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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際聲音與影音檔案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und and Audiovisual 

Archives，簡稱 IASA） 成立於西元 1969 年，總部設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為一

全球性的聲音與視聽檔案保存研究之專業協會，其設立宗旨係推動國際間的交流

合作，促進影像檔案保存技術之發展。本次藉派員出席該協會年度舉辦之 2017

年國際研討會，瞭解聲音、影音檔案管理與加值應用之新知與趨勢，並進行國際

交流。此外，本局與會同仁亦發表英文海報，分享我國現典藏之國民大會聲音檔

案之保存轉製情形，以及國家檔案之影像檔案保存維護發展經驗與成果，甚獲與

會同好之肯定。另於會議期間，參訪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及柏林通訊博物館，藉

由同類型典藏機構之發展，汲取他人優點，作為我國檔案管理實務作業之參考。 

本次出國行程，渥蒙外交部駐德國代表處多方協助，始能順利完成，在此特

申感謝之意。經由與會及參訪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等同質性典藏單位，提列心得

與建議事項如次： 

一、聲音及影音類檔案之整理保存不容忽視。 

二、「檔案」應視同文化遺產，以國家力量推動國家傳承記憶之保存工作。 

三、提升國家檔案目錄著錄品質，有助於提高檔案應用之便捷性。 

四、開發新的合作模式，建立資源共享及雙贏。 

五、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展現檔案管理成就與保存技術實力。 

六、臺灣氣候高溫多濕，各類媒體保存維護尤應建置良好環境，方可長期保存。 

七、文物檔案典藏需長期投注經費人力，累積專業量能，才能滿足應用之需。 

八、檔案展示可善用影音等多媒體方式呈現，擴增宣導及教育效能。 

九、數位化保存與應用已是國際趨勢，惟長期保存仍應考量媒體的可讀性。 

十、藉由參與國際事務，學習他國發展經驗，亦可促進國民外交，建立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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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緣起 

人類文明發展迄今，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世界各地的文化循著個自的地域、人民

生活等特色蓬勃累積，形成語言、文字、聲音等相傳的記憶。這些有形、無形的文明

成就伴隨著技術、科學的演進，得以世代傳承，包括聲音、動態或靜態影像也都不斷

累積，成為重要的文化遺產。 

由於過去百年來的文化遺產中，發現越來越多聲音、影像形式的紀錄，身為檔案

館、圖書館、博物館等文化從業人員，有感於這些珍貴的紀錄留存不易，有必要開創

一個共通性的組織讓全世界的同業與影音處理愛好者共同集結相關資訊，因此有了

IASA組織的誕生。國際聲音與影音檔案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und and 

Audiovisual Archives, 簡稱IASA)成立於西元 1969 年，總部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為

一全球性的影音檔案專業組織；IASA創設的宗旨，是以促進聲音和影音檔案紀錄保

存的國際合作與交流為主要目的。目前會員來自全球 70 個國家，每年以召開一次會

員大會與國際研討會為原則，分由各會員國輪流主辦，研討議題以龐大的聲音影像檔

案及個人文獻紀錄之整理保存為範圍，包括保存維護技術、軟硬體設備、修護工具、

目錄描述格式等問題之探討，除了泛及各種媒體，也會針對特定的主題和領域進行工

作交流，例如各種音樂紀錄、歷史、文學、民族學聲音文獻、戲劇作品、口述歷史、

生物聲學、環境與醫學聲音、語言、方言紀錄、法醫錄音檔案等1。 

此外，IASA亦著重於以下領域2： 

                                                 

1 IASA, “About IASA”, 2017, <https://www.iasa-web.org/about-iasa> (10 April, 2017).  

2 IASA, “Activities”, 2017,< https://www.iasa-web.org/activities> (10 April, 2017).  

https://www.iasa-web.org/about-iasa
https://www.iasa-web.org/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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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徵集與交換(Acquisition and exchange)。 

二、編目與詮釋資料(Documentation and metadata)。 

三、發掘資源與應用(Resource discovery and access)。 

四、版權與專業倫理(Copyright and ethics)。 

五、保存與維護(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六、研究、推廣與出版(Research, dissemination, and publication)。 

七、內容數位化(Digitisation of media content)。 

IASA設有執行委員會，負責監督IASA各項業務推動成效，委員會主要成員每三

年改選一次。IASA下設各種委員會、工作部門及任務編組，分別負責預算制定及各

種工作事項的進行，主要的分工編組如下3： 

一、知識彙整委員會 (The Organizing Knowledge Committee) 

本委員會主要負責標準和規範的制修訂，根據工作需求擬定適用於視聽媒體文件

檔案編排描述的自動化系統，包括格式、欄位等機讀格式之設定。 

二、音樂描述委員會 (The Discography Committee) 

本委員會主要掌理有關錄音形式出版品相關編排描述標準之研擬及建議作法。 

三、技術委員會 (The Technical Committee ) 

本委員會負責聲音與影音檔案之儲存、重製、更新等相關技術問題之研議，包括

新媒體資訊蒐集、傳輸與儲存、轉製更新等技術之彙整與研究。 

四、國家檔案管理部門 (The National Archives Section) 

本編組負責召開會議，討論有關國家檔案館所面臨的相關業務問題，如徵集政策、

委託寄存、大量藏品鑑選與管理等。 

五、廣播檔案管理部門 (The Broadcast Archives Section) 

                                                 

3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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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編組乃專為廣播公司所管有的視聽檔案，提供相關諮詢研究服務。 

六、檔案研究部門 (The Research Archives Section) 

專門進行聲音與影音檔案保存維護等相關問題之研究，包括為研究目的而錄製之

錄音資料的轉製保存。 

七、培訓委員會 (The Training & Education Committee) 

本委員會負責與視聽檔案業務相關的培訓與教育推廣工作。 

八、歐洲之聲工作小組 (The Europeana Sounds Task Force) 

本組屬於任務編組性質，主要負責歐洲地區豐富的聲音遺產之發掘工作。 

IASA 對於文化相關探討面向廣及各種音樂、民間文學、口述歷史、歷史和廣播

錄音，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相關資料的蒐集與應用，同時也發展詮釋資料、版權、倫

理及保存維護等相關領域的作業準則，供各界使用參考。IASA 也致力於視聽媒體技

術的演進，會員們可自由發表各種專業知識，協助並解決數位化，以及資訊系統儲存

的問題。 

IASA是視聽檔案協會調解委員會 (the Co-ordinating Council of Audiovisual 

Archives Associations , CCAAA)的創始會員之一，CCAAA為代表官方與國際機構專業

權益的國際聯盟。IASA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也有業務往來關係，IASA定

期每年舉辦一次國際會議，讓所有會員可以面對面討論有關聲音影像保存與技術發展

的問題，會議地點挑選世界各地有IASA成員的地方。每次年會依例會先設定一個議

題主軸，凝聚討論焦點，通常會有一個整體的主題，每屆年會慣有的特色包括4： 

一、會員大會（General assembly of the members）。 

二、來自會員、非會員、學者專家所發表與會議主題相關的論文（Papers from specialists, 

both members and non-members, related to the theme of the conference）。 

                                                 

4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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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員會議、工作會議（Meetings of the committees, sections and task forces）。 

四、專題演講、工作坊、主題論壇（Presentations, workshops and round table）。 

五、廠商參展與示範交流活動（Exhibits and demonstrations by manufacturers and 

vendors）。 

六、參訪主辦國檔案館活動（Visits to the archives of the host country）。 

七、專業交流機會（Opportunities for professional networking）。 

第二節  出國目的 

IASA 每年召開一次大會及國際研討會，分由各會員國輪流辦理，今（2017）年

是第 48 屆年會，由德國民族學博物館(the Ethnological Museum)主辦，會議地點在柏

林(Berlin)。這是本局首次派員參與 IASA 活動，期能從與會的學者專家與從業人員身

上，汲取有關聲音與影像檔案管理之相關知識與最新資訊，作為我國聲像類國家檔案

實務發展之參據，並藉由國際交流之機會，建立多管道之合作關係。此外，本次研討

會於德國柏林舉行，德國之文化遺產舉世聞名，博物館、檔案館、圖書館四處林立，

故於會議期間特安排柏林國立圖書館及郵政通訊博物館之參訪行程，以瞭解檔案徵集

管理、典藏環境、應用加值等工作之發展經驗，吸取他館工作之優點，作為我國國家

檔案管理實務之參考。有關本次出國行程如表 1 所示。 

 

表 1  出席 2017 年 IASA 國際研討會出國計畫行程表 

日期 行程內容 

9/16(六) 啟程：臺北至德國柏林 

9/17(日) 出席 IASA 第 48 屆年會暨國際研討會(報到) 

9/18(一) 出席 IASA 第 48 屆年會暨國際研討會 

9/19(二) 出席 IASA 第 48 屆年會暨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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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行程內容 

9/20(三) 出席 IASA 第 48 屆年會暨國際研討會；參訪德國廣播檔案館 

9/21(四) 出席 IASA 第 48 屆年會暨國際研討會(閉幕) 

9/22(五) 參訪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及柏林通訊博物館 

9/23(六) 返程：德國至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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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17 年 IASA 第 48 屆年會暨國際研討會 

第一節  議程 

IASA 每年會舉辦一次會員大會暨國際研討會，本次研討會由德國主辦，於柏林

民族學博物館（the Ethnological Museum）舉行，會議從 9 月 16 日（星期六）至 22

日（星期五），其中 16 日、22 日為 IASA 執行委員會和技術委員會的非公開會議，僅

限會員參與；研討會則從 17 日至 21 日，為期 6 天；並在 9 月 20 日（第 5 天）下午

安排博物館、檔案館等參訪活動。IASA 主辦單位於官網上有設置 2017 年國際研討會

專區，方便進行論文徵稿、會議相關訊息、會議議程、報名、互動留言等資訊交流，

本屆會議強調數位年代資訊的儲存、整合與創新等技術作為之分享，研討會之主要宣

導海報也是契合訊號傳播的主題，海報主視覺設計參見下圖。 

 

 

 

 

 

 

 

IASA 本屆年會主題為「融合與創新：整合工作流程與型態之數位化年代」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Bringing Workflows and Formats Together in the Digital Era)，

開幕式前一日(17 日)的特別議題討論會議開放讓所有與會人員現場報名，當日亦讓與

會者辦理報到、領取會議資料，同時也讓海報展示者張貼海報。所有的會議、論文發

表、工作坊等會於白天不同時段、地點同步舉行，共計 5 個會場。9 月 16 日（星期六）

https://www.facebook.com/Archives.ing/photos/a.132771270087186.15496.132293450134968/1642449919119306/?typ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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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9 月 22 日（星期五）IASA 執行委員會和技術委員會將舉行非公開會議。每日議程

安排如下： 

一、 9 月 16 日（星期六）：內部討論會議。 

二、 9 月 17 日（星期日）：特別議題討論會議。 

三、 9 月 18 日（星期一）：開幕式、專題演講、論文發表、工作坊、個案研討、歡迎

晚宴。 

四、 9 月 19 日（星期二）：論文發表、工作坊、個案研討、音樂晚會。 

五、 9 月 20 日（星期三）：論文發表、工作坊、個案研討、深度參訪活動。 

六、 9 月 21 日（星期四）：論文發表、專題演講、工作坊、個案研討、閉幕式。 

七、 9 月 22 日（星期五）：內部討論會議。 

 

本次年會暨研討會活動，簡述如下： 

一、論文發表、小組討論、委員會議 (Papers, Panels, Committee) 

