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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國家圖書館八十年的歷史及我的工作職涯相

比，在國圖不到三百天的任職，只算驚鴻一瞥。但

這短暫的歲月，卻是我一生中最溫馨的回憶。

對一個門外漢的我來說，要踏入講究專業的國

圖，實在是一項艱難的決定。然在時間倉促的情況

下，只能硬著頭皮，抱著情義相挺及摸著石頭過河

的心情，接下這項任務，但不安的心情，至今仍深

印腦海。

當時所以敢承接館務，有二點很勉強的理由：

一是與國圖略有淵源。我一向關注版本與宋史研究

的關係，也寫過一些文章，經常利用國圖善本藏書

（今特藏組）。二是自漢學研究中心成立以來，與

劉顯叔、蘇精、林如、顧力仁、耿立群等諸位組長

有密切互動。對同仁的服務熱情及溫良個性有所了

解，直覺地認為有緣與這些善類共事，當能合作愉

快。因此欣然同意，走馬上任。

自知任期甚短，我抱著孑然一身，飄然來去，

不留下一絲塵埃的心情接任。但國圖的基業雄厚、

人少事煩，我既不能增加他們的負擔，也不能無所

事事，需要妥為回應。由於國家圖書館在國內外

圖書館界均具代表性，應強化其領導分量與學術角

色。特別是在教育部獎勵的頂尖大學，不斷增強圖

書經費與研究能量之後，國圖的經費、人力與研究

條件相形見絀，如何因應此一嚴峻的挑戰，實感急

迫。改進之道，首在提升能量與學術地位。在提升

研究能量上，先是積極向國科會人文處申請將國圖

列為研究計畫補助單位，裨利教育人員申請研究計

畫，同時邀請執行研究計畫有經驗的資深學者，介

紹計畫撰寫要點及研究議題規劃；並請吳明德教授

擔任圖書館館刊的主編，規劃提升學術品質方案。

在漢學研究中心方面，規劃學科的整合性主題，邀

請學界前輩組成委員會，籌畫國際會議，最後請黃

應貴、王璦玲二位教授擔任主編，出版「空間與文

化場域」論文集，並建議《漢學研究》編委會規劃

專輯，本人則應命與北京大學鄧小南教授負責〈宋

代的訊息傳遞與政令運行〉為題的專輯。其目的就

是希望能透過多元的途徑，提升國圖同仁的研究能

量，也讓國圖期刊與漢學研究成為學界指標性刊

物，擴展學術影響度。

第二個做法是規劃開拓新資源。當前國際競爭

是多方面，其中閱讀與國家競爭力更是密切相關。

多年來我國青少年在數理學科的國際競賽始終名列

前矛，唯獨在閱讀的評比不進反退，對整體國力

的提升極為不利。此一現象引起學界的高度重視，

呼籲急謀改進。圖書館是奠定閱讀的基石，若能透

過圖書館推動閱讀活動，效果可期。但由於長期以

來經費與人力不足，從中央到地方不同層級的公共

及學校圖書館，不論館舍空間或書籍均嚴重不足。

溫馨的回憶—我在國圖的日子

黃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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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改善此一現象，我在參與第八次科技會議議

題規劃時，呼籲重視圖書館改造問題，力請社教司

提出積極方案。獲得教育部的支持，由社教司責成

國圖，規劃一個全國性的大型改造計畫，經陳昭珍

教授與館內同仁夜以繼日的努力下，在很短的時間

內，就規劃了名為「閱讀植根 空間改造」經費超

過三十億的大型計畫。也趁籌辦第四屆全國圖書館

會議的機會，將攸關全國圖書館發展大計的重要議

題納入。同時，在政府推動組織改造的過程中，也

協調各方為教育部轄下三個國立圖書館的組織架構

籌畫。這些規劃與籌備工作，在我卸任後才陸續推

行，但利用各種規劃、籌畫全國圖書館事業發展的

機會，來突凸顯國圖的角色，是我與同仁共同關注

的重點。

第三則是規劃館藏空間。國圖的藏書量雖不

多，但經歷二十年，新館的空間已嚴重不足。這種

現象同時存在像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等臺北幾個重要的大學。由於空間有限，各機構無

