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公道」變得很藝術，好像也只有鄭�雄教授

的行政歷練與學養，才能夠讓編訂工作如期地推動

與完成。

從一開始就參與編訂工作的吳冕璃老師，時

已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退休，吳老師是本案的模範

委員，開會前的功課準備得最認真，加上編目理念

的清楚、實務的熟稔，往往在議論中，很快地就有

了定論。盧秀菊教授與陳和琴教授也是忠實的館外

委員，在她們的專業力助下，詞表的編訂工作變得

更具學理與可行。

3. 本館3位專業資深圖書館員的經驗傳承

詞表出版之際，自始就參與編訂工作的李莉

茜主任業已榮退、黃莉玲編輯因身體不適也申請退

出公職，出版茶會後江�瑛主任也在 2 個月後榮

退。在編訂過程中，她們戮力不懈地參與每一次討

論，本詞表的編訂出版，蘊含了她們畢生二、三十

年的編目功力，本書可謂其公務生涯的最後力作，

也是圖書資訊組織規範研訂薪傳的典範。（圖9）

4. 持續的修訂才能使《中文主題詞表》發光發熱

《中文主題詞表》的適時修訂出版，有助於對

於日益龐雜的圖書資源，進行有效的組織與利用。

惟處於網際網路時代，學科發展日趨快速，必須持

續進行修訂，以保持類表與詞表的新穎性，方能符

合圖書館的實際需求。

分類法與主題詞表的修訂工作，除了有賴圖

書館館員於平日工作中細心發掘外，更需要各類學

科專家的協助與支持，因此，常態性的修訂機制應

該於最短的時間內建立，並提供足夠的支援。

七、結　語

費時 6年多，自民國 8 8年1 0月起至 9 4年1 0月

底止；動員了上百人，包括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政

治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及

本館等 5所圖書館，以及學科專家、圖書館館員等

人參與協同編訂。在開了 4 0 8次的會議後，總算讓

這部收錄主題詞2 3 , 1 6 2筆（其中主表 1 9 , 11 0筆，正

式主題詞 1 6 , 9 3 9筆，非正式主題詞 2 , 1 7 1筆；附表

4 , 0 5 2筆）的我國圖書館界重要的主題分析規範工

具得以出版，成為圖書館從事文獻標引工作時，顯

示文獻內容，類聚同一主題文獻，提供讀者從語詞

途徑檢索文獻功能的重要工具書。

《中文主題詞表》的編訂完成，代表著「標題

詞」時代的結束，也是開啟了國內圖書資訊組織採

用「主題詞」新紀元的開始。有關詞表的理念推

廣、普及使用、解釋說明、增補新詞、刪除舊詞、

修改調整等宣導、維護工作等正要接著展開，我們

期盼國內能有更多的研究人力投入在詞目的研訂工

作上，使得《中文主題詞表》日趨成長、碩壯。

主題詞表的編訂是無法盡善盡美的，也無法

盡如人意的，往往需要透過群策群力才能適時加以

修正，以符合時代的需求。我們只能說：「美好的

一戰，我們已經打完了！」

《中文主題詞表》的出版應是另一階段的開

始，《中文主題詞表》編訂目的，就是要接續《中

文圖書標題表》，成為我國圖書館進行中文館藏資

源主題分析時的重要作業規範。

建立一個「動態」的主題詞表，是我們的期待。

後記與致謝：本著留下《中文主題詞表》研訂紀

錄，做好機構知識管理的心情撰寫本文，行文間編

訂過程時反覆探究、論辯熱烈的場景不斷浮現，無

論是國圖小組委員、館外館員、學科專家、醫生都

無私地付出，只為了完成詞表的編訂，這些都是專

業倫理的實踐，高道德操守的表現，在此深深地向

