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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傳統藝術文獻保存與服務》開啟傳統藝術文獻新見

 前　言 ✿

文獻是國家的文化資產，因此文獻保存

是國家的使命，史有明載，遠自西元前，中

國的老子時任周朝守藏吏，顯見當時政府已

深知文獻保存的重要性，及至漢設蘭臺令史

職掌圖籍祕書，歷代均重視文獻典藏，「蘭

臺」後來更泛指政府藏書處，時至今日文獻

除保存以傳承，更須提供服務，讓文獻能獲

得最妥善的利用。

傳統藝術表現型式活潑多樣，兼之受

社會變遷之影響，正面臨保存的課題，為免

於在現代社會中逐漸凋零流失，傳統藝術文

獻的保存與傳承，更顯得刻不容緩，傳統與

現代夾縫中的「傳統藝術文獻」何去何從？

而動態的傳統藝術要如何保存珍貴的歷史記

錄？又要如何將辛苦傳承的記錄，提供更多

藝術工作者或讀者參考研究並發揚光大？

 作者簡介與研究由來 ✿

《當前傳統藝術文獻保存與服務》作

者蘇桂枝女士，美國東北路易斯安那大學戲

劇碩士、荷蘭萊頓大學文學博士，現任臺灣

音樂中心主任，兼代臺灣豫劇團團長，專長

戲曲探討與政策分析，深受傳統文化影響，

著有《青春繽紛躍舞臺》、《國家政策下京

劇歌仔戲之發展》、《當前傳統藝術文獻保

存與服務》，並有論文〈現代戲劇初探〉、

〈文化生態變遷與戲曲伸展空間〉、〈圖書

館界學術會議與交流〉等50餘篇。

蘇桂枝女士於傳統藝術領域研究多年，

看到近十年政府在側重文獻典藏之數位化與

傳播的同時，回顧傳統藝術文獻的整理，猛

然發覺在文獻保存上尚有諸多遺憾，有太多

配合藝人技藝保存所需要的文字、抄本、手

稿、傳單、相關人事紀錄、唱片、錄音帶、

錄影帶及光碟等珍貴資料，均被忽略蒐集利

用，因此關於傳統藝術的紀錄與研究，很難

可以全面了解當時的狀況，只能被動等待日

後新的發現，作者由此觀點出發，相信目前

所有關於傳統藝術的研究與推廣活動，在假

以時日後，也將成為後人研究的對象，因此

要如何保存與建置當前的資料，於是顯得格

外重要。

由於目前鮮有「傳統藝術文獻」相關

研究，尤其在傳統藝術文獻的保存與服務領

域，更是少有人觸及，作者在深入了解後，

以其身兼藝術研究與在公部門服務多年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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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經驗，提出兼具實務的研究，除有拋磚引

