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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稿約 

一、本刊以報導東海大學圖書館業務動態為主，包括館藏資源介紹及利用、本館

史料的輯述、館員經驗與業務發展報告、活動概況與側記。提供圖書暨資訊

科學新知、專題書目索引選介、圖書出版訊息(包括書刊與資料庫的選介)、圖

書館界相關訊息。 

二、歡迎各界人士惠賜具有學術價值的文章，來稿請附「註釋」及「參考書目」。 

三、館外人士賜稿，本刊一律匿名委送外審，凡經審查合格者，將個別通知刊載。 

四、來稿一經同意刊載，若欲改投他處者，請先告知，以便撤稿作業。 

五、本刊因經費不足，歉難致贈稿費，惟賜稿一經採用，即贈抽印本十本。 

六、賜稿收件於每月月底截止，稿件請用 word 檔或文字檔，逕寄：libnews@thu. 

edu.tw，或郵寄「東海大學 BOX622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編輯收」，並請惠示

作者簡歷與通訊地址、電話號碼，以便連絡。 

七、本刊同時發行紙本式與電子版兩種，電子版連結方式：由「東海大學圖書館

網頁」連結「本館館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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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錄  

東海大學圖書館 94 學年度第 1 次館務組長會議記錄  

日期：民國 94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30 分 

地點：館長室 

參加人員：李玉綏、楊綉美、王畹萍、張秀珍、黃文興、陳麗雲、

王鑫一 

主席：朱延平館長  

記錄：李玉綏、林幸君 

壹、館長與各組報告 

一、流通組 

(一)需新增書架 

(二)盤點計劃→請流通組提台東大學辦法以供參考。 

二、數位典藏計劃，可申請政府數位典藏計畫經費 

特藏組：本校特藏資料數位化規畫 

三、期刊組 

(一)紙本期刊儘量改訂電子版 

(二)書架空間不夠 

1.將有電子版的紙本合訂本另找空間存放 

2.早期期刊合訂本貼 Barcode 

四、採編組 

(一)常常有需要用到統計，傳技系統的統計不見得適用。 

推薦的書，由誰決定購買? 

(二)網路博客來書店，快又便宜，圖書館是否可考慮由此途徑購書？ 

(三)美術系反應購書速度不夠快，編書太慢。 

(四)西文電子書，使用率不高，維持聯盟關係即可。 

五、參考組 

目前正進行中之問卷，將於圖委會做報告。 

六、李專門委員 

(一)董事會來電告知要提報 93 學年度學校增加設備財產清冊，經費必

需與會計室的經費相符，請採編、期刊提供中西文書刊及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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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再與會計室核帳後呈報。 

(二)董事會對報廢的書未做除帳不滿意，今後如有報廢書除原清單

外，尚需列上單筆購書價錢，做成清單，備報繳會計室除帳。 

七、館長 

(一)計劃向學校申請兩千萬經費，請各組提供建議(95 學年度 ) 

(二)校慶圖書館將舉辦之活動為 

1.校史文物展。 

2.教職員著作展。 

3.邀請閻前館長回校參加慶典。 

八、李專門委員 

校慶圖書館配合事項： 

(一)依公關室通知，為服務蒞校各界人士，圖書館於校慶期間(10 月

24 至 11 月 7 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採免證出入措施，並增

派服務人員擔任解說工作並維持秩序。圖書館入口及引導參

觀，需有工作人員排班提供服務。 

(二)各組需隨時有同仁留守。 

(三)海報、佈告欄的運用 

(四)校史館文物展，特藏組承辦。 

(五)教職員著作展，館長室、採編組承辦。 

(六 )新書展示，流通組承辦。 

(七)指定參考書，流通組承辦。 

貳、提案討論  

案由：請各系所單位依分配之書刊經費請購圖書、期刊、視聽資料及

電子資源，以不超支為原則，若有超支情況，請各系所刪所訂

期刊或支付圖書館透支金額。 

決議：電子期刊包含在電子資料庫內(經費龐大)，由圖書館經費購買

全文之期刊，儘量不重疊。請採編組在圖委會提報告，94 學年

度圖書經費書刊比例為期刊 72%，圖書為 28%。 

參、散會(下午 1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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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學年度第 2 次館務組長會議記錄  

日期：94 年 10 月 18 日，上午 11 點 

地點：館長室 

主席：朱館長 

參加人員：朱館長、李玉綏、王鑫一、各組組長 

記錄 : 李玉綏代(林幸君上課) 

討論主題：  

一、 公關室通知東海 50 週年校慶期間，請圖書館配合提供服務，以接待

來校之貴賓、校友及學生家長。  

決議：請流通組及參考組列出排班表；安排圖書館出入口接待及引導

參觀事宜。  

辦法：10 月 24 日至 11 月 7 日，每日上午 8 點至下午 5 點各排一同仁，

每兩小時為一班。下午 5 點以後，視需要由兩組值班同仁彈性

配合接待及導覽。工作人員請穿圖書館背心。  

二、中庭滴水問題：總務處營繕組來館完成整修工程已兩個月，目前仍滴

水。  

決議：館長將再與總務處聯繫。  

(鑫一：總務處來館施工前，請先通知圖書館以便配合 ) 

三、資訊組建議：T2 各模組最高權限開放給各模組組長。  

決議：同意。  

 

94 學年度第 3 次館務行政會議紀錄  

日期：94 年 10 月 25 日下午 2 點 

地點：館長室 

主席：朱延平館長 

參加人員：李玉綏專門委員、王畹萍組長、黃文興組長、張秀珍組長、

陳麗雲組長、楊綉美組長、王鑫一先生、胡仲平小姐 

記錄：林幸君 

一、館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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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 月 2 日校慶感恩大會，各組除留守同仁之外一律前往參加。11 月

3 日及 11 月 4 日由本校舉行之東海學術高峰會，屆時將請同仁分

批參加。  

(二 )近日校長將至本館訪視，各組組長請準備相關計畫報告，於下週五

(11/4)以前送交館長室彙整。  

特藏 --數位典藏計劃  

參考 --資訊素養、導覽解說系統。  

流通 --盤點計劃簡報。  

期刊 --過去資料庫使用率簡報、試用資料庫資訊主動提供圖書委員

參考，並記錄使用人次，資料庫使用率數低的則通知圖書委

員。  

採編 --與出版商配合，至圖書館舉辦書展之可行性。  

(三 )館內同仁輪調之可行性，請採編組提出採編人員訓練計劃。  

二、提案討論  

提案人：楊組長  

案由：請增加採編組作業空間  

決議：將資料檢索移至二樓參考組，指定參考書移至資料檢索區現

址，指定參考書區交由採編組使用。  

三、散會：下午 3 時 20 分  

 

圖書館日誌 

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六十六年一月至六月之日誌  

特藏組  謝鶯興 

1 月 17 日，上午 10 時 10 分，高館長在行政會議報告近來發現外校學生多

人在圖書館內閱讀書籍，擬於近期內在入口處核對學生證，以維持本

館正常使用。 

1 月 18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呼籲考試期間請勿以書物佔座位。 

按：內容如下： 

目前正值考試期間，圖書館常發現有些同學以書物佔位置，又

有許多外校學生在圖書館看書，均影響本校圖書館之使用。故特呼

籲同學勿以書物佔位置，必要時將於入口處檢查學生證，請各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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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合作以維持圖書館良好秩序。 

1 月 21 日，至 25 日下午 5 時止，辦理寒假借書。 

按：《簡訊》刊載標題為「本校圖書館自 1 月 21 日起至 25 日下午 5 時

止為寒假借書時間，有關借書注意事項如下」： 

1.每人限借五本，一次辦理。 

2.學期中借書需全部還清後方可辦理寒假借書。 

3.寒假留校學生於 1 月 26 日起可憑訓導處留校名單辦理借書。 

4.自 1 月 16 日起學生還書時，請報學號以利工作順利進行。

(66.01.11) 

1 月 26 日，65 學年度上學期各項統計完成。 

按：65 學年度上學期各項統計，從 65 年 9 月 15 日至 66 年 1 月 25 日

止，減去國定假日全天閉館日數，全學期以 18 週計，內文如下： 

1.新書增加數量：2965 冊 

 買 贈 共計 

中文 815 637 1452 

外文 1108 405 1513 

總計 1923 1042 2965 

2.己編目之冊數(包括期刊合訂本)，中文 654 冊，外文 738 冊，

共計 1392 冊。 

3.參考諮詢問題：264 題。 

4.耳機使用次數：2637 次。 

5.複印總張數：166286 張，平均每月 41574 張，最高每月 48464

張(65 年 12 月 26 日至 66 年 1 月 25 日)。 

6.期刊借出複印數：1728 冊次。 

7.進出總人數：266280 人，平均每週 14793 人，平均每天 2113

人，最多人數天 3724 人(66 年 1 月 11 日)。 

8.填發催還借書通知共計 5675 份。 

9.館際互借 

 借出 借入 

書籍 10 冊 5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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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印 53 篇 187 篇 

10.指定參考書，全部課程總數 319 種，指定課程數 62 種(百分

比 19%)，全部指定冊數 714 冊，借閱次數 3052 次，全部授課教師

人數 203 人，設有指定參考書人數 52 人(百分比 25%)。 

11.書籍借貸總數 54319 冊，學生寒假借書數 3956 冊，總共

58275 冊，中文 45226 冊，外文 13049 冊，平均每週 3237 冊，平

均每天 462 冊，最高冊數天 965(65 年 9 月 20 日)。本學年學生總

人數 4526 人，日校生 3240 人，夜校生 1286 人。 

12.書籍借貸分類統計(中外文合計) 

類別 教職員 學生 共計 

總類 51 1174 1225 

哲學 154 3552 3706 

宗教 63 1187 1250 

社會科學 659 9217 9876 

語言學 55 546 601 

自然科學 306 4303 4609 

應用科學 360 5076 5436 

藝術 221 3319 3540 

文學 1057 15474 16531 

史地 499 7046 7545 

總計 3425 50897 54319 

教職員與學生借書比例約為 1 比 16 

夜校生與日校生借書比例約為 1 比 7 

日校生每人平均借閱冊數為 17 冊 

日夜校生合計每人平均借閱冊數為 12 冊 

13.新生訓練，為期 2 週，共 39 班，約 941 人次。 

2 月，張錦郎<臺灣中部圖書館參觀記(上)>報導東海大學圖書館的沿革、

組織、藏書、服務、批評與建議。 

按：見《大學雜誌》第 104 期(頁 18 至 22)，內文如下： 

一、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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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是自由中國的基督教大學，位於臺中市西屯區大度

山，由臺中市火車站前搭市公車 22 路，可直達校園，車資 2.5 元。

該校民國 42 年 6 月成立籌備處，同年 10 月董事會正式成立，44 年

11 月正式開學。圖書館(以下簡稱該館)在籌備期間，雖無正式館

舍與專任人員，然設館宗旨及主要方針，已事先確定。同時採購工

作，也已著手進行，今日館藏若干篇幅巨大的書籍，如《四部備要》、

《四部叢刊》等，都是當時所購進的。該校正式開學後，該館業務

也正式展開，成立時設館長一人，館員三人。因館舍尚未建築，所

以暫借男生宿舍一角，作為辦公地址。開學後的第三學年，新館落

成，位於校園中心。為多層鋼骨水泥建築，可容納圖書十八萬冊。 

二、組織 

該館編制上直屬大學校長，設館長一人，主理全館業務，由校

長聘任。成立初期在館長下設採訪編目及流通閱覽兩組，組以下設

股，分掌各項業務。此外，並成立圖書及圖書館學報編輯兩委員會，

圖書委員會由校長聘請各院系負責人組成，以與館長共同決定政策

性的問題及購書預算的分配事宜；《圖書館學報》編輯委員會由校

長聘請該校教職員專家組成，負責《圖書館學報》及《圖書館學小

叢書》的編審事宜。四年前圖書館擴大編制，分六組，即：採購組、

中文編目組、西文編目組、流通組、參考組、期刊組。 

該館館員大部份都有受過圖書館專業訓練。副館長胡家源先生

畢業於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與現任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主任

周駿富教授，都是民國 38 年畢業的。 

三、藏書 

臺灣一般歷史較悠久的圖書館，都有一些日據時代遺留下來的

圖書，這些圖書大部份內容陳舊，參考價值極少，又捨不得丟棄，

久而久之，反成為圖書館的包袱。該館為新成立的圖書館，所以沒

有這個包袱。 

該館對於圖書的徵集，根據該館首任館長沈寶環教授在<東海大

學圖書館簡介>(刊登《書和人》第 59 期)乙文所說，有下列幾點原

則： 

1.儘量摒棄複本。這與該館空間的壓力有關。因該館最高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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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十八萬冊圖書，圖書館的左翼又被校方徵用作為教室，現有書庫

可謂寸土寸金。 

2.購書目標，儘量配合大學通才教育目標。購書的重點，一為

完整的學術刊物，二為新穎的參考工具書。 

3.捐贈的圖書，要適合該校教學和研究的需要。 

4.交換的圖書，在接受之先，必定與有關院系會商。 

5.大學圖書館購置圖書，除應配合教學與研究外，還負有保存

文化的責任，由於共匪在大陸對固有文化作有計劃的摧殘，所以蒐

求匪區外流的古籍及臺灣私家藏書，已成為大學圖書館責無旁貸的

使命。 

6.把圖書的成長看作有生命的有機體。所以新陳代謝，汰舊更

新是使圖書館機動活用的要件。為維持書藏的青春健康，提高圖書

運用的效率，該館每隔一段期間，即刪除價值下降的讀物。 

該館現在藏書約十五萬餘冊，其中古籍三萬九千餘冊(中有善本

書一千四百十四冊)，最為珍貴，曾編有目錄刊行。這些古籍的特

色，是關於書目方面的書籍很完備，金石方面的圖書也佔很多，有

些是不容易找到的。該館的鎮庫之寶是宋陶叔獻編《西漢文類》，

刊行於南宋高宗紹興十年(1140)。 

該館收藏有關中國的工具，有不少是國外刊行的，頗為珍貴。

如：《漢籍解題》，日人桂五十郎著，明治 38 年，東京明治書院刊

行。《圖書寮書籍解題漢籍篇》，日本宮內廳書陵部編，昭和 35 年，

大藏省印刷局刊行。《漢學者傳記集成》，日人竹林貫一編，昭和五

年，在京閱書院刊行。《支那書籍解題--書目書誌之部》，日人長澤

規矩也編著，昭和二十七年，東京文求堂刊。《清代籌辦夷務始末

索引》，Rowe, D. N.編，美國 The Shoe String 印行。  

該館最近新書每年增加 5500 冊左右，購書費有 62 萬元，另外

各系另有購書費。 

該館藏書的分配位置是這樣的： 

大門右翼 B 庫：中西文人文科學圖書。 

後樓一樓：中日文社會科學及科技方面圖書。 

後樓二樓：中國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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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樓三樓：西文社會科學及科技方面圖書。 

