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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自民國

91 年在台灣執行至今，已陸續針對各
人文與自然領域，建置許多典藏系

統，建置過程中，同樣也累積了許多

分析與設計之寶貴經驗。從這些經驗

中，本研究試圖整合同性質典藏品之

數位典藏系統、保留各類典藏品獨特

性，藉以降低系統各自分析時間與人

力開發成本，也為未來聯合目錄整合

與系統管理維護鋪路。以「拓片資料

庫管理系統」為例，從拓片 Metadata
需求、分析到典藏系統實作，提供分

析與建置過程中，可能會遭遇的整合

問題與解決方法。  
 

關鍵字  

數位典藏、拓片、拓片資料庫管理系

統、Metadata 
 

1. 前言  

「拓片資料庫管理系統」屬於中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拓片與

古文書計畫」，本計畫原依不同實物屬

性之拓片，各自開發資料庫管理系統

與檢索介面，經過九十二年十二月十

二日拓片資料庫整合會議上審慎評

估，決議調整拓片後設資料朝整合方

向進行，開發一個兼具統整性與擴充

性的拓片數位典藏管理系統，其整合

原因如下 [1]：  
1. 架構類似之系統會造成重複開發
的 成 本 過 高 。拓 片 來 源 相 當 多

元，包括甲骨、青銅器、漢代石

刻畫象、佛教石刻造像、墓誌銘、

碑刻或玉、陶、磚、瓦、泥、其

他金屬等遺物。雖然原物件性質

有異，但拓片 Metadata 的分析
上，有其不少的共通需求元素，

因此在人力、物力資源有限的情

況下，元素與架構近似的資料庫

系統各自開發，有成本過高之虞。 
2. 主題分散式之資料庫系統造成未
來聯合目錄整合上困難。各類拓

片 Metadata 相同屬性的欄位名
稱、定義及整體 Metadata 的架
構，有不一致之處，如分析設計

有的以拓片為主軸，有的以原件

為主軸，將造成未來配合數位典

藏聯合目錄整合式查詢困難。  
 
3. 未來管理與維護上的困難。因本
計畫並非中研院史語所常態性工



作，計畫結案後，需將開發的資

料庫回歸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統

一管理。如按不同實物性質的拓

本開發數個拓片資料庫，待回歸

圖書館管理時將造成系統管理與

維護上的困難度。  
 

2. 典藏品特點與價值  

拓片長久以來一直是中國傳統金

石學經史考訂與書法、雕刻藝術上，

重要且便於傳播的文物影像複製品，

也是海內外漢學界珍貴收藏與保存的

紙質文物。這項墨拓技術的使用，在

中國已經有一千多年的歷史，是攝影

術發明以前，複製金石文字或圖像最

重要的方式，對於知識的傳播具有相

當大的貢獻。很多已經散佚、損毀的

石雕、碑刻等文物，也就是因為有拓

本的傳世，才可透過拓片以 1：1 的比
例忠實呈現出各個時期原器物的風

貌，其重要性對研究人員不言而喻。

進行 Metadata 分析與設計之前，需對
欲數位化之典藏品有初步了解與認

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

年圖書館目前典藏有四萬餘件金石拓

片，預計整合之拓片項目包含「青銅

