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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日誌 

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六十四年下半年日誌  

特藏組  謝鶯興 

8 月 1 日，圖書館館長交接。原任館長萬樂圖先生任期屆滿，由高振華教

授接長(見《校史》)。 

按：《簡訊》(64.07.30)刊載此項訊息，標題為「高振華教授接長圖書館」

內文如下： 

原圖書館館長萬樂圖先生，任期屆滿，定 8 月 1 日離校。所遺

圖書館館長一職，由高振華教授繼任，高館長係台灣省台南人，現

年 48 歲，原作物理系主任，曾在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教育研究所

研究，新舊任館長定 8 月 1 日上午交接。 

8 月 18 日，上午 10 時 10 分，行政會議通過設立校史室一案，會中決定暫

附設於圖書館芳衛廉夫人紀念室內，由圖書館高館長、杭立慈先生負

責籌劃。 

按：《簡訊》(64.08.19)刊載此訊息，標題作「籌設校史室敬提供資料」，

內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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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資酬謝。即日起請洽圖書館高館

長或校長杭立慈先生。 

8 月 25 日，上午 10 時 10 分，行政會議討論有關圖書館加強圖書管理規定，

會中決定請高館長就應改善現況詳擬辦法，報經行政會議通過後施行。 

9 月 1 日，上午 10 時 10 分，行政會議公佈 64 學年度各委員會委員名單，

高館長兼行政委員會、訓育委員會、獎學金委員會、醫藥補助委員會、

圖書委員會等委員，朱書焱先生兼勞作指導委員會委員，胡元鈞先生

兼圖書委員會秘書。 

9 月 15 日，《東海新聞》刊載「高館長作風穩健」及「高館長呼籲愛惜圖

書自愛自重」兩則新聞。 

按：「高館長作風穩健」(第 1 版)之內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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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圖書館館長萬樂圖先生任期屆滿，已於 8 月 1 日離校，所遺

館長一職，由原物理系主任高振華教授兼任，據本報採訪所悉，高

館長新任此職，將採穩健作風，繼續東海特色之一的圖書制度，並

考慮閱覽室座位增加問題，俟第四學院落成，現教務處將移往該院，

其辦公室即可擴充為閱覽室。 

「高館長呼籲愛惜圖書自愛自重」(第 2 版)之內文如下： 

為了全東海所關心的--圖書館是否繼續採用開架式，我們特別

找到了百忙中不得抽身的新任高振華館長。 

首先他表示，開架式難能可貴，自當繼續維持，充分給同學利

用之便。但書籍丟失情形頗為嚴重，偷書花樣百出，實在令人痛心

疾首，急需在管理方面加強。 

再者，他強調檢查站的設置並非有意束縛同學，更毫不牽涉到

人格尊嚴問題。圖書館的擴大，勢必要有許多預防的新措施。其實

規則的愈來愈嚴格，不也都是學生自己造成的？ 

他又說，最重要的還是積極地教導同學愛烏及屋的正確觀念，

能夠自尊自愛，為大眾設想，千萬不可以順手牽羊。 

接著他提出兩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1.割書報之風決不可長，盼大家多利用複印機。 

2.借書冊數未限制，本為滿足求知慾，提高圖書館功能。但至

今頗有借書情形大濫，流通呆滯之弊，為此將考慮稍加限制，唯利

弊尚待詳細考察。 

說到這兒，他呼籲全校師生，務必按時還書，以達使用圖書上

的機會均等。此外，圖書館服務性質的工作依然義不容辭。代購書

籍，接受購書建議，這些均可交由採購組斟酌的處理。 

末了他表示館務暫不考慮作重大改變。不過他推測，明年暑假

商學院落之後，現教務處址將可望闢成閱覽室，本校圖書館務就更

蒸蒸日上了。 

9 月 16 日，《簡訊》刊載本學期圖書館借還書時間。 

按：9 月 15 日行政會議通過本學期借還書時間，內文如下： 

圖書館頃公告自本年 9 月 18 日起，借還書時間定為凡在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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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內，上午 8 時至 12 時，下午 2 時至 9 時 30 分。 

9 月 30 日，《簡訊》刊載成立校史室，徵求校內教職員生著作，以為長久

陳列之用。 

按：標題作「成立校史室請惠贈著作」，內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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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為新聘教職員及研究舉行「圖書館介紹」。 

