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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華中師範大學圖書館交流，介紹武漢地區圖書館 

書刊採編組  紀力孔 

本次武漢地區大學圖書館交流考察活動，為東海大學圖書館及華中師範

大學圖書館的合做交流計畫之一，於 2018 年 12 月 1 日至 31 日，本館派遣兩

位館員至武漢地區大學圖書館實地考察一個月，內容如下： 

華中師範大學源於美國聖公會在 1871 年創立的文華書院，1953 年改制

成華中師範學院，1985 年改為現名；圖書館則是在 1951 年時，合併原華中

大學、中華大學及中原大學教育學院所組成，1985 年時隨學校一起改名。圖

書館的建築高達八層樓高，從照面中可看到屋頂的飛簷有著特別裝飾的圓洞，

主建築物旁有一個外觀是倒圓錐形的小廳。 

  

(圖 1 及圖 2：華中師範大學圖書館外觀) 

兩棟建築物底下有通道相連，小廳是圖書館的咖啡廳及電影院，我們經

過的時候往往是座無虛席，非常受到學生歡迎。 

   

(圖 3 及圖 4：咖啡廳內部)         (圖 6：咖啡廳的文創奶茶) 

圖書館內也配有自動酸奶機及自動咖啡機服務讀者；在我們參訪的那段

時間，華中師範大學圖書館也引入了圖書館機器人「叮小胖」，嘗試利用機

器人介紹的服務；在實驗的過程中，圖書館機器人確實受到大多數讀者的喜

愛，但是因為技術限制的問題，叮小胖的介紹功能目前仍然很簡單，作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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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門戶的功能仍然有待日後科技進步後的提升。 

   

(圖 7：酸奶機)           (圖 8 及圖 9：機器人叮小胖) 

在圖書館參訪的期間，我們也參加了朱立紅老師主持的圖書館讀書會活

動；讀書會目前是以圖書館的經典閱讀文庫為主要活動地點，閱讀的書籍主

要還是以小說為主；同學在讀書會分享過徐浩的武俠小說，以及電影觀賞。 

  

(圖 10：讀書會)               (圖 11：筆者於讀書會分享) 

經典閱讀活動則是為了推廣中華傳統文化，而舉辦的閱讀推廣活動，由

朱立紅老師主持，今年已經是第三屆；今年的經典閱讀是和戲劇結合在一起，

以歷史故事例如鹿鳴宴、鴻門宴、青梅煮酒等作為劇本，學生參予劇本的改

編及排演，最後根據該時代的考證資料，進行歷史性的演出；演出的過程中，

我們也有幸和華中師範大學圖書館的館員一起演出賀敬之的「放聲歌唱」。 

  

(圖 12：漢和歌演出)  (圖 13：鴻門宴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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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及 15：演出後合影) 

在圖書館的參訪過程中，參訪東海大學圖書館的朱立紅老師也對華中師

範大學圖書館的館員進行了會報，我們也同時對他們報告了東海大學圖書館

的現況，並撥放了館員的一天。 

  

(圖 16：報告東海大學圖書館現況)  (圖 17：播放館員的一天) 

中國地質大學圖書館是我們第一個參訪的圖書館；地質大學以礦產，珠

寶及古生物專業為主；地質大學圖書館參訪的過程中，該館的館員指出，因

為運用 RFID 射頻識別位置的功能，所以學生找尋館藏變得非常依賴 RFID 定

位，但是一旦館藏沒有放在識別的書架上，讀者便會找不到館藏，某程度上

RFID 定位提供方便，但也使的讀者過分依賴，不會使用其他的方式(例如索

書號)來找尋書籍。 

   

(圖 18 及 19：中國地質大學圖書館門口及入館大屏幕)(圖 20：RFID 定位) 

中國地質大學逸夫博物館則展示了大量的古生物標本，恐龍骨頭標本以

及礦物標本；在參訪的過程中，地質大學的解說員告訴我們，他的主修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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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礦產開採，因為近年來，中國大陸的環保意識逐漸抬頭，採礦這類型的高

汙染產業變的限制重重，進而影響到他們這些專業的就業前景，某程度上也

是另一種類型的產業轉型。 

  

