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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2010年國際漢學研究數位資源選介》

 引　言 ✿

教育部依據孫運璿前行政院院長指示，

於1980年9月30日召開第一次指導委員會議

後，正式成立「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

（1987年11月更為現名漢學研究中心），並

指示由國立中央圖書館（現易名為國家圖書

館）兼辦一切業務。該中心成立迄今已屆滿

三十年，其重要工作項目，包括：蒐藏漢學

資料，提供閱覽服務，獎助國外漢學家來臺

研究，編印漢學研究論著，出版目錄索引，

報導漢學研究動態，舉辦大型國際性專題研

討會，赴國外辦理書展宣揚中華文化等，向

以促進國際漢學之研究與交流為主要目標，

並持續進行國內外漢學研究資源之調查、蒐

集、彙整及出版等工作。（註1）

該中心於1988年與國立中央圖書館合辦

「漢學研究資源國際研討會」之際，首次創

編《臺灣地區漢學資源選介》，是一傳統印

刷本形式。復於2004年舉辦「數位時代漢學

研究資源國際研討會」時，再度編印《國

際漢學研究數位資源選介》（收錄249個網

站），主要收錄網站及網頁形式之研究資

源，該書另於2007年印行增訂版（收錄251

個網站）。國家圖書館於去（2010）年11月

主辦「第八次中文文獻共建共享合作會議暨

圖書館中文資源與數位典藏學術會議」，重

新整理、修訂原2007年《國際漢學研究數位

資源選介》相關內容，並增補近年的新增

修訂資料，於10月間發行《2010年國際漢學

研究數位資源選介 = Selected Digital Resource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 2010》印刷本及數位

版（共計收錄網站、資料庫364個及附錄163

個，另附上其他單位、地區成果522個），除

作為會議之重要參考資料外，亦在展現當代

國際中文文獻數位資源之各項發展成果與趨

勢，也提供國內外圖書館及學術單位存藏。

（註2）

 本書內容簡述  ✿

本書係由漢學研究中心負責規劃，邀請

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劉寧慧教授

協助資源調查、選錄及初稿撰寫，並邀請館

內外學者專家協助審訂及校閱定稿後發行，

希望藉由本書之編輯，呈現出網站或資料庫

型式之國際漢學研究之豐碩建置成果，以分

享國內外漢學研究學者及專家。本書「國際

漢學研究」，主要指國內外從事中國文化研

究，尤以人文學科方面為主，包括相關知識

結構、文獻資料整理及研究論著成果。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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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國內外正式發表並具代表性之漢學研究

網站及資料庫，以具完善知識內容及重要資

料價值者為主，暫不包含論壇及個人部落格

網站。本書華文地區以外資料，以日文、英

文網站為主，其他語種建置情況，待陸續增

補。本書依網站、資料庫主要內容與性質，

大抵分作：工具資源、古籍文獻、哲學、宗

教、科技、文化社會、歷史地理、族譜傳

記、考古文物、語言文字、文學及藝術等12

類，每筆資料包括網站名稱、網址、建置者

及網站內容簡介，並附首頁圖版。內容簡介

撰寫體例為建置者、資料庫性質、收錄內

容、檢索功能設計及使用情況。所收錄網

站、資料庫，如需取得授權、付費或加入會

員方可使用者，於文中附記說明。

書末附有網站名稱索引及二種附錄，

索引係依網站名稱之筆畫順序排列，方便查

檢；附錄一為本書正文未收錄網站、資料

庫之簡目（依類別排序，每一則簡目包括

類別、網站名稱及網址、網站所屬單位等4

項）清單163個；附錄二為「國際中文文獻

數位典藏綜覽」，是中央研究院、大陸、港

澳、歐洲等地區單位所提供數位典藏資源調

查成果，共計522個簡目，每一則簡目之著錄

項目：網站名稱及網址、網站所屬單位、數

位資源類別／特色、使用權限等4項，以供

有興趣讀者自行查檢之用。本書另有網路連

結數位版，方便讀者直接閱讀全文及進入網

站。本書另以電子資源型態，呈現於國家圖

書館漢學研究中心網站，其連結網址如下：

http://refir.ncl.edu.tw/hypage.cgi?HYPAGE=browse.

