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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稿約 

一、本刊以報導東海大學圖書館業務動態為主，包括館藏資源介紹及利用、本館

史料的輯述、館員經驗與業務發展報告、活動概況與側記。提供圖書暨資訊科

學新知、專題書目索引選介、圖書出版訊息(包括書刊與資料庫的選介)、圖書

館界相關訊息。 

二、歡迎各界人士惠賜具有學術價值的文章，來稿請附「註釋」及「參考書目」。 

三、館外人士賜稿，本刊一律匿名委送外審，凡經審查合格者，將個別通知刊載。 

四、來稿一經同意刊載，若欲改投他處者，請先告知，以便撤稿作業。 

五、本刊因經費不足，歉難致贈稿費，惟賜稿一經採用，即贈抽印本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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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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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歷與通訊地址、電話號碼，以便連絡。 

七、本刊同時發行紙本式與電子版兩種，電子版連結方式：由「東海大學圖書館

網頁」連結「本館館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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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93 學年度全館館務會議--期刊組工作報告（94 年 6 月 15 日） 

期刊組提供 

一、科資中心擬自 94 年度增加建置「全國日文期刊聯合目錄資料庫」，並

開 發 館 員 線 上 更 新 系 統 機 制。本 館 已 於 4 月 間 提 供 科 資 中 心 所 收 藏 之

日文期刊最新目錄及館藏資料。 

二、遠距圖書服務系統「網路著作權授權服務計劃」 

擬整合本校各院系出版的學報及學術刊物和國家圖書館簽約，推動著

作授權於國圖，讓國圖將授權之刊物完整掃描，於遠距圖書服務系統

提供電子全文資料。目前願意加入無償授權的校內刊物有《東海大學

文學院學報》、《東海中文學報》、《東海科學》、《東海學報．工學院》、

《東海農學報》、《東海管理評論》、《當代社會工作學刊》及《東海大

學圖書館館訊》等 8 種刊物。 

三、2006 年西文期刊合作採購 

依據校長指示，本館擬與中部地區大學圖書館合作採購 2006 年西文期

刊，以公開招標方式進行，將參考北部四聯大(清華、交大、中央、陽

明 )及 南 部 三 所 國 立 大 學 (中 正、中 山、成 功 )合 作 採 購 的 模 式，並 徵 詢

中部私立大學圖書館合作的意願。 

四、持續更新電子資料庫網頁，電子資訊庫訊息時常變動，一年出版一次

的紙本【電子資料庫指引】已跟不上更新的速度，將不再印行。 

五、調整西文合訂本書庫空間 

西文合訂本書架及空間嚴重不足，除了申購書架外，計劃暑假時將有

電子版的期刊合訂本移入儲藏室，但儲藏室空間有限。 

 

特藏組館務會議書面報告 

特藏組提供 

一、延長開放時間 

特藏組於民國 94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24 日期間，依 94 學年圖書委員會

決議，試辦延長開放時間，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從早上 8 點至晚

上 9 點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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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成果 

完成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古籍和刻本簡明目錄暨索引」 

 

館務會議提案 

九十三學年度全館館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提議：圖書館與其他單位合組運動會之競賽聯隊，這個其他單

位建議是電子計算機中心或推廣部。 

說明 圖 書 館 參 加 學 校 的 各 類 運 動 活 動，如 校 慶 競 賽、東 海 盃 球 類

賽、全校運動會等項目，參加者一直都是少數的那幾位，但隨

著年齡的增長，已有些項目都無法湊足人數報名；所以請大家

思考是否可與其他單位合併為一個聯隊，我個人是建議那個單

位 是 電 算 中 心 ， 這 有 兩 個 優 點 ： (1)若 聯 隊 參 加 人 眾 多 ， 還 是

可以各組一隊報名，但當某些項目圖書館報名人數少時，與聯

隊 合 組 ， 仍 可 以 讓 喜 愛 運 動 的 同 仁 有 機 會 參 與 競 賽 ； (2)電 算

中心與我們在資訊交流多有接觸，能同組聯誼隊合作，可以多

促進彼此的交流。 

提案人：王淑芳 

中 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五日 

 

九十三學年度全館館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提議：成立館內同仁的昇遷評審委員會 

說明 現在學校的職工昇遷辦法，是每個單位派出代表參與全校的昇

等考試。館內的初審辦法祇是延用以往的作業方式－由組長及

編審或專員投票表決，這種方式最大的缺點是各組有權投票的

人數不一致；另外提名參與代表的名單也不完全及公平。所以

建議成立一評審委員會來決定初選的代表名單。 

辦法 1.評審委員會的產生由館務行政會議的正式成員為委員。 

2.評審委員依可昇遷的名單投票產生初選代表。 

3.連續兩年擔任初選代表均沒有昇遷者，應停止一年為候選名

單內之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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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王淑芳 

中 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五日 

 
館務工作 

93 學年度入館人次統計 

流通組提供 

 93/08 93/09 93/10 93/11 93/12 94/01 

入館

人次 

總人數 9002 26049 53981 68025 47207 58609 

開館天數 21 22 29 28 29 26 

單日入館最

多人次 

558 

(8/10) 

3034 

(9/21) 

2303 

(10/27)

4405 

(11/16)

2235 

(12/27) 

4756 

(01/17) 

日平均人次 429 1184 1861 2430 1628 2254 

入館

登記

人次 

外賓 839 1087 1724 1900 1622 1547 

日平均人次 40 49 59 68 59 60 

 

 94/02 94/03 94/04 94/05 94/06 94/07 

入館

人次 

總人數 13781 52268 55959 47283     

開館天數 10 30 24 29     

單日入館最

多人次 

2633 

(02/23)

3514 

(03/16) 

4993 

(04/11)

2806 

(05/23)

    

日平均人次 1378 1742 2330 1630     

入館

登記

人次 

外賓 566 2033 1743 2030     

日平均人次 56 68 73 70     

 

93 學年下學期借還書作業統計 

流通組提供 

                    年份/月份    

項目 
94/02 94/03 94/04 94/05 

借書人次 

借書 2625 7573 6814 7051

續借書 1641 1312 2596 2672

合計人次 4266 8885 9410 9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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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書人次 總計 3923 6182 7498 8387

借還書人次 
借書、續借、還書合計 8189 15067 16908 18110

入館人次之比率 59.43% 28.83% 30.23% 38.30%

借書冊數 

借書 6875 18048 16052 16514

續借書 9065 3491 8941 8733

合計冊數 15940 21539 24993 25247

還書冊數 總計 10601 13265 15967 17566

借還書冊數 借書、續借、還書合計 26541 34804 40960 42813

預約書 

預約人次 914 2068 1441 1492

預約冊數 967 2167 1538 1572

取消預約人次 195 666 644 687

取消預約冊數 298 778 759 822

修改預約人次 56 140 116 127

逾期罰款 

罰款人數 343 740 1053 1096

罰款次數 378 834 1276 1268

系統新增罰款金額 20575 51466 74359 74095

系統收受罰款金額 23100 55196 77954 74095

更改借期筆數 57 42 34 133

修改罰款筆數 19 68 55 168

圖書報失 

報失冊數 5 16 32 38

賠新書冊數 0 8 7 6

賠書款冊數 4 6 6 5

賠書款金額 2700 3816 3774 2850

合作館圖書互

借 

本校申辦借書證人數 5 15 7 9

本校向合作館借書人次 36 74 58 未知 

本校向合作館借書冊數 136 253 201 未知 

合作館向本館借書人次 24 80 73 66

合作館向本館借書冊數 66 236 209 185

讀者換證 人數 0 2 0 0

讀者離校 人數 134 55 22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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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停權 人數 2 0 0 13

 

館藏資料統計 (94 年 5 月 ) 

流通組提供  

圖書總冊數：740527 書籍合計：635056 古籍：55797 

中日文：366608 

西文：212651 

期刊合訂本合計：105471 中日文：37776 

西文：67695 

期刊總種數：28038 紙本：6515 

電子：21523 

非書資料總件數：53551 中日文：44554 

西文：8997 

 

研究室使用登記 

流通組提供 

檢查 

清理 

違規處理 

書庫作業 

一、書架及現場 

1.新增書架：中文書庫 0 類至 400 類區域新安裝書架 15 座，共計 588

格；若每格書架容書量以 40 冊中文書計算，則新增書架共可增容圖

書 23520 冊。 

2.調架與標示更新：新增書架時、日常、寒暑期。 

3.收書(出納台＋現場＋研究室)、上架、整架、順架：每日、有人力時。 

4.場地維護 

二、修補書及汰書 

1.修補書 

2.汰書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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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尋書處理 

讀者諮詢服務： 

本館網頁交流天地 

bbs 

來電 

當面 

其他要項 

工讀生人力管理與工時週支報 

臨時人員工作通知與工時月支報 

 