包括 IASA 技術委員會等專案會議計 10 場次、論文發表「奧地利新型態的聲音

處理願景－提升聲音檔案轉製效率的統一規範」(A New Austrian Soundscape: The 

ORF’s Unified, Revived and Modernised Archive of Sound Effects and Atmos)計 48 篇，以

及多場次同時進行的各分組討論等，均以多場次同時舉辦方式進行。 

二、海報發表 (Posters) 

本次入選海報共計 12 篇，其中本局提出的「歲月留聲－聲音檔案保存維護介紹」

(Keeping National Memories Alive: Audio Archives Preservation)(如附錄 1)亦獲入選，於

現場進行展示及解說，擴大全世界對於臺灣聲音檔案保存維護工作之了解。海報張貼

於展覽廳地下一樓，海報由發表者自行輸出並予張貼展示，於開會期間需在安排的固

定時段負責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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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坊 (Workshops) 

這次工作坊共有 4 場次，討論「轉製專業技術新發展」 (Expert Transfer Techniques: 

A Special Focus on Mechanical Discs)、「視聽資料規範之檢視」(Checking Audiovisual 

Conformance)、「節省儲存空間之道」(How Can We Spare Storage Space)、以及「不同

藏品之徵集、編排、描述，以及配套管理工具之探討」(Preparing, Arranging and 

Describing Disparate collections, and Production Asset Management Tools)等議題。 

四、個案諮詢指導 (Tutorials) 

共計 8 場次，包括「電影片、詮釋資料及工作流程規劃探討」(Files, Metadata, and 

Workflows)等個案指導。 

本次大會共有來自全球 70 個以上國家、數百人參與。在 9 月 17 日至 21 日年會

暨研討會期間，除大會開幕、閉幕典禮及 IASA 會員專屬各項工作小組會議外，共有

來自全球各地的發表者，進行 48 場次論文發表、12 篇海報展示、4 個工作坊、8 場次

個別諮詢指導，有關大會詳細議程內容則參閱附錄 2。會場亦安排聲音處理產業展示

及設備觀摩。 

 

第二節  會議情形 

大會開幕典禮於 9 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舉行，由國際聲音和影音檔案協會前任主

席 Ilse Assmann 女士開場表示歡迎，接著由主辦單位安排開幕專題演講，由加拿大麥

基爾大學的 Jonathan Sterne 教授主講「聲音資料想要什麼？」(What recordings want?)，

探討聲音資料的技術與格式，以及聲音資料經過壓縮、轉檔後，聲音的研究者是否可

以百分之一百獲取聲音資料原本要傳遞的訊息或知識。 

本次參加場次之論文發表重點，摘述如下： 

一、 一百個purepecha非物質遺產聲景認同與保存計畫 (100 sounds of the purepe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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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scape. Project for the recogni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heritage sound) 

報告人：Perla Olivia Rodríguez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Bibliotecológicas y de la 

Información de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墨西哥) 

聲景是非物質遺產，是社會認同的一部分，對於墨西哥原住民社區來說，是農村

社區的社會記憶。Purépechas 是來自墨西哥莫雷利亞的原住民，因為社會的快速變遷，

聲景隨著時間無可挽回地改變或消失，此一百個聲景計畫即是向當地人們呼籲，保留

當地的社會記憶並建建構身分認同與情感價值。當地原住民積極參與這項計畫，包括

角色、地點、行業、聲音環境、儀式、傳統節慶等各種聲音，研究小組將選擇 100 個

聲音，將之記錄、分類並保存在社區圖書館中。該計畫將聲音分為著名歷史人物、傳

統慶典、口述歷史、傳統行業、語言的聲調、環境、音樂及其他屬於該社區重要的聲

音等8大類。該計畫希望非物質遺產的聲景可做為該社區情感聯繫與地區認同的基礎，

並保護這無形的遺產。 

二、 研究與聲音檔案：為歐洲聲音計畫發掘 CNRS 的珍貴藏品 (Research and sound 

archives: treasures emerged from the CNRS collections thanks to Europeana 

Sounds) 

報告人：Françoise Acquier 等 6 人 (Cresson Laboratory - Grenoble School of 

Architecture，法國) 

來自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的四個研究小組，包含民族音樂學研究中

心（CREM）、地中海社會科學中心（MMSH）、羅納-阿爾卑斯地區（LARHRA）歷

史研究實驗室、聲音空間和城市環境研究中心（CRESSON），加入提供大英圖書館領

導的歐洲聲音計畫。該計畫於 2014 年至 2017 年進行，共有 12 個歐洲國家參與、已

蒐集 52 萬筆聲音紀錄，並於網路提供各界瀏覽。其中，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即貢

獻了 38,000 筆聲音紀錄。 

廣泛的蒐集各種聲音並放在網路上提供各界研究，是較少見的，而且還涉及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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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和法律問題，以及須處理多種語言的轉換、聲音格式、網絡連結及分享工具等問題，

必須建立更好的工作流程。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團隊為免費提供其館藏，優先選

擇 1963 年以前錄製的錄音帶，並釐清各項權利，以提高這些館藏的運用價值。 

三、 從數位保存觀點來看視聽館藏：徵集與典藏的途徑(Audiovisual collections from 

a digital preservation perspective: approaches to acquisition and preservation) 

報告人：Somaya Lang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英國) 

劍橋大學圖書館和劍橋大學附屬圖書館收錄了各種視聽資料，主要來自校內各教

學及研究單位產生的原生數位視聽資料，視聽資料數量雖然不多，但型態及格式非常

繁雜。劍橋大學圖書館已獲 Polonsky 基金會贊助，進行為期兩年的數位化計畫，並投

入三名研究員研究解決策略、工作流程及管理系統，以數位化管理方式處理原生數位

資料及視聽資料，要將數位化保存概念融入到資料產生的各階段。 

此項計畫遇到組織面、資源面及技術面的挑戰，包含資料產生者通常沒有影音背

景、徵集來源太繁雜、應用系統並沒有考量到視聽資料的長期保存、保存年限因資料

型態繁雜而不同、沒有一套整合系統等。因此，該圖書館試圖採取各項方式解決上述

挑戰，優先策略為整合視聽資料的保存與應用系統，另包含擬定全面的數位化保存計

畫與策略、定期盤點原生數位資料與再生數位資料、強化數位化硬體設備、著重視聽

資料技術與相關意識的發展。 

四、 我們有個問題—如何教育年輕一代保存聲音文化資產？(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 How to teach young people about preserving sound cultural heritage?) 

報告人：Iva Horová (National Library of Technology，捷克) 

在科技的時代，使我們能夠以有利的科技技術妥善的維護文化遺產，尤其是影音

媒體的保存需要獨特的技術。但我們想探討一些關於權力的關鍵問題，尤其是影音檔

案推廣、傳播及培訓方面的問題，需要獲得決策者的支持與高度重視，並從教育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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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問題意識著手，這也是 IASA 的目標之一。例如可以透過網路提供訓練教材、影音

檔案保存急救手冊、線上課程、網路研討會等，傳播影音檔案相關知識。我們也亟需

吸引年輕的一代參與這些活動，激發他們對影音檔案的興趣，並傳承我們的知識。 

在捷克共和國自 2014 年以來，影音檔案的保存維護計畫已獲文化部門的支持，

但仍缺乏具體的訓練課程及專業人士帶領此項議題，其他國家也面臨類似的情況。因

此在此呼籲 IASA 應激勵其他國家積極參與 IASA 的培訓，我們也會支持 IASA 的相

關工作，讓影音檔案保存的知識得以跨國界共享，並吸引更多年輕人加入影音檔案保

存的行列。 

五、 記憶在跨媒體時代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memories in transmedia era) 

報告人：Ariane Gervasio (Brazilian Association of Audiovisual Archives，巴西) 

口頭故事是建立世代之間聯繫的最具表現力和最具體的方式。 這就是為什麼聲

音和影音資料會成為未來可以獲取知識的重要工具。 YouTube、Periscope、Whats Up、

Snapchat、Facebook 及 Instagram 等社群媒體成為分享個人和群體記憶的重要平台，

例如每分鐘有 300 小時的影音資料上傳至 YouTube，每天有 9,500 萬張照片及影音資

料在 Instagram 分享。社群媒體上的個人和群體記憶，因為網際網路變得可以快速提

供及分享，但這些記憶有著幾項特色：利用多媒體上傳；資訊及內容可以編輯、隱藏

或刪除；有著時間軸的線性特徵；內容聚集在同一個地方；可以參與、分享及評論；

可以標註關鍵字並串聯。 

在訊息的生產到傳播速度皆快速變化的數位時代，如何理解跨媒體時代的記憶的

重要性？如何保證社群媒體產生的影音內容可以長期保存或讀取？如何解讀這些社

群媒體上的個人與群體記憶？都是可以未來再深入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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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義大利 RAI 館藏之民俗音樂數位典藏 (Archiving the digital RAI collection of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報告人：Daniela Floris、Ettore Pacetti (Rai Radiotelevisione Italiana，義大利) 

2015 年，義大利 RAI Teche 發起了義大利民俗音樂檔案的恢復與數位化工作，RAI

為義大利歷史悠久的廣播公司，館藏豐富。該數位化標的為 1947 年至 1962 年間，由

Diego Carpitella 女士和其他主要民族音樂學家收集的民俗音樂，總計收錄了大約 370

捲盤式錄音帶，其中包含 4000 多首歌曲。這些珍貴的音樂紀錄是在該音樂的發源地

進行記錄，並未受到其他流行音樂的干擾，是最珍貴純粹的傳統音樂。數位化工作與

羅馬聖塞西莉亞國家科學院合作，以嚴格的科學標準進行調查與分析，並就音樂標題、

記錄時間、地點、人員、錄音形式等內容進行編目。此外，該廣播公司也已將 140 部

紀錄片、電視節目，與 132 部廣播節目進行數位化，並不斷地增加中，這些館藏都是

義大利和 RAI 廣播公司珍貴的歷史紀錄。 

七、 版權、管理與群眾回饋—讓影音檔案走向大眾 (Copyrights, Curation and 

Crowdsourcing: Bringing Sound and Audiovisual Collections to Today's Public) 

報告人：Jessica Yeo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新加坡) 

新加坡國家檔案館視聽檔案部門成立於 1996 年，目前收藏了 167,000 筆影音檔案

(計 98,000 小時)，其中 51%為影片、44%為聲音紀錄、5%為電影，截至 2017 年底，

已數位化比例占46%。較具特色的館藏為1903年~1941年3,500種的蟲膠及黑膠唱片，

內容包含早期民謠、馬來戲、管絃樂、中國歌劇等，可從唱片內容及型式瞭解新加坡

早期錄音產業的發展。 

該館依視聽檔案的保存狀況及格式，訂定數位化的優先順序，以確保國家珍貴的

視聽文化遺產可供後代人使用。新加坡透過國家檔案館、國家圖書館、26 個公共圖書

館與線上檔案館，將這些視聽檔案開放給社會大眾使用，可線上聆聽或觀看這些珍貴

檔案，並配合公民檔案館員計畫，開放大眾就視聽檔案內容進行編輯及意見回饋。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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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會持續進行數位化工作、公民檔案館員計畫、與學校合作等方式，激發人們對這批

檔案的興趣，使這些視聽檔案可以更接近大眾。 

 

新加坡國家檔案館線上展示網頁，每週發布新的視聽檔案。 
http://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audiovisual_records/ 

 

第三節  海報展示 

本次研討會共計 5 天，除了開幕、閉幕當天有邀請重量級人士發表專題演講外，

還有數十篇的論文及 12 篇的海報展示，包括聲音與影音處理的技術發展、成果介紹

等，內容極為豐富。海報徵選為期近 3 個月（105 年 11 月 28 日至 106 年 2 月 10 日），

共有來自全球百篇以上的英文海報投稿，經過激烈的評審後，決定 12 篇入選展示。

本次臺灣共有 2 篇入選，除了國立師範大學音樂數位典藏中心黃均人教授所提「清除

障礙－1960 年代海峽兩岸聲音檔案的奇幻之旅」（Remove Obstacles: An Exhibition 

Project of a Mysterious Journey of the Chinese Vinyl Records Across Taiwan Straits During 

the 1960s）入選外，本局以英文投稿的「歲月留聲－聲音檔案保存維護介紹」(Keeping 

National Memories Alive: Audio Archives Preservation)亦獲入選。有關 12 篇的海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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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述如下： 

表 2  入選海報展示清單 
序號 海報標題 作者 國籍 內容概要 

1. 
Keeping National 
Memories Alive: Audio 
Archives Preservation 

Shu-Mei Chen 
Pei-Chen Yen 
(陳淑美、顏佩貞) 

臺灣 

以國家檔案之國民大

會盤式錄音帶為例，介

紹其保存概況與整理

轉製工作執行情形。 

2. 

