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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論文討論如何將知識管理的概念導

入數位圖書館/博物館的建構中。綜觀
數位圖書館/博物館的發展歷程，早期

的研究主要是著重於數位典藏之基礎

建設，包括有典藏內容數位化、資料

倉儲、使用者介面及檢索功能等各種

技術性問題的研究。隨著資料量的與

日俱增，造成資料分散各處、資料內

容不一致、以及檢索結果呈現高回收

率低精確率等現象，致使用者未能有

效地擷取到真正所需的資訊。所以，

為了能有效管理資料內容，以及提供

更精確的檢索結果，第二個世代的數

位圖書館/博物館則著重於後設資料

（metadata）、索引典（thesaurus）等規
範的研究，促使資料庫本身的量與質

皆可同時提昇。雖然在後設資料中包

含有完整資料特徵的描述與詮釋，進

而幫助人類閱讀資料；但卻無法讓電

腦發揮有效組織與快速運算的能力，

以改善人類瀏覽知識與學習知識的環

境。也就是說，在後設資料中儘管涵

蓋有人、事、時、地、物等各層面之

資料特性的描述與詮釋，我們仍然無

法得知他們本身在語意層次上所代表

的意義，以及他們彼此之間的關聯與

事件等訊息。因此，為了讓電腦能輔

助人類學習知識，在下一個世代的數

位圖書館/博物館的建構中，引進知識

管理的機制與功能，便成為必然的研

究發展方向之一。本論文將依據主題

地圖（Topic Map）理論為基礎架構，

採用關聯式資料庫管理系統為實作方

法，實作一個以全球資訊網為平台的

數位圖書館/博物館之知識管理系統雛

形。從某種程度上來說，主題地圖主

要是用來組織資訊，以期能有最佳化

的知識導覽介面。目前主題地圖規範

書（ISO/IEC 13250）已通過國際標準
組織的採證，在規範書中明白地指出

任何事物，不論是具體存在的個體，

或是抽象化的概念，皆統稱為主題

（topic）。除此之外，主題地圖的文件
格式定義（XML Topic Maps 1.0）也已
經公佈於網路之上，我們也將依據此

份文件格式定義，來制定我們的知識

庫結構（schema）。在這個知識庫系統

中，除了紀錄與描述每一主題本身所

具有的資訊資源外，更將透過主題地

圖來建立所有主題之間的語意網路，

以 及 整 個 知 識 庫 的 本 體 論

（ontologies）。經由此一知識庫系統的

建置，我們希望在電腦的輔助之下，

整理出更多隱含性的知識，並且依據

使用者個人對於資訊的需求和知識的

瞭解，自動化、動態化地提供知識領

域內由淺至深，由粗糙至精細的形式

化概念（formal concept），以改善知識

管理介面，幫助使用者導覽與認識知



識領域內的知識。 
 
關鍵詞：主題地圖、知識管理、數位

圖書館、本體論、Topic Maps、Ontology 
 
一、前言 

隨著網際網路不斷地蓬勃發展，

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中的網
頁數量，每天都以成千上萬頁的速度

快速地成長。為了幫助使用者，能快

速的在這巨大的資料庫中檢索資料，

「網路資源搜尋器」也就是搜尋引擎

紛紛的出現[12]。 

搜尋引擎依據使用者所下的查詢

關鍵詞，進行檢索之後，列出網頁中

有出現該關鍵詞的所有網頁連結清

單。使用者可依據此清單，進一步地

逐一檢視每一筆網頁內容，以確認此

網頁是否真的是他所想要的資訊資

源。這樣的動作實際上可視為一種篩

選的過程。因為其主要過程是透過搜

尋引擎對網頁資料庫進行初步的篩選

後，再交由使用者自行篩選出真正的

答案。雖然這樣可以相當有效率地節

省使用者搜尋資料的時間；但面對查

詢的結果裡，種類龐雜的網頁資源，

或在網頁內容上，彼此互不相關的網

頁。使用者真想從中獲得他想要的資

訊，或學習到什麼新資訊，透過祇具

有篩選功能的搜尋引擎是很難辦到

的。舉例來說，當我們透過搜尋引擎，

檢索到幾萬筆有出現「莫札特｣這個關

鍵詞的網頁後（圖一），在它們當中有

莫札特「生平事蹟」、「音樂創作」、「評

論」等不同主題的網頁。 

 