前樓二、三樓：中西文期刊合訂本。 

前樓一樓：中西文參考書及期刊現刊本。 

四、服務 

該館的讀者服務，是國內作得最好的圖書館。根據筆者在該館

停留七小時觀察所得，認為該館讀者服務成功的因素，是因為大部

份的館員都受過圖書館專業訓練。由於受過職業化訓練，他們都能

深深地瞭解大學圖書館的任務是什麼？該館編印的《圖書館手冊》

開宗明義就說館員是為服務讀者而存在的。筆者在該館接觸很多位

館員，發現他們除了學識優異外，並且個個服務熱忱，能處處為方

便讀者著想。他們真正體會到「人生以服務為目的」的真諦。事實

上，讀者由於館員的協助，解決了困難與疑問，或找到了需的資料，

得到了快樂；館員也因為幫助讀者，而獲得助人的快樂。惟有成功

的圖書館員，才能詮釋「助人為快樂之本」的涵意所在。在離該館

前往臺中縣立圖書館途中，筆者對於下列的兩件事頗感困惑：一為

什麼家住臺北的宋姓館員，不肯到國立圖書館工作，而寧願待在該

館？二為什麼曾姓館員辭去國立大學圖書館學系助教，而願意到該

館服務？終於悟出其中的道理了。 

現在介紹該館讀者服務的幾點特色如下： 

1.實行開架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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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館自四十四

年創校伊始，為便利教學及養成學生的榮譽感，即毅然採行完全開

架制度。實行開架的制度，有下列兩點收穫： 

A.圖書流通機會大為增加。以 64 年度為例，全年借書達 10 萬

餘冊，其中教職員 6500 多冊，學生 10500 多冊。學生借書中，中

文有 78000 多冊，外文有 28000 多冊。每日平均借書 357 冊，民國

64 年 9 月 18 日借書最多，達 1026 冊。該館每天作出納統計，全

校所借圖書，以文學類佔最多，社會科學次之，史地又次之。圖書

流通率高，圖書自然容易破損，筆者發現該館都能隨時修補。如以

中文參考書來說，發現很多參考書都是改裝過的。 

B.進館人數增多。實行開架制度，讀者可以自由進出書庫，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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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學生到圖書館的興趣。以 64 學年度為例，全年進出圖書館

總人數(寒暑假未計)約 50 萬人次，平均每月 5 萬人，平均每日約

1700 人，佔全校學生百分之六十。開架的圖書館，門口必設有檢

查站，該館也不例外。檢查對象，凡由該館攜出的任何物品，不論

為該校教職員、學生或來賓，均須接受檢查，方可離館。 

實行開架制度的缺點是圖書容易損失。據該館民國 53 年統計，

因開架而損失的圖書僅佔全部藏書千分之三。筆者參觀該館時，承

負責出納的朱書焱先生相告，最近清點圖書的結果，五年中共遺失

2970 冊，每年平均遺失 594 冊，遺失率是千分之三點九。筆者翻

閱一下遺失書單，大部份並非貴重圖書，而且都是目前市面上可以

買到的書。 

2.學生借書冊數不受限制。國內大學圖書館，對於學生借書的

冊數，都有限制，唯獨該館例外。借書如逾期要罰款，超過一天罰

一元，如不罰款，可以作工代替，作一小時可抵十三元，也可倒垃

圾，每倒一個垃圾以五元計算。 

3.指導學生利用圖書館。筆者整日在該館參觀，單是上午就有

三次由教師帶領學生到圖書館參觀，並說明館藏圖書館的分配位

置。接著由參考員說明利用參考書的方法、卡片目錄使用法等。後

來筆者打聽實行這種制度的經過情形，是這樣的：這是屬於大一英

文課程的一部份。上學期偏重於一般的瞭解，如介紹借書規則、耳

機使用方法、如何利用指定參考書等；下學期著重於中英文參考工

具書的利用，尤其偏重於如何利用書目及索引找材料，每一個學生

必須做十四類八題習題，都是重於西文方面的參考書。 

4.該館開放時間最長。自上午 8 時至下午 10 點半，全館各閱覽

室全部開放，借還書時間，每日上午 8 時至 12 時，下午 2 時至 9

時半。複印時間自上午 8 時至晚間 10 時。複印室有二部全錄複印

機，由兩位工讀生(女生)在服務。機器故障時，工讀生會自己修理，

該館 64 年度複印總數有 32 萬張，每月平均複印 26000 多張，65 年

6 月複印最多，有 55000 多張。期刊借出複印數全年有 1543 冊次。 

5.教員指定參考書。該校一樓設有教師指定參考書專櫃。國內

大學圖書館實行這種制度的似乎不多。教員指定參考書，一方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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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補助教員所授之不足；一方面也可以養成學生讀書的習慣。該館

教員指定參考書，有二種來源：一是利用圖書館的藏書；一是教員

自購的。書背上均貼教員名字。這些書只能在館內閱讀。據統計，

64 年度學生借閱教師指定參考書的次數達 5306 次之多。 

五、批評與建議 

十三日筆者走進東海大學校門時，在門口所看到的第一個標語

是「大度山之夢要有書當枕」。接著有一個中文學會舉辦的書展廣

告。可見學校方面頗能重視讀書風氣。圖書館為了方便學生利用圖

書館，於 53 年及 64 年分別印行《圖書館手冊》一種。手冊內容詳

細介紹「進館須知」、「藏書分佈位置」、「卡片目錄使用方法」、「借

書規則」等。筆者又發現該的一些措施，都是替讀者方便著想的。

以利用卡片目錄來說，除了牆上張貼所採用的中西文分類表外，目

錄櫃上備有多支原子筆，供讀者使用。該館書名及著者目片都是按

四角號碼排列，為恐讀者不會使用四角號碼，該館於 64 年另編印

《國音讀音與四角號碼對照表》，專供查目片之用。西文圖書因為

照標題排列，所以備有《Sears List of Subject Headings》一冊。在

目錄櫃上，筆者還看到下列三句標語： 

缺少你所需要的資料嗎？ 

查檢卡片目錄有困難嗎？ 

請詢問參考室工作人員！ 

該館處處替學生設想周到。接觸了幾位館員，發現態度都很誠

懇，對讀者的疑問都能詳予解說。該館辦公廳掛了一幅立軸，寫有

「福如東海」四個字，東海大學的學生能夠享受到圖書館如此設計

周密的服務，真是有福！ 

該館本身業務的各種制度也很健全。筆者翻閱該館的「辦事細

則」，共有 102 條，對於作業的程序，規定得很詳細。其他如「圖

書資料登記辦法」、「藏書印章鈐蓋規則」、「禁書管理調查辦法」等，

也都有很周詳的規定。 

一個機關有完善的制度，好像火車有軌道可以遵循，這種機關

的經營一定是井井有條的。 

該館的經營幾乎已達到了無懈可擊的地步。筆者有下列三點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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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近乎吹毛求疵，敬請原諒！ 

1.有些書上的勘誤表沒有黏貼起來。 

2.《東洋學文獻類目》原稱《東洋史研究文獻類目》，兩者似可

放在一起。 

3.該館以前出版的《圖書館學報》及《圖書館小叢書》，停刊已

久，盼能繼續出版。 

2 月 28 日，上午 10 時 10 分，高館長在行政會議報告 3 月 16 日至 19 日於

台北舉行館際交換圖書館座談會(八個私立校院)，全國圖書館館際合作

大會及人員講習會，屆時本館將派員參加。 

3 月 10 日，《校刊》刊載圖書館 65 學年度上學期各項統計。 

按：各項統計內容如下： 

1.新書增加數量：2965 冊 

 買 贈 共計 

中文 815 637 1452 

外文 1108 405 1513 

總計 1923 1042 2965 

2.已編目之冊數(包括期刊合訂本)，中文：654 冊，外文：738

冊，共計：1392 冊。 

3.參考諮詢問題：264 題。 

4.耳機使用次數：2637 次。 

5.複印總張數：166286 張，平均每月：41574 張，最高每月：

48464 張(65 年 12 月 26 日至 66 年 1 月 25 日)。 

6.期刊借出複印數：1728 冊次。 

7.進出總人數：266280 人，平均每週：14793 人，平均每天：

2113 人，最多人數天：3724 人(65 年 1 月 11 日)。 

8.書籍借貸總數：54319 冊，學生寒假借書數：3956 冊，總共：

58275 冊，中文：45226 冊，外文：13040 冊，平均每週：3237 冊，

平均每天：462 冊，最高冊數天：965 冊(65 年 9 月 20 日)。 

9.教職員與學生借書比例約為 1 比 16，夜校生與日校生借書比

例約為 1 比 7，日校生每人平均借閱冊數：17 冊，日夜校生合計每

人平均借閱冊數：12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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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館際互借： 

 借出 借入 

書籍 10 冊 5 冊 

複印 53 篇 187 篇 

3 月 11 日，完成「圖書館研究生、夜校生工作時數分配表」。 

按：該表之內容如下： 

圖書館研究生、夜校生工作時數分配表(以週計算)66.3.11 製 

流通組 參攷組 期刊組 

出

納

檯 

檢

查

站 

耳

機

複

印

機

合

訂

本

現

刊

本

採購組 中編組 古籍室 辦公室 

岳麗娜

(夜) 

41，借書、還書、排卡片，逐日統計書籍流通數量及其他交

辦事項 

許秀玉

(夜) 

18，借書、還書、排卡片，逐日統計書籍流通數量及其他交

辦事項，並填寫催書單 

陳忠勳

(夜) 
 40，檢查，統計人數，排架，清潔 

李振環

(夜) 
 40，檢查，統計人數，排架，清潔 

陳麗芳

(夜) 
  

39，管理耳機，指定參攷書，畢業論文及其他交辦事

項 

徐彩月

(夜) 
   

44，管理複印機，並統計，記帳，收現，逐日結

帳 

劉惠貞

(夜) 
   

20，管理複印機，並統計，記帳，收現，逐日結

帳 

楊小丹

(夜) 
   

16，管理複印機，並統計，記帳，收現，逐日結

帳 

王小燕

(夜) 
   

8.5，管理複印機，並統計，記帳，收現，逐日

結帳 

林秀玲

(研) 
   

15，管理複印機，並統計，記帳，收現，逐日結

帳 

蔡英文

(研) 
   

22，管理複印機，並統計，記帳，收現，逐日結

帳 

楊西華

(研) 
   

16.5，管理複印機，並統計，記帳，收現，逐日

結帳 

鍾快鳴

(研) 
   

15，管理複印機，並統計，記帳，收現，逐日結

帳 

賴澤均

(夜) 
    39，報紙上架，期刊整理及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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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金生

(夜) 
     

24，收取，分送郵件，期刊上架及清潔 

劉佳南

(夜) 
      

24，登記贈送書刊，並填寫謝函，訂

書單等工作 

易玲玲

(夜) 
       

39，繕寫中文卡片，貼書標，

書袋等工作 

吳力行

(研) 
        

25，管理古籍借還，

整理，排架並協助讀

者尋檢資料 

蔡長錦

(研) 
        

25，管理古籍借還，

整理，排架並協助讀

者尋檢資料 

陳麗芳

(夜) 
         

8，協助李小

姐統計複印

帳務並做結

算，(此項工

作每隔兩日

一次) 

共計 
59 80 39 157 39 24 24 39 50 

8 

總計 519 

說明 1.全部工作人數為 19 人(夜 13，研 6)，總工時為 519 小時(以

60 分鐘計算)。 

2.若換算專職人員(每週以 39 小時計算)，則為 13 人強(519÷

39＝13，餘 12 小時)。 

3.人數分配為：流通組 3.5 人，參攷組 5 人，期刊組 1.5 人，

中編組 1 人，古籍室 1 人，採購組及辦公室合共 1 人。 

3 月 14 日，上午 10 時 10 分，行政會議通過成立第 18 屆畢業典禮籌備委

員會，高館長兼任委員。 

3 月 16 日，下午 2 時，高館長偕同胡副館長、期刊組曾雅雯主任參加並主

持於淡江學院城區部召開的「館際合作組織八所私立院校圖書館複本

書刊贈送交換辦法研討會」，議題有：交換目的、交換方式、交換技術、

交換內容及交換成果。 

3 月 22 日，《簡訊》刊載春假期間(3 月 25 日至 29 日)圖書館全部閉館。 

按：訊息如下： 

本校圖書館春假期間(3 月 25 日至 29 日)全部閉館。圖書館為

便利應屆畢業同學投考國內各研究所，已分函各校寄來招生簡章，

有需要同學請至該館參考室閱覽。 

4 月 11 日，上午 10 時 10 分，行政會議通過：夜間開放原教務處辦公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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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閱覽室，供學生溫習課業之用，以便易於管理與節省用電，會中原

則同意，請總務處與圖書館連繫決定後再進行準備工作。 

5 月 3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為加強複印服務，即日起採用全錄 Xerox360

