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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將於 2006 年底完成

階段性的任務。在計畫執行過程中，永續經營一直

是備受矚目的議題之一，但有關數位典藏永續經營

的議題卻很少被討論。本論文企圖以台灣原住民數

位典藏計畫為例，說明台灣原住民數位典藏計畫在

這方面的規劃與實踐，並希望拋磚引玉引起更多的

人關心此議題的發展。 
首先，台灣原住民數位典藏計畫建置一個資料

交流平台，鼓勵散佈在全國各地、擁有原住民文化

資料的地方文史工作者將自身的資料數位化並上

傳至資料交流平台。其次，計畫規劃台灣原住民數

位典藏人才培育計畫，以凝聚在地的文史力量投入

數位典藏的永續工作。最後，計畫希望整合並組織

原住民文史工作人員以維繫日後的交流，並期能增

強彼此參與數位典藏的動機與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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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臺灣原住民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緣起

於2002年的《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是以中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典藏有關台灣原住民之研

究資料為基礎，進行各類型資料的數位化與典藏管

理，並建置文物、契約、表格、研究地圖、影像、

音樂、影音、口述訪談、人口、聚落、書目、研究

人才資料庫（人名權威檔）、多媒體出版品、故宮

原住民檔案等十四種資料庫，其主要的目標在於為

來研究者的使用，並考量教育上作為鄉土教材製作

之加值應用（以下簡稱〈原住民數典計畫〉）。（參

見文上瑜、潘英海，2005；潘英海，2005） 
然而，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將於 2006 年

