或其他各種非文字的資訊。 
 
             為了突破上述「文件數位化」的技術瓶頸，今（ 
          87）年1月20日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以及花旗 
          資訊公司的代表在國家圖書館188會議室舉行簽約儀 
          式暨記者會，共同簽署一項電子圖書館應用計畫的合 
          作開發案─全國博碩士論文先導計畫，正式為國內電 
          子圖書館的發展豎立了另一嶄新的里程碑。 
 
             依據三方的協議，本合作計畫主要包括兩部分： 
          第一個部分係由中央研究院與花旗資訊共同合作開發 
          「Open Scan──全視界文件辨識與管理系統」，以 
          作為數位化電子圖書館之建構與應用的基礎工具。第 
          二部分則由國家圖書館與花旗資訊共同合作，配合國 
          家圖書館現有圖書資料管理及資訊服務等相關需求， 
          將「文件辨識與管理系統」與虛擬實境、網際網路等 
          相關技術整合，以建構「數位化電子圖書館」之基礎 
          架構與雛形。 
 
             此外，該合作計畫的主要研發經費，由花旗資訊 
          提供，中研院資訊所及花旗資訊共同整合影像處理、 
          文件分析辨識與管理、全文檢索等核心技術；國家圖 
          書館則提供圖書館領域中之管理環境、文件資料以及 
          使用者需求等相關資訊。花旗資訊並將進一步整合其 
          虛擬實境及網際網路之相關技術與經驗，以開發更人 
          性化而生動活潑的使用者介面，提供最佳的圖書館資 
          訊管理服務。 
 
             可以預見的是，透過此次的合作機制，將使得國 
          內「數位化電子圖書館」的應用功能與效益，呈現倍 
          數的成長，同時也對文件數位化的技術問題，網路技 
          術、虛擬實境與圖書館管理系統的技術整合提供了更 
          多的發展空間。（王宏德） 
 
 
           本館與OVID、飛資得公司 
          合辦Search Engine應用研討會 
             本館與美國OVID Technologies公司、飛資得資 
          訊公司共同舉辦「Search Engine在讀者服務之應用 
          研討會」，於民國87年2月27日在本館簡報室舉行， 
          計有96名來自圖書館相關從業人員與會。 
 
             本研討會由宋代理館長致詞後展開。第一場由輔 
          仁大學陳昭珍副教授主講「從讀者服務角度談分散式 
          資料庫的檢索」，陳教授的演講首先用「各大學圖書 
          館網頁提供之線上資料庫一覽表」，分析各校在網路 
          上提供之資料庫，包含中英文索引、摘要、全文資料 
          庫等，林林總總共列出43種之多，每一種資料庫都有 
          他自己的查詢介面，教讀者如何能適應？因此她提出 



          共用介面與資料庫專屬介面的議題（Common User 
          Interface vs. Database-specific Interfaces）； 
          同時，使用者查詢的策略又有哪些呢？她分別就單一 
          資料庫查詢與跨多種資料庫查詢，以及同時查閱與依 
          序查閱資料庫兩方面說明。第二場是由美國OVID 
          Technologies公司黛博拉‧霍爾女士（Ms. Debeie 
          Hull）主講「Integrating Information: introducing 
          journals@ovid」，共分四個子題： 
 
          1.Ovid簡介 
             Ovid公司自1984年發展醫學資料庫Medline檢索 
          介面起家，截至目前已包含人文、社會、科技等近百 
          種資料庫。該公司目前有員工200人，總部設在美國 
          紐約，亞洲地區分部設在澳洲雪梨，在臺灣與飛資得 
          公司合作代理其產品，並發展中文版介面和統計報表 
          功能。Ovid軟體的特色為發展資料庫壓縮技術，減少 
          儲存量和網路塞車。每個資料庫提供選擇清單，可更 
          精確的尋找每一個關鍵主題。並結合了索引典和標題 
          ∕關鍵字索引作為工具，另有自動專題選粹服務、連 
          結館藏，並提供100多個選項供選擇自訂所需之介面 
          。 
 
