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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由於國內尚未完成國家型棒球博物館之建置，棒球文物之收藏皆由不同單位

及個人為之。本研究透過實際與棒球文物典藏單位合作，進行棒球文物數位典藏

系統的相關設計及建置，於國家級棒球博物館成立前，先針對棒球文物進行調

查、整理及數位化等步驟，以便簡化且加速未來棒球博物館成立後的作業流程，

並期望本研究可做為未來國家級棒球博物館進行棒球文物數位化時之參考。  

 

本研究實際之成果有三：  

1.擬定棒球文物數位化工作流程並確立數位化方式  

2.制定棒球文物詮釋資料格式及與其它詮釋資料格式之對應轉換  

3.建置台灣棒球數位典藏系統  

 

而本研究提出之建議有  

1. 文物相關資料缺漏，須加強棒球文物管理  

2. 制定相關權威檔  

3. 改進棒球文物展示方式  

4. 持續建置台灣棒球文物數位典藏系統  

5. 可進行網站使用調查 

 

英文摘要英文摘要英文摘要英文摘要    

The national baseball museum in Taiwan has not been founded yet. Therefore, 

most of the baseball relics are collected by distinct organizations or people separately. 

In this study, we cooperate with the organizations which have the collections of 

baseball relic to design and establish a digital archiving system for baseball relics. In 

advance of building the national baseball museum, some essential works such as 

investigating, reorganizing and digitalizing the baseball relics can be processed. 

Therefore, the operation of the national baseball museum in the future will be easier 

and more efficient. This research not only can provide a better insight, but also offer 

suggestions when establishing the national baseball museum in the futur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A digitization process and method for the baseball relics was proposed.  

2. Designed a metadata format for the baseball relics and took a mapping with the 

other metadata formats.  

3. The digital archiving system of Taiwan baseball relics was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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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1. For the lack of baseball relics, the management of baseball relics needs to be 

improved.  

2. The related authority control files should be constituted.  

3. The way of exhibiting baseball relics on the website should be improved.  

4. Continually establish the digital archiving system of Taiwan baseball relics.  

5. Investigate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web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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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背景研究動機與背景研究動機與背景研究動機與背景 

一顆不起眼的棒球，卻牽動著台灣整體的社會脈動。對台灣而言，棒球儼

然是我們的「國球」。1從日據發展至現今的王建民、郭泓志等旅外球星熱，棒

球在台灣已有一百多年的發展歷程，但卻未有一個肩負系統化紀錄、收藏的單

位，如棒球博物館。近幾年棒球運動又引起熱潮，棒球博物館的話題再度回溫，

2003 年隨著台北小巨蛋體育館的興建，建構台灣棒球博物館之事露出一絲曙

光，計劃先於小巨蛋設立臨時館，待位於松山菸廠設立之大型巨蛋落成後遷入，

但臨時館卻因為經費不足等而胎死腹中2。距大巨蛋3完工仍有些時日，未來變

數無法預測，我國國家型的棒球博物館仍遲遲未見蹤跡。 

雖然棒球已經被公認為台灣的「國球」，然而，長期以來大多數棒球界人士

所感嘆的卻是：「台灣是個發展棒球卻不紀錄棒球的地方」，這也成了台灣棒球運

動的一大遺憾。為此，近年來已陸續有研究者開始投入研究台灣棒球史的行列，

試圖為台灣棒球的輝煌歷史留下記錄，不過，卻鮮少有從資料數位典藏與資訊加

值利用的角度出發者。 

本計畫經由參與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台灣棒球運動珍貴新聞

檔案數位資料館之建置(Ⅲ)」4，其間接觸球界及相關人士，進而理解棒球博物

館落成之日，仍未有定數，但鑑於現今網路蓬勃發展，我們仍可先著手進行資

料之徵集、整理、分析、規劃，架設數位化的棒球文物館。將資料先行建檔，

使其為台灣數位棒球博物館架構之基礎，日後可於此基礎上使數位博物館快速

步上軌道。屆時實體棒球博物館配合數位棒球博物館，除實際入館參觀亦可同

時提供線上使用者觀賞、瀏覽棒球文物。 

 

                                                 
1
 謝仕淵、謝佳芬，台灣棒球一百年(台北市：城邦文化，2003)；曾文誠、盂峻瑋，台灣棒球王(台

北市：我識出版社，2004)；徐宗懋，三冠王之夢(台北市：大地出版社，2004)；謝仕淵等，台

灣棒球百年史(台北市：中華民國棒球協會，2006)。 
2
 陸銘澤，「台灣地區建置棒球博物館前置構想與芻議」(碩士論文，台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研究

所， 2005 年)，91 頁。 
3
 於松山菸廠建立之大型巨蛋預計將於民國 100 年完工。 

4
 研究者參與之「台灣棒球運動珍貴新聞檔案數位資料館之建置」為將棒球歷史新聞進行數位化

典藏，並供一般大眾使用，除歷史新聞外進行棒球知識之彙集，建立台灣棒球博維基館。在

台灣棒球博維基館逐漸茁壯，衍生出數位化典藏棒球文物之想法，進而與球界相關人士接洽

了解。隨後林信成教授申請「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與數位典藏系統之建置與整合研究(I)」之

數位典藏計畫，以數位典藏棒球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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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台灣棒球發展已逾百年，此間必有許多棒球文物的產生。本計畫先前參與「台

灣棒球運動珍貴新聞檔案數位資料館之建置(Ⅲ)」計畫，由研究團隊已有之成果

中得知台灣的棒球文物散落台灣各地，目前在台灣僅有簡易型之棒球文物陳列

館，而包含整體棒球發展之實體國家級棒球博物館仍未成立，因此無法將棒球文

物做系統化的收集與典藏。實體棒球博物館成立前，並非所有作業皆得延宕，仍

可先針對棒球文物進行調查、整理及數位化等步驟，以便簡化且加速未來棒球博

物館成立後的作業流程。故本計畫之研究目的有三： 

 

（1） 建立一套棒球文物數位化標準流程 

透過分析相關數位化流程與實際進行數位化的過程，建立一套棒球文物

數位化的標準流程，在數位文物館逐漸茁壯之際提供系統化的作業流程，縮

短每次進行文物數位化的前置作業時間，並期望可成日後棒球文物進行數位

化的參考來源之一。 

（2） 設計棒球文物詮釋資料格式 

為管理棒球文物影像，所需的便是一套有系統的文物管理措施，而文物

管理的核心則為文物資料的登錄及詮釋資料欄位之設計。而詮釋資料種類

繁多，故須找出符合棒球文物需求之詮釋資料格式。為達到交換資訊目的，

則需對應轉至其他詮釋資料格式。 

（3） 建立｢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系統 

最後為建立｢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期望此網站可成為台灣棒球文物的

管理系統之參考，作為集合全國棒球文物的數位化目錄，透過此資料庫網

站可以快速查詢文物，得到棒球文物的相關資訊，並且知道文物為何單位

所收藏。如圖 1- 1 以｢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作為棒球文物的數位化目錄所

示。外圍部分是擁有實體棒球文物的組織、企業或個人，如棒球協會、職

棒聯盟、各級學校、球隊或球員、教練等棒球界人士；而中央核心部分則

為我們擬建置的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其資料來源則透過多方徵集以取得

數位化影像，著錄棒球文物之相關資訊(詮釋資料)以供使用者線上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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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 

(數位化目錄) 

中華民國

棒球協會 

個人 

(球員、教練、棒

球書籍作者、棒

球界人士…等) 

紅葉少棒 

紀念館 

澄清湖 

棒球博物館 

報社、媒體 

學校、企業 

各級球隊及其他

相關組織 

中華職棒

大聯盟 

 
圖 1- 1 以｢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作為棒球文物的數位化目錄 

資料來源：林信成、李婉羽，「台灣棒球文物數位典藏與 Metadata 比較分析」，於 TANet 

2006 研討會論文集，花蓮教育大學編，(花蓮市：花蓮教育大學，2006)。光碟檔

G00010.pdf 

 

由於目前國內尚未建設國家級的棒球博物館，也無類似之線上數位棒球

博物館網站。且國內數位典藏各計畫中無棒球博物館的相關規劃，本計畫所

參與之計畫5為最早之規劃，故期望本研究所做之設計與規劃可提供未來國家

級棒球博物館建立的參考。 

1.3    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計畫將採用比較分析法，利用比較分析相關數位化工作流程以規劃棒球

文物之數位化工作流程。而文物數位化的部份除分析國內各數位典藏計畫的作

法，另將採田野調查法。以及系統分析法以達成數位化整體流程、詮釋資料格

式、網站架構及資料庫等設計規劃。 

本計畫之研究步驟，將按圖 1- 2 研究流程的規劃來進行，第一章為研究動

機與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步驟等。第二章開始將進行實作的三個部分，

分別是第二章棒球文物數位化工作流程規劃、第三章棒球文物詮釋資料規劃與

設計、第四章文物館網站規劃與資料庫設計等三大部分，其中各章均包含該部

分的文獻探討。最後第五章為本研究的結論。 

 

                                                 
5
 計畫名稱為「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與數位典藏系統之建置與整合研究(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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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五章

文物數位化

資料庫

規劃建置

建立

文物網站

文物資料

整理建檔

詮釋資料

設計規劃

製作流程

規劃

開始

結束

結論

調查、聯繫
典藏單位

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圖 1- 2 研究流程 

1.4    開發工具開發工具開發工具開發工具 

本計畫將採用多種工具，各個階段均需採用不同的設備。將依循進行數位

化流程、運用「台灣棒球維基館」6為管理展示系統、架設文物館資料庫網站等

                                                 
6
 「台灣棒球維基館」(http://twbsball.dils.tku.edu.tw/) 為台灣棒球數位典藏計畫所建置之棒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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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階段加以描述。 

（1） 數位化流程 

由於本研究須進駐至各單位拍攝，設備最好具備機動性、輕、薄、

短、小等功能，便利用現有且合乎需求之設備進行棒球文物數位化。而

文物影像後製運用 Photoimpact 8.0 來修飾圖片、轉至中小圖，浮水印

則使用 pictureshark
7軟體來打上 Logo。外出攜帶的拍攝設備如下： 

� Canon EOS 350D DIGITAL 單眼數位相機 (感光元件 22.2mm × 

14.8mm COMS、ISO 100~1600，拍攝時採用光圈 4.970856、快門

1/5~1/1s、自動對焦) 

� 攜帶型攝影棚(背景為藍色布幕，寬：48cm 高：48cm 景深：48cm，

如圖 1- 3)  

� 平台式掃瞄器(最大尺寸為 A4 大小) 

� 筆記型電腦 

� 相機固定腳架 

 

圖 1- 3 本研究採用同型之攜帶型攝影棚 

資料來源：完美攝影器材 http://www.wan-mei.com.tw/ 

 

（2） 台灣棒球維基館(採 Wiki 協同創作平台) 

本研究於建立棒球文物資料初期，因棒球文物館尚未建置前，故先

利用台灣棒球維基館做為暫時之文物管理系統。而台灣棒球維基館則是

採用 MediaWiki 開放軟體架設之平台。 

 

（3） 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資料庫網站 

本研究之文物館網站採用 AppServ 之架站包，版本為 2.5.7，內含

軟體為： 

                                                                                                                                            
識匯集平台。 

7
 此浮水印軟體為國科會數位典藏公開徵選計畫辦公室提供。 



 10

� Apache Web Server  

� PHP Script Language  

� MySQL Database  

� phpMyAdmin Database Manager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棒球文物數位化工作流程棒球文物數位化工作流程棒球文物數位化工作流程棒球文物數位化工作流程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本計畫為落實建置棒球文物館的構想，欲在收集文物影像上作一系列數位

化工作流程的規劃，為確保典藏文物影像的一致性及能將收集文物影像的行為

延續下去，故需要一套較為標準的工作流程。本章先討論多種數位典藏計畫所

定製之數位化工作流程，再進而規劃本研究之數位化工作流程。 

2.1    數位典藏計畫數位典藏計畫數位典藏計畫數位典藏計畫 

談到數位典藏便會想到數位典藏計畫，而數位典藏通常所指的是將數位資

料以數位形式典藏的過程，有些為原生數位資料(born digital media)，而數位典

藏的目的為確保所有數位資料的可用性、持久性及智慧整合性，也就是長期的

儲存、維護及檢索取得(accessiblity)。8。嚴漢偉指出數位典藏的效益，除了資

料本身價值的有效保存與發揚外，最主要在於帶動資訊系統（及技術）、以及資

料的整合與共享。透過資訊技術緊密的整合資料、服務、通訊、以及資訊系統，

建構有效而長久的資訊保存與管理機制，並開發提供迅捷便利的知識擷取

（knowledge discovery）應用服務，進而促進更有效率的學習模式，甚而新知識

與新思維的發展與創造。9故數位典藏為將資料以數位化形式長久儲存、維護、

及提供檢索取得，並能帶動資訊技術的發展，讓各種系統的資料能交換、整合，

達到資源共享、終身學習等效益。 

美國於 1994 年首先進行數位典藏先導型的研究-數位圖書館先導計畫

(Digital Libraries Initiative)
10，而各國也開始進行數位典藏相關計畫。如美國的

美國記憶(American Memory)、聯合國的世界記憶(Memory of the World)、加拿

大的國家數位典藏(Canada National Digital collections)等。11
 

而國內也於 90 年代末期開始進行數位典藏相關計畫，於 1998 年成立國科

會數位博物館先導計畫，國科會於 1999 年 4 月宣佈「迎向千禧年─以人文關懷

為主軸之跨世紀發展方案」，該年七月「數位博物館專案計畫」正式運作。為了

                                                 
8
 陳和琴，「Metadata 與數位典藏之研討」，大學圖書館 5 卷，2 期(2001)：2-11。 

9
 嚴漢偉，「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簡介」，http://www.ascc.sinica.edu.tw/nl/89/1625/02.txt (檢索於

2007 年 12 月 2 日) 
10

 Digital Library Initiative, http://www.dli2.nsf.gov/dlione/ (檢索於 2007 年 12 月 2 日) 
11

 楊國樞，「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簡介」， http://www.sinica.edu.tw/~ndaplib/channels/dlm_pa

per/NDAP%20profile.pdf (檢索於 2007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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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間其他從事數位博物館研究計畫的機構進行交流，2000 年成立「國際數

位圖書館合作計畫」，又於 2001 年成立「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作為國家型計

