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 其他） 

 

 

 

參加「地方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 

出國報告 
 

 

 

 

 

 

                      

服務機關：國家圖書館 

  姓名職稱：編輯  宋美珍 

     派赴國家：中國大陸 北京市 

                    出國期間：2004.10.11-10.16 

                    報告日期：2005.01.14 



   系統識別號:C09400161 

 

        公 務 出 國 報 告 提 要 

 

                         頁數: 28 含附件: 是 

 

報告名稱:   地方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  

主辦機關: 國家圖書館  

聯絡人／電話:吳佳恩／02-23619132*158  

出國人員:  宋美珍  閱覽組 編輯  

出國類別:  其他  

出國地區:  中國大陸  

出國期間:  民國 93 年 10 月 11 日 -民國 93 年 10 月 16 日   

報告日期:  民國 94 年 01 月 14 日   

分類號/目:  C1／社會教育（圖書館、成人教育） ／  

關鍵詞:  地方文獻;公共圖書館  

內容摘要:  中國國家圖書館於2004年10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舉辦「地方文    

獻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次會議主要目的在探討以地方誌和家譜爲主

要代表的地方文獻，對於地方建設和學術研究的的參考價值。會議中

共進行32篇論文的宣讀與討論，其重點約略分為五大議題，包括「地

方文獻的收集和整理」、「地方文獻專題研究」、「地方文獻與社會發

展」、「地方文獻的研究現狀與前景」以及「地方文獻的數位化與資源

共享」，各地公共圖書館與地方文獻收藏及研究機構的從業人員，就

地方文獻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利用等問題，從學理與實務面進行廣

泛的討論與意見交流。從理論的研究到實踐探索之中，我們看到今後

公共圖書館地方文獻工作發展的一個新趨勢，就是特色化與數位化並 

行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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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國國家圖書館於 2004年 10月 12日至 14日，在北京舉辦「地方文獻國際

學術研討會」，本次會議主要目的在探討以地方誌和家譜爲主要代表的地方文

獻，對於地方建設和學術研究的的參考價值。會議中共進行 32篇論文的宣讀與

討論，其重點約略分為五大議題，包括「地方文獻的收集和整理」、「地方文獻專

題研究」、「地方文獻與社會發展」、「地方文獻的研究現狀與前景」以及「地方文

獻的數位化與資源共享」，各地公共圖書館與地方文獻收藏及研究機構的從業人

員，就地方文獻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利用等問題，從學理與實務面進行廣泛的

討論與意見交流。從理論的研究到實踐探索之中，我們看到今後公共圖書館地方

文獻工作發展的一個新趨勢，就是特色化與數位化並行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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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地方文獻是區域研究的基礎，亦是凝聚鄉土情感與意識的利器，世界各國對

此都有相當的關注，如美國、日本、與中國大陸的公共圖書館、檔案館與博物館，

莫不著意收藏當地地方文獻，過去地方文獻在臺灣並未受到公部門足夠的重視，

近年來，在本土意識高漲的推波助瀾下，各地公共圖書館開始注意地方文獻的保

存與蒐集，在民間學者專家、收藏家、文史工作者之共同努力下，開始填補了缺

漏，也有了一些成績。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 曾於民國 91 年 10 月於國家

圖書館召開「地方文獻學術研討會」邀請了海內外包括中國大陸與香港地區的學

者專家，以及台灣各縣市及鄉鎮圖書館從業人員參加會議，本會議係海峽兩岸地

區首次召開以「地方文獻」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帶動國內重視地方文獻的風氣。 

本館近年來致力於地方文獻的收集與整理，於 91年至 93年間完成了「台灣

概覽」、「台灣記憶」、「走讀台灣」三系統建置，並著手進行「地方文獻數位化典

藏」計畫，將館藏地方文獻如：地方志、古文契書、出版文獻、寫真圖片、碑碣

拓片等，進行廣泛蒐集與數位化，並建立數據庫，提供各界檢索利用。 

    中國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中圖）於 2004年 10月 12日至 14日，在北京舉

辦「地方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次會議主要目的在探討以地方誌和家譜爲主

要代表的地方文獻，對於地方建設和學術研究的的參考價值，並就地方文獻的收

集、整理、研究和利用問題，進行廣泛的討論。 

    由於本次會議係中國大陸首次舉辦有關地方文獻之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者

多為具實際工作經驗的從業人員，本館參與本次會議的目的，除了將本館近年來

進行之地方文獻數位化經驗，尤其是地方志的收集與數位化現況進行經驗分享

外，亦希望從本次研討會美、中、港、澳各地推動地方文獻的工作經驗中吸取他

山之石。 

 

貳、研討會內容與過程 

    本次「地方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由中國國家圖書館主辦，中國國家圖書館

分館承辦， 以地方文獻的收藏、整理、研究和利用爲會議主題，採取向國際公

開徵文，論文入選即獲得參會資格的形式。共有來自海內外 70多家地方文獻收

藏、研究機構與大陸地區各公共圖書館的 150多位地方文獻專家、學者以及工作

者，進行相關議題的討論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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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於北京市金台飯店舉行，自 10月 12日至 14日歷時 3天，共宣讀論文

