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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英國及愛爾蘭檔案與文件學會（The Archives and Records Association, UK & Ireland，

以下簡稱 ARA）之設立宗旨在於典藏及維護檔案與文件，珍視專業文件保存工作者的

角色，並推廣大眾對文件與檔案的近用及應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基於 ARA

對於英國及愛爾蘭檔案與文件專業支援之範圍及推動內容亟具制度化、系統性，且 2019

年年會以「文件保存者 3.0（RecordKeeper 3.0）」為主題，並以『職涯（Our Career）』、

『工作場域（Our Workplace）』及『專業（Our Profession）』為次主題，邀請各國人員

共同探究檔案與文件之保存維護、數位典藏及管理等相關議題，爰指派 2 名人員出席

年會，參與專題研討，期汲取各國於相關議題發表之專業觀點與實務經驗，作為我國

檔案管理完善發展之參據。另參訪西約克郡檔案服務（West Yorkshire Archive Service）

－西約克郡歷史中心（West Yorkshire History Centre），瞭解英國檔案蒐集、典藏、管理

及加值應用情形。此外，亦參觀梵谷：沉浸式體驗展（Van Gogh: the Immersive Experience 

Exhibition），瞭解國外將虛擬投影技術運用於藝術展示情形，以考量該項新技術運用於

檔案展示之可行性。本出國報告將上開年會研討、考察及觀展等內容予以綜整，並歸

納五項結論及建議，以為檔案管理業務推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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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緣起 

英國及愛爾蘭檔案與文件學會（The Archives and Records Association, UK & 

Ireland，以下簡稱 ARA）之設立宗旨在於典藏及維護檔案與文件，並珍視專業文件

保存工作者的角色。該學會自許引領及致力於英國及愛爾蘭之檔案、文件管理及檔

案保存與維護（文件保存），並推廣大眾對文件與檔案的近用及應用。ARA 對於檔

管人員，乃至檔案使用者、志工等，提供文件保存的專業支援，包括檔案及文件管

理、檔案保存與維護、檔案學習、研究及教育活動等。對此，ARA 提供檔案及文件

管理人員或保存人員業務所需培訓計畫或發展機會，並以特定檔案或文件保存為主

題，辦理系列工作坊及課程；每個月為會員發行 ARC 雜誌，內容包含最新消息、現

行或即將舉行的活動及培訓、研究發現、業務指引等，以及每年發行 3 次的 ARA 期

刊。此外，ARA 每年舉辦國際研討會，聚焦於重要議題之分享與討論，例如 2018

年以「人們創造文件（People Make Records）」為主題，並由此衍生『文件中的人（People 

in Records）』、『使用文件的人（People Using Records）』及『保管文件的人（People 

Looking After Records）』等次主題。今（2019）年則以「文件保存者 3.0（RecordKeeper 

3.0）」為主題，並以『職涯（Our Career）』、『工作場域（Our Workplace）』及『專業

（Our Profession）』為次主題，邀請各國人員共同探究檔案與文件之保存維護、數位

典藏及管理等相關議題。 

 

第二節  出國目的 

基於 ARA 對於英國及愛爾蘭檔案專業支援之範圍及推動內容亟具制度化及系

統性，且今年年會從不同層面探析檔案管理課題，爰本次指派 2 名人員出席年會，

參與研討，期汲取各國於相關議題發表之專業觀點與實務經驗，作為我國檔案管理

完善發展之參據。另適時安排參訪西約克郡檔案服務（West Yorkshire Archive Service）

－西約克郡歷史中心（West Yorkshire History Centre），瞭解英國檔案蒐集、典藏、

管理及加值應用情形，以作為我國檔案管理實務發展及推動檔案開放應用之借鏡。

此外，亦參觀梵谷：沉浸式體驗展（Van Gogh: the Immersive Experience Exhibition），

瞭解國外將虛擬投影技術運用於藝術展示情形。茲將本次出國行程表列如下： 

表 1 ARA 年會暨西約克郡歷史中心考察出國行程表 

日期 行程內容 

08/26（一） 啟程：臺北－杜拜－英國曼徹斯特－里茲 

08/27（二） 拜會西約克郡歷史中心 

08/28（三） 報到及出席 ARA2019 年會 

08/29（四） 出席 ARA2019 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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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五） 出席 ARA2019 年會 

08/31（六） 資料蒐集及彙整 

參觀梵谷：沉浸式體驗展 

09/01（日） 
返程：英國里茲－曼徹斯特－杜拜－臺北 

09/02（一） 

第二章 英國及愛爾蘭檔案與文件學會 2019 年會 

第一節  年會簡介 

ARA 每年舉辦 1 次年會，今年以「文件保存者 3.0（RecordKeeper 3.0）」為主

題，定於 8 月 28 日至 30 日在英國里茲的皇后飯店（Queens Hotel，如圖 1）舉行，

並於 8 月 28 日上午 9 時 30 分由 ARA 主席 Magee 致歡迎詞，並為年會揭開序幕（如

圖 2），期待每位講者為與會人員帶來啟發性、挑戰性及鼓舞性的觀點。今年會議內

容分從職涯、工作場域、專業等 3 大面向，安排專題演講，進行檔案與文件（Archives 

& Records）、媒體與數位（Media & Digital）、保存（Conservation）、資訊治理

（Information Governance）等 4 類共 58 項議題之研討（詳附錄 1），茲摘要如下： 

一、 職涯 

（一） 專題演講：促進創新文件保存 3.0。 

（二） 議題研討：21 世紀的檔案管理者需要具備什麼特質？傳統理論知識及技

術，如數位時代下的檔案素養及傳統技術之運用及流失；編碼、法制、

政策倡導及商業化問題，人工智慧如何改變我們的工作方法？現有的教

育訓練或專業培訓是否能符應這些需求，並提供適合未來有志成為檔案

管理者的進修途徑等。 

二、 工作場域 

（一） 專題演講：著作權商業化與人工智慧。 

（二） 議題研討：檔案管理者在商業檔案館、國際組織內的協力角色；提供檔

案保管相關案例，如網站典藏工具、數位儲存的風險等；因應財務減縮

及有限資源，如何提出檔案管理工作募款計畫、人員合理薪資及短期契

約問題等。 

三、 專業 

（一） 專題演講：公眾服務廣播（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二） 議題研討：探討檔案專業體系的各種角色，包括以案例討論國家檔案館

的志工角色、檔案典藏及管理人力的多樣化；如何鼓勵人們參與，未來

檔案管理人員及檔案顧客的關係；是否有去專業化的風險，專案人員的

興起、檔案管理人員的沒落；如何提供檔案管理者日常工作的支援，如

授權協力；以及專業運作下的倫理守則等。 



3 

 

 

 

 

 

 

 

 

 

 

 

 

 

 

 

 

 

 

 

 

 

 

 

 

 

 

 

 

 

 

 

 

 

第二節  研討會 

本次年會的研討會（Parallel Sessions）58 場，各場次除了該議題發表人外，均

安排主持人介紹各發表人簡歷、與談以及掌控議程進行，另發表結束後，各場次均

保留座談時間，讓發表人與與會者進行意見交流。茲就本次年會之三大研討主題，

將各主題會議內容摘述如下： 

圖 1  ARA 年會報到處（皇后飯店大廳）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圖 2  ARA 主席 Karl Magee 致歡迎詞，為年會揭幕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4 

一、 主題一：職涯 

（一） 從文件管理 1.0 到 3.0 

呼應本屆大會主題，對於文件管理（Recordkeeping）從 1.0 進化到 3.0，

Alexandra Eveleigh 博士以「回顧、反思、重置：加促文件管理 3.0 創新

（Review, Reflect, Reset (Repeat): Fostering Innovation in Recordkeeping 

3.0）」為題進行闡述（如圖 3）。所謂文件管理 1.0：保管（Custody），從英

國檔案學家詹金遜（Jenkinson, Hilary）於 1922 年所撰檔案管理手冊（A 

Manual of Archive Administration, including the problems of war archives and 

archive making）可知，意指檔管人員主要為檔案而服務，再來才是學者群，

亦即其首要任務在於安全保管檔案，其次才是依歷史學家或研究者需求提

供使用。接著進階到文件管理 2.0：社群（Community），Eveleigh 博士引

用 Bailey 於 2008 年所撰「群眾管理：重思 Web 2.0 的文件管理（Managing 

the Crowd：rethinking records management for the Web 2.0 world）」，該書表

示 Web2.0 改變使用者創造及運用資訊的方式，對於發掘未系統化的資料，

檔管人員應重視使用者導向系統，而非分類或詮釋架構；將排序系統納入

內容審選過程，鼓勵使用者對內容進行評價等。 

 

