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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務工作 

2007 年 12 月流通量統計表--人次統計 

館長室  王鑫一製 

日期 借書 還書 續借 預約 取消預約 合計 

12 月 1 日 88 88 44 22 23 265 

12 月 2 日 85 53 58 32 8 236 

12 月 3 日 307 284 140 54 30 815 

12 月 4 日 288 348 79 62 23 800 

12 月 5 日 283 266 73 55 33 710 

12 月 6 日 266 268 80 45 29 688 

12 月 7 日 258 221 72 53 23 627 

12 月 8 日 91 98 49 22 12 272 

12 月 9 日 74 61 74 25 2 236 

12 月 10 日 268 274 183 35 21 781 

12 月 11 日 296 347 128 57 32 860 

12 月 12 日 278 309 110 51 31 779 

12 月 13 日 277 316 101 38 32 764 

12 月 14 日 235 258 78 44 20 635 

12 月 15 日 94 109 55 24 14 296 

12 月 16 日 82 65 87 27 17 278 

12 月 17 日 269 313 175 50 29 836 

12 月 18 日 282 362 150 47 34 875 

12 月 19 日 300 348 107 39 24 818 

12 月 20 日 286 361 95 45 32 819 

12 月 21 日 241 269 80 42 26 658 

12 月 22 日 96 127 56 22 8 309 

12 月 23 日 51 62 87 11 8 219 

12 月 24 日 97 153 113 32 24 419 

12 月 25 日 0 0 84 14 25 123 

12 月 26 日 321 458 122 54 8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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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7 日 315 398 96 37 33 879 

12 月 28 日 282 233 67 36 42 660 

12 月 29 日 109 127 55 23 24 338 

12 月 30 日 0 0 47 17 14 78 

12 月 31 日 253 275 108 27 7 670 

總計 6172 6851 2853 1142 688 17706 

 

2007 年 12 月流通量統計表--冊數統計 
館長室  王鑫一製 

日期 借書 還書 續借 預約 取消預約 合計 

12 月 1 日 291 235 159 35 26 746 

12 月 2 日 262 145 195 54 9 665 

12 月 3 日 824 669 467 86 31 2077 

12 月 4 日 854 762 234 83 26 1959 

12 月 5 日 818 650 213 73 35 1789 

12 月 6 日 748 622 213 63 30 1676 

12 月 7 日 810 518 311 87 28 1754 

12 月 8 日 316 248 194 29 12 799 

12 月 9 日 241 179 463 33 2 918 

12 月 10 日 693 607 815 47 23 2185 

12 月 11 日 809 854 572 90 38 2363 

12 月 12 日 733 729 452 75 37 2026 

12 月 13 日 761 769 426 53 39 2048 

12 月 14 日 629 586 247 77 29 1568 

12 月 15 日 313 240 193 40 18 804 

12 月 16 日 284 179 306 32 23 824 

12 月 17 日 662 743 729 88 31 2253 

12 月 18 日 710 874 498 62 41 2185 

12 月 19 日 763 802 392 54 25 2036 

12 月 20 日 782 838 372 80 35 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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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1 日 629 606 246 60 29 1570 

12 月 22 日 241 290 143 36 8 718 

12 月 23 日 183 158 221 18 9 589 

12 月 24 日 287 357 335 48 26 1053 

12 月 25 日 0 0 236 16 27 279 

12 月 26 日 912 1043 350 69 13 2387 

12 月 27 日 865 923 231 52 38 2109 

12 月 28 日 744 575 198 51 47 1615 

12 月 29 日 393 347 156 42 25 963 

12 月 30 日 0 0 106 27 19 152 

12 月 31 日 769 705 274 36 7 1791 

總計 17326 16253 9947 1696 786 46008 

 

2007 年 12 月流通量統計表--讀者身份 

館長室  王鑫一製 

身份 借書 還書 續借 預約 合計 

專任教師 561 439 1085 70 2155 

專任助教 148 88 74 1 311 

數學系專任教師 1 5 21 0 27 

職員 321 271 334 37 963 

非專任人員 143 154 148 3 448 

非編制內人員 113 82 46 13 254 

退休人員 25 22 1 0 48 

博士班學生 332 355 733 23 1443 

碩士班學生 2487 2488 3098 165 8238 

學士班學生(日) 8627 8078 2502 897 20104 

學士班學生(２) 246 203 93 31 573 

學士班學生(進修部) 561 532 202 65 1360 

特別生 33 57 7 0 97 

志工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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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聯盟館師生甲組 121 109 0 0 230 

中部聯盟館師生乙組 115 81 0 0 196 

中部聯盟館師生丙組 49 38 0 0 87 

私立綜合大學合作館 0 0 0 0 0 

臺灣大學圖書館 0 0 0 0 0 

傅斯年圖書館研究人員 0 0 0 0 0 

校友 0 1 0 0 1 

捐贈者３ 0 0 0 0 0 

捐贈者６ 0 0 0 0 0 

捐贈者８ 0 0 0 0 0 

哲學系研究生 0 0 0 0 0 

哲學系大學部學生 0 0 0 0 0 

工工系教職員工 9 20 38 0 67 

工工系研究生 129 177 163 9 478 

工工系大學部學生 256 266 53 20 595 

企管系教職員工 55 19 0 0 74 

企管系研究生 111 68 34 13 226 

企管系大學部學生 458 406 158 90 1112 

政治系教職員工 6 12 37 10 65 

政治系研究生 198 226 323 6 753 

政治系大學部學生 354 329 116 52 851 

公行系教職員工 7 23 14 0 44 

公行系研究生 100 82 118 4 304 

公行系大學部學生 361 353 69 32 815 

師培中心研究生 0 0 0 0 0 

食科系教職員工 0 12 4 0 16 

食科系研究生 96 74 95 9 274 

食科系大學部學生 342 361 78 28 809 

餐旅系大學部學生 0 0 0 0 0 

會計系教職員工 0 3 11 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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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系研究生 53 41 8 9 111 

會計系大學部學生 425 364 131 40 960 

經濟系教職員工 25 27 29 2 83 

經濟系研究生 33 13 17 1 64 

經濟系大學部學生 425 373 105 64 967 

採購組通知 0 0 0 1 1 

未定義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總計 17326 16252 9945 1695 45218 

 

2007 年 12 月流通量統計表--單位借閱排行榜 

館長室  王鑫一製 

排行 單位系所 借閱次數 續借次數 小計 

1 中國文學系 2621 2269 4890 

2 社會學系 1415 969 2384 

3 歷史學系 1550 725 2275 

4 哲學系 1010 908 1918 

5 社會工作學系 1179 486 1665 

6 政治學系 859 695 1554 

7 美術學系 775 595 1370 

8 法律學系 878 318 1196 

9 外國文學系 682 308 990 

10 企業管理學系 725 220 945 

 

2007 年 12 月圖書借閱排行榜 

館長室  王鑫一製 

排行 題名 索書號 登錄號
借閱次數 

含續借次數 

1 
中國古代房內考:中國古代的

性與社會 

544.7092/6570-01/ 

/1994 二刷/ C429135 19 

2 Creative island :inspired design 745.44941/Sp69/2002/ W24459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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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Great Britain / / 

3 
七武士=七人の侍=Seven 

Samurai 987.83/6036/v.3/ / N044881 14 

4 Using multivariate statistics / 519.535/T111u/2001/ / W236575 13 

5 婚姻與家庭 
544.3/4084-1/ /2002 一

刷/ C309679 13 

6 新編乳牛學 437.3/3038/2006/ / C425405 13 

7 Frustrated spin systems / 538.3/F944/2004/ / W251659 12 

8 Linear algebra / 512.5/F912/2003/ / W249417 12 

9 兒童少年福利與服務 548.13/0756-03/2004/ / C388662 12 

10 方人定 940.9886/0083/2003/ / C362847 11 

 

訊息 

97 年寒假圖書館開館暨各項服務時間表(1/20-2/24)  

館長室提供 

日

期 
星期 

1-4F開

館時

間 

借還

書櫃

台 

光碟微縮

影資料室

電子教

學室 

自修閱

覽室 
備註 

一 

| 

五 

08:00 

| 

17:00 

08:30 

| 

16:30 

08:30 

| 

16:30 

12:00 

| 

17:00 

1/20

| 

1/27 
六-日 不 開 放 

08:00 

| 

21:00 

平日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 

13:30~17:00 

一 

| 

五 

08:00 

| 

1600 

08:30 

| 

15:30 

08:30 

| 

15:30 

12:00 

| 

16:00 
1/28

| 

2/3 
六 

| 

日 

不 開 放 

08:00 

| 

21:00 

寒假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 

14:00~16:00 

2/4-2/5 

2/12-2/17 不 開 放 

08:00 

| 

21:00 

2/6-2/11 不 開 放 

春節假期 

2/18

| 

2/24 

一 

| 

日 

08:00 

| 

17:00

※ 

08:30 

| 

16:30 

08:30 

| 

16:30 

12:00 

| 

17:00 

08:00 

| 

21:00 

平日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 

13: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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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一 

08:00 

| 

21:30 

08:30 

| 

21:00 

08:30 

| 

21:00 

10:00 

| 

17:00 

※ 

08:00-23

:00 

恢復學期 

開館時間 

※2/18(一)上午 8~10 時為單位清潔日，圖書館暫停開放。 

※電子教學室開於時間週一至週五 10:00~17:00，週六 12:00~17:00 

 

東海大學圖書館大事記 

民國 96 年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12.03 至 12 月 31 日，引進「大鐸資料庫」試用，包括：商業周刊知識庫

(http://udndata.com/library)、台灣文獻叢刊資料庫 (http://hunteq.com/ 

taibook.htm、(台灣時報全文影像資料庫(http://hunteq.com/taijour.htm)、

台灣日日新報全文影像資料庫(http://hunteq.com/ddn.htm)。「商業周刊

知識庫」收錄「商業周刊」1995/7/27 起，至本週所發行【商業周刊】

全文。「臺灣時報資料庫」是日治時期影響臺灣最深遠的期刊，為日

本據臺時期(1898-1945)臺灣總督府內部所發行之期刊。「臺灣文獻叢

刊資料庫」收錄 309 種、595 冊、4800 餘萬字，內容主題涵蓋臺灣方

志、明鄭史料、清代檔案、詩文輯錄、私家著述、官書等，以及荷、

美、英、日等有關臺灣之重要史料。可謂集千年史料有關於臺灣之

歷史、地理、風俗、民情、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法制等文獻

之大成。「臺灣日日新報」收錄日據時期五十年的點點滴滴，有關臺

灣法令規章、時事新聞、社會現象、以至生活型態、文藝活動等。 

12.04 至 2008 年 1 月 2 日止，引進 MyiLibrary 電子書資料庫(http://www. 