圖一：以「莫札特」為關鍵詞所檢索到的網頁

資源。 

所以，如何組織這些文字、圖片、

聲音、視訊、動畫等多媒體網頁資源，

及如何組織網頁之間彼此的關聯，以

建構一個最便於使用者利用資訊、瀏

覽資訊的環境，將成爲知識產業裡大

家關心的焦點。1999 年 12月通過國際
標準組織認證的 ISO/IEC 13250 Topic 
Maps（主題地圖）標準規範[1]，是一
個國際性標準的標誌，用來定義有關

資訊資源的主題，以及主題彼此間存

在的關聯，其主要動機是提供一個組

織、管理和最佳化導覽資訊的資訊技

術[10]。 
本文首先界定知識的定義和種

類，接著介紹知識管理的概念，及相

關背景知識與理論。在第四節裡，將

簡介我們在實作主題地圖管理系統

時，所採用的系統架構與實作方法，

之後試著探討此系統架構對知識管理

的影響，最後針對本論文的研究過程

做一個結論，並提出未來研究的方向。 
 
二、知識的定義和種類 

資訊是創造知識所必要的元素

[15]，然而「資訊」究竟是什麼呢？最

常被使用的意思則是「經過處理後有

意義的資料」。所以「資料」經過「處



理」就會變成「資訊」。「資料處理」

是將資料予以意義化的過程，這個過

程依處理的層次而言，有幾個意思。

包括將收集來的資料，按照一定的順

序排列，之後編成某種方便利用的目

錄或類別，這些目錄或類別就是資

訊。另一方面，將收集到的許多資料

加以研讀、了解，就成了資訊。譬如

我們有一些歷史年表，如果能夠瞭解

年代和事件之間的關係，使年代和事

件之間產生某種意義，就能使這些歷

史事實變成資訊[15]。 
知識管理是一種持續改善的過

程，包括知識是如何獲取、儲存、使

用或創造的過程[7][14]。我們將知識分

為顯性知識（express knowledge）及隱
性 知 識 （ tacit knowledge ） 兩 種

[11][13]。 
其中顯性知識是指將已知的事實

（facts）、關聯（associations）、規則
（rules）等資訊，經過組織之後，儲
存於知識庫裡的知識。譬如：某甲是

父親。某乙是兒子。父子關係是由父

親與兒子構成（圖二）。 

父親 兒子

某甲 某乙

父子關係

圖二：從顯性知識推論隱性知識。虛線表示

「is-a」。實線用來連結關係裡的成員角色。 
隱性知識則是從使用知識庫的過

程，經由許多顯性知識的計算或推論

所創造出來的新知識。譬如從上述的

知識庫裡，我們可得到某甲與某乙可

能具有父子關係的新知識。 
 
三、背景知識 

主題地圖就好比是書後面所附的

關鍵詞索引[1][9]。一本好書除了內容

要豐富之外，更重要的是它必須要有

一份很完備的關鍵詞索引。在一份完

備的關鍵詞索引裡，必須很完整地整

理、組織所有出現在這本書內的重要

關鍵詞，以及這些關鍵詞之間的資

訊。而這些資訊應該包括有，該關鍵

字出現的頁數；以及與該關鍵字相關

聯的同義詞或反義詞等。有了這份完

備的關鍵詞索引，讀者即可利用這份

有如地圖般的指南，間接地反查他所

想要閱讀的內容。 

書本裡的關鍵詞就是構成關鍵詞

索引的資訊資源。因此，主題地圖

（Topic Maps）可說是一種用來有效組

織與管理大量資訊資源的機制。也就

是說，主題地圖是一種用來管理知識

庫的資訊科技。採用主題地圖做為知

識管理的目標是「建立一個個人化與

最佳化的知識導覽介面，並提供使用

者一個能快速掌握與輕鬆學習知識的

環境」。 

主題地圖裡所儲存的資訊資源主

要可分成三種類別，分別是主題

（topics）、關聯（associations）、事件

（occurrences）。 

「主題」是指使用者感興趣之知

識領域裡，各類實際存在的人、事、

時、地、物等議題（subjects），譬如：

「玄奘」、「瑜伽師地論」、「天竺」等。

也可以是存在這知識領域裡，概念上

或形式上的本體論（ontology），譬如：

「僧侶」、「佛經」、「國家」等。這些



