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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稿約 

一、本刊以報導東海大學圖書館業務動態為主，包括館藏資源介紹及利用、本館

史料的輯述、館員經驗與業務發展報告、活動概況與側記。提供圖書暨資訊

科學新知、專題書目索引選介、圖書出版訊息(包括書刊與資料庫的選介)、

圖書館界相關訊息。 

二、歡迎各界人士惠賜具有學術價值的文章，來稿請附「註釋」及「參考書目」。 

三、館外人士賜稿，本刊一律匿名委送外審，凡經審查合格者，將個別通知刊載。 

四、來稿一經同意刊載，若欲改投他處者，請先告知，以便撤稿作業。 

五、本刊因經費不足，歉難致贈稿費，惟賜稿一經採用，即贈抽印本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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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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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示作者簡歷與通訊地址、電話號碼，以便連絡。 

七、本刊同時發行紙本式與電子版兩種，電子版連結方式：由「東海大學圖書館

網頁」連結「本館館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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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寶環先生工作錄 

1956 年 9 月圖書委員會主席 J.Theron Illick 與沈先生致<全體教授函> 

To all University Teaching Staff 

Any member of the teaching staff should feel free to order books for 

the Library. The procedure is as follows: 

1.Give the name of book(s) ,  author(s) ,  publ isher(s) and price i f  

possible to your department head. 

2.If the department head considers the book(s) necessary he will pass 

on the request to the Dean concerned. 

3.If the Dean considers the book(s) necessary for the library he will 

pass on the request to the Librarian to check for duplication and to keep a 

copy of the order for his records. 

4.After the Librarian has checked the order for duplication and has 

retained the list for his record, he passes on the order to the Comptroller. 

5.The Comptroller will check the book order for proper signatures. If 

the proper signatures have been affixed the Comptroller will process the 

order at once and send to the Board office in New York. 

J. Theron Illick Chairman, Library Committee 

H.B.H. Seng Librarian. 

 

1956 年 9 月圖書委員會主席 J.Theron Illick 與沈先生致<全體教授函> 

採編組  陳婷婷譯 

致全體教授 

每位老師都有替圖書館訂書的權利，購書程序如下： 

1.請將書名，作者，出版者，以及價格(如果有價格的話)，提供給系

主任。 

2.假如系主任審核認為確有購買的需要，將訂單提給院長。 

3.假如院長審核後也認為圖書館確實需要購買此書，則將訂單提給圖

書館，由圖書館查核複本，並做好複本控制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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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複本查核之後，則做好訂購檔的維護，並將訂單轉給會計。 

5.會計審核訂單上是否已有必要的簽名(系主任、院長、圖書館長等)，

如果確實已有簽名無誤，則即刻向紐約的 Board Office 發出訂單 

圖書館委員會主席  J. Theron Illick 

圖書館館長        沈寶環 

 

1956 年 10 月 13 日沈先生參加圖書委員會會議記錄 

中  國  圖  書  館  學  會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臺 灣 臺 北 

TAIPEI TAIWAN 

中  國 

CHINA 

Library Committee Meeting Oct. 13, 1956 

Chairman    Dr. C. B. Malone 

Secretary    Dr. H.B.H. Seng 

Present     Dr. Fenton Babcock, Dr. J. T. Illick,  

Miss E. Priest Miss Anne Cochran 

Prof. Iding Chia Ping Prof. Mou Chung Sen 

Dr. T. Y. Wu. 

Opening Prayer conducted by Dr. Malone 

Report of the Librarian: 

1. Library Collection 

2.Gifts 

3.Student 

4.Mrs. Malone is welcome to work part Time for the library. 

New Business: 

1.Library hours 

Mon.--------through Saturday 

AM8:00-----12:00 



沈寶環先生工作錄  

 3

PM1:30------5:30 

PM7:00-----10:00 

Sun. 

PM1:30------5:30 

PM7:00-----10:00 

2.Library circulation regulations 

a. Each student is allowed to borrow 10 books for a period of two 

weeks.  Borrowed books may be renewed once.  Student  I .  D.  

card should be presented at the charging desk.  

b. Each faculty member may borrow 10 titles, not more than 100 

books for  a  per iod of  four  weeks .  Borrowed books may be 

renewed once. 

c. Circulating hours for the reserve books are to be recommended 

by the professors concern. 

d. Reference books and rare books are not for loan. 

e. All books taken out of the library are subject to recall by the 

Librarian at any time. 

3.Book ordering procedure. 

Book ordering procedure recommended by 1955 Library. 

Committee were circulated. 

The Committee felt that the procedure should be simplified. 

It was moved by Dr. Babcock that “ The Book order procedure 

stand for the time being pending revision. After a report by the 

Controller on the book budget and also the librarian makes out an 

order form.” 

4.Book list pending discussion and approval. 

Book list made by Porf. Liang of the History Dept was discussed. 

The librarian was asked to send letters to sister colleges in Japan 

and Hong Kong to make inquiries. 

5.Distribution of book 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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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 Priest  reported that  a plan further dist r ibut ion would be 

ready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The librarian is requested to make a 

report on the general practice of oth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6.Other Moves. 

Dr. Babcock moves that study space should be arranged in other 

buildings. He will see Dr. Yang about the appointment of student 

workers to take care of the auxiliary reading rooms. These rooms 

are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librarian. 

7. Dr. Wu moved(Dr. Wu 提案) 

That the Library Building should get started of the nearest future. 

 

1956 年 10 月 13 日沈先生參加圖書委員會會議記錄 

採編組  陳婷婷譯 

主席     Dr. C. B. Malone 

秘書     Dr. H.B.H. Seng 

出席人員  Dr. Fenton Babcock, Dr. J. T. Illick,  

Miss E. Priest Miss Anne Cochran 

Prof. Iding Chia Ping Prof. Mou Chung Sen 

Dr. T. Y. Wu. 

牧師開場禱告 

館長報告： 

1.圖書館館藏 

2.贈書 

3.學生 

4.歡迎 Mrs. Malone 到圖書館兼職 

新事務： 

1.圖書館開放時間 

星期一到星期六 

早上 8:00~12:00 

下午 1:3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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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 7:00~10:00 

星期日 

下午 1:30~5:30 

晚上 7:00~10:00 

2.圖書館流通規則(圖書流通借還辦法) 

a.每名學生可以借 10 本書，借期兩週，得續借一次。借書時要憑學

生證辦理。 

b.每位教職員可以借 10 種書，(如果為套書，每個書名不只一本書)

但不得超過 100 本，借期四週，得續借一次。 

c.預約書借還日期請由相關的教授提出建議。 

d.參考書和善本書不外借。 

e.所有被借出去的書，圖書館有權可以隨時催還。 

3.圖書訂購程序 

圖 書 訂 購 程 序 於 1955 年 由 圖 書 館 委 員 會 提 出 後 圖 書 館 即 採 行 此 流

程。但委員會覺得程序上應該更為簡化。 

Dr. Babcock 提案認為，書籍採購的流程，等會計提出預算報告，圖

書館也擬好訂單的格式之後再做修正。 

4.懸而未決的書單，討論並決議之 

討論歷史系梁教授的圖書清單，會中要求圖書館去信日本和香港的

姐妹學校詢問。 

5.圖書經費的分配 

Miss Priest 報告說，近期內會有更多的經費分配計畫提出來，所以

圖 書 館 應 該 在 最 短 的 時 間 內 將 其 他 院 校 系 的 書 刊 經 費 分 配 的 一 般

作業提出報告。 

6.其他提案 

由 Dr. Babcock 提 案，研 究 小 間 應 該 安 排 在 其 他 棟 建 築 裏，他 將 會

見 Dr. Yang 商討關於指派工讀生來輔助管理研究小間的事宜。這些

研究小間雖然在他棟建築裏但仍由圖書館負責管轄。 

7. Dr. Wu 提案 

圖書館的興建工程應儘速展開。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40 期  

 6

館務工作 

2005 年新增的電子資料庫 

期刊組  王畹萍 

1. LexisNexis @ Lexis.com 法學檢索系統 

內 容 包 括 美 國 、 歐 盟 與 其 他 國 家 的 法 律 資 料 ， 美 國 和 世 界 主 要 新 聞 報

紙、時事通訊、雜誌、貿易期刊、電信和廣播媒體，公司概況、美國 SEC

檔案、市場研究報告、金融分析師報告、人口統計分析、合併與收購記

錄等。公共記錄－主要記載美國個人和企業資訊，如住址、私人房地產、

汽車擁有量、破產記錄，以及特別是訴訟記錄（Court Filings）等。 

■請注意！第一次使用 Lexis.com 之電腦如使用 IE6 為瀏覽器，請先做

隱私權設定 

2. EBSCOHost: Business Source Premier（BSP）商管財經類全文資料庫 

Business Source Premier 是世界上最大的全文商業資料庫，涵蓋商業相關

領域之議題，如金融、銀行、國際貿易、商業管理、市場行銷、投資報

告、房地產、產業報導、經濟評論、經濟學、企業經營、財務金融、能

源管理、資訊管理、知識管理、 工業工程管理、保險、法律、稅收、電

信通訊等。收錄自 1965 年起，7,662 種索摘期刊，6,821 種全文期刊，透

過 EBSCO 主機每日更新。 

3. 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ARL）學術性期刊全文資料庫 

學 科 範 圍 涵 蓋 有 藝 術 、商 學 、兒 童、 保 健、人 文 、國 際、法 律 、軍

事、多文化、心理學、科學、社會學、婦女研究，收錄索摘自 1971 年起、

全文自 1986 年起、全文影像自 1987 年起，包含 2,800 多種索摘、約 1,800

種全文、1,700 種全文影像、1,600 種圖文影像。 

4.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為 WilsonWeb 系統之一，由科資中心自 94 年

1 月 1 日起，以 National Academic License 方式引進，提供全國大專院校及

國家圖書館免費連線使用。收錄自 1994 年起，範圍涵蓋商業、人文、一

般科學、教育、社會科學、藝術、應用科學、圖書資訊科學等共 11 個資

料庫，約 1,700 餘種期刊之索摘及全文。 

■全國 8 個 Concurrent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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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份新增院系中文圖書一覽表 

採編組  陳婷婷製 

單位 冊數 

師資培育中心 614 

通識中心 29 

美術系 60 

中文系 361 

歷史系 592 

哲學系 236 

建築系 23 

生物系 6 

數學系 33 

公共行政系 31 

政治系 204 

 

單位藏書：建築系 2004 年 12 月新書通報(中文圖書) 

採編組  陳婷婷製 

書名 登錄號 索書號 

世界建築七十奇蹟：一千五百年來人類最

偉大的建築 C379801 923.4/1084/2004/ / 

中國 C379802 920.8/4070/v.1 2001/ / 

巴黎 C379803 920.8/4070/v.2 2001/ / 

日本 C379804 920.8/4070/v.3 2001/ / 

倫敦 C379805 920.8/4070/v.4 2001/ / 

伊斯蘭帝國 C379806 920.8/4070/v.5 2001/ / 

柏林 C379807 920.8/4070/v.6 2001/ / 

埃及、西亞、愛琴海 C379808 920.8/4070/v.7 2001/ / 

馬德里 C379809 920.8/4070/v.8 2001/ / 

古希臘 C379810 920.8/4070/v.9 2001/ / 

里斯本 C379811 920.8/4070/v.10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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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 C379812 920.8/4070/v.11 2001/ / 

雅典 C379813 920.8/4070/v.12 2001/ / 

布達佩斯 C379814 920.8/4070/v.13 2001/ / 

維也納 C379815 920.8/4070/v.4 2001/ / 

牛津 C379816 920.8/4070/v.15 2001/ / 

ART 倫敦 C379817 920.8/4070/v.16 2001/ / 

香港 C379818 920.8/4070/v.17 2001/ / 

南非 C379819 920.8/4070/v.18 2001/ / 

紐約 C379820 920.8/4070/v.19 2001/ / 

東京 C379821 920.8/4070/v.20 2001/ / 

雪梨 C379822 920.8/4070/v.21 2002/ / 

印度與東南亞 C379823 920.8/4070/v.22 2002/ / 

 

單位藏書：生物系 2004 年 12 月新書通報(中文圖書) 

採編組  陳婷婷製 

書名 登錄號 索書號 

人與生態學 C382259 367.8/1044/2004/ 

生物序列突變與比對的結構分 C382261 383.4/3448/2004/ 

科學上的五大學說 C382256 301/5428/2002/ / 

動物細胞培養技術與應用 C382260 383.2/1055/2004/ 

魚類行為學 C382257 388.5/2142/1998/ 

進化是什麼=What evolution C382258 362/8047/2003/ / 

 

單位藏書：公共行政系 2004 年 12 月新書通報(中文圖書) 

採編組  陳婷婷製 

書名 登錄號 索書號 

山中桃花源：美秀美術館 N062225 906.831/8041/1998/ / 

台灣 4 季：The four seasons of Taiwan N062223 673.24/9042/ / / 

台灣生態探索 N062202 366.27/8041-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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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公園：地球家族 
N062203~

N062205 351/8041/ /v.1~ v.3/ 

我和我的普通朋友 
N062206~

N062209 529.6/8041/ /v.1~ v.4/ 

李嗣涔：人體身心靈科學[DVD] 
N062210~

N062211 073/8041/v.28~ v.29/ / 

身不由己：強迫症：Heath prophecy N062217 415.945/2715/ / / 

和諧圓通的人際關係 
N062214~

N062215 541.76/8021-01/ /v.1~ v.2/ 

和諧圓通的人際關係[CD] 
N062212~

N062213 CDZ/014/ /v.1~ v.2/ 

注意力失調與過動兒=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N062216 415.999/3004/ / / 

城市的遠見[DVD] 
N062195~

N062201 545.1/8041-02/ /v.1~ v.7/ 

為臺灣築夢的人 
N062221~

N062222 781/1010/ /v.1~ v.2/ 

無法承受之痛：創後失調症：stress disorder N062219 415.999/8031/ / / 

禁錮的靈魂：自閉症：Heath prophecy N062218 415.9468/4482/ / / 

話說世界環保[DVD]=Suzuki speaks N062224 367.4/8041-01/ / / 

魔鏡[DVD]=Mirron Mirron on the wall N062220 520.7/8041/ / / 

 

迴響 

參加「九十三年度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合作館館長會議」會後報告 

採編組 陳婷婷 

開會時間：民國 93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 

開會地點：國家圖書館簡報室 

議   程：1.主席報告 

2.NBINet 資料庫系統現況報告 

3.合作館書目轉檔狀況 

4.Unicode 工作小組 93 年度成果報告 

5.合作館 Unicode 轉換相關問題討論 

6.以書目資源連結進行合作方式討論 

7.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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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報告 

會議首先由宋副館長開場，並介紹與會的圖書館館長，接著宋副館長

做了簡短的報告，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宋副館長提到國家圖書

館 用 NBINet 已 經 十 多 年 了 仍 舊 不 能 提 供 即 時 上 線 的 功 能，實 在 是 美

中不足，並打趣的說，如果現在有一套系統可以做到即時編目，即時

上線的功能，那麼國家圖書館一定會立刻更換為該系統。 

在宋副館長簡短的報告完畢之後，就由國家圖書館的採編組彭慰彭主

任開始進行今天的會議，會議議程如上述條列的共有七項，而會議的

內容如下。 

(貳)92 年度「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路」合作編目業務諮詢會議(92.9.30)決

