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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上傳？

不知道要寫什麼？

報告書複製貼上？



每個人的記憶，集結成國家文化記憶！

記憶，更讓國家、社會的歷史有了立體的樣貌，跨
越世代與族群，透過多元的載體，形成有意義的繽
紛故事。書信照片、古調歌謠、耆老口述、傳統技
藝、老街老廟，或是那首代表青春時代的歌……一
代人傳給下一代人，如同養份滋養著我們，臺灣的
文化命脈於是能夠不斷延續。



無法被累積
數位化及
系統性蒐

集

無法被看見
對外公開
瀏覽

無法被運用
對外開放
非營利運

用
(務必善盡告知之責，讓受訪者了解非營利運用之目的及範圍)



• 把自己當記者
• 對學生說故事的老師
• 非廣告，而是深度報導



⚫ 計畫成果報告：執行計畫所取得之田野調查紀錄、人

物訪談紀錄、照片、影片、圖像、物件、繪本、文宣

品等資料。

⚫ 詮釋資料：描述計畫成果資料之說明資料？

針對單一數位物件的描述文字

(也對，也不對)



「一筆資料」的定義

素材 詮釋資料 一筆資料

書籍、期刊、報紙、紀錄片等，可以拆成一筆一筆

資料者，非一筆資料案例



檢核項目 詮釋資料欄位檢核項目

欄位必填 *號為必填欄位，是否均有填寫

權利盤點 原則上，小圖及描述欄位為 CC BY以上；中大圖為 CC BY NC

描述資料
200~500字、有無個資疑慮（全名、身分證號碼、電話號碼…等）、髒話、錯別字、語句文法、

具科普性。

DO(數位物件)規格
依據工作手冊要求，不同類型檔案有不同的規格限制。由於工作手冊將有V2.0版本，避免誤

會，故這邊不列出。

關鍵字 至少三個以上。是否足以表現該筆資料



資料檢核重點

字數太多？太少？

圖文不符？待查明資料正確性？

有錯別字

資料可再補充

資料有授權疑慮

詮釋資料重覆（與其他筆數對照超過八成相符）

需考量去識別化（有個資疑慮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姓名等）



縣市及中研院之參考範例



看到什麼?!  想知道什麼?!



照片攝於民國53年，小朋友圍著年輕時的曾淼祥老師上音樂課。老師彈琴，小朋友擊
鼓擦鈸，張口齊唱，這種鼓鈸齊鳴、節奏強烈的伴奏，大概不會是小調民謠的溫婉，
而是五零年代學生都要學唱的〈馬祖精神歌〉之類。照片背景是津沙西邊山，石屋依
山而建，比起現在密集許多。

站在曾淼祥老師旁邊，擊鼓的是津沙客棧邱吉勇，其他還有邱吉鶴、徐明金、林仙菊
等。拿大鈸的少年是潘財俤老師，現居台中，曾在基隆海事任教。
當時國小考初中競爭激烈，民國55年曾老師調職馬祖國小，將幾位愛徒包括潘老師、
邱吉鶴、邱清成等，從津沙帶到馬祖，曾老師親自督導。他們住校，在教室打地鋪，
自己煮飯洗衣；一年後成績斐然，全數考上馬中，潘老師還是當年的榜首呢！

津沙人的原鄉在連江曉澳，說家鄉話都帶連江口音，抑揚頓挫，很好聽。島上流傳一
段童謠，模仿津沙人講話：「大姆姆，踢到石頭姆，瓜得疼、雷得疼；隔蜀暝，還在
疼。」非常有趣。津沙人豪邁善飲，大碗喝酒，大塊吃肉，所以津沙人能釀非常香醇
的「生紅」老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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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國小音樂課

資料來源：連江縣政府

第一層：針對圖檔的基本描述

第二層：補述圖檔的背景脈絡

第三層：判讀-加入回憶元素，建議可連結戰地政務。

國家文化記憶庫 參考範例：連江縣政府



看到什麼?!  想知道什麼?!



照片由陸光五村原住戶廖麗花女士所提供，為原陸光五村在拆建前的老蔣總
統銅像舊影，因此成為陸光五村值得懷念的眷村舊眷村景象。

本件是廖麗花女士為紀念陸光五村，所保留下來的老照片，極具有歷史紀念
價值，目前原址已經拆掉變成陸光五村國宅社區，也是原住在此地的眷村人
熟悉與懷念的場域。

據訪談紀錄顯示，老蔣總統銅像所在的位置是陸光五村的進出口位置，早期
陸光五村周邊都是稻田、竹林、樹林景觀，與現在形成的城市樣貌完全不同，
而銅像所在的位置也是眷村人的精神寄託所在，雖然已經拆除，但是此一照
片仍能勾起陸光五村原眷戶的懷念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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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光五村總統蔣公
銅像舊址

第一層：針對老照片的基本描述

第二層：補述照片背後的歷史脈絡

第三層：判讀-銅像舊址的歷史意義 資料來源：桃園市-眷村學

國家文化記憶庫 參考範例：桃園市-眷村學



看到什麼?!  想知道什麼?!