The Challenges of 
Preserving 30 Years of 
Brazilian Musical 
History 

Nauara Morales 巴西 
保存 30 年來巴西音樂

發展歷程的挑戰 

3. 

Remove Obstacles: An 
Exhibition Project of a 
Mysterious Journey of 
the Chinese Vinyl 
Records Across Taiwan 
Straits During the 1960s 

Chun-Zen Huang 
（黃均人） 

臺灣 

本海報介紹「神秘之

旅」巡迴展的內容與

1960 年代兩岸音樂出

版界歷史的發展始末。 

4. 

PrintRIP Project – 
Large-Scale Film 
Digitization by 
Employing Existing 
Projection Infrastructure 

Jonas Svatos 
Matej Strnad 
Krystof Pesek 

捷克 
大規模電影片數位轉

製專案執行介紹 

5. 

Lokananta: A Reflection 
of Archiving the 
Indonesian Music 
Archives 

Atik Fara 
Noviana 

印尼 
Lokananta: 印尼音樂

檔案館檔案管理成果

展現 

6. 

Modern Finding Aids 
Solutions for 
Under-Resourced 
Audiovisual Heritage 
Institutions 

George Gyesaw 迦納 
為資源缺乏之音像遺

產機構尋求解決之道

的現代搜尋檢索方案 

7. 

The Ethical Archive: 
Perspectives on 
Management of 
Indigenous and Minority 
Audiovisual Materials 

Kathryn Antonelli 不詳 
檔案倫理：對原住民族

音像資料管理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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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reating and Automating 
Workflows for 
Embedding Metadata 
into Audio Files 

Michael Laney 
Shawn Nicholson 
Devin Higgins 
Lucas Mak 
Nathan Collins 

美國 
將創新與自動化流程

導入視聽檔案詮釋資

料之研究 

9. 
Sound and Audiovisual 
Media and its 
Hermeneutical Dungeon 

Javier Ramos 
Eduardo Cote  

聲音影音媒體及其詮

釋學基礎之研究 

10. 

Collect, Collaborate: Join 
Us As We Create the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of 
Discographies 

Filip Sir 
Peter Laurence 

IASA
委員會 

徵集、典藏與合作：加

入國際書目詮釋資料

共同建置的行列 

11 

Brooklyn Historical 
Society’s Oral History 
Portal Using Wordpress, 
XML, and OHMS 

Julie May 
Brett Dion 
Zaheer Ali 

美國 

布魯克林歷史協會之

口述歷史部門所使用

的WordPress，XML和
OHMS等匯入格式 

12 

Sound Recordings from 
the Fieldwork in the 
Archive of the Institute 
of Musicology Sasa 

Marija Dumnic 
塞爾維

亞 

Sasa音樂學院檔案室

錄音資料整理及數位

化現況概述 

 

本次海報共有 12 篇參與展示，各篇海報內容概要摘述如下: 

一、 Keeping National Memories Alive: Audio Archives Preservation 

本局以「歲月留聲－聲音檔案保存維護介紹」(Keeping National Memories Alive: 

Audio Archives Preservation)投稿參加海報甄選，本海報以本局典藏國家檔案－國民大

會聲音檔案為例，介紹有關聲音資料保存維護現況，及歷年來本局辦理數位轉製之作

業情形。檔案，是政府施政的重要記錄，是人民生活寫照的文化資產；透過檔案，我

們可以了解國家建設的軌跡與社會發展的歷程。臺灣位處亞熱帶地區，高溫高濕的氣

候對於文物保存是一大挑戰；臺灣之檔案管理局成立於 2001 年，負責徵集及典藏國

家重要施政檔案，檔案管理局雖已設有溫濕度控制良好的庫房來典藏國家檔案，然因

原機關管理不善，加以部分檔案材質不易保存，檔案移轉時多已呈現嚴重劣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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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止，徵集之國家檔案典藏數量已達 18,458 公尺，包括紙質類、攝影類、

錄影音帶類及電子等媒體類型，其中國民大會之影音資料，是我國民主憲政發展極為

珍貴且重要之紀錄。為發展影音檔案之保存維護技術研究、類比影音與視訊檔案數位

化及數位修護等作業，檔案管理局於 2015 年建置「檔案保存技術實驗室」，期累積

轉製及數位修護技術之實作經驗，建立影音檔案相關作業研究之基礎，讓珍貴的國家

記憶得以永續留存。本海報以英文發表，有關海報之中英文全文內容，詳見附錄 1。 

會議期間，本局所發表之海報獲得與會人士高度興趣，除了自行駐足瀏覽外，亦

提出許多相關問題，本局與會同仁亦在現場以英語說明，與會者對於本局聲音檔案之

保存努力均予肯定，並希望未來可以將這些珍貴的聲音檔案上網，供各界研究。有關

展示期間和現場與會人士互動情形，以照片方式簡要集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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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The Challenges of Preserving 30 Years of Brazilian Musical History 

Circo Voador 典藏檔案是由一系列聲音、影音及圖像所組成的資料庫，於 1982 年

啟用，其建置的目的在於收藏巴西最重要的音樂影音等藝術作品，也是目前公認收藏

巴西流行音樂最為完整的視聽資料庫之一。本資料庫收集了 1980 年代巴西音樂創作

者和樂團的珍貴記錄，包括 Barao Vermelho，Blitz，Legiao Urbana，Ratos de Porao 等，

還收藏了著名的藝術家如 Jrge Benjor，Tim Maia，Luiz Melodia，Caetano Veloso;以及

20 世紀 90 年代出現的音樂家，如 Chico Science＆Nacao Zumbi，Seu Jorge，Criolo，

以及其後出現在巴西音樂界的其他名人。本資料庫所蒐集的藏品大多是 1982 年至

1996年，以及 2004年迄今所舉行的音樂演奏會記錄，約有 8000小時的錄音影像資料，

錄製的媒體有類比式的 VHS(1982-1997)、數位 DV(2004-2012)及數位錄影帶

(2013-2016)等，除了音樂會的現場實況錄音影資料外，還收集了完整的門票、文宣海

報、藝人訪談和相關照片等。 

三、 Remove Obstacles: An Exhibition Project of a Mysterious Journey of the Chinese 

Vinyl Records Across Taiwan Straits During the 1960s 

20 世紀 60 年代，臺灣有一家名為「女王唱片」(Queen Record)的公司設立，專門

發行中國大陸的音樂唱片。這些唱片在包裝上都只標註了曲目，而沒有任何演奏者的

資訊可稽，但仍然吸引民眾購買，主要是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些曲目都是由兩岸傑出的

藝術家們所演奏的，只因為政治上的障礙，公司才會把演奏者的資訊刪除，避免衍生

不必要的困擾。該公司所出版的中國音樂專輯不是直接來自於中國，而是由中國所屬

唱片公司的香港子公司所代為處理，此乃由於當時中國大陸與西方世界隔絕，為掩蓋

其國內發行的事實，也為將產品銷售到海外市場，所想出來的權宜之計。為此，中國

大陸進行女王唱片公司的出版音樂作品的蒐整工作，並於 2017 年將相關成果以展覽

方式進行文化傳播，並在北京、香港、臺北等地舉辦巡迴展覽活動，此展覽猶如中國

唱片發展史上的「神秘之旅」，本海報即在介紹此巡迴展的內容與這段音樂出版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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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歷史的始末。 

四、 PrintRIP Project – Large-Scale Film Digitization by Employing Existing 

Projection Infrastructure 

NFA(捷克國家電影資料館）位於布拉格，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電影

片專業檔案館之一。該館收藏的電影片會採用兩種不同的複製方法：一是就某些重要

的主題進行數位修護，包括 4K 畫質掃描以及深度的電影片研究，這些在資源投入上

都是極為昂貴的。其次是針對次要的主題，進行高低不同解析度的數位化轉製作業。

由於經費有限，2017 年開始，NAF 開始進行第三種方案，即挑選有用的、基本的、

有價值的電影片，優先辦理轉製作業。目前，NAF 每週都會放映數十部電影供民眾欣

賞，PRINTRIP 專案計畫包括設立一個低成本及開放資源碼的播放管道，供策展人及

相關研究人員透過此管道進行 SD 傳輸下載。本專案計畫涉及「數位化最小單位」的

考量，透過 FFmpeg 編碼格式進行轉製儲存，並利用電腦將可公開影像進行蒐集應用。 

五、 Lokananta: A Reflection of Archiving the Indonesian Music Archives 

Lokananta 是一個管理影音檔案，特別是與印尼音樂相關資料蒐集典藏的專責組

織。截至目前為止，該組織已收藏了 30,000 張以上的黑膠唱片(LP)、5,670 份錄音原

始母帶及 400 種以上的卡式錄音帶專輯。這些藏品的內容含括各種類型的音樂，包括

具有保存價值的音樂、馬來西亞管弦樂團演奏、Kroncong 樂團演奏的早期流行樂曲及

爵士樂等，除了音樂性的作品外，也收藏了重要人士的談話錄音，這些都是見證印尼

音樂及文化發展歷史的重要憑證。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介紹 Lokananta 的管理現況，從

其經營成果中，得知其作為音樂檔案管理專責機構的使命感，以及努力在民眾心中樹

立美好形象的企圖心，透過本研究讓各界更加了解 Lokananta 的業務推動情形，凝聚

公眾意識，豐富印尼國家文化資產的內涵與存在價值。 

六、 Modern Finding Aids Solutions for Under-Resourced Audiovisu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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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s 

一般而言，迦納大多數的檔案典藏機構都有權收藏與該國文化遺產相關的音像類

型的檔案，這些影音檔案都是透過當地人士與藏品管理者進行蒐集，因為他們是唯一

對於藏品內容具有智慧判斷者。多數機構對於藏品的目錄整理資訊都是僅限於內部管

理之內，而對於資源較缺乏的機構就無法透過網路查找到可以使用的輔助工具，也因

此無法讓更多人共享、檢索到各個典藏機構的檔案資源。非洲研究中心(the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不同於其他機構，是一個獨立的研究單位，且已獲得國際肯定並且得

