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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文獻資源現況

近年來國內在重視本土化研究的風氣下，

「臺灣研究」蔚為顯學，各大學校院陸續成立臺灣

史、臺灣語文、臺灣文學等系所，而臺灣研究相關

學術單位與文教機構亦相繼成立，足見臺灣研究的

蓬勃發展，這對於建立臺灣的主體性，將臺灣研究

與國際區域研究接軌，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目前海內外學界對臺灣史料需求孔殷，國內

臺灣文獻資料極其豐富，但因資源分散，分別庋藏

於各圖書館、大學或文化機關，當讀者想要閱讀原

文則需藉由館際合作服務方能取得資源，非常不

便。國內蒐集臺灣文獻比較重要的典藏單位包括國

家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國史館臺灣

文獻館、臺北市文獻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

所、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圖書室、洪建全文教基金會、國立故宮博物

院圖書文獻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國立政治大

學圖書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東海大學圖

書館及淡江大學圖書館等。（註1）

由於數位圖書館的發展，國內圖書館及相關

單位積極參與數位化工作，許多典藏單位著手建

立及規劃與「臺灣研究」相關之資料庫，使讀者

容易藉由電腦網路便能看到文獻之原件，包括書

畫、檔案、書信、照片、碑文等，臺灣研究資料

庫的資源也愈來愈豐富，例如：中央研究院之

「臺灣研究網路化」將該院有關臺灣的研究，透過

電腦網路提供社會大眾參考利用；國家圖書館也

開發「臺灣概覽」、「臺灣記憶」、「走讀臺灣」

與「臺灣研究入口網」，提供讀者在圖書文獻、圖

像、史料、人與事、特展館等相關資源，這些資

源均非常豐富活潑且富教育意義；國立臺中圖書

館則發展了「舊版報紙資訊網」、「臺灣地區古文

書資訊網」、「臺灣歷史珍藏 e點通」及「地方文

獻資料庫」等，提供讀者早期臺灣資料的全文查

詢與利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亦開發「日據時期

與光復初期檔案大圖編目目錄」、「臺灣省行政長

官公署檔案查詢資料庫」、「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

檔案整合查詢」、「臺灣總督府人名權威檔系統」

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等資料庫供讀者查檢

與利用；國立臺灣大學之「臺灣文獻數位典藏數

位化計畫」；以上所列各項資訊與數位成果，對

於從事臺灣研究所需資源的提供，產生了相當大

的助益。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以下簡稱本館）

建館迄今 9 0 餘年，成立於日本大正 3 年（西元

1 9 1 4 年），前身係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

館」，臺灣光復後併入日人所建立之「南方資料

館」），典藏可觀的臺灣文獻。本館現今之館務發

展，除以發展與輔導所蒐藏臺灣文獻，並以保存

與提供臺灣文獻之資訊服務為其職責，亦為本館

主要職責。目前以典藏豐富的臺灣文獻蔚為特

色，成為國內重要的庋藏單位，包括民國 3 4年光

復以前出版之日文臺灣文獻與南洋資料，聞名國

際，深具學術研究參考價值，為研究臺灣史料不

可或缺之藏所，諸如：臺灣方志、各州廳縣市

報、臺灣史料、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時報、臺灣

教育會雜誌等書刊，皆係最具研究參考價值之珍

貴史料。

為有效提供此資源之利用，本館近年建置之

資料庫及資訊系統包含「臺灣文獻期刊論文索

引」、「臺灣資料剪報系統」、「臺灣文獻資料聯合

目錄」及「日文舊籍臺灣文獻聯合目錄」等，此 4

種資料庫使本館之服務功能更為彰顯，為讀者帶來

莫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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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文獻資訊網」的特色