          2.全文服務 
             Ovid全文資料庫和Blackwell Science、Lippin- 
          cott-Raven等約40家出版商合作，提供近400種全文 
          期刊，不僅與書目資料庫之間雙向連結，並提供參考 
          資料（references）連結原文的功能，以hypertext 
          工具提供文件瀏覽。由於電子全文係採用SGML（標準 
          通用標示語言）架構，可更精確的檢索與展現。 
 
          3.Ovid Java Client 
             該用戶端介面以Java語言撰寫，不受平台限制， 
          減少主從系統間的運作和網路的塞車。與會人士對這 
          項設計相當感興趣，認為是個很不錯的功能。 
 
          4.臨床醫學資訊產品 
             Ovid公司與Cochrane Collaboration、British 
          Medical Journal、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 
          共同合作〝Evidence Based Medicine Reviews〞產品 
          ，它包括：The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ic 
          Reviews和Best Evidence兩個資料庫，是為臨床醫學 
          醫生和研究人員而製作的資料庫，蒐集目前醫學評論 
          文獻中證實臨床方面具有確定論據的文章而成，頗有 
          資訊價值。 
 
             第三場由飛資得公司副總經理劉淑德女士和江思 
          嫻小姐介紹Ovid中文檢索介面。整個會議時間雖只有 
          短短的半天，但是對於分散式資料庫的檢索技術介紹 
          了新進發展的情形，值得與會者思考。（蔣嘉寧） 
 



 
           參加1998年倫敦國際書展 
          書贈倫敦市西敏區市政圖書館 
             1998年的倫敦國際書展（1998 London Interna- 
          tional Book Fair，簡稱LIBF），於3月22至24日， 
          假倫敦市奧林匹亞大會堂及國家會堂（Grand Hall 
           and National Hall, Olympia）舉行。本館代表中 
          華民國參加，以展示我國出版品，本次派採訪組王梅 
          玲編輯及閱覽組鍾雪珍助理編輯前往。本館交換處於 
          展前，挑選臺灣地區1997年出版之第一版新書，分為 
          ︰1.參考工具書；2.哲學與宗教；3.科學與技術；4. 
          經濟、政治與外交；5.教育、社會與法律；6.歷史與 
          民俗；7.語言、文學與小說；8.藝術等八大類，總計 
          460種，500冊參展。並將展出圖書編製精美中英對照 
          展覽目錄，方便讀者查閱。 
 
             倫敦國際書展係國際四大專業書展之一，亦是英 
          國地區最大的書展，主要以圖書訂購及版權交易為主 
          。今年共有來自全球各地45個國家，1,200家出版商 
          參展。參觀者大多為出版業者、書商、媒體業者、圖 
          書館員及一般讀者。 
 
             書展空間共規劃為兩區：一為大會堂，區隔為兒 
          童讀物、印刷發行服務區、學術與科學、科技、醫學 
          等區；二為國家會堂，區隔為國際圖書區、廉價書區 
          、小型出版書區及演講區等。本館書展位置即在國家 
          會堂之國際書展區。書展場地的二樓寬敞舒適，闢有 
          專區以提供書商、出版社及圖書館員洽談版權代理事 
          宜及交換經驗。 
 
             書展現場除展覽活動以外，每日均安排一系列精 
          彩演講，與會者可以自由參加。重要的主題如下：1. 
          全國閱讀年的推廣計畫；2.出版業者如何利用Internet 
          展售圖書；3.電子出版事業及電子出版品的著作權、 
          領照、認可、授權及未來的發展方向；4.兒童圖書之 
          推廣計畫，以及為非洲兒童出版圖書；5.參考圖書之 
          電子化─以Encyclopedia of Britannica及Macmillan 
          的計畫為例；6.出版者與學術圖書館員如何建立良好 
          的伙伴關係；7.出版協會（PA）與書商協會（BA）的 
          聯誼會；8.多媒體的學習資源。 
 
