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公共服務電子化、行政運作

無紙化、無感支付等電子化服務的

趨勢下，居民能隨時隨地辦理生活

事務。近年本地一些較資深的團體

或機構，亦越來越重視檔案電子化

工作，積極構建線上資料庫，務求令

檔案原件的損耗減至最低，讓文化

資源得以更廣泛地傳播共享。2019

年，澳門基金會籌建多時的“澳門記

憶”文史網正式面世，蒐集和梳理澳

門從古至今散落的各類歷史文化資

料，這個互動多媒體資料庫，讓歷史

素材變得生動和觸手可及。澳基會善

用網絡時代的傳播契機，一方面持續

優化“澳門虛擬圖書館”的服務功能，

另一方面推出“澳門記憶”文史網，分

別在學術研究與人文普及兩方面，共

同助力“澳門學”發展，使本土文化傳

承和推廣變得更加便捷。

不再遙不可及
文獻是記錄知識的載體，與當

今社會發展關聯密切，今年 5 月，澳

門文獻界迎來喜訊，《澳門功德林寺

院檔案文獻（1645-1980 年）》成功申

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世

界記憶（國際）名錄》，這是繼 2017

年《漢文文書》(《清代澳門地方衙門

檔案(1693-1886)》)後，再有澳門地方

檔案文獻成功列入國際級別的《世

界記憶名錄》。統籌申報工作的澳門

梳理本土珍貴文獻檔案
澳基會積極推動文獻電子化
◆文：嵐子 圖：澳門基金會、

澳門文獻信息學會

澳門論壇

澳門基金會多年來致力推動本土文獻電子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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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信息學會理事長楊開荊表示，

澳門無量壽功德林曾是有識之士活

動的場所，寺中所存的文獻反映了

澳門宗教文化在近現代史上的傳播

與發展，對於研究澳門佛學的淵源

和澳門在近代史上的角色地位有著

重要價值，申報《世界記憶名錄》反

映國家對文獻保存的重視，亦對地

方文獻信息服務具有推動作用。

近年本地學術氛圍活躍，學術

界對澳門歷史文獻的需求殷切，對

古籍檔案的修護、整理以及電子化

技術的推進起了正面作用。每當收

集到古籍及檔案，澳門文獻信息學

會人員先就該檔案規劃資料庫、設

定分類號，再對文獻進行仔細分類，

如果檔案原件狀況不佳，易受損，就

只能進行簡單拍攝，狀況完好則可

全件掃描。檔案完成整理後會重新

包裝保存，包裝的物料、保存環境的

濕度和温度都十分講究，如果温度、

濕度不當，容易導致古籍變質，出現

楊開荊表示，科技讓文獻走進人們的生活，不再是遙不可及的歷史資源。

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團隊整理數以千計的《澳門功德林寺檔案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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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化、龜裂、發霉等現象。

開展《澳門功德林寺檔案文獻》

的申報工作初期，團隊先要梳理數量

龐大的古籍檔案，楊開荊表示：“參與

分類整理的人員眾多，未計前期工

作，單是核心整理階段花了 2至 3 年

時間才完成，把海量檔案分門別類

後，著錄是十分重要的步驟，一張相

片，我們要考證相中人物的姓名、生

卒年份、拍攝地……按線索分析其職

業、甚至照片背景所展現的地貌變化

等，都是重要的歷史記錄。我們嚴格

要求工作人員不可忽略任何細節。”

著錄是指分析和記錄歷史檔案的資

訊，然後按文獻學專業規範為檔案史

料標示檢索點，一個檔案的檢索點愈

多，愈能提高該檔案資料被利用的機

會和價值。對具歷史價值的古籍檔案

進行電子化處理不僅是為了更長久

地保存原件，更在於對文獻內容的深

度揭示，使歷史資源發揮更大的效

益。楊開荊稱，文獻資源被加以利用

才具有生命力，借助科技手段，文獻

正走進人們的生活，不再是遙不可及

的歷史資源。

電子文獻時代
在澳基會的支持下，澳門文獻

信息學會的團隊培訓本地大專生，

參與整理本澳散落各處的文獻檔案

資料，並將其進行電子化，其中“澳

門記憶”文史網（www.MacauMemory.

