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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日誌 

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六十五年四月至十二月日誌 

特藏組  謝鶯興 

4 月 12 日，《東海新聞》刊載「我們有多少書？」 

按：「我們有多少書？」收在「我見我聞」專欄，內文如下： 

我們有多少書？ 

老實說，現在就是連圖書館館長，也不能指出東海圖書館裏到

底有幾本書。老實說，我們天天大聲疾呼，開架制因學生人數增多，

丟書也愈來愈多；但沒有一個人知道到底丟了多少書。 

我們現有的圖書總數資料，是根據書籍卡片統計出來的。這並

不能真正代表我們有多少書，因為每個圖書館有書被偷了，有書被

割了，甚至有書被蛀了。 

要怎麼知道我們有多少書呢？只有做一次書籍總檢。當然，這

工作是不簡單的：要閉館好多天，要動員很多人；搬書、清書，拿

著卡片一本一本的核對。 

因為做起來實際上有很多困難，所以圖書館在四、五年前做一

次總檢查後，至今一直都沒有能夠再做。 

但是四、五年似乎也是相當長的一段日子了。能不能在暑假後，

讓大家知道我們究竟有多少書呢？ 

4 月 15 日，下午 3 時，召開「64 學年度第 2 次圖書委員會議」。 

按：討論提案之內容如下： 

一、65 學年(65~66 年)各學系購書經費預算，應如何分配，提請

討論 

杜蘅之先生：(1)65 學年度即將新設立商學院，須增列商學院

院長購書經費。(2)本校即將增開匪情研究課程，須增

列此一課程之圖書經費。(3)新預算(65~66 年)較舊預算

(64~65 年)減少經費之各系，似不宜減少，最少應與去

年(64~65)一樣。(4)關於各學系下學年度(65~66 年)各

學系之圖書經費分配，係以各系之學生人數作分配標準，

以此種方法分配經費是否合理？請各位多提供意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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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研議後再作決定。 

許永綏先生：工學院所需書籍價格，較高館長所估計者更為昂

貴，請重加考慮。 

漢寶德先生：各系圖書經費預算，不應以其人數多少為計算標

準，因人數少的學系，而所需書的價格可能又偏高，這

樣該系購藏圖書的數量將受到很大的影響。 

毛信文先生：以學生人數來分配圖書經費，只能影響到一般書

或複本書的收藏量，而其基本參考書的收藏量，不應該

受到影響。 

蔡啟清先生：各系應先定一個基本數目，然後再加上各系學生

人數所應分配得之數額，如此將可避免各系間之懸殊差

額，似較為合理。 

陳勝年先生：本席贊成蔡啟清先生的意見，并建議以選課人數

作經費分配標準。 

陳賢芳先生：(1)經費分配，須注意到圖書漲價率，以避免採購

圖書數量的減少。(2)贊成蔡啟清先生所提之先定一基

本數目意見。 

杜蘅之先生：如不能單按人數來作分配經費標準，還需要有一

個基本數目來作基礎，或照實際需要來重加考慮預算，

均須再詳加研究。現提議各學院各推選代表一人及會同

圖書館長組成經費分配研究小組，將此案之分配標準重

新擬議，再提下次會議討論。 

許永綏先生及李英哲先生均附議杜蘅之先生意見。 

決議：1.組織五人經費分配研究小組。 

2.經推舉代表人選結果：文學院蔡啟清，理學院毛信文，

工學院郭東耀，商學院陳勝年，圖書館高振華等人當

選。并請高振華先生作小組召集人。 

LIBRARY BUDGET FROM NIGHT SCHOOL 

Item Description SY1974-75 SY1975-76 SY1975-76 

1 Book budget NT$30000 NT$50000 NT$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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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BUDGET PROPOSAL 

School Year 1976-77 

Item Department 1974-75 1975-76 1976-77
No. of 

Students 
Balance 

1 
Dean, Arts 

College 
NT$7500 NT$12000 NT$15000

1602 

@NT$400 
12000.00 

2 
Chinese 

Literature 
49750 61120 70400 176 -8039.42 

3 
Western 

Language 
39750 60480 77200 193 11082.85 

4 History 50818 66552 68400 171 9995.08 

5 Music 17250 26240 28400 71 8043.63 

6 Economics 71982 84224 94400 236 31784.52 

7 
Political 

Science 
47587 67304 65600 164 19471.67 

8 Sociology 66750 94000 98400 246 33784.64 

9 Management 36813 65048 67600 169 38683.41 

10 
Internatio

nal Trade 
32900 66928 70400 176 50775.40 

11 Accounting   22000 
55 

Estimated 
 

12 Dean, 

Science 

College 

7500 12000 15000 
513 

@NT$600 
-804.26 

13 Physics 45750 63840 60600 101 17807.76 

14 Chemistry 52500 78240 86400 144 26291.53 

15 Biology 54750 75360 81000 135 16414.86 

16 Mathematics 37600 51888 59400 99 28592.53 

17 
Animal 

Husbandry 
 48480 50400 

84 

Estimated 
35161.82 

18 
Dean, 

Engineerin

g College 

7500 12000 15000 
686 

@NT$450 
10529.00 

19 
Chemical 

Engineering
63125 89200 100350 223 47208.00 

20 Architecture 55625 76000 82350 183 3018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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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Industrial 

Engineering

64687 93200 126000 280 69664.48 

22 
Humanities 

& Religion 
22500 36000 40000  25077.52 

23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15000 24000 30000 9 14860.00 

24 
Graduate 

School, 

History 

15000 24000 30000 13 13662.75 

25 
Graduate 

School, 

Biology 

15000 24000 30000 10 5995.00 

26 Abstracts 200000 220000 230000  6172.00 

27 Reference 150000 200000 220000  20921.59 

28 
General 

Books 
52863 75000 100000  -13280.93 

29 Newspapers 70000 80000 100000  34895.00 

30 
Library 

Periodicals
  15000  596922.00 

NT$1350500

NT$1665127
NT$1875076 NT$2149300

+14.6% 

47.1% 
 

31 Binding 90000 120000 220000  -83405.00 

32 
Catalog 

Supplies 
10000 15000 20000  11800.00 

33 
Office 

Expenses 

(80000)

175157 

(90000)

210000 
220000  -3488.50 

OFFICE 

SUBTOTAL 
NT$275157 NT$345000 NT$460000

+25.4% 

+33.3% 
(10.1%) 

34 SALARIES NT$1825924 NT$1899924 NT$1949375
+4.0% 

+2.6% 
(42.8%) 

35 GRAND TOTAL
NT$3766208

3356424

NT$409784

NT$4120000

4012000

NT$107972

NT$4558675

 

+9.3% 

+11.5% 
(7.6%) 

36 
SPECIAL 

REQUEST 

Expansion of reading room in the east side  

building 

60 Reading Table, 180×90×76 
cm, Wooden  

@NT$2400 NT@144000 

60 Reading Table, 90×60×76 
cm Wooden  

@NT$800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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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Chair, Wooden  @NT$300  90000 

Lighting Improvement   50000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ading room  
 50000 

NT$382000 

LIBRARY BUDGET PROPOSAL 

School Year 1976-77 

Item Department 1974-75 1975-76 1976-77 
Estimated 

No. of 

Student 

1 
Dean, Arts 

College 
NT$7500 NT$12000 NT$15000

 

2 
Chinese 

Literature 
49750 61120 78400 

192×200＝
38400 

3 
Western 

Language 
39750 60480 76400 

182×200＝
36400 

4 History 50818 66552 78400 
192×200＝
38400 

5 Music 17250 26240 54400 
74×200＝
14400 

6 Economics 71982 84224 90600 
228×200＝
45600 

7 
Political 

Science 
47587 67304 75800 

179×200＝
35800 

8 Sociology 66750 94000 97600 
263×200＝
52600 

9 
Dean, 

Commerce 

College 

  15000 
 

10 Management 36813 65048 84800 
224×200＝
44800 

11 
International 

Trade 
32900 66928 86200 

231×200＝
46200 

12 Accounting   50000 
50×200＝
10000 

13 Dean, Science 

College 
7500 12000 15000 

 

14 Physics 45750 63840 71400 
132×200＝
2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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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Chemistry 52500 78240 78400 
167×200＝
33400 

16 Biology 54750 75360 77800 
164×200＝
32800 

17 Mathematics 37600 51888 71600 
133×200＝
26600 

18 
Animal 

Husbandry 
 38480 56800 

84×200＝
16800 

19 
Dean, 

Engineering 

College 

7500 12000 15000 
 

20 
Chemical 

Engineering 
63125 89200 90200 

226×200＝
45200 

21 Architecture 55625 76000 82800 
189×200＝
37800 

22 
Industrial 

Engineering 
64687 93200 109000 

320×200＝
64000 

23 
Humanities & 

Religion 
22500 36000 40000 

 

24 
General 

Studies 
  15000 

 

25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15000 24000 30000 
 

26 
Graduate 

School, 

History 

24000 30000  
 

27 
Graduate 

School, 

Biology 

15000 24000 30000 
 

28 Night School 30000 50000 75000 
 

29 Abstracts 200000 220000 230000 
 

30 Reference 150000 200000 210000 
 

31 General Books 52863 75000 100000 
 

32 Newspapers 70000 80000 100000 
 

33 
Library 

Journals 
  15000 

 

BOOK SUBTOTAL 
NT$1665127 NT$1875076 NT$2270600

+12.6% 

+21.1%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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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Book Binding NT$90000 NT$120000 NT$200000 
 

35 
Catalog 

Supplies 
10000 15000 20000 

 

36 
Office 

Expenses 
175157 210000 220000 

 

OFFICE 

SUNTOTAL 
NT$275175 NT$345000 NT$460000 

+25.4% 

+33.3% 

(9.7%) 

37 SALARIES NT$1825924 NT$1899924 NT$2009448
+4.0% +5.8% 

(42.4%) 

38 CRAND TOTAL NT$3766208 NT$4120000 NT$4740048
+9.4% +15.0% 

(7.9%) 
3356424 4012028 

409784 107972 

39 
SPECIAL REQUEST FOR EXPANSION OF READING ROOM IN THE EAST 

WING BUILDING： 

60 ea. Reading Table, Wooden, 

180×90×76 cm. 
@NT$2400 NT$144000 

60 ea. Reading Table, Wooden, 

90×60×76 cm. 
800 48000 

300 ea. Chair, Wooden 
300 90000 

Lighting Improvement &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ading room

 100000 

40 
Note：Item 28 is given by the Night 

School 

Grand Total 

NT$382000 

二、有關建築系藏書，現擬請移交該系自設分館管理，請予討論 

杜蘅之先生：關於建築系擬設分館一案，我們需先聽聽高館長

的意見。 

高振華先生：設立分館，除違背傳統原則外，尚有種種困難：

1.分館之設，其業務的聯繫與督導，勢必增加圖書館現

有人員工作量的負擔，若直接派人管理，至少需要三個

人，以圖書館目前用人經費而言，實無法負擔。2.何種

書應移交分館，其標準應如何確立，館系雙方，何人周

旋取決。種種情形，錯綜複雜，問題不易解決。3.建築

系分館，為應需要，所開放時間，往往開到半夜，難於

找到適當管理人員。4.如不違背傳統政策原則，而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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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辦法可以達到建築系的願望，本人願作各種努力，

絕不規避。 

漢寶德先生：建築系學生作業時間與使用圖書情形特殊，希望

新建系舍完成後，擬將圖書館所藏有關建築方面書籍移

交建築系收藏管理，規定在系裡就地使用，并不借出，

這樣甚為方便。 

杜蘅之先生：本校圖書館歷年來有一不變政策，就是不設分館，

多年來大家都遵守此一政策原則，將來如繼續維持這一

制度不變，也許更能發揮圖書館的功能。 

江應龍先生：我認為原則并不重要，而重要的是在管理方面的

問題。 

陳勝年先生：企管系曾經有自行募款購書經驗，如能仿照辦理，

既可維護政策之不變，又可達到系裡有藏書可用的目的。 

李英哲先生：本人對建築系之提案表示同情，如果建築系成立

分館所遺失圖書率不比圖書館所遺失者為高，原則政策

問題，并不是不可以改變。 

漢寶德先生：建築系不能保證不遺失圖書，但儘量(或者可以說

是保證)負責不致遺失的比圖書館所遺失者為多。至於

管理方面的問題，本系可以設法解決。 

杜蘅之先生：這不是丟書不丟書的問題，而是原則問題，將來

建築系萬一開放設立分館，其他系同樣也可以開放設立

分館。 

高振華先生：根據圖書館學的原理，圖書館的藏書，館長一定

要有能力經營、掌握和運用，如果因圖書轉藏他處，館

長又無法兼顧，本人實不敢負責。又經費方面，館方又

不能統一爭取，負責運用。至於使用圖書方面，因時間

與空間等等因素，當然不會靈活。尤其是系館以外的人

要閱讀系館的藏書，自然會發生若干困難。由總館派人

至分館兼管其業務或作其他服務，更是不容易辦到的事。 

呂士朋先生：本人建議以指定參考書方式，由建築系指定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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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圖書館將所需要之書借出，置於建築系內，由建築

