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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典藏校史文獻的經過與收藏概述 

流通組 謝鶯興 

一、前言 

根據圖書館現有的文獻記載，發現館內典藏「校史文獻」單位名稱的改

變和單位內收藏文物內容的逐漸豐富性，是互為因果，有著密切的關係。 

1955 年 11 月 2 日，東海大學圖書館創立(暫置男生宿舍)，因擁有為數不

少的線裝古籍，故在「採訪編目組」下設立「古籍特藏股」，或簡稱「古籍股」，

專責古籍特藏的登錄、分類、編目、考訂、典藏等工作；後來提升為古籍組。 

1982 年教育部修訂頒布「大學法」及「大學規程」。人事室奉教育部核覆

將「古籍組」更名為「典藏組」。1995 年 4 月 22 日，依第五次臨時校務會議，

「修訂東海大學組織規程」，圖書館已無「典藏組」的名稱，多了「特藏組」

名稱。1996 年 6 月，東海完成「組織規程」修改，正式將圖書館「典藏組」

改名為「特藏組」。2006 年 9 月 1 日，特藏組虛級化，組長與組員調到流通組，

參與流通櫃枱的值班工作。特藏組並改為流通組四樓特藏室，習慣上大家仍

稱為「古籍室」。 

二、圖書館典藏「校史文獻」過程 

(一)探源 

東海對於校史文獻的重視，創校初期，1955 年 11 月 24 日，校長室即發

文函告各單位「保存完整史料」：「奉校長諭：本校為保存史料起見，自開學

始，各單位重要公文、函、電、公告、章則、演講稿、議程、議事紀錄、報

告、柬帖等各文件，均需依照日期順序檢送副本送存校長室，暫定每週一檢

送一次，即請查照為荷。」 1 

曾校長提出「保存完整史料」的指示，是將「副本送存校長室」，至於「校

史室」的成立，依現存可見資料所呈現的，是到了 1975 年謝明山校長時期開

始著手規劃進行。 

1975 年 8 月 18 日，謝明山校長主持行政會議，通過「設立校史室」：「本

校現正籌設校史室，暫設圖書館內之芳威薕夫人紀念室內，凡同仁珍藏有關

校史，包括有紀念價值之文獻或圖片，敬請惠贈，俾便永久保存，本校於接

受捐贈時，除由校方函謝外，並將捐贈或保管人姓名，永誌於紀念物上，藉

                                                 
1 見謝鶯興《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籌備期至六十年之部(增補本)》，頁 17，1999 年 8

月，東海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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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酬謝。即日起請洽圖書館高館長或校長室杭立慈先生。」 2 