到大學等單位的補助，建有完善的系統與設施。本研究著重於如何將資源建置經驗導

入該國類似的檔案典藏機構，在這項研究中，有鑑於網際網路使用與檔案應用的未來

趨勢，如何利用線上資料庫資源的建立，來吸引使用者認識檔案典藏機構與其典藏的

檔案資源，是本研究的重點，也試圖透過本研究找出檔案典藏機構的發展的定位與存

在的價值。 

七、 The Ethical Archive: Perspectives on Management of Indigenous and Minority 

Audiovisual Materials 

檔案館往往是敏感文化資產的管理者，聲音影像類的檔案館也不例外。事實上，

世界各地原住民族及少數民族族群聲音和圖像表現，可以給音樂人帶來更多的衝擊和

挑戰，特別是在數位年代。隨著多年來的對話進展，檔案管理工作者和民族誌研究者

就此主題已進行了許多相關研究，透過解決控制、徵集、返還，來建立知識產權等重

要概念。本海報之研究主要是在分析這些研究所提出的核心概念，從視聽媒體的領域

出發，就全球化的視角探討管理的道德意識，尋求其中的最佳做法。 

八、 Creating and Automating Workflows for Embedding Metadata into Audio Files 

2016 年 4 月，文森聲音圖書分館－隸屬於密西根州立大學圖書館，進行了一項研

究專案，利用 VVL 資料庫詮釋資料的格式，進行 20000 多筆 wav 格式的聲音檔案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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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及描述資料回溯建檔作業。透過密西根州立大學圖書館數位資訊部門和資訊系統部

門的合作，針對 VVL 資料庫結構進行分析，將原有各項工作單位進行工作單元的整

併及作業流程的改造，並提供學生參與的機會。新的工作流程將以自動方式檢索學生

們在 VVL 資料庫中所查詢到的詮釋資料，加以註記後將原有的詮釋資料資訊轉換為

適當的格式，以便將 wav 格式裏的標題及相關資料納入目錄中。本張海報將呈現工作

流程的變化，並探討自動化註記可以用來減少中斷的最大可能方式，同時在數位化影

音資料被傳送到圖書館的伺服器儲存前，可以確保存放在一個安全穩定的數位化環境，

以降低未來回溯時資料的補充與再處理。透過此一工作流程的實施，全球各地所使用

的影音資料庫都會有一致的數位化作業流程與重要資訊的著錄，確保詮釋的一致性，

讓內部及外部的使用者都能獲得更好的交流與更豐富的檔案內涵。 

九、 Sound and Audiovisual Media and its Hermeneutical Dungeon 

研究人員對於聲音和影音檔案的詮釋處理與驗證的認知，究竟有多少？傳統研究

中最常使用的途徑，都是透過文字和沒有生命的靜態圖像進行研究，而現在透過傳播

的概念，驗證和存取相關成果則是主要的途徑。雖然利用現有的聲音或視聽影像等儲

存媒體，可以讓檔案資訊的流通利用更加便利，但這些儲存媒體或系統軟體都沒有經

過驗證，是否可以得到檔案學及詮釋學界的認可，是個值得探討的議題。本次研究在

於介紹不同的選擇案例，引導聲音的內涵可以成為正式研究（通通學術驗證）的一部

分。在現有的研究基礎上，本研究將探討有關各類媒體，包括文字、非文字（聲音影

音多媒體）的脈絡詮釋規則，讓所有類型的知識都能得到百家爭鳴、平衡發展的機會。 

十、 Collect, Collaborate: Join Us As We Create the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of 

Discographies 

IASA 描述委員會正在進行有關跨國性線上聯合編目工作，即集結各檔案典藏機

構及私人收藏家的典藏目錄成果，並以各種語言收集全球目錄描述的相關資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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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置聯合目錄的關鍵，目標在於讓合作夥伴們能透過網路共享資源建置的成果，包

括學會、檔案史料典藏機構、個人收藏家及影視媒體從業人員等。聯合目錄的第一階

段成果，已於 2017 年中在 IASA 官網上公佈。由研究團隊和各地會員所貢獻的書目

資訊，包括書籍、文件、光碟、資料庫、網站格式等，都彙整成一致的描述呈現格式，

未來將建置一個完成的數位化(PDF)版本的保存檔案，與目錄勾稽串連，讓使用者查

詢更為便捷。 

十一、 Brooklyn Historical Society’s Oral History Portal Using Wordpress, XML, 

and OHMS 

本海報研究是由布魯克林歷史協會專案工作人員 Julie May 等人，所共同開發，

用來儲存口述歷史訪談資料的資料庫新工具。聲音的儲存有幾個世代的轉變，因此就

該協會早期所典藏的近 500 件口述歷史加以整理，蒐集有關布魯克林的文代特色，並

加以數位化儲存、編目及應用等，是本研究進行之初的工作之一。2016 年，Voices of 

Crown Heights 提出了一個為期 2 年的專案計畫，讓不同的使用者可以方便地了解該

組織的典藏內容。BHS 也建置了口述歷史的入口網站，透過工具和工作流程的呈現讓

口述歷史更為生動，並整合 XML 格式、資料庫儲存物件存取方式，讓訪談資料的儲

存與分享更加簡易方便，提升線上進行口述訪談及儲存的便利性。 

十二、 Sound Recordings from the Fieldwork in the Archive of the Institute of 

Musicology Sasa 

自 1948 年成立以來，塞爾維亞藝術學院音樂學院的業務職能之一，就是收集民

族音樂學相關領域的各種類型資料，包括文字及非文字形式之錄音資料。該學院保存

塞爾維亞民間音樂最古老的聲音載體，這些都是該國最重要的聲音藏品之一。該學院

所收藏的檔案，包括已經數位轉製的蠟板（140 片）、黑膠唱片（34 張）和盤式錄音

帶（950 捲）原件；另外還有數量龐大但尚未數位轉製的卡式錄音帶、黑膠唱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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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少量的蟲膠唱片等。20 世紀末，該學院的工作人員已經開使運用數位錄音的技術進

行聲音的儲存，因此也收藏了數位錄音帶（67 捲）及數位形式的錄音記錄。近年來，

研究人員也開始利用數位錄影機進行田野資料的蒐集與儲存，而這些數位化的資料目

前描述資訊的建檔仍在起步階段。本研究即是針對塞爾維亞音樂學院之典藏檔案的整

理、內容分類、描述著錄等工作及成果進行概要介紹。 

  以下就本次會議現場所展示之海報成果，蒐集如下。 

 

 



 

27 

 

 



 

28 

  

 



 

29 

   

 



 

30 

第四節  專業參訪－德國廣播檔案館 

本次研討會主辦單位提供 5 個地點作為專業參訪，與會者於報名研討會時可選擇

其中 1 個地點參訪，參訪地點如下： 

一、 柏林科技大學聲音傳播學會 (Audio Communication Group at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 

二、 德國電影及電視博物館(German Cinematheque - Museum of Film and Television) 

三、 德國廣播檔案館(Deutsches Rundfunkarchiv, or German Broadcasting Archive) 

四、 國家音樂研究所(Staatliches Institut für Musikforschung) 

五、 民族學博物館媒體部門(The Media Department of the Ethnological Museum) 

本局與會同仁選擇德國廣播檔案館進行參訪，該館屬於德國公共廣播聯盟

(Arbeitsgemeinschaft der ö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anstalt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簡稱 ARD)之其中一員，在法蘭克福及波茨坦設有檔案館，目前約有 100

位員工。本次參訪地點為波茨坦邦的檔案館，坐落於德國廣播園區內。 

德國廣播檔案館(Deutsches Rundfunkarchiv，英文 German Broadcasting Archive，

簡稱 DRA)，成立於 1952 年，設立於法蘭克福，原名德國廣播聲音檔案館(German 

Broadcasting Sound Archive)，只收藏廣播電台的聲音檔案，後開始收藏電視節目資料，

於 1963 年改名為如今的德國廣播檔案館。1994 年整併前東德廣播檔案館，即為本次

參訪的波茨坦分館。該館館藏非常豐富，收藏年代從 1918 年的威瑪共和時期至今，

類型包括類比與數位聲音紀錄、圖像文件檔案、印刷與歷史文物等，目前典藏超過 4

萬小時的影片及 10 萬小時以上的廣播原音，收錄了德國過往重要的視聽檔案。該館

具歷史價值的特色館藏有以下幾項： 

一、從開始出現廣播錄音以來，當代的歷史錄音及音樂。 

二、蟲膠唱片、黑膠唱片、圓筒唱片等早期聲音儲存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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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記錄 1945 年以前德國廣播及 ARD 頻道節目歷史的印刷文件或手稿。 

四、前東德廣播及電視節目歷史、組織歷史有關的書面記錄及儲存媒體。 

該館仍不斷徵集與廣播、電視相關之館藏，並以長期保存及數位化為目標外，亦

致力於記錄與建構與德國廣播及電視相關之歷史，並於將舊有館藏賦予新生命，例如

將某些館藏素材運用在製作電影、多媒體產品及書籍上。 

以下就本次參訪發現，簡述其建築空間、展示空間及資料庫建置情形： 

一、建築與內部空間設計 

入口大廳結合接待、展示、會客等多功能設計，設置接待櫃台、藏品展示區、文

宣品索取區、會客區、置物空間等。2 樓設有圖書室，其餘 1 樓至 4 樓皆有辦公空間。 

1 樓大廳採挑高設計，連接各樓層的階梯呈之字形蜿蜒而上，大部分建築外牆及

頂樓天花板為玻璃帷幕，透光性佳，整體環境明亮通透。  

二、展示空間 

1 樓大廳陳列不少展件，並配有多媒體互動機器、中型螢幕與耳機供參觀者使用。

展覽物件包括早期影音設備、採訪攝影機、文宣品、海報、設計手稿、照片等。多數

展件會以不同形式展櫃存放，避免訪客觸摸，展櫃包含直立式玻璃櫃、懸掛於牆面的

展櫃及海報板，但展櫃內並無微環境控制。若屬電視機、採訪攝影機等大型藏品，則

不外加展櫃直接展示。 

館方將歷史上重要人物或重要歷史時刻的影音紀錄整理並加以數位化，製作線上

展示系統，並設計轉盤與參觀者互動。參訪當日，導覽員邀請參觀者轉動輪盤，轉至

某主題時，則播放該段影音紀錄並加以簡述，比如重要政治人物談話、奧運運動會報

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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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廣播檔案館建築外觀 

 

大廳採高挑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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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大廳結合接待、展示、會客等多項功能 

 

 

2 樓圖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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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展示區 

 

 
館藏介紹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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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庫及系統簡介 

參訪當日該館亦針對其館藏研究計畫及資料庫進行簡報。該館擬定的研究計畫分

為兩期，第一期為 2013 年至 2016 年，第二期為 2018 年至 2020 年。第一期利用 videana

軟體工具，將 3,400 小時的前東德時期歷史影音資料，進行人物及主題的內容分析，

運用臉部或圖片辨識至資料庫搜尋特定的圖像畫面或場景。第二期規劃發展新的技術，

繼續分析 16,000 小時的影音資料內容。該館為進行此項計畫，花費 1,500 歐元，派員

至奧地利訓練及學習相關知識。該館亦表示也曾利用此資料庫協助警方找尋罪犯，但

限於圖片版權、個人隱私及法律等問題，該資料庫僅限內部使用。 

該館當天亦介紹 ARD 權威控制標準詞庫，該資料庫係德國國內國家廣播公司共

同使用的，該資料庫建置了廣播及電視有關人物、機構、事件、主題詞表，將詞彙進

行權威控制及主題關聯，並儘量加以詳細的描述，例如著錄廣播歷史上名人時，亦簡

述其個人生卒年及傳記。因為影音資料所有權複雜，且往往牽涉許多人，需要詳細的

描述及釐清關聯。另外，詳細的描述，日後也可以作為研究的新素材。建立標準詞庫，

不僅可以讓檔案整理工作得以標準化，也易於與其他系統交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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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簡述館藏研究計畫架構圖 