系負責管理。圖書館可以隨時約期清查，也可以介紹需

要的系外讀者，前往建築系利用圖書，這樣便可以解決

建築系的困難，又不致破壞原則和政策。 

漢寶德先生：本人贊成呂士朋先生的意見，至於作業方式，與

圖書館長商量後再決定。 

決議：在不設分館的原則下，而又兼顧到建築系的實際困難與

需要，決定以定期借出方式辦理。 

建築系於 65 年 4 月 29 日以書面提案，請於「圖書委員會第三次

會 議 」中 討 論「 核 准 建 築 系 圖 書 參 考 室 之 管 理 辦 法 」，該 提 案 的

內容如下： 

圖書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提案                 65.04.29 

一、主旨：請核准建築系圖書參考室之管理辦法。 

二、說明：1.在本月 12 日之第 2 次圖書委員會議中，建築系曾

經請求將圖書館中有關本系使用之書籍，移至新

建築館圖書室內一案，已與當日列會各委員諮商

並交換意見。 

2.經本系與圖書館高館長詳細協商，並慎重參考所提

九項「建築系成立系圖書室必須考慮之問題」後，

本系已特別歸納整理，擬定「管理辦法草案」一

份，送請各委員過目。 

3.本系懇請委員會討論此案，並准予通過實施。 

建築系圖書參考室管理辦法草案 

1.本系圖書室相當於圖書館設於建築系中之指定參考室，不

另立名目。 

2.書籍內容界限 

(1)現存書籍及期刊，本系僅要求准予將有關建築及建築工

程方面之專門書籍移出。至於都市計劃及一般藝術等凡

其他系別亦可能兼用之書，本系並不申請移出(但若此

類書籍同一冊有兩本以上者，希望能准予移出一本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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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攷室)。 

(2)將來新購入的書籍，其屬於建築系圖書費用中所採購

者，請准予置於本參攷室中。 

3.目錄方面之問題 

(1)本室將設置書目櫃以存放目錄，便利同學查詢。 

(2)新編書籍目錄，圖書館已答允在製作目錄卡時，自原有

之五份外加列一份，置於本參攷室中。 

(3)舊有書籍之目錄，請圖書館工作人員於暑假中抽空增製

一份，其需建築系師生協助工作時，本系當儘全力提供

人力。 

4.人事及行政隸屬問題 

(1)本參攷室之管理員，建築系將自行提供，不需自圖書館

調派，以免分散現有之人力。 

(2)該管理員，本系將比照助教之等級，聘請一位專人負責，

在工作及業務上，聽從圖書館長指揮與監督。如不聽命，

圖書館長有權要求本系更換。 

(3)由於夜間開放之問題，本系將負責要求學校，在校內配

給該管理員單身宿舍一間。 

(4)如遇病假或特殊原因，以致該管理員無法上班，本系將

指派助教以上之專人負責當日之代理管理員，務使此參

攷室之開放，不受影響。 

5.管理問題 

(1)本參攷室對外系開放，任何本校之師生均可進入。 

(2)本參攷室中之書籍，以不准借出為原則，若有極端攜出

之需要，得由系主任本人批准後始備案借出，借出期限

以不超過 48 小時為限。 

6.開放時間 

(1)本參攷室原則上每天開放 8 小時，暫定在下午 2 時至 5

時，晚上 7 時至 12 時，以配合建築系學生之工作需要。 

(2)在趕圖期間，若有特別的需要，本系將有彈性地增加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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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時間，其管理員之加班費用，由本系行政費用中支出。 

(3)本系在未來將儘力增加管理人員，延長開放時間，以達

到更方便之利用。 

7.設備方面，本參攷室面積約 11 坪(詳見附圖)，其中設備如

下：  

(1)足夠置放約 2000 冊書籍之木製書架一台。 

(2)大型圖書桌一張，沿墻設固定座椅若干，可供 25 人同

時使用。 

(3)480W(120W×4)之日光燈照明設備。 

(4)管理者椅桌及私人物品置放櫥櫃。 

(5)小型影印機一台。 

65 年 4 月 15 日 圖 書 委 員 會 討 論，由 文、理、工、商 四 學 院 各 派

代表一人及館長會商重議，以議表通過之文件附「借書規則增加

條款案」，內容如下： 

(一)教職員借書請出示服務證 

理由：目前本校新進人員劇增，本館工作人員對新進人員無

法一一認識，假設有外校人員冒充其來館借書，本館亦無

法拒絕，最後所受損失必為本校同仁，基此，實有設置服

務證的必要。 

(二)教職員借書冊數：教授、副教授 40 冊，講師、助教 30 冊，

職員比照辦理。 

理由：1.目前師生人數劇增，可借書籍不多，尤以暢銷書為

最，且教職員借書為半年，如不限制冊數，不但藏

書無法達到流通的效果，且難以發揮書之本身最大

效用。 

2.目前有少數助教及職員借書供給他人閱讀，然而本館

藏書有限，而借書無度，如不限制，到最後可能導

致無書可讀的局面。 

(三)研究生借書冊數： 

理由：同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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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續借限制： 

1.學生借書籍每次以兩冊為限 

理由：(1)為減少人力，節省經費，目前學生借書未使用

借書證，以限制其借書冊數，僅以罰款控制；

然而第一次借書，因為手續簡單，不論借書多

少，不但很快，亦無錯誤，但是續借時，則手

續非常複雜，例如抽卡片最難，其次為取夾子，

銷號，查看學生證，蓋章，尤以人多擁擠之時，

不但浪費時間，且易發生錯誤。 

(2)第一次借書冊數，因節省經費，沒有借書證，

故無法限制，故續借時應予限制。 

(3)每次如續借冊數太多，證明其閱讀不完，既閱

讀不完，又續借太多，不但有積壓浪費的毛病，

且減少他人閱讀的機會。 

2.學生續借書籍每本以連續借閱兩次為限 

理由：(1)每本書續借兩次，連第一次共計三次，每次兩

週，共計六週，不論閱讀或撰寫報告，六週時

間足足有餘。 

(2)本館為開架式，大家習慣去書架上找書，沒有

查卡片的習慣，設某人急需此書，除了花去很

多在書架上找書的時間而外，還要查卡片，填

預約單等等手續，如果限制續借兩次，一方面

可以使書籍流通快速，二方面可以減少同仁、

同學許多麻煩。 

(五)兼任教員借書：1.以在本館閱讀為原則；2.如必須借出，須

由各系系主任代借，並以五冊為限(學期)；3.畢業攷試兩週

前停止借書。 

理由：1.目前兼任教員借書，比照專任教員辦理，且兼任教

員既無信箱，亦無地址送本館，故每次催還通知單，

均請各系助教代轉，但部份兼任教員在夜間部任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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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彼此無法見面，而且有些助教怕麻煩，不予轉

達；再就是擔任共同課程的兼任教員，沒有助教代

為轉達催書通知單，故本館催書通知單無法送達，

直至現在尚有少數兼任教員，數年前所借之圖書尚

未還清。 

2.如必須借書，兼任教員為各系所聘請，由各系系主任

代借，催還書比較方便。 

3.兼任教員必有專任學校，其所需書籍，應在專任學校

借閱，如其專任學校沒有收藏某種書籍，為數極少，

故限借五冊，甚為合理。 

4.為了催還書容易，期末攷試前兩週停止借書，亦甚合

理。 

4 月 26 日，上午 10 時 10 分，高館長在行政會議報告 4 日 5 日圖書委員會

開會經過。對下(65)學年度圖書館預算已在該會中決定人選另行成立小

組，訂期會商後編列。 

5 月 24 日，上午 10 時 10 分，高館長於行政會議報告圖書館為免圖書與刊

物散失及損壞，經訂期全面整理，屆期當另有公告通知。 

5 月 25 日，擬定「圖書館書刊總清查工作綱要」。 

按：「圖書館書刊總清查工作綱要」前附胡副館長擬予館內傳閱紙條，

內容如下： 

一、校長指示高館長，本年度暑假清查藏書。 

二、茲擬定清查工作綱要一份，送請各同仁傳閱。 

三、如有補充意見，盼在館務會議中提出討論(原定星期四[5 月

27 日]上午召開，因高館長是日有事，為星期三下午 3 時召

開，希各注意)。 

胡家源啟  65.05.25 

「圖書館書刊總清查工作綱要」的內容如下： 

說明：1.清查工作所需時間暫訂為三週，自 65 年 7 月 5 日 (星期

一 )開始，至 7 月 24 日 (星期六 )完成，如在期限內不能

完成，由館長呈請校長延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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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需人力除圖書館全體同仁外，另洽請勞作室調派工讀生

協助之。  

3.工作時間應以全日 (7 小時 )工作為原則，但暑假期間學校

規定之上班時間為半天，此一超時工作，由館長報請校

長核發加班費。不願領取加班費者，以補假方式代之。 

4.清查工作進行期間 (自 7 月 5 日至 24 日 )，全體同仁停止休

假。工作完成後，由各組組主任安排休假時間表，並報

呈館長備查。  

事前準備：1.通告全校師生於 7 月 5 日前陸續清還借書，並自 5

日起至 24 日止閉館三週 (報紙閱覽室仍舊開放 )。  

2.通告學生暑假借書本年停辦一次 (中英簡訊上連續登載 )。  

3.調查並安排所需人力，工讀生方面洽請勞作室調派熟習排

架者 20 人 (男生較佳 )，並視需要，隨時調派補充人力，

務使工作能在限期內完成 (人力充足，自可縮短工作時

間 )。此項工作由張龍台先生負責接洽、調派。  

4.準備各項用品，例「民 65 失」，「民 65 回」印章各數枚備

用 (蓋於登記簿上，橫刻 )，另備藥粉、針線、口罩 (古籍

室用 )，此項工作由丁先生負責辦理。  

5.搬書、上架、排架等工作消耗體力甚多，故每日得備麵包、

點心以饗工作人員，所需費用由館長報請校長核准支用

(估計平均每日 300 元，三週共約 6000 左右 )。  

6.為使日常工作不積壓，不中斷 (例期刊每日收點工作 )，各

組組主任可酌情處理，其所需人力以兼顧不浪費為原則。 

7.同仁中何人留守辦公室，何人得參加清查工作，以及其他

未盡事宜，應於館務會議時詳細討論，務使清查工作進

行順利，圓滿完成 (會議訂於 5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在館長室召開，各組組主任以上人員出席，另丁立文、

張龍台兩先生列席 )。  

工作程序：1.清查工作由高館長總督導，胡家源協助之。  

2.工作進行時遇有強行入館者 (報紙室開放 )，報請高館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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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另事務工作由丁立文先生負責。  

3.七月五日前，將所有還書統統上架，另散佈各處之書亦同

時上架，各辦公室所用之參攷書亦均集中上架，除參攷

書、期刊合訂本分由各該兩組同仁負責外，其他一般書

籍上架工作由朱書焱、張龍台兩先生負責指揮工讀生完成

之。書架空間不足，或擁擠地區應予適時調整，俾使讀

架、清點工作易於進行。  

4.七月五日 (通告本日起閉館三週 )開始讀架工作，務使書籍

排列有序，以求符合「排架目錄」之順序，而利一一查

對。  

5.讀架工作最遲應予一週內完成，俾留充餘時間以查對排架

目錄。  

6.為使參加查對同仁就近監督工讀生，以及工作之餘休息時

來往方便，茲按各辦公室所處地區分配如後：  

(1)古籍室因處於獨立地區，易於控制，由柳作梅先生督

導工讀生四人 (以研究生為佳 )隨時工作，查對工作進

行中如發現有蟲、脫線、潮濕者一一記下，俟查對

完成後，再行抽出殺蟲、縫線、曝日。  

(2)後樓書庫中、外文書籍分由採購、中編、西編三組同

仁負責 (胡家源支援此一地區 )。  

(3)人文書庫中、外文書籍分由流通、參攷兩組同仁負責。 

(4)參攷書、論文由參攷組同仁負責。  

(5)期刊、報紙合訂本由期刊組同仁負責，完成後支援後

樓書庫或人文書庫。  

(6)工作進行中遇有問題會同胡家源協調處理。  

(7)工作之分配輕重多寡，均勻與否勢難兼顧，只要各盡

所能，相互合作，定能完成任務。  

結束工作：1.自 7 月 25 日起，開始編製遺失清冊，此項工作雖無

時限，但能完成於開學前 (9 月 20 日 )，於人於己兩蒙其便。 

2.為縮短工作時間，早日完成編製工作，以及改正記錄之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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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茲分配於下：  