同年 9 月 30 日，校刊報導「成立校史室請惠贈著作」：「本校於 10 月 15 日

前將成立校史室，徵求各同仁大著，凡各位同仁同學，或早期離校同仁(由所

屬系所負責收集)有著作者，務請於 10 月 8 日前，各檢送一冊，交校長室杭立

慈先生，存校史室作長久之陳列，俾校外人士前來參觀本校時予以介紹。」 3 

10 月 15 日，報導「校史室即將成立，盼同學提供資料」：「負責保存本校

完整記錄的校史室，已定於 11 月 2 日校慶時正式成立，並同時對外開放。這

次成立校史室的決定係由行政會議所提出的。校史室的籌備工作刻正積極進

行中，主要由杭立慈先生及高振華先生負責。校史室的地點初步決定暫設於

圖書館二樓的芳衛廉夫人紀念堂中，俟本校第四學院完工後，將另闢一專室

做為校史室永久場地。據主要負責籌備工作的杭立慈先生表示：今後校史室

將對本校所有活動經過資料進行搜集與保存。希望全校各單位、學系、社團

及個人，都能將與東海有關的各種文件、著作、社團出版物及圖片等，提供

校史室保存或經校史室影印後奉還。另外校史室在今後也將擔負起為外賓簡

介的工作。為配合這一工作，校史室經由建築系協助製作了二座校史模型：

一座是全校模型，另一座是主要活動區域的大模型(包括從鐘塔到陽光草坪的

範圍)。這二座模型亦將於校慶時展出。」 4 

1975 年謝校長指示成立「校史室」，是「暫設圖書館內之芳威薕夫人紀念

室內」，「由杭立慈先生及高振華先生負責」，「俟本校第四學院完工後，將另

闢一專室做為校史室永久場地」，根據報導，「主要負責籌備工作的」是校長

室杭立慈先生。 

當時規劃放置地點是在「圖書館內之芳威薕夫人紀念室」，因而圖書館已

典藏部份的「校史文獻」，所以 1980 年 5 月 26 日，鄭得安館長在行政會議中

報告：「本館存有本校早期校史資料，校史編纂小組可至本館查閱。」 5 

1986 年 9 月 15 日，梅可望校長在行政大樓第一會議室召開「校史館籌備

委員會議第一次會議」，討論「校史館應該放置那些東西」6。胡家源副館長報

                                                 
2 見 1975 年 8 月 19 日《東海簡訊》，標題作「籌設校史室敬提供資料」。 
3 見 1975 年 9 月 30 日《東海簡訊》。 
4 見 1975 年 10 月 15 日《東海新聞》。 
5 見謝鶯興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民國六十年一至七十年之部》，頁 321，2010 年 10 月，

東海大學圖書館。 
6 與會師長紛紛提出意見，呂士朋老師提出：「各單位的文件及記錄，如行政會議記錄

等，應移交校史館保存，作為編輯校史之主要資料。並應設一祕書，以專人負責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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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行政會議記錄圖書館有保存。最早的英文版及最近的都保存了。吳校長

時代的校刊，及校長報告書，謝校長時代的簡訊、梅校長時代的雙週刊(校刊)

及董事會十週年報告等，圖書館都有保存。」 

鄭館長說的「本館存有本校早期校史資料」，應該就是副館長報告的：行

政會議記錄、校刊、簡訊、雙週刊、校長報告書及董事會十週年報告。 

佐以胡副館長於 1994 年 5 月榮退之前，將他保管的「校史文獻」整理後，

簽請閻志洪館長同意移送到典藏組，羅列的清單：「1.圖書館學報 v.1~v.11(己

絕版，50 年 12 月《文星》雜誌以專文介紹，深得佳評)，48 年元月創刊號出

版。2.東海學報 v.1~v.20 所存不多，v.21 以後各卷或有餘本，48 年 6 月創刊。

3.創館初期文件(約四、五件)，其中含首任館長沈寶環報告書(英文)。4.歷年行

政會議紀錄(精裝合訂本，創校初期紀錄為英文)。5.早期東海簡訊、校刊、校

長報告書等(均已合訂)。6.蔣公紀念館、校史室(館)資料(含目錄及簽呈等件)。

7.警總及保安司令部核辦『禁書』(大陸出版品等)公文檔案，並附治安機關查

驗『禁書』管理簡報資料。8.教育部評鑑大學圖書館時，所提簡報資料(本館

名列前茅，參見民生日報 72.12.15)。9.清點館藏紀錄(含遺失清單)。以上各項

均存小間內，第 1、2 兩項在木架上，其餘均存鐵櫃內，小間遷移時(改作主機

房)應妥為處理。」館長批示：「請雅麟(可找惠英協助)將副館長所列九項清點

後移交編目組，編目後送典藏組之校史館。」 7 

同年 5 月 30 日，副館長又簽請館長同意將「近日來整理所存之文件，擬

准一併送典藏組處理」，是因其中部份文件可選作校史文獻之用，如 Crawford

時代書函及英文手諭、學者專家對圖書館的評論、早期各項統計表等。館長

裁示：與校史、館長有關者，可撿出交編目組鍵檔編目後送典藏組。 

1995 年 1 月 10 日，圖書館期刊組鍾素明組長簽報館長，請同意將「待裝

訂室收藏之本校校史、校友通訊錄、教職員、畢業生通訊錄、畢業生紀念冊、

校刊等資料，擬予以撤架，並送編目組編目後，移送典藏組典藏。」 

從胡副館長在「校史館籌備委員會議」的報告、1994 年二次的「簽呈」，

及期刊組鍾組長的「簽呈」，可以知道圖書館現有的部份文獻，至遲從 1975

                                                                                                                              
完整之校史資料」。蔣勳老師提出：「以史學角度作詳細之文獻處理」。王天昌老師提

出：「保存從創校到現在之文獻資料」。歐保羅老師提出：「校史館可以表現下列各主

題：(一)突出的人物。(二)課程之擴增。(三)相關課程的結構及關係。(四)大事記。」 
7 1994 年 5 月 28 日，胡副館長提報「為保存下列各項資料，特簽報館長批交有關同仁