玉之意，也有意為傳統藝術文獻的保存與利

用，提出可行性的新方向，並開啟「傳統藝

術文獻保存與服務」新見。

 全書介紹 ✿

綜觀全書，以「傳統表演藝術」為文

獻保存觀察研究對象，但因作者發現民間團

體保存文獻有其困難處，因此以公部門的團

體作為觀察研究對象，依序提出「文獻蒐集

之重要性」，緊接著切入「傳統藝術之文獻

保存」正題，而在數位化浪潮下「數位典藏

管理與服務」顯有其必要，在文獻獲得典藏

後，「文獻服務與傳播」必須加強文獻推

廣，並提高資料利用率，才能讓文獻獲得活

用發揮功效，文獻的保存與服務，須回歸到

文獻的根本，即為「館藏發展與管理」，文

末為作者親自訪視相關單位之紀錄，由紀錄

中可窺見我國公部門藝術單位當前之發展。

作者首先敘明：「文獻蒐集的目的，

無非就是俱全時代的紀錄，讓更多人知道事

件的時空背景，以辨真相，進而有正確抉

擇。」並以其曾於圖書館服務之經驗，指出

目前政府檔案管理，會因部分行政人員不清

楚文件價值，因而未將相關附件隨文歸檔，

或是歸檔文件因存檔年限到期即予銷毀，尤

以近年許多文件以電子檔案型式流通，期間

計畫經過不斷修改方向，所呈現結果如劇

本、文宣、影像紀錄等，是否被確實保存還

有待商酌。

第一章、文獻蒐集之重要性：

文獻在現代已不僅只於紙本型式，包

含電子資料及影像資料等，公開出版的白色

文獻較易蒐集，深具隱密性且不公開出版的

黑色文獻不易蒐集，而不由營利業者出版的

灰色文獻，因其發行數量有限、生命週期短

暫、出版消息難以取得，加上使用者有所限

制等，也不易蒐集完整。傳統表演藝術有稍

縱即逝的特性，因此在文獻蒐集上，除了紙

本、電子資料及影像資料，現有傳統表演藝

術之技藝及藝人，更應透過現代科技收藏並

傳承。

第二章、傳統藝術之文獻保存

表演人員、表演團體、學者專家與行政

機構在文獻與文物的保存上，應在產、官、

學各自的領域，留存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獻與

文物，不僅能供後人研究與賞析，也能建構

完整的文化資產，而所蒐集到的文獻與文

物，除了個人或機構保存，在影音資料及電

子資料上，也應建立分享平臺，讀者或研究

人員才能從分享平臺中，領略傳統藝術表演

的精緻與深度，也才有助於研究與保存。

第三章、數位典藏管理與服務：

在數位化浪潮下，所有的資料都在朝數

位方向前進，數位資料已非僅電子資料，現

有資料亦可經掃瞄、照相、錄音帶、唱片、

CD、DVD、攝影及資料轉檔等方式，完成

數位化資料並可做加值傳播服務，政府現階

段除執行保存與數位化工作，對於年邁國寶

藝師與瀕臨失傳珍貴技藝，同樣進行搶救與

保存；在保存與數位化之餘，數位資料也做

加值推廣運用，即是分享平臺的建立，將珍

貴文化資產做知識共享，如「傳統藝術資料

庫」與「主題知識網」等，惟有資源共享才

能提高表演藝術界資料研究便利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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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文獻服務與傳播：