34篇（詳細議程參見附件一），綜觀本次會議論文的重點約略分為五大議題，包

括「地方文獻的收集和整理」、「地方文獻專題研究」、「地方文獻與社會發展」、「地

方文獻的研究現狀與前景」以及「地方文獻的數位化與資源共享」。在交流討論

中，不僅聽到了各個地方文獻收藏及研究機構對相關問題的理論探討，更難能可

貴的是，見識到了許多公共圖書館在從事地方文獻蒐集與整理工作的實踐成果。

從他們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之中，我們可以看到今後公共圖書館地方文獻工作

發展的一個新趨勢，就是特色化與數位化並行的趨勢。  

由於本次會議在地方文獻的討論上，尤其側重地方志與家譜兩項重要的地方

文獻，故有多篇論文與該二主題有關，以下就地方志與家譜相關報告擇要簡述如

下： 

  一、「中國地方志的史料價值及其利用」，由南開大學來新夏教授所提出的報

告，來教授提到地方文獻在中國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其中又以地方志為大宗，

據其估計自宋至民國之舊方誌約一萬種，若加上民國以來新編方志則種數將可達

二萬種，地方志蘊藏豐富而有價值的史料，但卻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與充分的利

用，其以舊志與新編的中國地方志為研究對象，藉由例證的舉出，論述地方志的

史料價值及如何利用的問題，在地方志的利用方面，他提出地方志的二次文獻亦

即各種專題索引編輯的重要性，藉由二次文獻的編輯整理，將擴展地方志的使用

層面，進而發揮地方志的使用價值。 

  二、「中國方志數字圖書館建設的構想」，本文由寧波大學歷史系錢茂傳與祝建

傳教授提出，由於方志分布各地，造成利用的不便，故其主張將藏於各地圖書館

的中國方志加以蒐集並進行數位化，並提出一整體性的系統架構，在此架構中對

於數位化的格式、製作流程、儲存管理等工作，都有詳細的建議，並提出「專題

庫」製作的構想，例如：地方書目、地方人物、圖片、事件等。此外，也針對數

位化後的地方志資源的共建共享提出看法，並提出以營運模式來建構全國的地方

志數據庫，以長久保存地方志資源並開闢新方志的出版與閱讀模式。 

三、「應對知識提供的挑戰：數字方志建設與思考」，由中國國家圖書館分館王

薈女士提出，中國國家圖書館分館的館藏特色即為地方文獻，其所典藏的中國舊

方志約有 6000餘種，12萬冊，在 2002年至 2003年間，該館進行了「數字方志」

的工程，其間精選 2864種方志 進行數位化，總計掃描 70萬頁影幅，其中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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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7千頁並完成全文辨識，除了提供方志的影像瀏覽與檢索之外，該館並對方志

