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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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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務工作 

新增 Naxos Music Library《拿索斯線上音樂圖書館》資料庫 

期刊組  王畹萍提供 

本館新訂電子資料庫「Naxos Music Library《拿索斯線上音樂圖書館》」

Http://thu.naxosmusiclibrary.com，自本(2005)年 5 月 1 日起，至 2008 年 4 月

30 日止，歡迎讀者上線使用。 

Naxos Music Library《拿索斯線上音樂圖書館》，總收藏量超過五千五

百張隨選音樂(Music on Demand)鐳射唱片，包括整個「拿索斯」、「馬可勃

羅」、及「Da Capo」系列，一千多位作曲家之作品，含超過八萬首樂曲，

未 來 將 出 版 的 新 唱 片 亦 會 自 動 加 入 ， 每 年 將 陸 續 增 加 兩 百 多 張 新 專 集 (約

3000 首 )。曲 目 齊 備，含「 古 典 音 樂 」、「 傳 統 爵 士 」、「 現 代 爵 士 」、「 懷 舊

金曲」、「怨曲」、「世界各地民謠」、「兒歌」、「新世紀」、「中國傳統音樂」、

「鄉村」、「流行/搖滾」、「電影原聲」……等，從中古時期音樂，到現代

作曲 家 作 品 ， 包 含 美 國 、 西 班 牙 、 日 本 … … 等 國 ， 及 21 世 紀 經 典 系 列 ，

可 說是包羅萬象，特別適合教授配合不同級別學生之程度和興趣，設計出

不同的教學課程。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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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中文系 650 

歷史系 137 

政治系 266 

哲學系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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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藏書：歷史系 2005 年 4 月新書通報(中文圖書) 

採編組  陳婷婷製 

書名 登錄號 索書號 

人生之體驗 C387541 191/0010-03/1982/ / 

大眾經濟常識答問 C387332 551.9/2838/1979/ / 

大學人文教育的回顧與展望：大學人文教

育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C387339 525.107/2117/1992/ / 

中山先生政治人格的解析 C387323 005.31/4457/1992/ / 

中日關係史料 C387558 628/6058/2002/ / 

中外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思想

與文物交流 C387533 578.23/8742/1989/ / 

中國土地，人口，租佃制度之統計分析 C387375 554.028/4444/1978/ / 

中國大地趣談 C387494 690/2622/1995/ / 

中國中古時期的田賦制度 C387390 567.3092/7231/1978/ / 

中國文化人類學：中國文化對於人類的貢

獻 C387366 541.32/8724/1975/ / 

中國文化人類學：中國文化對於人類的貢

獻 C387367 541.32/8724/1975/ / 

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思想研究 C387504 541.4/4624/ /1965 v.1/ 

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C387384 681.1/4630-01/1993/ / 

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中國史學觀念探討

之一 C387313 603/8437-02/1979/ / 

中國外交史 C387560 640/7200/1973/ / 

中國制憲史資料彙編：憲法篇 C387529 581.29/2784/ / / 

中國近代史四講 C387358 627.8/4022/1962/ / 

中國近代海關稅收和分配統計

(1861-1910) C387342 568.87/3620/1992/ / 

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永思錄 C387510 782.886/1208-03/1992/ / 

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中央常務委員

會黨務報告 C387297 005.45/4013-02/1995/ / 

中國通史：明清史 C387364 610.9/8084/ /1996 四刷/ 

中國絲綢史( 通論) C387416 478.2/2501/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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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論文集 C387398 617/0821-01/1986/ / 

中華民國海關簡史 C387343 568.8/6410-01/1995/ / 

中華民國國旗與國歌史料 C387554 628/6058-06/2002/ / 

中華民間工藝圖說 C387387 479/0167/1972/ / 

中韓關係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960-1949) C387532 643.2/5047/1983/ / 

天龍八部 C387546
857.9/8000-012/v.25 1994 十

七刷/ 

天龍八部 
C387565~

C387567

857.9/8000-012/v.22~ v.24 

1994 十六刷/ 

孔祥熙傳 C387514 782.886/1237-03/1996/ / 

文化變遷的理論 C387344 541.5/9340/1984/ / 

文史通義(含方志略例及校讎通義) C387304 601.3/0070-07/1980/ / 

文獻叢編 
C387569~

C387570 650.7/4834/1964/v.1~ v.2/ 

日本史綱 C387500 731.1/1757/1964/ / 

王添灯紀念輯 C387509 782.886/1039/2005/ / 

以禮代理：淩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

變 C387385 127/1143/1994/ / 

北伐史料 C387555 628/6058-01/2002/ / 

古小說簡目 C387294 857.021/2605-01/1982/ / 

古史地理論叢 C387490 608/8326/1982/ / 

古玉新鑑 C387521 794.4/7232/1993/ / 

伍廷芳與清末政治改革 C387403 627.5/1114/1987/ / 

西潮 C387542 782.886/4440-206/1979/ / 

作詞十法疏證 C387550 823/2258/1972/ / 

利瑪竇中國札記 C387528 245.6/7480/ /1990 二刷/ 

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 C387361 548.315/1020/1970/ / 

宋代的田賦制度與田賦收入狀況 C387368 567.3/4975/1969/ / 

李清照與朱淑真評傳 C387538 782.8521/4036-03/1989/ / 

沈葆楨與福州船政 C387329 782.878/4424/19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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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宋田賦制度 C387391 567.3/7231-01/1978/ / 

明代史 C387362 626.01/1740/1975/ / 

明代周忱對江南地區經濟社會的改革 C387333 685.302/4726/1990/ / 

明代東北史綱 C387519 674.02/4666/1993/ / 

明清史論著集刊 C387394 626.083/1740-01/ /1987/ 

明清兩代琺瑯器之研究 C387379 938/7232-03/1983/ / 

東北的豆貨貿易(1907-1931) C387345 558.32/1057/1981/ / 

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 C387414 607/5051/ /1992 v.1/ 

近代在華日人顧問資料目錄 C387293 016.7315/2143/1994/ / 

哈爾濱猶太人 C387508 735.3/5524/2004/ / 

春秋會盟政治 C387382 621.79/7227/1977/ / 

春秋會盟政治 C387383 621.79/7227/1977/ / 

春秋戰國史話 C387399 621.7/2531/1986/ / 

紅樓夢謎 
C387536~

C387537 857.49/4084/ /v.1~ v.2/ 

飛狐外傳 C387563 857.9/8000-012/v.15 1990/ / 

唐代之交通 C387365 557.1/7741/1974/ / 

書劍恩仇錄 C358028
857.9/8000-012/ /v.1 1994 十

二刷/ 

書劍恩仇錄 C358030 857.9/8000-012/v.2 1990/ / 

海綃詞 C387549 852.486/7537/1967/ / 

神鵰俠侶 C349993 857.9/8000-012/v.12 1988/ / 

秦始皇陵兵馬俑 C387525 797.82/7414/ /1986 三刷/ 

秦漢史話 C387392 622/6041/1990/ / 

航在古運河上 C387522 690/2842-01/1993/ / 

荊楚歲時記校注 C387409 538.82/1089/ /1992 二刷/ 

追思錄：蘇格拉底的言行 C387547 141.28/0722/1989/ / 

高中歷史教學與研究 C387317 524.3407/1014/ /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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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法規選輯 C387334 525.023/4800/ /y.82/ 

