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館藏文物選粹(四十)：建議圖書館設置「史記文庫」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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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料的典藏，是圖書館主要任務之一。書刊資料的排架與管理，是

依方便管理而採取書刊性質分類的類型排列呢？還是可以依據使用需求或

研究需要，而規劃各種主題，以便日後各館發展出各館特色的管理模式呢？

或許是圖書館人可以深思的問題。 

在 1992 年元月 11 日，時任中文系主任的吳福助教授，簽報梅可望校長

「請准本校圖書館設置『史記文庫』」。此文件係吳教授於 2019 年 4 月 2 月

送到圖書館特藏室，並說明當初提議籌設的背景，以及找到該份文件的過程。 

 

多年來常聽到有些老師的提議，希望圖書館不要只是堅守圖書館常用的

圖書分類法，進行資料的排架與管理模式；希望能進一步彈性運用，配合各

類主題的研究需要，有如台北國家圖書館曾為了服務法學研究的需求，特闢

「法律研究室」，放置法學相關書籍的作法。因此建議在東海設立如：「台灣

文學研究」專區，「史記文庫」(或「史漢研究」專區)，「傳統文獻區」，「兒

童文學區」等主題區，並願將自己典藏之書捐贈出來，豐富專區資料。這種

作法，不僅可以支援校內學術研究，甚至能吸引中部地區大專院校研究者樂

意蒞館與使用。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大家都耳熟能詳，經由「文庫」的設置，

可以向中外各地《史記》研究機構、學者尋求捐贈、交換、合作，很快將能

成為一項特色館藏。經胡副館長先交待典藏組研議，再提他的意見：「就學

術研究而言，原則上，應予支持」，「建議設置於中文系，有關工作，本館典

藏組就能力所及，自當予以支援」。雖然未能通過，但文件的出現，得以瞭解

早年師長對圖書館的關心與建議，更可藉以知道圖書館工作者的考量與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