 

 

 

 

 

 

 

 

 

 

 

 

 

另亦提及 Kate Theimer 於美國檔案人學會 2009 年會議發表的 Archives 

2.0 定義，以使用者為中心，並運用科技分享館藏，與使用者互動，並改

善內部效益，亦即檔管人員應積極經營社群，扮演館藏詮釋者，而非中立

保管者角色，並自許為檔案計畫及專業的有效倡導者（Theimer, 2011）。至

於文件管理 3.0：多樣性（Diversity），講者提到透過多樣性促進創新，檔

管人員除了在同域習得知識，培養專業能力外，亦需以跨域習得新知識，

建立創新能力。誠如 ARA 所定 2018 檔管人員倫理規範第 1 條揭示，該等

人員主要職責在於為公共利益保管及維護檔案文件之整體性。 

ARA 推動專業發展計畫（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me），為檔

圖 3  Alexandra Eveleigh 博士專題演講情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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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館及保存與文件管理部門之專業人員及志工，研定 2017 年檔管人員能

力 架 構 ， 含 括 檔 案 、 保 存 、 文 件 管 理 等 領 域 之 組 織 （ Organisational 

competencies）、程序（Process competencies）及利益關係人/顧客（Customer/ 

Stakeholder competencies）等工作面，以初學到專業 5 個等級，列出 39 項

能力（詳如附錄二）。依上所述，Alexandra Eveleigh 博士並以表 2 彙整文

件管理 1.0 至 3.0 關注的檔管任務，另強調現今檔管人員不能僅自足於同

域、既有知識或能力之學習及管理，更需開創跨域、多樣性實務及管理機

制（如圖 4）。 

表 2  詹金遜的長陰影 

英國檔案學家詹金遜
檔管手冊 

1922 

檔案鑑定標準 
（Archives Accreditation 

Standard）2012/2018 

ARA 能力架構 
（ARA Compentency 

Framework）2017 

首要任務：保管檔案

（庫房管理） 
組織健全 組織的 

首要任務：捍衛道德

（館藏管理） 
館藏 程序 

次要任務：歷史學家及

研究者 
利益關係人及其經驗 利益關係人/顧客 

資料來源：Alexandra Eveleigh 博士簡報 

 

 

 

 

 

 

 

 

 

 

 

 

 

 

 

 

 

（二） 數位時代之檔案素養和傳統技能的價值 

對數位檔館人員而言，檔案專業能力、電腦運算知識哪一個比較重要？

他們需要傳統技能嗎？其實沒有優劣問題，而是突顯多元技術及專業的重

要性。依發表人 Jenny Mitcham 的個人經驗，她自認會優先培養數位保存

既有知識 

既定能力

管理機制 

創造能力

管理機制 

創新實務 學習實務 

多樣性 

新知識 

同質性 

圖 4 文件管理 3.0－多樣性 
資料來源：Alexandra Eveleigh 博士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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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更視之為持續不斷的過程，檔管人員已能充分發揮傳統技能，但培

力的鴻溝仍在於數位技能。她例舉英國國家檔案館 2018 年部門人力發展策

略，表示該館各部門已能發展數位技能，但對於原本習於傳統人文途徑的

人而言，在專門數位領域之技能提升程度有限。對於數位檔館人員應具備

哪些技能，Jenny Mitcham 摘述變通性與適應性、從錯誤中學習、對技術有

信心、瞭解電腦及其檔案、有創造力、有熱情、有開放的心智、能與人合

作、有學習力、樂於試驗、有好奇心等 11 項特質。那麼，如何處理數位檔

案面臨的挑戰，Jenny Mitcham 認為數位檔管人員本身應具備多元化經歷及

專業知識，能將科技融入檔案專業。她提出檔案領域每個人各有不同專業，

從事不同的工作，包括保管人員負責檔案的典藏與維護，數位檔管人員負

責數位化工作，檔管人員負責編目、徵集或提供應用等，最後引用英國國

家檔案於 2017 年數位檔案策略中的一句話：「檔案專業應由破壞式的數位

檔案（disruptive digital archives）引領它的革新」。 

 

 

 

 

 

 

 

 

 

 

 

 

 

（三） 21 世紀檔管人員的重要技能 

發表人 Rachel MacGregor 認為現今檔管人員普遍缺乏時間、資源（如

經費）、IT 支援、自信心及學科知識等。她並強調檔管人員須體認毫無作

為可能造成的風險，包括失去信譽、重要的工作缺乏足夠的資源、沒有能

力支援使用者的需求、無法執行法定或例行業務、沒有能力對資料進行運

用或加值、缺乏認同感、得付出再造及修復的成本等。Rachel MacGregor

表示現今檔管人員對於文件或資料的長期管理與保存，應具備相關技能，

尤需轉置、解譯那些儲存於傳統媒體的文件。 

（四） 皇家檔案數位化計畫、格洛斯特皇家特許狀之典藏概述 

皇家收藏信託（Royal Collection Trust）創立於 1987 年，負責管理英

國王室的典藏及女王官方寓所開放公眾參觀事宜。皇家典藏象徵逾 500 年

來國王及女王的個人品味，極具獨特及價值，除了逾 100 萬件的藝術及裝

飾文物外，尚有皇家圖書及檔案。皇家檔案建立於 1914 年，典藏包含斯圖

圖 5 「數位時代之檔案素養和傳統技能的價值」座談情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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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特君主、喬治三世、喬治四世及其他皇家成員的文件及維多利亞女王的

書信及日記等。發表人 Megan Gent 是該信託的資深檔案保管人員，介紹近

年皇家檔案數位化計畫，例如：維多利亞女王日記、阿爾伯特親王計畫、

喬治亞文件等。以阿爾伯特親王計畫（The Prince Albert Project）為例，由

史帝文生慈善基金會、皇家委員會、皇家檔案館及皇家收藏共同贊助，進

行為期 3 年的計畫（2018-2020），該批文件共計 23,500 筆，進行數位掃描

前，先就文件的範圍及保管狀況予以檢視，計有 350 筆文件需編整、503

筆封套置換，移除 453 個迴紋針、1 冊約 289 書頁重新裝訂，該等典藏修

護事項由檔案保管實習生支援。 

至於格洛斯特的皇家特許狀（Gloucester’s Royal Charters），係由英國

君主頒發的正式文書，格洛斯特郡管有特許狀的年代自 1155 年至 1974 年，

該等特許狀由羊皮紙所製，經展開、攤平後，可發現汙漬、掉色，其上的

墨印或印刷字逐漸消失，用以封裝的綁線脫落、沾土或磨損，封蠟亦受損

或消失，該等問題須予以修復。經對照以下 5 種檔案保管問題，包括溫度

出錯會造成火災；未控制相對溼度，即易受潮；物理力使檔案遭受污染；

未能掌控燈光，讓小偷或破壞者有機可乘；蟲害則使檔案離解破損等，該

皇家特許狀最大的保管風險在於物理力（physical force）。對此，格洛斯特

遺產中心亟需調整特許狀的典藏環境，透過國家手稿典藏信託、格洛斯特

市、格洛斯特郡之友等贊助，從原先內部隔層狹窄的橡木儲藏櫃，改成定

製的大型櫃子，並將每一份特許狀裝入定製的檔案盒，使羊皮紙及封蠟妥

置於盒內的壓凹處（如圖 6）。 

 

 

 

 

 

 

 

 

 

（五） 新加坡文件管理之現在與未來 

新加坡於 1967 年訂頒國家檔案及文件法（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ct），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下稱 NAS）於

