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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宏彬老師起初以維基百科融入歷史教學的計畫為發想，而後與新港文教基

金會合作，且獲得維基媒體基金會(Wikimedia Foundation)伙伴計畫補助，挖
掘並整理在地醫療機構史料，成為地方歷史記憶、社區經營及長期照護的力

量。今後，老師亦將繼續為未被充分代表的群體(underrepresented group)發
聲，用開放的歷史知識為公民社會扎根。

用開放知識為公民社會打底

以維基為起點，持續關注社會

各個角落，訪歷史學系許宏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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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知識走過必留下積累
現今維基百科已是大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工具，相對於大英百科全書的權威性，維基百

科擁有的方便性不可替代。其沒有商業收益，

不受廣告與演算法影響的特性深深地吸引了眾

多使用者，從而不斷成長。但問題來了，人們

每天都在用它卻又不太信任它，學術界甚至對

維基百科是相當排斥的，認為其品質堪慮。要

怎麼改善這個現象呢？許老師認為，整合維基

寫作與歷史系專業課程，推動歷史知識公共

化，是一個可行的方向。

很多人不知道，只要申請一個帳號，維基百科

其實是開放所有人去編修的，不過談到條目品

質的問題，維基百科的編輯主力之一其實是高

中生。相較於大學生，他們對於學術資料的掌

握度較低，而受過專業訓練的大學生不一樣，

有各式資料庫供其所需，因此許老師認為，應

把學生的學習成果變成維基百科的一部分，不

僅讓成效永遠留下，善用可信度高的資料也能

增進條目品質，何樂而不為？於是經過臺灣維

基媒體協會與歷史系教師的協助和支持下，現

今歷史系的學生多有編輯維基百科的經驗，藉

由留下自己的維基百科條目，累積學生們的成

就感並對這個社會的開放知識有所貢獻。藉由

這個教學計畫，期望能將學術研究的成果與坊

間對既定歷史知識印象間的隔閡消弭掉，達到

專業系所生產的知識，真的能被大眾吸收、了解

並應用的目標，朝健全的公民社會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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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維基理解開放知識的精神
維基媒體基金會計畫背後有很強的理念―開放

知識(Open Knowledge)。這是一個健全公民社

會的根基，而老師認為目前有幾個問題，其中

之一是知識的可近性(accessibility)，現今許多

知識，像是學術資料庫仍是要付費的，知識主

導性逐漸消失，商業社會下，演算法背後仍是

商業利益而非公民社會的健全。而另一重要的

則是未被充分代表的群體問題，未被代表的聲

音需透過維基百科強化反思精神，過去往往只

有權力者的紀錄會被留下，以白人、壯年與男

性為主流，而忽略女性及其他弱勢者的聲音，

因此老師認為，非僅將現有學術知識轉譯成可

靠的百科知識，而是更進一步地去看我們的知

識究竟還少了什麼。如果說我們希望得到這些

未被充分代表的群體的知識，有研究但沒有變

成維基百科條目的知識，例如原住民研究，那

我們趕快來編撰；另一方面，若真的有學術界

研究太少的東西，那我們趕快去研究，這提醒

了我們還有很多與臺灣社會有關的重要研究我

們還沒有做，而這不見得符合學術主流，是希

望透過維基計畫讓學術界反思的。

而我們大學端能為社區做什麼？老師進一步將

維基計畫擴展到社區營造的環節，透過與新港

文教基金會及臺灣維基媒體協會合辦的新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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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採訪編輯營，讓高中生與青年義工經由「社