 

 
館員介紹權威控制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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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會場各類廠商產品展示 

本次大會主會場海報展示區旁，有數家廠商以實體數位化機器設備、展示看板及

文宣，介紹其建立之聲音與影音資料數位化標準、數位化工作流程與技術。展示的廠

商包含索尼公司旗下的子公司 Memnon 公司、與德國公共廣播聯盟長期合作的德國

Cube-Tec 公司，以及來自奧地利，以處理數位多媒體檔案見長的 NOA 公司等。 

 
廠商展示影音資料數位化設備 

  
數位化廠商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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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參訪活動紀實 

本次大會特別在 9 月 20 日安排專業參訪活動，提供 5 個參訪地點供與會人士自

由參加，本局同仁擇選了位於波茨坦的德國廣播檔案館，學習收獲頗豐，參訪相關資

訊與心得已於前章詳述。本局出席會議人員除參加大會所舉辦的專業參訪活動，另規

劃一日行程，擇選與本局業務性質相近的柏林國立圖書館及柏林通訊博物館，進行深

度的標竿學習活動。兩項參訪活動均受到該館主管熱誠接待，並予以詳盡解說，本局

也就相關業務提出請益，雙方交流甚歡，以下就本次參訪的兩個行程，分別概述。 

 

第一節  柏林國立圖書館 

一、歷史沿革 

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的成立，可追溯至西元 1661 年，

是德國最大的綜合圖書館，隸屬於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以

下簡稱柏林圖書館），共分為兩個主要館舍： 

（一） 歷史研究圖書館：即最早興建的總館，座落於柏林菩提樹大道(Boulevard 

Unter den Linden)上，接近博物館島附近。 

（二） 現代研究圖書館：位於波茨坦街(Potsdamer StraBe)上，藏品以較近代的圖

書出版品為主。 

柏林圖書館珍藏豐富的善本書籍、手稿原件、家族檔案、照片及地圖等各種類型

的文件與史料檔案，現有館藏概況如下： 

（一）1,100 萬冊圖書。 

（二）1,000 萬筆微縮檔案。 

（三）1,000 萬張以上影像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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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 萬張稀有版畫。 

（五）手稿原件：包含希伯來羊皮紙聖經，以及全世界最大的摩西五經捲軸。 

（六）6 萬首音樂家手稿樂譜原件：含莫札特、巴哈等著名古典音樂家作品。 

（七）110 萬張地圖及地圖集。 

（八）私人檔案：含孟德爾頌家族檔案。 

（九）各種語言報紙。 

（十）5,000 種以上線上資料庫。 

柏林圖書館設置音樂、手稿、地圖、報紙、印刷古籍、東亞學、東方學、東歐書

籍、青少年與兒童書籍等 9 個專業部門管理這些豐富館藏，館員人數大約 800 人，包

括各種專業背景的研究人員、上百名修護師、館員及行政人員。本次參訪僅針對館藏

年代較近的現代研究圖書館進行標竿學習，該館主要收藏年代較近的書籍、出版品、

手稿及各種媒體類之文件及文物。 

現代研究圖書分館的館藏幾乎全為閉架式管理，約占 97%以上，除了部分參考書

籍、展示器物外，均需事先預約。讀者如需借閱館藏資料，需事先查詢該館目錄（有

線上及卡片等實體目錄）後提出申請，平均約 2 個小時以內就可以取件，每次申請數

量以 50 冊為限，讀者可以外借回家，取書和歸還都可以選擇方便的地點（兩館擇一）。

附帶一提的是，只要在德國境內有住居地者，年滿 16 歲就可以申辦閱覽證，但圖書

資料外借服務則以本國人為限。更多訊息請見：柏林國立圖書館官網

http://staatsbibliothek-berlin.de。 

二、建築概觀 

現代研究圖書分館於 1967 年完工啟用，迄今已有 50 年以上的歷史，該館主要是

由孟德爾頌家族所捐助興建，為當時最現代化的建築。全建物樓高 12 樓（含地下 2

層、地上 9 樓），由於建物已有數十年的歷史，開始有內部管線老舊毀壞等問題，維

護保養成本很高，因此積極向政府爭取整建經費，目前已順利爭取到 6 億歐元（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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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 210 億元），將於明年開始進行建物翻修整理工程，預計花費 13 年時間才會完

成。該館整修工程進行期間，會將館內工作人員及藏品分批暫時搬遷至另一個分館，

施工期間只留下部分館員，繼續提供對外借閱服務。 

 

 

 

 

 

 

 

 

 

 
現代研究圖書分館建築外觀模型 

 

柏林國立圖書館－建築外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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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國立圖書館－建築外觀（二） 

 

 

柏林國立圖書館－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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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國立圖書館－讀者出入口 

 

 

柏林國立圖書館－讀者置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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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國立圖書館－文宣架、入館隨身袋 

 

 
柏林國立圖書館－上網影像、詮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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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國立圖書館－上網影像 

 

柏林國立圖書館－加值文創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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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國立圖書館－行政區公共空間 

 

柏林國立圖書館－閱覽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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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國立圖書館－閱覽空間 

 

柏林國立圖書館－閱覽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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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國立圖書館－閱覽空間 

 

柏林國立圖書館－目錄查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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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國立圖書館－標示系統、閱覽桌椅 

 

 

 

 

 

 

 

 

 

 

柏林國立圖書館－地球儀藏品展示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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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國立圖書館－借還書區 

 

 

 

 

 

 

 

 

 

 

 

柏林國立圖書館－讀者自助取書區及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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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國立圖書館－多語言模式自助影印區 

 

第二節  柏林通訊博物館 

一、組織概況 

德國柏林通訊博物館(Museum fur Kommunikation Berlin)，前身為西元 1872 年創

立的帝國郵政博物館(Reichspostmuseum)，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之郵政博物館，收藏

與郵政相關之文物與檔案。該館原位於柏林中央郵局內，後於精華地段上重新設計興

建新館，於 1898 年落成啟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關閉並撤離大部分藏品，戰後移

撥給黑森邦，成為法蘭克福通訊博物館的基礎。該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受到嚴重破

壞，於 1958 年暫時翻新，兩德分裂時期，由於該館位於東柏林，成為東德郵政博物

館。另，西柏林也成立了柏林郵政電信博物館，兩德統一之後，兩座博物館合併，即

為現今之柏林通訊博物館。 

該館典藏涵蓋郵政和電信歷史發展方面之相關文物與檔案，見證了德國郵政及通

訊業務之一系列發展歷程。例如，藏品中保存了從最初至最新的各式郵票，也收藏原



 

51 

始設計圖稿、模具、郵政工具、郵務及人員相關等珍貴文物。 

二、組織架構 

柏林通訊博物館於 1995 年德國郵政改革之後，隸屬於郵電通訊博物館基金會，

雖屬私人基金會，但接受政府經費贊助。該基金會轄下除柏林通訊博物館外，尚包含

波恩郵票博物館、法蘭克福通訊博物館、紐倫堡通訊博物館等 3 個博物館。柏林通訊

博物館收藏 50 萬件的郵件、相片、交通運輸與郵電局相關文物；波恩郵票博物館主

要收藏 1 億多件的郵票藏品；法蘭克福通訊博物館主要收集大型文物、車輛，與廣播、

藝術相關的文物及照片，該館擁有 6,000 平方公尺的展示空間。紐倫堡館舍主要以展

示與舉辦活動為主，不收藏藏品。 

柏林通訊博物館以收藏、展示、出版為主要任務，藏品使用 museum plus 系統管

理，歐洲有 50%以上的博物館使用此套系統，可連線查詢各館館藏。更多訊息請見：

柏林通訊博物館官網 http://www.mfk-berlin.de。 

柏林通訊博物館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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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參訪發現 

本次 2017 年 IASA 國際研討會於德國柏林的民族學博物館舉行，大會除了每日

舉行多場論文發表、海報展示、廠商產品展示、工作坊等不同的研討活動外，亦安排

了 5 個不同地點的專業深旅參訪活動。本局同仁選擇了位於波茨坦邦的德國廣播檔案

館（Deutsches Rundfunkarchiv，簡稱 DRA）進行專業參訪。另本次考察還訪問了柏林

國立圖書館及柏林通訊博物館，受到館方高層與同仁的詳盡解說與熱誠接待，收獲豐

碩，以下茲就三個參訪單位之發現心得，分別摘述重點如下。 

 

一、德國廣播檔案館 

德國廣播檔案館（Deutsches Rundfunkarchiv，簡稱 DRA），成立於 1952 年，館藏

各式類比與數位聲音紀錄、檔案、印刷及歷史文物，並擁有 4 萬小時以上之動態影片

及超過 10 萬小時的廣播紀錄，可說是涵括了德國過往最重要的視聽資料。 

(一) 收藏多元：該館除了收藏聲音、影像等檔案原件，對於過時的播放設備也都完整

保存，除了讓檔案原件達到可用目的，還可看到設備及技術發展演進的歷程。 

(二) 為了增加檔案教育宣傳的功能，特別將展示與技術作業空間結合，並獨立成棟，

方便個別及團體等不同規模的訪客自由參觀，遇有團體到訪，也會安排專人分區

導覽，令人印象深刻。 

(三) 空間配置：工作及展示空間規劃簡潔明亮，且善加利用置物櫃等傢俱擺設，不僅

達到空間區隔之效，更發揮隱藏式收納的功能，讓參觀訪賓及工作人員的動線都

能更加順輰，且互不干擾。 

 

二、柏林國立圖書館 

柏林國立圖書館歷史最早可追溯至西元 1661 年，目前為德國最大的綜合性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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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典藏豐富與珍貴的善本、手稿、家族檔案與地圖。該館藏品歷史悠久且藏量甚豐，

在保存維護方面的作為也極為用心，以下就本次參訪之重點發現臚列下如。 

（一）收藏多元 

該館除了圖書等出版品收藏豐富外，最值得一提的是，還典藏了莫札特、巴哈等

世界知名的古典音樂家的珍貴手稿，同時，對於具有歷史價值旳文物，如平台式鋼琴，

也會盡力蒐藏，使館藏更添豐富性。各類資料入藏來源也十分多元，包括購買、捐贈

及受託保管等途徑。每年經費均事先規劃採購方向，由各部門就業務與專業考量提出

蒐藏需求，再經跨單位主管討論後，提交基金會開會審定。藏品主要是委託書商（代

理商）採購，必要時也會透過拍賣等方式向私人或團體採購珍貴物件；除了購買的方

式，也有接受各界捐贈，對於特別稀有珍貴無法價購取得或是取得贈予，必要時也會

爭取藏品擁有者委託寄存，例如著名古典音樂家巴哈的珍貴手稿，讓該館收藏更顯指

標意義與價值性。 

（二）詮釋資料著錄完整 

柏林國立圖書館的館藏量極為龐大，且多為閉架式管理，為了讓讀者可以借閱各

類館藏，詮釋資料的著錄就顯得格外重要。各類媒體藏品包括圖書、手稿、畫作、地

圖等，多已著錄完整的資料，目錄格式適合各類媒體著錄，且明確標示相關資料，如

題名（書名）、作者、產生年代（出版年）、頁數（尺寸）、材質等必要資訊，為方便

讀者借閱使用，也逐步進行數位化工作，完成數位化複製作業者即全文上網（包括封

面等重要內容），免費提供各界使用者下載儲存，目前共計 12 萬件館藏可線上瀏覽。

詮釋資料的著錄的語文形式，目前仍以德文為主，部分館藏也有英文的著錄資訊可以

參閱。 

（三）空間配置 

工作及對外服務空間規劃簡潔明亮，讀者區和行政區各自有不同的出入動線，達

到人員進出管制之效，一樓設有卸貨平台及專用出入口，走廊通道均較其他樓層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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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書車或輸送設備等大型運送書籍工具入出館之用。在行政區的走廊看到許多裝置