內容進行深度的挖掘與整合，以提供知識為目標，利用二次文獻的加工處理，以

及包括人物、文獻、圖片、民俗、事件、物產、地名、景觀等主題式的流覽，試

圖呈現重組後資訊的有序續與關連性，其目標是將本系統建設成一具有開放性、

可交換性、可擴展性、有序性、系統化及標準化的知識網絡。 

四、「戰後台灣官修方志的搜集整理與數位化」，由本人代表國家圖書館所提出

的報告，至 2004年，本館已經完成約 245種，800餘冊約 35萬頁之戰後官修地

方志的登錄與掃描工作，並建置數據庫提供網路檢索。本文主要就方志的搜集過

程、詮釋資料建立、影像掃描作業、數據庫建置等作業作一說明。（論文全文詳

如附件三） 

五、「地方文獻保存與提供途徑的趨勢與問題」，由美國猶他家譜學會沙其敏先

生就地方文獻的保存與提供方法的新技術提出相關建議與看法，沙先生介紹了以

微縮技術及數位化影像技術所提供的資料保存方法、策略和其中產生的問題，同

時對於地方文獻的詮釋資料處理與檢索的發展進行了探討，也介紹丹麥圖書館、

檔案館與博物館在同步提供地方文獻書目的合作成效，他並提出 2001年國際圖

書館聯盟(IFLA)在專門圖書館部下設立了地方志與家譜小組，這可以說是對地方

誌和家譜在地方文獻中的重要地位的國際性認同，另針對家譜資料在流通時，可

能引發的隱私權保障，數位化的版權管理等議題也提出他的看法。 

    另首都圖書館亦展示了該館所進行之“北京記憶”工程。首都圖書館的北京

地方文獻專藏和地方文獻開發工作，在中國圖書館界名列前茅。近年來，首圖始

終在探索新技術條件下地方文獻工作新的增長點。2002年 11月，經過充分的調

查與論證，該館決定啟動這一專案。作出這一決定，基於以下 4個目標： 

  1、通過最適用的技術手段保護北京文獻遺產，使這些文獻遺產能夠為國際

間的廣大公眾所利用，並在全世界範圍提高人們對地方文化遺產，特別是那些具

有世界意義的地方文獻的認識。 

  2、弘揚民族文化與先進文化。讓珍貴的文化遺產走出聖殿，深入民間，通

過最具體形象的鄉土教育，達成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效果。 

  3、在“數字北京”的大背景下，打造數字文化精品，創建首都圖書館新的

文化服務品牌。 

  4、共建共用，為國家數位圖書館以及其他國家級數位資訊共用工程提供完

 6



整、系統的地方資訊產品，從而奠定地方公共圖書館在國家數位化文獻資源保障

系統中的地位。 

2002年底，該館與微方電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合作，正式啓動了“北京

記憶”（BEIJING MEMORY）大型歷史文獻多媒體資源資料庫的建設。2004年 8

月，這個資料庫的網站開始試點運行，成爲國內首家大型地域文化資源網站，整

個工程預計投入數位化的文獻包括古籍、近現代圖書和研究論文 2萬餘種，民國

時期的報刊全文資料 3－4萬條，約 5億多字，1300多萬頁（PDF），歷史圖片、

不同歷史時期的輿圖及金石拓片近 2萬種，以及大量表現地方表演藝術的音頻和

視頻文件，約 20TB。計劃用 5年時間分三期完成。  

    此外，本次會議上尚有來自金門縣宗族文化研究協會的蕭永奇與葉鈞培先生 

報告「金門族譜編修之回顧與展望」，以明清以來金門修譜概況，金門現在修譜 

的危機與優勢、金門族譜之未來展望等有系統的描述，並以金門王氏族譜為例， 

說明了金門修譜的背景、淵源。其認為在金門濃厚的宗族文化背景之下，未來金

門編修族譜的前景大有可為。 

    會議期間大會並安排參觀國家圖書館分館所舉辦的「國家圖書館地方志家譜

展覽」與故宮博物院。 

 

參、會議心得 

地方文獻是了解與研究地方狀況的重要資料，它反映某一區域內的一切自

然現象以及人類文化與社會活動的紀錄，是認識地方的百科全書，其範圍包括：   

一、 地方出版物：包括內容與本地有關及與本地無關的出版品； 

二、 其他地方出版反映本地情況之出版物； 

三、 本地著名人物之著作; 

四、 地方史料。 

此外，地方文獻與其他文獻的不同點在具有以下幾點特性：  

一、 地域性：這是地方文獻的首要特色，它具有「地方特徵」，在內容或形

式上必定與特定的地區的文化、歷史發展息息相關。 

二、 時代性：在內容上反映當時地方的各種情況，包括社會、經濟、政治

文化、人口等。 

三、 形式多樣：地方文獻的形式包括圖書、期刊、報紙、圖表、碑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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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文物、家譜、網路資源等等。 

四、 內容豐富：地方文獻的內容包括史料、地方人士著作、地方出版品等。 

    由於地方文獻的地方特點，以及其在圖書館整個藏書體系中的唯一性，故在追求 

特色化館藏的現在，地方文獻的征集與蒐藏工作，愈益受到圖書館的重視，然而

特殊性質，使得地方文獻的集藏與管理工作更顯得繁瑣與困難。但由於其「地域」

的特色，因此在世界各國中作為文獻收藏與傳播中心的公共圖書館，收集、整理

與利用地方文獻就成為其重要職責之ㄧ。 

    在我國的公共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民國 91年 10月 28日教育部臺(91)

社(三)字第 91156118號令訂定公告）中第四條有關公共圖書館的設立宗旨提到

「公共圖書館之設立應配合地方特性與需要，蒐集、整理、保存圖書資料及地方

文獻，謀求普遍利用，提供圖書資訊、推展社會教育及辦理文化活動」，另第十

五條也就館藏發展部份揭示「公共圖書館館藏包括一般圖書、參考工具書、政府

出版品、地方文獻、期刊、報紙、視障資料、視聽資料、微縮資料及電子資源等」。

另中國大陸則是在 1982年由中央文化部頒佈『省(自治區、市)圖書館工作條例』，

依此條列第二條「圖書館的主要任務，要蒐集、整理與保存文化典籍和地方文

獻」，此外，大陸國家文化部把地方文獻資料的搜集、整理與保存也作為公共圖

書館評估、定級的標準之ㄧ，從以上相關規定可知，不論海峽兩岸皆認同公共圖

書館具有蒐集、保存與提供「地方文獻」的職責與功能。 

    本次會議與會人員多來自各地公共圖書館的基層工作人員，多具有多年的地

方文獻的工作經驗與熱忱，在討論過程中對於地方文獻工作的過程中所發現的問

題、困難與經驗，紛紛提出寶貴的意見與看法，以下就資料的搜集、管理、利用

與數位化等方面如下提出會議心得如下： 

(一)、地方文獻的搜集： 

     地方文獻由於學科廣泛，類型眾多，且大部分都出版有限，故如同灰色文

獻一般，在徵集上往往面臨極大的挑戰與困難，同時也面臨以下問題： 

(1) 缺乏地方文獻的蒐藏政策，往往無明確的收藏範圍與收藏目的； 

(2) 各地方發展不平衡，資料蒐集分散、混亂且重複率高； 

(3) 缺乏統一管理與協調單位，各單位自行其事，缺乏橫向聯繫，無法建立完

整的體系； 

故如何有效而完整的徵集地方文獻，是每所圖書館首要解決的課題，各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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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採取的作法包括： 

