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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收錄了大量

的佛學書目資料，並且擁有完善的書目檢索系統，提供研究人員做佛學資料的蒐

集。基於書目 metadata 的欄位，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的書目檢索系統對檢索結果

提供了 6 種後分類：出版年份、資料類型、出處題名、關鍵詞、著者、語言，這

些後分類都是書目匯入時既有的 metadata 欄位，若是能為書目做佛學類別專門詞

彙的標記，並且將標記做為後分類提供給使用者，將更有利於研究人員對於書目

資料的篩選及整理。 

  本研究旨在於為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的書目資料進行標記，新增三個標記類

別：佛教宗派、佛教人物、佛教經典。事先收集這些類別的專門詞彙進行字串比

對實現自動標記，並建立停用詞表，以利為字串比對的專門詞彙進行篩選，搭配

人工輔助檢核標記、專門詞彙、停用詞表以進行更新，並為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

的書目檢索系統新增三種不同的後分類：「提及：佛教宗派」、「提及：佛教人

物」、「提及：佛教經典」，隨著專門詞彙及停用詞表的完整，期望能夠帶給使用

者較為準確的標記及後分類，為使用者帶來更佳的使用體驗。 

關鍵字：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字串比對、後分類、停用詞、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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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has a large collection of bibliographies of 

Buddhist studies and a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ic search system for researchers to 

access Buddhist materials. Based on bibliographic metadata, the bibliographic search 

system of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provides six types of post-

categories of query results: publication years, media types, source topics, keywords, 

authors, and languages. These post-classifications utilize the existing metadata attributes 

of the bibliographies. If the bibliographies can be tagged with specific vocabularies of 

new categories, the categories and taggings can also be used for additional post-query 

classification. This will provide more beneficial for researchers to filter and organize the 

bibliographic data.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tag the bibliographic data of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by add three new tag categories: Buddhist sects, Buddhist persons, and 

Sutras. The terms of each categories are collected in advance for string matching to 

obtain automatic tagging. A list of stopwords is also created to facilitate the filtering of 

specific words for string matching and correction of tags. The lists of vocabulary and 

stopwords can be modified manually. We added three different categories to the 

bibliographic search system of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They are 

"Mentions: Buddhist Sect", "Mentions: Buddhist Person", and "Mentions: Sutra", each 

with a specialized vocabulary and a list of stopwords. Through post-query classification 

using these categories, we hope to provide better user experience. 

Keywords: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string matching, post-

classification, stopwords, t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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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1]-[2] 成立

已有 20 多年，截自目前收錄的書目已有 40 多萬筆，其中包含全文的書目共 10

萬多筆，包括 47 種語言及 15 種資料類型，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在其收集的豐富

書目下提供了書目檢索系統來做書目的搜尋，而其書目檢索系統針對查詢結果提

供了許多的後分類、相關經律論及 DILA 佛學術語字辭典的外部連結。 

  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在檢索系統的搜尋結果上提供了後分類來做進一步的篩

選，目前共有 6 種後分類：出版年份、資料類型、出處題名、關鍵詞、著者、語

言，而這 6 種後分類有一個共通性，都是基於匯入書目的 metadata 欄位所做的後

分類，都是較為通用的後分類，若是針對佛學特定的類別收集專門詞彙，為書目

做佛學類別相關的標記，並且將標記做為後分類提供給使用者，使得後分類能夠

針對一些佛學特定的類別去做篩選，更能幫助使用者做資料清理及篩選，讓查詢

結果能夠有更多的選擇及多樣性。 

 

1.2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論文主要目的為研究如何利用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的書目資料進行標記，

新增三種標記類別：佛教宗派、佛教人物、佛教經典，並為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

的書目檢索系統新增三種不同的後分類：「提及：佛教宗派」、「提及：佛教人

物」、「提及：佛教經典」。 

  研究的問題主要為：以什麼方式對書目進行標記、如何篩選佛學類別的 

專門詞彙及書目標記如何達到準確、如何將書目標記做為後分類、如何將整個功

能架構與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原有架構介接並將標記及後分類呈現給使用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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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模式能否沿用到新的類別上。 

 

1.3 論文架構 

本論文共六章，分別為以下結構及目的  

第一章 緒論：研究背景、動機、目的與問題及論文架構。 

第二章 現況探討與相關文獻：講述目前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的現況及細節與

相關文獻的回顧。 

第三章 研究方法：整體研究的流程與方法。 

第四章 功能設計與實作：整體功能的架構與實作方法。 

第五章 UI 功能設計與範例演示：UI 功能的設計介紹與整體功能的範例演示。 

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工作：總結整體研究並提出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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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況探討與相關文獻 

2.1 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 

  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目前的書目檢索系統是採用 solr 做為搜索引擎，目前提

供以下欄位查詢（輸入查詢詞，查詢方式採用部分符合）：題名（書名）、出處題

名、著者、關鍵詞、摘要、目次、叢書名、ISBN/ISSN、不限欄位，除顯示查詢

結果外，也會將書目中出現的查詢詞以紅字(顯色)標示，而針對查詢結果可以再

做後分類，目前有 6 種後分類：出版年份、資料類型、出處題名、關鍵詞、著

者、語言，而其後分類採用的是同種類別為聯集而不同類別為交集的方式，例

如：查詢”戒律”，後分類選擇出處題名的”香光莊嚴”及”海潮音”、著者的”釋悟

因”進行篩選，此時查詢結果將會是，出處題名（”香光莊嚴”|”海潮音”）&著者

（”釋悟因”），&為交集、|為聯集。查詢結果的單筆書目顯示時，其資訊內容並沒

有將查詢詞做顯色。圖 2.1 為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檢索頁面的概況。 

 
圖 2.1 書目檢所篩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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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為每一筆收錄的書目著錄有詳細的欄位，目前的欄位