器全形、銘文拓」、「漢代石刻畫像拓

本」、「佛教石刻造像拓本」與「甲骨

文拓片」，簡述如下 [2]： 
青銅器拓片：青銅器拓片 (或稱金

文拓片 ) 約一萬餘件，乃為清至民初
著名收藏家劉體智、陳介祺等所收藏

的珍品。除了保存了青銅器的銘文、

紋飾及器形資料外，更記錄了收藏者

與鑑賞者的題跋、用印，深具美學價

值。  
漢代石刻畫像拓本：漢代石刻畫

象拓本約 1500 餘件，主要出土自山
東、河南、四川、江蘇等地，漢代石

磚構造之墓室、棺槨、祠堂、墓闕、

碑等建築遺存之畫象石或畫象磚。歷

經文革，不少原石慘遭破壞或已蕩然

無存，因此這批早期的拓本可說是彌

足珍貴。  
佛教石刻造像拓本：佛教石刻造

像拓本，除了拓自著名的北魏雲岡、

龍門、房山等石窟之外，還包括許多

較少人研究的耀縣造像碑，寶山石

窟，以及更多原石業已被損毀不見的

造像碑。  
甲骨文拓片：主要源自於民國十

七年（西元 1928 年）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陽殷墟的考古發

掘，以及後來購藏的一批甲骨，共約

兩萬多片有字甲骨，為甲骨學史上的

一次重大收穫。  
 

3. 拓片 Metadata  

3.1. 機讀格式（MARC）  
在金石拓片 Metadata 發展之前，拓

片大多附屬於圖書館書籍編目架構下

或博物館庫房典藏目錄中，圖書館傳

統的資料組織模式並不適用於特殊藏

品電子化之描述，拓片就是其中的一

個很顯著的例子。以圖書館編目普遍

使用的機讀格式（MARC） [3]為例，
其無法清淅、完整的描述拓片典藏品

的屬性、特徵，以及相關拓片之間的

相互關係，也無法描述該拓片數位化

物件的資訊，記錄長度有很大的限

制，對於拓片的知識內涵詮釋的深度

與知識架構的系統化更是不足，如與

人、事、時、地、物五個要素的互動，

在 MARC 的格式中是無法呈現的，遑
論更提供網路上有效的檢索、展示、

辨識、保存、系統管理等方面的功能。 
以國家圖書館所訂定的《中國編目

規則修定版》[4]與中央研究院圖書館
藏目錄查詢系統的範例，都可以明顯

的看出圖書館傳統的書目編目元素，



在描述拓片典藏品上的不足。  
 
3.2. 中文拓片 Metadata 標準倡議  

2000年是拓片 Metadata發展相當
重要的一年，該年海峽兩岸收藏中文

拓片最重要典藏單位，如中研院史語

所、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

圖書館，無不開展拓片 Metadata 分析
與規劃的工作。  

引發對中文拓片 Metadata 進行深
入探討，應該從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主 辦 「 太 平 洋 鄰 里 協 會 （ Pacif ic  

Neighborhood Consor t ium, PNC） 2000 年
年 會 」 [5]說 起 。  “ Rubbings and 
Inscriptions Session”是該會的議題之
一。除了 Burkeley 的藍效農先生報告
“Rubbings Collection”講題以外，還
有“ Inscriptions in Thailand” （泰國
的銘刻）以及“Vietnamese Stelae”（越
南的碑刻）兩個講題。由於這個會議

