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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務工作 

103 年 2 月 26 日行政會議--圖書館工作報告 

館長室提供 

壹、【期刊組】 

一、完成撰寫102年度校務發展計畫辦理成效及103~104年度計畫書 

1.持續參與「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聯盟」(CONCERT)聯合採購電子

資源及參加「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料庫聯盟」(TAEBDC)合作採購電子

書以節省經費及館藏空間。 

2.持續擴充紙本並引進電子館藏，充實學術研究及教學的參考資源，支援

教師改善教學內容，使學生查詢及學習知識無遠弗屆。 

3.持續建置「東海大學機構典藏系統」，具體呈現並保存本校學術研究成

果，提高本校學術成果的能見度與影響力，協助學校有效提升世界大

學網路排名。 

二、103 年 1 月 15 日行政會議提案單「建請同意圖書館 102 學年度圖書、儀

器設備經費第一次變更使用計畫申請案」 

1.決議：照案通過。 

2.圖書館「102 學年度圖書、儀器設備經費」使用計畫書變更對照表如附

件。 

附件 

102 學年度圖書、儀器設備經費使用計畫書變更對照表(圖書館) 

變更前 變更後 變動金額 說明 

期刊、電子資料庫  

(38,250,000) 

期刊、電子資料庫  

(41,250,000) +3,000,000  

圖書、非書資料及

電子書(12,750,000)

圖書、非書資料及電

子書(9,750,000) -3,000,000  

合計 51,000,000 51,000,000 3,000,000  

三、103 年 1 月 13 日至 15 日，館長帶領數位資訊組、參考組及期刊組三位組

長參訪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大學四校圖

書館，參訪重點在資訊共享空間和學習共享空間的發展、館內館外資訊

服務的新面向、機構館藏的發展性、參考諮詢工作的轉變、使用者與圖

書館的新關係等。 

四、103 年 1 月 20 日，電算中心協同電腦公司顧問前來圖書館進行各組工作

個資預檢，期刊組提供工作流程需用之相關表單，資料內容涉及個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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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僅供校內業務聯繫之用，較無外洩之疑慮，顧問提醒個資勿外流予廠

商。 

五、「IEL、EBSCOhost、SciFinder 三種資料庫及 Nature 電子期刊」採購案驗收

會議。 

1.時間：103 年 1 月 22 日上午 10 時。 

2.在總務處會議室舉行，由總務長主持。 

3.資料庫及電子期刊經測試均可連線並可正常檢索，驗收通過。 

貳、【採編組】 

一、103 年 1 月份編目量統計 

103 年 1 月份中文圖書 809 冊、中文視聽 79 件；西文圖書 406 冊、西文

視聽 5 件、樂譜件 7 件。 

二、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料庫聯盟 2014 年電子書試用產品已經出爐囉！! 

產品試用從 2014 年 1 月起陸續開啟，試用期限至 2014 年 3 月初，為期兩

個多月，敬請把握時間試用。試用連結網址：

www.lib.ntu.edu.tw/doc/CA/TAEBDC/2014/trial2014.html 

三、協助辦理監察院監察調查處辦理「張學良幽禁處所之現在與未來」乙案

到館履勘相關事宜。 

監察院監察調查處辦理「張學良幽禁處所之現在與未來」乙案，訂於 103

年 2 月 24 日到本館進行履勘，以了解張學良贈書情形，本組配合提供本

館特藏專櫃張學良將軍贈書清單一份。 

參、【流通組】 

一、元月用館統計 

總人次 29,816，開館日 18，日平均 1,656 人次，人次最多 1 月 6 日，計

3,677；外賓總計 679 人次、日平均 38 人次，人次最多 1 月 5 日，計 58。

假日開館 2 日(使用 5,839 人次占 20%)、日常開館 16 日(使用 23,977 人次

占 80%)。 

二、元月借書統計 

借書人次 2,568，借書冊數 8,672，以開館 18 日計則日借書人次 143、冊

數 482，即人均借冊約 4。借書單日較多人次者為 1 月 10 日，234 人次借

閱 935 冊及 1 月 2 日，272 人次借閱 667 冊；還書人次總計 1,944、冊數

計 4,748，冊數最多為 1 月 10 日，656 人次歸還 935 冊圖書。  

三、元月討論室申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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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室設立為支援教學及提供學術性使用，將傳統式靜態閱覽場所以讀

物為中心的閉鎖式管理，轉變為開放動態以讀者為主學習中心。使用概

況：系所單位共計 22 系所單位 106 次借用、566 人次使用。(單位使用排

行為經濟系 14、法律系 11 次、會計系 10 次、企管系 9 次、國貿系 8 次…) 

5 人討論室借用 58 次(M1：32 次、M2：26 次)、使用人計 241。 

10 人討論室借用 48 次(M3：25 次、M4：23 次)、使用人計 325。  

四、元月圖書代借代還 

1.元月份代還圖書總計 975 冊，總圖代還分館計 202 冊，總圖代還系圖計

773 冊。 

2.各系代還為中文系 195 冊、歷史系 139 冊、哲學系 71 冊、多媒體資料

室 160 冊、法律系 79 冊、政治系 48 冊…。 

3.分館代還總圖計 238 冊。 

4.代借圖書計冊：總館代借 2 冊。其他館 2 冊。 

五、元月研究室申請概況 

研究室使用於 1 月 23 日(週四)登記，研究生計法研 9；社工研 7；哲研、

政研、工工研、建築研各 1，共 20 位研究生及 3 位教職員。 

六、102 學年上學期指定參考書使用概況 

102 學年上學期(102/08/01~103/01/31)指定參考書概況，計有 18 位教師 11

個系所單位指定 101 冊，其中文學院 2 位教師指定 4 冊、理學院 2 位教

師指定 8 冊、社科院 6 位教師指定 29 冊、農學院 2 位教師指定 2 冊、創

意藝術學院 4 位教師指定 19 冊(2 位教師 2 冊圖書置放建築系圖)、管理

學院 1 位教師指定 2 冊、通識中心 1 位教師指定 37 冊。借閱總冊次計 45

次。 

七、系所圖書室作業協助  

行政系圖書室之圖書回館典藏，計 370 冊(中文圖書 233 冊、西文圖書 101

冊、書後附件 36 件)，經點收、移送後放置各典藏書庫供讀者借閱。 

八、圖書長期逾期通知 1 月 

此次通知依據「圖書館借書規則」第 16 條圖書逾期經多次通知仍不歸還

者，以書函通知學生家長協助處理。長期逾期 46 位讀者、112 冊圖書，

郵寄通知計有 41 位讀者；長期逾期概況依學院統計：文學院 7 人 30 冊、

理學院 3 人 7 冊歸還 2 冊、工學院 10 人 18 冊歸還 9 冊、管理學院 5 人

10 冊歸還 6 冊、社會科學院 9 人 14 冊歸還 4 冊、農學院 2 人 14 冊、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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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藝術學院 5 人 14 冊歸還 10 冊、法律學院 5 人 12 冊歸還 5 冊。計歸還

圖書 36 冊，比率約 3 成 2；逾期讀者再輔以電話催促讀者歸還圖書。 

九、圖書註銷作業 

依據「東海大學圖書資訊報廢註銷作業要點」第三條第一項第七款辦理，

擬註銷之圖書皆為三次盤點，仍下落不明者，共計中文圖書 1,333 冊。 

十、出版書刊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簡明目錄新編．叢書部暨方志部附書影》，

2014 年 2 月出版，由流通組謝鶯興與校友陳惠美(僑光科大應用華語文系

副教授)合編，ISBN978-986-5990-44-2。分贈國家圖書館、中研院傅斯年

圖書館與文哲學圖書館，台大、政大、台北大學、中興、逢甲、靜宜、

彰師大、曁南、東吳、東華等大學圖書館典藏。 

肆、【參考組】 

一、103 年 1 月份服務統計 

資訊檢索區：860 人次 

參考服務：266 件 

全國館際合作： 

  複印：向外申請 15 件，外來申請 21 件(影印頁數 381 頁) 

  借書：向外申請 30 件，外來申請 5 件 

  本校新申請帳號：20 人 

*1 月份對外申請借書件為私立大學第一 

二、全國館際合作本校教師文獻複印、國內圖書借閱免付費服務 

本 館為提升本 校教師研究 能量，本學 期提供全國 館際合作本 校專任 教 師

免 費 文 獻 複 印 和 國 內 圖 書 借 閱 服 務 ， 可 透 過 全 國 文 獻 傳 遞 服 務 系 統

(NDDS)申請文獻複印和國內圖書借閱，其費用由本館支付。 

此 項免付費優 惠，以教師 名義申請者 為限，經費 用完為止， 不包括 逾 期

罰 款。適用此 優惠服務的 申請件恕無 法提供繳費 收據，如需 收據者 ， 請

於領件時繳費。 

三、參加 Online 教育訓練課程即可參加抽獎活動--本館適用 EndNote 書目管理

軟體和中國期刊全文數據庫(CNKI)。詳情請見本館網頁最新訊息公告。 

伍、【數位資訊組】 

一、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各類資料統計 103 年 1 月份已完並放置網頁上提供參考

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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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REMOS 電子資料庫 2014 年 1 月份已更新。 

三 、 配 合 電 算 中 心 進 行 個 人 電 腦 個 資 盤 點 ， 並 協 助 本 館 各 組 進 行 個 資 適 法 性

檢查作業。 

四、103 年 1 月 13 日至 15 日，陳格理館長帶領參考組彭莉芬、期刊組王畹萍、

數 位資訊 組王 鑫一等 三位 組長， 前往 香港中 文大 學圖書 館、 香港科 技大

學 圖書館 、香 港城市 大學 圖書館 、香 港大學 圖書 館進行 參觀 訪問。 此行

收穫良多，並已將參訪心得紀錄送交人事室備查。 

五、103 年 1 月 23 日下午 2 點，本組舉辦圖書館資訊素養教育訓練課程，共

有 14 位圖書館人員參加，本課程有助於圖書館人員對於最新電腦作業系

統有更進一步認識。 

六、本組多媒體資料室(前身為電子教學室)之資料為閉架式管理，為提升服務

品 質及節 省人 力，目 前正 研擬開 架式 管理， 讓師 生直接 可拿 取需要 借閱

的影片。 

七 、 由 本 組 策 展 之 「 電 影 特 效 主 題 展 」 目 前 已 在 圖 書 館 一 樓 展 出 ， 展 出 內 容

主 要是介 紹電 影特效 如何 製作， 並挑 選許多 大量 使用電 影特 效的影 片一

同展出。 

 

2014 年 2 月流通量統計表--人次統計 

數位資訊組  王鑫一製 

日期 借書 還書 續借 合計 

2 月  1 日  0 0 0 0 

2 月  2 日  0 0 0 0 

2 月  3 日  0 0 0 0 

2 月  4 日  0 0 0 0 

2 月  5 日  0 0 0 0 

2 月  6 日  0 0 0 0 

2 月  7 日  0 0 0 0 

2 月  8 日  0 0 0 0 

2 月  9 日  0 0 1 1 

2 月 10 日  52 112 1 165 

2 月 11 日  39 36 2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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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2 日  37 37 0 74 

2 月 13 日  43 29 26 98 

2 月 14 日  52 47 53 152 

2 月 15 日  0 0 43 43 

2 月 16 日  0 0 106 106 

2 月 17 日  446 496 246 1,188 

2 月 18 日  419 397 143 959 

2 月 19 日  265 165 60 490 

2 月 20 日  313 196 159 668 

2 月 21 日  261 171 88 520 

2 月 22 日  82 55 10 147 

2 月 23 日  0 0 27 27 

2 月 24 日  283 164 50 497 

2 月 25 日  226 109 5 340 

2 月 26 日  215 96 2 313 

2 月 27 日  202 73 10 285 

2 月 28 日  0 0 2 2 

總計  2,935 2,183 1,034 6,152 

 
2014 年 2 月流通量統計表--冊數統計 

數位資訊組  王鑫一製 

日期 借書 還書 續借 合計 

2 月  1 日  0 0 0 0 

2 月  2 日  0 0 0 0 

2 月  3 日  0 0 0 0 

2 月  4 日  0 0 0 0 

2 月  5 日  0 0 0 0 

2 月  6 日  0 0 0 0 

2 月  7 日  0 0 0 0 

2 月  8 日  0 0 0 0 

2 月  9 日  0 0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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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0 日  193 402 7 602 

2 月 11 日  128 157 21 306 

2 月 12 日  138 121 0 259 

2 月 13 日  194 132 148 474 

2 月 14 日  179 229 285 693 

2 月 15 日  0 0 243 243 

2 月 16 日  0 0 591 591 

2 月 17 日  1,376 1,686 1,578 4,640 

2 月 18 日  1,179 1,226 686 3,091 

2 月 19 日  731 474 713 1,918 

2 月 20 日  935 631 1,384 2,950 

2 月 21 日  722 507 697 1,926 

2 月 22 日  282 201 54 537 

2 月 23 日  0 0 204 204 

2 月 24 日  736 530 258 1,524 

2 月 25 日  602 278 23 903 

2 月 26 日  594 242 7 843 

2 月 27 日  533 162 31 726 

2 月 28 日  0 0 51 51 

總計  8,522 6,978 6,984 22,484 

 
2014 年 2 月流通量統計表--讀者身份(冊次) 

數位資訊組  王鑫一製 

身份 借書 還書 續借 預約 合計 

專任教師  463 521 1,426 8 2,418 

助教  70 111 126 10 317 

數學系專任教師  1 3 3 0 7 

職員  219 328 477 21 1,045 

兼任教師  135 206 159 7 507 

附設 .實習 .計劃人員  94 134 99 11 338 

退休人員  5 6 22 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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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學生  229 283 420 9 941 

碩士班學生  1,528 2,169 2,116 83 5,896 

學士班學生 (日 ) 4,939 4,897 1,741 518 12,095 

學士班學生 (２ ) 2 2 0 0 4 

學士班學生 (進修部 ) 339 387 100 28 854 

準研究生  0 0 0 0 0 

特別生  255 32 0 13 300 

志工  0 0 0 0 0 

中部聯盟館師生甲組  20 9 0 0 29 

中部聯盟館師生乙組  22 21 0 0 43 

中部聯盟館師生丙組  0 3 0 0 3 

私立綜合大學合作館  0 0 0 0 0 

臺灣大學圖書館  2 3 0 0 5 

綜合館合圖書館  0 0 0 0 0 

大學館合圖書館  0 0 0 0 0 

校友  3 4 5 0 12 

捐贈者  0 0 0 0 0 

工工系教職員工  6 11 36 0 53 

工工系研究生  1 10 5 0 16 

工工系大學部學生  31 30 5 6 72 

政治系教職員工  1 6 27 0 34 

政治系研究生  53 134 67 0 254 

政治系大學部學生  93 118 77 10 298 

公行系教職員工  1 10 2 0 13 

公行系研究生  8 29 28 3 68 

公行系大學部學生  2 10 0 0 12 

採購組通知  0 0 0 0 0 

未定義  0 0 0 0 0 

其他  (null) 0 100 0 0 100 

總計  8,522 9,577 6,941 727 2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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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年 2 月流通量統計表--單位借閱排行榜 

數位資訊組  王鑫一製 

排行前 10 名 單位系所 借閱次數 小計 

1 中國文學系 (A01) 784 2,199 

2 社會學系 (E03) 666 1,867 

3 法律學院*系 (E05) 741 1,699 

4 社會工作學系 (E04) 429 1,139 

5 歷史學系 (A03) 330 910 

6 哲學系 (A05) 396 907 

7 政治學系 (E02) 293 845 

8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A07) 340 818 

9 建築學系 (C02) 296 802 

10 美術學系 (A06) 200 699 
 

2014 年 2 月圖書預約排行榜 

數位資訊組  王鑫一製 

排行前 
10 名 

預約

次數 書刊名 
圖書登錄

號 

1 6 大學的誕生  C544507 

2 5 TED Talk 十八分鐘的祕密  C583568 

2 5 小 J 代 1.0 折^J 代 (修訂本 ) C583913 

2 5 愛德華的神奇旅行  C486200 

5 4 
50 次新多益滿分的怪物講師 NEW TOEIC 新多益

聽力攻略+模擬試題+解析  C580250 

5 4 
50 次新多益滿分的怪物講師 NEW TOEIC 新多益

聽力攻略+模擬試題+解析  C580251 

5 4 
50 次新多益滿分的怪物講師 NEW TOEIC 新多益

聽力攻略+模擬試題+解析  N083713 

5 4 NEW TOEIC 最新多益閱讀 990 分徹底攻略  C495250 

5 4 
NEW TOEIC 新多益單字必考大全：30 天激增 300
分的多益單字學習法  C586588 

5 4 NEW TOEIC 新多益聽力題庫大全  C529567 

5 4 小 J 代 2.0　　 J 代  C583911 

5 4 地獄  C586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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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紐約客的秘密基地  C586758 

5 4 想念，卻不想見的人  C577340 

5 4 
跟任何人都可以聊得來：巧妙破冰，打進團體核

心，想認識誰就認識誰  C583535 

5 4 
歐陽靖寫給女生的跑步書：連我都能跑了，妳一

定也可以！  C586894 

 

數位資訊組管院分館 2014 年 2 月各項統計表 

數位資訊組 陳勝雄 

2014 年 2 月館藏借閱資料類型人次/冊次統計 

特藏號名稱 借書 還書 續借 預約 取消預約 小計 

圖書  481 434 176 90 14 1,195 

CD 18 23 9 3 53 

數位影碟  12 21 1 34 

樂譜  8 6 14 

大陸出版品  1 7 3 11 

光碟  18 19 7 44 

合計  538 510 196 93 14 1,351 

 (人次) 

特藏號名稱 借書 還書 續借 預約 取消預約 小計 

圖書  1,011 1,133 733 103 16 2,996 

CD 33 42 15 3 93 

數位影碟  16 41 1 58 

樂譜  10 7 17 

大陸出版品  1 12 5 18 

光碟  21 23 7 51 

合計  1,092 1,258 761 106 16 3,233 

 (冊次) 

2014 年 2 月進館人次依門禁系統統計 

年-月-日 08:00～

12:00 
12:01～

17:00 
17:01～

19:00 
19:01～

21:30 
總計 校外換證 

2014-2-1 閉館           

2014-2-2 閉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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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3 閉館      

2014-2-4 閉館      

2014-2-5 閉館      

2014-2-6 閉館      

2014-2-7 閉館      

2014-2-8 閉館      

2014-2-9 閉館      

2014-2-10 30 48 閉館 78 5 

2014-2-11 8 34 閉館 42 2 

2014-2-12 24 25 閉館 49 5 

2014-2-13 24 37 閉館 61 7 

2014-2-14 17 31 閉館 48 4 

2014-2-15 閉館      

2014-2-16 閉館      

2014-2-17 187 378 79 44 688 15 

2014-2-18 151 539 72 30 792 10 

2014-2-19 201 379 55 101 736 13 

2014-2-20 142 271 84 44 541 5 

2014-2-21 163 196 39 26 424 8 

2014-2-22 32 106 53 29 220 21 

2014-2-23 閉館       

2014-2-24 184 251 389 33 857 14 

2014-2-25 140 268 91 57 556 11 

2014-2-26 135 283 70 58 546 9 

2014-2-27 200 668 61 34 963 129 

2014-2-28 閉館      

總計(含校

外換證) 1638 3514 993 456 6601 258 

 

2014 年 2 月流通量依讀者單位冊次統計(以二校區各系為主) 