縮小複印機，每分鐘複印 60 份，複本可縮小便於攜帶保存，歡迎多加

利用。 

5 月 17 日，函覆淡水工商專校圖書館函請交換館藏書目。 

按：函覆的內容如下： 

一、五月十二日來函敬悉。 

二、本館藏書編印書本目錄者，計有兩種： 

1.科技部份(外文)與國科會等學術機關編有聯合目錄(國科會

出版)。 

2.中文古籍與中央圖書館等學術單位編有古籍聯合目錄(中央

圖書館出版)。 

此覆 

淡水工商專校圖書館 

東海大學圖書館啟  66.05.17 

6 月 28 日，函覆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處函索館藏目錄，以為孫逸仙

博士圖書館編印有關闡揚三民主義理論與思想著作聯合目錄。 

按：函覆的內容如下： 

一、六十六年六月廿三日六六綜圖字第 0045 號函敬悉。 

二、本館所備圖書目錄均係卡片目錄，並未編印書本式目錄，所囑

檢送、複印一事，難以應命，至深抱歉。 

三、貴處如能派員前來抄錄，當所歡迎。 

此覆 

中央委員會秘書處 

東海大學圖書館啟  66.06.28 

6 月 29 日，65 學年度下學期各項統計完成。 

按：65 學年度下學期各項統計從 66 年 2 月 22 日至 66 年 6 月 28 日止，

除去國定假日、春假，全學期以 18 週計，內文如下： 

1.新書增加數量：4148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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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 贈 共計 

中文 2477 316 2793 

外文 1094 261 1355 

總計 3571 577 4148 

2.己編目之冊數(包括期刊合訂本)，中文 2833 冊，外文 1575

冊，共計 4408 冊。 

3.參考諮詢問題：181 題。 

4.耳機使用次數：2112 次。 

5.複印總張數：162698 張，平均每月 36155 張，最高每月 61510

張(66 年 6 月份)。 

6.期刊借出複印數：920 冊次。 

7.進出總人數：254184 人，平均每週 14121 人，平均每天 2017

人，最多人數天 3449 人(66 年 4 月 20 日)。 

8.填發催還借書通知共計 4777 份。 

9.館際互借 

 借出 借入 

書籍 18 冊 95 冊 

複印 39 篇 186 篇 

10.指定參考書，全部課程總數 304 種，指定課程數 54 種(百分

比 17%)，全部指定冊數 1107 冊，借閱次數 1188 次，全部授課教

師人數 212 人，設有指定參考書人數 61 人(百分比 29%)。 

11.書籍借貸總數 54452 冊，學生暑假借書數 3544 冊，總共

57996 冊，中文 43627 冊，外文 14369 冊，平均每週 3222 冊，平

均每天 460 冊，最高冊數天 1066(66 年 3 月 30 日)。本學年學生總

人數 4408 人，日校生 3173 人，夜校生 1235 人。 

12.書籍借貸分類統計(中外文合計) 

類別 教職員 學生 共計 

總類 85 1597 1682 

哲學 123 5266 5389 

宗教 53 1336 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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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 548 9870 10418 

語言學 43 364 407 

自然科學 176 3960 4136 

應用科學 286 5052 5338 

藝術 157 2974 3131 

文學 892 15534 16326 

史地 433 5703 6136 

總計 2796 51656 54452 

教職員與學生借書比例約為 1 比 19 強 

夜校生與日校生借書例約為 1 比 5 強 

日校生每人平均借閱冊數為 17 強冊 

日夜校生合計每人平均借閱冊數為 12 強冊 

13.新生訓練，為期 2 週，共 39 班，約 900 人次。 

6 月 29 日，65 學年度各項統計完成。 

按：65 學年度各項統計係從 65 年 9 月 15 日至 66 年 6 月 28 日止，內

文如下： 

1.新書增加數量：7113 冊 

 買 贈 共計 

中文 3292 953 4245 

外文 2202 666 2868 

總計 5494 1619 7113 

2.己編目之冊數(包括期刊合訂本)，中文 3487 冊，外文 2313

冊，共計 5800 冊。 

3.參考諮詢問題：445 題。 

4.耳機使用次數：4749 次。 

5.複印總張數：328984 張，平均每月 36554 張(以九個月算)，

最高每月 61510 張(66 年 6 月)。 

6.期刊借出複印數：2648 冊次。 

7.進出總人數：520464 人，平均每週 14457 人(以 36 週算)，

平均每天 2065 人，最多人數天 3724 人(66 年 1 月 11 日)。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50 期 

 18

8.填發催還借書通知共計 10452 份。 

9.館際互借 

 借出 借入 

書籍 28 冊 14 冊 

複印 92 篇 373 篇 

10.指定參考書，全部課程總數 623 種，指定課程數 116 種(百

分比 18%)，全部指定冊數 1821 冊，借閱次數 4240 次，全部授課

教師人數 415 人，設有指定參考書人數 113 人(百分比 27%)。 

11.書籍借貸總數 108771 冊，學生寒暑假借書數 7500 冊，總共

116271 冊，中文 88853 冊，外文 27418 冊，平均每週 3230 冊(以

36 週算)，平均每天 461 冊，最高冊數天 1066(66 年 3 月 30 日)。

本學年學生總人數 4526 人，日校生 3240 人，夜校生 1286 人。 

12.書籍借貸分類統計(中外文合計) 

類別 教職員 學生 共計 

總類 136 2771 2907 

哲學 277 8818 9095 

宗教 116 2523 2639 

社會科學 1207 19087 20294 

語言學 98 910 1008 

自然科學 482 8263 8745 

應用科學 646 10128 10774 

藝術 378 6293 6671 

文學 1949 31008 32857 

史地 932 12749 13681 

總計 6221 102550 108771 

教職員與學生借書比例約為 1 比 18.69 

夜校生與日校生借書例約為 1 比 6 

日校生每人平均借閱冊數為 35.89 冊 

日夜校生合計每人平均借閱冊數為 25.69 冊 

13.新生訓練，為期 4 週，共 78 班，約 184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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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務工作 

撤架西文合訂期刊查尋方式 

期刊組  施麗珠 

本館二樓合訂期刊區域，空間早已不敷使用，本組不得不做些調整，

以為因應：將 198 種可由電子資料檢索到的西文期刊的合訂本，撤架並暫

時存放於三樓的儲藏室，詳列於<2005 年西文紙本紙本合訂期刊撤架明細

表>中(見附錄一)。另外，12 種 CA(化學摘要)和 2 種 BA(生物摘要)，則撤

架並暫時存放在一樓的儲藏室，詳列於<西文紙本摘要撤架明細表>中(見附

錄二)。為方便讀者查尋，這些暫時撤架的摘要、期刊，都註記在館藏資料

中。 

關於查尋館藏西文期刊合訂本的方法，可透過「東海大學圖書館」網

頁的「館藏查詢」系統。 

例如，要尋找 Analyst Vol:125:1 (2000)的期刊資料，在「館藏查尋」的

「書刊名」欄位，鍵入期刊名「Analyst」，按「開始查詢」。 

 

就可看到下面的畫面，記載「1997 起請利用 RSC 資料庫檢索，紙本

期刊暫放三樓儲藏室」的訊息，亦即要查 2000 年該期刊的資料，請直接

到「電子資源」的「電子資料庫」的「西文資料庫」中的「RSC(Roy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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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emistry)資料庫」檢索，即可找到該期刊。 

 

附錄一 

2005 年西文紙本合訂期刊撤架明細表(198 筆) 

西文期刊 期刊現況 資料庫 撤架起訖 Issn 

  

X：已停訂 

2005-：仍訂

紙本期刊 

      

Accounts of Chemical 

Research 
X ACS 1968~1995   

Accounting,Organzations and 

Society 
X SDOS/SDOL 1995~ 0361-3682 

ACM Computing Surveys 2005- ACM 1969~ 0360-0300 

Aiche Journal X Wiley 1998~ 0001-1541 

Analyst 2005- RSC 1997~ 1364-5528 

Analytical Chemistry X ACS 1929~1997   

Angewandte Chemie X Wiley 1998~ 1433-7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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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dition 

Animal Behaviour X SDOS/SDOL 1995~ 0003-3472 

Animal Fe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 SDOS/SDOL 1995~ 0377-8401 

Animail Reproduction Science X SDOS/SDOL 1995~ 0378-8401 

Applied Ergonomics X SDOS/SDOL 1995~ 0003-6870 

Applied Optics:Optical 

Technology and Biomedical 

Optics (OT) 

X OSA 1962~ 1539-4522 

Applied Optics:Information 

Processing (IT) 
X OSA 1962~ 1539-4522 

Applied Optics：Lasers, 

Photonics, and Environmental 

Optics (LP) 

X OSA 1962~ 1539-4522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X AIP 1962~ 0003-6951 

Aquatic Conservation:Marine 

and Freshwater Ecosystems 
X Wiley 1997~ 1052-7613 

Atherosleroslerosis X SDOS/SDOL 1995~ 0021-9150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X SDOS/SDOL 1995~ 1352-2310 

Biochemistry X ACS 1962~1998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X SDOS/SDOL 1995~ 0006-3207 

Biometrical Journal X Wiley 1998~ 0323-3847 

Biotechnology Progress X ACS 1990~1991   

Business Horizons X SDOS/SDOL 1995~ 0007-6813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X Wiley 1997~ 0964-4733 

Chaos  X AIP 1991~ 1054-1500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2005- RSC 1997~ 1364-548x 

Chemical Engineering Science X SDOS/SDOL 1995~ 0009-2509 

Chemical Reviews X ACS 1924~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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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es X SDOS/SDOL 1995~ 0264-2751 

Color Research & Application  X Wiley 1997~ 0361-2317 

Computer Networks X SDOS/SDOL 1995~ 1389-1286 

ComputerS & Chemical 

Engineering 
X SDOS/SDOL 1995~ 0098-1354 

Computers & Industrial 

Engineering 
X SDOS/SDOL 1995~ 0360-8352 

Computers & Operations 

Research 
X SDOS/SDOL 1995~ 0305-0548 

Computers & Security X SDOS/SDOL 1995~ 0167-4048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X Wiley 2002~ 1535-3958 

Dalton  X RSC 2000-2002   

Dalton Transactions 2005- RSC 2003~2004 1477-9234 

Decision Support Systens  X SDOS/SDOL 1995~ 0167-9236 

Design Studies X SDOS/SDOL 1995~ 0142-694x 

Ecological Engineering X SDOS/SDOL 1995~ 0925-8574 

Economics Letters X SDOS/SDOL 1995~ 0165-1765 

Electoral Studies X SDOS/SDOL 1995~ 0261-3794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05- ACS 1967~2003   

Environmetrics X Wiley 1997~ 1180-4009 

Enzyme and Microbial 

Technology 
X SDOS/SDOL 1995~ 0141-0229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X SDOS/SDOL 1995~ 0014-2921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X SDOS/SDOL 1995~ 0377-2217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X SDOS/SDOL 1995~ 0263-2373 

European Environment X Wiley 1997~ 0961-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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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X SDOS/SDOL 1995~ 0014-4983 

Food Chemistry X SDOS/SDOL 1995~ 0308-8146 

Food Hydrocolloids X SDOS/SDOL 1995~ 0268-005x 

Fuel  X SDOS/SDOL 1995~ 0016-2361 

Fuzzy Sets and Systems X SDOS/SDOL 1995~ 0165-0114 

Gamea and Economic 

Behavior 
X SDOS/SDOL 1995~ 0899-8256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incorporating jnl of 

gov 

X SDOS/SDOL 1995~ 0740-624x 

IEE Proceedings-Circuits 

Devices and Systems 
2005- IEL 1994~ 1350-2409 

IEE Proceedings- 

Communications 
2005- IEL 1994~ 1350-2425 

IEE Proceedings-Computers 

and Digital Techniques 
2005- IEL 1987~ 1350-2387 

IEE Proceedings-Control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2005- IEL 1988~ 1350-2379 

IEE Proceedings-Electric 

Power Applications 
2005- IEL 1994~ 1350-2352 

IEE Proceedings-Generation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2005- IEL 1994~ 1350-2360 

IEE Proceedings-Microwaves 

Antennas and Propagation 
2005- IEL 1994~ 1350-2417 

IEE Proceedings- 

Optoelectronics 
2005- IEL 1994~ 1350-2433 

IEE Proceedings-Radar Sonar 

and Navigation 
2005- IEL 1994~ 1350-2395 

IEE Proceedings-Science 2005- IEL 1991~ 1350-2344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50 期 

 24

Measurement and Technology  

IEE Proceedings-Software 2005- IEL 1998~ 1462-5970 

IEE Proceedings-Vision 

Lmage and Signal Processing 
2005- IEL 1994~ 1350-245x 

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2005- IEL 1977~ 0163-6804 

IEEE Computer Graphics & 

Applications 
2005- IEL 1988~   

IEEE Control Systems 

Magazine 
X IEL 1981~2004   

IEEE Expert: Intelligent 

Systems & Their Applications  
X IEL 1988~1997   

IEEE Intelligent Systems X IEL 1998~2004   

IEEE IT Professional Magazine  2005- IEL 1999~ 1520-9202 

IEEE Software 2005- IEL 1988~ 0740-7459 

IEEE Transaction on 

Automatic Control 
2005- IEL 1963~2004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II. Analog and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 a 

publication of the IEEE 

Circuits and Systems Society  

X IEL 1922~2004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I. Fundamental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A 

Publication of the IEEE 

Circuits and Systems Society 

X IEL 1992~2004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munications  
X IEL 1956~1987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 X IEL 1982~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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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ed design of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ystems : a 

publication of the IEEE 

Circuits and Systems Society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X IEL 1988~2004   

IEEE Transactions on 

Knowl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 

2005- IEL 1989~ 1041-4347 

IEEE Transactions on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Systems 
2005- IEL 1990~ 1045-9219 

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2005- IEL 1988~ 0098-5589 

(IEEE)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2005- IEL 1963~ 0018-9219 