議執行報告(在此僅列出決議及執行狀況)： 

決議事項： 

(一)通過修正全國圖書資訊網路系統合作編目要點第三條 

執行狀況： 

1.條文內容已依決議修正完成，並配合現行名稱將該要點名稱修

訂為「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合作編目要點」。 

2.最 新 修 訂 要 點 已 公 布 於 「 全 國 圖 書 書 目 資 訊 網 」 (以 下 簡 稱

NBINet)網站。 

(二)通過修正「全國圖書資訊網路系統合作編目協議書」第二款 

執行狀況： 

1.條文內容已依決議修正完成，並配合現行名稱將協議書名稱

修訂為「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合作編目協議書」。 

2.新加入之合作館將採用最新修訂之協議書。 

(三)通過成立合作編目決策委員會，至於委員會的正式名稱由該會另

行開會討論決定。 

執行狀況：  

1.決策委員會已於 92 年 10 月 29 日及 93 年 1 月 14 日召開兩次

會議。 

2.該二次會議決議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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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通過訂定委員會名稱為「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決策委員會。 

b.通過訂定「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決策委員會設置要點」。 

c.原則同意由合作館以公函向國家圖書館申請轉出聯合目錄

中特定主題書目檔，以建立各主題資料庫。申請單位須提

出資料庫後續發展計畫，並以建置非營利資料庫為原則，

資料庫建置完成後，須提供書目資訊中心連結使用。 

3.研擬 NBINet 營運發展及合作制度改進計畫。 

(四)決議獎助合作編目宜列入年度預算計劃，該辦法委由合作編目決

策委員會(名稱暫定)另議。 

執行狀況：研擬中。 

(五)無法持續合作之圖書館，是否終止合作協議，書目資訊中心決定

持續與尚無法傳送資料之合作館聯繫並已在執行中。 

(六)通過高雄榮民總醫院圖書館、文藻外語學院圖書館、政治作戰學

校圖書資訊中心、大葉大學圖書館四所圖書館加入，惟大葉大學

圖書館，因考量館內系統及人員作業狀況，決定暫緩加入，其餘

各館均已開始陸續傳送書目檔 

(叁)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現況報告 

(一) 合作館數量總計 77 所：NBINet 合作館數量截至民國 93 年 11 月

止共計 77 所。 

圖書館類型統計表 

數量  地區 國家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 大專圖書館 專門圖書館 

數量 1 館 13 館 50 館 13 館 

佔總量% 1% 17% 65% 17% 

圖書館地區分布統計表 

數量  地區 北區 南區 中區 東區 

數量 41 館 18 館 13 館 5 館 

佔總量% 53% 23% 17% 7% 

(二)NBINet 資料庫現況 

圖 書 聯 合 目 錄 的 書 目 資 料 量 截 至 93 年 12 月 20 日 為 止 已 達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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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餘筆，另外每月仍定期轉入 ISBN 及 CIP 資料以維持資料庫之

新穎度。此外基於存目的功能轉入的參考書目包括依據書本式目

錄建檔的民國 1~38 年書目，與香港交換之港澳地區出版品書目，

以提供研究查詢利用.至 93 年 11 月底之資料庫統計如下： 

<表 1>紀錄數量統計 

書目紀錄 館藏紀錄 

5,321,421 筆 8,883,356 筆 

<表 2>書目性質統計 

單行本 連續性出版品 其他 

5,157,913 筆 106,128 筆 57,202 筆 

<表 3>紀錄類型統計 

圖書 視聽資料 其他 

5,027,284 筆 268,590 筆 25,369 筆 

<表 4>資料語文統計 

中文 英文 日文 其他 

3,436,216 筆 1,430,921 筆 257,150 筆 196,965 筆 

(三)中文名稱權威資料庫 

國 家 圖 書 館 與 臺 灣 大 學 圖 書 館 合 作 共 同 建 立 中 文 名 稱 權 威 資 料

庫，經彙整之後目前提供查詢利用之紀錄計有 43 萬餘筆，其中

整併後紀錄約 22 萬餘筆。 

(四)合作館提供書目狀況： 

自 87 年至 93 年 12 月各年度提供資料之合作館數量 

87 年 88 89 90 91 92 93 

22 館 15 館 36 館 43 館 49 館 43 館 51 館 

目前已提供書目之合作館計 69 所(合作館名單在此不再另外列出來) 

(五)系統新增功能： 

93 年 度 國 家 圖 書 館 新 購 置 WebBridge 網 路 資 源 連 結 功 能，經 由

OpenURL 進行線上即時館藏及相關資源連結. 

※想進一步了解此功能的同仁，可以連結「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迴響  

 13

http：//nbinet1.ncl.edu.tw/ 實際進入操作查詢後，點選相關資源

一項，即可連結其他圖書館的館藏目錄，對讀者服務而言，可

以查詢其他合作館及非合作館的即時館藏，甚至連結網路書店

查詢書本相關訊息，應該是非常便利又貼心的功能.。 

(六)進行中計畫 

包括： 

1.充實資料庫中各地區出版之中西文書目內容。 

2.加強核心書月紀錄標準之推廣，提高書目資料著錄的一致性。 

3.持續改進書目，權威及館藏紀錄之品管整合程式，以期提高

比對合併率，減低重複紀錄。 

4.持續彙整建立中文名稱權威資料庫，提供各合作館查考利用。 

5.持 續 進 行 聯 合 目 錄 資 料 庫 整 檔 作 業 ， 提 昇 書 目 資 料 庫 品 質 ，

提高使用率。 

6.召開 Unicode 工作小組會議，與合作館共同解決 Unicode 轉換

相關問題。 

(肆)Unicode 工作小組 93 年度工作成果報告 

1.工作小組的成立：「2004 年臺灣地區 INNOPAC 系統使用者聯盟

系統小組第 27 次會議」分享「Unicode Project」經驗，由臺灣

大 學 圖 書 館 代 表 ， 於 會 議 中 提 議 ， 於 臺 灣 地 區 成 立 Unicode

小組，獲得表決通過，名稱為「Unicode 工作小組」。 

2.成立宗旨：透過各館之合作，共同解決臺灣地區 Unicode 使用

相關問題。推動圖書館界早日採用 Unicode，解決字碼不一致

造成之資料交換問題。 

3.Unicode 工作小組成員：宋玉先生，中央研究院，國立政治大

學圖書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國家圖書館，逢甲大學圖

書館，朝陽科技大學圖書館，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4.合 作 方 式： 定 期 開 會， 93 年 6-12 月 共 召 開 8 次 會 議 ，所 有 成

員都要負責蒐集/整理字碼表，國家圖書館負責資料彙整，並

開發相關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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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作流程：(1)蒐集字碼表；(2)彙整字碼表：包括訂定彙整原則；

撰寫彙整程式；匯集於 Access 資料庫；(3)產出雙向對照表；

CCCII-Unicode 內碼對照表以及 Unicode - CCCII 內碼

對照表；(4)問題討論及解決方式：優先處理多碼(CCCII)對一

字形的問題；(5)各館分工進行人工查核；(6)對照表總彙整及

推廣利用。 

(伍)合作館 Unicode 轉換相關問題討論 

問題 1：各館 Unicode 轉換時程不一，如何解決過渡期間資料交

換之轉碼問題？ 

國 家 圖 書 館 解 決 方 式 ： 國 家 圖 書 館 將 提 供 ISO 2709 格 式

資 料 之 Unicode，CCCII 及 Big5 轉 碼 程 式，圖 書 館 可 利

用該外掛程式進行轉換(參見編目園地---編目規範----機

讀格式網頁，提供「CMARC3-XML 轉換程」，可轉換格

式 或 字 碼 ， 詳 見 「 機 讀 編 目 延 伸 標 示 語 言 文 件 網 頁 服

務」)。 

問題 2：如何處理 CCCII 字碼表列的字碼？ 

解決方式：儘量蒐集 CCCII 字碼表、EACC、PN300 及其他

系統產生的字碼，以提高 CCCII 轉 Unicode 的資料完整

性。 

問題 3：CCCII 字表中有一字多碼情形，CCCII 轉換為 Unicode 並

無問題，但從 Unicode 轉換為 CCCII 須訂定字碼對應方式。 

例如： 

字形 Unicode CCCII 說明 

仮 4EEE 21652D  

  2D3524 『反』的異體字；PN300 內碼 

  4B3231 『假』的異體字 

解決方式：優先選擇書目記錄中出現較頻繁，或內碼較前

者(以上述例子將 4EEE 轉換為 21652D)，請館員自行修

正轉換產生之誤差。 

問題 4：同義不同碼，且字型略異的 CCCII 應如何對應 Un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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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字型 Unicode CCCII 說明 

丟 4E1F 213030 字形略異；可對應字形相同的

Unicode 丢 4E22 2D3030 

層 5C64 213B61 字形略異，4B3B61 中間為

「田」,Unicode 無此字型 層 5C64 4B3161 

解決方式：可對應相同字形的 Unicode，則各自對應；否

則對應至相似字形的 Unicode。 

工作時程及目標 

*93 年 6-9 月 

蒐集彙整字碼表，討論字碼對照問題之解決方式。 

*93 年 10-11 月 

彙整多碼(CCCII)對一字(Unicode)對照表；查核多碼(CCCII)

對一字(Unicode)對照表。 

*93 年 12 月底 

完成 CCCII＜-----＞Unicode 雙向對照表查核；完成對照表

CCCII 補缺建檔作業。 

未來工作計畫 

進行對照表後續之維護；蒐集同義異碼但字形略異的字形

及字碼，以便認定同義異形字之認同原則，並進行認同

原則之推廣；建立正異體字對照表，作為系統提供正異

體字對照查詢之依據。 

(陸)問題與討論 

1.請問：國家圖書館的書目資料如果轉成 Unicode 碼之後,因為合作館

尚未轉碼，對於使用 Guicat 書目資料的上傳或下載會有什麼

影響嗎？ 

彭主任答：目前不會有任何改變，轉碼完成之後，國家圖書館也

會提供一支外掛程式,目前使用 Guicat 下載的圖書館，只要透

過 這 支 轉 碼 程 式 一 樣 可 以 將 資 料 轉 到 自 己 的 館，除 非 有 對 應

不 到 的 字 碼，可 能 會 無 法 顯 示，至 於 上 傳 國 家 圖 書 館 則 和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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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 樣，國 圖 這 方 面 會 有 自 己 的 轉 碼 程 式 做 處 理，合 作 館 不

會有影響。 

2.請問：能否請國家圖書館擔任召集單位，先召集各圖書館自動化系

統的廠商來開會討論各系統將 CCCII 或 Big5 碼轉成 Unicode

碼有沒有什麼問題或因應之道？ 

彭主任答：這個意見很好, 國家圖書館可以這樣做，先請廠商來

開會，跟他們先說明聽聽廠商的說法，看怎麼樣？ 

3.請問：CCCII 碼有，而 Unicode 碼沒有的字，國家圖書館要如何處理？ 

宋玉顧問答：造字方式要再研究。 

4.請問：NBINet 轉至 Webbridge 是否為分散式系統？何不直接採用 OAI

機制處理，僅提出來供國家圖書館參考。 

彭主任答：Webbridge 是分散式整合查詢系統，因為如果要用 OAI

處理的話，必須要有 Data provider 才可以做，這一點各合作

館都已經 ready 了嗎?這是要考慮的問題。 

另外華文知識入口網就有用 OAI 做集中式的整合查詢，各位回去可

以試試看。 

彭主任說明：目前傳技 T2 還沒有 Open Url 的功能，之前傳技黃副

總 的 說 法 是 傳 技 在 大 陸 的 發 展 已 經 失 敗，所 以 請 傳 技 的 使 用

者可以考慮採用他們的 SIRSI 系統，SIRSI 是 Unicode 的系統。 

台東大學回應：據我所知，傳技 T2 是有 Open Url 的功能的，為

什麼國圖測試不行，這一點會後可以再討論。不過我認同剛

才有人提議的 OAI 機制的處理方式，我們應該可以 Push 廠商

架起 Data Provider 的功能，這樣的發展方向應該是比較好的。 

5.陸委會反應：要不要有一個比較簡易的功能，可以讓新建的資料可

以更快速的上傳國家圖書館，並且減少國圖去檢查比對是否

為相同資料的時間，讓新資料更快上線。 

彭主任答：我們也很希望可以這樣，不過目前還沒有更好的方法。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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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 

東海大學圖書館大事記 

民國 93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12.01 館 長 室 轉 秘 書 室 通 知 新 式 公 文 書 橫 寫 格 式 範 本 。  

12.03 參 考 組 張 秀 珍 組 長 參 加 在 台 南 成 功 大 學 舉 辦 之「 電 子 資 源 服 務 的 現

況 與 未 來 研 討 會 」。  

12.17 參 考 組 張 秀 珍 組 長 參 加 在 台 中 中 興 大 學 舉 辦 之「 中 華 圖 書 資 訊 學 教

育 學 會 93 年 年 會 」  

12.21 下 午 2 時 30 分，採 編 組 陳 婷 婷 小 組 代 表 代 館 長 參 加 在 台 北 國家圖書

館簡報室舉行之「93 年度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合作館館長會議」。  

12.28 館 長 室 轉 秘 書 室 通 知 公 文 書 橫 式 書 寫 規 定 ， 自 94 年 元 月 1 日 起 實

施 。  

 

圖書館日誌 

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六十三年第一學期日誌  

特藏組  謝鶯興 

1 月 8 日，《簡訊》刊載期末及寒假借還書事項。 

按：學期借書訊息如下： 

本學期內學生所借之書統限 1 月 18 日前清還，過期概以逾期罰

款論，絕不寬貸。 

寒假借書： 

學生寒假借書自 1 月 14 日起至 17 日止，4 天內憑學生證辦理

借書手續，每人限借 5 冊(中英文合計)，一次辦理(不借兩次)，此

項借書可在 2 月 12 日註冊期間清還，過此期限以逾期罰款論。 

並呼籲：為避免借還書時擁擠而造成錯誤，學生可在 規定時期

內各自酌情擇期借還書，萬勿又借又還。 

2 月 13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內部變動事宜。 

按：原 設 圖 書 館 地 下 室 之 線 裝 書 庫，已 移 至 前 座 二 樓 擴 建 地 區，原 線

裝書庫已改作閱覽室，柳作梅先生辦公室亦遷至二樓擴建之線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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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內。 

