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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及所屬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報告名稱：華文世界音樂數位化資源共建共享可行性之探討報告 

主辦單位：國立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臺灣音樂中心 

聯絡人電話：蘇桂枝/ 02-23411200#213 

出國人員：臺灣音樂中心主任/蘇桂枝 

出國地點：大陸上海 

出國時間：100 年 11 月 24 日至 100 年 11 月 27 日 

報告時間：101 年 02 月 20 日 

分類號/目：00/綜合（文教類） 

關鍵詞：共建共享、音樂數位化典藏、上海藝術學院數字圖書館、臺灣音樂中心 

內容摘要：2011 年 6 月上海音樂學院圖書館、國家圖書館漢學中心、臺灣國立師

範大學音樂數位典藏中心以及國立傳統藝術總處臺灣音樂中心等四個

單位擬訂之＂華人音樂文獻集藏計畫＂，11 月 3 日獲得在國家圖書館

舉行的第四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理事會的肯定並通過該

項計畫。 

         上海音樂學院數字圖書館於 11 月 22 日至 26 日舉行國際論壇暨工作

坊，特別於 26 日下午規劃國際論壇—“激情碰撞 共建共享＂時段，

邀請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音樂學院、天津音樂學院、武漢音樂學院

以及臺灣國立師範大學音樂數字典藏中心和臺灣音樂中心等單位之各

代表前往參加，就音樂資源共建共享提出研商。由於臺灣音樂中心為

起草＂華人音樂文獻集藏計畫＂四個單位之一，特別由中心主任前往

參加並以＂ 華文世界音樂數位化資源共建共享可行性之探討＂提出

簡報。該簡報內容探討音樂數位化資源的範圍，集藏計畫的可行性，

短、中程目標的設定，以及可能產生的困難。期許藉由不同音樂典藏

特色單位相互間之合作，達成資源分享之目標，進而豐富相關研究內

涵，並期許達成世界華人音樂資源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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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緣起與目的 

    2011 年 6 月上海音樂學院圖書館、臺灣漢學中心、臺灣國立師範大學音樂數

字典藏中心以及臺灣音樂中心等四個單位擬訂＂華人音樂文獻集藏計畫＂，11 

月 3 日獲得在國家圖書館舉行的第五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理事會 

(附錄一)的肯定並通過該項計畫。 

    上海音樂學院數字圖書館於 11 月 22 日至 26 日舉行國際論壇暨工作坊，特

別於 26 日下午規劃國際論壇—“激情碰撞 共建共享＂時段，邀請中國國家圖書

館、中國音樂學院、天津音樂學院、武漢音樂學院以及臺灣國立師範大學音樂數

字典藏中心和臺灣音樂中心等單位之各代表前往參加，就音樂資源共建共享提出

研商，期許藉由不同音樂典藏特色單位相互間之合作，達成資源分享之目標，進

而豐富相關研究內涵。 

 

二、主要參訪行程與參訪單位 

 

三、參訪紀要 

    在事實上只有兩天的參與會中，除了參與原預定的國際論壇共建共享議題

外，也參觀了＂丁善德百年誕辰紀念展＂。丁善德先生為中國知名作曲家、鋼琴

家、音樂理論家與教育學者，並參與黨政活動，作品之ㄧ的＂長征交響曲＂被稱

頌為中國第一部以功農紅軍長征為題材的大型管弦樂作品。在展覽圖片中發現

1988 年許常惠教授出席海峽兩岸交流的集體合照照片，彌為珍貴。 

亦前往聆聽數場研討會議題，分別為: 

日期 城市 行程概要 

11/24(四) 
台北 

上海 
由台北松山機場飛往上海 

11/25(五) 上午參訪丁善德百年誕辰紀念展 

 

上海 

下午參加歷史音頻與表演藝術論文發布會 

國際論壇:手稿研究與音樂分析 

11/26(六) 上海 

國際論壇:共建共享 

11/27(日) 上海 回程 



(一)、 歷史音頻與表演藝術論文發佈會 

 