國民政府著作權法令史料 C387553 628/6058-05/2002/ / 

國民政府對日情報及意見史料 
C387551~

C387552 628/6058-04/2002/v.1~ v.2/ 

國民政府與韓國獨立運動史料 C387531 574.32/5051/1988/ / 

國民政府職官年表 C387534 572.4/1176/ /v.1/ 

國民黨與共產黨 C387386 576.2/3244/1990/ / 

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 C387357 243.7/5480/ / / 

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 C393949 243.7/5480/1974/ / 

從伊[]越天山到羅布泊 C387516 676.105/2641/1993/ / 

從劉鶚到王禎和：中國現代寫實小說散論 C387540 827.88/1025/1986/ / 

教百年樹人 育千秋大業 C387505 520.9232/0024/2004/ / 

教育思想與教育問題 C387407 520.7/4450/1970/ / 

教育思想與教育問題 C387408 520.7/4450/1970/ / 

晚清小說史 C387395 820.97/7144-01/1988/ / 

清史述聞 C387336 627.081/2525/1971/ / 

清史探微 C387360 627/8715/1983/ / 

清史論 C387396 627/0202/1975/ / 

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 C387393 856.18/2621/1993/ / 

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 
C387340~

C387341 627.74/5051/1988/ v.1~v.2/ 

清朝在新疆的漢回隔離政策 C387335 573.961/4466/1988/ / 

清儒學案 
C387369~

C387373 127/2846-01/1976/v.1~ v.5/ 

理性化與資本主義：韋伯與韋伯之外 C387412 550.1862/0014/1988/ / 

現代中國實業誌 
C387376~

C387378 552.2/4648/1978/v.1~ v.3/ 

莫高窟年表 C387527 797.88/8005/1987/ / 

通鑑紀事本末 C387374 610.3/4041-04/ /1976 v.1/ 

連城訣 C387564 857.9/8000-012/v.20 1994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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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刷/ 

雪山飛狐 C387562 857.9/8000-012/v.13 1990/ / 

鹿鼎記 C387568
857.9/8000-012/v.32/1994 十

六刷/ 

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 C387515 782.886/2348-02/1995/ / 

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 C387497 797.907/1027/1986/ / 

給我換顆心 C387559 782.886/4487-2/1998/ / 

詞律探原 C387548 823.8/1144/1981/ / 

詞苑叢談 C387539 852.507/2884-01/ / / 

越南戰爭史 C387493 738.3264/4000/1981/ / 

黃興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C387413 782.882/4477-02/1993/ / 

剿共與西安事變 C387557 628/6058-03/2002/ / 

新疆三七政變血案真相 C387506 628.4/4464/2001/ / 

雍正傳 C387530 782.873/2231-01/1992/ / 

寧漢分裂與清黨 C387556 628/6058-02/2002/ / 

漢朔閏考 C387406 327.42/1015/1969/ / 

碧血劍 C358015 857.9/8000-012/v.4 1990/ / 

碧血劍 C387561 857.9/8000-012/v.4/1994 

蔣心餘研究 
C387543~

C387545 847.4/4448/1996/ v.1~v.3/ 

蔣委員長中正抗戰方策手稿彙輯 C387299 005.77/4013/1992/ / 

戰犯自述.第二部 C387507 782.886/7740/ /1982 二刷/ 

暹羅史 C387492 738.22/5050/1988/ / 

簡吉獄中日記 C387501 855/8840/2005/ / 

灌園先生日記 
C387502~

C387503 782.886/4429/2004/ v.9~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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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 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檢索簡介 

數位資訊組  王淑芳 

一、畫面介紹 

 

 

 

1.個人化服務 

a.舊會員－新註冊 

step1：曾經在「全國博碩士資訊網」加入個人會員者，在新版網頁下

仍需重新註冊 

 

（２）一般查詢 

（３）主題瀏覽 

（
１
）
個
人
化
服
務 

（４）最新訊息 

（５）各種功能項 

由此點選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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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鍵入原個人資料，按【確定】(圖一)；系統會自動帶入原有的個人

資料，然後您需鍵入其他資料，方可完成會員註冊(圖二)。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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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新會員註冊 

step1：欲可享有看電子全文的讀者，均需加入會員 

 

 

step2：鍵入完整的個人資料，如上述圖二。 

c.可查看電子全文或全文影像（但也並非每筆都可以閱覽） 

例：欲看第二篇的全文影像，即會出現要登入的視窗；登入後會有『歡

迎您：ｘｘｘ』的文字，但也不是每篇都可以閱覽。如果允許瀏覽者，則

以 Acrobat 應用程式即可閱讀。 

 

 

 

由此點選進入 

請輸入個人資料 

（若已登入進網頁者，則不會出現此視窗）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44 期 

 10

 

若被允許閱讀的電子全文，則會有下載的視窗；解開壓縮檔，即可瀏覽全

文。如下圖所示。 

   

不是每一篇都可以在網路上看得到 

登入會員後，即

出現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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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在個人化服務下，可查看「我的選粹策略」、「選粹結果」、「我的查詢」、

「我的書目清單」等功能。（如下圖所示） 

   

 

 

１．我的選粹策略 

２．我的選粹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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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查詢：有簡易查詢、進階查詢、指令查詢 

a.簡易查詢 

step1：鍵入檢索的詞（可加點是否要『電子全文』等限制條件） 

３．我的查詢 

４．我的書目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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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查詢結果，可依學校、學年度、論文名稱、學年度……等來排序。 

 

step3：可看出這篇論文被引用的次數，及延伸查詢(查詢其他網站的相關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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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延伸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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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若此篇論文有 參考文獻 ，可自動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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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透過『二維知識圖表』可瞭解所檢索的這個議題，在所收藏資料的

發展情形，及相關學科的研究。 

 

點選此處，可看

「二維知識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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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進階查詢－可多重檢索，亦可新增欄位： 

 

c.指令查詢 

 

3.主題瀏覽--可依學科主題、學校名稱、學年度……等來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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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依 學科主題 瀏覽 

step1：例如瀏覽『人文學類』 

 

step2：再瀏覽其主題下的『歷史學類』『宋代』 

 

step3：閱讀論文詳目時，亦可瀏覽相關論文 

可
依
此
「
關
鍵
詞
排
行
」
查
看
各
類

主
題
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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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依研究生、論文名稱、系所名稱、指導教授、關鍵詞等瀏覽，均可用

筆畫來點選，或直接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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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依 學年度 者，可再進階選擇學校及系所名稱來瀏覽。 

Step1：檢索 92 年度 

 

Step2：瀏覽『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的論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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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功能１--透過 統計排行 ，可查看其他相關訊息 

a.被引用次數論文排行 



館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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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最近熱門下載論文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44 期 

 24

c.論文授權數排行 

 

d.論文授權率排行 

 

5.其他功能２－透過 線上教學 ，可輕易的使用此系統 



館務工作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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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目錄 

周法高先生著作目錄 

特藏組 謝鶯興 

先 生 ， 周 姓 ， 諱 法 高 ， 字 子 範 ， 號 漢 堂 ， 江 蘇 東 臺 人 。 生 於 1915 年

11 月 6 日(民國四年農曆 9 月 29 日)，1994 年 6 月 25 日清晨 4 時，以心肺

衰竭，壽終於台中東海大學講座教授寓邸，享年 80。 

先生於 1935 年考入中央大學中文系，1938 年秋撰寫畢業論文--《經典

釋文反切考》，1939 年夏考取北京大學(當時與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在重慶

合 組 西 南 聯 合 大 學 )文 科 研 究 所，1941 年 7 月 以《 玄 應 音 研 究 》論 文 取 得

北 大 文 科 研 究 所 中 國 語 言 學 碩 士 學 位，1941 年 11 月 考 入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擔 任 語 言 組 的 助 理 研 究 (時 在 四 川 南 溪 )，展 開 五 十 餘 年 中 央