辦理」簽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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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成立「校史室」之後，「校史文獻」的相關資料，從杭立慈先生與高振華館

長負責放置在「芳威薕夫人紀念室」，轉成由副館長保管，分別存放在「副館

長辦公室」及「期刊待裝訂室」，這就是現存校史文獻典藏的由來。 

(二)典藏資料的變異與典藏單位名稱的改變互為因果 

館藏「校史文獻」的集中管理與遞增，牽動到典藏單位名稱的改變；典

藏單位名稱的改變，「名符其實」的業務，豐富「校史文獻」的典藏。 

1993 年 2 月 25 日，典藏組鑑於「校史文獻與檔案資料業務」的增加，簽

報閻志洪館長，「建議」：「作為一所大學圖書館，除有輔助教學與研究的各種

媒體資料，應為蒐羅外；一些有關本校的文獻與檔案亦應徵集典藏。如：校

史文獻、檔案資料、本校出版品、師生校友著作。凡有關本校的文獻，如：

會議紀錄、歷史照片、檔案、紀念冊等，這些文獻的庋藏，不僅可給本校留

下一份珍貴的歷史記錄，同時對學校的發展研究，增進校友的凝聚，具有相

當的助益；至於本校、各院系或學生社團的出版物，如：專書、研究報告、

學術研討論文集、學報等，則可見學校在教學研究上的業績。因此，在校史

館組織編制尚未完成前，有關校史文獻、檔案資料的徵集與典藏管理，由本

組先行進行，假以時日再將具體的成果，有系統的送至校史館展示，它日如

校史需要再版修訂時，亦可資佐證。茲擬定有關校史文獻檔案資料的初步工

作項目如下：1.擬訂本校檔案管理辦法。2.擬訂本校出版品送繳辦法。3.擬訂

本校大事記編纂辦法與編輯本校大事記。4.擬訂本校年表編纂辦法與初編本校

年表稿。5.蒐集本校出版物(包括學生社團刊物)。6.蒐集本校有關校史之圖片：

歷屆畢業生紀念冊、歷屆畢業典禮照片、其它有關校史之照片。7.蒐集有關校

史之文獻：A.創校籌備委員會會議、校務會議、行政會議、教務會議、訓育

會議、及其它重要會議如董事會議、學校發展會議等之重要會議紀錄。B.歷年

工作檢討報告。C.歷年中英文本校概況。D.歷年教職員錄。E.校友通訊錄。F.

本校規章彙編。G.校長對校務發展之言論。H.學生手冊。I.其它重要文獻。8.

徵集教職員、校友著作並編製目錄。9.剪集有關本校報導之報章雜誌。10.答

覆有關校史之詢問。」副館長簽註：「陳述詳盡，切合需要，如能於建校四十

周年慶成立『校史室』，則深具意義，但限於人力權責，宜呈報校長裁示後遵

辦」。館長裁示：「一、計劃甚佳，可進行一些目前能力可能觸及部份。二、

現在校史館可暫不收編，將來可建議為展示校史地方。三、編制由典藏組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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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擴充，經費由現行預算開支或酌情逐漸增加。」8並指示：蒐集各任董事長、