1、宋暉博士--- 基於 wxWidgets 音頻修復系統的研究 

   隨著數位化科技的進展， 各類圖書館、歷史博物館均進行文獻文物的數位保

存工作，在音樂方面音頻資料因其材質的關係需要通過現代科技最處理已近

可恢復歷史原貌，採用 wxWidgets 音頻修復系統可期待為降低噪音提供標準

接口。 

2、韓斌---LP 暗碼的識別在文獻編目中的意義 

該篇論述主要提及在 LP 年代辨識、版本研究和編目過程中，唱片編碼與暗碼

問題一直是收藏家與音樂圖書館專家的研究課題，獲得這方面的知識對於辨

識版本是非常重要的，並對於唱片的翻版有更多的釐清。演講過程中也舉知

名唱片公司的編號為例，加以說明。 

 

(二)、手稿研究與音樂分析 

1、王勇博士---留學萊比錫-蕭友梅相關幾件檔案的研究 

主要是藉著上海圖書館典藏的蕭友梅檔案，了解其於德國留學期間所修的課 

程及師承，分析其人格以及創作品風格的影響。 

2、劉娟娟博士---思維的印記羅忠鎔(第四弦樂四重奏)手稿研究 

   本論述以當代作曲家羅忠鎔的作品手稿為研究對象，從手稿的的曲式結構、 

音高材料、音想組織與引用手法四方面推敲創作過程的思維，並據此推論音

樂風格。 

3、查太原--- “黃河大合唱＂交響合唱版手稿校訂研究 

現就讀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針對洗星海的“黃河大合唱＂版本

查閱與分析，試圖釐清手稿疑點並檢視作品原貌在中國近代音樂史上的意

義。其研究獲得在場前輩的鼓勵，並指點前往其他圖書館檢視相關資料，莫

不是參加研討與論壇的最大收穫。 

 

(三)、國際論壇:共建共享 

    此一場次可視為參加此次國際論壇的重點。由於臺灣音樂中心與臺灣師大音

樂數位典藏中心、國家圖書館之漢學中心、上海圖書館共同發起＂華人音樂資源



集藏計畫＂，出席此一論壇有其重要性。據上海藝術學院圖書館錢仁平館長表

明，其原期盼大陸境內 9 首藝術學院圖書館均能派代表出席，然而僅中國國家圖

書館顧犇研究員、中央音樂學院賈國平館長、天津藝術學院王建欣館長、武漢大

學藝術學院圖書館孫曉輝、中國音樂學院楊格館長以及上海藝術學院錢館長等六

所學院代表出席，稍嫌可惜，但台灣方面能有黃鈞人教授及本人出席，又有美國

國會圖書館葉娜博士參加，對於該論壇仍起了兩岸國際論壇之實質意義。 

   本次參加論壇提出 11 月 3 日在國家圖書館第五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

作會議理事會通過＂華人音樂文獻集藏計畫＂起始緣由，並討論音樂資源共建共

享的可能性，以 PPT 檔案形式進行簡報，簡報內容如附錄二。事實上，中國大

陸境內主要的九所音樂學院亦在 2011 年 3 月啟動共建平台的議題，並由天津音

樂圖書館王建欣館長擔任計畫的發起人向中國高等教育圖書館之中國高等教育

文獻保障系统(CALIS)第三期建設項目申請建置專題特色數據庫計畫，旨在將各

校的特色數據庫建置於同一平台，並設多種入口查詢以利學術研究以及教學運

用，該申請項目於 6 月通過， 2012 年起可以逐步實行。 

    論壇上，大家對於兩岸四地以及世界華人的音樂資源共建共享抱懷著極大的

期盼，由於這樣的議題如何起步建立，與協商資源的數位內容、標準化工作流程、

相關技術、詮釋資料，舉步維艱，臺灣在軟體建設方面依向高人一籌，大家正熱

切盼望早日有端倪。 

 

四、心得與建議 

    兩岸共建共享的觀念早在 1997 年已然形成，只是在音樂方面尚未有規劃。

誠然資源數位化成果應該開放使用，但不斷的挑戰總是存在，如因資源珍貴性考

量，以及電子媒體易於拷貝複製的特性，目前兩岸各典藏機構對於數位化成果開

放的程度比較保守，在合作機制上採用會員管理機制，或許較能迅速達成部分開

放的目標，至於長遠性，仍有待各合作機構在心態上的調整，以及對於資訊安全

防護技術上的努力。如今大陸的音樂學院已有共識，臺灣幾個單位也有認知，但

仍不排除各自境內的合作必定有其困難性，如何達成兩岸的資源共享當然是一個

非常漫長而需要許多經費及資源的道路。惟，沒有起步，也就沒有未來，在科技



發達的時代，雲端傳送已然不是問題。更可貴的，無論是影音數位化國際標準規

範，技術操作與系統維護，臺灣師大音樂數位典藏中心黃均人博士以身為國科會

影音數位典藏召集人的專長，已經累積多年的經驗，加以美國國會圖書館民俗音

樂中心的葉娜博士亦以她數十年的實務經驗實際參與這項合作計畫，相信困難可

以減到最低。 

 建議: 