有意義的議題或本體論統稱為「主題」

（topics），他們構成了主題地圖裡一個

點（node）。 

「事件」指的是將主題連接到相關

資訊資源的所在之處。這些資訊資源

指的是可將主題具體化的屬性

（property），譬如：玄奘法師的「誕生

日」、「圓寂日」；或文字、圖片、聲音、

視訊、動畫等，可經由 URI 識別的多

媒體網路資源，譬如：有關玄奘法師

之生平事蹟的「網頁」。事件的主要功

能是提供使用者可從多種面向（facet）

來認識主題。實際上，事件本質上也

是主題。也就是說，「誕生日」、「圓寂

日」、「網頁」等事件也皆可當作是主

題。 

「關聯」是指存在於各個主題之

間的關係（relation），以及構成此關係

的應有的成員角色（role）。例如圖二

所示的父子關係，構成父子關係的兩

個成員角色分別是父親與兒子。關聯

的主要功能是將整個主題地圖組織成

像語意網路（semantic network）般地，

具有推論能力的知識網路 [4][5]。如

此，使用者將可從中獲得更多隱性知

識。 

總而言之，「主題」、「事件」及「關

聯」就像是三度空間裡的「點」、「線」、

「面」，都是用來將一特定知識領域具

體化。也就是說，主題地圖是一種知

識呈現（knowledge representation）的機

制，抽象的領域知識經由主題地圖的

描述與組織後，將形成一個有如地理

空間的地圖。每一位使用者皆可依照

其個人對該知識領域的認識與了解程

度，從他所熟悉的或有興趣的主題方

向出發，在主題地圖的輔助導引之

下，將可快速地、清楚地掌握整個龐

大且複雜的知識庫。 

四、系統架構與實作方法 

在實作的過程裡，我們將整個知

識管理系統分成兩個部份，分別是知

識管理與知識利用兩部份。 

在知識管理部份，我們設計一視

窗介面的管理系統，管理者可透過此

介面來維護知識庫（圖三）。 

圖三：知識管理的視窗介面。 
在知識利用部份，主要是設計一

建構於全球資訊網之上的知識導覽介

面[6]。位於客戶端的使用者，可以動

態的向伺服端的 Web 伺服器提出瀏覽

主題知識的請求，再由 Web 伺服器啟

動 ASP（ActiveX Server Page）引擎，

將該主題的所有事件與關聯動態地提

供給使用者（圖四）。 

主題代碼

主題知識
導覽地圖

ASP 
Engine

使用端 伺服端

主題事件與關聯

主題地圖
知識庫

SQL 
Engine

圖四：知識利用的服務流程。 

我們依據 ISO/IEC 13250 Topic 
Maps及XML Topic Maps (XTM) 1.0這
兩份標準規格的建議[1][8]，並採用關
聯式資料庫模型，制定出主題地圖的



知識庫綱要（schema）如圖五所示。 

在分析階段裡，我們將龐雜的資

訊資源，簡化成一個一個獨立的主題

來討論。在討論的過程裡，我們關心

有哪些資訊資源–也就是主題–是重

要的。也關心主題之間會有哪幾種關

聯性存在，而它們彼此之間分別扮演

哪一類的角色。我們使用一個類似分

析關聯式資料庫的實體關係模式

（Entity-Relation Model），將所有主題
組織起來，並將此模型具體的透過實

體關係圖（Entity-Relation Diagram）來
呈現（圖五） 

某甲 某乙

某丙

夫妻關係

丈夫

妻子

母親 女兒

某丁

母女關係

哥哥

兄妹關係

妹妹

父子關係 兒子父親

雙親關係

圖五：使用實體關係圖呈現以家庭成員為知識

領域的主題地圖。 

將主題地圖具體的以實體關係圖

呈現出來之後，我們設計出一專門用

於儲存主題地圖的知識庫綱要。這份

綱要有十份資料表（table）構成，它們

彼此之間存在有許多必要的關聯性及

參考完整性（圖六）。我們主題地圖裡

的顯性知識，也就是已知的主題、事

件與關聯分別儲存至主題資料表、事

件資料表及關聯資料表。 

 

