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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榮民總醫院第一醫療大樓走

廊經常擺有特價書攤，筆者先前買到

《紅樓夢養生智慧》1一書，受到《紅樓

夢》讀書會會友的歡迎 2，前天再去，想

再多買幾本帶給會員，可惜已經賣完

了。但是「皇天不負苦心人」，筆者還

是有意外收穫，買到《東京圖書館紀行》

這本好書 3。  

這本書首先吸引筆者的是封面，採

用日本近代文學館複製的文學名著書籍上架照片，讓筆者一下子對日本近代

作家感到很親切。其次吸引筆者的是書中所附國立國會圖書館國際兒童館的

文藝復興建築、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的哥德式建築、多摩美術大學圖書館的

拱牆式建築，這些照片充滿典雅的風味。還有欽慕已久的莫里森(George Ernest 

Morison)書庫照片。還有多張書庫、閱覽室充滿柔和氣氛的照片，如同封面標

語所說：「讓我們呼吸著被書環繞的氣息！」筆者畢生坐擁書城，對被圖書環

繞的閱讀氛圍，一向最感愉悅滿足。  

當前社會面臨的是旅遊風氣鼎盛的偉大時代。旅遊要求放下日常緊張生

活的一切瑣事，從容不迫地悠遊另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從而獲得身心的充

                                                 
* 吳福助，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退休。 
1 薛慧、趙紅瑾《紅樓夢養生智慧》，台北：人類智庫數位科技公司，2011 年 5 月 6 日。 
2 筆者擔任竹山欣榮圖書館《紅樓夢》讀書會導讀老師。 
3《東京圖書館紀行》筆者買回家後，經過細讀，覺得內容確實精彩。隔天再去書攤，

