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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的源頭--圖書館，工讀有感 

哲研所校友   劉世慶  

就讀東海哲研所的三年時間裡，一些因緣際會，有幸於圖書館良鑑

廳、採編組及期刊組工讀。畢業後，利用服兵役之前的一段空檔，走訪了

加拿大幾所大學圖書館，因此想透過《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此一發表之

管道，與東海的同學們分享在圖書館工讀的一些經驗與感想。  

東海大學圖書館的一大特色在於藏書豐富，與中部的一些圖書館相較

起來，更是如此。記得在大學時代，許多就讀外校的同學，常常需要來東

海圖書館複印資料，許多學術性或是非暢銷書籍，只能在東海的圖書館找

到。對於藏書的豐富，是東海的學生可以引以為傲的。 

以東海圖書館的硬體設備來說，有許多地方是同學可以加以利用的。

像地下一樓的良鑑廳，經常舉辦一些有關學生生活的講座，以及一些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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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座談，但發現參加此類活動的同學並不算踴躍。其實圖書館所提供的

知識，並不侷限在書本之中，透過演講與座談會，也是吸收知識的媒介。

除此之外，在圖書館一樓的電子視聽教室 (電子教學室 )提供了不少電子視

聽教材，有音樂以及戲劇方面的 DVD、VCD 或錄影帶，供東海的同學欣

賞，這是一個增加人文藝術知識的場所。學校雖然有安排許多通識人文課

程，但是在這裡，你卻可以欣賞到非常經典的作品，像「魔笛」、「茶花女」

等古典歌劇及音樂。除了典藏人文藝術的視聽教材之外，這裡也有各個不

同領域的專業影片，因此期待同學們多多利用這個場所。四樓的特藏組則

藏有大陸出版的圖書，可以了解中國大陸的學術走向及發展，以及他們看

事情的角度。在一樓的現刊室，同學們可以閱讀到自己有興趣的期刊，我

特別推薦一些外文期刊，像《Time》、《National Geographic》，多閱讀這方

面的期刊，除了加強外文能力之外，更可以建立「世界觀」。  

再來，想從工讀的經驗談起，在這段時間，我是在王鑫一先生、吳淑

雲小姐、黃國書先生的部門工讀。鑫一大哥是負責圖書館中非書籍的硬體

設備的管理，簡單的說，除了書本以及電腦之外，我們眼睛所看到的東西，

就歸他管理了。這部門的工作非常地龐雜，從小處的電燈、桌椅的微修到

整館的空調控制，以及一些工程的規劃與廠商的洽商，都是此部門的工

作。淑雲姊負責日文書籍的採購與中、日文圖書的編目工作，就是將書籍

分類編目、貼上條碼、建檔及送交流通部門點收上架。書籍源源不絕而來，

使得這部門的館員必須非常有效率的建檔完成。畢竟他們需要處理東海三

十幾個系所的圖書，以及送到總館的書籍。黃哥的工作則是中文期刊的管

理，就是將新出版的期刊登錄、上架以及將過期的期刊送至待裝室 (二樓影

印機旁 )管理。每隔一段時間，則要調整期刊的架位一次，只要有新訂的期

刊上架，或期刊停刊、停訂，就需要重新整理架位。  

在還沒進入圖書館工讀之前，我以為一個圖書館的運作，只需要些許

的人力，例如一些採購書籍以及辦理借還書的行政人員就夠了。但是當我

來到這裡，經驗了一些事，扭轉了我粗淺的想法，因為目睹了館員辛苦地

在良鑑廳調整裝備設施，只為了提供給同學一個更好的視聽環境；也曾在

一個暑假中，和一群工讀生努力地調整書架以及書籍，只為了能在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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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把新的空調系統架設好，使同學在炎炎夏日中，有舒適的閱讀環境；

以及在不常為讀者接觸的的行政部門當中，職員們必須有效率地處理源源

不絕而來的新書與期刊，他們是和時間賽跑的一群人，必須在最快的時間

中提供讀者們最新的資源。其實這些都只是圖書館運作的一部分而已，要

描述整個圖書館的運作，並非簡單地三言兩語就能盡述的。只是想藉由這

些經驗，告訴同學們，其實一個圖書館的維護，除了館員當負起職責之外

也需要讀者們的努力。記得之前維修燈管時，常常會發現啟動器或是日光

燈被拔走，這些都是學校必須負擔的成本。如果大家愛惜公用資源的話，

這筆省下的額外資金，可以為圖書館多購買一些書籍或是好的設備，對於

讀者來說，也是好的福音啊。  

走訪了幾所加拿大大學的圖書館，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多倫多大學

(University of Toronto)的圖書館。由於多倫多大學是所國立大學，圖書館

所擁有的資源當然是非常的豐富，而我想強調的是他們學生的公德心。我

發現他們的學生，只要在圖書館中，絕對不會帶食物入館，或在館內喧嘩。

碰到需要討論的時候，會到圖書館所規定的討論區，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地方。我一直相信，圖書館是學校知識的源頭，有好的圖書館，絕對會有

好的讀書風氣與素質優良的學生。  

撰寫此文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夠多加利用圖書館這場所，因為圖書

館就如同一座金山，要從中挖掘多少的寶藏，全看自己的努力。同時希望

同學們能珍惜圖書館的資源，因為一本書能在架上、可以上網查詢，是需

要付出許多的時間與人力。或許有些同學會抱怨東海圖書館的軟硬體甚至

書籍都太舊，我想對於一間歷史長達 50 年的圖書館而言，這是勢必會遇到

的問題。解決此問題的方法，是需要大家多重視圖書館，多多使用它，並

且保持良好的公德心。當大家多多使用時，我想學校的決策單位也會跟著

重視，形成一種良性的循環，使東海的圖書館越來越好。或許未來的某一

天，當我再次回到東海的校園中，會發現東海圖書館除了書香氣息依舊之

外，更能因「它」而有身為東海人的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