(圖 21：巨大的古代遺跡標本)         (圖 22：恐龍化石標本) 

武漢大學圖書館則是我們參觀的第二個圖書館；武漢大學圖書館是由五

棟建築物相連起來的建築群構成；根據接待的館員指出，武漢大學因為合併

了幾個高校，加上本身是武漢地區首屈一指的大學，學生數高達十萬人，所

以除了軍事以外，幾乎所有的學科都是圖書館必須收錄的專業，因此也促成

武漢大學圖書館的館舍非常龐大，而且有非常多的分館。 

  

(圖 23：武漢大學圖書館入口)      (圖 24：武漢大學圖書館內部分佈圖) 

武漢大學圖書館也積極和各大數據庫商進行推廣活動，例如 Wiley 及 Ebsco。 

  

(圖 25 及 26：武漢大學圖書館與 Wiley 和 Ebsco 的推廣活動及電子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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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博物館則是一個純粹展示的博物館，館內沒有特別展覽的主題

跟館藏，我們參訪的時候，展出的是恢復高考 40 年的特展；武漢大學在中國

恢復高考有一個重要的地位，1977 年在「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上，時任武

漢大學化學系副教授的查全性向鄧小平建議恢復高考，從當年開始實施，這

個決定改變了那時年輕人的命運，也為後來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人才的基礎。 

   

(圖 27：武漢大學博物館)(圖 28：武漢大學老櫻頂圖書館)(圖 29：武漢大學老櫻頂圖書館的民國紀年) 

武漢大學櫻頂老圖書館則是武漢大學最早在民國年間所興建的圖書館，

已經列入歷史建築，目前做為武漢大學的檔案存放地點及會議廳，目前在建

築物的牆壁上，還是可以看到民國年號。 

武漢大學信息學院圖書館則是屬於新的圖書館，館內設有 3D 列印機，同時

也展示許多學生 3D 列印的作品，借書和預約書區則是完全無人化自助取書。 

  

(圖 30：武漢大學信息學院圖書館入口)   (圖 31：預約書取書機) 

   

(圖 32：3D 打印成品展示區) (圖 33：新書展示區) (圖 34：專題講座海報)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38 期 

8 

中南民族大學是由中央民族大學南院擴建而成，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曾經

被撤銷，文革結束後在社會學者及民族學者吳澤霖的主持下，再度重建。中

南民族大學圖書館是一個兩棟建築物合一的雙子星樓，被稱為雙塔樓圖書館，

入館處也有入館屏幕展示入館信息。 

  

(圖 35：雙塔樓圖書館)  (圖 36：入館屏幕) 

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博物館也是由吳澤霖所創建的，館舍是一個仿造的

四合院並融入少數民族建築特色，目前收藏了壯、苗、黎、土家、瑶等民族

为主的少数民族文物藏品一萬多件。 

  

(圖 36：民族學博物館)              (圖 37：中國少數民族分布圖) 

  

(圖 37：苗族頭飾)           (圖 38：銅鼓)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圖書館是由原先的中原大學圖書館，加上中山大學、

廣西大學、湖南大學、河南大學、南昌大學等校的財經類圖書館藏，所成立

的新圖書館(中南財經大學圖書館)，而後和中南政法學院圖書館合併，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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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財經政法大學圖書館；和華中師範大學圖書館一樣，同樣提供自助咖

啡機供入館的讀者購買。 

  

(圖 39：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圖書館)         (圖 40：自助咖啡機) 

  

(圖 41 及 43：一帶一路特展海報) 

貨幣金融歷史博物館位於圖書館一樓，館內的收藏主要是從古至今的錢

幣，例如春秋時代的刀幣及銅錢；目前正在展出由中國銀行贊助的一帶一路

各國錢幣特展，很特別的是，特展的各國錢幣是以浮貼的方式，黏在可以拉

出的玻璃牆上，這種展出的方式是很少見的；在博物館的網站中，可以看到

360 度全景的博物館導覽(http://sosomap.cn/api/view/pano/zncdhbjrlsbwg)。 

    

