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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特輯 

追憶東海圖書館創館首任館長沈寶環教授  

代館長  李玉綏 

93 年 9 月中旬，接獲中華圖書資訊學會傳來訊息，台灣圖書館界耆

老沈寶環教授已於 9月 9日於美國辭世，內心感到無比的震憾及哀思。圖

書館界於 9 月 23 日在台北聖約翰教堂舉辦追思禮拜，感念沈教授對圖書

館事業的卓越貢獻。個人進入東海服務適逢沈教授離開東海，雖然無緣

在他的手下工作，親自蒙受他的教誨，但是本館早期同仁每憶起沈寶環

館長在任內對同仁的照顧、提攜與鼓勵，早期師生對圖書館採行使用政

策與教育方式，也都持著感念的心情，每次聽到這些事蹟，經常讓我景

仰不已。後來個人有幸在參加圖書館界的各項會議時，認識了沈館長，

當他知道我來自東海，隨即很親切的將我介紹給圖書館界的同道們認識

(即使當時我還只是個組長而已 )，沈館長的平易近人，對於來自他一手創

辦的東海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所特有的愛護心情，由此可以看得出來。如

今沈館長離開了人間，我僅能懷著對他的景仰及無限的追思來悼念他，

同能也能體會出早期同仁因受其照顧與鼓勵，往往在言談中表現出對他

念念不忘的情感。  

沈教授在東海大學工作了十七年，自民國 44 年 7 月 (西元 1955 年 )東

海大學創校初期即受聘到校來擔任圖書館的首任館長，不但規劃東海大

學圖書館的創建，擬定圖書館發展策略，並訂定了圖書館的必備組織架

購與經營理念： (1)建議並促成圖書委員會的成立； (2)組織劃分為開架式

部門 (如善本書部門 )與功能性部門 (如編目與採購分開 )； (3)全館採開架式

服務，讓讀者能在館內自由取閱書籍； (4)成立參考諮詢服務，解答讀者

各項疑問； (5)推動館際合作業務的開創，以達到資源共享； (6)規劃圖書

館的自動化。他的治館方法，不但奠定東海大學圖書館的基礎與發展模

式，也成了日後各圖書館經營的榜樣。  

本館為了喚起校內師生同仁對沈教授的記憶，並留住東海圖書館歷

史記錄的永恆傳承，特藏組謝鶯興同仁特別費心地在有限的檔案文獻中，

整理出有關沈教授擔任東海大學圖書館館長十餘年間的重要事蹟，依年

代先後彙整成篇，將刊登於本期 (新 38 期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採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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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陳婷婷小姐亦將民國 44 年沈館長寫給中國基督教大學聯合董事會的<

圖書館工作備忘錄第一號>、民國 45 年 9 月 15 日提出的<圖書館 44 學年

度工作報告>及 10 月 13 日召開圖書委員會<工作報告>的英文稿翻譯成中

文，將陸續刊登在《館訊》上。這些文獻是值得圖書館界參考，藉此可以

瞭解他在圖書館界觀念的形成早在東海圖書館已見其功，見微知著，更

可說明沈教授對台灣圖書館界的貢獻何以如此鉅大。僅此敘述，願與各

位同仁及師生分享。  

 

沈寶環先生東海圖書館紀實 

特藏組  謝鶯興 

沈寶環先生，東海圖書館的首任館長1，湖北武昌縣人，出生於民

國八年 (1919)，民國九十三年 (2004)九月九日在

美國辭世。先生接長東海圖書館館長一職，長

達十四年，其間擘畫東海圖書館的創建，首創

開架式閱讀服務，引進韋隸華基金會的資源創

辦《圖書館學報》，與中國圖書館學會合作出

版《圖書館學小叢書》，使本館得以成為現代

化的圖書館之一，先生的貢獻頗鉅。惜先生任

職館長期間的文獻，目前所見相當有限2，茲據

《東海大學校史》、《東海大學校刊》、《東

海大學圖書館簡介》、文書組移轉到圖書館的檔案及相關資料 3，彙整出

                                                 
1 沈先生的照片取自《第二屆東海大學畢業紀念冊》。 
2 按，沈寶環先生在《圖書．圖書館．圖書館學》<自序>(頁 2，臺北臺灣學生書

局，民國 72年 12 月初版，75年 10 月第 3 次印刷)云：「幾十年來，我寫的文字

乏善可陳，卻染上了若干不良習慣。第一，寫文章不打草稿；第二，不喜歡重

抄稿件；第三，完成後不願意再校閱一遍；第四，不善於保存底稿。」或許是因

沈先生沒有養成「收集、保存和整理資料的習慣」(引用沈先生在《圖書館學與

圖書館事業．自序》頁 3 的話，臺北臺灣學生書局，民國 77年 11 月初版)，因

此沈先生在卸下東海圖書館館長的擔子時，所以沒有留下任何文件資料，因此

目前所見有關先生的資料相當有限。 
3 上述資料大都收在謝鶯興編《東海大圖書館日誌初稿--籌備期至六十年之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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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東海圖書館期間的行實，藉以彰顯先生對本館的貢獻。至於各條

之內文，俟補足後再另行發表。  

民國四十四年  

7 月 1 日，先生接長東海大學圖書館主任。此時圖書館所購買的書籍，

都堆放在台中市政府二樓光復大陸設計研究委員會中區辦事處的辦

公室地上。 

8 月 17 日，先生撰<圖書館工

作備忘錄第一號>，闡述

其圖書館架構與經營的

理念，擬將圖書館分為

開架式部門及功能性部

門兩種。 

10 月 17 日，成立圖書委員會

4，先生為委員兼秘書，

曾校長並函聘唐守      臨時圖書館一隅(取自《東海大學創立十年畫刊》) 

謙、吳德耀、Dr. Lohn Illick 等先生擔任圖書委員會委員。 

11 月 2 日，圖書館設在男生宿舍，先生於開館第一天即決定圖書館採

行開架式5和工讀制度 6。 

                                                                                                                         
補本)》(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 88年 8 月)中，凡出自該書者不另標明出處。<

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一文，指沈寶環先生發表在《書和人》(頁 452，民國 56

年 6 月 3 日)的作品，該篇內文未初全收入在《東海大圖書館日誌初稿--籌備期

至六十年之部(增補本)》。 
4 沈寶環先生<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云：「我認為有價值的大學圖書館，必須是教

職員和行政各部門共同支持和愛護的圖書館。為達到此一目的，必須使有關係

者產生一種『好壞人人有份』的感覺，因此，學校當局採納我的建議，成立圖書

委員會。」見《書和人》頁 452，民國 56年 6 月 3 日。按，曾約農校長以「本校

為充實圖書設備，以供教學參考，並根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條之規定，設

置圖書委員會。」 
5 沈先生<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云：「在臺灣各級圖書館中，東海大學圖書館是率

先採用開架制度的圖書館。所謂開架制度是指在圖書館開放期間，將書庫開

放，任由讀者進出自行選擇圖書的一種制度。這種制度在臺灣不能普遍採用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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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 日，四十四學年度第一學期新生入學訓練，先生擔任 8時 25 分至

8 時 50 分時段的「圖書規

則講話」。 

民國四十五年  

2 月，圖書館由男生宿舍遷

入行政大樓。 

2 月 20 日，圖書館編制尚無

館長之稱，先生仍為主

任，當時另有館員張增

榮，胡元鈞，胡家源、梁燄等四人。開架式自由居書(取自《東海大學創立十年畫刊》) 

2 月 24 日，先生為線裝古籍藏書印事7，簽請曾校長禮聘曾紹杰先生刻

製印章。 

8 月，圖書館首份藏書目--《私立東海大學圖書館中日文圖書暫編目錄》

                                                                                                                         
因是：書籍易於遺失，書庫圖書秩序難以維持。」見《書和人》頁 449 至 456。

孫克寬先生<我和東海大學圖書館>提及「東海圖書館館長沈寶環君，留學美國，

是圖書館世家。所定方針，以配合教學為主，儘量地便利讀者。所採開架制

度，任由讀者自由參閱、選擇所讀的書，絕無防制。此事培養東海諸生的榮譽

觀念，也使我這愛涉獵的讀者，在那裏恣意涉獵，消磨了十二年的歲月」，因此

他「利用東海圖書館所求藏的元人文集編製臺島現存元人文集鳥瞰表」，認為「如

果不是東海圖書館的開架制度，任讀者恣意取書，豈能有此樂趣？」見《山居集》

頁 85 至 87，台中中央書局，民國 57年 2 月初版。 
6 沈先生<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云：「東海大圖書館是臺灣唯一不僱用工友的圖

書館，同時所有的非職業化的工作，全部由工讀生擔任。工讀生的工作項目

為：出納流通、排架、清掃、打字、抄寫卡片、清點圖書、登記、更換期刊報

紙等，極為繁雜。由於勞作室的密切合作，工讀學生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因

此工作情緒甚佳，成績也能差強人意。此一制度，教育的意義實較工作的成果

更為重要。」 
7 民國 53 年 11月《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頁 1)云：「本館在籌備時間，雖無正
式館舍與專任人員，然設館宗旨及主要方針，業已確定。同時採購工作，亦已

著手進行，今日館藏若干篇幅巨大之書籍，如《四部備要》、《四部叢刊》等，

皆為是時所購者。」此時線裝古籍約有 18044 冊，見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

日誌--籌備期至六十年之部(增補本)》(頁 24)「三月」條：「曾約農校長在校務會

議報告 44 學年度第 1學期校務進展情形」。 



人物特輯  

 5

第 1 輯出版8。 

8 月 4 日，曾校長以書函方式與先生商談圖書館購書事宜9。 

9 月 15 日，先生提出上(44 學年 )年度工作報告，分從採訪、編目、館

藏、贈送、圖書經費、人員、撥款、流通等方面報告。 

9月，圖書委員會主席 J.Theron Illick 與先生聯署致<全體教授函>，說明

圖書館訂購書籍的程序。 

10 月 13 日，召開圖書委員會會議，研討開放時間、流通管理、書籍

訂購程序、待討論未決定的書單、書款分配等點。 

民國四十六年  

5 月，圖書館動工興建。 

6 月 20 日，曾校長函請各單位準備 8 月 1 日校移交事宜，先生時為圖書

館主管，職稱仍是「主任」。 

8 月 1 日，因應校長交接，圖書館編製《移交清冊》，載明當時圖書

館用存物品項目、數量，

印信，圖書10等物。 

10 月 1 日，先生仍擔任圖書委

員會委員(兼秘書)。 

10 月 16 日，學校擬邀聯合董

事會執行秘書范威廉博士

來校主持圖書館奉獻典

禮。 

11 月，先生簽請聘任高新發先生為圖書館館員。 (取自民國 47 年 3 月《東海大學》) 

11 月 2 日，圖書館落成奉獻典禮，並邀請參預新館規劃工作的費士卓

                                                 
8 按，<私立東海大學圖書館中日文圖書暫編目錄凡例>云：「本目錄排序，係根據

南京金陵大學圖書館出版之《中國圖書分類法(再版增訂本)》類次排列，書前冠

以總目，以便參考。」並附有<借書規則摘要>，是書著錄書號、書名、著者、出

版年、出版處所、板本、板次、頁數或冊數等。 
9 曾校長指示：「非重要小說務希暫緩添置。」 
10 圖書清冊包含：古籍、中文、日文及西文四種。其中古籍已有 21265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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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11演講。當時圖書館建築工程是採分期進行的，第一期建築費

用達美金五萬元，係由美國友人捐贈；第二期工程則需新台幣八

十萬元。 

11 月 8 日，韋棣華基金會贈款，協助設立圖書館訓練課程。 

11 月 14 日，圖書館遷徙工程完成，並正式啟用。 

12 月 16 日，圖書館二樓將成立由美國普林斯頓大學捐助而設的普林斯

頓特藏室，係為蒐集並典藏有關社會科學的書籍資料而設立。 

12 月 16 日，先生簽請調用任職校警之李景波先生為圖書館辦事員。 

12 月 27 日，因遷入新館的緣故，使原本人員不足之窘境更形嚴重，先

生列出林儒行、張維良與趙昔之三位先生資料，簽報吳校長考慮圈

選二人，派任來館，以利業務推行。 

本年圖書館編制，只有五人：圖書館主任沈寶環先生，綜理圖書館事

宜；組主任王征先生，擔任採訪流通；股長胡元鈞先生，擔任中

文編目；股長梁焰女士擔任西文編目；股長柳作梅先生，擔任古

籍編目。 

民國四十七年  

1 月 16 日，圖書委員會與獎學金委員會決定，自四十七學年度起，新

增「韋棣華女士圖書館獎學金」一種，授予研修圖書館學優秀的

同學，並公佈發放要點。 

1 月 31 日，圖書館將利用寒假清點館藏，發出停止借書及請歸還各人

所借書籍的公告。並借此次清查，明瞭開架式的成果，做為下學

                                                 
11 《東海大學校刊》(46.11.02)<圖書館簡介>云：「在設計方面，我們得感謝安全
分署的費士卓博士。費博士是美國圖書館學面有數權威之一，他的來臺是專門

協助自由中國，建立良好的圖書管理制度。他曾數度來臨，計劃有關新館的一

切。」。按，費士卓博士即建議教育部採用《教師兼圖書館員手冊》一書為圖書

館工作人員的基本參考書，並推薦沈先生擔任此書中文翻譯的工作。透過沈先

生的翻譯文筆，正式將西文科學化的圖書館管理思想引進臺灣的圖書館。見莊

道明<沈寶環--圖書資訊學造塔人>，頁 119，收於《圖書館人物誌(一)》，中國圖

書館學會出版委員會編，中國圖書館學會，民國 92年 11 月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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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借書辦法的參考。 