與文獻服務相關機構即為藝術專門圖

書館，圖書館無論大小，在增強資料典藏與

加值服務上有其必要性，因表演藝術範圍廣

泛，故採訪政策與典藏制度，需有較明確的

方向，除可避免重複採購，也能有效運用經

費，特別是在灰色文獻的蒐藏上，需建檔整

理並盡可能回溯典藏，儘量滿足讀者需求，

在現代無國界的國際化下，對於表演藝人、

研究者、讀者、圖資界甚或數位資源聯盟的

服務，如能依不同對象做不同加值服務，同

時尊重著作權，使文獻在授權範圍下，能獲

得合理使用，才是活用文獻本身的價值，而

在使用者的利用下，文獻價值即能得到傳

播，文獻才不再是純粹典藏的資料，文獻才

能變為「活」的資料，也才能傳播至國際，

讓更多人認識我們的傳統藝術。

第五章、館藏發展與管理：

圖書館事業的推動與在科技發展下，知

識的管理與傳播在網際網路的世界是可通行

無阻，因此資源的取得與利用，雖受著作權授

權的限制，仍可將資料內容作深化並以創意

呈現，隨著時代的需求，專門圖書館也應隨時

代需要進行檢視修正，以符時勢的需求。

附錄、訪視單位介紹

作者實地走訪傳統藝術相關公部門，腳

步遍及臺灣，深入了解這些機構歷史由來、

實際運作情形與特色，所訪視機構為：國立

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傳統藝術中心、臺

灣音樂中心、國光劇團、臺灣豫劇團、臺灣

國家國樂團、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國家文化

藝術基金會、彰化縣文化局南北管音樂戲曲

館、宜蘭臺灣戲劇館等多達九處機構。

 建　議 ✿

由本書內容，可見作者蘇桂枝女士對傳

統藝術團體熟悉，實際參與傳統藝術團體，

因此有著強烈使命感，想為傳統藝術保存盡

一份心力，但綜觀全書，仍有可加強之處，

希望於再版時，內容可更完整，建議如下：

一、 介紹機構可再增多：

作者實際走訪公部門與財團法人國家文

化藝術文化基金會，點出傳統藝術文獻保存

的新方向，但美中不足為非營利組織只介紹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文化基金會」，其

他社團法人與私人機構則未提及，或許作者

囿於時間與人力，目前無暇全面顧及非營利

組織與私人機構，但民間傳統藝術團體草根

性十足，貼近民眾生活發展蓬勃，這些機構

團體對表演與文獻保存的努力，更需研究人

員的關注。

二、 對「圖書館」的文獻保存建議可更

深入：

本書與其他藝術書籍最大不同處，在於

對「圖書館」的重視，並見到「國際合作」

的必要性，作者曾於國家圖書館服務，深知

文獻保存在現代，非常需要政府的資源，藉

由圖書館的力量投入，可使傳統藝術文獻保

存獲得最妥善的典藏與數位化，便利讀者及

研究者運用，更可在現代無國界的國際化

下，對不同讀者做不同加值服務；作者同時

指出藝術專門圖書館可採取聯盟與合作方

式，避免傳統藝術相關文獻重複採購，及重

複相同後續作業，因此可節省浪費之人力，

尤以在團結力量大的現代，單打獨鬥已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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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傳統藝術文獻的保存。

作者強調「圖書館」的重要性，希望藉

由圖書館進行數位化與國際化的必要性，不

僅文獻可獲得保存，也能傳播至國際，讓更

多人認識我們的傳統藝術，但在強調「圖書

館」重要性的同時，似乎較欠缺關於文獻行

銷方式的管理建議，圖書館的核心重點之一

是「服務」，因此圖書館可透過各種型式活

動推廣，增進人民認識傳統藝術的深度，例

如透過展覽、發表會或講座等活動，教育民

眾進而認識相關文獻，相對於增進傳統藝術

文獻的保存與服務，透過活動推廣，或許更

可突顯文獻保存的可貴性。

三、 文獻數位化的審思：

審時度勢在數位化浪潮下，未來的數

十年內，所有印刷的文獻，或其他型式的文

物，應會以數位化方式保存與提供使用，文

獻內容做數位化服務，也會儘量回溯資料，

以搶救珍貴文化資產，然而數位化真的是文

獻保存的萬靈丹嗎？數位化應該只是對原始

文獻保存的「補充」，而非取代的方法，雖

然在數位化的協助下，我們能保護及典藏許

多非常敏感且極富價值的文獻與文物的原

件，也能以數位化方式廣泛呈現資料內容，

進而提升原始文獻的使用率，同時使原始文

獻獲得更好的保存，因此如何更有效率從根

源保存，即保存原始文獻與文物，並進而提

升加值服務，與傳承傳統藝術，是公部門與

民間團體仍需深思的問題。

 結　語 ✿

在少有人觸及的「傳統藝術文獻」研究

領域，樂見作者在投身表演藝術與傳統藝術

多年後，以其豐富的學術研究與實務經驗，

開啟「傳統藝術文獻保存與服務」新見，提

出當前傳統藝術文獻保存與維護的方向，並

進而指出保存文獻需加強服務，以增加文獻

使用率，而在數位化的今日，更需以文獻數

位化讓傳統藝術能廣為流傳並傳承。

傳統表演藝術的表現型式，不僅豐富而

且多樣，所衍生的周邊文物更是難以數計，

雖然文獻內容以數位化的方式呈現，用意應

是可大幅減少原始文獻的使用率，進而保存

珍貴文獻，留待後人繼續使用無可取代的原

始文件，但在原始文獻與文物的保存上，就

像與時間賽跑一般，隨著時間流逝，文獻與

文物也在加速流失中，少了原始文獻與文

物，想要提昇文獻資料做更廣泛運用的服

務，將會成為奢談，尤其在資訊爆炸的現

代，如同作者所言：單打獨鬥已不再是適合

方式，只有共同合作，才能有不同視角，因

此當務之急，應是不分公部門或民間團體甚

或個人，均能先共同保存傳統藝術文獻，並

進而提供加值服務以利大眾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