她（他）們致意。撰文時試著記錄每個階段的歷

程，謹慎地怕遺漏或弄錯參與編訂者的姓名，因此

要感謝珍蘭在編訂文獻的翔實記錄與保存，才能讓

這篇「回憶錄」順利完成。

12

眾志成城——記《中文主題詞表》的編訂出版（下）

︻
館
務
報
導
︼

國家圖書館館訊 96 年第1期（民國 96年 2 月）

圖9 《中文主題詞表》最後一次編訂會議合影。
前排左起：江�瑛、李莉茜、陳友民，後排左起：
嚴鼎忠、賴珍蘭、錢月蓮、黃莉玲、簡秀娟。



一、前 言
為配合教育部「 2 0 0 6年社教機構終身學習系

列活動：臺灣好 Yo u n g享看、享知、享做──閱

讀，Yo u n g視界」，並推廣教育部明訂施政主軸項

目之一的「走讀臺灣」系統及「臺灣記憶」、「臺

灣概覽」等系統，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規

劃舉辦「映象臺灣圖片展」。此項活動的指導單位

為教育部，主辦單位為國家圖書館，協辦單位則包

括臺北縣立圖書館、臺中縣立文化中心、高雄市立

圖書館及花蓮縣文化局等單位。以結合縣（市）立

圖書館（文化中心、文化局）共同舉辦多元的活動

與展示，增進民眾對鄉鎮歷史、人物、古蹟、產

業、景點、地圖、動植物生態、地形地質及延伸閱

讀相關圖書資訊，提供全民便利的終身學習的知識

內涵。

本項展覽於民國 9 5年9月1 5日起至 11月1 9日

止，分別在臺北縣立圖書館、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高雄市立圖書館、花蓮縣文化局等地巡迴展出。首

場於9月1 5日在臺北縣立圖書館熱鬧開幕，首先由

臺北縣新埔國小學生表演精采的舞蹈，本館莊芳榮

館長、臺北縣政府李鴻源副縣長均蒞臨致詞，另文

史學者莊永明先生現場介紹部分展出照片的背景，

與會貴賓包括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柯正峰館長、臺

北縣政府文化局唐連成副局長、臺北縣各國中、國

小校長代表及本館各單位主管等120人參加。

二、展覽內容

展覽活動之規劃，經俞小明主任和承辦同人

經過多次討論後，確定呈現豐富多元的內容。

（一）「館藏日治時期明信片精選展」

本次展覽特別選自本館館藏 4 , 0 0 0多張明信片

中，精選 1 , 0 0 0張，年代橫跨 2 0世紀前半葉，主題

涵蓋：臺灣情調、原住民風俗、臺灣博覽會，另屬

於地區的地方文物、建築景觀及地方產業活動。這

些明信片的出現與流通，除了具備通信的功能，從

文化的角度來看，一方面反映著過去殖民統治者眼

中的臺灣形象，以及他們對經營臺灣社會的定位，

透露日本政府視臺灣人「非我族類」的特殊心態；

另一方面，透過差異性的比較，反而讓臺灣人逐漸

找到本土風土與文化的特徵，昂然獨立於世界。今

日我們得以藉著明信片圖像的閱讀，一覽臺灣百年

風華。

（二）「臺灣老照片徵選活動」獲選作品展示

透過老照片的徵集，捕捉舊時臺灣住民的生

活點滴，及重構臺灣歷史風貌，從影像中回首往

日！作品內容與臺灣社會生活、地方產業、建築景

觀及原住民族等主題相關，具歷史意義之老照片或

日治時期風景、美術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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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珍寶首度下鄉
——映象臺灣圖片展
簡家幸　國家圖書館閱覽組組員