3 月 4 日，行政會議通過發行《圖書館學報》12。 

3 月 16 日，圖書館第二期兩翼工程開始興建，並與美國國會圖書館訂

定學術著作交換辦法，且加闢三樓閱覽室，以供三年級以上的同

學利用。 

4 月 22 日，校長室致函先生，擬借調李景波先生任訓導處辦事員，先

生表示同意其借調。 

5 月 7 日，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博士由王世杰、毛子水等先生陪同蒞

校參觀圖書館。 

5 月 10 日，圖書館普林斯頓特藏室舉行奉獻典禮，普林斯頓亞洲基金

會代表鮑威洛博士蒞臨演講。普林斯頓在東海大學設置特藏室的

目的，是希望能參加東海圖書館所負的使命，為溝通中西文化，

闡揚中國古代文化而努力。 

6 月，先生翻譯《教師兼圖書館員手冊》出版，分：學校圖書館工作

的原則及標準、學生與教師兼圖書館員、藏書的組織、分類與

編、選購圖書、非書資料、指導使用圖書與圖書館、圖書館與書

籍之愛護、館室佈置傢俱設備與用品、宣傳與業務開展等單元。

收在《現代國民基本知識叢書第五輯》，由教育部世界名著譯述

委員會主編，列為大專院校參考用書之一，中華文化事業委員會

出版。 

6 月 27 日，圖書館自 47 學年起與若干美國大學及文化團體13合作範圍--

交換圖書、提撥購書專款、設立圖書館學獎學金等事。 

                                                 
12 按，行政會議決議發行《圖書館學報》，定名為《私立東海大學圖書館學報》，

年出兩期。其發行目的是「為提高學生對圖書館學之研究興趣，介紹中西圖書館

學的現況，以及使社會上一般中等圖書館的管理員有觀摩進修的機會」。於是先

生在 47年 4 月 3 日簽報成立「圖書館學報編輯委員會」，獲得吳德耀校同意，

並聘先生為圖書館學報編輯委員會委員兼召集人。《東海大學校刊》(4 月 16 日)，

刊載圖書館決定發行《圖書館學報》的消息。 
13 《東海大學校刊》(6 月 27 日)刊載與本館合作的有普林斯頓學、哈佛燕京基金

社、韋隸華女士基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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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1 日，由於梁燄女士離職，先生簽報聘請皮哲燕女士接任其缺。 

9 月 20 日，圖書館第二期工程全部完工，館內書庫及閱覽室均重新佈

置，圖書館大禮堂改為書庫，兩翼房間暫作教室用。 

9 月 22 日，懷恩中學正式

招生，先生兼任第一

任董事會的董事；圖

書委員會由麻倫先生

兼召集人，沈先生兼

秘書。 

10 月 28 日，第十次校務會

議決議「通過修正      圖書館完工後的全貌(取自《東海大學創立十年畫刊》) 

條文及唐教務長之提議」，圖書館館長為校務會議及教務會議的當然委

員。 

本年圖書館編制，已增至八人，主任一職擴編為館長，先生接任館

長，綜理全館工作；組主任王征先生，圖書採編；股長柳作梅先

生，中文編目；股長胡元鈞先生，中文編目；股長皮哲燕女士，

西文編目；館員高新發先生，中文編目；館員趙昔之先生，流

通；館員林儒行先生，中文編目。 

民國四十八年  

1 月 16 日，陳副總統暨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博士、行政院政務委員王

世杰博、教育部部長梅貽琦博士、農復會主委蔣夢麟博士、省政

府主席周至柔將軍、省教育廳劉真廳長等十餘人蒞校，並參觀圖

書館。 

1 月 20 日，《圖書館學報》創刊號出版，先生撰寫英文稿<圖書館學

課程設計中對於通才教育之重視>刊載其中，從什麼是通才教育、

為什麼通才教育對專業的圖書館員那麼重要、那一種類型的通才

教育應該包括在圖書館學課程中等三方面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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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先生擔任《圖書館學報》編輯顧問委員會委員(兼召集人，柳

作梅先生委員兼秘書)。 

4 月 27 日，行政會議通過修訂圖書館等六單位組織編制，圖書館在館

長以下設組主任，館員及辦事員。館員在必要時得兼股長。職務

的調整將自 48 年 8 月 1 日起實施。 

7 月 14 日，先生簽請另聘王笑吾先生協助整理館藏古籍。 

9 月 7 日，先生簽報丁立文先生由工友提升為辦事員。 

10 月 16 日，溫步頤先生擔任圖書委員會委員兼召集人，沈先生任委員

兼秘書，此外，先生仍任《圖書館學報》編輯顧問委員會委員兼召

集人(柳作梅先生任委員兼秘書)，先生本學期並兼行政委員會、

獎學金委員會、房屋委員會等委員。 

11 月 8 日，先生代表東海大學參加亞洲區基督教大學圖書館會議。 

12 月 7 日，先生兼懷恩中學校長。 

本年圖書館編制，已增至九人：先生任館長，綜理全館工作；組主任

王征先生，圖書採編；股長柳作梅先生，中文編目；股長胡元鈞

先生，中文編目；股長皮哲燕女士，西文編目；股長高新發先

生，期刊管理；館員趙昔之先生，流通；館員林儒行先生，中文

編目；辦事員丁立文先生，協助圖書館。 

民國四十九年  

4 月 1 日，先生兼工學院設計委員會委員暨第二屆畢業典禮委會委員。 

7 月，《圖書館學報》第二期發刊，先生撰寫<論圖書館學研究教育的

課程標準>刊載其中。先論美國圖書館協會所訂的標準與其他專家

所提出的標準，再提出由圖書館學研究教育的目的、通才教育的

使命、專科化的重要、鼓勵研究、理論與實際之結合與併重、課

程教學的方法等方面所擬出的標準。 

10 月 16 日，先生本年度兼任：行政委員會委員、獎學金委員會委員、

圖書委員會委員(兼秘書，司徒先生為召集人)、房屋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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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學報編輯顧問委員會委員(兼召集人，柳作梅先生任委員兼

秘書)。 

12 月，本館首份線裝古籍目錄 --《私立東海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簡明目

錄》出版，附<書名著者筆畫索引>、<分類表>及<書名著者四角號

碼索引>14。 

本年度圖書館編制，仍為九人：先生任館長，綜理全館工作；組主任

王征先生，圖書採編；股長柳作梅先生，中文編目；股長胡元鈞

先生，中文編目；股長皮哲燕女士，西文編目；股長高新發先

生，期刊管理；館員趙昔之先生，流通；館員林儒行先生，中文

編目；辦事員丁立文先生，協助圖書館。 

民國五十年  

1 月 17 日，先生兼任畢業生出國進修委員會委員。 

2 月 6 日，日本書道訪問團一行十餘人由副團長泉山三六率領，來校訪

問，由顧敦鍒院長代表接見。該訪問團對於本校的勞作教育、圖書

館的開架制度以及建築物都表極大興趣。 

3 月 6 日，第 17 次校務會議討論並成立「發展校務小組」，先生兼任該

小組委員。 

4 月 20 日，下午 3 時，先生參加 4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 

4 月 26 日，先生參加救國團總部舉辦甄選代表參加 7 月 15 日至 8 月

16 日在日本東京舉行的第八屆國際學生會議考試。 

5 月 1 日，先生兼任第三屆畢業典禮委員會委員。 

5 月 16 日，先生兼中國青年反共救國團私立東海大學團務指導委員會

委員。 

6 月 1 日，先生將於暑假應邀赴夏威夷參加第十屆太平洋科學會議，

並宣讀論文，會後將訪問若干地區。 

6 月，與中國圖書館學會合作出版《圖書館學小叢書》，王振鵠先生

                                                 
14 是書著錄書名、卷數、作者及板本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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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校圖書館》，收入該叢書之一。 

6 月 8 日，先生簽請聘任郭榮趙先生協助《圖書館學報》及《圖書館

學小叢書》之編印工作。 

7 月，出版《圖書館學報》第三期，先生撰寫<寫作科學研究論文的有

關問題與參考資料>刊載其中，針對從事於科學研究論文的寫作，

研究者必須具備的(一)對於研究方法、技術及步驟的了解，(二)完

善新穎的參考書籍等兩種條件，提出問題旳抉擇、材料的蒐集與

整理、統計方法的運用、寫作時易犯的錯誤、科學論文綱要、參

考圖書資料指南等幾個方面提出論述。 

10 月 16 日，先生在五十學年度兼任各項委員會委員：行政委員會、

獎學金委員會、圖書委員會(兼秘書)、房屋委員會、《圖書館學報》

編輯顧問委員會(柳作梅先生兼秘書)。 

本年度圖書館編制，仍為九人，然職務略有調整：先生任館長，綜理

館務；技術服務組主任王征先生，圖書採編；股長柳作梅先生，

古籍典藏；股長胡元鈞先生，中文編目；股長皮哲燕女士，西文

編目；股長高新發先生，期刊；館員趙昔之先生，流通；館員林

儒行先生，閱覽；辦事員丁立文先生。 

11 月 11 日，於五十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務議中，先生兼任校務發展研究

委員會委員。 

11 月，本館第二本線裝書目--《私立東海大學圖書館中文線裝書目》續

編完稿。15 

12 月，《圖書館學報》深得佳評，《文星雜誌》以專文介紹。 

12 月 21 日，圖書館與美國新聞處合辦新書展覽，典禮由先生主持。 

民國五十一年  

4 月 4 日，先生在四月份月會中報告他出席第十屆太平洋科學會議的經

過，概述開會的地點、參加的人數、討論的主題、本次大會的貢獻

                                                 
15 是書係手稿，未經出版，著錄書名、卷數、作者、板本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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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成就等。 

4 月 16 日，先生因兼第四屆畢業生典禮籌備委員會委員，故參加該日

上午舉行的會議。同日，美國普林斯頓大學校長古興博士伉儷，

在蒲威廉博士伉儷陪同下來校訪問，並由唐代校長親自招待參觀

圖書館的普林是頓研究室。 

8 月，《圖書館學報》第四期出刊，並出版張廷樑先生的《檔案管理概

述》，收在《圖書館學小叢書》中。 

10 月 2 日，先生擔任慶祝七週年校慶籌備委員會召集人。 

11 月 16 日，先生在五十一學年度兼任各項委員會委員：行政委員會、

獎學金委員會、東海學報委員會、圖書委員會(兼秘書，浦威廉先

生兼召集人)、《圖書館學報》編輯顧問委員會(兼召集人，柳作梅

先生兼秘書)、房屋委員會、總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召集人)、校

園委員會(兼召集人)、校務委員會及教務委員會等。 

本年度圖書館編制，已增至十人：先生任館長，綜理館務；技術服務

組主任王征先生(此年赴日深造)，圖書採編；古籍特藏股長柳作梅

先生，古籍典藏；股長胡元鈞先生，中文編目；股長皮哲燕女士，

西文編目；股長高新發先生，期刊；館員趙昔之先生，流通；館

員林儒行先生，閱覽；館員劉瀚海先生，協助西文編目及採購；

辦事員丁立文先生。 

民國五十二年  

3 月 1 日，圖書館人事略有異動，胡家源先生重回圖書館，接掌參考

閱覽組主任；原協助西文編目及採購的館員劉瀚海先生辭職。但

編制仍為十人：館長沈寶環先生，綜理館務；技術服務組主任王

征先生，圖書採編；組主任胡家源先生；參考閱覽；古籍特藏股

長柳作梅先生，古籍典藏；股長胡元鈞先生，中文編目；股長皮

哲燕女士，西文編目；股長高新發先生，期刊；館員趙昔之先生，

流通；館員林儒行先生，閱覽；辦事員丁立文先生，協助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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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7 月，先生在學年度的年終考核單位意見中，建議學校考慮調整館員

的待遇。 

8 月，《圖書館學報》第五期出版，先生撰寫<共產主義控制下圖書館

事業所受到的摧殘--編目與分類部份>刊載其中，從共產主義政權

統治下圖書館被強迫扮演的角色、共產主義政權圖書館的圖書目

錄和我們自由國家圖書館的圖書目錄有什麼不同、分類 --共產主義

政檢控制下圖書館業務的致命傷等三方面論述。 

9 月 16 日，圖書館清查因葛樂禮颱風(9 月 10 日)造成館藏書籍的損失，

計中英文參考書 140 冊，中英文一般書 57 冊，中英文雜誌合訂本

205 冊，總計 402 冊。先生並請求學校儘快改善圖書館建築物。 

11 月 1 日，先生在五十二學年度兼任各項委員會委員：行政委員會、

獎學金委員會、東海學報委員會、圖書委員會(兼秘書，浦威廉先

生兼召集人)、《圖書館學報》編輯顧問委員會(柳作梅先生兼秘

書)、房屋委員會、校務委員會及教務委員會等。 

民國五十三年  

3 月 1 日，圖書館增聘李淑珠小姐為館員。 

3 月 28 至 29 日，舉辦圖書館行政技術與圖書館學課程規劃問題座談

會，以交換圖書館行政經驗，討論圖書館技術問題及規劃圖書館

學課程內容，並廣泛交換有關圖書館方面之意見為目的。16 

6 月 6 日，先生借調擔任中國科學資料中心籌備委員會總幹事17。 

7 月，《圖書館學報》第六期發刊，先生撰寫<怎樣訓練化學家從事文

摘與索引編製工作>刊載其中，提出撰寫文摘的工作需具有良好

                                                 
16 按，參加此次座談會者有：蔣復璁、王省吾、王振鵠、姜文錦、陳晉賢、藍乾

章、賴永祥、萬惟英、周傳禮、劉紹安、黃乃隆、程傳璉，先生並率領館內王

征、胡家源及柳作梅等先生參加。 
17 按，中國科學資料中心籌備委員會執行委員蔣復璁先生以業務需要向東海借調

先生前往擔任總幹事，由教育部人事處出面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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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及寫作能力，編製索引的工作有賴於豐富的經驗才能養成正

