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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本館積極籌備「文獻中心」的設立來進行館藏資料檔案的匯整，

以確保資料的永續與傳承。隨著知識數位化的開展，檔案收集與保存型

態跳脫了物件的範疇，進入「數位典藏」的領域。受惠於數位技術支援

的增強，數位典藏對於龐大資料量的整合、保存、管理，有效且迅速，

跨域整合、知識分享的前景更令人期待。然而，即使數位典藏在台灣發

展已有時日，技術與觀念方面仍有待突破。如何管控「數位典藏」的質

地，關乎最終館藏檔案數位呈現的層次與效果。面對這樣的挑戰，要如

何應對？本期特別訪談臺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理事城菁汝，她曾參與中

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主導的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訪談中，除

了分享她長期投入數位典藏的實務經驗之外，也從台灣數位典藏發展的

脈絡，提出她對於本館數位典藏建置的見解與觀察。

廖春鈴（以下簡稱廖）：一開始我對「數位典藏」這個詞其實是感到困惑的。

因為在我習慣的美術館語境中，「典藏」意謂 Collection，指的是藝術品收藏，
是美術館的核心業務之一。後來查到它的英文原文是Digital Archive或Digital 
Archiving，我才恍然大悟。如果不是現在負責「數位典藏」的建置，我會以為
「數位典藏」指的是數位作品的收藏。後來我才意識到，我所熟悉的北美館典

藏組的「典藏品查詢系統」其實就是「數位典藏」的運用。這套系統行之有年，

我也常常使用，只是它不以「數位典藏」冠名，不會聯想到。以此類推，在我

們的週遭「數位典藏」的運用，其實已經相當廣泛。可否請你先簡單介紹一下

臺灣數位典藏的由來及發展？

城菁汝（以下簡稱城）：數位典藏的興起與推展，是整個大環境面對數位科技影

響下的因應之道。現在我們很難想像二十年前，那時智慧型手機及網際網路並

不普及，當時就有一些學者思考國家重要的典藏品要如何進入數位化世界，在

新的數位環境中賦予它新的生命，永久保存，讓更多人接觸，所以就有「數位

典藏」建置的倡議。要了解臺灣數位典藏的發展脈絡，我推薦中研院去年出版

的《遠見與承擔》這本書。臺灣數位典藏是基於中研院、國家圖書館、臺灣大

學等幾個大型研究機構主事者的倡議所開展。他們意識到，國家需要在數位時

非關”典藏”：城菁汝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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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扮演一個角色，特別是收藏文化資產的典藏單位，例如美術館、圖書館、檔

案館跟博物館，它們要如何在將來數位時代裡佔有一席之地。中研院主導的數

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以下簡稱國家型計畫﹚從 2002年到 2012
年，歷時十年。分為兩期，第一期是從 2002年到 2007年的「國家型數位典
藏」。參與的單位包括中研院、故宮、歷史博物館、國史館，以及擁有大量日

治時期珍貴檔案文獻的臺灣大學等。對研究者來講，每做一次研究就要將藏品

從庫房調出來，對藏品的保存其實相當不利。若有數位檔，又附帶相關資訊，

研究者可從數位檔先判斷，無須每次都要從庫房將藏品調出來。

機構計畫

數位內容公開徵選
計畫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臺

灣原住民數位典

藏計畫

「山海文化雜誌社
」台灣原住民

文學影音數位典藏
計畫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
文學研究所

民族學研究所－臺
灣民族誌數位影

音典藏計畫

蘭嶼文物與生態影
像數位典藏計

畫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
研究所

語言學研究所籌備
處 -語言典藏計

畫－臺灣南島語典
藏

由千千岩助太郎台
灣原住民建築

測繪圖復原模擬
日治時期泰雅

族、鄒族部落數位
典藏計畫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建築與都市設

計研究所

近代歷史研究所
-檔案館外交經濟

重要檔案數位典藏
計畫

再現糖業風華—糖
業文化數位典

藏計畫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歷史語言研究所－
珍藏歷史文物數

位典藏計畫

台灣原生藝術 (第三與第四年

度）-林淵作品電子典藏

大葉大學休閒管理
學系

動物學研究所－臺
灣動物相典藏之

研究：魚類與貝類

台灣東部漁業文化
資產之保存與

傳承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產試驗所所

長室

植物學研究所－臺
灣本土植物數位

典藏計畫

李梅樹作品典藏數
位化計畫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
學系（所）

近代中國歷史地圖
與遙測影像資訊

典藏計畫

戰後台灣空間規劃
史料 -省府時

期

數位典藏計畫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

與城鄉研究所

計算中心多媒體組
台灣現代戲劇暨表

演影音資料庫

數位典藏，1995-2009

國立中央大學英美
語文學系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
館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
館國家典藏數位