底完成階段性任務，雖然永續經營一直是備受矚目

的議題之一，但是有關數位典藏永續經營的議題卻

很少被討論。本論文企圖以筆者所負責主持的〈原

住民數典計畫〉為例，說明〈原住民數典計畫〉在

這方面的規劃與實踐，並希望拋磚引玉引起更多的

人關心此議題的發展。 
總的來說，〈原住民數典計畫〉以三個主要策

略實踐數位典藏的永續經營。首先，〈原住民數典

計畫〉在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技術人員的支援下，

以計畫本身的系統為基礎，另外建置一個資料交流

平台，即提供者輸入系統（Donor Input System），
鼓勵散佈在全國各地、擁有原住民文化資料的地方

文史工作者將自身的資料數位化並上傳至資料交

流平台，讓整體台灣原住民數位典藏的資料庫在質

與量方面都更豐富多元。 
其次，計畫工作室在內容發展分項計畫以及國

科會的支援下，也規劃了台灣原住民數位典藏人才

培育計畫，共計基礎班五場、進階班三場以及高階

班一場，於 2006 年三月底開始實施，預計於十二

月底完成整個培育計畫。培育計畫的重點在於將數

位典藏技術全面轉移給以原住民為主的在地文史

工作者。更重要的是，培育原住民文化工作者自主

性能力，以期凝聚這群在地的文史力量投入數位典

藏的永續工作。 
最後，培育計畫的最終目標希望一方面透過網

際網路的交流平台持續保持技術資訊的更新以及

人員與資訊的交流，另方面將從事原住民數位典藏

的資源與人力組織、整合起來，以增進永續參與數

位典藏工作的動機與動力。 
雖然整個計畫仍在實施的過程中，筆者本文依

據現階段實施的狀況，拋磚引玉，說明〈原住民數

典計畫〉永續經營的實施策略與方式，並期能引起

大家討論以助本計畫後續工作之正向執行。 
 

2.永續經營策略一：資料交流平台的建置 
目前九個國家型科技計畫中就有兩個是與數

位科技有關，顯示政府與學術單位對我國邁向資訊

社會的決心。《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是以機

構計畫為主體，並開放公開徵選計畫擴大更多的計

畫參與。然而，歷經五年下來，以發展出 16個主
題小組、300多個計畫，可謂蔚然有成，然而有關
台灣原住民計畫的參與仍然有限。此外，若是能讓

更多民間的團體或個人參與其中，對台灣走向資訊

社會，發展數位內容產業更是重要關鍵。 
在〈原住民數典計畫〉方面，為了因應整體永

續經營的考量以及國際潮流趨勢自 2004 年初，再

與負責開發〈原住民數典計畫〉系統平台的中央研

究院計算中心第三科同仁數次開會溝通之後，決定

大幅度重新調後設資料架構與資料庫系統，以期因

應日後擴大民間參與之需求，讓分散全國各地、擁

有豐富一手資料的原住民文史工作者有機會自主

地參與數位化工作，並輸入、上傳、自行管理自己



的數位檔案，一方面豐富〈原住民數典計畫〉資料

庫的內容，以期邁向台灣原住民數位資料的入口網

站，另方面鼓勵台灣原住民文化資料的分享與交

流，以期對社會文化與數位內容產業產生教育上、

研究上、經濟上的效益。這項工程也包括了「貢獻

者輸入系統」（Donor Input System，DIS），在〈原
住民數典計畫〉稱之為「台灣原住民資料交流平台」

（Formosan Aboriginal Data Exchange Platform， 
FADEP）。（Martin, M.Marlene & Douglas A.Black，
2005；Pan，2005） 
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第三科科長林晰的看法