按：標題為「圖書館定期作簡報，有意聽取請先登記」，內文如下： 

圖書館頃應新聘教職員及研究生之要求，擬舉行「圖書館介

紹」，為方便聽講人，暫訂時間表如下：10 月 6 日至 9 日(星期一

至星期四)，每日上午 10 時至 11 時，下午 3 時至 4 時，欲參加者

請於本星期五前至圖書館參考室登記。 

10 月 6 日，上午 10 時 10 分，高館長於行政會議報告圖書館催還借書，近

日內已有陸續送來，惟因時日過久，散失仍多，追還尚有困難，為今

後加強管理計，經修訂有關規則，切實改進，惟須俟圖書委員會開會

時提出商討呈核再予實施。 

10 月 15 日，《東海新聞》刊載「校史室即將成立，盼同學提供資料」及「圖

書館有許多可怕的惡習產生了」。 

按：「校史室即將成立，盼同學提供資料」(第 1 版)內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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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先生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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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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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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二座校史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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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有許多可怕的惡習產生了」係外文二劉桑投書到「東海人

心聲」的文章： 

圖書館有許多可怕的惡習產生了！第一、霸佔包廂與空位，往

往有一半位置僅有書包或書，卻久久不見人主。第二、字典與參考

書被亂放，使找書的人撲空。踩草坪的壞習慣已改，為何圖書館的

利益不能維議？ 

11 月 2 日，《校刊》刊載圖書館古籍來源訊息。 

按：標題「緬懷往事，飲水知所思源，追念前塵，端在繼往開來」云： 

(二十年前)曾寶蓀董事負責搜購圖書，並獲當時駐日公使張伯

瑾先生之協助，覓得大批我國古籍，陸續購運來台(64.11.02)。 

11 月 10 日，上午 10 時 10 分，高館長於行政會議報告校慶前後三天(11 月

1 日至 3 日)圖書館均全日開放，供來賓參觀與學生閱讀，館內同仁備

極辛勞。近日舉辦新生講習，簡介本館現況與有關規定使同學善為利

用圖書館，并印有《圖書館手冊》，分送各單位同仁。 

11 月 15 日，《東海新聞》刊載「圖書館檢查制度，盼同學自動自發」。 

按：「圖書館檢查制度，盼同學自動自發」之內文如下： 

圖書館表示，本校採開架式圖書館，只在門口設檢查站。因為

同學人數增多，希望同學在檢查時能夠自動接受檢查，節省時間。 

近來同學撕走書頁風氣又起，實令人痛心。此次《書評書目》

雜誌上文章<諾貝爾文學獎秘辛>連續幾期被人撕走，大學生有此舉

動，實令人髮指，望學生反省自愛。 

11 月 17 日，上午 10 時 10 分，高館長於行政會議報告奉核定訂於 11 月 27

日召開本校圖書委員會。 

11 月 24 日，上午 10 時 10 分，高館長於行政會議報告 12 月 1 日至 7 日為

第六屆全國圖書館週，圖書館特舉辦活動如下：12 月 2 日舉行「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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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比賽」，12 月 3 日舉行「師生座談會」，舉行「論文寫作比賽」，12

月 4 日截止收件。其時間、地點、題目及詳細辦法，另請由本週《簡

訊》中發表。 

按：11 月 24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週(12 月 1 日至 7 日)活動啟事，《東

海新聞》12 月 1 日(第 1 版)刊登「配合圖書館週，舉辦三項活動」

內容相同，詳文如下： 

為響應第六屆全國圖書館週(12 月 1 日至 7 日)，本館將舉辦

「學生演講比賽」、「師生座談會」、「論文寫作比賽」等各種活動，

歡迎全校同學踴躍參加，共襄盛舉，詳細辦法如左： 

一、學生演講比賽 

日期：12 月 2 日(星期二)下午 7 時。 

地點：圖書館音樂閱覽室。 

題目：圖書館在大學教育中的任務和應具備的條件。 

時間限制：依報名中數多寡，臨時公佈。 

報名日期：11 月 29 日(星期六)中午 12 時截止。 

報名地點：圖書館辦公室或館長室。 

獎勵：優勝者名次將於 12 月 3 日公佈，並贈送獎品。 

二、師生座談會 

日期：12 月 3 日(星期三)下午 7 時。 

地點：圖書館音樂閱覽室。 

主題：如何改善圖書館公共服務工作。 

討論內容：開架制度的再檢討，閱覽、借書規則的再檢討，

對偷書、割書行為的預防和措施，出納台、檢查站業

務的改善、參考室、期刊室服務的改善，庫、閱覽室、

音樂閱覽室的管理及其他業務。 

實施辦法：由本館邀請本校師生代表當指定發言人就上述

問題發表意見後，自由討論，最後由主席做綜合結論

給圖書館作參考。 

三、論文寫作比賽 

題目：對當前偷書、割書問題的研判及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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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數限制：不得少於一千字，但不得超過二千字，使用標

