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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參加 2008年第 60屆亞洲研究學會書展

國家圖書館與聯經出版社以及國內文化資訊科

技相關廠商大鐸資訊、凌網科技、漢珍數位圖書

公司等單位在外交部以及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的贊

助下一同參加 2008年 4月 3日至 6日在美國喬治
亞州亞特蘭大市 Hyatt Regency飯店舉行的 2008年
第 60屆亞洲研究學會年會書展（攤位 57-60），向
與會學者以及同時於此時舉行年會的東亞圖書館館

員介紹新書資訊，增強臺灣圖書外交之重要性，

有效宣揚台灣文化。

本館本此代表出席 AAS年會，計有交換處主
任蘇桂枝、期刊文獻中心副主任林淑芬以及漢學

中心王玉琴小姐等三人，分別在國家數位典藏海

外推廣計畫以及學會的協助下成行。對此次結合不

同單位共同推動圖書資訊的成效咸認為達到聚焦效

果，也頗得到學者與各東亞圖書館館員的肯定，

相關效果如次：

1、聯合參展，提高能見度
本次結合學界、圖書館界、圖書資訊科技

界一同前往辦理書展以及數位系統之介紹，提供

深度廣度之知識平臺，誘導學者專家對臺灣文、

史、哲以及社會科學發展現象之研究，提升臺灣

之國際能見度。

2、國家圖書館扮演圖書外交
國家圖書館一向代表本國與國外圖書館交換書

刊，尤其與各國各校之東亞圖書館往來密切，由現

場對政府出版品的認同與對辦理書展的支持可見這

項業務代表圖書外交的意義。另外，國圖去年始參

加 OCLC中文書目上傳計畫，品質之好，獲得出
席該次會議館員的肯定，造福諸多東亞圖書館。

3、漢學中心經營有成
多位曾經獲得漢學研究中心補助計畫到臺灣進

行研究的學人，見到國圖的攤位以及有關漢學中

心的服務資料，彷彿回到娘家，興奮之情溢於言

表，並簽名且留下名片，請託問候相關同仁。對

展示架上的《漢學研究》與《漢學研究通訊》，更

是讚賞有加。

本此聯合參展可說是成功的呈現臺灣出版品與

知識資料庫豐碩成果，更加強與 AAS學者以及北
美東亞圖書館界的互動關係，而外交部與駐亞特

蘭大臺北文化經濟辦事處的協助與關懷給予這次的

行程更圓滿的結局。（出版品國際交換處）

交換處蘇桂枝主任（右四）、期刊文獻中心林淑芬副主任
（左二）以及漢學中心王玉琴小姐（左三）與各資訊科技
公司代表合影

漢學研究中心學人艾皓德（Halvor Eifring）教授（左）、
崔美花（Mihwa Choi）教授（中）參訪本館攤位並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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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舉辦海外圖書館員來臺
古籍修護研習活動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增強本館人員