說明了此資料庫系統更動的複雜性與困難度： 
「數位典藏計畫歷經四年，本院大部分受支援

計畫的後設資料架構與資料庫系統功能都已經定

型，所以只提細部調整需求。卻也有自根本全面翻

修者，這就是民族所原住民計畫。在我們承接的案

子中，此計畫堪稱複雜之最。它有十二種資料集，

前三年，欲將它們整合為單一資料綱要(schema)而
未能，因為既能適用多種資料集，又能表現各自殊

相的程式創製不易。退而為每種資料集各設資料綱

要，各撰著錄系統及檢索系統。因委託者對各資料

集有類同的精緻需求，往往牽連多組程式實作或異

動相同需求，開發與維護困難，更不必提橫跨資料

集的檢索機制。今年以來，基於技術實力的增長以

及長期維運的考慮，徹底翻修，等於重製。 
    首先，原住民計畫經歷不斷摸索，終於將十二

種資料集的後設資料架構擴充、統整為一，並保有

各資料集的殊相。我們隨後完成資料綱要設計。有

十個資料集以 Excel登錄資 料，格式互有參差，其

檢查、轉換、匯入費時。利用 DADT完整的多表格
新增功能，撰寫轉換匯入程式，經過多次測試修

改，完成匯入工作。這些資料集雖然匯入，仍需要

著錄系統來修改紀錄，另二資料集原來就經著錄系

統輸入。復因各資料集在共相之外還有殊相，該計

畫認為如果共用一套著錄介面，可能操作不便或增

加錯誤，所以我們同意著錄介面因資料集而異。同

樣的情況發生在各資料集的檢索之上，簡要查詢與

進階查詢中檢索點的選取、概要檢索結果的呈現，

以至整筆後設資料的呈現，無不是趨同之中存在歧

異。既有一致的資料綱要，又能寫作通用各資料集

的程式，我們不再囿困於此。 
    通用程式的製作原則其實很單純，不過就是把

不變的部份寫死，需要彈性的部份用參數放活，然

則實作上功力深淺大有不同。舉例而言，原住民計

畫的後設資料呈現格式頗為細膩，需以表格呈現階

層架構(hierarchy)，又有各欄位均顯示，或只顯示有

值欄位的選擇等。我們寫就一支 label tree程式，能
按給定的階層關係排出合乎需求的版面，一舉解決

所有資料集的後設資料呈示。需求如有擴充，便去

更新這程式，並更改各資料集的設定即可。又如各

資料集簡易與進階檢索介面統整為一個模樣，背後

的檢索點則參差不同，這一處用參數放活，就還是

單套程式。在這次大改版中，除了著錄介面必須一

一製作之外，幾乎就只開發一套程式去因應十二個

資料集，技術難度稍高，然則人力精簡而維護亦相

對輕鬆，因為大體上僅是修改一套，而非十二套程

式。聯合目錄之外，這或許是數位典藏計畫中橫跨

資料集最多的案例。」（林晰，2006） 
「台灣原住民資料交流平台」就在前述的系統

更動改寫的過程中新增、誕生了。在規劃與設計「台

灣原住民資料交流平台」時，我們考量原住民文史

工作者通常擁有的資料類型，規劃（並已完成）九

種資料庫類型，分別是：書目、文物、契約、影像、

影音、音樂、聲音紀錄、聚落、多媒體出版品等。

此外，我們也考量三個主要的因素： 
   1.自主性：讓貢獻者自己數位化自己的資料，並

自己管理自己的資料庫。同時，貢獻者也可

以自己選擇、決定資料開放的期限，例如：

一年、兩年、三年、五年等。唯參與〈台灣

原住民資料交流平台〉的人員最後必須讓資

料分享與流通，以交換該平台的使用、維護

與管理。（參見圖 1） 

 
圖 1 原住民資料交流平台著錄畫面範例 

 
2.親近性：讓貢獻者容易瞭解、操作，並願意主

動輸入後設資料，特別是許多文史工作者對

電腦操作相當不熟悉，例如下拉表單的設計

（參見圖 2） 

 
圖 2 原住民資料交流平台選單設計範例 

 
3.保護性：讓貢獻者之智產權的到保護，。另
外，我們也在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的

