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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雅勛

今（93）年初圖書館工作會報通過「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同仁業務觀摩見習交流實施辦

法」，目的在於促進同仁對館內他單位業務之瞭解，提供短期實地觀摩見習機會，活絡工作交流

管道，以激發單位間正向主動之工作熱忱。為響應館方的美意，筆者申請本館第一次施行的觀

摩見習，希望自已在本分館工作邁向第九年之時，去接觸一個全新的工作環境，體驗臺大大家

庭的專業與溫馨。

這一連串的經過都有勞館長室、特藏組及本分館同仁們的協助才讓我能夠順利的到特藏組

觀摩見習。首先館長室協調兩邊人事單位差勤管理的問題，特藏組安排業務指導，本分館同仁

協助處理筆者業務（雖依辦法由館方支援一名全日工讀生承擔解決，但實際上工讀生能夠處理

的工作有限），所以非常感謝主任及同仁的協助，讓我能夠很放心的到特藏組展開一個月的見

習。這一個月特藏組梁主任給我許多接觸各方面的業務的機會，同仁們非常友善、熱心與耐心

地指導我，在這裏的一個月就像一家人一樣，讓我感覺很溫馨。期望此次見習活動對特藏組的

日常工作不致造成干擾與負擔，快樂學習特藏組同仁對特藏資料整理的專業與數位典藏的經

驗。

到特藏組便要對特藏資料作一基本了解，本校前身為日據時期之「臺北帝國大學」，其設立

宗旨是以臺灣為中心，主要研究對象包括華南、臺灣及南洋地區，故於設校初期便建立極具地

域特色之講座與研究所，從事華南、臺灣及南洋地區有關歷史、自然、產業、資源等各方面之

調查和研究；因此本校對於相關資料的收藏或研究成果，堪稱臺灣及東南亞研究之重鎮。（註1）

其中臺灣資料舊籍數量龐大（包括「淡新檔案」、「岸裡大社文書」、「伊能文庫」等為最為重

要），因此對於「臺灣資料」的蒐集與整理，以兼顧資料的質與量為要求，希望達到居於「臺灣

第一、亞洲領先、世界第一」的目標。在特藏組我看到同仁對於珍貴典籍的愛惜之心，也唯有

如此這些珍藏才能以最好最適合的方式去整理與保存，讓後代子孫也可以看到這些珍貴典籍的

原貌。為了兼顧珍藏典籍的保存與使用，所以將這些資料數位化，可避免原件的調閱，減低資

料受損的可能，也方便讀者運用現代科技快速檢閱所需資料。

觀摩見習時梁主任特別讓我參加「臺灣大學典藏數位化計畫」的月會，又適逢有外校來參

訪典藏數位化計畫，使我有機會見識到這個計畫。「臺灣大學典藏數位化計畫」為「數位典藏

國家型科技計畫」九個示範性機構計畫之一，並分為七項子計畫：臺灣文獻文物典藏數位化計

畫、臺灣大學植物標本典藏數位化計畫、臺灣大學昆蟲標本典藏數位化計畫、臺灣大學地質科

學典藏數位化計畫、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典藏文物數位化計畫、臺灣大學動物博物館典藏數位化

計畫、臺灣大學數位典藏技術研發計畫。子計畫一擬於五年內將淡新檔案、伊能嘉矩手稿、臺

灣古拓碑、岸裡大社文書、臺灣舊照片資料加以整理後數位化，並建置資料庫，以達到典藏珍

貴文獻且能提供讀者使用的目的。子計畫一至六均以個別珍藏文獻文物為建置主題，子計畫七

則提供技術支援，目前聯合目錄已有初步雛型。此外亦計畫建立知識管理系統，藉由分析計畫

團隊的組織，知識類型、知識整理的方法，知識被分類、組織與儲存的方法，如何應用這些知

識及其需求，期望透過質性的研究解決本計畫實務工作中的問題。

在外賓參訪的過程中，筆者了解進行典藏數位化時，可能影響資料庫運作的因素，均應事

先加以考慮並作妥善規劃。因此數位化作業的前置作業，例如為各種不同類型資料選擇適用的

掃描機器；為建置資料庫而訂定適用的檔案命名規範；建置完整的Metadata；工作規範的制定；

儲存媒體之維護；保存數位化檔案所必要的環境控制與設備等。完善的前置規劃，才能確保數

位化計畫得以順利達成。目前已有文獻可供數位化時參考，所以外賓參訪所欲了解的是實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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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以及遭遇的困難。