Industrial &Engineering 

Chemistry Research  
2005- ACS 1962~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X SDOS/SDOL 1995~ 0306-4573 

Information System X SDOS/SDOL 1995~ 0306-4379 

Inorganic Chemistry X SDOS/SDOL 1962~1997   

International Dairy Journal X SDOS/SDOL 1995~ 0958-694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X SDOS/SDOL 1995~ 0020-706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5- 

Blackwell 

Synergy 
1996~200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X SDOS/SDOL 1995~ 0167-718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X SDOS/SDOL 1995~ 0147-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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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X SDOS/SDOL 1995~ 0925-5273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X SDOS/SDOL 1995~ 0165-4101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X SDOS/SDOL 1995~ 0278-4254 

Journal of Accounting 

Education 
X SDOS/SDOL 1995~ 0748-5751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2005- ACS 1953~2004   

Journal of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X ACS 1879~1998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2005 
Blackwell 

Synergy 
1998~2005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X AIP 1931~ 0021-8979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X SDOS/SDOL 1995~ 0378-4266 

Journal of Bioscience and 

Bioengineering 
X SDOS/SDOL 1995~ 1389-1723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X SDOS/SDOL 1995~ 0148-2963 

Journal of Catalysis X SDOS/SDOL 1995~ 0021-9517 

Journal of Chemical and 

Engineering Data 
X ACS 1956~1965   

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 X AIP 1933~ 0021-9606 

Journal of Chemometrics X Wiley 1997~ 0886-9383 

Journal of Colloid and 

Interface Science 
X SDOS/SDOL 1995~ 0021-9797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mics 
X SDOS/SDOL 1995~ 0147-5967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X 

Blackwell 

Synergy 
1997~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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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X SDOS/SDOL 1995~ 0304-3878 

Journal of Ecology 2005 
Blackwell 

Synergy 
1998~2005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X SDOS/SDOL 1995~ 0304-4076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X SDOS/SDOL 1995~ 0167-2681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 
X SDOS/SDOL 1995~ 0165-1889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X SDOS/SDOL 1995~ 0022-0531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X SDOS/SDOL 1995~ 0272-4944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X SDOS/SDOL 1995~ 0304-405x 

Journal of Funcitional Analysis X SDOS/SDOL 1995~ 0022-1236 

Journal of Graph Theory X Wiley 1997~ 0364-9024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X SDOS/SDOL 1995~ 0304-3894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X SDOS/SDOL 1995~ 0022-1996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X SDOS/SDOL 1995~ 0261-5626 

Journal of Macroeconmics X SDOS/SDOL 1995~ 0164-0704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Physics 
X AIP 1960~ 0022-2488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X ACS 1959~1995   

Journal of Molecular Biology X SDOS/SDOL 1995~ 0022-2836 

Journal of Molecular 

Spectroscopy 
X SDOS/SDOL 1995~ 0022-2852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inc Carnrgie- 

Rochester Co) 

X SDOS/SDOL 1995~ 0304-3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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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Multivariate 

Analysis 
X SDOS/SDOL 1995~ 0047-259x 

Journal of Non-Newtonian 

Fluid Mechanics 
X SDOS/SDOL 1995~ 0377-0257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X SDOS/SDOL 1995~ 0272-6963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X ACS 1936~1997   

Journal of PolicyAnalysis and 

Management 
X Wiley 1997~ 0276-8739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X SDOS/SDOL 1995~ 0161-8938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X SDOS/SDOL 1995~ 0047-2727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X Wiley 1997~ 0022-4308 

Journal of System and 

Software 
X SDOS/SDOL 1995~ 0164-1212 

Journal of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 Wiley 2001~ 1532-2882 

Journal of the Chemical 

Society. Dalton Transations  

(自 2003 年改為 Dalton 

Transations) 

X RSC 1977~2000 1477-9234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X SDOS/SDOL 1995~ 0889-1583 

Journal of the 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A: Optics, lmage 

Science &Vision (JOSA A) 

X OSA 1984~ 1520-8532 

Journal of the 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B (JOSA B) 
X OSA 1984~ 1520-8540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X Wiley 1997~ 0022-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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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griculture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X SDOS/SDOL 1995~ 1090-9516 

Land Degradation & 

Development 
X Wiley 1997~ 1085-3278 

Landspace and Urban planning X SDOS/SDOL 1995~ 0169-2046 

Langmuir X ACS 1985~1996   

Livestock Production Science X SDOS/SDOL 1995~ 0301-6226 

Macromolecules X ACS 1968~1998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X SDOS/SDOL 1995~ 1044-5005 

Marine Ecology 2005- 
Blackwell 

Synergy 
1995~2005   

Meat Science X SDOS/SDOL 1995~ 0309-1740 

Medical and Veterinary 

Entomlogy 
2005- 

Blackwell 

Synergy 
1998~2005   

Microelectronics Reliability X SDOS/SDOL 1995~ 0026-2714 

Neural Networks  X SDOS/SDOL 1995~ 0893-6080 

Omega X SDOS/SDOL 1995~ 0305-0483 

Orbis X SDOS/SDOL 1995~ 0030-4387 

Organic &Biomolecular 

Chemistry 
2005- RSC 2003~2004 1477-0539 

Organizatu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X SDOS/SDOL 1995~ 0749-5978 

Organometallics X ACS 1982~1977   

Perkin 1 X RSC 2001~2002 1470-4358 

Perkin 2  X RSC 2002~2003 1470-1820 

Physical Chemistry Chemical 

Physics 
2005- RSC 1997~ 1463-9084 

Physical Review A 2005- APS 2001~ 1050-2947 

Physical Review B 2005- APS 2001~ 0163-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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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Review C 2005- APS 2001~ 0556-2813 

Physical Review D 2005- APS 2001~ 0556-2821 

Physical Review E   2005- APS 2001~ 1063-651x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2005- APS 2001~ 0031-9007 

Physics of Fluids X AIP 1958~ 1070-6631 

Polymer Composites X Wiley 1996~ 0272-8397 

Polymer Engineering & 

Science 
X Wiley 1996~ 0032-3888 

Process Biochemistry X SDOS/SDOL 1995~ 1359-5113 

Restoration Ecology X 
Blackwell 

Synergy 
1997~2005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X SDOS/SDOL 1995~ 1094-2025 

Review of Modern Physics X APS 2001~ 0034-6861 

Review of Scientific 

Instruments 
X AIP 1930~ 0034-6748 

Robotics and Computer- 

Intergrated Manufacturing 
X SDOS/SDOL 1995~ 0736-5845 

Science Education X Wiley 1997~ 0036-8326 

Social Networks X SDOS/SDOL 1995~ 0378-8733 

Sofeware:Practice and 

Experience 
X Wiley 1997~ 0038-0644 

Statistics & Probability Letters X SDOS/SDOL 1995~ 0167-7152 

Statistics in Medicine X Wiley 1997~ 0277-6715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X Wiley 1997~ 0143-2095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X Wiley 1997~ 0968-0802 

Systems Research and 

Behavioral Science 
X Wiley 1997~ 1092-7026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X SDOS/SDOL 1995~ 0742-05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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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X SDOS/SDOL 1995~ 0040-1625 

Tetrahedron  X SDOS/SDOL 1995~ 2373-2375 

Tetrahedron asymmetry  X SDOS/SDOL 1995~   

Tetrahedron Letters X SDOS/SDOL 1995~   

Theriogenology X SDOS/SDOL 1995~ 0093-691x 

Trend in Biochemical Sciences X SDOS/SDOL 1995~ 0968-0004 

Water Research X SDOS/SDOL 1995~ 0043-1354 

附錄二 

西文紙本摘要撤架明細表 

刊名 館藏資料 期刊編號 

(1)Biological 

Abstracts：

References, 

Abstracts and 

indexes 

V.102(7)-104(12),1996-97. 

V.105(1-24)-107(1-19).1998-2000. 

V.108(1)-109(24),2001-2002. 

以上紙本摘要暫存一樓儲藏室，請利用 BIOSIS 

Previews 電子資料庫檢索。 

237 

(2)Biological Abstracts 

Subjects in Contex 

45-50(10), 1964-69.      50(12)-50(24), 1969. 

以上紙本摘要暫存一樓儲藏室，請利用 BIOSIS 

Previews 電子資料庫檢索。 

2038 

(3)Chemical 

Abstracts 

V.41(1-12,17-23),1947.     V.57(12-13),1962. 

V.70(5-8,13-16,21-26),1969.  V.71(1-26),1969. 

V.72(1-8,24-26)-73(20-24,26),1970. 

V.76(9-26)-77(1-3,22-24),1972. 

V.79(7-18,23-26),1973. 

V.80(4-6,13-15)-81(5-6,9-10),1974. 

V.82(21-26),1975.V.85(17-18),1976. 

V.100(1-2),1984.V.125(17-26),1996. 

V.126(1)-135(26),1997-2001. 

以上紙本摘要暫存一樓儲藏室，請利用

SciFinder Scholar 電子資料庫檢索。 

391 

(4)Chemical Abstracts. 

Applied Chemistry 

& Chemical 

66-70(1-7), 1967-69. 

以上紙本摘要暫存一樓儲藏室，請利用

SciFinder Scholar 電子資料庫檢索。 

2092 

(5)Chemical Abstracts. 

Author Index 

V.82-127(4),1975-97.    V.128(1)-129(3),1998. 

V.130(1)-135(3),1999-2001. 

以上紙本摘要暫存一樓儲藏室，請利用

SciFinder Scholar 電子資料庫檢索。 

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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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hemical Abstracts. 

Biochemistry 

Sections 

66-70(1-8), 1967-69. 

以上紙本摘要暫存一樓儲藏室，請利用

SciFinder Scholar 電子資料庫檢索。 

2095 

(7)Chemical Abstracts. 

Chemical Substance 

Index 

V.78(1)-78(2),1973.   V.125(1)-129(9).1996-99. 

V.130(1)-131(10),1999. .132(1-9)-133(1-11),2000. 

V.134(1-8)-135(1-9),2001. 

以上紙本摘要暫存一樓儲藏室，請利用

SciFinder Scholar 電子資料庫檢索。 

2096 

(8)Chemical Abstracts. 

Formula Index 

V.50,52,54,1956-60.    V.57,70,72-73,1962-70. 

V.83-129(3), 1975-98.   V.130(1)-131(4),1999. 

V.132(1)-135(3),2000-2001. 

以上紙本摘要暫存一樓儲藏室，請利用

SciFinder Scholar 電子資料庫檢索。 

2097 

(9)Chemical Abstracts. 

General Subject 

Index 

V.42-70,1948-69.     V.84-100, 1976-84. 

V.102-126, 1985-1997. V.127(1)-128(6),1997-98. 

V.129(1)-132(7),1998-2000. 

V.133(1)-134(6),2000-2001.   V.135(1-7),2001. 

以上紙本摘要暫存一樓儲藏室，請利用

SciFinder Scholar 電子資料庫檢索。 

2098 

(10)Chemical Abstracts. 

Index Guide 

1968.1984-87.1989-92.1994.1996-97.1999-2001. 

以上紙本摘要暫存一樓儲藏室，請利用

SciFinder Scholar 電子資料庫檢索。 

4612 

(11)Chemical Abstracts. 

Macromoloecular  

Sections 

58-63(1-7,10-13),64-70(1-7), 1963-69. 

以上紙本摘要暫存一樓儲藏室，請利用

SciFinder Scholar 電子資料庫檢索。 

2099 

(12)Chemical Abstracts. 

Organic Chemistry 

Sections 

  

60-61, 1964. 66-70(1-8),1967-69. 

84(2-6,8-13)-91(1-10),    92(1-3),1976-80. 

以上紙本摘要暫存一樓儲藏室，請利用

SciFinder Scholar 電子資料庫檢索。 

2100 

(13)Chemical Abstracts. 

Patent Index 

93-126, 1980-97.    127-135,1997-2001. 

以上紙本摘要暫存一樓儲藏室，請利用

SciFinder Scholar 電子資料庫檢索。 

2101 

(14)Chemical Abstracts. 

Physical & Analytical 

66-70(1-7), 1967-69. 