93 學年下學期圖書移送統計 

流通組提供 

  94/02 94/03 94/04 94/05 94/06 94/07 學期總合 

圖

書

移

館

內 

電教室 AV 0 106 74 34    

參考組 RE 1 40 23 54    

流通組 LB 206 1879 1374 1036    

特藏組 SP 0 318 161 74    

期刊組 SE 0 7 0 1    

 207 2350 1632 1192    

圖

書

移

送

館

外 

國科會購書 38 5 人(65) 3 人(54) 1 人(10)    

系所單位藏書 656 14 單位

(1760) 

15 單位

(1705)

15 單位

(1565)
   

 694 1825 1759 1575    

 

  94/02 94/03 94/04 94/05 94/06 94/07 學期總合 

圖書移

送總計 

館內圖書

移送 

207 2350 1632 1199    

館外圖書

移送 

694 1825 1759 1575    

 



館務工作 

 7

93 學年下新書陳列統計 

流通組提供 

  94/02 94/03 94/04 94/05 94/06 94/07 學期總和 

新

書

陳

列

處

理 

新書使用冊數 0 99 569 500    

展示新書陳列 0 1638 1344 827    

展示新書撤架 0 640 775 327    

 

協尋書服務統計 

流通組提供 

93 學年 8 月 1 日~12 月 31 日 

性質 筆數 百分比率 

委託協尋圖書 136  

尋獲並通知讀者取書 50 36.77 

書目送採購組請購 78 57.35 

還在辦理協尋中 8 5.88 

 

94 年 1 月 1 日~5 月 31 日 

性質 筆數 百分比率 

委託協尋圖書 75  

尋獲並通知讀者取書 47 62.7 

書目送採購組請購 15 20 

還在辦理協尋中 13 17.3 

94 年 6 月份新增 7  

 

93 學年讀者諮詢覆件統計 

流通組提供 

1. 93 年 8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約 102 件。 

2. 94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讀者諮詢服務件數統計 

本館網頁-「交流天地」：1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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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網頁-「與我們聯絡 」轉來：14 件。 

bbs：32 件。 

來電：約 10 件。 

當面：約 8 件。 

合計：約 75 件。 

93 學年至 5 月 31 日，總計約 177 件 

 

93 學年度修補書統計 

流通組提供 

項 目  

 日 期  
93/08 93/09 93/10 93/11 93/12 94/01 94/02 94/03 94/04 94/05 合計 

修補書 870 466 79 83 114 47 4 81 60 58 1862 

申購 0 0 12 12 8 0 0 9 37 0 78 

送編目 56 23 7 4 3 0 0 5 0 2 100 

列印書

標 
692 336 32 148 8 0 17 51 47 47 1378 

送裝書

處理 
0 0 0 0 0 0 0 30 0 0 30 

新書到

館舊書

報銷 

數字可能不完全，因為係由本組人員自行上網查得的，

採購到館時採購組並未即時通知本組。 
21 

合計 1618 825 130 247 133 47 21 176 144 107 3469 

處理電腦類圖書拍賣共得約五千餘元，交本校總務處出納組。 

 

93 學年拾獲/遺失物品統計 

流通組提供 

年月/項目 拾獲 失物 領回 其他 

93.08 0 0 0  

93.09 3 3 3  

93.10 12 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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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1 5 11 5  

93.12 1 3 1  

94.01 4 2 4  

94.02 0 0 0  

94.03 4 7 7  

94.04 4 5 5  

94.05 7 6 5  

合  計     

 

93 學年下學期指定參書處理統計 

流通組提供 

項目 年/月 94/02 94/03 94/04 94/05 94/06 94/07 學期總和 

指定 

參考 

書 

指定教師人 0 5 1 0   6 

建檔冊數 0 52 3 0   55 

撤檔冊數 0 4 0 0   4 

撤檔教師人 0 1 0 0   1 

借閱人次冊 2 29 19 28   78 

 

項目 年/月 94/02 94/03 94/04 94/05 94/06 94/07 學期總和 

館藏系統處理 系統更正註記 0 363 0 0   363 

 

93 學年東海向傅斯年圖書館借書統計 

流通組提供 

 年 月/ 項 目   申請人數 借閱冊數  人次 

93.08     0     0    0 

93.09     0     0    0 

93.10     0     0    0 

93.11     0     0    0 

93.12     1     3    1 

94.0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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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2     0     0    0 

94.03     0     0    0 

94.04     0 0    0 

94.05     0 0    0 

合  計            

 

93 學年東海向臺灣大學借書統計 

流通組提供 

年 月/ 項 目 申請人數 借閱冊數 人次 

93.08 1 5 1 

93.09 2 0 0 

93.10 4 6 2 

93.11 2 10 2 

93.12 4 13 4 

94.01 3 6 2 

94.02 1 4 1 

94.03 0 0 0 

94.04 1 0 0 

94.05 0 0 0 

合  計    

 

93 學年度東海至中部聯盟館借書統計表(93/08/01~94/07/31) 

流通組提供 

 靜宜 暨南 彰師 勤益 朝陽 逢甲 中興 中國 中師 中山 大葉 總計 

  

  

  

申 

辦 

93/08 32 0 1 0 2 40 9 2 3 1 0 90 

93/09 31 1 2 0 0 47 10 1 5 1 0 98 

93/10 37 1 11 0 2 60 14 0 9 2 0 136 

93/11 15 0 1 0 2 18 11 1 3 0 1 52 

93/12 10 0 0 0 0 15 3 1 3 1 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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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數 

 

  

  

  

94/01 0 1 2 0 0 0 0 0 1 0 0 4 

94/02 0 1 0 0 0 0 1 0 0 0 0 2 

94/03 7 0 0 0 1 0 1 1 1 0 1 12 

94/04 2 0 0 0 0 0 1 0 0 0 0 3 

94/05 7 0   0 0   2   0 0 3   

合計 141 4 17 0 7 180 52 6 25 5     

  

  

借 

書 

冊 

數 

 

 

  

 

  

  

93/08 78 0 0 0 3 54 2 0 2 0 0 139 

93/09 77 0 6 0 0 87 8 3 13 0 0 194 

93/10 171 2 10 0 0 209 38 5 12 1 0 448 

93/11 172 0 15 0 5 307 44 2 13 0 0 558 

93/12 127 0 7 0 0 203 31 0 14 0 0 382 

94/01 50 0 7 0 4 147 15 10 10 0 0 243 

94/02 0 0 8 0 2 101 14 3 4 0 0 132 

94/03 72 0 11 0 3 125 33 0 5 0 0 249 

94/04 58 0 8 0 0 107 26 0 2 0 0 201 

94/05 67 0   0 5   14 3 2 0 0   

合計 872 2 72 0 22 1340 225 26 77 1     

  

  

借 

書 

人 

次 

 

 

 

  

  

  

93/08 23 0 0 0 1 15 1 0 1 0 0 41 

93/09 22 0 2 0 0 21 3 1 4 0 0 53 

93/10 56 1 3 0 0 50 9 1 5 1 0 126 

93/11 50 0 5 0 1 52 14 1 7 0 0 130 

93/12 42 0 2 0 0 42 7 0 6 0 0 99 

94/01 15 0 2 0 1 32 4 1 3 0 0 58 

94/02 0 0 3 0 1 24 4 2 2 0 0 36 

94/03 25 0 4 0 1 30 10 0 3 0 0 73 

94/04 18 0 3 0 0 27 9 0 1 0 0 58 

94/05 21 0   0 1   5   3 0 0   

合計 272 1 24 0 6 293 66 6 3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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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學年度中部聯盟館至東海借書統計表(93/08/01~94/07/31) 

流通組提供 

 靜宜 暨南 彰師 勤益 朝陽 逢甲 中興 中國 中師 中山 大葉 總計 

  

  

  

申 

辦 

人 

數 

 

  

  

  

  

93/08 10 4 29 0 4 5 8 1 9 0 0 70 

93/09 16 17 15 0 10 11 9 1 7 0 1 87 

93/10 22 10 31 3 13 6 12 2 13 4 3 119 

93/11 14 6 19 4 3 5 4 0 6 5 4 70 

93/12 11 5 7 2 1 6 2 0 0 1 4 39 

94/01 8 6 6 2 0 1 0 0 1 1 0 25 

94/02 0 0 0 0 0 2 1 0 3 0 0 6 

94/03 10 5 0 1 4 6 4 2 3 0 2 37 

94/04 12 2 0 0 5 4 1 0 0 0 2 26 

94/05 2 3 0 0 1 3 3 0 0 0 3 15 

合計 105 58 107 12 41 49 44 6 42 11 12   

  

  

借 

書 

冊 

數 

 

 

  

 

  

  

93/08 20 11 56 0 5 11 9 0 22 0 0 134 

93/09 28 11 26 0 5 9 5 0 15 0 5 104 

93/10 57 16 75 0 15 16 20 0 27 2 6 234 

93/11 81 28 91 0 30 9 34 0 18 0 3 294 

93/12 38 32 81 0 9 8 31 0 24 9 10 242 

94/01 54 27 63 1 14 9 25 0 9 0 5 207 

94/02 4 24 7 5 0 9 8 0 9 0 0 66 

94/03 48 28 79 7 6 17 22 0 24 0 5 236 

94/04 48 36 63 0 10 17 23 0 12 0 0 209 

94/05 34 27 56 0 14 19 28 0 7 0 0 185 

合計                         

  