畫的先導計畫。2002 年 1 月合併上述三項計畫，正式成為「數位典藏國家型科

技計畫」，是我國九個國家型科技計畫之一，並且是唯一強調人文與科技結合的

國家型科技計畫。該計畫秉持著人文與科技並重的精神，將國家重要的文物典

藏數位化，建立國家數位典藏，進而以國家數位典藏促進我國人文與社會、產

業與經濟之發展為目標。12
 

2002~2006 年為第一期有九個政府單位參與；2007 年開始第二期，共有十

一個政府單位。13除政府單位(機構計畫)外也包含許多公開徵選計畫14，研究者

參與之計畫便是公開徵選其中一支。整個「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涵蓋領

域相當廣闊，包含內容開發、技術研發、創意加值及創意學習，於第一期中依

產出內容可分為十六種主題：動物、植物、地質、人類學、檔案、器物、書畫、

地圖與遙測影像、金石拓片、善本古籍、考古、新聞、語言、影音、漢籍全文

及建築。15而第二期計畫旨在落實數位典藏資訊的知識化與社會化，朝向知識

社會的發展及建構，進而達成提升國家競爭力的終極效益。成立了「拓展臺灣

數位典藏」、「推動數位典藏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及「數位典藏海外推展暨

國際合作推動」三個主軸計畫與「數位典藏技術研發」、「數位典藏網路核心平

台」兩個核心計畫。而「拓展臺灣數位典藏」涵蓋領域則包含台灣自然、考古、

語言文字、地理、族群文化、歷史、經濟與民主歷程、藝術與美學、民間生活

等。第二期計畫預計執行時間亦為五年。16
 

項潔將「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歸類為文化數位典藏之一。並指出文

化數位典藏的目的為：1.保存文化資產；2.提升文化傳承與累積的效率；3.有效

的文化傳播與教育；4.文化創意、數位內容產業的成形；5.數位化使得創意空間

更有彈性；6.文化內涵的提升與再創造。17
 

 

                                                 
12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簡介。(臺北市：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

畫，2003)。被引於吳明德、張曉萱、戈立秀，「數位典藏人員訓練課程評鑑之研究」，圖書館

學與資訊科學 30 卷，2 期(2004 年 10 月)：34–45。；項潔，台灣地區文化數位典藏與發展。

http://aps.csie.ntu.edu.tw/document/shanghai_921016_final.pdf (檢索於 2007 年 12 月 2 日) 
13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公開徵選』http://www.ndap.org.tw/c

all-for-proposals/call-for-proposals.php (檢索於 2007 年 12 月 2 日) 
14

 計畫架構主要含三部分，一為機構計畫，為數位內容的提供者及擁有者；二為計畫辦公室，

其下設立分項計畫協助計畫推動，並建立各種協調、支援、訓練機制以維持計畫運作；三為

公開徵選之計畫。 
15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一期計畫簡介」。

http://www.ndap.org.tw/1_intro/archives91-95.php (檢索於 2007 年 12 月 8 日) 
16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二期計畫概述」。http://www.ndap.org.

tw/1_intro/intro.php (檢索於 2008 年 1 月 24 日) 
17

 項潔，「我國文化數位典藏與發展」。http://www.csie.ntnu.edu.tw/WorkShop/report/2.ppt (檢索於

2007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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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數位化數位化數位化數位化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流程流程流程流程探討與探討與探討與探討與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由於「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所數位化之主題廣泛，涵蓋各式各樣的

文物及資料，故各計畫的數位化工作流程也依其藏品不同的特性及性質規劃而

成。而「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將各計畫之數位化工作流程集結並出版成

冊18，提供進行數位典藏流程之參考。 

而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於 2005 年底起，陸續推出一系列的數位

化工作流程指南19，其中｢民俗文物數位化工作流程指南20｣中指出完整的數位典

藏包括四大範圍：數位化方式之選擇與規劃、數位化工作之流程、資料庫及網

頁之制定與建置、預期效果與未來展望。而其中數位化方式之選擇與規劃，會

因為數位化的目的、藏品的特性及價值、人員編制及素養、經費支援與編列等

因素，而有所不同。而數位化工作流程包含 1.取件及歸位；2.設備校色；3.民俗

文物數位化工作；4.民俗文物數位化工作困難克服；5.驗收及影像處理問題；6.

影像儲存：命名及轉檔，其中 3 與 4 為針對拍攝時對物體、平台、燈光、鏡頭

等等的考量，視文物類型及情況做適當的調整。 

本計畫參與台灣棒球數位典藏計畫21之際，林信成、官欣瑩22曾針對棒球文

物提出一套數位化流程(圖 2- )，本研究將參考此數位化流程，並加上國科會所

出版之｢民俗文物數位化工作流程指南｣以及其他數位典藏所進行的相關工作流

程，綜合歸納出合適之數位化工作流程，以期達到標準化作業。且台灣棒球國

家型數位典藏計畫日後欲與其他單位合作時，亦可按此工作流程進行數位化工

作。 

 

                                                 
18

 為數位典藏叢書 數位化工作流程，2005 年出版 T001~T012，2006 年陸續出版 T013~T015，

共計 15 冊 15 個主題。 
19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化工作流程指南」，http://content.ndap.org.tw/main/doc_c.php?

class_format=18&format_type=數位化工作流程指南。(檢索於 2007 年 10 月 22 日) 
20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民俗文物數位化工作流程指南」，http://content.ndap.org.tw/main/d

oc_detail.php?doc_id=1083。(檢索於 2007 年 10 月 22 日) 
21

 計畫全名為「台灣棒球運動珍貴新聞檔案數位資料館之建置」。 
22

 林信成、官欣瑩，「台灣棒球文物數位典藏展示系統規劃與設計—以棒協文物為例」，於 TANet 

2006 研討會論文集，花蓮教育大學編，(花蓮市：花蓮教育大學，2006)。光碟檔 G00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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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 棒球文物數位典藏與展示系統製作流程圖 

資料來源：林信成、官欣瑩，「台灣棒球文物數位典藏展示系統規劃與設計—以棒協文物為例」，

於 TANet 2006 研討會論文集，花蓮教育大學編，(花蓮市：花蓮教育大學，2006)。光碟檔 G0005.pdf。 

 

本計畫將視數位化目的、人員、經費等方面，規劃出最合適棒球文物的數

位化工作流程。而欲規劃之數位化工作流程，因全國之棒球文物並非已確定之

數量及特定之單位，故除一般基本數位化工作流程外，也會加入屬於台灣棒球

數位文物館典藏之棒球文物特有的工作流程。 

本計畫擬定之工作流程，從前置的調查文物收藏單位、準備工作、數位化

過程、影像後製過程、資料建檔整理及最後的呈現方式，都包含於其中。數位

化之各階段詳細說明如下。 

2.2.1 調查文物收藏單位調查文物收藏單位調查文物收藏單位調查文物收藏單位 

於「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與數位典藏系統之建置與整合研究 (I)」計畫書
23中，主持人曾提及由網路、球界、相關文獻中得知許多單位、組織、及個人

都收集了許多棒球文物。如：中華民國棒球協會、中華職棒聯盟、紅葉少棒

紀念館、澄清湖棒球博物館、國立歷史博物館、興農隊史館、蔡武彰先生、

葉國輝先生、陳國雄先生等等。由於收藏家及收藏單位眾多，便以所收藏文

物的重要性及歷史性、距離等因素來挑選合作之對象。其中以中華民國棒球

協會為官方機構，且歷史悠久、距離較近，故本計畫以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為

起始點；再者，紅葉少棒紀念館對於台灣棒球而言極具重要性，適逢計畫主

持人於台東進行推廣活動，本計畫研究團隊亦隨同前往進行文物數位化作

業。以下將對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紅葉少棒紀念館作簡介說明。 

（1）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24成立於民國六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辦理全國性及

                                                 
23

 林信成，「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與數位典藏系統之建置與整合研究 (I)」(台北縣：淡江大學資

訊與圖書館學系暨研究所，2007)，頁 25，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 
24

 以下簡稱棒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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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性之棒球比賽，雖為協會但可謂為台灣棒球的官方機構，目前設址於美

孚建設。 

本計畫研究團隊於 2006 年 6 月始進行多次實地訪查，發現棒協實際的

工作人員僅六位，主要處理之業務為辦理全國性及國際性的賽事相關事務，

而在其組織章程中詳細列出其任務，多達 13 項：1.代表中華民國加入國際

棒球運動組織；2.辦理國內棒球運動之發展事項；3.舉辦全國性及國際性之

棒球比賽事項；4.選拔及組訓國家代表隊參加國際性棒球比賽事項；5.國內

棒球隊參加國際性比賽之資格審查及推薦事項；6.國外棒球隊來華比賽之邀

請與安排事項；7.棒球裁判及教練之登記、講習及管理事項；8.國際棒球裁

判之資格審查及推薦事項；9.研訂棒球規則，解釋比賽規則之疑問；10.審訂

棒球設備及器材用品等事項；11.會員資格之審查決定事項；12.研究調查及

棒球書刊或文獻之出版事項；13.其他有關棒球運動事項。25
 

棒協舉辦之賽事涵蓋少棒、青少棒、青棒、成棒及女子棒球。各項賽事

陸續舉辦、時程緊湊，而賽事地點遍布全國，故可得知工作人員事務相當繁

忙。而棒協每年所製作之賽事相關文件、比賽所獲得之獎盃及所產生之相關

文物皆存放於文物收藏室，若有展覽單位向棒協借文物時，才將文物提出借

展，其餘時間皆置於文物收藏室中。而文物收藏室中的文物均為棒協舉辦各

類比賽所產出的相關物品，並非刻意徵集所得。 

棒協收藏許多棒球歷史上的重要文物，大致上屬較官方的文物及文獻，

如錦旗、獎盃、賽事紀錄表、球員資料卡都為獨一無二的，其他地方較少看

見的棒球文物。而棒協目前並無設立展示區，故文物及文獻均無法被大眾所

看到。 

（2） 紅葉少棒紀念館 

紅葉少棒紀念館26於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五日落成啟用，目的為追憶頌

揚昔日為國爭光的少棒小英雄。1968 年紅葉少棒對日本一役是棒球史上重

要事件之一，因為擊敗了剛奪得世界少棒冠軍的日本調布少棒隊而掀起國內

棒運熱潮，此股熱潮延續了數十年之久。紅葉館是由省教育廳補助經費，紅

葉國小提供場地興建而成，規劃設有景觀雕塑、展示櫥窗、教育器材簡報室、

服務台(管理員室)及停車場。27館中陳列品除當年的紅葉少棒的相關文物

外，也包含後續紅葉小朋友光榮戰役的相關物。 

紅葉館屬國有財產，管理機關為「台東縣政府」，現委由紅葉國小代管，

聘有一名管理員代為管理。受限於經費等問題，對於館內文物的展示為維持

現狀，並由管理員進行管理工作。許多文物因長期展示逐漸出現斑駁、風化

                                                 
25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章程」，http://61.64.50.3/~ctba/about_4.php (檢索於 2007

年 11 月 20 日) 
26

 以下簡稱紅葉館。 
27

 聯合報，「紅葉棒球紀念館 將建國小社區內」，聯合報，1988 年 8 月 16 日，第 15 版。http://

ndap.dils.tku.edu.tw:8080/ndap/querynews2.jsp?id=19638 (檢索於 2007 年 11 月 20 日)；周大友、

周全剛，「紅葉少棒揚名世界 教廳補助建館紀念」，聯合報，1989 年 9 月 9 日，第 15 版。htt

p://ndap.dils.tku.edu.tw:8080/ndap/querynews2.jsp?id=21656 (檢索於 2007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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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狀況。 

紅葉館典藏品的來源為紅葉國小參與賽事所得之獎盃等類文物，也包含

新聞剪報及照片等，因該館為主題館，故均為紅葉少棒之相關文物。紅葉館

採免費入館，提供大眾參觀。但唯一缺憾為紅葉館位於台東縣山上的紅葉

村，地處偏遠，交通不便，民眾參觀不易。 

透過實地拜訪後，發現典藏單位雖收藏了豐富的棒球文物，但卻無法將

它們完整呈現在社會大眾的面前，也尚未進行系統化之典藏與管理(如進行

文物編號、文物清冊整理)；而棒球文物分散於各地，民眾需舟車勞頓才得

一窺不同文物之貌。近年來由於網路的普及，網路世界不受空間、時間的限

制，可以有效解決此問題，因故以網路展示台灣各地棒球文物有助於民眾快

速取得資料，也使各個單位與個人收藏家得以藉由這個平台分享自己的收

藏，增加文物的能見度，進而能夠縮短實體展覽人員的規劃時間，毋須再耗

費時間精力。 

2.2.2 數位化前置作業數位化前置作業數位化前置作業數位化前置作業 

在調查完典藏單位並取得聯繫後，我們再分析計畫現有的設備、人力、

經費，以及數位化的目的來擬定最合適本研究之數位化方式與流程，以利後

續進行棒球文物數位化作業。 

（1） 設備 

由前述相關數位化流程中可得知許多單位採用單眼數位相機、平台式掃

描機、滾筒式掃描機，且均於館內進行數位化居多。反觀察本研究由於棒球

文物散落於各處，便預先假設其為未經數位化、無影像底片，故需要經過拍

攝或掃描的數位化過程。考量到文物的珍貴性較不輕易出借拍攝，且收藏文

物的單位分散，若要進行文物拍攝，便需入駐收藏地點拍攝，需要較機動性

之拍攝設備。本研究先依現有且機動之設備為數位化採用之設備，日後若有

較佳設備便予以更換。 

因此設備方面，便採用單眼數位相機、固定腳架、小型攝影棚、平台式

掃描機、筆記型電腦等等，此外也準備一些文物清潔、整理需要之設備，如

刷子、抹布、紙膠帶、標籤、手套、白色壁報紙、皮尺等。 

（2） 人力 

人力方面，研究者所參與之計畫團隊成員約 4~5 人，可知參與數位化人

數並不多，故需將數位化之工作確實分配，以把握每次入駐單位的時間及縮

短整體數位化過程之時程。而計畫團隊多為兼任助理亦為研究生，故人員變

動性較高。若建立一套標準的數位化流程，不但可將本構想延續，更可使後

人有所遵循。 

（3） 經費 

經費方面，目前以最簡約的方式製作最佳之數位典藏品質，日後若有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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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之經費再回溯進行較縝密之數位化過程。目前將利用現有資源使其發揮最

大功效，暫不將數位化影像打樣輸出以鑑定品質，以線上展示清晰為典藏基

準。對於文物典藏單位則採互助合作之關係，暫無權利金相關回饋。 

（4） 數位化目的 

許多數位典藏計畫都以典藏及出版為主要目的。本研究目的為建置全台

棒球文物之數位典藏，原構想為典藏及集中展示各棒球文物，但受限於一些

條件，未能達成數位典藏的最高層級，故遂朝紀錄台灣棒球文物的方向邁

進，旨在完整紀錄全國各處的棒球文物，匯集成台灣棒球文物的數位化目

錄，這方面將與其他數位典藏計畫製作專為典藏用高解析度且可作為印刷用

之影像有所不同。 

 