中研院協助優化「馬偕與牛津學堂」描述欄位成果
優化前描述欄位（聯合目錄描述欄位）

Rev. Mackay studying minerals at home.

馬偕除了在宣教、醫療和教育上的貢獻
外，也致力於臺灣自然與人文科學的研
究。本照片他在家中附設的博物室做礦
石研究，這間研究室蒐集之豐富、正如
他所說「可以使驕傲的文人低頭，使自
大的中國官吏悅服」。

優化後「描述」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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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背景）
照片為馬偕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在淡水寓所的博物館及研究室，他在
家中附設的研究室做礦石研究。 Rev. Mackay studying minerals at home.

（與藏品相關延伸說明）
馬偕除了在宣教、醫療和教育上的貢獻外，也致力於臺灣自然與人文科學的研
究。其淡水寓所有設置博物館及研究室，收藏採集或他人贈與的物品，蒐集之
豐富，在《臺灣遙記》（From Far Formosa）中曾生動描述博物館中的收藏：
「我在淡水的研究室和博物館是對學生開放的，作為他們的學習資源。經過23

年的累積，目前研究室的設備算是齊全，有書籍、地圖、地球儀、繪圖、顯微
鏡、望遠鏡、萬花筒、立體鏡、照相機、磁鐵、電池和其他化學儀器；此外還
有無數可以用來解說地質學、礦物學、植物學和動物學的標本。屋內的另一個
房間作為博物館；這個房間裡放有大量的收藏品，包括各類可以想到的、有趣
的漢人、平埔番或生番使用的物品。藏品中包含有各種貝殼、海綿或珊瑚，都
經過分類整理並有說明；此外也保存有各式各樣的蛇類和昆蟲標本。其中偶像
的數量多到可以塞滿一整間廟，另外有祖先牌位、宗教儀式用具、樂器、道士
袍服等與偶像一起換來的東西；以及農具模型和戰爭使用的武器等。」

參考書目：《臺灣遙記》；撰寫：王柳鋐

偕牧師在其家中作台灣礦石研究

原描述僅簡單介紹照片背景，此次優化的「描述」欄位除了撰寫照片背景（人事時地物），並

延伸介紹與藏品相關的資訊（如馬偕手稿獲得與藏品相關更多資訊）。



看到什麼?!  想知道什麼?!



原已匯入聯合目錄的藏品及後設資料，
圖檔與描述不符，需重寫

2-1聯合目錄原後設資料

標題 平埔織婦

登錄號 AUP000153

描述 這是馬偕在介紹婦女教育時，所用的
照片，事實上首屆的女學堂學生，都
以平埔族婦女為主，有關原住民婦女，
馬偕說『她們櫛風沐雨、終日勞碌、
食物粗劣、還有…….苦惱，所以少女
容易變成老人……不能享受快樂，也
不能應付禍患……』。

原件數位化後格式 image/jpeg

來源 人類學組共通欄位「影像資料庫」

管理權 典藏單位：真理大學校史館
後設資料提供單位：真理大學校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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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平埔織婦

識別碼 AUP000153

作品/文物介紹描
述資料

這是照片為1878年，平埔婦女織布照片，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在介紹婦女教育時所用的照片，事實上首屆的女學堂學生，
都以平埔族婦女為主。有關原住民婦女，馬偕說『她們櫛風沐雨、終日
勞碌、食物粗劣、還有……苦惱，所以少女容易變成老人……不能享受快
樂，也不能應付禍患……』，希望透過這張照片，讓臺灣女性瞭解開智
之重要性。
平埔族的織布工藝，早在清代方志中就已有記錄，除了使用苧麻線和棉
毛線夾織之外，更特別的是使用香蕉絲織布，其使用的織布工具與其他
臺灣原住民族類似，都是用水平背帶織布機。
參考書目：朱仲苓，《平埔族服飾文化研究－ 以國立臺灣博物館平埔
族服飾文物為例》
撰寫：真理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王柳鋐教授
審訂：真理大學校牧室王榮昌牧師

類型 圖書∣手冊;照片;有形（實體）文物

創作者 不詳

作品/文物介紹描
述資料權利註記

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第1版(OGDL 1.0)

主題與關鍵字 平埔族;織布;馬偕

後設資料撰寫者 真理大學校史館

日期 1878

地點 不詳

分類 藝術與人文;民俗與宗教;多元族群;人物團體

語言 中文

原件權利人 真理大學校史館

圖像授權權利 CC BY-NC-SA 3.0 TW+



看到什麼?!  想知道什麼?!