確的判斷能力，可先自閱讀一索引編製法著手，再先學習若干編

製索引原則。 

7 月 18 日，上午 8 時 30 分，教員聘審委員會針對先生提報王征先生提

升為講師一事，決議為「開課與否未定，本案保留」。 

10 月 1 日，原負責流通的趙昔之先生改聘為圖書館館員兼出納股長。

此時圖書館分為：採訪編目組與流通參考組。採訪編目組又分：

中文編目股、西文編目股、期刊股及古籍特藏股等四股。流通參

考組分流通股與參考股等兩股。計有先生及王征、胡家源、胡元

鈞、柳作梅、皮哲燕、高新發、趙昔之、林儒行、李淑珠、丁立

文等十一位。 

10 月 20 日，先生兼行政委員會委員、校務會議委員、教務委員會委員

及《圖書館學報》委員會(兼召集人，柳作梅先生兼秘書)。 

11 月，出版《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18。 

12 月 1 日，先生在校服務已達十年。 

民國五十四年  

1 月，圖書館出版王寶先先生的《歷代名人年譜總目》，收在《圖書館

學小叢書》。 

6 月 16 日，先生卸去兼中國科學資料中心籌備委員會總幹事一職。 

7 月，《圖書館學報》第七期出刊，先生撰寫<一九五○年代科學性期

刊學報總調查>刊載其中，先概述科學性期刊學報的發展歷史，根

據美國國家科學基金會的科學資料中心規定的資格和條件，調查的

結果，從出版年齡、訂購、篇幅字數、內容、編輯時間、版權、

索引與文摘的編製、經費與支出及個別學科調查情況作分析。 

                                                 
18 按，<編後記>云：「本《簡介》之出版，恰值本校創校十週年紀念，謹以此奉

獻，以表慶祝之忱。附錄中詳列本館各項規章，蓋欲使今後入學新生或新派至

本館工讀之同學，對本館一般業務及應行遵守之事項，能有明確之了解，而利

工作之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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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至 5 日，圖書館舉辦基督教教會學校圖書館工作人員講習班19。 

12 月 1 日，先生本學年休假一年，由外文系謝培德先生代理其職務。

但先生仍擔任《圖書館學報》委員會委員兼召集人(柳作梅先生兼秘

書)。此時圖書館編制人員有：沈寶環(休假)、謝培德(Mr. Ivor N. 

Shepherd，代理 )、王征、胡家源、柳作梅、胡元鈞、皮哲燕(出國)、

高新發、趙昔之、林儒行、李淑珠、丁立文及鄒才中等十三位。 

民國五十五年  

6 月，先生編《西文參考書指南》出版，分參考工作與參考書、百科全

書、年鑑、字典、期刊與索引、傳記參考資料、地理參考資料、專

科參考書等單元，由東海大學出版。20 

12 月 1 日，先生兼行政委員會、《圖書館學報》委員會(兼召集人，柳

作梅先生兼秘書)、圖書委員會(兼秘書，謝培德先生兼召集、校務

委員會、教務委員會。 

本年度圖書館編制有：先生及王征、胡家源、柳作梅、胡元鈞、皮哲

燕、高新發、趙昔之、林儒行、謝秀美、丁立文及鄒才中等人。 

民國五十六年  

3 月 28 日，先生兼《東海學報》編輯委員會委員。 

5 月，《圖書館學報》第八期出刊，先生撰寫<西文暢銷書史話>刊載

其中，先說明暢銷書的定義，接著分析暢銷書的時期有：早期宗

教的影響、兒童與少年讀物、同情之淚、革命的種子、傳記文

學、文學的黃金時代、法國文學、女性的光榮，並附<美國暢銷

書書目>於篇末。 

6 月 3 日，先生撰寫<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刊於《書和人》第 59 期，

                                                 
19 舉辦的宗旨：「為教會學校團體所屬圖書館工作人員培養管理圖書技能並藉機

聯絡情感增進靈性修養榮耀主名。」 
20 按，<說明>云：「1.本指南的使用對象為：a.研究工作者，b.研究院學生，c.一
般大學生，d.從事圖書館參考工作人員。2.本指南中所收集的參考書以美國出版

品為主，間或介紹英、德、法等國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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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東海大學概況、東海大學圖書館的特徵和理想等二方面介紹。 

11 月，先生編《中文標題總目》出版，分緒論 (現代化的圖書館、齊全

完整的目錄、標題目錄的重要、分類目錄不能取代標題目錄、標

題總目、現行標題總目的適用性)、凡例、革命文庫、標題總目等

單元，書末附沈祖榮<中文編目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標題>，由東

海大學出版。21 

11 月 30 日，圖書館新聘呂錦庭與陳睿容兩位先生，此時編制有沈先

生、王征、胡家源、皮哲燕、柳作梅、胡元鈞、高新發、趙昔之、

林儒行、謝秀美、呂錦庭、陳睿容及丁立文等人。 

11 月 30 日，圖書委員會本年修訂「圖書館的閱覽借書規則與指定參

考書借閱規則」。 

先生本年度兼行政委員會、《圖書館學報》委員會(兼召集人，柳作梅

先生兼秘書)、圖書委員會(兼秘書)、校務委員會、教務委員會等

委員。 

民國五十七年  

5 月，《圖書館學報》第九期出刊，先生撰寫<嚴文郁先生及其著作>與

<圖書館學研究工作有關問題之商榷>兩篇，刊載其中。<圖書館學

研究工作有關問題之商榷>係別從圖書館學研究工作的開展、圖書

館學研究工作所遭遇的困擾、圖書館學研究工作技術問題、圖書

館學研究工作問題之審查等方面論述。 

8 月，本館首份線裝書善本書目--《私立東海大學善本書目》出版22。 

12 月 11 日，東海成立中華文化復興運動推行委員會東海大學分會，

先生擔任委員。 

本年度先生身兼行政委員會、圖書委員會、《圖書館學報》委員會(兼

召集人，柳作梅先生並兼秘書)等委員，及《東海學報》編輯委員會

                                                 
21 是書由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資助印行。 
22 本書由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資助編印，僅羅列書名、卷

數、冊數、作者、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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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民國五十八年  

3 月 11 日，先生函覆 3 月 6 日教育部有關東海大學圖書館典藏大陸出版

品列管事宜。 

5 月 28 日至 6 月 3 日，先生參加美國國務院與中國中央圖書館支援召開

的中美圖書館專家會議。 

8 月，圖書館擴建工程設計完成。 

10 月 10 日，先生辭館長一職，改聘為文學院專任教授兼圖書館顧問，

郭瑞絲女士代理館長，顏雪華小姐為館員兼代西文編目股股長；

林愛華小姐為臨時館員，朱昆華小姐為辦事員。同時，聯合董事

會為協助本校今後發展，籌劃財源，敦聘美國楊格瑞博士為顧問，

辦公室暫設於圖書館館長室。此時王征先生仍任館長助理，柳作

梅先生任古籍特藏股股長。 

12 月，《圖書館學報》第 10 期出刊，先生撰寫<科學性出版品的選擇問

題>刊載其中，從：科學性出版品的特徵、讀者的情況、出版商的

責任、圖書館員的因素、選擇的基本原則和特殊原則、主要步

驟、建立科學特藏等方面論述。 

民國五十九年  

擔任文學院專任教授兼圖書館顧問。 

民國六十年  

6 月，《圖書館學報》第 11 期出刊，先生撰寫<圖書館工作自動化的問

題>刊載其中，從：問題的背景、大勢所趨、資料科學的出現、圖

書館工作自動化、一連串的問題等方面論述。 

民國六十一年  

6 月，先生撰寫<美國科學文獻的出版和選擇的研究>，刊於《美國研

究》第 2 卷第 2 期。從：問題的背景、歷史的回顧、迎頭趕上、困難

重重、莊敬自強、慎謀能斷等方面論述。 

7 月 31 日，先生離開東海教職，隨即受聘於彰化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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沈寶環先生與東海圖書館 

特藏組  謝鶯興 

沈寶環先生，湖北武昌縣人，民國八年(1919)出生，民國九十三年(2004)

九月九日在美國辭世。先生是東海圖書館的創始者，擔任館長一職，長達

十四年，期間擘畫東海圖書館的創建，首創開架式閱讀服務1，引進韋隸

華基金會的資源創辦《圖書館學報》，與中國圖書館學會合作出版《圖書

館學小叢書》，使本館得以成為現代化的圖書館之一，先生的貢獻頗鉅。 

本館創始，並無館長一職，僅稱為主任；亦無館舍，開辦於男生宿

生。第二年遷至行政大樓，到民國 46 年 5 月圖書館興建，11 月落成喬

遷，才有真正的館舍。 

沈先生為了貫徹東海的教育目標2，自開館第一天起，即實行開架式

和工讀生制度 3。一上任即提出：「為了提供師生更簡便的服務，藉由將

所有同一主題的資源，集中在同一個地方，使讀者可以在同一個地方就

可以同時找到參考書、一般可流通的書、期刊、小冊子、微縮影資料以

及其他可供閱讀的資料」，「認為該建立開架式的部門以及功能性的部門」

兩種，就開架式的學科部門而言，主張成立藝術與音樂部門、自然科學

與工程部門、西洋語文部門、及非流通資料的善本書部門；就功能性的

部門而言，主張成立編目部門、採購部門及維護部門。雖然這些意見在

後來並沒有完全落實，但其嘗試「擺脫時下一般大學圖書館所設立的流通

                                                 
1《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民國 53年 11 月出版)頁 2「實行開架制度」云：「本

館自創校始，為便利教學及養成學生之榮譽感，即毅然採行完全開架制度，使

讀者得自由進入書庫，選擇其所需書籍，此項制度在本省尚屬創舉，推行以

來，人人稱便。」 
2 沈先生在<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頁 450云：「在本校籌備時期，亞洲基督教高
等教育聯合董事會與我國教育部交換函件時表示：『計劃中的大學不應依照昔日

之模型，而應建立自己的模型，以獨特適當的方式為臺灣的需要而服務⋯⋯』在

聯合董事會東海大學調查報告中，重新強調此一建校宗旨。該報告第五至六頁

載有下列文字：『創辦一所學校，不能集合教員學生就算了事，應予審慎計劃，

俾使新創之學校既非過去之翻版，亦非平淡的現在情況，而必須是有創造性

的。』」見《書和人》第 59 期，民國 56年 6 月 3 日。 
3 沈先生於<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頁 453云：「4.工讀生制度的推行。東海大學圖

書館是臺灣唯一不僱用工友的圖書館，同時所有的非職業化的工作，全部由工

讀生擔任。」見《書和人》第 59 期，民國 56年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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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參考服務部門、以及期刊部門的窠臼」4，足徵沈先生身為本館開

創者的擘畫用心。 

沈先生本著「有價值的大學圖書館，必須是教職員和行政各部門共

同支持和愛護的圖書館」，向曾校長提議並獲採納成立圖書委員會，作

為對館長所提出的圖書經費預算加以討論並作最後分配的顧問組織5。

有鑒於東海現實環境的制約，制定自給自足、儘可能摒棄複本、由交換

獲得的圖書資料必須符合東海的需要、有條件的接受贈書、購書儘量配

合大學的通才教育目標、完整的期刊特藏與新穎的參考工具書為重點、

注意圖書增加的平衡、將圖書館看作有生命的有機體、購書配合教學與

研究並保存文化(注意線裝古籍的蒐購)的圖書徵集政策6。在蓽路藍縷的

艱苦成長，東海圖書館由原先的四人編制，到沈先生離開時的十三人之

眾，全賴先生的擘畫與經營。 

東海圖書館在沈先生的領導下，擁有了自己的出版品：《圖書

館學報》和《圖書館學小叢書》兩種。《圖書館學報》創刊於民國

48年 1 月 20 日，是沈先生運用美國的韋棣華基金會贈款而在東海大

學創辦
7
，介紹西方國家在圖書館學方面的成就，並讓圖書館先進發

                                                 
4 見<沈寶環先生圖書館工作備忘錄第一號>，原件為英文稿，本館採編組陳婷婷
小姐翻譯成中文，登在本期(新 38期)《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 

5 按，圖書委員會成立於民國 44 年 10月 17日，參見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

日誌初稿--籌備期至六十年之部增補本》頁 15，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 88年 8

月。沈先生認為：「圖書委員會不僅是一個備諮詢顧問的組合，其主要的責任為

對館長所提出的圖書經費預算加以討論並作最後分配，對於其他圖書館行政及

經營事宜，也有建議圖書館館長考慮的權力，但無執行的責任。」見<東海大學
圖書館簡介>頁 452，《書和人》第 59 期，民國 56年 6 月 3 日。 

6 見沈先生於<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頁 453-454，《書和人》第 59 期，民國 56年
6 月 3 日。 

7 吳德耀校長於《圖書館學報》創刊號<卷頭語>云：「我們從上學年(47年)起，接

受了一部份文華方面的基，因此添設了圖書館學課程，現在又出版了這份刊

物，希望在物質上與精神上，都能接續前人的傳統，對社會多有一點貢獻。」沈

先生於<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頁 455云：「由於東海接受了武昌文華圖書專科學

校一部份韋氏基金，《(圖書館)學報》將長遠地出版下去。」可惜沈先生離開東

海之後，此一經費因其它因素而被迫抽離，使其計劃不得不中斷而停止發行。

見《書和人》第 59 期，民國 56年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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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個人服務期間的各項心得與研究，以及本校研讀圖書館學的學生