  

借 

93/08 6 3 12 0 1 3 3 0 5 0 0 33 

93/09 11 5 8 0 1 5 1 0 3 0 1 35 

93/10 22 7 22 0 4 5 7 0 10 1 2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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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人 

次 

 

 

  

  

  

93/11 29 11 31 0 11 2 10 0 5 0 2 101 

93/12 16 9 29 0 3 3 10 0 6 2 2 80 

94/01 20 10 22 1 3 4 9 0 3 0 1 73 

94/02 3 8 2 1 0 4 3 0 3 0 0 24 

94/03 18 10 24 3 2 7 8 0 7 0 1 80 

94/04 18 14 18 0 2 7 11 0 3 0 0 73 

94/05 15 12 16 0 5 7 8 0 3 0 0 66 

合計                         

 

六月份新增院系中文圖書一覽表 

採編組  陳婷婷製 

單位 冊數 

中文系 794 

歷史系 274 

政治系 145 

哲學系 336 

經濟系 20 

企管系 28 

建築系 50 

宗教研究所 23 

 

單位藏書：經濟系 2005 年 6 月新書通報(中文圖書) 

採編組  陳婷婷製 

書名 登錄號 索書號 

Hello Kitty：三麗鷗創造全球數億商機的

行銷策略 C399982 496/1424/2004/ / 

Lexus 傳奇：車壇最令人驚艷的成功 C399985 484.3/3020/2005/ / 

LV 時尚王國：全球第一名牌的購併與行

銷之祕 C399981 496/7132-01/ /2004 五刷 

一課經濟學 C399974 550/0004/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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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維管理：卓越經理人的第一本書 C399980 494.23/3715/2005/ / 

全球 10 大最具經濟影響力人物 C399978 490.99/3264/2005/ / 

全球化競爭優勢 C399984 553.17/1084/2001/ / 

抽樣理論及其應用 C399976 511.27/2603/ /1987 十 

金磚四國關鍵報告 C399977 551.98/0037/2005/ / 

迴歸分析 C399989 511.7/7523-01/2000/ 

基礎統計學 C399991 510/7523-01/2004/ / 

基礎統計學題解 C399990 510.22/7523-01/2004 

敗局：有關組織管理的問題 C399979 494.2/0080/2005/ / 

統計學 C399992 510/7523/2004/ / 

統計學：觀念與方法：Concepts and methods C399988 510/8857/2004/ / 

統計學題解 C399993 510.22/7523/2004/ / 

試驗設計與統計分析 C399987 al319.5/2603-01/ / / 

數理統計學=Mathematical statistics C399975 319.5/2603/ /v.2/ 

讓競爭者學不像：透視臺灣標竿產業經營

結構 C399986 555.9232/7222/2005/ 

觀點：Sony 出井砷之顛覆日本傳統的管

理手法 C399983 494/2252/2002/ / 

 

單位藏書：建築系 2005 年 6 月新書通報(中文圖書) 

採編組  陳婷婷製 

書名 登錄號 索書號 

...年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第...屆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 C391650 67.07/4734/2004/v.3/ 

...年公共藝術年鑑=Public art in Taiwan C391665 920.58/6472/2003/ / 

921 重建感恩紀念國際競圖：競圖作品集 C391663 921/5047-01/ / / 

IFLA 2004 國際學生競圖 C391666 435.7/0719-01/2004/ / 

千葉縣指定史跡：宮谷縣廳跡本國寺本堂

保存修理工事報告書 C391662 790.7331/0026/ / / 

大學圖書館建築用後評估研究：以中原大

學圖書館為例 C391675 021/7541/1993/ / 

大學圖書館建築用後評估研究：以中原大 C391676 021/7541/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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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圖書館為例 

工程與法律 C391679 441.51/7541/2004/ / 

中國傳統民居建築辭典 C391672 928.204/5034/2004/ / 

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專輯：都市設計的

人本定位論 C391655 921.07/8082/ / / 

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專輯：都市設計的

人本定位論 C391656 921.07/8082/ / / 

反映設計(Reflective design)的探索：拉菲

爾．莫內歐建築設計思想及作品研究 C391685 008.87/2608/2004/ / 

手工打造：健康自然的生活空間 C391683 921/8761/2004/ / 

台北市市定古蹟李國鼎故居調查研究 C391648 673.29/101.6/1125/ / / 

台灣的住宅建築：1976~1990 C391637 928/7562/ /1993 二刷/ 

台灣的商業建築(1978~1987) C391638 922.9232/7514/1990/ / 

台灣的商業建築(1978~1987) C391639 922.9232/7514/1990/ / 

台灣的商業建築(1978~1987) C391640 922.9232/7514/1990/ / 

台灣的學校建築<<大學篇>>1981~1991 C391641 527.5/4441-04/1993/ / 

台灣的學校建築<<大學篇>>1981~1991 C391642 527.5/4441-04/1993/ / 

台灣建築玻璃專輯 C391643 922.97/2310/ / / 

災難與重建：九二一震災與社會文化重建

論文集 C391652 548.31707/4486/2004/ / 

辛志平校長故居調查研究暨修復計劃總

結成果報告書 C391647 928.232/1051-01/ / / 

室內設計製圖實務與圖例 C391635 967/4223-01/1994/ / 

建築、規劃、景觀設計作品：西南交通大

學建築學院師生作品集 C391664 441.521/7715/ / / 

 

單位藏書：企管系 2005 年 6 月新書通報(中文圖書) 

採編組  陳婷婷製 

書名 登錄號 索書號 

Upgrade！升級：全球激勵大師的卓越講

義 C399699 494.35/9080/2005/ / 

人力資源計分卡：人力資源、經營策略與

績略目標的最佳結合 C399691 494.3/1414/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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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變麻煩，怎麼辦？ C399685 494.3022/6820/2004/ / 

人脈存摺 C399679 177.3/7511-1/ /2005 十刷/ 

失衡的世界：洞悉全球五大變遷趨勢，管

理企業潛在風險，提升整體競爭力 C399698 ?94.1/7010/2005/ / 

打造全球生技品牌 C399681 368/9457/2005/ / 

向螞蟻學習 C399695 494.2/2034/2005/ / 

成功思考公式：產品開發.成功提案的 50

項絕技資料庫 C399684 494.1/4423/2004/ / 

行動力競爭 C399701 494.2/2622/2005/ / 

行銷踩地雷，怎麼辦？ C399687 496.022/6820/ /2005 二刷/ 

茶水間的領袖思維 C399682 490.99232/4242/2005/ / 

教峻熊貓開槍的「，」：一次學會英文標

點符號 C399696 805.16/3774/ /2005 三刷/ 

啟動你的 KM 引擎：巴克曼實驗室的知識

分享與管理實務 C399697 494.2/1570/2005/ / 

產品經理聖經：行銷人必上的 10 堂課 C399680 494.5/2553/2005/ / 

這才是管理！：強化員工生產力，提升企

業績效的 7 大管理策略 C399676 494.3/3450/2004/ / 

創意無限公司：有創意，才有高獲利 C399690 494.2/8044-1/2004/ / 

猶太人致富金律 C399683 191/7073/2005/ / 

紫牛學危機處理 C399693 494/1031-202/2005/ / 

華頓商學院：決策聖經 C399677 494.1/0094/ /2004 十一刷/ 

經理人的十堂財務必修課 C399688 494.7/7574/ /2005 二刷/ 

管理的樂章：明智心經，樂在聯電 C399678 494/3068-1/ /2004 五刷/ 

管理的鋼盔：商戰存活與突圍的 25 個必

勝錦囊 C399694 494/8080/2005/ / 

臺灣行銷中國：兩岸流通業競合 C399675 498.2/0842/2004/ / 

應變：用對策略做對事 C399689 494.1/1070/ /2005 七刷/ 

豐田智慧：充分發揮人的力量 C399700 494/4448-1/2005/ / 

競合策略：賽局理論的經營智慧 C399674 494.1/1708/2004/ / 

顧客第 2：一家百年老店蛻變為企業創新

典範的真實故事 C399692 494/7005/2005/ / 

變革行不通，怎麼辦？ C399686 494.2022/6820/ /2005 二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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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目錄 

