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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份來賓蒞館參訪側記 

流通組 謝鶯興 

今(2017)年 4 月，可說是來賓蒞館參訪較為頻繁的月份，先後有三批來訪。 

第一批來賓，是在 20 日蒞館。當天約下午 3 時 15 分，來校的交換教授，

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貢華南教授，由中文系黃繼立、哲學系姜文斌、嚴瑋泓

等三位教授陪同到館。參訪四樓特藏室典藏徐復觀教授捐贈的線裝書及手稿。 

黃繼立教授因曾參預中文系協助圖書館進行徐教授的手稿整理，對這批

資料相當熟稔，逐一介紹資料的分類(包含手稿、摘抄、清稿、眉批等)與所有

整理的概況。 

本館介紹採行「恆溫恆濕」的保存環境，捐贈的線裝書已大部份整理完

畢，手稿則藉由中文系教授的協助，目前已先購入小量的無酸紙，試著逐本

的用來保護這些手稿，至少在封面與封底降低存取及和外界接觸造成的傷

害；並儘可能的採取攤放的方式置放。 

接著參觀徐復觀教授紀念室，瀏覽本館的展示方式：常態展與主題展二

種，目前的主題展以《史記》為主題，陳列徐教授關於《史記》的眉批、摘

抄及研究的成果。並在紀念室裡聽取黃教授對手稿內容的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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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來賓，是在 21 日蒞館。當天約下午 2 時，由本校社工系彭懷真教

授陪同，彰師大主任秘書林哲鵬教授，率領歷史所莊世滋教授，國文系蘇慧

霜教授及四位參預該校 50 年校史編纂的成員蒞館。 

本館在四樓特藏室的徐復觀教授紀念室，陳列館藏九本校史、以及近年

來對學校文獻收藏與整理的成果，供來賓瀏覽，以為參考。林主秘當場表示

來訪的目的，是希望本校可以提供對於校史編纂的經驗與建議。 

館長先以《東海大學六十年校史》及「建造聖殿」光碟片兩種贈送；彰

師大則回贈該校紀念筆及名片夾。 

彭教授提出他先前參與校史編纂，尤其是對特定人物的訪問，建議彰師

大可以藉以編纂校史的時機，訓練一批學生，進行該校耆老的口述歷史記錄，

可以保存許多紙本文獻所未見到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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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提出校史的編纂非是短時間可以呈現的產物，建議不妨現在即開始

進行學校大事記的蒐集，可以分別由秘書室、公關室及其它各級單位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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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藏室謝鶯興先生被問及對校史的編纂的看法。由於並非精研史學，僅

能從所知的部份表達。提出最欣賞《史記》本紀、世家、列傳、書、表的體

例，前三項是人物事蹟的記載，可詳記其一生重大事蹟，或著重於在學校服

務期間的建樹或造成的影響。校長可依本紀，各級主管可依世家，至於其它

值得收錄的人員，不論是教授，行政人員，或是所謂的庭園工等，只要是有

事蹟可記錄，都可以放在列傳的體例中，當然也可以獨傳、合傳或類傳等。

表，採時代先後排序，可分大事年表、建築年表、主管或人事年表、甚至各

單位也可設置較為詳細的單位年表。書，記載典章制度，如學校建置志、風

土志、文化志、學校沿革志等。 

蘇慧霜教授以她編撰的《阿里山文學誌》為例，指出該書有一部份即是

以年表的形式呈現，林主祕與莊教授當場即表贊同，異口同聲表示她是這一

單元的最佳主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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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批來賓，是在 25 日蒞館，當天約上午 9 時 25 分，北京首都圖書館由

胡啟軍副館長率團一行八人，搭乘專車抵達本校行政大樓旁的停車場。 

本館同仁到場迎接，並引導來賓前往圖書館。大家看到本校的地標--路思

義教堂，頗有「百聞不如一見」的驚羨，一方面詢問命名由來，一方面拿起

照像機猛按快門，紛紛拍攝留念。 

接著沿著文理大道往上走，本館人員沿途介紹各棟大樓的名稱與歷史，

聽聞這種古典建築的形式，曾被作為拍攝古裝戲劇--楊貴妃的場景之一，以及

愛麗絲小徑亦曾被納入場景時，特別仔細的觀賞。對於文理大道的綠蔭成林

頗感興趣，尤其是在告知創校初期是童山濯濯的大道，現今兩旁高大榕樹相

映的綠蔭，特別是有幾株樹旁，立有前幾屆畢業同學的立碑，皆嘖嘖稱奇。 

參訪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在圖書館良鑑廳聚集的舉行座談，本館

黃館長首先表示歡迎之意，簡單介紹本館首任館長沈寶環博士引進全臺灣最

早的開架式圖書館，尤其是從開學第一天在男生宿舍啟用時，就已採行。接

著說明沈館長的圖書館世家背景，奠定本館優良的基礎。鄭得安館長開創圖

書館的自動化，本館至今皆拜此舉而能在各大專院校中持續與他校競爭。接

著介紹本館與會者，與貴賓們認識。前館長陳格理教授也同時蒞館參加座談。 

 

胡副長館則表示，東海美麗的校園，是他在大陸時就經常聽聞，友朋也

時常建議他可以利用到臺灣訪問的機會，實地的見識。今天有幸到東海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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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感興奮。接著略述北京首都圖書館的概況，以及此行目的在於推動「閱讀

北京」的活動，希望借由首批捐贈的 200 餘冊關於北京的書籍，讓更多的東

海人瞭解北京的歷史與風俗民情等。接下來也介紹隨行來訪的諸位貴賓與大

家認識。 

互贈禮物之後，即進行兩館的交流。北京首都圖書館貴賓分別提出：一

就當今因科技進步，網路普及與數位化資源的眾多，導致進館閱讀與借閱的

人數逐年下滑，對於這種現象，東海是如何因應。第二則是關於書刊資料與

電子資源購買、經費分配與書刊資料的購買狀況，聽聽東海與他們之間的做

法與相異處進行交流。 

第二階段，先到一樓的「閱讀北京」專區，進行剪綵活動。由於該批送

抵臺灣時，在海關等候報關領件手續，以致未能來得及從事分類編目，但對

於書架仿教堂型式，並放置陳其寬先生手作「路思義教堂」模型，瞭解本館

對兩館交流的用心。 

 

接到參觀本館四樓的特藏室。分別介紹館藏大陸出版品的特殊時空背

景。次則介紹四庫全書以及大陸這些年來對於古籍的重製，有助於傳統學術

的研究。第三是介紹「華文雜誌創刊號」與「徐復觀教授紀念室」的由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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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概況，隨即參觀「善本書室」，親睹「鎮庫之寶--西漢文類」及善本書；

陳其寬先生手繪「東海全景圖」與三千多種的「華文雜誌創刊號」；簡單的說

明典藏各贈書專櫃線裝書的由來，特別介紹施中誠將軍的明板線裝古籍，因

徐復觀教授的引介，以相當低廉的價格讓與東海，本館典藏部份明板書就是

如此取得的。 

 

接著到管院圖書館參觀，看到分館持續進行的「榮譽書架」，頗感親切，

因為他們也採取類似的作為，一方面讓有需要的讀者自行取閱或帶回家閱讀

後再送回館，一方面有多餘的複本，則送給偏鄉圖書館典藏，以達「物盡其

用」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