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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考古主題小組討論會會議記錄 

 

日期：94 年 9 月 8 日（星期四）14：00 至 17:00 

地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大樓 704 室 

主席：劉益昌先生（考古主題小組召集人） 

出席：（以單位的筆劃順序排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永迪先生、林玉雲小姐、黃婷鈺小姐、陳

文馨小姐、陳思嘉小姐、李秉莉小姐、陳泰穎先生、溫子軍先生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邱斯嘉小姐 

中央研究院 GIS 小組：白璧玲小姐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陳瑪玲教授、林蓁崎小姐、黃維君小姐 

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臧振華先生、葉前錦小姐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劉克竑先生、汪瑞娟小姐 

數位典藏內容發展分項計畫：程婉如小姐 

數位典藏聯合目錄系統建置計畫：溫淳雅小姐、蔡欣芸小姐、江仁傑先生、

陳柏伸先生 

數位典藏技術研發分項計畫：黃國倫先生 

數位典藏後設資料工作組：城菁汝小姐 

 

記錄：呂俊毅先生 

 

一、 主席致詞 

略 

 

二、 會議討論 
 

主席：今日會議將要確認考古主題小組的分類架構，從事數位典藏的考古各單位

往往都各自進行工作，但資料的建置卻是共通的，且最後這些資料都必須

匯入聯合目錄，否則無法達到總計畫的要求。因此由聯合目錄的蔡欣芸小

姐，針對考古的分類架構作介紹。 

 

蔡欣芸：聯合目錄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將各單位進行數位化工作的成果，展現

在大家的眼前。因此，提出「分類架構」的制定，以便把各單位的資料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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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呈現於網頁上。目前「考古分類架構」是依據各單位的資料與建議，

綜合之後所制定的。「分類架構」可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從地區進入，

依序為考古地區、考古遺址、考古遺跡、考古遺物、生態遺留。另外一個

則是為了提供給不熟悉考古工作的使用者操作，可直接進入考古遺址或考

古遺跡並進行搜尋。若各單位對於「分類架構」有修改的建議，請將意見

回覆予我再進行修改。希望大家能盡快確認此「分類架構」。 

 

主席：聽完蔡小姐的報告後，下面將討論考古主題小組的分類架構是否合適？

或是還有更新的分類體系可供考慮？目前看來，以地區來區分是沒有問

題的，但為什麼地區的那一層分類是空白的，在第二層才出現台灣地區？ 

 

蔡欣芸：這是為了避免使用者在進入第一層分類時會太過混亂，而且在第二層時

仍可區分地理性的概念，所以在地區之下，再分出確切的地理位置。但這

是初步的制定，仍然可以修改。 

 

主席：所以第一層只是進入的路徑，第二、三、四層才是真正的分類體系。蔡小

姐的分類思考方式，其實也是陳光祖先生原先設想的架構體系，所以第二

層分類所指涉的是考古的區域，接著是區域裡的遺址，再下則是遺址文

化，最後則為考古出土的遺物等。目前因為分類體系稍微不一致，因此聯

合目錄希望考古主題能討論出一致性的分類體系，以便各單位進行操作。 

 

劉克竑：建議第一層分類應該加上「考古學文化」此項查詢路徑。 

 

蔡欣芸：將依據劉老師的建議，在第一層加入「考古學文化」項目。 

 

主席：目前，史前館的的分類體系還未納入分類架構，這部分就要麻煩蔡小姐請

教史前館的葉小姐，以便讓整個台灣的考古單位能使用一致的標準。 

 

臧振華：目前對於聯合目錄的概念還不是很清楚，可否簡要說明？ 

 

蔡欣芸：聯合目錄是一個平台，可以展示各計畫的數位化成果，但若是需要更詳

細的相關資料，則還是要連結回各單位的原始資料庫作進一步的瞭解。 

 

林玉雲：針對聯合目錄的概念，我要作補充說明。國科會考核「數位典藏國家型

科技計畫」的成果時，聯合目錄對外服務的次數是考核的重要指標，但聯

合目錄裡面，考古學的相關資料是很少的，因此有必要趕快制訂考古的分

類架構，以便讓各單位把考古資料匯入聯合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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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振華：若是資料涉及版權、開放的問題，應該如何解決？ 

 

林玉雲：這可以由各單位自行決定資料開放的程度。 

 

主席：那麼就請各單位針對「考古分類架構」思考後，將意見回覆予呂俊毅先生

處匯整，以便再次討論分類架構是否合宜。 

      接下來，我們將討論共同建置「台灣考古遺址資料庫」的可行性。為什麼

會有「台灣考古遺址資料庫」的概念呢？就是從早期宋文薰先生開始執行

重要考古遺址資料庫的建立開始，期間歷經黃士強教授主持，臧振華先

生、陳仲玉先生以及本人一起進行台閩地區考古遺址第一次普查，迄去年

年底已完成了第七期的普查工作。現在是否應該將這些資料都放入「台灣

考古遺址資料庫」裡？待資料庫建置完成後，也可將不斷發現的新資料繼

續放入。如果各單位都同意建置此資料庫，那麼該採集中式或聯合式方式

來建置？關於這個要請大家進行討論。 

 

臧振華：建置此資料庫是有其必要性的。 

 

