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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臺灣世界記憶國家名錄推動工作坊」心得報告 

特藏組 謝鶯興 

主辦單位：文化部文化資產區 

日期：2018 年 4 月 20~21 日 

地點：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一、前言 

本館曾參加「2017 年臺灣世界記憶國家名錄」甄選，可惜未獲入選。今

年(2018)接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公文，表示為推動各文物保存單位對這種活動

的認識與瞭解，特別辦理工作坊課程，邀請學者專家蒞臨講授。 

本校為臺灣地區第一所私立大學，在臺灣大學教育發展的歷史上，具有

不容忽視的價值。早期創校前後的文件，包含美國聯董會與本校董事會的各

項文件，理應進行統合，整理，並加以論述其價值，呈現於世人面前。2017

年首次倉促地參加，對於該活動認知的不足而失利，擬藉今年工作坊的課程，

以為未來對館藏諸多文物

整理與維護的參考。 

二、課程內容概述 

兩天七場的課程，不

僅邀請中研院兩位研究員

講授，還邀請日本的專家

提供他們的經驗，並加入

國家檔案局講說圖書文獻

史料的保存維護，文化資

產局對文獻類古物補助各

項措施、法規及作業方

法。 

第一場次，由逢甲人

文社會學院王嵩山院長，

以〈文獻遺產的詩意與政

治：探索集體記憶、時間

觀與歷史性〉為題，分六

個單元講說：(一)文獻蘊

藏記憶的敘事詩意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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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貌，(二)「亞洲與太平洋地區」國際名錄的文獻遺產，(三)「非洲地區」、「阿

拉伯地區」國際名錄的文獻遺產，(四)「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國際名錄

的文獻遺產，(五)世界記憶計畫衍生的控制與紛擾，(六)結語。表示從文獻遺

產的探索的集體記憶中，發現在時間觀及歷史性的傳達，是彼此糾結，非單

獨存在的。王教授以《世界記憶：保護文獻遺產通用指南》的內容，分點說

明。可惜在附註中表示：「未定稿，請勿引用」，僅能列出大網如上。 

第二場次，先由洪麗完研究員以〈從信仰資料看原民史料蘊含的記憶潛

力〉為題，講說她進行田野調查所得，以四個案例：1.中部岸裡社群建醮活動，

2.南部放索社老祖與媽祖，3.南部阿猴社新興社篰公爺與媽祖，4.南部龜仔角

社老祖與三奶夫人。考察原住民如何將漢文化與傳統習俗接軌，採借漢文化，

至揉合漢、番文化的現象，提出南島文化傳統僅「殘存」於漢文化中；並指

出這類資料中所隱藏的原民記憶。提供我們可以嘗試從手中擁有的文件與對

早期師長、校友們進行口述歷史，建構出「東海記憶」。 

第三場次，由許雪姬教授以〈檔案文獻的解讀及其價值〉為題，分四個

單元講說：(一)前言，說明檔案文獻的定義與價值，共同記憶的層次與價值 ，

列出 2017 年列入名錄的 9 件文物。(二)選擇臺灣、世界記憶國家名錄的必要

條件，分別是：真實性、獨特性、世界性、稀有性、完整性、受威脅性；說

明 2017 年參加的 30 件中，無法成為國家名錄的原因：完整性不足，研究論述

不足，還有擴充的空間。(三)如何解讀檔案，舉「臺灣總督府檔案」、「省參議

會、臨時省議會、省議會檔案」、「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檔案」中的檔案為

例，逐件說明。(四)臺灣記憶國家名錄的潛力點，提出：1.具有潛加的國家名

錄，如「白色恐怖私人文書」。2.貫時性的家族文書，如「霧峰林家的文書」；

並呼籲文化資產區應主動協助各單位。(五)結論，提出：1.由臺灣記憶國家名

錄呼喚對臺灣文獻的重視；2.由臺灣記憶到國際合作；3.由重複記憶形成國家

認同；4.積極進行下一階段的工作。 

第四場次，由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栗原祐司副館長以「日本參與世界記

憶計畫之歷程」為題，全程用日語講說，工作坊邀請 ICOM 京都大會籌備處邱

君妮研究員當場口譯。首先說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遺產分為：世界遺產，

世界文化無形遺產及世界記憶遺產三大類。就世界記憶的現狀以及日本在進

行登錄世界記憶的種種規畫及作法，一一說明。 

第五場次，延續上一場次的講題，還是由栗原祐司副館長講說，邱君妮

研究員口譯，以「日本提報亞太區域名錄及國家名錄之實務分享」為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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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1.世界記憶遺產的選定基準：稀少性，完全性，脅威，管理計畫四種，特