想把剩餘的 3、4 本全部買下送人，沒想到這樣冷門的書竟然賣光了，可見臺灣社會

愛書人還是不少。經查性質相同圖書尚有玄光社編輯、李靜宜譯《京都圖書館紀行》

(臺北：麥田出版社，2015 年)，可以對照參看。 



書評 

57 

分休息，並喚醒沉睡的潛能，產生旺盛的新精力。旅遊的景點，一般都是名

勝古蹟，講究吃喝玩樂，參觀的頂多是博物館之類，不會把公共圖書館列入

遊覽項目。公共圖書館多半遠離住家生活圈之外，往往給人難以親近的印象。

尤其現今已經邁入電子書時代，閱讀紙本書的人越來越少，再加上紙本圖書

目錄數位化，透過館際合作，借還圖書相當便利，因而公共圖書館離我們的

日常生活更是遙遠，一般人駐足前往的機會很少。《東京圖書館紀行》一書卻

是提出創意十足的構想，倡導的是另類的「知性之旅」，就如同封底標語所說：

「東京的另類知性之旅，滿足未知的知識庫：放下一切，讓我們去讀書吧！」

這種拓展新旅遊風氣的構想，倡導文化傳承，建構書香社會的理念，真是值

得我們為之喝采叫好！  

本書分為「歷史悠久的圖書館」、「充滿藝術味的圖書館」、「產生交流的

圖書館」、「在專門圖書館發現新世界」、「更具深度的圖書館」5 個單元，分別

介紹東京 30 間特色圖書館。書末附有 30 間圖書館的連絡資訊和地圖，另有

其他 17 間值得推薦的東京專門圖書館名錄，包括聯絡資訊及簡介。封底全書

內容提要說：「東京圖書館除了館藏豐富，其設計也均出自各名家大師，為的

是讓來的人可以享受到更好的閱讀氛圍。本書不僅富有東京 30 間特色圖書館

資訊和簡介，尚有藏書訊息、圖書館趣聞以及不可不知的圖書館專業用語解

說，是一本愛書人絕對不能或缺的好書。」全書除了介紹歷史悠久，藏書豐

富，容易引發思古幽情的圖書館，還介紹紙張、漫畫、飲食文化、郵票、印

刷、廣告、天文、戲劇等類博物館附設的專業圖書館，內容多元，文字簡練，

圖片豐富，排版精美，繽紛多彩，賞心悅目，可以讓我們大開眼界。  

本 書 最 令 筆 者 激 賞 的 是 有 關 國 立 國 會 圖 書 館 的 介 紹 。 國 立 國 會 圖 書 館 是

日 本 唯 一 的 國 立 圖 書 館 ， 因 為 實 施 圖 書 呈 繳 制 度 ， 日 本 全 國 所 發 行 的 出 版 品

都會送往此地收藏，就算是特別稀有的書籍，至少都會藏有 1 本。截至 2010

年為止，藏書量已高達 9698593 本，未來將以每年約 20 萬本的數量持續成長。

書中介紹說：「建於 1986 年的新館從外觀看起來是 4 層樓建築，其實地下達

到 8 樓，地下樓層全部都是書庫，地下 30 公尺的書庫是非常罕見的設施，書

架排在一起的總長大約可達 240 公里，如果再與本館的書架(總長約 169 公里)

並 排 ， 大 約 就 是 東 京 到 大 阪 的 距 離 。 」 (頁 116)又 ：「 書 庫 可 見 求 職 情 報 誌

《TOWNWORK》全國過期號，雖然刊物內的求職情報已經過期了，透過長期

保存誕生出『反映時代』的新價值。」(頁 117)又：「珍貴書籍或較難保存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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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可 透 過 微 縮 膠 卷 與 數 位 資 料 來 閱 讀 ， 但 圖 書 館 依 舊 將 原 書 妥 善 保 存 ， 這 也