研究院的研究生涯，直到遠棄塵世，仍膺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歷史語言研究

所通信研究員。歷任中央大學、台灣大學、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

人、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州立大學客座教授、耶魯大學客座教授、香港中文

大學中國語文講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學講座等教職。 

1985 年 10 月，先 生 自中 研 院 史 語 所 退 休，因 東 海 大 學 中 文 研 究 所 楊

承祖所長與方師鐸先生兩人的力邀，接任中文研究所講座教授，並居住在

東海校園內。1986 年將其典藏二百多種的線裝古籍，廉價售予東海。2005

年 2 月，周 師 母 又 將 18 種 線 裝 古 籍 贈 予 東 海，對 東 海 線 裝 古 籍 的 典 籍 助

益頗大。 

先生著述宏富，僅在就讀北大文科研究所時，即已在《國立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表<說平仄>、<切韻魚虞之音讀及其流變>，至

1995 年，楊承祖先生編訂其主持國科會計劃的遺稿--《錢牧齋先生年譜》

止，不下數百種，惟蒐羅不易，現僅依<周法高著作目錄>1、<中華民國文

史界學人著作目錄--周法高>2、<周法高院士著作目錄>3、<中央研究院院士

                                                 
1 周法高編，《漢學論集．附錄二》，周法高著，周法高印行，民國 53 年 5 月。 
2 劉德漢撰，《書目季刊》第 8 卷第 4 期，民國 64 年 3 月。 
3 史墨卿撰，《中國國學》第 10 期，民國 7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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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講座教授周法高先生行述>4、<民國人物小傳--周法高>5所載，及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目錄」、「全國圖書聯合目錄」、「中國文化研究論文

目 錄 」、「 中 華 民 國 期 刊 論 文 索 引 影 像 系 統 」、「 中 國 期 刊 網 (九 大 專 輯 )」等

資料庫檢索結果，暫彙編於下： 

一、專書 

(一)撰注 

1.《經典釋文反切考》，學士論文，1939 年。 

2.《玄應音研究》 6，碩士論文，1941 年。 

3.《玄應反切考》，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4 年 8 月。 

4.《金文零釋》，收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第 34 種，台北：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印 行 ， 1951 年 ； 台 北 ： 台 聯 國 風 出 版 社 ，

1972 年。 

5.《中國語文研究》，收入《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 3 輯，台北：中華

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印行，1955 年；台北：華岡出版社，1975 年。 

6.《周秦名字解詰彙釋》 7，台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58 年；北京：

中華書局，1958 年。 

7.《中國古代語法》，收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第 39 號，

分造句編 8、構詞篇 9、稱代編 10及虛詞編四種，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4 周法高治喪委員會撰，《中國國學》第 26 期，民國 87 年 11 月。按，《國史館現藏

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 13 輯亦收是編，標題作：「周法高先生行述」，篇末

題「黃彰健撰」。 
5 傳記文學民國人物小傳編輯委員會編輯，《傳記文學》第 81 卷第 4 期，2002 年 10

月。 
6 按，關國煊<民國人物小傳--周法高>(頁 150)云：「其碩士論文除包括<說平仄>、

<切韻魚虞之音讀及其流變>二文及後來在《集刊》發表之<玄應反切考>、<廣韻

重紐的研究>外，並包括<玄應一切經音義反切字表>。」 
7 按，關國煊<民國人物小傳--周法高>(頁 151)云：「479 年，出版《周秦名字新詁

匯釋》。」 
8 按，關國煊<民國人物小傳--周法高>(頁 151)云：「39 年，出版《中國古代語法造

句篇》。」 
9 按，關國煊<民國人物小傳--周法高>(頁 151)云：「40 年，出版《中國古代語法構

解篇》。」 
10 按，關國煊<民國人物小傳--周法高>(頁 151)云：「37 年，由助理研究員升為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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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研究所，1959 年。1993 年，分《中國古代語法造句編》、《中國古代

語法(一)稱代編》、《中國古代語法(二)構詞篇》三種單行。1990 年，北

京：中華書局出版《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編》。 

8.《中國語文論叢》 11，收在《正中文庫》，台北：正中書局，1959 年。 

9.《顏氏家訓彙注》，北齊顏之推撰，清趙曦明注，清盧文弨補注，周法高

補正，收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第 41 種，台北：中央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0 年，初版；台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75

年。 

10.《周秦名字解詁彙釋補編》 12，台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印行，1964

年；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11.《漢學論集》，周法高印行，各大書局代售，1964 年；台北：正中書局，

1965 年 13。 

12.《論中國語言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66 年。 

13.《玄應反切字表》，香港：崇基書店，1968 年。 

14.《中國語言學論文集》 14，香港：崇基書店，1968 年；台北：聯經出版

公司，1975 年。 

15.《論上古音和切韻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3 卷第

2 期抽印本，1970 年。 

16.《周法高上古音韻表》 15，張日昇、林潔明編，周法高印行，台北：三

民書局經銷，1973 年。 

17.《說文通訓定聲目錄》，周法高音，張日昇、林潔明編，周法高發行，

                                                                                                                         
究員，出版《玄應反切考》(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0 本

之抽印本)、《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篇》。」 
11 按，史墨卿<周法高院士著作目錄>作：「中國語文叢叢」及「正中書局，民國五

十二年五月」，但「全國圖書聯合目錄」著錄有：「正中書局，民國四十八」。 
12 按，關國煊<民國人物小傳--周法高>(頁 151)作：「周秦名字新詁匯釋及補編」。 
13 按，關國煊<民國人物小傳--周法高>(頁 151)作：「61 年，出版《漢學論集》(正

中書局版)」，「全國圖書聯合書目」收：「《漢學論集》，54 年，正中書局初版」。 
14 按，史墨卿<周法高院士著作目錄>作：「中國語言學論叢」，但「全國圖書聯合

目錄」與東海館藏僅見《中國語言學論文集》，且為 1968 年香港崇基書店出版。 
15 按，劉德漢<中華民國文史界學人著作目錄>作：「周法高與古音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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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三民書局經銷，1973 年。 

18.《吳梅村詩叢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1 期抽印本，

1973 年。 

19.《牧齋詩註校箋》，清錢謙益詩，清錢曾注，周法高校箋，香港：周法

高發行，1978 年。 

20.《柳如是事考》，周法高印行，台北：三民書局經銷，1978 年。 

21.《中國語言學論集》，瘂弦主編，台北：幼獅文化公司，1979 年。 

22.《論中國語言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年 

23.《三代吉金文存》，台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80 年。 

24.《三代吉金文存補》，台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80 年 

25.《中國音韻學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經銷，1984 年。 

26.《西周年代新考：論金文月相與西周王年》，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 補 助 專 題 研 究 報 告，1985 年 。原 在「 國 際 中 國 古 文 字 學 研 討 會 」宣

讀之論文，民國 72 年 9 月。又登在《大陸雜誌》，第 68 卷第 5 期，民

國 73 年 5 月。 

27.《中國古代聯詞、介詞、副詞之研究》，周法高研究(主持)，台北：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1987 年。 