綜合上述，典藏文物影像將以現有資源製作，照片力求清晰足以判別即

可，重點將擺在文物資料的著錄。此外，本研究中僅針對棒球文物做數位化

的典藏，對於影音媒體(影片、錄音帶)資料方面暫不處理。 

2.2.3 文物數位化文物數位化文物數位化文物數位化 

在確定合作單位與確認所需設備後，便可進行拍攝等步驟。透過調查單

位及與單位接洽，可先暸解單位所收藏的文物類型，以便準備拍攝的相關設

備，加速數位化的流程。 

以進行拍攝中華民國棒球協會之棒球文物的過程為例，拍攝過程中準備

了所有拍攝器材，進駐於文物收藏室中。首先進行文物清理及整理工作，將

文物收藏室中的文物及文件逐一清潔及整理，將文物分門別類，待拍攝後再

將其依類型整齊擺放。 

拍攝過程中採用小型攝影棚作為拍攝文物的背景。因為入駐文物收藏室

的時間有限，必須把握時間。在拍攝文物前，先將各文物按種類及大小排列

拍攝順序，以縮短作業時間。如在拍攝小型獎盃時，便不宜在拍攝順序中插

入大型獎盃，避免一直調整相機與文物之焦距，延宕拍攝時間。而每一件文

物均拍攝 2 至 3 張以供後製時擇優使用。當文物過大時，小型攝影棚便不敷

使用28，須將背景替換成大張白色紙張(範圍較大的白色背景)。 

而照片、剪報、出版品等則採平台式掃描機用以掃瞄影像。因為數位影

像製作時程的關係，則採用符合數位典藏計畫所建議之最低解析度 300dpi
29。 

拍攝與掃描的同時，一併進行紀錄文物相關資料的作業，包含文物記載

的文字、尺寸大小、材質、狀態等所有相關資料，以便後續資料的建檔。 

                                                 
28

 小型攝影棚其背景顏色為藍色，大小為 48x48x48cm，而在拍攝過程中視文物的大小將攝影棚

作調整使高度達 96cm，若文物寬大於 48cm 或高於 96cm 便無法使用此攝影棚。 
29

 魏裕昌，「以資訊傳播觀點探討數位典藏之品質意識與品質溝通」，於數位典藏品質管理研討

會論文集，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拓展台灣數位典藏計畫編(台北市：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

計畫拓展台灣數位典藏計畫，2007 年)，33。建議掃描之影像解析度為 600~300 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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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拍攝現場為非專業拍攝環境，且設備精簡導致無法做到專業打光及顏

色準確校對，加上時間緊湊，無法一一仔細核校每張影像，僅能快速瀏覽拍

攝影像，力求清晰、明亮、色差不明顯即可，不足之處僅能以影像後製處理

來加以修飾。依據本研究團隊進行數位化之經驗而言，後製時程一般較拍攝

時間為長，估計一個工作天約可進行 50~60 件文物之拍攝，然而後製時間大

約需要長達四~七個工作天，視後製複雜度而定。 

2.2.4 影像後製處理影像後製處理影像後製處理影像後製處理 

文物拍攝完畢後，將所拍攝的文物影像挑選最清晰的影像，做為主要典

藏影像。其次過濾這些影像是否背景太過雜亂或整體光線過暗，以軟體來調

整、修飾。因拍攝時使用小型攝影棚，故很多文物一但過大，便會使背景看

起來過於雜亂30。如圖 2- 所示此文物影像的背景便有攝影棚與牆壁兩種，為

求美觀及統一，便將影像以 Photoimpact 來加以修飾。將攝影棚的藍色佈景擴

大到全影像中，蓋掉旁邊露出的牆壁。 

 

 
圖 2- 2 數位化後文物原始影像 

 

修飾雜亂背景係利用 Photoimpact 中仿製的功能延伸藍色的布景，盡可能

讓延伸出來的藍色布景與影像本身融為一體，其中必須注意文物後方的光影

變化及整體的明暗度。如圖 2- 所示，將周圍的牆壁都加以去除，營造出單純、

乾淨的背景，使得文物的影像更能跳脫出來成為主角。 

                                                 
30

 上面提及文物過大便無法使用攝影棚，而文物的大小及拍攝的距離均可能使拍得影像背景雜

亂，非單一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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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 修圖後製完之文物影像 

 

在影像後製完成後，考量到網路使用的因素，將文物影像轉成各種大小，

以供各種用途。因為文物多為未佔滿整張影像的狀況，故經剪裁將其調成最

適合大小，讓文物充滿於整個影像中，以利文物影像的清晰度。為了統一影

像大小，採用林信成、官欣瑩31規劃出各種大小以供不同目的使用，分為大、

中、小、網四種大小。其中原圖為當初拍得影像大小，大圖為經後製修飾過

後之影像，而中、小、網圖的大小為考量電腦螢幕解析度之大小而設計，早

期傳統螢幕大小為 640×480，故將此設為小圖的大小，小圖的兩倍大小便為

中圖(1280×960)。而網圖考量到傳輸速度，現今電腦營幕大小採用的最小尺

寸(800×600)的一半，並加上浮水印。而網圖主要為網路瀏覽用，小圖與中圖

為管理用，大圖及原圖為典藏用。如 

 

表 2- 1 文物照片影像規格、尺寸與用途所示。但仍可視用途採用較合適

之尺寸，如「台灣棒球文物數位典藏展示系統規劃與設計—以棒協文物為例」
32中所製作的影片，因須透過電腦投影至大螢幕中，在考量螢幕解析度33下採

中圖製作。 

 

 

表 2- 1 文物照片影像規格、尺寸與用途 

規格 代碼 影像尺寸 用途 

原圖 O  因拍攝或掃瞄，原圖大小並 原始檔案  

                                                 
31

 林信成、官欣瑩，「台灣棒球文物數位典藏展示系統規劃與設計—以棒協文物為例」，於 TANet 

2006 研討會論文集，花蓮教育大學編，(花蓮市：花蓮教育大學，2006)。光碟檔 G0005.pdf。 
32

 同上。 
33

 研究者與參與計畫之兼任助理之電腦螢幕解析度採用 1024×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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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  

大圖 L  
原圖大小 + 後製處理（如：

調正、背景修補色…等）  
典藏用  

中圖 M  960×1280  管理用  

小圖 S  640×480  管理用  

網圖 N  400×300 + 浮水印  網路瀏覽用 

資料來源：林信成、官欣瑩，「台灣棒球文物數位典藏展示系統規劃與設計—以棒協文物為例」，

於 TANet 2006 研討會論文集，花蓮教育大學編，(花蓮市：花蓮教育大學，2006)。光碟檔 G0005.pdf。 

 

目前放置於網站中的影像均為網路瀏覽專用的尺寸，且均加上浮水印，

如圖 2-所示為裁減過後的文物影像且已加上浮水印的文物影像並進行備份等

作業。而圖 2- 則為各種不同類型文物經過後製處理的成果。 

 

   

圖 2- 4 剪裁過後之文物影像、加上浮水印之文物影像 

 

           

圖 2- 5 各類型棒球文物影像後製完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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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文物資料登錄文物資料登錄文物資料登錄文物資料登錄、、、、典藏及展示典藏及展示典藏及展示典藏及展示 

影像處理完後便可進行資料登錄及備份，匯入資料庫中典藏，以透過網

站展示文物影像。而欲進行登錄的詮釋資料欄位及入庫典藏等步驟將在第

三、四章詳述。 

概括上述內容，可以製作成如圖 2- 所示之數位化工作流程圖，亦即符

合本研究進行模式的數位化工作流程。涵蓋最初的調查、接洽典藏單位(個人

收藏家)，到最後的成果展示。而以數位資訊的生命週期檢視本研究規劃之數

位化工作流程的完整度，發現均可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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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6 數位化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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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棒球文物詮釋資料規劃與設計棒球文物詮釋資料規劃與設計棒球文物詮釋資料規劃與設計棒球文物詮釋資料規劃與設計 

本計畫欲規劃建立一套管理文物數位化影像的系統，因此需要一套適合之

詮釋資料標準，用以著錄棒球文物之相關資料。本計畫觀察國內小型展示館及

國外棒球博物館網站，發現目前似乎沒有單位曾實行過詮釋資料的著錄，更遑

論一較適合棒球文物著錄的標準。本章將試圖規劃與設計適合台灣棒球文物的

詮釋資料格式，以利文物的相關資料建立及後續的資料庫設計。 

3.1 棒球文物詮釋資料格式設計棒球文物詮釋資料格式設計棒球文物詮釋資料格式設計棒球文物詮釋資料格式設計 

由於詮釋資料格式的考量重點為符合藏品、提供使用者必要的檢索點、未

來與其他館資料交換上的共通性、及編目著錄的品質考量。34故欲設計最適合

棒球文物的詮釋資料格式，便須知道棒球文物所需的欄位有哪些，以利進行與

各詮釋資料格式的比較，加速詮釋資料格式選定及欄位規劃，從中選擇最適合

的詮釋資料格式及欄位，以為棒球的詮釋資料格式規範。 

3.1.1 棒球文物詮釋資料欄位需求分析棒球文物詮釋資料欄位需求分析棒球文物詮釋資料欄位需求分析棒球文物詮釋資料欄位需求分析 

而為找出棒球文物所需的欄位，便進行分析於棒球數位文物館中的文物

後，發現棒球文物館現有及未來可能收藏的文物類型有：棒球、簽名球、球

衣、球棒、相片、球帽、獎盃、獎牌、票卷、海報等相關文物。各類型文物

所需欄位如下所示： 

� 獎盃：題名、描述、日期、分類、擁有者、格式、來源、產出地點。 

� 棒球：題名、描述、日期(簽名)、分類、擁有者、格式、來源、產出地點。

(如：某球員第一千安打球，其詮釋資料有題名、日期、地點、打出者、

擁有者、描述) 

� 球衣：題名、描述、日期(被收藏的日期)、分類、擁有者、格式、來源、

產出地點 

� 球棒：題名、描述、日期、分類、擁有者、格式、來源、產出地點。 

� 相片：題名、描述、拍攝日期、分類、拍攝者、擁有者、格式、來源、

產出地點。 

� 球帽：題名、描述、日期、分類、擁有者、格式、來源、產出地點。 

� 其他：題名、描述、日期、分類、擁有者、格式、來源、產出地點。 

 

透過分析各類棒球文物所需著錄之欄位，發現所需的欄位並不多，大致

僅需要著錄文物題名、描述、產出日期與地點、拍攝日期、文物的分類、文

                                                 
34

 陳雪華、陳昭珍、陳光華，「數位圖書館/博物館中詮釋資料之實作與理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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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擁有者、影像來源、拍攝者等。而歸納出棒球文物所需著錄欄位，對於詮

釋資料格式的選擇及設計便可更貼切棒球文物的需求。 

3.1.2 文物詮釋資料格式分析比較文物詮釋資料格式分析比較文物詮釋資料格式分析比較文物詮釋資料格式分析比較 

CDWA 可仔細著錄作品之所有相關資料，而欄位多達 381 個，從作品製

作的開始到結束、作品相關人物及資料、作品展覽的歷史到作品最新之擺放

位置均詳細記載。博物館中藏品包羅萬象且數量繁多，無論是器物或書畫

CDWA 仍可滿足所有藏品之詮釋資料。DC 則是最初為網路資源而設計之詮

釋資料格式，用以記錄資源之核心欄位，爾後陸續發展出許多修飾詞供擴充

使用，因其通用及易擴充特性，許多領域及研究皆採用 DC 為其詮釋資料格

式。而 MICI-DC 則為國內自行研發用以描述中文特藏之詮釋資料格式，其架

構雖以 DC 為基礎架構，但因參考 CIMI-DC 故包含許多博物館著錄之欄位，

如藏品層次、採集或遺址資訊、印記等欄位。 

而將 CDWA、DC、MICI-DC 等欄位對應比較後(如表 3- 所示)，發現

CDWA 的欄位多且詳細，CDWA 具備之欄位 DC 與 MICI-DC 不一定具備，

有些欄位 DC 與 MICI-DC 反而較詳細，如脈絡(Context)與相關視覺文獻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中大多數的欄位僅有 CDWA 具備，而作品語言

CDWA 則記載於形式描述(Physical Description)中，DC 與 MICI-DC 均有專門

描述作品語言、編目語言方面的欄位。 

以上述棒球文物所需之欄位來看，發現 CDWA 中多數欄位都無法發揮用

處，故 CDWA 對於棒球文物來說過於龐大，消耗紀錄的空間而已。如此一來

最基本的 Dublin Core 即可滿足需求，且 DC 又富彈性可容易增加欄位。而中

文資訊詮釋資料交換格式(MICI-DC)是以 DC 為基礎，且為中文的特藏所設

計。故擬以 MICI-DC 作為參考，加以增刪所需的欄位，做為適合棒球文物的

詮釋資料格式。 

 

表 3- 1 文物詮釋資料格式優缺點比較表 

    CDWA DC MICI-DC 

特點特點特點特點    
以藝術作品為主。 

欄位多，可詳細記載 

廣泛使用於各領

域 

簡單，擴充容易 

為國內中文特藏而設計 

以 DC 為基礎 

缺點缺點缺點缺點    
每筆紀錄所需儲存空間

大 
過於簡單 並非每個欄位都用得到 

 

表 3- 2 CDWA、DC、CIMI 欄位對應表 

CDWA DC MICI-DC 

1.OBJEC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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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WA DC MICI-DC 

Object/ Work - Catalog Level    Type 資源類型.Aggregation Level

藏品層次 

Object/ Work - Type Type Type 資源類型 

Object/ Work - Components  Format.Extent  

2.CLASSIFICATION     

Classification - Term  Subject (classification 

schema) 

Subject 主題和關鍵詞. Subject 

Descriptor 控制詞彙 

3.ORIENTATION/ARRANGEMENT    

Orientation / Arrangement - Description    

4.TITLES OR NAMES    

Titles or Names - Text  Title  Title 題名.Main 主要題名 

Title 題名.Subtitle 副題名 

Title 題名.Alternative 其他題名 

Titles or Names - Type    

Titles or Names - Preference    

Titles or Names - Language    

Titles or Names - Date    

Titles or Names - Date - Earliest Date    

Titles or Names - Date - Latest Date    

Titles or Names - Citation    

5.STATE     

State - Description    

State - Identification    

State - Known States    

State - Citation    

6.EDITION     

Edtion - Description    

Edtion - Number or Name    

Edtion - Impression Number    

Edtion - Size    

Edition - Citation    

7.MEASUREMENTS    

Measurements -  Dimensions Description Format.Extent  Format 資料格式.Extent 檔案大小

或數量單位.Dimension 尺寸 

Measurements -  Dimensions Type     

Measurements -  Dimensions Value    

Measurements -  Dimensions Unit    

Measurements -  Dimensions Extent   Format 資料格式.Extent 檔案大小

或數量單位 

Measurements - Scale Type  Format.Extent   

Measurements - Dimensions Qualifier    

Measurements - Dimensions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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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WA DC MICI-DC 

Measurements - Dimensions Date - Earliest 

Date 

   

Measurements - Dimensions Date - Latest 

Date  

   

Measurements - Shape    

Measurements - Format/Size    Format 資料格式.Extent 檔案大小

或數量單位 

8.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core)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 Description 

(core)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 Extent   Format 資料格式.Extent 檔案大小

或數量單位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 Technique Name   Subject 主題和關鍵詞.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 Technique 

Implement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 Material Role   Description 簡述..Material 材質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 Material Name Format.Medium Description 簡述..Material 材質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 Material Color   Description 簡述..Material 材質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 Watermarks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 Citations    

9.FACTURE     

Facture - Description     

10.PHYSICAL DESCRIPTION   

Physical Description - Physical Appearance Format.Medium 

Language  

Description 簡述.Physical 

Description 稽核項 

Language 語文. ItemLanguage 作

品語文 

11.INSCRIPTIONS / MARKS    

Inscriptions / Marks - Transcription or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簡述. SealType 印記種

類 

Description 簡述.Inscription 銘刻 

Inscriptions / Marks - Type   Description 簡述. Inscription 銘刻 

Inscriptions / Marks - Author    

Inscriptions / Marks - Location   Description 簡述. Inscription 銘刻 

Inscriptions / Marks - Typeface/ Letterform   Description 簡述. Inscription 銘刻 

Inscriptions / Marks - Date    

Inscriptions / Marks - Date - Earliest Date    

Inscriptions / Marks - Date - Latest Date    

12.CONDITION / EXAMINATION 

HISTORY  

   

Condition/ Examination History -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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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WA DC MICI-DC 

13.CONSERVATION /TREATMENT 

HISTORY 

   

Conservation / Treatment History -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簡述.  