myilibrary.com/browse/open.asp)理、工、農、醫、文、史、哲等領域

的近 100,000 多本電子書。可通過 MyiLibrary 平台獲取來自超過 250

家出版社的內容。 

12.05 至 6 日，館長室李光臨、期刊組黃國書、流通組陳健忠三位先生參加

「96 年度大專盃教職員工保齡球比賽」。 

12.10 至 14 日，為「2007 東海大學圖書館週」，在圖書館入口處舉辦書展

活動，由三民書局負責嚴選各類好書展示。 

本館的指定參考書已經可以從「圖書館首頁」的最新消息連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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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授課教師在線上列印「書單」，以及有需要的讀者可以瀏覽「現有

的指參書清單」，分成兩種「指定有效日期的指參書清單」。 

至 2008 年 1 月 10 日止，引進「中國博碩士論文全文資料庫」(http:// 

cnki50.csis.com.tw/Redirectlogin.asp?username=sythu&password=sythu)，

觀看全文前需先下載全文瀏覽器及簡體字型。 

12.11 採編組吳淑雲 組長參加朝陽大學舉辦的圖書館週活動開幕典禮。 

12.13 引進「中央社剪報資料庫」(網址：210.69.89.181)試用。 

12.14 至 1 月 31 日止，引進「亞歷山大‧七大音樂資料庫」試用，該資料

庫屬 Alexander Street 出版社，包括：(1)Classical Music Library<古典

音樂圖書館>， (2)African American Song<美國黑人歌謠資料庫>，

(3)Smithsonian Global Sound<史密森尼世界歌謠資料庫>，(4).Classical 

Scores Library <古典音樂樂譜資料庫>，(5)The Garland Encyclpedia of 

World Music Online<格蘭世界音樂百科資料庫>，(6)Classical Music 

Reference Library<古典音樂文獻資料庫>，(7)Contemporary World Music 

<當代世界音樂資料庫>。 

12.15 參考組曾奉懿小姐參加「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 50 屆第 1 次會員大

會」。 

12.16 上午 11 時至下午 11 時，ProQuest 平台系列資料庫進行系統升級停

機 12 小時，包括 PQDT, ABI/INFORM,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ProQuest Education Journals, ProQuest Science Journals 及 ProQues t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等資料庫，皆暫停服務。 

12.18 至 2008 年 1 月 15 日止，引進「詩心賞析」(http://www.tbmc.com.tw/tbmc2 

/cdb/intro/Chinese-poemft.htm)、「詞林廣粹」(http://www.tbmc.com.tw/ 

tbmc2 /cdb/intro/Chinese-poetry.htm)、「故宮期刊圖文」(http://www.tbmc. 

com.tw/tbmc2/cdb/intro/Chinese-NPMP.htm)試用。 

12.19 上午 10 時 10 分至 11 時 10 分，在本館地資訊素養教室舉辦「E 點通

英語線上學測系統」講習，該資料庫需申請帳號方能使用。 

12.20 流通組黃文興組長出席臺灣大學「檔案裱褙修護及應用研習會」。 

12.21 下午 6 時至 24 日上午 9 時 30 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之電

腦網絡系統進行維修，「漢達文庫」暫停服務。 

12.24 期刊組王畹萍組長參與「項館長報告受託協商 2008-2010 年 Elsev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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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採購方案相關事宜」。 

12.28 館長室陳麗雲編纂參加文藻外語學院圖書館「創意、出版、圖書館

經營研討會」。 

12.31 即日起，讀者可自行下載安裝<Unicode 補完計劃>(免費軟體)，使用

微軟日文輸入法，以解決 WebPAC 中查詢日文資料的問題。檢索日

文資料時，建議：(1)如有 ISBN 或 ISSN 號碼，請先以 ISBN 或 ISSN

號碼查詢，就不會有字碼問題。(2)如無 ISBN 號碼，在『關鍵字』檢

索項可輸入部分書刊名即可，以避免有些漢字字碼對應不到，影響

查詢結果。 

12.31 本館的指定參考書業務，已經可以在「圖書館首頁」的熱門連結的

「流通組指定參考書專區」列指「指定參考書書單」，並提供兩種指

定有效日期瀏覽「指定參考書清單」。 

 

統計與分析 

流通組 12 月份新書移送統計暨分析 

流通組  謝鶯興 

一、12 月份各館新書移送的資料暨分析 

十二月份經手處理的新書統計，分各館(含總館各組室、各系圖單位及

專案研究)新書移送表、新書上架撤架表等二種表格，並略述於下。 

各館新書移送表(2007.12.01~2007.12.31) 

 書籍 光碟 總計 

總館 一般書庫           1345 155 1900 

 特藏室               73 0 73 

 參考室               27 0 27 

 電子教學室            0 126 126 

 中文參考書移轉書庫   59

西文參考書移轉書庫  156

遺失報賠             18

經濟系移送總館        1

哲學系俞懿嫻專案回館  3

0 

0 

0 

0 

1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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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圖 245 0 245 

歷史系圖 156 0 156 

哲學系圖 900 12 912 

日文系 1 0 1 

美術系圖 173 0 173 

宗教所圖 83 0 83 

物理系圖 8 0 8 

數學系圖 6 4 10 

建築系圖 52 1 53 

統計系圖 2 0 2 

政治系 3 0 3 

法律系圖 15 0 15 

師培中心 11 0 11 

校牧室 2 0 2 

專案借書 哲學系俞懿嫻老師      8

法律系林更盛老師     14 

0 

0 

22 

   總館       2364 

各系圖     1696 

12 月份總館加上各系館的新進書刊資料總計 4060 本。總館新進 2364

本，佔全數的 58.23%。若扣除「中文參考書移轉書庫」之 59 本、「西文參

考書移轉書庫」之 156 本、「遺書報賠」之 18 本、「經濟系圖移送總館」之

1 本、「專案借書還回總館」之書 3 本光碟 1 片，實際僅有 1900 本，則佔

全部新進書刊資料的 46.80%，與各系館的 41.77%，約為 1.12：1。僅計算

總館「一般書庫」1345 本，佔全部新進書刊的 31.13%，與各系館的 41.77%，

約為 0.75：1。 

總館新進光碟，「流通櫃枱」有 155 片，「電子教學室」有 126 片，分

居一、二名，二者合計佔 6.89%。各系所單位圖書室的光碟合計 17 片，佔

全數的 0.42%，以「哲學系」12 片佔 0.30%最多，「數學系」4 片佔 0.10%

居次。「專案研究借書」有 138 本，佔 2.84%，以法律系林更盛老師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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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為最大宗。 

若僅以「一般書庫」、各系圖與「專案研究借書」的新進書刊來看，「一

般書庫」1345 本，各系圖合計 1674 本，「專案研究借書」22 本，總計 3041

本。一般書庫佔 44.23%，各系圖佔 55.05%，專案研究借書佔 0.72%。總館

比各系圖總和少 329 本，10.82%，二者比率為 0.80：1；若和各系圖加上專

案研究借書的總和相比，則少了 351 本，11.54%，約為 0.8：1。這種比率

還是讀者們所抱怨的總館新書太少的主因。 

二、12 月份新書上架撤架表暨分析 

十二月份經手處理的中文新書，展示與撤架的數量及比例，製表如下： 

12 月份新書上架撤架一覽表(12.01~12.31) 

 總

類 

一

百

類 

二

百

類 

三

百

類

四

百

類

五

百

類

六

百

類

七

百

類

八

百

類 

九

百

類 

合計 

上

架 
5 28 10 31 74 41 3 20 61 27 301 

撤

架 
1 4 5 5 21 21 3 10 11 8 89 

使

用 
4 24 5 26 53 20 0 10 50 19 212 

第

一

次

12/06 

| 

12/13 

% 80.0 

% 

85.7 

% 

50.0

% 

83.9

% 

71.6

% 

47.8

% 

0 

% 

50.0

% 

82.0

% 

70.4 

% 

70.43 

% 

上

架 
7 33 4 12 37 40 10 20 93 18 274 

撤

架 
6 17 4 4 16 23 4 12 30 13 129 

使

用 
1 16 0 8 21 17 6 8 63 5 145 

第

二

次

1213 

| 

12/20  

% 14.3 

% 

48.5 

% 

0 

% 

66.7

% 

56.8

% 

42.5

% 

60.0

% 

40.0

% 

67.7

% 

27.8 

% 

52.92 

% 

上

架 

17 5 18 7 23 31 17 22 19 8 166 

撤

架 
17 5 18 5 11 27 14 12 13 8 130 

使

用 
0 0 0 2 12 4 3 10 6 0 36 

中

文

書 

第

三

次

12/20 

| 

12/27 

% 0 0 0 28.6 52.2 12.9 17.6 45.5 31.6 0 21.69 

分 
類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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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上

架 

1 6 7 67 48 38 3 10 86 18 283 

撤

架 

0 2 1 48 32 23 3 2 10 5 125 

使

用 

1 4 6 19 16 15 0 8 76 13 158 

第

四

次

12/27 

| 

01/03 

% 100 

% 

66.7 

% 

85.7

% 

28.4

% 

33.3

% 

39.5

% 

0 

% 

80.0

% 

88.4

% 

72.2 

% 

55.83 

% 

中文總上架 30 72 39 117 182 150 33 72 259 71 1024 

中文總撤架 24 28 28 62 80 94 24 36 64 34 473 

中文總使用 6 44 11 55 102 56 9 36 195 37 551 

中文總比率 20.0 

% 

61.1 

% 

28.2

% 

47.0

% 

56.0

% 

37.3

% 

27.2

% 

50.0

% 

75.3

% 

52.1 

% 

53.81 

% 

上

架 
0 3 0 1 5 40 2 2 31 5 89 

撤

架 
0 3 0 1 5 36 1 2 27 4 79 

使

用 
0 0 0 0 0 4 1 0 4 1 10 

日

文

書 

 

第

一

次 

1115 

| 

12/12 

% 0 

% 

0 

% 

0 

% 

0 

% 

0 

% 

10.0

% 

50.0

% 

0 

% 

12.9

% 

20.0 

% 

11.24 

% 

上

架 
1 12 1 43 3 1 2 0 0 4 67 

撤

架 
1 11 1 39 3 1 1 0 0 2 60 

使

用 
0 1 0 4 0 0 1 0 0 2 7 

第

一

次 

12/01 

| 

12/15 

% 0 

% 

8.33 

% 

0 

% 

9.30

% 

0 

% 

0 

% 

50.0

% 

0 

% 

0 

% 

50.0 

% 

10.45 

% 

上

架 
30 1 4 27 0 19 23 7 2 3 116 

撤

架 
28 1 4 24 0 16 23 2 0 3 101 

使

用 
2 0 0 3 0 3 0 5 2 0 15 

第

二

次 

12/15 

| 

12/28 

% 6.67 

% 

0 

% 

0 

% 

11.1

% 

0 

% 

15.8

% 

0 

% 

71.4

% 

100 

% 

0 

% 

12.93 

% 

上

架 
5 3 7 36 0 4 15 59 6 2 138 

西

文

書 

第

三

次 撤 5 3 7 35 0 2 15 52 5 2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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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使