(1)古籍由柳作梅先生督導工讀生編製。  

(2)參攷書及論文由洪美珍小姐督導編製。  

(3)期刊、報紙合訂本由曾雅雲小姐督導編製。  

(4)一般中、日文書由趙昔之先生督導編製。  

(5)一般外文書由馮康美先生督導編製。  

3.英文以打字 (臘紙 )油印，中文以繕寫製版複印。  

4.此項工作開始前，結束後，會同胡家源協調處理。  

5.付印完成後，分送各單位參攷。  

5 月 31 日，上午 10 時 10 分，行政會議討論：畢業生聯誼會為舉辦歡送會，

擬商借圖書館閱覽桌應用，因影響同學閱讀與該館器材管理，未便同意。 

6 月 8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暑假清點藏書」公告。 

按：暑假清點藏書自 7 月 5 日至 24 日，閉館三週，公告內容如下： 

圖書館計劃於暑假中閉館清點藏書，有關措施公告於下：  

1.本年 7 月 5 日起至 24 日止，閉館三週，清點藏書，7 月 26

日起再行開放。  

2.閉館期間，報紙閱覽室及複印室，依照學校暑假辦公時間

提供服務，其他各處一律謝絕入內。  

3.教職員先生借書，請於 6 月 30 日前還清；學生借書請於考

試完畢時還清；兼任教職員先生從 6 月 15 日起停止借書。  

4.研究所畢業生自即日起停止借書並請還清前借圖書。  

5.大學部畢業生自 6 月 12 日起停止借書，並請於 6 月 15 日

前還清所有借書。  

6.為避免因擁擠而造成錯誤，所有借書請能陸續歸還，萬勿

集中在最後兩天歸還。  

7.學生「暑假借書」本年停辦一次。留校學生憑訓導處名冊

於 7 月 26 日起准予借書，非留校學生憑學生證可比照辦理。 

6 月 15 日，發出「圖書館訂於 7 月 5 日清查館藏」通知。 

6 月 21 日，上午 10 時 10 分，行政會議討論有關圖書館清點圖書計劃，可

儘量利用辦公時間進行，請圖書館本此原則酌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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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通知的內容如下： 

敬啟者：本館訂於 7 月 5 日開始清查藏書，為期預定三週，至 7

月 24 日止，26 日起再行開放。先生所借圖書祈能於 6 月 30 日前

陸續還清，所借之書短期內如需繼續參閱，亦請攜書來館辦理續

借手續。事關清查工作之推進，敬祈惠予合作，為荷。  

此致  

專任教職員先生  

圖書館啟   65 年 6 月 15 日 

6 月 22 日，《校刊》(第六版)「畢業同學回顧大學生活」專欄，刊載兩位畢

業班同學對圖書館的看法。 

按：生物系施明哲以「也算回憶，一位懷舊者的心聲」為題： 

東海的圖書館一向是我所最引以為榮的開架制度，管理方式

都足以傲視國內各大學，雖然藏書尚嫌不夠，但那是經費問題，

如果能夠解決，相信定會有所改善。問題卻出在我們使用人身上，

最近兩年內，時常聽到圖書館書籍失竊很多，在我想來不應該有

同學偷書才對，但是鐵的事實卻不容我們否認這個問題的存在，

也需要去解決它。不知圖書館是否曾經抓過偷書賊？其實雅賊還

是賊，偷了書如果抓到了，就給予最嚴厲的處罰，看還有沒有人

敢偷？此外，還時常看到圖書館的書刊被毀損，或者在上面劃線、

作筆記，這種事防不勝防，只有激發東海人的榮譽心，來共同維

護東海最可貴的傳統之一。 

工業工程系黃良立以「大學四年的回顧」為題：  

東海的圖書館是最令東海人引為自豪的，除了藏書之外，制

度之良好是它最大的特色。我喜歡圖書館，即使不到那兒唸書，

我也會到期刊室翻翻雜誌，到參考室看看百科全書，雖然只是消

遣的性質，也能夠使我獲益良多。有一次在書庫的書架上，看到

一本關於魚的書，裏面列出台灣和日本附近海面的魚，附有彩色

照片，各種各樣不同的魚，五顏六色非常好看，我深深的被海面

下的另一個世界所吸引。以後每次到圖書館找書，經常會到書架

上找那一本書，看看那些魚。我覺得能夠看到這本書，是無意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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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穫，如果沒有開架制度，也許永遠不會看到這本書。  

不過最近一期的《東風》，談到圖書館的管理和其他的問題，

也列出了書籍遺失的數目。圖書館是為大家設置的，為了一己之

私，將使多少同學失去閱讀那本書的機會。我想校方如能在生活

上或課業上多注意同學們自尊、自重、自愛心的培養，也許比任

何檢查制度都有效。此外，由於學生人數逐年增加，圖書館現有

的空間已呈飽和狀態，如何適應未來的需要，亦望學校當局早做

未雨綢繆之計 (《校刊》65.06.22)。 

6 月 29 日，完成「圖書館書刊總清查工作步驟」。 

按：「圖書館書刊總清查工作步驟 65 年 6 月 29 日」的內容如下： 

以下各條、各點，係按工作先後次序，一步一步的向前推進，直

到工作完成而後止。其中如遇有相互關連時，則加以說明，俾所

依據，而不紊亂。  

一、集合所有工讀生 (日、夜 )，講解排架規則及注意事項 (6 月 30

日上午 9 時 )，由張龍台先生負責，胡家源支援。  

注意事項  

1.書之邊緣四週漏蓋「東海大學」字樣，補蓋。  

2.有書無卡 (指排架卡 )者，把書抽出並夾上小紙條記明：「補

排架卡」字樣。如係貼錯書標者，則記：「貼錯書標」，此

兩類書分開各放一處。  

3.有卡 (指排架卡 )無書者，蓋遺失章於該書之登記號後，並把

卡站起來。如書係以前遺失者，而又是單本，則把此卡抽

出另放，以便憑此抽出目錄卡。不是單本，則放在原處不

動 (倒下 )。  

4.對架無書時，再查書卡 (附有色之小夾 )，才能確定書之有無。

小夾子千萬別弄掉了。  

5.每日工作完畢後，用品及排架卡各組自行放於妥當的地方，

以俟次日再用。  

6.如發現不是所屬範圍內之書，則抽出並夾上紙條記明：「排

架錯誤」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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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各領隊酌情處理特殊事項，勿需會商。  

二、下列各點：分區，分工同時進行 (6 月 30 日至 7 月 4 日完成 ) 

1.所有還書上架 (張先生指揮工讀生工作 )。  

2.各辦公室所用工具書、參攷書統統上架 (各備清單，清查完

畢再照單抽出備用。清單由各辦公室自製，書由張先生指

揮工讀生運送各處分別上架，但上架工作由各處自理。例

如參攷書由宋台英小姐負責，期刊由曾小姐負責等等 )。  

3.指定參考書書卡排列整齊，並夾上紅色小夾以資識別 (撤銷

書送書庫上架，此事由陳麗芳負責 )。  

4.出納檯書卡排列整齊 (黃小姐及岳麗娜負責 )。  

5.裝訂之書書卡排列整齊，並夾上藍色小夾 (丁先生負責 )。附

註：最後把 3、4、5 項書卡混合排列，並裝入盒內，相關

各類分送相關工作區，俾憑對架。此事由黃小姐、岳麗娜

負責。  

6.參攷室之書，由宋小姐指揮工讀生排架。  

7.期刊室由曾小姐負責指揮工讀生排架。  

8.中、西編目室新編之書刊分別上架 (張先生負責 )，排架卡盡

快編製完成並排入盒內 (分由趙先生、廖小姐、馮先生負

責 )(如排架卡趕不及編，則新書留在編目室不能上架 )。  

9.裝釘之書刊，清查期間不要送來 (曾小姐、丁先生負責通知 )。 

10.有問題之書卡集中排列，備查 (黃小姐負責 )。  

11.館際合作借出資料由宋小姐負責催回。  

三、分區、分組讀架 (7 月 5 日開始，一週內完成 )，此日開始閉館

三週。  

1.後樓書庫中文由趙先生指揮，西文由馮先生指揮。  

2.人文書庫中文由胡元鈞先生指揮，西文由黃小姐指揮。  

3.參攷室、期刊室分由宋小姐、曾小姐指揮。  

讀架期間如發現不是所屬範圍內之書刊，則抽出集中一

處，由張先生負責分別運送至所屬範圍。  

4.林先生看守：「除閱報室、複印室外，謝絕非工作人員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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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區、分組對架 (7 月 12 日至 24 日，兩週內完成 )。  

分區、分組如前，並各持所屬範圍之排架卡及書卡 (即第二條

3、4、5 項所記 )，查對書架，每區各持「遺失章」二至三

枚備用。  

五、編製遺失清冊，及抽出目錄卡 (以主要卡為參攷 )。  

(集中排架卡 )中文由趙先生督導編製，西文由馮先生督導編

製，必要時增加人力 (工讀生 )趕工，但中文要字體秀麗者，

英文要會打字者為限。完成後複印 100 份，分送各單位參

攷。編製期中如有問題，可與胡家源會商處理之。  

附記：1.如有漏列者，由各領隊酌情處理，或會同高館長及胡

家源協商處理。  

2.七月五日起閉館三週，清查完畢後，參加工作人員補假

三週 (故圖書館繼續閉館三週至 8 月 14 日 )，但暑假期間下

午各單位應有人值班，值班表另行排列分送各組參攷。  

7 月 5 日，上午 10 時 10 分，高館長在行政會議報告：圖書館經於本日起

遵照行政會議決定清點圖書原則，於本日起開始進行，為期三週。并

另以輪流休假方式繼續清點三週，但本館業務(後三週)照常開放。同時

完成「清查藏書工作分配圖表」。 

按：「清查藏書工作分配圖表」內容如下： 

地

區

書

刊
所含類別

共有

架數

每人平

均架數  
工作人員姓名 (有△者係領隊 ) 

後

樓

書

庫

中

文

000，300，

400，500，

600，700 

44 14 強  
△趙昔之、廖明理、陳麗芳、

另每人配一工讀生，共為 6 人  

西

文

000，300，

500，600，

900 

83 14 弱  
△馮康美、卓玉蘭、曲小芸、

陳麗雲、岳麗娜，實習生一名，

另每人配一工讀生，共為 12 人  

人

文

書

庫

中

文

100，200，

800，900 
25 13 弱  

△胡元鈞、朱書焱，另每人配

一工讀生，共 4 人  

西

文

100，200，

400，700，

800 

45 15 
△黃少娥、楊綉美、劉立愛，

另每人配工讀生一人，胡家源

支援此區，共 7 人  

參

攷

中

文

000~900 14(單

面) 
14 

△宋台英，實習生一人，另工

讀生二人，共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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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西

文

000~900 14(單

面) 

(參攷書及論文 )指參及小冊  

期

刊

室

中

文

000~900 
25 13 強  

△曾雅雲、翁明枝、張秀珍、

顏綠美、賴澤均、徐中琦、陳

忠勳、劉金台，實習生一人，

工讀生 3 人，共 12 人(期刊及

報紙合訂本) 

西

文

000~900 
56 

說明：一、(1)高館長總督導，胡家源協助之。(2)李玉綏留守辦公

室。(3)丁立文事務聯絡。(4)林儒行看守：除報紙、複

印室外，其他各處不准外人進出。 (5)張龍台帶工讀生

一人傳遞錯排之書並歸架。(6)柳作梅督導研究生 4 人

在古籍室工作。(7)易玲玲在中編室。(8)實習生一人在

西編室。 (9)採購室另雇工讀生一人 (限七月份 )。 (10)

徐彩月在複印室。  

二、意見不同時，由高館長作最後裁決。  

7 月 9 日，清查館藏的查對工作完成，正進行其他善後工作，胡副館長擬

十點建議，請高館長儘速裁決。 

按：十點建議的內容如下： 

一、查對工作已完成。改正錯誤，編製遺失清冊，以及抽出目錄

卡 (遺失之書 )等善後工作分由中、西編組負責進行中。  

二、流通組負責開列清單 (教職員 )分送各借書人，催其還清借書

或辦理續借手續。如不還書 (本年 6 月 30 日前所借者 )，恕不

再借。  

三、流通組負責編製歷年來離職員工未還之書籍清冊 (此項書籍未

列入遺失 )。  

四、各書庫書上，架上灰塵擦洗乾淨。  

五、看不清楚之書標，予以換新。書之四週邊緣漏蓋「東海大學」

字樣者，補蓋。  

六、書庫內清潔整理，並換新標誌 (書架兩頭之指標 )。書庫由流

通組負責，期刊室由期刊組負責，參攷室由參攷組負責。  

七、下週起下午可不必加班了，同仁等亦可分批休假 (每人應補假

一週 )。另值班表 (下午、週六 )排定。  

八、卓玉蘭小姐擬 8 月離職，7 月份因已加班並工作一週，其薪

水如何計算？其職務由何人接替？又洪美珍之職務如何安

排？均應速予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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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下週一行政會議中可報告圖書館可 (照原定時間 )提早開放 (約

在十七、八號 )。  

十、古籍室柳先生之職務，如何安排？  

前十項中後四項請高館長速作決定  

胡家源  07.09 

7 月 26 日，上午 10 時 10 分，高館長於行政會議報告圖書館清理圖書工作，

已告一段落，特作簡略報告，將來另行專案呈核。 

8 月 1 日，完成圖書館 64 學年度各項統計表。 

按：該項統計從 64 年 8 月 1 日至 65 年 7 月 31 日止，內容如下： 

1.新書增加量：5560 冊 

 買 贈 共計 

中文 1568 1209 2777 

外文 1597 1186 2783 

共計 3165 2395 5560 

2.已編目：5534 冊(包括期刊合訂本) 