化計畫

臺中蓮社宗教文物
資料 --李炳南

教化作品與生活記
錄典藏計畫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
文學系（所）

故宮博物院
故宮文物數位典藏

系統之開發與建

立

「台灣人權促進會
」人權運動檔

案及文獻之數位典
藏計畫 (Ⅱ )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
史研究所

國立歷史博物館
國家歷史文物數位

典藏計畫
台灣土地改革史料

數位典藏計畫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

學系

國史館
國史館典藏國家檔

案與總統文物數

位化中程計畫

大師的足跡 --陳景容數位美術館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圖文傳播系

（所）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典藏日據時期與光

復初期史料數位

化計畫

臺灣書寫，世界發
光：余光中數

位典藏計畫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
與資訊處

臺灣省諮議會
臺灣省諮議會及中

研院臺灣史研究

所－史料典藏數位
化計畫

「文化協會在台
南」 數位典藏

詮釋計畫

國立臺南大學數位
學習科技學系

（所）

運動與棒球文化資
產之數位典藏

與資源整合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
書館學系

台灣婦女新知運動
史料資料庫建

置與數位典藏計畫

淡江大學化學系

中部地區民間契約
文書數位典藏

計畫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
物管理研究所

機構計畫（第一期） 數位內容公開徵選計畫（100年度入選計劃）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臺灣原住民數位典

藏計畫

「山海文化雜誌社」台灣原住民

文學影音數位典藏計畫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民族學研究所－臺灣民族誌數位影

音典藏計畫

蘭嶼文物與生態影像數位典藏計

畫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語言典藏計
畫－臺灣南島語典藏

由千千岩助太郎台灣原住民建築

測繪圖復原模擬日治時期泰雅

族、鄒族部落數位典藏計畫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

計研究所

近代歷史研究所 -檔案館外交經濟
重要檔案數位典藏計畫

再現糖業風華—糖業文化數位典

藏計畫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多媒體設計系

歷史語言研究所－珍藏歷史文物數

位典藏計畫

台灣原生藝術 (第三與第四年
度）-林淵作品電子典藏

大葉大學休閒管理學系

動物學研究所－臺灣動物相典藏之

研究：魚類與貝類

台灣東部漁業文化資產之保存與

傳承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所

長室

植物學研究所－臺灣本土植物數位

典藏計畫

李梅樹作品典藏數位化計畫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所）

近代中國歷史地圖與遙測影像資訊

典藏計畫

戰後台灣空間規劃史料 -省府時
期

數位典藏計畫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
與城鄉研究所

計算中心多媒體組 台灣現代戲劇暨表演影音資料庫

數位典藏，1995-2009
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家典藏數位

化計畫

臺中蓮社宗教文物資料 --李炳南
教化作品與生活記錄典藏計畫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故宮博物院 故宮文物數位典藏系統之開發與建

立

「台灣人權促進會」人權運動檔

案及文獻之數位典藏計畫 (Ⅱ )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國立歷史博物館 國家歷史文物數位典藏計畫 台灣土地改革史料數位典藏計畫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國史館 國史館典藏國家檔案與總統文物數

位化中程計畫

大師的足跡 --陳景容數位美術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系

（所）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典藏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史料數位

化計畫

臺灣書寫，世界發光：余光中數

位典藏計畫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臺灣省諮議會 臺灣省諮議會及中研院臺灣史研究

所－史料典藏數位化計畫

「文化協會在台南」 數位典藏
詮釋計畫

國立臺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所）

運動與棒球文化資產之數位典藏

與資源整合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台灣婦女新知運動史料資料庫建

置與數位典藏計畫

淡江大學化學系

中部地區民間契約文書數位典藏

計畫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

畫參與單位

參考來源：「數位典藏

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

計畫」http://teldap.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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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是從 2008年到 2012年，這一期比較重視數位典藏的成果如何進行後續
的推廣與應用。既然投注了大量人力與國家資源，第一期計畫所累積的成果不