用 
0 0 0 1 0 2 0 7 1 0 12 

12/28 

01/04 

% 0 

% 

0 

% 

0 

% 

2.78

% 

0 

% 

50.0

% 

0 

% 

11.9

% 

16.7

% 

0 

% 

8.70 

% 

西文總上架 36 16 12 106 3 24 40 66 8 9 321 

西文總撤架 34 15 12 98 3 19 39 54 5 7 287 

西文總使用 4 1 0 8 0 5 1 12 3 2 34 

西文總比率 11.1 

% 

6.25 

% 

0 

% 

7.55

% 

0 

% 

20.8

% 

2.50

% 

18.2

% 

37.5

% 

22.2 

% 

10.59 

% 

12.06 0 0 0 14 5 1 0 1 20 3 44 

12.15 13 1 0 1 1 1 7 0 10 0 34 

12.27 0 0 0 46 8 4 0 0 5 2 65 

12.28 0 0 0 1 0 0 2 5 0 0 8∗ 

光

碟 

總計 13 1 0 62 14 6 9 6 35 5 151 

由上列表格明顯看出，12 月分別有中文、日文與西文等三種的新書展

示，總計 1434 本。光碟入庫典藏有 4 次，總數計 151 片，以三百類的 62

片最多，八百類 35 片居次，四百類 14 片排第三。 

中文書計展示四次，撤架四次：第一次 12 月 6 日至 12 月 13 日，上架

301 本，撤架剩 89 本，使用(或外借)212 本，比率為 70.43%。 

第二次 12 月 13 日至 20 日，上架 274 本，撤架剩 129 本，使用(或外

借)145 本，比率為 52.92%。 

第三次 12 月 20 日至 27 日，上架 166 本，撤架剩 130 本，使用(或外

借)36 本，比率為 21.69%。 

第四次 12 月 27 日至元月 7 日，上架 283 本，撤架剩 125 本，使用(或

外借)258 本，比率為 55.83%。 

若以中文書的四次展示計算，共展示 1024 本，讀者使用(或外借)為 551

本，比率為 53.81%。各大類的借書比率：總類 30 本，使用(或外借)6 本，

比率為 20.0%；一百類 72 本，使用(或外借)44 本，比率為 61.1%；二百類

39 本，使用(或外借)11 本，比率為 28.2%；三百類 117 本，使用(或外借)55

                                                 
∗ 不含錄音帶 3 片，唱片 1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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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比率為 47.0%；四百類 182 本，使用(或外借)102 本，比率為 56.0%；

五百類 150 本，使用(或外借)56 本，比率為 37.3%；六百類 33 本，使用(或

外借)9 本，比率為 27.2%；七百類 72 本，使用(或外借)36 本，比率為 50.0%；

八百類 259 本，使用(或外借)195 本，比率為 75.3%；九百類 71 本，使用(或

外借)37 本，比率為 52.1%。 

就中文書的採購來看，以八百類的 259 本為最多，佔全部中文書的

25.29%(使用或外借為 75.3%)；其次為四百類的 182 本，佔 17.77%(使用或

外借為 56.0%)；五百類的 150 本則居第三位，佔 14.7%(使用或外借為

37.3%)；三百類的 117 本則居第四位，佔 11.4%(使用或外借為 47.0%)；此

四大類進館的總數皆超出 100 本。 

就各大類的使用(或外借)的比率來看，以八百類的 259 本使用(或外

借)195 本，比率為 75.3%為最高；一百類的 72 本使用(或外借)44 本，比率

61.1%居次；四百類的 182 本使用(或外借)102 本，比率為 56.0%居第三。

此三大類的使用量 (或外借量 )皆超過中文書的總借書比率 (53.81%)，尤其是

八百類之書高達 75.3%，可看出讀者的使用偏向及對新書的重視。 

日文書共展示一次，撤架一次：時間為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12 日，上

架 89 本，撤架剩 79 本，使用(或外借)10 本，比率為 11.24%。僅五百類、

六百類、八百類和九百類等四大類有使用(或外借)，六百類使用(或外借)1

本，比率為 50.0%；九百類使用(或外借)1 本，比率為 20.0%，日文書的使

用比率顯然還是偏低。 

就日文書的採購而言，以五百類 40 本，比率為 44.94%居冠，八百類

31 本居次，比率為 34.83%。總類及二百類皆未採購。 

西文書共展示三次，撤架三次，第一次為 12 月 1 日至 15 日，上架 67

本，撤架剩 60 本，使用(或外借)7 本，比率為 10.45%。 

第二次為 12 月 15 日至 12 月 28 日，上架 116 本，撤架 101 剩本，使

用(或外借)15 本，比率為 12.93%。 

第三次為 12 月 28 日至元月 4 日，上架 138 本，撤架 126 剩本，使用(或

外借)12 本，比率為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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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西文西的採購的總數 321 本來看，以三百類 106 本，佔 33.02%為最

多；七百類的 66 本，佔 20.56%居次；總類 36 本，佔 11.21%居第三。但就

西文書展示的使用(或外借)來看，以八百類的 8 本使用(或外借)3 本，比率

為 37.5%為最高；其次則為九百類的 7 本使用(或外借)2 本，比率為 22.2%

居次；五百類的 24 本使用(或外借)5 本，比率為 20.8%居第三；七百類的

66 本使用(或外借)12 本，比率為 18.2%居第四；總類的 36 本使用(或外借)4

本，比率為 11.1%居第五；此五大類的使用(或外借)比率皆高於西文書外

借的 10.59%。但二百類、四百類卻都掛零，約略可看出本校讀者對中文

新書的借閱需求，遠高於西文書。 

12 月份的新書展示統計，中文新書有 1024 本，日文新書有 89 本，西

文新書有 321 本，合計 1434 本；中文書是佔全部的 71.41%(使用或外借比

率為 53.81%)，日文書佔 6.21%(使用或外借比率為 11.24%)，西文書則佔

22.38%(使用或外借比率 10.59%)。 

三、結語 

12 月份的新書展示計有 1434 本，若僅統計 12 月份的新進書籍，總館

一般書庫與各組室合計 1445 本(光碟 281 片、參考書撤為一般書 215 本、

遺失報賠 18 本、系圖移轉總館及專案借書還館的不計)，但一般書庫僅 1345

本，與各系圖(含光碟)加上專案借書合計 1696 本，可見讀者反映的總館新

書缺乏或不足的問題，主要還是總館的書刊資料 (書籍與光碟)，係分散於

一般書庫、流通櫃枱、特藏室、電子教學室、參考組等組室，導致一般書

庫的新書，在讀者的認知中，總是少於各系圖集中典藏的明顯性，加上館

藏目錄查詢時，也可以看到典藏於各系圖的註記，所以不能滿足讀者的需

求現象，例如，將「一般書庫」的 1345 本 (不含光碟)的進館量拿來和各

系館 1696 本(含光碟 17 片及專案借書 22 本)的數目相比，總館少了 351

本，即使扣除各系館的光碟與專案借書量，仍少了 312 本。雖然這種僅拿

「一般書庫」來和各系圖加上專案借書量的比較，是有立足點的不同，但

讀者所看到的現象卻是如此的明顯，或許目前總館仍在進行讀者推薦書籍

的採購活動，可稍為彌補其間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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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校內圖書資源分佈暨管理」問卷調查的統計暨分析 

(系所圖書室的問卷) 

流通組  謝鶯興 

筆者奉命 2007 年 6 月 5 日在「圖書委員會議」報告「東海大學圖書資

源管理之我見」，現場並對圖書委員們進行「校內圖書資源分佈暨管理」

的問卷調查，館長也在此次會議中提出，圖書館會進一步的進行校內的「校

內圖書資源分佈暨管理」問卷調查，藉以瞭解校內人員對於圖書館各項措

施的關心與建議。 

此次的調查分二個部份進行：一在圖書總館，一對各系所圖書室管理

人。對各系所圖書室所進行的問卷調查，共分：基本資料 --身份、現況調

查、理想的系所圖書室等三個子題，希望能透過這種的調查，調整總館如

何來協助各系所圖書室的業務進行。本項問卷只針對系所圖書室進行調

查，行政單位與各中心、組室並未列入調查的對象。 

東海有 38 個系所，問卷回收有 21 份，有 3 系所以電子郵件告知沒有

系所圖書室不能填寫問卷調查，回收率為 63.16%，有效率為 55.26%。茲分

別加以統計並分析於下，藉以瞭解各系所圖書室需要總館協助的部份，以

為日後業務進行的參考。 

一、基本資料 --身份的統計暨分析 

一、基本資料：1.身份 --合計 21 份  
身份  專職

行政

人員  

約聘 (僱 )
行政人員  

博士生 碩士生 大學

部  
在職專

班  
未勾選  

數量  13 5  2 1  1 

在「基本資料 --身份」的問題，有 1 份問卷同時勾選「約聘(僱)行政人

員」及「碩士生」；有 1 份問卷勾選「專職行政人員」，但在空白處註明「本

系無專屬系圖書室」。 

「系圖管理」的身份，勾選「專職行政人員」有 13 份，佔 61.90%；

選「約聘(僱)行政人員」有 5 份，佔 23.81%；選「碩士生」有 2 份，佔 9.52%；

選「大學部」有 1 份，佔 4.76%；「未勾選」的有 1 份，佔 4.76%。顯示系

所圖書室的管理者有超過一成是由學生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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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調查的統計暨分析 

「現況調查」的目的，是希望能經由調查來瞭解目前各系所圖書室的

運作概況，才能進行進一步思考如何來協助它們。此大題共分成「現有的

人力資源」、「現行的開放時間」、「現行的開放對象暨借書冊數天數」、「現

有的空間安排與設備」等四子題。 

二、現況調查：1.現有的人力資源 --合計 21 份  
專職行

政人員  
約聘 (僱 )
行政人員

研究

生  
大學

部  
在職

專班

系學

會人

員  

學生

義工  
1.櫃枱值班人

員身份  

5 4 9 1  3 4 
每個時段 1

人  
每個時段 2

人  
每個時段 3 人 (含 )