14.CREATION (core)    

Creation - Creator Description (core) Creator Creator 創作者. PersonalName 姓

名 

Creator 創作者.CorporateBody 團

體/族群 

Creation - Creator Description - Extent    

Creation - Creator Description - Attribution 

Qualifier 

   

Creation - Creator Description - Identity    

Creation - Creator Description - Role (core)   Creator 創作者.Role 角色 

Creation - Creation Date (core) Date.Created Date 日期時間. DateofProduction 

製作時間 

Creation - Date - Earliest Date (core)    

Creation - Date - Latest Date (core)    

Creation - Date - Date Qualifier    

Creation - Place/ Original Location  Coverage.Spatial Coverage 時空涵蓋範圍.Spatial 空

間類別 

Creation - Culture    

Creation - Commissioner Contributor Contributor 其他貢獻者. 

PersonalName 姓名 

Contributor 其他貢獻者.

者.CorporateBody 團體/族群 

Publisher 出版者 

Creation - Commissioner - Commissioner 

Role 

  Contributor 其他貢獻者. Role 角色 

Creation - Commissioner - Commission Date    

Creation - Commissioner - Commission Date 

- Earliest Date  

   

Creation - Commissioner - Commission Date 

- Latest Date  

   

15.OWNERSHIP /COLLECTING 

HISTORY  

   

Ownership/Collecting - History - Description Source Description 簡述. Acquisition 入藏 

Source 來源 

Ownership/Collecting - History - Transfer 

Mode 

  Description 簡述. Acquisition 入藏 

Ownership/Collecting - History - Cost or 

Value 

   

Ownership/Collecting - History - Source Source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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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WA DC MICI-DC 

Owner/Agent 

Ownership/Collecting - History - 

Owner/Agent - Role 

   

Ownership/Collecting - History - Place    

Ownership/Collecting - History - Date    

Ownership/Collecting - History - Date - 

Earliest Date 

   

Ownership/Collecting - History - Date - 

Latest Date 

   

Ownership/Collecting - History - Owner's 

Numbers 

   

Ownership/Collecting - History - Owner's 

Numbers - Number Type 

   

Ownership/Collecting - History - Credit Line    

16.COPYRIGHT  / RESTRICTIONS     

Copyright / Restrictions - Statement Rights Rights 權限範圍 

Copyright / Restrictions - Holdername  Rights 權限範圍.Owner Name 收藏

者(單位)-名稱 

Copyright/Restrictions - Place  Rights 權限範圍. OwnerCountry 收

藏者(單位)-國家 

17.STYLES / PERIODS / GROUPS / 

MOVEMENTS 

   

Styles/Periods/ Groups/ Movements - 

Description 

Coverage.Temporal Coverage 時空涵蓋範圍. Temporal

時間類別 

Styles/Periods/ Groups/ Movements - 

Indexing Terms 

Subject  Subject 主題和關鍵詞 

Styles/Periods/ Groups/ Movements - 

Indexing Terms - Qualifier 

   

18.SUBJECT MATTER (core)     

Subject Matter - Display Description.Abstract Description 簡述.Abstract 摘要 

Subject Matter -Indexing Terms (core) Subject or 

Coverage.Spatial  or 

Coverage.Temporal 

Subject 主題和關鍵詞 

Subject Matter -Indexing Terms - Type    

Subject Matter - Indexing Terms - Extent    

19.CONTEXT    

Context - Events    

Context - Events - Event Identification    

Context - Events - Date    

Context - Events - Date - Earliest Date    

Context - Events - Date - Latest Date    

Context - Events -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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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WA DC MICI-DC 

Context - Events - Agent    

Context - Events - Agent- Role    

Context - Architectural Context    

Context - Architectural Context - 

Building/Site 

Subject or Coverage.Spatial  

Context - Architectural Context - 

Part/Placement 

   

Context - Architectural Context - Date    

Context - Architectural Context - Earliest 

Date 

   

Context - Architectural Context - Latest Date    

Context - Archaeological Context - Discovery 

/ Excavation Place 

Subject or Coverage.Spatial  

Context - Archaeological Context - 

Excavation Site Sector 

   

Context - Archaeological Context - 

Excavator 

   

Context - Archaeological Context – 

Discovery/Excavation Date 

   

Context - Archaeological Context - Date - 

Earliest Date 

   

Context - Archaeological Context - Date - 

Latest Date 

   

Context - Historical Location    

Context - Historical Location - Date    

Context - Historical Location - Date - 

Earliest Date 

   

Context - Historical Location - Date - Latest 

Date 

   

20.EXHIBITION / LOAN HISTORY    

Exhibition / Loan History -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簡述 

Exhibition / Loan History - Exhibition Title 

or Name 

  

Exhibition / Loan History - Type   

Exhibition / Loan History - Curator   

Exhibition / Loan History - Organizer   

Exhibition / Loan History - Sponsor   

Exhibition / Loan History - Venue   

Exhibition / Loan History - Object Number   

Exhibition / Loan History - Remarks   

21.RELATED WORKS    

Related Works - Related Object/Work Relation Relation 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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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WA DC MICI-DC 

Label/Identification 

Related Works – Relationship Type Relation  Relation 關連 

Related Works - Relationship Number     

Related Works - Relationship Date     

Related Works - Relationship Date - Earliest 

Date 

    

Related Works - Latest Date     

Related Works - Broader Context     

Related Works - Broader Context Date      

Related Works - Broader Context Date - 

Earliest Date 

    

Related Works - Broader Context Date - 

Latest Date 

    

22.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Relation 關連. Reference 相關參照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Catalog Level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Type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Title/Name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Title/Name - Title Type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Measurements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Measurements - Dimension Type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Measurements - Value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Measurements - Unit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Format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Date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Date - 

Earliest Date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Date - 

Latest Date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Color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View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View 

- View Type 

Title.Alternative  

Description. TableOfContents  

Description.Abstract 

 

Related Visual Documenation - Image View -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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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WA DC MICI-DC 

View Subject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View 

- View Subject - Indexing Terms 

Subject Subject 主題和關鍵詞 

Related Visual Documenation - Image View - 

View Date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View 

- View Date - Earliest Date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View 

- View Date - Latest Date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Maker/Agent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Maker/Agent - Maker/ Agent Role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Maker/Agent - Extent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Label/Identification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Repository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Repository - Repository Numbers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Repository - Repository Numbers - Number 

Type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Copyright/Restrictions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Copyright/Restrictions - Image Copyright 

Holder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Copyright/Restrictions - Image Copyright 

Holder - Holder's Numbers 

Resource Identifer or Source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Copyright/Restrictions - Image Copyright 

Holder - Holder's Numbers - Number Type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Copyright/Restrictions - Image Copyright 

Date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Copyright/Restrictions - Image Copyright 

Date - Earliest Date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Copyright/Restrictions - Image 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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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WA DC MICI-DC 

Date - Latest Date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Source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Source - Numbers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Source - Numbers - Number Type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Related 

Object/Work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Related 

Object/Work - Work Relationship Type 

Relation.IsFormatOf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Related 

Image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Related 

Image - Image Relationship Type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Related 

Image - Image Relationship Number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Related 

Image - Image Relationship Date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Related 

Image - Image Relationship Date - Earliest 

Date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Related 

Image - Image Relationship Date - Latest 

Date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Broader Context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Citations    

23.RELATED TEXTUAL REFERENCES     

Related Textual References - Citations Relation.IsReferencedBy Relation 關連. Reference 相關參照 

Related Textual References - Citations - Page    

Related Textual References - Work Cited or 

Illustrated 

  Relation 關連. Citation 引用出處 

Related Textual References - Citations - 

Object/Work Number 

   

Related Textual References - Citations - 

Object/Work Number - Number Type 

   

24.CRITICAL RESPONSES    

Critical Responses - Comment  Relation.Is ReferencedBy Relation 關連 

25.CATALOGING HISTORY    

Cataloging History- Cataloging Institution   

Cataloging History- Cataloger Name   

Cataloging History-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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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WA DC MICI-DC 

Cataloging History- Area of Record 

Affected 

  

Cataloging History- Date  Date 日期時間. CatalogingDate 編目

日期 

Date 日期時間. Modified 最後修改

日期 

Cataloging History - Remarks Relation.IsReferencedBy  

  Language 語文.CatalogingLanguage

編目語文 

26.CURRENT LOCATION (core)     

Current Location -Repository Name / 

Geographic Location (core) 

Coverage  

Current Location -Repository Numbers 

(core) 

Resource Identifier Identifier 識別資料 

Current Location - Repository Numbers- 

Number Type 

   

Current Location - Credit Line    

Current Location -Object/Work 

Label/Identification 

   

27.DESCRIPTIVE NOTE    

Descriptive Note - Text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簡述.Notes 附註項 

Descriptive Note - Citation    

資料來源：綜合整理至 Patricia Harpring, Mary S. Woodley, Anne J. Gilliland, and Murtha 

Baca. “Metadata Standards Crosswalks” http://www.getty.edu/research/conducting_research/sta

ndards/intrometadata/metadata_element_sets.html (accessed November 4. 2007)；故宮書畫數

位典藏子計畫，「故宮書畫欄位與.VRA3.1、CDWA、DC、MICI 的比對」，http://www.sinica.

edu.tw/~metadata/project/filebox/NPMshu/analysis_files/NPM_elements_mapping-VRA010424.p

df (檢索於 2007 年 11 月 4 日)；吳明德等，數位博物館專案計畫技術彙編(台北：國科會企

劃處，1999)：45-50。 

3.1.3 規劃規劃規劃規劃、、、、擬製棒球文物詮釋資料格式擬製棒球文物詮釋資料格式擬製棒球文物詮釋資料格式擬製棒球文物詮釋資料格式 

本計畫依據棒球文物需求的欄位增刪 MICI-DC(表 3- )所列之欄位，以擬

出合適之棒球文物詮釋資料格式。 

表 3- 3 MICI-DC 欄位 

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修飾詞修飾詞修飾詞修飾詞(Qualifier) 

Item 項目 
AggregationLevel 藏品層次 

Collection 系列 

Original 原件 
OriginalLevel 原件與否 

Surrogate 代理物件 

Type 資源類型 

  

GenerationLevel 文化/自然 Cultural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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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修飾詞修飾詞修飾詞修飾詞(Qualifier) 

Natural 自然 

LocalLevel 地方藏品類型 

Media 媒體類型 Format 資料格

式 Extent 檔案大小/品質 

Main 主要題名 

Subtitle 副題名 

Title 題名 

AlternativeTitle 其他題名（如翻譯題名、土語名） 

Acquisition 入藏(方式、來源、價格) 

Pagination 頁數 

Illustration 插圖 

Color 色澤 

Dimension 度量資料(包括高廣尺寸、重量等) 

Attachment 附件 

WholeObject 全器形別/形式 

PartOfObject 局部形式 

PhysicalDescription 稽核項 

Scale 比例尺 

Abstract 內容摘要 

Place 採集或遺址位置 

Name 採集或遺址名稱 

DateofCollection 採集或發掘日期 

FieldNumber 採集田野編號 

MethodofCollection 採集或發掘方式 

Characteristics 遺址性質 

Coordinates 遺址座標 

CoordinatesofObject 遺址內物件座標 

Phonomena 伴隨出土現象 

AccompanyingObject 伴隨出土物 

CuturalLayer 文化層位 

GeologicalPeriod 地質學時期 

Age 年代測定 

CollectionOrSiteInfo 採集或遺址

資訊 

EnviromentalDetais 環境生態細節 

Situation 使用場合 

Function 功能 

Material 材質 

Technique 技術 

Seal 章及鈐印 

OfficialSeal 官印 

HandPrint,FotPrint 掌印/指印/足印 

Sign 落款 

CollectionSeal 收傳印記 

SealType 印記種類 

PostsriptAndSeal 題跋人及印記 

Inscription 銘刻 

Description 簡

述 

 

 

 

 

 

 

 

 

 

 

 

 

 

 

 

 

 

 

 

 

 

 

 

 

 

Description 簡

述 

Note 附註項 

Keywords 關鍵詞彙（非控制詞彙） Subject 主題和

關鍵詞  ControlVocabulary 控制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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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修飾詞修飾詞修飾詞修飾詞(Qualifier) 

PersonalName 姓名 

CorporateBody 團體/族群 

PersonalName 姓名 

CorporateBody 團體/族群 

Creator 創作者 

  

  Role 角色 

PersonalName 姓名 

CorporateBody 團體/族群 

Contributor 其

他貢獻者 

Role 角色 

Publisher 出版者 

CatalogingDate 編目日期 

DateofProduction 製作時間 

DateofPublication 出版時間 

DateofAccession 入藏時間 

DateofAcquisition 取得時間 

Date 日期時間 

DateofRecordModified 最後修改日期 

RecordNumber 紀錄識別碼 

CallNumber 排架號 

AccessionNumber 登錄號 

Identifier 識別

資料  

URI 一致性資源識別號 

Source 來源 

Reference 相關參照 

Analysis-Title 內容分析-題名 

Analysis-Creator 內容分析-主要作者 

Analysis-Contributor 內容分析-次要作者 
HasPart 包含 

Analysis-PageNum 內容分析-起始頁碼 

Collection 藏品總集 

SeriesTitle 集叢名 IsPartOf 包含於 

SeriesNumber 集叢號 

Title 題名 

Creator 作者 

TitleOfBookOrJournal 書刊名 

AuthorOfBookOrJournal 書刊作者 

VolumeAndNumber 卷期編次 

Edition 版本 

PlaceOfPublishing 出版地 

Publisher 出版者 

YearOfPublishing 出版年 

PageNumber 頁碼 

ISBNorISSN ISBN/ISSN 

Dimension 高廣尺寸 

Provider 提供者 

Relation 關連 

 

 

 

 

 

 

 

 

 

 

 

 

Relation 關連 

Citation 引用出處 

SeriesTitle 集叢名 

CatalogingLanguage 編目語文 Language 語文 

  Item Language 作品語文 

Coverage 時空 Spatial 空間類別 PlaceOfUse 使用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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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修飾詞修飾詞修飾詞修飾詞(Qualifier) 