校長、館長之大型照片(或事後放大成統一規格)配以上等框架(統一規格)，然

後擇適當館地分組陳掛。 

顯現此時期，典藏組的角色與任務，逐漸從典藏線裝古籍、大陸出版品

等資料，轉變成包含校史文獻等特藏資料，讀者已無法從組別的名稱上確實

地掌握典藏的資料及服務的項目。因此也曾在同年 10 月的「館務會議」提出

「圖書館特藏政策報告書」，希望能將典藏組正名為特藏組。 

1994 年 1 月 18 日，「第 118 次校務會議」，吳福助與張玉生兩位教授「提

案」：「請擴大本校圖書館『典藏組』功能，徵集特藏『校史文獻』」，說明：「一、

民國六十年教育部在(60)訓字第一八九三號令中，曾要求各級學校成立『校史

室』；將有關創校之文獻，以及有關校譽之各種資料，妥為蒐集、詳加整理，

並作有系統的展覽。目前，在本校中正紀念堂內有校史館一間，是在民國七

十五年時為慶祝創校三十周年設置的。在籌備會議中，雖有委員提議校史館

內應放置各單位的檔案文件、會議紀錄、大事記、校史文獻、檔案照片、文

獻目錄等，但最後因館內空間限制及當時人力、時間有限，使得校史館的功

能被定位為展示發展與成果的場所，而非文獻館。目前，校史館內所展示的

資料僅有：1.歷任董事長及校長的照片；2.本校民國四十四年至七十三年收支

統計表、學生人數統計表，及與美韓各大學締結關係資料表等；3.呂士朋教授

的《東海大學的誔生》一文；4.校景建築模型等。至於有關人員編制與職掌等，

則未作決定，故目前並無專人負責。二、『校史館』所急需徵集特藏之相關『校

史文獻』，可考慮包括下列諸項：(一)各單位公文檔案，會議記錄(如創校籌備

相關檔案，校務會議，行政會議，教務會議，訓育會議等之記錄)。(二)重要

歷史照片、錄音帶、錄影帶(如校慶及畢業典禮照片、校況簡介錄影帶等)。(三)

各單位出版品(如校刊、本校概況、規章彙編、教職員名錄、學報、學術會議

論文集等)。(四)教職員、校友出版著作。(五)各系、研究所畢業生『學位論文』。

(六)學生社團刊物(如歷屆畢業生紀念冊、各系學會系刊、社團刊物)。(七)創

校初期建築材料(如教堂瓷磚、學生宿舍檯燈、教職員宿舍燈罩等)。(八)輿論

報導(國內外報刊雜誌對本校之報導)。三、由於目前『校史館』空間有限，缺

乏人力，『校史文獻』徵集特藏工作，可考慮委由圖書館典藏組負責。該組原

稱『古籍特藏股』，後來改稱『古籍組』、「典藏組」。目前該組已從典藏線裝

                                                 
8 見 1993 年 2 月 25 日典藏組簽呈：「增列庋藏校史文獻、檔案資料業務有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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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發展為典藏特藏文獻資料(如徐復觀、戴君仁、周法高、方師鐸、張學

良等之贈書，以及西文珍本、大陸出版品等)，宜釐清其職掌，改稱『特藏組』，

並擔負『校史文獻』特藏資料之徵集、庋藏與利用任務。」當時「決議」：「通

過，交行政會議討論決定」。 

翌日(1 月 19 日)，行政會議中，校長裁示：「一月十五日校務會議通過『擴

大圖書館典藏組功能、徵集特藏校史』案，其實施細節經決議仍請原提案人

吳福助教授等與圖書館閻館長先作具體研商後再議。」 

同年 5 月 11 日，行政會議中，吳福助教授報告：「擬訂本校『校史文獻』

徵集委員會組織章程、『校史文獻』徵集及典藏辦法各乙份，提請討論」。「決

議」：「有關『校史文獻』徵集委員會組織章程、『校史文獻』徵集及典藏辦法，

事涉軟、硬體設備、經費、人力(人員、專長)等因素，請先與圖書館館長確切

研商後提會再議。」 

此時因涉及「軟、硬體設備、經費、人力(人員、專長)等因素」，典藏組

的「釐清其職掌，改稱『特藏組』，並擔負『校史文獻』特藏資料之徵集、庋

藏與利用任務」建議暫時中止，但校內一些單位面臨各自擁有的「校史文獻」

保存問題，分別簽請校長同意移交圖書館典藏。如： 

1995 年 3 月中旬，總務處保管組告知圖書館：「總務處庫房儲藏本校校史

文獻」，鑑於：「此批校史文獻，相當珍貴，由於庫房潮濕，不利紙品保存，

擬進行處理，但又不知道該何處理；因此才建請由具有專業的圖書館處理。」

館長隨即指示典藏組「逕行與總務處接洽處理有關保管組庫房儲藏校史文獻

之事。」3 月 14 日典藏組前往瞭解，回報「保管組存有兩間庫房的印刷品，

這批印刷品主要為本校早期的出版品，……尚有為數不少的東海大學概況、

簡介及其他校史文獻。」3 月 22 日，圖書館簽請校長同意圖書館可以本著：「1.