2 月 25 日，上午 10 時 10 分，行政會議討論通過本校各教室一律於晚上 11

時熄燈，建築系館及圖書館之熄燈時間，由該館自行訂定。 

3 月，《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刊載「東海大學圖書館擴建館舍加強服務」

訊息(新七卷第一期)。 

按：「東海大學圖書館擴建館舍加強服務」訊息如下： 

該校因學生人數逐漸增加，原有館舍空間不敷應用，故於 62 年

度內就原址天井地區，擴建上下兩層，其加大面積約二一五平方公

尺，全部改作參考室及古籍書庫之用。63、64 兩年內擬依次各增

加三五○平方公尺空間以作書庫及閱覽室之用。此後，所有中外文

社會科學資料存放一處，書庫內並設有閱覽席位便利讀者就近運用

資料。原有之書庫則存放人文學科、應用科學及自然科學等類資料。 

為迎合日漸增多讀者的需要，圖書館工作人員數量亦漸次增加。

現有編制為館長一人，副館長二人，組主任六人，全部工作人員共

21 人，另有相當於 17 人工作時數之工讀生。工作人員中佔有專業

職位者 15 人，其中 10 人係圖書館學校畢業者。本年內擬再增聘大

學圖書館系畢業者 5 人，以加強工作陣容。 

該館自空間加大，服務工作加強以後，讀者日益眾多，借閱書

籍數量亦日漸升高。每日讀者人數平均數等於全校學生總人數(現

有日校 2100 人，夜校 350 人)，本(按，當作「該」)館不僅採用開

架制度，同時在書庫內亦設置閱覽席位，此項制度之優點讀者均能

作充分之利用。館內使用資料情形雖無法統計，但借書紀錄顯示全

年上課三十五週內，平均每一學生每週借用書籍一冊(三十五週內

總計共約八萬冊)。將來擬在多項業務方面實施機械自動化，此項

計劃之目的並不在於表面上，而是要對讀者能提供更佳之服務。 

館際互借工作亦頗具成效。其中解答不少參考詢問題同時書籍

之借貸次數亦不少，館中所備之複印機(Xerox)每月平均複印量超

出 7000 份，此項數字亦足以反映讀者在充分利用圖書館。同時也

可說明本(按，當作「該」)館同仁在每週開館九五小時內工作忙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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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該校同學對於接受訓練如何使用圖書館至感興趣。此項訓練每

學期計約 1600 時次，其內容由簡略之介紹到專題研究方法。另對

理工學院高年級同學以及校外人士曾有特別講習。1973 年畢業班

同學為示留念之意，曾捐贈音樂設備成立音樂室，頗受大眾之歡迎。

因為讀者在聆聽輕鬆柔和音樂之中，其學習效率則大為提高。 

該館未來擬作若干之改進，其一，為使適應學生人數之增加(預

計日校最高額為 3000 人夜校為 1500 人，兩共 4500 人)。目前以每

一學生而言，每年花費已超過 1000 元，未來之預算擬計劃為全校

總預算百分之八，其中過半數用於購買書籍，餘數則用於人事費。

其二，為使館方能延攬優秀人才，必須具有若干吸引人才之條件，

圖書館員職位務必要有與教員相等之吸引力，否則校方只能聘到優

秀之教員，而不能聘到優秀之圖書館員，欲能聘到優秀之圖書館

員，勢必提高其待遇及地位，同時還要有升遷之機會。如果在圖書

館內工作沒有升遷機會，則難以聘請優秀館員。 

3 月 1 日，《校刊》刊載圖書館各項統計表。 

按：標題(第 6 版)為「圖書館不斷求改進，各項統計一目瞭然」，內容

如下： 

本校圖書館自萬樂圖館長蒞任以來，館務力求改進，業務

蒸蒸日上，除於上學期在二樓增闢音樂室，藉供讀者臨時休閒

活動外，近又將原設地下室之線裝書庫，移置該館前座二樓，

籍防潮濕，而原地下室之書庫，則改為閱覽室。該館古籍指導

柳作梅教授亦已將辦公室遷移至前館二樓，俾隨時指導讀者查

閱古籍。 

圖書館 62 年度上學期各項統計數字，業已完成，茲探誌如次： 

1.進出總人收計 170013 人。每週平均 9455 人，每天平均 1349

人，最高週人數 15630 人(第十七週 63 年 1 月 7 日至 13 日)。 

2.全錄複印總數 28724 張，平均每月 7181 張，平均每日 256 張。 

3.書籍借貸總數 32969 冊(還書未計)，中文 22451 冊，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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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8 冊，平均每週 1832 冊，每天 262 冊。 

4.期刊借出複印 450 冊次。 

5.參考詢問題總數 484 題次。 

6.書籍借貸分類統計(中西文合計)32969 人，內教職員 1896 人，

學生 31073 人。學生寒假借書總數 3456 冊(中文 2603 冊，英文 853

冊)。 

按：「圖書館六十二年度上學各項統計數字」(62.09.17~63.01.18)

尚有「書籍借貸分類統計」(中西文合計)，內容如下： 

類  別 教職員 學  生 

總類 22 528 

哲學類 87 2045 

宗教類 166 760 

社會科學類 335 4958 

語言類 14 218 

自然科學類 193 2917 

應用科學類 182 2353 

藝術類 161 2728 

文學類 447 10014 

史地傳記類 289 4552 

共計 1896 31073 

總計 32969 

同日，刊載上學期圖書館徵文比賽第一名作品的全文。 

按：上學期圖書館徵文比賽第一名係中文系四年級李森隆，題目為

「我對本校圖書館的批評以及改進意見」，全文如下： 

一、緒言 

本校圖書館自創立以來，即以開架制度及資料之完備與精良名

聞遐邇，加以使用之無上方便，莫不為歷屆學生及教授們所激賞，

輒引為東海之驕傲。 

蓋圖書館為大學之心臟。本校圖書館造立規模之初，曾一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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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異彩。惟其間因館長更替、代理問題，嘗有心臟衰弱之虞。然自

萬館長撞任以來，大事改革，始恢復蓬勃之朝氣，進而發揮了圖書

館對大學教育的偉大功能。 

本文乃就個人觀點，不淺陋地提供一些拙見。苟能公之於眾，

或為館方接納一、二，可獲「拋磚引玉」之功。而本文之目的可達。 

二、本館優良措施舉例 

1.開架的再開架：昔日本校圖書館(以下簡稱本館)雖稱開架，

但不若今天之徹底。想當年，進出書庫、參攷室、期刊室，皆不得

攜帶私人書籍和皮包。今日，則一進館內，通行無阻。真是大快人

心，方便之至。 

2.流通量的擴大：昔日借書嚴格限定總冊數，不得超出。今日

圖書館為求資料之「充分利用」，乃採無限定借書制，因而擴大了

書籍流通量。對喜好閱讀者，實是一大樂事。 

3.Zerox 複印機的使用與減價，節省了同學及教授們寶貴的時

間和精力，在治學過程中，大大地提高了效率。 

4.參攷指導工作的加強：本館對參考人員、制度與措施曾做了

大幅度的調整。在基本上已強化參攷工作而成讀者服務中心。 

三、本校圖書館制度及設備方面幾個值得商榷和改進的問題 

茲分六方面詩論之： 

1.檢查制度本館為求絕對開架，乃不得不實行檢查制度。遂於

大門口設一檢查站(Check Point)。由工讀生執行檢查任務。此制

度用意極佳，惟人事及技巧問題，弊漏百出，竟形成一大隱憂。茲

先論工讀生問題： 

攷檢查站係由多人輪值。中有勤奮負責、檢查嚴密者，亦有懼

怕干涉、敷衍了事者。前者令人高枕無憂，後者教人提心吊膽。又

受檢者視其同學、友好，多嘻笑謾罵之，於執行任務時輒有困難。

再論技巧問題：近年來，攜帶「書包」、「嬉皮袋」者甚多，當出口

擁擠時，實難窺內部詳情。往往心有餘而力不足，頗為遺憾。 

針對此點，余建議：檢查人員當聘請專人，採薪水制。由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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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訓練、且能勝任者擔任之。再依閱覽統計表指示，視某一時間，

出口必將擁擠，而加派人員，作重點支援。 

2.出納制度 

對一個企圖擴充編制的大學，圖書館為避免藏書不敷及使用不

均，在出納制度上往往進行兩項應變措施：A.簡化借書手續；B.加

強技巧控制 (Control)，即強化記錄系統、限制借書冊數、加重逾期

罰款和停止逾期不還學生之借書權。就此兩點論之，本館出納制確

有許多值得改善的地方。 

顯自本學期來，圖書館廢除了借書證，而要求學生以學生證代

之。其利處在：出納員可免借書登記、還書注銷之煩。只將學生簽

過名之卡蓋章，放入卡片櫃中即可。省了數道手續。此法乍看起來，

似甚方便，推行之日久，始覺困擾叢生。學生埋怨攜帶學生證不勝

其煩尚稱小事，在出納「控制」上竟造成了散發而不易收拾之現象。 

先是學生無限制借書(案：雖規定一次可借五本，但實可無數次

借閱)，造成卡片插排之困難，又因曾登記及加蓋日期印，苟有一

紙卡片次序排錯，則該書歸館時，無從尋起。若於此時隨意補卡上

架，則待學期末該卡出現時，必誤認該生未還是書，而要求賠賞，

終爭執不下。苟如昔日，有借書證記錄存在，則證上之銷號即可證

明該生已還。 

又對各生之借閱情形無個別設借書證記錄，常有學生詢問出納

台人員：「余借書尚欠幾本未還？」出納員則張口結舌，無以奉告。 

此外，學生輒因故遺忘還書日期。逾期多日未還，本館又不克

發送通知摧還，或停止其借書權。終任逾期日數累增。及該生一朝

警覺，攜書還館，而索以巨額罰款，又諸多不便。而終以打折行之，

究非良策。此點余建議：A.恢復借書證，取消檢驗學生證。B.增加

工讀生，專事登記蓋印及定期檢查卡片順序。C.規定借書最多冊數，

但需要彈性。 

3.參攷工作與指導問題 

過去的圖書館多以儲藏完備資料為主要目的，至今日則要求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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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的「充分利用」。不再處於一種被動的地位，光等待讀者敲門請

求，而採取主動地位，向它的服務對象伸出觸角，處處誘發他們、

刺激他們、Touch 他們，使他們不得不為知識所吸引而走入真理探

求的行列，創造出人類的智慧與文化。 

本校圖書館，在這方面確有很大的進步。譬如說：加強參攷人

員的陣容；每年對新生舉辦介紹活動，並發給圖書館手冊等。余以

為這樣做並未澈底、理想。茲分數方面略論之： 

A.介紹、教導工作：目前所採用的是：抽出新生英文課一小時

時間，一班班輪流到圖書館各部門作一種概括性的瀏覽介紹。此種

走馬看花式的指導，預定四週完成，其對職員來說相當費力，而於

學生亦無特殊效果。試問一小時內能夠了解多少？他們從此會查尋

資料嗎？全館所適用的四角號碼已經熟習了嗎？相信答案是否定的。 

余竊以為，教導工作應當立體化、多面化、並加以系統化。在

技術上，第一步應發給詳細鉛印的圖書館手冊，令所有新生預先熟

閱。然後，尋一共同時間，集合在藝術館大視聽教室裡，運用一套

完整且系統化的幻燈片詳細介紹：a.各部門工作情形，b.資料排列

情形，c.借閱手續及規定事項，d.一組目錄卡的內容，e.常用工具、

參攷書及期刊索引(Index)等。讓新生先獲得一使用圖書館資料的

基本知識。再透過「大一國文」課，教導中國圖書分類法大略及四

角號碼；「大一英文」課實習三種目錄的使用和杜威十進分類法，

相信如此教導，使本校學生無論在大學中或畢了業出國，對圖書館

資料的運用都有一明確的概念，而將獲益匪淺。 

B.讀者服務：據統計資料顯示，本校學生主動請教參攷人員問

題者並不踴躍，且所問者多是一些請教某資料，排列處所及某字四

角號碼為何之一般問題。真正請教挖掘深入的專門問題或請求開列

書目者甚少。考其原因，或為吾人主動求知的精神不夠，或覺不好

意思發問。因此，今後圖書館員應從消極的服務方式，轉變成積極

的迎合讀者需要；明瞭讀者目的，正視讀者需要或請求，分析讀者

問題，並隨時準備提供額外的服務和資料，發揮自己的智慧與才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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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鼓勵讀者、刺激學生。就此而論，余以為在方法上應當做列下列

數種： 

a.成立讀者顧問：由館員就個人專長分擔，此外專門問題應聘

請館外人員協助。 

b.加強宣傳：利用海報、校刊或演講，使明瞭服務範圍，並謆

動、激勵學生發問問題，且應建立親切感。 

c.設一專門信箱號碼，;隨時解答各項參攷資料上的問題。此法

於寒、暑假期間最可實行。此外電話詢問亦可。 

d.對一般問題或開列書單問題可由館員自行解決，對專門學科

問題，可特約各系教授作答。 

e.請求各課程主講教授，配合圖書館教學。隨時預告參攷部，某

一論文題目將要求學生撰寫。使參攷人員得以預先準備並成立個案。 

C.指定參攷書制度的加強與改進：本館指定參攷制度並不為多

方面所瞭解，對教授與學生的宣傳與介紹或尚不夠理想。若說：學

生們對圖書館的要求，反映了教授對學生的要求；而教授對學生的

要求，反映了知識對教授的壓力，則指定參攷書架上，書籍的寥寥

無幾以及請求借閱學生的冷冷清清，將要告訴我們一些什麼事實？

此實堪研究。 

D.專門學科參攷資料會議：此對大三、大四學生可行。每年尋

找適當時間，由圖書館發起、各系教職員合作，針對本系科目專門

資料之運用法與入門法，加以指導、討論，並嘗試發現學生的難題，

而給予作答。 

E.其他關於參攷服務的零星建議： 

a.收集並陳列全省各大書局書目，俾便學生自購或請購。 

b.代訂外國原版書刊。 

c.收集各縣市、風景區詳細地圖，火車時間、票價，和旅遊指南。 

d.收集民謠、藝術歌曲、古典或當代熱門音樂譜、樂史等，此

甚有益於供給學生社團影印或個人需要。 

E 在經濟及能力許可範圍內，編印方便的參攷資料引得。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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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館所藏的，國防研究院編製的期刊論文索引，係以一期一期的方

式出版。在使用上極不方便，設要查一有關資料，則需翻閱數十期，

真事倍功半。本館若能將其各期分類集合編印成幾大卷冊，則於尋

找資料者，不過啻為一大福音。 

4.建築與設備 

本校圖書館仿唐建築，自有其風格與藝術價值。惟最近因學生

人數激烈增加，乃採應變措施：將原閱報室兩旁天井加頂設壁，擴

大空間。此法雖合經濟原則，卻破壞了原來風格、遮蔽了陽光、且

令閱覽氣氛陰森、沉悶而無生氣。另外配合能源缺乏，將許多白熱

燈泡改為日光燈管。此既經濟實用又明亮可愛。惟門口地區應保留

原來之圓形照明燈罩，以令入館者有如歸之溫暖感覺，更避免千篇

一律。茲再分數方面探討並加以個人見識： 

A.照明設備：本館建築，大部採用人工照明。這對書庫書籍而

言確有保護作用(案：天然光會損害書籍)。惟對其他辦公室、閱覽

室則不甚經濟。此外面臨缺電之際，往往陷本館於癱瘓狀態，苦不

堪言，若麻省理工學院圖書館，則閱覽室充分利用自然光，而書庫

設於地下室，採用人工照明，此似較為理想。 

B.開闢教授研究室：本校發展總圖書館而無系圖書館，目的在

配合通才教育並求科際整合。但為便於教授研究之用，並得系圖書

館效果，圖書館應擴大空間，增闢各系教授研究室於館內，以便利

研究工作。前北大、清華皆有此設備。今日之普林斯頓大學圖書館

亦有個人研究室五百餘間，正充分強調了學術研究精神。他日本校

圖書館建造新館舍，不當忽略於此。 

C.書庫應置昇降機，以便利各層樓間書籍的搬運。此不僅效率

大增，對書籍更有保護作用，可避免人工搬運墜地，損傷書籍。 

D.隔開閱報室與指定參攷書室，可避免參攷書閱讀受影響。 

E.新參攷室兩旁窗戶，應加上紗窗，或花磚，以策安全，並避

蚊蟲。 

F.各小閱覽室的亮度不夠，燈管應改大管或長管照明。磚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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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成白色或淡綠色，以助反光。 