ScopeOfCoverage 涵蓋範圍等級(地圖) 

PlaceOfEvent 事件地名 

PeriodOfUse 使用時期 
Temporal 時間類別 

DateOfEvent 事件時間 

涵蓋範圍  

Latlong 經緯度 

OwnerName 收藏者(單位)-名稱 Rights 權限範

圍 OwnerCountry 收藏者(單位)-國家 

資料來源：吳明德等，數位博物館專案計畫技術彙編(台北：國科會企劃處，1999)：45-50。 

 

於比較分析後擬出初擬之詮釋資料格式，將其實際套用於棒球協會所提

供之棒球文物，以測試其適用性時，發現文物於物件描述上的問題。於是經

過實際著錄、測試，再與計畫研究團隊
35
進行討論、調整，使其更符合棒球文

物的著錄需求。以下說明實際操作上所面臨的問題與解決之道。 

由於棒球文物在我們的系統中是以數位化形式典藏的，而文物數位化之

後的影像應視為另一個物件，於是在著錄詮釋資料時便產生究竟是描述文物

原件，著重文物內容的著錄？還是需要同時描述數位物件，著錄數位照片的

相關資訊？對於此一問題，我們先召集研究小組成員組成焦點團體進行討

論，結果意見紛歧，有贊成兩者擇一著錄者，也有贊成兩者一併著錄者或兩

者分開著錄者；於是研究者觀察參與數位典藏之各計畫對於詮釋資料著錄的

內容(檢索後出現之詮釋資料)，發現大多數都著重於描述文物原件之資訊，

並無特別針對數位化物件進行相關資訊的描述。然而數位化物在數位典藏系

統中亦相當重要，於是我們最後決定採用的作法是以描述文物原件為主，數

位化物件的資訊仍予以合併著錄，但將其視為管理欄位，在未來檢索結果呈

現時視需要而決定是否呈現，以避免造成混淆。 

經過修改過後的欄位表如表 3- 所示，其中列出文物所需之欄位，並於欄

位說明中註明該欄位是否為管理欄位。 

 

表 3- 4 初擬之棒球文物詮釋資料欄位 

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子欄位子欄位子欄位子欄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Main 主要題名(必備) 作品之中文題名 Title 

題名 SubTitle 副題名 作品上刻的原文或其他並列文字 

PersonalName 姓名(原攝影、設計、

簽名者) (可重複) 

該作品產生之相關人員 Creator 創作者 

Role 角色(可重複) 記載該創作者的角色 

ControlVocabulary 分類(可重複) 作品的分類，如：獎盃 Subject 

主題和關鍵詞 Keyword 關鍵字(可重複) 作品的關鍵字 

Abstract 摘要 對於文物的描述 Description 

描述 PhysicalDescription 稽核項 記載文物實際大小 

                                                 
35

 研究團隊指的是「台灣棒球運動珍貴新聞檔案數位資料館之建置」的參與人員，包含助理與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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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 材質(可重複) 記載文物的材質 

State 保存狀態 記載文物的狀態 

Note 附註項  

Publisher 出版者 針對於出版品而著錄 

PersonalName 姓名(可重複) 記載數位物件拍攝者及資料整理者，

為管理欄位 

Contributor 

其他貢獻者 

Role 角色(可重複) 記載該貢獻者的角色(如攝影者) ，為

管理欄位 

CatalogingDate 編目日期(必備) 第一次編輯時間，為管理欄位(不顯示) 

DateofAcquisition 取得時間 拍攝時間管理欄位(不顯示)。 

Date 

日期時間 

DateofRecordModified 最後修改日期

(必備) 

管理欄位(不顯示)。 

Type 資源類型 記載文物的類型 

Media 媒體類型 數位物件的媒體類型，管理欄位。 Format 

資料格式 Extent 檔案大小 數位物件的大小(像素)，管理欄位。 

RecordNumber 紀錄識別碼 數位物件之編碼，管理欄位。 Identifier 

識別資料 AccessionNumber 登錄號 文物入庫之流水號 

Source 來源 註明來源，如:提供單位 

Language 語文 Item Language 作品語文 記載文物上刻文的語文 

Reference 相關參照 相關文物 

IsPartOf 包含於 作品為系列之一時 

Relation 

關連 

HasPart 包含 作品涵蓋的其他作品 

Spatial 空間類別 事件地點文物產生地點 Coverage 

時空涵蓋範圍 Temporal 時間類別 事件時間文物產生時間 

OwnerName 收藏者(單位)-名稱 收藏者 Rights 

權限範圍 OwnerCountry 收藏者(單位)-國家 收藏者的國別 

3.1.4 著錄詮釋資料著錄詮釋資料著錄詮釋資料著錄詮釋資料 

製訂完詮釋資料格式後，尚需進行資料收集。在文物數位化典藏的過程

中常遇到的問題為文物老舊無從得知相關資料，再者，棒球文物並無系統化

的典藏紀錄，多數只能由文物上記載的文字判斷其產生之年代與賽事。而其

餘相關資料均無從得之，故為求詳細記載文物的相關資料，須透過資料收集

的步驟，最後則進行文物影像編碼之動作。 

本計畫欲將文物以數位形式收錄至資料庫中，每個物件需有唯一識別碼

便以管理，因此我們因應其特性，規劃了一套既簡單又合適的編碼原則，如

圖 3- 1 所示。第一碼代表文物類型，以英文字母大寫表示：A 為獎盃、B 為

獎牌、C 為紀念盃&紀念牌....等(見表 3- )；接著以四碼代表年份，採西元紀年，

0000 則表示該物品年代不明；在年份後則以減號〝-〞作區隔及預留欄位。再

編以三碼的序號，用以區別同年度的不同文物，若未來每年度藏品超越第 1000

件時，便可將〝-〞替換成數字持續編號；較特殊的是絕版雜誌（如中華棒球

雜誌），因曾發行過新舊兩種版本，每種版本都不超過一百期，故以其序號第

一碼區別新(1)與舊(0)兩種版本，後兩碼則為期數；接著序號後面以一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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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物件的解析度(影像大小)，分別為：L(高解析)、M(中解析)、S(低解析)、

N(網路版)；最後，考量到某些文物因前、後、左、右皆有特色，會拍攝不同

角度的照片，故在解析度代碼後面再加上拍攝面向代碼，分別以 F(前)、B(後)、

L(左)、R(右)區別。如圖 3- 1 所示。 

 

 

圖 3- 1 棒球文物數位化物件編碼原則 

資料來源：林信成、李婉羽，「台灣棒球文物數位典藏與 Metadata 比較分析」，於 TANet 2006

研討會論文集，花蓮教育大學編，(花蓮市：花蓮教育大學，2006)。光碟檔 G00010.pdf 

 

表 3- 5 棒球文物分類表 

類別代號 類別名稱 類別代號 類別名稱 

A 獎盃 I 獎狀 

B 獎牌 J 球具 

C 紀念盃紀念牌 K 新聞剪報 

D 獎章&臂章 L 書籍 

E 比賽錦旗 P 聯合報照片 

F 錦旗(單純為錦旗) T 聯合報文字 

G 雜誌 Z 其他(難以歸類者) 

H 照片   

 

如圖 3- 2 所示為兩件棒球比賽之獎盃，一件為 1984 的獎盃(左)，其正反

面為不同語言的標示(正面為中文，背面為英文)，故於進行數位化過程中，

將反兩面的影像皆記錄下來。而範例中的圖片為網路使用之版本，故正面的

影像編碼為「A1984-004NF」，反面則為「A1984-004NB」。而另一件為 1989

的獎盃，範例中展示的為小圖，故其影像編碼為「A1989-001S」。該獎盃也

就是下段著錄詮釋資料範例「1989 年第十五屆亞洲棒球錦標賽冠軍獎盃」。

在規劃出適合棒球文物之詮釋資料及影像編碼後，便可進行設計網站所需之

資料庫。 

 

  

圖像解析度  (L,M,S,N)   

類別代號   

物件年度     

物件年度序號  (001 - 999)   

拍攝面向代碼   

X xxxx - xx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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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A1984-004NF       反面:A1984-004NB              A1989-001S 

圖 3- 2 文物影像編碼範例 

3.2 詮釋資料轉換對應詮釋資料轉換對應詮釋資料轉換對應詮釋資料轉換對應 

考量日後資料可能透過交換傳遞至其他種類之詮釋資料，故將本研究所擬

出的詮釋資料格式與其他種類的詮釋資料格式作欄位對應，以利來日需要匯入

至其他詮釋資料格式的資料庫中。 

由於本研究的成果須匯入至數位典藏聯合目錄36中，過程中必須轉換成聯

合目錄所採用的 DAC(Digital Archive Catalog)格式，而 DAC 也採用 DC 的十五

項欄位。此外，由於許多數位典藏器物類的計畫多採用 CDWA，故本研究將列

出 CDWA 與 DAC 的欄位對照表，以便日後轉換格式。 

而聯合目錄採用的 DAC 格式由 DC 欄位而來，主要為 DC 十五個欄位，

DAC 對於各欄位有其說明如表 3- 所示。 

 

表 3- 6 聯合目錄採用欄位 

欄位 說明 

標題(Title) 給予資源的名稱 

著作者(Creator) 編輯資源內容的主要負責人 

主題/關鍵字(Subject & 

Keywords) 

資源內容的標題 

描述(Description) 資源內容的解釋 

出版者(Publisher) 使資源能廣泛的使用者 

貢獻者(Contributor) 對於資源內容形成貢獻者 

日期(Date)  資源週期的事件日期 

資料類型(Resource Type)  資源內容的性質或類型 

                                                 
36「數位典藏聯合目錄」http://catalog.ndap.org.tw/dacs5/System/Ma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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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Format)  關於資源的實際或是數位的形式 

資料識別(Resource Identifier)  可以明確的指示出該資源 

來源(Source)  敘述目前資源的參考來源 

語言(Language)  資源所使用的語言 

關連(Relation)  說明相關的資源 

範圍(Coverage)  資源內容的廣度或範圍 

管理權(Rights Management)  描述資源權利相關的資訊 

資料來源：數位典藏聯合目錄，「聯合目錄簡介」，http://catalog.ndap.org.tw/dacs5/System/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jsp (檢索於 2007 年 10 月 02 日) 

表 3- 7 詮釋資料格式間欄位對應表 

棒球文物 DAC CDWA 

主要題名 標題 (Title) � Titles or Names-Text 
題名 

副題名 不轉出 � Inscriptions/Marks-Transcription or Description 

姓名 � Creation-Creator Description 
創作者 

角色 
著作者 (Creator) 

� Creation-Creator Description-Role 

分類 
主題/關鍵字(Subject & 

Keywords) 
� Classification-Term  主題和關

鍵詞 
關鍵字 不轉出 � Subject Matter-Indexing Terms 

摘要 描述 (Description) � Subject Matter-Display 

稽核項 描述 (Description) � Measurements- Dimensions Description 

材質 描述 (Description) �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Material Name 

保存狀態 不轉出 � Condition/Examination History 

描述 

附註項 不轉出 � Descriptive Note – Text 

出版者 出版者 (Publisher) � Creation – Commissioner 

姓名 
�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Maker/Agent 其他貢獻

者 
角色 

貢獻者 (Contributor) 
�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Maker/Agent 

編目日期 不轉出 � Cataloging History- Date 

取得時間 不轉出 � Ownership/Collecting - History – Date 
日期時間 

最後修改 

日期 
不轉出 � Cataloging History- Date 

資源類型 資料類型 (Resource Type) � Object/Work – Type 

媒體類型 不轉出 �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Format 

資料格式 
檔案大小 不轉出 

� Related Visual Documentation - Image 

Measurements 

紀錄識別碼 
資料識別(Resource 

Identifier) 
� Current Location -Repository Numbers 

識別資料 

登錄號 不轉出  

來源 不轉出 � Ownership/Collecting -History- Owner/Agent 

語文 作品語文 語言 (Language) � Physical Description-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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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作品 關連 (Relation) � Related Works 

包含於 
關連 (Relation) � Related Works - Related Object/Work 

Label/Identification 關連 

包含 
關連 (Relation) � Related Works - Related Object/Work 

Label/Identification 

空間類別 範圍 (Coverage) � Context-Events- Place 時空涵蓋

範圍 時間類別 日期 (Date) � Context-Events- Date 

收藏者名稱 

� Copyright/Restrictions – Holdername 

� Current Location-Repository Name/Geographic 

Location 
權限範圍 

收藏者國家 

管理權 (Rights 

Management) 

� Copyright/Restrictions – Place 

 

其中需要特別說明的為“來源”，其欄位為表示資料之來源處，而提供之轉

換用資料格式 DAC 與 CDWA 為提供其他單位交換資訊用，故非為來源單位，

而為網站之 URL 作為其他單位之來源。下面列出轉換成 DAC 及 CDWA 後的範

例，採用同一個獎盃(1989 年第十五屆亞洲棒球錦標賽冠軍獎盃)做範例。 

 

表 3- 8 轉換至 DAC 範例 

欄位 範例 

標題(Title) 1989 年第十五屆亞洲棒球錦標賽 冠軍獎盃 

著作者(Creator)  

主題/關鍵字 

(Subject & 

Keywords) 

國際賽事、獎盃 

描述

(Description) 

� 摘要：於 9 月 16~23 日在韓國漢城蠶室棒球場舉行。 中

華與日本、韓國並列第一名。其他各隊名次如下：4.中國，

5.關島，6.菲律賓，7.印度。共有中華、日本、韓國、中

國、菲律賓、關島、印度等七國參加比賽。 

� 稽核項：20*20*24 獎盃直徑：20;直徑：17.5(長*寬*高) 

� 材質：底座:木頭; 獎盃:金屬 

出版者

(Publisher) 
 

貢獻者

(Contributor) 

� 文物攝影者：林信成 

� 協助拍攝者：李婉羽、官欣瑩、陳俊佑、陳瑩潔 

� 資料整理：李婉羽 

日期(Date)  1989-09-16～1989-09-23 

資料類型 

(Resource Type)  
棒球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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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Format)   

資料識別 

(Resource 

Identifier) 

A1989-001N 

來源(Source)  http://163.13.175.47/exhibit/show_coll_detail.php?autoid=26 

語言(Language)  英文 

關連(Relation)   

範圍(Coverage)  韓國漢城 

管理權 

(Rights 

Management)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表 3- 9 轉換至 CDWA 範例37
 

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作品(OBJECT/WOR

K) 
類型 (Type) 棒球文物 

分類(CLASSIFICA

TION) 
術語(term) 國際賽事、獎盃 

方位/配置(ORIEN

TATION/ARRANGE

MENT) 
描述 (Description)  

題名(TITLES or N

AMES) 
文本(Text) 

1989 年第十五屆亞洲棒球錦標賽 冠軍

獎盃 

階段(STATE) 描述(Description)  

版本(EDITION) 描述(Description)  

測量值(MEASURE

MENTS) 
尺寸描述(Dimensions Desc

ription) 

20*20*24(長*寬*高) 獎盃直徑：20;直

徑：17.5 

材質與技術(MAT

ERIALS and TECHI

NIQUES) 
描述 (Description) 底座:木頭; 獎盃:金屬 

製作手法(FACTU

RE) 
描述 (Description)  

形式外觀 (Phyiscal Appear

ance) 
 形式描述(PHYSIC

AL DESCRIPTION) 
備註(Remarks) 作品語言為英文 

題款/標記(INSCRI

PTIONS/MARKS) 
謄寫或描述 (Transcription

 or Description) 

Champion The 15th ASIAN AMATEUR 

BASEBALL CHAMPIONSHIP SERIES 

1989.9.23 

現況/鑑定歷史(C

ONDITION/EXAMI

NATION HISTORY) 
描述(Description) 良好 

                                                 
37

 此處為節錄轉至 CDWA 格式時採用的欄位，完整之 CDWA 的實例著錄，請詳見附錄。 



 42

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保存/處理歷史(C

ONSERVATION/TR

EATMENT HISTOR

Y) 

描述(Description)  

創作者(Creator Description)  創作者(CREATIO

N)  創作時間(Creation Date)  

所有者 (Owner/Agent)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所有權/收藏歷史
(OWNERSHIP/COL

LECTING HISTOR

Y) 
時間(Date) 2006-06-22 

擁有者姓名(Holder Name)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版權/限制(COPYR

IGHT/RESTRICTIO

NS) 地點(Place) 中華民國 

風格/時期/團體/

運動(STYLES/PERI

ODS/GROUPS/MOV

EMENTS) 

描述(Description) 

於 9 月 16~23 日在韓國漢城蠶室棒球場

舉行。 中華與日本、韓國並列第一名。

其他各隊名次如下：4.中國，5.關島，6.

