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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圖書館特藏資料整理的經驗與建議  

特藏組 謝鶯興 

圖書館肩負書刊資料的蒐輯、典藏、保管與整理的工作。提供讀者方便

地運用，是圖書館的天職。資料的整理需要人力、設備、經費，更需要工作

者的投注與時間的積累，才能看見產值。因此，是一個花錢的單位，卻不易

呈現顯著的成果。 

一、遇到的問題與設法解決的方式  

各館進行特藏資料的整理工作，通常都會遇到類似的問題，也都有各自

的解決之道。歷年來所遇到的問題以及嘗試法解決的幾點，歸納如下： 

(一 )人力不足  

組織編制對於各館的人員限制，幾乎是各館深感人力不足的問題。東海

早期實施「勞作教育」，可以藉由基本勞作和工讀勞作的人力，彌補這個缺口

問題。在工讀時數費用經常調整，但工讀預算逐年降低的現實狀況中，人力

的需求更顯得吃緊。如何處理這個問題，近些年來曾試著採取幾種方法：  

1.尋求長官的支持  

即使受制於圖書館工讀經費逐年減少的窘境，前幾年仍然還有的轉學勞

作與助學勞作等的機制，至少可以設法藉助這些人力的爭取而得到協助。  

A.特藏資料的整理人員，曾隸屬流通組管轄。面對人力的缺乏問題，曾向賀

新持組長提出，希望能藉由現有轉學勞作、助學勞作的人力，轉撥部份時

數來協助進行特藏資料的掃描，以配合虛擬校史館建置後資料的上傳。此

舉不僅可以豐富資料庫的內容，達到特藏資料的數位化開端，更能提供校

內外讀者的線上瀏覽。此項提議得到賀組長的應許與支持。  

B.賀組長交待負責管理工讀的陳健忠先生，將未能配合排班的人力，轉移為

協助進行不固定班表的掃描工作。先後完成第一屆到第十九屆畢業紀念冊

的掃描與轉製為 PDF 檔後，逐屆上傳到「虛擬校史館」。  

2.徵求大學志工協助  

特藏資料的整理，是長期的奮鬥，若有志工的參加，一則不需考慮經費

來源，二則參預者可以獲得課堂上的知識及學習與實作的機會。  

曾有機會在中文系講授「圖書資料的蒐集與處理」課程，著重文獻學基

本觀念的傳授，圖書館使用、利用各種工具書與資料庫進行資料的蒐集。並

在課堂上說明目前圖書館的特藏整理現況，需要志工的協助，加入志工行列

的人，可以印證課堂的講授與實務相配合，相信會有很大的收獲。於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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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陳玉玲、陳慧倫二人(2000 年)前來協助整理方師鐸教授贈線裝書目的資料鍵