mo）今年 5 月推出的“功德林文獻瑰

寶網上展覽”正是電子化成果之一，

楊開荊表示：“我們希望挖掘散落於

民間卻被忽略的歷史資料，可能此

刻未必是大眾需要的資料，但當越

來越多人展開研究，很多歷史的空

白就會透過這些資料來填補，前人

的心血才沒有白費。”澳基會多年來

致力推動本地文獻的整理工作，多

次組織本地學者參與 UNESCO 有關

文獻遺產研究的國際會議，並支持

《天主教澳門教區檔案文獻（十六至

十九世紀）》申報亞太區《世界記憶

名錄》，持續推動澳門社會對文獻遺

產的保護及管理意識。

配合當今社會急速發展的需

要，構建澳門文獻資源總庫，使文獻

得以廣泛被利用，是本地文獻工作

面對的新機遇和挑戰。澳基會構建

的“澳門記憶”文史網啟動以來，除

了吸納本地各部門和民間團體分享

史料，更不斷開拓與外地的合作，去

年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博物館，以及

香港海事博物館經過溝通協調達成

合作，獲授權免費使用珍貴的乾隆

時期澳門長卷畫，以及十八世紀的

澳門、廣州繪畫，還有海圖等，其中

長卷畫原圖的電子檔(超過一百兆)，

通過專門技術全圖上載至“澳門記

憶”，及後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亦對

原畫進行高清拍攝，為讀者提供更

高清的澳門景緻，亦體現了各方對

澳門史料的重視。

楊開荊稱，檔案電子化的意識、

相關技術人才的發展速度，需視乎

澳門論壇

“澳門記憶”獲授權的“澳門山水長卷畫”局部：十八世紀關閘、青洲、望廈的景緻（藏於新加坡國立大學博物館）。

澳門月刊 /2023 年 8月24



整體社會對文獻保存的重視程度，

她形容現時正進入高速發展階段：

“一些館藏資源較具規模的機構，正

是把握電子化趨勢，積極完善自己

的資料庫，未來如何進一步統合所

有數據資源，值得思考。”“澳門記

憶”作為傳承中華文化、凝聚澳門市

民情懷的平台，因著學者和大眾不

斷挖掘各地珍貴史料和參與，平台

團隊才得以開拓和收集散佚的資

源。楊開荊認為，這些合作成果體現

社會各界認可澳基會對文獻研究及

保存的重視，“澳門記憶”面向公共、

私人、學術、社團等層面合作空間廣

闊，她相信“平台合作、資源共享”是

大勢所趨，並有助鼓勵更多人樂於與

“澳門記憶”文史網共享歷史資源。

提煉文獻價值
從事文獻學研究多年的楊開

荊，見證多項澳門地方檔案文獻申

報《世界記憶名錄》過程中本澳團隊

付出的血汗，她指出，申報成功既是

強化了文獻本身的價值和歷史作

用，更重要是未來如何支持“澳門

學”學科的建立。她續指，文獻學為

學術研究發揮很多重要作用，當中

不可不提“專題選粹服務”（Selectiv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即是針

對讀者的興趣或研究範圍，從文獻 /

學術刊物 / 檔案中抽選出符合讀者

要求的資訊，節省讀者檢索時間，相

比以關鍵字搜索更精準到位。楊開

荊認為，“澳門記憶”及“澳門虛擬圖

書館”亦正朝著這方向發展，為廣大

讀者服務，“澳門虛擬圖書館”呈現

了澳門學術環境現況，讓學者或研

究人士進行深度閱讀，而“澳門記

憶”是面向青年及大眾的多媒體互

動平台，兩者正致力把文獻內容進

一步深入提煉，細化呈現澳門歷史

文化資源，最大化地利用和發揮本

土文獻的價值。

澳基會創設的線上平台與時俱

進，滿足社會各界認識和研究澳門

歷史的需要，其中“澳門記憶”文史

網活用科技手段，抽絲剝繭地揭示

文獻原件的具體細節，讓平台成為

學者及學生查找本地史料的寶庫，

“澳門虛擬圖書館”則透過大數據整

合出版成果和學術動態；楊開荊相

信，“澳門記憶”及“澳門虛擬圖書

館”持續把文獻及學術資源提煉工

作做得更深入，愈有利澳門學術研究

發展。未來，澳基會將繼續凝聚全體

居民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整理、研究、

豐富屬於澳門的集體記憶，同時，鼓

勵、支持學者和研究者關注澳門、研

究澳門，構建本土知識體系，促進“澳

門學”的學科建設，為澳門和國家在

新時代的持續發展出謀獻策。

“澳門記憶”除了線上互動，線下亦透過“記憶沙龍”校園專場走進學校，邀請本澳文史工作者分享珍貴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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