中文 2552 冊，外文 2982 冊，共計 5534 冊。 

3.館際互借 

 借出 借入 

書籍 84 冊 26 冊 

複印 66 篇 351 篇 

4.新生訓練 

上下兩學期均有，上學期為一般了解，下學期著重於參攷資料

之運用，並有練習。學生人數共 38 班；所用時間，每期均約三週；

習題數題，分 14 類，每類平均約 80 題，共計 1137 題。 

5.複印總數 320087 張，平均每月 26674 張，最高份 55033 張(65

年 6 月)。 

6.借書總冊數 107060 冊(內含學生假期借書 4137 冊)，計分中

文 78955 冊，外文 281058 冊，平均每月 10706 冊(七、八兩月不計)，

平均每日 357 冊，最高冊數日 1006 冊(64 年 9 月 18 日)。 

7.進出總人數(寒暑假未計)499897 人次，平均每月約 50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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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兩月不計)，平均每日約 1700 人，最高人數天 4149(65 年

1 月 14 日)， 

8.填發催還借書通知共計 12369 份。 

9.指定參攷書借閱次數 5306 冊次。 

10.參攷詣問題 904 題次。 

11.耳機使用次數 3686 次。 

12.學生借書分類統計(中外文合計) 

類別 教職員 學生 

總類 147 1595 

哲學 296 5886 

宗教 241 2280 

社會科學 1008 18765 

語言學 58 562 

自然科學 722 8377 

應用科學 538 7885 

藝術 464 7645 

文學 1922 29308 

史地 1130 14094 

共計 6526 96397 

總計 
6526＋100534(加上學生假期借書 4137)＝

107060 

8 月 1 日，完成 1955 年至 1975 年各項統計資料表。 

按：各項統計表的內容如下：  

 1955~56 1966~67 1969~70 1974~75 

藏

書

數

冊

古籍  23576 37051 38880 40586 

中文  26675 31242 43810 

英文  2603 32073 39391 52432 

其他   2118 2565 3330 

總計  26176 97917 112078 140158 

館員人數  5 11 16 22 

年 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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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席位數 50 249 300 604 

工讀生人數

及每人每週

工時數  

13 人 /5 小時 32 人/10 小時 37 人/10 小時
40/10 夜校生

6 人全天工作 

學生可借冊數
2 冊 (後改為

10 冊 ) 

高年級中文

12 英文 6 冊

低年級中文

8 英文 4 冊

高年級中文

12 英文 6 冊

低年級中文

8 英文 4 冊

無限制  

期

刊

中文  93 104 165 414 

西文  41 207 259 355 

報

紙

中文  9 18 18 20 

西文  3 6 6 6 

書刊經費  NT$530668 NT$840000 NT$992880 NT$1350000 

每週開放時數 61.5 72.5 85 95.5 

備

註

1955~56
1.各項制度之建立：a.開架制度，b.圖書委員會，c.指定參

考書，d.圖書館學課程，e.圖書館中央化(不設分館)等。 

2.本年度各項統計：a.學生 195 人，b.教職員 55 人，c.

書籍流通量 6136 冊，d.外界贈書 2940 冊，e.圖書館

先後搬遷四次。 

3.興建第座館舍(1957 年 11 月完工) 

1966~67
1.先後舉辦兩期圖書館人員講習班，對象均為教會學校及

一般學校現有圖書館工作人員，共約 36 人參加。 

2.學生百餘人簽請期刊室夜間(7~10 點)開放 

1969~70
1.興建第二座館舍(72 年初完工) 

2.與他館石作編製西文科技書籍聯合目錄。 

3.西文期刊及古籍聯合目錄。 

4.接受外界贈書 40 大箱。 

5.館長致函榮推會發起學生愛館運動，隔年學生又自動發

起愛館運動。 

1974~75
1.提供服務項目：a.館際互借，b.參考諮詢，c.複印服務，

d.加強學生訓練(如何利用圖書館)。 

2.本年各項統計：a.學生 3158 人(日夜校)，b.教職員 426

人(日夜)，c.書籍借貸 79566 冊，d.進出圖書館總人數

380144 人，e.複印量 97041 張。 

3.書籍資料分佈以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科技科學三大類

分別放置。 

8 月 1 日，參考組前主任洪美珍小姐已辭職赴美，該組主任由期刊組主任

曾雅雲小姐兼代(《簡訊》65.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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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7 日，上午 10 時 10 分，行政會議通過「65 學年度各委員會委員人選」，

其中「本學年度行政單位主管」，圖書館館長高振華先生，兼行政委員

會、訓育委員會、圖書委員會委員；「圖書委員會」，杜蘅之兼召集人，

副 館 長 胡 家 源 先 生 任 秘 書；朱 書 焱 先 生 兼 勞 作 指 導 委 員 會 委 員，趙 昔

之先生兼《東海學報》編輯委員會秘書。 

9 月 7 日，胡副館長簽報清查館藏結果及參攷組主任人選事宜。 

按：此胡副館長簽呈的內容如下：  

簽呈   民國 65 年 9 月 7 日於圖書館  

一、本年 7 月 5 日起連續兩週內清查藏書，在高館長督導下，以

及事前計畫週密，並經全體同仁、同學通力合作，而較預定

時間提前完成 (預定時間為三週 )。清查結果計遺失書刊總數為

3105 冊，茲分類分條詳列如後：  

一般書籍：中文 1507，英文 1362，日文 61，共計 2930 

參攷用書：中文 61，英文 35，日文 4，共計 100 

期刊合訂本：中文 32，英文 17，共計 49 

古籍：遺失 23，列管 17 

論文：3 

歷年來離職員工未還之書：中文 147，英文 164，共計 311 

總計：3433 

二、前項總數 3433 冊，內中列管、未還者共 328 冊未計入遺失類，

故實際遺失者為 3433 減去 328 得 3105 冊。本次清查距上次清

查時間約為五年半 (上次清查時在 1971 寒假 )，茲以五年計算，

平均每年失為 621 冊，遺失率按現有藏書總 148752 冊計算，

平均率為千分之四左右，較之以往千分之三點五雖略高，但

不太嚴重，此可差堪告慰者。  

三、遺失清冊正趕印中，俟完工後即行分發各院系參攷。  

四、圖書館同仁張龍台君暑假時參加圖書館人員訓練班甲組受訓

(均係大學畢業者 )，全班六十餘人，張君以第一名成績結業，

成績特優，應予獎勵。  

五、頃接中國圖書館學會來函委請本校圖書館舉辦研討會，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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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著重於「參攷諮詢」，故參攷組主任人選極為重要。此缺

自洪美珍女士離去後，即已虛懸，請迅予選聘。  

此呈  

館長   高  

校長   謝  

職   胡家源謹呈  

9 月 14 日，《簡訊》刊載流通組張龍台先生(本校十五屆校友)本年暑假參加

中國圖書館學會舉辦之圖書館學研習班，研習成績優異以第一名結業。 

9 月 15 日，《校刊》刊載「東海五年計劃」如期完成，擴建工程中包含擴

建圖書館閱覽室，增加圖書館東西兩側教室閱覽室。 

按：標題為「東海五年計劃如期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正研擬中」，此

「五年計劃」是本校發展計劃小組從 61 學年度起擬定，今年已全

部如期完成。 

9 月 29 日，《簡訊》圖書館舉辦「概況介紹」訊息。 

按：「圖書館介紹」活動係針對新聘教職員同仁，使其對圖書館概況有

所了解而舉辦，時間在 10 月 4 日和 5 日(星期一、二)兩天，每日上

午 9 時至 10 時，下午 3 至 5 時(每日下午 4 時至 5 五時係英語講解)，

地點在圖書館參考室，可自由參加。 

10 月 19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公告：光復節 10 月 25 日(星期一)，總統

蔣公誕辰日 10 月 31 日(星期日)及 11 月 1 日(星期一)補假日等三天，圖

書館全天閉館。(65.10.19) 

10 月 26 日，《簡訊》刊載商學院落成，教務處辦公室喬遷，原充當教務處

之圖書館空間，由圖書館改闢為閱覽室。 

按：該訊息內容如下： 

本校商學院大樓完工後，企管、國貿、會計等系，夜間部及

教務處已相繼遷入商學院大樓二樓新址辦公。視聽教學大樓企管

系、國貿系辦公室改由中文研究所與測驗指導室遷入。教務處原址

由圖書館改闢為閱覽室，測驗指導室原址改為訓導長辦公室及值日

教官室。各辦公室之喬遷，幸賴勞作室調派工讀同學之「鼎助」，

並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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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1 日，編定《唐詩三百首索引》，交由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 

按：是書<凡例>云： 

一、本索引分：「篇目及句目索引」、「著者索引」兩種。 

二、「唐詩三百首」本文刊於索引之前，每一篇目均編以號碼，

以便查檢。 

三、「篇目及句目索引」每條首列首字四角號碼，篇目或句目(註

有「篇」字者為篇目，其餘為句目)，次列著者、篇目號碼、格律。

例如：3010-1 空山新雨後  王維  79  五律 

2277-0  山居秋暝(篇)  王維  79  五律 

四、「著者索引」首列四角號碼，著者，次列篇目、篇目號、格律。 

五、遇各版本所用字辭不同，則採用清康熙御製本的《全唐詩》

所載者；如果首字有二種以上作法，則各不同作法均列於索引內。 

六、本索引係依照王雲五「四角號碼檢字法」排比先後。每條

首字標明四角號碼及附角，號碼首字同，再依第二字四角號碼排比。 

七、本索引附有「索引首字讀音與四角號碼對照表」，「索引首

字筆劃與四角號碼對照表」及「四角號碼檢字法」以幫助讀者查檢。 

八、本索引承東海大學圖書館萬樂圖(Gary D. Walter)前館長格

外關垂。王麗玉小姐、洪美珍小姐、廖明理小姐之協助編輯，趙昔

之先生、方玉川小姐幫助書寫四角號碼，特此謹申謝忱。 

九、本索引之編印，容有疏漏錯誤之處，尚祈學者不吝指教。 

11 月 2 日，《校刊》刊載商學院大樓落成奉獻典禮，同時在圖書館東側平

房舉辦東海創校珍貴校史照片展覽。 

按：奉獻典禮邀請政務委員李國鼎先生蒞臨講演，其訊息如下： 

本校新建商學院大樓落成奉獻典禮訂於 65 年 11 月 2 日上午 9

時在商學院大樓前舉行，……同時在圖書館東側平房(原教務處辦

公室)舉辦東海創校珍貴校史照片展覽，百幅東海破土創校以來珍

貴照片，將展現在各位面，前提供東海歷年發展概況。 

11 月 9 日，《簡訊》刊載校內同仁借書請帶服務證。 

按：訊息如下： 

本校新進教職員同仁日漸增加，圖書館為便於辦理借書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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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籲請同仁借書時攜帶服務證以資識別。 

11 月 12 日，為 國 父 誕 辰 紀 念 日 放 假 一 天，圖 書 館 依 例 閉 館 一 天，為 顧 到

同學準備功課，大閱覽室(原教務處舊址)仍舊開放。從下週起，閱報室

計劃移到大閱覽室，請讀者前往大閱覽室閱報(《簡訊》65.11.09)。 

11 月 29 日，上午 10 時 10 分，高館長在行政會議報告 12 月 1 日至 7 日為

圖書館週，本館將派員到台北參加有關研討會及觀摩活動，藉資借鏡。 

11 月 30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籲請禁止抽煙訊息。 

按：訊息如下： 

本校圖書館內近來煙蒂滿地，不僅不衛生且有火災危險，希

望大家小心注意。要吸煙請至地下室，煙蒂放入缸內。不可隨地吸

煙。圖書館自即日起至 12 月 1 日止為勸導時期，過此期限如再發

現違規者，將予議處： 

12 月 17 日，下午 3 時，高館長參加發展計劃提案委員會第 4 次會議，於

「教學及研究」提出兩個方案，甲案為圖書館閱覽座位增為二千座，

乙案為圖書館座位增為一千五百座。 

12 月 21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自 12 月 24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起閉館，

25 日(星期六)全日閉館，26 日(星期日)自下午 2 時起至晚 10 時 30 分止

照常開放。 

12 月 28 日，《簡訊》刊載新年假期(元月 1 日至 3 日)學校依例放假三天，

圖書館為顧及同學溫習功課，除 1 日及 2 日兩天全日閉館外，特於元

月 3 日下午 2 時起至晚上 10 時 30 分止開放供同學溫習功課 (65.12.28)。 

 

館務工作  

圖書館八月引進試用資料庫--Scopus 資料庫 

期刊組  王畹萍提供 

Scopus 資料庫係由 Elsevier 公司出版，收錄年代自 1966 年迄今，法律

庫則自 1949 年起、經濟新聞庫自 1992 年起。 

屬索引摘要資料庫，收錄約 14,000 餘種的期刊(包括歐洲及亞洲出版

的期刊)，學科主題包括：生命科學、生物學、化學、物理、數學、工程 、

地球及環境科學、社會科學、心理學等，並可顯示自 1996 年起每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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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的被引用次數。 

該資料庫是一全面收集科學、科技、醫學及社會科學文獻的索引摘要

資料庫，包含 4000 餘家 STM（科學、技術與醫學）出版社所出版超過 14,000

種出版品，及 100 餘種公開取閱之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 list)，是目前

