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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逢國家圖書館成立八十周年，爰應曾館長

之邀，為文申賀，並對國圖與國內圖書館事業的發

展，提出若干建言。

壹、中央圖書館工作回憶

我在民國七十八年八月自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司長，奉命接掌中央圖書館，當時有些人認為我是

法律專家，懷疑我的適任。豈知我從國立台灣大學

做學生時起到大學任教，是圖書館常客。在美國紐

約、哈佛等大學深造時，更整天泡在圖書館內，直

到關門被館員催促「逐客」為止，且還在報紙為文

呼籲修正圖書館法與博物館法，對圖書館業務原不

陌生。二年八個月默默耕耘結果，在我任內中央圖

書館見報率超高，不但在大眾心目中煥然一新，且

在國際上本館知名度亦大為提昇。茲對任內印象特

別深刻一些作為，簡述於次：

一、便民與建立制度：

到任後抱著「勿以善小而不為 」之精神，以

建立世界一流國家圖書館的決心，排除困阻，與時

間賽跑，建立制度，力謀興革。 包括站在讀者的

立場，儘量做各種便民的改革措施，包括一證通

行、簡化借用手續、增設相關圖書館導引指示牌、

廁所加裝掛勾……等，不勝枚舉，不久使中央圖書

館動了起來。又健全財物管理制度，設置稽核小

組，為公家節省不少支出，且經審計部評定為教育

部所屬機構最優等單位。

二、多元化充實館藏：

我上任後發現中央圖書館中文善本書雖然豐

富，但社會科學書籍貧乏，自然科學更甚，尤其外

文書籍，但當時購置書籍預算實在不足，所以多方

設法無中生有，充實館藏，使館藏多元化。例如親

自跑臺北市立女子第一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建國高

級中學和國立臺中農業職業高級學校等中學，說服

校長把不用或要處理掉的日文書籍送中央圖書館，

結果不花分文，增加館藏一萬多冊。另外我在國外

看到大學或社區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更不必

說）除了藏書非常豐富以外，還收藏各種各樣的照

片、手稿、地圖、樂譜、建築藍圖、海報、油畫、

甚至電影片。國會圖書館抗戰時期中國的電影海

報，更讓人驚嘆。所以我就寫信或親訪很多專家學

者、老外交官…等，徵求他們的手稿，有歷史意義

的照片，樂譜，甚至舞譜。結果各方反應熱烈，包

括作家謝冰瑩、名人胡光麃、楊西崑大使、王國維

的女公子、崔萬秋夫人、許多作曲家…等紛紛把自

楊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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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或先人的手稿、文物、照片、樂譜、建築設計藍