江 舉 謙 先 生 著 作 目 錄  

特 藏 組  謝鶯興

中 文 系  高于婷 

先生，江姓，諱舉謙，字梧軒，福建省連城縣人，生於 1919 年 8 月 9

日，1999 年元 14 日凌晨逝世，享年 81。 

1941 年 8 月，先生就讀於國立廈門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修教育輔系，

1945 年 7 月畢業，即任教於福建省立連城師範學校兼實習主任，展開長達

五十餘年的教學生涯。先後執教於福建省立連城高級工業學校、福建連城

私立連南中學、台灣省立台中女子中學、台灣省立高痽女子中學、台灣省

立新竹中學等校。歷任教導主任、校長等職。 

1945 年 8 月，先生即到東海服務。1966 年 8 月，接替梁容若先生長中

文 系 1。1971 年 8 月，聘 期 屆 滿，即 轉 兼 人 文 學 科 研 究 中 心 主 任，至 1973

年 7 月。1975 年 8 月，接替蕭繼宗先生長中文研究所。1979 年 8 月，兼文

學 院 院 長 與 中 文 研 究 所 所 長 2，至 1988 年 7 月，屆 齡 退 休，始 卸 下 身 兼 行

政之工作。先生退休後，仍在中文系與中文研究所兼授文字學、說文解字

研究等課程。 

1981 年 11 月，梅 可 望 校 長 為 推 動 東 海 文 藝 風 氣，創 辦《 東 海 文 藝 季

刊 》，指 派 時 任 文 學 院 院 長 之 先 生 兼 任 季 刊 社 社 長，時 任 中 文 系 主 任 趙 滋

蕃先生與中文研究所所長方師鐸先生為顧問，積極推動校內文藝創作之風

氣 3，並經常發表古典詩詞與新體詩之寫作，可謂身體力行者。 

先生著述宏富，散見於各報紙、雜誌、學報、及東海校內刊物，蒐羅

頗為不易。茲依王建生<憶江師舉謙>4、<當代漢學家著作目錄--江舉謙>5、

<當代文史學人著作目錄>6、「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目錄」、「全國圖書聯合

                                                 
1 按，梁先生於 54 年 11 月即辭去中文系主任一職，當時即由吳德耀校長兼代系主

任一職。 
2 按，先生任中文研究所所長之職至 1979 年 7 月始卸任，由方師鐸先生接長。 
3 先生受命籌畫《 東海文藝季刊》一事，參酌王建生<憶江師舉謙>，《 東海大學校

刊》， 第 7 卷第 1 期，民國 88 年 3 月 10 日。 
4 《 東海大學校刊》， 第 7 卷第 1 期，民國 88 年 3 月 10 日。 
5 《 書目季刊》，第 16 卷第 4 期，民國 72 年 3 月。 
6 《 書目季刊》，第 21 卷第 4 期，民國 7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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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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合知識庫」等資料，佐以特藏組典藏之校史文獻(如《東風》、《東海文學》、

《東海文藝》、《東海大學校刊》等)翻檢的結果，暫彙編於下： 

一、專書 

1.《曹植評傳》，教育部審定講師著作，1955 年。 7 

2.《六書類例》，教育部審定副教授著作，1959 年。 8 

3.《詩經韻譜》，台中：東海大學，1964 年；台北：幼獅文化公司，1970 年。 

4.《說文解字綜合研究》，台中：東海大學，1970 年；台中：江舉謙，1974

年。 

5.《六書原理》，台中：東海大學，1974 年。 

6.《詩國風籀略》，台中：東海大學，1978 年。 

7.《澄廬學叢》，台中：台中巿立文化中心，1991 年。 

8.《六書問題及其他》，出版資料不詳。 9 

9.《學廬文存》，出版資料不詳。 10 

10.《文章探源：高中國文課本古文精析》，台中：明道文藝社，1995 年。 

二、合著 

1.《中國古典文學之欣賞》，江舉謙等著，彰化：臺灣省立彰化社會教育館，

1991 年。 

三、論文 

1.<曹植洛神賦爭考評>，《建設》，第 2 卷第 9 期，民國 43 年 2 月。 

2.<廣韻中古音讀標訂>(上)，《東海學報》，第 3 卷第 1 期，民國 50 年 6 月。 

3.<廣韻中古音讀標訂>(下)，《東海學報》，第 4 卷第 1 期，民國 51 年 6 月。 

4.<試論上古字調研究>，《東海學報》，第 5 卷第 1 期，民國 52 年 6 月。 

5.<論語孔子答弟子問舉例>，《孔孟月刊》，第 1 卷第 11 期，民國 52 年 7 月。 

                                                 
7 據「私立東海大學教員提請升等表」之「著作」欄著錄，「經歷」欄服務機關「本

大學」，職別「專任講師」，起訖年月「44 年 8 月至 48 年 7 月」。 
8 據「私立東海大學教員提請升等表」之「著作」欄著錄，先生提請升等的職別為

「副教授」，到職日期：「民國 48 年 8 月」。 
9 據王建生<憶江師舉謙>所載，《東海大學校刊》，第 7 卷第 1 期，民國 88 年 3 月

10 日。 
10 據王建生<憶江師舉謙>所載，《東海大學校刊》，第 7 卷第 1 期，民國 88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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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許慎說文解字敘詮疏>，《東海學報》，第 6 卷第 1 期，民國 53 年 6 月。 

7.<從說文入聲語根論析上古字調演變>，《東海學報》，第 7 卷第 1 期，民

國 54 年 6 月。 

8.<「可」字本義分析論語中「可」字用法--附說「民可使由之」章>，《孔

孟月刊》，第 3 卷第 12 期，民國 54 年 8 月。 

9.<詩經例外押韻現象論析>，《東海學報》，第 8 卷第 1 期，民國 56 年 1 月。 

10.<說文所引論語與今本異同紀略>，《孔孟月刊》，第 5 卷第 12 期，民國

56 年 8 月。 

11.<漢文字特性>，《東海學報》，第 9 卷第 1 期，民國 57 年 1 月。 

12.<江有誥唐韻四聲正平聲韻字訂補>，《圖書館學報》，第 9 卷，民國 57

年 5 月。 

13.<說文籀篆淵源關係論析>，《東海學報》，第 10 卷第 1 期，民國 58 年 1

月。 

14.<論語中「為」字訓義分析>，《孔孟月刊》，第 7 卷第 12 期，民國 58 年

8 月。 

15.<江有誥唐韻四聲正上聲字調訂補>，《圖書館學報》，第 10 期，民國 58

年 12 月。 

16.<論語中仁的涵義發微>，《孔孟月刊》，第 8 卷第 12 期，民國 59 年 8 月。 

17.<四年大學生活零憶>，《台灣日報》，第 8 頁，民國 60 年 4 月 3 日。 

18.<江有誥唐韻四聲正去聲字訂補>，《圖書館學報》，第 11 期，民國 60 年

6 月。 

19.<人性善惡試辨>，《孔孟月刊》，第 9 卷第 12 期，民國 60 年 8 月。 

20.<漢文字結構法則及演變通例導論>，《東海學報》，第 13 期，民國 61 年

7 月。 

21.<從「苟」「苟」譌混談四書用義及誤釋例>，《孔孟學報》，第 25 期，民

國 62 年 4 月。 

22.<廣韻切語斠訂>，《中興大學學術論文集刊》，第 2 期，民國 62 年 12 月。 

23.<從漢字形義體認中華文化特性>，《中國國學》，第 2 期，民國 62 年 12

月。 

24.<詩燕燕「遠送于南」詮釋>，《孔孟學報》，第 27 期，民國 6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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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江有誥唐韻四聲正入聲字訂補>，《中興大學文史學報》，第 4 期，民國

63 年 5 月。 

26.<詩經「黍離」試解>，《臺灣日報》，第 9 頁，民國 63 年 8 月 9 日。 

27.<論語學而章闡微>，《中國國學》，第 3 期，民國 6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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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響 

出席「中華資訊素養學會 2005 年會暨電子書共建共享高峰論壇」報告 

採編組  陳淑慧 

主    辦：中華資訊素養會、有限責任台灣電子書合作社 

承    辦：逢甲大學 

協    辦：聯合大學及中興大學 

開會日期：94 年 6 月 24 日 

開會地點：聯合大學國際會議廳 

壹、會議紀要 

上 午 活 動，主 要 是 2005 年 中 華 資 訊 素 養 學 會 年 會，會 中 除 中 華 資 訊

素養學會會務報告外，於 11 點開始資訊素養圓桌論壇，議題：「社群經營

與發展」，邀請中華資訊素養學會劉安之理事長(逢甲大學校長)主持：由台

灣 學 校 網 站 吳 執 行 秘 書、景 文 技 術 學 院 于 第 館 長、淡 江 圖 資 系 黃 世 雄 教

授、嘉義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林菁、聯大圖書館王館長、文建會分析師及

香港城市大學景祥祜館長分別發表對社群經營與發展之看法，精闢見解讓

人留下深刻印象。 

議 程 中 景 館 長 提 案 ： 建 請 舉 辦 兩 岸 四 地 資 訊 素 養 教 學 觀 摩 會 。  

辦 法 一：鑒於各級教育資訊素養的課程設計，教學活動與學習評量的

重要性逐漸增加，建請學會主辦教學觀摩會。 

辦法二：建議邀請國內專家學者合作撰寫相關主題單元教材(含理論、

實例、作業)編寫完成後，結合參訪赴香港舉辦觀摩活動。此提案深獲與會

者同意。 

下午有兩場演講；第一場，由中興大學范豪英館長主講：「共享電子

書成果初探--以 TEBNET 第一批採購為例」。另一場由高教司陳司長領銜，

圓桌高峰會談：「館藏倍增行動方案-電子書共建共享的發展策略」。 

貳、心得 

筆者負責圖書館電子書及數位論文採購，因此得有機會參與此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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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完會循例將心得與同仁分享。 