藝品，如掛畫、器物展示櫃等，據主任表示，這些都是以現有藏品原件（價值較低、

環境控制需求較寬者），或是館藏的複製加值成品加以擺設，提升空間美感，增添工

作環境的藝術質感。 

另，館舍空間寬敞，多半利用玻璃引進自然採光，並善用書架上方燈具、發光的

空間指標及發光的隔屏補強館舍的照明，以減少人工照明。各區空間之區隔，使用低

矮隔屏或透明隔屏，讓空間有寬敞之感。因建築外觀係不規則狀，難免有天花板較低

處，館方於此處設置諮詢櫃台、目錄檢索區等，不僅善用空間且讓空間有隱藏之效。 

 

 

 

 

 

 

行政區裝置藝術－館藏加值利用 

 

 

 

 

 

 

 
 

行政區空間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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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圖書卸載廊道及書車 

（四）專業保存維護 

柏林國立圖書館為德國最大的綜合圖書館，典藏的圖書資料歷史價值高，雖然藏

品都依媒體形式要求存放於環境控制良好的庫房，但因應展覽、應用等，仍有使用之

可能，且圖書等藏品多為有機物，會有老化劣損情形，因此該館也聘用上百位專業修

護師，針對各種藏品的劣損進行保存維護，以延緩劣化現象，延長藏品保存壽命。 

（五）業務分工且尊重專業 

柏林國立圖書館雖名為圖書館，實則典藏的資料並不以圖書為限，許多珍貴的手

抄文件、羊皮紙、照片、地圖、雕刻畫作等，也是收藏的重點之一。除此之外，為了

因應不同時期、不同媒材之藏品長期保存需求，該館任用許多具有學科背景的專業人

員，針對材質、內容、目錄格式及儲存資訊系統等項目進行相關研究並提供專業諮詢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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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器物展示 

（六）鼓勵員工參與進修培訓 

柏林國立圖書館的館藏多元，管理方式需與時俱進，加以管理制度與典藏技術日

新月異，有必要隨時補充新知與專業知能，因此該館非常鼓勵員工參與各種知識的進

修學習，以補充工作所需知能。 

（七）逐步爭取經費進行館藏數位化 

柏林國立圖書館館藏豐富且饒富歷史價值，為因應廣大的使用者需求，也擴增近

用途徑，該館每年都會規劃經費進行數位化複製工作。除了落實多元典藏、降低原件

保存應用風險的目標，同時也善用網路資訊系統，將數位館藏逐一上網，除了讓讀者

使用更為便捷，也縮小空間限制，讓各地的使用者都可以近用館藏，也提升館藏能見

度。同時該館對於複製作為也有與時俱進的策略，考量到數位化已是目前最便捷、節

省儲存空間的複製方式，因此藏品已不再進行微縮儲存，而以數位複製為原則。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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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複製作為是否具有長期保存品質，目前仍無具體實證，因此該館複製時除了產製

典藏版、流通版等不同格式與解析度的版本，也同時製作多份異地備援，以降低無法

讀取或滅失的風險。 

 

三、柏林通訊博物館 

柏林通訊博物館前身為 1872 年帝國郵政博物館，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之郵政博

物館，典藏與郵政、電信相關之文物與檔案。 

(一) 展覽及教育活動 

柏林通訊博物館原為帝國郵政博物館，建築外觀設計為華麗雄偉，館方認為宮殿

式的建築讓民眾有不易親近之感，故內部展示手法會多以新奇、科技感及活潑的方式

吸引民眾進館參觀。例如，該館於 1 樓中庭空間，設有 3 部機器人與民眾互動，1 至

3 樓掛有德語、英語、瑞典文等螢光單字裝置藝術。 

該館展示區共計地上 3 層、地下 1 層，空間約計 3,000 平方公尺，可展出 4 千多

件展品。地下 1 樓展區，該區以微弱燈光的密室展示手法，以圓柱狀玻璃展櫃展示罕

見、年代久遠的珍貴郵票及郵件，包含清末由中國天津寄到德國之信件、1904 年模里

西斯發行的藍便士郵票。 

博物館導覽活動會與學校校外教學結合，通常放假前、開學後預約導覽情形較多，

且 18 歲以下學童可免費參觀該館展覽，18 歲以上才需購買門票 5 歐元，故相當受學

校歡迎。該館受限於原有建築空間的設計，導覽時空間產生回音是一項困擾，故每次

導覽活動人數無法太多，以免影響講解品質。至於展覽規劃的頻率，每年約規劃 2 至

3 個大型展覽，以及 3 至 4 個小型展覽；每檔展覽結束後，通常會到波恩、法蘭克福

等其他分館繼續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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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樓中庭的機器人 

 

 
螢光單字裝置藝術 

 
地下 1 樓珍貴郵票及郵件展示區 

(二) 博物館商店及餐廳 

柏林通訊博物館商店位於 1 樓入口右手邊，目前商店以外包方式經營，由委外廠

商尋找與博物館相關的現成商品販售。至於該館出版的書籍，則是個案洽談不同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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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出版，之後也於該館商店販售。另，該館附設的餐廳，天花板懸掛著早期郵電局

的巴洛克風格的天花板，將文物與現有空間融合。 

 
博物館商店 

 

博物館附設之餐廳 

(三) 人力與培訓 

柏林通訊博物館職員人數約計 40 人，其中 10%為公務員、90%為雇員，並有 3

位研究人員。該館原為郵局及電信局成立的國家博物館，聘用的職員為公務員，在德

國郵政民營化後，博物館納入私人基金會下管理，該批公務員隨博物館移撥後，仍具

備公務員身分並可服務至屆齡退休，爰該館仍有少部分職員屬於公務員；但改為私人

博物館後，新進職員為一般約聘雇員。 

此外，該館亦有技術人員及實習生，技術人員須具備博士學位，可擔任部門主管

人員；實習生需為相關科系學生，實習期間至少 2 年，實習期滿，如有新職缺，則可

留在該館工作成為雇員。 

該館亦鼓勵同仁進修，但須由館方事先編列預算，方能派員參加研討會或工作坊。

例如藏品編目、文物管理較具專業知識的課程，則會安排有關人員參加，如是較通俗

性的工作坊，例如造紙工作坊，則可由全體職員一起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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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柏林通訊博物館館長 Anja Schaluschke 女士(右 2)、 

收藏部主任 Veit Didczuneit 博士(右 1) 

(四) 庫房 

柏林通訊博物館庫房位於博物館南方約20分鐘車程(Ringbahnstraße 130, Berlin附

近)，庫房建築原為普魯士軍隊糧倉，相當堅固。該棟建築共計 5 層樓，依藏品媒材

建置不同的庫房存放，各有不同的溫濕度環境，庫房類型包含信件、地圖類、金屬器

物、織品類庫房；另設有展覽準備室、活動教室、辦公室等空間。展覽準備室空間寬

闊，提供籌備新展覽的工作間；活動教室則作為內部人員研習專業知識的工作空間，

參訪當日即擺放了不同類型的紙張，準備辦理紙張修護研習工作坊。 

信件庫房以無酸紙盒存放各類散裝信件，因信件不易裝訂故以紙盒分別存放，再

將無酸紙盒置於檔案架上存放。地圖庫房以平面式大型圖櫃存放各類地圖，亦存放許

多不同時期的地球儀。金屬器物庫房典藏普魯士時期、威瑪共和時期及二戰後等各時

代的郵箱、郵戳機、郵件分檢機器。織品類庫房則收藏與郵政、交通、通訊相關的各

類文物，包含 19 世紀的與郵務相關的絲質旗幟、各式郵政人員服裝、馬鞭、樂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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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房外觀 

 

展覽準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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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庫房 

 

地圖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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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器物庫房-各式郵箱 

 

金屬器物庫房-與郵務相關機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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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品類庫房-19 世紀絲質旗幟 

 

織品類庫房-郵務人員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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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意見交流 

除以上實地參訪發現外，本局尚針對以下議題與館方人員進行意見交流。 

（一）經費與人力運用方面 

柏林國立圖書館隸屬於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柏林通訊博物館則隸屬於郵電通

訊博物館基金會，雖屬皆屬私人基金會，但經費多來自政府預算，因此普遍面臨人力、

經費等資源不足的情形。尤其現代研究圖書分館儘管已使用近 50 年，但館舍空間仍

相當乾淨明亮，但館方認為建築及空間功能已相當老舊，為提供更好的服務品質，仍

爭取到 6 億歐元的特別預算，將分 13 年編列進行館舍整修工作。此外，柏林國立圖

書館歷史研究圖書總館已經整修多年，待總館整修工程完成，即開始啟動分館之整修，

可見館方對文化保存及服務品質的重視。 

柏林國立圖書館現職工作人員約計 800 人，包括公務人員、專業研究人員、臨時

人員等不同屬性員工。依館藏類型設置 9 個專業部門，各部門各自擁有專業人才，且

各部門在業務方面賦予相當高的權限，就收購新藏品而言，價格在 5,000 歐元以下的

藏品，各部門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採購，5,000 歐元以上才需要上報更高層審查。至於

柏林通訊博物館，技術人員也可獨當一面規劃展覽，皆是尊重其專業人才的表現。這

種從下而上的工作方式，與我國建立一套標準工作模式以利各部門遵循相當的不同，

因為柏林國立圖書館等館認為手稿、古籍的鑑定、管理及數位化、博物館策展、藏品

管理等，每一個都是專業的知識與技術，無法建立統一標準，因此採取尊重各部門的

專業，由各部門管理。 

（二）人員培訓 

柏林圖書館除自辦各種專業內容的課程供館內同仁進修，也鼓勵同仁們報名參加

外單位舉辦的培訓活動或研討會。只要經費有餘裕，並無特別的額度或人數限制，因

此也可以提報參加較長時間或海外的教育訓練，奉核即可享有公假、公費的福利。 

（三）有關檔案館建館計畫方面 



 