1968 年創立，2012 年起成為國家圖書館委員會（National Library Board）

的一部分。對於公部門文件，透過該委員會審定具國家或歷史的重要性，

即依照下列程序或相關協議移轉至 NAS 保存，一是檢視各公部門之文件，

並提供其典藏及保管的建議；二是執行公部門文件管理計畫，包括文件產

圖 6 皇家特許狀由原先脫落狀態，改於定製的檔案盒典藏 
資料來源：皇家收藏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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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運用、修護、保存、典藏及淘汰等；三是對公部門文件管理的標準及

程序提出建議。NAS 所設文件管理部門負責督導全國約 90 個政府機關的

文件，對該等機關提供下列資源： 

1. 研訂文件管理相關標準、指引及程序。 

2. 發展文件審選系統及數位化相關。 

3. 由商業夥伴提供建議，在機關或社區辦理座談，提供客製化建議。 

4. 自 2018 年起各機關每年需進行自評，檔案館並對個別機關進行查核。 

為了藉由標準強化各機關文件管理，NAS 於 2017 年修訂政府文件管

理指導手冊，除了規定各機關指派資深部門管理代表，負責與 NAS 合作

於文件管理事項，對於各機關缺乏文件管理意識、數位文件管理指引、資

管檢核等事項，均提出相應做法。針對各機關文件管理作業進行模組化，

包括建置文件管理網站，機關可從中取得指引、模版或格式等，並公告訓

練資訊及常見問題，以及文件管理線上學習等。 

對於文件管理的最佳化，發表人 Noor Fadilah Yusof 提出跨機關學習與

分享、提升編制人員素質、與標竿機關合作及建立夥伴關係等特點，不僅

使機關間相互分享文件管理實務，亦使機關內部人員自成專業支援群。 

 

 

 

 

 

 

 

 

 

 

二、 主題二：工作場域 

（一） 智慧財產權商業化與人工智慧 

講者 Ros Lynch 博士服務於英國智慧財產局，此次講演主題著重於智

財權全面發展及其對文件管理的影響，包括數位化與著作權（數位單一市

場）、人工智慧，並重新思考將文件和檔案視作資產的想法。Lynch 提出著

作權架構，含括之創作涵括文學、戲劇、音樂、藝術、廣播、錄音、影片、

印刷等，著作權的規範可溯自 1886 年伯恩公約（the Berne Convention），

為保護文學、美術著作所簽署之公約。而後 1961 年有羅馬公約（the Rome 

Convention）、2013 年馬拉喀什條約（the Marrakesh Treaty），前者主要保護

唱片及廣播組織的演出者與製作；後者係確保視覺障礙者的資訊獲取方式，

圖 7 「新加坡文件管理之現在與未來」座談情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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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盲人及視障者得複製出版品，增進無障礙版本作品之流通與授權。英

國對著作權的立法係根據 1988 年著作權、設計暨專利法（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CDPA 1988），並依 CDPA1988 授權頒布之規則，

如 1989 年著作權（圖書館員與檔案管理人員）規則［ the Copyright 

（Librarians and Archivists）（Copying of Copyright Material）Regulations］；

或以特定議題立法，如資料庫權利、孤兒著作（orphan works）等。 

技術成熟度曲線（The hype cycle）係由資訊科技公司 Gartner 提出，

以 5 個階段呈現新技術的成熟性及採用程度（如圖 8），包括：技術觸發期

（Technology Trigger）、過高期望的頂點（Peak of Inflated Expectations）、

幻 滅 覺 醒 期 （ Through of Disillusionment ）、 爬 升 啟 發 期 （ Slope of 

Enlightenment）及平穩生產期（Plateau of Productivity）。以人工智慧為例，

普遍仍居於技術觸發期，如完全自主機器人（fully autonomous robots）；至

於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或擴增智慧（Augmented Intelligence）技

術已達過高期望的頂點。目前已有擴增智慧運用於檔案領域，如梵蒂崗秘

密檔案館和羅馬第三大學合作 Codice Ratio 計畫，結合人工智慧及光學字

元辨識技術，進行內容轉譯。人工智慧可協助處理大量資訊，為權利管有

者提供較佳的授權協議，減少行政管理成本。 

 

 

 

 

 

 

 

 

 

 

關於數位計畫與商業化，數位計畫的範疇可大可小，如透過虛擬實境

體驗檔案典藏，或研發一套吸引年輕客群的 APP 等。Ros Lynch 博士認為

進行數位化計畫前，應先釐清該等標的著作權情形，她將著作類型及其著

作權存續期間彙整如表 3。對於如何熟悉著作權架構，她摘述三項重點，

一是著作權例外或許可行為（copyright exceptions/permitted acts），允許非

著作權人在未獲著作人同意的情況下，對其著作進行有限度的使用，包括：

保 存 除 外 （ Preservation exception ）； 非 商 業 的 研 究 、 個 人 研 習

（non-commercial research and private study）；專屬終端機（dedicated 

terminals）；筆電使用者從檔案運用相關著作等。二是商業使用通常需要取

圖 8  Ros Lynch 博士簡報說明技術成熟度曲線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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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權利擁有者的同意。三是孤兒著作的授權機制，以英國國民信託（National 

Trust）將網路上 1 幅孤兒肖像運用於女性與權力的計畫（如圖 9），網站使

用為非商業性質，但這幅影像亦用於商業銷售之出版品。對於智財權現今

及未來可能面臨的挑戰，Ros Lynch 提出四項，包括：來自商業著作及延

伸性集體授權（Extended Collective Licensing）的發展、英國脫歐（Brexit）、

貿易協定、新的技術成熟度曲線等。 

表 3  英國對著作類型及其權利存續期間之規定 

著作類型 著作權存續期間 

文學、戲劇、音樂及藝術著作 著作人終身加 70 年 

錄音著作 從首次公開發行起 70 年 

影片著作 從導演、劇作家、作曲家逝世後 70 年 

廣播電視影音著作 從首次公開播送起 50 年 

已出版語文、戲劇或音樂著作之

編排印刷 
從首次公開發行起 25 年 

未公開發表著作 

著作人終身加 70 年［或 2039 年（若創

作人於 1969 年前逝世且其著作於 1989

年前尚未公開發表）］ 

資料來源：Ros Lynch 簡報 

 

 

 

 

 

 

 

 

 

 

 

（二） 博物館裡的檔案館、檔案館裡的博物館之挑戰與機會 

講者 Helen Dafter 以蘇格蘭博物館（National Museums Scotland）內的

研究圖書館及其蘇格蘭生活檔案（Scottish Life Archive）檢索為例（網址：

https://www.nms.ac.uk/collections-research/research-facilities/scottish-life-arch

ive/），該檔案設立於 1959 年，涵蓋蘇格蘭鄉間、都市、沿海及工業社區之

家庭生活、工作、戰事、休閒、民俗及宗教等層面，目的在於蒐集、記錄

圖 9  英國國民信託之女性與權力計畫網站 
資料來源：

https://www.nationaltrust.org.uk/features/women-and-power-exploring-womens-history-at-our-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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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典藏蘇格蘭物質文化及社會歷史相關文件及圖像證據。大部分檔案典藏

係自 1880 年代迄今，有些還能溯自 1700 年，民眾可透過館藏檢索，線上

即可取用逾 49 萬筆高畫質影像及多媒體檔案。Helen Dafter 認為博物館、

檔案館及圖書館的館藏，有相異性，也有重疊性，可互為關聯和參照（如

圖 10）。 

 

 

 

 

 

 

 

 

 

 

 

 

 

 

講 者 Louise Pichel 服 務 於 倫 敦 的 共 濟 會 博 物 館 （ Museum of 

Freemasonry），現擔任該館助理檔管人員，她認為以資訊科技進行館藏數

位化，對使用者而言，所查得及運用的館藏究竟來自博物館、檔案館及圖

書館，已沒有太大的分別，館藏的分界模糊（如圖 11）。 

 

 

 

 

 

館藏管理

圖書館

博物館
檔案館

Libraries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Museums 
National Museums 

Scotland 

Archives 
National Records of 

Scotland 

圖 10  以蘇格蘭博物館、檔案館及圖書館館藏之相異與重疊 
資料來源：作者依 Helen Dafter 簡報重繪 

圖 11  博物館、檔案館及圖書館之館藏分界模糊 
資料來源：作者依 Louise Pichel 簡報重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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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 際 檔 案 理 事 會 為 全 球 文 件 管 理 社 群 推 出 新 學 習 管 理 系 統 （ New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該理事會的培訓計畫目的在於透過線上學習、面對面授課及講師培訓