有：seq（序號）、topic（題名）、author（作者）、source_topic（出處題名）、page 

（頁次）、press_time （出版日期）、publisher （出版者）、publisher_location（出

版地）、publisher_url（出版者網址）、biliography_language（使用語言）、

media_type（資料類型）、remark（附註項）、keyword（關鍵詞）、summary（摘

要）、tablecontent（目次）…等，計 76 欄，其中有些欄位為多重值欄位如：

author（作者）、publisher（出版者）、biliography_language（使用語言）、keyword

（關鍵詞）…等，而目前這些欄位儲存方式為以”;”分隔開。但並非每一筆書目在

所有欄位中皆會有資料，在檢索頁面上僅會呈現該筆書目有資訊值的欄位，以序

號為 120032 的書目為例在網頁上顯示如圖 2.2。 

 

 

圖 2.2 網頁書目資訊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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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專門詞彙資料收集參考 

  為了針對佛學類別新增一些標記及後分類的種類，需要參考到以下書籍文獻

或資料庫，佛教宗派專門詞彙參考自《佛教圖書分類法(2011 年版)》、佛教人物專

門詞彙參考自 DILA 人名規範資料庫、佛教經典專門詞彙參考自 CBETA 中華電

子佛典協會。 

 

2.2.1 《佛教圖書分類法(2011 年版)》 

  《佛教圖書分類法(2011 年版)》 [3]-[4] 由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編撰，其

大綱共有 10 個類別為：「00 總類」、「1 教理」、「2 佛教史地」、「3 經及其釋」、

「4 律及其釋」、「5 論及其釋」、「6 儀制；修持；布教；護法」、「7 佛教文藝；

佛教語文」、「8 中國佛教宗派」、「9 世界各地佛教宗派」。 

  大綱的 10 個類別再往下細分子類別，例如「9 世界各地佛教宗派」下有：

「900 世界各地佛教宗派」、「930 西藏佛教宗派」、「940 韓國佛教宗派」、

「950 日本佛教宗派」；每一個子類別再往下細分，例如「950 日本佛教宗

派」下再細分：「951 南都六宗」、「952 天台宗」、「953 真言宗」、「954 禪

宗」、「955 淨土教」、「956 日蓮宗」、「959 日本其他宗派」，可以再往下細

分，例如「951 南都六宗」下有：「951.1 俱舍宗」、「951.2 成實宗」、「951.3 

三論宗」、「951.4 法相宗」、「951.5 華嚴宗」、「951.6 律宗」。 

   

2.2.2 DILA 人名規範資料庫 

 DILA 佛學規範資料庫包含多個資料庫，有：時間規範資料庫、人名規範資料

庫、地名規範資料庫、佛經目錄規範資料庫，而其中的人名規範資料庫（Person 

Authority Database）[5] 提供佛學相關人物的名稱規範資料查詢。 

  人名規範資訊包含有以下欄位：名稱、別名 Alternative Names、規範碼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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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人名群組 Person Group、舊編碼、朝代 Dynasty、籍貫 From、性別 

Gender、是否為歷史人物 Historical Person、註解（精簡） Notes（simple）、師徒

關係、SameAs、Occurs in…等欄位，並非所有人物都含有所有的欄位，例文殊菩

薩如圖 2.3。 

 

 

圖 2.3 DILA 人名規範資料欄位資訊範例 

 

  DILA 佛學規範資料庫中的下載區可以下載資料庫中的完整資料，其中 DILA

人名規範資料庫下載檔案有：.rdf、.xml、.rnc 檔案。 

 

2.2.3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6] 於 1998 年 2 月 15 日正式成立，其宗旨為

「收集所有的漢文佛典，以建立電子佛典集成。」、「研發佛典電子化技術，提昇

佛典交流與應用。」、「利用電子媒體之特性，以利佛典保存與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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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讓任何想要閱藏的人都有機會如願以償。」。 

  CBETA 提供了許多佛典的線上閱讀（CBETA Online），並以英文字母將經典

區分為：「T 大正藏」、「X 卍續」、「A 趙城金藏」、「K 高麗大藏經-新文豐版」、

「S 宋藏遺珍-新文豐版」、「F 房山石經」、「C 中華大藏經-中華書局版」、「U 洪

武南藏」、「P 永樂北藏」、「J 嘉興藏」、「L 乾隆大藏經-新文豐版」、「G 佛教大

藏經」、「M 卍正藏經-新文豐版」、「D 國圖善本」、「N 南傳大藏經」、「ZS 正史

佛教資料類編」、「I 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ZW 藏外佛教文獻」、「B 大藏經

補編」、「GA 中國佛寺史志彙刊」、「GB 中國佛寺志叢刊」、「Y 印順法師佛學著

作集」、「LC 呂澂佛學著作集」…等，而其中每個類別都可以往下細分（例：阿

含部上為 T01、阿含部下為 T02），而其中每一部又可以再往下細分（例：T0001 

長阿含經（22 卷）為阿含部上的第 1 本經典共 22 卷、T0002 七佛經（1 卷）為

阿含部上的第 2 本經典共 1 卷），可用此規則做查詢，長阿含經（22 卷）為阿含

部 T01 的地 1 本經典 T0001，因此可用 T01n0001 查詢到此經典，而 CBETA 有提

供所有經典及其清單的下載。 

 

2.3 標記工具參考 

  為了規劃標記的方式及標記的規則，本研究參考 Markus 半自動標記平台。 

 