應該只提供專業研究人員使用，這些其實是很好的教育資源。因此第二期加進

了教育，希望千辛萬苦做出來的數位典藏能運用在教育的學習跟推廣。國家型

計畫另一個特色是「公開甄選型計畫」的部份，它主要是針對收藏臺灣本地珍貴

文化資產的單位，提供一個機制讓他們可以進行數位典藏。考量這些機構較缺

乏資源與人力，這個計畫鼓勵他們與大專院校合作，擬定計畫參加甄選，例如楊

英風美術館和交大、優人神鼓和師大。因此興起了一波大專院校研究者跟臺灣

文化資產機構合作，共同進行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一開始多以蒐藏中華文物

的研究機構為主，例如故宮、中研院史語所的典藏品，在公開甄選型計畫時期

就納進臺灣本地的文化資產。如此一來，也凸顯國家型計畫多元文化的特色。

廖： 我知道你 2002年底加入國家型計畫的中研院後設資料工作組，直到 2011
年才離開，在這其中你扮演何種角色？

城： 我剛加入時根本不懂「後設資料」是什麼。我是歷史與博物館學背景，之前
在國外博物館實習，負責藏品入庫、拍照及系統資料填寫。加入計畫後，

才知道「後設資料」指的是系統中描述藏品的欄位。尤其 2002年還在草創
初期，當時臺灣數位典藏相關的文獻還很缺乏，多需參考國外的文獻與經

驗。早期我主要負責博物館類的計畫，像故宮、史博館，中研院史語所拓

片、竹簡、考古文物跟遺址、遺跡，民族所的文物、人口資料等。一開始

其實壓力很大，每個計畫都是一種專業，對於描述藏品的需求也不同，只能

從做中學，努力扮演博物館與系統開發兩邊的溝通橋樑。因此我從兩方面都

吸收到很多的不同知識，例如故宮研究器物的專家，他們會提出器物上的獸

面紋飾，雖然都填「獸面紋」，但不同時期外型上都有差異，這些如何在系

統呈現；資訊人員方面，那時中研院資訊所跟計算中心的資訊人員都是最頂

尖的，要如何才能開發出符合研究者需求的技術。這溝通過程稱為「後設資

料分析與規劃」，每個計畫平均需數個月到半年不等的時間，最後完成「後

設資料需求規格書」，作為資料填寫規範及數位典藏系統開發依據。

廖： 我想數位典藏是很好的例子，讓我們瞭解，在數位化浪潮之下，如何善用
科技與資訊技術來輔助人文學科的研究。照你剛剛的描述，的確是透過國

家的推動，再加上人文學科與資訊科技之間跨領域的合作，共同促成了臺

灣數位典藏的發展，我覺得相當具有典範性。不過，現在倒是常常遇到兩

者無法磨合的案例。

城： 當時參與國家型計畫的人，大家都充滿熱情，又相當投入，中央研究院各
所成員更是以做研究的態度，遇到問題，大家就一起想辦法解決。在有限

的時間內，專心投入、不計成本與辛勞。可是當國家型計畫結束之後，很

多典藏單位跟業界合作時，或許是少了後設資料分析者擔任溝通橋樑，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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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單位提出的需求會有直接被系統開發廠商駁回的情形發生。當然也需體