世界上最大的索引摘要資料庫。它是 Elsevier 公司與 20 多所全球首要機

構的圖書館員和研究員協作的成果。使用 Elsevier 的純科學網際網路檢索

引擎 Scirus 同步檢索科學網站，並以最快的速度讓使用者連接至他們所需

的全文。有以下幾點特色： 

1.收錄期刊豐富，包含人文、社會科學、科技等各主題領域共 14,000

餘種學術期刊(peer reviewed)，不僅號稱是全球最大的索摘資料庫，並聲稱

包含 SCI 與 SSCI 收錄的全部期刊(約 8000 多種)。期刊收錄年代廣，1966

年後之書目資料附有摘要，1994 年後之書目資料附有參考文獻，可查詢文

獻的引用與被引用狀況。 

2.除期刊文獻外，亦可同步檢索科學性網站與專利資料，網站是經由

scirus (專精於科學資訊的搜尋引擎)檢索；專利資料則係整合美國、日本與

歐洲專利局提供之公開專利資訊。 

3.每筆檢索結果均會自動顯示該次檢索筆數之刊名、作者、出版年、

文獻類型與主題統計，以利縮小範圍查詢。 

4.Alert 功能可依個人查詢設定，提供有個人化服務，做專題選粹服務，

敬請點選 Register，自行設定。將每次更新文獻或某篇文章之最新引用情

形郵寄至個人 email 信箱。 

該資料庫的試用期長達一年以上，敬請各位讀者把握機會，善加使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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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 

工業工程系 9 

政治系 193 

專案研究室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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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中心 93 

諮商中心 30 

 

單位藏書：諮商中心 2005 年 8 月新書通報(中文圖書) 

採編組  陳婷婷製 

書名 登錄號 索書號 

94 位名人的性格及其命運：女人篇 C396282 173.7/1047-03/2005/ / 

94 位名人的性格及其命運：男人篇 C396280 173.7/1047-04/2005/ / 

Azar 英文文法系列(基礎) C396343 805.16/0919-02/2004/ / 

Azar 英文文法系列(基礎) C396344 805.16/0919-02/2004/ / 

Check it out!：48 個絕無冷場的 Party 遊戲 C396277 995.19/4024/2000/ / 

一粒麥子落在後山：台東基督教醫院的故

事 C396274 419.3232/2604/2005/ / 

乞丐囝仔 C396285 782.886/5753/ /2005 二十八刷 

小於萬分之一的世界：罕見疾病者的尊顏 C396284 415.18/2117/2003/ / 

只要我還能呼吸：生命的模範生林淑藝的

故事 C396283 782.886/4434-2/2004/ / 

永不放棄：心臟救星朱樹勳 C396264 419.92/2542/2005/ / 

生命的眼睛 C396270 782.886/4023-1/2005/ / 

用心看世界：海倫凱勒傳 C396263 785.28/2404-06/2001/ / 

我的孩子得了憂鬱症：給父母、師長的實

用指南 C396261 415.998/8058/2005/ / 

抗壓有方法=Pressure C396268 176.54/2329/2005/ / 

英文文法系列(進階) C396341 r 805.16/0919-01/ /2005 七刷/ 

英文文法系列(進階) C396342 r 805.16/0919-01/ /2005 七刷/ 

倒掉鞋裡的沙：擁抱心靈的小故事 C396279 191/5048/2005/ / 

孫安迪教你解毒排毒 C396267 411.1/1233/2005/ / 

能量食物：防治癌症、慢性病的飲食指南 C396271 411.3/4963/2005/ / 

這輩子，你想做什麼？：54 個尋找人生意

義的真實故事 C396269 177.2/1710/2005/ / 

創意人：創意思考的自我訓練 C396278 176.4/2734/ /2001 九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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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記憶術：改變一生的學習方式 C396273 176.338/4073/2004/ / 

愛是你，愛是我：許醫師穿越真情烈愛的

療傷處方 C396281 lo544.7/0835/2005/ / 

愛是你，愛是我：許醫師穿越真情烈愛的

療傷處方 N060232 lo544.7/0835/2005/ / 

新鮮人完全求職手冊：搶攻熱門企業指南 C396262 542.77/2424/2005/ / 

與成功有約的七堂課 C396265 177.2/1234/2005/ / 

輪椅上的公主：追回幸福的旅程 C396266 782.886/3121/2005/ / 

癌症天使：二十八年癌末患者廖美喜的故

事 C396272 415.271/0084/2005/ / 

禮物 C396275 177.2/4091-01/2005/ / 

躁鬱奇才：不凡創造力的背後 C396276 175.2/0434/ /2004 四刷/ 

 

單位藏書：工業工程系 2005 年 8 月新書通報(中文圖書) 

採編組  陳婷婷製 

書名 登錄號 索書號 

PhotoImpact 10 中文版網頁影像寶典 C393992 312.98/7561-107/2005/ / 

PhotoImpact 10 中文版網頁影像寶典 N060221 312.98/7561-107/2005/ / 

主機板技術與應用實務：硬體系統徹底研

究 C393993 471.5/0858-02/2004/ / 

主機板技術與應用實務：硬體系統徹底研

究 N060222 471.5/0858-02/2004/ / 

硬碟分割‧救援與系統規劃 C393995 471.552/1076/2004/ / 

硬碟急救與資料搶救 C393996 471.552/4452-01/2004/ / 

硬碟急救與資料搶救 N060224 471.552/4452-01/2004/ / 

數位相機全應用：專家攻略 C393994 951.1/3672-01/2004/ / 

數位相機全應用：專家攻略 N060223 951.1/3672-01/2004/ / 

PhotoImpact 10 中文版網頁影像寶典 C393992 312.98/7561-107/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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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目錄 

高葆光先生著作目錄 

特藏組 謝鶯興 

先生，高姓，諱葆光，遼寧省遼陽縣人。事蹟闕如。約生於 1901 年 1。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文學士，曾任中學校長、北京輔仁大學副教授、長白師

範學院教授兼系主任、臺灣省立臺中師範學校教授兼總務主任。1956 年 3

月任職於東海大學中文系 2，時為副教授，1959 年 8 月升教授。先後講授大

一國文、《墨子》、《詩經》、《左傳》、《韓柳文》等課程。1971 年 7 月屆齡

退休，離開東海 3，前後執教 16 年 

先生資料不多，僅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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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合知識庫」等資料庫檢索結果，加上特藏組典藏的校史文獻(如：《東海文

學》、《東海大學校刊》)翻檢結果，暫彙編於下： 

一、專書 

1.《 毛 詩 論 文 集 》(收 <毛 詩 序 再 檢 討 >及 <三 論 毛 詩 序 >)，台 中：東 海 大 學

抽印本，1955 年。 

2.《墨學概論》，收入《現代國民國知識叢書》第 4 輯，台北：中華文化出

版事業委員會，1956 年。 

3.《左傳文藝新論》，收入《東海大學研究叢書》，台中：東海大學，1967

年。 

                                                 
1 據《私立東海大學四十七年度教員名冊》載，時先生 57 歲；民國 58 年《私立東

海大學遴選清寒教師名冊》載：「年齡 68」；民國 39 年 12 月 27 日<臺灣省立臺中

師範學校教育學術人員登記名冊>載：「年齡 49」。故據以推之。 
2 按，未署年份的「彙報教育部名單」，載到校年月：「45 年 3 月」，《私立東海大學

四十七年度教員名冊》則載：「46 年 8 月到校」。 
3 按，民國 57 年 12 月 16 日《東海大學校刊》「東海大學 57 學年第 1 學期文理工

學院教員及任課表」載，先生是時尚為專任，講授大一國文、《墨子》與《左傳》。

民國 58 年之後，《東海大學校刊》則未刊載此類資訊。查民國 58 年 1 月 12 日，

先生簽請延退，江舉謙先生建請學校照成例挽留任教。<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歷

年課程表>(《東海中文學報》第 5 期，民國 74 年 6 月)載，59 學年度仍講授《墨

子》、《詩經》、《左傳》。則應於民國 60 年 7 月屆齡退休無疑。先生退休後，仍持

續作研究，於民國 62 年及 63 年的《東海學報》，尚能見先生的著作。據中文系

張端穗先生說他於民國六十年畢業，期間仍選修先生之課程，而先生退休後，即

前往新竹清華大學，依附其子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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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詩經新評價》，台中：東海大學，1965 年；台中：中央書局，1969 年。 

二、論文 

1.<禮運大同章真偽問題>，《大陸雜誌》，第 15 卷第 3 期，民國 46 年 8 月。 

2.<召南詩的時代問題>，《東海學報》，第 1 卷第 1 期，民國 48 年 6 月。 

3.<唐宋文舉要書後>，《東風》，第 10 期，民國 49 年 3 月。 

4.<詩賦比興正詁>，《東海學報》，第 2 卷第 1 期，民國 49 年 6 月。 

5.<孟子告子對於性的爭辨>，《孔孟學報》，第 1 期，民國 50 年 4 月。 

6.<詩風南雅頌正詁>，《東海學報》，第 3 卷第 1 期，民國 50 年 6 月。 

7.<從詩經觀察周代社會的主要情形>，《東海學報》，第 4 卷第 1 期，民國

51 年 6 月。 

8.<中國文學系學生生所負的使命>，《東風》，第 2 卷第 7 期，民國 51 年 6

月。 

9.<孟子超功利主義>，《孔孟學報》，第 4 期，民國 51 年 9 月。 

10.<葛生詩的文藝欣賞>，《東風》，第 2 卷第 12 期，民國 53 年 5 月。 

11.<釋禮>，《孔孟月刊》，第 2 卷第 12 期，民國 53 年 8 月 28 日。 

12.<詩經柏舟的文藝批判>，《東海文學》，第 9 期，民國 54 年 4 月。 

13.<毛詩序再檢討>，《東海學報》，第 7 卷第 1 期，民國 54 年 6 月。 

14.<孔子的小康時代政治思想>，《孔孟月刊》，第 3 卷第 12 期，民國 54 年

8 月 28 日。 

15.<孟子的性善論>，《孔孟月刊》，第 5 卷第 1 期，民國 55 年 9 月。 

16.<三論毛詩序>，《東海學報》，第 8 卷第 1 期，民國 56 年 1 月，又見《東

海文薈》，第 8 期，民國 56 年 7 月。 

17.<史記終止時期及偽篇考>，《東海學報》，第 14 卷，民國 62 年 7 月。 

18.<史記文學蠡測>，《東海學報》，第 15 卷，民國 63 年 7 月。 

三、文藝(詩詞文) 

1.<吾廬記>4，《東風》，第 3 期，民國 47 年 4 月。 

2.<贈送畢業同學(詩)>，《東海文學》，第 3 期，民國 50 年 11 月。 

                                                 
4 按，是文末題「四十六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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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克寬先生著作目錄 

特藏組 謝鶯興 

先生，孫姓，字今生，諱克寬，別署繭廬(一作簡廬)，筆名萌，安徽

省舒城縣人。生於 1904 年(清光緒 30 年)10 月 5，1993 年 5 月 9 日下午一時

四十分病逝於美國加州洛杉磯市嘉菲醫院，享年 886。 

先生少習法學，北平中國大學畢業，曾官內政部參事。1949 年渡海來

臺，先後在屏東中學、台北第一女中、師範大學及東吳大學執教。1955 年

8 月受東海大學中文系之聘 7，講授大一國文、詩選、歷代文選、各體文選

及習作、《昭明文選》、六朝文、樂府詩、《杜甫詩》、宋詩選。1971 年 11

月，夫人徐氏(諱靜宜)之去逝，遂於 1972 年辦理退休 8，隨女移居域外，先

至加拿大沙城，後遷美國加州，終長眠於斯地。 

先生著述宏富，除致力於元代之研究外，且為國內優異之詩人，集研

究與創作於一身，惟其著作散見於國內外各刊物，蒐羅頗為不易，茲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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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知識庫」等資料庫，以及

特藏組典藏的校史文獻(如《東海文學》、《東風》、《葡萄園》、《東海大學校

刊》等)翻檢的結果，暫彙編於下： 

一、專書 

1.《元初儒學》，台北：孫克寬，1953 年。 

                                                 
5 據《繭廬叢稾》書末「本書作者」，扉葉題：「克寬今年農歷十月六十初度，謹選

錄詩文追懷母難，獻於先老樹人府君，先妣劉孺人。甲辰(民國 53 年，1964)初冬

自誌。」孫克寬印，民國 53 年 11 月。 
6 據<孫克寬教授病逝，後天安葬>，《聯合報》，民國 82 年 5 月 15 日第 6 版；及<

孫克寬教授蒙主恩召>，《東海大學校刊》，民國 82 年 5 月 26 日第 4 版。 
7 按，館藏戴君仁先生贈書之《宋元道教之發展》，扉葉題：「敬贈  靜山先生惠存  

孫克寬五四、六、七」，又題字云：「蒙公招我入山來，十一年中百慮灰，只向荒

殘埋鬢影，何曾杞梓植良材。著書且當朮田計，忘我幾無舊夢回，新自道經尋別

解，昆池歷劫漫生哀。小詩寫意，井朮教誨。寬又及」。知先生實受戴先生之邀

到東海任教。 
8 按，<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歷年課程表>(《東海中文學報》第 5 期，民國 74 年 6

月)載先生授課到 59 學年度，當年度講授詩選、歷代文選、六朝文、《杜甫詩》

等課程。60 學年度則未見先生之名，故先生或於民國 61 年 2 月即辦理退休而離

開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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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角閒雲》，台北：孫克寬，1954 年；台南：興文齋書局，1954 年。 