已匯入聯合目錄的藏品及後設資料，
描述過於簡略，進行增補。

聯合目錄原後設資料

標題 Miss Whale 歡迎會及王貞婉小
姐送別會

登錄號 AUP000272

描述 The welcome of Miss Whale and the 
farewell to Miss Wang Chen-Wan' 
the Northern Unit of the estern
Women's Mission Fellowship. Miss 
Whale姑娘到台東從事婦女宣教
事工時'東部女宣道會舉辦歡迎
會。

原件數位化後格
式

image/jpeg

來源 人類學組共通欄位「影像資料庫」

管理權 典藏單位：真理大學校史館
後設資料提供單位：真理大學校
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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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Miss Whale 歡迎會及王貞婉小姐送別會

識別碼 AUP000272

作品/文物介紹
描述資料

Miss Whale (第一排右四)到臺東從事婦女宣教事工時，東部女宣
道會舉辦歡迎會及王貞婉小姐(第一排右三)的送別會，王貞婉小姐
為高雄壽峰詩社首任會長王天賞的女兒，畢業於台灣神學院，曾任
傳道師，後前往德國海德堡大學留學。The welcome of Miss 
Whale and the farewell to Miss Wang Chen-Wan the Northern 
Unit of the eastern Women's Mission Fellowship.
1922年在加拿大女宣教師安義理姑娘（Miss Lily Adair，加拿大籍，
1873-1971年）的建議下，成立北部女宣道會，1929年南部女宣
道會接著成立。1952年在花蓮設立東部中會，為向東部婦女傳遞
福音，也設立東部女宣道會，1958年南北女宣合一，直到1983年
正式更名為「婦女事工委員會」。女宣道會的職志在於將不同族群、
地區、背景的婦女連結起來，一起推動婦女人才培育與普世宣教。
女宣教師的工作包括在山區或平地教導婦女羅馬字，幫助她們能夠
閱讀聖經、協助教會做探訪工作、或是到醫院負責探訪和慰問病人。
撰寫：真理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王柳鋐教授
審訂：真理大學校牧室王榮昌牧師

類型 圖書∣手冊;照片;有形（實體）文物

創作者 不詳

作品/文物介紹描
述資料權利註記

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第1版(OGDL 1.0)

主題與關鍵字 王貞婉; Miss Whale;東部女宣道會

後設資料撰寫者 真理大學校史館

日期 1957/02/03

地點 臺東

分類 藝術與人文;民俗與宗教;多元族群;人物團體

語言 中文

原件權利人 真理大學校史館

圖像授權權利 CC BY-NC-SA 3.0 TW+



各類型數位資料

上傳內容架構



建築

• 第一層：該建築是何人或家族？於何時？於何地？興建完成。

• 第二層：為何會興建此建築(物)，主要用途？前述相關資料內

容是何人所述？或何書所載?建築物的特色 (代表性或獨特性) 

(事) ？對於地方的意義性？

• 第三層：這建築對於過去、現在或未來對於公眾(公益性)的影

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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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

• 第一層：該物件是何人或組織？於何時？於何地？製作或完成。

• 第二層：為何會製作該物，背後的主要目的？前述相關資料內容

是何人所述？或何書所載?本次為何特別紀錄該物(事) (代表性或

獨特性) ？對於地方的意義性？

• 第三層：這物件對於過去、現在或未來的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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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主題到底是人？還是事？標題要有差異)

• 第一層：何時何地由誰/組織進行採訪？採訪何人？對方分享的主

題內容(包含其分享的人、事、時、地、物)？

• 第二層：為什麼進行本次採訪(事)，背後的主要目的？為何採訪

這個人(代表性或獨特性) ？分享的內容對於地方的意義性？

• 第三層：這個人、分享的主題內容或本次採訪影片/照片(物)，對

於過去、現在或未來的影響性?
24



事件/活動(在地故事)

• 第一層：該事件/活動是於何時？何地？何人辦理？該事件/活

動主要內容為何？事件中有什麼物件？

• 第二層：該事件/活動背後的主要目的或意義？本次為何特別紀

錄該事件/活動 (代表性或獨特性) ？

• 第三層：該事件/活動對於過去、現在或未來的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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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地)

• 第一層：該空間/地方主要係由何族群(人)?何時?為何因而興建

或命名？

• 第二層：該空間/地方主要特色(物)為何?本次為何特別紀錄該空

間或地方 (代表性或獨特性) ？

• 第三層：該空間/地方對於過去、現在或未來的影響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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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資料細節提醒
• 執行者或團隊(人)--其他的欄位

• 計畫名稱跟目標(事)--補助計畫不是唯一的主角

• 例如：大計畫名稱「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 「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
畫」 「原住民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小計畫名稱「獲核定獎補助案件名
稱」為了什麼目標執行計畫。

• 年代(時)：請統一以西元紀年，其他以括弧備註說明。

• 例如：1905年(光緒31年) 、1919年(大正8年)、1971年、民國60年

• 清領時期、日治時期

• 建物所在地或計畫執行地點(地)，大地名寫至小地名

• 例如：台南市中西區、桃園市復興區羅浮部落

• 詮釋資料(物)，如同記者報導介紹讓人瞭解成果資料的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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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加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