諒業者有營運及成本的考量，但是，很少廠商會向典藏單位耐心解釋做不

到的原因，到底是因為承辦人需求表達不明確，資料提供不夠？或是廠商

軟體開發，硬體設備的問題？無法了解癥結所在，人文學者或是承辦人都

會有挫折感。相較於國家型計畫時期，目前數位典藏系統開發實務中，讓

我感受深刻的是，後設資料常常分析不足，因此系統雖然開發出來，但不

好用；或者是雖然有資料著錄，但資料品質不佳，例如描述得不夠清楚、

不好辨識，或者不是使用者會用的查詢字詞。

廖： 對於數位典藏，維基百科的描述是：「係指將有保存價值之實體或非實體
資料，透過數位化方式（攝影、掃描、影音拍攝、全文輸入等），並加上

後設資料（Metadata）的描述，以數位檔案的形式儲存。」可以解釋一下
數位典藏與後設資料之間的關係嗎？

城： 其實剛剛我們一直談的「數位典藏」有兩個要素，也就是實體物件的數位
化以及數位檔Metadata﹙後設資料﹚的詮釋。一個數位化的物件，它只是
一個數位檔，在系統中或網路上較難被搜尋到，因為它沒有附加標題、年

代、創作者、關鍵字等資訊。Metadata在國家型計畫翻成「後設資料」，
有些單位翻成「詮釋資料」，在中國翻成「元資料」，這個名詞有各種中文

翻譯。大家比較常用的解釋就是「資料中的資料」。簡單來說，要在網路

的世界當中被找到、被排序、被統計，就需要更詳細、更清楚的描述詮

釋。現在大家熟悉的大數據﹙ Big Data﹚也是各種Metadata所匯聚而成。

在Metadata的研製過程，內涵分析是典藏單位跟系統開發人員之間溝通的
橋樑，非常重要。透過典藏單位提出自身的需求，以及對數位典藏系統的

想像。比如說，當時我處理故宮青銅器的「獸面紋」也稱作「饕餮紋」，

每個年代的外形及大小都不太一樣，如何透過文字的描述將變形過程的枝

枝節節在資料庫呈現出來。又譬如藏品「年代」著錄，如何確保它後來在

系統中，不管用什麼方式「西元年、中國朝代、日本紀年、民國年」去搜

尋，都是可以被搜尋得到的。所以我必須先和研究人員、館藏品管理人員

討論、確認，再設法讓系統人員了解，讓這些細節可以在系統中呈現。需

求確認後，我們會製作 SPEC（Specification，後設資料需求規格書）統合
所有需求。需求規格書的內容包含了典藏單位的計畫背景、系統目標與範

圍、後設資料的結構與欄位、欄位的定義與著錄規範、欄位的功能屬性、

系統功能需求、控制詞彙或代碼清單、採用的標準、相關標準的比對、

XML DTD等，其實就是一套 SOP的流程。需求規格書中的「著錄規範」
非常重要，它是為了確保在建置後設資料內容時沒有疏漏，也不會因為著

錄人員的替換而填出不一樣的Metadata內容。這些規範透過實際 1、2筆
完整範例的填寫，典藏單位得以在討論的過程中，慢慢地去釐清著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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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方式，確認統一的原則，形成著錄規範。這個範例填寫過程很重要，才

能確認設計出來的Metadata符不符合需求。

廖： 一開始你有提到臺灣數位典藏取經國外經驗，是不是可以談一下國際
Metadata後設資料的情形，以及衍生的標準化問題？有沒有可能為了配合
國際標準，反而忽略自身的特色與目的？

城： Metadata在不同學科領域各有其國際標準，比如說博物館類的、圖書館類
的、檔案館類的、生物類的、數位學習類的，如果能適用當然是最好，與

國際接軌也不會有問題。可是如果典藏單位有自己的特殊需求，而國際標

準無法提供相符的欄位，其實是可以設計自己的Metadata欄位。可待日後
有交換需求時，再將自己開發的Metadata欄位跟國際標準進行比對。我覺
得不管是依需求所開發出來的Metadata，還是符合國際標準的Metadata，
未來在轉換上，只要有欄位對照表，就可以把定義一樣或相似的欄位對應

在一起，資料交換不會有問題。而且國際組織針對這些不同學科的標準都

已產出對照表，英文稱Metadata Standards Crosswalk，提供不同的館所、
不同的學科在資料交換參考。所以，我覺得不用擔心不相容的問題。數位

典藏系統當然是先滿足單位的需求，國際交換是未來式，至少以現在的技

術水準跟程序，不成問題，況且未來應該會開發出更快速的轉換方式。

廖： 當初在構想本館文獻中心數位典藏時，其實對於未來是朝開放性的。我們
曾參訪過楊英風藝術研究中心與雲門舞集，也收到一些建議。在我看來，

這套系統未來會不斷擴充，Metadata也會隨著時間、時代的變遷不斷擴
增。而藉助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Metadata的累積將可以獲得更有效的應
用。