有自己的發表園地
8
。《圖書館學小叢書》在民國 50 年 6 月與中國圖

書館學會合作而創辦的
9
。 

為了擔負「保存文化」的使命，東海大學從籌備時期即己組成「圖

書委員會華文小組，透過姜文錦、駐日公使張伯謹等二位先生，分別在

香港、日本兩地蒐購」 10線裝古籍，沈先生於「十二年來，我們隨時留

心古籍從匪區外流的消息，更注意日本、香港等地古籍書肆的動態。在

國外講學或研究的本校教授們，都接受過本館的拜託 11，就近購置古籍

和實地察勘。在臺灣各縣市，我們到處打聽私家藏書出讓的可能。今日

東海大學圖書館古籍圖書的主要來源之一，即在於此。」 12並將東海館

藏線裝古籍彙整成冊，計有：1.民國 49 年 12 月出版《私立東海大學圖

書館中文古籍簡明目錄》，附<書名及著者筆畫索引>、<書名及著者四

角號碼索引>兩種； 2.民國 57 年 8 月配合台灣地區圖書館界聯合編纂《台

灣公藏善本書目》的工作 13而出版《私立東海大學善本書目》，當時係接

                                                 
8沈先生於<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頁 455提及《圖書館學報》此一出版品，企圖達
到下列目的：「1.作為我國圖書館學專家學者交換學術經驗與研究心得的園地。
2.擔負東西方有關圖書館學、文化思想交流的任務。3.提高圖書館從業員及圖書

館學學生對圖書館學的認識和興趣。」見《書和人》第 59 期，民國 56年 6 月 3

日。 
9 《圖書館學報》第 3期<圖書館界消息>云：「中國圖書館學會已與本館商定，合
作出版《圖書館學小叢書》，合作後第一部出版品，係王振鵠先生編者之《學校

圖書館》。是書以研討經營中小學校圖書館為主題，立論精闢，為中等學校圖書

館工作作人員之重要參考書籍。」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 50年 6 月。 
10 參見謝鶯興<東海大學古籍整理概述>，《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2期頁 19，
民國 90年 11 月 15 日。 

11 孫克寬先生<我和東海大學圖書館>云：「東海初建，在臺董事會，係杭立武先

生主持。杭先生深知道要辦好一間大學，必須有足夠的藏書。尤其那時臺海秩

序小定，舊書漸出。東海頗能放手收買，中文系同人中徐復觀先生尤其熱心於

收書。所以當時曾一氣收買吾皖施氏所藏的線裝書多種，內中儘多明版。」見

《山居集》頁 85-86，台中央書局，民國 57年 2 月初版。 
12 見沈先生於<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頁 454，《書和人》第 59 期，民國 56年 6
月 3 日。 

13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善本書目》附民國 57年 3 月 12 日<識語>云：「去

春，本院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因議定就臺瀛各文教及學術機關所藏

中文人文及社會科學書刊，編為聯合目錄，並委請國立中央圖書館主其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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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資助編印。  

沈先生並相當注重大學圖書館對所在地的地方文化事業，尤其是與

圖書館有關的活動，如在民國 53 年 3 月 28 日至 29 日共兩天，舉辦圖書

館行政技術與圖書館學課程規劃問題座談會 14；民國 54 年 7 月 1 日至 5 日

共五天，舉辦基督教教會學校圖書館工作人員講習班 15。東海圖書館在

中部地區佔有一席之地，沈先生居功甚偉。  

實際上，沈先生對東海圖書館的努力與付出，尚有兩事少為人知，一

是民國 58 年 3 月 6 日教育部來函要求東海將大陸出版品「依照規定送部列

管」，沈先生以「書籍以學術研究為主」、「購藏在管制辦法之前」、「保

安司令部准予自行抉擇進口」、「本校訂有嚴密管理辦法限制流通」等四

點為由申覆，力爭得以保存本館大陸出版品的典藏，目前東海館藏大陸出

版品能遠遠超過中部各圖書館的收藏，端賴先生與學校諸師長的付出。16 

一是沈先生對於圖書館同仁先進們的提攜以及生活的照料，可謂不

遺餘力，如民國 48 年 9 月 7 日簽請將丁立文先生由工友提升為辦事，50

年 7 月 25 日又因丁立文先生來校服務已近六年，工作範圍頗重且具重要

性，然其薪金難以維持一家生活，再度簽請調高其薪水，17又於 51年 7 月

                                                                                                                         
茲事浩大，非短期可就；爰決定第一年先編印善本聯合目錄。目錄分三種：曰

分類目錄，就各機關所藏，各自為目單行；曰書名索引，則合諸家目錄所著錄

者，彙為一編；曰著者索引，其體例與書名索引同。」台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

研究所，民國 57年。 
14 舉辦的目的：「以交換圖書館行政經驗討論圖書館技術問題及規劃圖書館學課

程內容，並廣泛交換有關圖書館方面之意見」。見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日

誌--籌備期至六十年之部(增補本)》頁 170，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 88年 8 月。 
15 舉辦的宗旨：「為教會學校團體所屬圖書館工作人員培養管理圖書技能並藉機

聯絡情感，增進靈性修養，榮耀主名。」見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籌

備期至六十年之部(增補本)》頁 215，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 88年 8 月。按，此

係據<東海大學主辦基督教教會學校圖書館工作人員講習簡章>，但沈先生在<東

海大學圖書館簡介>頁 456 云：「五十四年六月曾主辦教會學校圖書館人員講習

會，會期五天」。 
16 參見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籌備期至六十年之部(增補本)》頁 240

至 244，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 88年 8 月。 
17 參見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籌備期至六十年之部(增補本)》頁 101

至 102，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 88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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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請其「薪金不足維持生活，請破格增加」。51 年 4 月 9 根據「教員出國

進修辦法」送王征先生赴日考察。18民國 52 年 7 月於學年度的年終考核單

位意見中，建議調整館員待遇，認為王征先生「為本校組主任中惟一受有

國外教育的同仁，著作宏富，薪金則不成比例，擬請優予考慮，並請以

講師名義改聘，俾便協助教授圖書館學課程」19，又於 53 年 7 月 14 日函

請召開教員聘任委員會討論王征先生開授「圖書館經營法課程」，並願協

助其講義之編訂。20認為胡家源先生是可深造之材，建議於皮哲燕女士回

國之後，資送出國深造。21同時建請將柳作梅先生准改敘名義為秘書，

皮哲燕女士薪金請比照其他單位女職員改訂。22 

由於沈先生對同仁生活的照料與提攜，館內的資深同仁先進們，每

每提到首任館長沈寶環先生，都流露出感激與敬佩的眼神。如今哲人已

萎，徒留往事以供追憶，忝為圖書館一份子，雖未曾蒙其親澤，焉能不

就館藏文獻所載，略述其事蹟矣！ 

 

沈寶環先生 <圖書館工作備忘錄第一號 > 

編者按，沈寶環先生是東海圖書館的創始者，他從民國 44 年 7 月 1

日接下本館主任 (當時尚無館長之稱 )一職，在 58 年 7 月 31 日卸下館長的

職務，仍擔任圖書館顧問，直到 61 年 7 月 31 日離校，在東海服務長達十

七年。然而館藏校史文獻有關沈前館長的資料很少，幸好在文書組移轉

給圖書館的檔案中，找到幾份沈先生的英文信件，館內同仁採編組陳婷

婷小姐協助翻譯成中文，本刊將逐一披露。第一件為先生的<圖書館工作

                                                 
18 參見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籌備期至六十年之部(增補本)》頁 156，

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 88年 8 月。 
19 參見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籌備期至六十年之部(增補本)》頁 160，

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 88年 8 月。 
20 參見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籌備期至六十年之部(增補本)》頁 174，

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 88年 8 月。 
21 參見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籌備期至六十年之部(增補本)》頁 160，

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 88年 8 月。 
22 以上均見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籌備期至六十年之部(增補本)》頁

160，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 88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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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忘錄第一號>，該文件共兩頁，第一頁的形式及內容如下：  

中國基督教大學聯合董事會  

駐台辦事處  

United Board for  Chris t ian  Col leges  in  China 

Taiwan Off ice  

台 北 中 山 北 路 二 段 二 十 七 號 二 號 甲  N e w  Y o r k  O f f i c e : 1 5 0  F i f t h  A v e .  

N o .  2 A  L a n e  2 7 ,  S e c t .  2  N .  C h u n g  S h a n  R d .  C a b l e  A d d r e s s : “  A B C H I C O L  ‘  

T a i p e i ,  T a i w a n  

T e l .  4 2 3 7 7  

Tunghai University Library 

Memorandum No. 1 Aug. 17, 1955 

To:  The President  

From: Harris B. H. Seng, the Librarian 

On:  Library organization 

The functions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have changed drastically 

during the post-war years. The present trend of a library organization as 

reflected in the current literature is to effect a departmental structure in 

which broad fields of knowledge are assigned. 

This library philosophy dictates that all materials in a given subject 

area be assigned to the subject department. This philosophy sees no 

difference in book materials, whereas the previous philosophy designated 

certain volumes as reference and others as circulating materials. By 

following the current tren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Tunghai University 

Library breaks away from this older arrangement wherein a Circulation 

Department, a Reference Department,  a Periodical Department,  etc,  

exist  in all  other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he proposed plan aims to simplify service to the faculties and the 

students by concentrating all materials on one subject in one place where 

the patron will find reference books, circulating books, periodicals, 

pamphlets, microfilms and other reading materials. 

 

第二頁的形式及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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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大學聯合董事會  

駐台辦事處  

United Board for  Chris t ian  Col leges  in  China 
Taiwan Off ice  

台 北 中 山 北 路 二 段 二 十 七 號 二 號 甲  N e w  Y o r k  O f f i c e : 1 5 0  F i f t h  A v e .  

N o .  2 A  L a n e  2 7 ,  S e c t .  2  N .  C h u n g  S h a n  R d .  C a b l e  A d d r e s s : “  A B C H I C O L  ‘  

T a i p e i ,  T a i w a n  

T e l .  4 2 3 7 7  

Proposed opera t ing depar tments  

Univers i ty  Library  

Departmental organization as planned for the new library building is 
designed to accomplish the following objectives: 

1. to provide a few open departments, each having a large content 
of related materials.  

2. to provide departments with divisions thereof, so that subject 
specialization can be furthered or so that new divisions can be 
created without disrupting total organization. 

3. to divide the total Dewey classification among the proposed 
departments so that all classifications will be assigned. 
Departments will be required to remain within the classification 
designated. 

4. to develop facilities for browsing areas in which books may be 
borrowed from any department(with the exception of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on a temporary loan basi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following open and functional departments 
be established. 
1. Subject Departments.(or open departments) 

a. Department of Art and Music. 
b. Department of Natur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c. Department of Wester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s. 
d.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no circulating materials) 

2.Functional Departments. 
f. Cataloging Department. 
g. Order Department. 
h. Maintenance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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沈寶環先生<圖書館工作備忘錄第一號>中譯本  

採編組  陳婷婷譯 

戰後大學圖書館的功能有了徹底的改變。圖書館組織的方式，以目

前的趨勢而言，也正如同反映在文獻中的一樣，是以大範圍的知識領域

來做分門別類，而這也影響了圖書館的組織部門的劃分。  

圖書館哲學中提到，所有的資料都應該要依據它的學科主題被分到

相關的學科類別。任何的圖書資料皆如此，沒有任何差別。然而先前的

哲理中也將資料分為參考資料以及可供流通借閱的資料。如果依循這個

趨勢，那麼東海大學圖書館也算是擺脫時下一般大學圖書館所設立的流通

部門、參考服務部門、以及期刊部門的窠臼，而有不同的組織方式。  

以下所提的計畫，其目的是為了提供師生更簡便的服務，藉由將所

有同一主題的資源，集中在同一個地方，使讀者可以在同一個地方就可

以同時找到參考書、一般可流通的書、期刊、小冊子、微縮影資料以及

其他可供閱讀的資料。 

新館設計的部門組織可望實現以下的目標為：  

1.提供一些開放性的學科部門，使每一學科部門內都有一些比較大

量的相關資料。  

2.提供部門適用的分類系統，以便使學科分類更專精，而且為因應

新的知識的產生，而建立新的分類系統，不會干擾圖書館原有的

分類體系。  

3.可自原杜威分類法中的類表，獨立分割出子表來，這樣子一方面

專門的學科可以有它專門的類表，另一方面又不會和原有的杜威

分類法完全脫節，仍保留其在杜威分類表中所指定的位置。  

4.擴充閱覽設備，以方便提供讀者在每個部門都可以暫時借書 (善本

書除外 )。  

以下部門，是我認為該建立的開架式的部門以及功能性的部門：  

1.就學科部門而言 (開架式部門 )：  

a.藝術與音樂部門  

b.自然科學與工程部門  

c.西洋語文部門  

d.善本書部門 (非流通的資料 )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38 期 

 

 

26

2.就功能性的部門而言：  

f.編目部門  

g.採購部門 . 

h.維護部門  

 
會議記錄  

東海大學圖書館九十三學年度第一次館務行政會議  

日期：民國九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四)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館長室 

參加人員：李玉綏代館長、楊綉美、王畹萍、張秀珍、黃文興、

陳麗雲、王淑芳、王鑫一(休假)、賀新持、陳婷婷 

主席：李玉綏代館長                        記錄：林幸君 

一、主席報告  

(一 )請各組提報九十二學年執行績效及工作報告。  

(二 )配合 94~96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劃，請著手研議本館各組三年發

展計劃，所列目標要以可達成為原則。  

(三 )為加強館員再教育及提昇圖書館服務功能，鼓勵同仁多參加各

項圖書館相關研討會，唯台中區半日之研討會，可請公假但

不能報出差。  

(四 )歡迎同仁推薦圖書，採編組同仁工作應做適當調度分配。  

(五 )工作倫理、工讀生訓練。  

二、各組報告  

數位資訊組：  

(一 )上學年度已向電算中心申請並通過核准十部新電腦設備，所以

請各位組長會後調查組上有多少需要更換的館員電腦，待下次

會議時再提出討論；為了方便討論，請各位組長將要更換的電

腦財產編號列出。  

(二 )另外經電算中心審核通過的還有二台雷射印表機、四台彩色噴墨

印表機，目前規劃的情形是：二台雷射分屬期刊待裝室、館長

室；四台彩色噴墨則分屬流通組、期刊組、採編組、特藏組。參

考組因五位同仁已有四台彩色噴墨，還有一台在諮詢台區，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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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在此次規劃內。若經費許可，我希望能有一台雷射給參考組。  