單位 借書 還書 續借 預約 取消預約 合計 

音樂學系  10 19 0 0 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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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學系  35 63 6 0 0 104 

企業管理學系  167 216 129 28 1 541 
國際經營與貿易

學系  83 133 41 7 2 266 

會計學系  123 157 67 7 0 354 

統計學系  82 78 54 7 0 221 

財務金融學系  150 211 97 12 6 476 

資訊管理學系  19 58 14 2 0 93 

餐旅管理學系  46 34 10 2 0 92 

總計  715 969 418 65 9 2,176 

 

2014 年 2 月流通量依圖書登錄號借閱排行榜統計 

排行前

10 名 書刊名 索書號 登錄號 

1 威爾第 /普契尼歌劇選粹(一) 910.13/2290/v.2-03E/p.1/ N070587 

2 沒有賣不掉的商品 ,除非  496.5/4847/2008/ / C486491 

2 自慢：社長的成長學習筆記 494.35/2117/ /2008 九十刷  C484164 

4 SPSS 與研究方法  512.4/9952/2009/ / N079260 

4 Oklahoma!  782.14/Ok4/2002/v.1/ N065794 

6 審計學  495.9/4774/2011/ / C589005 

6 遨遊股海  563.53/4454/2013/ / C589030 

6 物料管理  494.57/3458/ /2008 二刷 / C574492 

6 圖解企業危機管理  494/2518/2013/ / C580140 

6 中級聽力測驗  805.189/5744-05/2005/ / C412018 
 

2014 年 2 月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使用者統計(以二校區各系為主) 

系所 登入次數 百分比 

財金系  740 12.24% 

會計系  280 4.63% 

企管系  166 2.75% 

國貿系  131 2.17% 

統計系  107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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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旅系  94 1.55% 

音樂系  71 1.16% 

美術系  70 1.16% 

資管系  49 0.87% 
 

東海大學圖書館流通組 102 學年下學期(2 月)非 IC 式證卡辦證統計 

流通組  陳健忠 

 單    位 02 月 03 月 04 月 05 月 06 月 07 月 小 計 

01 中興 1      1 

02 逢甲 0      0 

03 靜宜 1      1 

04 彰師 4      4 

05 暨南 0      0 

06 臺中教大 2      2 

07 大葉 0      0 

08 朝陽 0      0 

09 亞洲 0      0 

10 中山醫大 0      0 

11 嶺東 0      0 

12 弘光 0      0 

13 台中技大 0      0 

14 中國醫大 2      2 

15 勤益 0      0 

16 聯合 0      0 

17 建國 0      0 

18 中臺 0      0 

19 明道 0      0 

21 南開 0      0 

36 修平 0      0 

43 育達 0      0 

中部

館合

聯盟 

小計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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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東大附中 0      0 
23 圖書館閱

覽證 
0      0 

24 兼任老師 5      5 
25 附設/計劃/

助理/研究

人員 

1      1 

27 客座/訪問 2      2 

28 校友 0      0 

29 眷屬 0      0 

30 特別生 1      1 

31 退休人員 0      0 

32 捐贈者 0      0 

33 志工 0      0 

34 準入學生 0      0 

35 其他 0      0 

37 屏東科大 0      0 
38 管院分館外

賓閱覽證 
0      0 

39 台中女中閱

覽證 
0      0 

40 成功大學 0      0 
41 臺大館合證 0      0 

42 霊林科大 0      0 

44 良鑑廳 0      0 
46 立人高中 

   館合證 
0      0 

47 台中一中 0      0 
48 校友自修 

   室臨時證
0      0 

49 清華大學 

   館合證 
0      0 

50 清水高中 

   閱覽證 
0      0 

東海

非專

任人

員 

51 中正大學 

   館合證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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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9      9 
合 計  19      19 

非 IC 式證卡新辦建檔人數 102 學年第二學期共 19 人。中區館盟共 10 人辦證，

校內使用共 9 人。 

103 年 2 月，開館 15 天，共 19 人來館辦證，佔第二學期總額之 100 %。 

中區館盟有 10 人辦證，佔 2 月之 52.63 %，總額之 52.63 %； 

東海校內人員 9 人辦證，佔 2 月之 47.37%，總額之 47.37%。 

圖書館 2 月中區館盟申請使用新辦辦理人數偏少，新增辦理人數為 10 人；校

內使用共 9 人，新進報到人員較少，兼任老師 5 人，計劃 1 人，客座 2 人，

退休人 1 人。自修閱覽室校友發證 0 人、眷屬發證人數為 0 人、特別生 1

人、準入學生 0 人。 

PS1.圖書館自 101 年 11 月 19 日開始進行改建工程，自 101 年 11 月 19 日後系

統停止電腦建檔與統計。102 年 2 月 18 日重新開放系統。 

 

102 學年下學期(2 月)非 IC 式證卡刷卡入館人數統計表 

流通組  陳健忠 

102 上 102/08 102/09 102/10 102/11 102/12 103/01 小  計 

 2,499 3,556 5,451 5,015 4,275 2,458 23.254 

102 下 103/02 103/03 103/04 103/05 103/06 103/07 小  計 

 1,611      1,611 

PS1.統計單位包括圖書總館、管院分館、自修閱覽室三處人次加總。 

     102 全學年自 102 年 8 月~103 年 7 月，102/08~103/01 刷卡人數為 23,254

人次，103/02~103/07 為 1,611 人次。(最多人數統計為 102 年 10 月之 5,451

人次，最少為 103 年 2 月之 1,611 人次 ) 

 

102 學年下學期(2 月)用館暨外賓人次統計 

流通組  陳健忠 

年/月份 

項 目 

103 

02 

103 

03 
103 
04 

103 
05 

103 
06 

103 
07 小計 

總人次 17,133      17,133 

開館天數 15      15 

出館

人次 

單日出館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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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人次

/日 

1,974 

日平均人

次 
1,071      1,071 

外賓最多

人次/日 

625 
2/25  
59 

     625 
入館

登記

人次 日平均人

次 
42      42 

PS1.圖書館改建工程自 11/19 開始進行，即日起人工統計外賓登錄。 

PS2.自 2013/02/18 起恢復系統統計 

103 年 2 月份用館人次共計 17,133 人次。假日開放 1 日，平時開放 14 日，

2 月用館人數，平時約計 16,568 人次，假日約計 565 人次。 

外賓使用開放外賓入館 15 日，2 月寒假因素總計 625 人，日平均 42 人次。

平時約計 580 人次，假日約計 45 人次。 

 

102 學年下學期(2 月)用館人次登記尖、離峰使用分列表 

流通組  陳健忠 

月份 

項目 

103 

02 

103 

03 
103 
04 

103 
05 

103 
06 

103 
07 

合  計 

出館人次

(全月總計) 
17,133      17,133 

出館人次

(週一至週

五小計) 

16,568 
96.70%

     16,568 
96.70% 

出館人次

(週六至週

日小計) 

565 
3.30%

     565 
3.30 % 

備   註 寒假假

日閉館

    暑假假

日閉館 
 

 

102 學年下學期(2 月)外賓登記尖、離峰使用分列表 

流通組  陳健忠 

月份 

項目 

103 

02 

103 

03 
103 
04 

103 
05 

103 
06 

103 
07 

合 計 

外賓換證

(全月總計) 
625      625 

外賓換證

(週一至週

580 
92.8%

     580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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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計) 

外賓換證

(週六至週

日小計) 

45 
7.2 % 

     45 
7.2 % 

備   註 寒假假

日閉館

    暑假假

日閉館 
 

 

102 學年下學期(2 月)自修閱覽室進出人數統計 

流通組  陳健忠 

門名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合計 

二教學區圖書館

分館 

0  
 

    

圖書館右側入口 3307      

圖書館左側入口 9362      

圖書館總館 B1F_

出 
22      

圖書館總館 B1F_

進 
4882      

圖書館後門  2    7 4  

合計 17575       

PS1.圖書館因工程改建，自 101 年 11 月 19 日起系統暫停刷卡計數統計功能。 

PS2.自 102 年 2 月 18 日起恢復系統統計。 

 

中部聯盟館 102 學年下學期(2 月)至東海大學借閱圖書統計表 

流通組  陳健忠 

「中部聯盟館」指「中部大學校院圖書館聯盟」，成立的宗旨是「為促進

相互間資訊交流與服務讀者」，「為非營利之區域性圖書館館際合作性組織，

以平等、互惠、共享之原則共同合作」1。目前有 23 個聯盟館，各聯盟館的教

職員生，可以在自己所屬的學校圖書館申請聯盟館的借書證，指定其中任三

所圖書館借書權利，親臨該館報到後，即可辦理借閱與歸還的手續。 

單 位 02 月 03 月  04 月 05 月 06 月 07 月 小 計 

 人

次  

冊

次

人

次

冊

次

人

次  

冊

次

人

次

冊

次

人

次

冊

次

人

次

冊

次  

人

次  

冊

次  

01 中興 4 16           4 16 

                                                 
1 見<中部大學校院圖書館聯盟章程>「總則」第一條及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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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逢甲 1 2           1 2 

03 靜宜 2 5           2 5 

04 彰師 4 9           4 9 

05 暨南               
06 臺中

教大 
2 4           2 4 

07 大葉               

08 朝陽 1 1           1 1 

09 亞洲               
10 中山

醫大 
              

11 嶺東               

12 弘光               
13 台中

技大 
3 12           3 12 

14 中國

醫大 
              

15 勤益               

16 聯合               

17 建國               

18 中臺               

19 明道               

21 南開               

36 修平               

43 育達               

小計 17 49           17 49 

 
102 學年下學期(2 月)討論室登記使用統計 

流通組  陳健忠 

   月 份  

系 所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小計 說 明 

工工系 1      1  

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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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材系         

化學系 2      2 2 月借用

並列第 3 
日文系         

外文系 1      1  

生科系         

企管系         

行政系 2      2 2 月借用

並列第 3 
法律系 2      2 2 月借用

並列第 3 
物理系 1      1  

社工系 16      16 2 月借用

第 1 
社會系 2      2 2 月借用

並列第 3 
建築系         

政治系 1      1  

思沙龍 
讀書會 

        

美術系         

音樂系         

哲學系         

食科系 2      2 2 月借用

並列第 3 
畜產系 2      2 2 月借用

並列第 3 
財金系 1      1  

國貿系 1      1  

國際服務

學習 
        

教資中

心 
        

統計系         

景觀系 3      3 2 月借用

第 2 
華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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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會計系 1      1  

經濟系         

資工系         

數學系         

歷史系         

資管系         

電機系 1      1  

餐旅系         

環工系 2      2 2 月借用

並列第 3 
圖書館 
採編組 

        

圖書館 
參考組 

        

圖書館 
館長室 

        

 41/(5*8)+
(10*12) 
=25.63%

       

合  計 41 房次

17 系所

228 人次

       

PS.排列順序依系別筆劃多寡 

說明:：103 年 02 月份使用系所單位共計 17 系所單位，41 房次借用、228 人次

使用。 

M1(4 人房)-- 14 次使用(34.15%)，借用次數第 1 位  * 52 人次使用(22.81%)，

使用人數第 2 位 

M2(5 人房)-- 8 次使用(19.51%)，借用次數第 3 位  * 41 人次使用(17.98%)，

使用人數第 4 位 

M3(10 人房 A)--12 次使用(29.27%)，借用次數第 2 位 * 85 人次使用

(37.28%)，使用人數第 1 位 

M4(10 人房 B)--7 次使用(17.07%)，借用次數第 4 位 * 50 人次使用(21.93%)，

使用人數第 3 位 

5 月 29 日之圖書委員會已通過管理事項要點，往後將按規範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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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館際合作」概述 -- 

兼述「中部大學圖書館聯盟校外人士辦證」調查的結果分析  

流通組 賀新持、謝鶯興 

一、前言  

有人認為：「朋友有通財之義」，也就是說「朋友之間要互通有無」。基於

此一觀念，逐漸從「互通有無」進展到「資源分享」、「資源共享」概念的提

出。圖書館界為實現「資源共享和互利互惠」的理念，組織了「全國館際合

作」，藉由「全國文獻傳遞」的方式進行「圖書館聯盟」間的合作、互借；進

行各地區基於各館的「館藏經營」、「資料類型」及「讀者需求」等因素，分

別組成區域型的聯盟，在共同認可的協議、目標下，採取地區性的「資源分

享」、「資源共享」。  

教育是人類生活的一部份，是人類文明進展的動力，是人類文化傳承的

媒介之一。各級學校如何融入各社區，與當地民眾和諧生存，進行資源共享

的問題，逐漸演化出大學在地化與大學城形成的概念，與各大學比鄰而居的

社區民眾，除了利用當地的文化中心或公共圖書館外，也產出想要藉由附近

大學圖書館典藏豐富的學術資源，進行資料蒐集與研究，因而大學圖書館也

面臨是否開放「校外人士」 1辦證進館使用的問題。  

二、關於「館際合作」  

一般而言，進入圖書館，主要是蒐集資料、尋找相關書籍，少部份是借

用空間來讀書。本館流通櫃枱就經常遇到是來賓詢問：「校外人士」能否入館？

值班人員通常回覆是：以個人有照片的有效證件在檢查站入口處申辦「臨時

閱覽證」後進館。謹慎的來賓接下來會問：可不可以影印資料？可不可以使

用電子資源？以及可不可以外借等等？  

當值班人員進一步瞭解該來賓的身份時，若來賓是本館所隸屬的「中區

館際聯盟」成員館的教職員生，就會建議讀者下次可以在自己的學校先申辦

「中區館盟借書證」，再持證及資料單到東海報到，經登錄後即可以使用本館

的資源或借書。  

本館參加的「館際合作」有兩大類，一是「全國館際合作」，以「文獻傳

                                                 
1 此指現職非本校教職員生身份的一般民眾，或本校所參加的「區域館際聯盟」的學校

教職員生，已申辦此一聯盟借書證，可持證入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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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郵寄 )的方式進行資料的影印與書籍的借閱，但需花費一定額度的金錢。

二是「中區館際聯盟」，除了上述的聯盟館各依所屬館的歸類標準的進行「聯

盟借書證」的核發，並親臨欲借的圖書館取書外，也可以透過「文獻傳遞」

的方式 (郵寄 )借書，但仍需繳交一定的金額。  

另外，本館還分別與數間大學進行校與校間的「合作」，一為「私立綜合

大學寒暑假圖書互借」 2，限在「寒暑假」前 10 天至開學前 20 天申請，填寫

「申請表」後親臨該校借閱，限 3 冊，期限依各校規定。二為分別與國立台

灣大學圖書館、國立金門大學圖書館、中央研究院傅斯年圖書館、國立屏東

科技大學圖書館、國立成功大學圖書館、國立雲林科技大學圖書館、國立清

華大學圖書館、國立中正大學圖書館等八所簽訂「互借」合作，需在流通櫃

枱填寫「申請單」後持「借書證」到該校借閱，借書期限與冊數依「互借要

點」，五天內需將該「借書證」繳回。  

三、關於「校外人士」  

如果來賓不屬於本校「聯盟館」的讀者，仍有校友及非校友兩種的區別。

以本校而言，校友可以憑校友證 3入館蒐集資料或館內閱讀，若想將書籍外借，

則需申辦「校友借書證」 4，憑證入館，並依該證的帳號密碼；若要使用館內

電子資源，則僅能以「訪客登入」的方式使用。  

以本館而言，非校友的人士，基本上僅能申辦當天使用的「臨時閱覽證」

入館，再進行資料的蒐集或閱覽館內書刊，但部份需輸入帳號密碼的電子資

源是無法使用的。  

基於「資源共享」的理念與開拓學校財源的考量，規劃「捐贈者」的身

份，依捐贈金額的多寡訂定借書的冊數及期限，部份需輸入帳號密碼的電子

資源，仍是無法使用的。  

四、「中部大學圖書館聯盟校外人士辦證」調查結果概述  

                                                 
2 「私立綜合大學」成員共有八間：文化大學、中原大學、東吳大學、東海大學、逢甲

大學、淡江大學、靜宜大學及輔仁大學。申請互借的基本原則，以東海來說，與逢甲、

靜宜兩校同屬「中區館盟」，如果已申請此二校的「館盟借書證」者，就不能再申請

此二校的「互借」。 
3 目前以校友總會核發的 IC 晶片卡的校友證可以自行刷卡入館或使用地下閱覽室，早

期的校友證因無晶片，無法刷卡入館，僅能以人工開門入館，無法進入地下閱覽室。 
4 需繳納「圖書基金」及「年費」，可參考「校友借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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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校外人士」能否使用各大學圖書館的資源問題，國立勤益科技大

學圖書館於本 (102)學年上學期末，針對「中區館際聯盟」的成員館進行「中

部大學圖書館聯盟校外人士辦證」的調查，並將調查結果製成表單，寄送各

聯盟館成員，以瞭解現況。  

調查的項目分、「保證金/工本費」、「年費」、「有效期限」、「冊數/借期」、

「截至 102 年 12 月 31 日有效辦證人數」、「是否提供弱勢讀者優惠(若勾是請

簡略說明)」、「除借書外還提供何種服務(ex.館內使用資料庫、視聽資料...)」

等七類，由於部份聯盟館填寫的資料不甚完整，因此這次的調查還不算圓滿。 

從表單中可以看出，在 23 間聯盟館中，未開放「校外人士」辦證的館，

僅有：中山醫學大學、弘光科技大學、亞洲大學、東海大學、國立暨南國際

大學、國立臺中科技大學、嶺東科技大學等七個館。  

開放的十六個館中，有九個館採取「年費制」；有十個館對於「有效期限」

設定在「一年」；「借書冊數及借期」以育達商業科技大學的 15 冊 30 天的數量

最多時間最長，修平科技大學的 3 冊 14 天相對地數量最少期限最短；列出「截

至 102 年 12 月 31 日有效辦證人數」統計的館有七個，以朝陽科技大學 443 人

辦理最多；對於「除借書外還提供何種服務(ex.館內使用資料庫、視聽資料...)」

的服務，可以「館內使用視聽資料」者有三個館，提供使用「資料庫」有中

興大學及靜宜大學二間，但靜宜大學需在入館時申請帳密，限當日使用；至

於「是否提供弱勢讀者優惠」的問題，表單顯現有勾選的結果是「否」。 

  
保證金/工

本費 
年費 有效期限 冊數/借期

截至 102

年 12 月

31 日有

效辦證

人數 

是否提

供弱勢

讀者優

惠(若勾

是請簡

略說明) 

除借書外

還提供何

種服務(ex.

館內使用

資料庫、視

聽資料...) 