28.《錢牧齋吳梅村研究論文集》，收在《中華叢書》，台北：國立編譯館，

1995 年。 

29.《錢牧齋先生年譜》，周法高遺稿，楊承祖編訂，劉福田助編，台北：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報告，1995 年。 

30.《錢牧齋年譜長編的貢獻》，楊承祖、周法高主持，台北：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報告，1996 年。 

(二)編纂 

1.《玄應一切經音義》，周法高編製索引，收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專刊》第 47 種，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年 7 月。 

2.《近代學人手跡》初集，周法高輯，台北：文星書店，1962 年 6 月；三

集，台北：文星書店，196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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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冬飲先生遺稿》，周法高編，台北：中國文化研究所，1962 年 12 月。 

4.《 李 潤 章 先 生 藏 近 代 名 賢 手 跡 》， 周 法 高 輯 ， 香 港 ： 周 法 高 印 行 ， 1964

年。 

5.《漢字古今音彙》16，周法高主編，張日昇、徐芷儀、林潔明合編，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1973 年。 

6..《(足本)錢曾牧齋詩註》，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周法高編，周法高

發行，三民書局經銷，1973 年。 

7.《 明 清 之 際 叢 書 目 錄 》(收《 九 家 詩 文 集 》、《 錢 曾 牧 齋 詩 註 》二 種 )，周

法高編，台北：三民書局，1974 年。 

8.《金文詁林附索引》17，周法高主編，張日昇、徐芷義、林潔明合編，香

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4 年 18。 

9.《九家詩文集》，周法高編，收在《明清之際叢書》第 1 輯，周法高印行，

台北：三民書局經銷，1974 年。 

10.《廣雅索引》，周法高主編，范國等編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7

年。 

11.《三代吉金文存箸錄表》，周法高主編，張日昇、黃秋月編纂，台北：

三民書局，1977 年。 

12.《金文詁林附錄》，周法高主編，張日昇、李孝定合編，香港：中文大

學出版社，1977 年。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 年。 

13.《錢牧齋柳如是佚詩及柳如是有關資料》，周法高編，周法高發行，台

北：三民書局經銷，1978 年。 

14.《廣雅疏證引書索引》，周法高主編，范國、陳雄根、陸中石、莊富良

編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印行，1978 年。 

15.《潮語詞典補編》(與《國潮語彙》合刊)，蔡俊明編，周法高審閱，台

北：台灣學生書局，1979 年。 

                                                 
16 按，關國煊<民國人物小傳--周法高>(頁 151)作：「漢字古今音匯」。 
17 按，劉德漢<中華民國文史界學人著作目錄>作：「金文詁鼎第一至五冊」。 
18 按，史墨卿<周法高院士著作目錄>作：「民國六十四年」，但東海館藏則為「民

國六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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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金文詁林補》，周法高主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品編輯

委員會編輯，收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第 77 種，台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 年。 

二、論文 

1.<讀 高 本 漢「 中 國 音 韻 學 研 究 」>，《 讀 書 通 訊 》第 53 期 ， 民 國 31 年 11

月。 

2.<吐火羅語略說>19，《邊政公論》第 2 卷第 9 和 10 合期，民國 32 年 10 月。 

3.<玄應反切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0 本(上)，民國

37 年 6 月。 

4.<梵文ḍ ṭ的對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4 期，民國 37

年 6 月。 

5.<從玄應音義考察唐初的語音>，《學原》第 2 卷第 3 期，民國 37 年 7 月。 

6.<廣韵重紐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3 本，民國

37 年 9 月。 

7.<切韻魚虞之音讀及其流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3

本，民國 37 年 9 月。 

8.<說平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3 本，民國 37 年 9

月。 

9.<顏氏家訓金樓子「伐鼓」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3 本，民國 37 年 9 月。 

10.<古音中的三等韻兼論古音的寫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 19 期，民國 37 年 10 月。 

11.<「論中國造紙術之原始」後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 19 本，民國 37 年 10 月。 

12.<左傳的「於」和「于」>，《公論報》，民國 39 年 3 月 22 日。 

13.<說對音>，《公論報史地副刊》第 32 期，民國 39 年 6 月 7 日。 

14.<師旅鼎銘與古代社會>，《公論報》，民國 39 年 6 月 28 日。 

                                                 
19 按，史墨卿<周法高院士著作目錄>註：「用『子範』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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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上古語法札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2 本，民國

39 年 7 月。 

16.<中國語的詞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2 本，民國

39 年 7 月。 

17.<說「」>，《公論報》，民國 39 年 3 月 8 日。 

18.<史記的時間計數>，《公論報》，民國 39 年 5 月 17 日。 

19.<古籍中之虛字>，《公論報》，民國 39 年 5 月 24 日。 

20.<釋「者女以」--金文小說之 1>，《公論報》，民國 39 年 8 月 23 日。 

21.<論語十世希不失解>，《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 3 期，民國 40

年 12 月。 

22.<幾個常用詞的來源>，《大陸雜誌》，第 4 卷第 7 期，民國 41 年 4 月。 

23.<略談學生作文中的錯誤>，《台大文摘》，第 1 卷第 2 期，民國 41 年 6

月。 

24.<評高本漢「原始中國語為變化語說」>，《大陸雜誌特刊》，第 1 輯(上)，

民國 41 年 7 月。 

25.<三等韵重脣音反切上字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3 本(下)，民國 41 年 7 月。 

26.<中國語法札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4 本，民國

42 年 6 月。 

27.<讀「中國人之思惟方法」>20，《民主評論》第 4 卷第 15 期，民國 42 年

8 月。 

28.<吳梅村的詠史詩>，《中興評論》，第 1 卷第 3 期，民國 43 年 3 月。 

29.<論古代漢語的音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5 本，

民國 43 年 6 月。 

30.<古代的稱數>，《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刊》，第 1 輯，民國 43 年 6 月(國家

圖書館有抽印本的典藏)。 

31.<簡體字論戰諍言>21，《民主評論》，第 5 卷第 11 期，民國 43 年 6 月。 

                                                 
20 按，劉德漢<中華民國文史界學人著作目錄>作：「讀『中國人之思想方法』」。 
21 按，史墨卿<周法高院士著作目錄>作：「簡稱字論戰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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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簡體字答客問>，《國語日報語文乙刊》第 289~295 期，民國 43 年 6 月

10 日至 7 月 30 日。 

33.<吳梅村詠史詩三首箋>，《大陸雜誌》，第 9 卷第 5 期，民國 43 年 9 月。 

34.<中國語文與文學>，《大陸雜誌》，第 9 卷第 8 期，民國 43 年 10 月。收

入《中國語文研究》，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 44 年。 

35.<中國語的特質及其變遷大勢>，《大陸雜誌》，第 9 卷第 12 期，民國 43

年 12 月。收入《中國語文研究》，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

國 44 年。 

36.<聯緜字通說>，《文史哲學報》，第 6 期，民國 43 年 12 月。 

37.<韓 非 子 初 見 秦 篇 札 記 一 則 (漢 堂 讀 書 記 )>，《 大 陸 雜 誌 》， 第 10 卷 第 4

期，民國 44 年 2 月。 

38.<荀子仲尼篇札記二則(漢堂讀書記)>，《大陸雜誌》，第 10 卷第 7 期，民

國 44 年 4 月。 

39.<史 記 札 記 (漢 堂 讀 書 記 )>，《 大 陸 雜 誌 》，第 10 卷 第 8 期，民 國 44 年 4

月。 

40.<中國語文與文化>，《民主評論》，第 6 卷第 11 期，民國 44 年 6 月。收

入《中國語文研究》，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 44 年。 

41.<中國訓詁學發凡>22，《大陸雜誌》，第 10 卷第 11 期，民國 44 年 6 月。

收入《中國語文研究》，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 44 年。 

42.<焦循王先謙失引困學紀聞(漢堂讀書記)>，《大陸雜誌》，第 10 卷第 11

期，民國 44 年 6 月。 

43.<古代的詢問代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6 本，民

國 44 年 6 月。 

44.<中國古文字之構造與六書>23，《學術季刊》，第 3 卷第 4 期，民國 44 年

6 月。 

45.<中國境內的語言>，《民主評論》，第 6 卷第 15 期，民國 44 年 8 月。收

入《中國語文研究》，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 44 年。 

                                                 
22 按，劉德漢<中華民國文史界學人著作目錄>作：「中國訓詁學發展」。 
23 按，史墨卿<周法高院士著作目錄>作：「中國文字之構造與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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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論簡體字>，《自由中國》，第 13 卷第 3 期，民國 44 年 8 月。 

