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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時代的古籍進化論研討會」心得報告 

流通組 謝鶯興 

一、前言 

「大數據時代的古籍進化論研討會」是希望透過邀請學者，提供個人運

用大數據時代的「海量古籍資料庫內容，用傳統無法達到的研究方法，讓證

據說話，並擴大研究者的空間與視野。」以研究者的「基本素養，加上大數

據時代的古籍知識礦場探勘應用，佐以自己的創新思維」。黃一農院士「認為

大數據的時代足以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開創一個學術黃金期。」(以上引「會

議緣起」語)  

基於會議「緣起」所揭櫫的概念，身為館藏古籍整理的工作者，引發莫

大的興趣，而參加這個研討會。 

二、議程及各場次內容概述 

 

本議程共邀請五位學者，分就他們個人使用資料庫的經驗以及認知，提

出他們的見解或觀點。 

1.衣若蘭教授「『隱藏版』的史實：資料庫的使用與侷限」，首先揭開在資

料庫使用的歷程，及其發現的侷限。以她曾研究的課題：「明清旌表節婦的變

化」為例，從關鍵字的取得與搜尋，感受到資料庫的侷限，認為研究者需配

合自身對於文本的閱讀與史料的翻覽，才能搭配資料庫的檢索機制取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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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強調進行研究時，切莫以資料庫的檢索結果即輕易地認為是唯一的答

案的基本觀念。 

2.黃一農教授「e 考據與文史研究的新機遇：以查索古代詩文之用典為

例」，說明他嘗試深入學習該如何融通治學方式與數位研究工具，進而歸納出

幾種有效且快速的操作程序，在研究實例中，從：「『蜍志』之用典」、「『呂袋』

之用典」為例，提出 E 考據的主要精神並非只著重在搜尋，而是幫助文史工

作者直接且迅速地與大量原典對話，以從事度學習，以及還要懂得隨時善用

大數據的環境去充自我，在覓得重要材料時，要再去瀏覽該文獻的其它內容，

以積累並擴展從點狀到面狀的知識；提出在大數據時代我們所缺乏的不是資

料，而是對資料的敏感度、解析力與整合力。這種對「e 考據的反思」，對於

初學者具有濃厚的指導原則與進行研究的基本觀念，相當值得我們省思。 

3.王利博士「『漢達文庫』之構建與應用」，概述「漢達文庫」構建的緣起，

現有的內容：傳世文獻資料庫，包括先秦兩漢資料庫、魏晉南北朝資料庫；

中國傳統類書資料庫；詞彙資料庫；出土文獻資料庫，包括甲骨文資料庫、

金文資料庫、竹簡帛書資料庫。並介紹他們利用這些資料庫進行的研究成果，

有逐字索引，漢達古籍研究叢書，出土文獻專書等。在介紹幾種資料庫中同

時說明這些資料庫的應用，亦即如何利用布林邏輯的檢索方式，取得所要的

資料。最後應主辦單位的要求，附帶提出他個人對於「中國基本古籍庫」使

用的看法與建議。 

4.劉俐君博士「古籍資料庫應用經驗分享」，是從自身使用的經驗進行分

享，並論及各資料庫的優缺點。首先是「中文古籍資料庫資源述略」，概分為

古籍全文資料庫和古籍書目資料庫兩大類，劃分古籍資料庫的建置者類型，

介紹「公開取用古籍資料庫」，再者談各大學採購商業型的古籍資料庫現況。

第二單元是對資料庫應用的經驗分享，分：常見的使用目的，資料探勘：傳

統與科技的互補互利，研究實例，古籍資料庫常見版本問題，關於資料庫主

機：本地版與在線版的資料落差等敘述。在經驗分享中特別提出「檢索注意

事項」：著錄方式影響檢索結果，正體字、簡體字影響檢索結果、空格斷行影

響檢索結果、二次檢索的局限、關於界面設計的建議(廠商設定畫面呈現字數

涉及檢索的結果)等。版本問題方面提出：消失的序跋、目錄、責任人、附錄

等；全本？節本？未曾聲明的內容刪削；電子全文與「原據版本」不合；未

必理想的底本等四項，分享其見到的問題。 

5.連玲玲教授「城市商號研究的新工具：廣告資料庫的介紹與應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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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利用中研院近史所自建的：近代婦女期刊資料庫，申報資料庫、Chinese 