3.《蒙古初期之軍略與金之崩潰》，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5 年。 

4.《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台北：文星書店，1958；台中：東海大學，

1970 年。 

5.《杜詩欣賞》，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62 年、1974 年。 

6.《繭廬叢稾》，台中：孫克寬，1964 年。 

7.《 宋 元 道 教 之 發 展 =The development of Taoism during the Sung and Yuan 

dynasties》，台中：東海大學，1965 年、1968 年。 

8.《詩與詩人》，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 年、1971 年。 

9.《山居集》，台中：中央書局，1968 年。 

10.《元代漢文化之活動》，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 年。 

11.《分體詩選》(附<學詩淺說>)，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 年、1969 年、

1977 年、1983 年、1992 年。 

12.《詩文述評》，台北：廣文書局，1970 年。 

13.《元代金華學述》，台中：東海大學，1975 年。 

14.《寒原道論》，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 年、1981 年。 

15.《繭廬詩續》，台北：孫克寬，1977 年。 9 

二、論文 

1.<元初正一教與江南士大夫>，《大陸雜誌》，第 4 卷第 9 期，民國 41 年 5

月 15 日。  

2.<宋史彭義斌北伐事蹟補>，《大陸雜誌》，第 5 卷第 8 期，民國 41 年 10 月。 

3.<元史食貨志的「賜賚」>，《大陸雜誌》，第 6 卷第 11 期，民國 42 年 6 月。 

4.<蒙古上祖元皇帝之傳疑--讀蒙小記之一>，《大陸雜誌》，第 8 卷第 1 期，

民國 43 年 1 月。 

                                                 
9 按，「全國圖書聯合目錄」收錄：「《拓樸學》，孫克寬、郭駝英等編，武漢：華中

師範大學，2004 年」，及「《招捕總錄》，孫克寬撰，台北：台灣商務，民 70 年。

宛委別藏第 51 冊。影舊抄本」。按，孫先生於 1993 年 5 月 8 日病逝於美國，有

可能在 2004 年編《拓樸學》出版嗎？或是同姓名，抑是先生生前所編，而華中

師範大學若干年後始發行？因未見原書，姑記之俟考。又，翻檢館藏《宛委別藏》

第 51 冊《招捕總錄》，卻未見「孫克寬」三字，館藏另本江蘇古籍出版社之《招

捕總錄》，書前附<招捕總錄一卷提要>云：「不著撰人名氏，是編藏書家未著錄，

蓋佚己久矣，此從舊鈔依樣影寫。」則非先生之著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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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斡脫錢與西域人對華的經濟剝削>，《大陸雜誌》，第 8 卷第 9 期，民國

43 年 5 月 15 日。 

6.<全真教考略>，《大陸雜誌》，第 8 卷第 10 期，民國 43 年 5 月 31 日。 

7.<湛然居士集中的中原儒士初考>，《大陸雜誌》，第 12 卷第 6 期，民國

45 年 3 月。又見《中原文獻》，第 9 卷第 9 期，民國 66 年 9 月。 

8.<容甫述學讀後>，《東風》，第 1 期，民國 45 年 7 月。 

9.<元初李事變的分析>，《大陸雜誌》，第 13 卷第 8 期，民國 45 年 10 月。

又見《宋史研究集》，第 3 期，民國 55 年 4 月。 

10.<元儒劉靜脩學行述評>，《民主評論》，第 7 卷第 21 期，民國 45 年 11 月。 

11.<元代太一教考>，《大陸雜誌》，第 14 卷第 6 期，民國 46 年 3 月 31 日。 

12.<談舊詩的評論>，《文學雜誌》，第 2 卷第 4 期，民國 46 年 6 月。 

13.<「北湖」集雜識>，《中央日報》，民國 46 年 6 月 5 日第 6 版， 

14.<治 元 史 的 另 一 途 徑 --讀 姚 從 吾 著 丘 處 機 年 譜 >，《 中 央 日 報 》， 民 國 46

年 7 月 23 日第 6 版。  

15.<元史百官志的工匠組織>，《大陸雜誌》，第 16 卷第 6 期，民國 47 年 3

月 31 日。 

16.<虞集>，《中國文學史論集》，第 3 期，民國 47 年 4 月。 

17.<唐詩開派人物陳子昂>，《幼獅月刊》，第 7 卷第 5 期，民國 47 年 5 月。 

18.<宋詩背景與黃山谷詩句法>，《暢流》，第 17 卷第 7 期，民國 47 年 5 月。

又見《中國詩》，第 9 卷第 4 期，民國 67 年 12 月。 

19.<元代神秘人物劉秉忠及其藏春集>，《中央日報》，民國 47 年 6 月 10 日

第 6 版。 

20.<蒙古漢軍與漢文化研究刊後記>，《暢流》，第 18 卷第 9 期，民國 47 年

12 月。 

21.<元方回詩與其詩論>，《東海學報》，第 1 卷第 1 期，民國 48 年 6 月。

又見《中國詩》，第 8 卷第 4 期，民國 66 年 12 月。 

22.<臺灣現存元人別集小錄>，《圖書館學報》，第 2 期至第 6 期，民國 49

年至 53 年。 

23.<簡介後村詩>，《東海文學》，第 2 期，民國 50 年 1 月。 

24.<劉後村大全集>，《圖書館學報》，第 3 期，民國 5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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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元代漢軍永清史氏本末--元代漢軍三世家考之一>，《大陸雜誌》，第 20

卷第 7 期，民國 49 年 4 月。 

26.<金將武仙本末考>，《東海學報》，第 2 卷第 1 期，民國 49 年 6 月。 

27.<晚宋詩人劉克莊補傳初稿>，《東海學報》，第 3 卷第 1 期，民國 50 年

6 月。 

28.<劉後村的家世與交遊--劉後村與晚宋政治之 1>，《大陸雜誌》，第 22 卷

第 11 期及第 12 期，民國 50 年 6 月。又見《宋史研究集》，第 4 期，

民國 58 年 6 月。 

29.<晚宋政爭中之劉後村--劉後村與晚宋政治之 1>，《大陸雜誌》，第 23 卷

第 7 期與第 8 期，民國 50 年 10 月。又見《宋史研究集》，第 2 期，民

國 53 年 10 月。 

30.<華籍傳道人的中國文化陶冶問題>，《葡萄園》，第 16 期，民國 50 年 12

月 25 日 10。 

31.<元代漢軍人物表(并序)>，《大陸雜誌特刊》，第 2 期，民國 51 年 5 月。 

32.<元初漢軍張柔行實考>，《東海學報》，第 4 卷第 1 期，民國 51 年 6 月。 

33.<從「唐詩鼓吹」談到王荊公的詩及宋詩演變>，《新時代》，第 2 卷第 7

期，民國 51 年 7 月。 

34.<談「論詩詩」--「詩與詩人」之一>，《大華晚報》，民國 51 年 8 月 19

日第 6 版。 

35.<誠齋集與誠齋詩體>，《大華晚報》，民國 51 年 8 月 26 日第 6 版。 

36.<元王使宋事補>，《大陸雜誌》，第 25 卷第 6 期，民國 51 年 9 月。 

37.<王安石的小詩>，《大華晚報》，民國 51 年 9 月 9 日第 6 版。又見《詩

與詩人》，民國 60 年。 

38.<大歷與十才子(詩與詩人之四)>，《大華晚報》，民國 51 年 11 月 2 日第

2 版。 

39.<讀元遺山集>，《東海文學》，第 5 期，民國 52 年 3 月。 

40.<韓偓詩及其生平>，《新時代》，第 3 卷第 6 期，民國 52 年 6 月。又見

《東海文學》，第 6 期，民國 52 年 11 月。11又見《中國詩》第 12 卷第

                                                 
10 按，篇末題：「五○，十一，廿於大度山簡廬。」 
11 按，篇末編者註：「本文原載於《新時代雜誌》第 3 卷第 6 期，茲商得本文作者

孫教授之同意，轉載於本刊，俾有助於愛讀韓詩者之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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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民國 70 年 3 月。 

41.<入元宋將夏貴事輯>，《大陸雜誌》，第 27 卷第 2 期，民國 52 年 7 月。 

42.<韓偓簡譜初稿>，《圖書館學報》，第 5 期，民國 52 年 8 月。 

43.<國家不幸詩人幸--元遺山其人其詩>12，《東風》，第 2 卷第 11 期，民國

52 年 12 月。又見《中國詩》，第 9 卷第 1 期，民國 67 年 3 月。 

44.<探索基督教大學的形象>，《葡萄園》，第 19 期，民國 52 年 12 月 25 日。 

45.<元儒蘇天爵學行述評>，《東海學報》，第 6 卷第 1 期，民國 53 年 6 月。 

46.<談中國文史類論文的製作>，《東風》，第 3 卷第 1 期，民國 53 年 6 月。 

47.<元代北方之儒>《孔孟學報》，第 8 期，民國 53 年 9 月。 

48.<蒙 古 興 起 前 後 的 女 性 活 動 --讀 蒙 札 記 (詳 見 自 著 「 蒙 古 漢 軍 與 漢 文 化 」

書內「元史食貨志的賜賚」)>，《中國時報》，民國 53 年 10 月 19 日第

5 版。 

49.<繭廬叢稿自序>，《東海文學》，第 8 期，民國 53 年 11 月。 13 

50.<中國道教初期的發展>，《大陸雜誌》，第 30 卷第 4 期，民國 54 年 2 月

28 日。 

51.<忽必烈時代南中國人民的反抗>，《民主評論》，第 16 卷第 6 期，民國

54 年 3 月。 

52.<劉後村詩學評述>，《東海學報》，第 7 卷第 1 期，民國 54 年 6 月。又

見《東海文薈》，第 7 期，民國 54 年 6 月。 

53.<元代道教的特質>，《大陸雜誌》，第 30 卷第 11 期，民國 54 年 6 月 15

日。 

54.<梅伯言與柏峴山房集>，《圖書館學報》，第 7 期，民國 54 年 7 月。 

55.<孔門詩論>，《孔孟月刊》，第 3 卷第 12 期，民國 54 年 8 月。 

56.<元代道教茅山宗(上、下)--元代道教正一教考之 1>，《大陸雜誌》，第

33 卷第 2 期及第 3 期，民國 55 年 7 月及 8 月。 

57.<元代南方之儒試論>，《孔孟月刊》，第 4 卷第 12 期，民國 55 年 8 月。 

58.<謝靈運再評價>，《現代學苑》，第 3 卷第 8 期，民國 55 年 8 月。又見

                                                 
12 按，篇末題：「此稿八九年前寫付《暢流》，亦不記為何期，偶翻敝篋忽見草稿，

遂略加修訂付《東風》重刊，以為詩選同學參考。《施注元詩》世界書局已景印，

可以購閱，因此文中引詩，未再加註，以省篇幅。」 
13 按，篇末題：「民國第一甲辰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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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風》，第 3 卷第 9 期，民國 56 年 3 月。 

59.<元代道教茅山宗考-下->，《大陸雜誌》，第 33 卷第 3 期，民國 55 年 8

月 15 日。 

60.<謝靈運詩賞析>，《大陸雜誌》，第 33 卷第 10 期，民國 55 年 11 月。又

見《夏聲》，第 136 期，民國 65 年 3 月。 

61.<元道士吳全節事蹟考>，《幼獅學誌》，第 5 卷第 2 期，民國 55 年 12 月。 

62.<宋元文集對史料的提供>，《葡萄園》，第 23 期，民國 55 年 12 月 25 日。 

63.<江南訪賢與延祐儒治>，《東海學報》，第 8 卷第 1 期，民國 56 年 1 月。

又見《東海文薈》，第 8 期，民國 56 年 7 月。 

64.<昭明文選導讀>，《書目季刊》，第 1 卷第 3 期，民國 56 年 3 月。 

65.<元許有壬與其至正集>，《圖書館學報》，第 8 期，民國 56 年 5 月。 

66.<我和東海大學圖書館>，《大華晚報》，民國 56 年 7 月 31 日。 

67.<陶淵明詩中的儒家思想>，《孔孟月刊》，第 5 卷第 12 期，民國 56 年 8

月。 

68.<天師教淵源略述>，《景風》，第 14 期，民國 56 年 8 月。 

69.<白雲宗--讀蒙小記>，《大陸雜誌》，第 35 卷第 6 期，民國 56 年 9 月 30

日。 

70.<所見元人詩文別集中之道教資料(上、下)>，《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

第 1 卷第 4 期與第 2 卷第 1 期，民國 57 年 4 月及 7 月。 

71.<「元代漢文化之活動」自序>，《中央日報》，民國 57 年 4 月 23 日第 9

版。 

72.<程鉅夫與其雪樓集>，《圖書館學報》，第 9 期，民國 57 年 5 月。 

73.<元代漢軍城董氏本末>，《東海學報》，第 9 卷第 2 期，民國 57 年 7

月。又見《東海文薈》，第 9 期，民國 57 年 7 月。 

74.<道教茅山宗神話>，《廣文月刊》，第 1 卷第 1 期及第 3 期，民國 57 年

11 月及民國 58 年 1 月。 

75.<金元全真教創教述略>，《景風》，第 19 期，民國 57 年 12 月。 

76.<論義利>，《孔孟月刊》，第 7 卷第 12 期，民國 58 年 8 月。 

77.<通鑑居危錄>，《孔孟月刊》，第 2 卷第 12 期，民國 58 年 8 月。 

78.<金元全真教的初期活動>，《景風》，第 23 期，民國 5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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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清容居士集與袁桷--元人別集小記>，《圖書館學報》，第 10 期，民國