大葉大學 

2000/0(第 1

次製作免

費，若遺失

/損毀重製

費$100) 

無 
該學年結

束 
5/15 238 

▓否 

□是 
無 

中山醫學

大學 

未提供辦

證服務 
－ － － － 

□否 

□是 
－ 

中國醫藥

大學 
3000/0 2000 一年 5/28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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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科技

大學 
1000/100 無 一年 3/30 91 

▓否 

□是 
無 

弘光科技

大學 

未提供辦

證服務 
－ － － － 

□否 

□是 
－ 

育達商業

科技大學 
1000/200 500 一年 15/30   

□否 

□是 
  

亞洲大學 
未提供辦

證服務 
－ － － － 

□否 

□是 
－ 

明道大學 0/300 無 無 5/20   
□否 

□是 
  

東海大學 
未提供辦

證服務 
－ － － － 

□否 

□是 
－ 

南開科技

大學 

1500/0(民

眾)1000/0
無 二年 5/30 247 

■否 

□是 

館內使用

視聽資料 

建國科技

大學 
2000/0 500 一年 6/21   

□否 

□是 
  

修平科技

大學 
2000/100 無 一年 3/14   

□否 

□是 
  

國立中興

大學 
3000/0 2000 一年 5/30 173 

▓否 

□是 

館內使用

電子資源 

國立彰化

師範大學 
3000/0 1000 一年 5/21   

□否 

□是 
  

國立暨南

國際大學 

未提供辦

證服務 
－ － － － 

□否 

□是 
－ 

國立臺中

科技大學 

未提供辦

證服務 
－ － － － 

□否 

□是 
－ 

國立臺中

教育大學 
0/3000 3000 一年 10/21   

□否 

□是 
  

國立聯合

大學 
2000/0 500 無 5/30   

□否 

□是 
  

逢甲大學 0/200 5000 一年 5/14 300 
■否 

□是 
無 

朝陽科技

大學 
1000/0 

校友身分

有年費，

須至校友

會繳費辦

理 

校友：辦理

時可自由

選擇，年費

金額也不同

社區民眾

的狀況則

有所不同 

校友：10 月

15 日(另可

續借 3 次)

社區民眾

及其他館

友身分：5

月 15 日(另

可續借 3 次)

443 
█否 

□是 

視聽資料

提供館內

閱覽、圖書

提供可線

上續借 3 次 

靜宜大學 3000/0 2000 一年 5/30 14(自 ▓否 資料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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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 4

月 13 日)

□是 館申請帳

密，限當日

使用) 

嶺東科技

大學 

未提供辦

證服務 
－ － － － 

□否 

□是 
－ 

國立勤益

科技大學 

2000/0(若

遺失或損

毀重製費

$100) 

無 無 4/21 208 
▓否 

□是 

館內使用

視聽資料 

五、小結  

從勤益科大進行的「調查統計表」所列，可以發現：「校外人士」使用大

學圖書館的資源，不論是在館內閱讀、使用視聽資料或電子資料庫，已面臨

需慎重思考、評估是否要對外開放的時候了，尤是對於館藏圖書 (部份或全部，

但不包含各館的特殊館藏 )的外借，更是需要仔細考量以及面對。  

即使圖書館學會注意到各館書刊的遺失或破舊的處理，謹慎地製訂每年

書刊可以報廢、註銷的上限。然而，各館典藏的書刊，都屬學校的財產，面

臨著使用與管理 (萬一外借者不歸還時 )兩難齊全的狀況，要如何開放「校外人

士」(或校友 )借書，又需兼顧到自校師生的使用權利，除了藉由大學院校與學

術單位、研究中心組成的「館際合作」來「互通有無」，進行「資源共享」，

取得圖書資料或資源外，個人有下列的兩點考量：  

1.考慮借重各縣市政府的文化中心或縣市 (鄉鎮區 )公共圖書館的協助 5，有

需求的民眾，利用自己所在區域的公共圖書館，申請「館際合作」，取得需要

的資料 (最好是免費的使用，或僅需負擔小額的金錢)，應可以吸引更多的民眾

使用就近的圖書館，提高各地圖書的使用率與價值。 

2.思考大學城的建立，中央政府或各地政府特別編列預算經費，分別補助

各自所在地的大學院校圖書館購書經費；製訂相關法規，協助各圖書館的核

發借書證、催討不依期歸還書籍的民眾或其該負的法律責任等，應能降低所

謂「校外人士」辦證的問題，達到「資源共享」的理想。   

 

                                                 
5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簡介」的「註」記載：2006 年起本系統不再限於「中

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會員使用，凡國內具有圖書館(室)及館藏並能提供服務之

政府單位、研究機構、公私立大專院校及文化中心，同意每年繳交系統使用費者，均

可申請加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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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訪香港大學等四所大學圖書館心得 

陳格理館長、王畹萍、彭莉菜、王鑫一 

香港四所大學圖書館參觀訪問心得報告 

參訪單位：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以及醫學圖書館 

香港科技大學李兆基圖書館 

香港城市大學邵逸夫圖書館 

香港大學圖書館（含呂志和法律圖書館）、香港大學智華館 

出訪人員： 

陳格理館長、王畹萍組長、彭莉棻組長、王鑫一組長 

觀摩內容：  

圖書館空間規劃與利用、圖書館服務內容、意見交流 

觀摩心得： 

壹、參考組 彭莉棻組長 

因應電子資源的蓬勃發展，圖書館的角色也在逐漸轉型當中，這幾所香

港的大學圖書館在近年所做的努力，在空間與服務方面，均有著顯著的成果，

非常值得本館參考。 

一、自修閱覽室的轉型 

採用具設計感的傢俱設備，並提供電源插座，讓讀者因喜愛而流連忘返。

例如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 Learning Garden，彎延河流般的閱覽桌，可坐可臥

的石頭般沙發（圖一），既具趣味性，也兼具實用性。 

二、多功能用途的圖書館

空間 

可移動式桌椅、移動式屏風和

拉門，將視參與活動人數的多

寡，毫不費力的做好活動場地

的準備工作。如果沒有活動進

行時，讀者亦可自行利用而不

會產生閒置的空間。部分的團

體討論室中除了提供播放設備

之外，亦提供攝影的功能。 

圖一：彎延河流般的閱覽桌和可坐可臥的石頭般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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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素養的重視 

提供資訊素養的課程，教導學生使用館藏目錄、如何查找文獻和網路資

源等等，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並針對畢業生做問卷調查，以了解學生使用圖

書資源的情況。 

四、閱讀氛圍的營造 

提供中西各式風格的空間設計和

具舒適的坐椅，讓讀者自行選擇最喜

愛的閱讀角落，可輕聲討論課業，也

可進行個人的閱讀。電腦設備則讓讀

者可上網查找資料，並提供影印機供

列印。以香港大學的智華館為例，不

同型式的閱讀書椅，種類之多，讓人

目不暇給，甚至提供了懶人沙發（圖

二），學生可自行搬動至其他地點。 

五、提供休憩空間 

館方為讀者貼心的準備多項休憩

設備，例如：戶外野餐桌、圍棋、自

動販賣機、戶外景觀花園等等，均可

讓讀者得以適時的舒緩心情。   圖二 香港大學智華館一隅 

六、利用密集書庫以有效利用空間 

引進先進的密集書庫，包括燈的感應設備，防夾的人體感應設備等等，

並將其運用於圖書館的開架空間當中。 

七、無障礙空間的重視 

除了地面鋪設引導設施之外，可電動調整高度的桌子、點字設備等等硬

體設備。 

貳、期刊組 王畹萍組長 

在香港三天參訪四所大學總圖書館及醫學、法律等專門圖書館，主要重

點在瞭解學習及研究共享空間的設計、資訊及讀者服務的現況等，有許多值

得學習和參考的地方。 

一、學習及研究共享空間 

學習共享空間為同學提供學習空間，專業的圖書館服務及技術支援以協

助同學進行專題習作及研究工作。設施包括電腦、互動電子白板、筆記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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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借用服務等。研究共享空間為研究生及研究人員提供靈活使用空間及專業

館員，以支援學生及教職員的學術研究工作。空間規畫區分諮詢小間、沙發

區、圓桌區、資訊檢索區、點心區及小會議室等區塊，以利進行個別學習諮

詢、團體課業討論、語言交換、無線上網、讀書會等各項學習活動。桌椅顏

色鮮明、設計新穎活潑，傢俱佈置可依需求彈性調整。學習共享區域 24 小時

開放，便利讀者使用。 

二、流動服務 

提供「流動服務」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特色，圖書館職員於繁忙時

間中午 12:00 至下午 5:30 至各樓層，主動接觸讀者提供服務。 

三、指定參考用書 

各系所老師之指定參考用書集中於一區，限閱的時間依各系所需求設定。 

四、全館圖書採用 RFID 

五年內未被借出及未被翻閱的圖書，則下架移送罕用書庫區。 

五、參考服務 

香港大學圖書館除了參考館員需值參考服務櫃台班以外，其他各組的館

員亦需在非尖峰時段輪流值參考服務櫃台班。 

六、圖書分類 

各種語文的圖書資料均採用「美國國會分類法」，將各種語文圖書按分類

集中擺放，不再將中西文圖書分開。但香港大學的法律圖書館例外。 

七、免費列印服務 

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提供學生一年 1600 張紙的免費列印服務。 

八、專門圖書館 

香港城市大學的法律學門館藏豐富，自成一區。香港大學呂志和法律圖

書館書架上放置一標示排，內容為法律工具書使用指引的 QR Codes，導引讀

者利用行動裝置掃瞄 QR Codes 瞭解如何使用法律工具書。香港中文大學李炳

醫學圖書館提供各類型的學習共享空間，每週七天每天 24 小時開放。 

九、弱能人士設施 

香港中文大學為弱能人士提供書本放大器、自動翻書機、適合坐輪椅使

用的電腦終端機等，並備有軟體可將電腦顯示的文字轉為聲音。 

參：數位資訊組 王鑫一組長 

圖書館從藏書樓到知識學習中心後，未來圖書館在資訊取得便利情況

下，還能提供那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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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感謝陳格理館長帶領我們到香港參訪了四個大學圖書館及其專門圖

書館，在讀者服務、館藏發展、空間規劃上，藉由汲取香港大學圖書館最新

服務及創新作法，有許多值得本館學

習及思考。 

一、提供最新資訊設備 

參訪的四所大學圖書館都會設置

一區提供大量最新電腦工讀者使用，

稱為 Information Commons(圖三)，讀者

可利用這些電腦上網查詢或是查找所

需資料，或是使用線上學習系統進行

自我學習。        圖三：Information Commons 

二、少了自修室多了更多共享區 

提供非常多及大空間的共享區，不管是一個人或是一群人都可以隨意利

用及搬動該區的任何家具，這些空間加入了許多創意巧思，用於吸引更多學

生常到該區使用，增加了圖書館的使用率。 

三、設置許多討論室 

設置非常多的討論室，分為 4 人至 10 人可使用，採線上預約登記制。討

論室借用率非常高，而主要原因是在每一間討論室提供了許多在共同學習時

需要使用的設備，且將有些討論室在設備上有些差異性，因此吸引學生想要

使用該設備。 

四、使用最新科技達到完全自助化 

將參考書區及多媒體資料區以 RFID 技術，達到開架式且全面自助化，所

有借閱及歸還，全部是採自助式，因此可減少圖書館該區所需人力。 

五、採用密集式書架增加其他空間 

部份書庫採用電子式密集式書架，以此增加藏書量並可增加其他可利用

空間。這些密集式書架並設有電子防夾感應裝置，上方並設置感應式電燈，

達到節約省電目標。 

六、空間、動線規劃與氣氛營造 

除了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其他三所皆有擴建新館舍。這三所圖書館巧

妙結合新舊棟館舍建築，內部設備亦是現代科技與傳統設備並陳不顯唐突，

並重視空間內部的整體感、行動路線流暢感，以及光線色調協和感，使得讀

者置身其中，可以感染一股祥和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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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黃煌雄委員蒞館履勘「張學良贈書」側記  

流通組 謝鶯興 

民國 82 年 2 月 24 日，本校前董事長周聯華先生撮合張學良將軍將部份

個人藏書捐贈給東海圖書館，計中文書一四六八冊，西文書五十九冊，合計

一五二七種，二五四一冊。本館經點收整理後，以「紀念專櫃」典藏陳列。 1 

民國 103 年 1 月 29 日，監察院監察調查處來函告知：「本院為辦理『張

學良幽禁處所之現在與未來』」乙案，謹訂於 103 年 2 月 24 日星期一下午至

貴校圖書館進行履勘，以瞭解張學良贈書情形，惠請依說明二與三協助辦理。」 

經與監察院監察調查處承辦連絡人李弘毅連繫後，本館提供：1.張學良先

生贈書書目電子檔；2.據其告知的車號，申請「東海大學車輛入校申請表」，

請本校交安組准予車輛進校；3.依其要求查出柯遠芬先生贈予張學良先生的

《中國國防建設之研究》、《總體戰的準備和實施》二書，將張將軍在此二書

中的眉批擇要掃描後寄送。 

2 月 24 日中午 12 時 15 分，李先生來電告知，預計在下午 1 時 30 分左右

可到達東海，我們立即交待檢查站值班人員協助入館。1 時 25 分，本館檢查

站通知監察院一行三人，由監察委員黃煌雄先生帶領(社會系黃崇憲老師陪

同)，現已蒞館，我們隨即到一樓入口處，迎接後即到四樓特藏室。 

黃監委告知此行目的：1.因新竹張學良先生紀念館(幽居處)，近年來常有

大陸來台人士參觀，但紀念館內的陳設，與大陸的紀念館相較，內容與展示

物明顯的太過簡略，希望能透過整合台灣地區擁有的關於張將軍的文物資

料，豐富紀念館的內容與文物，才得以和大陸所設置的紀念館平分秋色甚是

更高一籌。2.藉由履勘東海典藏的贈書，尋找有無張將軍對某些書籍的眉批，

找出他在某些領域的觀點或意見。3.尋找張將軍贈書中有無手稿或書信。4.瞭

解張將軍研究明史的動機與心得。5.查訪本館有無《希望月刊》，該刊因刊登

張將軍事而被勒令停刊。6.查訪贈書中有關張將軍事蹟的記載等。 

本館先出示《中國國防建設之研究》、《總體戰的準備和實施》二書供其

瀏覽，並報告張學良贈書的因緣。黃監委得知是周前董事長的撮合才贈予的

原委後，隨即要求提供周聯華董事長的連絡地址，以利他們邀請周董事長參

與張學良紀念館的相關會議，或可進行訪問。 

隨後即瀏覽、翻閱「張學良贈書專櫃」的書籍，如：《卜少夫這個人》、《張

                                                 
1 參見黃文興<記張學良將軍贈書>，《東海大學校刊》民國 82 年 12 月 23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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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良將軍》、《張學良與東北軍》、《張學良與西安事變》、《細說西安事變》、《九

一八事變圖志》、《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日本與中國東北--滿鐵秘檔選編》、《九一

八事變實錄》等等書籍，歷時約 2 個小時。 

翻覽期間，監察調查處李弘毅先生依黃監委指示，拍攝部份需要的書頁，

如：1.《卜少夫這個人》。2.《九一八事變叢書》張學良於一九九一年六月五

日題的「歷史傷痕痛苦回憶」字蹟。3.《細說西安事變》影印「前言」及第十

四章「同心發難結局不一」。 

下午 3 時 50 分，黃監委一行結束履勘的行程，離開本館。

 

(張學良贈書專櫃前留影左一為黃煌雄監委，期刊組施麗珠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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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暨分析 

流通組 2014 年 2 月份新書移送統計暨分析 

流通組  謝鶯興 

一、2 月份各館新書移送的資料暨分析 

2 月份經手處理的新書統計暨分析，仍以總館(含總館的各組室、管理學

類書籍移送管院分館)的新書移送、各系所單位圖書室回送圖書館、各館遺失

報賠、國科會專案借書的新書移送(借還)等，分新書移送表與新書上架撤架表

等二種表格統計，並略為分析各表所呈現的狀況，以為採購與典藏的參考。 

各館新書移送表(2014.02.01~2014.02.28) 

 書籍 光碟 總計 

總館 一般書庫          5231 81 604 

 特藏室            1902 0 190 

 參考室              93 0 9 

專案借書 歷史系丘為君老師   20 

哲學系林薰香老師    9 

0 29 

   總館    書  722 

      光碟   81 

專案借書     29 

總計        832 

2 月份總館(包括各系所單位回送總館及暢銷書區撤架書)共進新書(含附

件)803 本，專案借書 29 本，總計 832 本。總館書籍(含一般書庫、特藏室、參

考組)共進 722 本，佔全數的 86.78%。「光碟」有 81 片，佔全部的 9.74%。專

案借書 29 本，佔全部的 3.86%。 

分別從「一般書庫」、「特藏室」、「參考組」等組室進書來看(多媒體資料

室及管院分館的新書已歸採編組自行通知)，「一般書庫」523 本，佔全數的

62.86%。「特藏室」1905 本，佔全數的 22.84%。「參考組」9 本，佔全數的 1.08%。

                                                 
1 總館進書包含中文書 427 本，全為展示書；西文書 96 本，全為展示書。 
2 特藏室進書包含大陸書 180 本，校史文獻 5 本，複製畫 5 本。 
3 參考組為中文參考書 5 本，西文參考書 4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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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本月份以「一般書庫」的書居首位，「特藏室」居次。 

2 月份專案借書共 29 本，以歷史系丘為君老師 20 本居冠，哲學系林薰香

老師 9 本居次。 

光碟附件移送分類表(2014.02.01~2014.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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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0 0 0 0 0 1 2 0 0 4 0 7 

02.11 1 1 0 9 0 6 2 0 0 0 19 

02.13 0 0 0 9 3 0 0 0 3 0 15 

02.18 0 0 0 0 1 6 0 0 9 3 19 

02.25 0 0 0 5 0 1 0 1 13 2 22 

光

碟 

總計 1 1 0 23 5 15 2 1 29 5 81 

總館新進光碟分別有 5 次，合計 81 片，全為「流通櫃枱」附件，佔全數

的 9.74%。以八百類的 29 片為最多，其次是三百類的 23 片，第三則是五百類

的 15 片。 

二、2 月份新書移送分類統計 

圖書館整建後，「新書展示區」設於入口處的正前方，與「暢銷書區」及

「主題展示區」並列。茲將採編組移送至流通組的中、西文書籍，逐次進行

分類統計的登記後，表列於下，藉以瞭解新書移送與展示的真實狀況。 

2 月中文新書移送分類表(2014.02.01~2014.02.28) 

月份 02/13 02/18 02/25  展示 不展示 小計 

總類 1 0 3  4 0 4 

一百類 20 3 9  32 0 32 

二百類 4 1 7  12 0 12 

三百類 16 1 5  22 0 22 

四百類 32 3 12  47 0 47 

五百類 18 0 60  78 0 78 

六百類 6 1 7  14 0 14 

七百類 19 4 6  29 0 29 

八百類 58 22 74  154 0 154 

分 
類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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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百類 11 12 12  35 0 35 

小計 185 47 195  427 0 427 

從上列可知，2 月份的中文新書移送，共有 3 次，展示書有 3 次，共 427

本；無未展示書；合計 427 本。 

中文書的進書量，以八百類的 154 本最高，佔中文書的 36.07%；其次為

五百類的 78 本，佔中文書的 18.27%；第三為四百類的 47 本，佔中文書的

11.01%；第四為九百類的 35 本，佔中文書的 8.20%。 

2 月西文新書移送分類表(2014.02.01~2014.02.28) 

月份 02/12 02/14   展示 不展示 小計 

總類 0 2   2 0 2 

一百類 1 3   4 0 4 

二百類 0 0   0 0 0 

三百類 19 14   33 0 33 

四百類 1 1   2 0 2 

五百類 0 10   10 0 10 

六百類 0 13   13 0 13 

七百類 0 13   13 0 13 

八百類 0 8   8 0 8 

九百類 18 0   18 0 18 

小計 38 58   96 0 96 

從上列可知，2 月份的西文新書移送，共有 2 次，展示書 2 次，計 96 本；

無不展示書；合計 96 本。 

西文書的進書量，以三百類的 33 本最高，佔西文書的 24.38%；其次為九

百類的 18 本，佔西文書的 18.75%；第三為六百類與七百類的各 13 本，佔西

文書的 13.54%。 

三、2 月份新書上架撤架表暨分析 

2014 年 2 月放置在總館的中、西文新書，於分類後即陳列於前廳入口的

「新書展示區」，每批新書展示與撤架的日期、數量，使用(或外借)的數量及

比例，表列如下： 



統計暨分析 

 35

2 月份新書上架撤架一覽表(2014.02.01~2014.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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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2 12 22 47 78 14 29 154 35 4274 