等方式，提供會員泛括檔案及文件保存相關高品質的訓練機會。學員分成

初級、中級、進階及專業級，課程內容架構包括 21 項：通識、現行文件管

理、非現行文件管理、文件及檔案相關法律議題、宣導活動（如社群媒體

的使用、媒體公關、國際檔案日等）、檔案徵集、文件審選、檔案編排、檔

案描述、倫理、數位文件及檔案管理、檔案保存、修護、活動/近用/學習

服務、視聽及照片檔案管理、地圖及計畫、專業標準及持續專業發展、檔

案授權商業使用、檔案意識提升等。（如圖 12） 

 

 

 

 

 

 

 

 

 

 

 

 

 

 

 

 

 

 

 

三、 主題三：專業 

（一） 公眾服務廣播（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以下簡稱 PSB） 

PSB 是從倫敦發跡的音樂團體，由主要創辦人 J. Willgoose, Esq.、鼓手

Wrigglesworth 及多元樂器手 JFAbraham 組成，期能以音樂傳播訊息、教育

及娛樂全世界的人們。該公司以電子音樂為基礎，運用檔案畫面、腳本或

口白（如政府宣導片、紀錄片或黑白電影），結合純音樂演奏，產出穿梭於

懷舊經典畫面與未來新潮音樂的多媒體作品。會後，因今年適逢阿波羅登

月 50 週年，PSB 於現場播放 2015 年創作的「Go!」，說明其創作過程，並

啟發檔管人員瞭解使用者如何運用檔案及文件進行創意製作。（如圖 13） 

 

 

圖 12  國際檔案理事會新學習管理系統登入頁面 
資料來源：https://www.ica.org/en/lms/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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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來的檔案管理人員及檔案顧客 

講者 Gary Brannan 認為檔管人員應建立能使顧客近用檔案的能力

（engagement capacity），例如管理館藏的工具、建立數位應用的標準、支

援數位研究等，具備數位保存能力及數位技能等。然對於檔管人員未來的

樣貌，Gary Brannan 列述 7 項應備特質，包括：令人信任的專家、有能力

處理數位語言、有自信的數位工具使用者、成為數位提供者的聰明顧客、

重視合作性、參與數位公民社群、能解決數位落差問題等。（如圖 14） 

 

 

 

 

 

 

 

 

 

 

 

 

 

 

 

（三） 授權協力（empowered collaboration）：透過協力製作使檔案多樣化 

講者 Jasspreet Thethi 開場即提出問題：何謂授權協力？其重要性及核

心為何？授權協力係透過諮詢委員會之討論，瞭解美術館、圖書館及博物

館不同社群的需求，促成其相互交流。對人們而言，表達（representation）

及融入（inclusion）對身心發展甚為重要，從馬斯洛需求層次（Abraham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所提社交需求可窺知一二，包括愛、歸屬及

圖 13  PSB 創辦人 J. Willgoose, Esq.簡報情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圖 14 「未來的檔案管理人員及檔案顧客」座談情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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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感。對廣大社會中的少數社群而言，能從不同角色瞭解自己，不因負

面的刻板印象而遭受歧視。基此，為瞭解和接受他人，我們必須從周遭瞭

解彼此，這包括檔案和展覽。 

授權協力的基礎在於：1. 瞭解特定個體或團體的權利，如被忽視的團

體，包括原住民、同性或跨性別者、神經多樣性者、身心障礙者、有色人

種、勞動階級等；2. 尊重不同社群的生活經驗；3. 瞭解情緒勞務（emotional 

labour），即配合工作要求，表達或約束個人情感者。依上述概念，對於檔

案標示、敘事、展件、文本、推廣活動及近用性等，即需考量少數族群或

社群的需求。Jasspreet Thethi 以亞特蘭大精緻美術館（Museum of High Art 

in Atlanta）為例，該館運用類似協力製作的方式策展，使黑人、亞洲人及

少數族群（BAME）的參觀人數增加 45%。 

（四） 專案人員的興起；檔管人員的沒落？ 

講者 Laura Stevens 提到由於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崛起，愈來愈

多 人 投 入 工 作 量 不 大 的 自 由 接 案 方 式 ， 依 英 國 共 同 協 力 遺 產 信 託

（Co-Operative Heritage Trust）自 2018 年 8 月起至 2019 年 6 月之統計資料

顯示，透過 ARA 英國國家學術電子郵件發送的 479 項工作中，241 項屬於

固定合約工作，即工作者受僱於一特定工期，通常於 3 個月至 3 年不等，

平均約 12 個月。Woodward, Susan 在美國檔管人員學會發行《檔案展望》

（Archival Outlook）2016 年 1-2 月期發文一篇有關「專案型工作與檔案專

業」（Project Jobs and the Archival Profession），認為不斷從事專案型工作者

無法成為投入型領導者，他們無法持續參與協會研討，除非薪資或福利得

以支撐他們的會員資格。 

（五） 回到未來的技能－受訓者目前何在？ 

為什麼檔案對我們很重要？因為檔案即是生活。蘇格蘭檔案委員會

（Scottish Council on Archives）推動回到未來的技能計畫，目的在使檔案

工作力多樣化、找出檔案技能的鴻溝，向檔管單位提出新方向。對此，委

員會採用實習制度，以培養潛力而非能力，建立實質的興趣，並善用過去

的經驗，並掌握徵聘所在等。關於受訓者的現況，計 73 名從事有薪的檔管

工作，11 名在文化遺產單位，16 名從事與檔案無關的工作，28 名就讀檔

案及文件管理研究所，5 名已具備 ARA 能力架構的要求。 那麼，下一步

呢？培養數據處理力，探索可替代的路向，並嵌入多樣化能力。 

講者 Jennifer Lightbody 以其擔任格拉斯歌藝術學院的檔案及館藏助理

為例，提到工作內容包括：1. 研究支援，如處理參觀者資料、諮詢問題及

社群媒體；2. 館藏維護，如環境監測、蟲害管理、光照測量等；3. 紡織品

重裝計畫，如督導學生志工、資料管理；4. 館藏管理，如資料庫之館藏地

及登錄號等。該受訓使其經歷不同參觀客群、著作權問題、組織內外的連

結、撰寫部落格及社群媒體文章，以及掃描及影像處理等數位化技能，並

可聚焦於個人經驗，從中發現每個人感興趣的事物不同，先前的經驗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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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目錄描述，以及應由個人自行挖掘所需資訊。 

（六） 大英圖書館隨選服務（British Library On Demand, BLoD）之典藏實務 

大英圖書館將所典藏之書籍、期刊及會議約 4,200 萬件進行相關文章

或篇章之數位化（網址：https://www.bl.uk/on-demand，如圖 15），使外界

無論何時何地均可運用。對此，典藏數位化前，先確認館藏狀態，瞭解風

險管理需求，進行館藏修護及掃描，並改善典藏環境。講者 Emily Watts

認為保存維護人員的角色多元，包括倡導者、創意者、協力者、實驗者及

研究者等。透過他們對文件數位化工作的運作，使 BloD 成為大學圖書館

策略核心，使其清出書櫃空間，創造世界級的研習環境。該館認為每一項

數位化計畫有各自特色，仍可歸納出下列重要步驟，以達最佳數位化效益： 

1. 範圍界定：進行數位化標的、經費、時間、設備等需求評估。 

2. 規劃階段：建立合適的標準及輸出規格。 

3. 準備階段：準備計畫文件、待數位化館藏，並徵詢學科專家於保存及技

術方面的問題。 

4. 數位化及影像擷取：須於安全、不受天氣影響的環境，並使用合適的技

術及設備。 

5. 數位化後程序：進行詮釋資料著錄、索引及目錄稽核等。 

6. 傳送階段：將數位化影像上傳。 

（七） 英國國家檔案館的志工角色－以館藏維護為案例 

對於志工參與現代材料-透明紙志工調查計畫（Modern Materials- 

Transparent Paper Volunteer Survey），以 3 個月的試驗期瞭解其參與前後的

變化。進行前，館方應先考量是否有足夠的時間和資源支持這項計畫，相

關流程的彈性，是否能使志工有必要的技能、經驗及可用性，以及考量志

工涉入館務的倫理問題等。 

 