陳瑪玲：建置此資料庫的功用、目的為何？是供學者或一般民眾來使用？必須依

據對象的不同來決定資料開放的程度。 

 

主席：目前「台灣考古遺址資料庫」的資料對學者是全面開放的，對民眾則是有

限制的。這是為了防止民眾在知道訊息後，會自己進行考古遺址的挖掘工

作。 

 

臧振華：其實，相關的基本資料都已經被公開了，這方面應該不需有太大的顧慮。 

 

林玉雲：英國有一個考古網站是對民眾公開考古遺址的位置，並提供電子地圖，

以方便民眾進行觀光、旅遊之用。可以考慮以此方式與內政部合作，這樣

對於考古學的發展應該會有幫助。 

 

陳瑪玲：關於公開考古遺址的位置，因為英國民眾對於考古學的知識教育水準方

面，與台灣民眾相較之下，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不可相提並論。另外，

1/5000 的地圖在美國是決不會公佈在網站上的，這是保護考古遺址的措

施之一。 

 

主席：當時曾有討論以 1/25000 的地圖來公佈遺址的位置，並且以打叉的方式來

註記遺址位置，但這種方式的效果其實不大。在座的有一位中研院考古專

題研究中心的邱斯嘉小姐，不知道您對此有什麼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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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斯嘉：參加本會議的目的是想要瞭解台灣考古工作進行到什麼程度，我本身是

想建構一個太平洋考古學資料庫，但看來與目前的考古分類架構可能無法

連結。個人認為，各單位仍然可以建構自己的資料庫，但需要有一個共同

的平台或路徑可供查詢，這應該是比較可行的方式。 

 

主席：所以希望各單位能將查詢路徑都放入聯合目錄，而若是要查詢更詳細的資

料，仍然會回到各自的資料庫中，並不會將各單位的資料都放入聯合目

錄。這樣一來，對各單位來說應該是能接受的方式。 

 

劉克竑：剛剛有提到地圖的問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一般地圖的座標有分

為經緯度與二分帶，二分帶在台灣又分為 67 版與 97 版兩種，紙本的考古

資料多為 67 版，現在的新資料則多為 97 版，是不是該全部轉為 97 版？

此外，1/5000 地圖裡有許多 67 版的二分帶都是錯誤的。以上的問題都該

一次解決。 

 

主席：關於考古遺址的地圖是否公佈，在此提供一個解決方案。對於那些已經被

國家、縣市政府指定為古蹟的考古遺址，因為有專責單位維護，所以可以

公開。另外由考古學家所選出的一、二百個考古遺址，則挑選可公開的部

分明列在地圖上。但目前最重要的，是考古主題小組是不是要建置「台灣

考古遺址資料庫」？如果要進行，該採用何種方式？ 

 

陳瑪玲：建置「台灣考古遺址資料庫」的方式，應該是聯合式建置方式較適宜。 

 

主席：那科博館方面的意見呢？ 

 

劉克竑：其實遺址資料由哪個單位建置並沒有關係，重要的是考古遺物分散在各

單位，應該要建立一個遺物資料的建置格式，以利各單位進行資料建置。 

 

主席：統整大家的意見後，有兩個結論： 

      第一項：各單位都同意建置「台灣考古遺址資料庫」，至於資料開放的程

度就留待日後討論。 

      第二項：參酌陳瑪玲教授的建議後，資料庫的建置將採聯合式的建置方式。 

      接下來的議題是有關於各單位是否有教育訓練的需求，關於這方面要麻煩

各單位將意見回覆與呂俊毅先生處。若是有此需要，將由主題小組安排師

資與課程等事宜。 

      最後，關於本主題小組會議召開的機制，由呂先生來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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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俊毅：由於每個主題小組的運作情形不一，導致召開會議的時間間隔也不一

樣，這方面可依各主題的實際需求來決定會議的次數與時間。 

 

主席：其實開會的次數不必太多，如果有真正需要坐下討論事項時，再召開會議

即可。 

 

陳瑪玲：贊成主席的意見，平常的聯繫以電子郵件即可。 

 

劉克竑：除非有開會的必要，否則以電子郵件彼此聯繫即可。 

 

主席：那麼平常的聯絡就以電子郵件為主，同時也要請各單位務必回覆意見，好

讓考古主題小組能順利完成工作。 

三、臨時動議 

 

主席：本人代林玉雲小姐提出臨時動議，2006CAA 會議將在美國的北達科塔州舉

辦，本小組是否要派人參加會議？ 

 

陳瑪玲：因為參加此會議需要現在就在網路上登記，因此在開會前已先詢問過呂

俊毅先生有關參加此會議的經費申請事宜，但目前仍未有回覆。 

 

主席：所以陳瑪玲教授已打算前往參加會議，其他單位是否也有此意願？另外，

內容發展分項計畫是否能補助相關經費？ 

 

呂俊毅：在收到陳瑪玲老師的信件後，已將此訊息告知相關同仁，等到有明確的

答覆之後，再以電子郵件的方式通知各單位。 

 

主席：那麼就請呂先生有明確的回覆後，再通知各位同仁，讓同仁知道有 CAA

會議的舉行並知道如何申請參加。如果沒有其他的臨時動議，今天的會議

就到此結束，謝謝大家的參加。 

 

四、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