林明怡　國家圖書館閱覽組書記

莊芳榮館長於「映象臺灣圖片展」開幕式致詞



（三）「神探福爾摩沙網路遊戲」專區

以益智解謎方式，活潑運用有關「臺灣記

憶」、「臺灣概覽」、「走讀臺灣」3系統的知識內

容。建置一個以互動式 3 D為主的電腦遊戲串連 3

個系統的知識內容，讓參與活動的民眾透過親子同

樂、益智解謎及偵探推理的遊戲方式，增進民眾對

臺灣原鄉之美、人文史地與風土民俗的認識，達到

寓教於樂的目的。

由於遊戲主要訴求對象為中小學生，為了提

高遊戲的娛樂性，除了規劃以 3 D的立體造型作為

主要的場景與遊戲內容設計之外，也採用角色扮演

的遊戲方式，設計多個造型活潑可愛的遊戲角色，

讓參與遊戲的民眾親自扮演有如「柯南」般的小小

偵探，深刻體驗跨越時空藩籬的臺灣原鄉之美。

三、展覽的教育意義

這項展覽著重於知識與閱讀的推廣，希望建

立不同於一般文物懷舊展的格局，打破圖像展覽只

能發思古之幽情的侷限性，更進一步發揮整體在提

供教育素材、建構知識，以及延伸教育利用之目

的。

（一）歷史教育：記錄時代記憶，將過去人眼中的

臺灣形象、社會百態、宗教、產業、軍事、

政治、都市變遷、庶民生活等，縮影在明信

片方寸之間。另在徵集老照片與明信片方

面，共有 1 , 0 0 0餘張照片參與徵集，特自其

中挑選 8 8張，取得授權，希望能喚起民眾對

於家族史與臺灣歷史的關懷，建立文物保

存、社會共享的觀念。

（二）地理教育：本次覽明信片有許多臺灣山川河

流與動植物的寫真，如臺灣八景、四大林場

以及臺北、臺中、高雄、花蓮地區的地方知

識。

（三）美術教育：日治時期明信片分為風景明信片

與美術明信片，他們的著色與構圖，受到當

時歐陸美學與映象派的影響，有的呈現濃烈

的熱帶風情；另外也有受日本傳統繪畫的影

響，呈現膠彩畫嚴謹、精確、細緻、溫柔敦

厚的畫風。

（四）道德教育：日治時期的臺灣曾經是乾淨、重

秩序，而且注重人倫秩序的社會，本次展覽

有不少是描述平地人與原住民的家庭生活寫

真，其畫面充分表露出這種氛圍。另外，

1 9 3 5年中部清水、石岡、豐原大地震的圖像

也能讓人感受到生命的可貴與患難時的人性

光輝。

（五）族群教育：將原住民正面的形象與豐富的文

化內涵呈現，使具有原住民血統的國民增加

自信，也讓其他族群能夠透過賞析的過程，

進一步認識原住民尚武、純樸、樂觀、才

藝、與自然和諧共處，以及各族群體生活的

獨特社會結構。

（六）性別教育：臺灣女性的性格依偎在傳統中國

與臺灣移民社會之間，本次展出約有 2 5 0餘

張女性寫真圖像，時代從清朝統治後期到

1 9 4 0年代初期，不僅在服飾與姿態上表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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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日據時期明信片精選展」會場一景