充實本館校史文獻；2.增補與汰換館藏；3.超過館藏複本政策者即依『汰書辦

法』處理」等原則進行處理」。 

1996 年 7 月 19 日，總務處保管組簽報校長「本校珍貴校史文獻資料清冊

(如附件)9，擬請同意移交本校圖書館特藏組妥為保存」，說明：「一、本批文

獻為早期學校保存之文獻，本組於八十四年五月中旬，因整理本組所屬之男

生宿舍十二棟倉庫而取出。二、本批文獻曾提供協助東海大學創校四十週年

特刊《東海風》之編輯，其中許多史料文獻彌足珍貴，甚獲東海校內師長、

                                                 
9 清冊內容分：照片、底片、影帶及資料等四大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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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以及校友之好評。三、本組有感於校史文獻保存之重要性，但諳於本

組對校史文獻之整理、保存、防潮等專業知識及設備顯有不足。」8 月 2 日 ，

校長同意後，將這批文獻與清冊送交特藏組典藏。 

1996 年 8 月 1 日，林振東館長上任，即於 1996 年 9 月 3 日，「呈報有關

建議學校出面徵集『東海大學路思義教堂設計(藍)圖』事宜」，說明：「一、本

校路思義教堂是台灣建築在世界性建築雜誌上露臉的僅有建築物。是棟具有

『文化資財』價值的建築物。二、根據設計者陳其寬老師宣稱：路思義教堂

的原設計曾發表于一九五七年三月號的 Architecture Forum 雜誌上，原是以木

構、『薄殼』理論設計的。然而為遷就台灣當地的環境需要，最後改成 RC 結

構建造，似乎已非『薄殼』建築。目前為止，這仍是個『謎』。三、要解開這

個『謎』，陳其寬老師說：必需具備兩樣東西。其一是鳳後三先生(路思義教堂

的結構力學設計者)的設計書，其二就是營造廠的施工圖。鳳先生已死，路思

義教堂設計圖，下落不明。僅剩下營造廠老板吳艮宗先生的教堂施工圖。陳

其寬老師曾告訴我們建議學校出面徵集保存。以待他日建築學界能解開這個

『謎』。四、去年九月本館黃文興組長經陳老師介紹，認識吳艮宗先生，除作

訪問記錄外，亦借回『東海大學路思義教堂設計(藍)圖』，由黃業強老師進行

電腦複製，以供教學研究之用。目前黃業強老師的繪圖工作已經完成，本館

亦保存一份。惟若能徵集原手繪藍圖，列為本館特藏，對本校將更有意義與

價值。經黃文興組長聯繫，已獲吳艮宗先生的原則同意。五、為表示本校的

誠意與對此事的重視，建議：A.以學校名義出面徵集。B.能舉行正式的贈送儀

式，以示隆重。如於校慶時。C.回贈有紀念意義的禮物。如教堂的黃色琉璃面

磚，以錦緞盒包裝，作為贈送貴賓禮物。此一意念出自陳其寬老師的構想。」 

1996 年 9 月 9 日，館長又於組長會議指示特藏組將「特藏資料展示櫃」

挪移至一樓，方便讀者瀏覽，提高展示效果。特藏組將展示櫃移至大門入口

處，以「特藏櫉窗主題展示」名義，開始進行校史文獻整理的成果展示。展

示「東海名人錄系列」第一本《東海英語教學奠基者--柯安思教授》專輯。 

1996 年 12 月 21 日至 1997 年 1 月 15 日，適逢首任校長曾約農先生逝世十

周年，館長指示，圖書館應以校史文獻典藏單位的名義，舉辦紀念曾校長逝

世十周年「新地平線上--東海老照片展」，特藏組即以「揭示」創校師長的教

育理想，並「激勵」東海人投入鎔鑄傳統的熱誠的觀念，配合辦理與展示(見

當時圖書館發出的「新聞資料」)。 

隨著「典藏組」更名為「特藏組」，陸續進行「校史文獻」的蒐集與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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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也逐漸顯現，加上館內調整各組業務，原置於二樓本校的「學位論文」

