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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 年 12 月 4 至 6 日代表國家圖書館參與第七屆愛沙尼亞數位人文國際研

討會議（7TH ESTONIAN DIGITAL HUMANITIES CONFERENCE），並發表論文

‘Innovative Usage of NCL Digital Collections- Library as a Collaborative Hub of DH 

in Taiwan’。本次會議主題為「數位人文在 GLAM 應用」，成員多來自 GLAM 館

所及研究單位（100 多位來自 22 個國家），是一場結合學術研究（大學）及應用

面（GLAM 館員）的國際研討會，收穫豐富。 

綜觀此行心得及建議有： 

 

1. 國際會議舉辦學習面：議程安排聚焦且多元，從報到至會後論文集都是

無紙的 e 化國際研討會。 

2. 對使用者友善的愛沙尼亞國家圖館，相關措施如取消門口警衛；「圖書

館空間開放給所有人，而圖書館服務針對讀者」政策；書籍提供外借回

家，提高館藏使用率；圖書館依需求將空間分為三種音量大小：無聲空

間（Silent Area）, 安靜空間（Quiet Area）, 社交空間（Social Area），

提供讀者不同的聲音環境選擇等等。 

3. 愛沙尼亞國家博物館以電子紙結合使用者紀錄的展覽應用，以「電子紙」

取代傳統博物館「展版及說明牌輸出」，可提供臺灣 GLAM 或未來國家

圖書館南部分館對於電子紙應用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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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  的 

    國家圖書館為促進臺灣圖書館事業與國際接軌，積極參與國際專業組織及活

動，以瞭解發展趨向，增進圖書專業知識及交流。2019 年國家圖書館參與第七

屆愛沙尼亞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議（7TH ESTONIAN DIGITAL HUMANITIES 

CONFERENCE），並發表論文‘Innovative Usage of NCL Digital Collections- 

Library as a Collaborative Hub of DH in Taiwan’，藉此介紹臺灣數位人文成果，

以及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系統。 

藉由本會議，了解歐洲各國數位人文發展及應用，感受到歐洲人文思維先問

「為什麼（Why）」，再討論「如何執行（How）」。觀察會議舉辦國愛沙尼亞之國

家圖書館及國家博物館對「數位文化資產於研究及教育的應用（Use of 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 in Research and Education）」，發現不論是圖書館或博物館應用數

位科技之前、中、後，時時將「使用者需求」放於核心考量，相關經驗值得臺灣

關注並持續保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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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  程 

一、行程 

12月 2日（星期一） ： 

搭機至愛沙尼亞塔林（桃園至香港轉機） 

12月 3日（星期二） ： 

搭機至愛沙尼亞塔林（香港至赫爾辛基轉機；赫爾辛基至塔林） 

 

12月 4日（星期三） ： 

1. 參加 7TH ESTONIAN DIGITAL HUMANITIES CONFERENCE 

2. 發表論文 ‘Innovative Usage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Digital 

Collections-Library as a Collaborative Hub of DH in Taiwan’ 

 

12月 5日（星期四） ： 

參加 7TH ESTONIAN DIGITAL HUMANITIES CONFERENCE 

 

12月 6日（星期五） ： 

參加 7TH ESTONIAN DIGITAL HUMANITIES CONFERENCE-工作坊 

 

12月 7日（星期六） ： 

搭機返回臺灣（塔林至赫爾辛基；赫爾辛基至香港轉機） 

12月 8日（星期日） ： 

搭機返回臺灣（香港至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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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紀實 

第七屆愛沙尼亞數位人文會議 （ 7TH ESTONIAN DIGITAL HUMANITIES 

CONFERENCE, https://dh.org.ee/events/dhe2019/ ）於 2019 年 12 月 4 日至 12 月

6 日舉辦，會議地點位於首都塔林的愛沙尼亞國家圖書館。三天會議共有 3 場專

題演講，50 多篇論文發表，5 場工作坊，以及來自 20 多個國家的 100 多位參與

者，共襄盛舉。 

 

2019 年大會主題為「數位文化資產於研究及教育的應用（Use of 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 in Research and Education）」，將參與大會及發表情形，摘要說明如下： 

 

（一）專題演講及其他場次 

1.專題演講：檢視「社交媒體世代」的思維模式（Screening into the mindset of the 

“social media generation”），愛沙尼亞塔圖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Andra Siibak 教授 

 

每個世代在媒體使用和文化上有其獨特的風格（Colombo，2011）。特別是年輕世

代，透過使用的科技及平台以建立該世代的認同感（Siibak，2009）。儘管人們生

存不依靠數位科技，但數位科技和社交媒體已經與馬斯洛的需求等級緊密相關

（Cao et al., 2013），尤其是對於年輕一代。許多研究顯示（Alutaybi et al., 2019；

Throuvala et al., 2019），當人們無法使用手機時可能會覺得心理不舒適，或當無法

使用數位設備或社交媒體時，會有「資訊遺漏恐懼感（FoMO , Fear of Missing 

Out）」。 

 