連續性的轉變，另外也可以從攝影風格看出

女性逐漸自主的痕跡。

（七）資訊教育：因應時代的需求，過去圖書館強

調圖書典藏，現在更著重於知識的管理與利

用。以本館建置的「臺灣記憶」、「臺灣概

覽」、「走讀臺灣」、及「臺灣研究入口網」

等，融入 3 D遊戲，希望無論是民眾或一般

學生都能夠藉由遊戲輕鬆的娛樂介面，掌握

上述系統的特色與功能。

四、展覽特色

（一）展場規劃與視覺設計，為使展覽會場空間的

布置達到寬敞明亮、美觀大方的原則，展場

設計摒棄平面式的展板呈現，採用木座造型

美觀的組合櫃陳列明信片、老照片，在燈光

投射下，搭配弧形背板漂亮的彩圖輸出，襯

托出會場優雅大方的氣氛。網路遊戲區則採

用木座造型活潑搶眼、舒適溫馨的設計，深

受歡迎。主題牆「展出的話」採用易拉架，

造型呈弧狀，顯得輕巧、優美。由於整個會

場的用心規劃布置，更突顯展場空間的明

亮、優雅、舒適與大方。會場並提供 7部電

腦，供民眾上網查尋「臺灣記憶」、「臺灣

概覽」、「走讀臺灣」3系統的知識內容及進

行網路闖關遊戲。

（二）為增加民眾參加興趣，以提升活動成效，活

動的設計結合豐富活潑的內容，除有獎徵

答、網路闖關遊戲及針對不同年齡層設計 2

種活動學習單及知識大考驗外，另編印內容

豐富的展覽簡介及印製明信片提供民眾蓋活

動章，讓民眾看展覽變得很有趣。同時會場

也提供小型環保袋、木頭造型夾、多功能硬

殼便條本、 L型透明夾、 1 2公分書籤尺等精

美小贈品送給參與活動之民眾，頗受歡迎。

（三）展覽期間配合舉辦 5場專題講座，講題包括

莊永明先生「甜蜜的臺灣古早味」、蘇全正

先生「圖像歷史與常民記憶──圖說臺中縣

鄉土史」、許玲齡小姐「老高雄的風俗節

慶」、邱上林先生「夢中航行──從老照片中

看老花蓮」、潘繼道先生「花蓮縣日治時期

遺跡」等，讓民眾對臺灣本土文化內涵有更

深入的瞭解。

（四）設置展覽專屬網頁，介紹豐富的活動內容及

展覽活動照片，讓未能親自參觀民眾亦能從

網頁上一覽無遺，頗具特色。

（五）會場設置新聞影音專區，主要就國家圖書館

「新聞影音資料庫」，依展覽地點如臺北、臺

中、高雄、花蓮等地區分別選擇1 5至2 0則新

聞，於展覽會場播放當地豐富的新聞影音史

料。

（六）國家圖書館之珍藏首度下鄉，結合多項活

潑、趣味與知性的配合活動成為一個主題

展，讓閱讀與文化貼近民眾生活。同時為不

同年齡層之民眾提供適切學習單，適合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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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提升了民眾參與度，讓圖書館之功能

更加彰顯。

（七）這項巡迴展吸引很多學生及民眾參觀，有關

傳播媒體方面，除電視臺、廣播電臺（如華

視、東森、中天、客家電視、正聲、漢聲、

中廣、警廣、教育電臺）記者報導外，平面

媒體新聞報導達 2 7則，標題如「國家圖書館

珍寶首度下鄉」、「國家圖書館下鄉──分享

豐富館藏」等，對國家圖書館整體形象的提

升頗有助益。

五、結 語

在展覽籌辦過程中，前置作業方面，除展場

之整體規劃如展示櫃、展示架、網路遊戲區之設

計、展品陳列方式、展品之挑選等需費盡心思外，

最困難就是展品的黏貼陳列。這次的展品中明信片

屬於原件，加上老照片也是徵選而來的原件，都是

擁有七、八十年之久的珍貴典藏；為展示所需，這

些珍貴的館藏要貼在展板上供民眾瀏覽，讓所有參

與的工作人員，無不戰戰兢兢，深怕傷了這些珍貴

的藏品，所以我們選擇了無酸的布膠，以最小的面

積將老照片及明信片固定在應有的位置，也就是因

為這樣地處理，又是全省巡迴展出，常因為搬運的

關係，加上原來展品固定的面積太小、不夠牢固易

造成脫落、傾斜，鑒於館藏的安全考量，因此到每

一展場需重新黏貼一遍，我們對於拆卸展板也從一

開始的生澀到熟能生巧，能俐落地拆下展板，將脫

落的展品固定好再裝上。而各縣市協辦單位的人

員，也對本館同人做事效率印象深刻；同時藉此機

會也讓我們見識到各縣（市）立圖書館（文化中

心、文化局）人員，對於舉辦活動之熟稔，從記者

的聯繫到新聞稿的擬訂，都相當地流暢、有經驗，

讓我們受益良多，值得我們多加學習。

此次巡迴展覽，得到極大的迴響，不僅吸引

一般民眾，也引起記者們的高度興趣，希望做更深

入的採訪與報導，更有相關研究者如獲珍寶，對於

本館所建立的臺灣相關文物數位化給予高度的肯

定；最難得的收穫莫過於吸引同為明信片及老照片

的收藏家之參觀與重視，在互相交流下，相信會使

本館的館藏及數位化內容更加充實。由於前往參觀

民眾相當踴躍，參觀人數達 4 5 , 0 0 0人次，深獲好

評。透過這次的展覽，讓本館的珍貴典藏走出圖書

館，直接展現在社會大眾面前，俾便民眾參考與利

用；也讓身為閱覽組從事讀者服務第 1線的我們，

能將服務面從館內延伸到館外，與民眾更為貼近。

希望藉由這次展覽，以促進民眾認識臺灣原鄉之

美，延伸民眾閱讀相關資源，更增進民眾對鄉鎮歷

史人物、古蹟、生態的瞭解。同時引領民眾進行終

身學習，形塑學習型的社會。此外本館也希望將這

些館藏文物圖書，利用數位典藏，以最便利的方式

提供教育單位作為歷史、鄉土、地理、文化教學與

研究方面的素材，並提供學界廣為利用。

後記：這項巡迴展從策劃、布展至圓滿完成，特別

要感謝閱覽組俞小明主任的指導，及黃文德、溫玉

玲、林正美、曾維絢、連家琳等同人的努力付出，

他們的全力支持與協助，讓活動增色不少，他們的

認真與踏實，令人敬佩，謹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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