2.3.1 Markus 半自動標記平台 

  Markus [7]-[8] 半自動標記平台可以協助使用者在中文或韓文的文本標記各

類別的專門詞彙，如：人名、地名、時間等詞彙，Markus 提供三種標記方式：自

動標記、手動標記、關鍵字標記，通常都先以自動標記的方式，鏈結現有的詞彙

資料庫進行標記，例如：人名的 CBDB、DILA 及韓國人名；後以手動標記修正

自動標記的結果，或加上使用者的自訂標記，而關鍵字標記則能夠用關鍵字、正

規表達式來進行自動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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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Markus 標記提供的方式 

 

2.4 本章小結 

  Markus 的自動標記以各個資料庫的專門詞彙來對文本進行標記，可以快速且

有效的對文本進行標記，對於準確性也有手動標記能夠對自動標記進行修改，藉

由此半自動的方式可以快速並準確的對文本進行標記。 

  依照 Markus 的自動標記方式，參考佛教宗派、佛教人物、佛教經典相關的

書籍或資料庫並收集專門詞彙。 

 

 

 

 

 



doi:10.6342/NTU202202547

9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對象與範圍 

  主要研究對象是針對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提供的 443138 筆書目資訊進行標

記及檢索頁面的後分類功能開發。詞彙相關資料收集方面自《佛教圖書分類法

(2011 年版)》、DILA 人名規範資料庫、及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佛教圖書

分類法(2011 年版)》中有 10 大類別，佛教宗派的專門詞彙收錄於「8 中國佛教宗

派」、「9 世界各地佛教宗派」，因此只取這兩大類別為資料收錄對象，DILA 人名

規範資料庫及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所收錄的人物專門詞彙及佛典專門詞彙

則全數為資料收錄對象。 

 

3.2 研究流程與方法 

  針對研究問題及研究對象進行一系列的研究流程與方法，並評估研究方法，

從初步的功能規劃帶到資料收集、處理及資料篩選，再到標記方法規劃及後分類

處理方式，最後將標記及後分類呈現給使用者，依照研究流程逐步說明使用到的

方法及整體的設計，以回應相關的研究問題。 

 

 

圖 3.1 研究流程圖示 

 

3.2.1 功能規劃 

  為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的書目進行標記，並將標記做為後分類，在書目檢索

系統將書目標記及後分類呈現給使用者，輔助使用者做資料篩選。 

  自動標記的做法選用事先收集相關的專門詞彙並與書目的相關欄位資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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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串比對（新增三種標記類別：佛教宗派、佛教人物、佛教經典），所以必須針

對這些類別了解相關的資訊或資料庫，並將資料進行收集及處理。 

 

3.2.2 資料收集及處理 

  將資料收集及處理分為兩個問題：如何將各個來源的專門詞彙收錄進臺大佛

學數位圖書館的資料庫、收錄後的資料如何進行篩選。 

 

(一) 如何將各個來源的專門詞彙收錄進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的資料庫 

  各類別的專門詞彙來源皆不相同，若來源於持續更新的資料庫（如：DILA

人名規範資料庫）代表專門詞彙仍會繼續進行更新，因此不能單單只匯入一次資

訊到資料庫中。 

  針對各類別專門詞彙的資料來源做出不同解析資料的程式，只需更新儲存資

料來源的檔案並運行程式，可以使存在於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資料中的各類別專

門詞彙持續更新。 

 

(二) 收錄後的資料如何進行篩選 

  收錄後數量眾多的專門詞彙若是不進行任何處理，錯誤的標記將會太多，要

讓錯誤的標記數量降低就必須先對資料進行篩選。 

  針對中文的專門詞彙，UTF-16 編碼長度為 1 的專門詞彙常有錯誤標記的情

況發生（例：高、成、亮、進、書…等），因此首先將 UTF-16 編碼長度為 1 的專

門詞彙篩選掉。 

  UTF-16 編碼長度為 2 的中文專門詞彙也有許多較為通用的詞彙（例：實

際、傳統、黃金、修行、目錄、文獻…等），但若因為這些詞彙將 UTF-16 編碼長

度為 2 的專門詞彙篩選掉又容易漏標有意義的資訊，因為光收錄佛教人物專門詞

彙中就有 2 萬多個詞彙都是 UTF-16 編碼長度為 2，為解決這些通用詞彙建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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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停用詞專用資料表存放這些詞彙，存在於停用詞資料表中的詞彙都不會被拿來

做總體的比對標記。 

 

3.2.3 標記及後分類規劃 

  這部分分為幾個問題：如何進行標記、如何讓標記達到準確、如何將書目標

記做為後分類。 

 

(一) 如何進行標記 

  以收集在資料庫中的專門詞彙與書目的欄位進行字串比對達到自動標記，書

目需要比對的欄位要與內文可能有高度相關的欄位，而其中題名、摘要、關鍵

詞、目次皆與內文可能有高度相關，因此取這 4 個欄位來與專門詞彙進行比對，

其中關鍵詞較為特殊，因為關進詞本身就應該是一個詞彙，因此不能標記子字串

而應該完全配對才標記（例：關鍵詞為”妙法蓮華經”，若專門詞彙中若只有”蓮

華”則不應該進行標記），目前標記有三種類別：佛教宗派、佛教人物、佛教經

典，與三種類別的專門詞彙做字串比對，比對成功則將字串標記為專門詞彙所屬

的類別。 

  標記的規則也是需要制定（例：標記是否允許重疊），制定的標記規則為標

記不允許重疊，且若是開頭位置相同則取最長的標記，若專門詞彙改成”妙法”及”

妙法蓮華經”，則此時應該取”妙法蓮華經”標記為”妙法蓮華經”；標記從文本開頭

走到文本結尾先標記的為優先，例：題名為”妙法蓮華經”，若專門詞彙有”法蓮”