G.佈置情調優美的音樂室。在經費許可內，購置良好音響效果

的唱機、錄音機、喇叭和傢俱；收集古典、熱門音樂唱片專集(案：

可請求音樂系贈送或代購)。牆壁需有隔音板設備，地面最好鋪上

地氈，改造柔和的藝術燈，佈置盆景及裝飾畫。使成圖書館的伊甸

園，苦悶的避難所，情感的交流室。又冬季來臨，大度風不斷地灌

入一絲絲寒氣，苟竟日長坐書桌讀書，終感冷意逼人，甚不不是味

道。此時若能不出館門，而得進入音樂室，小飲溫熱咖啡，那將是

人生一大快事。飲畢歸位，讀書效率必然大增。其身心之舒暢真神

仙不如。余以為此項需要隨天氣之寒冷而激增，館似可可慮，通過

行政當局，洽請合作社調派職員，至音樂室內闢地供應。專售價廉

物美的咖啡及甜點。想此舉必為所有東海同學所喝采！ 

H.博物館內之展覽品應求改變。前學期先後展覽了國劇道具和動

植物標本、圖片，頗獲好評。余以為此舉甚有意義，此風實可長揚。 

I.闢地提供一架公共打字機，以便利同學登記使用。 

J.改造門口傘架：每逢下雨天，雨傘繽紛。於館口，容易紛亂、

錯拿。過去掉傘情形，屢屢發生，終覺事態嚴重，故余建議在雨季

來臨前，應將舊傘架改換成一種有鑰匙或暗鎖的新式傘架。各生進

館前，先將雨傘置入、抽出鑰匙，待出館取傘時再插回去。既安全

又可靠。 

K.門口加置地氈，以防館內塵埃猖獗。 

L.閱報室旁邊之全館唯一出入口，甚感擁擠，盼加改善。 

M.館外走道下面窪地，應開闢成花圃。以陶冶身心、美化環境，

不宜任其滋生蔓草。 

N.加強館內圖片或裝飾畫佈置。上次美新處所借畫片頗為學生

及教師們激賞。新隔參攷室和指定參攷室間之白壁，可作袖珍畫廊。

如果可能的話，應擺設花木盆景。 

5.宣傳工作 

要使東海圖書館一反被動而成主動、積極發揮謆動力、刺激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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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影響讀者、培養讀書及研究風氣，其最佳途徑不外「加緊宣傳」

一途。利用各式海報、快報、《簡訊》、《大度風》、《東風》等專刊、

校刊、還有演講、展覽等手段，誘發每位學生走向知識、走向真理。

此外對新書應展覽書衣、並打製新書目錄，陳置於目錄櫃之一側或

顯眼處。此外對臺中、臺北或其他各地書展、畫展及各種學術展覽，

應加剪報，提供新聞，鼓勵同學前往參觀，俾長見聞。 

6.其他建議 

A.編製聯合書目：若要實施館際互借，本館必先明瞭對方藏書

內容。而明瞭之法端賴聯合書目。此係聯合相關圖書館藏書目錄彙

編而成。 

B.出版圖書館學報，編印專科論文索引。 

C.對昂貴而需求不大的圖書，可採館際合作購書制，互通有無。 

D.要求館際互借資料的效率。可藉影印、攝影或抄錄等行之。 

E.增購複製設備及視聽教材以補 Zerox 複印機之不足。例如購

置照像影印機、幻燈機、電影片、電影機、顯微膠捲、顯微卡片等。 

F.舊報架之疊放式應改為分格式。否則找某篇文章或資料時須

動九牛而獲一毛。 

G.書庫各鋁製近地二層書架，可攷慮改用傾斜式，俾便查書、

引起注意，以增加流通量。 

H.對屢尋不見的書作記錄，查出可能原因。 

I.舊期刊資料之裝訂，應提高速率。否則整捆綁紮，甚難取閱。 

J.目錄櫃似離書庫太遠，可否設法改變。 

K.西文書標有紅、白二色，似應統一，以求美觀。 

L.可否倣台大「百萬小時服務運動」，發起「吾愛吾館一萬小時

登記運動」。先獨善本校圖書館，再兼善天下。 

M.書庫破書、舊書、不用之複本，以及失效之科學書應予註銷

或重新裝訂。美觀書庫可培養愛護書籍之心理。 

N.充實小說部門書架，鼓勵學生請購。同時淘汰無價值的劣品

小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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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考處線裝書對學生借閱。起碼借給有關科系學生。否則僅成

寶貝，有失意義。 

以上所述，甚繁且雜，實非撰文本意。其中不乏偏於主觀或幼

稚無稽之談。惟各點各滴，皆由日常所見所想，累積而成。余一本

愛館之心，條錄於此。但願於本校圖書館之改進及全校同學意見之

引發有所助益，如此則「拋磚引玉」「共襄盛舉」之功達矣！ 

3 月 18 日，萬館長偕同王麗玉、曾雅雲小姐前往台北出席「圖書館館際合

作會議」，商討各館之間資料互借辦法，以及改進事項，俾便各館資料

能作充份之利用，發揮館際合作功能(《簡訊》63.03.19)。 

3 月 26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春假期間開放。 

按：圖書館春假期間開放，關閉時間如後 

3 月 28 日(星期四)，開放至下午 5 時正，5 時起閉館。 

3 月 29 日(星期五)，青年節放假一天，全日閉館。 

3 月 30 日(星期六)，起 

3 月 31 日(星期日) 

4 月 1 日(星期一) 

4 月 2 日(星期二)，止，春假四天，全日閉館 

4 月 3 日(星期三)，本日起，恢復正常開放時間。 

4 月 8 日，上午 10 時 10 分，行政會議討論有關學生擬組織圖書館研究會，

並擬發起捐募書籍以購買圖書館未備有之通俗書籍一案，會中決議該

社團應依規定先向課外指導組申請成立，贈書以書籍為限，但不得作

金錢上之勸募。 

4 月 20 日，下午 3 時，第 44 次校務會議，高振華主任代表高院長報告有關

上次校務會議交請章則委員會，討論萬館長所提圖書館館員應取得教員

資格一案，經該會決議得依照教員聘任及升等標準與實施辦法辦理。 

4 月 30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各單位人員電話號碼。 

按：各單位電話號碼如下： 

館長室，223 

萬館長、宋光榮、丁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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館長助理 242 

胡家源、林儒行(流通組主任)、曾雅雲(期刊組)、翁明枝(期

刊)、王仁美(期刊) 

中編室 243 

趙昔之(主任) 

西編組 243 

馮康美(主任) 

採購組 243 

胡元鈞(主任) 

參考室 224 

王麗玉(主任)、陳桂汾 

古籍室 242、243 均可 

柳作梅(古籍指導) 

5 月 28 日，《簡訊》刊載台東成功鎮新港國中徵求各類教員數人，凡本校

畢業同學擬往任教者，請洽圖書館採購組陳麗雲校友。 

6 月 1 日，中興大學學生十餘人，於上午十時前來本校圖書館參觀並要求

館方就「利用圖書館」為題，作一簡略講解，當即由萬館長及參考、

期刊兩部同仁作為時兩小時之介紹，會後由彼等贈萬館長錦旗一面留

念(《簡訊》63.06.04)。 

6 月 4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對研究所及大學部畢業班同學借書歸還通知。 

按：圖書館特別通知 

研究所及大學部畢業班同學借書期限截至 6 月 8 日止，所有借

書不論到期與否統限 6 月 8 日前陸續還清，過此期限(6 月 8 日)概

以逾期罰款論，又欠還借書名單將送教務處備作頒發畢業證書之參

考，希各畢業同學注意。 

6 月 10 日，上午 10 時 10 分，行政會議報告為紀念經濟亡故同學張淑英，

經濟學會特發起募捐，得款台幣一萬餘元，已全部購置圖書，存列音

樂室，以供閱覽。 

6 月 11 日，《簡訊》刊載教職員借書歸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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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圖書館特別報導： 

專任教職員借書請於 6 月 30 日前陸續歸還，如需續借，可在還

書同時辦理。兼任教員借書請於 6 月 18 日前陸續歸還。學生暑假

借書辦法已公佈，請至圖書館參閱佈告。 

6 月 27 日，圖書館「62 年度下學期各項統計數字」出爐。 

按：圖書館 62 學年度下學期(63.02.12~63.06.27)各項統計如下： 

1.進出總人數 210131 人；平均每週 10507 人；平均每天 1501 人；

最高週人數 14941 人，4 月 15 日至 21 日；最高天人數 2831 人，

63 年 4 月 17 日。 

2. Zerox 複印總數 68317 張；平均每月 13664 張；平均每日 510 張。 

3.期刊借出複印總數 545 冊次。 

4.參考詢問題總數 450 題次。 

5.書籍借貸總數 43141 冊(學期中 40977 冊，暑假借書 12164 冊)。 

學期：中文合計 28139 冊，西文合計 12838 冊，平均每週 2049

冊，平均每日 293 冊，最高週 3066(02.18~24)，最高日 758(02.8)。 

暑假借書：中文合計 1504 冊，西文合計 560 冊。 

「學期中書籍借貸分類統計」(中西文合計)，內容如下： 

類  別 教職員 學  生 

總類 29 587 

哲學類 112 2652 

宗教類 174 890 

社會科學類 496 6445 

語言類 18 283 

自然科學類 251 3492 

應用科學類 245 3059 

藝術類 242 2830 

文學類 581 13018 

史地傳記類 376 5191 

共計 2524 38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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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40977(暑假借書未計在內) 

6 月 30 日，草擬「暑期工作計劃」。 

按：「暑期工作計劃」草案如下： 

1.搬移書庫：詳見搬移桯序及附圖(附圖省) 

2.期刊方面 

a.現刊本移至原古籍室及音樂室，(打通)並整理、清查。 

b.合訂本部份移至原現刊本室並徹底清查，校訂記錄(目錄卡)。 

c.送裝訂，缺卷補齊(會採購組)。 

d.單位主管督導原有同仁及新聘人員，圖書館系實習學生共同

工作。 

e.日常業務，休假及臨時事故等概由單位主管酌情辦理。 

3.參攷方面 

a.根據目錄卡校訂記錄，有無失書。 

b.整理書架，清查指定參攷書，畢業論文。 

c.催回館際互借之書(如有)。 

d.單位主管督導現有同仁及新聘人員，圖書館系實習學生共同

工作。 

E.同期刊方面。 

4.編目方面 

a.改正錯誤(例：分類錯誤、同書兩號等)。 

b.單位主管督導現有同仁及新聘人員，圖書館系實習學生共同

工作。 

c.必要時協助相關工作。 

d.現有之目錄標誌，導卡等增添或換新。 

e.同期刊方面。 

5.採購方面 

a.統計年來增加新書數量 (購、贈、換共計 )。  

b.表列各院系單位經費透支及剩餘情形。 

c.調查現訂之期刊漲價後之價格(便於參攷)，下學年編列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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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易於控制。 

d.所訂之期刊已付款尚未收到者，催補。 

e.同期刊方面。 

6.出納方面 

a.清查借書記錄，有書無卡補卡，有卡無書查架，務使記錄正確。 

b.清查所有用品印章等物件以求齊全，久缺者列表補齊(交丁先

生)。 

c.書庫整理，破損之書送裝釘(有價值者)，書標不明者換新，

參攷書(R)期刊(S)抽出送還原處。 

d.學生借書，欠書，手續未了者，作記錄備查。 

e.同期刊方面。 

7.雜務方面 

a.因局部移動，電話應作適當調整(配合總務處)。 

b.請購應用物品(例：膠水，紙，筆等)。 

c.清查各處鑰匙、門窗，俾便補修(桌椅、電燈均同)。 

d.文件記錄整理。 

e.日常事務由宋小姐酌情辦理，必要時得請示館長。 

搬移書庫說明： 

就現有之十大類概略分成三大類：1.人文學科類，2.社會科學

類，3.科技類。其分佈情形如下： 

人文學科類(Humanities) 

 原有類號 存放處所 

中文 100，200，800，900(日文同) 左翼收回本年暑假搬入 

英文 100，200，400，700，800，Fiction

社會科學類(Social Seiences) 

中文 500，600，700，000(日文同) 明年收回左翼時再搬，本

年內在原處作部局移動。 西文 300，900，000，Biography 

科技類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中文 300，400 存放原處不動，但作局部

調整。 西文 5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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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 (Chinese Classics) 

由現在地移至後座二樓(二樓格局略作改變)，空出之地點(打通

音樂室，音樂室移至地下室)改作期刊室(現刊本，Current 

issue)，其原地留作期刊合訂本室擴展之用。 

註：總類(000)內所含之書，必要時得重新編目，俾符三大類分

科原則。 

搬移程序： 

1.英文 000 移至三樓放在大桌上(約兩桌)。 

2.英文 100，200，400 移至出納檯附近木架上(約 22 架)。 

3.古籍移至第 2 條空出之鋁架上(約有 22 架)，空出之架(22 架)

移至後座三樓閱覽地區裝置備用。 

4.英文 700，800移至指定參攷書室及第 2條空餘之地(放在桌上)。 

5.英文 300，500 移至第 4 條空出之架上(日文同時移出)。 

6.後座二樓全部搬完，此時將古籍全部移入，並作調整(格局改

建工作或先或後完成)。 

7.原古籍室此時空出，可將期刊現刊本室移入(音樂室打通)。 

8.此時左翼改建工程或可完成，即行裝置鋁架。 

9.中文 100，200，800，900(日文同)，英文 100，200，400，

700，800，Fiction 全部移入左翼。  

10.期刊合訂本部份移至原期刊現刊本室，並作調整。 

11.調整三樓書架順序，搬音樂室移至地下室(或與第 7 條同時

進行)。 

12.新製桌椅、出納工作檯，此時應可交貨，即作佈置。左翼房

舍應加細格鐵窗以策安全。 

7 月 12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 62 學年度各項統計。 

按：圖書館 62 學年度各項統計如下： 

1.進出總人數 380144 人；平均每週 10003 人；平均每天 1429 人；

最高週人數 15360 人，上第十七周 1 月 7 日至 13 日；最高天人

數 2831 人，63 年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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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Zerox 複印總數 97014 張(9 個月)；平均每月 10782 張；平均每