撤

架 
1 12 10 7 11 33 4 12 65 14 169 

使

用 
3 20 2 15 36 45 10 17 89 21 258 

中

文

書 

展

示

期

間

02/13 
| 

03/04 % 75.0

% 

62.5

% 

1.67

% 

68.2

% 

76.6

% 

57.7

% 

71.4

% 

58.6

% 

57.8

% 

60.0

% 

60.42

% 

中文總上架 4 32 12 22 47 78 14 29 154 35 427 

中文總撤架 1 12 10 7 11 33 4 12 65 14 169 

中文總使用 3 20 2 15 36 45 10 17 89 21 258 

中文總比率 75.0

% 

62.5

% 

1.67

% 

68.2

% 

76.6

% 

57.7

% 

71.4

% 

58.6

% 

57.8

% 

60.0

% 

60.42

% 

上

架 
2 4 0 33 2 10 13 13 8 18 965 

撤

架 
2 4 0 30 1 8 7 13 2 17 84 

使

用 
0 0 0 3 1 2 6 0 6 1 12 

西

文

書 

展

示

期

間

02/12 
| 

03/04 % 0 

% 

0 

% 

0 

% 

9.10

% 

50.0

% 

20.0

% 

46.2

% 

0 

% 

75.0

% 

5.56

% 

12.50

% 

西文總上架 2 4 0 33 2 10 13 13 8 18 96 
西文總撤架 2 4 0 30 1 8 7 13 2 17 84 

                                                 
4 此次展示日期從 2 月 13 日算起，包含 2 月 13 日中文書 185 本：總類 1 本，一百類

20 本，二百類 4 本，三百類 16 本，四百類 32 本，五百類 18 本，六百類 6 本，七百

類 19 本，八百類 58 本，九百類 11 本。2 月 18 日中文書 47 本：總類 0 本，一百類 3
本，二百類 1 本，三百類 1 本，四百類 3 本，五百類 0 本，六百類 1 本，七百類 4
本，八百類 22 本，九百類 12 本。2 月 25 日中文書 195 本：總類 3 本，一百類 9 本，

二百類 7 本，三百類 5 本，四百類 12 本，五百類 60 本，六百類 7 本，七百類 6 本，

八百類 74 本，九百類 12 本。 
5 此次展示日期從 2 月 12 日算起，包含 2 月 12 日西文書 38 本：總類 0 本，一百類 1

本，二百類 0 本，三百類 19 本，四百類 1 本，五百類 0 本，六百類 0 本，七百類 0
本，八百類 0 本，九百類 18 本。2 月 14 日西文書 58 本：總類 2 本，一百類 3 本，

二百類 0 本，三百類 14 本，四百類 1 本，五百類 10 本，六百類 13 本，七百類 13
本，八百類 8 本，九百類 0 本。 

分 
類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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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總使用 0 0 0 3 1 2 6 0 6 1 12 
西文總比率 0 

% 

0 

% 

0 

% 

9.10

% 

50.0

% 

20.0

% 

46.2

% 

0 

% 

75.0

% 

5.56

% 

12.50

% 

由上列表格可以明顯看出，二月份中文新書展示三次，撤架一次；西文

新書展示二次，撤架一次。 

中文書展示陳列三次，撤架一次：第一次陳列在 2 月 13 日，上架 185 本；

第二次陳列在 2 月 18 日，上架 47 本；第三次陳列在 2 月 25 日，上架 195 本；

撤架剩 169 本，使用(或外借)258 本，比率為 60.42%。 

各大類的借書比率：總類 4 本，使用(或外借)3 本，比率為 75.0%；一百

類 32 本，使用(或外借)20 本，比率為 62.5%；二百類 12 本，使用(或外借)2

本，比率為 1.67%；三百類 22 本，使用(或外借)15 本，比率為 68.2%；四百類

47 本，使用(或外借)36 本，比率為 76.6%；五百類 78 本，使用(或外借)45 本，

比率為 57.7%；六百類 14 本，使用(或外借)10 本，比率為 71.4%；七百類 29

本，使用(或外借)17 本，比率為 58.6%；八百類 154 本，使用(或外借)89 本，

比率為 57.8%；九百類 35 本，使用(或外借)21 本，比率為 60.0%。 

就 中 文 書 的 採 購 來 看 ， 以 八 百 類 的 154 本 為 最 多 ， 佔 全 部 中 文 書 的

36.07%(使用或外借為 57.8%)；其次為五百類的 78 本，佔 18.27%(使用或外借

為 57.7%)；第三為四百類的 47 本，佔 11.01%(使用或外借為 76.6%)。此四大

類進館的總數皆超過 45 本。 

就各大類的使用(或外借)比率來看，以四百類的 47 本使用(或外借)36 本

最高，比率為 76.6%；總類的 4 本使用(或外借)3 本居次，比率為 75.0%；第三

為六百類的 14 本使用(或外借)10 本，比率為 71.4%。以上三大類的比率皆超

過七成。 

2014 年 2 月份的中文書使用比率為 60.42%，遠高 1 月份中文書使用比率

的 14.91%，亦高於 2013 年 12 月份中文書使用比率的 58.82%，可以看出寒假

將結束與剛開學期間，讀者對於中文書的需求與使用傾向。 

西文書展示陳列二次，撤架一次：第一次陳列在 2 月 12 日，上架 38 本；

第二次陳列在 2 月 14 日，上架 58 本；撤架剩 84 本，使用(或外借)12 本，比

率為 12.50%。 

各大類的借書比率：總類 2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率為 0%；一百類 4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率為 0%；二百類 0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率為

0%；三百類 33 本，使用(或外借)3 本，比率為 9.10%；四百類 2 本，使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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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借)1 本，比率為 50.0%；五百類 10 本，使用(或外借)2 本，比率為 20.0%；

六百類 13 本，使用(或外借)6 本，比率為 46.2%；七百類 13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率為 0%；八百類 8 本，使用(或外借)6 本，比率為 75.0%；九百類 18

本，使用(或外借)1 本，比率為 5.56%。 

就 西 文 書 的 採 購 來 看 ， 以 三 百 類 的 33 本 為 最 多 ， 佔 全 部 西 文 書 的

34.38%(使用或外借為 9.10%)；其次為九百類的 18 本，佔 18.75%(使用或外借

為 5.56%)；第三為六百類暨七百類的 13 本，佔 13.54%(使用或外借分別為

46.2%、0%)。此四大類進館的總數皆超過 13 本。 

就各大類的使用(或外借)比率來看，以八百類的 8 本使用(或外借)6 本最

高，比率為 75.0%；四百類的 2 本使用(或外借)1 本居次，比率為 50.0%；第三

為六百類的 13 本使用(或外借)6 本，比率為 46.2%。以上三大類的比率皆超過

四成五。 

2014 年 2 月份的西文書使用比率為 12.50%，由於 1 月份西文書並無展示，

故無法比較；但與 2013 年 12 月份西文書使用比率的 15.17%相較，是低了一

些，比該年 11 月份西文書使用比率的 17.33%是更低，可以看出寒假將結束與

剛開學期間，讀者對於西文書的需求與使用傾向。 

四、結語 

2014 年 2 月份的中、西文書籍進書量共有 722 本(含大陸書、參考書)，遠

低於 1 月份的中、西文書籍進書量共有 994 本(含大陸書、參考書)，更低於 2013

年 12 月份中、西文書籍進書量的 1725 本(含大陸書、參考書)，明顯呈現 2014

年 2 月份的新書量與 1 月份的新書量及 2013 年 12 月份的差異。 

從 2014 年 2 月份中文書展示的 427 本(實際進書量 427 本)來看，高於 1

月份中文書展示的 322 本(實際進書量 322 本)，亦高於 2013 年 12 月份的中文

書展示 340 本(實際進書量 754 本)來看。而 2014 年 2 月份西文書移送及展示共

96 本，低於 1 月份西文書的移送 480 本，而無陳列展示；更低於 2013 年 12

月份西文書展示的 205 本(實際進書量 635 本)。2014 年 2 月份的中、西文書僅

有展示的書，所以在統計外借(使用)的數量上，相對地就比較前幾個月準確。 

就 2014 年 2 月份單類的進書量來看，以中文書八百類的 154 本居冠，其

次是中文書五百類的 78 本，遠低於 1 月份單類進書量的西文書八百類的 195

本與中文書八百類的 105 本，更低於 2013 年 12 月份單類的進書量的中文書五

百類的 205 本與西文書七百類的 138 本。可見 2014 年 2 月份的進書量是以中

文書為多，且單類的量亦以中文書的八百類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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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 

東海大學圖書館大事記 

民國 103 年 2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 

02.08 全校因電源檢修而停電，本館網頁暫停服務。9 日上午，本館網站伺服

器順利重新開啟，圖書館首頁服務正常運作。流通組虛擬校史館及代借

書、協尋書等系統因該伺服器較為老舊，電源供應器已損壞，暫將該系

統所有資料遷移至暫用伺服器，於 14 日上午恢得正常使用，導致「館訊

資料庫」瀏覽人次，從 13 日上午 8 時紀錄的 226585 人次被歸零，14 日

上午 8 時紀錄時變成 35 人次。 

02.10 出版《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目新編．叢書部暨方志部附書影》，

ISBN 978-986-5990-44-2，由流通組謝鶯興與校友陳惠美教授合編，分贈

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台灣大學等十數家圖書館典藏。 

即日起，為提升本校教師研究能量，本館於本學期提供「全國館際合作」

本校教師免費「文獻複印」和「國內圖書借閱」服務，可透過「全國文

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申請文獻複印和國內圖書借閱，其費用由本館

支付。此項免付費優惠，以教師名義申請者為限，經費用完為止，不包

括逾期罰款。 

02.11 接獲監察院監察調查處來函告知：「為辦理『張學良幽禁處所之現在與未

來』」擬蒞館履勘瞭解張學良贈書情形。 

02.12 至 4 月 30 日止，引進「天下雜誌群知識庫」及「天下影音知識庫」試用。

「天下雜誌群知識庫」包含：天下雜誌、康健雜誌、Cheers 雜誌、親子

天下、專特刊知識庫、天下英文及天下調查中心等七種。 

02.14 上午 8 時 15 分起，全校分別在路思義教堂進行團拜、校長室前草坪進行

新春茶會。 

02.17 至 4 月 30 日止，數位資訊組曲怡葶與林幸君兩位小姐籌劃「電影特效

展」，以現有館藏影片中的特效部份，集中在一樓入口處的「主題展示

區」展出。 

02.21 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期刊組王畹萍組長參加逢甲大學舉辦「跨校學生

優質學習報告數位典藏推動方案」。 

02.24 下午 1 時 25 分至 3 時 50 分，監察院監察調查處一行三人，由黃煌雄監



訊息 

 39

查委員帶領蒞館履勘「張學良將軍贈書」概況。 

至 27 日止，每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7 時，數位資訊組與東海大學同人社於

本館一樓展示區舉辦「電影特效展 cosplay 週」活動。現場同時展示美術

系鍾凱翔同學製作的「紙版鋼鐵人」。 

 

 (化學系陳明靜製)     (作者美術系鍾凱翔，資訊組林幸君攝) 

02.25 下午 2 時至 4 時，期刊組王畹萍組長於地下一樓資訊素養室報告參訪香

港大學圖書館總館、智華館及呂志和法律圖書館的見聞，並提出她的部

份心得，如：本館討論室可以補強資訊設備，如互動式面板、網路攝影

機、筆電等。密集書庫的建置極為迫害需要，可紓緩擁擠的書架，騰出

需要的空間。 

02.26 花蓮東華大學圖書館提議「為秉持資源共享理念，以平等互惠為原則，

加強雙方合作關係，增進借閱雙方圖書館藏的便利，在儘量不影響彼此

業務前提下，特訂定『東華大學圖書資訊中心與東海大學圖書館圖書互

借協議書』，以促進雙方圖書資訊之交流與利用。」近日正在進行研議，

是本館在「館際合作」(全國與中區館盟)外的第九所「校與校際」間的

館際合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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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東海」館藏《重訂路史全本》刊印時間再考  

郭明芳 ∗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一部《重訂路史全本》，《舊錄》作「清順治十

七年(1660)仁和吳氏刊本」，然無任何資料可佐證下，今《書目新編》暫改為

「明仁和吳弘基重訂本」。此本東海《舊錄》著錄順治年間 (清初 )刊本似有其

依據，不當僅依吳弘基所署時間暫訂為明代所刊。筆者以本文再考論其刊印

時間如次。  

據《善目新編》載，是本版式行款為左右雙欄，板框 12.7×18.5 公分，每

半葉八行行二十字；板心花口，無魚尾，上方題「路史」，中間題「○紀卷之

○」及葉碼。前有宋羅泌〈序〉、宋費煇〈序〉、明金堡〈敘〉、〈賦秋山覽史

隨筆〉、明吳弘基〈路史刻政四條〉諸文。  

 

「東海本」《重訂路史全本》書影 

                                                 
∗ 東吳大學中文所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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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重訂路史全本》，臺北「國圖」有藏一部 (四十七卷，廿四冊 )，著錄

「清嘉慶六 (1801)年刊本」。又「美國國會圖書館」亦著錄一部十六冊八行廿

字本，著錄稱「明末武林化玉齋刻本」，其內容細目包括《路史前紀》九卷、

《路史後紀》十四卷、《路史國名紀》八卷、《路史發揮》六卷、《路史餘論》

十卷；卷前有金堡〈序〉、宋淳熙丙申三年費煇〈序〉、吳弘基〈賦秋山覽史

隨筆〉。  

以上兩種所見惟「國圖本」似與「東海本」同，而「國會館本」則應非 。 

又查「北大」有兩部，分別著錄「清嘉慶六(1801)年酉山堂」(甲)、「清乾

嘉間(1736-1801)酉山堂」(乙)。又「廈門大學」亦有一部著錄「嘉慶六年刊本」。

以上三種似與「國圖」著錄同。 

  
「北大」甲本書影  

「北大」甲本有扉頁，署「嘉慶六年五月新鐫」、「重校宋本鐫。酉山堂

藏版」另函套有籤，稱「谷邑文會堂自在江浙蘇閩揀選古今書籍發兌」字。  

按，「酉山堂」，據「內大」藏本著錄作「苕溪邵氏」，「苕溪」在今浙江

湖州。其刊書最早者可溯自雍正間的《易史易簡錄》(《哈佛燕京書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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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2)又「谷邑」或在今山東東阿縣，專門經銷南方書籍書肆。  

「北大」乙本據該館著錄「與館藏嘉慶六 (1801)年酉山堂刻本同版，而印

在前」，著錄為「乾嘉間刊本」。  

針對該館稱「乙本」「印在前」，筆者認為「印在前」之說沒有確切證據

證明，無法成立。  

筆者以「北大」所藏甲、乙二本、「廈大本」與「東海本」相對照發現「東

海本」與此三本為同版，甚至有斷版處也相同。但孰先孰後，筆者就刷印痕

跡加以判定。筆者認為「東海本」刷印痕跡與「北大甲本」、「廈大本」接近，

如署名處「仁和童聖麒」、「雲間陳子龍閱」等兩處墨丁或筆畫。因此，「甲本」

與「東海本」於相同處有墨丁，兩者應該同時所印。如乙本印在前，且與「甲

本」同版，那要如何解釋「東海本」文字較「乙本」清晰？既然知道「甲本」

乃山東專收購南方書肆出版品所出售之本，或許可以這麼說，甲、乙兩本印

於同時，「谷邑」取南方諸家刊本，冠以本家「谷邑文會堂」書籤售於北方者。

而「乙本」當在是「酉山堂」原本，「甲本」乃「文會堂」收得本書後另改扉

頁而成，其時間當不遠。故「東海本」或為「嘉慶六年酉山堂刊谷邑文會堂

重裝本」。  

  
「北大」乙本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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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大」藏本書影  

又據《東海善目新編》稱，是書「各卷首葉，除了作者與註者相同外，

參預校訂的人員皆有異」，並詳列之。其中列有：  

卷五之三行上題「雲間陳子龍閱」、四行上題「西湖金堡參」，三行下

題「仁和吳弘基訂」、四行下題「錢塘張孔法較」。 

最末「較」字引起筆者懷疑，此本是否為明末刊本。按，明天啟名「由

校」，應避諱之。又查《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中國古籍目錄》亦著錄一部《重

訂路史全本》四十七卷，云：  

清嘉慶六(1801)年酉山堂刻本。二十冊。是書牌記題：「嘉靖六年五月

新鐫。重校宋本鐫。酉山堂藏本」全書用明吳弘基刊本舊版甚多，清

諱皆不避，而新鐫版片則避清諱。 

通過「港中大」藏本，或可再對前述考訂再修訂為「明末刊清嘉慶六年

酉山堂補版谷邑文會堂重裝本」，較為恰當。而東海《舊錄》作「順治年刊本」，

或據避諱角度所訂，並非無據，惟未再詳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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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圖書館藏《萬國公法》板本概述 

陳惠美 ∗、謝鶯興 ∗∗ 

一、前言 

2014 年 1 月，完成《東海館藏善本書目新編》的編訂與出版後，隨即進

行「東海館藏普通本線裝書」逐本的核對與清查，希望能將賡續 1971 年出版

《私立東海大學普本線裝書目》後的「普通本書目新編」或「普通本簡目」

的計劃，方便學術界利用東海所藏的線裝書。 

在核對《萬國公法》時，因是書扉葉題「同治三年(1864)歲在甲子孟冬月

鐫」、「京都崇實館存板」，再翻閱內容中，間見書中有日文訓讀，興起追查此

書是否為「和(日本)刻本」？或可增補「東海大學圖書館藏和刻本線裝書簡明

目錄」的內容。 

透過東海圖書館的「館藏查詢」系統，知道還有：1.《續修四庫全書》「據

吉林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三年(1864)京都崇實館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一一

毫米寬三一八毫米」；2.台北中國國際法學會據丘漢平藏，題「同治三年(1864)

歲在甲子孟冬月鐫京都崇實館存板」影印本；3.上海書店標點本，<點校說明>

云：「以 1864 年北京崇實印書館初版本為底本，卷首原有東、西半球圖各一幅

及概說世界地理的短文一節，在此無關宏旨，故刪去。」 

第三本因是簡體字的重排本，內文或有差異，明顯地與線裝書的板式(或

據線裝書板式複印)不同，已是另一種板本，因本文撰寫並非想專門研究內容，

故捨之不談，僅東海所藏線裝書與據線裝古籍影印者進行比對，概述其差異。 

二、三書的板本 

根據現有資料，世人大都認為「《萬國公法》是丁韙良翻譯的第一部西方

法學著作，學術界圍繞該書的英文底本、出版的背景以及對該書的評價等方

面展開了深入的討論。」 1 

                                                 
∗ 僑光科技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 東海大學圖書館流通組組員 
1 引萬齊洲<京師同文館與《萬國公法》研究述評>說法，頁 39，《惠州學報學報(社會

科學版)》2010 年第 30 卷第 4 期。利用館藏資料庫「CEPS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中