及”蓮華”，則此時應該取”法蓮”標記為”妙法蓮華經”。  

  標記的規則有了再來是如何儲存標記，做法是以 JSON 儲存，儲存方式為：

{類別:{比對欄位:[標記, 標記, …]}}，而有了類別及比對欄位後標記儲存方式為

UTF-16 編碼子字串開頭所在的索引位置(0-based indexing)及子字串長度組成的陣

列，例：題名為〈天臺智者大師摩訶止觀實踐之道〉（取自 釋廣琳，1983 年作



doi:10.6342/NTU202202547

12 

品），專門詞彙有佛教人物的”智者大師”及佛教經典的”摩訶止觀”，自動標記為

〈天臺智者大師摩訶止觀實踐之道〉，自動標記儲存為

{"person":{"topic":[[2,4]]},"sutra":{"topic":[[6,4]]}}，代表說題名 UTF-16 編碼索引

(0-based indexing)為 2 的地方有一個 UTF-16 編碼長度為 4 的佛教人物標記，而題

名 UTF-16 編碼索引(0-based indexing)為 6 的地方有一個 UTF-16 編碼長度為 4 的

佛教經典標記，之後在以此 JSON 來做 html 上實際的標記。 

 

(二) 如何讓標記達到準確 

  自動標記後的結果也許仍有許多錯誤或缺漏的標記，為了能夠讓標記越來越

準確，因此提供輔助人工檢核，包含單筆書目的人工標記及專門詞彙管理平台，

人工標記能夠完善單筆書目的標記，輔助人工檢核也可以將詞彙加入停用詞及專

門詞彙的資料表中，隨著專門詞彙資料及停用詞的完善，定時的自動標記更新可

以使書目的自動標記越來越準確，人工標記的儲存方式與標記規則皆與自動標記

一樣，有了人工標記後的書目，其自動標記更新也不會與人工標記重疊，而以人

工刪除的標記在往後書目的自動標記中也不會再次被標記。 

  因為需要定時的自動標記，因此每次自動標記的執行時間能夠越低越好，對

字串比對及資料表更新做優化將有效降低執行時間。 

  字串比對方面選用 Trie [9] 資料結構來降低執行時間，Trie 又稱為字典樹或

前綴樹，Trie 通常由數個字串或數字序列或者其他結構組成一個樹狀結構，一般

來說若每一個專門詞彙都需與字串做比對，n 個專門詞彙就必須與字串比對 n

次，而事先將所有專門詞彙編成 Trie 能夠使 n 個專門詞彙只比對 1 次字串就能找

出所有符合的標記。 

  每次自動標記完成後都需將單筆書目的資訊寫回資料庫，使用的指令為

Update Table SET … WHERE seq=?，以序號做為查找的依據去更新序號符合的書

目，因此時間複雜度為 O(N)（N 為書目數量），若是以序號(seq)為索引鍵建立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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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索引 [10]-[11] ，將能使時間複雜度降為 O(logN)（N 為書目數量）。 

 

(三) 如何將書目標記做為後分類 

  因為標記取自不同的欄位，除了將標記本身當作後分類外，也要將標記來源

欄位當作後分類，例：題名為〈天臺智者大師摩訶止觀實踐之道〉（取自 釋廣

琳，1983 年作品）的書目，因”摩訶止觀”為佛教經典，這個書目會歸類到「提

及：佛教經典」後分類的”摩訶止觀”及”摩訶止觀-題名”中，當「提及：佛教經

典」後分類篩選”摩訶止觀”時搜尋結果中所有欄位標記”摩訶止觀”的書目皆會被

篩選出來，而當「提及：佛教經典」後分類篩選”摩訶止觀-題名”時搜尋結果中題

名有標記”摩訶止觀”（即”摩訶止觀-題名”）的書目才會被篩選出來。 

 

3.2.4 UI 呈現 

  後分類部分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的書目檢索系統本身就有 6 種後分類，這 6

種後分類皆是一層不可展開的勾選框，而這次新增的三種後分類除了有專門詞彙

本身，還有標記來源欄位，因此在原先的架構上設計成兩層可展開的結構，第一

層為專門詞彙，第二層為專門詞彙標記來源欄位，而標記部分則以文字的背景顏

色不同來呈現給使用者（類似螢光筆的效果）。 

 

圖 3.2 後分類範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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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功能設計與實作 

4.1 架構設計 

  將架構分為資料處理、自動標記、輔助人工檢核、UI 呈現，定時的資料處理

腳本可以更新專門詞彙，輔助人工檢核搭配定時的自動標記越來越準確，最後將

標記及後分類呈現給使用者，如圖 4.1。 

 

 

圖 4.1 架構設計圖示 

 

  自動標記分為兩個部分：對已收錄的書目進行標記更新、對新匯入的書目進

行標記或被更新的舊有書目進行標記更新；輔助人工檢核共有兩個平台：人工標

記檢核平台、專門詞彙管理平台；最後標記及後分類呈現則是跟臺大佛學數位圖

書館的書目檢索系統做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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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資料處理 

  此次新增的標記類別共三種：佛教宗派、佛教人物、佛教經典，佛教宗派專

門詞彙資料取自《佛教圖書分類法(2011 年版)》，佛教經人物專門詞彙資料取自

DILA 人名規範資料庫，佛教經典專門詞彙資料取自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協

會，需為三種佛學類別及停用詞新增資料表，及為書目的資料表新增欄位存放標

記及後分類。 

 