(1)向各該地區出版單位進行全面性、定期徵集； 

(2)建立各種蒐集管道，包括私人收藏、拍賣機構、舊書市場與網路拍賣等等；

(3)發動地方民眾協助徵集； 

(4)進行地方報導的剪輯工作； 

(5)從古文獻(例如方志)中挖掘整理建立本地區的地方文獻基本目錄，作為資料

比對與蒐集的參考； 

(6)透過複製與交換進行館藏補缺； 

(7)將在古籍與叢書中之相關文獻，以另行複製或抽出方式併入地方文獻的收

藏。 

(二)、地方文獻的管理： 

    公共圖書館對於地方文獻的管理，如同圖書館的其他館藏，亦會進行相關登

錄與編目等工作，惟在進行地方文獻編目整理時，除缺乏專責部門外，也面臨缺

乏相關標準規範以資遵循，某些圖書館為整理地方文獻，還另訂定相關分類表或

登錄格式，例如北京首都圖書館就訂有「北京地方文獻分類表」做為該館整理地

方文獻的分類依據，也是讀者檢索該館北京文獻的指引。 

    此外，大部分公共圖書館或以另闢專室、專庫或專架陳列方式，來集中典藏

與管理地方文獻。 

(三)、地方文獻的利用： 

    圖書館蒐藏與管理地方文獻的目的就是利用，為了表現地方文獻的使用價

值，各圖書館可透過以下方式推廣地方文獻的利用： 

  (1)編制專題書目，提供索引與摘要等二次文獻； 

(2)辦理相關展覽，擴大宣傳工作來推廣地方文獻的利用； 

(3)增加地方文獻的全面性與趣味性蒐藏，如具有相當數量且具有連續的歷史

特徵的工具類文物的收藏。 

(四)、地方文獻的數位化： 

   近年來館藏數位化已成為圖書館再整理與利用館藏文獻的必然發展趨勢，然

而包括資料的著錄規範、數位化格式規範、詮釋資料格式、索引的製作、檢索介

面的設計等，缺乏共通的標準與著錄規範情況下，使得花費大量經費所完成的各

種數位化檔案與數據庫，面臨無法銜接或共享的問題。 

 9



 

肆、建議事項 

    根據一份於民國 89年由國立台中圖書館所進行的「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現

況訪查、研究評估及支援工作調查報告」的調查發現「我國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

發展未充分發揮功能」（調查報告結論三），該調查報告建議「公共圖書館應賡續

館藏特色發展計畫」（調查報告建議事項三），然而公共圖書館館藏特色的基礎實

則建立於地方文獻的蒐藏。 

總結參與本次研討會心得，並對照台灣各地方公共圖書館地方文獻的蒐藏現

況，提出幾點建議如下： 

    一、爭取法律監督與保障，建立地方文獻法定繳送制度；凡該地區所出版 

之圖書、期刊、報紙等出版品都應繳送各該地區縣市級公共圖書館，透過法律的

保障手段，奠定各地方公共圖書館保存地方文獻的基礎工作。 

    二、進行地方文獻資源總調查；於各地區對本區的地方文獻進行調查，以掌

握文獻資源的歷史與現狀，以便進一步確立蒐集的範圍與重點；並據此訂定長期

的徵集計畫；擬定徵集的步驟與方法；並爭取相對應的支援與配合環境，如成立

專責部門或專人，爭取充足的經費，使相關工作得以有條不紊的進行，方能收事

半功倍之效。 

    三、合作典藏，資源共享；由於地方文獻數量龐大，難以一館之力進行完整

的收藏，故建議應由地方政府進行協調，由地方不同層級圖書館與相關機構共同

參與，建立地方文獻合作採訪與合作典藏的網絡，並建立完整的聯合目錄，方能

避免資源的重複，促進資源的共享，並提供民眾完整的地方文獻訊息與資源。 

    四、建立地方文獻分類、編目與內容詮釋分析的標準與規範；標準化與規範

化是一切數位化資源分享的基礎，也是建立整合性地方文獻數據庫的基本要求，

目前台灣地區各單位對於地方文獻的整理與數位化，尚缺乏一致性的標準與規

範，亟須經由調查與協調，再訂定相關的標準與規範，以提供各圖書館在整理地

方文獻時據以實施。 

   五、編制地方文獻書目，進行地方文獻專題資料的編輯，或舉辦大型展覽，

吸引讀者的注意，將地方文獻變藏為用，進一步提供學術研究。 

   六、進行地方文獻的數位化，依據共同的標準與規範，進行地方文獻的數位

化，並就地方文獻的內容進行有效的組織與整理，透過標準化的檢索介面，提供

 10



方便檢索的高質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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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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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相關圖片 

 

 
 圖一：研討會進行狀況，左二為筆者。 

 

  

 圖二：國家圖書館分館舉辦之地方志與家譜展覽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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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中國國家圖書館「數字方志」資料庫網頁 1 

 

 
 圖四：中國國家圖書館「數字方志」資料庫網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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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五~圖六：首都圖書館地方文獻數據庫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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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研討會論文 

戰後臺灣官俢方志的搜集、整理與數位化 

                   

宋美珍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委員 

 

摘要 

 