 

 

 

 

 

 

 

 

 

 

 

 

 

 
圖 15  大英圖書館隨選服務網頁 

資料來源：https://www.bl.uk/on-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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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攤位展示 

本屆年會提供典藏機構、廠商設攤展示，前者除了 ARA 會員服務外，另有大

英圖書館介紹館藏數位化服務、主題學科專家網絡聯盟（The Subject Specialist 

Network, SSN Consortium）；後者除了家譜專業公司 Ancestry 外，其他廠商大多提供

檔案或文件管理、數位化及保存相關軟硬體服務。茲就 Ancestry、SSN 及大英圖書

館之展示內容表述如下（照片集錦如圖 16）： 

表 4  攤位展示摘錄說明 

序號 廠商名稱 展示內容 

01 Ancestry 

AncestryDNA 資料庫（https://www.ancestry.com.au/dna/） 

集結豐富的歷史文件、數百萬個家譜（family trees）、逾

1500 萬人案例，結合 DNA 科學及線上家族歷史資源，

提供使用者尋根，明瞭自己的祖先從何而來，並藉由動

態的 DNA 比對，協助界定與未知他人的家族關係。該公

司亦與各國檔案機構合作，將歷史典藏數位化。 

02 
主題學科專家

網絡聯盟 

該聯盟成立於 2018 年，由於經濟低迷，使得遺產單位學

科 專 家 知 識 衰 退 ， 爰 以 該 組 織 集 結 各 專 家 網 絡

（ https://www.subjectspecialistnetworks.org.uk/ ； Find a 

specialist network），為全英國學科專家建立策略性方案，

提供各學科建議、資訊及專業知識。 

03 大英圖書館 

該館於倫敦、約克設有共 4 處影像工作室，逾 30 名數位

專家，將報紙、錄音資料、專利、圖畫、地圖及手稿進

行數位化事宜（https://www.bl.uk/digitisation-services）。

對外提供的服務項目包括： 

(1) 館藏數位化諮詢 

(2) 協助專案規劃與評估 

(3) 從各類型媒體創建數位影像 

(4) 數位保存及維護 

(5) 儲存環境及文件清理 

(6) 光學辨識處理、索引及詮釋著錄 

(7) 大型文件影印 

(8) 微縮資料掃描 

(9) 音檔數位化 

(10) 數位內容，如 3D 攝影、360 度影像及虛擬實境 

(11) 光譜、反射式影像校正 

(12) 館藏運送至該館工作室 

(13) 遺產項目之保存建議 

(14) 依需求打造整體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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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攤位展示集錦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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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其他與會照片 

  

 

 

 

 

 

 

 

 

 

 

 

 

 

 

 

 

 

 

研討會發表情形 研討會發表情形 

研討會發表情形 研討會發表情形 

研討會發表情形 研討會發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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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討論實作 與會人員討論實作 

皇家兵械庫博物館（Royal Armouries Museum）

之歡迎會 

皇家兵械庫博物館（Royal Armouries Museum）

之歡迎會 

2019 ARA 年會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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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西約克郡歷史中心考察 

第一節  西約克郡聯合服務 

西約克郡（West Yorkshire）含括里茲（City of Leeds）、布萊福德（City of Bradford）、

科爾德河谷（Calderdale）、柯克利斯（Kirklees）、韋克菲爾德（City of Wakefield）

等 5 個都市自治市，該郡對外以西約克郡聯合服務（West Yorkshire Joint Services, 

WYJS）為名，秉持以「典藏過去，服務現在，守護未來（Preserve the Past, Serve the 

Present, Protect the Future）」為信念，為鼓勵民眾使用西約克郡檔案，藉以瞭解自己

的過去、現在及未來，從而形塑自我認同感，分於上述城市設置服務處所，提供公

眾檔案服務（West Yorkshire Archive Service, WYAS），無論在館藏發展、目錄建置、

檔案典存及維護，或服務宣傳等，均協力運作，期使民眾從該等處所獲得同等的服

務。該郡各服務處所主要徵集及永久保存西約克郡 12 世紀迄今逾 800 年之歷史文

件，其中以韋克菲爾德的西約克郡歷史中心所管有的檔案量最大。該等處所提供的

服務項目大致包含檔案檢索服務、研究服務、學習與社區服務，並給予檔案（文件）

保存及維護建議。透過檔案相關服務，民眾可運用教區、遺囑、家庭及財產文件、

就學紀錄、法院及醫院文件等，探究家族歷史，並使用地圖、契約或城鎮文件等學

習地方歷史，同時關注個人歷史和典藏。對於檔案申請應用，該等服務處所均提供

免費的諮詢服務，若需其提供較深入的研究資源，即需個別洽談付費事宜。西約克

郡檔案服務之整體架構如圖 17 所示。 

 

 

 

 

 

 

 

 

 

 

 

 

 

 

 

 

 

 

 

 

西約克郡聯合服務

（WYJS） 

5 個服務處所 
● 韋克菲爾德 
● 里茲 
● 布萊福德 
● 柯克利斯 
● 科爾德河谷 

郡檔案 

● 5 個自治市鎮

議會經費 
● 遺產樂透基金 

英國國家檔案館 

指導及支援 

服務特色： 
1.發掘家族歷史 
2.學習地方歷史 
3.關心個人歷史和典藏 

珍貴的西約克郡歷

史文件（12 世紀迄

今，逾 800 年歷史） 

圖 17  西約克郡聯合服務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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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訪談摘要 

一、 西約克郡歷史中心 

本次出國計畫擇以位於韋克菲爾德之西約克郡歷史中心（West Yorkshire 

History Centre，以下簡稱 WYHC）為考察對象。該中心於韋克菲爾德之柯克

凱特（Kirkgate）車站約 5 分鐘之步行距離，為一棟銀色建築（如圖 18），每

週一至三、週五及第二個週六開館，時間自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週

四休館。WYHC 所管檔案涵蓋古老約克郡西瑞丁（the Old West Riding of 

Yorkshire）、現今西約克郡及韋爾菲德地區的文件，亦是獨特遺產（Heritage）

的保存部門，目的在於除了讓民眾近用所典存之歷史館藏，亦從館藏發掘原

始文件的價值，透過展覽，以及學校參觀、家庭活動、成人技能或諮詢課程

等教育學習活動，帶給民眾特別的檔案體驗。本次考察由該中心資產經理

Teresa Nixon、館藏專員 Stefanie Davidson、典藏組長 Shirley Jones，以及英

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以下簡稱 The NA）部門發展經理 David 

Morris 從檔案服務不同面向接受訪談（如圖 19），會後由 Davidson 導覽解說

中心各區功能及服務內容。 

 

 

 

 

 

 

 

 

 

 

 

 

 

 

 

 

 

 

 

 

 

 

 

 

圖 18  西約克郡歷史中心建物外觀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圖 19 本局涂組長曉晴與西約克郡歷史中心經理 Teresa、組長 Shirley、專員 Stefanie 及

英國國家檔案館經理 David 進行訪談，並交換紀念品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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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訪談過程 

茲將半日的訪談內容整理如下： 

（一） 西約克郡檔案服務與 The NA 的關係及定位 

對 The NA 而言，自 2011 年起該館對英格蘭境內的檔案館具有指導

責任，該等檔案館包括國立機關及地方權責機關；大學、圖書館及博物

館；企業及慈善；私人及專業機關等。國家檔案館在英國公共檔案法（the 

Public Records Act）及歷史手稿委員會保證（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 Warrant）下，以協力、支持的伙伴關係，致力於協助上開機

關（構）推動永續、創新的檔管服務。如同前述西約克郡檔案服務架構

圖所示，對各郡檔案服務而言，The NA 主要扮演指導及支援的角色。以

WYAS 於 2019 年推動「Remembering the Past, Growing the Future」計畫

為例（如圖 21），該計畫由 The NA 支援經費約 1 萬英鎊（折合臺幣約 38

萬元），透過與韋克菲爾德的巴基斯坦婦女及年輕人合作，運用國家檔案

館及 WYAS 管有相關檔案，或是參與者帶來個人所藏物件，辦理參訪、

工作坊等教育活動；亦為學校建置新線上學習資源，內容含括 The NA、

WYAS 及私人所藏與在地巴基斯坦居民相關檔案，以激發新世代發掘關

於 1950 年代移民及成長的故事及記憶。 

圖 20  西約克郡歷史中心人員進行導覽服務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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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費來源 