             本館書展攤位布置工作繁瑣，幸有太平洋文化基 
          金會駐英辦事處李蜀鄭專員、倫敦大學博士生施文真 
          小姐、翟振忠先生及三位留英同學熱心協助，得以順 
          利完成。本館攤位位於通道口，再貼上富有東方特色 
          及臺灣風情的海報為背景，目標十分顯著，吸引眾多 
          國際人士前來欣賞。書展三天，前來參觀及致意者除 
          各國訪客外，尚有我國駐英代表鄭文華先生及夫人、 
          我國駐英太平洋基金會張欽勝組長及中國大陸方面參 
          展人員。鄭代表特別表示：「希望臺灣的出版品能藉 



          參加國際書展的機會，贈送世界各地的華文機構及漢 
          學中心，以增進人類各民族互相了解，拓展國家外交 
          空間。」 
 
             書展三天期間，許多熱心訪客提出問題，將問題 
          綜合如下：1.希望訂購圖書，以藝術類居多，尤其歷 
          史博物館及故宮博物院的書籍最受歡迎。因為我們只 
          代表參展，無法代售書籍，只能告之出版單位之電話 
          或傳真，請該參觀者直接聯絡，或請倫敦市China Town 
          的英華書局代理訂購。2.出版商詢問圖書版權或代理 
          書商，出版商有興趣的圖書多為藝術類（因為藝術無 
          語言及文字障礙），如原住民服飾、佛雕之美、茶具 
          、陶器、玉器、食譜等。我們亦告之，本館不代表談 
          判版權事宜，請與臺灣出版商直接聯絡。3.國外相關 
          業者推銷其產品，有幾位書商主動介紹其公司出版目 
          錄，希望臺灣圖書館與使用者訂購其圖書。我們收集 
          其資訊，再轉介給相關單位採購參考。4.邀請我國參 
          加國際書展：香港書展及1999年倫敦書展籌備會等代 
          表，均邀請本館參加下屆書展。 
 
             本次書展結束後，全部圖書贈予倫敦市 West- 
          minster市政圖書館。該館為倫敦著名公共圖書館， 
          位於市中心行政區，大凡政府機構、使館、大型商業 
          活動及倫敦大學均集中於此，亦為華人活動之集中地 
          點；將書籍贈送該館，效益頗大，為一成功的學術及 
          文化交流活動。 
 
             雖然本館參與倫敦國際書展成效良好，但遺憾的 
          是，明年提報的書展計畫中，行政院只核定美國地區 
          相關六項活動﹐將停止參加倫敦及其他國家著名國際 
          書展活動。參加國際書展，乃是顯示及表現一國重視 
          知識文化的重要指標，也是最自然、最直接有力的一 
          種文化交流活動。臺灣要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要成為 
          地球村重要的成員，WTO、GATT固然重要，文化活動 
          更不能缺席；換言之，國際舞臺上重要的學術及文教 
          活動，我們不但不應缺席，更要積極參與。（王梅玲 
          、鍾雪珍） 
 
 
           參加美國亞洲學會 
          1998年年會暨書展 
             美國亞洲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簡稱AAS）為一世界性亞洲研究學術團體，會員遍及 
          世界各重要學術單位，入會會員總數達千人以上。其 
          第50屆年會於1998年3月27至29日，在美國首府華盛 
          頓（Washington, D. C.）舉行。年會期間亦同時舉 
          辦國際書展，深受與會人士及出版界的重視，今年共 
          有85個單位參加、計140個攤位。本館指派編目組江 
          秀瑛編輯、出版品國際交換處章仁美約聘研究助理員 
          及漢學研究中心聯絡組崔燕慧組員赴美辦理書展事宜。 