以上紙本摘要暫存一樓儲藏室，請利用

SciFinder Scholar 電子資料庫檢索。 

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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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 

東海大學圖書館大事記 

民國 94 年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10.05 由於電腦還書作業系統曾出現短暫斷線問題，為維護讀者權益，凡

對還書紀錄有疑問者，請至一樓流通組還書櫃台查詢確認。 

10.07 館長室李玉綏專門委員與王鑫一先生，參加在中原大學舉行的「大

專院校圖書館自動化研討會」。 

10.09「東海大學慶祝建校 50 週年校慶運動大會教職員工趣吷競賽」，本年

度圖書館輪到特藏組負責該項活動的行政事務，今年本館報名「火

車快跑」一項，計有 20 位同仁報名。 

10.11 上午 10 時至 12 時，於地下室良鑑廳舉行「Web of Science：SCI & SSCI

暨 JCR」教育訓練，由 Thomson Scientific 公司亞太地區培訓執行長方

秀婷小姐主講，有來自各系所教職員生共 26 人參加。 

中午 12 時 30 分至 1 時 40 分，於館長室召開 94 學年度第 1 次館務組

長會議。會中除館長與各組長報告外，並討論：「請各系所單位依分

配之書刊經費請購圖書、期刊、視聽資料及電子資源，以不超支為

原則，若有超支情況，請各系所刪所訂期刊或支付圖書館透支金額」。 

10.12 館長室發函請校內專任教職員贈送個人近十年出版的著作各兩冊，

提供校慶展覽及列入館藏，並供全校師生閱覽之用。欲賜贈著作者，

盼於本月 17 日前，送至館長室彙整處理。 

下午 2 時至 5 時，館長率同李玉綏專門委員及期刊組代組長王畹萍與

謝心妤小姐，參加在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舉行之「學術期刊與引用

評鑑研討會：揭開 JCR 的神秘面紗」。會中有兩場演講，第一場由政

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蔡明月教授主講：「JCR 及其應用研

究」，第二場由 Thomson Scientific 公司亞太地區研究服務資深資訊分

析師 Nobuko Wivairi 主講 Effective use of journal citation data-Journa l 

Citation Reports，最後安排 Q & A。 

10.18 上午 11 時，於館長室召開 94 學年度第 2 次館務組長會議。會中資訊

組建議：T2 各模組最高權限開，放給各模組組長。並討論二項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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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關室通知東海 50 週年校慶期間，請圖書館配合提供服務以接待

來校之貴賓、校友及學生家長。2.中庭滴水問題：總務處營繕組來館

完成整修工程已兩個月，目前仍滴水。 

10.19 至 20 日，期刊組代組長王畹萍與謝心妤小姐二人，參加財團法人國

家實驗研究院在台灣大學應用力學研究所舉辦的「CONCERT 2006 年

年會」。年會相關訊息，請參見 http://www.stpi.org.tw/fdb/tr/index.html。 

10.20 期刊組參加在台灣大學舉行的「2005 年 CONCERT 年會」。 

10.22 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因校區實施高壓電整修，全校停電。 

10.24 上午 8 時，T2 借還書系統因 22 日全校高壓電施工停電緣故而故障，

數位資訊組立即連絡廠商儘快搶修，上午 9 時即恢復正常作業。 

上午 9 時 36 分，館長室通知，為迎接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7 日止，慶

祝校慶期間，校友與來賓們的到訪，特排定入館接待及參觀引導人

員輪值表，由全館同仁輪值擔任接待，每次 1.5 小時至 2 小時，值班

地點在入口檢查站；參觀引導則由參考組同仁輪值，值班地點在參

考組櫃臺。 

10.25 下午 2 時至 3 時 20 分，於館長室召開 94 學年度第 3 次館務行政會議， 

10.28 上午 9 時，在地下室的資訊素養室舉辦「DiscoveryGate 電子資料庫研

習」，由 Elsevier 公司陳慧敏小姐主講，化學系楊定亞主任帶領化研

所學生共 7 人參加。 

「東海大學 94 學年度第 1 學期『東海盃』教職員工球類錦標賽」，本

館參加「羽球」及「籃球」兩項活動，計有 9 位同仁報名。 

10.29 至 30 日，館長室李玉綏專門委員、特藏組組員謝鶯興等二人，參加

本校中文系在人文大樓茂榜廳舉辦的「緬懷與傳承--東海中文系五十

週年學術傳承研討會」。 

10.30 原訂為每月最後一週日閉館日，為配合本校 50 週年校慶，照常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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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東海館藏屈大均《翁山文外》板本述略  

僑光技術學院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陳惠美 

一、前言 

屈大均，原名紹隆，或稱劭龍，字翁山，一字泠君，又字介子，晚自

稱三外野人，廣東番禺人。1明末諸生。生於明崇禎三年 (1630)9 月 5 日，

卒於清康熙三十五年 (1696 年 )5 月 16 日，享年 67。明末諸生。清康熙十二

年 (1673)11 月，吳三桂殺雲南巡撫朱國治，率所部抗清。屈大均於康熙十

三年 (1674)前往依附之，官至廣西按察司副司，監督安遠大將軍孫延齡軍

於桂林。康熙十五年 (1676)二月，知吳三桂事不足有為，乃謝桂林監軍，

歸佛山。2  

屈大均所處之明末清初，是筆者於研究學術史時所關懷與專注的時

期。近年以朱彝尊的著作為中心，擴及朱氏交遊，考知竹垞早年與屈大均

往來密切，以詩酬答頻繁。3因此，每每翻檢屈大均相關著作，以期能收參

證之效。在應用東海圖書館館藏《翁山文外》時，發現館藏有三種，約略

可分作兩個板本系統，更有一種為校錄本。這三種《翁山文外》，內容有

所參差，因此即以東海館藏之《翁山文外》板本為討論的主題，詳考其間

的異同，以供相關研究者參考。 

二、相關文獻探討 

(一)屈大均的著作概述 

因其曾加入吳三桂抗清活動，作品亦具有反清思想，故為清廷所不

                                                 
1 屈大均的生平，請詳參柳作梅先生<屈大均之生平與著述(上)>(《圖書館學報》，

第 8 期，頁 237，1966 年 7 月)以及汪宗衍《屈翁山先生年譜》(收於《明清史料

彙編》第七輯，沈雲龍選輯，台北文海出版社，1971 年 9 月。據汪氏所考，屈大

均的名、字、號，如下：「名大均，字翁山，初名邵龍，號非池，又曰紹隆，字

騷餘，又字介子，其曰泠君、華夫、三外野人、八泉翁、髻人、九卦先生、五嶽

外史，皆其自號也。為僧時，法名今種，字一靈。」 
2 參汪宗衍《屈翁山先生年譜》，收於《明清史料彙編》第七輯，沈雲龍選輯，台

北文海出版社，1971 年 9 月。 
3 據朱彝尊《曝書亭集》所載，兩人酬贈之作首見於順治十四年，朱氏作<

東官客舍屈五過譚羅浮之勝，時因道阻不得游，悵然有懷，作詩三首>；

而屈氏則有<過朱十夜話>。朱彝尊《明詩綜》卷八十二「屈大均」收<

篁村逢朱十>，殆亦此時所作。其後數年，兩人屢有往返，詩作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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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雍正、乾隆年間兩度飭行禁毀。首度禁毀，乃雍正八年，因曾靜反清

案結案的文件，連累而起，結果凡書坊及親屬所藏之屈大均著作，飭行銷

毀。4其後，乾隆年間，修《四庫全書》時，大肆查辦違礙書籍，而屈大均

著作更遭列為「悖逆書籍」，甚至引起「私藏逆書案」、「衣冠塚案」等，

株連甚多。5於是由雍正、乾隆以至清末的近二百年間，屈氏的著作皆被列

為禁書。今以《清代禁書總述》6所列觀之，就有：《安龍逸史》、《道援堂

集》、《登華記》、《廣東詩文集》、《廣東文選》、《廣東新語》、《皇明四朝成

仁錄》、《嶺南三家詩》、《屈翁山詞》、《屈翁山詩集》、《翁山詩集》、《翁山

詩略》、《翁山詩外》、《翁山詩外選略》、《翁山文鈔》、《翁山文外》、《翁山

易外》及《寅卯軍中集》等十八種之多。直至民初修《清史稿》、新修《番

禺縣續志》及陳伯陶《勝朝粵東遺民錄》諸書時，其人始重新被重視。近

人朱希祖《屈大均傳》、《屈大均著述考》7，汪宗衍《屈翁山先生年譜》8，

及柳作梅<屈大均之生平與著述>9先後探討屈氏的事蹟與著述，1996 年，

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又出版了點校本《屈大均全集》10，兩百年間的陰

霾，至此全散。 

此外，透過「善本古籍聯合目錄」得知台灣地區收藏屈大均的著作，

有：《安龍逸史》二卷、《翁山文外》十六卷、《登華記》一卷、《翁山詩外》

存十九卷、《先聖廟林記》一卷、《翁山易外》六卷、《端溪硯石考》一卷、

《屈翁山詩集》八卷詞一卷、《道援堂集》十三卷、《廣東新語》二十八卷、

《皇明四朝成仁錄》十二卷等十一種。其中《翁山文外》僅有「嘉業堂叢

                                                 
4 詳參張捷夫<屈大均及其著作的厄運>，收錄於何修齡等編《四庫禁毀書

研究》，頁 181-199。北京．北京出版社，1999 年 11 月。  
5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可知查出屈大均等悖逆書

籍之事，首見於乾隆三十九年十月初四<兩廣總督李侍堯等奏辦理遺書情

形及差出屈大均等悖逆書籍摺>。自此起，屢見乾隆飭令指示及各地奏摺

說明查繳屈氏著作諸事。詳參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

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年 07 月。  
6 見頁 613<清代禁書著者檢索>，王彬主編，北京中國書店，1999 年 1 月。 
7 收《朱希祖先生文集》，台北：九思出版公司，1979 年 7 月台一版。 
8 收於《明清史料彙編》第七輯，沈雲龍選輯，台北文海出版社，1971 年 9 月。 
9 見《圖書館學報》，第 8 期及第 9 期，1966 年 7 月及 1967 年 4 月。 
10 據李文約<關於「翁山文外」的幾個問題>(《學術研究》，2002 年第 2 期)所

記，《屈大均全集》中的《翁山文外》係以廣東省中山圖書館藏「清初刻本」20

卷本為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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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本」一種而已。檢索東海館藏，發現有：1.《續修四庫全書》據上海圖

書館藏清康熙刻本縮印，2.《四庫禁燬書叢刊》據首都圖書館藏民國吳興

劉氏嘉業堂叢書本縮印，3.東海圖書館柳作梅據「嘉業堂叢書本」校錄本，

共有三種。 

(二)《翁山文外》相關文獻探討 

近人討論《翁山文外》的板本者，有朱希祖《屈大均著述考》，記載

他所經眼的《翁山文外》，有五種版本：1.清宣統庚戌(二年，1910)上海國

學扶輪社排印本，十六卷11。 2.康熙刻本，其目錄載二十卷，藏廣州徐信

符南州書樓。12 3.康熙刊本，其目錄載十七卷，刪去十八、十九、二十等

三卷目錄。除目錄外，則皆與徐氏藏本無異。廣州黃慈博藏有此本，朱氏

亦購得一康熙刻本，與黃氏藏本同。13 4.康熙初年刻本，僅四冊，不分卷，

藏國立中山大學圖書館，較徐氏所藏康熙刻二十卷本及十七卷本、國學扶

輪社本多逸文十八篇。145.徐信符藏《翁山文外逸文》抄本四冊，計文三十

四篇。15 

                                                 
11 據潘飛聲序謂：「出於李研卿太史手錄本付印，劉氏嘉業堂刻本，即出於此本。」

為近世最通行之本。 
12 卷一、卷二「序」，卷三「傳、行狀、行略」，卷四「論議」，注云「嗣刻」，卷五

「說、辯」，卷六「四書考、五經考、諸史考」，注云「嗣刻」，卷七「碑記、墓

碑」，卷八「墓表」，卷九「墓誌銘」，卷十「書後、書事」，卷十一「雜著」，卷

十二「銘」，卷十三「贊、頌、箴」，卷十四「雜文、祭文」，卷十五「哀辭、誄」，

卷十六「書、啟、箋」，卷十七「賦」，卷十八「翁山詩話」，注云「嗣刻」，卷十

九「遼語」，注云「嗣刻」，卷二十「滇語」，注云「嗣刻」。朱希祖按云：「此本

嗣刻之目凡五篇，國學扶輪社本已刪去卷六、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四目，

令人不知十卷外，尚有文四卷名目也。」 
13 朱希祖按語記其異同：「此本目錄十七卷，其卷六下原注「闕」，國學扶輪社本乃

以卷七為卷六，以次遞改，故少一卷。且此本亦有<嶺南游稿序>，與扶輪本同，

則扶輪社所據之抄本，蓋即出於十七卷本。然扶輪社本已失去<翁山文外自序>，

而有光緒十八年潘飛聲序，十七卷本尚有<烈婦亭銘>一篇，<孟子列傳贊>一篇，

與徐氏藏本同，而扶輪社本亦已脫去。」 
14 羅列各篇佚文篇名於下：<河南死節大臣傳>、<三原涇陽死節二臣傳>(此二篇上

大題「皇明四朝成仁錄崇禎」)、<二史草堂記>、<翁山易外自序>、<贈王永春序

>、<麥薇集序>、<烈婦二晉氏傳>、<永安五烈傳>、<汪節婦傳>、<未嫁殉夫烈女

傳>、<施氏女傳>、<東洞庭三烈傳>、<詩義說>、<致知說>、<琴說贈詹丈大生>、

<髻人說>、<沙亭解>、<藥王廟碑>。 
15 其篇名如下：<御琴記>、<唐晉王祠記>、<登華記>、<浮湘記>、<大別山記>、<

屈沱記>、<黎大僕影堂記>、<橘香菴記>、<穫記>、<場記>、<諸死孝者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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柳作梅<屈大均之生平與著述>論《翁山文外》板本，則述及16《翁山

文外》近世最流行的《嘉業堂叢書》本與上海國學扶輪社排印本，都是十

六卷，並引朱希祖所談「康熙本」二十卷的卷目及內容。 

至於李文約<關於「翁山文外」的幾個問題>，提及《翁山文外》的

板本，有：1.「上海國學扶輪社」十六卷本，收文 243 篇；2.「嘉業堂叢

書本」十六卷本，收文 242 篇；3.廣州鄭謀信藏康熙初年刻本，十七卷

本，收文 275 篇 (其中 3 篇重文 )；4.廣東中山圖書館藏清初刻本，二十卷，

收文 230 篇。其中「清初刻本」計有 44 篇為「康熙初年本」所缺。而「康

熙初年本」則有 66 篇為「清初刻本」所未收，并為「國學扶輪社」本和

「嘉業堂叢書本」所無。17並參對諸本，提出「鄭本應是康熙二十五年開

始刊刻的，是目前所見到的最早刻本《翁山文外》。省圖本則是康熙三十

四年刊刻的通用本」的結論。  

以上諸篇雖皆觸及《翁山文外》幾種板本間的差異與篇次；惜未能明

確地交待各板本的板式行款及篇目上的異同。 

職此，本文據東海所藏《翁山文外》的三種板本，先記其板式行款與

收錄的序跋，各卷收錄的文體名稱則置於「按語」中，最後以表列出所見

篇目的異同，僅列出其不同者，再總結其間的差異。 

三、東海圖書館館藏《翁山文外》板本概述 

(一)《翁山文外》十八卷一冊，清屈大均撰，《續修四庫全書》第 1412 冊，

縮印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年 3

                                                                                                                         
割股死者三孝子傳>、<順德給事巖野陳公傳>、<天崇宮詞序>、<書王山史太極辨

述後>、<書吳芮傳後>、<書反離騷後>、<書汪栗亭黃山記遊詩后>、<逸民傳後>、

<復汪栗亭書>、<復汪右湘書>、<洪範皇極大義序>、<評孟子序>、<陰符經注序>、

<童子雅歌序>、<怡怡堂詩韻序>、<陳議郎集序>、<東莞詩集序>、<送張超然浮

海往日本序>、<送凌子歸秣陵序>、<三□書院唱和集序>、<送梁子遊南嶽序>、<

贈梁彥騰序>、<壽王山史先生序>。 
16 柳作梅先生論云：「《翁山文外》，禁燬以後，傳世絕少，孫耀卿經營書業四十年，

其著錄於《販書偶記》者，僅十八卷舊抄本及《嘉業堂叢書》本而已。《嘉業堂

叢書》本與國學扶輪社排印本，為近世最流行之本，皆十六卷，一刊於民國七年，

一刊於宣統二年，皆同出一源，以『李研卿太史手錄本付印』者。番禺潘飛聲各

為序跋，敘其始末甚詳。」詳見柳作梅先生撰<屈大均之生平與著述>，《圖

書館學報》，第 8 期及第 9 期，1966 年 7 月及 1967 年 4 月。 
17 見《學術研究》，2002 年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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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MA082.1/2426 v.1412 