以上  
未勾選  2.櫃枱 (借還

書 )值班人力  

18 2  1 
每個時段 1

人  
每個時段 2

人  
每個時段 3
人 (含 )以上  

未勾選  3.排架人力  

17 1  3 

「現有的人力資源」調查，有 1 份問卷三小題皆未勾選，空白處註明

「本系無專屬系圖書室」。  

在「1.櫃枱值班人員身份」子題，有 1 份問卷同時勾選「專職行政人

員」及「研究生」；1 份問卷同時勾選「系學會人員」及「學生義工」；1

份問表同時勾選「專職行政人員」、「約聘 (僱 )行政人員」、「研究生」；1 份

問表同時勾選「約聘 (僱 )行政人員」、「研究生」；1 份問表同時勾選「研究

生」、「大學部」。  

在「3.排架人力」子題，有 1 份問卷未勾選，但註明「同借還書值班

人力」；有 1 份問卷勾選「每個時段 1 人」，但註明「與櫃枱 (借還書 )值班

人力同一人」。  

「1.櫃枱值班人員身份」的問題，勾選「專職行政人員」有 5 份，佔

23.81%；選「約聘(僱)行政人員」有 4 份，佔 19.05%；選「研究生」有 9

份，佔 42.86%；選「大學部」有 1 份，佔 4.76%；選「系學會人員」有 3

份，佔 14.29%；選「學生義工」有 4 份，佔 19.05%；沒有「在職專班」的。

顯示各系所圖書室的值班人員「行政人員」佔四成多，而藉用學生(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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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學部)值班的有近五成，由系學會或義工值班的超過三成。 

「2.櫃枱(借還書)值班人力」的問題，勾選「每個時段 1 人」有 18 份，

佔 85.14%；選「每個時段 2 人」有 2 份，佔 9.52%；「未勾選」的有 1 份，

佔 4.76%；沒有「每個時段 3 人(含)以上」的。顯示系所圖書室的「櫃枱(借

還書)值班人力」以「每個時段 1 人」，超過八成的比率，「每個時段 2 人(含

以上)」的不到一成。 

「3.排架人力」的問題，勾選「每個時段 1 人」有 17 份，佔 80.95%；

選「每個時段 2 人」有 1 份，佔 4.76%；選「未勾選」有 3 份，佔 14.29%；

沒有「每個時段 3 人(含)以上」的。顯示系所圖書室的「排架人力」以「每

個時段 1 人」，超過八成的比率。 

二、現況調查：2.現行的開放時間 --合計 21 份  
每週

七天  
每週六

天  
每週五天  每週五

天以下

不對外開

放  
1.開放天數  

 2 14 2 2 
晚上連續開放到  上午 8

時至下

午 5 時

(中午開

放 ) 

上午 8 時

至下午 5
時 (中午

不開放 ) 8 8.5 9 10

晚上不

連續開

放  

其

它  
選第

3 小

題者  

2.每週開

放五天

暨以上

者的開

放時段  

4 4 1 1 1 1  6 2 
上午  中午 下午  晚上  義工排班

不固定  
其它 (選第

2 小題者 ) 
3.每週開放

四天暨以

下者的開

放時段  
    4 13 

「現行的開放時間」的調查，有 1 份問卷對此大題未勾選，但註明「本

系無專屬系圖書室」。1 份問卷對此大題同時勾選「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中

午開放)」和「其它」，並註明「有時中午人力不足未開放」。 

有 2 份問卷對「1.開放天數」勾選「不對外開放」，因此第二及第三的

「開放時段」的兩個小題皆未勾選。  

在三個子題中，有 1 份問卷對「1.開放天數」問題勾選「每週五天」，

但註明「時間依義工排班」，對「2.每週開放五天暨以上者的開放時段」問

題勾選「其它」，並註明「依義工排班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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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 份問卷同時勾選「2.每週開放五天暨以上者的開放時段」、「3.每

週開放四天暨以下者的開放時段」，後者勾選「義工排班不固定」。  

對「2.每週開放五天暨以上者的開放時段」子題，有 1 份問卷同時勾

選「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中午開放 )」、「晚上連續開放到 20:30」；1 份問

卷同時勾選「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中午開放 )」、「晚上連續開放到 20:00」；

1 份問卷同時勾選「其它」，並註明「週一至週五 11:00~21:00，週六

11:00~16:00」；有 1 份問卷未勾選，但註明「排班時間」，應算是「其它」。 

「1.開放天數」的問題，勾選「每週六天」有 2 份，佔 9.52%；選「每

週五天」有 14 份，佔 66.67%；選「每週五天以下」有 2 份，佔 9.52%；

選「不對外開放」有 2 份，佔 9.52%；沒有「每週七天」的。顯示「開放

天數」在「每週五天」以上者超過七成，仍有近一成是「不對外開放」。  

「2.每週開放五天暨以上者」的問題，勾選「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中

午開放 )」有 4 份，佔 19.04%；選「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中午不開放 )」有

4 份，佔 19.04%；選「晚上連續開放」有 4 份，佔 19.04%(其中開放「到

8 點」有 1 份，佔 4.76%，「到 8 點半」有 1 份，佔 4.76%，「到 9 點」有 1

份，佔 4.76%，「到 10 點」有 1 份，佔 4.76%，)；選「其它」有 6 份，佔

28.57%；選「選第 3 小題者」有 2 份，佔 9.52%；沒有選「晚上不連續開

放」的。意味著各系所圖書室的「開放天數」在「每週開放五天暨以上者」

(超過七成的比率 )中，各近二成是從「上午 8 時」連續開放「晚上 8 時」(甚

至到 10 時)，但仍有近三成的開放時段不在問卷之中。  

「3.每週開放四天暨以下者的開放時段」的問題，勾選「義工排班不

固定」有 4 份，佔 19.04%；選「其它 (選第 2 小題者 )」有 13 份，佔 61.90%；

沒有僅開「上午」、「中午」、「下午」、「晚上」的。在「2.每週開放五天暨

以上者」選「其它」及「選第 3 小題者」的 8 份 (近四成的比率 )，僅有 4

份(即五成的比率 )選「義工排班不固定」，意味著題目的設計並未符合各系

所圖書室的需求。  
二、現況調查：3.現行的開放對象暨借書冊數天數 --合計 21 份  

限本系師生 限本校師生 不限身份  未勾選  1.開放對象  

3 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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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總館規定 自訂期限 (限
本系師生 ) 

自訂期限 (分本系

師生與外系師生 ) 
其它  2.借書冊數  

14 2 3 1 

依總館規定 自訂期限 (限
本系師生 ) 

自訂期限 (分本系

師生與外系師生 ) 
其它  3.借書天數  

12 3 4 1 

「現行的開放對象暨借書冊數天數」的調查，有 1 份問卷對「2.借書

冊數」及「3.借書天數」問題皆勾選「其它」，註明「自訂冊數，本系外系

皆同」及「同上」。有 1 份問卷註明「本系無專屬系圖書室」，所以對「現

行的開放對象暨借書冊數天數」三小題皆未勾選。  

「1.開放對象」的問題，勾選「限本系師生」有 3 份，佔 14.29%；選

「限本校師生」有 12 份，佔 57.14%；選「不限身份」有 5 份，佔 23.81%；

沒有「未勾選」的。顯示有近六成的「開放對象」「限本校師生」，有超過

一成以上侷「限本系師生」，有超過二成的「不限身份」則和總館的政策

相同。  

「2.借書冊數」的問題，勾選「依總館規定」有 14 份，佔 66.67%；

選「自訂期限 (限本系師生 )」有 2 份，佔 9.52%；選「自訂期限 (分本系師

生與外系師生 )」有 3 份，佔 14.29%；選「其它」有 1 份，佔 4.76%。顯

示有超過六成的「借書冊數」是「依總館規定」，有超過二成是「自訂期

限」。  

「3.借書天數」的問題，勾選「依總館規定」有 12 份，佔 57.14%；

選「自訂期限 (限本系師生 )」有 3 份，佔 14.29%；選「自訂期限 (分本系師

生與外系師生 )」有 4 份，佔 19.05%；選「其它」有 1 份，佔 4.76%。顯

示有近六成的「借書天數」是「依總館規定」，有超過三成是「自訂期限」。 
二、現況調查：4.現有的空間安排與設備 --合計 21 份  

參考

書區  
期

刊

區  

閱

報

區

中文

書庫

區  

西文

書庫

區  

閱

覽

區  

電腦

檢索

區  

影印

區  
未勾

選  
1.空間規劃  

9 13 2 15 14 11 8 7 4 

各一部  需要申請 不需要  其它  未勾選  2.採用 T2 作

業系統暨

條碼閱讀 15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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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一部  需要申讀 不需要  其它  無  3.管制書刊

進出的消

磁機  1 11 5 2 1 

一部  二部  三部暨以上 未勾選  無  4.供讀者檢

索的電腦

設備  6 4 4 3 3 

印表機供列印 影印機供複製 掃瞄器  無  未勾

選  

5.供讀者列

印或複製

資料  
7 12 2 7 1 

10 位以下  10~20 位  20~30 位 30 位以上  未勾選  6.設有閱覽

席位供讀

者閱讀書

刊資料  
4 9 2 2 3 

人工檢查  門禁管理系統  無 未勾選  7.門禁管制  

16  3 1 

「現有的空間安排與設備」的調查，有 1 份問卷註明「本系無專屬系

圖書室」，所以對「現有的空間安排與設備」七小題皆未勾選。  

對七個子題的調查：「1.空間規劃」，有 1 份問卷未勾選，自行畫「無」

並勾選，列入「未勾選」計算。「2.採用 T2 作業系統暨條碼閱讀機」，有 1

份問卷勾選「其它」，並註明「若與總館 T2 系統連線的話需要申購」。「3.

管制書刊進出的消磁機」，有 1 份問卷勾選「其它」，並註明「考慮申購」。

「7.門禁管制」，有 1 份問卷勾選「無」，並註明「由借還書櫃枱留意」。  

「1.空間規劃」的問題，勾選「參考書區」有 9 份，佔 42.86%；選「期

刊區」有 13 份，佔 61.90%；選「閱報區」有 2 份，佔 9.52%；選「中文

書庫區」有 15 份，佔 71.43%；選「西文書庫區」有 14 份，佔 66.67%；

選「閱覽區」有 11 份，佔 52.38%；選「電腦檢索區」有 8 份，佔 38.10%；

選「影印區」有 7 份，佔 33.33%；「未勾選」的有 4 份，佔 19.05%。顯示

設有「中文書庫區」的最多，超過七成；「西文書庫區」次之，超過六成；

「期刊區」超過六成；「閱覽區」也超過五成。  

「2.採用 T2 作業系統暨條碼閱讀機」的問題，勾選「各一部」有 15

份，佔 71.43%；選「需要申請」有 2 份，佔 9.52%；選「其它」有 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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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9.52%；「未勾選」有 1 份，佔 4.76%；沒有「不需要」的。顯示系所圖