 
             此次年會以討論會方式，依不同類組發表數百篇 
          學術論文。在3天議程中一共舉行了199場次分組會議 
          ，依照研究的區域範圍，共分六大項：1.Interarea, 
          Library, and Teaching；2.China and Inner Asia； 
          3.Japan；4.South Asia；5.Southeast Asia；6.Korea 
          。除了旁聽和參與討論者以外，宣讀論文和主持討論 
          會的學者便多達8百人以上，可以說是這個研究領域 
          的最大盛會。可惜的是，出席此次會議並宣讀論文的 
          臺灣學者非常少，可以說是幾乎不見臺灣學術界蹤影 
          。因此我們應主動爭取機會，積極參與討論會，提高 
          「臺灣」曝光率，否則「臺灣」會有被西方學術界忽 
          視的可能。 
 
             隸屬於美國亞洲學會之下的美國東亞圖書館委員 
          會（Council on East Asian Libraries，簡稱CEAL） 
          ，是由東亞圖書館館員參與的委員會，每年在年會期 
          間召開一系列研討會，並按不同語言（中、日、韓） 
          分組研討。由其實際參與分享工作經驗與研究成果， 
          東亞圖書館員視參加CEAL會議為年度大事，咸認為遠 
          比參加美國圖書館學會年會獲益更多，也唯有在這種 
          會議可以見到來自全美各地的華人圖書館員。今年於 
          OCLC CJK Users Group年會特別頒發特殊貢獻獎予甫 
          自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館長一職退休的吳文津館長， 
          表揚他於任內大力推動成立OCLC CJK使用者委員會的 
          辛勞。 
 
             學會為配合年會的舉辦，同時舉辦國際書展。中 
          國大陸、日本、香港和歐美地區，只要和亞洲研究有 
          關的出版社幾乎都出席參加。而唯一代表臺灣的是國 
          家圖書館暨漢學研究中心。本館此次參展圖書均為精 
          選國內近一年來第一版出版品共464種、503冊。參展 
          圖書共分為八大類，計有參考書、哲學與宗教、科技 
          、經濟與政治、社教與法律、歷史與文化、語言與文 
          學、藝術等，琳瑯滿目。展覽期間，觀眾踴躍，不時 
          在本館攤位徘徊及翻閱書刊，咸認為資料蒐羅豐富具 
          實用價值，對於亞洲研究者有莫大的助益。唯獨美中 
          不足的是，有相當多與會學人對我國出版品深感興趣 
          而極欲購買，然今年本館並未於書展現場接受購書訂 
          單，因而令他們感到極度失望。 
 
             此次展覽本館承租兩個攤位，展出圖書普獲各界 
          好評。本館除編印展出圖書目錄，分贈參觀人士，並 
          備有精緻小禮物以及由新聞局所提供英文有關臺灣簡 
          介小冊與頗富文化特色精美海報，甚受觀眾歡迎。 
 
             漢學研究中心循例亦在年會上舉行圖書展覽，除 
          展出中心出版品外，並精選臺灣地區出版文學和史學 
          方面學術期刊80種，計約120冊參展。展場經過工作 
          人員一番巧思安排後，吸引不少中外學者的注目，紛 



          紛前來參觀，或即訂購。現場並張貼海報，推廣漢學 
          研究中心全球資訊網（http://ccs.ncl.edu.tw）及 
          宣傳漢學研究中心獎助外籍學人來華研究漢學計畫， 
          果然吸引人潮爭相詢問及索取報名資料。 
 
             歷年本館參展圖書，都在年會後轉贈美國當地各 
          重要圖書館，因此此項贈書一向為各圖書館極力爭取 
          。今年由康乃爾大學圖書館獲贈。贈書儀式在4月1日 
          於該校舉行。由我國駐美臺北經濟文化代表處文化組 
          張夢麟組長代表國家圖書館贈書，康乃爾大學校長Mr. 
          Hunter Rawlings代表接受。至於漢學研究中心參展 
          書刊則贈送馬里蘭大學亞洲及東歐語言學系，供研究 
          中華文化人士參考。（江秀瑛、章仁美、崔燕慧） 
 
