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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館藏「線裝書資料庫」與「館訊資料庫」的建立  
思考特藏資料整理的需要性與迫切性  

流通組  謝鶯興 

本館「線裝書資料庫」與「館訊資料庫」1自今年 (2011 年 )5 月 9 日更

新資料庫首頁上線迄今 (統計至 2011 年 8 月 1 月上午 8 時 )，「線裝書資料

庫」已有 11650 人次的點閱，而「館訊資料庫」，更有 23545 人次的點閱。

在短短的兩個月內，就有如此高人次的使用，引起筆者進一步思考本館特

藏資料整理的需要性與迫切性。  

「線裝書資料庫」是收錄本館特藏線裝書書目的資料庫，本館線裝書

依其刊刻時代、刊刻地點、書籍來源與主題，略分為：善本書、普通本、

和刻本、方師鐸贈書、徐復觀贈書、周法高贈書、戴君仁贈書、李田意贈

書、張學良贈書、天糧館贈書及孟子書目等類。各書著錄其書名、卷數、

冊數、作者 (含撰、編、注、校 )、板本 (含刊刻時代、刊刻者 )、該書的序

跋作者、藏書印、板式行款、書影與「簡明目錄」 (該書完整「簡明目錄」

的 PDF 檔 )等，間附「按」語，摘錄與該書板本有關的資料或考訂。「資料

庫」提供「書名」、「作者編校者」、「板式行款」三種欄位檢索，及「放置

區域」的瀏覽。  

 

                                                 
1 此兩種資料庫是由流通組賀新持組長情商林宜鈴校友(中文研究所畢業)編撰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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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於物力與人力，目前「線裝書資料庫」僅著錄 338 筆資料，但兩

個多月 (約 80 天左右 )卻有超出 11650 人的點閱 (平均每天將近有 150 人點

閱 )，可以看出讀者想要瞭解館藏線裝書的迫切性，以及外界對館藏線裝書

檢索資訊需求。  

「館訊資料庫」則是收錄從 2001 年 10 月 15 日創刊以來至 2011 年 7

月 15 日的 118 期止，各期的完整內容，總筆數超過 1500 篇。分別著錄該

篇的：「篇名」、「作者」、「卷期」、「出版日期」、「所在頁碼」、「關鍵詞」

及「全文」 (該篇完整的 PDF 檔)。提供「篇名」、「作者」、「關鍵詞」、「卷

期」的檢索，及「最新館訊」與「歷史期數」的瀏覽。  

 
由於「館訊資料庫」在尚未上線提供檢索時，即已逐期著錄，並持續

回溯鍵檔，因此在提供讀者檢索的同時，也幾乎全部建檔完畢，只需補建

每月的新刊而已，所以資料可算是最完整。  

再者，館訊除刊載「館務工作」的各項會議紀錄、各組工作報告及統

計報表外，尚有「鄉土文獻」、「文稿」、「線裝書整理」、「工具書與資料庫

介紹」等專業文稿。所以在「館訊部落格」型態出現時，約 16 個月的期

間內，就有 88719 人次的瀏覽；在「館訊資料庫」上線後的兩個多月中，

也有 23545 人次的使用。可知「館訊資料庫」遠比「線裝書資料」的瀏覽

人次多的原因，與資料庫的內容豐富與否是有絕對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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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檢討此二種資料庫的使用人次多寡的同時，當下即有一個重大問題