區共筆」的方式，使用維基百科平台保存新港

鄉重要的歷史記憶。一方面留住地方知識，另

一方面讓這些地方知識變成開放知識，進而增

強社區的凝聚力，新生代也會更了解新港歷

史，也讓作為歷史見證者的老人家，將歷史記

憶與生命經驗作驗證，永遠留下自己的痕跡。

新港文教基金會本身就有整理得很好的會訊，

只是缺乏被看見的機會，而這些會訊多由地方

退休的國高中老師所編寫，藉由採訪編輯營的

機會邀請他們回來與學生們互動，如果有寫錯

的地方便可當場指出。如此一來，年輕的高中

生們與青年義工本來不見得認識這位老師，但

在共筆的過程，人與人間的聯繫會再拉回來，

社區關係也就更圓融。

下一步――讓長照不再只是單向的長照
至於下一步的規劃，許老師本身是醫療史的研

究學者，因此目前有朝向醫療方面去努力的想

法。臺灣各地的問題都一樣，就是高齡社會的

問題，甚至也即將面臨超高齡社會的困境。而

老師在新港文教基金會的合作夥伴陳錦煌醫師

本身有在地方發起日照機構，老人家白天去日

照機構，他們的孩子就能去工作，不用擔心父

母在家沒人照顧，晚上工作結束後再把父母接

回家。這樣子的日照機構其實全臺各地都有，

而老師在思索的問題是，老人家除了被照護之

外，是否能提供什麼東西給我們，讓他們覺得

自己的生命是有意義且有價值的，而不是一直

單純地被照護。透過與新港文教基金會合作的

契機，老師認為教育是最好的形式，而歷史最

能體現老人家的價值。老人家就是歷史的見證

者，有些事情他們不在我們就不知道了，那很

多我們知道的歷史記憶都能跟他們的生命經驗

作印證、連結，而這些我們還沒有做。老師想

要做的事情是透過讓老人家說以前的故事來採

集這些知識，一方面讓這些知識永流傳，透過

維基平台成為開放知識，另一方面可以讓我們

現在所說的長照，不僅是單向的長照，而是

雙向的長照，我們照顧老人家，老人家也照

顧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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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達成推廣開放知識的理念，老師亦成立成

大開放知識社(NCKU Open Knowledge Club，

簡稱成大OK社)，成員不侷限於文學院，涵蓋

各系所學生，也有外籍、華語中心的學生，同

樣喜歡這樣的理念。老師希望以這個團隊為核

心，持續與新港文教基金會和臺灣維基媒體協

會合作，謹慎地試探各種可能性。至於與老人

家聊天的成果如何在維基百科上呈現，還有種

種技術性問題尚待解決，但老師認為，多試幾

次、從做中學，必定會摸索出適當的操作步

驟，因此將會慢慢去做開展。對於老師來說，

歷史教學是最容易執行的，也已執行兩到三

年，社區經營也持續在執行中，因此下一步便

是挖掘老人家生、老、病、死的故事，有許多

早期的記憶是我們尚未知道但珍稀的寶物。老

師建議，社區經營可以做得更好的關鍵在於積

累資料，透過電子報、文章、口述歷史或耆老

的訪談，都對讓社區的歷史變成開放知識有很

大的助益。

期盼更好、更健全的公民社會
談到大學教育，其實現在很多人可能會疑惑大

學存在的意義是什麼，老師認為教育固然是一

部分，但我們的教育比較集中在內部的教育，

以成大為例，好像被賦予比較重要的責任是研

究和研發的使命，所以非常高的比重就聚焦於

產學合作的面向。當然產學合作是和社會非常

強大的連結，不過若我們換位思考，回到公民

社會的理念，未被充分代表的群體問題，如果

我們都選擇與大企業合作，那些非政府組織、

小團體怎麼辦，要怎麼去跟我們的學生說未來

要成為怎樣的臺灣社會公民，這其實是大學

端值得去思考的問題。有沒有可能告訴同學

們有別條成功的可能性？成為同時關照臺灣社

會各個角落人們的公民，日子同樣也能過得有

滋有味。

「是有意義的東西，我們就去做！」老師對於

公民參與最大的期待就是，如果你認為這件事

情是重要的，就要真的去做，而非一味地期待

別人會幫你做。像是覺得維基百科的品質有問

題，就要去編輯它，讓它變得更好。維基百科

的條目一上架並不會預設它是全然無誤的，即

使很努力，也可能會有不盡善盡美的地方，但

透過公民社會的檢視會讓它變得愈來愈好。不

間斷地編輯，可能第一版、第二版，甚至到第

一千版，也許只是改個逗點、加個註腳，都能

讓它愈來愈詳實，其實這與公民社會的理念是

一致的，民主社會就是透過這種運作模式而不

斷地進步。我們主動去監督、參與、倡議，而

非等偉大的領袖去告訴我們該做什麼，任何微

小的積累，都能對這公民社會有所貢獻。

許宏彬老師認為這是一個起點，但絕不希望僅

止於此。怎麼樣去設計制度，使大學師生在學

術、教學、社會這三塊平衡發展是非常值得關

注的課題，今後老師也將持續嘗試更多面向，

解決走出校園的過程中會面對的挑戰，可以期

待的是，會有更多未被充分代表的群體被看

見，一同為健全的公民社會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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