66 

柏林圖書館並未提供建館計畫供參，至於現代研究圖書館明年將開始進行為期 12

年的整修工程，相關工程及開放應用等資訊會陸續上網供各界知悉。 

（四）館藏整理與應用方面 

柏林國立圖書館館藏眾多，2,500 萬件館藏，儘管有 14 個專業的數位化工作站，

仍不可能將所有館藏都數位化完成，僅能先將年代距今 200 至 300 年且僅有孤本的音

樂手稿先行數位化，但數量也多達 200 萬件。另外，在修護人員方面計有 100 多位，

但館藏眾多也只能做必要的修護，或是修護最珍貴的館藏。 

在庫房設計方面，柏林國立圖書館庫房等級可耐原子彈，堅固耐用且有防空洞，

以保護獨一無二的珍貴館藏。柏林通訊博物館之庫房則是選擇距離本館有一定距離，

原為普魯士軍隊糧倉的紅磚建築，內部也配備標準的庫房建築，庫房載重及消防設施

也依標準規定辦理，各庫房的門禁鑰匙也置放在需要密碼開啟的保險櫃內，有權限的

管理者方能取用，庫房不僅堅固耐用也嚴密管理。 

為將館藏可以向公眾推廣，柏林國立圖書館將 12 萬件珍貴館藏免費線上提供瀏

覽；此外，柏林國立圖書館為服務來自各地的讀者，連影印機也設置多國語言的功能，

相當貼心。另，柏林通訊博物館採用的館藏管理系統，可和歐洲的博物館相互連線，

達到資源共享之效。 

（五）業務推展所面臨之困境 

經過實地參訪，各館都難免遇到人力不足的問題，儘管柏林國立圖書館員額多達

800 人，但近年也面臨人力縮減之問題，例如以前館內設有紀念品商店，但因人力不

足而將商店撤除，改為只於網路販售。況且，館藏數量龐大，要做好相關管理、修護

及數位化工作，仍相當不易。至於，柏林通訊博物館原有較大比例的公務員，在轉型

及改隸基金會後，約僱人員比例已大大超過公務員，且館方僅有 40 位員額，要經營

一個館藏豐富的博物館，包含收藏、管理、策展、出版及交流活動等，已屬不易。因

此像出版、紀念品販售已採委外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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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心得與建議 

本次IASA國際研討會探討的主題為因應數位化時代來臨之聲音與影音檔案，如

何進行工作流程與發展型態的整合。對此，國際間普遍認為檔案資料數位化乃時代之

發展趨勢，如何善用技術發展，讓資料留存更加便捷完整，是未來的發展趨勢。然而，

大家也一致認同，媒體原件的保存維護同樣重要。謹就此次與會及參訪所見所聞，提

供心得及建議如下： 

一、聲音及影音類檔案之整理保存不容忽視 

人類知識的累積，包括靜態的文件圖片與動態的聲音影像，兩者同樣重要。影音

類型的資料因其動態呈現而更具吸引力，然而在保存整理上受到保存環境要求，比文

字紙本資料更為不易，因此保存維護的工作實不容忽視。此外，聲音與影音類檔案，

皆需藉由設備的輔助方可一窺其內容，而讀取設備往往因科技的發展演變，容易發生

過時絕版的情形，因此，聲音及影音類檔案的保存，除了應妥善保存原件外，也要連

同讀取設備一起保存，才能讓原音重現。再則，有鑑於過時媒體取得不易，在保存原

件的同時，更應該同時進行複製儲存或轉製工作。 

二、檔案應視同文化遺產，以國家力量推動國家傳承記憶之保存工作 

檔案代表一個國家、社會、民族發展的軌跡，也是政府施政的第一手資料，世界

各先進國家對於檔案保存都極為重視，將其視為文化資產的一部分。檔案是各機關執

行公務所累積的紀錄，代表公權力行使的正當性與唯一性，惟公務機關所產生的文件

十分龐雜，並非所有檔案都具有永久保存價值，故如何去蕪存菁留存真正具有國家及

全民記憶價值的檔案，實是一門高深的學問。而國家檔案更是見證國家發展的重要證

據，具有民主法治之象徵意涵，美、英、法、加、德等國均在首都興建國家檔案館，

以彰顯其對於國家記憶傳承工作的重視，頗值我國學習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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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國家檔案目錄著錄品質，有助於提高檔案應用之便捷性 

本次研討會有多篇論文探討目錄格式及著錄標準化的問題，顯見目錄是使用者查

詢的重要工具，也是各典藏單位展現藏品內容及成果的管道之一。我國國家檔案以案

卷層級資訊揭露為主要單元，目前典藏之國家檔案已有 45 萬筆以上案卷層級資訊可

供查詢，惟其欄位之資訊多來自於原管有機關，仍存有誤謬或缺漏，恐影響使用效益，

未來應加強內容之著錄品質，同時關注國際間最新的編目技術發展，才能有效提高檔

案應用的便捷性，也達到和國際接軌的理想。 

四、開發新的合作模式，建立資源共享及雙贏 

IASA 研討會參訪活動造訪的德國廣播檔案館，看似只有檔案館之角色，但該館

身為德國公共廣播聯盟一員，與該聯盟底下其他德國各聯邦廣播公司關係密切，檔案

館可以收藏各邦廣播電台、電視公司的節目內容，成為館藏來源管道；反之檔案館提

供的資源、技術及資料庫也可與各廣播公司共享。這些機構之間並非隸屬關係，但卻

藉由聯盟這樣的特殊合作關係，可以互相共享資源，其模式亦可供我國借鏡。 

五、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展現檔案管理成就與保存技術實力 

本次是本局首次報名參加多媒體類保存維護之國際研討會，收獲良多，尤其透過

海報介紹及現場和與會者討論交流，更能讓國際相關同業人士瞭解我國檔案管理的努

力與技術導入成果，各國對於我國檔案管理的推動努力都十分肯定，且對於本局所管

有的聲音檔案非常有興趣，多建議本局未來可持續參與研討會的相關活動，深耕聲音

與影音檔案保存維護領域，除了藉由交流吸取各國發展之經驗，也可以藉機達到宣傳

效果，提高我國能見度，展現我國檔案管理及技術發展的實力。 

六、臺灣氣候高溫多濕，各類媒體保存維護尤應建置良好環境，方可長期保存 

臺灣位處亞熱帶，長年氣候高溫多濕，對於文物保存是極大的挑戰。本次赴德國

參加會議並進行標竿學習，發現處處都是數百年以上的文化資產，典藏機構大多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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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進行濕度控制即可達到乾燥效果，這多得歸功於歐洲得天獨厚的大陸型氣候。潮

濕是保存的重大威脅，為了達到檔案長期保存的目標，臺灣還是得為檔案建置溫濕度

控制良好的保存環境，才能使檔案永世典藏。 

七、文物檔案典藏需長期投注經費人力，累積專業量能，才能滿足應用之需 

文物媒體類型多元，進行保存維護及保管工作時皆需了解其材質特性，因此應委

由專業人員處理，才不會造成無法彌補的破壞。文物檔案保存維護工作不易，需要長

期投注經費人力才能延續保存壽命，世界各國較具規模的典藏單位都會聘用專業的修

復師進行藏品保存維護工作。此外，每件藏品雖然都有相似之處（如材質、產生年代），

或可利用儀器設備歸納分析劣損狀況，但每件藏品還是會有個案差異，因此專業的修

復人員除了要具備一定程度的學識背景，還需要累積實務操作的經驗，才能學以致用，

完成任務。 

八、檔案展示可善用影音等多媒體方式呈現，擴增宣導及教育效能 

此次參加 IASA 國際研討會，看到許多同業人士發表影音資料保存的成果，彰顯

影音呈現手法的吸引力及強大的宣傳效應。多媒體的資料相對於文字資料，顯得更為

活潑易懂，且多媒體儲存的資料透過聲音、影像等方式呈現，更能夠打破語言、年齡

等限制，除了傳達教育目的，還能兼顧娛樂效果。未來國家檔案在展覽時，也可善用

影音等多媒體素材，擴增傳播的效益。 

九、數位化保存與應用已是國際趨勢，惟長期保存仍應考量媒體的可讀性 

過去對於紙質類型文件之儲存，多使用微縮方式辦理，攝影類、錄影音帶類檔案

則採原媒體複製多份為原則。隨著科技的進步，利用電子媒體儲存資料漸為風行，電

子媒體除了具有輕薄、複製簡易等特性，其最大的優點就是流通快速，尤其近年來網

路普及，資訊傳播更為便捷，因此利用數位化手段進行藏品保存與應用已是國際趨勢。

不過，電子媒體的保存壽命仍有待時間考驗，且電子檔案讀取需搭配相容的軟硬體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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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因此應定期查檢其可讀性與有效性，並保存備份，以降低檔案資訊滅失的風險。 

十、藉由參與國際事務，學習他國發展經驗，亦可促進國民外交，建立情誼 

此次 IASA 國際研討會共有來自世界各國數百位人士報名參加，會上可以蒐集到

許多寶貴的專業發展資訊，還可以面對面進行各種議題的深度討論，除了充實專業知

識，達到交流的目的外，也能夠結交到來自不同地域的朋友，無論來自哪個國家都可

以在研討會上彼此交換資訊，分享工作成果，這些附加價值都是提升我國能見度、促

進國民外交的具體成效。因此，未來仍應持續參與國際事務，強化同仁英文溝通實力，

讓全世界看到我國檔案管理的軟實力，也帶回他國發展的經驗，以茲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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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本局獲選海報中英文全文稿 

歲月留聲-聲音檔案保存維護介紹 

陳組長淑美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案典藏組 

e-mail: smchen@archives.gov.tw 
 

顏視察佩貞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應用服務組 

e-mail: pcyen@archives.gov.tw 

 

檔案，是政府施政的重要記錄，是人民生活寫照的文化資產；透過檔案，我們可

以了解國家建設的軌跡與社會發展的歷程。臺灣之檔案管理局成立於 2001 年，負責

徵集及典藏國家檔案，包括紙質類、攝影類、錄影音帶類及電子等媒體類型，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止，徵集之國家檔案典藏數量已達 18,688 公尺，依媒體型式區分，計有

紙質類檔案 18,217 公尺（97.27%）、攝影類檔案 203 公尺（1.18%）、錄影音帶類檔案

245 公尺（1.43%）、電子媒體與其他類檔案 23 公尺（0.12%），累積數量堆疊已超過

36 座臺北 101 大樓高度（參見圖 1、2）。國家檔案多來自執行公務的各政府機關，在

內容方面區分為 25 大類，目前已典藏府院政策、立法監察、司法及法務等 19 類別之

檔案（參見表 1、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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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國家檔案典藏媒體形式百分比 (截至 2017.6.30) 

 

圖 2  國家檔案典藏媒體形式長度 (截至 201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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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圖 3 國家檔案典藏類別表及圖示（截至 2017.6.30） 

 

臺灣位處亞熱帶地區，高溫高濕的氣候對於文物保存是一大挑戰；檔案管理局雖

已設有溫濕度控制良好的庫房來典藏國家檔案，然因原機關管理不善，加以部分檔案

材質不易保存，檔案移轉時多已呈現嚴重劣化情形。為發展影音檔案之保存維護技術

研究、類比影音與視訊檔案數位化及數位修護等作業，檔案管理局於 2015 年建置「檔

案保存技術實驗室」，期累積轉製及數位修護技術之實作經驗，建立影音檔案相關作

業研究之基礎，讓珍貴的國家記憶得以永續留存。 

檔案管理局目前典藏之聲音檔案，來自於國民大會、外交部、國防部、臺灣高等

法院檢察署及國防部後備司令部等五機關，媒體儲存型式包括唱片、盤式錄音帶及卡

式錄音帶等三種（詳見表 2）。上述五機關移轉之聲音檔案，主要來自於國民大會所

移轉的檔案，因此本海報以國民大會聲音檔案為對象，介紹有關聲音檔案的保存維護

現況，以及歷年數位轉製之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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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聲音檔案典藏數量統計表（依媒體類型） 
序號 媒體類型 原件數量 數位化數量 未數位數量 

1 圓盤唱片 100 100 0 
2 盤式錄音帶 4,116 1,936 2,180 
3 卡式錄音帶 306 41 265 
4 卡式錄音帶(微型) 2 2 0 