協助下，同時採用傳統智產權（all right 
reserved）與創用授權（Creative Commons）
的宣告方式，讓使用者在使用資料庫時明白

地知道貢獻者對該筆資料的智產權宣告的

範圍與性質，以利資料的分享與流通。（參



見圖 3） 

 
圖 3 原住民資料交流平台創用授權範例 
 
簡單地說，「台灣原住民資料交流平台」是建

立在Web 2.0的概念下所發展出來的系統。然而，

僅靠系統平台並無法達成任務，更重要的是貢獻者

的參與。因此，永續經營的第二個重要策略就是數

位典藏人才的培育。 
 

2. 永續經營策略二：人才培育與養成 
人才培育主要的目的，在消極面而言，是為了

宣導數位典藏工作，並讓文史工作者瞭解〈原住民

數典計畫〉歷年所建置的資料庫以及其他功能；在

積極面而言，是為了將〈原住民數典計畫〉歷年所

累積的技術與經驗得以傳授出去，並讓數位典藏工

作深耕於民間豐富多元的文化土壤。此外，根據歷

年接觸文史工作者的經驗，我們知道文史工作者諸

多困難中以設備、技術、知識為最。因此，我們在

技術轉移上力求簡單明瞭，在設備上力求經濟實

用，在規格上力求明確清楚。在計畫書中，我們是

這樣寫的： 
「本計畫主要目標為落實執行『數位典藏

國家型科技計畫』之永續經營理念，並有效解

決弱勢族群之數位落差，以期落實資源共享的

觀念，將成果作為教育、學術研究、產業升級

及文化發展的基礎建設。本計畫將以原住民文

史工作者為主體，並視需要納入原住民國中小

學教師及相關學系之大專學生，設計數位典藏

基礎、進階、高階等三階段課程，一方面增加

原住民參與數位典藏機會，另方面協助輔導原

住民的數位典藏技術。『台灣原住民數位典藏

人才培育計畫』的執行是整個原住民相關資料

庫永續經營的開始，同時有助於台灣原住民相

關資料庫之資源共享，並進一步解決原住民之

數位落差。整體而言，我們希望透過本計畫的

執行與建置，能夠吸引更多民間團體與文史工

作者貢獻他們所擁有的資料，希望能建置一個

全民參與，同時又能永續成長的入口網站型的

原住民文化資料庫。計畫有三個主要目的：（1）
規劃、執行數位典藏人才培育計畫，以提升台

灣原住民族各個民間團體以及地方文史工作

者在原住民文化方面的數位化專業技能。（2）
建置原住民數位典藏人才交流平台，維繫原住

民數位典藏人才之間的溝通、交流、以及追蹤

輔導，以期縮短族群間的數位落差。（3）建置
Donor Input System（如：數位島嶼以及台灣原

住民資料交流分享平台），促進原住民民間團

體與文史工作者的參與，將原住民珍貴的文史

資料能一併收入國家數位典藏內，以呈現台灣

文化的多樣性。」（林富士，2006） 

 
儘管如此，人才培育的最初始工作是有效的招

生。我們在這方面的作法有幾個重點考量。首先，

我們尋求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前副主委孫大川

教授的支持，請他所領導的「山海雜誌」提供歷年

累積的有效名單，寄發八千餘份的宣傳單以及五百

多份的宣傳海報。（參見圖 4）其次，我們瞭解原住
民文史工作者根植於國小與國中的教師，因此特別

透過內容發展分項計畫的辦公室行文至各縣市教

育局，並轉各縣市國小與國中，准予公假，並認可

研習證明之時數。此外，我們亦在〈原住民數典計

畫〉的網站建置線上報名系統，以利有意願參與者

快速報名。 

 
圖 4 台灣原住民數位典藏人才培育計畫海報 
 
    整個過程下來，報名相當踴躍，原來預計四場

數典人才培育研習營，最後必須增加一場以滿足參

與者的需求。又由於學員的熱烈反應，在內容發展

分項計畫主持人林富士教授的爭取下，經國家科學

委員會人文處陳東升處長指示：「需增加原住民參

與數位典藏機會，並協助輔導原住民的數位典藏技

術。」 
於是，依據民國九十五年四月十三日國科會諮

議小組會議建議，由林富士教授主持以及潘英海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邱澎生（中

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蔣斌（中央

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兼代副所長）、童元

昭（國立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兼所

長）、周水珍（國立花蓮教育大學原住民教育研究

中心主任）、賴進貴（國立台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

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共同主持之下，我們正式提

出「台灣原住民數位典藏人才培育計畫」。 
計畫中，我們提出更完善的計畫，一方面將原

來五場的培育計畫設定在基礎班，並著手規劃三場

進階班以及一場高階班；二方面建置原住民數位典

藏人才交流平台，維繫原住民數位典藏人才之間的

溝通、交流、並追蹤輔導，以期縮短族群間的數位

落差。 
截至本稿撰寫之時，我們已完成五場基礎班研

習營，報名人數共 234人，其中原住民參加人數共

計 130人，佔 55.56％；而完成學習歷程並取得研

習證明的人數共計 140人，佔 59.83％。整體成果
算是相當豐碩。（參見圖 5、圖 6） 

 



 
     

 
圖 5 參與數位典藏人才培育計畫實況之一 

 

 
圖 6 參與數位典藏人才培育計畫實況之二 

 
    在課程內容設計方面，基礎班的培育課程包
括：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介紹、原住民數位典

藏文化地圖介紹、器物類影像數位化、影像數位化

標準流程、影音數位化標準流程、聲音數位化標準

流程、後設資料規劃與設置、如何使用後台著錄資

料、原住民詞條著錄、著作權利不變‧資源創意無

限、公開徵選計畫介紹以及綜合座談等。 
由於本計畫著重實務操作班，我們務必力求學

員完成學習，並親自操作。因此，我們將學員分組，

每組分派一名小老師「跟班」從旁指導。這些小老

師都是內容發展分項計畫以及原住民計畫的專任

助理，具有豐富、專業的實戰經驗。同時，這些小

老師透過本計畫「教學」與「指導」的歷程，也成

為本計畫附帶的培育人員。 
此外，為了確實掌握學員學習的狀態以及小老

師的教學成效，我們事先特別設計課堂的回饋單以

及問卷。回饋單部份主要是為了瞭解學員對每堂課

的課程講授內容、講授方式、整體課程以及對了解

數典是否有幫助進行五點量表評估學員的滿意

度。限於篇幅，本文無法在此一一陳列學員對每場

次、每堂課的滿意度評估進行說明。 
總體而言，學員對課程講授內容的滿意度（非

常滿意以及滿意）在 83.22～99.15％之間（平均
92.75%）；對講師講授方式的滿意度（非常滿意以

及滿意）在 80.77～99.15％之間（平均 90.59%）；

對整體課程設計的的滿意度（非常滿意以及滿意）

在 80.50～98.68％之間（平均 92.01%）；各課程能
幫助他們瞭解的 86.88～98.03％之間（平均 94.07%）
(參見表 1與表 2)。 

表 1 學員對課程內容的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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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40%
60%
80%
100%