菲律賓，7.印度。共有中華、日本、韓

國、中國、菲律賓、關島、印度等七國

參加比賽。 

展示(Display)  

標引詞彙(Indexing Terms) 冠軍、成棒、亞洲棒球錦標賽 題材(SUBJECT M

ATTER) 詮釋歷史(Interpretive Histo

ry) 
 

事件(Events)  

地點(Place) 韓國漢城 脈絡(CONTEXT) 
 

時間(Date) 1989-09-16～1989-09-23 

展覽/借展史(EXH

IBITION/LOAN HIS

TORY) 
描述(Description)  

相關作品(RELATE

D WORKS) 
相關作品(Related Object/W

ork Label/Identification) 
 

影像測量值(Image Measur

ements) 
300x400 px 

影像格式 (Image Format) Jpg 

影像作者(Image Maker/Age

nt) 
林信成 

 
作者角色(Maker/Agent 

Role) 
文物攝影者 

影像作者(Image Maker/Age

nt) 
李婉羽、官欣瑩、陳俊佑、陳瑩潔 

 
作者角色(Maker/Agent 

Role) 
協助拍攝者 

影像作者(Image Maker/Age

nt) 
李婉羽 

相關視覺文獻(RE

LATED VISUAL D

OCUMENTATION) 

 
作者角色(Maker/Agent 

Role) 
資料整理 



 43

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相關文本參考資

料(RELATED TEX

TUAL REFERENCE

S) 

引文(Citations)  

批評性回應(CRITI

CAL RESPONSES) 
評論(Comment)  

Earliest Date 2006-12-01 編目史(CATALOG

ING HISTORY) 

時間 
(Date) Latest Date 2007-08-20 

典藏單位/地理位置 (Re

pository Name/Geograph

ic Location)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現藏地點(CURRE

NT LOCATION) 
典藏編號 (Repository Num

bers) 
A1989-001N 

描述註(DESCRIPTI

VE NOTE) 
文本(Text)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文物館網站規劃與資料庫文物館網站規劃與資料庫文物館網站規劃與資料庫文物館網站規劃與資料庫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當棒球文物影像及資料收集完成、棒球文物詮釋資料格式設計結束後，為

了展現出這些成果，便需要將這些資料發佈上網。然而發佈上網並非一蹴可幾，

需要透過規劃、分析、設計及實作等步驟才能完成。 

初期在尚未建置數位文物館網站前，先以「台灣棒球維基館」38作為棒球

文物暫時的展示及管理平台，並且與站中相關資訊做連結，如賽事頁面及球隊

頁面，增加其曝光率且作更有效的利用。 

在經過台灣棒球維基館的展示管理過程後，發現所採用的 MediaWiki 平台

無法滿足文物館所需的所有功能，故建置一個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的專屬系統

是必須的。研究者便進行網站規劃分析、資料庫設計建置、網頁介面設計等步

驟，實作部分之網頁美工設計則為委外開發，編寫程式部分採合力撰寫39。 

4.1 網站架構網站架構網站架構網站架構架構架構架構架構 

本計畫將整體網站架構規劃成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建置網站基礎架構及檢索功能、建立棒球文物資料庫與文物建

檔、詮釋資料格式之轉換。欲將與各單位徵集而來之棒球文物資

                                                 
38「台灣棒球維基館」http://twbsball.dils.tku.edu.tw/ 為「台灣棒球運動珍貴新聞檔案數位資料館

之建置」數位典藏計畫所建置之棒球知識匯集平台。 
39

 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網站中詮釋資料與資料庫由研究者所設計，而網頁設計委託柯佩吟協

助，程式撰寫委託柯凱傑協助撰寫，程式之維護及修改由研究者負責。 



 44

料建檔並提供線上觀賞，故須先進行網站基礎建設，架設網站並

進行資料庫的開發設計、網站版面設計及程式撰寫，最後為達成

與交換資訊的目的，進行詮釋資料格式的轉換。本階段為網站最

初之基礎建設，目的為提供民眾查詢及觀賞棒球文物為主。而典

藏之文物多以球界合作單位之棒球文物影像。 

第二階段：持續增加文物典藏數量並進行加值利用，如 RSS 訂閱服務、線

上特展及數位典藏過程展示等。在基礎建設完成及藏品數量逐漸

豐富，便可利用網站的資源進行加值利用及服務功能的增加。線

上特展可將一年中的賽事時間歸納整理，並找出網站內相關之棒

球文物，配合賽事舉辦的時間推出該賽事特展；或是觀察網站中

特定人士或球隊之相關文物數量達到一定程度後，也可將其整

理、規劃特展。RSS 訂閱服務則可搭配特展，不定時發送特展及

相關文物之資訊，或是進行每日或每週一文物之介紹資訊。此階

段為利用網站中內容進行其他加值服務，增加多元的服務，藉以

引起民眾的注目。 

第三階段：則是建立會員管理模組、藏品審查功能及進行推廣及展覽轉介服

務。為增加網站藏品數量，開放一般大眾註冊會員，上傳其收藏

之棒球文物，並引導民眾如何填寫文物之詮釋資料。而審查機制

為上傳之文物影像須經由審查後才提供正式上線展示。審查機制

中，除審查文物來源、版權及內容外，將包含協助民眾標示浮水

印、轉檔等作業。而展覽轉介服務，如若有單位欲舉辦展覽，於

網站上發現適合之文物，但其擁有者為個人，便可透過此轉介服

務，由網站管理者與文物擁有者代為聯繫。並可於網站中刊登棒

球相關展覽之消息。本階段為充實網站藏品、文物類型及提供民

眾參覽機會及消息。 

 

因受時程限制，本研究中將進行第一階段之網站架構規劃、資料庫設計、

系統模組規劃、網頁介面設計之部分。 

於網站規劃第一階段中，欲進行網站基礎之架構，故考量到現況與所需

頁面、資料量及功能性，暫且訂定首頁下的子頁為：網站簡介、棒球簡史、

檢索、瀏覽、相關網站、版權聲明等(如圖 4- )。其中除棒球簡史外，皆為網

站基本所需頁面。而棒球簡史的規劃為此網站收藏了許多具有歷史性的文

物，為了讓現代球迷多了解過去的歷史，故規劃一個棒球簡史頁面，簡略介

紹棒球歷史並於其中穿插圖片，讓使用者能快速的了解近一百年來台灣棒球

的演變，盡覽當時所留下之棒球文物。 

而檢索則提供限定欄位的檢索及全文檢索；瀏覽方面則按年代、賽事、

與文物類型分類，提供使用者直接點選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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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 棒球數位文物館網站架構圖 

4.2 網站功能需求網站功能需求網站功能需求網站功能需求 

依據上述之網站架構第一階段之規劃，並分析出系統所需功能，大致可

分為文物影像匯入、文物影像管理、文物詮釋資料著錄、文物分類及關鍵字

設定、文物查詢及瀏覽。使用人員大致有系統管理者、文物拍攝者、資料整

理者、使用者。如圖 4- 所示。 

 

 

圖 4- 2 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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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資料庫資料庫資料庫資料庫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文物館為提供線上檢索及展示的網站，資料量可能不斷的增加，以資料庫

做為後端管理為較適合的方式，因此將先前所設計的詮釋資料格式分析設計成

資料庫中的各個資料表及欄位。其中實體關聯圖如下圖所示，詳細描述見下述

說明： 

 

 
圖 4- 3 棒球文物之實體關聯表(ERD) 

 

4.3.1    藏品與單位關係藏品與單位關係藏品與單位關係藏品與單位關係 

藏品與單位的關係中，一個單位可能擁有、提供或出版多個藏品。而一

個藏品僅有一個擁有者、提供者及出版者。於資料庫關聯實作中可將藏品及

單位分別建置資料表。藏品資料表為 collection(autoid, filename, 

origin_filename, title, subtitle, content, year, source, state, cat_date, pic_date, 

last_date, type, note, publisher, work_size, work_lang, race_location, race_Stime, 

race_Etime, owner)。其中僅 origin_filename 與 year 為管理使用的內部欄位，

資料展示及轉出詮釋資料時皆不使用。而 autoid 為登錄號也為此資料表之主

索引鍵，source、publisher、owner 均為外來鍵。而詮釋資料中的媒體形式及

影像大小均由程式產出即可，毋需於資料庫中重複紀錄。 

而單位資料表為 organization(oid, name)。目前主要記載與本研究合作之

單位及藏品之相關單位(如：出版單位)。 

 

表 4- 1 藏品資料表(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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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資料型

態 

長

度 
SQL 語法 說明 備註 

autoid 長整數 11 int(11) 

文物登錄

號(入庫流水

號) 

為主索引鍵 

filename 

可 變 長

度字元資

料 

20 varchar(20) 

為文物影

像編碼，並

為 影 像 檔

名 

 

origin_filename 

可 變 長

度字元資

料 

20 varchar(20) 

數位影像

未 進 行 編

碼 前 之 編

號 

僅 為 內 部 管

理用 

title 

可 變 長

度字元資

料 

255 varchar(255) 文物題名  

subtitle 

可 變 長

度字元資

料 

300 varchar(300) 

文物上的

刻 印 之 文

字 

 

content 長字串  longtext 
文物的相

關描述 
 

year 

可 變 長

度字元資

料 

4 varchar(4) 
文物的年

代 

為 程 式 所

需，僅為內部

使用 

source 

可 變 長

度字元資

料 

30 varchar(30) 
文物提供

來源 

為外來鍵，對

應 至

organization 資

料表 

state 

可 變 長

度字元資

料 

30 varchar(30) 
文物保存

狀況 
 

cat_date 日期 8 date 
第一次編

目日期 
 

pic_date 日期 8 date 

文物影像

拍 攝 時

間，即取得

時間 

 

last_date 日 期 時 14 datetime 最後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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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資料型

態 

長

度 
SQL 語法 說明 備註 

間 時間 

type 

可 變 長

度字元資

料 

50 varchar(50) 文物類型  

note 長文字  longtext 備註  

publisher 

可 變 長

度字元資

料 

50 varchar(50) 出版者 

為外來鍵，對

應 至

organization 資

料表 

work_size  

可 變 長

度字元資

料 

100 varchar(100) 
文物實體

大小 
 

work_lang  

列舉資

料包含中

文 

、英文、

其他語言 

 

enum('中文', 

'英文 ', '其他

語言') 

文物作品

語言 
 

race_location  

可 變 長

度字元資

料 

20 varchar(20) 賽事地點  

race_Stime  日期 8 date 
賽事起始

時間 
 

race_Etime  日期 8 date 
賽事結束

時間 
 

owner  

可 變 長

度字元資

料 

50 varchar(50) 擁有者 

為外來鍵，對

應 至

organization 資

料表 

 

表 4- 2 單位資料表(organization) 

欄位名稱 
資料型

態 

長

度 
SQL 語法 說明 備註 

oid 長整數 11 int(11) 流水號 為主索引鍵 

name 

可 變 長

度字元資

料 

50 

varchar(50) 單位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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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藏品與類目關係藏品與類目關係藏品與類目關係藏品與類目關係 

藏品與類目的關係中，一個類目可能包含多個藏品。而一個藏品可能被

歸於多個類目中。實作中在類目資料表中紀錄的為文物之類目名稱，如獎盃、

獎牌、國際賽事等。因藏品與類目的多對多關係，故需以表 4- 4 藏品與類目

關聯資料表來表示藏品與類目的關係。 

 

表 4- 3 類目資料表(category) 

欄位名稱 
資料型

態 

長

度 
SQL 語法 說明 備註 

catid 長整數 11 int(11) 流水號 為主索引鍵 

category 

可 變 長

度字元資

料 

50 

varchar(50) 類目  

 

表 4- 4 藏品與類目關聯資料表(coll_cat) 

欄位名稱 
資料型

態 

長

度 
SQL 語法 說明 備註 

id 長整數 11 int(11) 流水號 為主索引鍵 

autoid 長整數 11 int(11) 藏品代碼 

外來鍵，對應

至 collection 資

料表 

catid 長整數 11 int(11) 分類代碼 

外來鍵，對應

至 category 資

料表 

 

4.3.3    藏品與關鍵字關係藏品與關鍵字關係藏品與關鍵字關係藏品與關鍵字關係 

藏品與關鍵字的關係中，一個關鍵字可能為多個藏品同時擁有。而一個

藏品可能擁有多個關鍵字。實作中在關鍵字資料表中紀錄的為文物相關的關

鍵字，如冠軍、哈連盃、亞錦賽等。同樣地藏品與關鍵字的多對多關係，故

需以表 4- 6 藏品與關鍵字關聯資料表來表示其關係。 

 

表 4- 5 關鍵字資料表(keyword) 



 50

欄位名稱 
資料型

態 

長

度 
SQL 語法 說明 備註 

kwid 長整數 11 int(11) 流水號 為主索引鍵 

keyword 

可 變 長

度字元資

料 

50 

varchar(50) 關鍵字  

 

表 4- 6 藏品與關鍵字關聯資料表(coll_cat) 

欄位名稱 
資料型

態 

長

度 
SQL 語法 說明 備註 

ckid 長整數 11 int(11) 流水號 為主索引鍵 

autoid 長整數 11 int(11) 藏品代碼 
外來鍵，對應至

collection 資料表 

kwid 長整數 11 int(11) 
關鍵字代

碼 

外來鍵，對應至

keyword 資料表 

4.3.4    藏品與材質關係藏品與材質關係藏品與材質關係藏品與材質關係 

藏品與材質的關係中，一個藏品可能有多種材質，各個區域的材質可能

都不同。為了達到資料的一致性及內容的標準性，將區域及材質分別建立資

料表。材質資料表為記載藏品所用之材質，而一件藏品可能由多種材質組織

起來，故須記載其不同區域所用之材質，故需利用表 4- 9 藏品、材質與區域

關聯資料表來表示藏品各區域所採用之材質。 

 