後設資料生命週期作業模式 
(Metadata Lifecycle Model, 
MLM)

圖片來源：「數位典藏與數

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後設
資料工作組」http://metadata.
teldap.tw/
摘譯自：〈A metadata lifecycle 
model for digita l l ibrar ies : 
methodology and application 
for 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 
to l ibrary research〉World 
L i b r a r y a n d In f o r m a t i o n 
Congress: 69th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and Council, 2003

79



城： 現階段對數位典藏的想像，已經慢慢轉到數位人文學領域。數位典藏是保
存及管理，希望使用者能搜尋到物件，並進一步應用與轉換。數位人文學

的概念是，在數位環境中進行研究工作，運用各類系統裡的資料，進行大

數據分析，像是年代、GIS、詞頻統計或人物社會關係網絡的分析等。當
然還需要搭配後續發展出來的計算或是索引工具。當科技越來越進步，也

有越來越多可能性。但前提是文獻資料要先進入數位典藏，資料庫要先做

出來並開放，Metadata的著錄要清楚詳細，資訊越多越能增加被檢索、被
利用、被研究的機會，後續才會衍生各種可能性。

以人名來說，蘇東坡是「蘇軾」，也叫做「東坡居士」，如果系統背後有「人

名權威檔」，像是一個人名的比對表，使用者不管是打「蘇東坡」或「蘇

軾」，都可以搜尋到相關資料﹙包含「蘇文忠」的資料，「文忠」是蘇軾的

諡號﹚，這就提供了檢索上的便利性。更進一步，還可以將權威檔﹙等同

關係﹚發展成「索引典」。索引典就是除了「等同關係」，如蘇軾等於蘇東

坡，還有上、下位詞﹙層級關係﹚及關連詞﹙聯想關係﹚。如蘇軾的爸爸

是蘇洵、蘇軾的弟弟是蘇轍，蘇軾的好朋友黃庭堅等。所以搜尋「蘇轍」

的時候，就同時會顯示跟「蘇東坡」有關聯，跟誰也有關聯，構作出一個

知識地圖或社會關係圖，這都有助於後續研究。此外，索引典還可幫助「多

語化」。比如說建檔時著錄中文的「瓷器」，如果有多語化的索引典，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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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的「porcelain」之外，還可加入其他外語，比如荷蘭文 porselein，西
班牙文 porcelana。如此一來，雖然是中文的資料庫，但是系統導入了索引
典，所以輸入任何語系的「瓷器」，都會連結到中文資料系統裡的「瓷器」，

可不受語言的限制。所以就算經費不足，無法同時建置雙語或多語的資料

庫，經由索引典中不同國家語系的字詞輔助，在以中文為主的資料庫中使

用者仍可以查到所需要的資訊。

還有就是「控制詞彙」的重要性。例如要策一個有關蝴蝶的展覽，在資料

庫搜尋時輸入「蝴蝶」，理論上就可以找到所有「蝴蝶」相關的藏品或文獻

檔案，不管是有繪畫裡的、器物紋飾上的、書法的，或是文章裡提到的，

通通都要被搜尋出來。可是要達成這個成果，一開始Metadata的填寫就很
重要，必須在器物的「紋飾」欄位填入「蝴蝶」，在畫作的主題要填入「蝴

蝶」。而且可能還要填一個上層詞彙﹙層級關係﹚「昆蟲」，因為未來可能

想要展關於昆蟲的展覽。因此，在Metadata的設計及著錄規範裡，控制詞
彙及多語化的問題，也必須被考慮。

廖： 本館籌備中的「文獻中心」正在進行館史發展以及館務運作相關資料檔案的
收集與匯整，方法上不僅要兼顧檔案有效管理的功能，還要確保這些檔案

未來能夠被使用者快速的搜尋到。對我們來說，數位典藏系統確實提供了

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何況本身又有數位人文學的遠景。作為一個長期的

觀察者與執行者，你會如何看待文獻中心「數位典藏」的建置與其未來可

能的發展？ 它與台灣數位典藏發展的關係為何？

城： 之前國家型計畫的核心是典藏品，而北美館文獻中心建置的是館史文獻資
料的數位典藏，比較偏向工作流程、工作成果，像是館所的工作紀錄跟檔

案蒐集，這和典藏品是不一樣的內涵。單就Metadata而言，典藏品描述
的Metadata是一個層次，與機構相關各類型文件資料的Metadata又是另一
個。北美館著手規劃機構歷史相關檔案文獻的數位典藏，這值得肯定。就