4.2.1 書目資料表欄位新增 

按照之前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對多重值處理的方式，為存在資料庫中的書目

資料表新增 6 個後分類所需欄位，以及存放標記的 3 個欄位及人工檢核時間欄

位，共新增 10 個欄位分別是： 

 sect，存放「提及的佛教宗派」 

 sect_from，存放「提及的佛教宗派」及比對的欄位 

 person，存放「提及的佛教人物」 

 person _from，存放「提及的佛教人物」及比對的欄位 

 sutra，存放「提及的佛教經典」 

 sutra_from，存放「提及的佛教經典」及比對的欄位 

 tag_auto，存放自動標記的資訊，以 JSON 字串方式儲存，紀錄的方式為

UTF-16 編碼子字串的位置 

 tag_arti，存放人工標記的資訊，以 JSON 字串方式儲存，紀錄的方式為 UTF-

16 編碼子字串的位置 

 tag_remove，存放已刪除的標記資訊，以 JSON 字串方式儲存，紀錄的方式

為 UTF-16 編碼子字串的位置 

 check_time，存放最近一次的檢核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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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取序號為 126449，題名為〈天臺智者大師摩訶止觀實踐之道〉的書目為

例，說明比對後的結果（標記紅色為佛教宗派專門詞彙、藍色為佛教人物專門詞

彙、綠色為佛教經典專門詞彙）： 

 題名為〈天臺智者大師摩訶止觀實踐之道〉，其摘要為『天臺宗是中國佛教

八大宗之一，也是中國所創建的佛學之一。它在學術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與禪

宗、華嚴宗並駕齊驅，尤具有優越之地位。故歷代學者均喜以天臺著述為研究對

象，然在研究記載中，一般學者的研究，皆側重在理論上的檢討，而忽略了實踐

的重要部份。因此，本人的研究，著重在實踐之道，這對於天臺宗之認識，更為

實際而重要。』，關鍵詞為『天台宗=法華宗=Tien-tai Buddhism=Tendaishu; 智顗=

智者大師=天台大師; 摩訶止觀』，目次為空。（取自 釋廣琳，1983 年作品），以此

筆書目為例，以下為自動標記及人工檢核後的標記和後分類欄位的儲存值： 

 sect，”禪宗;Tendaishu;法華宗;Tien-tai Buddhism;華嚴宗;天臺宗;天台宗” 

 sect_from，”天臺宗-摘要;法華宗-關鍵詞;Tendaishu-關鍵詞;華嚴宗-摘要;天台

宗-關鍵詞;禪宗-摘要;Tien-tai Buddhism-關鍵詞” 

 person，”智顗;天台大師;智者大師” 

 person_from，” 智者大師-題名;智顗-關鍵詞;智者大師-關鍵詞;天台大師-關鍵

詞” 

 sutra，”摩訶止觀” 

 sutra_from，”摩訶止觀-題名;摩訶止觀-關鍵詞” 

 tag_auto，

{"sect":{"summary":[[42,2],[45,3]],"keyword":[[0,3]]},"person":{"topic":[[2,4]],"k

eyword":[[37,2],[40,4],[45,4]]},"sutra":{"topic":[[6,4]],"keyword":[[51,4]]}} 

 tag_arti，{"sect":{"keyword":[[4,3],[8,17],[26,9]],"summary":[[0,3],[139,3]]}} 

 tag_remove，{"person":{"summary":[["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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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書目比對欄位與標記及後分類結果 

 

 題名、摘要、關鍵詞、目次，只要比對成功皆會加入後分類，若題名比對到

了天台宗，需加入”天台宗”及”天台宗-題名”來確保數量的正確，並且要避免重複

加入後分類，若題名及摘要都比對到了天台宗，此時應為”天台宗”及”天台宗-題

名;天台宗-摘要”，例： 

 最終 443138 筆書目中天台宗總共 2463 筆，取自題名共 515 筆，取自摘要共

483 筆，取自關鍵詞共 1659 筆，取自目次共 361 筆。 

 

 

表 4.2 天台宗比對結果 

 

 因此彼此之間的關聯是會有交集的，根據目前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取得 solr

統計資料的方式，必須將標記及標記來源欄位都儲存才能不確保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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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比對結果交集示意圖 

 

4.2.2 停用詞資料表 

  收錄的專門詞彙較多，常會有較為通用的詞彙出現，如：傳統、目錄、黃

金、修行、樂園、可能…等詞彙，加入停用詞後往後標記更新將不會再將這些詞

彙進行自動標記，但人工仍可以標記，以下為資料表的設計： 

 seq，表示每筆資料的識別 

 id，存放 ID（人工加入以 SW 開頭往上遞增，第 1 筆為 SW00001） 

 name，存放停用的詞彙名稱 

 version，存放資料來源 

 create_time，存放此筆資料的創立時間 

 

4.2.3 佛教宗派專門詞彙 

  佛教宗派專門詞彙資料取自《佛教圖書分類法(2011 年版)》，其中包含中國佛

教宗派及世界各地佛教宗派，其中世界各地佛教宗派包括：西藏佛教宗派、韓國

佛教宗派、日本佛教宗派，其中韓國佛教宗派暫未有宗派被收錄其中，以下為資

料表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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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q，表示每筆資料的識別 

 id，存放分類法的 ID 

 name，存放宗派的名稱或別名 

 is_alternative，識別是否為別名 

 language，存放名稱或別名使用的語言 

 name_key，識別同個宗派不同的名稱或者別名 

 remark，儲存備註 

 version，存放資料來源 

 create_time，存放此筆資料的創立時間 

資料中只有 955.2 的”真宗”有收錄別名為”淨土真宗”，但仍保留 is_alternative

的欄位作為區分名稱及別名。 

 資料匯入資料庫則是先將宗派整理至 excel 中，並且將之匯入，目前只收錄

了中文的資料，因此 language 皆為中文，最後匯入共有 45 筆，總共 44 個宗派，

中有 1 個宗派有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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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3 佛教宗派專門詞彙資料 

 

