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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題

十指大動

台灣文學館自開館以來，即不斷積極經營典藏

與研究業務。在典藏方面，蒐藏台灣文學發展史上具

價值之史料文物，資料類型涵蓋多元，包括圖書、

期刊、手稿、信札、報紙、照片、視聽資料、書畫墨

寶、器物等，內容豐富，極為珍貴；研究方面，致力

於台灣文學史料調查整理、工具書編纂、學報與作家

作品出版等。十年來累積豐碩成果，本館亦陸續將這

些成果建置成資料庫，提供民眾免費檢索查詢。為使

這些文學資料庫發揮最大效益，藉以推廣文學，本館

特在十週年館慶期間，舉辦「十指大動──你不可不

知的文學資料庫成果展」活動，內容包含文學資料庫

海報展及現場資料庫查詢尋寶活動。

海報展以15個資料庫為主體，製作精美海報，

介紹其內容及特性如下：

1. 台灣文學期刊史資料庫：內容包含日治時期

（1910~1945）、戰後初期（1945~1949）之

雜誌總論、56種期刊書影、基本資料，以及個別

刊物之解說。

2. 台灣文學外譯人力調查資料庫：內容包含從事台

灣文學外譯之專家學者與機構團體、擔任外譯相

關課程之師資、台灣文學外譯文學作品與研究論

著等相關資料。

3. 台灣文學研究人力論著目錄資料庫：收錄152位

台灣文學研究者資料與論著目錄，可查詢單一研

究者所有關於台灣文學研究之論著、研究主題、

專長等。

4.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庫：收錄310位台灣現

當代重要作家之評論資料，為一能提供研究者完

整、正確的評論資料之線上目錄資料庫。

5. 台灣民間文學歌仔冊資料庫：內容包含唸歌、歌

仔冊、研究成果、互動學習與資料檢索單元。

6. 台灣文學年鑑檢索系統：提供查詢歷年《台灣文

學年鑑》內容，回顧每一年台灣文學的創作、出

版、研究等活動，以保有台灣文學的生命脈動。

7. 1933年台灣新民報資料檢索系統：1933年《台

灣新民報》是目前海內外唯一的孤本，內含很多

日治時代台灣作家的作品，這些資料的出土，對

台灣文學研究產生重大的影響。

8.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及台灣文學館通訊資料庫檢索

系統：內容為台灣文學相關領域之原創研究論文

及本館之研究、典藏、教育展示等相關報導。

9. 白話字數位典藏博物館：將本館典藏之台語白話

字文獻內容進行整理、掃描、線上典藏，提供大

眾便利使用，活化本館白話字文獻典藏。

10. 楊逵文物數位博物館：楊逵為日治時期台灣重要

作家，本館將其文學文本及史料素材進行數位

化，提供大眾進一步認識其作品及一窺日治時期

台灣文學與文化發展的歷史紀錄。

11. 台灣作家作品目錄系統：收錄2,600餘位作家小

傳及10餘萬筆作品目錄，具體呈現近一個世紀

之台灣現當代作家創作與出版成果。

12. 台語文數位典藏資料庫：內容涵蓋1,000餘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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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本館文學資料庫發揮最大效益，藉以推廣文學，9月1日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十指大動──你不可不
知的文學資料庫成果展」，展出文學資料庫海報，舉辦資料庫查詢尋寶活動，獲得民眾熱烈回應。

台灣文學資料庫成果展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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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週年館慶

一隻悠游大海
的文學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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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性之白話字書刊作品，以全羅馬字台語文呈

現，配搭聲音檔，使用者可以同時聽讀白話字

資料。

13. 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內含本館已出版之《全臺

詩》內容，提供作品、作者、全文檢索等查詢方

式，讓民眾接近詩、讀懂詩、也愛讀詩。

14. 台灣文學網：以「文學史」為中心，整合館內外

資源，包括文字、影像、語音等，是一個台灣文

學資源整合網站。

15. 文學文物典藏系統：可查詢本館所典藏之台灣文

學珍貴史料，資料類型涵蓋手稿、信札、照片、

書畫墨寶、器物、圖書、報紙等，為本館典藏

「核心」的重要系統。

資料庫查詢尋寶活動設計是為讓參觀資料庫海

報之民眾，現場體驗資料檢索，熟悉各資料庫內容及

查詢方式。目前館內資料庫使用以研究台灣文學之專

家學者居多，一般民眾較少使用。然而，本館所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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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為資料庫查詢尋寶活動設計之「文學手工皂」及「資料

庫酷卡」精美獎品。

資料庫查詢尋寶活動現場照片。

之資料庫除內容具獨特性，應用層面亦很廣，除可提

供台灣文學研究者所需之相關圖書、期刊、手稿、作

家生平、作品、評論等研究參考資料外，亦適合一般

民眾查詢台灣文學相關人、事、物等資料，以瞭解台

灣文學起源、流變、內容。為使更多民眾多利用文學

資料庫，親近文學，本活動主要對象為一般民眾。因

多數民眾未曾查詢過資料庫，故本活動在內容策畫上

以「易學易查」為主軸。首先，在尋寶現場播放各資

料庫檢索示範影像，指引初次接觸資料庫民眾之資料

庫查詢方式與技巧；查詢尋寶題目方面，由館方依各

資料庫屬性及內容製作簡易及具知識性之題目，例如

與台灣文學歷史有關之題目「《三六九小報》創刊

於何時，其命名之由來？」；與作家有關之題目如

「楊逵本名為何？楊逵71歲時，他的哪一部作品被

收錄於國中國文教科書？」；與文學作品有關之題目

「駱以軍的哪一部小說作品於2010年獲得香港第3屆

『紅樓夢──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等，希望民

眾參與此活動，可同時獲得資料庫檢索技能與台灣文

學相關知識。

本次活動自9月1日展開，於本館圖書室多媒體

視訊區舉辨，為鼓勵民眾參與尋寶活動，民眾在查

得正確答案後，可獲贈館方專為此活動設計之精美

獎品。在圖書室櫃台諮詢人員熱心的協助指引下，

參與者皆能順利地在10分鐘內找到解答、來源。為

期一個月的活動，除館外民眾熱烈回應，館內員工

亦熱情響應，共計約200人次參與。透過這次民眾

資料庫檢索體驗過程，深深體會，參與者所回饋給

我們的，不僅是尋寶活動的達陣，也是這些曖曖內

含光的資料庫，有向外再發掘、延展的可能，計畫

未來多舉辦相關推廣活動，提高館內文學資料庫曝

光及使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