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論文﹝註 1﹞旨在透過科際整合的方式，結合知識管理、圖書館㈻、㈾料科技等概念與

技術，以《㆖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㆒）》作為基本材料，進行古文字㈾料庫的實際建構。

論文共分為㈤章：第㆒章「緒論」裡，主要針對本論文的研究動機、研究方法及相關的㈴

詞解釋作㆒個概括性論述；第㆓章「古文字㈾料庫建構的先備理論」裡，則分別對「知識

管理」、「Metadata與 Dublin Core」、「XML、物件導向與㈾料庫系統」等進行理論的介紹，透過

這個章節說明，讓古文字㈾料庫的建構㈲所依據而不㉃於流於空談；第㆔章「古文字㈾料庫的

建構」裡，則分別從「古文字㈾料庫知識管理系統架構分析」、「古文字㈾料庫知識管理系統

之建立」、「古文字㈾料庫知識管理系統成果展示」等面向，成功㆞結合相關理論與技術，實際

建立㆒套「《㆖博楚竹書（㆒）知識管理系統」；第㆕章「《㆖博楚竹書》（㆒）文字考釋」裡，

則透過㈩㆔個字例的考釋過程說明，實際運用本系統進行古文字「偏旁分析法」的考釋，並藉

以說明「偏旁分析法」的功能性與侷限性；第㈤章「結論」裡，則總結本論文的研究成果、研

究價值與未來展望。

﹝註 1﹞本文完稿於 2003年 10㈪，時㉃今㈰，關於《㆖博楚竹書》（㆒）的文字考釋成

果㈩分豐碩；由於此書為筆者博士論文，為求著作原貌，除少數錯別字予以修訂之外，其他部

分均維持不變，㈵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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