數
位
典
藏
國
家

原
住
民
數
位
典

器
物

類
影
像

數

後
設
資
料
規
劃

如
何
使
用
後
台

原
住
民
詞
條
著

綜
合
座
談

未填

非常不滿意

不滿意

尚可

滿意

非常滿意

 
     表 2 學員對主講者滿意度 

學員對主講者整體表現之滿意度

0%
20%
40%
60%
80%
100%

數
位
典
藏
國
家

原
住
民
數
位
典

器
物

類
影
像

數

後
設
資
料
規
劃

如
何
使
用
後
台

原
住
民
詞
條
著

綜
合
座
談

未填

非常不滿意

不滿意

尚可

滿意

非常滿意

 
 
簡單言之，學員對每堂課的課程講授內容、講

授方式、整體課程以及對了解數典是否有幫助進行

五點量表評估學員的滿意度平均值在 90.59～94.07
％之間。換言之，學員的滿意程度平均值在九成以

上。從現場的觀察，我們發現學員對有實際操作的

課程滿意度較高，對演說為主的課程滿意度較低。

另外，講師講話的速度過快以及語調過於平淡的評

價也較低。 
在問卷部分方面的評估包括：對本課程主題安

排之滿意度、對主講者整體表現之滿意度、活動整

體安排方面、課程時間安排、課程分組安排、分組

老師安排、活動場地安排、飲食餐點安排、住宿環

境安排、工作人員安排以及對你未來學習之幫助

等，瞭解學員對整體活動的滿意度。（參見表 1） 
表 3 學員活動安排的滿意度 

 非常

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 
不滿意

課程時間安排 33 60 18 1 0 

課程分組安排 43 67 13 0 0 

分組老師安排 49 58 2 0 0 

活動場地安排 49 60 11 1 0 

飲食餐點安排 42 65 13 1 0 

住宿環境安排 44 51 6 1 0 

工作人員安排 63 58 2 0 0 

對你未來學習

之幫助 
62 58 2 0 0 

 



另外，我們也可以透過問卷上「其他建議」的

統計瞭解學員的需求，包括：數位化過程中最困難

的部份、希望計劃提供的協助、是否願意參與進階

班研習營、未來是否願意參與原住民數典工作以及

是否願意成為交流平台的貢獻者。(參見表 2～6) 
 
表 2 數位化過程中最困難的部份 

器材 
設備 

專業 
知識 

資訊

能力 
 
經費 

 
其他

57 42 35 39 4 

 
表 3希望計劃提供的協助 

器材設備

租借訓練 
專業知

識訓練

資訊能

力訓練 
其他

42 77 58 7 

 
表 4是否願意參與進階班研習營 

是 否 

114 3 

 
表 5未來是否願意參與原住民數典工作

非常 
有意願 

 
有意願

 
尚可 

 
無意願

59 59 10 0 

 
表 6是否願意成為交流平台的貢獻者 

是 否 

116 5 

 
整體而言，我們發現學員在進行數位典藏工作

時最大的困難在於沒有器材設備（32.2％），其次
是欠缺專業知識（23.7%）以及資訊能力（19.8%），
最後是對於數位化的經費需求(22%)。從學員的角
度而言，學員最希望計劃提供的協助是專業知識的

