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沈寶環先生與東海圖書館 

特藏組  謝鶯興 

沈寶環先生，湖北武昌縣人，民國八年(1919)出生，民國九十三年(2004)

九月九日在美國辭世。先生是東海圖書館的創始者，擔任館長一職，長達

十四年，期間擘畫東海圖書館的創建，首創開架式閱讀服務1，引進韋隸

華基金會的資源創辦《圖書館學報》，與中國圖書館學會合作出版《圖書

館學小叢書》，使本館得以成為現代化的圖書館之一，先生的貢獻頗鉅。 

本館創始，並無館長一職，僅稱為主任；亦無館舍，開辦於男生宿

生。第二年遷至行政大樓，到民國 46 年 5 月圖書館興建，11 月落成喬

遷，才有真正的館舍。 

沈先生為了貫徹東海的教育目標2，自開館第一天起，即實行開架式

和工讀生制度 3。一上任即提出：「為了提供師生更簡便的服務，藉由將

所有同一主題的資源，集中在同一個地方，使讀者可以在同一個地方就

可以同時找到參考書、一般可流通的書、期刊、小冊子、微縮影資料以

及其他可供閱讀的資料」，「認為該建立開架式的部門以及功能性的部門」

兩種，就開架式的學科部門而言，主張成立藝術與音樂部門、自然科學

與工程部門、西洋語文部門、及非流通資料的善本書部門；就功能性的

部門而言，主張成立編目部門、採購部門及維護部門。雖然這些意見在

後來並沒有完全落實，但其嘗試「擺脫時下一般大學圖書館所設立的流通

                                                 
1《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民國 53年 11 月出版)頁 2「實行開架制度」云：「本

館自創校始，為便利教學及養成學生之榮譽感，即毅然採行完全開架制度，使

讀者得自由進入書庫，選擇其所需書籍，此項制度在本省尚屬創舉，推行以

來，人人稱便。」 
2 沈先生在<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頁 450云：「在本校籌備時期，亞洲基督教高
等教育聯合董事會與我國教育部交換函件時表示：『計劃中的大學不應依照昔日

之模型，而應建立自己的模型，以獨特適當的方式為臺灣的需要而服務⋯⋯』在

聯合董事會東海大學調查報告中，重新強調此一建校宗旨。該報告第五至六頁

載有下列文字：『創辦一所學校，不能集合教員學生就算了事，應予審慎計劃，

俾使新創之學校既非過去之翻版，亦非平淡的現在情況，而必須是有創造性

的。』」見《書和人》第 59 期，民國 56年 6 月 3 日。 
3 沈先生於<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頁 453云：「4.工讀生制度的推行。東海大學圖

書館是臺灣唯一不僱用工友的圖書館，同時所有的非職業化的工作，全部由工

讀生擔任。」見《書和人》第 59 期，民國 56年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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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參考服務部門、以及期刊部門的窠臼」4，足徵沈先生身為本館開

創者的擘畫用心。 

沈先生本著「有價值的大學圖書館，必須是教職員和行政各部門共

同支持和愛護的圖書館」，向曾校長提議並獲採納成立圖書委員會，作

為對館長所提出的圖書經費預算加以討論並作最後分配的顧問組織5。

有鑒於東海現實環境的制約，制定自給自足、儘可能摒棄複本、由交換

獲得的圖書資料必須符合東海的需要、有條件的接受贈書、購書儘量配

合大學的通才教育目標、完整的期刊特藏與新穎的參考工具書為重點、

注意圖書增加的平衡、將圖書館看作有生命的有機體、購書配合教學與

研究並保存文化(注意線裝古籍的蒐購)的圖書徵集政策6。在蓽路藍縷的

艱苦成長，東海圖書館由原先的四人編制，到沈先生離開時的十三人之

眾，全賴先生的擘畫與經營。 

東海圖書館在沈先生的領導下，擁有了自己的出版品：《圖書

館學報》和《圖書館學小叢書》兩種。《圖書館學報》創刊於民國

48年 1 月 20 日，是沈先生運用美國的韋棣華基金會贈款而在東海大

學創辦
7
，介紹西方國家在圖書館學方面的成就，並讓圖書館先進發

                                                 
4 見<沈寶環先生圖書館工作備忘錄第一號>，原件為英文稿，本館採編組陳婷婷
小姐翻譯成中文，登在本期(新 38期)《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 

5 按，圖書委員會成立於民國 44 年 10月 17日，參見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

日誌初稿--籌備期至六十年之部增補本》頁 15，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 88年 8