一、 儘速由臺灣師大音樂數位典藏中心與音樂中心擬定共用平台內容需

求，如平台內之音樂類別、檢索需求、版權問題、會員建立以及提供數位化

技術規範標準等。 

二、 由於臺灣音樂中心之網址屬於政府網域(gov)，大陸音樂藝術學院連結有

困難，建議儘速解決，以促進網路間資料之瀏覽。(凡 edu.com.tw 網域沒有管

制上的問題) 

三、 正視資源共建共享之重要性，早日建立國內音樂資源共建共享平台，除

請上級長官多予支持外，並多方尋求經費贊助朝向兩岸以及世界華人音樂集

藏與分享邁進。 

 

 

 

 

 

 

 



參訪照片 

11 月 24-26 日參加音樂資源共建共享國際論壇 與會學者包含大陸 6 所音樂藝術學院圖書館館長以

及臺灣師大黃均人教授和臺灣音樂中心蘇桂枝主任

臺灣音樂中心蘇桂枝主任進行報告 左起師大黃均人教授、台灣音樂中心蘇桂枝主任、

中央藝術學院圖書館賈國平館長 

上海音樂藝術學院丁善德作曲家百年誕辰紀年展 許常惠教授、馬水龍教授參加 1988 年兩案作曲家座

談會 

 



附錄一 

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計畫簡介 

「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是以中文文獻為主軸，跨地域、跨國界

的合作會議，旨在研討全球範圍內的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問題，通過具體的合

作項目帶動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的實施，推動全球中文圖書館和中文資源收藏

單位間的交流與合作。本項合作會議係 1997 年在香港嶺南大學舉行學術研討會

時倡議成立，2000 年正式發起，於各不同地區舉行，並由海峽兩岸發展成太平

洋兩岸多地，再發展成為全球性的範圍，原則上兩年開一次會議，目前該會已舉

辦了八次，陸續開發了十餘個合作項目。參與會議學者專家來自中國大陸、臺灣、

香港、澳門、新加坡、美國、荷蘭、英國、日本等國。其中 2001 年第 2 屆在台

北舉行。在這 11 年裏，通過執行的專案計有圖書資訊術語規範資料庫專案、中

國古代版印圖錄專案、中文石刻拓片資源庫專案、中國科技史數字圖書館專案、

古籍聯合目錄資料庫專案、中國家譜總目專案、中文名稱規範資料庫專案、孫中

山數字圖書館專案、中文元資料標目研究及其示範資料庫專案、中國近代文獻圖

片庫專案、西北地方文獻資料庫專案。為了加強這些專案的執行，組成理事會，

每年於兩岸四地擇地舉行會議，理事會主席由主辦地之理事擔任之，秘書長由中

國國家圖書館交換處處長擔任之。理事會已然進行五屆。 

 

附錄二 

大陸九所音樂藝術學校特色資料庫 

一、天津音樂學院（自建特色資源庫） 

 1、天津音樂學院隨書光碟資料庫  

 2、中外舞劇數位資源庫 （視頻庫） 

 3、老唱片 （音頻庫） 

 4、中國近現代音樂先驅李叔同、趙元任音樂文獻資料庫  

 5、音樂美學史教學輔助庫  

 6、中國京劇音配像精粹 （視頻庫） 

 7、音樂家譯名庫  



 8、電子書資料庫（全文） 

 9、二十世紀偉大鋼琴家 （音頻庫） 

 10、外國音樂百科全書詞條精選 （文本庫） 

 11、河北梆子名家王玉磬專輯資料庫 （音頻庫） 

 12、北方曲藝資源庫 （音視頻庫） 

 13、碩士學位論文 （全文） 

 14、電子樂譜庫（全文） 

  