對於東南亞國家拓片典藏的討論，也

促 使 華 人 學 術 單 位 對 於 中 文 拓 片

Metadata 標準的重視。  
2000 年 5 月，北京中國國家圖書

館主辦了一場拓片研討會，偕同北京

大學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

館、美國 UC Berkeley 與臺灣中研院
討論拓片數位化方面的國際合作問

題、拓片 Metadata 相關問題以及數位
化拓片信息材料的學術交流及分享，

並且倡議中文拓片 Metadata標準的訂
定。  

同年 6 月，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主辦「中文文獻共建共享合作會議第

一次會議」 [6]，確立“中國拓片數據
庫”為海峽兩岸數位資源的合作項目

之一，以推動中文 Metadata 標準格式
之研擬為目標。  

此後，中研院史語所、北京國圖、

北 大 圖 書 館 都 致 力 於 金 石 拓 片

Metadata 的訂定。  
 

3.3. 典藏單位與拓片 Metadata 關係  
拓片 Metadata 分析與設計主軸，

會隨著典藏單位之典藏品性質不同而

有所差異，如【圖表 1】所示，收藏
拓片主要單位可區分為圖書館與博物

館，研究機構則為單純研究，無收藏

典藏品 [7][8]：  
圖書館：以館內典藏拓片為主，

並無典藏原器物，重製品以拓片影像

為主，原器物影像次之。Metadata 元
素分析以拓片資訊為主，原器物資訊

為輔，著重拓片與原器物之基本描述

元素以及拓片典藏管理元素，如北京

大學數字圖書館古文獻資源庫 [9]。  
博物館：絕大部分以館內典藏原

器物為主，拓片被視為與原器物照

片、數位影像同為重製品；但當原器

物可能已佚失或還立存於原地（如：

碑 ） 時 ， 實 體 典 藏 品 轉 為 拓 片 。

Metadata 元素分析以原件資訊為主，
拓片資訊為輔，著重原器物之描述元

素與管理性元素，拓片方面被歸類為

影像重製品，無相關描述性元素，只

著錄於影像檔案的管理性元素，如中

研院史語所歷史文物陳列館「考古資

料數位典藏系統」 [10]。  
研究機構：非拓片或原器物典藏

者，蒐集專門學科領域之跨單位典藏

品資料，著重於原器物基本與進階描

述元素，不重視管理性元素，如成功

大學「甲骨文全文檢索與全文影像系

統」 [11]。  
影像重製品  收藏

單

位  
原器物 拓片  

原器物  拓片

圖書館  Y Y Y 

博物館 Y /N Y/N  Y /N Y/N  

研究  

機構  
N N N N 

【圖表 1】  
 



3.4. 拓片 Metadata 特殊性  
1. 多元的原器物種類  

拓印是用墨將各種材質、形式古

器物上的文字、紋飾、圖象，捶搨在

紙上的技術。因此，拓印來源的古器

物之種類非常多元，如甲骨、青銅器、

漢代石刻畫象、佛教石刻造像、墓誌

銘、歷代碑刻，或者是玉、陶、磚、

瓦、泥、各類金屬等材質製作的遺物，

如金銀器、錢幣、銅鏡等，其性質包

括古文書、器物、雕塑、繪畫、書法、

建築等等，性質差異頗大。從金石學、

考古學、文字學、歷史學、藝術史學、

博物館學等不同學科領域，對於拓片

Metadata 元素的需求，各自有其專業
研究的考量。因此，造成拓片 Metadata
分析的歧異性與困難度。  

 
2. 複雜的單元層級結構【圖表 2】  

拓片典藏品的層級結構是多層次

的。 

第一個層次是原器物，原器物本

身可能是單件物品，也可能是一個群

組的組合，譬如漢代的一個石結構的

祠堂建築，本身就包涵多塊石刻，或

者商周墓葬中出土的列鼎，也是一個

群組的組合。 

第二個層次是拓片，原器物又因

不同拓印位置而產出不同內容的拓

片，如同一個碑刻的碑陽、碑陰就是

內容不同的拓片。相同的拓片內容，

也因為不同時間、不同拓工、不同拓

印技法以及不同的拓印範圍，產出內

容相同但版本不同的拓片複本。 

第三個層次是影像複製品，原件

有原件的影像複製品，拓片也有拓片

的複製品，其影像載體的種類又可分

為正片、負片、紙本的照片、以及數

位影像檔等，甚至是紅外線照片、X
光片，原器物還可能產出 3D 影像。 

這三個層次分別就是圖書館或博

物館的典藏品或複製品。就一般圖書

館而言，包涵的是拓片的收藏以及拓

片與原件的影像重製品的收藏；就博

物館而言，除了原器物及其拓片的收

藏，也包括兩者的影像重製品，當然，

博物館也可能收藏非該館沒有典藏之

原器物的拓片，這些典藏品標的物的

範 圍 及 其 層 次 ， 是 在 進 行 拓 片

Metadata 分析前必須清楚釐清的。 

 
【圖表 2】  

 