月。沈先生認為：「圖書委員會不僅是一個備諮詢顧問的組合，其主要的責任為

對館長所提出的圖書經費預算加以討論並作最後分配，對於其他圖書館行政及

經營事宜，也有建議圖書館館長考慮的權力，但無執行的責任。」見<東海大學
圖書館簡介>頁 452，《書和人》第 59 期，民國 56年 6 月 3 日。 

6 見沈先生於<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頁 453-454，《書和人》第 59 期，民國 56年
6 月 3 日。 

7 吳德耀校長於《圖書館學報》創刊號<卷頭語>云：「我們從上學年(47年)起，接

受了一部份文華方面的基，因此添設了圖書館學課程，現在又出版了這份刊

物，希望在物質上與精神上，都能接續前人的傳統，對社會多有一點貢獻。」沈

先生於<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頁 455云：「由於東海接受了武昌文華圖書專科學

校一部份韋氏基金，《(圖書館)學報》將長遠地出版下去。」可惜沈先生離開東

海之後，此一經費因其它因素而被迫抽離，使其計劃不得不中斷而停止發行。

見《書和人》第 59 期，民國 56年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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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個人服務期間的各項心得與研究，以及本校研讀圖書館學的學生

有自己的發表園地
8
。《圖書館學小叢書》在民國 50 年 6 月與中國圖

書館學會合作而創辦的
9
。 

為了擔負「保存文化」的使命，東海大學從籌備時期即己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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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線裝古籍，沈先生於「十二年來，我們隨時留

心古籍從匪區外流的消息，更注意日本、香港等地古籍書肆的動態。在

國外講學或研究的本校教授們，都接受過本館的拜託 11，就近購置古籍

和實地察勘。在臺灣各縣市，我們到處打聽私家藏書出讓的可能。今日

東海大學圖書館古籍圖書的主要來源之一，即在於此。」 12並將東海館

藏線裝古籍彙整成冊，計有：1.民國 49 年 12 月出版《私立東海大學圖

書館中文古籍簡明目錄》，附<書名及著者筆畫索引>、<書名及著者四

角號碼索引>兩種； 2.民國 57 年 8 月配合台灣地區圖書館界聯合編纂《台

灣公藏善本書目》的工作 13而出版《私立東海大學善本書目》，當時係接

                                                 
8沈先生於<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頁 455提及《圖書館學報》此一出版品，企圖達
到下列目的：「1.作為我國圖書館學專家學者交換學術經驗與研究心得的園地。
2.擔負東西方有關圖書館學、文化思想交流的任務。3.提高圖書館從業員及圖書

館學學生對圖書館學的認識和興趣。」見《書和人》第 59 期，民國 56年 6 月 3

日。 
9 《圖書館學報》第 3期<圖書館界消息>云：「中國圖書館學會已與本館商定，合
作出版《圖書館學小叢書》，合作後第一部出版品，係王振鵠先生編者之《學校

圖書館》。是書以研討經營中小學校圖書館為主題，立論精闢，為中等學校圖書

館工作作人員之重要參考書籍。」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 50年 6 月。 
10 參見謝鶯興<東海大學古籍整理概述>，《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2期頁 19，
民國 90年 11 月 15 日。 

11 孫克寬先生<我和東海大學圖書館>云：「東海初建，在臺董事會，係杭立武先

生主持。杭先生深知道要辦好一間大學，必須有足夠的藏書。尤其那時臺海秩

序小定，舊書漸出。東海頗能放手收買，中文系同人中徐復觀先生尤其熱心於

收書。所以當時曾一氣收買吾皖施氏所藏的線裝書多種，內中儘多明版。」見

《山居集》頁 85-86，台中央書局，民國 57年 2 月初版。 
12 見沈先生於<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頁 454，《書和人》第 59 期，民國 56年 6
月 3 日。 

13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善本書目》附民國 57年 3 月 12 日<識語>云：「去

春，本院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因議定就臺瀛各文教及學術機關所藏

中文人文及社會科學書刊，編為聯合目錄，並委請國立中央圖書館主其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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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資助編印。  