二、中央音樂學院（本館特色全文庫） 

 1、音院學位論文全文閱覽  

 2、馬思聰作品庫  

 3、馬思聰專題文獻及作品庫  

 4、館藏(原寫超星) 社科書籍全文閱覽  

 5、館藏音樂核心期刊全文庫  

 6、館藏音樂期刊全文檢索 = 

 7、館藏中國解放前音樂期刊全文庫  

 8、中國歌曲全文庫  

 9、外國聲樂作品庫 

 10、館藏音樂社科書籍全文閱覽   

 11、館藏鋼琴樂譜全文庫 

 12、館藏樂譜全文庫 

 13、八種音樂核心期刊全文庫 

 14、館藏音視頻點播庫  

 

三、 上海音樂學院 

 （與上海音樂數位圖書館聯合建立） 

 

四、中國音樂學院（館藏特色資源） 

 1、中國現代風格音樂多媒體資料庫 

 2、世界民族音樂多媒體資料庫 

 3、中國民族民間音樂展演採錄實況 

 4、中國當代民族器樂表演藝術家資料庫 

 5、中國音樂學院學位論文資料庫 

 6、耿生廉老師剪報資料庫 

 7、多媒體音樂資源庫 

 8、中國音樂學院專家學者資料庫 

 

五、武漢音樂學院（特色資源，線上） 



 1、編鐘音樂 

 2、道教音樂 

 3、湖北民歌民器集成 

 4、武音創作作品 

 

六、西安音樂學院（自建特色資料庫） 

 1、趙季平音樂資源資料庫  

 2、館藏聲樂曲目資料庫  

 3、西安音樂學院專家教授資料庫  

 4、西安音樂學院學位論文資料庫  

 5、陝北民間音樂資源資料庫  

 6、西安鼓樂(長安鼓樂)資料庫 

 

七、四川音樂學院 

 王光祈研究全文資料庫（包括了王光祈先生的照片、著作、參與編輯的刊

物以及其他學者對王光祈先生研究的相關論文） 

 

八、星海音樂學院 

 嶺南音樂庫（在建，未公佈） 

 

九、瀋陽音樂學院 

 劫夫特色資料庫 

 

 

附錄三 

華文世界音樂數位化資源共建共享可行性之探討簡報資料 

 

 

 

 

 

 

 



華文世界音樂數位化資源
共建共享可行性之探討

臺灣音樂中心

蘇桂枝

201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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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一〉

文獻搜集保存的重要性在圖書館不但不陌生，
而是視為天職。

傳統方式的保存與數位化方式保存的優劣性，
館員特別敏感。

數位化典藏瘋靡各學科領域，如何保存完整與
正確的資料品質，卻非易事，尤其以音樂範疇
關乎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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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二〉

數位化典藏之意義

數位化典藏新風貌

全球主題典藏彙集及分享

典藏品將可以普及傳播

將靜態典藏以生動活潑方式付予新生命

新價值觀及意識形態

提供平等且普及的使用機會

提供共同創造及分享的途徑

可彙集同一主題內的各式典藏內涵及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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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三〉

由兩岸國家圖書於2000年發起的中文文獻資源
共建共用合作計畫已屆滿10年，各圖書館合作
案中，缺乏藝術影音資料之立項。

 2011年6月上海音樂學院圖書館、臺灣漢學中
心、臺灣師範大學音樂數字典藏中心以及臺灣
音樂中心等四個單位擬訂＂華人音樂文獻集藏
計畫＂，11月3日獲得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用
合作會議理事會的肯定並通過立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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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音樂文獻集藏計畫

計畫目的

共同建立一個虛擬華人音樂文獻典藏目錄資料
庫，並針對音樂文獻處理技術訂定相關典藏規
範，最終能夠建構一個華人音樂典藏之合作網
路，共用彼此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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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音樂文獻集藏計畫

 計畫合作單位

學校與公共音樂圖書館

管弦樂團與表演藝術團體檔案室

音樂檔案中心與研究型音樂圖書館

 初步由上海音樂學院圖書館、臺灣漢學中心、

臺灣師範大學音樂數字典藏中心以及臺灣音樂中心等
四個單位提出構想，進而擬邀請中國國內個音樂、藝
術學院、中國國家圖書館以及認同本計畫目標之全球
其他音樂相關機構共襄盛舉，以達華人音樂文獻資源
共建共用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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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音樂文獻集藏計畫