臺灣首部方志《臺灣府志》纂修於1684年，至今三百餘年，雖然政權更迭，然而

方志的纂修傳統綿延不絕。 

清朝統治臺灣二百一十餘年，官方或私人出版了不少的府志、廳志、縣誌，如果連

同存世的志稿、採訪冊一併計算，總數大約有三十餘種。 

1895年日本佔領臺灣後，雖無官修方志的制度與專責單位，但私人或官方出版類似

中國方志的志書，數量頗多，含蓋地域甚廣，舉凡州、廳志或街、莊志，內容豐富，是

研究日據時期臺灣的珍貴資料。 

戰後，地方士紳與政府重視省、縣地方誌的編纂，1970年以後臺灣各地出現了纂修

鄉鎮志的風潮，至今近六十年間，已出版的臺灣方志總數近三百種，數量相當可觀。雖

然志書水準參差、良窳參半，但總的來說，仍保存了戰後數十年的地方文史資料，具有

一定的參考與研究價值。但地方誌出版後，往往散諸各處私人、鄉鎮公所、文獻會、或

各地圖書館，對於方志的研究者來說，頗以搜尋採訪為苦。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職司典藏臺灣地區各類出版品，長期以來，已搜藏相

當多的臺灣方志，惟採集仍有疏漏，近年來本館對於缺藏之方志，分別透過搜購、徵集

及借印等管道，盡力求全補遺。 

1999年政府推動「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2002年本館開始籌畫、執行「臺灣地區

地方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此計畫之中即包括戰後臺灣地方誌的搜集、整理及數位化。

至2004年，本館已完成約245種、800餘冊、35萬頁之戰後官修地方誌的搜集、登錄、

掃描等工作，目前已見初步成果，並建置了地方誌資料庫，提供讀者查詢流覽。 

本文即簡介上述計畫的實施過程，包含臺灣地方誌的搜集經過、詮釋資料建立、影

像掃描作業、資料庫建置等作業內容之說明。 

關鍵字: 臺灣  地方誌  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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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言 

 

方志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種著述體裁，即使不溯源自先秦兩漢的圖經典籍，

至少從宋代以後，方志已經成為記載州、縣等地方區域史地的著作形式。漢文化

傳入臺灣島後，有關臺灣方志的纂寫亦隨之出現，目前所知最早、最完整的方志，

首推1684年臺灣知府蔣毓英編纂的《臺灣府志》。 

此後，清朝統治臺灣二百一十餘年，官方或私人出版了不少的府志、廳志、

縣誌，如果連同存世的志略、志稿、採訪冊一併計算，總數大約有三十餘種。清

史專家陳捷先教授高度評價此批方志，認為是清代臺灣學術中最為出色者。 

1895年日本佔領臺灣後，為了統治上的需要，進行各項風俗、土地、人口

調查，各級政府出版很多要覽、概況、統計書等資料。當時臺灣並沒有官修方志

的制度與單位，但私人或官方仍會出版類似中國方志的志書。五十年間，志書數

量頗多，含蓋地域甚廣，有州、廳志，也有鄉鎮級的街、莊志，是目前研究日據

時期的珍貴資料。 

二次大戰後，地方士紳與政府重視省、縣地方誌的編纂，由官方出版不少種

的縣誌，1970年以後臺灣各地出現纂修鄉鎮志的風潮，最早的鄉鎮志是1951年

劉枝萬的〈臺灣埔裏鄉土志稿〉，其體例尚受日據時期之志書影響，1960年盛清

沂主編之中和、永和、樹林、板橋等鄉鎮志，則是流寓臺灣之中國學者手筆，被

視為是臺灣鄉鎮志的佳作。 

戰後近六十年間，已出版的臺灣方志總近三百種，其中由官方修纂出版數量

也超過二百種，不可謂不多，但各地方誌編纂的條件不同，水準不一，有些方志

由修志專家、老手編纂，或學術單位研究者、教授參與編修，則其體例較嚴謹、

內容亦詳實有據；但亦有文人成立公司，承攬編印，拼湊公牘、舊籍以成書，其

內容則難令人恭維。 

不過，戰後臺灣方志雖然水準參差、良窳參半，但總的來說，仍保存了戰後

數十年的地方文史資料，具有一定的參考與研究價值。但各地方誌出版後，往往

散諸各處私人、鄉鎮公所、文獻會、與圖書館，各單位收藏之方志均難齊全，對

於方志的研究者來說，頗以搜尋採訪為苦。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職司徵集、整理與典藏臺灣地區各類出版品，

長期以來，透過送存制度已搜藏相當多的臺灣方志，惟採集仍有疏漏。 

近年來，臺灣各地社區意識興起，地方人士重視鄉土文史，加以戰後至今六

十餘年，地方文獻累積甚多，如方志、族譜、口述歷史、拓片、名人手稿、老照

片、契字文書等，卻缺乏有系統的搜集與整理，有散失湮滅之虞。 

由於地方文獻乃在記錄某一地方之資訊，也是一個地方的發展見證，若將各

地的地方文獻結合起來，就是一個社會、國家最珍貴的史料。1因此，本館在莊

館長芳榮的領導下，開始強化本館有關臺灣鄉土文獻的徵集、搜購與整理，並配

                                                 
1 陈昭珍，<打造台湾的回忆：地方文献数字化之理念与系统架构>，台北市立图书馆馆讯，

17卷2期(1999.12)，页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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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政府相關的數位化計畫，有系統的進行鄉土文獻的整理工作。 

本文有關戰後臺灣官修方志的搜集、整理與數位化，正是上述工作的部份成

果報告，以下簡介工作的過程與初步成果，請各位學人、專家不吝指正。 

 

一、 方志搜集 

 