書室管理者的回收問卷，有七成以上是「採用 T2 作業系統暨條碼閱讀機」；

有一成是「需要申請」；沒有系所圖書室的管理者認為是「不需要」的。  

「3.管制書刊進出的消磁機」的問題，勾選「一部」有 1 份，佔 4.76%；

選「需要申請」有 11 份，佔 52.38%；選「不需要」有 5 份，佔 23.81%；

選「其它 1」有 2 份，佔 9.52%；選「無」有 3 份，佔 14.29%。顯示有超

過五成的系所圖書室認為「需要申請」「管制書刊進出的消磁機」，有超過

二成則認為「不需要」。  

「4.供讀者檢索的電腦設備」的問題，勾選「一部」有 6 份，佔 28.57%；

選「二部」有 4 份，佔 19.05；選「三部暨以上」有 4 份，佔 19.05%；選

「無」有 3 份，佔 14.29%；「未勾選」的有 3 份，佔 14.29%。顯示各系所

圖書室提供電腦給讀者查詢用的超過六成的比率，僅有一成多的系所圖書

室未提供電腦。  

「5.供讀者列印或複製資料」的問題，勾選「印表機供列印」有 7 份，

佔 33.33%；選「影印機供複製」有 12 份，佔 57.14%；選「掃瞄器」有 2

份，佔 9.52%；選「無」有 7 份，佔 33.33%；「未勾選」的有 1 份，佔 4.76%。

顯示近六成系所圖書室有「影印機供複製」，超過三成有「印表機供列印」，

但沒有提「供讀者列印或複製資料」也超過三成。  

「6.設有閱覽席位供讀者閱讀書刊資料」的問題，勾選「10 以下」有

4 份，佔 19.05%；選「 10 位~20 位」有 9 份，佔 42.86%；選「 20 位~30

位」有 2 份，佔 9.52%；選「30 位以上」有 2 份，佔 9.52%；「未勾選」的

有 3 份，佔 14.29%。顯示各系所圖書室設有閱覽席的超過八成，有近二成

是超過 20 位以上的。  

「7.門禁管制」的問題，勾選「人工檢查」有 16 份，佔 76.19%；選

「無」有 3 份，佔 14.29%；「未勾選」的有 1 份，佔 4.76%。顯示有近八

成的系所圖書室都依賴「人工檢查」來進行「門禁管制」。  

三、理想的系所圖書室統計暨分析  

「理想的系所圖書室」單元是希望透過問卷，瞭解各系所圖書室的管

理者認為經營該圖書室，應該具備哪些條件，才能提供最好的服務；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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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也可以由這些數據進行思考該如何來協助它們，善盡督導的本份。分「理

想的人力資源」、「理想的開放天數」、「理想的開放對象暨借書冊數天數」、

「你認為合理的空間安排與設備需求」等四個子題。  
三、理想的系所圖書室：1.理想的人力資源 --合計 21 份  

專職行

政人員  
約聘 (僱 )
行政人員

系學會

人員  
研究

生  
大學

部  
在職專

班  
1.你認為合理的

系所圖書室負

責人  11 5 3 7 2  

每個時段 1
人  

每個時段 2 人 每個時段 3
人 (含 )以上  

未勾選  2.你認為合理的

人力需求 (含
櫃枱值班與排

架 ) 
13 8   

「理想的人力資源」的調查，對「1.你認為合理的系所圖書室負責人」，

有 1 份問卷同時勾選「系學會人員」和「研究生」。有 3 份問卷同時勾選

「專職行政人員」、「約聘 (僱 )行政人員」。有 1 份問卷同時勾選「研究生」、

「大學部」。有 1 份問卷同時勾選「系學會人員」、「研究生」、「大學部」。 

「1.你認為合理的系所圖書室負責人」的問題，勾選「專職行政人員」

有 11 份，佔 52.38%；選「約聘 (僱 )行政人員」有 5 份，佔 23.81%；選「系

學會人員」有 3 份，佔 14.29%；選「研究生」有 7 份，佔 33.33%；選「大

學部」有 2 份，佔 9.52%；沒有選「在職專班」的。意味著有超過七成以

上的系所圖書室管理者認為「合理的系所圖書室負責人」應該是「行政人

員」；但也有近七成認為由「學生」負責即可。  

「2.你認為合理的人力需求 (含櫃枱值班與排架 )」的問題，勾選「每

個時段 1 人」有 13 份，佔 61.90%；選「每個時段 2 人」有 8 份，佔 38.10%；

沒有「每個時段 3 人 (含 )以上」的。顯示有六成以上的系所圖書室管理者

認為「合理的人力需求 (含櫃枱值班與排架 )」「每個時段 1 人」就足夠，但

也有近四成認為「每個時段 2 人」比較足夠。  
三、理想的系所圖書室：2.理想的開放天數 --合計 21 份  

每週

七天  
每週

六天  
每週五天 (學
校正常上班時

間 ) 

每週五

天以下

不對外

開放  
未勾

選  
1 你認為合

理的開放

天數  

 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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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

連續

開放

到  

晚上

不連

續開

放到  

上午

時段

(8 時

到 12
時 ) 

下午

時段

(1 時

30 分

至 5
時 ) 

上午 8
時至

下午 5
時 (中
午開

放 ) 

上午 8
時至

下午 5
時 (中
午不

開放  
08  08  

其它  2.你認為合

理的開放

時段  

1  6 11 4  1  1 

「理想的開放天數」的調查，對於「2.你認為合理的開放時段」，有 1

份問卷同時勾選「晚上連續開放到 20 點」、「晚上不連續開放到 20 點」。

有 2 份問卷同時勾選「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中午開放 )」、「晚上連續開放

到 20 點」。有 1 份問卷選「其它」，並註明：「如現行的開放時間(○○系 )

因早上 11:00 前利用率極低」。  

「1 你認為合理的開放天數」的問題，勾選「每週六天」有 2 份，佔

9.52%；選「每週五天 (學校正常上班時間 )」有 19 份，佔 90.48%；沒有選

「每週七天」、「每週五天以下」及「不對外開放」的。意味著填卷的系所

圖書室管理者認為「合理的開放天數」最少要「每週五天 (學校正常上班時

間 )」。  

「2.你認為合理的開放時段」的問題，勾選「上午時段 (8 時到 12 時 )」

有 1 份，佔 4.76%；選「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中午開放 )」有 6 份，佔 28.57%；

選「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中午不開放 )」有 11 份，佔 52.38%；選「晚上

連續開放到 8 時」有 4 份，佔 19.04%；選「晚上不連續開放到 8 時」有 1

份，佔 4.76%；選「其它」有 1 份，佔 4.76%；沒有選「下午時段 (1 時 30

分至 5 時 )的」。意味著主張「合理的開放時段」是「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中

午不開放 )」超過五成，主張「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中午開放 )」也近三成，

還有近二成主張「晚上連續開放到 8 時」，明顯看出填卷的系所圖書室管

理者對圖書室的經營是分成兩大類型的。  
三、理想的系所圖書室：3.理想的開放對象暨借書冊數天數 --合計 21 份  

限本系師生 限本校師生 不限身份  未勾選  1 你認為合理

的開放對

象  2 1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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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總館規定 自訂冊數 (限
本系師生 ) 

自訂冊數 (分
本系師生與

外系師生 ) 

其它  未勾

選  
2.你認為合

理的借書

冊數  

15 1 4  1 

依總館規定 自訂天數 (限
本系師生 ) 

自訂天數 (分
本系師生與

外系師生 ) 

其它  未勾

選  
3.你認為合

理的借書

天數  

15 1 4 1  

「理想的開放對象暨借書冊數天數」的調查，有 1 份問卷對「3.你認

為合理的借書天數」問題勾選「其它」，並註明「自訂期限，本外系師生

皆同」。  

「1 你認為合理的開放對象」的問題，勾選「限本系師生」有 2 份，

佔 9.52%；選「限本校師生」有 15 份，佔 71.43%；選「不限身份」有 4

份，佔 19.05%。顯示超過七成主張「合理的開放對象」「限本校師生」，但

也有近二成認為應「不限身份」。  

「2.你認為合理的借書冊數」的問題，勾選「依總規定」有 15 份，佔

71.43%；選「自訂冊數 (限本系師生 )」有 1 份，佔 4.76%；選「自訂冊數 (分

本系師生與外系師生 )」有 4 份，佔 19.05%；「未勾選」的有 1 份，佔 4.76%；

沒有選「其它」的。意味著超過七成的「認為合理的借書冊數」是「依總

規定」，也有超過二成認為需要「自訂冊數」。  

「3.你認為合理的借書天數」的問題，勾選「依總規定」有 15 份，佔

71.43%；選「自訂冊數 (限本系師生 )」有 1 份，佔 4.76%；選「自訂冊數 (分

本系師生與外系師生 )」有 4 份，佔 19.05%；「其它」的有 1 份，佔 4.76%。

意味著超過七成的「認為合理的借書天數」是「依總規定」，也有超過二

成認為需要「自訂天數」。  
三、理想的系所圖書室：4.你認為合理的空間安排與設備需求 --合計 21 份  

參考

書區  
期刊

區  
閱報

區  
中文

書庫

區  

西文

書庫

區  

閱覽

區  
電腦

檢索

區  

影印

區  
1.理想的空

間規劃  

11 15 7 19 17 18 16 13 

2.與總館一起使 各一部  需要申購  不需要  其它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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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T2 作業系

統、條碼閱讀

機  

13 6 1  1 

一部  不需要  未勾選  3.配合門禁

系統的消

磁機  16 5  

二部  三部  四部暨以上 不需要  未勾選  4.供讀者檢

索的電腦

設備  12 2 3 3 1 

一般印

表機  
一般影

印機  
掃瞄器 彩色印

表機  
彩色影

印機  
不需要  5 供讀者列

印或複製

資料  9 15 5 3 1 2 

10 位以下  20 位以下 30 位以下 30 位以上  不需要  6.閱覽席位  

3 13 2 2 1 

設置人工

檢查站  
設置簡便型

門禁系統  
與總館連線

的門禁系統
不需要  未勾選  7.門禁管制  

 13 5 2 1 

「你認為合理的空間安排與設備需求」的調查，對「2.與總館一起使

用 T2 作業系統、條碼閱讀機」的問題，有 1 份問卷同時勾選「各一部」、

「需要申購」。對「4.供讀者檢索的電腦設備」問題，有 1 份問卷勾選「二

部」，但註明「或一部」。對「7.門禁管制」問題，有 1 份問卷勾選「與總

館連線的門禁系統」，並註明「若費用允許」。 

「1.理想的空間規劃」的問題，勾選「參考書區」有 11 份，佔 52.38%；

選「期刊區」有 15 份，佔 71.43%；選「閱報區」有 7 份，佔 33.33%；選

「中文書庫區」有 19 份，佔 90.48%；選「西文書庫區」有 17 份，佔 80.95%；

選「閱覽區」有 18 份，佔 85.71%；選「電腦檢索區」有 16 份，佔 76.19%；

選「影印區」有 13 份，佔 61.90%。意味著有超過八成的系所圖書室管理

者對「理想的空間規劃」，希望有「中文書庫區」(佔九成)、「閱覽區」(佔

八成五)、「西文書庫區」(超過八成)；對於「電腦檢索區」、「期刊區」的

需求也超過七成。對於這種的規劃需求，所面臨對最大的問題是在空間方

面，似乎不是總館層級所能協助處理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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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與總館一起使用 T2 作業系統、條碼閱讀機」的問題，勾選「各一