總計 4,524 2,079 2,445 

國民大會之影音資料，是我國民主憲政發展極為珍貴且重要之紀錄，包括錄影帶

2,726 捲、錄音帶 4,393 捲。現有典藏的聲音檔案以盤式錄音帶為主，共計 4,108 捲，

目前數位化轉製已完成 1,928 捲。盤式錄音帶的帶基材質多為聚酯（polyester），共計

3,120 捲；其餘則為醋酸纖維素（cellulose acetate），計有 988 捲。受到國民大會裁撒

的影響，本批檔案在接收前保存狀況並不理想，尤其醋酸片容易受到高溫高溼環境影

響而產生酸化現象，因此檔案局接收後先將檔案放入恆溫恆溼環境控制良好的國家檔

案庫房，以減緩其劣化之進行（參見圖 4）；同時逐年汰換破損容具，包括外包裝紙盒

及無酸塑膠袋。 

 
圖 4 國民大會錄音帶典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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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原媒體類型保存與應用流通不易，檔案局亦規劃國民大會等聲音檔案之轉

製作業，逐年爭取預算，循序進行整理工作，包括清點、查檢、過帶、髒污清潔、破

損簡易修護處理、數位化轉製等作業步驟。完成數位轉製之檔案，即可進行詮釋資料

（metadata）之詳細著錄，方便各界查詢應用。 

影音檔案受限於原配備之讀取設備多已停產或過時，取得不易，如不儘速進行數

位轉置，便難以提供使用者瀏覽應用。早年檔案局在尚未購置相關讀取設備，因此多

委託專業廠商進行清潔、修護及數位化轉製等作業。檔案局自 2015 年 3 月建置完成

「檔案保存技術實驗室」後，才開始自行辦理多媒體檔案整理與數位化轉製工作，期

累積檔案轉製及數位修護技術之實作經驗，提升本機關對於多媒體檔案轉製修護之專

業量能。該實驗室係依照各類媒體材質特性與保存維護功能之不同需求分區建置，其

中多媒體保存及作業空間包括「多媒體檔案轉製修護作業區」、「多媒體檔案庫房」、

及「多媒體檔案放映區」等三處： 

一、多媒體檔案放映區 

本區設有電影片放映機、投影機、投影布幕及音響等基本放映器材，亦規劃多媒

體檔案放映空間，針對舊媒體及完成數位轉製之多媒體檔案，搭配所需之新舊設備進

行播放測試。（參見圖 5） 

二、多媒體檔案轉製修護作業區 

本區設置各類磁性紀錄媒體之讀取、數位轉製軟體及相關硬體設備，以辦理錄影

帶及錄音帶等檔案轉製、影像數位修護、多媒體檔案製播剪輯修護等工作；可支援

VHS、Betacam、U-matic、Digital Betacam、mini DV、DVCAM、卡式及盤式錄音帶

等各種多媒體檔案內容之讀取與轉製。（參見圖 6、7） 

三、多媒體檔案庫房 

為利多媒體檔案之長期保存，本機關設置 2 間低溫阻溼庫房，空間內配置冷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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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化學除溼機組以及溫溼度監控記錄系統等設備，同時於庫房外設置前室供作環境

緩衝及檔案整理檢測作業之用途；庫房與機房分別配有 FM200滅火器及火警探測器，

以利火災發生時可即時施予適當搶救措施。（參見圖 8） 

目前檔案局已開始自行辦理各類影音檔案之狀況檢視、清潔、轉製、數位修護等

工作，包括電影片、底片、幻燈片、錄音帶及錄影帶等，亦完成紙質類檔案包覆容具

材質測試與耐久性分析之技術報告，未來將持續推動相關作業以提升本機關檔案保存

維護之專業水準。 

 

    

圖 5 多媒體檔案放映區 圖 6 多媒體檔案轉製作業區 

圖 7 多媒體檔案修護作業區 圖 8 多媒體檔案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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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ing National Memories Alive: Audio Archives Preservation 

Shu-mei Chen 
Division Director 

Archives Preservation Division,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e-mail: smchen@archives.gov.tw 
 

Pei-Chen Yen 
Executive Officer 

Services Division,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e-mail: pcyen@archives.gov.tw 

 

Archives are important records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nd invaluable cultural 

assets of the people. Through perusing archives, we can track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history and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s. Founded in 2001, Taiwan’s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NAA) is responsible for records transfer 

and preservation. Those archival types include paper materials, photographic materials, 

audio & video tapes, and digital & electronic media. As of June 30th, 2017, the total length 

of national archives kept in NAA is 18,688 meters. According to archival types, the length 

of paper materials is 18,217 meters (97.27%), photographic materials is 203 meters 

(1.18%), audio and video tapes is 245 meters (1.43%), and digital & electronic media (and 

others) is 23 meters (0.12%). The total length of national archives is equivalent to the 

height of 36 Taipei 101 buildings (see figure 1, 2). National archives mostly are from 

government agencies. Archives can be categorized by themes into 25 major categories. 

Present collections of 19 categories include Government Policy, Legislative and Control 

Affairs and Judicial and Legal Affairs (see table 1 and figu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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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Percentage of National Archives Collections (until Jun, 30th,2017) 

 

 

Figure 2 The Length of National Archives Collections (until Jun, 30th,2017) 

 

paper materials 
97.27% 

photographic 
materials 

1.18% 

audio and video 
tapes 

1.43% 

digital & 
electronic media 

and others 
0.12%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18,000

paper materials photographic
materials

audio and video
tapes

digital &
electronic
media and

others

18,217 

203 245 23 



 

79 

 

 

 

 

 

 

 

 

 

 

 

 

 
 
 
 
 

Table1, Figure3 The Category of National Archives Collections (until Jun, 30th,2017) 

Category Length (Meters) 

Government Policy 126.445 (0.6766%) 
Legislation and Control 
Affairs 

214.15 (1.1459%) 

Judicial and Legal 
Affairs 

574.37 (3.0733%) 

Recruitment, 
Qualification and 
Personnel Affairs 

1.01 (0.0054%) 

Interior Affairs 250.92 (1.3426%) 
Foreign and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814.68 (4.3592%) 

National Defense and 
Veterans Affairs 

3,357.43 
(17.9649%) 

Fiscal and Financial 
3,893.52 
(20.8334%) 

Education and Sports 558.06 (2.9861%) 
Economic and Trade 2,736.955(14.645%) 
Transportation and 
Public Works 

4,690.65 
(25.0987%) 

Culture and Media 270.26 (1.4461%) 
Health Care 0.94 (0.0050%) 
Humanities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0.15 (0.0008%) 

Agriculture 173.74 (0.9296%) 
Local Affairs 345.40 (1.8480%) 
Political Affairs 574.54 (3.0742%) 
Civil Societies 104.92 (0.5614%) 
Individual 0.67 (0.0036%) 
Grand Total 18,688.8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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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ed in the subtropical region, Taiwan is characterized by warm temperature and 

high humidity, which pose a challenge to archives preservation. Even though NAA 

provides repositories with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controlled environment for national 

archives, some archives has already degraded before transfer due to their fragile materials 

and the poor management by their original organizations. To develop advanced 

preservation technology of audiovisual archives, analog audio and video archives 

digitization operations, and digital restoration techniques, NAA set up the “Archives 

Preservation Technology Laboratory” in 2015. The laboratory has hence helped to 

accumulate practical experiences in conversion and digital restoration, lay a solid 

groundwork for audiovisual archives research and ensure the sustainability of precious 

national memories. 

Currently, the audio collections in NAA are from the former National Assembl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the Taiwan High 

Prosecutors Office and the Reserve Command of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Media 

include vinyl records, reel tapes and compact cassettes (see table 2). These audio archives 

transferred from the above five agencies are mainly from the former National Assembly. So 

in this poster, audio archives from the former National Assembly will be taken as an 

example to introduce current preservation conditions and conversion operations over the 

years. 
Table 2 The Amont of Audio Archives 

 
Media type originals/roll 

Digitized 
quantity/roll 

Non-digitized 
quantity/roll 

1 Disc record 100 100 0 
2 Sound recording tape 4,116 1,936 2,180 
3 Cassette tape 306 41 265 
4 Cassette tape(mini) 2 2 0 

Total amount 4,524 2,079 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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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diovisual archives of the former National Assembly are very important recor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in this country. There are 2,726 videotapes 

and 4,393 audiotapes. Current audio collections are mainly reel tapes, a total of 4,108 tapes, 

1,928 of them were digital converted. Reel tapes are mostly polyester-based, a total of 

3,120 tapes, and the rest are cellulose acetate-based, a total of 988 tapes. Due to the 

abo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these archives were in poor conservation situation 

before transfer. Under high temperature and high humidity, acetate develops vinegar 

syndrome easily. After transfer, NAA houses these archives in environmentally-controlled 

national archive repositories to decelerate degradation (see figure 4). Meanwhile, damaged 

containers have been replaced year by year, including paper boxes and acid-free plastic 

bags.  

 

Figure 4 The audiovisual archives Preservation of the former National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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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these kinds of media are not easy to preserve and put in use, NAA also plans 

out conversion operations. Getting budget yearly, NAA processes archives in proper order, 

including inventories, checking, rewind, cleaning, restoration, digital conversion, etc. After 

conversion, archives are ready for metadata cataloging in order to provide access.  

Most devices for audiovisual archives are no longer in production or already outdated. 

If the digital conversion is not done sooner,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the user to access. In the 

earlier years, NAA had yet to purchase related devices. Therefore, outsourcing to 

professional companies to clean, restore and convert was the way. After the “Archives 

Preservation Technology Laboratory” was established in March 2015, NAA began 

processing and converting multimedia archives on its own. NAA is looking forward to 

accumulating practical experiences in conversion and digital restoration to upgrade its 

professional abilit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media and maintenance functions, the Lab is 

divided into three areas: “Multimedia Archives Presentation Area”, “Multimedia Archives 

Conversion & Repair Area” and “Multimedia Archives Repository.”  

1. Multimedia Archives Presentation Area 

In this area, there are film projectors, projectors, projector screens, and stereos. Also, 

showing rooms for multimedia archives are underway.  For those old media and 

digitally-converted multimedia archives, there is old and new equipment required for 

conducting presentation or playing tests. (see Figure 5) 

2. Multimedia Archives Conversion & Repair Area 

In this area, there are reading and digital conversion software for various magnetic 

recording media, as well as related hardware. These aim to preserve audio-video tapes in 

archives conversion, digital repair of video, and editing & repair of multimedia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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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can also support the reading and conversion of the contents of such multimedia as 

VHS, Betacam, U-matic, Digital Betacam, mini DV, DVCAM, compact audio cassette, and 

open reel audiotape. (See Figure 6, 7) 

3. Multimedia Archives Repository 

In order to better preserve multimedia archives for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NAA sets 

up two low-temperature, dehumidifying store rooms. Inside, there are facilities with 

refreezing, chemically dehumidifying, and temperature & humidity monitoring functions. 

In front of the store rooms, we have a front room used for environment buffering and 

archives checking. Both the store rooms and the facilities have FM200 extinguishers to 

handle a fire emergency. (see Figure 8) 

At present, the Lab has begun to conduct the checking, cleaning, conversion and 

digital repair of the various audio-visual archives, including movie films, camera films, 

slides, record tapes, and video tapes. Meanwhile, it has completed a report on the test 

results regarding the materials of folders or containers--and their endurance --for paper 

archives. In the future, the NAA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related operations in order to 

further upgrade its professional expertise in preserving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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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Multimedia Archives Presentation Area 

 

Figure 6 Multimedia Archives Conversion & Repair Are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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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Multimedia Archives Conversion & Repair Area (2) 
 

 

Figure 8  Multimedia Archives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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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2017 年國際聲音與影音檔案協會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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