與「畢業紀念冊」，併入特藏組典藏的業務中，「校史文獻」的內容越加豐富，

也越加多樣化。 

1998 年 10 月 8 日，總務處將「校史館」及「蔣公紀念館」及其所陳列的

文物列冊，移交圖書館管理，館長將之劃歸於特藏組負責，統籌相關事宜，

校長指派當時校長室秘書陳瑞洲先生到圖書館，支援整理校史文獻，於是「東

海名人錄系列」的文獻整理，得以名正言順的進行。 

1998 年 11 月 19 日，特藏組簽報「『校史文獻』之相關業務範圍與工作項

目」，規劃出「業務範圍」：「『校史文獻』為本組特藏之一，本組負有『校史

文獻』的徵集、典藏、整理與諮詢等工作，其工作性質有如校史檔案館。『校

史館』的性質可以是檔案館，也可以是校務發展簡報資料館。在有關『校史

館』的屬性，尚未釐定與法制化之前，本組謹將『校史館』納為本組『校史

文獻』業務項下之『校史文物展示館』。因此，本組之校史文獻業務統籌有關

『校史文獻』之徵集、典藏、整理、諮詢展示。」對於「『校史文獻』的範圍」

界定為：「1.各單位之公文檔案，如已經結案，具有案例與永久保存價值者。

2.各式會議記錄(如創校籌備相關檔案、董事會議、校務會議、行政會議、教

務會議等之各項會議記錄)。3.校長施政報告書、各式規劃、工作報告書。4.

重要的歷史照片、錄音帶、錄影帶(如校慶及畢業典禮等之照片、校況簡介等)。

5.各單位之出版品(如校刊、本校概況、規章彙編、教職員名錄、學報、學術

會議論文集等)。6.教職員、校友之出版著作。7.各系所畢業生之『學位論文』。

8.學生社團刊物(如歷屆畢業紀念冊、各系學會刊物、其他社團刊物)。9.創校

初期建築文物(如教堂琉璃、學生宿舍檯燈、教職員宿舍燈罩)。10.輿論報導(國

內外報刊雜誌對本校之報導)」。 

1999 年 2 月 23 日，總務處文書組簽請校長同意將該組「經管早期檔案資

料」移交圖書館，理由：「該項早期檔案資料，久己失去使用功能，然對本校

校史，却彌足珍貴，極具重要價值，經協調圖書館樂予珍藏。」該批檔案近

二百個卷宗，是 1971 年之前的文件。這些檔案文件，編纂《東海大學五十年

校史》時，扮演頗重要的角色。 

2000 年 5 月 5 日，文書組將「經管學校早期照片印刷鉛版乙批計九十六

枚」簽請校長同意「移交圖書館庋藏」。原因是：「總務處近因進行『行政中

心』頂樓消防設施改善工程，施工完畢，本組於清理工程廢棄物、復原檔案

室之際，發現有學校早期照片印刷用之鉛版乙批計九十六枚，其內容部份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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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於第一、二屆畢業紀念冊及《東海風》之中，對本校校史深具意義。」 