本館為法定全國出版圖書資訊之送存單位元，通常各級政府機關之出版品均

會寄贈本館典藏，偶有缺漏，本館之採訪人員即進行主動徵集，或向書商採購。

但在實務上，以方志的典藏為例，因大部分地方誌並未商業出版且印製量少，或

各縣市鄉鎮在方志編修完成後，因某些因素，例如內容有爭議、未能通過審查、

無出版經費，往往有目而無書，或延宕多年始出版，方志出版書目的難以掌握，

使得本館在臺灣方志的典藏方面，仍有不足之處。 

2001年時，為因應臺灣社會對鄉土文獻的需求，本館首度在「館藏發展政

策」中，將地方文獻的徵集列為中文書刊搜集之重點工作。2002年在教育部專案

補助的「圖書館事業發展三年計畫」，本館以專項預算，加強搜購地方文獻。 

由於從1999年開始，政府推動「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重視各類文物的典

藏及利用，特別是配合電腦、網路之發展，強調經由數位化，使得重要文物得以

永續保存，並且提供學術界及相關文化產業，提高研究與生產之品質。2002年1

月起前項計畫調整為「數字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2本館因擁有豐富的圖書資訊

與善本古籍，獲選入為機構計畫成員之一。 

本館有鑒於有關臺灣鄉土文獻的館藏漸多，其中亦有珍貴罕見之文獻資料，

故在本館原已參與上述計畫之「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國家圖

書館期刊報紙典藏數位化計畫」之外，另外擬定「臺灣地區地方文獻典藏數位化

計畫」，成為本館參與機構計畫典藏數位化的第三子計畫。本項計畫的目標擬透

過與臺灣各縣市文化局圖書館、文獻會、地方特色館及文史工作團契等相關典藏

單位合作，以掃描、數位化的模式，典藏本館收藏的各種地方文獻，如地方誌、

鄉土文獻及地方政府出版品 (包括公報、統計、小冊子、宣傳品等)，以建立研究

地方人、事、時、地、物之重要網路資料庫。 

在這項數位化計畫中，亦包含了戰後臺灣地方誌的搜集、整理與數位化。 

在地方誌整理之初，我們首先進行戰後以來官修方志書目之調查，根據本館

館藏方志以及學人專家的調查，建立一份戰後官修方志書目。再依據此份目錄，

針對本館缺藏之方志進行徵集。此項工作由本館採訪組負責，經由依法徵集、採

買、交換、索贈與複製等五種途徑，全面搜集本館所闕漏之方志。 

由於早期出版之方志不受重視，原出版單位多半未留存複本，以致在徵集的

過程中，面臨無書索贈的困境，因此，主要的管道是向方志收藏者購買，如書價

較高或無從價購，即向他館借印，如2002年時，本館從合作單位複製了三十六

                                                 
2 「数字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是承袭行政院国科会「数字博物馆计划」、「国家典藏数字化
计划」、「国家数字图书馆合作计划」三个计划重新规划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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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戰後臺灣方志。經過兩年的努力，目前本館館藏戰後官修臺灣方志共有245

種，包括省縣市志58種，鄉鎮志187種，總冊數約800餘冊。 

 

二、 目錄整理 

 

戰後臺灣各地縣市鄉鎮志陸續刊行，數量累積甚多，期間亦有多位專家、學

人曾進行整理、研究。 

(一)、1987年高志彬編纂《臺灣文獻書目解題 方志類》，共一至九冊。 

(二)、臺北市立師範學院社會教育系的陳明終教授在1990年前後，與周雪

玉、林淑玲等進行「鄉鎮志計量研究」計畫，總計搜集1945年至1990年六月間

發行之官修鄉鎮志六十種，在其發表的專文中，主要內容有三︰ 

1. 詳列六十種鄉鎮志清單。 

2. 每種鄉鎮志的簡介︰概略介紹每一種鄉鎮志的編纂者、稿與發行時

間、篇章目錄、凡例、記載起迄時間、體裁與內容特色等，間或引

用相關之評論文章，頗便於學人瞭解各志之纂修大要。 

3. 計量分析：即以表格方式，比較各鄉鎮志篇章的異同，其格式如表 1
所列。 

(三)、1999年臺灣省政府文化處主辦「五十年來臺灣方志成果評估與未來發

展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林玉茹助研究員寫作〈地方知

識與社會變遷──戰後臺灣方志的發展〉，文中附有〈戰後臺灣方志總表〉。 

表1.臺北市立師範學院：＜鄉鎮志計量研究表＞ 

編

號 

 

 

 

書

名 

出

版

年

月 

發

行

單

位 

主

人

編

數 

主

編

姓

名 

著

作

體

例 

凡

例 

目

錄 

疆

域

沿

革 

地

理

史

前 

開

闢 

氏

族 

地

方

自

治 

一

般

行

政 

行

政

職

官

表

人

口

宗

教

禮

俗

社

會

行

政

地

政

財

政

警

衛

兵

役

衛

生

管

建

計

畫

農

田

水

利

農

林

水

產

工

商

礦

業

交

通

教

育

文

物

大

事

紀 

總

頁

數 

版本

大小 

附

表 

附

圖

黑

白

照

片

彩

色

照

片

編

排

方

式

裝

訂

方

式

成

書

時

限

1 

中

和

鄉

志 

49  

1 

中

和

鄉

公

所 1 

盛

清

沂 

一

般 × ˇ ̌  ̌ ˇ ̌  ̌  ̌  ̌  ̌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458 22.2