準原稿用紙，以鋼筆或原子筆繕寫。 

交稿日期：12 月 4 日(星期四)下午 5 時正截止。 

交稿地點：圖書館辦公室，館長室或投在 964 號信箱收。 

獎勵：得獎人名次將於 12 月 10 日公佈，並贈送獎品，特

作品登刊在《東海大學新聞》。 

11 月 24 日，《簡訊》刊載政治系校友吳文建訂閱《中國時報》海外版給圖

書館典藏。 

按：《簡訊》標題為「校友吳文建君任職《中國時報》」，內文如下： 

十五屆政治系校友吳文建君，頃致函本《簡訊》，現已就職《中

國時報》，擔任採訪記者，該報為我國著名民營大報，近並增發海

外航空版，內有「學府掠影」一欄，介紹各校動態，本月 20 日曾

有本校之報導，吳校友為感念母校教育，已訂贈該報海外版一份，

予本校圖書館，本《簡訊》特代表致謝 (64.11.24)。 

11 月 27 日，下午 3 時，召開「64 學年度第 1 次圖書委員會議」。 

按：討論提案的內容如下： 

一、關於借書冊數限制問題請討論案 

呂士朋先生提議：請恢復學生借書證制度，以便明瞭其借書冊

數，俾加以限制。 

江玉龍先生提議：部份教職員借書冊數太多，借期又過久，因

此影響學生借書權利，應加限制，藉以維持正常現象。 

李英哲先生提議：教職員借書一學期，期滿後不歸還者，下學

期須停止其借書權利；借一學年仍不歸還時，應有一個

類似罰款或其他更有效之防止辦法。 

決議：1.學生借書證制度，原則上可予恢復，由圖書館研究辦

理。 

2.教職員及學生均恢復限制借書冊數制度。 

3.學生罰金仍照舊辦理，教員暫免罰，惟須經常催索借

書，并提供交通運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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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防止偷竊圖書及撕割書刊等問題請討論案 

康洪元先生提議：為防止偷書，須限制私人書包或手提包攜入

圖書館內。 

梅貽寶先生提議：關於偷書及撕割書刊問題，在新生訓練時，

應提醒學生注意公德，不要做損及榮譽之事，并將已撕

割之書刊，陳列在大玻璃櫥內，置於易見之處，以引起

學生注意，另設法培養大家的公德心，俾發揮教育效果。 

呂士朋先生提議：以激發公德心，倘仍不能阻止偷書及撕割書

刊事件，應以法治來嚴格防止，一經發現偷割書刊者，

即將其開除，決不姑息，其嚴重情形將可改觀。 

三、孫景富先生提：希望學生能參加圖書委員會，以便藉機會發表

意見。 

決議：圖書委員會與其他委員會性質相同，學生不便參加，但

為使其有表達意見機會，以意見箱等方式行之。 

四、建議事項 

梅貽寶先生建議：學生進入圖書館，多係借地做自修工作，并

非為利用圖書館藏書而來。長此以往，確屬浪費，希望

在圖書館內開闢一自修室，好讓學生利用。 

呂士朋先生建議：圖書館應計劃恢復圖書館學報之發行。 

馬凱先生建議：1.書商所寄送之圖書目錄，請分送各系作選購

圖書之參考(關於此點，圖書館已做了多年，今後仍將

繼續辦理，希多多利用)。 

2.希望圖書館多購複本書，以應學生需要。 

12 月 1 日，《東海新聞》(第 1 版)刊載「讓我們保有圖書館的優良傳統」。 

按：「讓我們保有圖書館的優良傳統」係《東海新聞》的社論，內文為： 

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東海基於內在及外在的因素，小班制已

不容許存在；榮推會也因制度的調整及組織的改變而喪失了原先所

具的意義。光陰荏苒，20 年足可變滄海為桑田，所幸東海圖書館

經過 20 年的考驗，它依舊是東海人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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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好的大學，必有具水準以上的圖書館，這是不可否認的事