國期刊全文數據庫」、「臺灣期刊論文索引系統」等查詢，可得數十篇，如：張用心<

《萬國公法》的幾個問題>，《北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2 卷第 3 期，2005

年 5 月；王爾敏<總理衙門譯印《萬國公法》以吸取西方外交經驗>，《臺灣師大歷史

學報》第 37 期，2007 年 6 月；卜永堅<林學忠《從萬國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國際法

的傳入、詮釋與應用》>，《輔仁歷史學報》第 28 期，2012 年 3 月；聶長順<中西對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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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公法》東海共有三種，茲依線裝書、影印本的次序分別著錄它們

的板式行款及相關訊息。 

(一)線裝書 

《萬國公法》四卷四冊，(美)惠頓撰，(美)丁韙良譯，清同治三年(1864)京

都崇實館刊本，B15.41/(q3)1063 

附：清同治三年(1864)董恂<萬國公法序>、清同治癸亥(二年，1863)張斯桂

<萬國公法序>、<凡例>、<地球全圖>、<總目>。 

藏印：「北昌文庫」方型硃印、「布穀園藏書」長形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一

字。板框 15.9×21.9 公分。板心上方題「萬國公法」，魚尾下題卷次及

葉碼。 

各卷首行題各卷次序及標題(如「第一卷釋公法之義明其本源題

其大旨」，次行題各章次序及標題(如「第一章釋義明源」)。 

封面書籤題書名及各冊之數名(分題「元」、「亨」、「利」、「貞」)

右下墨筆題「歒□社中藏」。扉葉右題「同治三年歲在甲子孟冬月

鐫」，左題「京都崇實館存板」，中間書名篆文題「萬國公法」。 

各葉書眉間刻小字標註各節次序及名稱(如卷一第一章「第一節

本於公義」、「第二節出於天性」等)，或內容的批註(如卷一第一章

葉三題「第五節理同名異」，後半葉題「常例大用」，是針對內容之

「英國公師斯果德云：公法多憑諸國之常，其本固出於理」)。行與

行間見日文標音。 

 按：是書四卷，各卷各有標題；卷之下再分數章，各章亦各有標題；章

之下又分數節，各節各有標題。如：第一卷「釋公法之義明其本源

題其大旨」，該卷第一章「釋義明源」，該章第一節「本於公義」。第

一卷分二章三十七節，第二卷分四章六十節，第三卷分二章四十三

節，第四卷分四章九十一節。 

 (二)續修四庫全書本影印吉林大學圖書館藏本 

《萬國公法》四卷一冊，(美)惠頓撰，(美)丁韙良譯，《續修四庫全書本》，

影印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三年(1864)京都崇實館刻本，MA 

                                                                                                                              
間古典詞的近代轉義--以丁韙良譯《萬國公法》為例>，《長江學術》2013 年第 2 期；

萬齊洲<《萬國公法》與近代西方國家理論及其術語的輸入>，《惠州學院學報(社會科

學版)》第 33 卷第 2 期，2013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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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1/2426 v.1299 

附：清同治三年(1864)董恂<萬國公法序>、清同治癸亥(二年，1863)張斯桂

<萬國公法序>、<凡例>、<總目>、<地球全圖>。 

藏印：「大學堂藏書樓之章」方型墨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一

字。縮印重排(一頁置放兩葉，註明原書版框[全葉]高 21.1 毫米寬 31.8

毫米)。板心上方題「萬國公法」，魚尾下題卷次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各卷次序及標題(如「第一卷釋公法之義明其本源題

其大旨」，次行題各章次序及標題(如「第一章釋義明源」)。 

封面右下題「據吉林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三年(1864)京都崇實館

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一一毫米寬三一八毫米」。扉葉右題「同治三

年歲在甲子孟冬月鐫」，左題「京都崇實館存板」，中間書名篆文題

「萬國公法」。 

各葉書眉間刻小字標註各節次序及名稱(如卷一第一章「第一節

本於公義」、「第二節出於天性」等)，或內容的批註(如卷一第一章

葉三題「第五節理同名異」，後半葉題「常例大用」，是針對內容之

「英國公師斯果德云：公法多憑諸國之常，其本固出於理」)。 

 (三)中國國際法學會據丘漢平藏本影印 

《萬國公法》四卷一冊，(美)惠頓撰，(美)丁韙良譯，1998 年台北中國國際

法學會據丘漢平藏活字本影印 2，579/5004 

附：清同治三年(1864)董恂<萬國公法序>、清同治癸亥(二年，1863)張斯桂

<萬國公法序>、<凡例>、<總目>、<地球全圖>。 

藏印：「漢平藏書」橢圓墨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十行(東西半球為九行)，行二十四字；小

字雙行，行二十四字。版框 11.2×15.9 公分(因為影印本，未能確定其

實際尺寸)。板心上方題「萬國公法」，魚尾下題卷次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各卷次序及標題(如「第一卷釋公法之義明其本源題

                                                 
2 丘宏達<序文>云：「《萬國公法》一書四卷，先父丘漢平先生在上海東吳大學、交通

大學執教時購得一部，在民國三十七年底將藏書等先遷台灣時，所幸此書也在內。……

英文原書的目錄也影印在本書中，另外恭親王的奏摺，美國華裔學者鄧嗣禹(Ssu-yu 
Teng)與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合編著的《中國對西方的回應》(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一書中已譯為英文，因此一併收錄在本書中，以方便外人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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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大旨」，次行題各章次序及標題(如「第一章釋義明源」)，卷末題

「萬國公法卷○終」。 

封面及扉葉右題「同治三年歲在甲子孟冬月鐫」，左題「京都崇

實館存板」，中間書名楷書題「萬國公法」。 

各葉書眉間刻小字標註各節次序及名稱(如卷一第一章「第一節

本於公義」、「第二節出於天性」等)，或內容的批註(如卷一第一章

葉三題「第五節理同名異」，後半葉題「常例大用」，是針對內容之

「英國公師斯果德云：公法多憑諸國之常，其本固出於理」)。 

從上述三書板本的著錄，可以發現可以分成「刻本」及「活字本」兩種，

雖然同樣有扉葉，題「同治三年」及「京都崇實館存板」等字樣，其間的差

異：1.「刻本」是「半葉十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一字」，「活本

字」則是「半葉十行，行二十四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四字」。2.「活本字」

的板框有很明顯的空隙，這是判斷「活字本」的一種根據。 

 

(東海藏線裝書)     (中國國際法學會藏本) 

三、板本的問題 

東海典藏既有「刻本」與「活字本」的不同，「刻本」中的藏本與「續修

四庫全書本」是否同一板本呢？首先要瞭解《萬國公法》翻譯的時代因素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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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刻上的問題。 

(一)翻譯的時代背景 

《萬國公法》<凡例>載：「是書原本出美國惠頓氏選繕，惠氏奉命駐劄普

魯京都多年，間嘗遍歷歐羅巴諸國，既已深諳古今書籍，更復廣有見聞，且

持論頗以不偏著名，故各國每有公論，多引其書以釋疑。」點明原作者為美

國人惠頓。 

又云：「是書所錄條例名為萬國公法，蓋係諸國通行者，非一國所得私也。」

又提出「以其與各國律例相似，故亦名為《萬國律例》」的同書異名。 

因此，關於是書的翻譯與傳入中國一事，萬齊洲認為：「關於《萬國公法》

出版的時代背景，田濤在《晚清國際法輸入述論》一文中，認為《萬國公法》

的出版，與當時列強對中國的政策有關：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與西方

之間出現了一個所謂的和好局面，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推行合作政策，以尊

重中國主權利益相標榜，成為這一時期西方對華主導政策。在這一背景下出

現的《萬國公法》，正體現了西方列強試圖以國際法說教中國，從而使清政府

與歐美列強建立起為他們所認可的國際關係，把中國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的政治意願。張用心認為：清政府瞭解國際法知識的意圖，是在外交實踐中

自然產生的，它支持《萬國公法》的翻譯出版，在全部過程中都是主動和自

主的行為，既不是受外人的誘導，也不是受外人的脅迫。從這樣的事實出發，

《萬國公法》的翻譯出版，與其說是西方列強對華政策的產物，還不如說是

清政府對外政策的產物。--蒲安臣等人的合作，也是《萬國公法》問世的必要

條件。」 3 

(二)關於刊刻 

是書的刊行，<凡例>載：「是書之譯漢文也，本係美國教師丁韙良，視其

理足義備，思於中外不無裨益，因與江甯何師孟、通州李大文、大興張煒、

定海曹景榮略譯數卷，呈總理各國事務衙門批閱，蒙  王大臣派員校正底稿，

出資付梓。」說明經美人丁韙良翻譯，經「與江甯何師孟、通州李大文、大

興張煒、定海曹景榮略譯數卷」後，「呈總理各國事務衙門批閱」，再「派員

校正底稿」，隨即「出資付梓」。但初板的時間是在何時？流傳至今究竟有多

少板本？ 

                                                 
3 見<京師同文館與《萬國公法》研究述評>，頁 39~40，《惠州學報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0 年第 30 卷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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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齊洲說：「關於《萬國公法》的中文版本，鄒振環在《影響中國近代社

會的一百種譯作》中說：『《萬國公法》為京師同文館譯製的第一本書。銷行

頗佳，先後有同文館本、石印本、西學大成本等。被各地新學學堂採納為法

律課本。曾出現過許多私刻本和盜印本。』田濤在《國際法輸入與晚清中國》

一書中提出：『《萬國公法》最初出版時，實際上並非只有一個版本，而應該

是兩個版本，一為刻本，一為活字本。刻本出版於 1864 年，活字本出版於 1865

年。』張用心認為《萬國公法》『初版為崇實館刻版(且僅有此刻版)，刻板時

間在 1864 年末，印刷裝訂時間則在 1865 年初。』」 4 

 

(東海藏線裝書)      (中國國際法學會藏本) 

田濤的「一為刻本，一為活字本」說法，上列之書影(東半球葉的板框與

書名的字體)已可知。至於鄒振環的「先後有同文館本、石印本、西學大成本

等」並「曾出現過許多私刻本和盜印本」的說法，張用心駁斥說：「所謂《萬

國公法》『為同文館譯製』，是沿襲多年的錯誤 5。筆者在國內各大圖書館查閱，

並未見有『同文館本』《萬國公法》的一絲踪影。如果確有『同文館本』，那

也不是《萬國公法》最初的版本。所謂『復旦大學收藏的私刻本』，其『序頁』

                                                 
4 見<京師同文館與《萬國公法》研究述評>，頁 39，《惠州學報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

年第 30 卷第 4 期。 
5 按，「百度百科」的「萬國公法」記載：「美國人惠頓撰。惠頓是美國的外交官，國際

法學者。美國傳教士丁韙良譯。1864 年(同治三年)京師同文館刊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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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印有『京都崇實館存板』字樣。崇實館本的《萬國公法》實為正本，之所

以被認為是『私刻本』，大概是以『同文館本』為正宗的緣故。不過以本文作

者所見，復旦大學收藏的崇實館本，並不是真正的崇實館本，而很可能後來

『盜印版』。」 6 

張用心「初版為崇實館刻版」之說，從東海典藏三種都題有「同治三年」、

「京都崇實館存板」等字樣來看，佐以二種「刻本」扉葉所見，應是無誤。 

(三)東海藏本與續修四庫全書本的差異 

鄒振環說：「曾出現過許多私刻本和盜印本」，張用心說：「復旦大學收藏

的崇實館本，並不是真正的崇實館本，而很可能後來『盜印版』。」姑不論他

們所謂的「盜印版」真正所指為何，單從東海藏本與「續修四庫全書本」二

書來對照，板式行款乍看之下，會以為是同一板本。但仔細核對全書，發現

其間的差異： 

1.東、西半球的地圖經緯線有異。如九十度的經線，館藏本是穿過「南極」

及「九十」。 

 
(東海藏線裝書)          (續修四庫全書本) 

                                                 
6 見張用心<《萬國公法》的幾個問題>，頁 77，《北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2 卷第 3 期，2005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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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字體看似相同，但筆畫有異。如：「東海藏本」第一卷第一章書眉有「第

一節本於公義」，「續修四庫全書本」幾乎未見，此種狀況或可說是刷印上的

問題，但「釋」及「法」二字的筆畫略有不同；「東海藏本」的「荷蘭」二字

左側可見日文訓讀，而「續修四庫全書本」則無。 

 

(東海藏線裝書)          (續修四庫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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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卷二葉七十一後半葉雙行小字，「東海藏本」為「以『下』三節」，「續

修四庫全書本」則是「以『第』三節」字，有「下」與「第」的差異。 

 

(東海藏線裝書)          (續修四庫全書本) 

從上述的對照中，可以發現「東海藏本」與「續修四庫全書本」是不同

的板本，「東海藏本」的卷一間見日文訓讀，但字跡墨色較淡，與東海典藏的

「和刻本」略異，藏者應是日本人，閱讀時標上日文訓讀，「東海藏本」則是

後人再據以翻印；而「續修四庫全書本」因其板式行款與原本極其相似，但

字體略異，應是「覆刻本」或「影寫本」，若不仔細對照，容易誤判。 

四、小結--兼記三本的差異對照表 

《萬國公法》在中國的翻譯與刊刻，甚至影響到日本的翻刻，「維基百科」

《萬國公法》條說：「《萬國公法》(英語：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直譯為

《國際法原理》，是一部美國法學家亨利．惠頓寫的國際法著作，於 1836 年出

版。這部著作出版後，被翻譯成西方各國語言；隨後被翻譯成漢語和日語版，

對近代國際法體系有著深遠的影響。美國傳教士丁韙良在美國駐華公使華若

翰、蒲安臣的建議下，將這部著作譯成中文，後來得到總理衙門的官員崇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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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於 1863 年完成。1864 年，由京都(京師)崇實館刊行，定中文譯名為

《萬國公法》。《萬國公法》的中文譯本出版後，流傳到日本。勝海舟對此書

大為讚賞。開成所(江戶幕府開設的洋學研究機構)將其翻刻，最早的日文版是

堤殼士志的《萬國公法譯義》和重野安繹《和譯萬國公法》。明治維新政府設

計國家體制時，很大程度上參考了此書。」似乎與「東海藏本」第一卷間見

日文訓讀有些關連，有待追查。 

東海藏四本《萬國公法》，二本為「刻本」，一本為「活字本」，一本為「簡

體字重排本」。茲將「刻本」與「活字本」所見的異同，表列於下： 

東海圖書館典藏《萬國公法》的異同 

 東海藏線裝書 續修四庫全書本 中國國際法學會本 

 刻本 刻本 活字本 

序跋 
清同治三年(1864)

董恂<萬國公法序

>、清同治癸亥(二

年，1863)張斯桂<

萬國公法序>、<凡

例>、<地球全圖>、

<總目> 

清同治三年(1864)

董恂<萬國公法序

>、清同治癸亥(二

年，1863)張斯桂<

萬國公法序>、<凡

例>、<總目>、<地

球全圖> 

清同治三年(1864)

董恂<萬國公法序

>、清同治癸亥(二

年，1863)張斯桂<

萬國公法序>、<凡

例>、<總目>、<地

球全圖> 

扉葉 
書名為篆文，題「同

治三年(1864)歲在

甲子孟冬月鐫」、

「京都崇實館存板」 

書名為篆文，題「同

治三年(1864)歲在

甲子孟冬月鐫」、

「京都崇實館存板」

書名為楷書，題「同

治三年(1864)歲在

甲子孟冬月鐫」、

「京都崇實館存板」 

板式行款 
單魚尾，四邊雙

欄。半葉十行，行

二十一字；小字雙

行，行二十一字 

單魚尾，四邊雙

欄。半葉十行，行

二十一字；小字雙

行，行二十一字 

單魚尾，四邊雙

欄。半葉十行，行

二十四字；小字雙

行，行二十四字。 

卷末題「萬國公法

卷○終」 

各卷葉數較少 

差異 
東、西半球的地圖

經緯線貫穿，半葉

十行 

板框四角密合 

 

卷二葉七十一後半

葉雙行小字作「以

『下』三節」 

東、西半球的地圖

經緯線未貫穿，半

葉十行 

板框四角密合 

 

卷二葉七十一後半

葉雙行小字作「以

『第』三節」 

字體之筆畫有異 

東、西半球的地圖

經緯線未貫穿，半

葉九行 

板框四角的接合處

明顯不密合 

 

 

 

雙行小字字體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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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典藏校史文獻的經過與收藏概述 

流通組 謝鶯興 

一、前言 

根據圖書館現有的文獻記載，發現館內典藏「校史文獻」單位名稱的改

變和單位內收藏文物內容的逐漸豐富性，是互為因果，有著密切的關係。 

1955 年 11 月 2 日，東海大學圖書館創立(暫置男生宿舍)，因擁有為數不

少的線裝古籍，故在「採訪編目組」下設立「古籍特藏股」，或簡稱「古籍股」，

專責古籍特藏的登錄、分類、編目、考訂、典藏等工作；後來提升為古籍組。 

1982 年教育部修訂頒布「大學法」及「大學規程」。人事室奉教育部核覆

將「古籍組」更名為「典藏組」。1995 年 4 月 22 日，依第五次臨時校務會議，

「修訂東海大學組織規程」，圖書館已無「典藏組」的名稱，多了「特藏組」

名稱。1996 年 6 月，東海完成「組織規程」修改，正式將圖書館「典藏組」

改名為「特藏組」。2006 年 9 月 1 日，特藏組虛級化，組長與組員調到流通組，

參與流通櫃枱的值班工作。特藏組並改為流通組四樓特藏室，習慣上大家仍

稱為「古籍室」。 

二、圖書館典藏「校史文獻」過程 

(一)探源 

東海對於校史文獻的重視，創校初期，1955 年 11 月 24 日，校長室即發

文函告各單位「保存完整史料」：「奉校長諭：本校為保存史料起見，自開學

始，各單位重要公文、函、電、公告、章則、演講稿、議程、議事紀錄、報

告、柬帖等各文件，均需依照日期順序檢送副本送存校長室，暫定每週一檢

送一次，即請查照為荷。」 1 

曾校長提出「保存完整史料」的指示，是將「副本送存校長室」，至於「校

史室」的成立，依現存可見資料所呈現的，是到了 1975 年謝明山校長時期開

始著手規劃進行。 

1975 年 8 月 18 日，謝明山校長主持行政會議，通過「設立校史室」：「本

校現正籌設校史室，暫設圖書館內之芳威薕夫人紀念室內，凡同仁珍藏有關

校史，包括有紀念價值之文獻或圖片，敬請惠贈，俾便永久保存，本校於接

受捐贈時，除由校方函謝外，並將捐贈或保管人姓名，永誌於紀念物上，藉

                                                 
1 見謝鶯興《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籌備期至六十年之部(增補本)》，頁 17，1999 年 8

月，東海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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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酬謝。即日起請洽圖書館高館長或校長室杭立慈先生。」 2 