法再興建大型圖書館，實有另覓妥適地點集中典藏

的必要。同時以國內圖書環境而言，幾個大型公共

圖書館均在中北部，南部缺乏大型館舍。為均衡南

北圖書資源，亦有必要在南部新闢圖書空間。國圖

在籌備推動的過程，若有適當角色，對國圖的領導

角色亦有助益。因此當教育部與經建會有意在南部

籌設新館時，我們居於整體規劃，承接此一任務。

於社教司的指導下，邀請圖書館學界的前輩共商可

行方案。在充實館藏方面，規劃在臺南高鐵站設置

典藏館，將部分具主題性的重要圖書典籍移置，以

利研究。同時延續十餘年來的計畫，在臺北以外地

區尋找適當的地點興建分館，而分館的圖書宜與地

方特性結合形成特色。經幾次討論與實地勘察，決

定在臺南市、高雄縣、高雄市三個候選地址擇一興

建，名為「南部館」，以典藏海洋與移民文化為主

的圖書。在獲教育部購置經費後，又邀請學者協助

選書，一方面我趁赴韓之便，了解韓國典藏出版情

形，結果讓館方以相當便宜的價錢，買了兩套韓國

史及太平洋區域的重要典藏；一方面積極清理館內

相關議題的書籍，做為南部館的收藏。由於南部三

個縣市爭持不下，一時未能確定，經核定先租用高

雄科工館作為籌備服務處，先行對外開放。南部館

籌備時程倉促，館內同仁全力動員，莊健國先生慨

允到高雄負責籌備，盛情可感，在同仁全力配合

下，於很短的時間即籌備就緒。無奈因政治的干

擾，被迫暫時中止。以後不僅無疾而終，甚至為同

仁及本人招來沉重的打擊，莊健國先生更因此積勞

早逝。同樣臺南的典藏館也不了了之。這兩件事我

都因考慮到國圖在國家總體圖書資源的分配上要扮

演適當的角色，勉力推動，讓同仁費盡心力，但最

後都弄巧成拙，迄今仍讓我深感愧慟。

我是一個個性偏執，缺乏政治敏感的人，基於

情義跳入一個陌生的職場，自度福禍難料。幸好國

圖是專業性的冷衙門，外力干擾較少，加上同仁責

任感與榮譽心都很強，因此，工作執行相當順利。

就我的觀察，在圖書館界做事的人，個性溫和，有

包容的性格，具服務熱忱，且服從命令，這樣的

機構與人員，相信任何人來擔任主管，都能勝任愉

快。

不過，國圖的角色和同仁的性格，也為國圖

的發展帶來負擔。以國家圖書館的角色和地位，理

當在國家圖書政策上扮演規劃與引導的角色，這需

要前瞻與視野。因此，吸引最優秀的人才，有充裕

的條件讓他們發揮研發的能量，是非常重要的。可

惜國圖雖是教育部轄下的獨立機構，但事事都受業

務司的指揮，除法定典藏功能外，並無足夠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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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重要圖書，成為國家的櫥窗。加上經費不足，

需藉申請額外的經費來支撐日常工作。這些不斷增

加的新功能性、短暫性的業務，讓同仁疲於奔命，

無力從事研發工作，遑論發展個人在此一領域的專

業性與權威性，引領圖書館界的發展。更特別的是

館內人員的職等缺乏合理規劃，除了若干高階人員

外，絕大多數均為低職級的職缺，不利館內人員的

流動，不僅形成斷層，更難以吸引優秀人才。這種

致命性的組織結構，對館務的運作極為不利，當然

難以期待創造有利發展的條件。這是國圖的重要性

被低估所致。國圖同仁特別是教育人員研究能量的

提升，除了個人的努力之外，尤其需要制度上的配

合。不過，在總體條件如此窘迫的環境下，國圖同

仁不避辛勞的締造了這麼一個優良的圖書環境，實

在非常難得。

我在國圖的時間很短，是最短命的館長。在職

期間又無法擺脫諸多服務性的外務及專業研究，無

法專心館務。幸賴宋副館長的坐鎮協調主持，為我

後盾，諸位主任及館內同仁戮力為公，才讓一個不

稱職的主管從容卸職。回想起來，因著眾人的支持

與包容，讓我度過充滿溫馨、甜美回憶的九個月，

內心感激與愧疚之情交織，永難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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