日 359 張。 

3.期刊借出複印總數 995 冊次。 

4.參考詢問題總數 934 題次。 

5.書籍借貸總數 79566 冊(含學期中 73946 冊，暑假借書 12164 冊，

寒假借書 3456 冊)。 

學期：中文合計 50590 冊，西文合計 23356 冊，平均每週 1943

冊，平均每日 277 冊。 

寒暑假借書總數 5620 冊，中文合計 4107 冊，西文合計 1413 冊。 

上下學期書籍借貸分類統計(中西文合計)：教職員 4420 冊，學

生 69526 冊。 

按：「圖書館六十二年度各項統計數字」(62.09.17~63.06.27)尚有

「書籍借貸分類統計」(中西文合計)，內容如下： 

類  別 教職員 學  生 

總類 51 1115 

哲學類 199 4697 

宗教類 340 1650 

社會科學類 831 11403 

語言類 32 501 

自然科學類 348 6409 

應用科學類 427 5412 

藝術類 403 5558 

文學類 1028 23032 

史地傳記類 665 9743 

共計 4420 69526 

總計 73946(寒暑假借書 5620 未計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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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如何使用傳記工具書--以特藏組典藏為例
1
 

特藏組 謝鶯興 

壹、前言 

什麼是傳記？簡單的說，就是關於一個人的生平事蹟。傳統傳記的寫

法，若歸納《史記》各篇紀傳所呈現的，不外乎：先介紹傳主的姓字籍貫，

再由祖先說到傳主，再說傳主的一生際遇，從事過什麼活動，有過什麼的

功勞偉績，當過什麼官，受過怎樣的賞罰，對當時社會有何貢獻，對後代

社會有何影響，最後再說明傳主是如何的死，並對他的子孫後代的升沉榮

辱之事蹟略加記載等等。 

既然傳記是指一個人的生平事蹟，那關於這個人的生平事蹟，見諸於

何處？我們又要用哪些傳記工具書來獲知這些資料的出處，以便蒐輯？近

人 對 於 此 類 資 料 的 蒐 集，不 乏 論 述 者，如 王 增 群 <社 科 人 物 資 料 檢 索 及 其

工具書>，從掌握各種人物資料在文獻中的分布(正史、別史傳記、方志傳

記、年譜、碑傳、辭書、詩文集、年鑒、書目提要中傳記資料、回憶錄、

文史資料傳記集)與了解人物的姓氏字號室名別號等兩方面介紹。 2于澄潔、

張凡<怎樣查找科技人物傳記文獻>，著重在科技人物，提出從各種書目、

各種年鑒、各種百科全書、題錄式檢索工具等方面進行檢索。 3夏南強<人

物傳記工具書的類型及其使用>，分人物傳記工具書的類型(辭典和名錄類、

資 料 匯 編 學 案 綜 述 類、索 引 類、年 表 年 譜 類 )及 人 物 傳 工 具 書 的 使 用 (工 具

書的特點問題、工具書的選擇問題)兩方面討論。4林申清<人物傳記資料工

具書發展述略>，「旨在對我國歷代的人物傳記類工具書作一番總結，并根

據 其 性 質 加 以 歸 納 」，所 以 從 綜 合 性 人 名 辭 典、專 類 人 物 辭 典、外 國 人 物

                                                 
1 本文初撰，係因經常看到讀者不知如何使用傳記工具書，導致找不到傳記資料的

問題而寫，所用的傳記工具書以特藏組典藏為主。民國 86 年 3 月曾於圖書館大門

入口處的「特藏廚窗」的展示，同月 21 日在《東海大學校刊》刊載大綱，87 年 9

月講授「圖書資料蒐輯與處理」時編入教材。近年來圖書館陸續新購的傳記工具

書足以訂補先前之作，故據而修改，並略述近人對於傳記工具書使用的探討。 
2 見頁 62~64，《河北圖苑》1994 年第 2 期(總 24)。 
3 見頁 57~58(上)及頁 65~67(續)，《情報雜誌》第 17 卷第 4 期(正)及第 5 期(續)，1998

年 7 月及 9 月。 
4 見頁 137~142，《辭書研究》200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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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典等三方面論述。5張喜梅<查找歷史人物的工具書>，分最常用的工具書、

從名字號來查找歷史人物的工具書、從謚號廟號年號尊號來查找歷史人物

的工具書、從避諱方面來查找歷史人物的工具書、查找同姓名的工具書及

從年譜方面查找歷史人物的工具書等論述。 6吳嵐<查找中國古代歷史人物

傳 記 資 料 的 工 具 書 略 述 >， 分 紀 傳 體 史 書 人 名 索 引 與 傳 記 資 料 綜 合 索 引 、

筆 記 小 說 文 集 碑 傳 文 地 方 志 人 物 年 譜 著 作 論 文 中 的 人 物 傳 記 資 料 索 引 等

兩方面來介紹。7陳恆嵩<檢索方志中人物傳記資料的方法>，針對方志中的

傳記資料檢索，提出利用工具書檢索、利用人物之籍貫查閱及利用人物之

仕履查閱。 8 

上述的成果，足以供我們參考，惟諸人所述各有所偏，本文試從資料

的類型與工具書的分類、及如何使用三方面來敘述，希能補其不足。 

貳、傳記資料的類型 

傳記資料的類型，包含哪些項目？我們如果不知道傳記資料有哪些類

型，這些資料是分布在哪些地方，基本上就無法順利地使用適當的工具書，

在檢索時難免會有顧此失彼之虞，或有遺珠之憾。 

傳記既然指一個人的生平事蹟，就是要瞭解該人所處的時代、籍貫 、

出身、著述、思想、學術及一生的主要活動。這些大都載錄於他的傳記資

料中。人物的傳記資料，分布非常廣泛，舉凡正史、別史、方志、傳錄、

筆記、詩文集、日記、回憶錄、書目提要、序跋中，都可能出現，因此尋

找此類的資料，真是非得「上窮碧落下黃泉」不可。 

若就史書及詩文集所收來詳加細分，則又包括史傳、家傳、本傳、別

傳、外傳、小傳、自傳、事略、碑文、墓誌銘、哀啟、行狀、逸事狀、誄

贊、壽文、序跋、題詞、贈答詩文等多種類型。當然，若再將傳記工具書

涵蓋進去，則各種傳記辭典、百科全書的人物條目、各式名錄、年譜總目

也都是，那麼在檢索時就必需更加留意，慎加揀選。 

傳記工具書所收的資料，大都是根據史書或詩文集等資料重新編寫，

甚至迻錄這些重新撰寫的資料再度加工，算是二手資料，或三手資料了，

                                                 
5 見頁 141~150，《辭書研究》2000 年 5 月。 
6 見頁 91~92，《太原師範專科學校學報》第 1 期，2000 年。 
7 見頁 41~43，《河南圖書館學刊》第 22 卷第 4 期，2002 年 8 月。 
8 見頁 10~14，《國文天地》第 18 卷第 3 期，民國 9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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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使用時要特別小心，最好能核對原書或本傳，避免因襲錯誤，以訛

傳訛，造成笑話。 

參、檢索傳記資料的工具書可分成那幾類？ 

既然一個人的傳記資料分布那麼廣泛，我們就需耐下心來翻閱，甚至

是披沙揀金，以免挂一而漏萬。幸好歷年來致力於各類工具書編製者，愈

來愈多，我們使用起來就更加的方便，他們的作為真是造福人群。檢索傳

記資料的工具書，大略可歸納為下列三種： 

(一)查考人名的 

此類包含了查考姓氏、字號、筆名、諡號、避諱、同姓名、官名、行

第等書。 

(二)提供簡單的或一般性的傳記資料 

此類除了可利用一般辭典、專科辭典、百科全書人物條目、各式名人

錄或名錄、年譜總目等書之外，還可利用歷代及近人所編訂的詩文總集或

選集，歷代書目及歷代名人年表或總表等等。 

(三)提供檢索更廣泛的或更詳盡的傳記資料 

此類需求的前提，是利用前項工具書檢索所得的資料，已經不能滿足

需求，就得利用到各種索引，如各種傳記資料的綜合索引或二十五史的各

史索引，方志的人物索引，詩文集的篇目索引，碑傳文的索引，甚至各朝

代的題名碑錄索引以及學案也都要借助。 

由於李寶印、張治江、胡維革、蔣立文主編的《人物工具書辭典》9，

蒐輯了有關人物的傳記、年譜、名錄、年表及索引等書，共分八百二十八

條辭目，含<傳記>、<年譜>、<名錄>、<年表>、<索引>及<其他>等六部 份 ，

各部皆依書名的筆畫排序，書前也附各部的<書名筆畫目次>。該書編纂的

體例是：介紹各書的編撰緣起、體例，收錄的上下年限、所錄的人物及檢

索方法等，並注明各書的版本情況、出版者及出版時間，以供讀者索閱。 

《人物工具書辭典》與一般介紹「工具書使用方法」書籍的最大不同，

在 於 該 書 專 述「 人 物 傳 記 工 具 書 」，收 錄 的 書 籍 種 類，遠 超 過 專 論「 工 具

書使用方法書籍」中關於傳記部份；其次該書為 1989 年出版，時代較新，

故部份晚近出版的工具書也都收錄，提供讀者更多傳記工具書的訊息。因

                                                 
9 吉林．吉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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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如果認為在「檢索傳記資料的工具書可分成那幾類」所歸納的類型，

不太適用，或想先知道有那些傳記工具書可用，或想知道這些傳記工具書

的大概內容，都可以先參閱《人物工具書辭典》，或有事半功倍之效。 

肆、如何使用傳記工具書 

關於傳記工具書使用方法的書籍，雖然可以告訴我們如何去利用這些

工具書，但是隨著掌握資訊的不同，個人需求的不同，檢索的程序不同，

所獲得的結果也會跟著不同。 

簡單來說，只知一個人名，不知是那個時代的，是要如何去找他的資

料呢？或同時知道該人的時代，又要利用那些工具書？以下就先說明僅知

人名，不知時代的查法，再介紹兼知其姓名及時代的檢索方式。 

一、僅知人名不知年代的檢索方式 

僅知人名，而不知其所處時代的檢索方式，可說是又簡單卻也是最麻

煩的。怎麼說呢？簡單地說，只要找各式辭典，大概就可以找到，但是如

果所找到的有同名同姓的現象，那又怎麼判斷何人才是自己所要的？這就

是麻煩的地方，除了詳審內容，再參閱彭作楨輯《古今同姓名大辭典》10所

提供的線索外，他人恐也無法代為解決。 

至於有那些辭典可以查得這種僅知人名，不知時代的呢？除了一般辭

典 之 外，可 先 查 臧 勵 龢 等 編《 中 國 人 名 大 辭 典 》11(依 姓 氏 筆 畫 排 序，可 用

筆畫與四角號碼兩種方式檢索)，與姜亮夫纂《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12(書

依年代先後排列，書末附〈筆畫索引〉，人名之後的數字為年代)等二書。 

然《中國人名大辭典》成書於民國 10 年，時代斷於清末；《歷代人物

年里碑傳綜表》成書於民國 26 年，48 年由陶秋英校補，52 年姜亮夫再次

修補，收入下限至民國 8 年止，著錄的人物有其時代性的限制，若無法查

得個人所需，就要再利用其他的工具書。 

(一)利用一般人名辭典性質 

１.檢索歷代人物的辭典 

(1)莊漢新、郭居園合編的《中國古今名人大辭典》 13，該書係上承遠

                                                 
10 上海．上海書店，1979 年。 
11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90 年 
12 陶秋英校，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6 年 5 月港版。 
13 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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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下 迄 當 代。其 編 纂 本 著「 蓋 棺 論 定 的 原 則 」，因 而 至 撰 寫 當 年 仍 健 在

的名人，只選取最有代表性的大家收錄之。書依姓氏筆畫排序，附姓氏筆

畫 之 <總 目 錄 >。收 錄 時 代，較 上 述 二 書 為 近，但 因 只 收 6908 條，所 以 也

有他的局限性。 

(2)蘇州大學圖書館編著《中國歷代名人圖鑑》14，收錄上古迄於清末，

包 括 少 數 卒 於 民 國 以 後 的 清 代 人 物 ， 共 1165 幅 ， 圖 像 依 人 物 年 代 排 序 ，

圖像下再附簡要，說明該人之生平。據其<凡例>知該書另行出版《中國歷

代人物圖像索引》，收錄約四千多人，惜未見。 

(3)張撝之、沈起煒、劉德重主編《中國歷代人名大辭典》 15，上自原

始 社 會，下 迄 辛 亥 革 命，共 收 五 萬 四 千 五 百 人，「 以 二 十 五 史 紀 傳 人 名 為

基本依據，同時參閱群書，廣搜博采，鈎稽增益。尤其是唐宋以後的人物，

從 各 種 碑 志 、 傳 記 、 文 集 、 筆 記 、 學 術 史 、 地 方 志 等 古 籍 中 增 補 頗 多 」。

書 依 姓 氏 筆 畫 編 排 ， 書 末 附 <夏 商 周 (共 和 以 前 )世 系 表 >、 <歷 代 紀 年 表 >

及 <四角號碼索引>。 

關於人物的傳記資料，一般來說，清末以前的較容易檢索得到，至於

民 初 至 38 年 間 的 人 物 傳 記，大 陸 地 區 仍 在 陸 續 編 製 中，如 果 上 述 三 書 仍

未找到所要的人物資料，或許該人即是民初以後的人，那就要利用到下列

《中國人名大詞典》。 

(4)中國人名大詞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人名大詞典》，共收三萬多個

條目。全書分為《歷史人物卷》16、《當代人物卷》17及《現任黨政軍領導人

物卷》 18三冊。 

《歷史人物卷》收至 1949 年 10 月 1 日以前去世的人物，係依姓氏筆

畫 順 序 排 列 ， 書 前 附 姓 氏 筆 畫 之 <詞 目 表 >； 該 書 收 1949 年 之 前 的 人 物 ，

即略可彌補《中國古今名人大辭典》所收關於民初以來人物的不足。 

《當代人物卷》則收 1949 年 10 月 1 日共產黨政權建立後去世與在世

的著名人物，亦以姓氏筆畫順序排列，書前附姓氏筆畫之<詞目表>，書末

                                                 
14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 年。 
15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16 廖蓋隆，羅竹風，范源主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 年。 
17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3 年。 
18 北京．外文出版社，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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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漢語拼音索引>。 