檔，實際接觸與瞭解線裝的相關資料的著錄。後有陳雅琪、徐麗媛、呂秀靜、

曾雅燕等四人(2001 年)協助，將早期的線裝書之書目卡片，配合 1957 年 8 月

1 日，因應校長交接，圖書館編製「移交清冊」，以及《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

中文古籍簡明目錄》(1960 年 12 月)，《私立東海大學普通本線裝書目》、《私立

東海大學普通本線裝書目》(1971 年 6 月)等早期書目，利用電腦鍵檔彙為《普

通本線裝書總目》，備核對諸書之用。接著在 2016 年 2 月，鄭丹倫協助整理徐

復觀教授贈線裝古籍子部儒家類等。 

上述幾位都是對古籍整理有興趣而加入的，先提醒文獻學基本知識的重

點，採用「做中學，學中做」的原則，取得雙贏的成果。  

後來則配合每個人的才性，分別請他們協助，或從事圖書館「工具書使

用」介紹、或指導協助「著作目錄」的編撰等。  

如，2001 年 8 月，賴曉萱配合《圖書館館訊》創刊發行的規劃，以「工

具書使用系列」為題，逐一介紹各種索引性的工具書。2005 年，配合中文系

創系 50 週年活動，引導高于婷、張淑玲二人共同整理中文系創系主任戴君仁

教授等 14 位師長的「著作目錄」，再彙編為《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早期師長

著作目錄》。2018 年 6 月，徐振億協助整理「蔡啟清教授著作年表」等。 

3.爭取校友支援協助  

校友是學校相當大的資源以及強而有力的後盾，如何爭取校友的協助，

相信各個學校都有自己的方法。  

A.古籍整理方面，就需要爭取嫻熟文獻學領域校友協助，如執教僑光科大的

陳惠美校友，執教弘光科大的孫秀君校友，先後協助整理線裝古籍，與出

版前的檢核，成果是在《東海圖書館館訊》(後改版為《館刊》)發布，善本

古籍和贈書專櫃的成果再集結出版，提供學者研究之用。  

B.編寫資料庫。特藏資料的整理，主要是採行紙本的展現，效果有限。中文

系林宜鈴校友協助，先後編寫「館訊資料庫」、「線裝書資料庫」、「虛擬校

史館」等三種，使各項成果得以上傳，透過網路的無遠弗屆傳布。  

(二 )專業知識的不足  

特藏資料的整理，人力、經費、設備等因素之外，整理者還需具備一些

學科的基本技能，如文獻學，文獻閱讀的解析 (即古文的閱讀能力 )，手稿文字

的辨識等。  

現存古籍通常都是未經句讀的文言文，現代年輕人習慣有標點符號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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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文，是需要一些時日的訓練，才能逐漸地掌握。經常閱讀鉛字版 (或電腦上 )

的文件，加上各人對於手寫字體的差異與習慣，對於手稿的辨識，亦需花費

一些時間才能掌握。  

因此，才需要具文獻學的基本知識與足夠的文獻閱讀能力，對各類資料

的內容 (如序跋 )才能瞭解與掌握；手稿的整理，有賴文字的辨識與內容的判

讀，不致因字形的不同，誤解其用意，甚至是產生訛誤。  

因此，對於有意加入整理行列的人，都會先請他們閱讀幾本文獻學的基

本書籍，或先瀏覽基本的目錄學、板本學的書籍。實際整理時，仍以「做中

學，學中做」的觀念，視其需要，隨時提醒該注意的重點，或協助解讀說明

釋文件中不易掌握的名詞字句。  

(三 )相關設備的不足  

文獻的數位化，仰賴電腦、掃描器等設備。但並非僅止於掃描而已，否

則仍只是停留在於文獻的另一種保存模式與場域罷了。經由掃描後的文件圖

片檔，即使各自給予標題，亦只能提供檢索該頁文件的圖片，未能取得該文

件的內容，跬步千里仍差一步的遺憾。  

為減低每一份文件的打字所花費的時間與人力成本，透過掃描圖檔再轉

換為文字，經過人工的細心校對，降低錯誤的產生，是現今各資料庫廠商提

供「全文檢索」功能的進行模式之一，如中研院的「漢籍電子文獻」、「文淵

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等皆是。但後者提供原書的圖像檔，使用者可以藉由圖

像檔與文字內容的對照，進行更精確的研究。 

本館早年進行數位化，為能提供「全文檢索」，至少是文件內容「關鍵詞」

的檢索功能。對文件掃描後的圖片檔，都會透過文字辨識軟體的轉換，在辨

識率未能百分百的正確現實情況之下，仍要經由人工逐筆校對，在上傳到自

建的「虛擬校史館」時，將正確的文字逐筆貼在可以檢索到的欄位中，提供

文字 (全文或關鍵詞 )檢索以及圖像檔的線上瀏覽。  

但受限於電腦的老舊，記憶體與硬碟儲存空間的限制，掃描器、文字辨

識軟體、編製電子書的軟體等設備未能與時更新，導致存放館內各項資料的

伺服器容量經常不符合需求：一則無法直接將成果上傳到資料庫；一則因另

置於小型的個人電腦，未接上不斷電系統，一遇到停電就不能自行開機；一

則是自建資料庫的瀏覽人次，經常地被歸零的重新計數。  

(四 )經費的缺乏，成果未能在圖書館間流通。  

特藏資料整理的成果，在以 PDF 檔或電子書發行尚未普遍之前，即使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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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續在《館訊》刊載。但集結成書時，雖然是採用紙本印製發行，因經費的