 
           獎助外籍學人來華研究漢學計畫 
          八十八年度訪問學人獲選名單 
             漢學研究中心辦理之「獎助外籍學人來華研究漢 
          學計畫」已屆滿十年。藉此計畫之推行，不但提昇臺 
          灣漢學在國際漢學界的地位，同時與世界友邦建立良 
          好的文化交流關係。惟此一計畫之推動，近年來因經 
          費持續遭到刪減，導致申請者有減少趨勢，民國88會 
          計年度申請案合格者計有61件，較去年減少十餘件。 
 
             不過衡諸申請者之資歷與計畫內容，則仍具有可 
          觀之處。經審查會五位審查委員詳細且激烈討論後， 
          決定錄取正取10名，備取3名，其中包括了首次來華 
          的保加利亞學者。所有獲選學人將於1998年7月至1999 
          年6月間陸續來臺進行漢學研究。 
 
             錄取名單如下（依國籍、姓名、性別、任職機構 
          、職稱、研究主題及研究期限排列）： 
 
          保加利亞 
          1.Kromitchev, Dimiter，男，Plovdiv University， 
            副教授，"Passive Voice in Modern Chinese Sentences 
            withPassive Markers and Classes of Verbs in Them" 
            ，3個月 
 
          加拿大 
          2.Laliberte, Andre（安自由），男，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博士候選人，"The Tzu Chi 
            Foundation（佛教慈濟功德會）and Cross-Straits 
            Relations"，4個月捷克 
          3.Kolas, Josef（高馬士），男，Oriental Institut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Czech Republic 
            （捷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主任，"Chinese 
            Buddhist Travellers to India, esp. Hsuan- 
            tsangand his Hsi-yu-chi"，3個月 
 



          德國 
          4.Giele, Enno（紀安諾），男，Freie Universitat 
            Berlin，博士候選人，"Written Administra tive 
            Communication  in  the Han Dynasty"，4個月 
 
          印度 
          5.Sheel, Kamal（嘉瑪希），男，Banaras Hindu 
            University，教授，"Chinese Images of India 
            : A Study of Sino-Indian Historical Contacts 
            Between 17th and 19th Centuries"，3個月 
 
          日本 
          6.Matsukane, Kimimasa（松金公正），男，日本國 
            立筑波大學，博士候選人，「臺灣佛教史的研究 
            ──以日據時期的寺廟為中心」，3個月 
 
          斯洛伐克 
          7.Benicka, Janka，女，Comenius University in 
            Bratislava，助教授，"Records of Ch'an Master 
            Dongshan Liangjie--Complex Analysis of All 
            Existent Records"，3個月 
 
          美國 
          8.Wang，Edward（王晴佳），男，Rowan University 
            ，副教授，"Tradition and Transition: Historical 
            Writings in Taiwan, 1950s-1990s"，3個月 
          9.Moran, Thomas（穆潤陶），男，Middlebury College 
            ，助教授，"The Literature of Return: Landscape 
            and Memor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3個月 
 
          越南 
          10.Dothi, Hoa-hoi（杜氏和海），女，越南哲學研究 
             所，研究員，「20世紀初越南新儒學受康、梁思想 
             影響的探索」（著重關於教育改革的基本觀點）， 
             3個月 
 
          備取學人名單如下： 
          瑞士 
          1.Altenburger, Roland（安如巒），男，Harvard 
            University，副研究員，"The Female Knight-Errant 
            in China's Urban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1920's and 1930's"，3個月 
 
          比利時 
          2.De Weerdt, Hilde（魏希德），女，Harvard 
            University，博士候選人，"Competing Strategies 
            and Styles in the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3個月 
 