《 現 任 黨 政 軍 領 導 人 物 卷 》是 選 收 1988 年 12 月 31 日 前 大 陸 地 區 在

職 的 中 央 和省、市、自治區的現任黨政軍領導人物，以姓名的音序排列，

同 姓 同 名 者，年 長 者 排 前，書 末 附 <主 要 機 構 及 領 導 人 一 覽 表 >及 <漢 文 筆

劃索引>。 

《當代人物卷》與《現任黨政軍領導人物卷》所收的人物，大都限於

大陸地區，對於使用者而言，仍嫌不足。 

２.檢索民初以來人物的辭典 

(１)李盛平主編《中國近現代人名大辭典》19，全書約收一萬人，年代

從 1840 年至 1988 年 9 月 30 日期間去世之人。書依姓氏筆畫編排，附<姓

氏索引>及<筆畫索引>。 

(２ )徐 友 春 主 編《 民 國 人 物 大 辭 典 》20，收 民 國 元 年 至 38 年 間，各 界

人士約一萬二千餘人。書依姓氏的筆畫排序，書前附<姓氏首字索引>、<姓

氏目錄>二種，書末另有<附錄>十六種，專收各級代表及外國使節名錄。 

(３)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編《辛亥以來人物傳記資料索引》21，應該

置於「知其姓名及時代」部份介紹，但因該書使用資料包含大陸、台灣及

香港三地的中文專著、論文集、報刊、年鑒、索引、百科全書及文史資料

等，於 1986 年前所出版的書刊，資料共有八萬多條；所收入的人物年限，

是自 1911 年至 1949 年止，共有一萬八千餘人，可以補前面幾本書的不足，

故 於 此 先 介 紹。是 書 依 姓 氏 筆 畫 排 序，附 <筆 畫 索 引 >，書 末 附 <本 索 引 所

引資料一覽表>及<本索引未引用的有關參考書目>二篇。 

(4)蔡開松、于信鳳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名人辭典》 22，選用資料截止

於 1990 年 5 月，人物收錄 1949 年前各政黨及軍政界主要負責人，重大政

治 事 件 的 主 要 當 事 人 ， 企 業 、 科 技 、 教 育 、 文 藝 等 界 著 名 人 物 ； 及 1949

年以後大陸地區黨政軍各階層領導人物，書依姓氏筆畫多寡排序。 

上述諸書，大都用來檢索民國 38 年以前的人物傳記，而《中國人名

大 辭 典 》的《 當 代 人 物 卷 》及《 現 任 黨 政 軍 領 導 人 物 卷 》雖 收 1949 年 至

                                                 
19 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 年。 
20 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 
21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0 年。 
22 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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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間之人物，但又僅限於大陸地區。如果這些書又找不到，那又要怎

麼辨？ 

(5)《中國人物年鑒》23，1989 年創刊，逐年出刊，館藏僅有 1990 年、

1993 年及 1996 年三種，涵蓋了大陸、台灣、香港及澳門各界的著名人士，

各 年 度 的 年 鑒 收 錄 了 在 上 一 年 度 逝 世 的 各 界 著 名 人 物 及 上 一 年 內 舉 行 過

紀 念 活 動 或 出 版 過 文 集 、 傳 記 的 歷 史 上 的 著 名 人 物 。 該 書 依 姓 氏 筆 畫 排

序，書前附<人名索引>及<各界人物檢索>，亦可補上述諸書的不足。 

(二)利用人物專科辭典(專業辭典) 

如果此一人名，雖不知其時代，然大概知道他是以那種方式留名後世

的，那麼也可以直接使用專科辭典(專業辭典)，得其梗概。 

１.俞劍華編《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 24，收錄範圍包括了歷代書家、

畫家、篆刻家、建築家、雕塑家及各種工藝美術家。依姓名筆畫排序，書

前有<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檢字表>及<人名索引>，書末有<附錄>二種，係

上 海 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 增 補 大 陸 地 區，於 1980 年 以 前 去 世 的 知 名 美 術 家 一

百 餘 人 及 全 國 美 術 家 協 會 會 員 的 簡 歷，另 有 <中 國 美 術 家 人 名 辭 典 字 號 異

名索引檢字表暨說明>、<字號異名索引>、<俞劍華小傳>。 

沈柔堅主編《中國美術辭典》 25，與前書性質相類似，收錄斷於 1985

年止，只收已故之人，書末附<中國美協會員表>。不同處在於該書係依學

科分類排列，分九大學科十大門類，含：通用名詞術語、繪畫、書法、篆

刻、版畫、建築藝術、工藝美術、陶瓷藝術、青銅藝術及雕塑，只有近六

千 條 詞 目，而 各 類 美 術 家 收 錄 的 標 準 以 有 作 品 存 世 者 為 主，雖 有 <詞 目 筆

畫索引>備檢索之用，然非專為傳記而作，稍有不便。 

２.陳高春編《中國語文學家辭典》 26，收錄歷代的語文學者，含：傳

統的文字、音韻、訓詁三門及金石、校勘等共約二千人，依其生卒年代排

序，概 述 作 者 的 生 平 及 其 著 述 的 要 略。書 前 有 <辭 目 表 >，末 附 <辭 目 音 序

索引>、<辭目筆畫索引>、<異名筆畫索引>、<中國語文學著作筆畫索引>

                                                 
23 1990 年及 1993 年由李方詩等編，北京．華藝出版社；1996 年由中國人物年鑒編

輯委員會編，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 
24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1 年。 
25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 年。 
26 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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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主要參考書目>等五種。 

3.《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是書依時代先後分為：《先秦漢魏晉南北朝

卷》、《唐五代卷》、《宋代卷》、《遼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近代

卷》等七卷，館藏僅有曹道衡、沈玉成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卷》及錢仲

聯主編《清代卷》27。書依姓氏筆畫多寡排序，附<作者姓名字號四角號碼

綜合索引>。 

北 京 語 言 學 院 中 國 文 學 家 辭 典 編 委 會 主 編《 中 國 文 學 家 辭 典 》28，收

錄歷代作家和文藝理論家、文學史家、文學翻譯家等辭條約五千條，分古

代和現代兩部份。古代起自先秦，迄於「五四」；現代則起自「五四」，迄

於 1983 年。凡 在 這 段 期 間，曾 在 文 學 史 上 某 一 時 期 或 某 一 領 域 或 某 一 區

域有過影響或有一定影響的，有作品留傳下來，都在收錄之列。全書共分

古代四分冊，現代四分冊，本館僅有：「古代第二分冊」，「現代第一分冊」

暨「現代第四分冊」等三冊。故僅知《古代第二分冊》是依作家時代先後

排 序，附 <時 序 目 錄 >及 <音 序 目 錄 >二 種；《 現 代 第 一 分 冊 》與《 現 代 第 四

分冊》依姓氏筆畫排序，附<筆畫目錄>及<漢語音序目錄>二種，然《現代

第四分冊》之末另附<現代分冊筆畫總索引>；其餘闕如，殊為不足。 

４.梁戰、郭群一合編的《歷代藏書家辭典》 29，收錄中國歷代的藏書

家，包括：書畫碑刻收藏家、版本目錄學家、校勘學家、刻書家(出版家)、

圖 書 館 事 業 家 及 書 坊 販 書 家 等，共 三 千 四 百 人。書 依 姓 氏 筆 畫 排 序，附

<目 錄 >及 <參 考 引 用 書 目 >二 種 可 供 利 用 。 該 書 著 錄 了 藏 書 家 的 藏 書 室 名

與 藏印，是該類辭典共有特色。 

5.張岱年主編《中華思想大辭典》30，從書名看，似與傳記無關，然該

書分人物篇、典籍篇及思想篇三單元，<詞目表>與內容亦就此三單元依筆

畫 多 寡 排 序。收 錄 先 秦 至 1919 年 五 四 運 動 間 的 人 物，四 百 多 人。由 於 只

收錄到五四運動，近代新儒家的人物就未被收入，此一缺陷，馮克正等主

編《 諸 子 百 家 大 辭 典 》 31， 分 人 物 、典 籍 文 獻 、詞 語 概 念 命 題 、 學 派 書 院

                                                 
27 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28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年(古代)，1990 年(現代)。 
29 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 
30 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年。 
31 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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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成 語 寓 言 等 六 千 餘 條 詞 目，人 物 係 根 據 生 年 先 後 按 歷 史 及 朝 代 順 序 排

序，從 上 古 的 伏 羲 到 近 代 的 杜 維 明 ，共 收 近 一 千 二 百 人。 附 <總 目 錄 >、

<分目錄>、<筆畫索引>、<音序索引>。至於新儒家的人物事蹟，則可參閱

方 克 立 、 李 錦 全 主 編 《 現 代 新 儒 家 學 案 》 32， 是 書 收 錄 梁 漱 溟 、 張 君 勱 、

熊十力、馬浮、馮友蘭、賀麟、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及方東美

等十一位先生的學案，可以提供更詳細的資訊。 

５.釋明復編《中國佛學人名辭典》33。該書收五千多位中國歷代高僧，

及在中國活動過而有影響的外國僧人，並且收錄了在哲學、文學、藝術等

方面有成就的歷代學者、對佛教產生過影響的帝王、官吏等。書依姓名筆

畫排序，附<筆畫索引>及<附錄>六種，含：<諸宗師資傳承系統表>、<異

名表>、<歷代塔寺道場略誌>、<華梵翻譯人名對音表>、<印度論師譯名對

音表>以及<中外歷代紀年對照表>。 

性 質 相 似 的 別 有 震 華 法 師 編《 中 國 佛 教 人 名 大 辭 典 》34，收 錄 自 佛 教

傳入中國以來與中國佛教有關的人物詞目共一萬六千九百七十三條，包括

僧、尼僧、居士、女居士、王公、后妃及公主七大類。以中國漢傳佛教人

物為主，兼及藏傳、南傳佛教人物，外國僧侶只限與中國漢傳佛教有交流

記載者。書依姓名筆畫排序，附<筆畫詞目表>及<中國佛教大事年表>。 

6.蘇晉仁、蕭鍊子選輯《歷代釋道人物志--百部地方志選輯》35，是書

選錄明天啟至民國間刊刻的百部地方志，從北京到雲南計二十五個地區的

方志，共收六千五百餘人，書依地區先後排序，前有<目錄>，後附<(人名

筆畫)索引>。是書編者認為：「其傳記中包含大量宗教、哲理、歷史、文學、

藝術、民俗等各方面的重要資料。雖然由於纂修方志的作者觀點不盡相同，

取捨互異，但是廣泛反映釋道兩教人才的思想面貌，以及對社會產生的深

遠影響，則是值得深深珍視和研究的。」 

7.袁韶瑩、楊瑰珍合編《中國婦女名人辭典》36，專收歷代著名婦女，

                                                 
32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 
33 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按此書係根據 1974 年臺灣的方舟出版社刊本影印，

館藏缺方舟刊本。 
34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 年第 1 版，2002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35 成都．巴蜀書社，1998 年。 
36 吉林．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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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革命家、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家等四千多人。較為特殊的是，收錄

了著名的民間女子與神話傳說人物。書依姓名筆畫排序，附<筆畫查詞表>、

<類別查詞表>及<詩海尋珠>三種，其中<詩海尋珠>收婦女作共 114 首，並

附有<目次>，以供檢閱之用。 

性質相似的尚有華夏婦女名人詞典編委會編《華夏婦女名人詞典》37，

收錄三千多人，依姓氏筆畫排序，有<人名索引>，書末有<附錄>，專收各

類婦女代表名單共六種。 

8.戴逸主編《二十六史大辭典》38，分為：《事件卷》、《典章制度卷》、

《人物卷》及《表圖索引卷》四冊。 

《人物卷》分為<史記編>、<漢書後漢書編>、<三國志晉書編>、<宋

南齊梁陳魏北齊周隋書南北史編>、<新舊唐書五代史編>、<宋遼金史編>、

<元史新元史編>、<明史編>與<清史編>等十編。各編皆依各史書各卷所收

的人物排序，附各編的<辭目表>。館藏缺《表圖索引卷》，使用較為不便。 

9.張文達編《中國軍事人物辭典 39》，專收西周至近現代，凡在歷史上

較有影響且見諸於史料的軍事家、將領或重要軍事活動的政治領袖、官吏

等軍事人物。係根據「二十四史」、《清史稿》、《民國人物傳》、《辭海》等

書 所 錄 為 主。書 以 姓 氏 筆 畫 排 序，前 有 <姓 名 筆 畫 目 錄 >及 <古 今 重 要 戰 例

目錄>，附<年號筆畫索引>。 

專科辭典(專業辭典)的使用，除了上述諸書，尚有老鐵主編《中國帝

王 辭 典 》 40， 專 收 歷 代 帝 王 與 部 份 后 妃 的 小 傳 。陳 榮 華 、陳 柏 泉 、何 友 良

主 編《 江 西 歷 代 人 物 辭 典 》 41， 專 述 江 西 一 地 的 歷 史 人 物 。劉 貫 文 、任 茂

棠、張海瀛主編《三晉歷史人物》42(山西省古稱三晉)，專收山西省籍對歷

史發展起過進步作用的歷史人物，全書共四冊，第一冊收遠古至南北朝人

物，第二冊收隋代至宋代人物，由<序>知第三冊收元代至清末人物，由此

推論，第四冊當收民初至當代，然館藏缺三、四兩冊，無法知其詳。高文

                                                 
37 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 年。 
38 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39 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 
40 濟南．明天出版社，1989 年。 
41 南昌．江西省人民出版社，1990 年。 
42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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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主 編 《 中 國 民 族 史 人 物 辭 典 》 43， 專 收 古 代 至 清 末 少 數 民 族 歷 史 人 物 ，

包含帝王將相、部族首領及在經濟、文化、科學、宗教等著名人物。周偉

洲 主 編《 中 國 當 代 歷 史 學 學 者 辭 典 》 44，專 收 目 前 在 大 陸 及 臺 港 地 區 從 事

歷 史 學 及 其 它 相 關 學 科 研 究 的 學 者，資 料 截 止 於 1993 年，全 書 共 分 中 國

史、世界史、專門史、文物考古及地方史志等五大類，各類再細分共十三

小 類。書 先 依 類 別 排 列，再 依 姓 名 筆 畫 排 序，附 <正 文 分 類 目 錄 >與 <人 名

筆畫索引>。 

(三)利用學科辭典 

除了一般人名辭典與專科辭典(專業辭典)可供查考人名，及其簡單生

平事蹟外，另有一類辭典，以一定的學科領域為主，和專以人物為主的專

科辭典不同。該類書籍，由書名來看，似乎與人名傳記無關，或是關係不

大而被讀者忽略。事實上，這些書中部份是另立<人物詞目>，部份是將人

物的詞目與其他詞目混而為一，稍加留意，即可能找得到想要的資料。因

此，為了和以人物為主的專科辭典有所區分，故以「學科辭典」一詞稱之。 

如谷雲義、馮宇、劉孝嚴、魏克信、牟玉青等主編《中國古典文學辭

典》 45，賈傳棠、張長法、許樹棣、徐式寧等編《中國古代文學辭典》 46，

孟慶遠主編《新編中國文史詞典》 47，方克立主編《中國哲學大辭典》 48，

馮契主編《哲學大辭典》 49，黃開國主編《經學辭典》 50，中國歷史大辭典

編纂委員會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51(從先秦史卷至科技史卷，共十三卷)，

李華興主編《近代中國百年史辭典》 52，章開沅主編《辛亥革命辭典》 53，

陳 旭 麓 、 李 華 興 主 編《 中 華 民 國 史 辭 典 》 54， 尚 海 、 孔 凡 軍、 何 虎 生 主 編

                                                 
43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 
44 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 年。 
45 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年。 
46 北京．文心出版社，1988 年。 
47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9 年。 
48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 
49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 年。 
50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年。 
51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 年。 
52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 
53 武漢．武漢出版社，1991 年。 
54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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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史大辭典》 55，劉和平主編《中國近現代史大典》 56，楊親華、余科