htm&csid1=2&csid2=65&flag=2，讀者亦可隨時

上網查閱。本書所選錄之網站或資料庫，以

精美的彩色網頁畫面呈現與國際漢學研究相

關之研究資源，讓讀者了解各主題現階段的

網站或數位建置成果及其發展樣貌。（註3）

本書之內容分為序、目次、編輯凡例、

網站圖錄、網站名稱索引及附錄等六大部

分。網站圖錄係依網站及資料庫之內容及性

質區分為前述之12大類，每一大類下，再依

具體收錄內容，次分若干小類。其中「工具

資源」下，細分為資源索引、中文圖書、期

刊論文、報紙／論文集、學位論文、專題目

錄等五中類，其餘各大類，請詳見本書之目

次頁。本書所收錄網站、資料庫，係以2010

年7-9月所見及連結為主，依據國家圖書館

「網路資源選介」系統網站之建置說明，其

收錄原則有五：網站主題，具高度參考價

值，對參考服務具有使用效能，值得介紹與

分享；網站內容，資訊正確性及可靠性高，

內容有學科代表性及專業性，編輯嚴謹；製

作單位，富有盛名，具永續經營之特質及潛

力，資訊內容具代表性；網站設計，資訊條

列清楚，設計精美；檢索功能，檢索界面簡

明，容易使用。（註4）本書收錄之際，國內

外正式發表並具代表性的漢學研究網站及資

料庫，也是秉持這些準則，但根據網路之使

用經驗，日後或有網址異動或終止服務之情

事，尚請讀者自行上網檢視最即時訊息。

 評　述 ✿

本書之輯印旨在達成全球中文文獻資

源建置單位間相互觀摩之目的，暨經由前述

會議之國際文化交流場域，宣揚臺灣、亞洲

及歐洲等地學術單位之中文數位資源成果現

況，以利國內外漢學界專家學者參閱。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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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之書末索引及二種附錄中所收錄的各類