47.<中國語法學導論>，《大陸雜誌》，第 11 卷第 3 期，民國 44 年 8 月。 

48.<梁啟超論「問於」之誤(漢堂讀書記)>，《大陸雜誌》，第 11 卷第 4 期，

民國 44 年 8 月。 

49.<亭部(漢堂讀書記)>，《大陸雜誌》，第 11 卷第 7 期，民國 44 年 10 月。 

50.<讀論簡體字(答胡秋原先生)>，《民主評論》，第 6 卷第 21 期，民國 44

年 11 月。 

51.<「這」(漢堂讀書記)>，《大陸雜誌》，第 11 卷第 9 期，民國 44 年 11 月 

52.<記諸家校本經典釋文>，《大陸雜誌》，第 11 卷第 11~12 期，民國 44 年

12 月。 

53.<蹴氣球>，《大陸雜誌》，第 11 卷第 12 期，民國 44 年 12 月 31 日。 

54.<吳梅村詩考史徵年>，《金匱論古綜合刊》，無出版年月，香港。 24 

55.<古代漢語的語序和省略>，《大陸雜誌》，第 12 卷第 7~8 期，民國 45 年

4 月至 5 月。 

56.<論「浮屠與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7 本，民

國 45 年 4 月。 

57.<佛教東傳對中國音韻學之影響>，《中國倫教史論集》，民國 45 年 5 月。 

58.<吳梅村詩小箋>，《大陸雜誌》，第 12 卷第 11 期，民國 45 年 6 月。 

59.<漢書疏證跋>，《大陸雜誌》，第 12 卷第 11 期，民國 45 年 6 月。 

60.<「之」「厥」「其」用法之演變>，《學術季刊》，第 4 卷第 4 期，民國

45 年 6 月。 

61.<吳都賦衛權注輯>，《大陸雜誌》，第 13 卷第 2 期，民國 45 年 7 月。 

62.<談國文大辭典的編纂>，《教育與文化周刊》，第 13 卷第 2 期，民國 45

年 8 月。 

63.<古代被動式句法之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8

本(上)，民國 45 年 12 月。 

                                                 
24 按，據史墨卿<周法高院士著作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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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所」字之性質>，《中央研究院院刊》，第 3 輯，民國 45 年 12 月。 

65.<吳梅村詩續箋>，《大陸雜誌》，第 14 卷第 5 期，民國 46 年 3 月。 

66.<上古語末助詞「與」(歟)之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 29 本(上)，民國 46 年 11 月。 

67.<顏之推觀我生賦與庾信哀江南賦之比較>，《大陸雜誌》，第 20 卷第 4

期，民國 49 年 2 月。 

68.<周秦名字解詁彙釋補遺>，《大陸雜誌》，第 20 卷第 8~10 期，民國 49

年 4 月至 5 月。 

69.<漢堂讀書記>，《大陸雜誌》，第 21 卷第 1 及 2 合期，民國 49 年 7 月。 

70.<家訓文學的源流>，《大陸雜誌》，第 22 卷第 2~4 期，民國 50 年 1 月至

2 月。 

71.<顏 之 推 還 冤 記 考 證 >，《 大 陸 雜 誌 》， 第 22 卷 第 9~11 期 ， 民 國 50 年 5

月至 6 月。 

72.<顏氏家訓彙注補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 4 種

下，民國 50 年 6 月。 

73.<Certain Dates of the Shang Period>，《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第 23 期，民國 60 年。 

74.<從「查晡」「查某」說到探究語源的方法>，《大陸雜誌》，第 23 卷第 7

期，民國 50 年 10 月。 

75.<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哈佛燕京學社時代

學人協會臺北分會會刊》，第 1 卷第 1 期，民國 51 年。 

76.<「近代學人手跡(初集)」跋>，《近代學人手跡(初集)》，民國 51 年 3 月。 

77.<春秋名字解詁補釋>，《孔孟學報》，第 3 期，民國 51 年 4 月。 

78.<出席第九屆國際語言學者會議紀略>，《新時代》，第 2 卷第 10 期，民

國 51 年 10 月。收入《漢學論集》，民國 54 年 5 月。 

79.<論臺大應設立博士學位>，《新天地》第 2 卷第 5 期，民國 52 年 7 月。 

80.<何謂「漢學」>，《新天地》，第 2 第 5 期，民國 5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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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論 漢 學 界 的 代 表 人 物 (附 楊 聯 陞 與 周 法 高 論 漢 學 人 物 書 )>，《 新 天 地 》

第 2 卷第 6 期，民國 52 年 8 月。收入《漢學論集》，民國 54 年 5 月。 

82.<論歐美漢學研究的趨勢>，《新天地》第 2 卷第 8 期，民國 52 年 10 月。 

83.<「論歐美漢學研究的趨勢」後記>，《新天地》第 2 卷第 10 期，民國

52 年 12 月。 

84.<中國語文的特質和發展情形>，《新時代》，第 3 卷第 10 期及 12 期，民

國 52 年 10 月及 12 月。收入《漢學論集》，民國 54 年 5 月。 

85.<談美國數大學有關中國的課程>，《新天地》，第 2 卷第 11 期，民國 53

年 1 月。 

86.<中國留英美同學博士論文目錄分析>，《新時代》，第 4 卷第 2 期，民國

53 年 2 月。 

87.<談日本二大學的漢學陣容>，《新天地》，第 3 卷第 1 期，民國 53 年 3 月。 

88.<Word-Classes in Classical Chinese,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s>，民國 52 年。 

89.<Reduplicatives in the Book of Odes>，《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故胡院長適之先生紀念論文集)》，第 34 本下，民國 52 年 12 月。 

90.<Review of Dobson’s Early Archaic Chinese>，《Harvra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 24 期，民國 52 年。 

91.<冬飲廬藏甲骨文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5 本，

民國 53 年。 25 

92.<語言學家董同龢>，《傳記文學》，第 4 卷第 6 期，民國 53 年 6 月。 

93.<On the Dating of a Lunar Eclipse in the Shang Period>，《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 25 期，民國 54 年。 

94.<談法國漢學研究的機構>，《漢學論集》，民國 54 年 5 月。 

95.<跋「胡適給趙元任的信」>，《新天地》，第 4 卷第 3 期，民國 54 年 5 月。 

                                                 
25 按，劉德漢<中華民國文史界學人著作目錄>作：「冬飯廬藏甲骨文字跋，56.06，

史語所集刊，3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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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951~60 十年間「東洋史研究文獻類目」之分析>，《漢學論集》，民國