杰 、 吳 愛 明、 朱 衛 東 、莊 賓 湘 主 編《 中 國 民 主 黨 派 詞 典 》 57， 周 隆 賓 主 編

《社會歷史觀大辭典》 58等書，皆是可以參閱利用的。 

上述所用各書，不論是一般人名辭典，或人物專科辭典(專業辭典)，

或學科辭典，所找到的資料，大都是簡單的或概述性質的，如果需要更詳

細或更廣泛的蒐輯，那就要再利用其他傳記工具書了，關於這個問題，請

參閱「知其姓名及時代的檢索方式」。 

如果利用上列方法與書籍，還是找不到所要的人物資料，最後只能藉

助 於 參 考 組：中 文 參 考 書 區 所 藏 的 各 式《 名 錄 》，或 微 影 室 的「 中 央 社 的

剪 報 系 統 」， 或 利 用 「 中 華 民 國 期 刊 論 文 索 引 光 碟 系 統 」、「 中 國 期 刊 網 」

等電子資料庫的協助。 

二、知其姓名及年代的檢索方式 

一般人可能認為，想要概略的知道一個人的生平事蹟，只要根據人名

辭典或人物辭典的記載就可以了。事實上，這些資料，是否足夠，是一個

問題；你所要的是否就止這些，也是另個要考慮的問題。 

或許有些人明明知道，人名辭典或人物辭典所著錄的資料，仍有不足

之處，但也不知道還可利用那些方法，或還有那些傳記工具書，可以做再

進一步的檢索，以便取得這些資料。 

前面已說明了「只知姓名，不知時代」的檢索方式，同時也談及利用

各式辭典所檢索到的資料，只是概述性質的傳記資料，至於如何進一步的

利用其他工具書來追查更詳細或蒐輯更多、更廣泛的方式？現就針對「知

其 姓 名 及 所 處 時 代 」的 問 題 來 說 明 有 那 些 工 具 書 可 以 利 用。「 知 其 姓 名 及

時代」的檢索方式，或要利用那些工具書，亦可從僅需一般性或簡單的傳

記資料，與需更廣泛、更詳細的資料二方面來談。 

(一)僅需一般性或簡單的傳記資料 

就僅需一般性或簡單的傳記資料方面來說，一般人可能認為只要利用

各式辭典查得的資料就足夠使用。筆者認為：要瞭解某人的生平事蹟，若

                                                 
55 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 年。 
56 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 年。 
57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 年。 
58 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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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靠辭典的簡介就心滿意足，不想再繼續追查此人在史傳或方志上是否有

更詳盡的記載，也就是說不再去查他在史傳或方志上有無本傳的觀念，當

然不能說是錯誤的，只是這種「百步只行九九」的作法是有點可惜。因此

筆者所說的「僅需一般性或簡單的傳記資料」是指檢索到該人的本傳為止。

對於「只知人名不知時代」的人，既然已經由各式辭典查知他的時代及生

平概略，當然也可進而利用其它的工具書查知他的本傳出處。 

或許有人會說，為什麼不直接利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

《 中 國 文 化 研 究 論 文 目 錄 ． 傳 記 類 》 59， 中 華 文 化 復 興 運 動 推 行 委 員 會 、

四 庫 全 書 索 引 編 纂 小 組 合 編《 四 庫 全 書 傳 記 資 料 索 引 》 60與《 四 庫 全 書 文

集 篇 目 分 類 索 引．傳 記 文 之 部 》 61，或 王 民 信 主 編《 中 國 歷 代 詩 文 別 集 聯

合目錄》 62等書。 

《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傳記類》是收錄民國 35 年至 68 年間，所

發表的期刊論文，依人物的時代排列，各時代再依姓氏筆畫排序，在只知

人名未知時代時，是不容易查得，或所查到的，並不是真正所要的人，而

造成錯誤。 

《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目錄》雖收錄了相關人物的傳記出處、作品

集(含別集與總集所收，並注明典藏地)及年譜等，但需留意兩件事：一是

該人需有詩或文等作品傳世，二是該書也按時代排序，或一個朝代、或數

個朝代為一個單元，各單元之末皆附姓名筆畫索引，與前一本書所面臨的

問題相同。 

《四庫全書傳記資料索引》所收的傳記資料，以史部書籍最多，集部

次之，經、子二部又次之。該書除收錄正史中的本傳外，同時也收錄了《史

部．地理類》方志中的人物傳記，為一般傳記資料工具書所沒有的，是其

特色；而《四庫全書文集篇目分類索》則以《集部》文集為主，佐以《史

部．詔令奏議類》及《地理類》「藝文」部份，亦為一般傳記工具書所缺；

此二書皆可補史傳、文集等傳記之缺失。使用時也要留意幾件事：一為《四

庫全書》成書的時代性及收錄的政治性等局限；二為兩書都依姓氏筆畫排

                                                 
59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1 年。 
60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80 年。 
61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8 年。 
62 台北．聯合報國學文獻館，民國 7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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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書 前 都 附 <引 用 全 書 冊 次、頁 碼、書 名 對 照 表 >，《 四 庫 全 書 傳 記 資 料

索 引 》又 另 附 <首 字 筆 畫 檢 索 表 >，《 四 庫 全 書 文 集 篇 目 分 類 索 引 》又 分 為

<碑 傳 男 >、 <碑 傳 女 >、 <贈 序 >、 <壽 序 >、 <祭 告 男 >、 <祭 告 女 >、 <贊 頌 >

及<雜類雜文>等幾項，故附有<傳記文人名字首檢索表>。 

由此可知，每一本工具書皆有其特色，亦有其限制性，那麼，除了置

於一樓的《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目錄》與《四庫全書傳記資料索引》之

外，特藏組還有那些傳記工具書可以查得歷史人物的本傳呢？當然可以利

用各史書的人名索引，或是方志的人名索引。 

１.利用史傳的人名索引 

(１)張忱石、吳樹平合編《二十四史紀傳人名索引》63，是書根據北京

中華書局出版的《二十四史點校本》編製的，每條人名除注明點校本冊數、

頁數外，還注明卷數，可供不同版本的《二十四史》擁有者利用。該書因

屬叢書性質，故一人在同一史書中分見於兩處以上，則一併注錄；或分見

於兩部以上史書，而所記之人又有異文異名，除一起注錄外，並立「參見

條 目 」； 或 各 史 中 同 姓 名 者 ， 分 別 立 目 ， 以 做 區 別 。 書 依 四 角 號 碼 排 序 ，

書末附<筆畫索引>。<筆畫索引>是將《二十四史紀傳人名索引》人名第一

個字的依筆畫部首排序，漢字之後為四角號碼，接著才是頁碼。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上 海 書 店 合 編《 二 十 五 史 紀 傳 人 名 索 引 》64性 質 與

前書相似，是根據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上海書店聯合出版的《二十五史》及

中華書局出版的標點本《二十四史》與《清史稿》編製，體例與《二十四

史紀傳人名索引》幾乎相同，差別僅在於：本書是根據《二十五史》與《二

十四史》二種叢書編製而成，故人名之下，特別標示出在《二十五史》與

《 二 十 四 史 》的 卷 數、頁 碼 (《 二 十 五 史 》則 為 總 頁 碼 及 該 頁 的 欄 數 )。而

《二十五史》用「上」字代之，《二十四史》則用「中」字代之。 

(２)二十四史的專史人名索引，已出版的有：鍾華編《史記人名索引》，

魏連科編《漢書人名索引》，李裕民編《後漢書人名索引》，高秀芳、楊濟

安編《三國志人名索引》，張忱石編《晉書人名索引》，張忱石編《南朝五

史人名索引》，鄧經元編《隋書人名索引》，張萬起編《新舊唐書人名索引》，

                                                 
63 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64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與上海書店，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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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萬起編《新舊五代史人名索引》，曾貽芳、崔文印編《遼史人名索引》，

崔文印編《金史人名索引》，姚景安編《元史人名索引》，李裕民編《明史

人名索引》等十三種，其中《南朝五史人名索引》、《新舊唐書人名索引》

及《 明 史 人 名 索 引 》三 種，本 館 並 未 典 藏 (1998 年 北 京 中 華 書 局 將 上 述 諸

史的索引彙編縮印成兩冊，彌補此項的不足)。 

傳統史書，從《史記》採用互見手法之後，歷代史官修史，基本上都

接受這種撰寫方式，因此二十四史的專史人名索引，編製時，不僅著錄一

人 的 專 傳 資 料 (以 ※ 標 記 )，同 時 也 列 出 散 見 於 其 他 紀 傳 中 關 於 此 人 的 傳 記

資料，擴大了收錄的範圍，提供更豐富、更詳盡的傳記資料。臺灣鼎文書

局翻印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二十四史》，各本史書之末都附<人名索引>，

惟該索引只著錄本傳所在，就蒐輯某人在其史書中的資料而言，與上述諸

專史人名索引所提供的線索，是略遜一籌。 

２.利用方志的人名索引 

(１)朱士嘉編《宋元方志傳記索引》 65。該書是根據 33 種宋元方志中

的<人物傳>、<職官表>、<選舉表>、<雜錄>、<拾遺>等類，凡附有人物傳

記的，一併收錄編纂而成，共計三千九百四十九人。編排方式則依序為：

姓名、別姓、別名、字號、所在的方志簡稱及卷數頁碼。故書依姓氏筆畫

排序，附<引用宋元方志書名簡稱表>、<四角號碼索引表>。 

(２)高秀芳等編《北京天津地方志人物傳記索引》66，專收北京、天津

及所屬縣地共 73 種方志中人物傳記的綜合索引，收錄有約一萬四千餘人。

體 例 與 《 宋 元 方 志 傳 索 引 》 相 似 。 馬 尚 瑞 主 編 《 北 京 古 今 名 人 辭 典 》 67，

收 錄「 凡 北 京 籍 (自 古 至 今 )人，不 論 其 寓 居 何 處，只 要 在 某 一 領 域 作 出 貢

獻，或 在 北 京 地 區 (包 括 古 代 )產 生 過 較 大 影 響 者，都 予 以 入 選 」；「 凡 外 地

來 北 京 地 區 長 期 寓 居，在 某 一 領 域 作 出 了 突 出 貢 獻，或 產 生 過 較 大 影 響

者，也都作為『北京人』加以收入」。自先秦至 1987 年死亡的人物，共近

一千七百人。書依歷史前後順序編排，同一時代，清之前人物卒年先後排

列 ， 清 之 後 依 人 物 生 年 先 後 排 列 ， 僅 見 <目 錄 >， 未 另 編 製 「 人 名 索 引 」，

檢索稍覺不便。 

                                                 
65 上海．中華書局，1963 年。 
66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 年。 
67 北京．新華出版社，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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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湖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湖北省志人物志稿》，收錄 1840 年

以 後 至 1985 年 以 前 去 世，具 有 相 當 影 響 力 的 鄂 籍 及 少 數 長 期 居 留 湖 北 的

人士，在第四卷《表》末尚附有古代鄂籍歷史人物，但若《湖北通志》已

錄，而無新材料可補正的人物，則不再重錄。書依傳、錄、表三種體裁編

纂，再依政治、軍事、經濟、科教、文化等分類。該書屬於方志，置於此

處似有不妥，然書末附<人名筆畫索引>可供使用，故錄之。惟該<索引>只

收《傳》、《錄》、《表》等部份的人名，<古代湖北人物>則未收錄在內，殊

為可惜。 

雖 然 方 志 中 的 人 物 傳 記，部 份 與 史 書 中 的 傳 記 重 複 或 直 接 迻 錄 自 史

傳，然保存了大量的人物傳記資料，至於方志的人物傳記與史書的人物傳

記 之 間 的 關 係，誠 如 朱 士 嘉 在 <宋 元 方 志 傳 記 索 引 序 >中 所 說 的：「 該 書 體

例和內容雖然與《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和

《遼金元傳記三十三種綜合引得》有所不同，但仍具有相互補充作用。」

可惜歷代方志編有傳記資料索引的確實很少，2000 年北京圖書館編《地方

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分西北、東北、華北、華南、華東六卷，徐蜀<出

版 說 明 >云：「 為 便 於 使 用，在 每 卷 後 附 有 人 名 筆 畫 索 引 」，館 藏 西 北 卷 二

十冊，未見索引，其<總目>載「總索引(一冊單行)」，是書若及早見世，將

有助於檢索方志人物之傳記。至於台灣成文出版社《中國方志叢書》未編

人名索引，使用頗為不便。 

３.利用其他傳記書籍 

前面說過，「僅需一般性或簡單的傳記資料」是指找到史志中的本傳，

但利用史志的人名索引時，仍有其限制與不足，如《二十五史紀傳人名索

引》，雖收錄《清史稿》，但該書完稿於民國十六年，蕭一山等人於民國五

十年曾就其失誤進行補纂，民國七十五年國史館又進行校註的工作，可知

該書所用的資料仍有不足。  

民初以來的人物，雖然時代較近，似乎傳記資料更容易尋得，事實並

非如此，此一時期的相關資料，蒐輯起來仍有困難，因此還是需要利用到

近人編纂的傳記書籍，雖然這些書籍置於「如何利用傳記工具書」的主題

中，不太貼切，但可以彌補這段期間史料上的零散或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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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關於清代人物的傳記 

關於清代人物的傳記資料，可參閱清史編委會編《清代人物傳稿》68，

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專收 1840 年以前的清代人物，下編則收 1840 年

至 1911 年 間 的 晚 清 人 物 ， 本 館 僅 有 《 上 編 ． 第 六 卷 》、《 下 編 ． 第 七 卷 》

暨《第八卷》等三冊。 

美國Ａ.Ｗ.恒慕義主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傳略翻譯

組譯《清代名人傳略》69(一樓參考書區有英文版)，收錄明末至清亡三百年

間的人物，依傳主時代排序。是書係以《清代傳記三十三種》為主要的取

材來源，各傳主之篇末皆附資料來源。 

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 70，亦收明遺民至清亡之間的人物事蹟，暨

與史事有關的詩作，共分二十二冊，第廿二冊收<列女>、<釋道>、<鬼詩

夢詩>、<民歌謠諺>等四種。 

盛 代 儒 編《 清 代 名 人 千 家 著 作 舉 要 》71，本 書 是 根 據 張 之 洞《 書 目 答

問》等十八種書籍編撰而成，誠如吳豐培<序>所言，本書「可補《清史稿．

藝文志》之不足」，書依姓名筆畫排序，附<姓目索引>、<姓名索引>及<參

考書目>。 

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72，以徐世昌《清儒學案》為基礎加以刪補，

編者「期有：一、清代學術思想史，二、清代學術思想史料選輯的雙重作

用 ； 并 因 以 窺 見 清 代 學 術 思 想 發 展 淵 源 及 流 派 」， 收 錄 人 物 始 於 孫 奇 峰 ，

截 止 於 康 有 為 及 王 國 維，據 <敘 例 >知 全 書 分 十 卷，將 附 <清 代 學 術 思 想 史

年 表 >、<清 代 學 者 著 述 表 >及 人 名 書 名 索 引，惜 館 藏 僅 第 一、二 兩 冊，誠

屬不足。 

李春光《清代學人錄》 73，從清初到辛亥革命近三百年的社會科學和

自 然 科 學 的 發 展 進 行 比 較 廣 泛 的 探 索 ， 依 時 間 的 順 序 ， 以 學 派 或 學 科 為

綱，區分為清初樸大師等三十個專題，近九十位學人，僅附<目錄>，未另

                                                 
68 第六冊為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第七、八兩冊為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69 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70 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年。 
71 北京．華夏出版社，1992 年。  
72 濟南．齊魯書社，1985 年開始出版。 
73 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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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人名索引」，檢索稍覺不便。 