          芬蘭 



          3.Tahkamaa, Juha，男，University of Turku，博 
            士候選人，"The Democratization of Taiwan and 
            Local Networks"，3個月。（孫秀玲） 
 
 
           資圖開放線上期刊目錄 
          並進行館藏學位論文清點 
             本館附設資訊圖書館（以下簡稱資圖）為便利讀 
          者能隨時掌握中、西文期刊館藏收錄情形，並能立即 
          更新期刊狀況（如新增、改名、合併、停刊、停訂等 
          ），以保持目錄的時效性與新穎度，爰停止發行紙本 
          式《資訊圖書館期刊目錄》（年刊），並將期刊目錄 
          另轉成HTML（Hyper Text Make-up Language）格式 
          置於資圖首頁，以供讀者透過Internet（網際網路） 
          線上直接查看。 
 
             讀者除了可以利用國家圖書館館藏目錄查詢系統 
          （http://www.ncl.edu.tw）檢索該期刊是否納入館 
          藏之外，可再進入資圖首頁（http://infolib.ncl. 
          edu.tw）之期刊目錄（依刊名字母及筆畫數排列）下 
          查看資圖期刊館藏收錄卷期及起迄年代，選擇親臨資 
          圖調閱資料，或透過館際合作的方式閱讀原文，使其 
          效益發揮至最大。資圖網頁設計最終目標乃是希望能 
          建構動態式的網頁，不僅可提供瀏覽功能，更可透過 
          查詢的介面直接檢索該期刊收藏與否，讓整個網頁介 
          面更具互動性與實用性。至於對不方便上網的讀者， 
          資圖仍如往昔受理使用電腦磁片（3.5吋）複製中西 
          文期刊目錄（檔案格式為word檔），供讀者利用電腦 
          離線瀏覽或列印報表之用，亦歡迎各圖書館來函索取 
          ，辦法請見資圖首頁之說明。此外，資圖的外文及大 
          陸期刊館藏，亦收錄在由國科會科資中心所製作之外 
          文期刊與大陸期刊光碟聯合目錄之中，透過此光碟資 
          料庫，讀者亦可查詢到資圖期刊館藏狀況。 
 
             截至目前為止，資圖計收有西文期刊201種、中 
          文期刊80種、日文期刊19種，另有漢學研究中心移放 
          資圖陳列之中國大陸電腦期刊47種（以上均指現刊種 
          數）。1998年資圖在西文期刊訂購方面，由於期刊出 
          版品的量增和價揚，加上圖書館經費縮減，資圖遂透 
          過讀者使用調查（流通率統計法）檢討館藏，並在資 
          源共享的理念下（儘量不與科技大樓14樓科資中心及 
          10樓資策會圖書館的館藏重覆），決定停訂15種；但 
          亦積極爭取新訂30種新出版的熱門期刊，以不損失讀 
          者追求新知的權利。關於這些新訂期刊刊名，在資圖 
          首頁上另有公告。 
 
             資圖陳列有資訊及資工等相關系所之學位論文， 
          其流通使用率甚高，惟本館線上公用目錄（OPAC）因 
          當初系統轉檔，導致部分館藏地記錄錯誤，時或造成 
          讀者為調閱論文資料，往返周旋於總館與資圖之不便 



          ，因此資圖於86年年底進行全面性線上掃瞄清查工作 
          ，經逐筆查核後，約有二百筆資料館藏地顯示錯誤， 
          透過總館書庫王瑞芝小姐協助更改，資圖之學位論文 
          在OPAC上已能正確顯示館藏狀況。此外，礙於資圖館 
          舍空間有限，又希望能收納陸續增加之學位論文典藏 
          ，資圖於87年2月份購買活動式書架架位32個，並將 
          書架區重新調整，增加陳列空間，以提供讀者更完善 
          的服務。（周欣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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