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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Penghu.info」建置，淺談數位技術整合澎湖文史知識之歷程
An Overview on the Digital Integration 
Process of the Information about Penghu’s 
Culture and History Based on the Setting 
Up of the Website Penghu.info

吳鷗翔 ①  
澎湖知識服務平台澎湖文獻資料庫
Wu, Ou-Xiang
Penghu.info
phb.tw

本文淺談自2016年以來，從各處遍尋澎湖文史知識與素材的困境，引發嘗試解決
的動力，進而在數位浪潮下，逐步推動文史與數位融合，思索文史數位化記錄、
保存，以及如何更貼近生活的歷程與心得。

1
澎湖知識服務平台介面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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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澎湖知識服務平台｜Penghu.info」
澎湖知識服務平台（Penghu.info；以下簡稱知識平

台）②，是一項純由澎湖民間發起、建置的文史資訊工
程，藉由收集並整合澎湖文史資料，進行文字與影像
數位化，提供資訊服務（如圖 1），目前文字數約為 360

萬字，影像約5萬3,000張（資料統計至2023年11月26日
止）。平台於2018年1月5日正式發布，透過在地知識的
整合，降低搜尋澎湖知識難度，增進文化意識普及，
系統也持續更新與擴充中。

建置平台契機，從知識成本談起
知識成本，即取得知識所付出的時間、心力及費

用等一切代價。數百年來，澎湖地方的文史持續累
積，知識不斷膨脹，各類文史資料陸續出版，從傳統

紙本橫跨數位檔案，散落各處。在全球資訊爆炸的時
代，搜尋變得困難且無法聚焦，文史知識成本勢必不
斷提高。

雖然文史知識浩瀚無涯，但普羅大眾對於文史知
識的需求，仍多圍繞生活範疇。所在聚落的發展、歷
史建築與古蹟的沿革、村里鄉賢的發跡故事到周圍地
名由來等基礎知識，最令大眾好奇，也往往最令我們
陌生。而這些知識，因四處散落，導致他們分散於五
本書籍、三個網站或不同圖書室……。

當基礎知識難尋，知識成本居高不下時，便容易
發生知識汙染（或資料汙染③）。地方文史知識取得困
難時，人們傾向信任唯一知識來源（有勝於無），導致
以訛傳訛，謠言蓋過真實的慘況。這對於地方文史發
展、保存與研究，有百害而無一利，就連公部門，都
是受害者（如圖2）。

① 澎湖知識服務平台、澎湖文獻資料庫、平湖設計創辦人（Founder of Penghu.info, phb.tw and Penghu.Design）暨澎湖石滬資訊平台協作者
（Collaborator of Stoneweir.info）

② 澎湖知識服務平台網址：https://penghu.info
③ 資料汙染：所謂的「資料汙染」就是一些史料或數據，因為原出處有疑義，或研究者的誤植、去脈絡的詮釋，甚至是在開放資料庫中受到任何人不

當的編輯曲解，而使得許多人在引用資料的過程中不斷傳遞錯誤的資訊，以訛傳訛，導致顛倒是非，最後積非成是。

2
澎湖馬公市虎井嶼， 並
非因為老虎躲在井裡，
而得其名。 即便是公部
門網站的文史知識， 也
都 常 見 荒 謬 錯 誤（影 像
來 源：h t t p s : // w w w.
p e n g h u . g o v . t w /
tourism/home.jsp?id
=26&act=view&datas
erno=202106240009，
2023年10月6日瀏覽）

https://www.penghu.gov.tw/tourism/home.jsp?id=26&act=view&dataserno=202106240009
https://www.penghu.gov.tw/tourism/home.jsp?id=26&act=view&dataserno=202106240009
https://www.penghu.gov.tw/tourism/home.jsp?id=26&act=view&dataserno=202106240009
https://www.penghu.gov.tw/tourism/home.jsp?id=26&act=view&dataserno=202106240009
https://www.penghu.gov.tw/tourism/home.jsp?id=26&act=view&dataserno=20210624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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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地方設計師，我時常需要以澎湖在地文史素

材進行創作，卻屢次找不到地方知識而困擾。因此毅
然決然，決定藉由程式碼與資料庫，從無到有，試著
解決這龐大的「澎湖文史知識」課題。

當數位走進文史領域……
透過數位技術，建置文史資料庫後，知識查詢服

務便可不受日期（假日平日）、時間（排隊等候）、天
候、區域及查閱人數限制（傳統書籍借閱人數有限），
節省人力成本，拉近大眾與地方知識的距離。雲端儲
存服務公司Dropbox創辦人德魯．休斯頓（Andrew W. 