部」有 13 份，佔 61.90%；選「需要申購」有 6 份，佔 28.57%；選「不需

要」有 1 份，佔 4.76%；「未勾選」的有 1 份，佔 4.76%。顯示已經擁有「與

總館一起使用 T2 作業系統、條碼閱讀機」的設備超過六成，有近三成則

「需要申購」這些設備。 

「3.配合門禁系統的消磁機」的問題，勾選「一部」有 16 份，佔 76.19%；

選「不需要」有 5 份，佔 23.81%。意味著超過七成的系所圖書室需要「一

部」「配合門禁系統的消磁機」。 

「4.供讀者檢索的電腦設備」的問題，勾選「二部」有 12 份，佔 57.14%；

選「三部」有 2 份，佔 9.52%；選「四部暨以上」有 3 份，佔 14.29%；選

「不需要」有 3 份，佔 14.29%；「未勾選」的有 1 份，佔 4.76%。顯示超過

五成填卷的系所圖書室管理者認為「供讀者檢索的電腦設備」「二部」就

夠了，但仍有起過二成認為需要「三部」暨以上。 

「5 供讀者列印或複製資料」的問題，勾選「一般印表機」有 9 份，

佔 42.86%；選「一般影印機」有 15 份，佔 71.43%；選「掃瞄器」有 5 份，

佔 23.81%；選「彩色印表機」有 3 份，佔 14.29%；選「彩色影印機」有 1

份，佔 4.76%；選「不需要」有 2 份，佔 9.52%。顯示系所圖書室有七成以

上需要「一般影印機」，四成以上需要「一般印表機」，還有超過二成認為

需要「掃瞄器」。 

「6.閱覽席位」的問題，勾選「10 位以下」有 3 份，佔 14.29%；選「20

位以下」有 13 份，佔 61.90%；選「30 位以下」有 2 份，佔 9.52%；選「30

位以上」有 2 份，佔 9.52%；選「不需要」有 1 份，佔 4.76%。顯示超過六

成的系所圖書室管理者認為需要「20 位以下」。 

「7.門禁管制」的問題，勾選「設置簡便角門禁系統」有 13 份，佔

61.90%；選「與總館連線的門禁系統」有 5 份，佔 23.81%；選「不需要」

有 2 份，佔 9.52%；「未勾選」的有 1 份，佔 4.76%；沒有選「設置人工檢

查站」。顯示系所圖書室管理者有超過八成需要「門禁管制」，認為「設置

簡便角門禁系統」就可以的超過六成，但有近一成認為「不需要」「門禁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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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圖書館整體空間改善說明  

流通組  賀新持 

從傳統的紙本式圖書館進化到自動化作業，70 年代更朝向網路化、電

子化，近年來更是數位化及虛擬化，可謂無圍牆的學習場所。圖書館的空

間規劃不只是「成長」而是「改變」。 

一、現況說明 

本館於 74 年落成啟用，當時全校師生約 6 千人，面積約 4 千坪，估計

總藏書量為 50 萬冊。現今全校師生約 1 萬 6 千人，藏書量近 80 萬冊，

顯然空間已嚴重不足。圖書館做為大學心臟不僅是外觀建築美輪美奐，

內部之空間亦富麗堂黃，更有著現代化配備。近年來各大學圖書館如

雨後春筍般新建計有台灣大學、交通大學、成功大學，在中部聯盟館

更有中興大學、暨南大學、勤益技術學院及靜宜大學增建；再再對本

館多所衝擊。 

二、各新館共同特性 

1.自習區：分區開放與 24 小時開放。 

2.一樓大廳(主樓層)分設檢查站、參考諮詢檯、借還書櫃檯，各樓均設

服務檯。 

   3.行政區集中低樓層，讀者與工作人員動線分離。 

   4.均有藝術走廊、會議廳。 

    5.普設討論室、影印室、檢索區、研究小間、休息區、音樂欣賞區、

閱報區、密集書庫。 

三、本館建議 

   1.區分讀者與館員動線，本館使用效果頗佳。 

   2.查詢區集中於有館員處：將一樓查詢區與電子資料檢索區、參考諮

詢台結合。 

   3 主樓層之空間概念 (服務之所)：保留適當閱覽座位，此空間為讀者往

來頻繁之區。前廳可置校之重器(善本書、唐三彩)可突顯館藏之豐。 

   4.閱報區或可置一樓與期刊並置。 

   5.書庫：為圖書找出口，蓋倉庫儲存(史丹佛大學例子)。或是將書庫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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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席減少改置書架。【閱覽席維持與讀者比為 10：1】 

   6.討論室：增設於書庫區，便於讀者於此交換知識。 

四、具體方式 

開創性的圖書館必有所思維，若因特殊因素無法籌建新館，但基於大

學競爭力與圖書館永續經營，分館的籌建與總館之增建可做為一新方

向。屆時可如同其他圖書館般檢查站、參考諮詢檯、借還書櫃檯集中

前廳。方式 1 為：將外廳廣場與中西文參考書外空地增建地下一層地

上 4 層，地下一層可做密集書庫、供良鑑廳專用洗手間、自修室，因

電梯的設立改善障礙空間。一樓前可設借還書櫃檯，內有升降梯設備

可解決運書至書庫困擾，並兼顧出入口，如此也可解決書庫空間之不

足，正可謂畢功於一役。方式 2 為：第二校區即將啟用，其有推廣部、

省政大樓、管理學院、音樂美術館四大建築，除管院分館也有四樓層

的省政圖書館，可將美術.音樂、及部份社會科學圖書整合於此，約可

典藏 20 萬冊圖書。 

 五、結論  

圖書館做為大學心臟、學習中心、資訊分享中心，為因應未來館特性

與讀者需求，將往以下方式發展：人為本的圖書館，採取開放型服務

型態，為讀者創造自由的空間環境，便於交換知識。資訊科技為媒介

的圖書館，數位資料急遽成長，圖書館須提供便捷的擷取多媒體資料。

如何讓舊建築再展風華，達成「圖書館為成長有機體」，正是考驗本團

隊們的智慧。 

【附註】四校空間配置 

各館空間資料配置 

樓 層 台灣大學 中興大學 成功大學 東海大學 

B1 學位論文區、閱

報區、自習室

770 位，共四區

分區開放，另有

24 小時區、會

議廳、書庫 

自習室 440

位，分 5 區開

放，考期 24 小

時開放。 

停車場。 

會議廳、多媒體

區、系統室及行

政區、藝術走

廊。 

B2：古籍室、討

論室、密集書

會議廳、自習室

800 位、資訊素

養室、藝術走

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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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期刊書庫、

中文書庫【0】、

外文書庫、裝訂

報區。 

B3：停車場 

自習室另設他

處。 

1 樓 參考諮詢檯、

流通櫃檯、服

務諮詢檯、指

參室、中日西

文參靠書、小

冊子、大學概

況、中西文人

文及科技現

刊、休閒期刊

區、檢索區、

行政區、影印

室。 

參考諮詢檯、

流通櫃檯、中

西文參考資料

區、地圖區、

學位論文區、 

畢業紀念冊、

資訊檢索區、

行政區、影印

室、書局。 

參考諮詢檯、

借還書出納

檯、電子資源

檢索區、參考

資料區、新書

區、輿圖區、

新書區、 資訊

服務室、影印

室。 

中西文參考資

料區、中西文

現刊區、電子

教學室、流通

櫃檯、資訊檢

索區、新書

區、指參區、

行政區、影印

區。 

2 樓 中西文人文社

會及藝術書

區、密集書

庫、諮詢檯、

影印室、研究

室。 

西文現及過期

刊、密集書

庫、西文圖書

自然及科技類

5*6、討論室、

影印室、檢索

區、研究小間 

中文現刊區、

閱報區、影印

室、討論室、

辦公室。 

參考諮詢檯、

電子資源檢索

區、閱報區、

中西文過刊

區、裝訂室、

影印室、參考

辦公室。 

3 樓 人文社會西文

書區、人社中

西文期刊、科

技中西文期

閱報區、多媒

體中心、音樂

頻道欣賞區、

討論室、中文

中文現刊區、

縮影資料、技

術報告區、化

學摘要區、工

西文圖書區、

查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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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討論室、

研究小間、影

印室、校史

室。 

現刊區、中文

過刊區、影印

室、資訊檢索

區、辦公室。 

具書區、影印

室、討論室、

教育訓練室、

查詢區。 

4 樓 輿圖區、多媒

體區、中西文

科技圖書、西

文科技期刊、

中西文科技參

考書、研究小

間、影印室、

休息區。 

中文圖書【3 至

5】、資訊推廣

教室 2 間、研

究小間、影印

室、討論室、

音樂頻道欣賞

區、辦公室。 

中文書庫【1 至

5】、查詢區、

校出版品區、

音樂聆賞區、

討論室、影印

室。 

中文圖書、特

藏室、辦公

室、查詢區。 

5 樓 展覽區、縮影

資料、地區資

料、線裝書

庫、珍藏室、

裱褙區、研究

小間。 

中文圖書【0 至

2/6 至 9】、特藏

室、台灣文史

資料、圖書教

學實驗室、音

樂頻道欣賞

區、資訊檢索

區、影印室。 

中文書庫【6 至

9】、音樂聆賞

區、討論室、

影印室、查詢

區、研究小

間、辦公室。 

 

6 樓  西文圖書【0 至

9】、會議廳、

音樂頻道欣賞

區、資訊檢索

區、影印室。 

  

7 樓  國際會議廳、

藝術中心、研

習室、休閒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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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生態 

毒蛇和獴的啟示 

方謙光 

所說在數年以前，美國南方有一個富裕安寧的小鎮，風光秀麗，環境

宜人，人們過著悠閒的生活。突然有一天小鎮一位居民發現在自家庭院

裏，甚至是屋裏出現了一種可怕的動物--毒蛇，這種蛇類是這裏的居民們

從來未見過，全身烏黑，體形碩大，最長的超過兩米。這種蛇主動攻擊人

類。由於在當地醫院裏找不到能醫活這種蛇傷的抗毒血清和解藥，凡是被

這種毒蛇咬的家畜和人，幾乎無一生還。一時間本來安寧的小鎮人心慌

慌，談蛇色變。於是人們趕快找來了動物學家和蛇類專家，經專家們研究

發現，這種毒蛇並不出自于美洲，是原產于非洲密林中的一種毒蛇，其毒

性極強，是著名眼睛王蛇毒性的十倍。原產非洲密林中的毒蛇是如何飄洋

過海來到美洲的呢？這還得從頭說起。 

自從十五世紀，歐洲的航海家哥倫布發現美洲新大陸以來，歐洲的冒

險家們就紛紛踏上美洲的土地，因為見到這裏的自然條件優越，土地肥

沃。就在這裏大肆開墾種植園。由於缺乏足夠的勞動力，於是歐洲的白人

就開始了臭名昭著的奴隸貿易，掠奪了大量非洲土著轉運到美洲來充當奴

隸。這黑奴們因為無法忍受白人奴隸主和莊園主對他們的非人待遇，紛紛

逃跑，有的逃到無人能去的沼澤，有的逃進了原始密林。為了懲罰這些逃

跑的奴隸和防止其他奴隸的逃跑，於是白人農場主就想出了損招。他們從

非洲的密林中弄來了這種最毒毒蛇，放入沼澤地和原始密林之中。這種蛇

類適應性極強，在這裏幾乎沒有任何天敵，數量也越來越多，種群也越來

越大，幾乎吃光了所有其他的蛇類和鳥類，沼澤和密林就成為它們的世界。 

隨著近年來全球經濟的發展，對石油和木材的需求量越來越大，人們

四處探尋。終於在這片過去是荒無人煙的沼澤地裏發現了石油，在深山密

林中尋到可供開採的木材資源，由於石油和木材工業的帶動，這個本來平

靜的小鎮也開始熱鬧起來了，帶來了小鎮的繁榮和滾滾的財源。令人沒有

想到的是，人們進入沼澤開採石油和進入密林伐木的行動，攪擾了毒蛇的

安寧，喪失了棲息地的毒蛇們只得搬家了，於是它們就沿著人們為它們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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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公路，有的甚至是搭著順風車來到了人們居住的小鎮，開始了毒蛇和