WYHC 經費來源係與郡內其他 4 個服務處所，共同由里茲、布萊福

德、科爾德河谷、柯克利斯、韋克菲爾德等 5 個都市自治市議會支應，

另有遺產樂透基金（Heritage Lottery Fund）贊助相關活動計畫。鑑於西

約克郡檔案服務的發展願景為增進社會及經濟繁榮，以有效傳遞支援永

續社區及對外經濟之相關服務，WYJS 於 2019-2020 服務行動計畫提出募

款策略，主要以企業使用者為對象，提供最受歡迎的數位典藏資源，採

每筆線上閱覽收費機制。此外，WYHC 透過西約克郡聯合服務運作機制，

與前述郡內其他 4 個服務處所串連合作，不僅共同辦理文宣宣傳事宜，

該中心的展覽空間及學習教室均可供作各項活動之辦理場域。 

（三） 檔案徵集範圍及審選原則 

1. WYAS 主要依照館藏政策（Collection Policy）持續徵集檔案，範圍包括

西約克郡 5 個自治市鎮議會文件、古老約克郡西瑞丁文件、依 1958 及 1967

年公共文件法案（the Public Records Acts）移交 WYAS 的公共文件、與

西約克郡發展及文化相關組織、企業、社團、家庭及個人等文件、他處

管有與西約克郡歷史相關複製品等。上開政策亦明定 WYAS 不納入館藏

的範圍，包括藝術品或文物、出版資料（除非它是檔案的一部分，具研

究價值，或含括重要的手寫註解等）、檔案形制較適於具備專業儲存設施

處所典藏、歷史或資訊價值性低之文件、複本等。 

圖 21  「Remembering the Past, Growing the 
Future」計畫摺頁 

資料來源：WYHC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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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檔案審選原則，WYAS 於前開館藏政策所定架構下，依所定審選政

策（Appraisal Policy），評估相關文件是否有永久保存價值。 

（1） 針對地方政府文件、公部門或其他企業為主體產生的文件，採宏觀層次

分析（Macro-analysis），以於保存系統及組織架構內確定文件系列（record 

series），對特定類型的文件（如醫療、學校、貿易組織等）開發通用的

分類清單，確認部門和組織之間重疊的部分，避免將複本納入永久保存，

以及初期即可識別易受損的文件等。 

（2） 微觀層次分析（Micro-analysis）僅用於特殊案例文件，或與家庭、個人

有關的私人文件，評估該等文件之證據與資訊價值，並從完整性及密度

（completeness and density）來看資料的品質。 

（3） 就文件資料或其他詮釋資料進行識別，以確保檔案未來仍得以理解和使

用，如索引、使用者手冊、數位文件之技術性詮釋資料等。 

（4） 評估文件的外在狀況及技術特性，倘若該文件有嚴重的技術性缺點，如

不能信賴、不完整或無法使用等，即需決定銷毁之。 

（5） 進行審選時，盡可能尋求及考量利益關係人（包括文件產生者、寄存者、

使用者及地方社區及個人等）的觀點。 

3. 當館藏較適於其他處所典存，或不值得永久保存者，WYAS 會進行清理

作業，以確保整體館藏管理品質。清理方式包括：將文件返還原管有或

寄存者、將文件移交較合適的典藏處所（其他檔案服務、圖書館或博物

館）、銷毁，或於手作示範或教育展示時再使用。 

4. 任何新進檔案入館前，先徵得典藏部門人員的建議，對檔案進行偵測及

隔離措施，初期評估要素包括檔案狀況、包裝、先前保存情形、形式及

範圍等，以改善其保存狀況，並符合典藏標準，延長檔案可使用的年限。 

 

 

 

 

 

 

 

 

 

 

 

 

 

 

 

 

 

圖 22  西約克郡歷史中心庫房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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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檔案典存原則、策略及做法 

WYAS 的檔案原件類型大多數為紙質，少部分為羊皮紙、印章及照

片等，其典存及維護依照 The NA 之檔案服務鑑定標準（Archive Service 

Accreditation Standard）2014 年 6 月版、典藏機構的專業標準（The 

Professional Standards of the Institute of Conservation），以及博物館、圖書

館及檔案館典藏維護之標竿管理 2002 年版（Benchmarks in Collections 

Care for Museums, Libraries and Archives）等做法。其原則摘要如下： 

1. 永久保存現有及未來的檔案典藏，以供世代使用。 

2. 改善及延續檔案內容的近用性。 

3. 當 WYAS 所有利害關係者與其館藏及相關系統、設施互動時，WYAS 關

注其於檔案典存扮演的角色。 

4. 由於 WYAS 檔案典存的風險因素隨時改變，須持續評估、管理並降低該

等風險。 

5. 透過現有典存計畫，引導 WYAS 維持及增進檔案典藏的穩定性。 

6. 以公共近用政策推廣檔案典存的重要性，並增加 WYAS 檔案使用量。 

7. 目前各部門採用的標準可做為政策基礎，並形成改善措施。 

WYAS 典藏及應用設施均依循「PD 5454：2012 檔案資料儲存及展示

指引（Guide for the storage and exhibition of archival materials）」及「PAS 

198：2012 文化典藏之環境條件管理規範（Specification for managing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for cultural collections）」，該中心依照檔案外在形

制及使用頻率，採條碼、標準檔案盒尺寸及資料庫等方式管理檔案，並

持續以遠端或即時監控儲存環境，減少溫溼度對檔案的影響程度，以維

持館藏的穩定性及其使用壽命。 

圖 23  西約克郡歷史中心檔案典藏情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26 

 

 

 

 

 

 

 

 

 

 

 

 

 

（五） 提供閱覽、研究或展示之檔案內容涉及個人資訊之處理方式 

WYAS 妥善典藏管理紙質、微縮片及電子文件，儘可能提供公眾使

用，惟遇有與個人隱私相關法規，如為法定豁免（statutory exemption）

所禁止、違反私人寄存者（depositor，即該份文件寄存者）的期望、可能

有損寄存者權利之虞等，以及文件保存狀況，如對檔案實體可能造成損

壞，或為保護原件而以複製品取代等，將限制該等文件之使用。此外，

WYAS 透過程序設計，以及對員工、公眾及其他利益關係人等教育訓練

及資訊宣導等方式，並運用館藏管理等，降低檔案原件因調閱使用所產

生的風險。 

對此，WYAS 於 2019 年 3 月研訂文件應用政策（Access to Records 

Policy），視實際需求每 3 年更新 1 次，主要規範部分文件之限制應用規

定、限制應用期間及該等文件申請應用方式。凡民眾欲申請應用含有個

人資訊之文件，需依法先填具資料應用申請表（Data Subject Access 

Request Form，如圖 25）或研究應用申請表（Research Access Request Form，

如圖 26），WYAS 會先徵詢該文件當事人提供應用的意願。以法院文件

（Court Records）為例，凡屆滿 24 年者，當事人均可申請；惟未滿 24

年的文件，申請人須取得法院的授權。法院文件屆滿 24 至 100 年者，涉

有敏感性個人資料，或與領養登記相關者，申請人即需填具上開二表。 

民眾因研究之需，可事先向 WYAS 申請 30 分鐘的檢索服務，除填具

個人基本資訊外，並提供詳細的研究需求。WYAS 協助查得相關資料，

將檔案複製品寄交申請人，惟申請人須聲明：一是先前並未從 WYAS 或

其他來源獲取相同複製品；二是該複製品僅可由申請人作為研究或個人

研習，不可提供他人使用等。WYHC 設有檢索室（如圖 27），並由 CCTV

或電子監控設施確保檔案使用情形，民眾需於該室閱覽、抄錄檔案，至

於複製部分，WYAS 會優先提供微縮片或數位化檔案，若民眾需自行複

製，僅可用照相機或現場提供的掃描機為之。 

圖 24  典藏組長 Shirley 介紹該中心所藏地圖及安妮．李斯特日記的檔案修護情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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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展示需求，WYAS 主要依據展覽及借展政策（Exhibitions and 