(圖 40：貨幣金融歷史博物館)(圖 41：各國錢幣)(圖 41 及 42：各國古錢幣) 

武漢科技大學圖書館是所有參觀的大學圖書館中，唯一一個湖北省省屬

的大專院校；圖書館的建築非常巨大，有一個八層樓高的鐘樓，是圖書館的

地標；圖書館二樓的閱覽室在 9 月初時，進行過完整的翻修，整個閱覽室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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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許多的新科技產品，例如彎曲屏幕等，整體空間更使用了許多特別的設

計，例如醫院的抗菌地板、造型沙發以及柔光燈管等，令人驚訝的是，裝修

完的閱覽室幾乎沒有任何味道，這是非常少見的。 

   

(圖 43 及 44：武漢科技大學圖書館) (圖 45：鐘樓) 

   

 (圖 46：新閱覽室)(圖 47 及 48：新閱覽室) 

武漢科技大學圖書館的志願者服務隊也非常特別；志願者服務隊基本上

由學生社團脫胎而來，總數突破千人，已經可以自我管理，館員每年僅僅只

是提供志願者優先的自修空間、工作學習及工讀的機會，其餘的訓練工作基

本上由資深的志願者學長姐帶領新進的學弟妹工作學習，這樣的志願者團隊

確實對圖書館的日常工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圖 49：志願者招募海報)          (圖 50：交流後合影) 

華中科技大學圖書館則是我們參訪的最後一個圖書館；華中科技大學在

武漢地區的地位猶如清華大學，圖書館由三棟建築連結而成；最左側的圖書

館建築是華中科技大學前身，華中工學院的老圖書館，目前已經列入歷史建

築，最右邊的則是 70 年代所建立的圖書館，最後在最近幾年，又在兩個館

中間，蓋了一個新圖書館，將三個館連結成一個館，成為我們參訪時的樣子；

入館處也和東海圖書館一樣，有一個巨大的校園立體平面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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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被列為歷史建築的老圖書館)(圖 52：70 年代的圖書館)(圖 53：歡迎海報) 

   

 (圖 54：校園全景縮圖)(圖 55：文獻檢索課程)(圖 56：研究評估及學科評估) 

總結我們一個月的所見所聞，武漢地區的大學圖書館確實擴展了我們的

視野；但是，和許多館員的會談中，也感受到他們對於圖書館的事業，以至

於整個高等教育事業的憂心，首先，大多數的圖書館都面臨了館藏空間不足

的情況，以華中師範大學圖書館為例，一年的新書量大約在五萬冊左右，等

同於增加一個新的書庫的館藏量，館藏的增加超過了館藏空間的增加，然而，

武漢地區的大學院校依然處在校園擴張的時期，華中師範即將啟用南湖校區

的分館，華中科技大學預計將會再興建一個 4 萬平方米的新館，以滿足每位

學生平均需求的圖書館面積及館藏數(華中科技大學有七萬學生)，因此，武

漢地區大專院校圖書館目前不會像東海一樣面臨館舍不足的問題。 

其次是高漲的進館人數，因為武漢地區的氣候問題(冬季相對寒冷)，以

及內地大學課程的問題(研究生考試及四六級英語考試)，我們參訪的所有圖

書館，都有自習空間不足的問題，許多圖書館甚至在開館前有學生在圖書館

前排隊搶位置的狀況，因此，坐館管理系統在這些圖書館非常普遍，但是學

生對於自習的需求，還是讓許多圖書館苦於提供，我們參訪的過程中，即使

是像武漢大學圖書館這樣的超級大館，大廳仍然擠滿站著讀書及背書的學生。 

最後，武漢地區的大學圖書館在教師的研究上，擁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最主要的原因仍然是教師的研究成果，需要經過圖書館的查核、典藏及提報，

教師才能取得科研獎金，這點和台灣的研究環境是非常不同的，台灣目前的

科研成果依然是經由科技部的審核，圖書館只能做為收藏老師研究的成果為

主，因此，中國大學圖書館的蓬勃，某程度和整個科學研究社群的運作有關。

這樣的方式是否值得東海藉鑒，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