為便利使用者使用上述 4種臺灣文獻之數位資

料庫，本館將其整合為「臺灣文獻資訊網」。因各

資料庫分別陸續建置，所以採分散式使用。然為

提升臺灣相關文獻的整合便利性，本館於 9 2年規

劃更新此 4套原各自獨立之臺灣文獻子系統，使資

料庫能達到整合查詢之目標，將相關的臺灣文獻

資訊內容，以「臺灣文獻資訊網」專題網站呈

現，使珍貴的臺灣文獻能透過豐富的網頁內容加

以呈現。

本館所規劃「臺灣文獻資訊網」之建置有下

列之優點：

（一）完整的臺灣文獻資訊網。以豐富的網頁內

容，呈現臺灣資訊，包含臺灣文獻資料庫及

其他臺灣主題之資料庫或網站連結。

（二）臺灣文獻資訊整合查詢。透過系統功能的整

併，提供使用者 1次同時檢索相關的臺灣文

獻資訊，節省讀者時間，且能提升資訊使用

的品質，促進資訊活動與成長。

（三）簡化系統維護。系統維護單一化，不需進行

重複的系統管理作業，減少日後系統維護費

用。

（四）資料欄位標準化。系統整合升級後，將採標

準之資料欄位規劃。使所有資料皆能透過標

準書目交換格式處理。包含 I S O 2 7 0 9格式及

Dublin Core MetaDATA資料格式。本項標準

化作業，能促進本系列資料庫的發展，除本

館自建臺灣文獻資源外，亦能接受來自其他

單位的臺灣文獻資源，以彙整為最完整的臺

灣文獻中心，節省建置資源的作業時間與成

本。

三、臺灣文獻資訊網架構與內容

「臺灣文獻資訊網」目前架構僅分為「臺灣文

獻整合查詢系統」與「臺灣研究網網相連」，未來

還將繼續增加與擴充，各查詢系統之檢索介面均分

為「簡易查詢」與「進階查詢」，讀者可依需要選

擇及查詢，本館委請飛資得資訊公司整體規劃本案

網頁。該網頁規劃依次如下：

（一）臺灣文獻整合查詢系統

本整合系統包含「臺灣文獻期刊論文索引」、

「臺灣資料剪報系統」、「臺灣文獻資料聯合目錄」

及「日文舊籍臺灣文獻聯合目錄」等 4個資訊系

統，係將 4個子系統提供一個整合查詢的介面，使

讀者鍵入一個關鍵詞便可查全所有資料庫。

1. 臺灣文獻期刊論文索引

本系統屬於書目／索引型的資料庫，其收錄

本館所藏自清末起迄今 4千2百餘種的中日文期刊

與學報，將有關臺灣論文著作文獻資料，建置成線

上資料庫，資料共有 9 6 , 8 9 3 筆（截至 9 5 年 8月

止），其涵蓋各學科領域，本館並另有紙本式索引

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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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獻整合查詢系統首頁

臺灣文獻整合查詢系統畫面



17

臺灣文獻資訊網之現況與發展

︻
專
題
報
導
︼

國家圖書館館訊 95 年第3期（民國 95年 8 月）

2. 臺灣資料剪報系統

本系統係該館自 7 7年起，將每日蒐集 2 0餘種

中文報紙剪輯有關臺灣論著文獻資料，掃描建檔。

由於全文影像內容涉及著作權關係，該系統目前僅

供本館網路查詢全文內容，而剪報資料索引部分，

則開放遠距讀者查詢，讀者僅要連上本館網站便可

利用。

3. 日文舊籍臺灣文獻聯合目錄

本目錄索引收錄本館及館外 1 8個單位之館藏

目錄日文舊籍資料，收錄年限為民國 3 8年以前之

日文舊籍臺灣文獻，共2萬餘筆。

4. 臺灣文獻資料聯合目錄

本目錄索引收錄本館及館外 3 6個單位，內容

包括臺灣中文、日文、西文圖書文獻資料，凡古文

書、古契、先賢遺著、士紳之文集、詩集、日記、

帳簿、族譜、家乘、祭祀公業資料、寺廟教堂資

料、產業組合檔案、口碑、口述史料、學術著作、

政府單位出版品及博碩士論文等，本目錄另有書本

式索引印行。

（二）臺灣研究網網相連

本網站係提供讀者連結至館外有關臺灣資料

典藏之網站及資料庫系統為主，網站分類依次為介

臺灣文獻期刊論文索引檢索畫面

臺灣資料剪報系統檢索畫面

日文舊籍臺灣文獻聯合目錄檢索畫面

臺灣文獻資料聯合目錄檢索畫面



紹臺灣、政府機關及研究單位的網站、書目資料

庫、電子文獻、臺灣大事歷史、臺灣報紙、臺灣方

志、臺灣檔案、臺灣人物及種族、臺灣地圖及古

名、臺灣統計資料、臺灣族譜、臺灣照片與圖片、

其他組織團體、地方文史工作室及相關網站，各類

主題下均有許多相關之資訊網可供連結，本部分可

由館員持續搜尋新增相關網站以提供更多有關臺灣

的人、事、時、地、物等相關資源。

四、未來展望

目 前 圖 書 館 界 正 倡 導 「 機 構 典 藏 」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簡稱 I R）的觀念（註

2），而國內外圖書館正如火如荼地對其獨特與珍貴

的資產予以數位資訊化處理，以保存這些珍貴資

源，由於臺灣文獻的來源愈來愈多樣化，讀者應懂

得利用各館所開發的資料庫以激發更多創意。

本館現所規劃之「臺灣文獻資訊網」便以保

存臺灣文獻為使命，館內目前 4個資訊系統，除

「臺灣資料剪報系統」可提供全文的影像，適合作

為中小學鄉土教學查詢教材的資料，其餘系統大多

為書目指引性的資料庫，為了更能方便讀者資源的

蒐集，未來應持續就本館珍貴的資產進行數位化或

專題性主題之開發，例如將日據時代的臺灣舊籍圖

書、臺灣早期各階段之古地圖（如：臺灣堡圖）或

地區性古地圖、本館建館 9 0多年來相關之歷史資

料、照片檔案、出版品、同人發表著作與論文、研

究報告、人物傳記、大事紀等各類資源均可加以整

理而分別發展為國立臺灣圖書館之專題性資料庫，

提供後世有關臺灣歷史及本館發展之變遷資料，將

臺灣資源推展至國際舞臺；或與其他相關典藏單位

進行館際資源合作；同時「臺灣文獻資訊網」亦可

設置網上討論群，提供讀者有臺灣研究問題的討論

與諮詢之空間，請專業研究人員提供指引和回答，

並加強推廣臺灣文獻資料庫，使該批深具臺灣文化

特色之資料裨益學術研究之推展，藉此將臺灣研究

相關文獻資源未能有效整合，這些都是本館未來進

一步發展的努力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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