別著重於管理計畫的撰寫。內容的真正性與獨自性，要注意：時代、場所、

人物、主題及形態。2.參與這項組織的委員要包羅各學科專家、物件的相關人

員、文化觀光行政專業人員等，並且要有英語書寫能力極佳者協助撰寫。 

第六場次，由文化資產局蔡美麗科長以〈文獻類古籍補助措施提報指定

古物法規及作業方法說明〉為題，分幾個單元說明：(一)什麼是古物文化資產，

分國寶，重要古物，一般古物，包含藝術作品，生活及儀節器物，圖書文獻

及影音資料。(二)指定古物的目的，在於促進認同與發展，依文資法管理保護，

以及保存補助，補助有：古物維護修復、數位化保存、展藏保存相關設備及

防盜防減災設施或監測設備。(三)古物文化資產的補助措施，說明各典藏單位

接受補助後，是有相對責任，要依公有古物管理維護辦法來管理維護古物。(四)

古物指定程序與基準，根據各項法規，對古物分級指定之發動，中央、地方

分級指定古物，古物指定行政流程，古物指定作業程序，古物分級指定基準，

世界記憶國家名錄評選基準，提報指定古物應備資料。此單元著重於參照《世

界記憶：保護文獻遺產通用指南》所列：真實性、獨特生、稀有性、完整性、

受威脅性及世界性等標準。5.補助申請程序說明，分：古物補助規定及相關表

件，補助對象與補助經費原則，應注意事項。其中的私有古物接受補助後，

需定期公開展覽。 

第七場次，由國家檔案局陳淑美組長以〈圖書文獻史料之保存維護與典

藏管理〉為題，分數個單元：(一)前言，說明：1.圖書文獻史料，指紙質類的

書面資料；2.保存維護內涵，指入庫管理與安全維護；3.範圍，分入庫前之前

置作業，入庫後的典藏管理。(二)文化資產範圍與價值認定，文化資產指具有

歷史、藝術、科學等文化價值，經指定或登錄之有形及無形者，有各級主管

機關，需由所有人或管理機關編列預算辦理保存管理。古物價值認定分國寶、

重要古物及一般古物，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列舉二二八事件與白

色恐怖檔案為例，見證臺灣民主化過程。(三)文獻史料之保存維護，說明保存

維護的意涵，原則，著重於入庫保管的作業流程，保管工作的範圍與目的，

要如何進行維護，庫房選址及空間規劃，防患、保全、機電、空調等等，圖

書文獻史料的保管重點與要領、原則，檔案的編排與描述的目的與原則。工

作守則，文獻史料數位化，數位化作業的規劃，庫房安全維護，清理的目的、

重點工作及清查。(四)典藏管理要務，以國家檔案局為例來說明。 

三、心得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29 期 

98 

參加這次「臺灣世界記憶國家名錄推動工作坊」安排的課程之後，有不

少的感想，分別敘述於下。 

第一是課程的安排方面。文資局於 2017 年宣布「臺灣世界記憶國家名錄

推動計畫」的施行，也曾辦理過 2017「古物保存與臺灣記憶講堂」課程，但

著重在「講授古物保存知識，以及分享相關實務案」，實質上的幫助不大。部

份參與的單位，大都一無所知地參加這個計畫，不知道要如何撰寫或處理。 

從栗原祐司副館長的講說，我們知道要參與這類的「世界記憶計畫」的

申請，前後需花費二至三年的時間準備與撰寫。遑說要依照《世界記憶：保

護文獻遺產通用指南》所列：真實性、獨特生、稀有性、完整性、受威脅性

及世界性等標準判別的瞭解。如果這次工作坊課程是先在 2016 年先行舉辦，

配合 2017 年「臺灣世界記憶國家名錄推動計畫」的課程，相信各參與單位所

提的文物以及撰寫的內容，應該更可以詳細，準備也更能齊備。 

第二是管理計畫的撰寫以及文物的整理、內容的論述以及其故事性與完

整性，本館當初提出「創校文件」的珍貴性與獨特性應是具備的，只是未曾

考慮到應該連結美國聯董會，臺灣董事會，甚至臺灣長老教會與本校創設的

關係等等的關連性。 

第三是世界記憶的主要方式，著重在文件的數位化。若以陳淑美組長的

說法，數位化目的，在於：1.多元保存，傳承有價值史料。2.提供應用，減低

損壞機率。3.分散風險，分散管理風險。因此檔案局有一套作業規劃，外需求

規範。此僅就文件檔案言之，足可供本館進行學校文獻數位化的參考。然而

非檔案文獻者，如線裝書的數位化，究竟應如何進行；如何提供檢索介面；

似乎不在檔案局的考量之中。 

又，是否文獻數位化之後，就可以完全取代紙質文物呢？是否就可以不

必保留紙質文件呢？若是保留，那麼僅是以另種方式儲存、典藏罷了，還是

無解決各館典藏日愈壅塞的問題。 

以目前所見紙質書籍文件，可以歷經千年以上。而數位化的資料，涉及

到載體、設備、軟硬體等等，更重要的，個人認為是動力的問題，也就是如

何將貯存在各種載體中的資料，在沒有任何動力(電源)的狀態下，叫出這些訊

息呢？如同早期利用電腦保存在磁片、光碟片中的資料，受到利用軟體的限

制，如文書處理的 PE2、彙星、漢書等等軟體，現今大都已經無設備可以讀取，

更甚是載體的受潮而發霉，沒有這種可以轉換軟體，導致這些資料不能再讀

取使用。不知現今大家暢談數位化的同時，有無思考這種問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