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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是以典藏圖書文獻，提供民眾閱讀為宗

旨的機構，在國家總體文教事業中看似份量輕微，

但在啟蒙知識及提振學術上扮演重要角色，更是檢

視國民素養、國家軟實力的櫥窗。

上世紀三十年代，在漫天戰火的艱難環境中，

學界前輩為保存文化，振興學術，搶救瀕臨浩劫的

古籍文獻，在我國圖書館創建伊始，即為典藏傳統

古籍奠定基礎，是極具歷史視野的創舉。

其後，經歷長期時局驟變、政經社會巨大動

盪，圖書館前輩為維護國家知識寶藏，艱辛地搬遷

典籍，渡海來臺；在百廢待舉的時代中，肩負知

識推廣及開展學術的大任。待局勢穩定後，群賢更

摩頂放踵，在臺北市南海路闢建了一座匯集知識的

圖書殿堂，並協同高校圖書館教研單位，取法國際

規範，共同規畫推動具現代意義的圖書館事業，從

中央到地方、高校到小學，依不同階層的需求與功

能，逐步開展實施。

從臺北市南海路到中山南路的發展歷程中，國

家圖書館伴隨著臺灣社會與科技的日新月異，在硬

體設備與軟體服務管理上都有極大的提升與改變。

除與學界合作，共同引領圖書界提升教研管理，增

進服務品質、深化社會教育的功能之外，更傳承建

館伊始，保存傳統典籍文化的鴻志，積極擴大徵

求、蒐藏大量重要古籍、文獻、個人書信、手札等，

人文社會學術研究的珍貴資料。更為典籍文獻永續

保存，加強資訊傳遞與社會教育功能，是最早參與

國家數位典藏計畫，將重要文獻資料，進行數位化

的機構。此舉在國內既發揮擴大服務、提升應用產

值的重大效能，更藉推動國際合作，分享數位經驗

與成果，增進我國的國際能見度。

如今，國家圖書館為擴大服務與保存圖書，在

政府支持下，於臺南市新營區興建南部分館暨國家

聯合典藏中心，將服務能量與影響伸張到南部；相

信必能引領強化服務功能，深化社會教育。更重要

的是，當此數位化發展洪流的關鍵時刻，曾館長特

別重視實體文獻文物蒐藏與保存的時代意義，積極

徵集人文社會領域學者窮畢生之力蒐藏、保存的研

究瑰寶，以及記錄其辛勤治學歷程的寶貴資料，典

藏於圖書館中，不僅讓實體物品得以永續保存，且

能將重要資料數位化，展現虛實並存，共現研究價

值，有力見證七十年來臺灣人文社會學界累積、凝

聚資料的心血，及獲致的學術成果，是臺灣學術文

化成長的重要資產；此舉和創館前輩在艱難的環境

中搶救古籍、振興學術同具慧眼與歷史意義。而館

內同仁不辭辛勞，分別在聯絡、搬運、分類諸多業

務，貢獻智慧與能力，充分展現全館共同為教學研

究、邁向巔峰的強烈企圖心，尤令人欽服。

茲值建館九十周年榮慶，謹從一個側面略述所

見，是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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