(三 )今年數位資訊組請購的「列印管理大師」有附贈乙台彩色雷射

印表機，有需要列印公務用的同仁請至資料檢索區使用。  

(四 )上學年度購置的磁碟伺服器有附贈四顆隨身碟，都是 64MB 的

大小，可待下次會議討論先給那四個組；未來只要有經費，我

們希望每一位館員都有一個隨身碟可用。  

三、散會  

 
東海大學圖書館九十三學年度第二次館務行政會議  

日期：民國九十三年十月十一日(星期一)下午二時 

地點：館長室 

參加人員：李玉綏代館長、楊綉美、王畹萍、張秀珍、黃文興、

陳麗雲、王淑芳、王鑫一、賀新持、陳婷婷 

主席：李玉綏代館長                         記錄：林幸君 

一、主席報告  

(一 )本次會議主要討論自我評鑑資料，請各組根據過去資料 (上週已

印發至各組 )的架構格式填寫更新資料，並針對過去三年 (90、

91、92)列出本館特色、優點、檢討及改進計劃，這些評鑑資料

將送給外審委員參考，做為對圖書館的考評及改進的建議。  

(二 )另一份要討論的是九十二學年度教育部獎補助經費執行成效，

已印給各組，請各組可就業務相關列出使用成效。  

(三 )以上二種資料請於十月十三日前交館長室彙整繳交。  

二、討論事項  

討論自我評鑑資料  

三、臨時動議  

(一 )陳婷婷小姐：  

謝哥請我幫他在館務行政會議上提出來，希望以後同仁如果有

出差或出去開任何會議，可以將開會的同仁姓名、時間、地

點、以及會議名稱等資料提供給謝哥，讓他在《館訊》上面做

成<大事記>的方式，一方面可以看出同仁進修或開會的大概內

容，一方面也方便同仁做為尋索之用，就像之前要同仁去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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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年參加過那些會議之類，如果在《館訊》中有記錄，就

會更方便同仁查尋了，只是現在要討論的是由同仁個別提供

給謝哥或由館長室統一提供，請討論並決議。  

決議：  

由館長室幸君統一提供，不論是公假 (不支領出差費的 )，或是

公差 (有出差費的，由雅麟提供資料給幸君 )，由幸君每個月統

一提報給謝哥，登在《館訊》上面。  

(二 )賀新持先生：  

勞教處所派遣之工讀生包含基本勞作、單位勞作或工讀生，

一直與本館缺乏聯繫，應有對口單位，以利雙方工作進行。  

決議： 

基本勞作與衛生助理勞作處均派有小組長負責帶領，如需

聯繫，本館與勞教處對口單位，基本勞作及男廁衛助，由

王鑫一先生負責；女廁衛生助理，由林幸君小姐負責；單

位勞作及單位工讀，由各組組長或工讀導師負責。 

四、各組報告  

數位資訊組：  

這次的運動會趣味競賽是我們這組負責，但迄今兩項的報名人數都

未達到標準，請各位組長回去後再多宣傳。  

五、散會  

 
館務工作  

期刊組 2005 年中日英文期刊新訂及刪訂目錄  

期刊組  謝心妤提供 

2005 年新訂中日文期刊 15 種  

title budget  ISSN  freq  pub  

中華心理衛生學刊 EDU 1023-7283 Q 中華心理衛生協會 

中華心理學刊 EDU 1013-9656 SA 中華心理衛生協會 

中華輔導學報 EDU   Annual 中國輔導學會 

本土心理學研究 EDU 1029-8282 SA 
國立臺灣大學心理學系本

土心理學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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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理學報 EDU 1011-5714 Annual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

理與輔導學系 

教育政策論壇 EDU   SA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

策與行政研究所 

教育研究集刊 EDU 1028-8708 Q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課程與教學 EDU 1560-1277 Q 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 

TOPICS（台北市美國商會

工商雜誌） POLI 1561-2481 M 台北市美國商會 

政治學報 POLI 1023-2869 SA 中國政治學會 

臺灣民主季刊 POLI   Q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 

臺灣政治學刊 POLI 1027-0221 Annual 臺灣政治學會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SOWO 1028-7337 SA   

讀書人週刊 ＃ JAP      

（NUMBER）＃ JAP      

 

2005年新訂西文期刊 20種 

title budget ISSN 

Tectonica - Monografias de Arquitectura Tecn ologia y 

Construccion 
ARCH 1136-0062 

Australian Educational Researcher EDU 0311-6999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EDU 0013-161X 

Educational Policy EDU 0895-9048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Society EDU 1176-3647 

Perspectives in Education - Pretoria EDU 0258-2236 

Urban Education EDU 0042-0859 

Young Children EDU 0044-0728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ENG 0958-8221 

Educational Media International ENG 0952-3987 

ReCALL: the Journal of EUROCALL ENG 0958-3440 

British Actuarial Journal FINA 1357-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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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ous Mortality Investigation Reports FINA   

Decision Sciences - Journal of Innovative Education IND ENG 1540-4595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LIB 0306-3127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Pacific POLI 1470-482X 

Evaluation PUBAD 1356-3890 

Journal of E Government PUBAD 1542-4049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L G 0022-3514 

Soziologische Revue SOC 0343-4109 

 

2005年刪訂英文期刊目錄 157種 

title budget ISSN 

Arborist News Magazine ARCH 0959-1591 

Built Environment ARCH 0263-7960 

Chigaku Zasshi ARCH 0022-135X 

Documents of Architecture and Theory - Columbia University ARCH 1065-304X 

Dokumente Zur Architektur ARCH   

Facility Management Journal - Houston ARCH 1059-3667 

Grey Room ARCH 1526-3819 

Journal of Geography - National Council for Geographic Education ARCH 0022-1341 

Journal of 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RCH 0272-7374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RCH 0739-456X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 ARCH 0885-4122 

Rassegna - Edizione Bilingue ARCH   

Structural Design of Tall Buildings ARCH 1062-8002 

CAA Careers - College Art Association of America ARCH   

CAA News - College Art Association of America ARCH   

Art Bulletin - New York ARCH 0004-3079 

Art Journal ARCH 0004-3249 

Forum News - Historic Preservation ARCH 1079-4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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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um Journal ARCH 0893-9403 

Preservation ARCH 0018-2419 

Bioscience BIO 0006-3568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BUAD 0143-6570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 ECO 0004-9018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ECO 0309-166X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ECO 0929-1261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ECO 0921-898X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ECO 1350-4851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EDU 0002-8312 

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 EDU 0195-6744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EDU 0007-1005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EDU 0007-1013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EDU 0305-764X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EDU 0010-4817 

Current Contents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EDU 0092-6361 

Curriculum Journal EDU 0958-5176 

Education USA EDU 0013-1571 

Educational Leadership EDU 0013-1784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EDU 0013-1857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EDU 1380-3611 

Educational Theory EDU 0013-2004 

High School Journal EDU 0018-149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EDU 0950-0693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Institutional 

Subscription 
EDU 0266-4909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EDU 0748-9633 

Journal of Education - Boston EDU 0022-0574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EDU 0022-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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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 EDU 0309-877X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EDU 0022-1325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EDU 0022-1546 

Peabody Journal of Education EDU 0161-956X 

Psychological Bulletin EDU 0033-2909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EDU 0034-6543 

School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EDU 1363-2434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EDU 0016-14681 

Teaching Theology and Religion EDU 1368-4868 

Research for Educational Reform EDU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EDU 0196-5042 

Auto Biography Studies ENG 0898-9575 

Bonjour - Kineton ENG 0006-7121 

Canadia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ENG 1196-1961 

Diacritics ENG 0300-7162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ENG 0143-4632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ENG 0024-4767 

Melus ENG 0163-755X 

Modern English Teacher ENG 0308-0587 

Psychological Research ENG 0340-0727 

Psychological Review ENG 0033-295X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ENG 0888-3769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ENG 0034-6551 

Speaking English ENG 1465-153X 

Tulsa Studies in Women's Literature ENG 0732-7730 

World Englishes ENG 0883-2919 

Amerasia Journal ENG 0044-7471 

CrossCurrents - Los Angeles ENG 1075-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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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Work in English Studies ENG 0084-4144 

Essays and Studies - the English Association ENG 0071-1357 

English - English Association ENG 0013-8215 

English Association - Newsletter ENG 0013-8215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ENVI 0167-6369 

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FINA 1078-1196 

Journal of Portfolio Management FINA 0095-4918 

Nature Biotechnology FOOD 1087-0156 

American Heritage - Softbound Edition HIS 0002-8738 

Archaeological Journal HIS   

Archaeology -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 HIS 0003-8113 

British Heritage HIS 0195-2633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HIS 0007-6805 

Economist - International Edition HIS 0013-0613 

Historical Journal - London HIS 0018-246X 

Historical Methods HIS 0161-5440 

History Today HIS 0018-2753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HIS 0022-4995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IS 0085-5774 

London Review of Books HIS 0260-9592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USA and Canadian Shipping 

Addresses Only HIS 0028-7504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HIS 0030-8684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HIS 0307-661X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Korea 

Branch-Membership HIS 1229-0009 

Wilson Quarterly HIS 0363-3276 

Computer - IEEE Computer Magazine INF 0018-9162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s Security Abstracts INF 1468-1714 

Computer Journal - Oxford INF 0010-4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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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s Letters INF 0013-5194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s INF 0018-9340 

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Theory INF 0018-9448 

IEICE Transactions on Fundamentals Electronics Communications 

and Computer Sciences INF MAN 0916-8508 

IEIC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s and Systems INF MAN 0916-8532 

Arboricultural Journal LAND 0307-1375 

La Mia Casa LAND   

New Arcadian Journal LAND 0262-558X 

Quaderns d'Arquitectura i Urbanisme LAND 1133-8857 

ViA Arquitectura LAND 1137-7402 

Via Prizes 1999-2000 LAND 1576-7191 

Journal of Arboriculture LAND 0278-5226 

Arborist News Magazine LAND 1542-2399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irectory LAND   

Inside US Trade LAW 0897-1676 

International Trade Reporter - Highlights LAW 1075-833X 

Journal of World Trade LAW 1011-6702 

Zeitschrift fur das Gesamte Handelsrecht und Wirtschaftsrecht LAW 0044-2437 

Zeitschrift fur Die Gesamte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LAW 0084-5310 

Zeitschrift fur Zivilprozess LAW 0342-3468 

Scientometrics MANA 0138-9130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PUBAD 0271-2075 

Journal of Feminist Studies in Religion REL G 8755-4178 

Zygon -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Science REL G 0591-2385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SOC 0308-275X 

Discourse and Society SOC 0957-9265 

Gender and Society SOC 0891-2432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SOC 0891-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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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SOC 0096-1442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SOC 0163-4437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SOC 0191-4537 

Sociological Forum SOC 0884-8971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SOC 0263-2764 

Thesis Eleven SOC 0725-5136 

Health and Social Work SOWO 0360-728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SOWO 0020-728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OWO 0958-5192 

Policy and Practice of Public Human Services SOWO 1520-801X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SOWO 0301-2212 

Social Service Review SOWO 0037-7961 

Social Work-Journal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SOWO 0037-8046 

Annals of the Institute of Statistical Mathematics STAT 0020-3157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Statistics STAT 1369-1473 

Chance -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STAT 0933-2480 

Journal of Official Statistics STAT 0282-423X 

Journal of Time Series Analysis STAT 0143-9782 

Lifetime Data Analysis STAT 1380-7870 

Mathematical Scientist STAT 0312-3685 

Risk Analysis STAT 0272-4332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Statistic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STAT 0303-6898 

Sequential Analysis STAT 0747-4946 

Statistical Methods in Medical Research STAT 0962-2802 

Statistician STAT 0039-0526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STAT 0022-4367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Review STAT 1098-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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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新增院系圖書一覽表  

採編組  陳婷婷製 

單位  冊數  

中文系 333 

歷史系 496 

哲學系 543 

師資培育中心 406 

美術系 28 

經濟系 14 

政治系 41 

 

單位藏書：政治系 2004 年 10 月新書通報 (中文圖書 ) 

採編組  陳婷婷製 

書名 登錄號 索書號 

21世紀中國 C373772 578.1/3060/2002/v.2/ 

中國憲法及政府 C374657 581.2/1133-01/1994/ / 

公民投票的實踐與理論 C374659 572.36/1530/2002/ / 

公民身份 C373758 572.2/5024/2003/ / 

比較政治的議題與途徑 C374658 572/7030/2003/ / 

全球化與教學論：空間、位置和認同 C373771 520/4374/2003/ / 

同床異夢：處理 1989 至 2000 年之中美

外交  C373762 645.2/7038/2003/ / 

各國政府與政治：比較的觀點 C374660 572/7086/1999/ / 

在上帝與凱撒之間：基督教二元政治觀

與近代自由主義 C373756 240.1657/3261/2004/ / 

你不知道的軍火交易：洞悉國際軍售的

八項課題 C373755 594.1/1564/2004/ / 

東擴：克林頓與葉利欽 C369754 578.164/4425/1999/ / 

歧路中國 C373757 112.8/1044/2004/ / 

知識份子與當權者 C373775 546.1135/9043/2004/ / 

社會學概論 C373773 540/2027-01/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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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錢的社會意義 C373769 561.015/9450/2004/ / 