不足，往往只能限量印刷，寄送給部份圖書館 (以本館參加的聯盟館為主 )或研

究者，產生的效果有限。  

以往曾建議校內有關單位，提供印刷經費，寄送校友，讓校友們瞭解學

校與圖書館對特藏文獻的重視，整理早期師長著作與事蹟的成果，引發他們

樂意捐款來協助這種有義意的舉動。或是尋求坊間出版社合作發行，藉由他

們的銷售管道，提高成果的見光度，減低館內經費的支出。  

二、經驗分享與建議  

大家熟知「前車之鑑，可為後事之師」，爬上高處，可以看得更遠。同樣

地，依循他人的經驗，可以發揮更大的效果。每個人都能提供的經驗，與眾

分享，透過討論可以歸納出更好的方法，是令人樂此不疲且更具成效的。對

於特藏資料的多年整理經驗，可歸納出下列的思考。  

(一 )上級的重視與支持  

俗語說：「有人有錢好辦事」，多年來的經驗告訴自己，「沒人沒錢還是要

做事」。如何取得上級的重視與支持呢？以往的認知可從幾個角度來看。  

1.經由累積而來的整理成果，呈現歷年所付出的人力、時間與金錢，是沒

有白費的，是為學校保存史料 (人物誌 )，提供校外瞭解本館的特藏 (線裝古籍、

手稿整理 )的最佳管道。  

2 提出未來擬進行的整理規劃，如延續早期師長的資料蒐集與彙編，可以

引發校友們回想在校求學階段，這些師長的種種事蹟，對學生們的關心與鼓

勵，對他們為人處世的影響，並可提供學校編寫校史的現成材料。  

3.配合圖書館研擬發展的計畫，依輕重緩急，逐步完成以展現成效。  

(二 )人力的開發  

人事的更迭是最殘酷的現實，遇缺不補，更是一種趨勢。如何延續特藏

資料的整理規劃，持續產出成果？在人員的銜接方面，最好是有重疊的合作

或見習的時程。在人力的開發上，可從三方面思考：  

1.人員的遞補，若機會實施時，學科背景雖是考量的重點之一，但個人的

才性與興趣，也應列入考慮，以便適才適用。  

2.爭取工讀生的人力，開發志工的加入，秉持東海「勞作教育」的「教育」

目的，參加者是來學的，是要學他們「不會的」使其「會」，進而在畢業進入

社會工作時，能藉由這種的經歷，展現其專長之一的能力。因仧，著重對他

們在文獻學知識的訓練和加強，本著「做中學，學中做」的觀念帶領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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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正確的工作態度，以適應職場之需。  