同年 9 月 30 日，校刊報導「成立校史室請惠贈著作」：「本校於 10 月 15 日

前將成立校史室，徵求各同仁大著，凡各位同仁同學，或早期離校同仁(由所

屬系所負責收集)有著作者，務請於 10 月 8 日前，各檢送一冊，交校長室杭立

慈先生，存校史室作長久之陳列，俾校外人士前來參觀本校時予以介紹。」 3 

10 月 15 日，報導「校史室即將成立，盼同學提供資料」：「負責保存本校

完整記錄的校史室，已定於 11 月 2 日校慶時正式成立，並同時對外開放。這

次成立校史室的決定係由行政會議所提出的。校史室的籌備工作刻正積極進

行中，主要由杭立慈先生及高振華先生負責。校史室的地點初步決定暫設於

圖書館二樓的芳衛廉夫人紀念堂中，俟本校第四學院完工後，將另闢一專室

做為校史室永久場地。據主要負責籌備工作的杭立慈先生表示：今後校史室

將對本校所有活動經過資料進行搜集與保存。希望全校各單位、學系、社團

及個人，都能將與東海有關的各種文件、著作、社團出版物及圖片等，提供

校史室保存或經校史室影印後奉還。另外校史室在今後也將擔負起為外賓簡

介的工作。為配合這一工作，校史室經由建築系協助製作了二座校史模型：

一座是全校模型，另一座是主要活動區域的大模型(包括從鐘塔到陽光草坪的

範圍)。這二座模型亦將於校慶時展出。」 4 

1975 年謝校長指示成立「校史室」，是「暫設圖書館內之芳威薕夫人紀念

室內」，「由杭立慈先生及高振華先生負責」，「俟本校第四學院完工後，將另

闢一專室做為校史室永久場地」，根據報導，「主要負責籌備工作的」是校長

室杭立慈先生。 

當時規劃放置地點是在「圖書館內之芳威薕夫人紀念室」，因而圖書館已

典藏部份的「校史文獻」，所以 1980 年 5 月 26 日，鄭得安館長在行政會議中

報告：「本館存有本校早期校史資料，校史編纂小組可至本館查閱。」 5 

1986 年 9 月 15 日，梅可望校長在行政大樓第一會議室召開「校史館籌備

委員會議第一次會議」，討論「校史館應該放置那些東西」6。胡家源副館長報

                                                 
2 見 1975 年 8 月 19 日《東海簡訊》，標題作「籌設校史室敬提供資料」。 
3 見 1975 年 9 月 30 日《東海簡訊》。 
4 見 1975 年 10 月 15 日《東海新聞》。 
5 見謝鶯興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民國六十年一至七十年之部》，頁 321，2010 年 10 月，

東海大學圖書館。 
6 與會師長紛紛提出意見，呂士朋老師提出：「各單位的文件及記錄，如行政會議記錄

等，應移交校史館保存，作為編輯校史之主要資料。並應設一祕書，以專人負責收集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50 期 

 56

告：「行政會議記錄圖書館有保存。最早的英文版及最近的都保存了。吳校長

時代的校刊，及校長報告書，謝校長時代的簡訊、梅校長時代的雙週刊(校刊)

及董事會十週年報告等，圖書館都有保存。」 

鄭館長說的「本館存有本校早期校史資料」，應該就是副館長報告的：行

政會議記錄、校刊、簡訊、雙週刊、校長報告書及董事會十週年報告。 

佐以胡副館長於 1994 年 5 月榮退之前，將他保管的「校史文獻」整理後，

簽請閻志洪館長同意移送到典藏組，羅列的清單：「1.圖書館學報 v.1~v.11(己

絕版，50 年 12 月《文星》雜誌以專文介紹，深得佳評)，48 年元月創刊號出

版。2.東海學報 v.1~v.20 所存不多，v.21 以後各卷或有餘本，48 年 6 月創刊。

3.創館初期文件(約四、五件)，其中含首任館長沈寶環報告書(英文)。4.歷年行

政會議紀錄(精裝合訂本，創校初期紀錄為英文)。5.早期東海簡訊、校刊、校

長報告書等(均已合訂)。6.蔣公紀念館、校史室(館)資料(含目錄及簽呈等件)。

7.警總及保安司令部核辦『禁書』(大陸出版品等)公文檔案，並附治安機關查

驗『禁書』管理簡報資料。8.教育部評鑑大學圖書館時，所提簡報資料(本館

名列前茅，參見民生日報 72.12.15)。9.清點館藏紀錄(含遺失清單)。以上各項

均存小間內，第 1、2 兩項在木架上，其餘均存鐵櫃內，小間遷移時(改作主機

房)應妥為處理。」館長批示：「請雅麟(可找惠英協助)將副館長所列九項清點

後移交編目組，編目後送典藏組之校史館。」 7 

同年 5 月 30 日，副館長又簽請館長同意將「近日來整理所存之文件，擬

准一併送典藏組處理」，是因其中部份文件可選作校史文獻之用，如 Crawford

時代書函及英文手諭、學者專家對圖書館的評論、早期各項統計表等。館長

裁示：與校史、館長有關者，可撿出交編目組鍵檔編目後送典藏組。 

1995 年 1 月 10 日，圖書館期刊組鍾素明組長簽報館長，請同意將「待裝

訂室收藏之本校校史、校友通訊錄、教職員、畢業生通訊錄、畢業生紀念冊、

校刊等資料，擬予以撤架，並送編目組編目後，移送典藏組典藏。」 

從胡副館長在「校史館籌備委員會議」的報告、1994 年二次的「簽呈」，

及期刊組鍾組長的「簽呈」，可以知道圖書館現有的部份文獻，至遲從 1975

                                                                                                                              
完整之校史資料」。蔣勳老師提出：「以史學角度作詳細之文獻處理」。王天昌老師提

出：「保存從創校到現在之文獻資料」。歐保羅老師提出：「校史館可以表現下列各主

題：(一)突出的人物。(二)課程之擴增。(三)相關課程的結構及關係。(四)大事記。」 
7 1994 年 5 月 28 日，胡副館長提報「為保存下列各項資料，特簽報館長批交有關同仁

辦理」簽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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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成立「校史室」之後，「校史文獻」的相關資料，從杭立慈先生與高振華館

長負責放置在「芳威薕夫人紀念室」，轉成由副館長保管，分別存放在「副館

長辦公室」及「期刊待裝訂室」，這就是現存校史文獻典藏的由來。 

(二)典藏資料的變異與典藏單位名稱的改變互為因果 

館藏「校史文獻」的集中管理與遞增，牽動到典藏單位名稱的改變；典

藏單位名稱的改變，「名符其實」的業務，豐富「校史文獻」的典藏。 

1993 年 2 月 25 日，典藏組鑑於「校史文獻與檔案資料業務」的增加，簽

報閻志洪館長，「建議」：「作為一所大學圖書館，除有輔助教學與研究的各種

媒體資料，應為蒐羅外；一些有關本校的文獻與檔案亦應徵集典藏。如：校

史文獻、檔案資料、本校出版品、師生校友著作。凡有關本校的文獻，如：

會議紀錄、歷史照片、檔案、紀念冊等，這些文獻的庋藏，不僅可給本校留

下一份珍貴的歷史記錄，同時對學校的發展研究，增進校友的凝聚，具有相

當的助益；至於本校、各院系或學生社團的出版物，如：專書、研究報告、

學術研討論文集、學報等，則可見學校在教學研究上的業績。因此，在校史

館組織編制尚未完成前，有關校史文獻、檔案資料的徵集與典藏管理，由本

組先行進行，假以時日再將具體的成果，有系統的送至校史館展示，它日如

校史需要再版修訂時，亦可資佐證。茲擬定有關校史文獻檔案資料的初步工

作項目如下：1.擬訂本校檔案管理辦法。2.擬訂本校出版品送繳辦法。3.擬訂

本校大事記編纂辦法與編輯本校大事記。4.擬訂本校年表編纂辦法與初編本校

年表稿。5.蒐集本校出版物(包括學生社團刊物)。6.蒐集本校有關校史之圖片：

歷屆畢業生紀念冊、歷屆畢業典禮照片、其它有關校史之照片。7.蒐集有關校

史之文獻：A.創校籌備委員會會議、校務會議、行政會議、教務會議、訓育

會議、及其它重要會議如董事會議、學校發展會議等之重要會議紀錄。B.歷年

工作檢討報告。C.歷年中英文本校概況。D.歷年教職員錄。E.校友通訊錄。F.

本校規章彙編。G.校長對校務發展之言論。H.學生手冊。I.其它重要文獻。8.

徵集教職員、校友著作並編製目錄。9.剪集有關本校報導之報章雜誌。10.答

覆有關校史之詢問。」副館長簽註：「陳述詳盡，切合需要，如能於建校四十

周年慶成立『校史室』，則深具意義，但限於人力權責，宜呈報校長裁示後遵

辦」。館長裁示：「一、計劃甚佳，可進行一些目前能力可能觸及部份。二、

現在校史館可暫不收編，將來可建議為展示校史地方。三、編制由典藏組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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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擴充，經費由現行預算開支或酌情逐漸增加。」8並指示：蒐集各任董事長、

校長、館長之大型照片(或事後放大成統一規格)配以上等框架(統一規格)，然

後擇適當館地分組陳掛。 

顯現此時期，典藏組的角色與任務，逐漸從典藏線裝古籍、大陸出版品

等資料，轉變成包含校史文獻等特藏資料，讀者已無法從組別的名稱上確實

地掌握典藏的資料及服務的項目。因此也曾在同年 10 月的「館務會議」提出

「圖書館特藏政策報告書」，希望能將典藏組正名為特藏組。 

1994 年 1 月 18 日，「第 118 次校務會議」，吳福助與張玉生兩位教授「提

案」：「請擴大本校圖書館『典藏組』功能，徵集特藏『校史文獻』」，說明：「一、

民國六十年教育部在(60)訓字第一八九三號令中，曾要求各級學校成立『校史

室』；將有關創校之文獻，以及有關校譽之各種資料，妥為蒐集、詳加整理，

並作有系統的展覽。目前，在本校中正紀念堂內有校史館一間，是在民國七

十五年時為慶祝創校三十周年設置的。在籌備會議中，雖有委員提議校史館

內應放置各單位的檔案文件、會議紀錄、大事記、校史文獻、檔案照片、文

獻目錄等，但最後因館內空間限制及當時人力、時間有限，使得校史館的功

能被定位為展示發展與成果的場所，而非文獻館。目前，校史館內所展示的

資料僅有：1.歷任董事長及校長的照片；2.本校民國四十四年至七十三年收支

統計表、學生人數統計表，及與美韓各大學締結關係資料表等；3.呂士朋教授

的《東海大學的誔生》一文；4.校景建築模型等。至於有關人員編制與職掌等，

則未作決定，故目前並無專人負責。二、『校史館』所急需徵集特藏之相關『校

史文獻』，可考慮包括下列諸項：(一)各單位公文檔案，會議記錄(如創校籌備

相關檔案，校務會議，行政會議，教務會議，訓育會議等之記錄)。(二)重要

歷史照片、錄音帶、錄影帶(如校慶及畢業典禮照片、校況簡介錄影帶等)。(三)

各單位出版品(如校刊、本校概況、規章彙編、教職員名錄、學報、學術會議

論文集等)。(四)教職員、校友出版著作。(五)各系、研究所畢業生『學位論文』。

(六)學生社團刊物(如歷屆畢業生紀念冊、各系學會系刊、社團刊物)。(七)創

校初期建築材料(如教堂瓷磚、學生宿舍檯燈、教職員宿舍燈罩等)。(八)輿論

報導(國內外報刊雜誌對本校之報導)。三、由於目前『校史館』空間有限，缺

乏人力，『校史文獻』徵集特藏工作，可考慮委由圖書館典藏組負責。該組原

稱『古籍特藏股』，後來改稱『古籍組』、「典藏組」。目前該組已從典藏線裝

                                                 
8 見 1993 年 2 月 25 日典藏組簽呈：「增列庋藏校史文獻、檔案資料業務有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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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發展為典藏特藏文獻資料(如徐復觀、戴君仁、周法高、方師鐸、張學

良等之贈書，以及西文珍本、大陸出版品等)，宜釐清其職掌，改稱『特藏組』，

並擔負『校史文獻』特藏資料之徵集、庋藏與利用任務。」當時「決議」：「通

過，交行政會議討論決定」。 

翌日(1 月 19 日)，行政會議中，校長裁示：「一月十五日校務會議通過『擴

大圖書館典藏組功能、徵集特藏校史』案，其實施細節經決議仍請原提案人

吳福助教授等與圖書館閻館長先作具體研商後再議。」 

同年 5 月 11 日，行政會議中，吳福助教授報告：「擬訂本校『校史文獻』

徵集委員會組織章程、『校史文獻』徵集及典藏辦法各乙份，提請討論」。「決

議」：「有關『校史文獻』徵集委員會組織章程、『校史文獻』徵集及典藏辦法，

事涉軟、硬體設備、經費、人力(人員、專長)等因素，請先與圖書館館長確切

研商後提會再議。」 

此時因涉及「軟、硬體設備、經費、人力(人員、專長)等因素」，典藏組

的「釐清其職掌，改稱『特藏組』，並擔負『校史文獻』特藏資料之徵集、庋

藏與利用任務」建議暫時中止，但校內一些單位面臨各自擁有的「校史文獻」

保存問題，分別簽請校長同意移交圖書館典藏。如： 

1995 年 3 月中旬，總務處保管組告知圖書館：「總務處庫房儲藏本校校史

文獻」，鑑於：「此批校史文獻，相當珍貴，由於庫房潮濕，不利紙品保存，

擬進行處理，但又不知道該何處理；因此才建請由具有專業的圖書館處理。」

館長隨即指示典藏組「逕行與總務處接洽處理有關保管組庫房儲藏校史文獻

之事。」3 月 14 日典藏組前往瞭解，回報「保管組存有兩間庫房的印刷品，

這批印刷品主要為本校早期的出版品，……尚有為數不少的東海大學概況、

簡介及其他校史文獻。」3 月 22 日，圖書館簽請校長同意圖書館可以本著：「1.

充實本館校史文獻；2.增補與汰換館藏；3.超過館藏複本政策者即依『汰書辦

法』處理」等原則進行處理」。 

1996 年 7 月 19 日，總務處保管組簽報校長「本校珍貴校史文獻資料清冊

(如附件)9，擬請同意移交本校圖書館特藏組妥為保存」，說明：「一、本批文

獻為早期學校保存之文獻，本組於八十四年五月中旬，因整理本組所屬之男

生宿舍十二棟倉庫而取出。二、本批文獻曾提供協助東海大學創校四十週年

特刊《東海風》之編輯，其中許多史料文獻彌足珍貴，甚獲東海校內師長、

                                                 
9 清冊內容分：照片、底片、影帶及資料等四大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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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以及校友之好評。三、本組有感於校史文獻保存之重要性，但諳於本

組對校史文獻之整理、保存、防潮等專業知識及設備顯有不足。」8 月 2 日 ，

校長同意後，將這批文獻與清冊送交特藏組典藏。 

1996 年 8 月 1 日，林振東館長上任，即於 1996 年 9 月 3 日，「呈報有關

建議學校出面徵集『東海大學路思義教堂設計(藍)圖』事宜」，說明：「一、本

校路思義教堂是台灣建築在世界性建築雜誌上露臉的僅有建築物。是棟具有

『文化資財』價值的建築物。二、根據設計者陳其寬老師宣稱：路思義教堂

的原設計曾發表于一九五七年三月號的 Architecture Forum 雜誌上，原是以木

構、『薄殼』理論設計的。然而為遷就台灣當地的環境需要，最後改成 RC 結

構建造，似乎已非『薄殼』建築。目前為止，這仍是個『謎』。三、要解開這

個『謎』，陳其寬老師說：必需具備兩樣東西。其一是鳳後三先生(路思義教堂

的結構力學設計者)的設計書，其二就是營造廠的施工圖。鳳先生已死，路思

義教堂設計圖，下落不明。僅剩下營造廠老板吳艮宗先生的教堂施工圖。陳

其寬老師曾告訴我們建議學校出面徵集保存。以待他日建築學界能解開這個

『謎』。四、去年九月本館黃文興組長經陳老師介紹，認識吳艮宗先生，除作

訪問記錄外，亦借回『東海大學路思義教堂設計(藍)圖』，由黃業強老師進行

電腦複製，以供教學研究之用。目前黃業強老師的繪圖工作已經完成，本館

亦保存一份。惟若能徵集原手繪藍圖，列為本館特藏，對本校將更有意義與

價值。經黃文興組長聯繫，已獲吳艮宗先生的原則同意。五、為表示本校的

誠意與對此事的重視，建議：A.以學校名義出面徵集。B.能舉行正式的贈送儀

式，以示隆重。如於校慶時。C.回贈有紀念意義的禮物。如教堂的黃色琉璃面

磚，以錦緞盒包裝，作為贈送貴賓禮物。此一意念出自陳其寬老師的構想。」 

1996 年 9 月 9 日，館長又於組長會議指示特藏組將「特藏資料展示櫃」

挪移至一樓，方便讀者瀏覽，提高展示效果。特藏組將展示櫃移至大門入口

處，以「特藏櫉窗主題展示」名義，開始進行校史文獻整理的成果展示。展

示「東海名人錄系列」第一本《東海英語教學奠基者--柯安思教授》專輯。 

1996 年 12 月 21 日至 1997 年 1 月 15 日，適逢首任校長曾約農先生逝世十

周年，館長指示，圖書館應以校史文獻典藏單位的名義，舉辦紀念曾校長逝

世十周年「新地平線上--東海老照片展」，特藏組即以「揭示」創校師長的教

育理想，並「激勵」東海人投入鎔鑄傳統的熱誠的觀念，配合辦理與展示(見

當時圖書館發出的「新聞資料」)。 

隨著「典藏組」更名為「特藏組」，陸續進行「校史文獻」的蒐集與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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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也逐漸顯現，加上館內調整各組業務，原置於二樓本校的「學位論文」

與「畢業紀念冊」，併入特藏組典藏的業務中，「校史文獻」的內容越加豐富，

也越加多樣化。 

1998 年 10 月 8 日，總務處將「校史館」及「蔣公紀念館」及其所陳列的

文物列冊，移交圖書館管理，館長將之劃歸於特藏組負責，統籌相關事宜，

校長指派當時校長室秘書陳瑞洲先生到圖書館，支援整理校史文獻，於是「東

海名人錄系列」的文獻整理，得以名正言順的進行。 

1998 年 11 月 19 日，特藏組簽報「『校史文獻』之相關業務範圍與工作項

目」，規劃出「業務範圍」：「『校史文獻』為本組特藏之一，本組負有『校史

文獻』的徵集、典藏、整理與諮詢等工作，其工作性質有如校史檔案館。『校

史館』的性質可以是檔案館，也可以是校務發展簡報資料館。在有關『校史

館』的屬性，尚未釐定與法制化之前，本組謹將『校史館』納為本組『校史

文獻』業務項下之『校史文物展示館』。因此，本組之校史文獻業務統籌有關

『校史文獻』之徵集、典藏、整理、諮詢展示。」對於「『校史文獻』的範圍」

界定為：「1.各單位之公文檔案，如已經結案，具有案例與永久保存價值者。

2.各式會議記錄(如創校籌備相關檔案、董事會議、校務會議、行政會議、教

務會議等之各項會議記錄)。3.校長施政報告書、各式規劃、工作報告書。4.