表 4- 7 材質資料表(material) 

欄位名稱 
資料型

態 

長

度 
SQL 語法 說明 備註 

mid 長整數 11 int(11) 流水號 為主索引鍵 

material 

可 變 長

度字元資

料 

50 

varchar(50) 材質  

 

表 4- 8 區域資料表(area) 

欄位名稱 
資料型

態 

長

度 
SQL 語法 說明 備註 

Aid 長整數 11 int(11) 流水號 為主索引鍵 

Area 可 變 長 50 varchar(50) 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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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資料型

態 

長

度 
SQL 語法 說明 備註 

度字元資

料 

 

表 4- 9 藏品、材質與區域關聯資料表(col_m_a) 

欄位名稱 
資料型

態 

長

度 
SQL 語法 說明 備註 

cmid 長整數 11 int(11) 流水號 為主索引鍵 

autoid 長整數 11 int(11) 藏品代碼 
外來鍵，對應至

collection 資料表 

mid 長整數 11 int(11) 材質代碼 

外來鍵，對應

至 material 資

料表 

aid 長整數 11 int(11) 區域代碼 
外來鍵，對應

至 area 資料表 

 

 

 

 

4.3.5    藏品與人物關係藏品與人物關係藏品與人物關係藏品與人物關係 

藏品與人物的關係中，一個藏品可能有多個作者或其他貢獻者。而其作

者或貢獻者可能同時有多個角色，如資料整理者、影像拍攝者等。而一個人

可能對於多件藏品有創作或其他方面的貢獻。其中作者與貢獻者、角色均可

以建立其資料表。而人物資料表為紀錄藏品之相關作者，如創作者、其他貢

獻者，而同一個人可能擁有多種角色，各將人物與角色分別列出並用一關聯

表(表 4- 12)表示人與藏品的關係，而其間扮演的角色為何。 

 

表 4- 10 人物資料表(people) 

欄位名稱 
資料型

態 

長

度 
SQL 語法 說明 備註 

pid 長整數 11 int(11) 流水號 為主索引鍵 

name 

可 變 長

度字元資

料 

50 

varchar(50) 人物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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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1 角色資料表(role) 

欄位名稱 
資料型

態 

長

度 
SQL 語法 說明 備註 

rid 長整數 11 int(11) 流水號 為主索引鍵 

role 

可 變 長

度字元資

料 

50 

varchar(50) 角色  

 

表 4- 12 藏品、人物與角色關聯資料表(coll_p_r) 

欄位名稱 
資料型

態 

長

度 
SQL 語法 說明 備註 

cpid 長整數 11 int(11) 流水號 為主索引鍵 

autoid 長整數 11 int(11) 藏品代碼 

外來鍵，對應

至 collection 資

料表 

pid 長整數 11 int(11) 人物代碼 

外來鍵，對應

至 people 資料

表 

rid 長整數 11 int(11) 角色代碼 
外來鍵，對應

至 role 資料表 

 

 

4.3.6    藏品間之關係藏品間之關係藏品間之關係藏品間之關係 

最後藏品間的關係，一個藏品可能跟其他多個藏品有相關性，也可能都

沒有相關性。如 A 與 B 均為同一件賽事所產出之文物，故該兩件文物便有具

有相關性。於藏品相關資料表中為記載藏品與藏品之相關性。如 autoid 若記

載 A 藏品代碼，而 autoid2 則記載與 A 藏品相關之 B 藏品代碼。用以表現藏

品間的關連性。 

表 4- 13 藏品關聯資料表(coll_coll) 

欄位名稱 
資料型

態 

長

度 
SQL 語法 說明 備註 

cocoid 長整數 11 int(11) 流水號 為主索引鍵 

autoid 長整數 11 int(11) 藏品代碼 
外來鍵，對應至

collection 資料表 

autoid2 長整數 11 int(11) 相關之藏 外來鍵，對應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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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資料型

態 

長

度 
SQL 語法 說明 備註 

品代碼 collection 資料表 

 

在依據所畫出之實體關聯表進行設計各資料表所需之欄位並正規化後可得

到下圖之資料庫關聯圖。藉由此資料庫中資料表與欄位的設計後，便可進行後

續程式的撰寫與資料的利用。 

 

 
圖 4- 4 資料表關聯圖 

4.4 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建置成果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建置成果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建置成果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建置成果 

以下為系統建置之成果，大致可分為典藏品管理(後端)及使用者介面。 

4.4.1    典藏品管理典藏品管理典藏品管理典藏品管理 

典藏品管理部分為需管理權限之使用者，才能進行藏品之管理與上傳。

如圖 4- 所示，左側之圖為管理之主頁，其中為藏品上傳、藏品資料著錄、管

理藏品、以及關鍵字、分類、人物、角色等新增、修改、刪除之功能。右圖

則為上傳著錄文物詮釋資料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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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 後端管理及詮釋資料輸入介面 

資料來源：「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http://museum.dils.tku.edu.tw/ 
 

管理藏品功能則為設定文物之關鍵字與分類，圖 4- 及為管理藏品及設

定關鍵字之操作介面。 

  

圖 4- 6 典藏品分類與關鍵字管理與設定藏品關鍵字介面 

資料來源：「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http://museum.dils.tku.edu.tw/ 
 

4.1.2    使用者介面使用者介面使用者介面使用者介面 

於使用者可見之介面部分，下列依序為首頁、文物瀏覽、檢索、及檢索

後列出之清單。其中文物瀏覽使用者可依年代、賽事及文物類型來進行瀏覽。

其中採 SQL 檢索語法，自動由資料庫產出清單，省去增刪連結之例行工作，

使資料庫內資料與網頁呈現之資料一致。 

  
圖 4- 7 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首頁、文物瀏覽頁面 

資料來源：「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http://museum.dils.tku.edu.tw/ 
 

在檢索部分，檢索後結果清單除列出文物名稱外，亦列出賽事時間及收

藏單位，以供使用者判斷、選擇文物。除進行欄位之檢索，亦可使用右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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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文物全文檢索進行查詢文物。 
 

  

圖 4- 8 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文物查詢頁面、檢索後顯示之文物清單 

資料來源：「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http://museum.dils.tku.edu.tw/ 
 

棒球簡史則將棒球歷史大致分為六個時期，分別為日據、戰後、三級、

成棒、職棒、現代，將棒球歷史為簡略介紹給使用者觀賞。 
 

  

圖 4- 9 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棒球簡史 

資料來源：「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http://museum.di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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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0 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查詢結果 

資料來源：「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http://museum.dils.tku.edu.tw/ 

 

查詢結果將以顯示文物影像及詮釋資料中各欄位之資料，而文物影像考

量傳輸速率，呈現影像為較小之影像，進行點選後將顯示原影像大小。詮釋

資料欄位中的「影像格式」與「影像大小」為程式取得數據；分類與關鍵字

的呈現方式設計成超連結，可用類別或關鍵字再進行檢索該類之文物；也提

供將詮釋資料轉出成 DC、DAC 與 CDWA 格式之 XML。可見表 4- 14、表 4- 

15、表 4- 16。 

提供轉至 DC 格式的詮釋資料是為未來進行 OAI-PMH 及 RSS 等功能所

規劃。為 RDF 格式，而資源描述以 DC 作為詮釋資料之描述，以呈現文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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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轉至 DAC 格式的目的為將資料匯入數位典藏聯合目錄所用；轉至 CDWA

格式則為將來與其他採用 CDWA 之資料庫進行交換資訊之準備功能。 

 

表 4- 14 轉至 DC 格式之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DOCTYPE rdf:RDF (View Source for full doctype...)>  

- <rdf:RDF 

xmlns:rdf="http://www.w3.org/1999/02/22-rdf-syntax-ns#" 

xmlns:dc="http://purl.org/dc/elements/1.1/"> 

- <rdf:Description 

rdf:about="http://localhost/exhibit/dc.php?autoid=26"> 

  <dc:title>1989 年第十五屆亞洲棒球錦標賽年第十五屆亞洲棒球錦標賽年第十五屆亞洲棒球錦標賽年第十五屆亞洲棒球錦標賽 冠軍獎盃冠軍獎盃冠軍獎盃冠軍獎盃 : Champion The 15th 

ASIAN AMATEUR BASEBALL CHAMPIONSHIP SERIES 

1989.9.23</dc:title>  

  <dc:subject>國際賽事國際賽事國際賽事國際賽事</dc:subject>  

  <dc:subject>獎盃獎盃獎盃獎盃</dc:subject>  

  <dc:description>於於於於 9 月月月月 16~23 日在韓國漢城蠶室棒球場舉行日在韓國漢城蠶室棒球場舉行日在韓國漢城蠶室棒球場舉行日在韓國漢城蠶室棒球場舉行。。。。 中華與日本中華與日本中華與日本中華與日本、、、、

韓國並列第一名韓國並列第一名韓國並列第一名韓國並列第一名。。。。其他各隊名次如下其他各隊名次如下其他各隊名次如下其他各隊名次如下：：：：4.中國中國中國中國，，，，5.關島關島關島關島，，，，6.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7.印度印度印度印度。。。。共有中華共有中華共有中華共有中華、、、、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韓國韓國韓國韓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關島關島關島關島、、、、印度等七國參加比賽印度等七國參加比賽印度等七國參加比賽印度等七國參加比賽。。。。</dc:description>  

  <dc:publisher />  

  <dc:Contributor>文物攝影者文物攝影者文物攝影者文物攝影者:林信成林信成林信成林信成</dc:Contributor>  

  <dc:Contributor>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陳瑩潔陳瑩潔陳瑩潔陳瑩潔</dc:Contributor>  

  <dc:Contributor>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官欣瑩官欣瑩官欣瑩官欣瑩</dc:Contributor>  

  <dc:Contributor>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李婉羽李婉羽李婉羽李婉羽</dc:Contributor>  

  <dc:Contributor>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陳俊佑陳俊佑陳俊佑陳俊佑</dc:Contributor>  

  <dc:Contributor>資料整理資料整理資料整理資料整理:李婉羽李婉羽李婉羽李婉羽</dc:Contributor>  

  <dc:date>1989-09-16~1989-09-23</dc:date>  

  <dc:type>棒球文物棒球文物棒球文物棒球文物</dc:type>  

  <dc:format>jpg/xml</dc:format>  

  <dc:identifier>A1989-001N</dc:identifier>  

  <dc:source>http://163.13.175.47/exhibit/dc.php?autoid=26</d

c:source>  

  <dc:language>zh-tw</dc:language>  

  <dc:relation>http://163.13.175.47/</dc:relation>  

  <dc:coverage>Taiwan, ROC</dc:coverage>  

  <dc:rights />  

  </rdf:Description> 

  </rdf:R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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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5 轉至 DAC 格式之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DOCTYPE DACatalog (View Source for full doctype...)>  

- <DACatalog> 

- <AdminDesc> 

  <Project Creator="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研究所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研究所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研究所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研究所" GenDate="">台灣棒台灣棒台灣棒台灣棒

球數位文物館球數位文物館球數位文物館球數位文物館</Project>  

- <Catalog> 

  <Record />  

  <Record>內容主題內容主題內容主題內容主題:台灣棒球台灣棒球台灣棒球台灣棒球:棒球文物棒球文物棒球文物棒球文物</Record>  

  <Record>地理架構地理架構地理架構地理架構:台灣台灣台灣台灣</Record>  

  <Record>時間架構時間架構時間架構時間架構:1989-09-16~1989-09-23</Record>  

  </Catalog> 

  <DigiArchiveID>26</DigiArchiveID>  

  <Hyperlink>http://163.13.175.47/exhibit/dc.php?autoid=26

</Hyperlink>  

  </AdminDesc> 

- <MetaDesc> 

  <Title>1989 年第十五屆亞洲棒球錦標賽年第十五屆亞洲棒球錦標賽年第十五屆亞洲棒球錦標賽年第十五屆亞洲棒球錦標賽 冠軍獎盃冠軍獎盃冠軍獎盃冠軍獎盃 : Champion The 

15th ASIAN AMATEUR BASEBALL CHAMPIONSHIP SERIES 

1989.9.23</Title>  

  <subject>國際賽事國際賽事國際賽事國際賽事</subject>  

  <subject>獎盃獎盃獎盃獎盃</subject>  

  <Description>於於於於 9 月月月月 16~23 日在韓國漢城蠶室棒球場舉行日在韓國漢城蠶室棒球場舉行日在韓國漢城蠶室棒球場舉行日在韓國漢城蠶室棒球場舉行。。。。 中華與日本中華與日本中華與日本中華與日本、、、、

韓國並列第一名韓國並列第一名韓國並列第一名韓國並列第一名。。。。其他各隊名次如下其他各隊名次如下其他各隊名次如下其他各隊名次如下：：：：4.中國中國中國中國，，，，5.關島關島關島關島，，，，6.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7.印度印度印度印度。。。。共有共有共有共有

中華中華中華中華、、、、日本日本日本日本、、、、韓國韓國韓國韓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關島關島關島關島、、、、印度等七國參加比賽印度等七國參加比賽印度等七國參加比賽印度等七國參加比賽。。。。</Description>  

  <Publisher />  

  <Contributor>文物攝影者文物攝影者文物攝影者文物攝影者:林信成林信成林信成林信成</Contributor>  

  <Contributor>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陳瑩潔陳瑩潔陳瑩潔陳瑩潔</Contributor>  

  <Contributor>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官欣瑩官欣瑩官欣瑩官欣瑩</Contributor>  

  <Contributor>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李婉羽李婉羽李婉羽李婉羽</Contributor>  

  <Contributor>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陳俊佑陳俊佑陳俊佑陳俊佑</Contributor>  

  <Contributor>資料整理資料整理資料整理資料整理:李婉羽李婉羽李婉羽李婉羽</Contributor>  

  <Date>1989-09-16~1989-09-23</Date>  

  <Type>棒球文物棒球文物棒球文物棒球文物</Type>  

  <Format>jpg/xml</Format>  

  <Identifier>26</Identifier>  

  <Source>http://163.13.175.47/exhibit/dc.php?autoid=26</S

ource>  

  <Language>zh-tw</Language>  

  <Relation>http://163.13.175.47/</Relation>  

  <Coverage>Taiwan, ROC</Coverage>  

  <Rights />  

  </MetaDesc> 

  </DACat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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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6 轉至 CDWA 格式之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 <record> 