15.4 

 ̌  ̌ ˇ ×

中

式

直

排

平

裝

一

年

三

個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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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永

和

鎮

志 

54  

6 

永

和

鎮

志

編

委 1 

盛

清

沂 

一

般 ̌  ̌  ̌  ̌ × ˇ × ˇ ̌  ̌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514 

15.3 

22 ̌  ̌ ˇ ×

中

式

直

排

平

裝

三

個

月

 

(四)、2002年時本館與漢學研究中心、文化建設委員會共同舉辦「地方文獻

學術研討會」，為便於與會學者參考，由李其霖、楊莉芃與雷敦淵合作編制〈臺

灣地方誌書目〉，搜集1945-2002年間各地縣市、鄉鎮政府出版的地方誌。按縣分

類，依序著錄書名、編纂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等。 

此一書目收集了650筆資料，不過，編者對每一筆資料的認定，標準不一，

有些縣誌，多卷並為一筆，有些一卷視為一筆，故其統計數字難以瞭解當時臺灣

方志出版總數。 

 

(五)、2003年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纂卞鳳奎發表〈民國三十八年以後臺灣地

方誌書一覽表〉。3卞鳳奎任職之臺灣市文獻委員會長期以來，收集甚多臺灣地

方誌，在此文中，卞鳳奎整理1945-2003年間的臺灣地方誌，包括省市志10種，

縣市志45種，鄉鎮區志 210種，臚列各書的出版單位、總編纂、冊數、篇目、

纂修者、出版年。 

 

表 2.中央研究院：＜戰後臺灣方志總表＞ 

方志名稱(出

版年) 

總編纂 冊 

數 

纂修

時間 

出版單位 篇目 資料 

使用 

編纂原

因 

備註 

臺灣省通志稿 

(39-54) 

林熊祥

等 

60 38-49 臺灣省文獻

委員會 

卷首、土地志、人民、政事、經濟、 

教育、學藝、人物、同冑、革命、光復

 省方命

令 

合成型

(A;B:F)

臺灣省通至增

修稿(53) 

王世慶

等 

25 52-54 同上，油印

本 

土地、人民、政事、經濟、教育  內政部

命令 

合成型

   

本館參考以上的研究成果以及館藏方志，重加訂定、補遺，建立一份戰後臺

                                                 
3  「民国三十八年以后台湾地方志书一览表」，台湾文献 54:1 民92.03 页24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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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官修方志目錄，並將收錄時間延伸至 2004年。著錄內容包括方志題名、卷號、

篇目、冊數、總編纂、纂修者、出版單位、出版年、備註等。 

 

三、數位化規範與作業流程 

 
圖書館長久以來扮演資訊的守護神，為了典藏人類過去與現下的知識讓後代

人長久取用，近年來國內外圖書館紛紛投入館藏數位化工程，本館館藏數位化開

始於 1996至 2000年之「國家圖書館資訊系統發展五年計畫」，在本計畫中首先

於 1998年開始進行館藏期刊數位化並試行線上文獻傳遞服務先導系統。經過三

年數位化所累積的工作經驗與基礎，在 2001年加入國家型科技計畫之「國家數

字典藏計」，4並分別以館藏報刊、善本古籍及地方文獻為本館三項數位化子計畫

的內容。       

臺灣方志即為地方文獻數位化子計畫中的資料內容之一。以下就數位化的施

作過程中所涉及之資料選擇、標準與規範、作業流程等簡述如下： 

（一）、資料選擇：本計畫所收錄及數位化的志書，主要以戰後 1945年以來，

政府部門所俢或出版者，至於私人撰述或出版之地方誌書則不在收錄範圍。   

（二）、標準與規範：在數位化的前置作業中首先需確立的就是數位化所使

用的相標準與規範，包括數位檔案的格式與命名原則。本館目前進行數位化的資

料類型眾多，包括圖書、圖片、文獻、影音資料、檔案等，因資料類型互異，需

考量典藏的目的、資料特色、使用目的、流覽軟體的共用性以及應用的範圍，訂

定適用的檔案格式與命名規範。地方誌屬圖書形制，故參考教育部於 2002年所

公佈「資料數位化與命名原則」及本館其他圖書及善本古籍之數位化規範，訂定

地方誌數位化的檔案格式與命名規範。5 

1. 檔案格式：訂定「普通圖書影像掃瞄規格」，采逐頁影像掃描方式進

                                                 
4   有关国家图书馆「国家典藏数字化计画」各项子计画内容参见国家图书馆网站  

http://readopac.ncl.edu.tw/ndap/index.asp 
5 有关 2002年教育部发布之「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参见国家图书馆相关网站  

http://catweb.ncl.edu.tw/sect-2.htm。 另本馆地方文献数字化资料内容之静画图像类，例如：

地图、契书、碑碣拓片、照片、明信片等因性质与图书不同，另订有「一般静画资料影像

扫瞄规格」与「馆藏静画资料数字化档案命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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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數位化，檔案格式為300dpi Tiff 黑白格式。 