實。東海圖書館創建是和東海建校並行的。開放之初，首創全國圖

書館開架式制，根據中央圖書館 61 年 7 月資料，全國各大學院校

藏書數與學生人數之比例，東海居第一--學生每人平均 100.9 冊。

台大居第二位--86.4 冊。按美國大學及研究所圖書館量的標準，

僅東海、台大合格。但是到了今年，學生增多，圖書館書籍增加的

速度，遠落學生人數之後，東海圖書館現今藏書 143430 冊。平均

每人僅有 36.5 冊，這點校方應當加以改善，以免江河日下。線裝

書方面有 40586 冊，古籍之豐，不亞於他校圖書館，且前萬館長榮

獲中國圖書館學會所頒發績優獎章，這是全國首次以圖書館館長身

份而獲得頒獎的。 

舉出這些，只是想證明前前東海的圖書館在它本身的質量和行

政人事方面，都已具備構成優秀圖書館的條件。前人苦心經營的結

果，在校的東海人除了食果之外，是否應繼續維護東海圖書館的優

良傳統？捫心自問，東海人是利用圖書館多於損壞圖書館嗎？上學

期新書介紹展覽被盜兩百餘冊，這學期只好被迫暫停新書展覽，期

刊室雜誌總是缺了幾期；圖書屢次被盜割。這難道是東海人的報償

行為嗎？盼望所有東海人愛護既有的校產，這也是每個東海學子自

己的寶貴財產。除了繼續保有它，我們更呼籲學校行政當局也能重

視圖書館，東海圖書館的光榮應歸於整個東海，因此更希望學校能

給予精神的鼓勵和物質的支持，同時嚴懲歹徒。 

創業唯艱，守成不易。盛唐天子李世民早有明訓。東海圖書館，

20 年來自嬰孩而少年而長成，經過無數人力物力的資助，而終於

呈獻了它的成果。前人創業難，今人更應義不容辭來守成，東海深

深以擁有一個優秀的圖書館為傲，就讓所有東海人來保有這份悠遠

而古考的光榮和驕傲吧！ 

除了學校當局當嚴懲破壞圖書館的任何員生之外，我們更具體

的建議圖書的購買要各方兼顧，本校中文的科技書籍歷來並無顯著

增加，當前政府注重建設之際更該注重科技知識之普及，尤要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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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關於圖書館，除館內秩序管理員首當以身作則之外，圖

書館的藏書量已亮起了紅燈，根據中國圖書館學會的標準，一向名

列前矛的藏書，本校已因人數之增加，藏書已不足 4440 冊，如果

經費在圖書購買方面有困難，我們建議稍為減少西文書籍數量，增

購中文圖書，因為一本西書有時或許可買十幾本中文書籍，我們所

希望的是圖書館仍舊是全國第一，質與量均是全國第一。 

12 月 3 日，下午 7 時，於音樂室舉辦「圖書館座談會」。 

按：出席者有：杜蘅之先生(圖書委員會召集人)、高振華館長、江玉龍

先生、胡家源副館長、張玉生先生、朱書焱主任(流通組主任)、圖

書館工作人員及學生代表 25 人(刊於《東風》第 45 期，65.03，紀

錄由王彬如整理，詳文見「65 年 3 月」條)。 

12 月 15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週論文寫作比賽成績，及圖書館閉館時間。 

按：圖書館週論文寫作比賽，由中文系王天昌、薛順雄、馮以堅三位

教授評定，名次如下：第一名王秀絨獎金伍百元，第二名解志強獎

金參百元，第三名吳桃源獎金貳百元(64.12.15)。王秀絨及解志強之

論文，刊於《東風》第 45 期(65.03)，見「65 年 3 月」條。 

圖書館閉館時間如下： 

圖書館定 20 及 24、25 三天閉館，時間如次： 

20 日自上午 8 時至下午 10 時 30 分全日閉館。 

24 日自中午 12 時至下午 10 時 30 分閉館。 

25 日自上午 8 至下午 6 時閉館，下午 6 時至 10 時 30 分照常

開放。  

12 月 15 日，《東海新聞》(第 2 版)刊載「高館長虛心求教力謀改善，杜院

長呼籲同學你偷我還」及「愛護圖書館」(第 4 版)的報導。 

按：「高館長虛心求教力謀改善，杜院長呼籲同學你偷我還」是由記者

劉桑報導，就 12 月 3 日圖書館為改善公共工作達集思廣義之效而

舉行的座談會摘錄： 

圖書館為改善公共工作，特於 12 月 3 日舉辦座談會，希達集

思廣益之效。高館長於會中表示：所有建議，圖書館可全力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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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希望全校師生隨時提供改進之道，相信在高館長的銳意改革之