張一文、施渡橋主編《中國近代軍事人物傳》，專收 1840 年至 1919 年

間 帶 兵 作 戰 及 在 中 國 近 代 軍 事 的 其 他 方 面 和 領 域 的 軍 事 人 物，共 五 十 二

人，書末附<晚清部分武官職級表>等書。 

Ｂ.關於民國以後人物的傳記 

至於民國以後的人物，可參閱：厂民編《當代中國人物誌》 74，分上

編<軍事之部>及下編<政治之部>，僅有<目次>，無<人名索引>。 

李新、孫思白主編《民國人物傳》75，收錄 1905 年至 1949 年間人物，

選錄標準參見<中華民國人物志中的民國人物傳選錄草案>，依政治、軍事、

經濟、文化等類排序，本館典藏第一卷，僅有<目次>，無<人名索引>。 

王俯民編《民國軍人志》76，收錄北洋軍閥至 1949 年間正規軍的師長

及以上的軍人，約一千三百人，書依姓名筆畫排序，本書雖屬傳記辭典性

質，然各傳介紹包含：姓名、字號、籍貫、生卒年月日、學歷、軍職及其

重要貢獻或重要事件、參加戰爭等，字數皆在五百至二千之間，故列於此。 

彭慶遐、劉維叔編《中國民主黨派歷史人物》77，本書介紹 1949 年前

所 成 立 的 八 個 民 主 黨 派 中 的 人 物，書 依 黨 派 分 類，僅 有 <目 錄 >，無 <人 名

筆畫索引>，檢索時較為不便。 

北 京 圖 書 館 文 獻 叢 刊 編 輯 部、吉 林 省 圖 書 館 學 會 會 刊 編 輯 部 合 編 的

《 中 國 當 代 社 會 科 學 家 》 78，收 錄 當 代 社 會 科 學 各 學 科 從 事 研 究 工 作、教

學工作和有關方面有成就的專家學者，書依收稿先後分冊出版，本館僅典

藏第四與第五兩輯，未見<人名筆畫索引>。 

關於台灣地區人物，可參閱唐曼珍、王宇主編《台灣事典》，書名雖

與 人 物 無 涉 ， 但 該 書 選 收 自 古 代 至 1988 年 有 關 台 灣 政 治 、 經 濟 、 軍 事 、

文化、人物以及自然資、山川、民族、人口等方面的詞目有二千餘條，由

於是以首字筆劃多寡排序，檢索台灣近代人物也頗為方便。 

                                                 
74 上海．中流書店，1938 年。 
75 北京．中華書局，1978 年。 
76 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年。 
77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 年。 
78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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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要更廣泛、更詳盡的傳記資料 

如果史志中的本傳，仍不敷使用，那麼就需再利用其他綜合性的傳記

資料索引、文集索引、碑傳索引、年譜總目、學案索引或近人研究的成果

(如評傳、大傳之類)等等。 

1.利用綜合性的傳記資料索引 

「綜合性的傳記資料索引」一詞，指除了《二十四史紀傳人名索引》、

《二十五史紀傳人名索引》、《四庫全書傳記資料索引》以外，收錄二種以

上的傳記書籍或文集中的傳記資料而言。如：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編

《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 79、《遼金元傳記三十種綜合引得》 80、《八

十九種明代傳記綜合引得》 81與《三十三種清代傳記綜合引得》 82；台灣地

區 所 編 製 有 ： 昌 彼 得 、王 德 毅 等 編《 宋 人 傳 記 資 料 索 引 》 83， 王 德 毅 、李

榮村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 84，昌彼得等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 85，周

駿 富 編《 明 代 傳 記 叢 刊 索 引 》 86， 王 德 毅 、謝 正 光 編《 明 遺 民 傳 記 資 料 索

引》 87，周駿富編《清代傳記叢刊索引》 88等書都是。 

然上述諸書皆為台灣出版品，不在本文介紹範圍，略而不談。以下僅

介紹大陸地區編製的其他索引，如： 

Ａ.收錄二個朝代以上的索引 

(1)傅璇琮、張忱石、許逸民合編《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89，

收書的範圍涵蓋：正史列傳、本紀、表、藝文志、詩傳、文集、書目、書

畫書、圖經及有關釋氏之書等共八十三種，約三萬人。書分<姓名索引>與

<字號索引>，按姓名或常用稱謂立條目，其他的稱謂以括弧注於後，故書

依姓名筆畫排序；<字號索引>包含：字號、綽號及謚號。 

                                                 
79 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出版年不詳。 
80 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出版年不詳。 
81 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出版年不詳。 
82 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出版年不詳。 
83 台北．鼎文書局，民國 64 年。 
84 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 68 年。 
85 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民國 55 年。 
86 台北．明文書局，民國 81 年。 
87 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 79 年。 
88 台北．明文書局，民國 75 年。 
89 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40 期  

 54

(2)方積六、吳冬秀編《唐五代五十二種筆記小說人名索引》 90，本書

係根據唐五代筆記小說四十七種，宋人撰著，記載唐五代事蹟筆記兩種，

總集三種，合計五十二種筆記小說編製而成。書依四角號碼排序，各條目

以姓名或常用稱謂為主，其他稱謂以括弧附於後，並附參見條目；同姓名

者分別注明字號、籍貫、職官、生平事蹟、時代或從屬關係，以示區別；

各 條 目 下 分 別 標 注 所 在 書 籍、冊 數、卷 數 及 頁 碼，書 籍 之 版 本 參 見 <唐 五

代五十二種筆記小說人名索引用書表>。書末附<筆畫與四角號碼對照表>。 

Ｂ.專收一個朝代的索引 

(1)李國玲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補編》 91，顧名思義，該書是以王德

毅等人所編的《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為底本，加入其他可見的資料補編而

成，故編排體例上，大體上也是遵循該書。 

據其<凡例>所述，知所收入的範圍包括：墓誌、各省博物館藏拓片 、

史書、方志、年譜、題名、書序等，並補收了《宋大詔令集》、《名賢氏族

言行類稿》、《育德堂外制》、《嘉泰普燈錄》等書，采用書籍約一千餘種。

書 依 姓 名 筆 畫 排 序，附 <引 用 書 目 四 角 號 碼 索 引 >、<筆 畫 檢 字 表 >、<宋 人

別名字號封謚索引>等。 

(2)張 忱 石 編 《 唐 會 要 人 名 索 引 》 92， 係 據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的 《 唐 會 要 》

編成，《叢書集成》本與《國學基本叢書》本亦可利用。依四角號碼排序，

各條目編排次序：姓名或常用稱謂為主目，其他稱謂字號等以圓括弧注於

後，並列參見條目；同姓名者分別立目；人名下的數碼為所在的卷、頁數。 

2.利用其它相關書籍 

就「需要更廣泛、更詳盡的傳記資料」說法而言，圖書館典藏並標注

有《○○人名索引》或《○○傳記索引》的書籍並不多，但切勿執著於非

利用到《○○人名(或傳記)索引》之類的工具書不可，如下列諸書，也提

供了許多的傳記資料。 

Ａ.石刻碑傳與年譜總目 

(1)楊殿珣編《石刻題跋索引》 93，所收書籍以論石刻與有關考證者為

                                                 
90 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91 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 年。 
92 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 
93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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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收錄的年代止於元朝。書依類排序，分：墓碑、墓誌、刻經、造像、

題名題字、詩詞、雜刻等七類，再依時代先後排序。附<石刻題跋索引所

收書目>、<筆畫檢字表>及<四角號碼檢字索引>。 

(2)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94(是書尚有續編，現為採購中)，以出

土的唐代人物墓誌為限，凡在唐以前及唐代出生，卒於唐代者均予收入，

卒於唐代以後則不收。個別誌文雖已見於唐人別集或總集中，但若與出土

墓誌有出入者亦收之。是書依誌主落葬日期先後排序，並以年號為界，各

自編號。附<目錄>及墓誌中所出現的人名，除誌主遠祖與用典外的<人名

索引>。 

(3)謝巍編撰《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95，收錄 1983 年以前大陸地區

及其他地區與私人所藏歷代人物年譜。部份與年譜體例相同，但不稱年譜

的，如：年表、年略、繫年等也都收錄。書依時代排序，並略述譜主事略。

分<正編>、<附編>及<索引>三輯。<正編>收錄上自虞、夏、商、周，下迄

明、清、近 現 代，尚 有「 待 考 」，共 十 一 卷。<附 編 >收 合 編 年 譜、合 刊 年

譜、通 譜、齒 譜、疑 年 錄 及 生 卒 年 表、學 術 年 表、大 事 年 表 等 七 種。<索

引>則依姓名筆畫排序，編<譜主姓名索引>，並附<字頭繁體簡體對照檢字

表>。 

Ｂ.資料彙編與近人的研究成果 

(1)謝正光、范金民編《明遺民錄彙輯》 96，本書共收：邵廷寀撰《明

遺 民 所 知 傳 》、黃 容 撰《 明 遺 民 錄 》、闕 名 朝 鮮 人 撰《 皇 明 遺 民 傳 》、陳 去

病撰《明遺民錄》、孫靜庵撰《明遺民錄》、陳伯陶撰《勝朝粵東遺民錄》、

秦光玉撰《明季滇南遺民錄》等七種。書以姓名筆畫排序，同一人之傳記

分 見 不 同 書 者，依 成 書 時 代 先 後 排 序。書 前 有 <姓 名 筆 畫 索 引 >，書 末 有

<附錄>十五篇，則收本書採用七種明遺民錄的序跋全文。 

(2)王蘧常主編《中國歷代思想家傳記匯詮》97，全書分《先秦兩 漢》、

《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及《明清近代》等四部份，依傳主時代排序，

書前有<目錄>。 

                                                 
94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95 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96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  
97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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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所主編《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 98，收先

秦至五四運動間的一百六十餘位作家，該社又出續編三卷，館藏僅見《續

編 三．清 及 近 代 》，計 五 十 三 位 作 家，書 依 傳 主 時 代 排 序，各 篇 末 皆 附 主

要參考書目，惜未見人名索引。 

(4)徐朔方著《晚明曲家年譜》 99，共收三十九家，先依曲家籍貫分蘇

州卷、浙江卷及皖贛卷等三卷，再依年代先後排序，書末附人名索引。 

(5)鄧 長 風 著《 明 清 戲 曲 家 考 略 》100(1999 年 出 版 三 編 )，本 書 共 收 三 十

五篇論文，非專為明清時代的戲曲家傳記而作，誠如作者<後記>所說：「有

個別篇談的不是明清曲家……，或不是曲家本人，……但它們都與戲曲或

戲曲家有關」，何以要介紹此書？或可再藉作者所說的：「1985 年夏秋間，

我受命一套構想中的《中國古典戲曲故事》叢書擬目、編集、約稿。……

正 式 進 入 戲 曲 史 研 究 領 域。… … 從 1986 年 起，我 試 圖 對 明 清 兩 代 上 海 區

的 戲 曲 家 作 一 番 總 的 梳 理。… … 從 1990 年 夏 開 始，斷 斷 續 續 地 在 華 盛 頓

國會圖書館讀書，……決定將主要的研究方向放在明清戲曲家的生平及作

品 的 考 證 辨 析 上 … … 」。這 幾 句 話，除 了 告 訴 我 們，他 在 此 一 領 域 的 心 路

歷程，特別地是他利用了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典藏資料，與一般大陸學者所

引用的資料有大大的不同。 

Ｃ.其它 

(1)白壽彝主編《回族人物志》101，據<題記>知是書計畫出版：元、明、

清及近代等四冊，本館僅有《回族人物志傳．元代》一冊，依時代排序，

書末有<附錄>三種及<參考書目>。附錄一為<遺文>，附錄二為<碑傳題跋

酬贈>，二種皆附<目錄>；附錄三為<姓名錄>，依姓名第一個字音序排列。 

(2)莫雁詩、黃明編《中國狀元譜》 102，收錄自唐至太平天國期間各科

狀 元 事 蹟，附 <歷 代 武 狀 元 名 錄 >及 <本 書 主 要 參 考 書 目 >。《 中 國 歷 代 著 名

文學家評傳》、《中國歷代思想家傳記匯注》及《中國狀元譜》等三書，因

僅有<目錄>，若書末再附有<人名筆畫索引>之類，則其利用價值將更高，

                                                 
98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 年。 
99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年。  
100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101 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 
102 廣州．廣州出版社，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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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為讀者之幸。 

伍、結語 

上述列舉之書，大都為工具書性質，雖也介紹了資料彙編與近人的研

究 成 果 (含 書 籍 與 期 刊 論 文 )，但 是 近 人 對 於 某 一 領 域 所 編 製 的「 期 刊 論 文

索引」、「研究論著目錄」等工具書，尚未提及，是否表示不必利用到這類

資料？以東北師大古籍整理研究所辭書編輯室所編著的《中國古籍整理研

究論文索引》103來說，是書收錄清未至 1983 年間，發表在大陸及港臺一千

五 百 餘 種 報 刊 雜 誌 上，有 關 古 籍 整 理 研 究 的 論 文 及 資 料，其 中 的 第 七 編

<人物>就與傳記資料有關。或如馮爾康《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104，「主

旨是為清代人物傳記的研究介紹原始史料，以便利用者找到材料根據，去

作自己的研究和判斷，因此著重說明關于清人的原始文獻，即清人傳記素

材 的 著 作 」，介 紹 的 清 代 史 料 的 範 圍，有：清 代 列 傳 體 傳 記 專 著、碑 傳 體

傳記專著、清人傳記的別體--年譜、清人階段性傳記著作--日記、清人尺牘

及語錄的傳記史料價值、族譜中的人物傳記史料、紀傳體清代通史中的人

物傳記史料、文集資料匯編中的清代人物傳記史料、地方史志中的清代傳

記史料、歷史檔案中的人物傳記史料、筆記圖書中的清人傳記史料、題名

錄、像贊的傳記史料、清人傳記史料的工具書等，對蒐輯清人傳記資料的

助益頗大，如果將此種作法擴大到歷代人物傳記史料的介紹評價，則更有

益於後學。 

至 於 檢 索 傳 記 資 料 的 工 具 書 就 僅 有 上 述 幾 十 種 而 已 ？ 是 否 只 要 利 用

這些書就足夠呢？實際上，檢索任何資料，全依個人的需求來決定是否工

具書是否夠用。除了利用已編成的《論文索引》之外，若再翻檢新近出版

或當期的期刊雜誌，或可獲得更多、更詳實的資料。更重要的是，資料的

蒐輯必需親自檢索，以及經常地利用這些工具書，否則紙上談兵，就沒有

任何意義。 

 

 

                                                 
103 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年。 
104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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