非營利產業 C373774 553.6/5410/2003/ / 

非營利組織：協調合作的社會福利服務 C373776 547.9/7211/2004/ / 

信任 C373754 550.1/5557-01/ /2004 三刷/ 

威權統合主義：理論、發展、與轉型 C373760 570.11/1020/1999/ / 

政治思想十二巨擘 C373778 570.9408/7480-01/ / / 

政治意識型態與近代思潮(第六版) C374654 570.11/1071/1998/ / 

政治學中爭辯的議題 C374652 570/7408/ / / 

政治學理論與方法論 Q&A C373761 570.31/4296/2003/ / 

政治學新論 C374651 570/0408-01/1999/ / 

政治學新論 C374661 570/7702-01/2002/ / 

風險社會：通往另一個現代的路上 C373759 541.4/1457/2003/ / 

海盜與皇帝：真實世界中的新舊國際恐

怖主義 C373777 571.73/2080-01/2004/ / 

國際政治新論 C374655 578/0511/1999/ /v.1 

國際政治新論 C374656 578/0511/1999/ /v.2 

國際禮儀與海外見聞 C373770 530/4486/2003/ / 

現代政治與政府 C374653 570/1007-01/ / / 

透視立法院：2003 年澄社監督國會報告 C373766 573.65/6633-01/2004/ / 

透視立法院：2003 年澄社監督國會報告 C373767 573.65/6633-01/2004/ / 

最新各國政府與政治：比較的觀點 C373779 572/7086-01/ / / 

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 C373765 546.59232/1056/2003/ / 

解構國會:改造國會 C373768 573.65/6633/2003/ / 

臺灣政治史 C373753 628.63/7034/2004/ / 

認識辯論 C373751 159.5/3848-02/2004/ / 

總統是靠不住的 C373752 855/4434-6/2004/ / 

聯合內閣與少數政府：政策、公職或選

票? C373763 576.094/8552/ / / 

聯合內閣與少數政府：政策、公職或選

票? C373764 576.094/855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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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藏書：美術系 2004 年 10 月新書通報 (中文圖書 ) 

採編組  陳婷婷製 

書名 登錄號 索書號 

山水畫卷 C374932 797.9/0891-02/v.18 2002/ / 

本生因緣故事畫卷 C374917 797.9/0891-02/v.3 2000/ / 

民俗畫卷 C374937 797.9/0891-02/v.25 1999/ / 

石窟建築卷 C374935 797.9/0891-02/v.22 2003/ / 

安陽文物精華 C374911 797.13/203/3070/2004/ / 

百代昌吉：黑釉、磁州、吉州窯 C374938 796.6024/7154/ / / 

佛教東傳故事畫卷 C374926 797.9/0891-02/v.12 1999/ / 

佛傳故事畫卷 C374918 797.9/0891-02/v.4 2004/ / 

明清家具=Furniture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374914~

C374915 969.092/2533/2002/v.1~ v.2/ 

法華經畫卷 C374921 797.9/0891-02/v.7 1999/ / 

阿彌陀經畫卷 C374919 797.9/0891-02/v.5 2002/ / 

建築畫卷 C374934 797.9/0891-02/v.21 2001/ / 

科學技術畫卷 C374936 797.9/0891-02/v.23 2001/ / 

音樂畫卷 C374930 797.9/0891-02/v.16 2002/ / 

飛天畫卷 C374929 797.9/0891-02/v.15 2002/ / 

動物畫卷 C374933 797.9/0891-02/v.19 1999/ / 

密教畫卷 C374924 797.9/0891-02/v.10 2003/ / 

報恩經畫卷 C374923 797.9/0891-02/v.9 2000/ / 

尊像畫卷 C374916 797.9/0891-02/v.2 2002/ / 

黃賓虹畫集 

C374912~

C374913 945.6/4435-04/2003/v.1~ v.2/ 

塑像卷 C374922 797.9/0891-02/v.8 2003/ / 

楞伽經畫卷 C374925 797.9/0891-02/v.11 2003/ / 

圖案卷 

C374927~ 

C374928

797.9/0891-02/v.13~ v.14 

2003 

舞蹈畫卷 C374931 797.9/0891-02/v.17 2001/ / 

彌陀經畫卷 C374920 797.9/0891-02/v.6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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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藏書：經濟系 2004 年 10 月新書通報 (中文圖書 ) 

採編組  陳婷婷製 

書名 登錄號 索書號 

八個觀念改善臺灣 C374014 078/0044-05/2004/ / 

中國十二大總裁：決勝負關鍵六十秒 C374009 490.992/1077/2003/ / 

中國沒有企業家 C374008 490.992/9001/ /2001 一刷/ 

台灣經濟轉捩時刻 C374003 552.2832/1738/ /2004 五刷/ 

企業策略 C374012 494.1/7548/2003/ / 

投機：貪婪的智慧 C374007 561.952/6427/2004/ / 

貪瀆者：韓國奇蹟與菲律賓經驗 C374010 574.32/2032/2004/ / 

發現亞當斯密：一個關於財富、轉型與

道德的故事 C374013 874.57/5441/2004/ / 

黃金的魔力 C374001 561.31/1417/2002/ / 

當企業購併國家：全球資本主義與民主

之死  C374011 490.15/0480/2003/ / 

資本家的冒險：量子基金創辦人的全球

趨勢前瞻  C374002 563.5/7044/2004/ / 

僕人領導 C374005 245.5/1724/ /2004 十刷/ 

輕鬆搞懂博奕理論：創造最佳決策的第

一本書 C374006 494.1/4757/2004/ / 

德國第一：費迪南．皮耶的汽車霸業保

時捷、奧迪與福斯 C374004 784.38/1454/2003/ / 

 
2004 年 10 月流通量統計表 --人次統計  

數位資訊組  張菊芬製 

日期 借書 還書 教學用書 續借 預約 取消預約 合計 

10月 1日 299 170 0 0 74 17 560 

10月 2日 90 43 0 1 39 16 189 

10月 3日 86 41 0 4 30 13 174 

10月 4日 264 174 0 6 61 24 529 

10月 5日 319 181 0 6 54 3 563 

10月 6日 285 202 0 21 59 14 581 

10月 7日 271 169 0 29 76 19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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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8日 283 217 0 43 77 14 634 

10月 9日 110 85 0 41 34 9 279 

10月 10日 0 0 0 45 39 8 92 

10月 11日 321 450 0 77 75 13 936 

10月 12日 317 407 0 82 83 20 909 

10月 13日 336 336 0 62 58 13 805 

10月 14日 290 261 0 50 67 14 682 

10月 15日 269 217 0 30 43 10 569 

10月 16日 99 80 0 16 34 16 245 

10月 17日 94 50 0 27 36 8 215 

10月 18日 264 225 0 66 55 37 647 

10月 19日 256 229 0 34 56 33 608 

10月 20日 314 227 0 75 49 27 692 

10月 21日 296 234 0 63 62 24 679 

10月 22日 281 253 0 55 45 14 648 

10月 23日 93 59 0 18 29 14 213 

10月 24日 86 49 0 43 50 6 234 

10月 25日 231 259 0 106 86 38 720 

10月 26日 313 299 0 28 39 15 694 

10月 27日 373 295 0 152 72 27 919 

10月 28日 315 320 0 105 81 16 837 

10月 29日 278 282 0 125 58 21 764 

10月 30日 102 103 0 92 55 6 358 

10月 31日 0 0 0 1 5 0 6 

總計 6935 5917 0 1503 1681 509 16545 

 

2004 年 10 月流通量統計表 --冊數統計  

數位資訊組  張菊芬製 

日期 借書 還書 教學用書 續借 預約 取消預約 合計 

10月 1日 744 357 0 0 80 22 1203 

10月 2日 287 105 0 2 42 24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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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日 238 127 0 14 31 14 424 

10月 4日 633 410 0 21 66 30 1160 

10月 5日 775 363 0 16 54 3 1211 

10月 6日 653 384 0 62 62 15 1176 

10月 7日 677 353 0 85 80 23 1218 

10月 8日 657 526 0 106 83 15 1387 

10月 9日 280 204 0 99 37 9 629 

10月 10日 0 0 0 99 39 11 149 

10月 11日 714 978 0 178 78 17 1965 

10月 12日 736 812 0 212 86 22 1868 

10月 13日 738 695 0 141 61 16 1651 

10月 14日 653 555 0 110 71 16 1405 

10月 15日 614 451 0 59 46 13 1183 

10月 16日 280 176 0 34 36 19 545 

10月 17日 284 112 0 49 39 9 493 

10月 18日 663 443 0 165 57 46 1374 

10月 19日 591 476 0 69 57 37 1230 

10月 20日 713 454 0 159 51 28 1405 

10月 21日 728 473 0 127 64 27 1419 

10月 22日 673 498 0 148 48 17 1384 

10月 23日 241 120 0 79 31 17 488 

10月 24日 236 116 0 100 55 8 515 

10月 25日 514 538 0 350 91 40 1533 

10月 26日 755 641 0 69 42 16 1523 

10月 27日 846 636 0 695 74 29 2280 

10月 28日 794 645 0 496 87 17 2039 

10月 29日 691 613 0 586 58 23 1971 

10月 30日 263 236 0 460 57 7 1023 

10月 31日 0 0 0 2 5 0 7 

總計 16671 12497 0 4792 1768 590 36318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38 期 

 

 

42

2004 年 10 月流通統計 --讀者身份排行  

數位資訊組  張菊芬製 

身份 借書 還書 指政借書 續借 預約 合計 

專任教師 374 266 0 242 30 912 

專任助教 72 77 0 79 6 234 

數學系專任教師 1 1 0 8 0 10 

職員 338 305 0 138 56 837 

非專任人員 119 93 0 31 7 250 

非編制內人員 76 63 0 23 7 169 

退休人員 4 0 0 1 0 5 

博士班學生 303 256 0 298 18 875 

碩士班學生 3401 1987 0 1414 290 7092 

學士班學生(日) 9719 7625 0 2180 1137 20661 

學士班學生(２) 1125 937 0 192 154 2408 

學士班學生(進修部) 816 672 0 174 56 1718 

特別生 53 42 0 17 5 117 

志工 36 21 0 2 3 62 

中區合作館師生 234 149 0 0 0 383 

私立綜合大學合作館 0 0 0 0 0 0 

臺灣大學圖書館 0 0 0 0 0 0 

傅斯年圖書館研究人員 0 0 0 0 0 0 

校友 0 3 0 1 0 4 

捐贈者３ 0 0 0 0 0 0 

未定義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1 1 

總計 16671 12497 0 4800 1770 35738 

 

2004 年 10 月借閱排行榜 --單位借閱排行  

數位資訊組  張菊芬製 

排行 單位系所 借閱次數 續借次數 小計 

1 中國文學系 2032 651 2683 



館務工作  

 43

2 社會學系 1077 427 1504 

3 社會工作學系 1071 219 1290 

4 政治學系 948 277 1225 

5 歷史學系 943 243 1186 

6 建築學系 716 277 993 

7 哲學系 658 236 894 

8 企業管理學系 748 143 891 

9 美術學系 584 201 785 

10 法律學系 539 140 679 

11 公共行政學系 535 98 633 

12 外國文學系 523 104 627 

13 會計學系 513 93 606 

14 經濟學系 442 146 588 

15 日本語文學系 455 101 556 

16 國際貿易學系 428 121 549 

17 工業設計學系 349 167 516 

18 資訊科學系 368 126 494 

19 食品科學系 342 89 431 

20 工業工程學系 283 73 356 

 

2004 年 10 月圖書借閱排行榜  

數位資訊組  張菊芬製 

排行 題名 索書號 登錄號

借閱次數 

含續借次數 

1 裸足之舞 857.7/4407-1/2004/ / C360711 5 

2 長腿叔叔二世 857.7/6544-02/2003/ C343130 4 

3 紅樓夢 

857.49/5510-023/ 

/v.1 2003十五刷/ C360955 4 

4 特倫頓小屋 

874.57/6547-01/v.25 

2004/ / C36063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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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真空密室之謎 857.83/2716-01/v.11/ C258195 4 

6 國際法與兩岸法律問題論集 579.07/ / / / C190303 4 

7 

當魔鬼談戀愛=When devil 

fails in love 857.7/3710-04/2004/ C360725 4 

8 18個酷博士@史丹佛 529.25/7250/2002/ / C328089 3 

9 

Interpretations of Beowulf：a 

critical anthology / 829.3/In8/1991/ / W161740 3 

10 POP 廣告：手繪海報設計篇 497.2/4453-01/ / / C196449 3 

11 Photoshop 7 中文版實例演練

312.9837/7561-04/ 

/2004二刷/ C376173 3 

12 

SuperDutch：new architecture 

in the Netherlands / 720.9492/L879/2000/ W224629 3 

13 一個投機者的告白 563.68/2008/2002/ / C309316 3 

14 十三人的晚宴 

873.57/2006/v.13 

2002 C330782 3 

15 大腦比你先知道 398.916/6089/ / / C262996 3 

16 不死藥 

857.83/2716-01/v.16/

y.2001/ C297826 3 

17 公共關係學 541.84/1142/ / / C179093 3 

18 心理與教育統計學 

520.28/8073/ /1999

三刷/ C303268 3 

19 日本語能力測驗考題解析 

803.1022/1836/1999/

v.2/ C350987 3 

20 水彩=Watercolor 948.4/0811/2003/ / C355198 3 

 

迴響  
中文古籍聯合目錄資料庫合作建置研討會紀要  

採編組  吳淑雲 

一、緣起  

原訂於 9 月 22 及 23 日召開的「中文古籍聯合目錄資料庫合作建置研

討會」，因為配合大陸學者時間，往後延至 9 月 27 及 29 日 (28 日中秋節 )

於國家圖書館的國際會議廳舉行，筆者因時間的關係只能參加 29 日的研

討會議程，覺得頗有遺珠之憾，不過雖然未能全程參與，但也略有收

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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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內容  