54 年 5 月。 

97.<臺灣公藏文藏資料鳥瞰>，《漢學論集》，民國 54 年 5 月。 

98.<中國語言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書和人》，第 10 至 11 期，民國 54

年 7 月 17 日及 31 日。 

99.<讀王冬飲先生遺稿兼談太古學派>，《中國一周》，第 800 期，民國 54

年 8 月。 

100.<中國語言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文風》，第 8 期，民國 55 年 1 月。 

101.<論商代月蝕的記日法>，《大陸雜誌》，第 35 卷第 3 期，民國 56 年 8

月 15 日。 

102.<論切韵音(附英文摘要)>，《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1

卷第 1 期，民國 57 年 9 月。 

103.<論上古音(附英文摘要)>，《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2

卷第 1 期，民國 58 年 9 月。 

104.<地下資料與書本資料的參互研究>，《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學報》，

第 8 期，民國 59 年。 

105.<論上古音和切韵音(附英文摘要)>，《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

報》，第 3 卷第 2 期，民國 59 年 9 月。 

106.<中國語的特質及其變遷大勢>，《國魂》，第 301 期，民國 59 年 12 月。  

107.<地下資料與書本資料的參互研究>，《聯合書院學報》，第 8 期，民國

60 年 26。 

108.<西周年代考(中文摘要，原文為英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

所學報》，第 4 卷第 1 期，民國 60 年 9 月。  

109.<上古漢語和漢藏語>，《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5 卷

第 1 期，民國 61 年 12 月。 

                                                 
26 按，「全國圖書聯合目錄」著錄為：「《地下資料與書本資料的參互研究》，周法高，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1 年」，則是書為抽印本。史墨卿<周法高院士著作目

錄>作：「《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學報》第八期民國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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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二十世紀的中國語言學>，《中文大學學報》第 1 期，民國 62 年。 

111.<談 漢 字 拼 音 化 >27，《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聯 合 書 院 學 報 》 第 11 期 ， 民 國 62

年。  

112.<吳 梅 村 詩 叢 考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中 國 文 化 研 究 所 學 報 》，第 6 卷 第 1

期，民國 62 年 12 月。 28 

113.<漢語研究的方向--語法學的發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

語言學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民國 63 年。 

114.<毛公鼎與師詢簋年代考>，《崇基學報》，第 12 卷第 1/2 期，民國 63 年

4 月。 

115.<二十世紀的中國語言學>，《幼獅月刊》，第 40 卷第 6 期，民國 63 年

12 月。 29 

116.<錢牧齋詩文集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7 卷第

1 期，民國 63 年 12 月。 

117.<論有關董妃之傳說與詩歌>，《書和人》，第 254 期，民國 64 年 1 月 18

日。 

118.<談錢牧齋燒香曲>，《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學報》，第 12 及 13 合期，

民國 64 年 2 月。 

119.<談遷北游錄與吳梅村>，《蔣公逝世週年紀念論文集》，中央研究院出

版，民國 65 年。 

120.<漢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論自由中國應設立國際漢學研究中心>，《幼

獅學誌》，第 13 卷第 1 期，民國 65 年 11 月。 

121.<金文詁林附錄>，《國科會論文摘要》，民國 67 年。 

122.<梁容若著「談書集」序>，《書和人》，第 340 期，民國 67 年 6 月 17

                                                 
27 按，史墨卿<周法高院士著作目錄>作：「讀漢書拼音化」。 
28 按，劉德漢<中華民國文史界學人著作目錄>作「吳梅村傳叢考，63(年)，香港中

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卷期)」。 
29 按，史墨卿<周法高院士著作目錄>作：「《香港中文大學學報》第一卷民國六十

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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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23.<柳如是年表>，《書和人》，第 346 期，民國 67 年 9 月。 

124.<論柳如是>，《書和人》，第 346 期，民國 67 年 9 月 

125.<「柳如是事考」自序>，《中央日報》，民國 67 年 9 月 5 日。 

126.<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的年代問題>，《大陸雜誌》，第 58 卷第

3 期，民國 68 年 3 月。 

127.<「京都大學藏鈔本梅村詩註稿」跋>，《大陸雜誌》，第 58 卷第 3 期，

民國 68 年 3 月。 

128.<讀錢牧齋「為汪然明題宛仙女史午睡圖」>，《大陸雜誌》，第 58 卷第

3 期，民國 68 年 3 月 

129.<錢牧齋收藏之富與晚年家道中落之原因>，《大陸雜誌》，第 58 卷第 4

期，民國 68 年 4 月。 

130.<漢字整理問題>，《書和人》，第 367 期，民國 68 年 6 月。 30 

131.<「 柳 如 是 別 傳 」 緣 起 >，《 大 陸 雜 誌 》， 第 59 卷 第 1 期 ， 民 國 68 年 7

月。 

132.<讀河野六郎「論轉注」>，《大陸雜誌》，第 59 卷第 2 期，民國 68 年 8

月。 

133.<東瀛酬唱集(與吉川幸次郎、清水茂)>，《大陸雜誌》，第 59 卷第 3 期，

民國 6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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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5 期，民國 6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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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誕學術講演，《中國語文研究》第 1 期(民國 69 年)13~20 頁(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出版)。」 
31 按，史墨卿<周法高院士著作目錄>作：「讀『微氏家族銅器與西周銅器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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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詞彙頻率詞典」>，《書和人》，第 425 期，民國 70 年 10 月。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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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按，周法高治喪委員會<中央研究院院士東海大學講座教授周法高先生述>(《中

國國學》第 26 期，民國 87 年 11 月)載：「民國 70 年 8 月 17 日，在師範大學語言

中心，為日本華語教師，作<國語詞彙出現的頻率>專題講演；同年 10 月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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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的讀物中詞彙頻率之研究>二文，因分別發表民國 70 年 8 月及 10 月。時墨卿

以訪問研究一年期滿而離開中研院，返回高雄師，以致未嘗知見。』史墨卿謹誌

於民國 87 年 4 月」。然上述二篇，「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未見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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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新系統使用說明會紀要--系統沿革與概述 

報告人:吳淑雲 

會議時間：94 年 4 月 27 日上午 9：00~12：00 

會議地點：彰化師範大學圖書館地下一樓會議室 

一、會議目的 

這次國家圖書館分別在北、中、南三區舉辦「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

新系統使用說明會」，主要目的是因為在 94 年 5 月國家圖書館將原有的「博

碩 士 論 文 資 訊 網 」系 統 更 新，提 供 各 校 更 便 捷 的 論 文 資 訊 建 檔 及 查 詢 介

面，以提昇共享學術研究資源的效率，而且為推動研究生參與數位化的共

建共享，分別舉行多場的新系統說明與介紹，讓大家對新系統的功能有更

多的認識，可說是用心良苦。個人有幸參加在彰師大舉行的中區說明會，

利用半天的時間，讓我對目前國內各校對博碩士論文資料所作的努力及現

況發展，有較多的了解，可說是獲益匪淺。 

二、會議內容 

會議一開始是由彰師大圖書館葉館長致歡迎詞，葉館長親切的問候及

熱情的推介彰師大校園及圖書館，讓大家備感親切，如沐春風。她個人也

說明彰師大目前對館藏數位化所作的努力，更不忘提出對國圖的期許--以

使用者為導向，節省時間成本，注重系統的相容等問題，她優雅的氣質和

幽默的談吐令人印象深刻。 

接下來，由國家圖書館閱覽組俞主任對這套系統的沿革，作簡要的概

述，俞主任提綱挈領，條理分明的解說，使人很容易就對這套系統的歷史

沿革及現況有清楚的概念，甚至將我原有的困惑之處都點出，不得不佩服

她的用心，能夠切合聽眾的需求。 

然後是由凌網科技游馨億小姐對新系統作簡介及功能說明，透過游小

姐的簡報系統，帶領我們一步一步的與新系統接觸，對新系統的所增加的

功能有概略的認識，個人覺得新系統的統計分析及查詢連結功能很不錯，

相信讀者在使用系統時就能親身體會。 

稍作休息之後，接著是線上建檔的說明，游小姐對目前現行作業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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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體系制度先作說明，再分別說明各類使用者建檔功能，最後提供分散式