必需面對的，那就是如何豐富資料庫的內容？而資料庫內容豐富性與否，

卻又與建檔資料的有無有關，建檔資料有無又取決於資料的整理，即資料

庫內容的豐富是建立在資料的前置作業 --資料整理上。簡單來說，即是館

藏各種文獻是為基本資料，而這些資料要如何彙編成一則則的資訊 (或文

章 )，這些資訊 (或文章 )如何成為資料庫的檔案內容。  

東海建校已邁入 56 週年，累積的校史文獻不知凡幾？據所見，歷年

來幾次編寫「校史」時，編輯群就會重新蒐集 (影印或掃瞄 )一次，在蒐集 (影

印 )的過程中，一方面讚嘆資料的豐碩，一方面感嘆龐大的資料未經整理不

方便檢索。然而在讚嘆、感嘆之餘，終究未能將蒐集到的各種資料加以數

位化，彙編成資料庫，提供校內外人士使用的概念。就以學校的各類「老

照片」來說，前後有數個單位分別從畢業紀念冊或校史中翻拍、展示，卻

未見有人將其數位化後放置在資料庫 (在部份單位的網頁上可以見到翻拍

的照片，但無可以檢索的機制 )，提供校內師生使用。  

「學校出版品」，包含「校刊」、「各系所單位刊物」、「各項會議記錄」

(包括「行政會議」、「校務會議」、「董事會會議」等 )、「學報」 (包括「東

海學報」、「圖書館學報」)及「教職員著作」等。雖然「學報」與「教職員

著作」在本校「機構典藏」中已經有部份可以檢索得到，但內容尚闕如，

是否有需數位化 (還是需考慮到著作權問題)，以利讀者的檢索瀏覽？就「校

刊」而言，從 1957 年 10 月 1 日創刊以來，也有 54 年了，大都為紙本發

行 (近些年的校刊採取紙本與電子版同時發行 )，想要尋找早期的學校訊

息，仍需逐期的翻檢。而「各系所單位刊物」皆為紙本，期數不一 (大都非

完整的收藏)，代表著不同時期不同單位的面貌。然而，這些「刊物」仍未

重新打字整理或掃瞄鍵檔，無法提供檢索。  

圖書館的特藏資料，光是線裝書就有五萬多冊，但尚未完全鍵入館藏

檔 (館藏目錄 )中，以致 T2 系統的館藏檢索未能全面檢索得到；再者，館藏

資料的著錄，基本上是著錄書名、卷數、冊數、作者、板本，對於線裝古

籍的使用者而言，這些訊息仍是不足的，若能著錄該書序跋名稱及作者、

板式行款、書影，甚至是刻工或序跋中有關該書刊刻的資料等，在遠端的

讀者即可藉由這些簡單資訊，瞭解到東海所藏的與他手中所擁有的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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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再決定是不是有必要到東海來比對實物。  

又如陳維滄校友所捐贈的數千冊「華文雜誌創刊號」，如果能將各雜

誌的封面、目次、發刊辭掃瞄鍵檔，對雜誌發行、創刊宗旨與時代的變遷

等研究，當有莫大的助益。  

基於上述的考量，在奉組長指示規劃「虛擬校史館」網頁時，即思考

如何將館藏各項校史文獻的資料，逐一掃瞄或鍵檔，以 PDF 的型態加上檢

索點的方式，提供檢索。首頁規劃：「簡介」、「校史」、「老照片」、「文獻

區」、「名人錄」、「歷任校長」、「歷任董事長」、「歷任董事」、「校長的話」、

「畫說東海」、「東海特藏」等欄位。 

 

各欄位下再細分成數項，如「文獻區」細分為：「早期文獻」、「單位

文獻」、「圖書館文獻」、「董事會議紀錄」、「校務會議紀錄」、「行政會議紀

錄」、「教務會議紀錄」、「學務會議紀錄」、「勞教會議紀錄」、「圖書館日誌」、

「管院分館紀事」、「東海學報」、「東海校刊」、「圖書館館訊」等項目。這

些內容，有需要掃瞄、鍵檔的，有需要藉由網路連結的，由於尚屬初步構

思與鍵檔階段，也無人力的支援，筆者僅能利用工作空檔一筆筆處理，邊

思考如何修正，以期能滴水穿石、積沙成塔。當然，如果有經費或人力 (最

好是熟悉文獻蒐集、分類及整理的 )，配合會撰寫資料庫的人員，編撰資料

庫 (或重新編寫更理想的網頁 )以供連結檢索，將迫切性化為行動，一切就

不是紙上談兵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