附：清屈大均<翁山文外序>(篇末題六百三十二峰艸堂藏書)、清．屈大

均<文外銘>、清．張遠<翁山文外題辭>、清．甘京<翁山文外題

辭>、清．李稔<翁山文外題辭>、<翁山文外目錄>。 

藏印：「東武孟學山氏枝閣珍藏」、「上海圖書館藏」長型墨印。 

板式：四邊單欄，粗黑口，雙魚尾。半葉十一行，行十九字(因係縮印，

無法確知其尺寸)。上魚尾下題「翁山文外」、各卷所收之文體、

篇名及葉碼，下魚尾下為陰文卷次及葉碼(如「卷一一」)。 

各卷之首行題「翁山文外卷之○」，次行題「番禺屈大均

譔」，三行為各卷收錄之文體名稱。 

扉葉右題「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

九六毫米寬二七二毫米」，左題「翁山文外(清)屈大均撰」。 

按：1.各卷所收文類及篇數如下：卷一收「記」，26 篇；卷二收「序」，

57 篇；卷三收「傳」，13 篇；卷四收「論」，1 篇；卷五收「說」，

12 篇；卷六收「解」，3 篇；卷七收「碑」，2 篇；卷八收「墓表」，

5 篇；卷九收「墓誌銘」，7 篇；卷十收「書後」，17 篇；卷十一

收「雜著」，15 篇；卷十二收「銘」，33 篇；卷十三收「贊、頌」，

贊 4 篇，頌 2 篇，計 6 篇；卷十四收「雜文」，6 篇；卷十五收「哀

辭」，7 篇；卷十六收「書」，10 首；卷十七收「賦」，5 篇；卷十

八收「啟」，4 篇。全書共 229 篇。 

2.各篇篇名下皆題「屈大均」三字。 

(二)《翁山文外》十六卷一冊，清屈大均撰，《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一

百八十四冊，據首都圖書館藏民國吳興劉氏刻嘉業堂叢書本縮印，

北京：北京出版社，2000 年 1 月，MA083/6004-04 v.184 

附：<翁山文外目錄>、戊午(民國七年，1918)潘飛聲<(翁山文外)跋>、

庚申(民國九年，1921)劉承幹<(翁山文外)跋>。 

藏印：「首都圖書館藏書之章」方型墨印。 

板式：左右雙欄，粗黑口，單魚尾。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一字(因係縮

印，無法得知正確尺寸)。板心題「翁○」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上題「翁山文外卷○」(卷一首行之下題「嘉業

堂叢書」)，次行下題「番禺屈大均譔」，三行為文體名；卷末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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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山文外卷○」。 

扉葉右題「翁山文外十六卷」，左依次題「(清)屈大均撰」、

「民國吳興劉氏刻嘉業堂叢書本」、「首都圖書館藏」；後半葉篆

文大字題「翁山文外十六卷」。 

按：<目錄>有詳細篇目，各卷所收文類及篇數如下：卷一「記」，14

篇；卷二「序」，56 篇；卷三「傳、行狀」，含傳 4 篇，行狀 3 篇，

計 7 篇；卷四「論」，1 篇；卷五「說」，10 篇；卷六「碑」，4 篇；

卷七「墓表」，4 篇；卷八「墓誌銘」，9 篇；卷九「書後、跋」，

含書後 18 首，跋 3 首，計 21 首；卷十「雜著」，14 篇；卷十一

「銘」，51 篇；卷十二「贊、頌」，含贊 11 篇，頌 1 篇，計 12 篇；

卷十三收「雜文、引」，雜文 11 篇，引 3 篇，計 14 篇；卷十四「哀

辭」，8 篇；卷十五「書啟」，12 篇；卷十六「賦」，5 篇。全書共

242 篇。 

(三)《翁山文外》十六卷四冊，清屈大均撰，1966 年東海大學圖書館柳作

梅據民國吳興劉氏嘉業堂叢書本抄本，台中：東海大學圖書館，1966

年 1 月 14 日校鈔，D02.6/7744 

附：<翁山文外目錄>、戊午(民國七年，1918)潘飛聲<(翁山文外)跋>、

庚申(民國九年，1921)劉承幹<(翁山文外)跋>。 

藏印：「東海大學藏書」方型硃印及長型硃印。 

板式：四邊雙欄，白口，單魚尾。半葉十二行，行二十五至二十八字

不等。板框 17.1×21.4 公分。魚尾下題「翁○」及葉碼，板心下方

印「東海大學圖書館鈔本」。 

各卷之首行上題「翁山文外卷○」，下題「番禺屈大均譔」，

次行為各卷收錄之文體名稱，三行為各篇之篇名。 

按：1.本書抄寫之紙張，仿四庫全書印製方式，以鉛版排印板框及界欄，

柳作梅先生再據嘉業堂叢書本校錄。首葉墨筆大字題「翁山文

外」。劉承幹<跋>之末行題「民國五十五年元月十四日校劉氏嘉

業堂叢書並鈔錄  柳作梅」。書眉亦間見柳作梅先生硃筆註語。柳

先生曾於《圖書館學報》第 8 期(1966 年 7 月)及第 9 期(1967 年 4

月)發表<屈大均之生平與著述>，筆者以為校錄《翁山文外》，當

乃先生研究時所作之紮實工夫；其後文章既成，不吝所得，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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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特藏組。 

今詳核東海圖書館藏，在《四庫禁燬書叢刊》、《續修四庫全

書》購入之前，三十餘年間，《翁山文外》僅此一種，其嘉惠後

學實多矣。 

2.此本之<目錄>詳列篇目，各卷所收文類及篇數如下：卷一「記」，

14 篇；卷二「序」，56 篇；卷三「傳、行狀」，收傳 4 篇，行狀 3

篇；卷四「論」，1 篇；卷五「說」，10 篇；卷六「碑」，4 篇；卷

七「墓表」，4 篇；卷八「墓誌銘」，9 篇；卷九「書後、跋」，收

書後 18 首，跋 3 首；卷十「雜著」，14 篇；卷十一「銘」，51 篇；

卷十二「贊、頌」，收贊 11 篇，頌 1 篇，卷十三「雜文、引」，

收雜文 11 篇，引 3 篇；卷十四「哀辭」，8 篇；卷十五「書啟」，

12 篇；卷十六「賦」，5 篇。全書計 242 篇。 

四、東海圖書館藏《翁山文外》兩種板本之比較 

據李文約<關於「翁山文外」的幾個問題>所云，「嘉業堂叢書本」16

卷本，收文 242 篇，此點與東海典藏的《四庫禁燬書叢刊》及柳作梅校錄

本所據的「嘉業堂叢書本」完全相同。惟所謂的「康熙初年刻本」17 卷本，

收文 275 篇(其中 3 篇重文)及「清初刻本」20 卷，收文 230 篇，與東海典

藏的《續修四庫全書》縮印「康熙刻本」18 卷，收文 229 篇，則有所不同。 

東海典藏「康熙刻本」共 18 卷，共 229 篇；而「嘉業堂叢書本」僅

16 卷，卻有 242 篇。從總數來看，「嘉業堂叢書本」比「康熙刻本」多了

13 首，但比對其篇目間的差異後，發現「康熙刻本」有 60 篇為「嘉業堂

叢書本」所無，而「嘉業堂叢書本」則有 71 首為「康熙刻本」。茲將二板

本間的差異表列於下： 

《翁山文外》嘉業堂叢書本與康熙刻本之目次及篇目上的差異  

卷

次 

文

體 

《四庫禁燬書叢刊》據首

都圖書館藏民國吳興劉氏

刻嘉業堂叢書本及東海柳

作梅抄本 

卷

次

文

體

《續修四庫全書》據上海圖

書館藏清康熙刻本縮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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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屈大均<翁山文外自序> 

(篇末題「六百三十二峰艸

堂藏書」) 

 清屈大均<文外銘> 

 <翁山文外題辭>(收張遠、

甘京、李稔三人之作) 

序及目

錄  

<翁山文外目錄>(有詳細

篇目) 

序及目

錄  

<翁山文外目錄>(無詳細篇

目) 

 先聖廟林記 

「孝陵恭謁」記 「恭謁孝陵」記 

 御琴記 

 唐晉王祠記 

 登華記 

 浮湘記 

 大別山記 

 屈沱記 

 黎太僕公影堂記 

 二史艸堂記 

 橘香菴記 

 穫記 

卷

一 

記 

 

卷

一

記

場記 

詩義序(置於卷五「說」，

作「詩義說」) 

 

 洪範皇極大義序 

永安縣次志代  

廣東文選自序  

廣東文選序代  

廣東新語自序  

閭史自序  

卷

二 

序 

 

卷

二

序

贈王永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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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凌子歸秣陵序 

 送梁子遊南嶽序 

 贈梁彥騰序 

 壽王山史先生序 

福州府烈女烈婦傳序(置

於卷三「傳」) 

 

 箋補食物本艸序 

嶺南倡和集序  

 三閭書院倡和集序 

關中王子詩集序  

 張桐君詩集序 

荊山詩集序  

 粵遊草序 

哀陳恭人詩序  

歷代嘉言序  

 評孟子序 

 童子雅歌序 

 陰符經註序 

贈四潘翁序  

 怡怡堂詩韻序 

 陳議郎集序 

贈某巡簡序  

程樸菴先生七十壽序  

 麥薇集序 

 送張超然浮海往日本序(傳

曰之前一行題「又」) 

林處士七十壽序  

老萊子傳  

 河南死節大臣傳 

卷

三 

傳 

 

卷

三

傳

三原涇陽死節二臣傳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50 期 

 44

錫眵傳  

 諸死孝者傳 

 割股死者三孝子傳 

 汪節婦傳 

 未嫁殉夫烈女傳 

 施氏女傳 

 東洞庭山三烈傳 

 福州府烈女烈婦傳序(置於

卷三「序」) 

行

狀  

誥封定遠將軍王君行狀     

孟屈二子論   卷

四 

論  

 

卷

四

論

春秋論一(內文與卷五「說」

「春秋說」完全相同) 

 詩義說 (置於卷二「序」，作

「詩義序」) 

春秋說 (內文與卷四「論」

「春秋論一」完全相同) 

 

 致知說  

一錢說   

 琴說贈丈大生 

卷

五 

說  

 

卷

五

說

髻人說  

 姓解(置卷十「雜著」) 

 陸梁解(置卷十「雜著」) 

  

 

卷

六

解

沙亭解 

三都義學碑記代  

 藥王廟碑代 

明死事都督同知羽公墓碑  

卷

六  

碑 

馬氏義壟碑 

卷

七

碑

 

卷 墓  卷 墓 樊義士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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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表 八 表

有明處士孺朗施君墓誌銘  

 長山烈婦墓誌銘 

施母邵氏孺人墓誌銘  

幼女阿端壙志銘  

 亡妾梁氏墓誌銘 

卷

八 

墓

誌

銘 

翁山屈子生壙自誌 

卷

九

墓

誌

銘

 

書朱子所補致知傳後  

 書王山史太極辯述後 

 書反離騷後 

 書鄧許二女事 

 書吳芮傳後 

書陳文忠公紀夢後  

書嘉興三進士傳後  

書王君畫像卷末(置於卷

十一「雜著」) 

 

書藍公漪冊子  

書羅浮詩後  

書淮海詩後  

書綠樹篇後  

 袁太玉先生書札跋(板心題

「書後」，置於「跋」) 

 書汪栗亭黃山紀遊詩後(板

心題「書後」) 

書

後 

 跋高雲客端溪硯石考(板心

題「書後」，置於「跋」) 

袁太玉先生書札跋(置於

「書後」) 

 

卷

九 

跋 

跋高雲客端溪硯石考(置

於「書後」) 

卷

十

書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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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華姜詩百首跋  

姓解(置於卷六「解」)  

陸梁解(置於卷六「解」)  

 讀論語 

季札  

 書王君畫像卷末(置於卷九

「書後」) 

聶子詩卷題辭  

 書朱母沈孺人行略後 

 詠物詩引 

卷

十 

雜

著 

 

卷

十

一

雜

著

貽石辭 

學易圖銘  

七曜研銘  

藥鑪銘  

 烈婦亭銘並序 

 屋漏銘(劉本有「有序」) 

墨牀銘  

 墨田銘(劉本有「有序」) 

鏡銘  

歙硯銘  

蟲蛀硯銘  

急水泥茶爐銘  

竹節杯銘  

匏杯銘  

私印匣銘  

十三疊泉琴銘  

香盒銘  

筆牀銘  

墨銘  

卷

十

一 

銘 

酒壺銘 

卷

十

二

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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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瓶銘  