演講中提出各式實證研究，這些研究不僅概述了當今年輕人的主要實踐和數位能

力，還介紹了當代年輕人的思維方式和主導性思維模式。2018 年歐盟媒體近用

調查顯示，15 歲至 29 歲的年輕人，擁有電視者占 59.3%，少於有智慧型手機者

91.6%；75 歲以上者，擁有電視站 97.7%，多於有用智慧型手機比例 25.5%（圖 1）。

演講者也利用不同焦點小組訪談，說明年輕人認為什麼樣的在線內容有趣並值得

他們花時間及精力關注。特別是網紅（micro-celebrities）成為意見領袖，對於年

輕世代具有很強的影響力，並成為其生涯發展目標（圖 2）。 

 

 

https://dh.org.ee/events/dhe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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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歐盟媒體近用調查 

 

 
圖 2 網紅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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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題演講：圖書館、檔案管及博物館的實驗室（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 

(GLAM) Labs），大英圖書館實驗室 Mahendra Mahey 經理 

 

大英圖書館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圖書館之一，每年創造並存儲數百萬個數位物

件，如數位化書籍、報紙、地圖、活頁樂譜、手稿、錄音/電視錄像以及網站、

個人數位檔案、電子書、廣播、表演和藝術品。如此大範圍的數位資料對圖書館

如何支持使用者應用數位內容及其方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大英圖書館遇到的挑戰有：圖書館如何建構系統及服務以提供民眾近用數位內容

（如廣播錄音、報紙故事）？群眾外包數位計畫的實際經驗為何？機器學習如何

真正幫助圖書館解開隱藏於數位檔案中的新信息？可否使用數位技術對圖書館

館藏進行視覺化，並通過藝術方式發掘出令人驚訝的發現？Mahendra 簡要概述大

英圖書館實驗室（BL Labs）提供的數位館藏和資料，透過創新計畫和參與型活

動，檢視數位資料如何通過與數位研究者、藝術家、企業家、教育者、策展人和

圖書館員之合作而重新被利用（圖 3）。Lab 設置重要的是經營者及其想法，需要

labber 類型成員（具開放、實驗性、嘗試新挑戰的人）來營運（圖 4）。 

 

最後，Mahendra 報告一個國際支持網絡，該網絡將國家圖書館、州圖書館、大學

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聚集在一起，這些圖書館已經或正計畫開始「圖書館實驗室

（Library Labs）」。「圖書館實驗室」鼓勵人們再次利數位館藏和資料，並期待未

來更創新的數位 GLAM Labs 之設立，從而為組織和使用者提供價值。2019 年 10

月線上出版“Open GLAM Lab”，該書為正在建立或正在運行數位 GLAM Labs

提供建議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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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專題演講：大英圖書館實驗室 

 

 

圖 4 GLAM 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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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場次發表：愛沙尼亞《2018-2023 年文化遺產數位行動計畫》（Plan of Action for 

the Digitis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2018-2023 in Estonia），愛沙尼亞文化部

KRISTIIN MEOS 

 

《文化遺產數位化行動計畫》（2018-2023）是由文化部顧問委員會-數位遺產委

員會發起的，該委員會確定計畫需優先之遺產領域。行動計畫是由愛沙尼亞政府

三個部會：文化部、教育及研究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經濟事

務及通訊部（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合作執行。博物

館及圖書館隸屬於愛沙尼亞「文化部」之下，而檔案館則隸屬「教育及研究部」。

計畫先以已無著作權規劃的 19 世紀文化資產為對象，同時也考慮同樣在 19 世紀

這個時段中那些文化資產較具重要性須立即數位化保存。 

 

此計畫 5.5 年（2018-2023）的總成本為 913 萬歐元，其中愛沙尼亞國家預算金額

為 88 萬歐元（約 10%），歐盟結構基金投資為 825 萬歐元（約 90%）。僅管數位

化計畫接受歐盟 Europeana（https://www.europeana.eu/portal/en）經費補助，依照

規定接受 Europeana 經費者，需數位物件之著作權釐清並上傳至 Europeana。但

愛沙尼亞文化部官員也誠實地表示，目前遇到著作權確認的困難，歐盟及愛沙尼

亞國內對於著作權規定仍有差異。 

 

三、國圖發表論文 

數位典藏的創新應用-以臺灣國家圖書館作為數位人文協作中心為例(Innovative 

Usage of NCL Digital Collections-Library as a Collaborative Hub of DH in 

Taiwan)，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李宜容主任、城菁汝編輯 

 

數位人文研究素材是立基於大量數位化資料，這點引發在人文領域中扮演「資料

源頭」圖書館的關注。國家圖書館（NCL）運用其豐富的數位化館藏，與跨學科、

跨領域之不同單位合作，突顯圖書館扮演協作平台的重要角色。 

 