Houston）曾說：「程式設計是我們所擁有最接近超能力
的事物④。」能不受時間與空間限制，隨時協助民眾解
決澎湖文史知識疑問，數位化技術，是當前最佳解答
無誤。

在數位浪潮下，知識可以脫離紙本，變得輕盈。
只要有意願，人人皆可輕易取得知識，提升知識傳播
效率。然而，不只是把文字收集上傳雲端，變成單純
文獻庫或電子檔。數位浪潮對文史的協助，遠不止於
此……

平台架構設計，從同理心出發
文史數位化系統，不單純是程式碼的堆砌，我們

必須從使用者角度出發，建立介面簡潔、瀏覽順暢、
操作直覺與內容豐沛，無論國小學童或成年人，皆能
輕易上手的友善系統。因此，一般民眾在查閱知識所
遭遇的難題，須一併思考與解決外，我們能否打造一
個，遠不同於以往的文史資料庫架構，讓使用者在澎
湖知識之間自由翱翔。

3
知識與知識之間，存在著極為複雜
且密集的網絡結構
（影像來源：Bing 影像建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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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資訊技術優勢， 還原知識既有連結
數位化，不僅是蒐集散落之基礎知識，聚焦單一

平台。若原先資料，未經妥善規劃與過濾便直接雲端
化，硬湊一處，宛若凌亂堆疊之倉儲，終將打造出疊
床架屋的知識迷宮。實體紙本遭遇的難題，原封不動
轉移至數位，無法達到「整合」的定義。我們是否有對
於「數位優勢」有更多理解，讓文史知識與數位技術，
有完美的融合與應用。

浩瀚的文史知識，在現實中，彼此是複雜的網狀
架構（如圖3）。不同知識間，彼此存在著分類、區域、
因果、觸及（提及）、時空、血緣（適用於人）、物件（例

如不同廟宇，都同樣有神像）、名稱（同名）等連結。這
些連結，代表了線索、研究與觸類旁通，讓我們對於
地方文史，有更全面的理解。

舉例來說，澎湖知名景點⸺國定古蹟「天后
宮」，在書中，應歸納為景點、古蹟、還是廟宇分類？
不同書籍的不同頁面章節，卻同樣談論國定古蹟天后
宮，我們如何連結？能否下一秒就告訴我們國定古蹟
天后宮所屬村里的沿革詳盡資訊？研究國定古蹟天后
宮後，是否也想接著研究其他位於澎湖的天后宮？如
何從天后宮出發，短時間內蒐集澎湖廟宇神像影像？
而這些疑問，都是在數位整合中，須一一直面與解決
的課題（如圖4）。

④ 引述來源為影片《What Most Schools Don't Teach》，https://youtu.be/watch?v=nKIu9yen5nc（4:58開始）。影片主軸講述「程式設計」一事，原文
為 It's amazing. It's the closest thing we have to a super power.

4
以澎湖天后宮為例，系統採用彈性分類。使用者可以根據需求或研究目的，向上查詢相關分
類。傳統書籍的限制，在資料庫的運作下，全面解除（圖為知識平台上「天后宮」頁面，https://
penghu.info/OB30CF0CA89D555D16FB）

https://penghu.info/OB30CF0CA89D555D16FB
https://penghu.info/OB30CF0CA89D555D16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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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知識服務平台」 與其他澎湖文史網站的差異
如同哆啦A夢口袋中的法寶，大雄可以透過「任意

門」移動於任何空間，也可以藉由「時光機」穿梭於不同
的時間。在數位浪潮下，這些目前看似不可能的科幻
場景，透過程式碼及關聯式資料庫（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的建置，似乎美夢成真，得以在
伺服器中一一實現。