58 年 12 月。 

80.<元代金華之學評述>，《幼獅學誌》，第 8 卷第 4 期，民國 58 年 12 月。 

81.<唐詩鼓吹與王荊公詩>，《詩文述評》，民國 59 年。又見《中國詩》，第

14 卷第 2 期，民國 72 年 6 月。 

82.<淚的文學--李義山詩中的淚>14，《東風》，第 3 卷第 12 期，民國 59 年 1

月。 

83.<義山詩的傷時與自傷>，《東方雜誌》，第 3 卷第 9 期，民國 59 年 3 月。 

84.<義山詩小論>，《東方雜誌》 15，第 2 卷第 5 期，民國 59 年 4 月。 

85.<元代金華文人方鳳與柳貫>，《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 3 卷第 4 期，民

國 59 年 4 月。又見《宋史研究集》，第 6 期，民國 60 年 12 月。 

86.<吳萊之才華與學藝--元代金華之學下篇之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第 3 卷第 9 期，民國 59 年 9 月。 

87.<元代漢人之保種存文活動>，《東海學報》，第 12 卷，民國 60 年 6 月。 

88.<儒雅雍容之黃溍--金華之學述評下篇之三>，《圖書館學報》，第 11 期，

民國 60 年 6 月。 

89.<謝靈運詩評>，《中國詩》，第 2 卷第 3 期，民國 60 年 9 月。 

90.<楊萬里詩>，《中國詩》，第 3 卷第 2 期，民國 61 年 6 月。 

91.<張雨--元代的一個文學道士>，《大陸雜誌》，第 46 卷第 4 期，民國 62

年 4 月。 

92.<朱著姚惜抱學記序>，《東海文學》，第 19 期，民國 62 年 5 月。 16 

93.<唐以前老子的神話>，《大陸雜誌》，第 48 卷第 1 期，民國 63 年 1 月。 

94.<吳梅村北行前後詩>，《中央圖書館館刊》，第 7 卷第 1 期，民國 63 年 3

月。又見《中華詩學》，第 11 卷第 2 期與第 3 期，民國 63 年 8 月及 9 月。 

95.<唐代道教之發展導論>，《文史學報(中興)》，第 4 期，民國 63 年 5 月。 

96.<元初南宋遺民初述--不和蒙古人合作的南方儒士>，《東海學報》，第 15

卷，民國 63 年 7 月。 

                                                 
14 按，以筆名「繭廬」發表。 
15 按，「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作「中華詩學」，其餘完全相同。 
16 按，篇末題：「時壬子冬暮，(西一九七二)舒城孫克寬序於加拿大國沙斯頓市

(Saskatoon)之瑞玉行寓，六十八歲生朝後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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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吳漢槎與其詩>，《東方雜誌》，第 8 卷第 2 期，民國 63 年 8 月。 

98.<查初白與其敬業堂詩>，《中央圖書館館刊》，第 8 卷第 1 期，民國 64

年 3 月。 

99.<談遷與吳梅村>，《大陸雜誌》，第 50 卷第 3 期，民國 64 年 3 月。 

100.<唐代道教與政治>，《大陸雜誌》，第 51 卷第 2 期，民國 64 年 8 月。 

101.<新「李、杜優劣論」>，《春來燕歸人未歸》，民國 65 年。 

102.<明初天師張宇清及其峴泉集>，《書目季刊》，第 9 卷第 4 期，民國 65

年 3 月。 

103.<元虞集與南方道教>，《大陸雜誌》，第 53 卷第 6 期，民國 65 年 12 月。 

104.<小論厲樊榭詩詞>，《大陸雜誌》，第 55 卷第 4 期，民國 66 年 10 月。 

105.<劉長卿其人其詩>，《中國詩》，第 9 卷第 2 期，民國 67 年 6 月。 

106.<厲樊榭年譜初稿>，《大陸雜誌》，第 56 卷第 6 期，民國 67 年 6 月。 

107.<作詩四要(意境、辭采、錘鍊與識度)>，《中國詩》，第 9 卷第 3 期，民

國 67 年 9 月。又見《夏聲》，第 252 期，民國 74 年 11 月。 

108.<厲樊榭金石之交--讀樊榭山房集雜記交遊考論之一>，《大陸雜誌》，

第 58 卷第 3 期，民國 68 年 3 月。 

109.<小玲瓏山館與邗江吟社--讀樊榭山房集雜識交游考論>，《書目季

刊》，第 13 卷第 1 期，民國 68 年 6 月。 

110.<查蓮坡與厲樊榭--樊榭集雜識交游考論>，《大陸雜誌》，第 59 卷第 1

期，民國 68 年 7 月。 

111.<劉後村與四靈、江湖>，《中國詩》，第 10 卷第 3 期，民國 68 年 9 月。 

112.<厲樊榭學侶杭世駿--讀樊榭集雜記>，《大陸雜誌》，第 59 卷第 6 期，

民國 68 年 12 月。 

113.<厲樊榭與杭州梁氏>，《大陸雜誌》，第 60 卷第 2 期，民國 69 年 2 月。 

114.<杭州詩社諸人與厲樊榭--讀樊榭集雜記>，《大陸雜誌》，第 61 卷第 4

期，民國 69 年 10 月。 

115.<陳迦陵詩詞小論>，《書目季刊》，第 14 卷第 3 期，民國 69 年 12 月。 

116.<朱竹垞詞與詩略論>，《大陸雜誌》，第 63 卷第 2 期，民國 70 年 8 月。 

117.<李 太 白 的 五 言 古 詩 >17，《 東 風 》，第 1 期，民 國 45 年 7 月。又 見《 中

                                                 
17 按，用筆名「繭廬」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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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詩》，第 16 卷第 1 期，民國 74 年 3 月。 

三、文學創作 

1.<朋簪詩憶五首>18，《東風》，第 2 期，民國 45 年 11 月。 

2.<東大校園即事(詩)>，《東風》，第 2 期，民國 45 年 11 月。 

3.<敬悼陳含光先生>，《暢流》，第 15 卷第 6 期，民國 46 年 5 月。 

4.<孔達生先生越南講學序>，《中央日報》，民國 47 年 11 月 8 月第 3 版。 

5.<詩四首>19，《東風》，第 7 期，民國 48 年 3 月。 

6.<敦鍒先生惠詩章酹二絕(詩)>，《東風》，第 9 期，民國 48 年 12 月。 

7.<五律四章--己刻重九醇士定山伉儷與友紅主人梁孟徐道鄰顧敦鍒兩教

授小集山齋翌日紀之(詩)>，《東風》，第 10 期，民國 49 年 3 月。 

8.<授太白詩感成雜言一首(詩)>，《東風》，第 11 期，民國 49 年 6 月。 

9.<庚子春遊獅頭山(詩)>，《東海文學》，創刊號，民國 49 年 6 月。 

10.<雨遊獅頭山紀遊(詩)>，《東海文學》，創刊號，民國 49 年 6 月。 

11.<當代詩錄：于右任、彭醇士>20，《東海文學》，創刊號，民國 49 年 6 月。 

12.<無題--四十三年作四首錄二(詩)>21，《東海文學》，第 2 期，民國 50 年 1

月。 

13.<有感(詩)>，《東海文學》，第 2 期，民國 50 年 1 月。 

14.<讀莊書有感(詩)>，《東海文學》，第 2 期，民國 50 年 1 月。 

15.<當代詩錄：周棄子、俞大綱>22，《東海文學》，第 2 期，民國 50 年 1 月。 

16.<小簡二則：謝于右任先生見惠法書、謝彭醇士先生和詩>，《東海文學》，

                                                 
18 按，以筆名「繭廬」發表，云：「久欲作當代詩話，顧思之，以陳石遺之高名耆

壽，其所為之《石遺室詩話》，士林膾炙，身後纔幾年而異論已生；采風社諸老

迻錄之詩，俊爽深沉，千秋各具，而朝市邱墟，詩隨人降，人間評騭，又復何如？

如予檮昧，詎季緒之掎摭，招陳思之譏責，是又不如卷舌藏拙之為愈也。特以生

好吟哦，又爰朋侶，嚶鳴之什，既嘗以見詒；風雨之思，實久而彌篤！則伸嗜痂

之談，補師丹之忘，度風流之未沬，藉尚論夫平生，或亦通人之所許乎？」收：

<猛悔樓詩>、<拾翠詞>、<晨至上清寺買花>、<夏初>、<衙齋枯坐，庭花幾開落

矣，以解寂--七律>。 
19 按，用筆名「繭廬」發表，收：<初敢船>、<潭中碧山四插，了無波浪>、<登文

武廟>、<蕃社所見>。 
20 按，用筆名「繭廬」發表。 
21 按，用筆名「繭廬」發表。 
22 按，用筆名「繭廬」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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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期，民國 50 年 1 月。 

17.<繭廬詩抄：阿里山遊山詩、嘉南春旅紀事>，《東海文學》，第 3 期，民

國 50 年 11 月。 

18.<當代詩錄：陳定山、陳季碩>23，《東海文學》，第 3 期，民國 50 年 11 月。 

19.<簡廬說>，《東海文學》，第 3 期，民國 50 年 11 月。 

20.<記胡適之先生>，《大華晚報》，民國 51 年 3 月 4 日第 8 版。 

21.<繭廬近詩：題曾氏家學、暮雨、春日雜句、春心、元日謁醇士先生歸

途有作、過曉薔值其外子雲君留飲並讀新畫>，《東海文學》，第 4 期，

民國 51 年 6 月。 

22.<當代詩錄：曾克耑、廖壽泉>24，《東海文學》，第 4 期，民國 51 年 6 月。 

23.<大學中文教學不能不改進了>，《大華晚報》，民國 51 年 8 月 12 日第 5

版。 

24.<基督教和平進中國>，《葡萄園》，第 18 期，民國 51 年 12 月 25 日。 

25.<東海同仁臺南觀光車中有作(詩)>，《東海文學》，第 5 期，民國 52 年 3

月。 

26.<南遊追記(詩)>，《東海文學》，第 5 期，民國 52 年 3 月。 

27.<庭花小記>，《東海文學》，第 5 期，民國 52 年 3 月。 

28.<觀呂佛庭先生萬里長城圖不覺神遊河朔因成五絕句(詩)>，《東海文

學》，第 6 期，民國 52 年 11 月。 

29.<憶王偉俠>，《傳記文學》，第 3 卷第 6 期，民國 52 年 12 月。 

30.<十月書事二首(詩)>25，《東風》，第 2 卷第 11 期，民國 52 年 12 月。 

31.<新正陰雨晦冥，頃始開霽，山園桃花競開，喜為口號四首(詩)>，《東

海文學》，第 7 期，民國 53 年 4 月。 

32.<過 達 夫 教 授 寓 前 小 圃 杜 鵑 怒 發，亦 有 夭 桃，得 詩 二 絕 (詩 )>，《 東 海 文

學》，第 7 期，民國 53 年 4 月。 

33.<為故友某君勸捐賻贈小啟>，《東海文學》，第 7 期，民國 53 年 4 月。 

34.<甲辰北溝修禊詩記>26，《東風》，第 2 卷第 12 期，民國 53 年 5 月。 

                                                 
23 按，用筆名「繭廬」發表。 
24 按，用筆名「繭廬」發表。 
25 按，用筆名「繭廬」發表。 
26 按，內有<甲辰北溝禊集五言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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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有作(詩)>，《東海文學》，第 8 期，民國 53 年 11 月。 

36.<變色木芙蓉一本盛開(詩)>，《東海文學》，第 8 期，民國 53 年 11 月。 

37.<繭廬詩稿：既刊小集吟朋頗有贈章偶遘春陰書牕兀坐展翫忻感輒成長

句八首將與諸篇布諸藝林>，《東海文學》，第 9 期，民國 54 年 4 月。 

38.<萊園攬勝詩序：七律二首--是遊遍觀林氏故居，始憩萊園池館，復踰

嶺看村民園圃、五絕二首--池亭分詠、滿庭芳--池亭、七律一首--遊萊

園訪林培英君南彊詩人哲嗣今亦六十矣、懷二林先生--痴仙南彊>，《東

海文學》，第 10 期，民國 55 年 2 月。 

39.<當代詩錄：黃祖漢、吳萬谷>，《東海文學》，第 10 期，民國 55 年 2 月。 

40.<北游雜興十六首(詩)>27，《東海文學》，第 11 期，民國 55 年 6 月。 

41.<踏沙行--野柳海岸(詞)>28，《東海文學》，第 11 期，民國 55 年 6 月。 

42.<齊天樂--旅遊宿芝山岩衛理園(詞)>29，《東海文學》，第 11 期，民國 55

年 6 月。 

43.<北遊紀行(詩)>30，《東海文學》，第 11 期，民國 55 年 6 月。 

44.<李白和詩人>，孫克寬漫談，鍾燕玲記錄，《東海文學》，第 11 期，民

國 55 年 6 月。 

45.<復觀教授講學香江詩課諸生學吟餞別余亦同作即塵莞政五律二首(詩)>，

《東海文學》，第 12 期，民國 56 年 2 月。 

46.<寇拉颱風過境山間有秋意--五言一章(詩)>，《東海文學》，第 12 期，民

國 56 年 2 月。 

47.<七古寄棄子并簡老潛學長慶體>，《東海文學》，第 12 期，民國 56 年 2 月。 

48.<醇士以和旅泊詩見眎因復和之已三續矣--四律句>，《東海文學》，第 12

期，民國 56 年 2 月。 

49.<高陽臺--秋意(詞)>，《東海文學》，第 12 期，民國 56 年 2 月。 

50.<略談基督教文學的建立>，《葡萄園》，第 26 期，民國 56 年 6 月 19 日 31。 

51.<所思錄小言--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杜甫秋興>，《東海

                                                 
27 按，以筆名「繭廬」發表。 
28 按，以筆名「繭廬」發表。 
29 按，以筆名「繭廬」發表。 
30 按，以筆名「繭廬」發表。 
31 按，篇末題：「五六、四、八、於大度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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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第 13 期，未標年代。 