圖書館管理及服務等專業新知，汲取國際知名專

業人士精闢見解，並落實與海外交換單位人員交

流（含演講、研習）機制，加強雙方瞭解，促進

業務發展，以及提高合作之層面，乃於 2007年 7
月 16日通過「國家圖書館邀請海外圖書資訊界專
業人員交流計畫（96-98）」。

由於越南國家圖書館典藏豐富的漢喃研究等古

籍資料，但因缺乏妥適保存條件，書況不佳，且

缺乏專業修裱人員，無法進行修護；因應數位化

之需求，亟需進行數位化前之修護工作。此外，

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負責古籍管理的高柏

（Koos Kuiper）先生亦有意多瞭解古籍修護，本館
於是於 5月 5日至 25日安排三週研習課程，除古
籍修護外，也安排重要服務系統介紹。

研習課程兼顧理論暨實務面，為讓三位館員

多學習不同類型、不同書況之資料的修護方式，

除由本館特藏組安排修裱專家林茂生先生講授古籍

裱褙修復課程外，並商請臺灣分館楊時榮先生規

劃為期一周的修護實作；另外，也安排國內重要古

籍、檔案典藏單位之參訪，包括：臺大圖書館特

藏組、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人文社會科學聯合

圖書館、中國文哲研究所、國史館檔案修護室及

故宮圖書文獻處。由於本館事前密切聯繫，各單

位均有相當豐富之準備，學員在古籍修護知識及

技能提升上精進許多，可謂滿載而歸。

為藉此與海外圖書館員交流，相互學習觀

摩，充實專業知識，提高服務品質。研習期間本

館也分別安排一場專題演講及座談，由高柏先生

主講「萊頓大學中文古籍的早期藏書歷史」，介紹

自 17世紀至今該校重要中文古籍徵集入藏源流。
另外，在研習最後一天之交流座談會中，兩位越

南館員除表示感謝及收穫豐碩外，也分享研習心

得，其中一位館員並簡介越南國家圖書館之概況。

本次邀訪同道來臺研習交流，不但行銷本館

專業國際形象，且聚合國內相關單位資源，建立

日後相關研習跨單位合作之模式，是一個成功的

經驗。（出版品國際交換處）

黃寬重館長（右）接見研習學員

研習學員參訪國史館，葉美珠科長（左二）親自解說檔
案修護

研習結束後，學員與宋建成代理館長（前排右二）及同
仁合影

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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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大師斯波義信訪臺演講 -
日本政府對人文學科研究與教育的資助

如何讓人文與科技結合，是近年來學界熱烈討

論的議題之一，教育部為厚植高等教育在人文社會

的教育及研究，一方面在五年五百億計畫補助大學

的經費中，明列人文研究為補助與考核的重點，另

一方面則從 2007年開始，擴大了人文社會科學相
關領域計畫的規模與面向，期以開啟我國人文社會

研究與教學的發展新氣象。

這個新氣象，不但要從臺灣出發，更要著眼世

界。因此，從 2007年底，教育部即著手邀請美、
歐、日等多國著名的專家學者訪臺發表演說，並與

國內學界人士進行雙向溝通，希望引介先進國家對

人文教育與研究的理想和作法，提供國內學界作為

觀摩。首位邀訪的學者，哈佛大學前文理學院院長 
Prof. William Kirby 在 2007年 12月來訪，針對哈佛
大學通識教育改革歷程發表了一場精闢的演說，為

本活動揭開序幕。

本館館長黃寬重原擔任教育部顧問室副主任，

對此一計畫的推動不遺餘力，為凝聚國內人文學界

的團體力量，並逐步落實大型人文學科計畫的進

行，則在今（2008）年特別邀請日本學士院會員斯
波義信教授（Professor Yoshinobu Shiba）（以下簡
稱斯波教授）訪臺舉辦兩場學術演講。首場於 4月
16日假交通大學，以「海洋史的效用」為題發表演
說；隨後於 4月 18日蒞臨本館針對「日本政府對
人文學科研究與教育的資助」的主題，以日文發表

演講。這場演講由漢學研究中心與教育部顧問室共

同承辦。斯波教授從日本政府過去三十年來，針對

重要的人文研究計畫如何提供長期且巨額資金的補

助談起，與我們分享他長期致力推動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計畫的成果與心得。

斯波教授，1952年取得東京大學文學博士，
是戰後日本第一位得到中國史博士學位的學者，專

精於東亞貿易的歷史研究，堪稱是中國經濟史研究

的學界泰斗，歷任大阪大學教授、東京大學東洋文

化研究所所長及日本最大的亞洲研究圖書館「東洋

文庫」理事長。除了爲數頗多的研究論文外，其專

著《宋代商業史研究》、《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中

國都市史》、《函館華僑關係資料》等，素爲國際漢

學界所推重。2003年獲選為日本學士院會員。
斯波教授從事教育、研究工作超過四十年，

曾經擔任過許多研究計畫的主持與評審，對於學

術研究專題的籌組擘畫，具有長足的經驗。此次

受邀訪臺，主要即以其在日本學界多年來從事

專題學術研究的經驗為基礎，介紹日本文部科學

省、日本學術振興會（JSPS）近年來如何提供人
文研究教育的贊助、資助，尤其是對學界所提出

需要特別支持的重點研究計畫（或名為：特定領域

研究）給予長期、定額資金的協助，與臺灣學界

進行雙向交流。

依據斯波教授的觀察，日本政府對於人文學

術研究的贊助自 1970年始有所變化，尤其日本學
術振興會（JSPS）偏向重視、協助「重點領域」
研究。所謂「重點領域」則需符合以下條件：一是

先端或國際性領域；二是區域、全球化領域；三是

因應社會需求的領域。隨後，1990年代開始，則
是一面將舊有大規模之大學（九帝大）的學部改組

成為大學院研究科和大講座制，然後增加講座費

用，提高人事運作的彈性；一面則是進行國立大學

法人化，將現有的 161個單位精簡合併為 97個法
人機構。此外，諸如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