不同於傳統文獻庫，「澎湖知識服務平台」預先消
化知識，其切割為最小單位（一位人物、一個故事、一
棟建築、一座島嶼等），再由知識為核心延伸出影像、

日期、座標、區域、類別等屬性。在此架構下，藉由
程式設計，在伺服器中，「還原」文史的空間及時間等
關聯結構，打造密集知識網絡，讓知識間的距離，縮
短為一個指尖（螢幕觸控可達），讓使用者在知識間，
自由切換與跳躍。此外，也將使用者可能的下一步操
作，預先準備妥當，節省查閱時間，大幅提升知識搜
尋與歸納的效率（如圖 5、圖6）。突破傳統三維空間的
倉儲限制，我們將知識收斂，放置於最適當且最有效
率的查詢位置，讓數位化，有更完整的發揮與應用。
知識平台並非創新概念，如同人工智慧，模擬人腦神
經元的運作，平台亦是藉由科技，把「知識」現實中的
「網絡」，在數位世界模擬出來。

5
純文字上傳到知識平台資料庫後，系統會全自動掃描內文，比對並分析關鍵字，建立動態連結（紅色底線）。使用者若對相關名詞有疑問，也無須另
外再次輸入關鍵字搜尋。此功能學習自維基百科（Wikipedia），但知識平台將自動化比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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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者選點關鍵詞時，系統會立刻動態抓取資料庫影像與文字，產生相關知識預覽（知識之間的連結，縮短為一個指尖）

知識不只是文字， 兼容多元數位格式
知識的載體不僅是文字，影像也是知識傳承的重

要樣貌。澎湖知識服務平台運作重點之一，便是整合
文字知識的同時，打造澎湖的基礎影像庫（如圖 7），讓
影像連結文字知識，形成龐大資訊網絡。

此外，針對諺語知識，知識平台提供了臺語錄音
檔，讓語言學習更加完整。對於澎湖地形特殊的島
礁，也打造了 3D互動模型（如圖8），讓使用者無須到

現場，便可針對地形進行研究、分析與互動。再者，
重要的政府公文，也可以PDF方式儲存。這些不同型式
的檔案格式，可以讓知識的傳承，有更完整的樣貌。
有數位的基礎，文史的保存可以做得更好。

數位浪潮的優勢，在於有更多的彈性與想像。只
要有妥善的系統結構，資料庫可以不斷擴充內容，
卻不影響查詢的效率與使用的便利性。每當有史料的
更新與突破，也可在最短時間內，修正錯誤，調整內
容，將平台錯誤率降至最低，為正確的文史知識傳
播，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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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系統不僅整合散落各處的文字知識，也打造地方圖庫，讓研
究者取得地方影像更為快速。選點任何影像，系統也會立刻
連結資料庫，動態呈現影像之隸屬知識、座標、拍攝日期及
相簿等相關資訊
8
透過前端技術打造3D互動模型，使用者不需下載任何軟體，
只需打開知識平台網站，便可與澎湖島嶼做近距離互動（圖為
澎湖雁情嶼3D模型圖，https://penghu.info/3D/33b3aeb
04231763e2ff452393b3239e8）
9
在知識平台圖庫結構下，持續記錄地方變遷，讓知識平
台成為澎湖島嶼的主要文史影像與記憶庫（照片為澎湖
小門村震義宮不同時期影像，https://penghu.info/
OB37C8B034DB8DB03CCF）
10
在知識平台現有的數位化架構下，展開了「澎湖古宅普查」計
畫，深入每個村里，記錄即將消逝之古宅，將影像與座標等
資訊，建檔保存於知識平台中
11  
澎湖後窟潭胡氏古宅，雖因大樓建設被拆除，但透過知識平
台的普查與影像庫計畫，可以為後人保留珍貴且美麗的建築
記憶

在數位基礎上，記錄變遷， 建立與時間競賽的記憶庫
島嶼變化的洪流，未曾停歇。今日欣賞的美麗傳

統三合院，可能明日將被拆除，消失於地表。一座大
家耳熟能詳的島礁位置或地名，也可能隨著時間推移
與耆老的凋零，被人遺忘。知識平台設計的初衷，也
是希望在澎湖歷史變遷上，發揮數位記錄與保存的作
用（如圖9）。