墨田銘有序(康熙本無「有

序」) 

 

木癭筆筒銘  

屋漏銘有序(康熙本無「有

序」) 

 

藏髮冢銘在羅浮黃龍洞中  

 孔子世家贊 

長髮乞人贊有序  

三外野人贊  

沈子濯足圖贊  

周子畫像贊  

陳子脫巾圖贊  

王君像贊  

洗硯贊(內文作「研」)  

贊 

又 

贊

 

卷

十

二 

頌  

卷

十

三

頌 嘉魚并序 

哭從弟孚士文  

辛亥人日祭王華姜文 辛亥人日祭「亡室」王「氏」

華姜文 

焚悼儷集古文  

以荔子薦華姜文  

哭稚女阿雁文  

雜

文 

遷葬仲母文  

晉葊詩集引  

桂林紀游詩引  

卷

十

三 

引 

詠物詩引 

卷

十

四

雜

文

 

 王予安先生哀辭有序 卷

十

四 

哀

辭 二汪子哀辭(內文有「有

序」) 

卷

十

五

哀

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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凌君哀辭  

夏母俞孺人哀辭有序  

 鍾廣漢哀辭並序 

 荅汪扶晨 

 復汪栗亭書 

辭清遠劉明府請修志啟

(置於卷十八「啟」) 

 

與李氏婚啟(置於卷十八

「啟」) 

 

復莫氏婚啟(置於卷十八

「啟」) 

 

卷

十

五 

書

啟 

與陳氏婚啟(置於卷十八

「啟」) 

卷

十

六

書

 

卷

十

六  

賦 藏髮賦「有序」 卷

十

七

賦 藏髮賦 

 辭清遠劉明府請修志啟(置

於卷十五「書啟」) 

 與李氏婚啟(置於卷十五

「書啟」) 

 復莫氏婚啟(置於卷十五

「書啟」) 

  

 

卷

十

八

啟

與陳氏婚啟(置於卷十五

「書啟」) 

戊午(民國七年)潘飛聲<跋>  跋 

庚申(民國九年)劉承幹<跋>

 

 

經由上述表列得知「康熙刻本」18 卷與「嘉業堂叢書本」16 卷間的

異同，今歸納四點，以見其差異之處： 

1.序、跋、目錄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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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序文方面，「康熙本」有屈大均的<翁山文外自序>、<文外銘>，以

及張遠、甘京、李稔等三人的<題辭>；而「嘉業堂叢書本」則無。至於跋

文，「康熙本」無之，而「嘉業堂叢書本」則多了潘飛聲與劉承幹二人的

<跋>。兩本皆有<目錄>，「嘉業堂叢書本」並詳列篇目，較便於檢閱。 

2.各卷收錄篇目為另本所無者 

「康熙本」有而未見於「嘉業堂叢書本」者，計：卷一有 12 篇，卷

二有 17 篇，卷三有 8 篇，卷五有 3 篇，卷六有 1 篇，卷七有 1 篇，卷八有

1 篇，卷九有 2 篇，卷十有 4 篇，卷十一有 4 篇，卷十二有 1 篇，卷十三

「贊」1 篇「頌」1 篇，卷十五有 2 篇，卷十六有 2 篇。「嘉業堂叢書本」

有而未見於「康熙本」者，計：卷二有 13 篇，卷三有 3 篇，卷五有 2 篇，

卷六 (「康熙本」為卷七)有 3 篇，卷八(「康熙本」為卷九)有 3 篇，卷九(「康

熙本」為卷十)有 8 篇，卷十(「康熙本」為卷十一)有 2 篇，卷十一(「康熙

本」為卷十二)有 18 篇，卷十二(「康熙本」為卷十三)有 8 篇，卷十三(「康

熙本」為卷十四)「雜文」5 篇「引」3 篇，卷十四(「康熙本」為卷十五)

有 3 篇。 

3.篇目標題的差異  

或者題名之更易：如以「康熙本」為主，卷一「記」的<恭謁孝陵記>，

「嘉業堂叢書本」作<孝陵恭謁記>。卷五「說」的<詩義說>，「嘉業堂叢

書本」標題作<詩義序>，並移置卷二「序」。卷十四「雜文」的「辛亥人

日祭亡室王氏華姜文」，「嘉業堂叢書本」作「辛亥人日祭王華姜文」。 

或者題名有所增益：「康熙本」卷十二「銘」的<屋漏銘>與<墨田銘>，

卷十七「賦」的<藏髮賦>，「嘉業堂叢書本」於三篇篇名下皆多「有序」

二字。 

4.文章歸類的差異  

就文類而言，「康熙本」卷六別立「解」類、卷十八別立「啟」類，

故「嘉業堂叢書本」卷六所錄，即「康熙本」卷七。如「嘉業堂叢書本」

卷十六之<藏髮賦有序>，於「康熙本」則隸於卷十七。 

就文章歸類而言，「康熙本」卷三「傳」的<福州府烈女烈婦傳序>，「嘉

業堂叢書本」則置於卷二「序」，觀其內容，後者的調整較為適宜。<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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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一>，「康熙本」置卷四「論」；「嘉業堂叢書本」作<春秋說>，置於卷五

「說」。該文內容在闡說春秋書王之深義，似以入「說」一類較當。 

此外，「康熙本」別立「解」一卷以置<姓解>、<陸梁解>等文，「嘉業

堂叢書本」則收入卷十「雜著」。與此狀況類似的，尚有「康熙本」別立

「啟」一卷，專收<辭清遠劉明府請修志啟>、<與李氏婚啟>、<復莫氏婚

啟>、<與陳氏婚啟>等文；而「嘉業堂叢書本」則混「書」、「啟」兩類，

全置於卷十五「書啟」。以文類的區分而論，「康熙本」似乎較明確。 

「康熙本」將<袁太玉先生札跋>、<跋高雲客端溪硯石考>與<書王君

畫像卷末>性質相同的文章，分置卷十「書後」、卷十一「雜著」。而就兩

卷所收文章看，似未嚴格區分其類別。「嘉業堂叢書本」則將前兩篇，置

於卷九，立「跋」一類；第三篇置於卷九「書後」。亦即「跋」這一類，

為「康熙本」所無。 

五、結論  

透過上述詳細的製表，從「序、跋、目錄的差異」、「各卷收錄篇目」、

「篇目標題」、「文章歸類」等方面，比對兩本異同，其實可知二者互有優

劣。以「康熙本」<詩義說>、「嘉業堂叢書本」<詩義序>而言，詳核其內

容，二者是一致的，然而一置「說」，一置「序」。今觀文中有「予嘗為《詩

義》一書，純以《春秋》為言，以為今之世匪惟《詩》亡而《春秋》亦亡」

云云，乃回溯前所著述之詞，可推知屈氏此文非該書之序，殆其後另撰之

文。以此論，則「康熙本」<詩義說>的篇名較貼近內容。 

至於，「康熙本」的<屋漏銘>、<墨田銘>、<藏髮賦>，皆是前附短序，

繼之為銘文；「嘉業堂叢書本」於篇名下註「有序」二字，與其他僅有銘

文而無序者，能產生區隔的作用。以此而言，則「嘉業堂叢書本」能達題

文相符之效。 

朱希祖於<屈大均著述考>提及中山大學圖書館藏一「康熙初年刻本」，

存四冊，不分卷，較徐氏所藏「康熙刻二十卷本」及「十七卷本」、「國學

扶輪社本」多逸文十八篇。核對所列之篇目，其中三篇：<翁山易外自序

>、<烈婦二晉氏傳>及<永安五烈傳>，亦未見於《續修四庫全書》縮印之

「康熙刻本」，顯示二書亦非同一板本。雖然點校本《屈大均全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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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廣東省中山圖書館藏「清初刻本」20 卷本為底本，但若能得見康熙刻「二

十卷本」及「十七卷本」，著錄其板式行款及篇目上的差異，則將更為完

善。筆者尚未見《屈大均全集》，頗憾之；然若已見其他板本者，能因本

文之詳列東海大學館藏《翁山文外》兩種板本間的差異，進一步參照比對，

而有更精善的研究，則為筆者所樂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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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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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朱希祖，《屈大均傳》、《屈大均著述考》，收於《朱希祖先生文集》，台北．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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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台北．世界書局，1989 年 04 月再版。 

8.汪宗衍，《屈翁山先生年譜》，收於《明清史料彙編》第七輯，沈雲龍選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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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張捷夫，<屈大均及其著作的厄運>，收錄於何修齡等編《四庫禁毀書研

究》，北京．北京出版社，1999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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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書筆記 

《治史經驗談》讀後 

進修部中文系  宋源琦 

書    名：治史經驗談 

著    者：嚴耕望 

叢 書 名：岫廬文庫 

主 編 者：王壽南、陳水逢 

出 版 社：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1 年 4 月初版第 1 次印刷， 

2002 年 5 月初版第 11 次印刷 

頁    碼：176 頁(四十開本) 

內容概述 

全書共分為九篇。第一篇談治學時原則性的基本方法；第二篇補充幾

條具體的規律；第三篇說明論題的選擇；第四篇為論著標準；第五篇列舉

四種論文體式(常行、綱目、複合及綱目變體)；第六篇分述引用材料與注

釋方式；第七篇為論文撰寫與改訂；第八篇述及努力途徑與工作要訣；第

九篇談生活、修養與治學之關係，貫徹整個治學過程。綜合九篇文字，作

者歸納概括全書主要內容為下列幾點： 

原則上：從大處著眼、小處入手(頁 92、135)，以具體問題為先著(論

題選擇，頁 69)，從基本處下功夫(
精讀基本材料書並勤於徹

底 蒐 集 史 料 加 以 條 理 化，頁 76)；

固守一定原則(原則性的基本方法，頁 1)，不依傍，不斥拒，

能容眾說 (開闊胸襟，頁 170；不要忽略反面的證據，頁 40)包

括各種理論與各種意見，隨宜適應，只求實際合理，不拘成規。 

方法是：堅定意志、集中心力，以拙為巧，以慢為快，聚小為大，

以深鍥精細為基礎，而致意於組織系統化(努力途徑與工作要

訣，頁 132)。 

目標在：真實、充實、平實、密實、無空言，少皇論，但期人人可

以信賴，有一磚一瓦之用(問題的實用性，頁 72；論著標準，



讀書筆記 

 53

頁 90 等)。 

作者於<校後記>提到：「常想寫一篇文字，題為治學方法之我見。」

是時在民國 51 年除夕，從作者於平時生活記中所摘錄關於本書撰寫的構

想標目草稿看來 (頁 175)，書中諸多論點始於成書完稿的十七年前即已醞釀

於心，對其個人治史經驗早已頗有心得而「盤桓胸中」了。 

由此可知作者乃有計劃、步驟(呼應本書內容努力途徑與工作要訣二篇

所言)，並累積在中國歷史研究工作幾十年的經驗中隨時摘錄心得，直至

1974 年，應香港大學之邀作一場有關討論史學方法的講座，及二年間發表

<治史經驗談上篇>，載於《中國學人》刊物後，頗受一些青年讀者所重視，

迄 1980 年續改訂舊作及增補「論題選擇」以下七篇，新舊二篇合為壹冊。 

作者有別於普通文科研究方法論之書(言及
方 法 論 對 於 我 的 治 史 不 無 影 響 ⋯ ⋯ 當

我 在 中 國 歷 史 工 作 幾 十 年 之 後 ， 總 覺

得文科方面的研究，固然也要講方法。

但 絕 不 應 遵 循 一 項 固 定 的 方 法 與 技 術，頁 1)，為避免過於執著拘守於固定的技術方法，

因而容易走入僵化和紙上談兵的泛論之上，遂依其數十年治史經驗，強調

應廣為閱讀基礎史料與有高度成就的學者著作，克服「罔」、「殆」的毛病，

以「理」路邏輯思考，用心惴摩體會各學者探討問題的線索，並結合個人

的智慧性情、優點與能力為運用，別出心裁，推陳出新，或能成就一家之

言。 

古云：「貨不必藏於己」，作者將自己寶貴的治學經驗，舉凡治學修養、

原理原則與變通及實際工作方面的建議，藉由本書分享給青年史學工作者。 

讀   後 

初就書單諸多文章中欲意選擇一篇閱讀時，不諱言曾有較「功利」的

想法。過程中發現，若為節省時間而擇文章短者為之，因無實際治學的經

驗之故，如又對該題旨意涵未感興趣的情況下，實難有較深刻的體會，更

無法期待有具體的成效存乎胸中，既然胸無點墨，如何能寫「讀書心得」？

為免有斷章取義及過於主觀臆測之弊，於是自不量力地選擇嚴耕望先生的

《治史經驗談》一書，縱然不能有所心得，仍期望自己研讀後在為學的態

度與方法上有概括性的認識，或可汲取融化於內，有助於累進日後學術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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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之蒐集與處理的能力。 

正值閱讀本書至「原則性的基本方法」時，另一門課程要求搜集有關

孟子的生平、學說、教育、軍事等資料擇一主題作簡單的摘要。原想僅以

某點為題目，隨意蒐集相關資訊，只消拾人牙慧即可交差，而當翻查《史

記．孟荀列傳》時發現太史公對孟子生平記述極少，只得轉求尋索《春秋‧

左氏傳》，得到如下紀錄： 

「邾文公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

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魯文公 13 年） 

查閱書籍的過程中使我產生了對於「民貴君輕說」的聯想。相傳孟子

為邾文公後代世孫，如無錯誤，依《左傳》所載，似在孟子先祖時期，已

有此類觀念的雛型，而非孟子所原創的記載(但一般咸認，「以民為貴」的

思想由孟子得到具體的闡釋)，實相究竟為何，仍有待後續的考證。不過此

一發現，乃研讀基本史料時意外的收獲。以實際蒐集資料的經驗逐一體會

嚴先生所言：「要專精也要博通、要看書不要只抱著題目去翻資料」(頁 20)