Women’s Magazines 資料庫，中國商業廣告資料庫，近代城市小報資料庫的經

驗，以及如何利用這些資料庫研究，如女性形象比較，城市間的商品廣告比

較等，並提出資料庫建置架構、檢索功能、統計功能等皆將影響使用者的研

究成果，雖然可以藉由圖表看出統計數量，但不可逕認為是唯一的，正確的

研究成果。 

三、心得與感想 

聆聽五場次的講演之後，發現現今對於數位化，似乎還是以掃描文件，

再轉換為文字，提供關鍵詞或全文檢索就足夠的觀念進行，不知道是否有注

意到使用者的需求，是否注意到使用者的最終目的在於研究需求，以及如何

提高或強化資料檢索的功能。 

以第一場次「『隱藏版』的史實：資料庫的使用與侷限」及第二場次「e

考據與文史研究的新機遇」，講者都強調回歸文本的翻閱史料，要對資料有敏

感度、解析力與整合力。亦極在大數據時代中的運用資料庫的檢索功能，仍

要回歸傳統的基本訓練與閱讀文本的培養功夫。言之諄諄，令人感佩他們治

學的嚴謹。 

聯想到自己平日在館內處理讀者查詢資料的問題，只要讀者提出為何找

不到他所要的資料，第一個反應是問他使用何種方式、哪些字串查詢。如何

他所用的字串太長而找不到，就會建議少幾個字，也就是不要用太精確、完

整的字句檢索；如果用簡單幾字檢索還是找不到時，就建議試用「同義詞」、

「同義字」，或是衍生詞、擴大義等方式，因為中國字的字義，「同義多詞」

的現象很多，可以考慮利用。 

因為讀者所面臨的問題，與「隱藏版」史實的講者所提資料庫的侷限頗

為相似，她建議不要僅單層的檢索，要有第二層、第三層的根據所得結果再

進一步檢索的功能。個人認為或可從圖書館界的「權威檔」模式思考，將「同

義多詞」的字詞以及擴大義的詞彙，整合為一個詞，若檢索出來的資料繁多，

則在第二層出現的「多詞」的字串，再在「檢索結果」中搜尋；甚至可以在

第三層再進行搜尋，或可得到想要的資料。 

從第四場次「中文古籍資料庫應用經驗分享」所提的「檢索注意事項」，

告訴我們：「著錄方式影響檢索結果」、「空格、斷行影響檢索結果」的事實，

也經常在館內讀者檢索過程，特別是被收入叢書之書最為常見。以「著錄方

式」言，館藏檔的建置是按照「中國機讀格式」，只要建入固定欄位之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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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可以檢索到，但因叢書僅出現該冊數種書籍的第一本書名，較少使用的

讀者就會誤以為沒有他所要的書籍。至於資料庫的全文檢索，雖有「空格」

或「斷行」的因素而影響到結果，可以善加運用「布林邏輯」的進階檢索功

能，還是可以克服，如黃教授在第二場次中，針對「中國基本古籍庫」沒有

詳細說明資料庫的使用方法，但從他個人使用經驗中所揭示的「進階檢索符

號」的搭配便用，或如第四場次劉博士的應用經驗分享，特別是在進階檢索

時，相同「詞串」的檢索位置改變，得到的結果會有差異經驗，提供我們解

決一些資料庫的侷限。 

綜合此次的研討，以及個人對於資料庫的建置看法，提出下列的幾個面

向的思考； 

一是資料庫的建置架構，能以使用者角度思考，從資料庫的建置目的與

使用者的需求為目標，瞭解數位化的最終目的是否僅是文件掃描的另一種保

存方式而已，還是要提供檢索使用的；提供關鍵詞或全文檢索為終極目標而

已，還是能提供研究者更深入的研究；研究者可以經由資料庫的運用，得到

有如第三場次「漢達文庫」建置後的副產品：出版各種相關研究的出版品。 

二是古籍資料庫內容的正確性，與底本的選定和校訂工夫是息息相關

的。但檢索方法的設定，更會決定這個資料庫的適用與否的關鍵。如進行同

義詞、類似詞、相關詞的整合，建立人性化的檢索，應可降底檢索之不足，

特別是關鍵詞的考量與選定，更是一個關鍵。如果能延請學者參預，不僅是

「顧問」，而是「團隊」的加入，相信對資料庫與學者研究，應是相輔相成，

互蒙其利的。 

三是傳統古籍的內容，對於年代的記載多是天干地支的紀年，雖然已有

「中西曆對照表」可以檢索換算，終究是要再經一道手續。如「文淵閣四庫

全書電子版」附有「古今紀年換算」、「干支/公元年換算」，即使可以在同一畫

面輸入，似乎可以思考直接點選該詞串(紀年)，即可換算其公元年，是可以節

省一道動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