重要的歷史照片、錄音帶、錄影帶(如校慶及畢業典禮等之照片、校況簡介等)。

5.各單位之出版品(如校刊、本校概況、規章彙編、教職員名錄、學報、學術

會議論文集等)。6.教職員、校友之出版著作。7.各系所畢業生之『學位論文』。

8.學生社團刊物(如歷屆畢業紀念冊、各系學會刊物、其他社團刊物)。9.創校

初期建築文物(如教堂琉璃、學生宿舍檯燈、教職員宿舍燈罩)。10.輿論報導(國

內外報刊雜誌對本校之報導)」。 

1999 年 2 月 23 日，總務處文書組簽請校長同意將該組「經管早期檔案資

料」移交圖書館，理由：「該項早期檔案資料，久己失去使用功能，然對本校

校史，却彌足珍貴，極具重要價值，經協調圖書館樂予珍藏。」該批檔案近

二百個卷宗，是 1971 年之前的文件。這些檔案文件，編纂《東海大學五十年

校史》時，扮演頗重要的角色。 

2000 年 5 月 5 日，文書組將「經管學校早期照片印刷鉛版乙批計九十六

枚」簽請校長同意「移交圖書館庋藏」。原因是：「總務處近因進行『行政中

心』頂樓消防設施改善工程，施工完畢，本組於清理工程廢棄物、復原檔案

室之際，發現有學校早期照片印刷用之鉛版乙批計九十六枚，其內容部份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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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於第一、二屆畢業紀念冊及《東海風》之中，對本校校史深具意義。」 

2008 年 8 月 28 日，總務處將佩蓉館文物遷往「校史館」後，特藏組在<

校史館搬遷備忘錄>記載：1.總務處保管組急於將佩蓉館文物遷往中正紀念堂

校史館。2.圖書館在館長指示下：將校史館文物移回圖書館四樓角間存放。…… 

4.既然有此一空間，可能會將該室當作校史文物的存放空間，想要規劃出可以

展示，似乎有點困難。但是倒是可以將一些姐妹校、或第一會議室的字畫，

以及校園鳥瞰鑲嵌照移往此一空間存放。5.可能也必需考慮要製作清冊或是文

物目錄。 

從上述的文獻記載，可以瞭解，校史文獻的徵集與典藏，和「校史室(館)」

的建置有著密切的關連；不論一開始是由校長室或籌備委員會統籌規劃，這

些文物資料，總會因圖書館具有圖書文獻的專業背景，最後移交圖書館管理，

如 1975 年成立的「校史室」，1986 年成立的「校史館」皆是，甚至是 2008 年

總務處將「佩蓉館」文物遷到「校史館」的地點後，亦移轉成圖書館負責、

管理。 

三、圖書館收藏校史文獻的類型 

圖書館數藏的校史文獻，目前是置放在四樓特藏室與靠工業區的庫房，

約略可歸納出下列幾個大類： 

1.早期文物，有：各單位撤除的單位招牌、奉獻箱、舊書車、中英文打字

機、來賓或姐妹校贈送的紀念品，建築物的模型(校長公館、社科院、陳其寬

木作教堂模型)，校園鳥瞰鑲嵌照(空照圖)，早期幾屆的「畢業生團體照」、「新

地平線上--東海老照

片展」的照片，今日

東大(第一屆畢業典

禮)等。 

2.公文檔案方

面，則有：文書組移

轉前三任校長時期

的部份公文(文稿)，

學校各項工程合約

書，英文信件，校務

發展計劃或白皮

書，評鑑資料，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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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文件，申請增設學系計畫書，東海-懷恩土地訴訟案，上課時間表暨選課說

明，校園整建規劃報告，課程教學計畫，學生缺席週報表等。 

3.會議記錄，有：董事會會議記錄，校務會議記錄，行政會議記錄，系所

主管聯席會議記錄。 

4.學校刊物，有：歷年校刊(東海校刊、東海簡訊、東海新聞、東海雙週

刊、東海校訊)，校史(十年畫刊至東海大學五十年校史共八本)，學報(東海學

報、各學院學報、中文學報)，社團刊物(東風、校園解說員社、葡萄園、東海

采風、學生議壇、思想枝、人間札記、濁水溪、東潮、大度山、成報新聞、

東海夜刊、生活促進會專刊、大度風、東海焦點、自治議論、東海第二春、

野百合通訊、北極星、東海學生團契契刊)。 

5.學校出版品，有：圖書館出版品(圖書館學報、圖書館小叢書、名人錄

系列、線裝書整理系列、圖書館日誌)，系所單位出版品(東海文藝、東海文學、

勞作教育叢書--東海大學勞作風格、東海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專刊、東海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史學會刊、東海經濟論叢、環境科學雜誌、東海化學、東海大

學畜牧學報、工業工程系刊)，路思義教堂紀念集，東海簡介、東海概況，各

學院概況，各系所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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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它：A.學術成果：各系所學位論文、教職員著作、教職同人著作目錄、

圖書館同仁工作成果集目錄彙編。B.輿論剪報：1979 年至 2005 年。C.歷屆畢

業紀念冊。D.教職員名錄。E.日夜間部兼任教師名冊。F.規章彙編、行政章則。 

上述資料類型頗眾，但刊物方

面未能蒐羅齊全，有待校內師長或

校友們的捐贈(或提供複製)。 

四、小結 

有人說：只要願意去做，就永

遠不會太遲；只要你願意往前踏出

一步，就是好的開始。應該就是「亡

羊補牢，為時未晚」的另種說法。

東海「保存學校史料」的觀念與作

法，早在 1955 年 11 月的創校初期，

就已經開始進行；成立「校史室」

以收藏學校各種史料，是在 1975 年

11 月；「校史館」的成立，「保存從

創校到現在之文獻資料」，「校史館

可以表現下列各主題：(一)突出的人物。(二)課程之擴增。(三)相關課程的結

構及關係。(四)大事記」，則在 1986 年 11 月提出的。1994 年「第 118 次校務

會議」，吳福助教授在「校務會議」提議「典藏組」宜「釐清其職掌，改稱『特

藏組』，並擔負『校史文獻』特藏資料之徵集、庋藏與利用任務」，惜「事未

果行」。 

在上述諸多師長的努力爭取與珍惜下，「校史文獻」的保存，已略見成果，

但大部份仍分散在各單位，若從徵集、典藏及整理的作為上來說，仍有待整

合與加強。探討其主要因素，應該是在「校史館」的成立之初，被定位為「陳

列展示」之用的觀念所造成。 

「讀史可以知興替」，上述所列資料，皆從館藏的文獻中整理出來，約略

可以知道圖書館典藏「校史文獻」的由來及經過，典藏資料的多寡、是否整

理、能否提供校內各單位使用，足以影響師長們的關心、認知與支持；資料

蒐集的越加豐富及整理，可以改變典藏單位的業務範疇和單位名稱，使達到

「名實相符」，使用者能從名稱上瞭解其業務和提供的資料內容，方便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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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創刊號選粹 

中國大陸「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華文雜誌創刊號--《遺傳學報》 

陳惠美 ∗、謝鶯興 ∗∗ 

館藏《遺傳學報》(半年刊)，是「遺傳學報編輯委員會」編輯，北京「科

學出版社」在 1974 年 6 月出版的「第一卷第一期」。封面、封底及<目錄>均

標示「1974 年第 1 卷第 1 期」。 

 
該刊未見<創刊詞>、<發刊詞>、<編輯的話>或<徵稿啟事>等資料，這種

「第 1 卷第 1 期」是否就是「創刊號」、「改刊號」或「重新發行」呢？ 

李紹武等<《遺傳學報》30 年回顧與展望>1對於《遺傳學報》的發展變革，

在「遺傳學報的發展歷程」說： 

1951 年 7 月，中國科學院建立了遺傳選種實驗館，1956 年改為植物研

                                                 
∗ 僑光科技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 東海大學圖書館流通組組員 
1 署名的作者排序：李紹武、周素、薛勇彪、朱立煌，刊於《遺傳學報》第 30 卷第 4

期，2003 年 4 月，頁 38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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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遺傳研究室，1959 年 9 月 25 日，植物所遺傳室與動物所遺傳組

合併，組建中國科學院遺傳研究所……。1971 年，中國科學院遺傳研

究所創辦了《遺傳學通訊》，1975 年改為《遺傳與育種》，1979 年改為

《遺傳》。1973 年，中國科學院遺傳研究所又創辦了遺傳專業高級學

術刊物《遺傳學報》。……30 年來，《遺傳學報》由半年刊(1974)、季

刊(1975~1981)、雙月刊(1982~1999)發展到月刊( 2000~)，正文用紙

由新聞紙、膠版紙到銅版紙，由黑白版到彩版，由單一的印刷版發展

到印刷版與網絡版共存，由單一的中文版到中英文混排、向英文版過

渡，由小開本改為大開本。…… 

敘述《遺傳學報》的創立，是要成為「遺傳專業高級學術刊物」，記載「1971

年中國科學院遺傳研究所創辦了《遺傳學通訊》」，又說「1973 年中國科學院

遺傳研究所又創辦了遺傳專業高級學術刊物《遺傳學報》」；對於出刊的周期，

前後歷經半年刊、季刊、雙月刊、月刊的變革，其中的「半年刊」標誌著「1974」，

似乎未能確實的說明清楚。 

「英文版維普資訊網」關於《遺傳學報》的記載，說：「本刊是中科院遺

傳所和中國遺傳學會共同主辦的全國性學術期刊，1974 年創刊」，「互動百科」

在「遺傳學報」條記載著：「本刊是中科院遺傳所和中國遺傳學會共同主辦的

全國性學術期刊，1974 年創刊」。 

查「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世紀期刊)」收錄《遺傳學報》，標示：「主 辦 ：

中國科學院遺傳所；中國遺傳學會」、「刊期：月刊」、「創刊時間：1974」，依

其羅列的期數，有「1974 年第 1 期」，顯現的目次內容，與館藏<目次>完全一

樣，可知「1974 年第 1 期」應是「創刊號」。 

該刊除未見「發刊詞」之類的資料外，較為特別的，即是也無任何的「語

錄」，同時，第一篇<批林彪篡黨奪權的理論綱領「天才論」>，說「林彪篡黨

奪權、復辟資本主義的政治綱領，是『復禮』，而『復禮』的理論綱領，是他

的『天才論』」，從「林彪的『天才論』和孔老二的『天命觀』是一脈相承」、

「林彪的『天才論』是反自然科學的一派胡說」、「林彪的『天才論』是反動

的『優生學』的一個變種」等三方面批判林彪，雖然作者認為自己是「從舊

社會過來的老年知識分子，中毒很深」，因而「需要努力學習，積極參加批林

批孔運動，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才能在教育革命和學科改造中，貢獻出

自己的一份力量」，顯現他撰寫該篇仍在其時代性--「階級鬪爭和路線鬪爭」

的現實狀態進行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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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錄 

<《遺傳學報》約稿函>2說：「《遺傳學報》是中國遺傳學會和中國科學院

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主辦、科學出版社出版的高級學術刊物」，投稿的範

圍是「遺傳學、細胞生物學、發育生物學、基因組與生物信息學、分子進化

等領域」，雖然是 2005 年的稿約，但 1974 年「創刊號」收錄的篇目也已經朝

向這種「遺傳專業高級學術刊物」的走向。但仍不能免俗的有<批林彪篡黨奪

權的理論綱領「天才論」>、<批林彪篡黨奪權的理論綱領「天才論」>這種政

治性的文章。 

目錄 

批林彪篡黨奪權的理論綱領「天才論」……李汝祺( 1 ) 

《矛盾論》對遺傳學工作的指導意義……方宗熙( 7 ) 

為革命選育小麥新品種的體會……李德炎( 16 ) 

烟草花粉植株後代鑒定……

中國農業科學院烟草研

究所育種組、中國科學

院植物研究所五室形態

組( 26 ) 

我們是怎樣做玉米雜種優勢

研究的……天津市薊縣

下倉公社大楊各庄大隊

科技隊( 40 ) 

八倍體小黑麥的育種……北

京市農業科學研究所作

物室多倍體小組( 46 ) 

植物原生質體的游離和融

合……中國科學院遺傳

研究所五室二組( 59 ) 

用蘇木精壓片法研究小白鼠

精子發生過程中細胞核

的變化……何適國、郝水( 69 ) 

                                                 
2 見《遺傳學報》第 32 卷第 8 期，頁 794，2005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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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季稻是怎樣演變來的？……中山大學生物系遺傳組( 82 ) 

蠶豆病病因發病原理探討 III. 紅細胞 6-磷酸葡萄糖脫氫酶染合子的研究……

社傳書( 92 ) 

花生主要性狀遺傳力和相關性的研究……甘信民、江淑芳、魯蓉蓉( 99 ) 

陸地棉早熟性的指示性狀的遺傳估計……趙倫一、陳舜文、徐世安( 107) 

綜述評論 

細胞融合……鄭國錩(17) 

貳、批林彪篡黨奪權的理論網領「天才論」 

批林彪篡黨奪權的理論綱領「天才論」 

李汝祺(北京大學生物系) 

叛徒、賣國賊林彪篡黨奪權、復辟資本主義的政治綱領，是「復禮」，而

「復禮」的理論綱領，是他的「天才論」。為了更有力地批判他的「克己復禮」，

必須揭露、批判他的「天才論」。下面我從哲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三個方

面進行初步的批判。 

一、林彪的「天才論」和孔老二的「天命觀」是一脈相承 

毛主席教導說：「凡是要推翻

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論，總要

先做意識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

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

樣。」 

林彪這個長期隱藏在黨內的

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

兩 面 派，為了 篡 黨、篡軍、篡 政 ，

復辟資本主義，多年來就大力宣揚

唯心論的「天才論」，曾經欺騙了

一些人。其所以在我國知識界還有

一定的市場，一定的社會基礎，尋

根追底，是因為孔丘在兩千多年前

所鼓吹的「天命觀」的流毒，遠未

得到肅清。它在我們中間腐爛發

臭，並且毒害我們。批林必須批

孔，不如此，說不能把上層建築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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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裡的社會主義革命進行到底。 

孔老二的「天命觀」可以用他的門徒兩句話概括起來：「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孔丘的祖先原是宋國的沒落貴族，屬於殷商奴隸主的後人。他的世

界觀繼承了殷商和西周統治階級的「天命」思想。這種思想在當時起著兩重

作用：一方面它宣傳「天人合一」，把統治者說成是「君權神授」，是奉天承

運來管理人間事物的。另一方面，對被統治者奴隸們來說，則起著麻醉和束

縛作用，成為一種精神枷鎖。 

「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不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孔老二的

「天命觀」，之所以按後來歷代統治者所擁護，正是由於它符合了反動統治階

級的利益。而歷代維護統治階級利益的反動文人和知識界，則通通歷史的「編

寫」和文藝的「創作」，把這個春秋末年主張復古倒退的頑固不化的孔老二，

大捧特捧，奉為鼓吹唯心論的「天才論」的老祖宗。 

孔老二確實是也把自己吹噓為「生而知之」的天才和聖人，說什麼：「生

而知之者上也」，「天生德於予」等等騙人的鬼話。他的徒孫孟軻更加露骨地

宣傳先知和天才，說什麼：「人之所不學而能者，其良能也；所不慮而知者，

其良知也。」「良知」、「良能」的意思是說：人的知識和能力，都是人生成的

本性，因而不用通過學習，也無須接觸外界事物，就具有先驗的性質。孟軻

還說：「天之降才」，把「天」和「才」連到一起，正借以說明它是「天賦」

的不是後天才有的。 

林彪這個孔老二的忠實信徒，就是從孔孟裡撿拉起了這些破爛貨色，作

為他反革命的理論綱領「天才論」的根據的。他不是這樣說過嗎？「我認為

人有兩個方面：一方面是天生的問題」，這顯然是孔丘「天命觀」的翻版。他

又說什麼：「我們應該用我們的天才去想解決困難的辦法……只要我們的理智

的頭腦去想，一定有辦法的」，「不能不承認天才」，「先知先覺是有的」。他還

說：「我的腦袋長得好，……特別靈」，和勞動人民的不一樣，有「天壤之別」

等等。這與孔老二所說的「生而知之者上也」和「唯上智與下愚不移」等謬

論，不是同出一轍嗎？ 

人的智慧和才能，是屬於人的自然本質，是先天固有的，還是後天獲得

的，是否有階級性和社會實踐性？這個問題，歷來是兩個階級、兩條路線、

兩種世界觀反復鬪爭的一個問題，也是在哲學上唯物論的反映論同唯心論的

先驗不可調和的根本對立。 

魯迅曾給予所謂「天賦的天才」這套謬論以辛辣的諷刺。他說：「其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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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天才，在生下來的時候第一聲啼哭，也和平常的兒童一樣，決不會就是一

首好詩」。魯迅的這一批判，尖銳地戳穿了「生而知之」的謊言。 

毛主席早在一九三七年發表的《實踐論》中就已指出：「馬克思以前的唯

物論，離開人的社會性，離開人的歷史發展，去觀察認識問題， 因此不能了

解認識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即認識對生產和階級鬪爭的依賴關係。」後

來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裡來的》這篇光輝著作中，又說：「人的正確思想

是從哪裡來的？是從天上掉下來的嗎？不是。是自己頭腦裡固有的嗎？不

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來，只能從社會的生產鬪爭、階級鬪

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來。」毛主席這些偉大教導最精闢地、最深刻地

闡明了辯證唯物論的認識論，同時也是對林彪所鼓吹的唯心論的天才論最有

力的批判。 

誠然，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也曾經提到過天才，但是，這裡所說的天

才孔孟和林彪之流所鼓吹的天才、所說的「天之降才」，是截然不同的，是完

完全全兩回事。如上所述，馬克思主義的認識論，是以實踐為基礎的，也就

是革命的能動反映論。它闡明了人的認識是在廣大勞動人民的社會實踐的基

楚上主觀對客觀的反映。…… 3 

二、林彪的「天才論」是反自然科學的一派胡說 

林彪恬不知恥地說他的「腦袋長得好」是「爹媽給的」，言外之意是這個

自稱為「天馬」的蠢驢在才能和知識上和別人不同，是來自於他的爹媽，即

所謂他的祖先的遺傳。送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談。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他所

說的「祖先」，所說的「遺傳」究竟是指什麼？如果說祖先指的是人類的祖先，

即以「類人猿」到「猿人」之類的祖先，那麼人類的大腦，確實有過幾度的

飛躍，造成現代人和「猿人」在質上的巨大差別。恩格斯說：「首先是勞動，

然後是語言和勞動一起，成了兩個最主要的推動力，在它們的影響下，猿的

腦髓就逐漸地變成人的腦髓」。但是人類一旦完成這個飛躍，起了質的變化，

它就已經具有抽象思維的能力了。然後，由於人類的社會實踐是無限的，所

以認識能力也是無限的。…… 

三、林彪的「天才論」是反動的「優生學」的一個變種 

林彪所鼓吹的「天才論」是他這個地主資產階級反動思想體係中一種傳

統的產物。它在政治上是反動的，思想上是唯心的，在社會科學方面，只不

                                                 
3 該篇篇幅過長，編者採取刪節方式處理。 



華文創刊號選粹 

 71

過是反動的「優生學」的拙劣的變種。…… 

在過去，我總認為「優生學」之類的反動謬論，只是為帝國主義民族侵

略服務的。經過學習毛主席的教導：「民族鬪爭，說到底，是一個階級鬪爭的

問題」以及和這次對林彪的「天才論」的批判，才使自己進一步認識到「優

生學」和它的變種「天才論」的最惡劣的本質。它們都是為反動統治階級愚

弄、蒙蔽和從精神上毒化人民群眾服務的，它的要害就在於為反動統治階級

對外發動侵略戰爭，對內實行法西斯統治製造理論根據。 

這些認識和思想的變化，使我深深體會到，必須徹底從自己頭腦中清除

「優生學」、「天才論」的流毒，這不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階級鬪爭和路線

鬪爭的問題，是世界觀的問題。毛主席說：「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

如果不認真讀馬列和毛主席

著作，不把革命大批判與自

己的世界觀改造結合起來，

就不會真正提高路線鬪爭的

覺悟，就不能用階級鬪爭的

觀點，用階級鬪爭的方法看

待一切，分析一切，就是當

真理碰到鼻尖上的時候還是

沒有得到真理。 

以上批判，雖然做得很

不夠，但它却深刻地觸及了

我個人的學術思想和世界觀

改造的問題。像我這樣從舊

社會過來的老年知識分子，

中毒很深，更加需要努力學

習，積極參加批林批孔運

動，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

不斷肅清流毒。只有這樣，

才能在教育革命和學科改造

中，貢獻出自己的一份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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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櫃線裝書目 