圖…等見贈。抗戰時飛虎隊陳納德將軍的遺孀陳香

梅女士也把陳納德生前珍貴的照片、資料、信件贈

送給本館。在徵求過程還意外結交一些朋友，包括

臺南名人企業家吳尊賢、芮正皋大使…等人。

我蒐求文獻有股傻勁，以下就記憶所及，姑舉

二三事。例如����年�月應澳洲國立大學之邀，辦

理書展「台灣的昨日今日與明日」，並主持贈書儀

式。在澳洲住的旅館裡，發現一張紐西蘭上下倒置

的地圖，馬上與旅館交涉，結果他們讓我帶回掛在

輿圖室。在雪梨中國國民黨分部參觀者，看到前國

民政府主席林森（抗戰時期）的手杖，也向他們交

涉贈送，由我親自帶它上飛機送本館珍藏。

又如參觀澳洲新南威爾斯公共圖書館時，該館

館長應我的請求，贈送多幅各式繪製船的圖畫，至

今似乎還掛在國家圖書館行政區走廊兩側。

����年比利時書展，魯汶大學圖書館館長款待

我與國際交換處汪雁秋主任晚餐，在座有人從西方

古本書，提到魯汶附近有專賣十八、十九世紀印刷

圖書的書店。我聽到之後馬上請該館長打電話安排

拜訪那家書店。那時已經晚上九點，特別請老闆等

我們。到達那裡時，已經接近十點鐘，我們消磨到

深夜，買回一些特殊的西文古書，帶回給中央圖書

館收藏。

三、成立專科閱覽室

我在中央圖書館首先成立開架的西文圖書室。

然後勉力成立法律室、輿圖室、視聽室等專室，及

文物供應中心（即禮品販賣部gift shop，自已還參

與構想設計），此外努力擴充美術室，準備成立音

樂室。

先說法律室之成立，由於館內學法律出身的

同仁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位，所以趕緊親自勾選書

單，採購日文的法律書，並在週末自己和一個律師

學生去搬書、分類、上架，在很匆忙時限內把法律

室開張。很慶幸法律室至今利用率很高，只是有些

大部頭的書因為後續某些原因，沒有繼續添購。

再談為什麼設置輿圖室。因為我深感地圖製

作技術反映一國文明程度，特別看到美國與歐洲不

但國家圖書館，甚至一般圖書館都有專室及豐富的

地圖收藏。所以我特別拜訪外國使領館、聯合後勤

司令部、臺灣大學地理系…等機構，拜託他們贈送

立體和各種各樣的地圖。甚至趁自己和同仁出國之

便，順道收集購買各式地圖，包括在巴黎塞納河邊

舊書攤與日本東京神田神保町古書店尋找。在神田

舊書店發現日本當年攻佔南京時，繪製的南京市街

道地圖，我也把它買回。結果好不容易設立了我國

有史以來首創的輿圖室。因為地圖不但可促進觀光

事業發達，即對交通、國防、經濟發展、氣象…都

有密切關連，早已成為極重要的參考工具。結果輿

圖室啓用時盛況空前，為有史以來我國獨具風格研

究輿地的專室。

又當時我看到號稱國家圖書館，居然沒有視

聽資料室，在沒有增加國家預算之下，到處化緣向

人要了很多海報、錄音帶、錄影帶，總算推出一個

視聽資料室。此外我聽從戰略專家葛敦華將軍的建

議，還兩度發函與國防部部長希望他們協力在中央

圖書館增設國防室，奈何公文輾轉，久久未見下

文。

四、增加國際文化交流

我非常重視國際關係，所以我經常與各國駐

華使節、辦事處、文化中心保持良好關係，尤其美

國、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國。澳洲與台北簽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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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首航還邀請我做貴賓，免費坐該班航機從台北

到澳洲來回。

����年參觀訪問日本國會圖書館，����年參加

比利時書展，����年澳洲「台灣研究」書展，����

年德國柏林圖書館「中文圖書」展，某年訪問加拿

大Alberta Edminton大學圖書館，贈送他們圖書並

建立良好的交流關係。����年帶團參加IFLA ��屆

莫斯科會議，返國後應蘇聯國家圖書館的要求，安

排其東方部主任來台訪問，這是我國與蘇聯人士交

流的創舉。後來還請了一位蘇聯的朋友在中央圖書

館做事，這位先生不久前還在台繼續替行政院新聞

局編譯俄文的資料，他還在路上叫我。

五、召開圖書館與資訊服務新境界國際研討會

八十年九月召開圖書館與資訊服務新境界國

際研討會，國外參加的貴賓有國際圖書館協會聯

盟（IFLA）會長、秘書長，國際標準書號中心

（ISBN）負責人，英、美、法、南非、丹麥、瑞

典、韓國等國家圖書館館長，齊聚一堂，極一時之

盛。堪稱我國國家圖書館史上一大突破。

六、召開中國人的價值觀國際研討會

我們漢學中心有許多各國研究漢學的專家應邀

或申請來館研究，我任內更加強推動。例如瑞典漢

學家，後來大力支持高行健當選諾貝爾文學獎的馬

悅然都曾應邀來館作過專題演講。尤其��年�月漢

學中心召開中國人的價值觀國際研討會，主題是我

改訂的，邀集國內外漢學家兩百餘人發表論文，從

哲學、歷史、教育、心理、社會、法律、經濟、政

治、宗教等不同角度，探討中國人的價值觀，極一

時之盛，會後出版論文專輯，得到各方的好評、也

是央圖史上的一大盛事。在籌劃邀請人選過程中，

顧敏館長當時也大力襄助，在這裡必須記他一筆。

七、開放「全國圖書館資訊網路系統」

��年�月成立「書目資訊系統」，積極推動

「全國圖書資訊網路系統」，在�0年�0月正式啓用

「合作編目系統」，與國內十六所公私立大學連

線，互通有無，共同建立資料庫，達到「一館編

目，多館分享」的目標。

八、發明好書交換制度

今日國內縣巿圖書館常常流行辦理的「好書交

換」活動（即由讀者將家中不用的舊書，在圖書館

所定日期，以集點累積方式到場與別人的書交換）

是我獨創的構想，本來在中央圖書館實施，因為教

育部認為此項活動由地方圖書館辦理較為適宜，所

以後來交由臺北市立圖書館辦理。

九、修訂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

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修正草案擱置立法院多

年，經我多方努力，在�0年�0月由立法院法律教育

兩個委員會聯席審查，結果總員額增加到�0名，並

且增設副館長、秘書等職位，與參考組、資訊組、

研究組等單位，使員額合理化，館務運作順暢。但

是在立法院審議時，吳梓委員臨時突然建議將中央

圖書館直屬行政院，事後我雖向教育部毛高文部長

解釋，仍造成毛部長對我的誤解。

十、在第三閱覽室懸掛名人與博物圖像

我在臺灣省立嘉義中學初中部求學期間，看到

校園柱子上貼有賢聖名將事績與圖像介紹，及若干

勉勵辭句，在幼小心靈刻下深刻印象，影響日後人

格心志不少。所以為了使青少年學子擴大眼界，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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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培養正確、遠大的價值觀與人生觀，我努力收集