3.取得校友們的支援。校友是學校最大的後盾，關心學校的發展，協助學

校的進步，支援圖書館進行特藏資料的整理，是最容易進行的方式之一。  

(三 )經費的爭取與籌募  

經費的多寡，關係著資料整理的人力與成果的展現。經費的取得，一是

來自學校編列的預算，一是仰賴對外的籌募。  

對外的籌募，就圖書館而言，欲向企業界募款，若無他人的引薦，困難

度相對地高。如何讓他人引薦或取得校友們的捐助呢？個人認為是有賴積累

出來的成果，讓外界知悉圖書館這些年來，持續進行這種學校文獻的整理，

對於捐助者的款項，都會在各本書中載明，金錢使用的透明與公開，才能取

得信任，才能得到樂意的支助。  

如 2016 年，取得學校撥付的經費，與中文系合作，整理徐復觀教授的手

稿，進行數位化與設置網頁，提供讀者使用。在「成果發表會」上，鍾漢清

校友的蒞館參加，曾資助本館《館刊》2017 年一整的發行費用。徐復觀教授

的後人，對於本校在徐教授手稿的用心，先後捐助後續的整理費用，如以線

裝形式裝訂，購買無酸紙用來保護置於恆溫恆濕的手稿；製作函套收納原本

無保護外殼的線裝古籍；提供手稿內容整理與鼓勵學生進行研究等。 

因為之前曾編製《中國文化月刊總索引》的成果，取得校友游文卿董事

的支持，捐助館藏校內發行的刊物整理與數位化經費。  

(四 )鼓勵志工或工讀生發表成果  

秉承東海一貫「勞作教育」的「教育」精神，志工或工讀生之協助資料

整理，並非僅是一個勞作者，減輕館員的工作量而已。是希望經由訓練、實

務工作的進行之後，能將個人在整理過程所獲得的見聞、經驗或心得、啟發

的觀點等等，透過文字的陳述，撰寫成篇。館員則協助其文字的校訂，或補

充其忽略的資料，或認為不適合寫出來的看法。鼓勵將這些文章在《東海圖

書館館刊》(或其它刊物)上發表。 

如高于婷撰寫〈圖書館修書有感〉、中文系早期師長中的〈蕭繼宗先生著

作目錄〉、〈江舉謙先生著作目錄〉、〈魯實先先生著作目錄〉；張淑玲撰〈李孝

定先生著作目錄〉、〈趙滋蕃先生著作目錄〉，並因而陸續寫下其個人閱讀書籍

的心得：〈法布爾《昆蟲記》中文譯本的版本概述〉、〈遠流版《法布爾昆蟲記

全集》之特色--以《高明的殺手》為例〉；許桂鄉將協助經驗撰為〈從虛擬校

史館的建置談校史文獻製作成電子書的經驗〉、〈從虛擬校史館的建置談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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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掃描後轉成 PDF 的經驗〉、〈盤點作業的經驗談--以東海圖書館流通櫃枱附

件盤點為例〉、〈參與《東海老照片》編纂的感想--從校史文獻數位化談起〉；

賴曉萱的工具書系列介紹：〈《中國學術名著提要歷史卷》〉、〈《四庫全書傳記

資料索引》及《二十四史人名索引》〉、〈「文集篇目分類索引」利用三部曲首

部曲--〈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之使用〉等等；鄭丹倫撰〈東海圖書館藏陳

弘謀重刊《近思錄集解》板本概述〉；陳姵穎撰〈徐復觀教授研究資料彙編--

著作專書之部〉、〈徐復觀先生的治學態度〉；徐振億撰〈蔡啟清教授著述年表〉

等。 

 

上列諸位同學費心地將其參預所得的經驗、見解、感想等發表出來，不

僅可作為他們在求學階段中留下可供回憶的足跡，並能展現他們參與特藏資

料整理的用心與成效；也為圖書館在為保存資料的努力寫下一個記錄，可以

用來印證圖書館在「勞作教育」中對「教育」的付出與收穫。  

三、小結  

人類文明的進展之一，即是藉助於文字的記載；歷史的承傳之一，也是

藉助於文字的流傳。工作經驗的交流，更具有「他山之石」的效果。所謂「以

人為鑑，可以知得失」。  

東海特藏文獻的取得，雖然源於創校之初諸位前賢的用心；但對於這些

特藏的整理，卻是近年來才再度投注進行的。因人力有限，故需尋求校友們

的援助；因為經費不足，故需對外籌募；因整理成果的印製數量太少，未能

在圖書館界流傳，且校外不易取得，故鮮為人知。  

透過這次的交流機會，野人獻曝地提出來與同道們分享，更希望在這個

場合中可以知曉各館的做法與看法，或更有助於大家致力於自館所有的特藏

文物的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