淡江大學圖書館黃鴻珠館長說：利用電子資料可以幫助學者或學生寫

報告時，思維不中斷，研究可繼續，這句話真的 一 語 道 破 電 子 資 料 的 精 隨。

電 子 資 料 最 大 特 色 是 24 小 時 線 上 閱 讀 ， 在 同一時間可多人共閱，沒有逾

期還書罰錢困擾。網路資訊時代，舉凡學生交作業、製作簡報或寫論文，

甚至寫 e-mail、BBS 等，在在都要靠電腦，但在操作電腦時，難免有機器

出狀況，滑鼠不聽使喚等狀況，此時如果擁有基本資訊素養，具備一些簡

單的維修能力，那搜尋資訊、作功課的過程就順利許多。 

既使電子書在網路技術推波助瀾下顯得朝氣蓬勃，然而在購買時亦需

慎選廠商，避免買完後出版商倒店造成損失。 

有些電子書造價比較貴，基於共同閱讀以節省經費，故電子書採聯盟

採購較划算，也因此成立有限責任台灣電子書合作社。 

不過有些廠商因商業考量，只同意提供聯盟價，不願意開放他館分享，

目前電子書提供一館購置，全合作館共享之出版商只有 OCLC Net Library，

但 僅 限 西 文 資 訊，中 文 電 子 書 在 數 位 時代下尚有很大空間。一天行程雖然

匆促，收穫有限，但也感謝有此機會，尤其是聯合大學熱情招待。 

 

訊息 

東海大學圖書館大事記 

民國 94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06.01 上午 10 時，數位資訊組於地下資訊素養室舉辦「Milleniun 自動化系

統」(INNOVATIVE 代理)介紹。 

自本日起，至 24 日止，因應讀者的反映，特藏組試辦延長開放到晚

上 9 時 30 分。 

06.02 上 午 8 時 30 分 至 9 時 50 分，於 館 長 室 召 開「 93 學 年 度 職 工 昇 遷 圖

書館初選會議」，由館內編審以上之同仁參加，會中推派採編組陳婷

婷與館長室王鑫二兩位同仁參加此次之升等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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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7 上午 10 時，數位資訊組於地下資訊素養室舉辦「UNICORN 自動化系

統」(傳技代理)介紹。 

06.10 李代館長參加在光點台北藝文會議室舉行的「第四屆 OCLC 台灣資詢

顧問會議」。 

下午 2 時至 5 時，為全校勞作日，閉館 3 個小時；下午 5 時以後，照

常開放。 

06.11 端午節，閉館一天，地下大閱覽室照常開放。 

06.15 下午 2 時，在良鑑廳舉行全館館務會議。 

06.16 下午 1 時 30 分起，在第一會議室舉行職工評審委員會及職工申訴評

議委員會，期刊組黃國書與流通組陳健忠兩位先生分別代表圖書館

參選。 

06.18 補 4 月 4 日調整放假之工作日，全館照常上班。 

06.21 教育部訪視「東海大學執行教育部 92 年度下半年暨 93 年度整體發展

獎補助經費」事宜。 

06.24 採編組陳淑慧小姐參加中華資訊素養會與有限責任台灣電子書合作

社主辦，逢甲大學承辨，在聯合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行的「中華資訊

素養學會 2005 年會暨電子書共建共享高峰論壇」。 

人事室發函，提醒全校教職同仁，把握學校補助健康檢查費用的機

會，前往中港澄清醫院做全身健康檢查。 

人事室函告，流通組陳健忠先生當選「94 學年度職員申訴評議委員

會」委員(職員會代表)。 

06.28 採編組楊綉美組長參加在國家圖書館舉行的「94 年度全國圖書書目

資訊網合作館長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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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歷代學者對荀子「法治觀」見解之概述 

政研所校友  歐嘉慧 

荀子之禮治、韓非之法治與現代國家之法治，三者有其歷史交互傳承

之關聯性，亦有環境導致「事異則備變」之相異性。孰優孰劣，實無斷然

之判別，畢竟，思想家所貢獻之理論要據，皆為其所見當時國家政治、社

會之紛亂，以運用智慧為國家尋求一解決問題之方法。故無論方法之影響

為何，若欲以結果評價之好壞，追溯思想家立論屬好屬壞，是否過於偏頗。 

由 於 獻 公 、 孝 公 歷 世 圖 霸 ， 成 就 秦 之 發 達 。 自 戰 國 中 葉 周 顯 王 十 年

(B.C.359)，秦孝公任商鞅定變法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

山無盜賊，怯於私鬪，鄉邑大治。」1秦王的蓄志久，潛力深，益以商鞅之

任法唯刑，遂創獲暴發戶之成果；然商鞅任法唯刑何以能實行於秦，乃由

於秦之民族性與特殊環境使然 2。 

秦之富國強兵，歷代均循商鞅所採之農戰政策。自秦之後，歷代君王

均崇法家之說，而佐以縱橫之術。法家學說固然目標在於一統天下，然進

行之法則，卻為國內之統一。 3荀子曾言： 

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

此四帝兩王皆以仁義之兵而行於天下也。(<議兵篇>) 

此為荀子期藉兵力以達天下統一而和平之意。 

中國於秦始皇二十六年統一天下，三十七年其崩於沙丘，翌年天下大

亂，秦祚因之而亡，計秦之一統，前後不過十年。於此十年之中，雖無新

思想之產生，卻使法家思想發揮極大之效力。始皇曾讀韓非之書，大嘆「與

之 游 ， 死 不 恨 矣 」。 韓 非 、 李 斯 俱 事 荀 子 ， 不 過 韓 非 不 見 用 於 世 ， 故 立 言

而無立功，李斯無任何著作稱世，卻因見用於秦，故立功而未立言。因之，

                                                 
1 見《史記．商君列傳》。 
2 如《淮南子．要略篇》所云：「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

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

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劉安，《淮南子》，

頁 1489-1490。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民國 89 年。 
3 林咏榮，《中國法制史》，頁 13。台北：大中國圖書公司，民國 5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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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為法家思想之理論家，李斯則堪稱法家思想之政治實行家，其「諸生

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之言 4，與荀子非十二子、韓非棄儒

之意不謀而合。荀子曾言： 

今諸侯異政，百家異說，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亂。(<解蔽篇>) 

韓非據此觀念，亦言： 

海內之士，言無定術，行無常議。夫冰炭不同器而久，寒暑不兼時

而至，雜反之學不兩立而治。今兼聽雜學，謬行同異之辭，安得無

亂乎？(<顯學篇>) 

李斯則將荀子之意見應用於政治上。 

秦 後 既 以 法 家 思 想 作 為 政 治 制 度 實 行 之 標 準 ，「 重 農 抑 商 」 為 秦 後 各

朝 奉 為 圭 臬 之 經 濟 政 策 ， 究 其 背 景 ， 乃 因 儒 家 思 想 成 為 中 國 正 統 文 化 使

然。此外，秦後中國思想極受法家影響，於制度面(實際面)之作法皆採行

富國強兵，富國多半為軍事而存(當然亦為養民)，此導致中國古代僅於重

文教或重富國強兵兩面作選擇。 5 

迄秦以後，學術由多元變為一元，即便為解釋儒家經典之儒生，亦因

懼怕君威，無法真正解釋出儒家之微言大義，其幾乎僅對背經典及對表面

文字作解釋，故中國儒家學術思想，至秦以後學者之不求甚解，已完全變

質。此外，由於先秦儒家對民間影響力猶存，朝廷制度之施行即便採用法

家學說，仍不得不以儒家學說作表面潤飾，否則易招人民反感，而失民心；

且由於漢武帝崇儒，雖儒生(守舊派)之地位仍不致動搖。 

據此，荀子處於儒家立場，首先提出以禮為主、以法為輔之政治理論

模式。其一方面強調禮之作用，認為「禮者，人道之極」(<禮論篇>)，甚

至可包容天地，然又深刻瞭解儒家專守禮治之嚴重缺陷，故崇尚一方以禮

德化之，另一方又須以強制性之法實行政治之功能，二者相輔相成，以能

收良好之政治實效。 

其 弟 子 韓 非 將 法 術 勢 合 一 成 為 一 赤 裸 裸 之 專 制 集 權 理 論 ， 於 韓 非 觀

之，臣下對君主「惟其言而莫之違」(<難一篇>)，為理所當然之事，君臣

                                                 
4 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5 (漢)恆寬著、(清)張敦仁考，《鹽鐵論》十二卷。台北：世界書局，民國 4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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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之核心為君有權利無義務，臣則祇有義務而無權利。通常一執政者尚

