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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第八次中文文獻資源 

共建共享合作會議」

顧　敏 ◎ 國家圖書館館長

在21世紀的今天，建設中文文獻資源有其特別的意義。不僅因為中文是網際網路上第二大

的通俗語言，在實際的生活上，中文也是數一數二的全球語言，愈來愈多的人選擇中文做為第

二應用語文。中文文獻資源的建設，必將方便各地的中文學習者，不論其母語是否為中文。

在人類文明的遞程中，中文曾經擔任過建構人類文明的主要角色，20世紀美國漢學家費正

清曾指出：「1775年以前，中文書籍的總數量超過其他語言全球總和的一半」。在清乾隆四十

年（1775）那時期，書籍的內涵代表知識的總蘊藏量。在21世紀東西文明有必要更加流通的今

天，中文文獻資源的建設工作，又成為了東方文明再塑中的基礎工程，是利人利己的全球化文

化工程。

「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係以兩岸多地的合作交流作為背景逐步醞釀而來，是

專門針對圖書館中文資源的藏品發展及合作分享所規劃形成的團體，最初是以兩岸多地的圖書

館合作型態進行發展，寢至目前已逐漸朝向國際化的專業團體邁進。

「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於2000年在北京成立，近十年來陸續在北京、臺北、

澳門、南京、香港、敦煌舉行會議。自2000年舉行第一次會議以來，國內許多圖書館先進同道

都曾出席各屆會議，目前該會議已成為推動全球中文圖書館和中文資源典藏機構之間交流合作

的重要橋樑。

「共建共享合作會議」經過九年來的運作，部分合作項目已經完成或接近完成，如：圖書

資訊術語規範資料庫、中國家譜總目及中文元資料標目研究及其示範資料庫等項目；若干仍在

持續進行中，如：中文石刻拓片資源庫、古籍聯合目錄資料庫、中文名稱規範資料庫等項目，其

餘有些呈靜止狀態（如中國古代版印圖錄項目），有些正待起步前行（如中國尋根網項目）。

今（2010）年11月3至4日，第八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在臺灣國家圖書館

舉行，本次會議以圖書館中文資源與數位典藏為主題，故會議另稱為「圖書館中文資源與數位

典藏學術研討會」，旨在介紹與討論各地區由圖書館或利用圖書館資源所建置的數位系統、相

關技術、數位學習、應用推廣及產業加值等發展。我們很榮幸邀請來自中國、香港、澳門、北

美及歐洲圖書資訊界的學者專家進行論文發表，共計6篇，分別介紹與探討中國國家圖書館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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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數位化的特色與共建共享之機制、北京大學圖書館中文文獻資源數位化發展特色與現況、

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資源數位計畫、香港地方文獻數碼典藏籌建動機與現況發展、澳門文獻資

源的數位化的發展、以及在德國和歐洲所進行的中文古籍數位化計畫等議題。除了來自兩岸多

地中文資源數位化建置成果發表之外，臺灣也以兩篇論文介紹近十年來國家型數位典藏計畫的

目標、策略與發展，以及探討臺灣各圖書館之典藏單位中文資源數位化服務現況、國家圖書館

數位資源建設現況和面臨的挑戰與因應。

海峽兩岸自1949年以後長期處於隔絕分治的情況，長期的睽違造成彼此不同而大異的局

面，如今要逐步縮短距離，先由「求小同存大異」慢慢發展到「求大同存小異」。海峽兩岸過

去也因為長期的隔閡，所以在合作的態度上絕不能「消極而被動」，務要「積極而主動」，要

先伸出手去結交朋友。兩地的圖書館界雖然同時經營一份相同的圖書館事業，畢竟有諸多主觀

和客觀條件的差異和想法、作法的不同，不宜驟然採行合作。合作的態度應比合作的內容更為

重要，兩岸的合作任重而道遠，不論現在或將來，其困難必有、其挫折必多，絕對沒有一蹴而

及、一步登天，我們毋需過份悲觀、也不要過於樂觀而存僥倖之心，總要有不懼困難愈挫而愈

勇的韌性，為人類文明的進程而共同努力。

書目是圖書館對內、外合作的重要資源。國家圖書館自2008年起一方面整合館內所有書目

資源並推動「書目骨幹計畫」，另一方面繼續與合作館共同加強「中文標準書目」的建置。國

家圖書館在民國89年曾經舉行「華文書目資料庫合作發展研討會」，「合作推動華文書目」是

兩岸文獻資源合作的具體體現，在華文書目的合作處理上，國家圖書館目前參與「共建共享合

作會議」的兩個合作項目，分別是「中文古籍書目資料庫」以及「中文名稱規範」，都與華文

書目標準規範的建立和推動有關，應繼續加以強化，無論在古籍書目或權威紀錄（名稱規範）

的品質和數量上都要不斷提昇。近年數位出版興起，多媒體與多樣化媒體快速的增加，這不啻

提供了共同合作編目及制訂全球化中文數位書目的良好契機。

一次會議會期雖然只有短短的二、三天，但會議中論文的深度、廣度，以及討論互動，則

留給大家實際而長久的幫助。我們將這次會議所發揮的效益定位在「面對數位時代，全球圖書

館中文資源當如何攜手邁進」，因此可預見大家的焦點會放在這個議題和彼此間的合作互動，

以及其附加的價值和永續的精神，當是本次會議最重要的任務。

中文資源共建共享是一個長期的發展，需要各方面的主事者投入更多的心力、財力、和人

力，本著共同的文化目標和文明使命，累積共同的經驗，謹慎的大步前進。務必在傳統的圖書

館使用者和數位圖書館使用者之間，爭取更多的好評與支持。開拓全球化廣域圖書館與公共知

識管理時代的早日來臨。發揮中文文化的優勢，對世界文明做出更有意義的貢獻，以求人類社

會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