訓練(41.8%)，其次是資訊能力訓練(31.5%)，然後
是器材設備租借及使用訓練(22.8%)。 
此外，值得令人鼓舞的是，所有的學員都願意

參與數位典藏的工作（100％），絕大多數的學員

願意參與進階班的訓練（％97.4％），也願意參與

貢獻資料的行列（95.9）。 
 

4.永續經營策略三：人員組織與資源整合 
最後，本計畫對學員在研習營學習後的持續性

與聯繫性也是關心的重點。我們不希望學員離開研

習營之後，雖著時間的增加而遺忘所學。我們也希

望學員彼此之間以及學員與本計畫之間於離開研

習營後也能維持彼此之間的關係，以增強永續經營

的動機與動力。因此，人員的組織與資源的整合是

整個永續經營的重點工作。由於本計劃仍在進行的

過程中，在此主要是報告我們正在進行的作法以及

未來的規劃。 
在在報告本文的此時，人才培育的訓練課程已

完成五場基礎班、兩場進階班(共計三場)，另有兩

場高階班的培育與訓練，也將於十月初旬完成。在

此過程中，學員除了學會數位典藏的基本技術之

外，訓練課程也規劃了計畫書撰寫的實務，因此學

員也將具有獨立申請經費的能力。至於前述所提到

的人才交流平台亦與訂於九月底完成。接著本計劃

還安排與人才培育相關的數位攝影比賽以及整個

計畫的成果展。因此，我們也規劃計畫結束後的人

員組織以及資源整合的問題。 
在人員組織方面，我們首要工作是維繫住經過

三階段培訓歷程的學員並維繫彼此的溝通。大家都

知道學員是來自四面八方，再加上各自都有家庭與

工作，因此不可能透過定期的聚會或活動來達成目

標。惟一可行的方式就是利用現代資訊科技與網際

網路的便利。盡管如此，學員之中仍有許多對當代

資訊科技與網際網路之使用仍然很陌生。本計劃的

基本策略有二，一方面在培訓過程中透過現場分組

的輔導老師，一一面授使用電腦與上網的基本知識

與方式，二方面本計畫同時建置原住民數位典藏人

才交流平台，以期維繫原住民數位典藏人才之間的

溝通、交流、以及追蹤輔導。我們預估整個培育計

畫完成後將可掌握住 80至 100名左右的原住民文
史工作者。 
接下來，本計劃將組織有意願的成員組成社團

法人團體，以原住民為主體，整合關心原住民文化

的人士，成立台灣原住民數位內容產業推廣協會(名
稱暫定)。我們希望此社團法人的理事會是以原住民

文史工作者為主要成員，學者專家則扮演諮詢顧問

的腳色。然後，共同擬定有關數位典藏、數位學習、

數位內容加值應用的相關計畫，向有關部門申請所

需之經費，一方面解決原住民族數位落差的問題，

一方面引導原住民族邁向資訊社會。 
在資源整合方面，我們在達成前述法人團體的

組織之後，將以原住民族為主體，學者專家為諮詢

平台，透過法人申請經費整合產官學研之技術資

源，並與大學相關單位合作，設立區域性的原住民

文化數位典藏中心，提供原住民文史工作者在數位

典藏工作需的設備以及技術，讓原住民文史工作者

所蒐集與蒐藏的文史資料，透過中央研究院計算中

心以及台灣原住民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所建

置的資料交流與分享平台，將原住民文化資料整合

成一體。在此架構下，原住民文史工作者為主體，

專家學者為資訊知識與技術的提供者與支援者，各

區域性大學為教育與數位典藏中心，而中研院計算

中心為資料儲存與備份的後勤單位。 
 

結論 
    以上所述，是有關「台灣原住民數位典藏人才

培育計畫」為數位典藏永續經營的主要策略。 
事實上，在執行〈原住民數典計畫〉的過程當

中，執行團隊就已經考量了永續經營的問題，包

括：建置有意義的書目查詢與應用系統，增加書目

系統的整合性功能；建置原住民文化地圖，整合人

口、聚落以及其他類型之資料庫；建置線上展示系

統（展覽館），以增加〈原住民數典計畫〉的實用

功能；建置網路演講廳，增加整體平台的吸引力；



維護公告功能，以增加網站系統的即時性…。「台
灣原住民數位典藏人才培育計畫」做為數位典藏永

續經營的策略而言，佔有計畫承先啟後的重要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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