2008 年 8 月 28 日，總務處將佩蓉館文物遷往「校史館」後，特藏組在<

校史館搬遷備忘錄>記載：1.總務處保管組急於將佩蓉館文物遷往中正紀念堂

校史館。2.圖書館在館長指示下：將校史館文物移回圖書館四樓角間存放。…… 

4.既然有此一空間，可能會將該室當作校史文物的存放空間，想要規劃出可以

展示，似乎有點困難。但是倒是可以將一些姐妹校、或第一會議室的字畫，

以及校園鳥瞰鑲嵌照移往此一空間存放。5.可能也必需考慮要製作清冊或是文

物目錄。 

從上述的文獻記載，可以瞭解，校史文獻的徵集與典藏，和「校史室(館)」

的建置有著密切的關連；不論一開始是由校長室或籌備委員會統籌規劃，這

些文物資料，總會因圖書館具有圖書文獻的專業背景，最後移交圖書館管理，

如 1975 年成立的「校史室」，1986 年成立的「校史館」皆是，甚至是 2008 年

總務處將「佩蓉館」文物遷到「校史館」的地點後，亦移轉成圖書館負責、

管理。 

三、圖書館收藏校史文獻的類型 

圖書館數藏的校史文獻，目前是置放在四樓特藏室與靠工業區的庫房，

約略可歸納出下列幾個大類： 

1.早期文物，有：各單位撤除的單位招牌、奉獻箱、舊書車、中英文打字

機、來賓或姐妹校贈送的紀念品，建築物的模型(校長公館、社科院、陳其寬

木作教堂模型)，校園鳥瞰鑲嵌照(空照圖)，早期幾屆的「畢業生團體照」、「新

地平線上--東海老照

片展」的照片，今日

東大(第一屆畢業典

禮)等。 

2.公文檔案方

面，則有：文書組移

轉前三任校長時期

的部份公文(文稿)，

學校各項工程合約

書，英文信件，校務

發展計劃或白皮

書，評鑑資料，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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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文件，申請增設學系計畫書，東海-懷恩土地訴訟案，上課時間表暨選課說

明，校園整建規劃報告，課程教學計畫，學生缺席週報表等。 

3.會議記錄，有：董事會會議記錄，校務會議記錄，行政會議記錄，系所

主管聯席會議記錄。 

4.學校刊物，有：歷年校刊(東海校刊、東海簡訊、東海新聞、東海雙週

刊、東海校訊)，校史(十年畫刊至東海大學五十年校史共八本)，學報(東海學

報、各學院學報、中文學報)，社團刊物(東風、校園解說員社、葡萄園、東海

采風、學生議壇、思想枝、人間札記、濁水溪、東潮、大度山、成報新聞、

東海夜刊、生活促進會專刊、大度風、東海焦點、自治議論、東海第二春、

野百合通訊、北極星、東海學生團契契刊)。 

5.學校出版品，有：圖書館出版品(圖書館學報、圖書館小叢書、名人錄

系列、線裝書整理系列、圖書館日誌)，系所單位出版品(東海文藝、東海文學、

勞作教育叢書--東海大學勞作風格、東海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專刊、東海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史學會刊、東海經濟論叢、環境科學雜誌、東海化學、東海大

學畜牧學報、工業工程系刊)，路思義教堂紀念集，東海簡介、東海概況，各

學院概況，各系所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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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它：A.學術成果：各系所學位論文、教職員著作、教職同人著作目錄、

圖書館同仁工作成果集目錄彙編。B.輿論剪報：1979 年至 2005 年。C.歷屆畢

業紀念冊。D.教職員名錄。E.日夜間部兼任教師名冊。F.規章彙編、行政章則。 

上述資料類型頗眾，但刊物方

面未能蒐羅齊全，有待校內師長或

校友們的捐贈(或提供複製)。 

四、小結 

有人說：只要願意去做，就永

遠不會太遲；只要你願意往前踏出

一步，就是好的開始。應該就是「亡

羊補牢，為時未晚」的另種說法。

東海「保存學校史料」的觀念與作

法，早在 1955 年 11 月的創校初期，

就已經開始進行；成立「校史室」

以收藏學校各種史料，是在 1975 年

11 月；「校史館」的成立，「保存從

創校到現在之文獻資料」，「校史館

可以表現下列各主題：(一)突出的人物。(二)課程之擴增。(三)相關課程的結

構及關係。(四)大事記」，則在 1986 年 11 月提出的。1994 年「第 118 次校務

會議」，吳福助教授在「校務會議」提議「典藏組」宜「釐清其職掌，改稱『特

藏組』，並擔負『校史文獻』特藏資料之徵集、庋藏與利用任務」，惜「事未

果行」。 

在上述諸多師長的努力爭取與珍惜下，「校史文獻」的保存，已略見成果，

但大部份仍分散在各單位，若從徵集、典藏及整理的作為上來說，仍有待整

合與加強。探討其主要因素，應該是在「校史館」的成立之初，被定位為「陳

列展示」之用的觀念所造成。 

「讀史可以知興替」，上述所列資料，皆從館藏的文獻中整理出來，約略

可以知道圖書館典藏「校史文獻」的由來及經過，典藏資料的多寡、是否整

理、能否提供校內各單位使用，足以影響師長們的關心、認知與支持；資料

蒐集的越加豐富及整理，可以改變典藏單位的業務範疇和單位名稱，使達到

「名實相符」，使用者能從名稱上瞭解其業務和提供的資料內容，方便利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