人類共同居住的新生活。 

毒蛇的到來又引起了人們的恐慌，紛紛採取對策，這時又有「聰明人」

想到了蛇類的天敵--獴，獴是專以蛇類為食的哺乳動物，對一般的蛇毒有

天然的免疫性，獴原產自澳洲，於是人們又千里迢迢從澳洲引進了蛇的天

敵--獴。自從獴到來之後與毒蛇展開一場生死大戰。獴對付巨毒的眼睛蛇

王都不在話下，但是碰上了這種毒蛇算是遇到了勁敵。蛇被獴咬到難逃活

命，獴被這種毒蛇咬到，自身的免疫系統也會失靈，經過一場生死較量之

後，雙方都討不到什麼便宜，誰也治不了誰，最終獴和毒蛇和平解決，為

了各自保命，誰也別管誰的事了。獴原來食物是蛇類，因為其他蛇都被這

種毒蛇消滅了，獴只好找其他的食物，自謀出路。於是獴就瞄準了居民們

伺養的家禽，雞、鴨之類全不能倖免，吃光了居民家中的雞鴨，又光臨了

養雞場，最終害得養雞場實在招架不住，只能倒閉。本來只有毒蛇為害，

現在又來了一個幫兇--獴，弄得小鎮居民整天不得安寧，好像是生活在惡

夢之中。為了自身的安全，這裏的居民無計可施，三十六計走為上，紛紛

逃離，捨棄了家園。這兒居民走了，小鎮上也沒有什麼可吃的東西了，於

是毒蛇和獴就向四周漫延，給這個地區帶來一場生態災難。 

回想起來，這全部過程之中誰應對此事負責，誰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

呢？恐怕不是蛇也不是獴，正是貪婪又愚蠢的人類自己，以損人開始，以

害己告終，上一輩造的孽，子孫們要來承擔，獴和毒蛇的故事給了我們一

種怎樣啟示，不值得我們今天的人們來認真地思索一下嗎？ 

2007 年 10 月于溪翁莊 

 

青少年眼的書世界 

多情浪子癡情俠．萬丈豪氣千縷情--《天觀雙俠》讀後感想 

東附中二年丁班  巫孟萱 

你是帶劍行走江湖的大俠或俠女嗎？你是身懷絕技的武林高手嗎？

你是熱愛武林文化的讀者嗎？以上三個問題中，只要有一個答案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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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絕對不能錯過《天觀雙俠》！ 

《天觀雙俠》是敘述兩個年紀相當的少年 --凌昊天和趙觀的故事。凌

昊天是虎山醫俠凌霄和龍幫龍頭秦燕龍的兒子，上有兩個孿生兄長，他則

排行第三，小名「小三兒」。凌昊天活潑頑皮、聰明機智，三天兩頭逃家，

搞得凌霄夫婦頭疼萬分。儘管如此，靜下來專心習武學醫的小三兒倒也學

成一身好功夫。他性格高尚狂放，為人正直、俠義滿腔。行走江湖沒有人

不佩服他，卻不曾因此自滿而生驕傲之心。就算日後人紅遭忌、樹大招風，

被人冤枉陷害，對他的人格堅信不疑的人還是不少，趙觀就是其中之一。 

趙觀比凌昊天稍年長，出身蘇州有名的青樓「晴風館」。他的母親姬

火鶴是晴風館老闆娘，既是百花門火鶴堂堂主，也是開派祖師百花婆婆的

關門弟子。而趙觀身世奇特，父親的身份成謎，他也在機緣巧合下成為百

花門第三任門主，並靠著一身好武功和莫測高深的讀數威震江湖。人人一

聽到百花門主的名字無不聞風喪膽。趙觀天生具俠義心腸，勇於打抱不平，

有膽識卻又精靈古怪、足智多謀。他一上任，便把分裂多年的百花門治理

得井井有條，而且成為遍及各地、勢力強大的組織，日後接任青幫幫主，

亦令青幫聲勢蒸蒸日上，在今日必是個傑出的領導人才。 

趙、凌兩人最大的不同，在於用情。凌昊天一輩子的愛情，全部都給

了同門師妹鄭寶安，即使後來遇到武林第一美人--銀瓶山莊的蕭柔，並成

為相知相惜的知音，小三兒仍然無法放下對寶安的感情。他願意守著她，

就算花一輩子等待，他都願意。而趙觀就不同了，趙觀無法忍受沒有女人

的日子。趙觀長相比凌昊天俊秀，總有辦法讓女孩們為他傾倒，最後還贏

得朝鮮公主、壇主的千金等美女的芳心。然而，趙觀是真心的愛著她們，

盡力疼惜、呵護她們。也難怪他能得到「護花使者」的稱號了。 

其實，整部小說裡，我最敬佩的兩個人，是凌比翼和鄭寶安。凌比翼

是小三兒的大哥，他是火教教主段獨聖的遺孤，被凌霄當成親生兒子撫養

長大。凌比翼武功高絕，人格光明磊落，從裡到外都是一個坦蕩蕩的君子。

他不在乎名聲，不在乎別人對他的看法，視榮華富貴如糞土。他攜劍雲遊

江湖，是小三兒最崇拜敬佩的人。我最喜歡、最欣賞這樣的人。另外，凌

比翼也鍾情於鄭寶安，但是他溫柔體貼勝過一般人。當他向鄭寶安求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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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出寶安另有心上人，他沒有苦苦哀求或強行逼迫，而是要寶安仔細想

清楚，再給他答覆。雖然他最後被胞弟凌雙飛誤殺而死，造成永遠的遺憾，

但是，他會永遠留在小三兒和讀者們的心中。他的一生光明豪爽，應該被

記得、悼念。 

而鄭寶安身為一代女俠秦燕龍的弟子，日後統領龍幫，成為江湖上人

人敬仰的鄭女俠。她寬宏的胸襟，能夠原諒雲非凡所犯的重大錯誤；她冷

靜和聰慧的頭腦，能令青、龍、丐三幫冰釋衝突、握手言和；她的溫柔細

心，更是凌昊天和凌比翼都放不下的珍寶。鄭寶安沒有蕭柔天仙般的外表，

沒有雲非凡雄厚的家世，然而，她貼心、有膽量、有見識，也深愛著小三

兒，了解小三兒最深、最透徹。凌昊天和鄭寶安的感情，對兩人來說，都

是世界上最貴重、最無法取代的寶藏。 

鄭丰塑造了兩個迥然不同的人物--趙觀和凌昊天。他們之間深厚的友

誼是令人羨慕的。趙、凌兩人只在少年時見過一次面，一起喝酒。多年後

再相聚，各人都有了極大的變化，卻能像相處了十年的老朋友般心靈相通、

默契十足。凌昊天受冤枉時，趙觀永遠第一個站出來挺他；趙觀遇險時，

凌昊天總是義不容辭的出手相助。他們兩個其中任何一人，都是可以為朋

友赴湯蹈火在所不惜的人。人生當中，只要能交到一、兩個像這樣有情有

義，又深知己心的朋友，實在是三生修來的運氣呀！ 

《天觀雙俠》又名《多情浪子癡情俠》。不過無論是多情浪子趙觀，

或癡情俠凌昊天，鄭丰都成功的創造了兩個江湖俠者。鄭丰是繼金庸之後，

武壇上一顆嶄新的明日之星、一代奇俠。她功力深厚，首部長篇小說尚未

出版便深獲好評。全書劇情交錯，引人入勝，文筆老練結構宏偉而高潮迭

起。這正是我很佩服那些創作長篇小說作者的原因，能夠將劇情鋪陳的如

此自然，又令讀者永遠無法預料下一刻將會發生什麼事，是非常艱難的。

鄭丰能成功的做到這一點，慶喜武壇可望後繼有人。在金庸封筆、梁羽生

退隱、古龍謝世後，終於出現一代奇俠--鄭丰。希望她為武俠界帶來新的

曙光，也引領武俠步向心的未來，一圓廣大讀者的武俠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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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本書目 

東海大學館藏善本書簡明目錄 --史部．地理類  

流通組  謝鶯興 

《籌海圖編》十三卷八冊  明胡宗憲撰  明天啟四年(1624)刊本

B11.62/(p)4733 

附：明嘉靖壬戌(四十一年，1562)茅坤<序>、明天啟甲子(四年，1624)

胡思伸<序>、<籌海圖編目錄>、<凡例>、<參過書籍>。 

藏印：「犬養氏圖書」長型硃印。 

板式：白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二行，行二十二字。板框 15.0

×20.3 公分。魚尾下題「籌海圖編卷○」及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明少保新安胡宗憲輯議」，下題「曾孫庠生

胡維極重校」，次行上題「孫舉人胡燈」，下題「舉人胡」「鳴岡」

「階慶」「仝刪」。 

扉葉橫題「新安少保胡宗憲編輯」，右題「茅鹿門先生鑒

定」，中間書名題「籌海圖編」，左題「本衙藏板」。 

按：1.胡思伸<籌海圖編敘>云：「少保公曾孫維極，以是編原板燬於鄰

焰，不忍泯先澤，獨捐金重梓。」 

2.書板有明顯的剜改易刻的痕：如卷首題「孫舉人胡燈」五字與

「明少保新安胡宗憲輯議」、「曾孫庠生胡維極重校」及本文等

三者的字體明顯的不同，且卷三之目次葉缺「孫舉人胡燈」五

字，並可看出有剜損之痕跡。 

3.板心之葉碼處間見墨釘或一葉出現兩個葉碼者：如卷五，頁十四

版心「卷之」下有墨釘；頁碼處有墨釘，同卷之頁九及頁四十

九葉碼在下，原位置成墨釘；頁廿五葉碼有兩個「廿五」。 

《長江圖說》十二卷卷首一卷十二冊，清馮素臣撰，清黃昌歧閱定，清王

香悼、吳漢東仝參，清桂祺、李心復、劉煥采仝校，清同治九年

(1870)金陵提署刊本，B11.13/(q3)1010 

附：清何紹基題「長江圖說」四字、清同治九年 (1870)黃翼升<敘>、清

王香倬<長江圖後序>、<長江圖說總目>、馬素臣<例言>、<六標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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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長江圖目>。 