建檔系統的方式供各校參考利用。 

簡報完畢就由各校參與者踴躍提出各種問題，國家圖書館俞主任及資訊

組徐小姐針對各類問題一一解答，達到交流分享的目的，會議也圓滿落幕。 

三、心得分享 

其 實 個 人 在 開 會 前 ， 對 目 前 國 內 的 博 碩 士 論 文 數 位 化 的 發 展 不 甚 清

楚，因為在本校圖書館對論文資料的收集，是以紙本式為主，每年定期接

收由教務處研教組所整理送來的本校博碩士論文資料，加工編目上架，放

置在特藏組。至於目前數位化的論文資料是由國家圖書館負責或是國科會

科資中心收集，並沒有切實的了解，透過俞主任的說明，將其歷史沿革及

現況整理如後與各位同仁分享： 

1.國圖的角色 

根據學位授予法第八條的規定，國家圖書館是國內博碩士論文的

法定寄存單位，因此自民國 83 年以後，國圖就負有典藏全國博碩

士論文資料的責任；而科資中心的收集則偏向科技方面且具商業

色彩，目前採觀望政策，暫時停擺。 

2.歷史沿革 

1994 年後各校博碩士畢業生需提交紙本論文 1 本及電子檔給國圖

典藏，但因磁片格式不同，很難處理。 

1998 年 online management 系統上線，各校研究生上網自行建檔（摘

要、論文目次、參考文獻）直接上傳國圖。 

2000 年開始收集全文資料授權書，但成效有限，目前每年大約有

二萬筆論文資料，但願意授權者大約只佔 40%，希望有更多

的人願意授權。 

3.集中式 v.s 分散式 

1999 年中山大學黃教授下載美國大學分散式系統。 

2001 年教育部提供經費給國圖與黃教授三年合作計劃，將系統免

費提供給各校，約有 30 多個單位參加。 

2002 年加上保護個人資料保護機制，和自動連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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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OAI 自動擷取功能（書目索摘資料），全文資料批次上傳。 

4.系統現況 

民國 86 年提供 web 版線上檢索，目前收錄： 

民國 45 年-86 年轉錄各校論文摘要磁片檔。 

65000 筆全文資料。 

12870 筆博士論文影像資料。 

5.學校方面負責： 

A.系所、研究生的帳號管理。 

B.查核全文、索摘上傳的正確。 

C.授權書的收集與推廣。 

6.目前 ETD 系統模式有三： 

系統模式 參加單位 優缺點 

國圖集中式 56 校 免費 

國圖與中山分散式 39 校 軟體免費，需有硬

體成本及人力維護 

自行發展 Local 系統 台大、政大等八校 自行開發成本較高 

四、個人建議 

目前本校博碩士畢業論文的作業方式，簡言之，是由教務處研教組承

辦，與國圖聯繫取得學校帳號，再由系所助教發給各系研究生帳號，研究

生取得帳號後利用線上建檔功能將論文資料建摘要檔並上傳全文檔案，一

般使用者可利用網路查詢。而目前圖書館所扮演的角色，只有保存本校紙

本式論文資料，提供讀者館內閱覽，指導讀者使用網路線上系統查詢。如

果本館有意要作博碩士論文數位化的典藏，雖然國圖可提供免費分散式建

檔 軟 體 給 各 校 自 行 建 置 專 屬 博 碩 士 論 文 管 理 及 網 頁 查 詢 系 統，（ 前 提 是 申

請單位需與國家圖書館簽訂授權契約，並將所蒐集之學位論文電子資料，

依 國 家 圖 書 館 所 訂 之 格 式 移 轉 至 國 圖 ），但 是 可 能 會 面 臨 以 下 的 問 題：硬

體成本和人力維護、回溯性資料授權書取得、全文資料庫的建立等，還有

與目前作業方式（研教組承辦）的不同，都是值得商榷的，不宜貿然前進

(有關新系統功能的介紹，請見「館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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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 

東海大學圖書館大事記 

民國 94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 

04.01 及 4 日，調 整 放 假，各 閉 館 一 天，地 下 大 閱 覽 上 午 9 時 至 下 午 9 時 ，

照 常 開 放 。 分 別 於 4 月 9 日 及 6 月 18 日 各 補 上 班 一 天 。  

04.20 參 考 組 曾 奉 懿、彭 莉 棻 及 期 刊 組 謝 心 妤 三 位 同 仁，參 加 在 逢 甲 大 學

圖 書 館 舉 辦 的 「 Concert 94 年 度 上 半 年 推 廣 訓 練 課 程 」。  

04.25 下 午 3 時 至 5 時，期 刊 組 於 圖 書 館 地 下 室 的 資 訊 素 養 室 舉 辦「 Smart 

Discovery--The Web of Science(Citation Indexes)」 深 度 講 習 ， 由 方

秀 婷 小 姐 (Thomson Scientific 公 司 培 訓 及 技 術 支 援 總 監 )主 講 ， 主 題

有 三：1.Web of Science 如 何 來 協 助 您 的 研 究 工 作；2. Web of Science

如 何 來 為 您 節 省 寶 貴 時 間 ； 3.Web of Science 具 有 Citation Alerts，

Analyze， One Click Search & Search within Reault 等 最 新 功 能 。  

04.27 數 位 資 訊 組 王 淑 芳 代 組 長 與 採 編 組 吳 淑 雲 小 姐 參 加 在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圖 書 館 舉 行 的 「 博 碩 士 資 訊 網 建 檔 及 使 用 說 明 會 」。  

04.28 上 午 9 時 30 分 至 12 時 ， 於 人 文 大 樓 舉 行 消 防 講 習 ， 館 內 各 組 室 皆

派 人 參 加 。  

館長室林雅麟小姐參加在校內路思義教堂舉行的「東海靜宜兩校聯

合祈禱會」。 

 

生活筆記 

遊園會活動--從「記憶大考驗」談起 

期刊組  施麗珠 

去 年 (93 年 )5 月 8 日，母 親 節 前 夕，在 台 中 市 民 俗 公 園 有 一 場 很 有 意

義 的「 母 親 節 感 恩 園 遊 會 」，當 天 在 這 座 四 合 院 建 築 的 古 典 公 園 裡，吸 引

了很多人群駐足圍觀，或參與各項活動的進行，人來人往，卻一點也不擁

擠，到處充滿歡笑聲。多元化的精彩活動，讓遊園的老老少少，留下了美

好且難忘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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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大考驗」是此次園遊會中一項腦力比賽的活動，為了吸引遊客