3. 兼具實體典藏品與重製品的性質  
拓片的性質介於實體典藏品與重

製典藏品兩者之間，怎麼說呢？拓片

是由原器物搨製而來，從器物原件的

角度而言，它是原器物的影像複製

品；但從拓片本身的角度而言，拓片

上常見收藏者的題記、印記等資訊，

因此本身就是超出原器物研究材料的

紙質文物，並非全然是附屬的角色。  
再者，由之前將典藏單位性質的

問題考慮因素加入分析，從不同性質

的典藏單位來看拓片，也影響拓片的

主客地位。一般收藏原器物的博物館

也有該藏品的拓片收藏，這種情況下

通常拓片被視為是原器物的重製品，

等同於照片等媒材的影像複製品。但

就一般非原器物收藏單位的圖書館而

言，拓片的典藏就是實體典藏品。這



個差異也是在進行拓片 Metadata分析
時非常重要考慮。  
 
4. 豐富的群組關係  
  拓片除了層級結構的複雜之外，

它的群組關係也是很豐富的【圖表

3】。  
群組關係  說明  

複本  收藏拓印同物件同畫面之拓

片兩張以上之群組  

殘件復原  同物件之同畫面殘件復原之

群組  

同物件  源於同一器物、碑刻、造像、

畫象石等之拓片群組  

同 組 件 或

建築  

同套器物、墓誌組件或同祠

堂、墓葬、石闕、石窟等建

築之拓片群組  

成套拓片  同組器物、建築同時拓印成

套或主題式收藏之拓片群組  

摹刻本  榻自後人複製原器物之拓片  

附件  原器物的相關附刻或附件之

拓片  

【圖表 3】  
 

3.5. Metadata 分析與設計  
統整前述之考慮因素，「拓片資料

庫管理系統」Metadata 分析與設計方
向主要依循下列要點規劃：  
1. Metadata 設計從人文、內容角度
出發，參考並透過國際 Metadata
對應標準 CDWA（Categorie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Works of Art）
[12]、DC（Dublic Code）[13]，
借之與國際接軌。 

2. 考量典藏單位屬性、典藏品的範

圍與工作流程，設計適切的拓片

Metadata 元素。 
3. 呈現原器物、拓片、影像重製品

完整且層次清晰架構。 

4. 加強拓片間相互關聯描述。 
5. 同時考量學術研究、典藏品管理

兩方面的需求，一個統整的管理

系統，多個學科領域的檢索介面。 

6. Metadata 需具擴充性，方便未來
拓片項目整合。  

 

「 拓 片 資 料 庫 管 理 系 統 」

Metadata 架構【圖表 4】主要可分為
基本資料、叢拓資料與書目資料。  

基本資料：區分為共通需求元素

與特殊需求元素，共通需求元素為各

個拓片之共同元素，特殊需求元素為

各個拓片之差異元素，共通需求元素

再區分為拓片資料（題名、高廣、裝

潢、搨印範圍、拓工、銘刻…等）、原
件資料（品名、年代、材質、出土時

間、出土地點…等）與影像資料（影
像類型、來源屬性、影像範圍、影像

出處…等）。  
叢拓資料：為描述拓片彼此間之

群組關係，叢拓類別為【圖表 3】所
示。  

書目資料：為描述拓片、影像所

參考之書目資料（資料類別、專書、

期刊、論文、作者、出版地點…等）。 
 

 
【圖表 4】  

 

特
殊
需
求
元
素 

 

共
通
需
求
元
素

拓片

基本資料  

書目資料  

叢拓資料  

拓片資料

原件資料

影像資料

青銅器  

漢代石刻

佛教石刻

甲骨文  

x xxx xx  

可彈性增加



此外，本系統之 Metadata 元素主
要規劃之類別可區分為基本描述（拓

片、原器物）、進階描述、典藏管理與

展示管理四種類別。  
基本描述（拓片）：題名、裝潢、

尺寸、拓工、搨印範圍、版本、典藏

資訊（舊藏、現藏單位、現藏位置）、

銘刻（撰文者、撰書者、行款、文向、

書體、語文）。  
基本描述（原件）：品名、尺寸、

類型、功能、材質、刻制時間、刻立

地點、出土時間、出土地點、收藏機

構 /現存地點、保存狀況。  
進階描述：技法、銘刻（位置、

製作方式、楷定、釋文、變偽）、圖像

/紋飾、題記、印記、主題 /關鍵詞、
叢拓資料、書目資料。  

典藏管理：登錄號、排架號、入

藏方式、保存狀況、展覽、影像檔案、

版權。  
展示管理：資料庫類別、使用限

制、展示順序、瀏覽。  
 
 