國文學研究資料館、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總

合地球環境學研究所、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等所謂

「人間文化研究機構」的研究資源採共有共享制，

成立「研究資源共有委員會」，提供（贊助）現代

中國研究、現代伊斯蘭研究。這些轉變，促使日

本的人文社會學術研究態勢由原本單一學科的主題

式研究計畫轉進為大規模、跨學科的區域研究。

而斯波教授正是參與此類跨學科式大型研究計畫的

重要學者之一。目前日本政府提供鉅額經費挹注人

文學科區域研究計畫較為人知的是「東亞海域交流

與日本傳統文化的形成；以寧波為焦點」。這個計

畫始自 2005年，研究期間長達五年，每年可獲得
日本政府 1億日圓（相當於新台幣 2800萬元）的
研究經費。此外，日本亦相當關注中東地區及回

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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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文明的發展，最近幾年政府投注相當多的人力

及財力，從事相關領域的研究。由此可以看出，

日本政府對於人文社會學科研究的支持，實值得

我們借鏡參考。

回顧臺灣過去的學術研究生態，一直是理工

掛帥，科技優先。唯近五年來已有一些可喜的轉

變，其中除了對臺灣的文化、社會及歷史進行深

入、多元的研究外，對人文及社會科學投入的心

力與資源，更是超越以往的規模；再者，即是

擴大視野，開始關注本國以外的世界之歷史與文

化，並且逐步展開研究，顯見臺灣高等學術研究

已面向國際、放大格局。斯波教授的演講為臺灣

人文學界研究掀開新頁，未來的發展則期許政府

能做為支持、推動的穩定力量，相信臺灣的人文

社會學的研究成果定然會更堅實、豐饒。（孫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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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務簡訊

2008年第 16屆臺北國際書展報導—
「閱讀古早‧悅嚼越好」：The More You Taste 

of Yesteryear, the More the Flavor Lingers

2008年第 16屆臺北國際書展於 2月 13日至 2
月 18日舉行，國家圖書館今年特別假綜合書區設
置攤位，展場佈置以「臺灣古書契」、「臺灣老照 
片」及「臺灣版畫與老地圖」為正面主要焦點，

展示國家圖書館珍藏的許多早期有關臺灣圖像資

料，讓民眾欣賞之餘彷彿走進時光隧道體驗古早

味的臺灣之美。兩側看板則為從臺灣圖像資料中精

心挑選編輯成的圖集書影。

「閱讀古早‧悅嚼越好」說明了本館館藏是

涵蓋了古今中外所有研究價值的資源，尤其近幾

年對具有史料價值的臺灣研究資料如手稿、老照

片、老地圖、明信片、版畫、古文契書、地方

志、家譜、碑帖拓片等都盡力多方蒐集，值得一

提的是國家圖書館共蒐藏了 2600餘件古書契，
絕大部份是民間的契字文書，另有一些官方的告

示，及約 8,000種家譜資料、4千多張日治時期所
發行的風景明信片、全套 1171期愛國獎券；並經
由與國內外圖書館及典藏單位數位化合作的方式取

得重製品或使用授權。入藏資料除進行系統化整

理、組織及數位化外，若無著作權疑慮的，並置

放本館網站提供民眾瀏覽及參考利用。書展展場並

重點展示有關臺灣圖像資料之系統。

本館展售的出版品種類雖不多，但量少質精

頗獲好評，其中《日治時期的臺南》、《日治時期

的臺北》、《影饗：臺灣老照片圖集》、《臺灣研究網

路資源選介》、《中文電子資源編目》、《以古通今：

書的歷史》、《臺灣地圖出版目錄 . 2000-2006》、《欲
掩彌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CD-ROM）》
等書也受到好評。為使參觀民眾瞭解本館出版品

特色，編印《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選介》（Selected 
Publications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中英文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