4.2.4 佛教人物專門詞彙 

  佛教人物專門詞彙資料取自 DILA 人名規範資料庫，為 2022 年 02 月的版

本，DILA 有提供 XML 檔案，XML 上各個標籤與網頁上的欄位相對應，XML 檔

中會將人物資訊包裹在 person 標籤內，並且每個人物有不同的規範碼（ID），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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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及別名，包覆在 persName 中，別名會以 alternative 作為區分，並且以 lang

代表語言，如以阿彌陀佛為例： 

  若以阿彌陀佛為例，其中有：名稱、別名、規範碼 ID No、人名群組 Person 

Group、朝代 Dynasty、是否為歷史人物 Historical Person、註解（精簡） Notes

（simple）、以及出處…等。 

 

 

 圖 4.3 DILA 人名規範資料庫查詢結果 

 

  在此只用到規範碼 ID No、名稱、別名，因此 XML 要解析的標籤為

person，及 person 中的 persName，如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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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DILA 人名規範資料庫 xml 

 

以下為資料表的設計： 

 seq，表示每筆資料的識別 

 id，存放規範碼 ID No（人工加入以 PS 開頭往上遞增，第 1 筆為 PS00001） 

 name，存放人物的名稱或別名 

 is_alternative，識別是否為別名 

 language，存放名稱或別名使用的語言 

 name_key，識別同個人物不同的名稱或者別名 

 remark，儲存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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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ion，存放資料來源 

 create_time，存放此筆資料的創立時間 

 

若是有多個不同語言的名稱則以中文為 name_key=0 的資料，以下以阿彌陀

佛為例： 

  以阿彌陀佛為例的話名稱共 3 種不同語言，並且有其他 24 個別名，因此

name_key 由 0 至 26，表 4.4 為資料庫中的儲存。 

 

 

表 4.4 佛教人物專門詞彙資料於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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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匯入資料庫則是先刪除舊有來源為 DILA 人名規範資料庫的專門詞彙，

並重新解析 XML 匯入專門詞彙，資料庫中共 86773 筆資料，其中共 44667 個人

物，共 16611 個人物有別名。 

 

4.2.5 佛教經典專門詞彙 

  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資料庫中已有自己的佛教經典資料表，其中來源包括：

CBETA、ACIP、BDK America、SAT DB、VRI、高雄淨宗學會…等，其中本次只

取來源為 CBETA 的資料，因此以下舉例將以 CBETA 為例。 

以下為資料表的設計： 

 seq，表示每筆資料的識別 

 lan，存放經典名稱使用的語言 

 category，存放類別（例如 CBETA 的 T 為大正新脩大藏經，X 為卍新纂大日

本續藏經選錄） 

 version，存放資料來源（例如 CBETA 或 SAT DB） 

 sutrano，存放經典的編號（例如 CBETA 的長阿含經 （ 22 卷） 為 T 類別

的第 1 本，因此為 T0001，七佛經 （ 1 卷）為 T 類別的第 2 本，因此為

T0002，人工加入以 SU 開頭往上遞增，第 1 筆為 SU00001） 

 filename，存放經典的檔案名稱（例如 CBETA 的長阿含經 （ 22 卷） 為 T

類別的第１冊第１本因此為 T01n0001，七佛經 （ 1 卷）為 T01n0002） 

 books，存放經典收錄在第幾冊（例如 CBETA 的長阿含經 （ 22 卷） 收錄

在第 1 冊，因此為 01，雜阿含經 （ 50 卷） 收錄在地 2 冊，因此為 02） 

 part，存放經典收錄在哪一個部（例如 CBETA 的長阿含經 （ 22 卷） 收錄

在阿含部，六度集經 （ 8 卷） 收錄在本緣部） 

 sutraname，存放經典的名稱 

 volumes，表示有幾卷（例：長阿含經 （ 22 卷）即總共 22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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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存放作者 

 filepath，存放此經典儲存的 URL 

 

 以 CBETA 的大正新脩大藏經中的阿含部 T01 的前十冊為例，在資料庫中儲

存如表 4.5。 

 

 

表 4.5 佛教經典專門詞彙資料於資料庫 

 

 資料庫中 version 為”CBETA”的共 4515 個詞彙。 

 

4.2.6 資料處理實作 

  每一次進行總體的更新標記時，需先檢查書目欄位、停用詞資料表及專門詞

彙的資料表是否存在，刪除原有的專門詞彙，重新解析並再匯入更新後的專門詞

彙（因為原有專門詞彙的來源資料庫如 DILA 會持續更新，隨著資料庫的更新也

必須更新收錄的專門詞彙），圖 4.5 為整個流程，因為每個專門詞彙的儲存方式不

一樣（佛教宗派詞組為 excel，佛教人物詞組為 XML），因此整個解析的程式需要

分開寫（圖中藍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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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資料匯入流程 

 

4.2.7 小結 

  各類別專門詞彙長度為 1 的資料較容易產生錯誤標記的情況，因此將長度為

1 的專門詞彙篩選掉，統整為表 4.6。 

 

類別 匯入資料數量 篩選後數量 篩選後重名數量 

佛教宗派專門詞彙 45 45 11 

佛教人物專門詞彙 86773 85769 6911 

佛教經典專門詞彙 4514 4513 220 

表 4.6 各類別資料處理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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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自動標記實作 

  整體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對已收錄的書目進行標記更新、對新匯入的書目進

行標記或被更新的舊有書目進行標記更新。 

 

(一) 對已收錄的書目進行標記更新   

  為已收錄的書目進行標記更新並且更新後分類欄位，而人工標記的優先度大

於自動標記（若是自動標記與人工標記重疊到，則不會取自動標記的結果），且

比對到的標記會去已刪除的標記中尋找，若存在已刪除中的標記中則不會被標

記，若此次自動標記結果與目前儲存的自動標記結果不同則會重製人工檢核時

間，圖 4.6 為整個流程。 

 