是為了避免圖書的紙質、印刷方式、裝訂方式等珍貴資訊流失。」(頁 117)又：

「 很 多 書 即 使 現 在 鮮 少 為 人 閱 讀 ， 但 未 來 也 許 還 會 派 上 用 場 。 書 庫 的 溫 度 設

定為 22 度、濕度約為百分之 55，甚至比一般辦公室的環境還要舒適，因為書

籍 扮 演 重 要 的 地 位 ， 館 方 會 繼 續 致 力 於 書 籍 的 修 復 與 保 存 。 國 立 國 會 圖 書 館

肩負著傳承未來的重大任務。」(頁 117)上述這種致力於圖書的收集與保存，

守護珍貴的知識財產，永續經營，傳承未來的理念非常珍貴稀有。筆者 50 年

前 就 讀 東 海 大 學 ， 經 常 利 用 東 海 圖 書 館 查 書 ， 並 在 圖 書 館 工 讀 。 當 時 圖 書 館

館 長 是 沈 寶 環 教 授 ， 他 是 留 學 美 國 的 圖 書 館 學 著 名 學 者 ， 曾 經 創 辦 臺 灣 首 刊

《圖書館學報》，倡導圖書館管理學的經營理念。我屢次聽他宣說圖書跟人一

樣 ， 會 有 「 生 、 老 、 病 、 死 」 的 生 命 歷 程 ， 所 以 圖 書 館 的 藏 書 ， 要 經 常 汰 舊

換 新 ， 以 便 迎 合 社 會 的 需 求 ， 跟 上 時 代 的 腳 步 。 這 樣 的 求 新 求 變 、 經 世 致 用

經 營 理 念 ， 對 像 我 這 樣 沉 醉 於 傳 統 古 文 獻 的 芬 芳 的 人 來 說 ， 覺 得 非 常 奇 怪 ，

難 以 理 解 。 筆 者 後 來 發 現 這 種 圖 書 「 生 、 老 、 病 、 死 」 生 命 歷 程 的 觀 念 ， 不

僅 普 遍 存 在 於 圖 書 館 學 界 ， 甚 至 遍 及 一 般 社 會 大 眾 。 因 此 ， 除 了 極 少 數 以 鑽

古 書 為 志 業 ， 傳 承 傳 統 文 化 的 有 心 人 ， 以 及 有 嗜 古 趣 味 的 收 藏 家 ， 以 及 懂 得

待 價 而 估 的 古 物 商 ， 大 家 的 觀 念 普 遍 認 為 不 合 時 宜 的 舊 書 應 該 及 時 淘 汰 丟

棄 ， 避 免 侵 占 有 限 的 藏 書 空 間 。 臺 灣 社 會 普 遍 欠 缺 像 日 本 國 會 圖 書 館 那 樣 ，

把 圖 書 文 獻 當 作 記 錄 時 代 資 訊 的 史 料 ， 甚 至 是 傳 承 文 化 命 脈 的 載 體 ， 必 須 永

久 珍 愛 典 藏 ， 便 利 後 人 查 考 利 用 的 理 念 。 筆 者 編 纂 臺 灣 傳 統 文 學 圖 書 目 錄 ，

發 現 自 明 鄭 以 來 三 百 多 年 ， 臺 灣 全 島 文 風 鼎 盛 ， 作 家 如 雲 ， 連 綿 發 展 ， 從 未

間 斷 ， 但 是 歷 代 作 家 作 品 的 寫 本 、 刊 本 卻 是 亡 佚 相 當 嚴 重 。 筆 者 歸 納 臺 灣 傳

統 文 學 文 獻 亡 佚 的 根 本 原 因 ， 不 在 於 一 般 人 所 歸 咎 的 戰 亂 頻 繁 ， 或 是 水 火 無

情的災難，其實是後代子孫及整個社會不懂得愛惜圖書的緣故 4。臺灣政府文

化 單 位 如 何 懂 得 及 時 制 訂 圖 書 文 獻 永 續 保 存 政 策 ， 進 而 編 列 預 算 徵 集 民 間 圖

書，獎勵民間捐贈圖書 5，並妥善加以整理保存，看來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6。 

                                                 
4 詳見吳福助主編《臺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 年 1 月初版，

〈自序〉，頁 4-5。 
5 由於一般圖書館接受贈書條件嚴格，再加上館員態度普遍不夠積極，以致筆者曾於校

園垃圾桶撿獲多本值得保存的學術圖書，多位退休同仁也都有不知要將畢生藏書捐

贈給誰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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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有關圖書館利用方法的陳述，筆者認為下列 3 點特別值得加以強調： 

1.擴大觸角範圍 

由於圖書館的書籍分類相當詳細，我們通常都會在特定的書區找書。有

時不妨嘗試在同類書區查閱相關書籍，或許會有意外收穫。如能進一步造訪

一下不熟悉的書區，說不定可以擴大我們的觸角範圍，從而對全新的領域產

生興趣。(頁 102) 

2.挖掘沉睡圖書 

千代田區立日比谷圖書文化館的嶄新嘗試之一，就是該館定期舉辦「個

人新發掘書籍」講座，「大家可以針對最近找到的書籍來發表意見，交流讀書

心得。長期沉睡於書庫的書籍終於能重見天日，為人所閱讀與談論，產生全

新的發現與創造性。」(頁 66)挖掘館藏沉睡已久的圖書，類似考古活動，充

滿探險的樂趣，可以激發潛能，滿足我們的好奇心。  

3.善用諮詢服務  

「將沉睡已久的藏書從書庫取出，這對館員來說也是一件值得開心的事

情。」(頁 113)「建議可以在出門前先搜尋想要的資料，如果還是找不到時請

務必詢問館員。也許有人會認為只是個人感興趣，而不好意思借助於參考諮

詢服務；但透過相關的服務協助下，專門圖書館就會變成更親切的存在，這

也是體驗圖書館樂趣的最大秘訣。」(頁 90)如今是民主進步的時代，圖書館

館員的服務態度一般都很不錯，不妨善加利用。 

最後，本書序言堀江敏幸〈生氣蓬勃的異國〉的奇特觀點，頗值得我們

重視：「光是只有豐富的藏書與寬敞的閱覽室，並不能算是一間正統的圖書

館，包括每天利用圖書館的當地居民，以及固有的文化氣息等更是不可或缺

的要素。我直到現在才終於理解，書籍是具有生命的物品，也會因為接觸書

籍的人而改變內外的表情。伴隨著不同的城鎮與居民，書籍的本質也會有所

改變，人們會營造出書籍真實的面貌，最後才會形成圖書館的空間。」又：「讀

者們的閱歷與無形的力量，改變了書籍的磁場，圖書館也因此轉變為生氣蓬

勃的異國。」圖書因讀者的性情、經歷、興趣、目的不同，從而產生多種閱

讀效應，甚至營造圖書館特殊的地方氛圍，這是「閱讀學」嶄新的課題，值

得細心觀察，增添閱讀樂趣。 

                                                                                                                              
6 國立臺灣文學館徵集典藏臺灣文學文獻，建構「文學文物學」新興學科，成果相當豐

碩可觀，已經確立典範，詳見《台灣文學館通訊》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