館藏張學良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錄．子部儒家類、兵家類、

法家類暨術數類 

陳惠美 ∗、謝鶯興 ∗∗ 

儒家類 

○張《荀子》二十卷附《荀子校勘補遺》一卷六冊，周荀況撰，清謝墉校勘補遺，

《四部備要》袖珍古書讀本，民國二十四年上海中華書局據嘉善謝氏

本校刊聚珍仿宋版，C01.1(a1)/(L)4620(E02.6/5045-01) 

附：清乾隆五十一年(1786)謝墉<序>、唐元和十三年(818)楊倞<荀子序>、<

荀子新目錄>、<荀子讎校所據舊本并參訂名氏>(篇末題「嘉善謝墉金

圃輯校」)、丙午(乾隆五十一年，1786)錢大昕<跋>。 

藏印：無。 

板式：細黑口，雙魚尾，四邊單欄。

半葉十三行，行二十字；小

字雙行，行二十字。板框 8.6

×12.2 公分。板心上方題「荀

子」，雙魚尾間題卷次及葉

碼，板心下方題「中華書局

聚珍仿宋版印」。 

各卷首行上題「荀子卷

第○」，下題「嘉善謝氏校

本」，次行下題「唐登仕郎

守大理評事楊倞注」(卷八及

卷十四無此行)，三行為篇

名，卷末題「荀子卷第○」。 

封面書籤題「袖珍古書

讀本 荀子」。扉葉題「荀

子」，後半牌記依序題「四

部備要子部」、「上海中華書

                                                 
∗ 僑光科技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 東海大學圖書館流通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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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據嘉善謝」、「氏本校刊」、「桐鄉 陸費逵總勘 杭縣 高 時 顯

吳 汝 霖 輯校 杭

縣 丁輔之監造」。欄外左題「版權所有不許翻印」。 

按：1.卷二十<堯問篇>末收劉向<荀卿新書敘錄>。 

2.錢大昕<跋>云：「荀卿子書，世所傳唯楊倞注本，明人所刊，字世

踳譌，讀者病之。少宗伯嘉善謝公，視學江蘇，得餘姚虞學士抱經

手校本，歎其精審，復與往復討論，正楊注之誤者若刊條，付諸剞

劂氏，而此書始有善本矣。」 

○張《呻吟語》六卷六冊，明呂坤撰，明劉言謹、張庚、盧宗泰、徐元化、劉言

訒、徐鳴珂、喬警韋、張文等仝校，民國四十九年吳家元據明刊本景

行，C01.41/(p)6045-3 

附：民國四十九年(1960)天右任<序>、明萬曆癸巳(二十一年，1593)呂坤<

呻吟語序>、<呻吟語目錄>、<呻吟語校正姓氏>、民國四十九年(1960)

吳家元<重印呻吟語緣起>。 

藏印：「毅庵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十九字。板框 9.9×14.7 公分。板

心上方題「呻吟

語」，魚尾下題

「卷○之○」及

葉碼。 

各卷首行上

題「呻吟語卷之

○」次行下題「寧

陵呂坤叔簡父

著」，三行題「內

篇」(第四卷以後

題「外篇」)，第

四行為篇名，卷

末題「呻吟語卷之○終」。 

按：1.<呻吟語校正姓氏>題：「門人劉言謹校正」，「張庚」、「盧宗泰」、「徐

元化」、「劉言訒」、「徐鳴珂」、「喬警韋」、「張文同校」，「男呂知畏」、

「呂知思」、「孫呂聲宏」、「呂聲洋同錄」。 

2.各卷依其收錄的篇目各分為若干子卷，如卷一收性命、存心、倫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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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道四篇，即分為卷一之一至卷一之四等四子卷。 

○張《東塾讀書記》十五卷六冊，清陳澧撰，民國十七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C01.5/(q3)7535 

附：清同治十年(1871)<自述>、清廖廷相<識>、<東塾讀書記目錄>。 

藏印：「張學良」方型硃印、「毅庵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左右雙欄。無界欄。半葉十四行，行二十八字；

小字雙行，行二十八字。板

框 12.2×17.2 公分。板心上

方題「東塾讀書記」，魚尾

下題卷次、篇名(如「卷一

孝經」)及葉碼，板心下方

題「掃葉山房藏版」。 

各卷首行上題「東塾讀

書記卷○」，下題「番禺陳

澧撰」，次行題篇名，卷末

題「東塾讀書記卷○終」。 

函套書籤及封面書籤

皆題「東塾讀書記」、「上

海掃葉山房發行」。 

函套內頁鉛筆題「四十

七年一月新幣乙百五十元

購于台北舊書市」。 

扉葉右題「番禺陳澧

撰」，左題「上海掃葉山房

發行」，中間書名大字題

「東塾讀書記」。後半葉上題「民國十七年石印」，中間圓型牌記題

「掃葉山房」，左下題「總發行所 上 海

北 市 棋盤街掃葉山房」。 

按：1.<東塾讀書記目錄>載全書二十五卷，惟卷十三西漢、卷十四東海、

卷十七晉、卷十八南北朝、卷十九唐五代、卷二十宋等卷皆小字題

「未成」。卷二十二遼金元小字題「以下未成」，即卷二十二至卷二

十五皆未成稿。實僅十五卷。 

2.卷九禮記缺第一葉。 



專櫃線裝書目 

 75

兵家類 

○張《孫子十家注》十三卷附畢以珣《孫子敘錄》一卷鄭友賢《遺說》一卷六冊，

宋吉天保輯，清孫星衍、吳人驥同校，袖珍古書讀本，民國二十四年

上海中華書局據平津館本校刊聚珍仿宋版，C02/(n)4012 

附：魏武帝<孫子序>、清孫星衍<孫子兵法序>、<孫子本傳>、宋鄭友賢<

孫子十家註遺說序>。 

藏印：無。 

板式：細黑口，雙魚尾，四周單欄。半葉十三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字。板框 8.6×12.0 公

分。板心上方題「孫子」，雙

魚尾間題卷次及葉碼，板心下

方題「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

印」。 

各卷之首行題「孫子十家

注卷○」，次行題「賜進士及

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袞

沂曹黃河兵備道孫星衍」、「賜

進士出身署萊州府知府候補

同知吳人驥同校」，卷末題「孫

子十家注卷第○」。 

封面書籤題「袖珍古書讀

本」、「孫子」、「冊○」。 

扉葉題「孫子」，後半葉

牌記由右至左依序題「四部備

要」、「子部」、「上海中華書局

據平津館」、「本校刊」、「桐鄉 陸費逵總勘」、「杭縣 高 時 顯

吳 汝 霖 輯校」、「杭

縣 丁輔之監造」。欄外左下題「版權所有不許翻印」。 

按：1.孫星衍<孫子兵法序>云：「此本十五卷，為宋吉天保所集，見宋藝文

志，稱十家會注。……曩予游關中，讀華陰嶽廟道藏，見有此書，

後有鄭友賢遺說一卷。友賢亦見鄭樵通志，蓋宋人。又從大興朱氏

處見明人刻本，餘則世無傳者。國家令甲，以孫子校士，所傳本或

多錯謬，當用古本，是正其文。適吳念湖太守，畢恬溪孝廉，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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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學，所得或過于予，遂刊一編以課武士。」 

2.鄭友賢<孫子十家註遺說序>云：「頃因餘暇，撫武之微旨，而出於

十家之不解者，略有數十事。託或者之問，具其應答之義，名曰十

註遺說。學者見其說之有遺，則始信益深之法，不窮之言，庶幾大

易不測之神矣。」 

○張《孫子集註》十三卷四冊，明談愷撰，《四部叢刊》本，民國二十一年上海

商務印書館據江南圖書館藏明嘉靖刊本景行，C02/(p)0992  

附：明嘉靖乙卯(三十四年，1555)談愷<孫子集註序>。 

藏印：「毅庵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白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字。

板框 9.8×13.9 公分。板心上

方題「孫子集註」，魚尾下題

「卷之○」及葉碼，板心下

方題刻工名字(如卷一題劉

佺、介、戴銳、廷、帥廷、

天、倫、銳、仰)。 

各卷首行上題「孫子

集註卷之○」，次行題篇

名，卷末題「孫子集註卷之

○」。 

封面書籤題「孫子集

註」，藍筆題「張學良」。 

扉葉左題「四部叢刊

子部」，右為大字書名題「孫

子十家集注」，後半葉牌記

題「上海涵芬樓借江南圖書

館藏明嘉靖刊本影印原書

版匡高營造尺六寸五六分

寬四寸五分」。 

按：1.卷一首葉右欄外硃筆題「廿

六年□月廿四日于雪竇」。 

2.書眉間見硃筆、墨筆批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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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孫子十家注》附畢以珣《敘錄》一卷鄭有賢《遺說》一卷六冊，周孫武撰，

宋吉天保集，清孫星衍、吳人驥、王詒壽、陳銛、金肇麒、許誦禾、

孫瑛、徐鼎勳、章乃錫、沈琮寶等同校，清光緒三年(1877)浙江書局

據孫氏平津館本重校本，C02/(a)1213-2 

附：清孫星衍<孫子兵法序>、宋鄭友賢<孫子十家註遺說序>、魏武帝<孫

子序>、<孫子本傳>。 

藏印：「毅厂珍藏」長型白文硃印。 

板式：白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

二十一字。板框 13.4

×18.2 公分。魚尾下

題「孫子十家註卷

○」及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

「孫子十家註卷

○」，次行題「賜進

士及第署山東提刑

按察使分巡袞沂曹

黃河兵備道孫星

衍」、「賜進士出身

署萊州府知府候補

同知吳人驥同

校」，卷末上題「孫

子十家註卷○

終」，下題「總校王

詒壽分校 許 誦 禾

金 肇 麒 同校」

(卷三至卷六題「總

校王詒壽分 孫   瑛

徐 鼎 勳 同校」。卷七至卷九題「總校王詒壽分 章 乃 錫

金 肇 琪 同校」。卷

十至卷十三題「總校王詒壽分 沈 琮 寶

陳  銛 同校」)。 

扉葉篆字書名題「孫子」，後半葉牌記題「光緒三年(1877)浙江

書局據孫氏平津館本重校刻」。 

按：1.<孫子敘錄>及<孫子十家註遺說>之卷末皆題「總校王詒壽分校 陳   銛

金 肇 麒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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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孫吳司馬法》三卷一冊，周孫武、吳起等撰，魏武帝注，清光緒十五年(1889)

浙江書局刻本，C02/(a)1213-1  

附：清庚申(嘉慶五年，1800)孫星衍<序>、

<魏武帝註子孫子序>。 

藏印：「毅厂珍藏」長型白文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

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字。板框

13.1×18.1 公分。板心上方題「武經」，

魚尾下題各書名(如「孫子」)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魏武帝註孫子卷

○」(或「吳子卷○」、「司馬灋卷

○」)，次行為篇名次第，卷末題「魏

武帝註孫子卷○」(或「吳子 卷 ○」、

「司馬灋卷○」)。 

封面硃筆題「張學良」。扉葉書

名題「孫吳司馬灋」，後半葉牌記題

「光緒十五年(1889)浙江書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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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孫星衍<序>云：「孫子三卷，魏武帝注吳起二卷，司馬灋三卷，皆宋

雕本。嘉慶五年(1800)三月屬顧茂才廣圻影寫刊版行世，為之序。」

又云：「嘗讀華陰道藏手錄孫子十家注本，刊於厯下。又得明洪武時

進士劉寅直解武經三書，校此本，大略相同，補其缺葉。寅凡例以

為因宋國子司業朱服校定之舊，是宋本如此。寅又据舊本增訂數處，

蓋宋時別耳。此本既影寫上版，宋人缺筆字及不合六書字體，皆仍

其舊。每篇有卷上中下，題識又不分卷，亦因之。板心注明補葉，

不惑後人。當與顧茂才商搉作音義附後。」 

2.書中間見硃筆句讀圈點，書眉間見硃筆批註。 

○張《武經集要》不分卷一冊，清徐亦訂，清同治元年(1862)刊本，C02/(q2)2810 

附：清同治元年(1862)徐亦<敘>、徐亦<武經集要目錄>。 

 

藏印：「毅厂珍藏」長型白文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板框 13.1×18.3 公分。

板心上方題「武經」，魚尾下間題「圖」(或空白)及葉碼。 

各圖之圖名題於上方(如「收馬圖式」)，文則題於首行(如「從

容中道圖說」)。 

按：1.是書收：射圖說、步射要訣、學射心法、內法八條、外法二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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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箭集要、騎射十八字。 

2.是書圖文兼收。無牌記可定刊刻

時代，惟徐亦<敘>篇末署「同

治元年(1862)」，故據以著錄為

「同治元年刊本」。 

法家類 

○張管子二十四卷附文評一卷八冊，周管仲

撰，唐房玄齡注，袖珍古書讀本，

民國二十四年上海中華書局據明

吳邵趙氏本聚珍倣宋版，

C03/(L)3002 

附：明萬厯壬午 (十年，1582)趙用賢<

管子書序>、漢劉向<管子敘錄

>、<管子凡例>、<管子目錄>。 

藏印：無。  

板式：細黑口，雙魚尾，四邊單欄。

半葉十二行，行十九字；小字雙

行，行十九字。板框 8.4×12.1 公

分。板心上方題「管子」，雙魚尾

間題「卷○」及葉碼，板心下方

題「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印」。 

各卷首行上題「管子卷第

○」，下題「明吳邵趙氏本」，次

行下題「唐司空房玄齡注」，卷末

題「管子卷第○」。 

封面書籤題「袖珍古書讀

本」、「管子」、「冊○」。 

扉葉後半葉牌記由右至左依

序題「四部備要」、「子部」、「上

海中華書局據明吳郡」、「趙氏本

校刊」、「桐鄉 陸費逵總勘」、「杭

縣 高 時 顯

吳 汝 霖 輯校」、「杭縣 丁輔之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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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欄外左下題「版權所有不許翻印」。 

按：1.<管子凡例>云：「管子注出房玄齡，或云出唐國子博士尹知章。其訛

謬穿鑿，日抄論之甚詳矣。蘆泉劉氏績間為補定，簡明貫穿，多所

發明。第宋本俱不載，而近刻舛錯，每每至不可句。今據宋本校定，

而劉績所注，其最切當者，列之篇首，皆冠以按字。其間有愚見所

標注者，亦雜見篇首，得百一耳。」即指書眉「劉績曰」、「按」。 

○張韓非子二十卷附顧廣圻韓非子識誤三卷六冊，周韓非撰，袖珍古書讀本，民

國二十四年上海中華書局據吳氏影宋乾道本聚珍倣宋版，C03/(a)4411 

附：<韓非子序>(篇末題「乾道改元 [1165]中元日黃三八郎印」)、清嘉慶

二十四年(1819)吳鼒<序>、<韓非子目錄>、清嘉慶廿一年(1816)顧廣

圻<韓非子識誤序>、清已卯(嘉慶二十四年，1819)顧廣圻<韓非子識

誤跋>。 

藏印：無。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三行，行二十字；小字單行，

行二十字。板框 8.3×12.1 公分。

板心上方題「韓非子」，魚尾下題

「卷○」、葉碼，板心下方題「中

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印」。 

各卷首行上題「韓非子卷第

○」(「韓非子識誤」則題「韓非

子識誤卷○」)，次行題各卷收錄

的篇名，卷末題「韓非子卷第

○」。 

封面書籤題「袖珍古書讀

本」、「韓非子」、「冊○」。 

扉葉後半葉牌記由右至左依

序題「四部備要」、「子部」、「上

海中華書局據吳氏影」、「宋乾道

本校刊」、「桐鄉 陸費逵總勘」、

「杭縣 高 時 顯

吳 汝 霖 輯校」、「杭縣 丁輔之監造」。欄外左下題「版權所有不

許翻印」。 

按：1.吳鼒<序>云：「翰林前輩夏邑李書年先生，好藏古書精槧，而宋乾道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50 期 

 82

刻本韓非子，尤其善者。嘉慶辛未(十六年，1811)，先生方為吾省

希政使，察賑鳳潁，鼒以後進禮謁於塗次，求借是書。先生辭以在

里中。又六年丙子(二十一年，1816)六月，余在揚州，先生督漕淮

上，專使送是冊來。迺屬好手影鈔一本，以原本還先生。明年(二十

二年，1817)丁丑五月，攜至江甯，孫淵如前輩慫恿付梓。又明年戊

寅(二十三年，1818)五月刻成，而淵如已歸道山，可痛也。是本為

明趙文毅刻本所自出，却有以他本改易處。元和顧君千里實為余校

刊。千里十四年前，已見此冊，抉摘標舉，具道此槧之所以善，宋

槧誠至寶，得千里而益顯矣。千里別有識誤三卷，出以贈余，附刻

書後，仍歸之千里。」 

2.顧廣圻<韓非子識誤序>云：「予之為韓子識誤也，歲在乙丑(嘉慶十

年，1805)，客於揚州。太守陽城張古餘先生許宋槧本，太守所借

也，與予向所得述古堂影鈔正同，第十四卷失第二葉，以影鈔者補

之。前人多稱道藏本，其實差有長於趙用賢刻本者耳，固遠不如宋

槧也。宋槧首題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亦頗有誤。通而論之，

宋槧之誤由乎未嘗校改，故誤之迹往往可尋也。而趙刻之誤，則由

乎凡遇其不解者必校改之。於是而并宋槧之所不誤者，方且因此以

至於誤，其宋槧之所誤又僅苟且遷就，仍歸於誤，而徒使可尋之迹

泯焉，豈不惜哉。予讎勘數過，推求彌年，既窺得失，乃條列而識

之；不可解者，未敢妄說。庚午(嘉慶十五年，1810)在里中，友人

王子渭為之寫錄，閒有所論。厥後攜諸行篋，隨加增定。甲戌(嘉

慶十九年，1814)以來，再客揚州，值全椒吳山尊學士知宋槧之善，

重重刊以行，復舉識誤附於末。」 

術數類  

○張牙牌神數十種不分卷一冊，民國十三年上海廣益書局刊本，C07.3/(r)3857 

附：<蘭閨清玩序>。 

藏印：「毅庵藏書」方型硃印、「劉華清印」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無界欄(有分上三格下三格者，有上下兩欄者，

有上四格下四格者不等)。各格行數字數不一，字體大小亦不一。半

葉板框 11.4×17.0 公分。板心上方題「牙牌靈數十種」，魚尾下題各種

之名稱及葉碼。 

扉葉右題「中華民國十三年」，左題「上海廣益書局印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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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書名大字題「牙牌神數十種」。  

 

按：是書收：蘭閨清玩、牙牌靈籤、諸葛武侯金錢卦、白鶴神相法、稱骨

歌、六壬時課、關帝籤詩、觀音靈籤、先天易數、鬼谷子先生響卜

法等十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