 

圖 4.6 已收錄的書目標記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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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新匯入的書目進行標記或被更新的舊有書目進行標記更新 

  對於新匯入的書目或更新舊有書目欄位做即時的比對，如此便可以即時的取

得標記更新，並且因為是新匯入的書目或者被更新的書目，因此重製人工標記、

已刪除的標記、人工檢核時間，對於匯入書目及更新書目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本

身就有一個流程了，在不破壞其本身的流程下將此流程插入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

匯入書目的流程中，圖 4.7 為整個流程。 

 

 

圖 4.7 新匯入或更新之書目比對流程 

 

(三) 小結 

  對於如果要加入新的專門詞彙類別（例：地名），只需在各個流程的變數中

新增變數，但專門詞彙的解析程式仍需要重新實作，或直接在資料庫中建立資料

表並匯入專門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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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專門詞彙的來源會進行持續更新，因此應定時排程更新專門詞彙及進行標

記更新。 

 

4.4 輔助人工檢核 

  為了提高自動標記的正確性，採取輔助人工檢核的方法。輔助人工檢核，整

體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人工標記檢核平台、專門詞彙管理平台，人工標記檢核平

台進行單筆書目的人工標記檢核，專門詞彙管理平台進行停用詞以及各個專門詞

彙的管理。 

 

(一) 人工標記檢核平台 

  對於自動標記的結果，可以從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後台進入人工標記檢核平

台，對單筆書目進行操作。平台能做的操作有：加入新的標記、將標記移除、將

詞彙加入停用詞、將詞彙加入專門詞彙清單，操作並保存後會即時進行該筆書目

的自動標記比對，若標記有變動會即時反饋給檢核人員，圖 4.8 為整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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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人工檢核平台操作流程 

 

(二) 專門詞彙管理平台 

  提供專門詞彙管理平台去編輯各類別的專門詞彙及停用詞，因專門詞彙的數

量較多無法一次載入前端，因此提供兩種查詢方式：以 500 為單位的範圍查詢

（將人工加入的詞彙皆放在最後面）、以部分符合的關鍵詞查詢，並提供以下操

作：將非人工加入的專門詞彙加入停用詞、將人工加入的專門詞彙或停用詞刪

除、人工新增專門詞彙或停用詞，圖 4.9 為整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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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專門詞彙管理平台操作流程 

 

(三) 小結 

  檢核平台是為自動標記輔以人工作業方式，可以檢核標記也可進行人工標

記，並且搭配專門詞彙管理平台可以更加完善各類別的專門詞彙及停用詞，使得

不斷更新後的自動標記成果能夠越來越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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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UI 功能設計與範例演示 

5.1 輔助人工檢核範例演示 

  分別演示人工檢核平台及專門詞彙管理平台操作流程。 

 

(一) 人工檢核平台 

  從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後台可以進入人工檢核平台，查看單筆書目目前的標

記（標記紅色為佛教宗派專門詞彙、藍色為佛教人物專門詞彙、綠色為佛教經典

專門詞彙），以序號為 126449 的書目為例。 

 

 

圖 5.1 人工檢核平台操作範例 1 

 

  點選當前的標記可以刪除，而勾選加入 Stopword 後再點刪除，則是將此詞彙

加入停用詞當中並且刪除標記。 

 

 

圖 5.2 人工檢核平台操作範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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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文字能夠進行標記，而勾選加入 list 則是將此詞彙加入專門詞彙的資料

表當中，而關鍵字的標記規則跟自動標記一樣，若是選取的範圍不是完全比對則

無法標記（這個例子選取”法華”不會產生標記選項）。 

 

 

圖 5.3 人工檢核平台操作範例 3 

   

  右邊是要加入專門詞彙或者停用詞的詞彙，點選垃圾桶的圖示能夠刪除加入

停用詞或專門詞彙的操作，操作完成後必須按下方的保存才會將結果寫回資料庫

當中。 

 

 

圖 5.4 人工檢核平台操作範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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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後會先將當前書目的標記資訊更新，再把需要加入的停用詞及專門詞彙

寫入資料庫，最後針對該筆書目再進行一次自動標記，若標記有變動則會反饋給

檢核人員。 

 

 

圖 5.5 人工檢核平台操作範例 5 

 

  因為”天臺宗”被加入了專門詞彙當中，因此在摘要中未被標記的”天臺宗”也

被標記起來，而已刪除的標記也不會再次被標記，右上角為最近一次的保存時

間。 

 

 

圖 5.6 人工檢核平台操作範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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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門詞彙管理平台 

  專門詞彙管理平台用來管理總體的專門詞彙表單，左上角會先顯示各類別專

門詞彙及停用詞的總數量及人工數量，因為數量太多無法一次載入，因此提供兩

種方式查詢：以 500 為單位的範圍查詢（將人工加入的詞彙皆放在最後面）、以

部分符合的關鍵詞查詢。 

 

 

圖 5.7 專門詞彙管理平台操作範例 1 

 

  查詢後可以用勾選框對查詢結果進行篩選，之後對查詢結果進行操作：將非

人工加入的專門詞彙加入停用詞、將人工加入的專門詞彙或停用詞刪除。 

 

 

圖 5.8 專門詞彙管理平台操作範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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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上角的新增按鈕能夠以人工方式將詞彙加入專門詞彙類別或者停用詞當

中。 

 

 

圖 5.9 專門詞彙管理平台操作範例 3 

 

  操作資訊框中可以點選右邊的垃圾桶圖示刪除操作資訊，右上角可以顯示目

前操作資訊的 ID，操作完成後仍須按下方保存才能儲存操作資訊，會回饋給使用

者操作資訊是否保存成功。 

 