Loan Policy）相關規定，包括：使用前述「PD 5454：2012 檔案資料儲存

及展示指引」所列符合標準之展示櫃、使用特展之展示櫃、擇選合適的

素材、提供檔案陳列支援、使用複製品、展前展後之檔案狀況評估，以

及安排短期借展等；惟 WYAS 不允許長期（借期超過 1 年）或永久借展，

而館長擁有最後決策權。 

 

 

 

 

 

 

 

 

 

 

 

 

 

 

 

 

 

 

 

 

 

 

 

 

 

 

圖 25  資料應用申請表 
資料來源：WYHC 提供 

圖 26 研究應用申請表 
資料來源：WYHC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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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檔案與學校教育或課程之結合 

WYHC 內部空間已設有學習教室（如圖 28），並由專業團隊負責安

排教育相關活動。學校預約工作坊之前，該中心會安排前訪（pre-visit），

與老師討論活動內容，並介紹環境設施。 

1. 工作坊 

配合英國國家課程（National Curriculum）所定 4 個重要的學習階段（Key 

Stages，包括 KS1: 5-7 歲、KS2: 7-11 歲、KS3: 11-14 歲、KS4: 14-16 歲），

為學校團體安排工作坊，以互動或手作方式認識檔案，或為任一班級量身

打造課堂外的學習活動，讓學生有機會接觸原始歷史文件，親身體驗檔案

服務的運作。由於該等服務屬跨學科活動，涵蓋地方歷史、地理、科學、

運算及讀寫等主題，每一工作坊約需 2 小時（部分為 90 分鐘），向學校收

費計約 62 英鎊（折合臺幣 2,400 元）。例如：以 WYHC 為 KS2 學生規劃「為

勝利掘土：二次大戰孩童的生活（Dig for Victory: A Child’s Life in WW2）」

工作坊，側重於地方歷史、讀寫、藝術及設計，學生透過檔案文件，從中

發掘韋克菲爾德的孩童於二次大戰期間的生活，包括戰爭如何影響他們的

日常生活及相關保護措施，如防空避難所等，學生可寫下他們想傳達予當

時避難者的任何想法；為 KS3 學生規劃「典藏過去（Conserving the Past）」

工作坊，學生可觀看該中心的檔案修護人員的工作，並體驗如何以合適的

圖 27  WYHC 檢索室設施及使用者借閱情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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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修護檔案，同時學習處理及包裝文件的技能，使該等文件能得到安全

的典存，提供世代運用，該項課程包含 WYHC 參觀行程。此外，該中心亦

鼓勵各校班級善用展廳安排自由參觀。 

 

 

 

 

 

 

 

 

 

 

 

 

 

 

2. 檔案箱出借 

學校可於課堂上運用向 WYHC 出借的檔案箱，箱內物件包括檔案複製

品、檔案融入教學活動方案等，適用於 KS1 及 KS2 學生，每一檔案箱出借

費為 10 英鎊，一次可借出 4 個星期。（如圖 29） 

 

 

 

 

 

 

 

 

 

 

 

 

 

 

3. 教師繼續教育發展課程（Teacher CPD） 

WYHC 於該中心或到校以檔案融入教學為主題提供免費的互動工作

坊，包括介紹什麼是檔案，以及 WYHC 參訪。該中心以工作坊為例，引

導教師如何運用檔案進行課堂學習活動。 

圖 28  學習教室（旁為 WYHC 服務臺）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圖 29  WYHC 出借學校使用之檔案箱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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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運用檔案辦理展覽或相關活動 

WYHC 每年至少於中心舉辦 3 項展覽，提供民眾自由參觀，例如 2019

年 6 月推出「西約克郡的死亡與紀念（Death and Remembrance in West 

Yorkshire）」展覽，探究先民如何經歷死亡，及他們如何懷念逝去者，透

過葬禮到死後生活等一連串的死亡之旅，體會在世者與逝者曾有的生活

歷程；WYHC 展覽團隊正在籌劃「她的自述－安妮．李斯特和希比頓大

屋（In Her Words－Anne Lister and Shibden Hall）」，李斯特為 19 世紀的英

格蘭地主，亦是第一位現代女同性戀者，透過她以密碼記述的日記計 26

冊逾 500 萬字，瞭解她的故事，以及那個時代的西約克郡。 

另外，WYHC 也辦理各式教育活動，以 2019 年 10 月推出「古文書

－閱讀古老的手寫字（Palaeography-Reading Old Handwriting）」為例，以

初學者為對象，從 17、18 世紀的檔案中發掘內含不易辨識的手寫文件，

引導民眾如何透過不同方式閱讀及轉譯之，該課程 2 小時，每個人收費

12 英鎊。WYHC 的典藏資源中，家庭照護到料理相關文件藏有許多有趣

的食譜，該中心於 11 月份於午間、晚間辦理全年食譜工作坊，2 小時課

程收費 12 英鎊。該中心展覽空間及檔案陳列情形如圖 30。 

 

 

 

 

 

 

 

 

 

 

 

 

 

 

 

 

 

 

 

 

 

 

 

圖 30  WYHC 展覽空間及檔案陳列情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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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運用資訊科技進行檔案管理或應用之做法 

WYAS 文件及檔案管理人員會和文件產生者、決策者、資訊管理人

員、資訊技術專家及文件使用者合作，對於數位文件在不同使用階段的

管理及安全，以及資源運用上，界定相互的角色與職責。在處理數位典

藏的能力發展上，為以開放資訊系統參考模式（ the Open Archival 

Information System），WYAS 尋求並遵照數位保存相關國家或國際標準及

實務，運用科技進行數位典藏事宜，包括數位文件評估；授權、著作權

及其他法定事項；文件的詳細資訊；數位文件安全移轉至數位典藏儲存

處，並運用校驗和（checksum）偵測毁壞情形，或複製過程中產生的損

壞等，以為保存數位文件完整性的安全措施，並保證資料內未含惡意的

執行碼。 

為維數位資源得以長期應用，WYAS 推動持續的行動方案，以安全

保管儲存媒體、文件內容及其詮釋資料，降低因軟、硬體過時、故障及

毁壞帶來的風險機率。WYAS 主要的數位保存方式為重新整理（Refresh）

及轉移（Transfer），前者是將資料複製至相同類型的新磁帶或磁碟；後者

是將資料複製至較穩定的磁帶或磁碟。另以備份及媒體重整確保位元流

（bit stream）之保存，如模擬（Emulation），即運用不同的軟體或運作系

統，或轉置（Migration），將資料轉成較新或不同的檔案格式，使資訊內

容於新版的軟硬體得以運作，並採標準格式，使資料可相互流通，可降

低轉移成本。WYAS 建立數位典藏長期保存系統，包括： 

1. 備份及媒體重整，如定期將資料從現行磁帶（碟）轉移至新的磁

帶（磁）。 

2. 每件數位資源有多份複製品，使其於不同處所（包括館外備份）

之各式儲存媒體得以運用。 

3. 前述複製品之儲存環境情形，其中至少 1 份依照 BS 4783 及 PD 

5454: 2012 資料儲存媒體之建議辦理。 

4. 定時檢測儲存媒體的損壞或退化情形，隨機確認資料可讀性。 

5. 與資訊技術專家共同檢視 WYAS 與數位典藏相關災害應變計畫

（disaster plan），緊急備援應與現行 WYJS 資訊技術網絡有所區

隔。 

此外，該等數位文件存於不同形式的媒體，各式媒體有其所屬儲存

及處理需求，惟所有數位媒體應存置於涼冷、乾燥及穩定的環境，避免

直射的光照及空氣污染源，而磁性媒體需遠離強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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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梵谷：沉浸式體驗展 