網站或資料庫名稱，讀者亦可以在很短時間

內即可了解現階段之國內外學者專家或學術

單位，在中央研究院、大陸、港澳、歐洲等

地區單位有關漢學研究的學術研究暨數位資

源建置之成果與發展趨勢，（註5）對於漢學

研究者或學術單位而言，堪稱是一本便捷的

即時性服務的參考工具書。

本書所選錄之每一個網站或資料庫，

於每頁版面上均配置二則，首先在每則上方

放置該網網站或資料庫之首頁畫面，接著是

網站或資料庫名稱、網址、簡介文字及地區

或國名。每則網站或資料庫之簡介文字，包

括網站名稱、網址、建置者及網站內容簡介

（包括收錄範圍、現已收錄之資料量、檢索

功能、檢索欄位、瀏覽方式、使用文字、呈

現資料方式及網站性質等），並附首頁圖

版。（註6）惜每一網站或資料庫之內容說明

文字過於制式及簡短，僅簡述其表象意義，

未能就該網站或資料庫之要目及重要特色再

作深入淺出簡介，讓讀者即使看完這樣一段

簡介的文字敘述後，也難以斷定是否要進一

步點選查檢或是再行一探究竟，這是一項缺

憾，盼日後再次輯印時能以一頁呈現一網

站，能有多餘版面可作深入之文字介紹，以

嘉惠使用者。

本書之網站圖錄，主要係依大、中類

方式排序，書末之網站名稱索引，依筆畫順

序排列，方便不熟悉分類者查檢所需之網

站，是一項不錯的輔助索引。另本書另發行

數位版，在光碟片或該中心之網站上均加

上”Link”連結按鍵，可供隨時鏈結查詢之

用，非常方便。但此一專題電子書，全書仍

是一點選式查檢方式呈現，未能具有理想中

的動態式檢索查詢的功能，它只是紙本書籍

的另一全份檔案，是一項缺失。但在該中心

之連結網站之「知識的燈塔」上層網站，使

用者可用瀏覽方式逐層進入每一大類收錄之

網站，或輸入檢索值查詢網站，該項系統可

以網站、關鍵詞、網站名稱、內容描述、建

置單位等五個欄位進行檢索，但這是該館全

部收錄網路資源之入口網站，讀者可要在資

訊之海中自行撈珍喔！

 結　語 ✿

現代的圖書館工作人員，身處於網路資

源蓬勃發展的環境中，應該隨時關注於網路

資源的蒐藏與整理課題，尤其是國內外可免

費連結使用的學術資源網站或資料庫。本書

即是國家圖書館及漢學研究中心長期費心收

錄、整理及編印的主題性參考指南，方便漢

學研究社群或一般讀者查詢國內外漢學研究

資源之用。當吾人進行網路資源作選介時，

通常會包括以下幾個項目：主題、內容、製

作單位、網站設計、檢索功能、範圍、目

的、評價、可用性及價格。另若就網路資源

作評鑑時，有如下幾個要項：目的、內容、

權威性、系統效能、編排與設計、使用者介

面、檢索方法及其他。（註7）本書針對每

一網站或資料庫之說明文字，只是一般性主

題內容簡介，並未提及前述這些要項及敘出

對漢學研究學者最有用之特色資源；另有些

網站已有新增或更新資料，本版在撰寫簡介

文字時未再次連結細看，故仍依據舊版文字

刊載，這是應該可以在現有網站中即時改正

的。因為在浩瀚的網路資源之海中航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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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主題學術資源的導航指南是很重要的，它

是可以產生極大的明燈指引作用的。今年適

逢漢學研究中心成立三十年，在而立之年召

開「第八次中文文獻共建共享合作會議暨圖

書館中文資源與數位典藏學術會議」暨重新

輯印本書，其意義頗為重大，除作為參考工

具書外，也讓全球漢學研究單位或學者能真

正共享網路資源。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

學發展處及漢學研究中心為回顧過往及策勵

未來，於今年10月14-15日假國家圖書館召開

以「臺灣漢學新世紀：漢學研究中心三十周

年學術論壇」為題之研討會，其研討著重於

概念史與實踐機制、時間、空間等三個面

向；會議子題包括漢學資源與文史研究、漢

學人物、臺灣漢學的形塑、離散經驗與人文

傳承、漢學的現代性轉向、臺灣漢學與東亞

文化等六項，冀望此項會議以「臺灣漢學」

作為核心概念，探討漢學在臺灣文化場域中

的形塑與生長，並關注臺灣在世界漢學網絡

中的特殊位置。涉及的議題，既包含宏觀的

漢學精神與學術機制，又具體考察文學、書

畫、戲曲等領域的個別狀況。經由會議之學

者腦力激盪，期可初步彰顯百年來人文學術

發展的肌理與性格，展現出臺灣漢學自我省

察以策勵未來的積極意義。這對於曾經作為

東洋學、支那學、東亞學交錯環節的「漢

學」的未來發展，更具深意。（註8）

附　註

1. 網址(http://ccs.ncl.edu.tw/center.html)，查詢日期：

2011年8月22日。

2. 漢學研究中心編輯，《2010年國際漢學研究數

位資源簡介= Selected Digital Resource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 2010》（臺北市：漢學研究中

心，2010年10月），頁iii及v。

3. 同註2，頁iv-v。

4. 網址：(http://refir.ncl.edu.tw/hypage.cgi?HYPAGE=browse.

htm&csid1=2&csid2=65&flag=2)，查詢日期：2011年9月

20日。

5. 同註2，頁v。

6. 同註2，頁1-5。

7. 莊健國，《圖書館數位合作參考服務的理論與

實務》（臺北市：文華圖書館公司，民93年11

月），頁83-86。

8. 取材自網路資源，網址(http://ccs30.ncl.edu.tw)，查

詢日期：2011年9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