 

圖 5.10 專門詞彙管理平台操作範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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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書目後分類及標記呈現 

  有關書目後分類及標記的呈現，我們採用範例演示。使用臺大佛學數位圖書

館的書目檢索系統在題名部分查找”戒律”，圖 5.11 為搜尋結果，有 6 種既有後分

類，而後分類顯示方式為一層含有多個可選的勾選框，只有出版年份可以選擇一

個年份的範圍做篩選。 

 

 

圖 5.11 書目後分類及標記呈現範例 1 

 

  新增的「提及：佛教宗派」、「提及：佛教人物」、「提及：佛教經典」後分

類，皆是設計成兩層結構，第一層為標籤名稱，第二層為比對到的來源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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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書目後分類及標記呈現範例 2 

 

  點選列會觸發勾選框選取，而點選三角形將會展開第二層，若勾選第一層的 

標籤第二層將一併被選起（第二層全選第一層也將被選起），取消第一層勾選將 

取消第二層全部勾選，若取消第二層勾選則第一層也一併被取消。 

 

 

圖 5.13 書目後分類及標記呈現範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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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種類別只會顯示最多 6 筆的標籤，多出來的標籤則要點選旁邊的顯示更 

多，以離左邊勾選框的偏移長度區分第一及第二層，名稱旁邊的勾選框會全選全

部選項， 而原本的選項及顯示更多面板的選項將是同步的。 

 

 

圖 5.14 書目後分類及標記呈現範例 4 

 

選取資料類型的”期刊論文”、「提及：佛教宗派」的”律宗-關鍵詞”及”律宗-摘

要”、「提及：佛教人物」”道宣-關鍵詞”，已選的篩選標籤將顯示在左上角並且依

不同類別分開顯示，而這樣的篩選結果會是，資料類型（”期刊論文”）&「提

及：佛教宗派」（”律宗-關鍵詞”|”律宗-摘要”）&「提及：佛教人物」（“道宣-關鍵

詞”），”&”為交集、”|”為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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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 書目後分類及標記呈現範例 5 

 

  點選單筆書目可以看大致資訊，所有類別的標記都用黃色底色標記起來，而

查詢詞則用紅字表示。 

 

 

圖 5.16 書目後分類及標記呈現範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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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書目檢索頁面中若有查詢詞也是用紅字表示，所有類別的標記也是用黃

底來表示。 

 

 

圖 5.17 書目後分類及標記呈現範例 7 

 

5.3 本章回顧 

  本章演示如何操作人工檢核平台及專門詞彙管理平台，書目檢索系統演示 UI

的功能及後分類與標記的呈現。 

 

 

 

 

 



doi:10.6342/NTU202202547

42 

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工作 

6.1 研究結論 

  本研究採取自動標記合併人工檢核方式，為台大佛學圖書館所收錄的書目資

料，新增佛教相關專門詞彙標記，並整合於台大佛學數位圖書館的書目檢索系統

中，除了提供專門詞彙標記的後分類外，也於書目資訊中的突顯查詢詞及比對到

的專門詞彙；此外，也為人工檢核方式，提供操作的介面，以利台大佛學數位圖

書館的後端作業。 

  在本研究中，自動標記所做的方法因為收集的專門詞彙仍有許多較為通用的

詞彙，因此仍需搭配停用詞才能使得標記較為準確，而對於沒收錄進資料庫的詞

彙亦能通過人工檢核加入專門詞彙資料表中，因此即使無法對於所有的書目都進

行人工檢核，亦能讓其餘書目的標記也更加準確。 

  與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原有的後分類不同的地方在於，這種模式新增的後分

類皆不是 metadata 既有欄位的後分類，而是經處理過後所產生的後分類，因為

提前對書目做出了標記，並為使用者的檢索結果提供後分類，讓使用者不需在大

量資料中自行做特定名詞的篩選。這種做法將可以使得篩選變得更為方便也可以

通過不同的後分類標籤找尋到一些關聯的資訊（例：哪些人物或宗派常常一起出

現…等）。 

後分類前端及 UI 部分因為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已有自己的後分類架構，而

此次所做的後分類是兩層可展開的方式，因此與原本的架構稍有不同，需要在不

影響原本架構上做更改，設計上具有彈性且貼近原先架構使維護跟更新上較為方

便，若往後有嘗試新增的標記類別亦可以沿用相同架構。 

本研究為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創建的自動標記的程序及方法，日後如有需求

新增新的詞彙類別，皆可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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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未來工作 

  本研究雖然整體架構已經完成，但仍有些可以延伸思考的地方，人名資料取

自 DILA 人名規範資料庫，但資料表欄位我只設計了最基本的幾個欄位，而

DILA 人名規範資料庫的資料提供許多額外的資訊，也許可以將資料表的欄位做

的完整並且可以有些其他應用，佛教宗派欄位也可以將欄位設計得更加完整（例

如是屬於哪個國家的宗派）。 

  目前在前端已經有後分類篩選了，在前端後分類的專門詞彙上做一些額外的

操作，可以給使用者更詳細的人名資訊或者連結到 DILA 人名規範資料庫做進一

步的參考查詢，經典也可以連結到可閱讀的頁面，若是使用者不了解這個專門詞

彙的話也可以帶給使用者一些線索。 

  利用標記的統計資訊去給使用者一些推薦，或給使用者一些提示，讓使用者

能夠找到更多的聯繫，並將一些資料統計視覺化做成一些圖表資訊，讓使用者能

夠一目了然目前查詢資料的分布。 

  嘗試加入新的類別進入當前架構並觀察標記結果，也可以嘗試不同的後分類

策略或不同的標記方式並比較與目前的標記方式及後分類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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