下，圖書館的新面目是指日可待的。現將會中討論事宜分述於後： 

1.開架制度的維議。圖書館在維護這制度上，遇到最大的困難

是「丟」書和「割」書。除非此惡劣行為得以制止，否則開架制度

的維持是可慮的。為減少惡劣份子的偷書機會，於是在消極方面，

考處到：A.將增設檢查站為二處，必要時於門口設「十字型」關卡。

B.將閱覽室和期刊室、參考室分開，不能攜帶書籍入內；入覽室自

習的同學不受此限且不要檢查。 

2.開放時間的調整。為了解決圖書館「擁擠」的情形，將增闢

教務處現址為閱覽室，每日開放 24 小時，作「全天候」的服務，

定能疏通目前的擁擠。至於期刊室與參考室因限於人力、財力的困

難，礙難於國定假日全天開放，至於半天開放可從長計議。 

3.對外開放的問題。最近學校附近的社區發展迅速，難免有校

外人士的擅入圖書館，為了維護全校師生的權益，考慮憑卡入館，

如此非但不會妨害師生的權益，更能少管理的因難(按因以前有心

理變態者的擅入，擾亂秩序甚大)。 

4.圖書經費的使用。圖書館每年所須經費約四百萬元(是全校

經費的百分之八)，其中二百萬元為薪水的支付(包括職員和工讀

生)，約一百九十萬元為購書所需。而學生每學期所繳 450 元，尚

不夠支付圖書館的開銷。 

5.新書選購與陳列。以前新書是依據各學系系主任所同意的書

單選購；為了配會同學的需要，今後將挪留部份經費，作為同學買

書之需，希望同學多利用此一良機建議欲買之書。至於新書展覽，

因鑒於上學期新書的被盜兩百多冊，圖書館目前所能做的最佳服務

就是公佈新書目，並將各系所購新書書目公佈於各系館。 

6.擴大報紙閱覽室。學生人數的日益增多，導至「僧多粥少」

的局面，報紙的不夠傳閱是必然的後果；又小小的閱覽室經常擠得

「人滿為患」。因此圖書館報紙閱覽室的擴大或另遷於較大的位置

乃勢在必行的，而三大報的增訂更是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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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偷書問題的處理。杜院長針對此一問題曾幽默的提出「你偷

我還」的呼籲，此法雖可行，但失之消極，希望全校同學們不要「姑

息養奸」，應檢舉那些自命為「雅賊」的惡劣份子，讓我們一同來

保有「開架制度」這份悠遠而古老的光榮和驕傲吧！ 

「愛護圖書館」的作者署名「南吉」，內文為： 

本校圖書館於 12 月 3 日下午 7 時假該館音樂室舉行「行生座

談會」，會中討論主題是「如何改進圖書館公眾服務工作」，主要範

圍是開架制度及閱覽、借書規則的再檢討；對偷、割書刊行為的預

防措施；⋯⋯等一共有五項。出席此會的師生一致對偷、割書的惡

劣行為感到很頭痛，筆者覺得有布此一提的必要。 

凡是開架制度的圖書館無不備有最基本的偷書率，這對於一個

圖書館的本身運作而言，是有必要作此打算的。只是這並不意味著

圖書館是可以偷的，而是在主觀上使用圖書館者應有自覺之心，覺

得圖書館的開架制度應使其維持下去，勿令館方人員感到有偷書的

額外負擔。 

本校圖書館看到類似偷書行為的方式有：(一)割破紗門偷書

者；(二)利用與檢查站人員之密切關係而偷書者；(三)放在書包而

偷出去者。以上只是一些樣本罷了，目的在指出，欲偷書其所想出

的方法是層出不窮的。 

尤其，現在又到了寒冬，大衣漸漸出籠，著上大衣進出圖書館，

若要混水摸魚，想來也並不困難，因此，更使得館方人員為難了。

而怎樣才能杜絕這種惡劣的作風呢？筆者認為應從二方面著手： 

1.由榮譽心做起，配合榮推會在校內作全面性的榮譽推行。 

2.師生發揮道德勇氣，若發現偷書者，則逕自向館方檢舉。 

至於有外校同學來本校圖書館竊書的事，我們同學們應該站出

來，維護自身的利益。 

12 月 21 日，《東風》刊載張保玉與盧健鷹二位專訪期刊室主任曾雅雲小姐。 

按：訪問地點在女白宮，文稿由李志承整理，刊載於《東風》第 45 期

(65.03)，詳文見「65 年 3 月」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