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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區圖書館，以及在國民住宅的一樓普設小型兒童圖書館。例如，在烏節路

的社區圖書館，因為以青少年圖書為主題館藏，所以就設在大葉高島屋百貨

內，以吸引人潮。除收集設計、漫畫等符合青少年口味的圖書以外，也舉辦音

樂節等活動，藉以吸引青少年上圖書館。 

凡是新加坡的公民，都可以免費辦理圖書館會員卡，新加坡各地圖書館

所設置的自動借閱機，是世界第一套自動借閱系統，讀者只要自行插入會員

卡，就可以借書；借完書後，機器還會自動輸出一張收據，告知讀者還書日期。

為鼓勵民眾借書，也提升還書的方便性，二十四小時開放的還書箱，普遍設置

在各地圖書館的門口，各銀行及購物中心，民眾在任何一個圖書館借閱的書

籍，都可以在各地的還書箱還書，真的可以說是將購物、休閒、生活與知識相

結合了。 

在新加坡的四百多萬人口中，有一百八十萬人口是圖書館的會員，在台

灣推動「知識經濟」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的同時，看看同樣重視研發能力與知

識經濟的新加坡政府，在吸引民眾上圖書館、推展閱讀風氣的努力上，或許可

以提供我們一些不一樣的思考空間吧！ 

參考資料：結合購物中心 新加坡兀蘭圖書館 讀者流通/ 許峻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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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大學古籍整理概述 

                         特藏組 謝鶯興 

東海圖書館館藏線裝古籍，在四十餘年的努力經營之下，現已有五萬七千

餘冊，就臺灣地區各圖書館的古籍典藏來說，早已佔有一席之地。不論在早期

臺灣地區編纂紙本式的「線裝書聯合書目」，或近兩年網路上的「善本書聯合

書目」，都是不可或缺的一員。 

實際上本校蒐購線裝古籍的行動，早在民國 42年創校籌備時期即已發其

端。當時由紐約中國基督教大學聯合董事會、美國教會分別在美國與日本等地

採購，並組成「圖書委員會華文小組」，透過姜文錦、駐日公使張伯謹等二位

先生，分別在香港、日本兩地蒐購。民國 43年時，所購到之中文重要圖書，

即已超過一萬餘冊，姜文錦先生首先提出「著手整理、登記、分類、編目，訂

做書套及編製卡片目錄，以便於明年開學時，即可隨時使用」，並在<圖書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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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中提出整理的方式： 

將入藏之中文書先詳細清查卷數，冊數，頁數，有無殘缺，然後再編號

登記。 

乃東海線裝古籍整理的開始，惜此時整理的成果未見。 

現存最早的館藏線裝書目，是民國 46年 8 月編「圖書館圖書移交清冊」，

與 49年 12 月的《私立東海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簡明目錄》，前者屬「清冊」

性質，後者稱為「簡明目錄」，即著錄書名、卷數、作者、板本與索書號等項

目。此時尚未對館藏線裝書明確區分為善本與普通本。57年由中央研究院中美

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資助編印《東海大學善本書目》，60年 6 月《私立東

海大學普通本線裝書目》先後出版，將館藏線裝書分為善本與普通本，是藉由

編印台灣地區公藏線裝書聯合目錄的機會而成的。 

前些年曾藉由中研所延聘潘美月教授講授目錄學、板本學的機會，請修習

此課程的研究生協助整理線裝古籍，撰寫敘錄(尚未編訂成冊)，惜因館藏古籍，

不論在數量或板本上，都無法與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等相比

擬，因此此合作計畫未能延續(目前東海亦未開授這類課程)。 

本館目前已編訂《東海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簡明目錄新編‧經部》、《東海大

學圖書館藏天糧館贈書‧基督教文獻書目》、《東海大學圖書館藏方師鐸先生贈

線裝書目》三種館藏線裝書目，館藏線裝的板本介紹僅有《經籍纂詁》、《周易

來註》、《音學五書》、《史記》等四種，以及館藏周法高先生贈《校補陽春白雪》

抄本整理札記等，目前正在進行善本書史部與張學良先生贈之線裝書整理。 

~~~~~~~~~~~~~~~~~~~~~~~~~~~~~~~~~~~~~~~~~~~~~~~~~~~~~~~~~~~~~~~~~~ 

觀點：東海大學圖書館  

卡夫卡說，書本不能代替真正的世界。生活中，萬事萬物都有其

存在的價值跟目的，無從取而代之。也是說，透過他人的媒介物，人是

不可能豐富自己的經歷。世界和書本的關係正是這般，人生命自限在書

中就如關在籠中的鳥。東海大學圖書館是一座鳥籠嗎？對於身在其中戮

力工作，不見天日的館員們；東海大學圖書館是一座智慧的殿堂嗎？對

於求知若渴的青年學子們；它在讀者的心中，是何樣的風貌？【觀點】

以學生在 BBS 站所抒發的意見、圖書館的沿革及讀者的發現來輕描側寫

「東海大學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