2. 檔案命名原則：依據「國家圖書館館藏圖書數位化檔案命名原則」，  

以每種志為一目錄，同一種方志之不同卷冊為次目錄，以頁碼為檔

案名。 

由於以上規格為本館其他圖書、古籍、期刊數位化格式與命名原則一致，故使用

者在讀取影像時可共用本館所提供之流覽軟體 hyview。 

（三）、作業流程：包括資料整理、影像掃描及影像品質檢核。 

1. 資料整理：就方志目錄清單於架上取件，並製作待掃瞄清單，紀錄

各冊書之書冊號、登錄號、頁數以及特殊編排之注記，同時逐一視

原書是否有缺頁、髒汙情形，如有上述情形則另以複本更換。 

2. 影像掃描：以紙本原件不裁切方式委託廠商進行影像掃描。 

3. 品質檢核：就廠商所交付之影像光碟，利用影像掃描檢核軟體逐頁

檢查影像品質，檢核重點包括：掃瞄內容是否清晰完整、影像是否

有歪斜或污點、檔案編碼是否正確、影像與篇目資料連結是否無誤

等。 

 

四、詮釋資料(metadata)著錄 

 
詮釋資料是一種「描述其他資料的資料」(data about data)，它紀錄相關資料

的基本資料。例如，圖書館館藏書目資料庫中的書目紀錄便是一種詮釋資料，它

紀錄了圖書的書名、作者、出版者、標題…等相關資料。目前圖書館用以紀錄每

本書的詮釋資料規範就是機讀編目格式(MARC)，為了提供更方便深入的檢索，

本館針對地方誌的詮釋資料分析，是以中國機讀編目格式(CMARC)2001年版為

著錄規範，以每卷冊為分析著錄單位，除基本書目資訊外，亦著錄目次篇章內容

及對應之頁碼，以方便讀者于網路查詢後，可直接流覽特定的篇章。 

由於方志內容豐富具多樣化，為彌補方志影像檔無法全文檢索的缺點，除了

提供目次資訊以外，另也針對方志中具利用價值的內容，如：地圖、統計資料、

繪圖、歷史照片、人物、大事記等逐一進行詮釋資料建檔。至 2004年底預計將

完成所有方志各卷篇的目次資料庫，至於方志中之圖表、大事記等資料內容因數

量龐大，將持續進行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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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庫檢索與應用服務 

 
地方誌數位化的目的，除了在典藏地方文獻保存地方文化外，另一主要功能

就是建置資料庫提供線上檢索，達到廣泛流通的目的。目前有關臺灣方志的資料

庫首推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之「臺灣方志」資料庫，該資料庫收錄清領時期

所纂修之臺灣志書，采全書逐字建檔，共 7,553,485字，是目前檢索 1945年以前

臺灣方志的重要資料庫。6 

至 2004年 9月，本館已完成戰後臺灣方志約 800餘冊共 35萬頁全文影像，

以及目次、大事記、圖表等詮釋資料約 3萬筆，以上資料可透過「臺灣地區地方

文獻影像資料庫」專屬網站（http://twinfo.ncl.edu.tw/cgi/local/index）免費提供使

用者透過「題名」、「著者」、「出版者」、「關鍵字」或選定地圖標示的地理區進行

地方文獻的檢索及流覽影像內容。7 

未了深化地方誌的研究價值，本資料庫未來將與本館現有「臺灣記憶(Taiwan 

memory)」、「臺灣概覽(Taiwan Info)」、「走讀臺灣(window on Taiwna)」、「華文知

識入口網」8等資料庫，以及各種數位化資料包括圖書、期刊文獻、博碩士論文、

日治時期明信片、老照片、人物、族譜、契書等，進行以「人」、「事」、「物」等

主題及「時間」、「地理空間」之關聯式的整合查詢，延伸使用者的查詢範圍，提

供更深化而完整的地方文獻資訊。 

                                                 
6 中央研究院「台湾方志数据库」详见 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ftmsw3 
7 2003年6月6日通过新修正著作权法，新增著作人享有 「公开传播权」，由于地方志多由政
府单位委托学者专家或文史团体进行撰写，若未经事先签署著作权转让情况下，大多数地
方志无法视为政府出版品，尚需取得著作人的同意授权，方可于网络进行公开传输，故目
前本方志影像数据库仅提供国家图书馆网内浏览。 

8 「台湾记忆」http://memory.ncl.edu.tw/、「台湾概览」http://twinfo.ncl.edu.tw/ 
  「走读台湾」http://readtw.ncl.edu.tw/ 「华文知识入口网」http://search.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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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圖書館的角色，長期以來，一直停留於書籍的採購、典藏、借閱等，但網路

的發展，帶來傳輸與閱讀上的便利，讀者可以在家或遠距離的接觸到圖書館的網

頁，因此，圖書館在新時代中，如何善用網路傳輸，成為圖書館從業人員的時代

使命。本計畫即在此一思考下的工作實踐。 

戰後以來臺灣出版的地方誌，五、六十年來已有相當的數量，本館透過各種

徵集模式，盡力搜羅各地的縣市、鄉鎮方志，除陳列於圖書館中，提供讀者閱覽、

查考外。同時，也建置書目與影像資料庫，提供民眾利用網路進行查詢，流覽全

文影像。 

地方誌是一部地方百科全書，內容詳細有真實性，除具教育的功能外，其價

值及重要性包括保存地方史料、增進地方瞭解、提供鄉土教材及凝聚地方意識，       

透過方志數位化更可藉由網際網路傳播介紹地方歷史與特色，有效地保存地方相

關資料，建立有價值的資料庫，成為有益於教育、學習、研究的數位化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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