沈先生並相當注重大學圖書館對所在地的地方文化事業，尤其是與

圖書館有關的活動，如在民國 53 年 3 月 28 日至 29 日共兩天，舉辦圖書

館行政技術與圖書館學課程規劃問題座談會 14；民國 54 年 7 月 1 日至 5 日

共五天，舉辦基督教教會學校圖書館工作人員講習班 15。東海圖書館在

中部地區佔有一席之地，沈先生居功甚偉。  

實際上，沈先生對東海圖書館的努力與付出，尚有兩事少為人知，一

是民國 58 年 3 月 6 日教育部來函要求東海將大陸出版品「依照規定送部列

管」，沈先生以「書籍以學術研究為主」、「購藏在管制辦法之前」、「保

安司令部准予自行抉擇進口」、「本校訂有嚴密管理辦法限制流通」等四

點為由申覆，力爭得以保存本館大陸出版品的典藏，目前東海館藏大陸出

版品能遠遠超過中部各圖書館的收藏，端賴先生與學校諸師長的付出。16 

一是沈先生對於圖書館同仁先進們的提攜以及生活的照料，可謂不

遺餘力，如民國 48 年 9 月 7 日簽請將丁立文先生由工友提升為辦事，50

年 7 月 25 日又因丁立文先生來校服務已近六年，工作範圍頗重且具重要

性，然其薪金難以維持一家生活，再度簽請調高其薪水，17又於 51年 7 月

                                                                                                                         
茲事浩大，非短期可就；爰決定第一年先編印善本聯合目錄。目錄分三種：曰

分類目錄，就各機關所藏，各自為目單行；曰書名索引，則合諸家目錄所著錄

者，彙為一編；曰著者索引，其體例與書名索引同。」台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

研究所，民國 57年。 
14 舉辦的目的：「以交換圖書館行政經驗討論圖書館技術問題及規劃圖書館學課

程內容，並廣泛交換有關圖書館方面之意見」。見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日

誌--籌備期至六十年之部(增補本)》頁 170，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 88年 8 月。 
15 舉辦的宗旨：「為教會學校團體所屬圖書館工作人員培養管理圖書技能並藉機

聯絡情感，增進靈性修養，榮耀主名。」見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籌

備期至六十年之部(增補本)》頁 215，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 88年 8 月。按，此

係據<東海大學主辦基督教教會學校圖書館工作人員講習簡章>，但沈先生在<東

海大學圖書館簡介>頁 456 云：「五十四年六月曾主辦教會學校圖書館人員講習

會，會期五天」。 
16 參見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籌備期至六十年之部(增補本)》頁 240

至 244，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 88年 8 月。 
17 參見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籌備期至六十年之部(增補本)》頁 101

至 102，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 88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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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請其「薪金不足維持生活，請破格增加」。51 年 4 月 9 根據「教員出國

進修辦法」送王征先生赴日考察。18民國 52 年 7 月於學年度的年終考核單

位意見中，建議調整館員待遇，認為王征先生「為本校組主任中惟一受有

國外教育的同仁，著作宏富，薪金則不成比例，擬請優予考慮，並請以

講師名義改聘，俾便協助教授圖書館學課程」19，又於 53 年 7 月 14 日函

請召開教員聘任委員會討論王征先生開授「圖書館經營法課程」，並願協

助其講義之編訂。20認為胡家源先生是可深造之材，建議於皮哲燕女士回

國之後，資送出國深造。21同時建請將柳作梅先生准改敘名義為秘書，

皮哲燕女士薪金請比照其他單位女職員改訂。22 

由於沈先生對同仁生活的照料與提攜，館內的資深同仁先進們，每

每提到首任館長沈寶環先生，都流露出感激與敬佩的眼神。如今哲人已

萎，徒留往事以供追憶，忝為圖書館一份子，雖未曾蒙其親澤，焉能不

就館藏文獻所載，略述其事蹟矣！ 

 

沈寶環先生 <圖書館工作備忘錄第一號 > 

編者按，沈寶環先生是東海圖書館的創始者，他從民國 44 年 7 月 1

日接下本館主任 (當時尚無館長之稱 )一職，在 58 年 7 月 31 日卸下館長的

職務，仍擔任圖書館顧問，直到 61 年 7 月 31 日離校，在東海服務長達十

七年。然而館藏校史文獻有關沈前館長的資料很少，幸好在文書組移轉

給圖書館的檔案中，找到幾份沈先生的英文信件，館內同仁採編組陳婷

婷小姐協助翻譯成中文，本刊將逐一披露。第一件為先生的<圖書館工作

                                                 
18 參見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籌備期至六十年之部(增補本)》頁 156，

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 88年 8 月。 
19 參見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籌備期至六十年之部(增補本)》頁 160，

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 88年 8 月。 
20 參見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籌備期至六十年之部(增補本)》頁 174，

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 88年 8 月。 
21 參見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籌備期至六十年之部(增補本)》頁 160，

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 88年 8 月。 
22 以上均見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籌備期至六十年之部(增補本)》頁

160，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 88年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