打造澎湖知識服務平台架構後，我們延伸更多計
畫與實踐，讓資料內容更趨充實。藉由妥善時間格式
的儲存，我們開發澎湖普渡地圖⑤。作為臺灣群島縣
市，我們展開「澎湖島礁影像紀錄」計畫，為澎湖上
百座島嶼礁岩，做了定位與拍攝，讓許多想一探澎湖
島嶼奧祕的朋友，與研究地方島嶼的人士，提供更便
利的影像管道。對於日漸消失的美麗澎湖古宅，我們
也已進行「澎湖古宅普查」（如圖 10、圖 11）數年，將
美麗的建築身影，保留於知識平台內，為先民的篳路
藍縷，保留最珍貴的建築記憶。透過數位技術，不僅
能提供知識的解惑，也同時打造屬於澎湖人的完整記
憶庫。未來知識平台也會持續尋找新的紀錄主題與標
的，提升資料庫的價值與服務內容。

10

11

⑤ 透過數位技術和資料庫架構，妥善儲存時間格式，開發澎湖普渡
地圖（https://penghu.info/Pudu），選擇普渡日期即可瀏覽當日舉
辦普渡的寺廟、地理位置分布並可鏈結寺廟文史資訊或影像內容。

https://penghu.info/3D/33b3aeb04231763e2ff452393b3239e8
https://penghu.info/3D/33b3aeb04231763e2ff452393b3239e8
https://penghu.info/OB37C8B034DB8DB03CCF
https://penghu.info/OB37C8B034DB8DB03C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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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藉由Google Cloud Vision 
AI的人工智慧技術，加速文獻
圖檔的光學字元辨識（OCR），
降低錯字率， 結合程式碼提
高自動化比率（影像來源：
https://cloud.google.com/
vision?hl=zh-tw）

⑥ OCR光學字元辨識：是將文字影像轉換為機器可讀文字格式的程序。

結語：越是數位，越近人文
無論是資料庫設計與程式撰寫，或數位儲存0與

1，總給予人冰冷無情的形象，彷彿是理工或科技朋友
的專屬品。然而，在我眼中，數位與文史，絕對是相
輔相成，而非彼此站在天平的兩端。

程式碼，是中立的工具，可以建立成微軟與蘋果
系統，也可以幫助拉近大眾與文史距離，或在文史數
位化提供協助。容我以自身為例，目前正導入人工智
慧技術，協助傳統澎湖文獻OCR⑥（如圖 12），建立文
獻資料庫（如圖13），同時讓知識平台的機能更完備（如
圖 14）。稍微在程式碼裡施加情感與同理心，即便認知
中冷冰的數位科技，也能充滿人文關懷與文史傳承，
讓大眾與澎湖文化歷史有更多互動，讓文史知識更貼
近我們的生活。

數位不僅是你我生活的一部份，更是一份責任。
二十多年來，隨著儲存與傳播成本的大幅降低，我們能
夠透過伺服器等數位裝置，儲存更多的文字與影像，這
也代表著我們這一代更有使命與義務，善用科技，為地
方文史探索、紀錄與傳承，投入更多的實踐與付出。

澎湖知識服務平台，目前已是在地民眾及研究地方
文史者查詢資訊的主要渠道之一。在未來，平台在持續
充實知識、影像並更新系統架構之餘，也期許將文史知
識傳遞之工作與活動，拉到實體。在文史推廣上，虛
（資訊服務）實（講座活動）協力，絕對是相得益彰。

既然文史數位化，是一場無止盡的工作。我們就
繼續期待，在數位技術不斷日新月異下，將發揮更大
的作用，讓我們在文化與歷史的認知，拉到更高更廣
的視野中。

https://cloud.google.com/vision?hl=zh-tw
https://cloud.google.com/vision?hl=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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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原本打造文獻庫是極為耗時之事，但在數位技術的協助下，也
能大幅加速資料庫建置進程。目前已正式發布「澎湖文獻資料
庫｜phb.tw」服務（https://phb.tw/），讓澎湖文史檢索多一
項輔助工具

14
在2023年10月，知識服務平台新增「引用書籍」之溯源功能，
使用者選點連結後，即時連線文獻資料庫，查看並翻閱引用書
籍之頁面（針對可合法公開的公共書籍），達到知識平台與文獻
資料庫共同運作的最大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