本研究以國家圖書館近年來之 DH 成果為例，包含與大學合作更新臺灣記憶平台

（https://tm.ncl.edu.tw/index）；與研究單位合作，藉由海外展覽推廣臺灣數位人文

研究成果及平台；與教育機構合作（大學、高中及國小）進行校史典藏及展覽融

入教學體驗課程，邀請校友成為數位內容提供及建置者。透過實際案例分享，分

https://www.europeana.eu/porta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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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圖書館如何扮演與不同單位合作的協作中心，開發數位館藏在研究及教育的創

新應用。（發表簡報請詳附檔一） 

參、心得及建議事項 

綜觀此行赴愛沙尼亞國際研討會議，有三項心得與建議，分述如下： 

1. 國際會議舉辦學習面：聚焦多元及無紙化的研討會  

第七屆愛沙尼亞數位人文會議，雖只有三天（兩天論文發表，最後一天工作

坊），會議主題明確（數位人文在 GLAM 應用），成員多來自 GLAM 館所及研究

單位（100 多位來自 22 個國家），是一場結合學術研究（大學）及應用面（GLAM

館員）的國際研討會。 

議程安排用心，由專題演講、發表分享、工作坊三種型式組成。「專題演講」

邀請社會學媒體研究學者，從較大的社會觀察面分享新媒體世代的趨勢及行為；

「投稿發表」是各國 GLAM 的正在發生的眾多案例；「工作坊」則提供實作及分

組討論機會，讓參與者有機會彼此交流討論。 

 

第三天工作坊分組實作討論情形 

 

報到時只收到三張紙名牌，背後印著議程，沒有塑膠套，也沒有重重的會議

手冊（已上網）及資料袋，環保又輕鬆。此外，大會很有效率地於兩個月內（1

月底），電子出版了大會論文大綱集，提供線上下載

（https://dh.org.ee/events/dhe2019/abstracts/ ）。 

https://dh.org.ee/events/dhe2019/abs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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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無紙化研討會-報到時只領到名牌 

 

大會論文大綱集電子出版 

 

2. 對使用者友善的愛沙尼亞國家圖館 

此次會議舉辦地點為愛沙尼亞國家圖書館，該館為了讓使用者更親近圖書

館，有許多改變措施，例如： 

(1) 取消門口警衛：從使用者調查中得知，民眾對於進入圖書館第一眼看到接觸

是警衛覺得不友善。因此國家圖書館於大門口取消警衛站崗。 

(2) 「圖書館空間開放給所有人，而圖書館服務針對讀者」（Library Spac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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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one. Library Services for readers.）的政策。國家圖書館空間提供給所有人

可以進入使用（開架閱覽、參觀展覽或藝文活動等等），不同於部分國家的國

家圖書館有年齡限制。讀者是指 18 歲以上擁有讀者證可以借書者。愛沙尼亞

國家圖書館書籍提供外借回家，提高館藏使用率。圖書館空間經常舉辦展覽

及藝文活動，成為民眾經常拜訪的休憩空間。 

 

 

愛沙尼亞國家圖書館大門入口（右方）公共空間，提供手工文創者擺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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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沙尼亞國家圖書館開闊的閱讀空間（流線及多彩之家具） 

 

愛沙尼亞國家圖書館-劇場（場外展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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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書館依需求將空間分為三種音量大小：無聲空間（Silent Area）, 安靜空間

（Quiet Area）, 社交空間（Social Area），提供讀者不同的聲音環境選擇。於

空間入口處標示，提醒使用者注意。 

 

愛沙尼亞國家圖書館-社交空間標示 

 

3. 電子紙結合使用者紀錄的應用 

電子紙（ePaper）顯示技術現已應用於電子書閱讀器、公車到站時間表、電

子看板、手機螢幕、零售商店價簽等等。會議中聽到三篇論文以愛沙尼亞國家博

物館（Estonia National Museum）為主討論其應用電子紙之數位展示，興起一探究

竟的好奇心。 

愛沙尼亞國家博物館以「電子紙」取代傳統博物館「展版及說明牌輸出」。

觀眾購買博物館門票時，服務人員會先確認觀眾偏好的語言（愛沙尼亞語、英語、

俄語），提供觀眾語言卡門票。語言卡門票只是一張薄薄的紙，當以門票靠近顯

示器時，顯示器即更換為觀眾的偏好語言。電子紙除了語言顯示外，也記錄觀眾

參觀數據。值得一提的是，電子紙顯示器製作廠商為臺灣元太科技公司（E Ink），

可提供臺灣 GLAM 或未來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對於電子紙應用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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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說明牌：電子紙結合使用者紀錄的應用 

 

愛沙尼亞國家博物館：紙本書籍結合電子紙說明牌之展示，呈現新舊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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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發表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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