- <metadata> 

- <cdwalite:cdwaliteWrap 

xmlns:cdwalite="http://www.getty.edu/CDWA/CDWALite"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www.getty.edu/CDWA/CDWALite/CDWALit

e-xsd-public-v1-1.xsd"> 

- <cdwalite:cdwalite> 

- <cdwalite:descriptiveMetadata> 

- <cdwalite:objectWorkTypeWrap> 

  <cdwalite:objectWorkType>棒球文物棒球文物棒球文物棒球文物</cdwalite:objectWorkType>  

  </cdwalite:objectWorkTypeWrap> 

- <cdwalite:titleWrap> 

- <cdwalite:titleSet> 

  <cdwalite:title>1989 年第十五屆亞洲棒球錦標賽年第十五屆亞洲棒球錦標賽年第十五屆亞洲棒球錦標賽年第十五屆亞洲棒球錦標賽 冠軍獎盃冠軍獎盃冠軍獎盃冠軍獎盃</cdwalite:title>  

  </cdwalite:titleSet> 

  </cdwalite:titleWrap> 

  <cdwalite:displayCreator>文物攝影者文物攝影者文物攝影者文物攝影者:林信成林信成林信成林信成</cdwalite:displayCreator>  

  <cdwalite:displayCreator>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陳瑩潔陳瑩潔陳瑩潔陳瑩潔</cdwalite:displayCreator>  

  <cdwalite:displayCreator>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官欣瑩官欣瑩官欣瑩官欣瑩</cdwalite:displayCreator>  

  <cdwalite:displayCreator>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李婉羽李婉羽李婉羽李婉羽</cdwalite:displayCreator>  

  <cdwalite:displayCreator>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協助拍攝者:陳俊佑陳俊佑陳俊佑陳俊佑</cdwalite:displayCreator>  

  <cdwalite:displayCreator>資料整理資料整理資料整理資料整理:李婉羽李婉羽李婉羽李婉羽</cdwalite:displayCreator>  

  <cdwalite:indexingCreatorWrap />  

  <cdwalite:displayMeasurements>20*20*24 獎盃直徑獎盃直徑獎盃直徑獎盃直徑：：：：20;直徑直徑直徑直徑：：：：

17.5</cdwalite:displayMeasurements>  

  <cdwalite:indexingMeasurementsWrap />  

  <cdwalite:displayMaterialsTech>底座底座底座底座:木頭木頭木頭木頭; 獎盃獎盃獎盃獎盃:金金金金

屬屬屬屬;</cdwalite:displayMaterialsTech>  

  <cdwalite:indexingMaterialsTechWrap />  

- <cdwalite:displayStateEditionWrap> 

  <cdwalite:displayState>良好良好良好良好</cdwalite:displayState>  

  </cdwalite:displayStateEditionWrap> 

- <cdwalite:styleWrap> 

  <cdwalite:style />  

  </cdwalite:styleWrap> 

- <cdwalite:cultureWrap> 

  <cdwalite:culture />  

  </cdwalite:cultureWrap> 

- <cdwalite:indexingDatesWrap> 

- <cdwalite:indexingDatesSet> 

  <cdwalite:earliestDate>1989-09-16</cdwalite:earliestDate>  

  <cdwalite:latestDate>1989-09-23</cdwalite:latestDate>  

  </cdwalite:indexingDatesSet> 

  </cdwalite:indexingDatesWrap> 

- <cdwalite:locationWrap> 

- <cdwalite:locationSet> 

  <cdwalite:locationName type="currentRepository">中華民國棒球協會中華民國棒球協會中華民國棒球協會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cdwalite:locationName>  

  <cdwalite:workID>A1989-001N</cdwalite:workID>  

  </cdwalite:locationSet> 

  </cdwalite:locationW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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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walite:indexingSubjectWrap> 

- <cdwalite:indexingSubjectSet> 

  <cdwalite:subjectTerm>冠軍冠軍冠軍冠軍</cdwalite:subjectTerm>  

  <cdwalite:subjectTerm>成棒成棒成棒成棒</cdwalite:subjectTerm>  

  <cdwalite:subjectTerm>亞洲棒球錦標賽亞洲棒球錦標賽亞洲棒球錦標賽亞洲棒球錦標賽</cdwalite:subjectTerm>  

  </cdwalite:indexingSubjectSet> 

  </cdwalite:indexingSubjectWrap> 

- <cdwalite:classificationWrap> 

  <cdwalite:classification>國際賽事國際賽事國際賽事國際賽事</cdwalite:classification>  

  <cdwalite:classification>獎盃獎盃獎盃獎盃</cdwalite:classification>  

  </cdwalite:classificationWrap> 

- <cdwalite:descriptiveNoteWrap> 

- <cdwalite:descriptiveNoteSet> 

  <cdwalite:descriptiveNote>於於於於 9 月月月月 16~23 日在韓國漢城蠶室棒球場舉行日在韓國漢城蠶室棒球場舉行日在韓國漢城蠶室棒球場舉行日在韓國漢城蠶室棒球場舉行。。。。 中華與中華與中華與中華與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韓國並列第一名韓國並列第一名韓國並列第一名韓國並列第一名。。。。其他各隊名次如下其他各隊名次如下其他各隊名次如下其他各隊名次如下：：：：4.中國中國中國中國，，，，5.關島關島關島關島，，，，6.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7.印度印度印度印度。。。。共有中共有中共有中共有中

華華華華、、、、日本日本日本日本、、、、韓國韓國韓國韓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關島關島關島關島、、、、印度等七國參加比賽印度等七國參加比賽印度等七國參加比賽印度等七國參加比賽。。。。</cdwalite:descriptiveNote>  

  <cdwalite:sourceDescriptiveNote />  

  </cdwalite:descriptiveNoteSet> 

  </cdwalite:descriptiveNoteWrap> 

- <cdwalite:inscriptionsWrap> 

  <cdwalite:inscriptions>Champion The 15th ASIAN AMATEUR BASEBALL 

CHAMPIONSHIP SERIES 1989.9.23</cdwalite:inscriptions>  

  </cdwalite:inscriptionsWrap> 

- <cdwalite:relatedWorksWrap> 

- <cdwalite:relatedWorkSet> 

  <cdwalite:linkRelatedWork />  

  </cdwalite:relatedWorkSet> 

  </cdwalite:relatedWorksWrap> 

  </cdwalite:descriptiveMetadata> 

- <administrativeMetadata> 

  <cdwalite:rightsWork>「「「「中華民國棒球協會中華民國棒球協會中華民國棒球協會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版權所有版權所有版權所有版權所有</cdwalite:rightsWork>  

- <cdwalite:recordWrap> 

  <cdwalite:recordID>26</cdwalite:recordID>  

  <cdwalite:recordType />  

  <cdwalite:recordSource>http://museum.dils.tku.edu.tw/exhibit/sho

w_coll_detail.php?autoid=26</cdwalite:recordSource>  

  </cdwalite:recordWrap> 

- <cdwalite:resourceWrap> 

- <cdwalite:resourceSet> 

  <cdwalite:resourceID />  

  <cdwalite:resourceType />  

  <cdwalite:resourceRelationshipType />  

  <cdwalite:rightsResource>中華民國棒球協會中華民國棒球協會中華民國棒球協會中華民國棒球協會</cdwalite:rightsResource>  

  <cdwalite:resourceViewDescription />  

  <cdwalite:resourceViewDate>2006-06-22</cdwalite:resourceViewDate>  

  </cdwalite:resourceSet> 

  </cdwalite:resourceWrap> 

  </administrativeMetadata> 

  </cdwalite:cdwalite> 

  </cdwalite:cdwaliteWrap> 

  </metadata>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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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研究以實作方式進行台灣棒球數位文物館網站相關研究，其中包含文物

數位化工作流程的規劃，並設計棒球文物之詮釋資料格式，以及網站架構與資

料庫之設計。本章將對本研究整理歸納出研究成果與建議，爾後進一步提出未

來研究方向之建議。 

 

5.1    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研究成果 

5.1.1    擬定棒球文物數位化工作流程並確立數位化方式擬定棒球文物數位化工作流程並確立數位化方式擬定棒球文物數位化工作流程並確立數位化方式擬定棒球文物數位化工作流程並確立數位化方式 

本研究規劃出目前合適之數位化工作流程，共有十四個步驟，於步驟中

可經由判斷反覆進行某些步驟。本工作流程符合數位資訊生命週期，包含資

料數位化、管理、傳播及儲存等功能。也為未來進行數位化工作之工作人員

立下標準流程，以縮短數位化作業時間。 

 

5.1.2    制定棒球文物詮釋資料格式及與其它詮釋資料格式之對應轉換制定棒球文物詮釋資料格式及與其它詮釋資料格式之對應轉換制定棒球文物詮釋資料格式及與其它詮釋資料格式之對應轉換制定棒球文物詮釋資料格式及與其它詮釋資料格式之對應轉換 

因尚未有針對棒球文物制定之詮釋資料，故本研究著手制定一套棒球文

物之詮釋資料，研究發現因棒球文物其本身記載之相關資料並不多，多數僅

為文物本身刻印之文字，皆須進行資料收集，才得以著錄其詮釋資料，而部

份文物相關資料多因年代久遠，無從考證，故一般而言棒球文物所需著錄欄

位不多。在分析比較文物類型之詮釋資料後，發現 CDWA 過於龐大，故 DC

便可滿足棒球文物的欄位需求，而考量到 MICI-DC 為專替中文藏所設計之詮

釋資料，且以 DC 為基準，故便將 MICI-DC 作為棒球文物詮釋資料之參考。 

而規劃之詮釋資料中較為特殊之處為文物識別碼之欄位，由於本研究為

徵集各方文物，進行拍攝後以影像做為典藏物件，並非典藏文物實體而為數

位物件，故本研究之文物識別碼為文物影像之識別碼。 

本研究規劃之詮釋資料格式欲與其他單位進行交換資訊時，須進行詮釋

資料格式之轉換，而因文物或器物類之藏品多採用 DC 或 CDWA 等詮釋資料

格式，故制定出棒球文詮釋資料格式與 DC、CDWA 轉換之格式，此外，也

進行數位典藏聯合目錄採用之 DAC 與棒球文物詮釋資料格式的對應轉換。 

 

5.1.3    建置台灣棒球數位典藏系統建置台灣棒球數位典藏系統建置台灣棒球數位典藏系統建置台灣棒球數位典藏系統 

網站架構因受時程之限制，故完成第一階段，藏品管理及使用者介面等

網頁建置完成。資料庫以詮釋資料的欄位為基礎進行設計及相關關聯。本系

統提供管理者及使用者使用，可滿足文物影像之典藏及檢索使用，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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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DAC、CDWA 三種詮釋資料轉出之 XML 格式，作為交換資訊之用。 

 

5.2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5.2.1    文物相關資料缺漏文物相關資料缺漏文物相關資料缺漏文物相關資料缺漏，，，，須加強棒球文物管理須加強棒球文物管理須加強棒球文物管理須加強棒球文物管理 

文物資料判讀為典藏中較難以判斷之部分。在拍攝文物過程中，發現若

干收藏單位僅收藏文物，尚未為文物建檔或記載相關資料。多數僅為文物本

身刻印之文字，皆須進行資料判讀，才得以著錄其詮釋資料，而部份文物相

關資料多因年代久遠，無從考證。故建議收藏單位及收藏家加強對於棒球文

物的管理，此外國內也應盡快建立棒球博物館，進行文物徵集及典藏管理，

聘請專家進行棒球文物之鑑定。 

而本研究針對少數資料缺漏之文物(如無任何刻印字體之獎盃)，仍先予

以數位化並將其影像上網展示，待日後再逐步補齊相關資料。 

 

5.2.2    制定相關權威檔制定相關權威檔制定相關權威檔制定相關權威檔 

由於本研究僅設計詮釋資料格式，且為目前適合棒球文物之詮釋資料格

式，仍有改善的空間。此外，可進行權威檔制定，如人、地、賽事等相關權

威檔。使資料更具標準及統一性。 

 

5.2.3    改進棒球文物展示方式改進棒球文物展示方式改進棒球文物展示方式改進棒球文物展示方式 

本研究所採用之數位化之方式為攝影及掃描，屬於較靜態之數位典藏形

式，於展示中較缺互動性及吸引力，建議未來可進行文物之環物拍攝或建立

3D 模型，甚至結合虛擬實境與互動式棒球遊戲，以增加文物呈現之真實性，

並達到吸引民眾之目的，以及提供教育與娛樂等功能。 

 

5.2.4    持續建置台灣棒球文物數位典藏系統持續建置台灣棒球文物數位典藏系統持續建置台灣棒球文物數位典藏系統持續建置台灣棒球文物數位典藏系統 

由於時程之限制，僅進行規劃之第一階段，後續研究者可依循本研究之

規劃持續進行系統建置，以使系統功能完整。而資料庫部分可視情況增、刪、

修改，符合實際需求。 

 

5.2.5    可進行網站可進行網站可進行網站可進行網站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調查調查調查調查 

延續上述第四點，系統建置完整後，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進行本網站之使

用調查，藉以了解民眾使用情形與網站可用性，可做為調整網站架構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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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台灣棒球文物館與數位典藏系統之建置與整合研究(I)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林信成、詹凱博、黃文彥 

會議時間地點 2008/7/3~2008/7/7   武漢大學 

會議名稱 第九屆（2008 年）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 

發表論文題目 
1.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之資訊保存與取用現況初探 

2. 虛擬實境之資訊架構設計—以台灣棒球數位文物館 3D 導覽系統為例 
 
一、參加會議經過 

2008 年 7 月 3 日與兩位研究生一同前往中國大陸武漢大學，參加「第九屆(2008)海峽兩

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並發表論文兩篇，其主題分別為「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之資

訊保存與取用現況初探」、「虛擬實境之資訊架構設計—以台灣棒球數位文物館 3D 導覽系統

為例」，希望藉此交流兩岸數位典藏與圖書資訊學方面之經驗，獲得更多寶貴的意見與資訊，

以供本計畫作為未來參考。 

研討會自 2008 年 7 月 4 日至 5 日止，共 2 日議程。我們的論文發表被安排於研討會第二

日下午的「學術論壇(一)：數位環境下的圖書資訊學變革」，時間為 14 時至 16 時，地點為武

漢大學珞珈山莊第一會議室，共有 10 個主題於此學術論壇進行發表，我們為第二順位發表。 

 
二、與會心得 

此學術論壇共有 3 位中國大陸學者與台灣 7 位學者進行論文發表，其議題包含數位時代

的讀者與服務創新，數位出版、典藏、取用與電子資源管理，圖書館與新一代網路之境結合

等主題，於會中獲得許多寶貴的資訊。而當所有論文發表完畢，也進行了簡短的提問，兩岸

學者交流彼此數位典藏方面之加值應用，以及圖書館數位典藏環境下的差異，均是難能可貴

的資訊。 

唯一較美中不足為，會議過程中兩岸學者交談與交流甚歡，但礙於會議時程安排緊湊，

因此與學術同好們只好於會後再商談，若能再度集結研究興趣相近學者們進一步交流，對於

本計畫「台灣棒球文物館與數位典藏系統之建置與整合研究(I)」想必能獲得更多寶貴的資訊。



最後，主辦單位相當貼心，贈送給每位與會的學者一個精美手提公事包，內含會議資料夾作

為參考，使得所有與會人員人於這次研討會行程留下非常美好的印象，為這次學術交流之旅

畫下一個完美的句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