能從臣下違背自己意願之言行中接受教益，而韓非之集權情結甚至超越當

時之統治者，完全撇棄儒家禮治觀點，其學術自覺傾向於依附權勢之心態

暴露無疑，因而韓非之論點極受秦王喜愛，因其投合專制君王之口味。 

然荀子所言卻為改造後之儒家理論，雖遭後世純儒所排斥，卻因秦後

統治者為政治上之需要，而以民心換取政權之向背，使得荀子又儒又法之

理論深為統治者所喜愛；尤於秦滅亡後，更證實君王為除有法治、威勢之

餘，仍須贏得民心，政權纔得以保固。荀子之禮法思想雖於當時和秦朝並

無被確定為官方之正統指導思想，然自漢朝起直至清朝之中國法律制度基

本上為於其指導下發展之。學界普遍認為，漢朝法律制度屬禮法結合之始

端，魏晉南北朝為禮法進一步結合時期，唐律則作為中國法系之代表--亦

一切以禮為準，為禮法結合之典範，之後王朝均以唐律為楷模。由此，足

見荀子影響之深遠，其於中國法律史上地位無人能比。無怪乎，譚嗣同先

生特指出：「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 6 

梁啟超於《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亦云： 

漢世六經家法，強半為荀子所傳，而傳經諸老師又多故秦博士。故

自漢以後，名雖為昌明孔學，實則所傳者，僅荀學一支派而已。7 

郭沫若於《十批判書．荀子之批判》中則認為： 

漢儒總匯百家，而荀子實開其先河。8 

漢代以降帝王無不於骨子裡服膺此種理論。雖武帝獨尊儒術，然因君

王統治廣大王土，加以人口眾多所致，不得不採用「法」使萬物、萬民齊

一，且帝王又為鞏固自己之威勢，防人臣之迫害，亦須民意之歸向，故「外

儒內法」用意明顯。然荀子既儒又法思想令其始終無法被塑造為偶像、尊

為聖人，此實為不平。其中重要之緣由莫過其「性惡論」之提出。 

荀子云： 

凡人之情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

                                                 
6 譚嗣同，《仁學》，頁 69。台北：中華仁學會，民國 82 年。 
7 梁啟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46。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 47 年。 
8 郭沫若，《十批判書．荀子的批判》，頁 218。北京：科學出版社，民國 5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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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惡篇>) 

論人性，個個相同，人人平等，聖君與屠夫並無區別，屠夫是人，聖君亦

不是神。任何人均無理由強迫或欺騙他人迷信或崇拜自己，任何人亦無須

支持或崇拜他人，如此，從而使專制者之擁有專制權力失去重要之理論依

據。荀子又云： 

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之

情所同欲也。……名聲若日月，功績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影響，

是又人之情所同欲也。(<王霸篇>) 

每個人皆貪得無饜、欲無止境，皆追求富貴、名利和權勢，世間之君王卻

可一切皆滿足。因此，人人皆欲為君王，君王其實就為黎民之父母，而非

救世主，此為其個人情欲惡性發展之結果。職是之故，此對於荀子何以無

法被尊為聖人有其必然且無法解釋之因。 

至漢代，荀子之威望日高。司馬遷於《史記．儒林列傳》中曾云，自

孔子死後，「孟子、荀卿並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

司 馬 遷 於 是 將 荀 子 和 孟 子 並 列 為 〈 孟 子 荀 卿 列 傳 〉， 認 為 荀 子 曾 於 稷 下 學

宮「三為祭酒」，齊襄王時「最為老師」，亦言其「推儒、墨、道德之行事

興 壞 ， 序 列 著 數 萬 言 而 卒 。 」 於 〈 呂 不 韋 列 傳 〉 亦 云 ：「 荀 卿 之 徒 ， 著 書

布天下。」司馬遷對荀子之簡略評述，集中代表當時人之基本看法。董仲

舒之「大一統」思想，9即不能謂其與荀子之「大一統」思想毫無聯繫，甚

而 有 些 為 直 接 源 於 荀 子 思 想 ； 董 仲 舒 之 「 性 三 品 說 」， 即 於 「 覽 孫 、 孟 之

書 」 以後 提出 者 。 10班 固之 《 漢書 ．藝 文 志》 亦將 《 荀子 》視 為「七十子

之弟子」後之代表作，對荀子思想亦作極高之評價。 11 

有些論著認為，漢代學者將荀子和孟子並列，為「荀孟並尊」時期。

其實，當時之思想家對荀子之尊奉大大超過孟子。此可據劉向之評論、董

仲舒、王充等人之著作中得到證實。董仲舒對荀子之思想作如斯評價： 

「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聖人之善也。」

                                                 
9 見《漢書．董仲舒傳》，頁 2503-2504。台北：宏業書局，民國 61 年。 
10 見《論衡．本性篇》。 
11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漢書》，頁 1727-1728。台北：宏業書局，民國 6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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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察名號>)12 

萬 民 之 中 既 有 高 於 禽 獸 之 「 善 質 」， 則 即 可 能 通 過 教 化 ， 使 之 趨 善 。 自 人

性有善質推導教化之必要性，乃為董仲舒「教化」論之出發點，如其云： 

善出於性，而性不可謂善。……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

化也。無其質，則王教不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不能善。(<實性>) 

性為先天：「天所為，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善為通過後天教化而

成： 

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止之外謂之王教。(<實性>) 

董子此論與荀子「化性起僞」、「聖人之教」實不謀而合。 

漢代以後，三國兩晉南北朝，直至隋唐，對於荀子皆多加褒揚，或把

荀子和孟子並稱。至唐代，荀子之聲譽依舊高居，多可看思想家們將其與

孟子並列。然荀子歷史地位至中唐以後即開始產生變化。此變化之肇端，

即韓愈對荀子學說作--「大醇而小疵」之評論。其實，韓愈本意並不為貶

低荀子。韓愈將《孟子》和《荀子》作對比，認為《孟子》為「醇乎醇者

也」，《荀子》則「考其辭，時有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13此

意味，《孟子》和《荀子》相較，《荀子》過於駁雜。韓愈於許多場合褒揚

荀子，如宋代學者唐仲友亦承認此點，如其云：「董仲舒、韓愈皆美卿書。」

14近代學者蕭公權先生亦認為： 

史稱愈平生立言「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為事」。宋人亦多奉為儒家

正統。雖然，就其政治思想觀之，愈推尊孟子，貶抑荀卿，而其尊

君抑民之說，實背孟而近荀。韓氏論政之要旨在認定人民絕無自生

自治之能力，必有待於君長之教養。蓋「民之初生，固若禽獸然。」

「有聖人者立，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

昔荀子謂「君者善羣者也。」「百姓之力待之而後功。」韓氏引申

其言曰：「栗稼而生者也。若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

                                                 
12《春秋繁露注》，頁 241。台北：世界書局，民國 47 年。 
13 (唐)韓愈撰、(清)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十一，頁 21。台北：漢京文

化公司，民國 72 年。 
14 見《唐仲友序荀子》二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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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養生之具，皆待人力而後完者也，吾皆賴之。然人不可偏為，宜

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理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

者也。」……而君獨「管分之樞要」，居至尊之地位，「是故君者出

令者也。……君不出令則失其所以為君。臣不行君之令而致之民，

民不出栗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依韓氏之論，

政治社會為一分工合作之組織。今於臣民之失職而欲誅之，於君之

失職則僅謂失其所以為君，而不加罪責。……然孟子與齊宣王問

對，以「四境之內不治則如之何」為疑，暗示失職之君當與失職之

臣並遭廢棄。其說與此相逕庭，則謂韓繼孟學者誠未免近誣也。15 

唐代思想家、文學家柳宗元則十分尊奉荀子，經常引用《荀子》一書

中之話語以增強文章之說服力，其〈封建論〉一文即引用《荀子．勸學篇》

有關「善假於物」之語，引用時亦特別標明「荀卿有言」。16由此可見，荀

子之語，於唐代人們心目中確有極高之威望。與韓愈同一時期之楊倞，則

高度稱頌荀子，謂其為「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對其《荀子》一書亦

作 高 度 評 價 。 其 認 為 《 荀 子 》「 立 言 指 事 ， 根 極 理 要 ， 敷 陳 往 古 ， 倚 挈 當

世 ， 撥 亂 興 理 ， 易 於 反 掌 」， 其 可 以 「 羽 翼 六 經 ， 增 光 孔 氏 ， 非 徒 朱 子 之

言」。其更為《荀子》 作校注。 17 此對《荀子 》之廣泛流 傳，起相當 大之

作用。 

韓愈評荀子之「大醇小疵」說，至宋代成為理學家鞭打荀子之鞭。理

學家一心欲剷除荀學之影響，正如明代文人所指出者： 

宋儒頗加詆黜，今世遂不復知有荀氏矣。18 

荀學何以於宋明時期受之冷落，主因在於宋明理學家之興起。宋代以

後之理學家認定「理」先天地兒存在，將抽象之「理」道為形而上學永恆

之宇宙本體，為產生世界萬物之根源。此套理論實於荀學相對立。理學認

定「行事在天」，然荀學認為「天人相分」。欲要推行理學者，愈發覺荀學

                                                 
15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頁 434-435。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 71 年。 
16 (唐)柳宗元撰、(明)蔣之翹輯注，《柳河東全集》卷三，頁 2-3。台北：中華書局，