依據特藏組的現況與經驗，僅提供以下幾點建議供本分館參考：

一、提供適合珍貴典籍存放的空間與環境，四樓閉架書庫未來空間規劃上可以考量作隔間，專

門放置最珍貴的資料，放置原件資料的櫃子或盒子，建議使用梧桐木，這是特藏組洪編審

赴日考察的建議。環境首次要做薰蒸，未來要入藏的資料都要先經過薰蒸處理。

二、向擁有這些典籍的人士遊說（說明館方對珍藏的處理方式），使其能夠放心將珍藏捐贈給圖

書館，或者在經費許可的情況下去蒐集這些資料。

三、年代久遠、脆化或裂損資料的西文珍貴資料原件，可能目前無法修裱，可於薰蒸後，先用

無酸紙包覆，再用棉線綁住，或直接放入無酸紙帶中，以保護資料不遭磨損或散失。

四、請專家學者挑選珍善本典籍，可依資料的珍貴程度分級複製與保存，複製的方式有影印、

拍攝微捲、數位化（視資料情況選擇直接掃描或先拍攝成底片再掃描底片或微捲再掃描

等），既達到保存的目的，又提供複製品供閱覽。如果是選擇數位化，便要一併考量建置

Metadata，檔案命名等。關於文獻典藏數位化的實務與技術的細節，洪淑芬編審已有專書專

文作十分詳盡之介紹與說明。

五、讀者欲申請影印之閉架資料，依資料珍貴程度與保存狀況決定是否提供影印，較常用之珍

貴舊籍可提供影印本供讀者使用，如有珍罕本、孤本則不提供影印。特藏組可能藏有醫學

方面珍貴舊籍是本校區所無或全套不全者，應可向特藏組申請一份複製品，以便讀者使

用。此外，總館進行數位化時，如本館也有相同主題的珍貴資料，例如:臺灣舊照片，似可

納入其中。

六、特藏組所藏之畢業紀念冊限本校校友（持校友證）與在校教職員生使用，為免於涉及隱私

權及個人資料保護問題，使用者非徵得本人同意，不得影印複製。因此，本分館所藏此類

型資料之管理與閱覽相關規定似可再研議。

七、特藏組是兼具技術服務與讀者服務的單位，由於特藏是臺大圖書館的特色，所以許多外賓

到臺大圖書館是絕不能錯過特藏組，導覽方面，由特藏組館員介紹特藏資料，多位館員具

有流利的日英語能力，且在英語導覽上，還作成「範本」有助於新進館員在導覽上的訓

練。

感想
近幾個月以來，特藏組的股長帶領著組員每個星期都到舊研圖抽書，出發前要全副武裝，

穿實驗室白袍，帶手套，到舊研圖門口戴口罩，我參與的那天戴了N95口罩，進去後覺得透過窗

外陽光看到裏面的空氣灰濛濛的，在沒有空調又全副武裝的情況，每個人都汗如雨下，兩個半

小時後回到特藏組，不僅白袍髒了，連戴上N95口罩的鼻孔也是黑的呢！

歷史學、圖書館學、資訊科學與檔案管理學的知識及外語的能力，將有助於整理特藏資料

時更為得心應手，而特藏組的同仁就融合了這些優勢，所以在這方面特藏資料的整理與保存，

不論是中、日、西文善本書的整理與手稿資料（含書畫作品、書信、著作手稿、證件、剪報、

相片都列入整理展覽與蒐藏）等，都能領先國內圖書館。

臺大校園景觀很優美，見習這個月正好是春暖花開之際，走在校園中令人心曠神怡，總館

旁的舟山路有很大的改變，小橋、水池、野鳥、鮮花交錯著美麗的景緻，是我這個月必走的行

程，很高興有機會與總館的同仁們一起工作，感受不同的環境與工作性質，在總館與分館工作

的同仁都很努力與優秀，希望往後同仁們可以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必然可以有全新的體驗與

感動。

註釋
1.「特藏組網頁資料」，<http://www.lib.ntu.edu.tw/spe/taiwan/readme.htm>（August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