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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數位人文在數位典藏的基礎上創新發展。臺大數位人文研究中心從

十年前數位典藏階段即展現不同的建構思維，在數位典藏系統的建置上，導入人

文研究者進行材料分析以及視覺化觀察的進階需求，以系統化方式梳理特定典藏

材料間的脈絡關係，提供使用者創新問題意識的多重線索。 

十年以來，進展快速、便利取得、成本低廉且品質提昇的數位科技，造就人

文學術環境中豐富的數位資源、數位系統及數位工具蓬勃發展，這使得人文研究

者在研究歷程中有了更多運用數位科技的想像。 

因應這樣的學術環境變化，我們觀察到數位人文時代的來臨，這是一個以人

文研究者為主體的新發展階段。在資訊系統的發展導向上，從對使用對象的群眾

典型需求，轉為對個人特殊性需求的關注；研究者對數位科技的應用也延展到更

進階的研究歷程中。針對這些轉變，我們構思數位科技可能的回應，首先便是將

人文研究者從他者制式提供的典藏材料與系統功能中釋放出來，接著則是想像一

個個人化學術研究協作平台的可能性。我們嘗試思考並去建構數位人文的學術理

念，進而具體實踐。對我們而言，這樣的實踐，即是”DocuSky”。 

DocuSky提供個人化數位人文研究的協作，讓人文研究者不必再步步仰賴資

訊技術專家，自主且自由地在研究歷程中運用數位科技。從研究材料的蒐集、數

位資料庫的建置、文本的耙梳與標記、探勘與分析、以及時空資訊等視覺化觀察

皆可以在 DocuSky上找到相應的工具。 

本工作坊除說明 DocuSky的建構理念外，將透過實際的研究案例操作練習，

讓使用者得以熟悉並活用 DocuSky數位人文學術研究平台。我們期待 DocuSky可

以為人文研究者帶來更多的便利及不同於以往的研究視角，創新研究的取徑與問

題意識，為人文研究者的知識發現與積累，貢獻數位科技的協作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