4. 系統架構  

「拓片資料庫管理系統」係主要

管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

年圖書館目前典藏之四萬餘件金石拓

片，項目包含甲骨、青銅器、漢代石

刻畫象、佛教石刻造像、墓誌銘、碑

刻或玉、陶、磚、瓦、泥、其他金屬

等遺物拓片，目前預計整合之拓片項

目有甲骨文拓片、青銅器全形拓、青

銅器銘文拓片、漢代石刻畫象拓本、

佛教石刻造像拓本。另外，此系統也

將保留擴充之彈性，以方便未來其他

拓片項目之整合。 

因考慮目前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

拓片典藏內容之多樣性與管理需求，

系統 Metadata架構設計以拓片資訊為

主、原件資訊為輔，為一整合不同研

究領域拓片之資料庫檢索與管理系

統。透過本系統，除提供網路線上著

錄、瀏覽與查詢拓片之文字資訊與相

關影像外，也提供權限、代碼、資料

異動紀錄等相關系統管理功能，並導

入現有之多媒體中心、缺字處理機

制、人名權威檔、印記資料庫、圖書

目 錄 查 詢 系 統 與 地 理 資 訊 系 統

（ GIS），藉以整合拓片著錄作業流
程、典藏資訊、人員控管，試圖提供

一個完善的拓片數位典藏環境，以利

相關學術研究、藏品管理、數位化等

工作之進行。 

在系統架構上【圖表 5】，拓片資
料庫管理系統另外整合了多媒體中

心、漢字構形資料庫、傅圖人名權威

檔、地理資訊系統(GIS)、傅圖館藏印
記資料庫與中央研究院圖書目錄查詢

系統。 

 

【圖表 5】  
 

5. 系統實作  

「拓片資料庫管理系統」主要可

分為「著錄查詢」與「系統管理」【圖

表 6】。  
 
 



著錄查詢︰ 

資料著錄（新增、修改、刪除、

預覽）區分為基本資料、叢拓資料與

書目資料三種表單，其中基本資料又

區分為共通需求表單（拓片資料、原

件資料與影像資料）與特殊需求表單

（甲骨文、青銅器、漢代石刻畫象、

佛教石刻造像）【圖表 7】。  
資料查詢分為「簡易查詢」與「進

階查詢」。簡易查詢，提供基本與常用

之主要查詢項目；進階查詢，提供進

階之複合關鍵字查詢，滿足對拓片領

域知識更清楚之進階使用者需求。 

 

系統管理︰ 

代碼管理，可新增、修改、刪除、

描述代碼，或改變代碼間彼此階層與

順序關係。 

權限管理，可依據個人權責，設

定不同操作權限，並可區分群組，透

過群組權限授與，改變群組內所有人

員權限設定。 

異動紀錄，其紀錄資料異動情形

與異動之人員及異動時間，確保資料

安全性，也可做為內部工作之統計資

料，以供日後績效查核之依據。 

資料交換，提供 XML 資料匯出與
匯入功能。 

 
 

 
【圖表 6】  

 

 

【圖表 7】  

6. 結論  

一個數位典藏系統的產出，需要各

個不同領域的人投入相當程度心力，本

「拓片資料庫管理系統」，參與者來自

各個專業領域，包含內容、Metadata、
圖書館與資訊技術人員，自使用者需

求、Metadata 分析到系統實作，期間經
歷過無數次溝通與討論，試圖整合同性

質典藏品之數位典藏系統、保留各類典

藏品獨特性，降低重覆分析架構類似典

藏系統之成本，也為未來聯合目錄整合

與系統管理維護鋪路。  
本研究主要分享建置整合同性質

典 藏 品 之 數 位 典 藏 系 統 之 流 程 與 經

驗，冀望能拋磚引玉，供未來各領域之

數位典藏計畫與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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