藏印：無。 

板式：卷首及卷九以降之「雜說」：無板心，無欄線，內外兩框。每葉

十六行，行二十四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四字。外框 28.5×27.0 公

分，內框 25.6×24.5 公分。板框左側題「例言(或『圖目』)○」。各

卷之首行題「長江圖說卷之○雜說○」，次行上題「長沙黃翼升昌

岐閱定」，下依序題「懷甯馬徵麟素臣著」，「衡山王香倬子雲」、「全

椒吳漢東雲章參」，卷末依序題「石埭桂祺壽卿」、「懷甯李心復象

初」、「廬陵劉煥采曙霞校刊」，板框左側題「卷之○雜說○」葉碼。 

圖為硃絲欄，格線，板框 27.3×27.9 公分。卷三之首行題「卷

第三」，次行題「圖第一冊第一幅北上南下右東左西每方五里」。 

扉葉牌記題「同治九年 (1870)歲次庚午金陵提署開雕」。 

按：1.王香倬<長江圖後序>云：「公(即黃翼升昌歧)以百戰之餘，膺五

省之寄，其於長江之要害，汛防之疏密，弁兵之勤惰，固無日不

往來於胸中，既以屬馬君素臣為圖，而復命香倬補署卷尾，爰即

當年管見所及，與平日得聞者，謹為敘次，蓋猶是不忘在莒之意

云。」 

2.<總目>於卷一及卷二下題「俟刊」二字。卷三第五幅至第十二幅，

卷四第六幅至十二幅，卷五第一幅至第二幅、第十幅至第十一

幅，卷六第一幅至第四幅，卷七第一幅到第五幅及第九幅，卷

八第一幅至第五幅等皆無圖。 

《臥龍崗志》二卷二冊，清羅景輯，清羅鈵校，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羅

景<序>刊本 B11.32/(q2)6060 

附：清康熙壬辰 (五十一年，1712)羅景<序>、清羅鈵<序>、<臥龍崗志

目錄>、清康熙五十一年 (1712)羅景<重脩臥龍岡忠武祠紀>、清康

熙壬辰 (五十一年，1712)羅景<重脩臥龍岡既落成恭謁武候祠跋>。 

藏印：無。 

板式：左右雙欄，單魚尾。半葉八行，行二十字。板框 13.5×17.2 公分。

板心上方題「臥龍崗志」，魚尾下題「卷之○詩(或賦、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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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臥龍崗志卷之○」，次行題「襄平羅景星瞻

父輯」，三行題「弟鈵固菴父校」，卷末題「臥龍崗志卷之○終」。 

按：1.羅景<序>云：「誌三顧之遺踪，並集諸家之錦繡，壽之梨棗，豐

沽名哉，播於寰區以公世耳。」羅鈵<序>云：「臥龍崗志烏可闕

哉！五兄善余請，遂博採郡書，廣搜輿志，繕其碑文，集其詩賦。

海寧梁子青銜繪圖繪像，俾後世知有所本。余亦佐勷其事，篡輯

成帙，付梓壽世。斯舉也不獨誌勝表忠，即前此者得此志而名益

彰，後此者觀此志而考有由也。」 

2.是書舊錄題「清康熙間刊本」，惟無任何牌記可資佐證，暫依羅

景<序>末所署時間題為「清康熙五十一年 (1712)羅景<序>刊本」。 

《續黔書》八卷二冊，清張澍纂，清同治光緒間(1862~1908)粵雅堂叢書

本，B11.4/(q2)1134 

附：清嘉慶九年 (1804)張澍<續黔書自敘>、<續黔書目錄>、劉健<唐昭

陵石蹟考後序>。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無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

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9.4×12.9 公分。板心中間題「續黔書卷○」

及葉碼，板心下方題「粵雅堂叢書」。 

各卷之首行題「續黔書卷之○」，次行題「武威張樹壽穀」，

卷末上題「續黔書卷之○」，下題「譚瑩玉生覆校」。 

按：1.張樹<續黔書自敘>云：「今采掇方俗，為黔中紀聞，以田霞綸先

生著《黔書》，改曰《續黔書》，次其言為敘，以正鴻筆麗藻之君

子。」 

2.是書舊錄「清嘉慶間刊本」，然板心下方題「粵雅堂叢書」，卷末

題「譚瑩玉生覆校」，查姜亮夫纂定陶秋英校《歷代人物年里碑

傳綜表》(頁 683「譚瑩」條，香港中華書局 1976 年 5 月港版)

載，譚瑩字兆仁，號玉生，廣東南海人，生於清嘉慶五年 (1800)，

卒於清同治十年 (1871)。高炳禮<伍崇曜、譚瑩與「粵雅堂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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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論壇》1997 年第 1 期頁 74)云：「《粵雅堂叢書》凡三

編，三十集。⋯⋯自道光三十年 (1850)開始，至咸豐五年 (1855)

經歷四年 (按當為五年之誤)成一、二編計二十集，一百二十八

種。後又成續集五十八種。繼以三編于同治元年 (1862)成十二

種，因事突然中止，直至光緒元年 (1875)年三編始畢。」館藏《粵

雅堂叢書》一百二十種無《續黔書》，則當在「三編」，刊刻時

間已在同治元年 (1862)之後了。舊題「嘉慶間刊本」或據清嘉慶

九年 (1804)張澍<續黔書自敘>所題，實有誤，當改為「清同治光

緒間《粵雅堂叢書》本」。 

《澳門紀略》二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二冊，清印光任、張汝霖纂，清張堃、

印錫祚、張致均、印嘉祚、張致坤、印康祚、張程、張垣、孫豫

謙、銘銘祚、孫豫咸、印威祚仝校，清嘉慶五年(1800)重刊本，

B11.63/(q2)7792 

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香山縣志列傳>、清袁枚<廣西平府知

府印公傳>、<澳門記略總目>、孫馮翼<重雕渙門記略題辭>、清姚

鼐<廣州府澳門海防同知贈中憲大夫翰林院侍讀張君墓誌銘幷序

>、<澳門記略上卷目錄>、<澳門記略下卷目錄>、清印光任<後序>。 

藏印：「承德孫氏問經艸堂藏書印」方型墨印。 

板式：左右雙欄，單魚尾。半葉九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

字。板框 14.0×18.0 公分。板心上方題「澳門紀略」，魚尾下題「○

卷○○篇」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澳門記略○卷」，次行題「寶山印光任」，三

行題「宣城張汝霖篹」，四行為各篇篇名，卷末題「澳門記略○

○篇終」。 

<提要>末依序題：「江寧布政使臣孫曰秉」、「日講起居注官

翰林院侍讀臣張燾」、「翰林院庶吉士臣印鴻經」、「廣西布政司經

歷臣張煦」、「舉孝廉方正六品頂帶臣印鴻緯」、「原授江南鹽法道

臣孫燕翼」、「舉孝廉方正六品頂帶臣張炯」、「奉天府承德縣學生

員臣孫馮翼恭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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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澳蕃篇>後附一葉，首行題「嘉慶五年 (1800)大歲在上

章涒灘律中太簇重雕」，以下依序題「張堃」、「印錫祚」、「張致

均」、「印嘉祚」、「張致坤」、「印康祚」、「張程」、「張垣」、「孫豫

謙」、「銘銘祚」、「孫豫咸」、「印威祚仝校」。 

按：1.印光任<後序>云：「澳門香邑隅耳，然其地孤懸海表，直接外洋，

凡夷商海舶之來粵者，必經此而達。且有外夷寄處，戒何可弛。

雍正八年 (1730)設香山縣丞，分駐前山寨，專司民夷交錯之事。

乾隆八年 (1743)大府又議設同知一員，轄弁兵鎮壓之，擢余領其

事。余不才，念事屬創始，爰歷海島，訪民蕃，蒐卷帙，就所見

聞者記之，冀萬一補志乘之缺，而考之未備，辭之不文，必俟諸

博雅君子。此《記略》之所由來也。乾隆十一年 (1746)春，予奉

文引見，代予者張子諒而有文，因以稿本相屬，期共成之。張子

曰余簿領勞形，恐不逮。粵秀山長徐鴻泉，余同年友，且與君契，

盍以正之。予曰善。將稿屬鴻泉而去。比引見後以病暫回故里，

遣人索前稿，徐以臥病未幾卒，原本遂失。茲余復至粵，辛未(十

六年，1751)四月，權潮郡篆，張子亦以攝鹺司至，公餘聚百詩

及輯感慨久之。余因搜覓遺紙零落，輳集旬日，間得其八九，張

子乃定其體例而大加增損焉。視原稿之粗枝大葉，迥不侔矣。嗟

夫此書僅兩帙耳，初非篇章繁雜，必遲之歲月者，乃草自乾隆十

年 (1745)粗得其稿失於徐子之手，歷五六年而殘楮剩墨棄置簏

中，不為蠹魚所蝕，至今日而猶得蒐集成編，此非張子不能成，

更非同官鳳城亦不能成。無多卷帙，無經聚散，不至廢其成也。

殆亦有數存其間耶，因書以識之。」 

《西招圖略》一卷附錄《前藏至西寧路程》一卷《圖說》一卷三冊，清松

筠撰，清嘉慶三年(1798)松筠<序>刊本，B11.64/(q2)4888 

附：清嘉慶三年 (1798)松筠<西招圖略序>、<西招圖略目錄> 

藏印：「有川可漁」、「富岡謙大正紀元後所得」方型硃印。 

板式：雙欄，單魚尾。半葉六行，行二十二字(破格二十四字)；小字雙

行，行二十二字。板框 11.0×19.6 公分。板心上方題「西招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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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心中間題葉碼。 

卷之首行題「西招圖略」，次行即各篇篇名。 

按：1.松筠<西招圖略序>云：「修德者必矜細行，而圖治者宜防未然。

因書二十有八條以敘其事略，復繪之圖以明其方輿，名之曰『西

招圖略』，庶便於交代以代口述之未盡者。後之奉命駐藏君子，

其尚有以發於予所欲言而不及者，尤厚焉。」 

2.是書舊錄題「清嘉慶三年 (1798)刊本」，惟無任何牌記可資佐證，

或據「清嘉慶三年 (1798)松筠<西招圖略序>」而訂之，今暫據此

序改為「清嘉慶三年 (1798)松筠<序>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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