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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南島語數位典藏」是國科會NDAP機構計畫下分項主題為「語言典藏」
的子計畫之一，整體建置作業之規劃暨主持人為齊莉莎研究員。

此計畫之建置目的在於建立一個數位圖書館，期能收集、保存、編輯及透過網
路散播語言資源，供使用者存取已錄製及記音的南島語。

第一期計畫為：2002-2006，現已進入第二期計畫（2007-2011）。
另外在第一期計畫開始的前一年（也就是2001年）先執行實驗研究計畫

中央研究院語言典藏中央研究院語言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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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南島語語料庫之主要特色台灣南島語語料庫之主要特色

 呈現方式：

1. 中文

2. 英文

三個資料庫:

1. 語料庫

2. 地理資訊系統

3. 書目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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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料庫查詢介面語料庫查詢介面

原始語料

重新編輯之語料

(1) 瀏覽
(2) 關鍵詞
(3) 詞綴、詞類別等

語料類別

語言/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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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料顯示語料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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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落段落//句子顯示句子顯示

中文顯示

聲音檔

英文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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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原始 vs. vs. 重新編輯之語料重新編輯之語料

重新編輯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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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分佈詞彙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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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關鍵詞

國際音標，可繼續增加新符
號

搜尋結果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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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後設資料」乃有關資料的結構性資料，它一方面能夠幫典藏者利用結構化的典藏
方式、標記及文本編目加以管理所收集的資料；另一方面，使用者也能夠更容易從不同
的典藏品存取所需的資料。

後設資料的描述主要為超連結的資訊。換句話說，在南島語典藏裡，它包含如下的資
訊：（一）語料的側寫（如：題目、語言及方言、文體），（二）田野調查（如：發音
人、田野工作者/謄寫者/編輯者/翻譯者、資料收集/編輯/翻譯的日期）以及（三）管理
策略（版權宣告）。

為了統一術語起見，以及降低每個文本編目的負擔，分別建立語言資料庫與個人資訊的
資料庫。語言資料庫包含的資訊為地理分佈、方言及方言變體、人口以及語言使用狀
況，而個人資訊的資料庫則提供了發音人姓名、所屬的語言族群、年齡、語言能力、出
生地等等，以及其他關於田野工作者/謄寫者/編輯者/翻譯者的基本資訊。「超連結」進
一步使使用者能夠從文本後設資料內的「語言」、「發音人」及「參與者」等元素取得
更多資訊。

後設資料後設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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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資訊系統（地理資訊系統（GISGIS））

在地理上：

• 可以呈現台灣南島語言分佈

• 可以比較族名、及中英文對每一個族的稱呼。

在語言學上：

• 可以比較不同南島語語言/方言

• 可以進一步建立台灣南島語之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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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分佈地理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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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分佈詞彙分佈
1) 時間/空間
2) 不同記錄
3) 43方言

1) 如何使用IPA/聲音檔？
2) 如何比較不同方言
3) 如何對照語料與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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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資料庫書目資料庫

1. 語言學

2. 語言教學

3. 文學

4. 音樂

持續更新及擴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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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南島語言數位典藏團隊台灣南島語言數位典藏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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