世界各國科學家、思想家、音樂家及藝術家肖像，

以及國內外所出版的礦物、動物、魚類、植物…等

圖鑑，在地下一樓第三閱覽室陳列，希望少年學子

耳濡目染，油然而生見賢思齊之心，可惜現今圖書

館與學校似乎這種作法已不多見了。

十一、設立專家選書諮詢小組

鑒於中央圖書館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藏書不

足，為充實館藏起見，計畫網羅各界專家學者代中

央圖書館推薦需購置的書單，以彌補館內採購部門

資訊之不足。開了一次會，各界名流熱烈出席建

言，願意協助。可惜理想未能實現，深以為憾。

當時我還籌劃成立「中央圖書館之友」（即義工制

度），以增進服務社會之人力。

十二、發行書刊

為增進社會大眾對文化學術之重視與了解，包

括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合作編印「華南邊

彊民族圖錄」，這書簡明且附珍貴圖片。

十三、宦海文化適應難

當然在中央圖書館服務也有比較不適應的事，

例如政府各機關常借中央圖書館場地舉辦各種活

動，這些外借機構通例在活動第一天還要本館館長

陪同他們首長一早在大門外迎接他們邀請的長官與

貴賓，否則失禮似的，居然變成館長業務的一部。

也許有人認為如此可增進公關，還可與大官接觸，

但我則感到有些無奈。另外當時有人愛向部長匿

名寄信造謠，偏偏那時某部長一反常例，收到匿名

信，就交查，令人困擾。

貳、對未來圖書館業務之淺見

一、 館藏尚待充實，按國家圖書館特藏雖豐，但不

容諱言，其他收藏比若干大學尤其台灣大學

相去甚遠，其中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及外文文

獻特別不足，宜大量擴充，俾國家圖書館之名

實相符。此外可仿美國國會圖書館之作法，照

片、名人手稿、地圖、藝術海報…等不同形態

的著作物可大加充實。

二、 聽說現國家圖書館不止一個，此部分所定政策

有點滑稽，似宜反映檢討，不宜多頭並存，紊

亂體制，影響領導權責不明。

三、 特藏組有許多難得孤夲，內有許多珍貴插圖地

圖可善加利用，公諸於世。宜設紀念品販賣

部，既可服務讀者，又可推廣文物交流，更可

增加同仁福利，試觀今日國立故宮博物院收入

情形，即可知吾言之不謬。

四、 地圖等資料與交通、國防、經貿、氣象…都有

密切關連，早已成為極重要的參考工具，各

先進國家國家圖書館與大學圖書館多設有輿圖

室。在今日知識經濟時代，無論觀光、投資、

國防、產業，需要地圖知識更加殷切。至今

二十年，國內圖書館界人才輩出，但專業圖書

館及各大學尚無一間地圖室，豈不遺憾。近來

國家圖書館場地已有擴大，似宜恢復，以加強

突顯其特色，在此再呼籲一下，亦盼大學與地

方圖書館考慮設立輿圖室。

五、 連合中華民國書館學會，領導從速修訂圖書分

類法，以免各大圖書館書籍分類紊亂簡陋，無

法因應科技的快速成長，尤其新興領域圖書不

知如何分類，上架位置自由心證，放置各處，

讀者浪費時間查尋。

中央圖書館老兵的回憶與建言—賀國圖八十周年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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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宜與大學合作，研擬建立制度，培養館員在圖

書館以外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專科以及不同外

國文之素養，以免外文、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

人才不足，如何選置新的書刋文物？

七、 我在中央圖書館期間，開始從各國蒐求不同形

態，各色各樣罕見珍奇的圖書，原擬成立小型

「書的博物館」，因為看到國外有各種各樣的

書，裝訂有的用象牙，有的用獸皮，有的極為

袖珍，有的平面可以立體化，有的可浸水，…

琳琅滿目，極有趣味性。成立此種陳列室可

增加讀者閱覽興趣，擴大視野與國際觀，又豐

富觀光價值，具有多元功能，更使圖書館特色

突顯。可惜不久調任經濟部中央標準局，沒能

完成。近年國家圖書館與外國大館接觸交流頻

仍，蒐集各型圖書困難度減少。只要決策的人

有決心與遠見，不難成功。

八、 考慮設置國防圖書室，爭取國防部合作，蒐集

有關國防文物書刊，為國家圖書館增加特色。

參考文獻

一、 楊崇森撰「日新又新，精益求精-兩年來中央

圖書館的茁壯與創新」(民國��年�月)

二、汪雁秋撰「圖書館人物誌」楊崇森部

三、 楊崇森「和時間賽跑，為館務奔波」，載中央

國書館�0週年館慶特刊。

四、央圖館訊、當時各大報剪報。

 

 

中央圖書館老兵的回憶與建言—賀國圖八十周年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