這次會議議程安排以兩岸四地各館對於古籍目錄處理現況介紹為重

點，因此參加者包括兩岸四地各館的代表，在短短的兩天會議中報告進

行交流。所以會議中除了各館代表就古籍現有館藏目前建檔及處理情形

提出簡短的報告外，還有陳昭珍教授「以 OAI 建立兩岸古籍聯合目錄之

探討」及顧力仁主任「古籍聯合目錄資料庫回顧與展望」的專題演講，

最後進行熱烈的交流討論。  

三、個人心得  

原以為在這次會議中可以聆聽陳昭珍教授的專題演講，但是

人算不如天算，議程卻臨時變更，因此錯過，這是此行最大的遺

憾。不過顧主任所作的「古籍聯合目錄資料庫回顧與展望」，倒是

讓我更清楚了解整個計劃的源流，而最後進行的交流討論，也可了

解各館對聯合目錄建置的看法，整理歸納下列幾點： 

1.古籍聯合目錄合作建置計劃的歷史與現況  

(1)第一次會議：2000 年 5 月在台北舉行。  

決議事項：  

a.結合兩岸相關圖書館合作建立古籍聯合目錄。  

b.資料庫建置應以共享、兼顧多數使用者需求為原

則，最後目標是提供完整的目錄資料。  

c.資料庫在收錄範圍、機讀格式、著錄規則、分類

方法、主題標引及名稱規範等標準，應達成共

識。  

d.古籍版本因字形不同而影響鑑定的正確性，因此

資料庫應採用「繁體字」，以客觀反映古籍原貌，

並利版本鑑定。  

(2)第二次會議：2001 年 4 月 19-20 日（台北）  

決議事項：  

a.收錄範圍：1911 年以前成書的漢籍。  

b.「書名、卷數、作者、版本項及館藏地」等五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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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著錄項目，亦同時作為「基本檢索款目」。  

c.權威 (名稱規範 )方面：大陸、香港；北美及台灣等

地區進行有關中文名稱規範之訂定，可作為參

考。  

d.各館原使用之分類法、主題詞不加更動，俟將來

進一步研究。  

(3)「中文古籍書目資料庫」現況：  

a.網址：中文古籍聯合目錄資料庫。  

b.收錄海內外 21 所圖書館古籍書目資料 45 萬筆。  

c.目前開放給正式合作館館內查詢。  

d.查詢介面：以 Metadata 格式表達，有簡易查詢及

進階查詢；結果可分詳目式及簡目式呈現。  

e.提供簡、繁體版查詢介面，有簡繁對譯功能。  

f.系統提供書目 ISO-2709 格式批次轉檔處理，資料

統一轉為 CMARC 匯入。  

g.系統以 CCCII 碼校正比對處理，整理出缺字清

單，再以同義之替代字或以「構字式」處理。  

(4)資料庫建置的相關問題及未來展望：  

a.質量：完善的資料庫需有相當數量的書目資料。  

b.檢索：資料庫的結構應發揮出該有的功能，如：

查詢瀏覽、關連詞、資料匯入及匯出、符合國際

通用的系統內碼⋯⋯等。  

c.「聯合目錄」和「核心欄位」之密切關係。  

d.未來希望能發展成國際性的中文古籍書目資料

庫，提供全球華文機構使用。  

2.會議討論及決議事項：  

成立協調小組和研究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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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館在目前古籍建檔的進度不盡相同，有些館已

在收割享受成果時期，有些還在播種時期，各館的人

力配備方面也不盡相同，所以大多數代表均提議成立

一個兩岸四地的『協調小組』及『研究小組』，研擬各

項政策及技術問題。 

a.資料庫採 OAI協定方式，遠程分散建置，集中管理方式

處理。  

b.各地區大館主動協助小館建檔。  

c.著錄以簡目為標準。  

d.開闢網站討論園地，提供交流管道。  

四、建議  

本館目前也是合作館成員之一，曾於 89年將中文古籍書目資料上載

至書目中心 4481 筆 (包括線裝書 )，但是回溯建檔部分，曾經按照卡片目

錄完成經部類建檔，後因院系藏書列產、採編組合併等因素，本組無餘

力再繼續進行其他部類的建檔，所以一直停頓至今。但是這項工作也已

列入編目未完成的項目之一，倘若在人力與時間許可之下，本組當儘快

完成簡目建檔 (依照卡片建檔 )；至於詳目部分，極需要對古籍的版本鑑別

等專業知識經驗豐富的人士協助，才能詳盡的著錄以提昇書目品質。  

 

我們又到了該換系統的時候嗎？  

--參加「當前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與讀者服務新趨勢研討會」心得報告  

數位資訊組  王淑芳 

壹、圖書館自動化作業的進行  

民國 76～80 年間，正是各校圖書館紛紛採用自動化作業系統時期，

許多的大學或公共圖書館依照各館館內的館藏作業需求，及行政流程的

考量，選擇適合的自動化作業系統。而在那個時期，屬大型系統的圖書

館自動化作業，在國內大概祇有一、二家公司，其餘多為國外公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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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圖書館所選擇的即為國內傳技公司所推出的 TOTALS 系統。  

那時期，各個圖書館推動自動化作業的主要目的，即是希望系統可

以增加館內各組之間的串聯工作、及清楚地掌握館藏的動態。因此，圖

書館界所舉行的研討會、座談會等，最常探討的主題是－圖書館自動化

作業應如何進行、以及對自動化作業的評估標準為何。  

貳、數位資源的興起  

曾幾何時，當各大學、中小學乃至於鄉鎮圖書館幾乎都已有大小不

同系統的圖書館自動化作業時，電子資料庫的興起，帶動起另一波新的

主題--即整合介面的查詢系統、數位圖書館資源的利用與導引、數位參考

服務⋯⋯等與「數位」相關的議題。而這些議題的探討，主要是因數位化

資源的建立後，將以往被動的讀者服務轉為主動的參考指引；當然，這

樣的數位資源整合系統，是一定要將圖書館的館藏也一起合併的啦。所

以在圖書館希望為提供讀者有個較完整的整合查詢系統或檢索介面的同

時，相關的系統作業、虛擬圖書館作業等產品乃因應呈現；不過這類系

統多為國外系統公司的研發成果，價格都不低，所以迄今在台灣仍祇有

少數的學校或研究單位採用。但是站在「服務讀者」的基本精神，與越來

越多的讀者重視個人化服務的需求下，相信整合查詢及互動式的參考諮

詢服務將是圖書館努力的目標。 

叁、我們圖書館自動化作業的瓶頸 

數位圖書館或數位資源的議題是目前「流行」的話題，甚至在許多圖

書館內部的工作項目上，也以發展自己單位的「數位內容」為成績的表

現。但是，回過頭來我們再看圖書館自動化作業的進行，是不是所謂的

「圖書館自動化作業」就是這個樣子？是否真的已經到了不需要再多做什

麼的需求？那個系統已經較完善的解決館藏流程資訊嗎？相信很多人的

答案是：「YES」，其實圖書館自動化作業所要解決的也就是館藏由採訪

進館、到編目完成、然後上架流通的一貫完整流程作業；圖書館乃至一

般讀者都可以清楚地掌握館藏的動向。即使現今，工作人員對於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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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一步要求，只不過是報表多一點，或者功能再彈性些而已。  

沒錯，理論上對圖書館自動化作業的需求也差不多就是如此，但問

題也在這裡產生；因為早期圖書館選擇自動化作業系統時，大都以館內

的館藏作業流程為思考方向；但隨著自動化作業的系統流程進行，越來

越多的非本館館藏資料產生，而且隨著系統訊息的開放，有些以前不會

屬於圖書館作業的流程，也開始加諸在圖書館作業內。如此不同於原先

系統設計架構的行政作業、館藏流程，即使是要求系統廠商再多一點的

彈性作法，也僅僅是將館藏的相關訊息顯示「囉嗦一些」而已，對於圖書

館真正想呈現清楚的資訊，實在是困難的。 

以東海圖書館為例，自 87 年起各系所、單位所購買的圖書或非圖書

資料 (如光碟片、地圖等 )，都必須列入館藏建檔作業，然由於採購經費的

款項細目太多，若使用系統模組作業實在有其複雜性，所以最後是採用

獨立的文書作業來解決；然在每年評估圖書經費的統計數字，就很容易

遺漏。採訪模組雖獨立作業，但機讀編目與流通管理模組則維持與圖書

總館一樣的系統作業；這樣的結果，顯示在 WEBPAC 上，就造成讀者的

許多困惑。他們無法瞭解為何在各系圖的圖書是不能外借其他系所？為

何有人的借書期可以長達五年之久？為何沒有館藏的書要顯示出來，多

了一個 URL 的連結所代表的意義又為何？種種大小問題，雖經過工作人

員的解說能清楚的知道，但同樣的疑問是不斷產生，主要的原因在於顯

示的畫面無法提供讀者很清晰的訊息。另外，各系所的圖書室在體制上

不屬圖書總館來管轄，而他們的館藏資料卻是要在圖書館內產生，於是

衍生的管理、政策問題就更多；諸如此類的大小狀況，在原有的系統是

很難有一個適當的解決辦法。結果自動化作業的進行至此，反而是讓讀

者對館藏的流程更不明確，不僅增加館員的負擔，也增加問題的複雜

性；尤其伴隨著 WEBPAC的查詢介面，讀者對訊息的要求，已不祇是「知

道」這個層次就好，甚至是希望有更多的相關資訊或連結可以輔助。  

肆、新的系統適合我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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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十月二十二日參加台北市立圖書館所主辦的研討會－當前圖書

館自動化系統與讀者服務新趨勢研討會。在這個會議上，台北市立圖書

館介紹他們新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UNICORN，這是一個由國外公司

SIRSI 所研發出來的作業系統，它所包含的模組一如我們所熟悉的五大

模組 (採訪、編目、流通、期刊、WEBPAC)，但在字碼則不同於館內現在

所使用的大五碼，而是以目前在國際上流通的 Unicorn 碼為主。在這套系

統作業的介紹中，最吸引我注目的就是有關分館作業的部份，北京大學

圖書館亦採用此系統三年以上，在該校資訊部主任的經驗談論中，他們

十二個分館是可以互相獨立，又可互相關聯作業；以我們現在所面臨各

系圖完全獨立式的館藏管理，其借閱政策的不同，又是有著極大差異的

困擾下；若能分散負責，而又能統合在一個大資料庫共享資源，將是各

系圖單位最希望的結果。另外，在讀者服務功能上，此系統有一個與讀

者連結的請求功能，不僅能及時處理、反應讀者問題，甚至可以是一對

一式的服務，增加圖書館與讀者間的互動能力。其他的如統計功能的開

發、WEBPAC 詳細的顯示介面⋯⋯等都有許多新的創造性發揮。  

我絶對相信一件事有正反兩面，這個新的自動化系統功能多到如牛

毛般的細，所以畫面與管理也是「枝節」很多，這對於執行基層作業的人

而言，則是一件需要一陣學習的時間；尤其系統的架構是固定的，而人

的管理是多元化的思維。我們圖書館自動化作業因各類資源的加入，誠

然已到了有部份的作業瓶頸無法突破，但是否這套系統真的很適合？即

使在目前國際上的使用名校很多，我想是大家要坐下來討論的時候。 

 
訊息  

東海大學圖書館大事記  

民國 93 年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10.01 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 40 分，傳技公司於中興大學舉辦「T2 地區性

使用者說明會」，採編組楊綉美組長、流通組陳麗雲組長、數位資訊

組王淑芳組長、期刊組謝心妤小姐聯袂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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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 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 40 分，採編組曲小芸小姐、陳淑慧小姐，期

刊組王畹萍代組長，參考組張秀珍組長、陳勝雄先生等人，參加

於良鑑廳舉行的「開創圖書館新視界-OCLC 資訊服務新發展」。  

10.07 李代館長參加於台灣大學圖書館舉行之「圖書館知識管理與服務策

略推動委員會 93 年度第 3 次會議」暨「中國圖書館學會第 48 屆大

學圖書館委員會第 3 次會議」。  

10.11 下午 2 時，於館長室召開本學年度第二次館務行政會議。  

10.13 上午 8 時至 10 時，於地下室資訊素養室辦理 COMPUSTAT 教育訓

練，邀請標準普爾公司產品顧問鄧國姬小姐主講，管院師生計 40

人參加。  

10.15 李代館長與參考組曾奉懿小姐參加在中正大學舉行之「圖書館在數

位學習中扮演的角色研討會」。  

10.20 期刊組王畹萍代組長與施麗珠小姐二人參加於逢甲大學圖書館舉

行的「SDOL 教育訓練」。  

上午 9 時 10 分至 10 時，於地下室資訊素養室舉辦 Testing and 

Education Reference Center(TERC)留學考試與留學資源中心資料

庫研習，由謝國偉先生主講，計有 8人參加。該資料由 Gale出版，

提供全方面關於美加地區考試的完整資訊，包含留學考試模擬試

題內容及留學資訊，多元化的留學考試測驗題庫及線上模擬測試。  

10.22 數位資訊組王淑芳組長參加於台北市立圖書館總館舉行之「當前圖

書館自動化系統與讀者服務新趨勢研討會」。  

 

圖書館九十二學年度專職人員參加校內外  

各項講習、訓練、進修、研討會一覽表  

館長室提供 

姓名  職稱  項目、性質  時間  地點  備註  

張秀珍  組長  全國圖書館線上參考諮詢

網路合作系統上線說明會
92.08.28 國家圖書館   

蘇秀華  編審  全國圖書館線上參考諮詢

網路合作系統上線說明會
92.08.28 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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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奉懿  組員  全國圖書館線上參考諮詢