52.<繭廬近詩：戴陽將軍歌、明潭短旅雜詩錄五、有作一絕>，《東海文學》，

第 13 期，未標年代。 

53.<我編了一本詩選>，《大華晚報》，民國 57 年 7 月 8 日第 8 版。 

54.<當代詩錄：瑞安伍俶叔儻、武勝舒衷正景衣>，《東海文學》，第 15 期，

民國 59 年 1 月。 

55.<鄞縣戴教授靜山先生大秩晉九壽言>，《東海文學》，第 15 期，民國 59

年 1 月。 

56.<谷音詩錄--繭廬詩>32，《東風》，第 3 卷第 12 期，民國 59 年 1 月。 

57.<晚學詞摘>33，《東風》，第 3 卷第 12 期，民國 59 年 1 月。 

58.<挽姚從吾先生>，《中央日報》，民國 59 年 4 月 21 日第 9 版。 

59.<不站罪人的道路>，《葡萄園》，第 29 期，民國 59 年 4 月 25 日。 

60.<繭廬近詩：還山二絕句、臺中一福堂九樓小飲口號、頃復晚飲一福堂

九樓有作、默坐有得>，《東海文學》，第 16 期，民國 59 年 6 月。 

61.<孱貓記>，《東海文學》，第 16 期，民國 59 年 6 月。 

62.<大度山懷舊詩九絕句>，《東海文學》，第 18 期，民國 61 年 6 月。 34 

63.<孫克寬老師來鴻>，《東海文學》，第 18 期，民國 61 年 6 月。 35 

64.<沙城一年>，《東海文學》，第 19 期，民國 62 年 5 月。 36 

65.<在天之涯，河上秋風>37，《聯合報》，民國 62 年 9 月 20 日「聯合副刊」。 

                                                 
32 按，以筆名「繭廬」發表，收<龍盦繪山居圖見贈，詣彰化謝之，相左歸來，以

五古一章塵教>、<朱夏有作錄二律>、<悼故人二絕句>、<雜書二絕句>及朱雲呈

<五古酬繭廬>。 
33 按，以筆名「繭廬」發表，收<淒涼犯--國慶期會後，過徐園。門柳已薪，悽然

學白石此調>及<金縷曲--寄定山>。 
34 按，篇末題：「壬子春仲繭廬未足草時客加拿大國沙城寓樓。」 
35 按，篇末題：「六十年十二月四日」，文中云：「我到這兒，一貶眼就三個月了。」 
36 按，篇末題：「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廿四日於沙城」、「轉載《中央日報》副刊六十

二年一月廿日。」文中提及：「我依然嘗到神的溫馨，和我十七年來在東海大學

一年一度的大聚會中，所沐浴的神光靈雨，琴韻歌聲，一樣地情景。」 
37 按，以筆名「萌」發表，篇末：「編按：作孫克寬教授僑居加拿大 Saskatoon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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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  

東海大學圖書館大事記 

民國 94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08.01 新任館長資訊系教授朱延平先生到任就職。 

08.06 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配合校內高壓用電安全及電子改善工程，全館

暫停供電。 

08.08 館長指示，未來要發給全校教職員生之電子郵件公告或通知，一律

先將發文內容電子檔寄至館長室，再請電算中心窗口代為發佈公告。 

08.01 至 3 日，館長室李玉綏編纂參加新加坡高等院校參訪團，參訪新加坡

圖書館等。 

08.16 館長室發出三項公告：一、新增「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哲學百科資料庫」及「Scopus 資料庫」兩種。二、東方線上公司於 8

月 18 日下午在台中市長榮桂冠酒店舉行 2005 年消費者生活型態行銷

研討會的電子資料庫研習活動。三、中部大學圖書館聯盟訊息：94

學年「中部大學圖書館聯盟圖書互借」申請方式，採用網路線上作

業，詳情請見本館網頁，由參考諮詢→館際合作，再點選 中部大學

圖書館聯盟圖書互借線上申請 。 

上午 11 時 50 分，由於東海對外的網路主要設備故障，對外網路無法

連線，經計算中心人員搶修，於下午 1 時暫時恢復連線。 

08.18 館長室李玉綏編纂與參考組曾奉懿小姐到靜宜大學參加中興、東海、

靜宜、逢甲四校館際合作會議。 

08.22 全校換發新的服務證，舊證即日起作廢。 

08.27 清晨至中午時間，東海對外的網路，全部無法連線。電算中心於修

復過程，發現係台中區網連接 TANet 骨幹的 10Gi 線路因故斷線，導

致整個中部區網的所有學校都無法對外連線，已於當天下午 1 時 5

分修復。 

08.31 中午 12 時起，因應泰利颱風侵襲台灣，全校停止上班上課，本館依

例閉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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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筆記 

身教 

採編組  陳婷婷 

書  名：身教 

作  者：鄭石岩 

出版者：遠流 

版  本：1998 年初版一刷 

2004 年初版十七刷 

 

鄭石岩先生是國內知名的教育學者，從事心理諮商與教學研究多年。

對關心教育的人而言，提起他的大名，大家應該都不會太陌生。鄭先生有

關教育方面的著作很多，特別是在親子溝通方面，有一些很務實的做法。 

《 身 教 》這 本 書 是 1998 年 第 一 次 出 版，到 2004 已 再 刷 十 七 次，由 此

可 知 書 中 的 觀 念 與 見 解，頗 能 獲 得 廣 大 讀 者 的 共 鳴。《 身 教 》這 本 書 主 要

針對的是親子之間與師生之間的溝通，作者認為身教的重要性，遠遠大於

言教的功效，所以父母的良好身教，是子女一生最重要的資產，父母的所

做所為，是子女學習最重要的榜樣，包括正確價值觀的建立以及是非判斷

的能力。他還舉了一則教育學者常常講的小故事：螃蟹媽媽看著小螃蟹子

女斜著走路，指責牠好多次，卻總是改不過來，於是螃蟹媽媽親自示範給

子 女 看。子 女 看 了 之 後 卻 說：「 媽 媽，你 自 己 還 不 是 一 樣 歪 著 走 ？ 」藉 此

用來說明錯誤的身教，當然會造成子女錯誤的行為。只不過要能覺察自己

的錯誤身教，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為通常那些錯誤，都早已習慣成

自然了。也因此，如果父母缺乏反省的能力，會在不知不覺中把孩子教錯。 

作者在書中還提到，其實一個良好的身教就是「愛」。因為「愛」，所

以會用心；因為「愛」，所以會越早注意自己的身教；因為「愛」，所以會

及早給孩子建立正確的態度和價值觀，以及處事能力和思考能力。因為習

慣的養成與建立，並非一朝一夕，一蹴可幾，如果等到壞的習慣已經養成

了，要想導正，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作 者 還 提 到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課 題，也 就 是「 集 體 的 身 教 」。他 認 為身教

這種無聲勝有聲的教誨，除了在家庭中教育小孩需要之外，即使在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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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機構乃至於軍隊或民間團體，其實也都扮演著決定性的影響力。管理

階層的身教、辦公室的氣氛、部隊的統馭和紀律，其實也都是奠基於此。 

此外，整體社會的教化，其實正來自於每一個個人的個別教養，而群

眾的身教，連帶影響的正是這個社會所表現出來的共同文化，也就是上面

提 到 的「 集 體 的 身 教 」。舉 例 而 言，如 果 一 個 社 會 所 表 現 出 來 的 樣 子 是 貪

婪、自私、冷漠、功利，那麼這個社會所呈現出來的集體身教，也就是貪

婪、自私、冷漠、功利。相對的他所教育出來的人，也必然會是如此。而

這也正是我們目前社會所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 

我們常常在不經意的提到德國人時，會認為德國人是一個守法、守紀

律、一絲不苟的民族；提到英國人時，則說他們是彬彬有禮的紳士；說到

日本人時，又會認為他們是注重細節，有禮貌的民族；僅管這可能只是一

種刻板印象，不全然是正確的。但是也正是由於他們的社會所表現出來的

集體的身教，而影響了別人對他們的觀感與評價。由此可知，如果我們不

注重身教，小則影響個人的子女成長、家庭幸福和事業，大則影響到整個

社會。而當整個社會性格扭曲、價值錯亂時，其實每一個人恐怕也要因此

付出相當可觀的代價。 

總而言之，很期盼透過此書，讓大家可以了解，從每一個個人先有良

好的身教開始，並且經由不斷的學習與反省，希望可以更進一步的影響至

整個社會，使整體社會能夠呈現出優秀的「集體的身教」。 

 

生活筆記  

泰利走過 

期刊組  施麗珠 

8 月 31 日下午，因泰利颱風來襲而放颱風假，趁著這空閒的機會，我

在家欣賞了 Hollywood 的一部電影--<小熊貓歷險記>，這是發生在中國大陸

四川省的熊貓園區，一對母子熊貓的故事：一隻小熊貓--Jenny，剛出生不

久，即遭偷獵者偷偷抱走，被正探視父親的美國小男孩萊恩和熊貓園區的

翻譯玲兒所營救，一路翻山越嶺逃回熊貓園區的艱辛過程。兩個生活在不

同世界裡的小孩，為救回天真可愛的小熊貓，顯現了孩子們純真善良的本

性。一連串的危機，不但沒有讓他們退縮，反而改變了孩子們對彼此的看

法，從原本漠不關心的態度，轉變成互相扶持的好朋友。加上沿途的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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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水，故事的情節扣人心弦，讓我幾乎忘了窗外正被狂風暴雨侵襲的城市。 

看 完 電 影 後，再 看 看「 新 聞 快 報 」，確 定 了 隔 天 又 放 颱 風 假，窗 外 仍

然是「咻---咻---」的刮著強風，突然一聲清脆的破碎聲，令我有點納悶：

「屋內窗戶都關好了，那來的玻璃破碎聲？」裏裏外外找尋，最後在浴室

的天花板找到答案，原來是浴室玻璃燈罩破了，碎片灑落滿地。浴室的天

花板有一塊已被強風掀開了，整個天花板搖搖欲墜，似乎就快要跨下來了！

看 到 這 緊 急 的 情 況，我 趕 緊 到 12 樓 找 同 棟 的 陳 先 生 幫 忙 處 理。陳 先 生 是

社 區 的 主 委，對 公 共 事 務 比 較 熟 悉。陳 先 生 很 熱 心 的 告 訴 我：「 浴 室 的 天

花板是屋子的通風口所在，當颱風來襲時，那塊機動的天花板(維修口)要

往上推開，讓屋子的空氣產生對流，以保持通風。」 

經陳先生解說後，心中的石頭漸漸放下，在清理地上的玻璃碎片時，

我才發現整個大樓正搖晃不已，可是那種感覺不像是地震，應該是狂風所

造成的現象。在這狂風大雨的夜晚裡，家家戶戶都關起門了，根本無處可

去，不 管 怎 麼 樣，「 家 」還 是 比 較 安 全 的 地 方，想 到 這 裡，我 就 很 放 心 的

去睡覺。 

每 次 颱 風 來 襲，一 般 老 百 姓 最 害 怕 的 是 淹 水 的 災 情 和 災 後 的 清 理 工

作，以及因颱風而造成的停水、停電等令人頭痛的問題。尤其近年來，土

石流的摧毀力愈來愈強，讓人聞之喪膽！其實颱風或颶風帶來的摧毀力，

是每個人都很「害怕」面對的災害。這種「害怕」的感覺，是很正常的反

應，也因為這種恐懼、害怕的心態，讓人們思索得事先做好那些防範措施，

讓災害降到最低的程度。 

今年的暑假颱風很多，到目前為止，海棠颱風帶來的豪雨和泰利驚人

的強風，讓人印象深刻。尤其後者，整個晚上，狂風持續撼動高樓的威力，

好像是處在一座鋼筋水泥的搖籃裡，搖過來，擺過去，那搖晃的感覺，比

起地震短暫的威力，更讓人覺得恐怖，尤其要獨自面對時，那更是難得的

人生經驗。面對天災時唯一能做的是稟持著平常心坦然面對，至少讓心靈

傷害減到最低，以鎮定取代驚慌的態度。人生經歷就像是一節節待學習的

課程，而「颱風」便是其中的一節，就如同課程的新知一樣，每年的「颱

風」帶給人們是有不同的體驗。就我個人而言，「泰利走過」的震撼比「921

地震」更令我難忘，而我也從中獲得一些難忘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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