民國 81 年。 
17 見〈荀子集解序〉。 
18 歸有光，《震川先生全集》卷一，頁 14。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 5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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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礙手礙腳，於是出現排斥、反對荀子學說之言語。 

宋明時期，於一波波反荀、排荀思潮中，亦有不少思想家挺荀，以公

正之立場予荀子肯定之評價。如明代文人歸有光於〈荀子序錄〉中云： 

當戰國時，諸子紛紛著書，惑亂天下，荀卿獨能明仲尼之道，與孟

子並馳。頤其為書者之體，務當於文辭，引物聯類，蔓衍夸多，故

其間不能無疵，至其精造，則孟子不能過也。……迨宋儒頗加詆黜，

今出遂不復知有荀氏矣。悲夫！學者之古人之書，能不惑於流俗而

求自得於心者，蓋少也。 19 

此對理學家「尊孟抑荀」之思潮表示強烈不滿。李贄亦提出自己之見

解，其於〈荀子〉云： 

荀與孟同時，其才俱美，其文更雄杰，其用之更通達而不迂。不曉

當時何以獨抑荀而揚孟也。中間(按：指《荀子》)亦尊周孔，然非

俗所以尊者；亦排墨子，亦非十二子，然亦非世俗之所以排、所以

非者。 

李贄認為荀子「通達而不迂」，不如孟子那般「執定說以聘己見」。20亦即，

荀子能對諸子百家進行廣泛之兼容並蓄，不若孟子那般固執己見。此一見

解有其見地，亦有可置信處，從而亦引起思想界對荀子思想之廣泛重視。 

至清代，隨著理學之崩解，荀學又抬頭，並為政治思想家所重視，荀

子亦被視為漢學宗師以崇拜，正如梁啟超先生所云： 

和代經師，不問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二千年間，宗派屢變，

壹皆盤旋荀子肘下。21 

此時期尊荀之特點大略表現於四個方面。 

第一，於清算理學中肯定荀學。明末清初，統治人們思想五百多年之

理學，受到顧炎武、黃宗羲、王陽明等思想家之批鬥。於批鬥中，思想家

們逐漸認識荀子及其學說。清初思想家傅山對宋明理學作深刻之批判，其

認為理學家奉為萬世不移之「四書」、「五經」，祇不過為「一代之王制」，

                                                 
19 傅山，《續修四庫全書．荀子評注三十二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461。 
20 李贄（明），《李溫凌集卷十五》。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 64 年，頁 31。 
21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 138。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 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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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千古之道統」。其又於《荀子評注》中云： 

《荀子》三十二篇，不全儒家者言，……〈性惡〉一篇，立義甚高，

而又不足副之。「僞」字本別有義，而為後世用以為詐偽，遂昧從

人從為之義。22 

錢大昕於批判宋明理學時，大大褒揚荀學。其於<跋荀子>一文中云： 

仲尼既歿，儒家以孟、荀為最醇。太史公敘列諸子，獨以孟、荀標

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譏，然其云「吐辭為經，

優入聖域」，則與孟氏並稱無異同也。宋儒所眥議者，惟〈性惡〉

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樂於善；荀言性惡，欲人之化

性而勉於善。立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宋儒言性，雖主孟氏，

然必分義理與氣質而二之，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教人以變化

氣質為先，實暗用荀子化性之說，然則《荀子》書詎可以小庛眥之

哉！ 23 

所 謂 宋 儒 「 暗 用 荀 子 」， 意 味 荀 學 之 歷 史 價 值 為 不 容 否 定 ， 且 理 學 家

們於實際行動中亦貫徹荀子之一套學說。錢氏此一認識，完全由整理宋明

理學中得來。 

第二，於比較中將荀子和孔子並列。簡言之，即思想家們喜論其高下。

彼等於細細比較之後，普遍認為荀子之思想超過孟子，並常將其和孔子並

列。凌廷堪對荀學即表現一種特別之熱情，其於〈荀卿頌〉中云： 

周公作之，孔子述之。……時至春秋，即升降裘禍之節，晁俎豆之

數，士大夫已不能詳言之，況禮之深焉者乎！降而七雄並爭，六籍

皆闕，而禮為尤甚。縱橫捭闔之說，堅白同異之辨，淆然而不可紀，

雜出而不窮，守聖人之道者，孟、荀二子而已。…..夫孟氏言仁，

必申之以義；荀氏言仁，必推本於禮。……然則荀氏之學，其不戾

於聖人可知也。後人尊孟而抑荀，無乃自放於禮法之處乎？24 

                                                 
22 傅山，《續修四庫全書．荀子評注三十二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461。 
23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七》。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 67 年，頁 263。 
24 (清)凌廷堪（清），《續修四庫全書．校禮堂文集．卷十》，頁 169。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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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 氏 云 荀 子 「 推 本 於 禮 」， 為 將 荀 子 放 置 與 孔 子 並 列 之 地 位 。 此 為 當

時思想家之普遍看法。戴震駁斥僅僅將荀子思想視同與老子、莊子、告子

諸人之思想一般，如其於《緒言．卷下》云： 

老聃、莊周、告子、釋氏，以自然為宗，不知性之區別而徒貴其神，

去其情欲之能害是者即以為己是，與聖賢之由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以求於明者異。是故斷之異說，不得同於荀子也。 

其 又 云荀 子為 「 卓然 異於 老 聃、 莊周 、 告子 ，而 為 聖人 之徒 。 」 25稱荀子

為「聖人之徒」，即將荀子之形象大大提高。 

汪中將前人有關荀子之事跡，考訂之成果作詳細分析後著成《荀卿子

通論》。其高度評價： 

荀卿文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諸經。 

亦云： 

蓋自七十子之徒既歿，漢諸儒未興，中更戰國暴秦之亂，六藝之傳，

賴以不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傳之，其揆一也。

26 

汪中將儒家經典之傳授皆歸功於荀子，亦將荀子和周公、孔子並列。 

第三，於研究中加強對《荀子》之整理。清代思想家對荀子思想研究

之重視表現於對《荀子》之整理，當時出現一批《荀子》之校注著作，其

中有謝墉之《荀子箋釋序》、盧文弨之《荀子箋校》、郝懿行之《荀子補注》、

王 念 孫 之 《 讀 書 雜 志 ． 校 荀 子 後 敘 》、 俞 樾 之《 荀 子 評 議 》、《 荀 子 詩說》

等。清末王先謙總匯諸家校注，編纂成《荀子集解》一書，此成為最具影

響之著作。27據統計，自唐至明，《荀子》之校注，包括明人諸多節本、評

點本，總共不過七種，然僅清代即有二十五種之多，非但數量陡增，且版

本考訂、文字校勘、詞義訓釋等各方面，皆取得相當可觀之成績。就另一

方面觀之，此為清代和近代學者對荀子之研究提供極大之方便。 

第四，對荀學之研究不再停留於是非褒貶，反為作相當深刻之理論分

                                                 
25 戴震，《緒言．卷下》，頁 33。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 28 年。 
26 見《漢書．刑法志》。 
27 (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頁 5~17。台北：世界書局，民國 4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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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特別至近代，此一特點表現最為明顯。近代思想家對荀學之研究特點