圖六：主題地圖的知識庫綱要。 

因此，整個知識庫裡存放的內容

主要有構成主題地圖的所有主題，每

一主題的事件，以及主題與主題之間

所存在的關聯。這些記錄共同構成一

特定知識領域的知識庫。 

在建立一個新的主題之時，系統

會自動對此主題賦予一編號，以方便

於整個主題地圖裡，作為唯一性的識

別代號。由於事件與關聯本質上也都

是一種主題，再加上主題通常可分成

實際存在的個體和抽象化的類別。所

以為了方便管理主題，我們大致上將

所有主題區分成四種類型來管理，分

別為「個體」、「類別」、「關係」及「屬

性」。對於主題的別名問題，我們也設

計有一別名資料表專門用來存放主題

的別名。 
關聯式計算（Relational calculus）

是一種非程序式的查詢語言，比較接

近人類所使用的自然語言。使用者不

須明白地指出運算的順序，只須說明

想要查詢的是「什麼」即可。我們以

主題資料表為主，其他資料表諸如事

件資料表與關聯資料表等為輔，進行

關聯式計算，將可從不同的主題觀點

來認識與學習主題地圖裡所儲存的知

識。 
採用主題地圖做為知識管理的目

標之一是建立最佳化的知識導覽介

面，並提供使用者一個認識主題知識



的環境。所以我們將知識導覽介面建

構在全球資訊網的平台上，由 ASP 引

擎動態的依據使用者提出的主題導覽

需求，產生一有意義的關聯式計算

式，傳送給 SQL 查詢引擎進行查詢。

ASP 引擎在獲得查詢結果之後，將依

據主題類型整理組織所獲得的查詢結

果，提供使用者有關此主題的相關個

體、相關類別、相關屬性、相關事件

與相關關聯等資訊，如圖七與圖八所

示。 

 
五、結論 

二十一世紀是知識經濟的時代，

知識是個人，也是企業競爭力的關鍵

要素，更是企業未來的價值所在。如

何將「知識」這項資訊資源有效地管

理，成了當前個人與企業界最重要的

課題。相同地，引進知識管理的機制

與功能於數位圖書館/博物館的建構，

將會是數位圖書館/博物館繼續成長的

重要關鍵之一。 

在知識管理的過程中，第一個問

題是「你要如何來組織與儲存在知識

領域下的所有資訊資源」。第二個問題

是「你要如何呈現知識庫裡的知識」。

第三個問題是「你要如何查詢知識庫

裡的知識」。 

我們應用主題地圖、關聯式資料庫

與關聯式計算的技術解決上述幾項問

他屬於一種內容導向之資料交換模型

[2][8]，將使不同的主題地圖，彼此間

在資料交換與合併的過程更加地便

利，進而擴大知識領域的範疇。 

對使用者而言，我們提供他一個

可從不同主題的角度，來認識一個知

識領域內的所有知識。如此，便可使

知識學習的過程變得更生動活潑。但

是，目前的知識管理系統裡，對於相

同的主題並無法配合使用者對知識瞭

解的程度，提供較好的個人化知識管

理解決方案。所以，如果能在知識

題。由於關聯式資料庫與關聯式計算

這兩種技術都是目前市面上被廣泛使

用的資料庫技術，所以在理論上與實

作上都是相當地成熟。而主題地圖也

已通過國際標準組織的認證，並且提

出了擴充標誌語言（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版本的文件型態定

義（DTD，Documents Type Definition），

導

覽與

圖七：以「父子關係」為主題的主題地圖。 

學習的過程中加上個人化的機

制，將可落實個人化知識管理，並提

昇個人層面的知識管理應用。除此之

外，我們未來也將嘗試利用 SQL 查詢

引擎的輔助，來進行隱性知識的推

論，以獲得更多隱含於主題地圖裡的

知識。甚至是形式化的概念知識，以

進一步地改善知識管理介面，以提供

使用者一個更有效率的知識導航系

統。 

圖八：以「王羲之」為主題的主題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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