「梵谷：沉浸式體驗展」於約克聖瑪利教堂（St. Mary’s）展出（展至 2020 年 1 月

5 日止，成人門票為 13 英鎊，折合臺幣約 640 元），透過虛擬投影技術及 360 度沉浸式

體驗，運用聲光效果呈現梵谷畫作及其生命歷程（如圖 32、33）。該展分成 3 區，第 1

區四周壁面均有動態的投影畫面，從梵谷的青年照片（1853-1890）開始，每幅投影均

以簡要旁白、音樂，搭配他的畫作及他曾寫下的文句，例如：『If you truly love nature, you 

will find beauty everywhere.』，畫作內的部分元素形成動畫感，如 1890 年「盛開的杏花

（Almond Blossom）」，當風吹過，杏花的枝頭搖曳，花瓣紛紛掉落，猶如望著花園內

的花朵飄落的模樣，栩栩如繪；1890 年「鋼琴前的瑪格麗特（Marguerite Gachet at the 

Piano）」，她的手真的游移於琴鍵之間，背景音樂像是她正在彈奏的曲目；或是 1888

年「星夜（Starry Night）」，除了滿天星光熠熠，兩個人依偎走著，一艘小船緩緩駛近

靠岸，如此生動逼真（如圖 34）。 

 

 

 

 

 

 

 

 

 

 

 

 

 

 

圖 31  WYHC 多媒體轉製室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圖 32  約克聖瑪利教堂展出「梵谷：沉浸式體驗展」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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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牆面嵌置的投影設備，配合光影、動畫及聲音（含旁白及音樂），當參觀者靜

坐於教堂內的躺椅，仰看時，彷彿置身於梵谷畫作之境，這流動的畫作，比起靜態者，

確實令人印象深刻。該區的後方一小方區域，模擬 1888-1889 年畫作「在亞爾的房間

（Bedroom in Arles）」，放置相關家具及物件，陳設雖然簡樸，但充滿黃色、藍色、紅

色等鮮明色調，寧靜而溫暖。第 2 區除了延續前區的投影效果，由花瓶實體搭配梵谷

所繪花朵，如向日葵、玫瑰等，參觀者可靜坐欣賞外，亦安排塗鴉區，備有黑白線條

的梵谷畫作及各色蠟筆，讓參觀者能像梵谷一樣繪出屬於自己的色彩，繪後可透過數

位設備，投影於牆面上，構成另類的小畫展。（如圖 35） 

 

 

圖 33  「梵谷：沉浸式體驗展」購票入口及第 1 區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圖 34  1888 年「星夜（Starry Night）」投影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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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著參觀動線，走進第 3 區為虛擬實境體驗區（VR Experience），須另支付 3 英鎊

（折合臺幣約 120 元）方可體驗（如圖 36）。戴上耳機及 VR 眼鏡，走進梵谷曾待過、

畫過的每幅場景，包括田園、街道、海景或他的房間等，漫步於三維空間，透過場景

和畫作的比對，不僅有身歷其境感，更能領會梵谷當時的感受，令人特別感動。最後

來到文化商品區，展售以梵谷畫作加值應用之衍生性商品（如圖 37）。 

 

 

 

 

 

 

 

 

 

 

 

 

 

 

 

 

 

圖 35  「梵谷：沉浸式體驗展」第 2 區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圖 36  「梵谷：沉浸式體驗展」第 3 區（虛擬實境體驗）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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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梵谷：沉浸式體驗展」文化商品區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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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及建議 

我國檔案法施行迄今已近 18 年，本局致力於建立符合國際標準的檔案管理制度，

因此無論在建立檔案管理制度、提升檔案管理人員專業能力、研發檔案保管技術及庫

房設置、促進檔案開放應用以及推動文書檔案資訊化等方面，均適時因應調整，期能

配合世界最新趨勢，訂定可行之相關規範，供各機關檔案管理人員遵循，以利未來與

國際接軌，躋身先進國家之列，並為國際檔案事業貢獻一己之力。本次經由出席英國

及愛爾蘭檔案與文件學會 2019 年會及考察西約克郡歷史中心，觀察目前國外檔案管理

發展趨勢及面臨之問題，謹提供相關結論及建議如下： 

一、 提升檔案管理人員之專業角色與地位 

本次會議報告中有多位學者專家提出一個共同的概念，就是檔案管理人員不僅是

檔案的保管者，檔管人員除了在同域學習知識，培養專業能力外，亦需跨域學習新知

識，透過多樣性促進創新，提升創新能力。另外，在資訊科技發展迅速的網路世代，

檔案管理人員如何將傳統檔案管理技術與現今的數位管理技術銜接，開發具可行的方

案，讓檔案內容能轉化為有使用價值的資訊，並運用科技分享館藏，與使用者互動，

扮演館藏詮釋者，展現檔案新的面貌，讓檔案管理人員不再只是保守、被動的檔案庫

房管理員或守門者，而能掌握資訊時代的契機，更積極扮演檔案知識寶庫的知識管理

者、知識創造者、知識組織者、知識領航者、資訊提供者等重要角色。講者 MacGregor

強調”檔管人員須體認毫無作為可能造成的風險”這句話值得我們好好深刻沈思。 

二、 建立檔案機構合作與支援網絡 

近年來，本局持續研議推動相關新的制度措施，包括推動機關檔案風險管理機制、

建置機關檔案線上評估及作業檢核工具、培訓專業課程種子教師、推動我國首座國家

檔案館建設、加速辦理屆期移轉檔案鑑選及移轉作業，以及推動國家檔案應用服務新

措施，落實檔案運用與扎根歷史記憶等，也因應政治檔案條例施行，推動各項徵集、

整理、解降密及開放等工作。上述新制的推動，攸關我國檔案管理的整體發展，亟需

全國各機關檔案管理人員的支持與配合，因此，如何凝聚全國相關從業人員之共識與

熱忱，是本局必須不斷努力與賡續推動的方向。 

三、 推動跨域協力及交流 

誠如本屆年會所提「文件管理 3.0：多樣性」、「授權協力」等概念，或是 PSB 帶來

結合檔案、影像及敘事之創作分享等，均顯現跨域學習與合作的重要性，不僅檔管人

員以「斜槓」的學習精神，汲取跨領域的知識；檔案機關（構）亦需從同域範圍跨出，

尤其當檔案館、圖書館或博物館的典藏界線已然模糊，又為因應新技術發展、商業授

權趨勢，並考量不同客群或社群之生活經驗及使用需求，特別是少數族群對檔案或文

件的近用性，檔案機關（構）可與文化機關（構）或相關企業團體合作，使檔案或文

件結合其他形式的典藏，或融入不同媒體、展覽或活動，檔案或文件的呈現將更形多

樣化，可觸及潛在客群。 

四、 以數位科技融入檔案專業 

從本屆年會多場研討內容，顯現檔管人員培力缺口在於數位技能，包括以資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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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進行館藏數位化、文件或資料之長期管理與保存，增進使用者近用檔案的能力（如

管理館藏之工具等）等。此外，亦需關注新技術對內容授權的影響，例如運用人工智

慧技術協助處理大量資訊，提供較佳授權協議；或新媒體技術對檔案或文件推廣的助

益等，例如 PSB 結合檔案影像、音樂進行跨界創作。另，從梵谷：沉浸式體驗展中，

梵谷的畫作典藏透由虛擬投影技術，使觀者身歷其境，感受畫家創作場景及心境，倘

將該技術運用於檔案展示，尚需將檔案內容轉譯，經由故事化、影像化處理後，讓觀

者以不同方式體驗檔案。 

五、 配合客群需求推動檔案教育活動 

從西約克郡中心之教育推廣方式來看，大抵分成 3 部分，一是配合國家課程，為

班級量身打造適於不同學習階段的檔案工作坊，並提供檔案箱出借服務；二是以工作

坊引導教師如何運用檔案進行課堂活動；三是配合展覽，為大眾規劃各式教育活動等。

上述活動除第二項免費外，餘均向學校或民眾收費。對照本局現階段之教育推廣，除

配合高中課綱製作檔案教學資源外，推廣方式主要以參訪形式為主，對於互動或手作

課程，囿於空間及人力因素，僅於檔案月或特展期間安排體驗課程，暫未為常態形式

的教育活動。該中心相關推廣方式可作為未來國家檔案館執行教育推廣策略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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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英國及愛爾蘭檔案與文件學會 2019 年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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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英國及愛爾蘭檔案與文件學會能力架構摘要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