網路合作系統上線說明會
92.08.28 國家圖書館   

王畹萍  代組長  全國大專院校期刊採購暨

政府採購法實務研討會  
92.09.05 政大公企中心   

謝心妤  約聘  全國大專院校期刊採購暨

政府採購法實務研討會  
92.09.05 政大公企中心   

王淑芳  組長  電子圖書館與服務研習班 92.09.01-

92.09.05
交大   

吳淑雲  組員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合作

編目業務諮詢會議  
92.09.30 國家圖書館   

施麗珠  組員  線上電子書暨線上教學系

統會議  
92.9.30 東海大學圖書館

良鑑廳  
公假  

曾奉懿  組員  政府資訊校園 OPEN 巡迴

說明會  
92.10.01 中興大學   

陳勝雄  組員  政府資訊校園 OPEN 巡迴

說明會  
92.10.01 中興大學   

王畹萍  代理組長 圖 書 館 自 動 化 系 統

TOTLAS II 期刊模組使用

者研討會 

92.10.2 中興大學  公假  

施麗珠  組員  圖 書 館 自 動 化 系 統

TOTLAS II 期刊模組使用

者研討會  

92.10.2 中興大學  公假  

謝心妤  約聘  圖 書 館 自 動 化 系 統

TOTLAS II 期刊模組使用

者研討會  

92.10.2 中興大學  公假  

王畹萍  代組長  Grolier Online 新增功能  92.10.3 東海大學良鑑廳  公假  

施麗珠  組員  Grolier Online 新增功能  92.10.3 東海大學良鑑廳  公假  

呂華恩  組員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流通模

組研討會  
92.11.7 交大   

陳麗雲  組長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流通模

組研討會  
92.11.7 交大   

王淑芳  組長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流通模

組研討會  
92.11.7 交大   

陳麗雲  組長  T2 系統流通模組使用者研

討會  
92.11.11 新竹交通大學  公假  

曲小芸  編審  NBINet92 年度全國圖書館

書目資訊網合作  
92.11.18 逢甲大學  公假  

施麗珠  組員  Elseviser Seminar及 Concert 

年會  

92.11.18-

92.11.19
台北科大 /台大   

謝心妤  約聘  Elseviser Seminar及 Concert 

年會  

92.11.18-

92.11.19
台北科大 /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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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玉綏  代館長  Concert 年會  92.11.19 台大   

王畹萍  代組長  Concert 年會  92.11.19 台大   

謝心妤  約聘  圖書資訊專業人才能力培

育研討會  
92.11.19 台中  公假  

楊綉美  組長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採編模

組研討會  
92.11.26 成大   

李玉綏  代館長  92 年度圖書館知識管理與

服務策略推動委員會會議
92.12.8 台大   

王畹萍  代組長  92 年度中華民國期刊論文

索引光碟及文獻傳遞服務

座談會  

93.12.16

 

台北市亞太會館   

王淑芳  組長  92 年度中華民國期刊論文

索引光碟及文獻傳遞服務

座談會  

93.12.16 台北市亞太會館   

賀新持  組員  中部大學圖書館聯盟聯席

座談會  
92.12.17 勤益技術學院  公假  

王淑芳  組長  圖書館相關著作權問題說

明會  
92.12.25 台中  公假  

楊綉美  組長  圖書館與著作權法  92.12.30 台中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  
公假  

王畹萍  代組長  研討西文學術期刊合作館

藏發展事宜  
93.01.29 國家圖書館   

曲小芸  編審  第三屆 OCLC 台灣諮詢顧

問會議  
93.02.13 台北市國際會議

中心  
 

謝心妤  約聘  新版全國期刊聯合目錄資

料庫線上更新教育訓練  
93.02.16 國科會科資中心   

李玉綏  代館長  92 學年度全國公私立大學

校院圖書館長聯席會  

93.02.26-

93.02.27
東華大學   

王淑芳  組長  推動圖書館與權利人團體

就合理使用權範圍達成協

議座談會  

93.02.27 經濟部智財局   

楊綉美  組長  推動圖書館與權利人團體

就合理使用權範圍達成協

議座談會  

93.02.27 經濟部智財局   

施麗珠  組員  JSTOR 教育訓練  93.03.02 國科會科資中心   

王畹萍  代組長  Concert 93 年度座談會  93.3.10 台中中國醫藥大

學  
公假  

王畹萍  代組長  SDOS 電子資料庫研習  93.3.12 東海大學圖書館

資訊素養教室  
公假  

施麗珠  組員  SDOS 電子資料庫研習  93.3.12 東海大學圖書館 公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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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素養教室  

王畹萍  代組長  西文期刊採購共同供應契

約  
93.3.22 台中逢甲大學  公假  

曾奉懿  組員  中華民國資訊館際合作協

會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93.03.25 逢甲大學   

張秀珍  組長  行政院國科會科資中心

Concert 93 年度上半年推

廣訓練課程  

93.4-14~

93.4.15
中興大學  公假  

蘇秀華  編審  行政院國科會科資中心

Concert 93 年度上半年推

廣訓練課程  

93.4-14~

93.4.15
中興大學  公假  

彭莉棻  組員  2004 年 IEL 用戶座談會  93.04.23 國科會科資中心   

曾奉懿  組員  專業圖書館服務與資源連

結技術研討會  
93.4.29 中興大學  公假  

王畹萍  代組長  SODS2005 年訂費模式會

議  
93.05.05 國科會科資中心   

陳麗雲  組長  知識經濟時代之圖書館服

務系列四研討會  
93.05.07 成大   

彭莉棻  組員  引文分析與學術評鑑研討

會  
93.05.07 政大   

王畹萍  代組長  WOS 議價會議  93.05.10 國科會科資中心   

張秀珍  組長  數位化線上案例與教材導

入研討會  
93.5.11 逢甲大學  公假  

蘇秀華  編審  數位化線上案例與教材導

入研討會  
93.5.11 逢甲大學  公假  

陳勝雄  組員  ELSEVIER ”Library Connect
Seminar” in Taipei  

93.05.13 台師大   

王淑芳  組長  金文研究及應用網路計畫

資料庫安裝說明會  
93.05.17 中研院   

王淑芳  組長  數位圖書館營運實務與著

作權研討會  
93.05.18 東吳大學   

謝鶯興  組員  紙張與書本保存研討會  93.05.25 台北   

王畹萍  代組長  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

系統網路著作權授權說明

會  

93.5.27 東海大學圖書館

良鑑廳  
公假  

李玉綏  代館長  93 年度圖書館知識管理與

服務策略推動委員會會議
93.06.02 台大   

施麗珠  組員  連續性出版刊物的採購、

編目及查詢  
93.6.1 東海大學圖書館

良鑑廳  
公假  



生活筆記  

 55

林雅麟  組員  21 世紀大學生的品格教育

研討會  
93.6.3 東海大學  公假  

吳淑雲  組員  2004 年古籍學術研討會  93.06.11 輔大   

王淑芳  組長  古籍學術研討會  93.6.11 台北  公假  

陳淑慧  編審  台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成

立大會  
93.06.16 逢甲大學   

施麗珠  組員  建構西文核心期刊資源共

享機制計劃座談會  
93.7.14 台中中國醫藥大

學圖書館視聽室  
公假  

曾奉懿  組員  全國館際合作系統(ILL) 

教育訓練說明會  
93.07.21 中國醫藥大學   

 
生活筆記  

大雪山之行  

期刊組  施麗珠 

最近在研究「電磁波與人互動所產生的關連性」，從很多資料顯示，

多接觸大自然，藉由大自然的能量可以修補電磁波對人體所產生的干

擾。十月中旬到朋友佩潔開的有機早餐店吃早餐，吃完早餐後，佩潔邀

我晚一點和他們夫婦倆一起去大雪山走走，因和我最近研究的主題相關

連，加上身上穿的也很休閒，就很高興的加入他們的行列。  

開了近兩個鐘頭的車程，快到大雪山時，在當地的派出所前，看到

了很多今年連續風災沖刷下來的漂流木，走近用手一摸，手上木材香氣

久久不散，雖然不知是何種珍貴的木材，但是看到好不容易才長高的大

樹，因為風災的摧殘而橫倒放在路邊，仍然覺得十分可惜。  

在大雪山的產業道路上，看到幾個穿著越野裝備的騎士，有男有

女，騎著單車奮力的往上爬坡，在此空曠的高山上騎越野車來訓練技

能，是需要相當好的體力與耐力，才能應付得了。中途，我們又停下

車，裝了幾桶的山泉水，佩潔告訴我這是要帶回去種芽菜的水。自從他

們無意中發現用大雪山山泉水所種出來的芽菜，不僅生長速度極快，而

且長得好又強壯，他們就與大雪山結了緣。出了隧道，在 28K 的山腳下

馬路邊停好車，喝了一些熱茶後，就開始往森林中爬上去，望著林中那

大大小小的石塊，心中暗暗的叫苦，因為我對爬山的認知一直是停留在

產業道路或林中已開闢好的小徑中行走；但是想到自己是臨時插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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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耽誤人家的行程，只好硬著頭皮跟著他們爬上山，好在我穿著 La 

New 的休閒鞋，今年這雙鞋子已跟著我東奔西走，走過了四十公里以上

的路程，耐磨、耐走，最重要的是鞋底不滑，很適合用來爬這種山路。  

第一次走在森林中，才發現森林中有很多美景，與走在產業道路所

見的風景大異其趣。整座原始森林真像一座天然的冷藏庫，除了高聳的

各種樹木外，地面上就是冰冷異常的大、小石塊，有些石塊還長著青

苔，走在石頭上得非常的小心，否則很容易滑倒，但是這些不同形狀的

大、小石頭，它們的造型是我見過最美的。森林中有些生命極堅軔的樹

木，被雷擊倒橫躺在地上，卻又奮力的冒出新芽，繼續的成長。中途，

在林中找到一塊很平坦的石塊當做飯桌，就這樣簡單地用完午餐。之

後，我們又開始往上爬，終於來到一棵粗壯的大樹下，這大樹就像是天

然的靠背，佩潔找來幾支短而粗的樹枝，當做坐墊，相對於冰冷的大、

小石塊，這些樹枝顯得溫暖多了；就這樣靠著巨樹，不知不覺就睡著

了，直到一個小孩與他父親的對話才醒了過來。這是個神奇而美好的經

驗，竟然能在森林中睡著，以前閱讀童話故事提到在森林中睡著的情節

總覺得不可思議，但現在我能體會那是一種休息，為的是能繼續走更長

遠的路。  

好不容易爬上山頂，看到一棵棵枝葉茂盛的松樹，聞著松樹汁液所

散發出來的芳香，頓時全身舒暢，一掃先前的疲累。不遠處立著一塊「往

稍來山」木板指標，領路的佩潔夫婦又要往更高處爬去，看著他們倆的背

影，只得加緊腳步緊隨在後。走沒多遠，就看到一段高難度的峭壁，近

乎垂直的角度，雖然可以沿著一條很粗的登山繩索而攀登上去，卻仍是

登山時最驚險的畫面。小心翼翼的走在零亂的石塊中，緊握著白色粗壯

的登山繩，雙腳仍不由自主的顫抖了起來，走了一半，我喊著：「我爬到

這裡就好，不用再上去了！」沒想到，他們一起鼓勵我繼續爬上去，因為

只剩一小段路，就可看到另一種美景。在這上不得又下不去的尷尬情況

下，只好自我心理建設，告訴自己：「不用怕！都能走到這裡了，只剩一

小段的路，你一定可以爬上去的，只要小心一點就好了！」。幾分鐘後，

終於鼓起氣，一口氣爬到山頂。當我從山頂上往下看，才知道這段峭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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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險峻，也很高興自己終於能突破心理障礙爬上峰頂。躺在落葉鋪成

的鬆軟草地上，感覺跟躺在彈簧床上是一樣的舒服。仰望山頂上一波波

的山嵐飄過，轉眼間，山嵐飄過的那些樹木，經過水氣的滋潤，竟然也

變得更加翠綠，原來山嵐就是滋潤林木的天然化妝水！  

在山頂上看著山嵐、雲海的變化，聽鳥叫聲，用雷久南博士所倡導

的呼吸方法 (一種自我康復的方法 )，讓疲倦的身體得以放鬆。此呼吸法如

下：「深吸氣數八下，屏息數八下，吐氣數八下，停止呼吸數四下。連續

此方式再做二次。」(此呼吸法原創人是荷蘭人傑克‧史瓦茲 Jack Schwarz)

科學研究發現腦波在每秒 8-10頻率，即所謂的 Alpha腦波下，人們的身體

會進入放鬆及修補康復的狀態。而用此呼吸法來控制腦波頻率，能很快

幫助身體進入 Alpha 腦波狀態，而得到放鬆。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天色已漸漸變黑了，我們趕緊下山，沿途碰到

兩個第一次來爬山的年輕人，我們提醒他們天色已暗，在森林中逗留是

很危險的情況，他們考量天黑後森林的危險，就決定跟著我們一起下

山，比較安全。雖然下山花費的時間比上山少，但是下山對膝蓋的損

傷，卻是不可不特別注意。俗語有一句話「上山容易，下山難」，就是提

醒登山者下山的速度不可過急、過快，腳步得踩穩，以免超乎膝蓋關節

的承受力，造成傷害。  

古人歌詠山林的詩很多，其中賈島<尋隱者不遇>：「松下問童子，言

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不知處。」和陶弘景<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

以答>：「山中何所有，嶺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不堪持寄君。」兩首

詩中的意境，在爬過大雪山後，已能深刻的體會到。  

大雪山位於苗栗縣泰安鄉與台中縣和平鄉交界處，是座景色優美的

高山，濃蔭遮天的原始森林，輕爽的涼風，能徜徉在其中，吸取芬多精

的精華，是件很奢侈的享受。要維持如此美麗的環境，非常不容易，得

靠喜愛登山者共同來維護。現代化舒適的生活環境裡，有很多人選擇假

日帶著家人一起去登山接近大自然，除了可以吸取山林中新鮮的芬多精

外，還可以藉著遼闊的大自然景象，放鬆情緒與開闊自己的胸襟，與大

自然學習生活的態度，實際體驗樸實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