數位典藏發展的脈絡來看，是從典藏品的數位典藏進入機構的數位典藏，

思考如何將整個機構的產出放進數位化的世界。何況現在很多文件資料是

born digital，也就是跳過數位化的階段，直接進入Metadata的設計，這樣
反而可以更專注Metadata的設計及描寫﹙或稱「著錄規範」﹚，以及文件
彼此間的關聯性。

而且由館內的人自己發起最適合，館內的人最清楚自己的業務底下會有哪

些檔案，這些檔案需要如何描述。而且呼應外界的要求與期待，蒐集什麼

樣的檔案、檔案需要設計出什麼樣的欄位、欄位需著錄什麼樣的資訊。此

外，能挑選欄位產出報表很重要，因應行政單位或是研究者的不同要求可

以匯出不同的報表，這些報表資訊也會在系統變成一筆紀錄，我覺得這類

的紀錄都應該保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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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靖恩（以下簡稱林）：北美館的館史與館務推展有許多與藝術家檔案相關的資

料，可以請你談談對於單一館舍或機構對於藝術家檔案資料彙整的狀況，以及

不同館舍機構之間整合連結的想像嗎？

城： 因為北美館收錄當代臺灣最重要的藝術家，可以從館史出發，當館藏的資
料、檔案都整理得差不多，應該可以判斷哪幾位當代藝術家檔案是最多

的，他跟北美館的交往及關係最密切，就可以做藝術家的檔案或人名權威

檔。也不求多，由美術館來建當代藝術家的檔案，這是一個很值得努力的

方向。就我所知台北藝術產經研究室正在進行「台灣畫廊產業史料庫」，畫

家可能在三大美術館與畫廊都有作品展出，在數位時代這些資料都有機會進

行整合。

林： 在不同館舍或機構的資料整合上，國家型計畫時期發展的聯合目錄當時也是
這樣的概念所產生，可以請您談談聯合目錄的目標與大致的運作方式嗎？

城： 聯合目錄當初是希望使用者透過一個平台就可以找到在這個國家型計畫項下
的所有計畫的典藏品。只要輸入一個檢索詞，例如陳澄波，不管它是哪類

型資料，典藏在哪裡，只要是用國家型計畫經費底下的資料，都可以在聯

合目錄的網站裡頭被搜尋到。

國家型計畫項下的計畫一開始設計Metadata時，會以需求為主，所以每個
計畫所設計出來的Metadata有自己的需求，但都能夠跟國際標準接軌﹙在
「後設資料需求規格書」中的國際標準比對﹚，如計畫 metadata對應到聯
合目錄所使用的Dublin Core十五個欄位。國家型計畫的聯合目錄就像圖
書館的機制，你可以透過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查詢到你需要的
書在台灣的哪一個圖書館。這是因為圖書館早就有一個全國圖書館的自動

化計畫，全台的圖書館都是在同一個系統項下，大家使用的欄位也差不多，

所以很容易就建立全國圖書書目的資訊網。

跨館舍的連結部分，因為牽涉不同的典藏單位，藝術作品及文獻類型也都

不同，問題會比較複雜。我的建議是，各典藏單位把目前既有的資料先進

行數位典藏。當藝術界或是各典藏單位都建置完成，到時候可以透過聯盟

或是連結的機制，互相連結。就像當初國家型計畫，就是先投入十年，累

積相當的成果，後續才會有不同的可能性持續發酵。我覺得北美館應該陸

續將蒐集文獻檔案建立成資料庫，以北美館豐富的收藏跟研究，還有歷年

展覽、藝術教育活動以及與現當代藝術家的連結，後續發展很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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