執行內容與進度（2011-2014）2011：擬訂具體合作專

案，進度與內容。

2012：1、完成典藏標準訂定工作/

2、發表初步合作成果 – 典藏標準與處理流程手

冊出版，資源共用資料庫測試。討論擴大合作

範圍與共識。

2013：資源分享資料庫發表 。

2014：發表最後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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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音樂文獻集藏計畫

 計畫預期成效

1、華人音樂文獻保存之共同典藏程式與標

準。

2、建立資料庫，提供計畫成果查詢。

3、針對珍貴文獻，加強學術探究與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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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音樂文獻集藏計畫

 經費預算

 由各參與單位自行編列支應，惟，仍可能擬定具體執
行項目向「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用合作會議理事會」
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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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音樂文獻集藏計畫

討論議題

1、華人音樂文獻集藏範圍界定

2、文獻蒐集數位化的類別 (檔、樂譜、手稿、

影音資料. . .)

3、原件與數位化物件之保存方式與處理流程。



11

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

 「華人音樂文獻集藏計畫」加入「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

享合作會議」成為立項之一的意義？

1、 加強「華人音樂文獻集藏計畫」的能見度。

2、 吸引兩岸四地之外華人地區機構的參與以

及提供廣泛音樂學術研究、音樂表演資訊參酌。

3、期許做為其他立項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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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用合作會議
會議簡介〈一〉

 名稱：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用合作會議（英文 名
稱：Conference on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and 
Sharing of Chinese  Resources，縮寫為
CCDSCR）。

 宗旨：研討跨地域中文文獻的建設與使用，通過具體
合作專案，推動全球中文圖書館和其他中文資源收藏
機構之間的交流與合作，促進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用

 2000年成立於北京，先後於北京、臺北、澳門、南
京、香港、敦煌、澳門、臺北舉行了會議，共計八
次， 第九次將於2012年8月或9月於甘粛省蘭州市挙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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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簡介〈二〉

 會議：會議每2年召開一次，會期2-4天。

 為使會議更有組織與效能，於2007年12月5日由原先倡議成
員單位成立理事會，擬訂章程以及成立秘書處等常態性執行
與聯繫單位。

 理事會為管理機構，每年召開一次會議，由中國國圖、
CALIS〈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以北京大學圖書館為
代表〉、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館、國家圖書館〈臺灣漢
學研究中心〉香港康樂及文化事務署、澳門大學圖書館與芝
加哥大學圖書館等組成

 第一次理事會議於2007年12月6日在澳門大學圖書館召開
 理事會負責確定會議主題和主、承辦單位，審核立項與結

項，審議資金使用及研究其他相關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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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計畫專案與召集館〈一〉

1.圖書資訊術語規範資料庫專案（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
書館）

2.中國古代版印圖錄專案〈中國國家圖書館〉
3.中文石刻拓片資源庫專案〈中國國家圖書館〉
4.中國科技史數字圖書館專案〈清華大學圖書館〉
5.古籍聯合目錄資料庫專案（國家圖書館-臺灣漢學研究

中心）
6.中國家譜總目專案〈上海圖書館〉



15

合作計畫專案與召集館〈二〉

7.中文名稱規範資料庫專案〈名稱規範聯合協調委員
會 〉

8.孫中山數字圖書館專案〈中山大學圖書館〉

9.中文元資料標準研究及其示範資料庫專案

〈北京大學圖書館〉

10.中國近代文獻圖片庫專案〈南京圖書館〉

11.西北地方文獻資料庫專案〈甘肅省圖書館〉

12.全球中華尋根網〈中國國家圖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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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計畫〈新立項〉規則

1. 專案單位提交立項申請表（見附件）至理事會，闡述
專案內容、計畫及目標，列出所需經費預算。

2. 專案負責單位需有能力承擔費用，有能力召開聯絡會

議，推進其發展。

3. 理事會進行審核，討論決定及給予配套經費額

度。如有必要，理事會可以聘請專家學者提供意見。

4. 新立項需於理事會開會前四個月遞交，今年第五次理事

會於2011年11月2-4日在臺灣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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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音樂文獻集藏計畫

 需要建立之共識

1、文獻建立之專案為各方面所須要；

2、統一規範，求同存異使得合作得以進行；

3、各方面勇於奉獻。



謝謝聆聽

敬請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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