等幾點原則，誠實不虛。 

於是我為了「儘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料」(頁 49)的規律，改變

了原先蒐集資料的態度和方向，為此，比以往更詳讀了《孟子》原典，並

輔以時人較可靠的論著為線索，彌補基礎學識的不足(
「較可靠論著」意指初學者選擇

有 註 明 資 料 來 源 的 學 人 著 作 而

言，以利日後

需要查證之便 )，同時學習留意時間和空間的相互關係，粗略整理後，窺見孟子

生平的概括印象，僅就《孟子》書中就可以看出其生平事略。例如：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

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得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

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梁惠王下) 

由本段言及孟子用士禮葬父，便可知其父母之葬時的身分了。其他關於政

事稅賦、教育思想等等層面，亦皆不無所獲。此均以研讀基本材料得來，

連太史公於撰寫「孟荀列傳」時，亦嘗讀過《孟子》，至今千百年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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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每每翻閱列傳的扉頁，便可聞見太史公為這位時不我予的聖人發出長

嘆。可見精讀基本材料的原則，為古今學者所通用。 

現代各類資料俯拾即是，尤以網路為便。作者揭示的治史原則性方法

及具體規律，在這個時代益顯重要，是學人不可或缺的修養。所以謹慎為

學，相互參證，力求周延，發揮新意，本書雖名「治史經驗」，然學問不

應自囿而有差別，治史如斯，治學亦復如是。 

在閱讀與實際蒐集資料的過程中，雖切實感受到自己的才疏學淺，卻

也樂意學習，逐漸地累積學識。就個人查閱有關孟子資料的過程，亦發現

《史記．六國年表》所載孟子在梁惠王 35 年 (周顯王 33 年，西元前 336 年 )

至梁國，其至梁時間，究為何時為確，似仍有爭議之處⋯⋯後於學者論著

資料顯示，《竹書紀年》記載梁惠王 36 年後改元從 1 年始，至 16 年而卒。

孟子有可能在惠王後元 15 年 (周慎靚王元年，西元前 320 年 )至梁，時年 53

歲，故惠王一見孟子，便問「叟不遠千里而來⋯⋯。」《禮記》言「五十

始衰」、「五十養於鄉」，若由此觀之，時稱孟子為「叟」似很合理。 

是故，我想，若後人治史時，發現他所依據的材料「比較正確而且正

確的傳承下來」，在仍保持原文記載的原貌之下(謹記「不要輕易改字」之

規律 )，思考是否有可能嘗試將其重要的發見，取法今時《憲法》增修條文

的作法，附錄於原典書后，或另有其他適宜的方法，能方便未來初學者搜

尋史料之時，省去重覆查閱之苦？乃至未來再有可信的新發見時，再作修

訂。如此亦或可多少避免治學時因忽略所發生的謬誤。果能如此，是否有

益於整個學術界的交流與治學的效率呢！ 

治學在求廣博通達，且謹慎客觀，但期人人可以信賴。作者甚至於篇

章之中引用了其學術批評家好友楊聯陞先生之「充實而有光輝」一語作為

論著的標準，為求進一步確認與好友本意是否相合，遂去信請教，覆函曰：

「⋯⋯一語出自《孟子》⋯⋯依朱注似指德行修養，但引為論著標準，似

無不可。⋯⋯必欲吹毛求疵，則『永久價值』或可改作『長久價值』⋯⋯。」

(頁 97)直言無隱，卻不失誠懇切實，得見學者相互間求好與警戒的用心，

正與作者文章不掩其瑕，「聞過則喜」的修養，彼此輝映。使讀者於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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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稍稍體會治學過程，雖有苦處，而學人砥礪之間，亦有難以言喻的快樂

存焉其間。 

關於此，我亦在《讀書報告寫作指引》(林慶彰、劉春銀合著)之第七

章第四節看到類似作法，是書提到王壽來先生所建議的書評人十戒之一：

「書評寫就後，就教於你所尊敬的人」云云，將寫就的文章，請教於人，

以彌補自己主觀上的不足，正好與作者的治學習慣相應，可見得學問之道

有許多相通之處，謙虛而能涵納其大也。 

史學論文特重搜錄材料的完整性，「等到搜集得很完備時纔開始撰寫」

是作者所建議的(這樣可以一氣呵成)，最好兼而能有實用性，所以資料整

理後必須寫作為文，期望對社會家國有所貢獻。 

寫作不單是為了發表為人所知，貢獻社會。寫作為最精細的閱讀，此

為研究工作最重要、最嚴肅的最後階段。沒有經過嚴肅的考驗階段，就不

可能是有系統的真正成熟的知識 (頁 143)。 

寫作除了解決問題、力求周延外，不可不顧慮讀者的感受。換言之，

文章完成後透過閱讀，才算得上為一完整的創作，文字自此有了生命，所

以需在論題、體式的選擇及引用材料與注釋方法下功夫(頁 98~124），以期

讀者能更方便閱讀為好。 

另外值得一提，個人亦覺重要的是，作者於書末二篇，以親身經驗現

身說法，談到學術工作與生活、修養的關係，強調立志和計劃的重要。指

出這種志趣抱負：「不專為己，兼要為群，對於社會人群有一份責任感。」

立志者有遠大的目標(志氣)，自然不為社會環境所控制(隨波逐流 )，緊接著

採取實行的步驟(要有長遠可行的計劃)，依此志氣與計劃，才能長時間持

續，堅強地努力下去！作者一再提醒青年學人，日常生活與人生修養，對

於學術工作的影響極大。保持身心健康，投注心力，淡名利、避權位，以

堅定的信念作學問，以客觀的態度容受眾說，不僅有所堅持，也能適應靈

活，如此鍛鍊自己，成為一個健康純淨的學術人。綜上所述，亦即「志於

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以此原則謹慎為學，最終焠鍊出來的成

果才能達到「充實而有光輝」(頁 92)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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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眼中的書世界 

風雲三國--曹操 

東大附小六年愛班  巫孟萱 

作者：雨虹/編著 

出版地：台灣 

出版社：天衛文化 

出版日期：2002 年 1 月 15 日 

叢書系列：三國人物攻略  

規格：平裝/240 頁/21×14.9cm 

版本：初版 

ISBN：9574900533 

少不讀《水滸》--血氣方剛，戒之在鬥 

老不讀《三國》--飽經事故，老奸巨猾 

那麼少該讀什麼？少必讀《三國》！ 

三國時代，在歷史上算是一個滿混亂的時代。這個時代，群雄並起，

爭霸天下，最後就屬曹操、劉備和孫權的勢力最龐大，造成諸葛亮所說的

「三分天下」的局面。現在，就讓我們一起來看看統一北方的一代梟雄--

曹操。 

曹操，字孟德。出生於東漢桓帝永壽元年 (西元 155 年 )，沛國的譙郡。 

傳說，曹操出生時，萬里無雲的晴天，忽然烏雲密佈，轉眼間閃電雷

鳴，大雨傾盆而下，孩子呱呱落地。雷聲、雨聲與孩子的啼哭聲，交織一

片，聲勢浩大。一位懂得方術的客人預言說：「這孩子與天向渾然一體，

將來必成大器！」曹操的父親曹嵩聽了喜出望外，便給這孩子取個名字叫

「吉利」』，又取個小名叫「阿瞞」。 

曹操的父親曹嵩，本姓夏侯，後來過繼給宦官曹騰作兒子，才改姓曹。

曹操的母親是歌女出身，所以曹操便遺傳了父母的優點--會寫詩作賦，又

能歌善舞。赤壁大戰前夕，曹操橫槊賦詩，唱出了有名的<短行歌>。 

曹操十五歲時，曾經去給汝南的許劭品評。許劭當時主持著「月旦

評」，是當時品鑒人物的專家。凡是經過他品評的人物，身價便會大大提

高。但是許劭給曹操的評語竟是：「你麼，是治世的能臣，亂世的奸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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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操身上，能與奸是矛盾的。卻又完美的結合在一起。在《三國演義》

中，曹操是一個氣質獨特、善惡並存的複雜形象，他既有攻城掠地、酷虐害

民，甚至血洗徐州的暴行，又有嚴紀愛民，甚至自我懲罰的作為；既有挾天

子以令諸侯、逼宮殺后、僭越不臣的行徑；又有以周文王自喻，為漢室討伐

群雄而願做忠臣的自我表白；既有疑殺伯奢時的多疑與殘忍，又有焚書不問

的寬宏大度；既有夢中殺人，借首穩軍心的狡詐陰險；又有收張遼，放關羽，

哭典韋的惜才重義。華容道敗北，他仰天大笑，表現出特有的樂觀、豁達與

頑強。但江邊賦詩，「對酒當歌」，卻又表現得特別消沉、哀婉和失意。疑殺

伯奢時，他竟脫口說出了：「寧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害陳宮離

他而去。有人認為曹操是個大英雄，也有人認為曹操是亂臣。 

讀完了這本書，使我對曹操有了更深一層的認識。也兩首曹操的詩歌

和大家一起分享！ 

《短歌行》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露，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為君之故，沉吟至今。 

呦呦鹿鳴，食也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皎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來，不可斷絕。 

越陌度阡，枉用相存。契闊談讌，心念舊恩。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 

山不厭高，水不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龜雖壽》 

神龜雖壽，猶有竟時。 

騰蛇乘霧，終為土灰。 

老驥伏櫪，志在千里； 

烈士暮年，壯心不已。 

盈縮之期，不但在天； 

養怡之福，可得永年。 

幸甚之哉，歌以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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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的文字遊戲：阿嬸婆作媒--標點符號 

東大附小五年孝班  謝備殷 

書    名：阿嬸婆作媒--標點符號 

撰    文：蔡宗陽            插 圖：王建國、孫佳麟  

叢 書 名：國語文圖書館 

出 版 社：圖文出版事業公司 

出版日期：民國 82 年 12 月初版，民國 86 年 4 月版 

有一次在寫功課的時候，突然看到媽媽在準備教材，我看到了一首

詩，我好像讀過，但標點符號的位置不一樣： 

杜牧<清明>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 

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遙指)：杏花村。 

經過媽媽解釋後，我才知道原來詩可以編成劇本，這時，我想到有一

本《標點符號》的書，我把那本書拿來閱讀，發現裡面有好多關於標點符

號的文字遊戲，其中最有趣的，就是那篇沒有標點的遺書。 

那遺書上寫：「六十老兒生一子人言非我子也家產田園盡付與女婿外

人不得爭執」，這是老富翁寫的，為不讓女婿併吞家產所寫的，在富翁死

後，女婿和富翁的兒子為了家產的事告到官府去，最後家產判給了富翁的

兒子--非，請各位猜猜為什麼呢？ 

以上的文章，讓我了解標點符號的重要，如果沒加上標點符號，就會

產生不同的意思，使文章變的亂七八糟。而且看過這一本書後，我也了解

了各種標點符號的用法。例如：逗號，可以用在較長較複雜的句子裡，有

停頓和分開的作用。還有頓號，

可以用來隔開許多連用而並列的

同類詞。最後一個要介紹的是句

號，可以用在意思已經完整，語

氣已經完足的句子的末尾上。 

爸爸看我在寫《標點符號》

書的心得，就笑著說：「如果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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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門上貼了一張『過往人等不得在此丟煙蒂』的話，不知道會有什麼結

果？」但是，我想不要比較好，如果貼上去，門前就不知道會有多少煙蒂

了？ 

 

編者案：承蒙東大附小王淇老師協助，甄選五年孝班數

位同學的讀書心得，這些作品的性質多樣，本期先選登閱讀勵

志類書籍的心得，共有三篇：1.邱安佑<乞丐囝仔>，2.趙謙<

孤星淚>，3.陳羿伶<智慧花朵(傷口)>。 

這幾位小朋友在閱讀此一類的作品後，分別感受到作品

所蘊涵的勵志意義：這些文章都是在鼓動大家，身處逆境的時

候，記得永遠不要輕易的放棄，要鼓起努力上進的鬥志，勇敢

地走出困境(或悲傷)，這正是所謂的「化悲憤為力量」的體現。

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中，可以從書籍所要傳達的訊意中體會到這

一點，可說是難能可貴。 

 

乞丐囝仔 

東大附小五年孝班  邱安佑 

書名：乞丐囝仔 

作者：賴東進 

出版社：台北．平安文化公司 

出版日期：民國 89 年  

一、內容大意 

作者跟家人流浪了十五年，雖然嚐盡了苦

果，但有永不放棄的精神，因此作者總算苦盡甘

來，嚐到堅實美味的果實。 

二、心得或感想 

就像書中所說的，讀書以後才有出人頭地的

一天。雖然失敗過，但能重新站起來非常不容

易，或許，許多我們認為平凡的人，可能都是我

們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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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星淚  

東大附小五年孝班  趙謙 

書名：孤星淚  

作者：雨果 

出版社：台北．台灣東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8 年 6 月 

一、內容大意 

一個處處受人尊敬、品德高尚、樂善好施的馬德里

市市長，但以前因為做太多壞事，坐了十九年牢，但他

因為奮發圖強，所以當上市長，為社會付出許多貢獻。 

二、心得或感想 

本來是一位犯人，竟能改過向善，去幫助許多貧苦

的人，他擁有這樣的精神，值得大家的學習。俗語說：「知

錯能改，善莫大焉。」說的一點都不錯。 

 

傷口 

東大附小五年孝班  陳羿伶 

書名：智慧花朵 

作者：楊雅惠 

出版社：台北．國語日報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3 年年 11 月 

一、內容大意 

張先生從小成長過程就不順利，因此對人生失

去信心，儘管張太太絞盡腦汁安慰他，張先生始終

動不動就傷害對方。張太太最後終於帶兒女離開了。 

二、心得或感想 

如果遇到了挫折，要設法從失敗中站起來，而

不是一味的沈淪在失敗裡，用傷口一再的傷害關心

自己的人。所以，要徹底的治癒傷口，才有足夠的

心開拓自己幸福美滿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