們的興趣，義工們個個精神抖擻，在「記憶挑戰，挑戰記憶，歡迎挑戰---

記憶王！」整齊劃一的口號聲中，拉開序幕！果然，沒多久就吸引了第一

批的挑戰者，一天下來，從躍躍欲試等候挑戰的隊伍，一批又一批的排著，

就可看出它受歡迎的程度。 

「記憶大考驗」準備的經文有六組，分別節錄自《孝經》、《朱子治家

格言》、《論語．為政篇》、《養心詩選》等名言佳句，每一場有幾組的參賽

者，就位後，義工抽出這場競賽的名句，讓參賽者與輔導的義工一起先唸

過三遍經文後，參賽者邊唸邊努力把它記住，然後同組的參賽者就得發揮

同舟共濟的精神，同心協力的在最短的時間內，將手中拿到的幾張經文，

接龍式的拼湊起來，張貼在白板上，最快完成比賽的一組，被稱為「最佳

記 憶 王 」，每 人 得 到 的 精 神 獎 勵 有 一 巨 大 的 智 慧 無 價 支 票 一 張、特 製 的 官

帽一頂，以及在手上蓋「好表現」等等小禮物。 

年幼純真的小朋友將這活動視為好玩的遊戲，得失心不重，反而很快

就能將經文拼湊出來。而年紀稍長的大朋友則因好勝心強，得失心重，速

度反而不及小朋友的快。幾位大一點的學生，剛開始認定這是個簡單的挑

戰，沒想到反成了小朋友的手下敗將，在不服輸的情況下，他們鍥而不捨

的接受考驗，快速的背誦經文，用心把經文拼湊出來，直到發揮了潛能，

贏得勝利才罷休；贏得挑戰後，深深體會其中的難度，有些人還努力高聲

的幫挑戰者加油。參與這個過程後，就可以發現：要記得新的經文，並不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只要肯花一些功夫，就能將新資訊儲存在腦海中。 

解說活動的義工們個個忙的嗓門都沙啞了，但眼看著參與的大人和小

孩 都 玩 得 那 麼 開 心，義 工 們 都 忘 記 了 辛 勞，更 加 賣 力 的 做 好 每 一 場 的 解

說。挑戰過程中，印象最深的是經文的朗朗背誦聲，愈聽愈覺得古文簡潔，

意境優美，短短的幾句話，就能道盡人倫之禮。 

其實，多元化的各項活動，內容包羅萬象，除了拼經文比賽外，愛心

樹劇場、舞台區的說唱表演、白雪公主與巫婆等人物的串場，都讓人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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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而為小朋友準備的活動，如捏麵人、布袋戲團、跳繩、丟沙包、跳

橡皮筋、跳格子、大富翁遊戲、親子 HIGH 翻天；此外，還有物流義賣、

拓印蜜蜜甜心卡、人文茶坊、80 年前的舊火車頭，及很多試吃的食品：有

媽媽的私房菜、媽媽的古早味等佳餚外，少年廚師更發揮創意，將原來裝

冰 淇 淋 的 冰 淇 淋 筒 改 填 裝 入 爽 口 的 生 菜 沙 拉，「 舊 瓶 新 裝 」讓 人 豎 起 大 姆

指。一些少年廚師抽空捧著麻薯、豆干等好吃的食品，遊走園區各個角落，

請 人 試 吃 產 品，還 不 忘 祝 福 每 位 試 吃 食 品 者：「 母 親 節 快 樂 ！ 」讓 享 受 美

食者直誇他們懂事。 

當 天 的 園 遊 會 計 有 26 個 節 目，而 我 得 知 被 安 排 在「 記 憶 大 考 驗 」的

義工活動中，原本有點擔心這樣冷門的活動，可能吸引的挑戰者有限，沒

想到語言文字魅力不可擋，得到熱烈的響應，不只小朋友喜歡，連高中生

及家長們也躍躍欲試，個個攪盡腦汁地參與競賽，這個即席的接龍遊戲沒

有年齡的分別，注重的是速度、默契與分工，激發挑戰者的信心，比賽的

樂趣自然融入其中。當天活動結束時，雖然每位義工都很疲憊，但從他們

笑容滿面、開心的臉龐上，看到了參與的樂趣。 

轉眼間又是五月天了，今年的天候有些異常，使得很多花期延後，如

茉莉花、玉蘭花、油桐花、木棉花、杜鵑花等，繽紛的花色，更增添了五

月大地的熱鬧氣息，似乎也在為即將來臨的母親節暖身。 

去年，臨時加入義工的行列，本著多看多學的理念，反而能以輕鬆的

方式來觀察活動的進行；也因為無心插柳，讓我對讀經產生了興趣，進而

加入兒童讀經班義工老師的行列。回顧這一年的課程，也接近尾聲，和天

真 可 愛 的 小 朋 友 們 一 起 讀 經，發 現 和 自 己 以 前 強 記 的 情 況，是 大 異 其 趣

的。重溫經書中的涵意，讓我重新對《論語》、《大學》產生了興趣，更領

悟到先賢們的智慧，在無形中傳播陶冶人的力量，是何等的可貴！ 

在 每 週 三 晚 上 與 其 他 義 工 老 師 帶 領 一 班 8、 9 歲 的 小 朋 友 一 起 讀 經 ，

雖 然 這 是 個 免 費 的 課 程，但 每 回 小 朋 友 們 來 上 課 時，個 個 精 神 都 非 常 振

奮，從朗朗上口的讀經聲中，我發現這一班的小朋友們已漸漸喜歡這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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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規劃。有時候，小朋友因事不能來上課時，家長也會事先打電話告知

老師；小朋友們很認真的在聯絡簿上記載著一週的讀經、做善行的情況，

以及和父母互動的情形，從這些記錄以及孩子在上課的情況，發現他們一

天天的在進步，而最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孩子們在家都會自動拿起經

書來讀，似乎「讀經」這件事，已經變成他們的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環了。 

這一年來，我從年幼的小朋友身上，看到他們的進步與改變；也從老

師們身上，學習到他們的教學經驗，體會到教學相長的樂趣。這是去年臨

時加入「母親節感恩園遊會」的義工團隊後，所意想不到的收獲呢！ 

 

上海的地鐵汽球 

臺錦屏 

在一個午後，帶著小夏走在暖暖的陽光中，突然有個外國人拿了麥當

勞的汽球送給小夏，我們帶著愉快的心情欣然接受。 

小夏開心的拿著汽球進入地鐵站，當牆壁上「嚴禁易炸易爆物」映入

眼簾時，心中有個不妙的念頭閃過，果不其然，在月臺上，保安人員走進

我 們 說：「 請 將 汽 球 的 氣 排 掉，因 為 可 能 會 在 擁 擠 的 車 廂 內 破 掉，傷 到 別

人。」頓 時 小 鳥 飛 過 我 的 額 頭，「 不 至 於 吧 」我 心 想，小 夏 看 著 我 說「 不

要」，我帶著乞求的眼光看著保安人員，他說：「不然你將汽球包在袋子裏，

一 旦 破 掉，也 不 會 傷 害 人。」第 二 隻 鳥 又 飛 過 我 的 頭 頂，「 不 會 吧，這 小

汽球會傷到人嗎？」我心想，但我手中並沒有袋子，於是我跟小夏討論著

是不是將氣放掉，回家再吹起來呢？！小夏難過的表情讓保安人員再次說

話 了，「 那 你 們 到 第 一 車 廂，人 比 較 少，但 記 得 汽 球 要 抱 好，破 掉 傷 到 人

要負責喔。」感激的母子二人趕緊往前走，但我腦中一直在想：大陸的汽

球是不是都裝了炸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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