為自政治學術論其價值。梁啟超先生曾云： 

自漢以後，名雖為昌明孔學，實則所傳者僅荀學一支派而已。此真

孔學之大不幸也。28 

其雖極力反對荀子，然其仍不得不承認： 

自秦漢以後，政治學術，皆出於荀子。 

其亦自《荀子》一書找出四項證據，如其云： 

其一為尊君權。其徒李斯傳其宗旨，行之於秦，為定法制。自漢以

後，君相因而損益之。二千年所有，實秦制也。此為荀子政治之意。

其二為排異說。《荀子》有〈非十二子篇〉，專以攘斥異說為事。漢

初傳經之儒，皆出荀子。其三為謹禮義。荀子之學，不講大義，而

惟以禮義為重。束身寡過，拘牽小節。自宋以後，儒者皆蹈裘之。

其四為重考據。荀子之學，專以名物制度訓詁為重，漢興，群經皆

其所傳，齗齗考據，寢成馬融、鄭康成一派，至本朝而大其毒。此

三者為荀子學問之派。 29 

兩 千 多 年 來 ， 荀 子 及 其 荀 學 有 揚 有 抑 。 荀 學 之 「 通 達 不 迂 」， 此 點 使

其易為社會各式人等所接受，尤以在上位者為然。秦漢以後，各家學派所

傳之弟子、思想家因限於君權，「知無不言」、「學術自由」之情形不復見，

其所云所議者皆受制於君威，故荀學「兼容並蓄」之特色，恰巧予秦後思

想 家 自 荀 學 中 尋 覓 ㄧ 符 合 各 朝 代 君 意 之 理 論 。 此 外 ， 荀 學 強 調 「 人 為 」，

強 調 人 「 最 為 天 下 貴 」， 此 鼓 勵 人 們 經 過 自 己 之 努 力 ， 改 造 社 會 ， 改 善 人

性。此點亦較孔孟欲人克制欲望、保持良知良能等來得無包袱。故亦較能

為更多人所接受與讚許。再者，荀學強調「禮」。「孟子言仁，必申之以義；

荀子言仁，必推本於禮。」重禮比重義更實在、更易行，亦更有實效，且

切實可行。由是觀之，荀學之於中國流行數千年，決非偶然。 

荀子及其荀學之揚抑，反映歷代統治者統治方術之變化。秦漢乃至唐

代 時 期 ， 統 治 階 級 力 主 大 一 統 ， 荀 子 此 種 「 綜 合 百 家 之 學 」， 即 成 為 統 治

                                                 
28 梁啟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46。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 47 年。 
29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卷二，頁 163~170。台北：新興書局，民國 4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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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教化人民之思想和學術上之工具。宋代鼓吹理學，鼓吹專制主義之思想

統治，荀學之綜合百家、毋排斥百家之思想於當時統治者觀之是為不足，

尤以「通達不迂」之精神最為宋明統治者所不允許。因此，荀學於宋明時

期即沉至其歷史地位之谷底。至清代，尤其至近世，人們既希冀國家之ㄧ

統，又欲社會超脫舊俗之進步，於是「通達不迂」之荀學，又發揚於社會

生活之思想界表層，而為人們所普遍重視。 

秦後之士大夫有意仕進者自不免兼取二術以求易售，著名之為「張湯

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

30，此為任法而飾以儒學之例。董仲舒以經義斷獄，作「春秋決事比」，31此

以儒術應用於刑法之例。至如賈誼、晁錯諸儒生，兼受孔孟申商之學，尤

為儒法合流之明證。二家皆致用之學，為政治現實所需，呈此混雜之現象，

乃專制天下環境中自然之結果，不足異也。 32 

每 一 文 化 之 產 生 ， 皆 為 人 與 其 背 後 之 「 人 性 」， 加 以 其 行 為 之 動 向 ，

累積、開展、發揚之；國家之建立，為由文化之特性配以當世人之活動，

以發明其國家制度。因之，無論中西，人為一國文化之主體，制度為一國

統治人之手段與方法，如何讓人與制度達成和諧，為中外各國歷代君王須

謹慎思考之治國方針。 

中國人處於地大卻物不博之生存環境，無論為統治者或被統治者，生

於如此供不應求之環境下，面對與解決生存之難題，實首為必要。然於先

天 不 足 之 情 況，中 國 人 依 舊 發 展 出 不 遜 於 西 方 之 高 尚 文 化，亦 即 儒 家 之

「禮」，其對人性所作之全面性探討，實為我國文化開展之曙光。儒家認

為人性本善，將存仁養德之觀念根深蒂固於民性中，孔子認為「性相近也、

                                                 
30 《史記．公孫弘傳》中說明，弘少為獄吏，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其「習文法

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似可與湯並論。 
31 書已久佚。陳立《公羊義疏．文公十七年》「夫人姜氏歸於齊」注引《御覽》所

存一事曰：「甲夫乙將船，會海盛風，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

甲。欲皆何法？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為人妻，當棄世。議曰：臣

愚以為春秋之義言夫人歸于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

行，聽從為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之心，非私為人妻也。明於決

事皆無罪，不當坐。」 
32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頁 295。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 7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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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相遠也」，而其言仁；孟子更認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明確指出人性為

善。儒家思想至此成為我國道統文化。 

然而，時局之變化大過於人類之想像。當時勢之改變令多數人無生存

能力時，積極救世之思想家便順勢而生，彼等竭盡其智以救亂世之民。故

有荀子敢於背離道統之行徑，及韓非急功近利之言論。 

儒家著重道德心所表現之道德行為，亦強調性善；然荀子主張性惡，

荀 子 認 為 人 不 可 能 保 存 天 生 之 善，以 強 調 後 天 為 經 由 被 人 教 導 為 善 之 學

習。孔孟認為後天不是學習，在於修養自己、克制慾望，以保存先天之善

良本性，故孔孟之「保存」和荀子之「學習」大不相同。荀子不著重道德

心，卻強調道德行為，教導人應如何以「禮」培養道德，此與孔孟所言之

道德自然流乎於心固有其不同。是故，荀學較於正統儒家更強調有形，雖

孔孟亦著重有形之道德行為以維持和睦；然於「存心」之動機面，荀子不

若孔孟以尋求無形之仁心培養，認為人之所以為善，是因禮之規範、禮之

教導，受禮薰陶產生善之行為，便是偽。此直接求末之行為所能達成善之

目的者， 33為荀子中心思想，亦為幾千年來遭儒者所詬病之處。 

再者，由於荀子強調行為之規範與「禮」之功能，雖荀子「禮」之強

調仍舊和法家之「法」不同，然荀子亦強調統治者發揮「禮」之功能，而

產生威與勢之概念，此即似於法家，乃法家之「法」就是勢與威之先導，

故荀子思想頗界於儒、法之間。但是，由於荀子終究為強調「禮」之道德

規範展現之功能，單就此點觀之，其與法家思想者或大有出入。法家思想

直接否定人性為善，甚以冷酷之嚴刑峻罰懲戒人之性惡所表現之惡習，其

完全否定道德規約以能改變人之性惡，無論孔孟之心存道德，或荀子之偽

善，於法家而言，道德為人性多餘之存在。因而，凡一切有助於國家富強

與君權鞏固的思想和舉措，便被視為有價值而加以宣揚或實施。反之，「以

文 亂 法 」 之 儒 ，「 以 武 犯 禁 」 之 俠 ， 以 及 工 匠 、 商 賈 、 說 客 之 流 ， 便 為 毫

                                                 
33 本學為心性之修養，強調道德心培養和保存，孔孟所謂「克己復禮」，意義在此。

末學是行為之規範，已無論存心之動機為何，僅看行為表現有否合乎良善，荀子

所謂「故聖人化性起偽，偽起而生禮義」意義在此。而孔孟的禮為自然倫情之表

現，荀子的禮卻是規範，禮是經後天教育所表現出的良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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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價值，而譏之為蠹。是故，鄙儒之法家思想者，亦認為荀子最終對人性

之寬容根本不屬法家之流。由此，荀子思想不左不右之特色，或許為其在

中國思想界無法大盛其道之因。然荀子思想於秦漢以後，配合專制集權制

度 之 推 行 ， 及 秦 後 思 想 定 於 一 後 產 生 之 「 俗 儒 」、「 腐 儒 」， 荀 學 亦 在漢唐

盛行，只因其言於政治情勢有其可用之處。 34 

中 國 之 「法治 」 觀 產生之 環 境 、背景 與 西 方截然 不 同 35。 欲要 釐 清 者

為儒家於中國之地位，可謂歷久不衰。雖其正統立意或於戰國以後便不被

角逐權力之上層所採納，卻影響中國人民千年之久。儒家亦有法治觀，然

其強調存心，不重行為，其薰陶、培養人保持人之純真、善良之心，故「法」

此種有形之規約根本不受其倡導。荀子之「法治」觀尚未明朗化，迨至韓

非 始 真 正 將 「 法 治 說 」 明 朗 化 ，「 法 」 不 僅 成 為 樹 立 於 外 之 條 文 ， 亦 深 深

烙印在人民之心中。 36 

荀子之說，悖離儒家之溫和，將人帶至薄情寡恩、計算利害之層面上。

然能云荀子存心不正，為小人乎？若荀子所處之環境背景與孔孟相較，可

知荀子之言其實為「不得不說」之言，卻因此替後世為己謀私利之君王背

書，使其大行極權專制之實。然就前文所述，儒家思想影響人心甚深，無

論 各 個 朝 代 上 層 任 法 之 手 段 為 何 ， 其 統 治 人 民 時 表 面 仍 須 服 膺 儒 家 之 仁

義，可知儒家文化影響中國人與人互動、相處之模式更為深遠。  

                                                 
34 參見歐嘉慧，〈先秦荀子與韓非子法家思想之比較〉第六章。東海大學，碩士論

文，民 94，頁 202-203。 
35 參見歐嘉慧，〈先秦荀子與韓非子法家思想之比較〉第二、三、四章。東海大學，

碩士論文，民 94，頁 17-105。 
36 參見歐嘉慧，〈先秦荀子與韓非子法家思想之比較〉第二、三、四章。東海大學，

碩士論文，民 94，頁 1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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