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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自 1982 成立以來，致力於推動佛學資源的蒐藏、整理與

提供，並著重在圖書館的經營管理與資源共享；於 2021 年獲教育部頒發「第一屆教

育部圖書館事業貢獻獎」標竿圖書館獎。本文分為圖書館經營理念及特色二部分介

紹。經營理念的部分，歸納五項說明：重視使命、與時俱進、廣納專業、資源共享、

培育人才；特色的部分，整理八項：擬訂與推廣佛教分類法；創辦國內第一份專門

圖書館學術性刊物；每年舉辦圖書館研討會；整合佛學特色資源，建立佛學書目中心；

建置多種特色佛學數位資源，並協助各佛教期刊數位化；編輯出版專門圖書館參考

工具書，利於研究發展；推廣正念閱讀力、專注力的培養；提供貼心的讀者服務。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82, the Library of  Luminary Buddhist Institute has 

been dedicated to the collection, organization, and provision of  Buddhist resources, 

with a strong emphasis on library management and resource sharing. In 2021, the 

library was awarded the “The First Ministry of  Education Library Contribution 

Awards＂ as a model library.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library's management 

philosophy and features. The management philosophy is summarized into five key 



76 國家圖書館館刊  一一三年第一期 （2024.10）

areas: emphasizing mission,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embracing professionalism, 

resource sharing, and talent cultivation. The features of  the library are outlined in eight 

aspects: developing and promoting the Buddhist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unding the first 

academic journal for special libraries in Taiwan, hosting annual library seminars, integrating 

Buddhist resources and establishing a Buddhist bibliography center, creating various 

digital Buddhist resources and assisting in the digitization of  Buddhist journals, editing 

and publishing specialized library reference tools to suppor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moting mindfulness and focus in reading, and providing attentive reader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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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於 2021獲教育部頒發「第一屆教育部圖書館事業貢獻獎」

標竿圖書館獎，這獎項的得獎因緣是：當年恰逢本館成立四十年，因此我們決定給

圖書館一個生日禮物―參與教育部辦理「第一屆教育部圖書館事業貢獻獎評獎實

施計畫」的「標竿圖書館」選拔。在甄選過程，我們不斷自問「所為何來？」是在

意這份榮譽？還是要引人注目？其實，最主要是因為我們對「佛教圖書館」的經營

管理有願景與期許，希望佛教圖書館的發展得到重視。所以，將本館四十年來的經

營理念及特色整理成文，以饗大眾。

二、圖書館經營理念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是一所專門圖書館，成立於 1982

年； 1997 年之後，隸屬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本館成立之初，設立目的在協助推

展僧伽教育，配合佛學院教學研究，僅提供佛學院師生使用。之後，基於資源共享，

於 1998 年對外開放服務社會大眾； 2001 年加入全國館際合作組織； 2014 年加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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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參與合作編目。

佛教圖書館的服務者，是法寶的守護者，是一份開啟眾生智慧的服務工作。因

此，秉持護持法寶，讓它成為眾人心靈的休憩站，是本館服務讀者的最大動力。四十

年來，我們堅守著：重視使命、與時俱進、廣納專業、資源共享、培育人才的理念，

不斷地努力與發展，期能豐富館藏資源，建立有特色的佛學資源重鎮，並提供讀者

完善資訊服務。希望這座佛教知識的殿堂，能開啟讀者的智慧泉源，讓讀者可以在

這裡尋訪到他生命中的善知識，取得終身學習的資源。

在此，謹將本館的經營理念，分別概述於下：

（一）重視使命，文獻傳承

隨著時代的更替，圖書館的功能也有所轉變，從傳統的「藏經樓」以典藏、整

理為主，到後來圖書館成為「提供」與「教育」的場域。

本館的創設，既承載著「佛學院圖書館」的學校圖書館功能，又具宗教圖書館的專

門圖書館功能。它不僅提供校內師生使用，還注重「佛教文獻資源的保存與利用」，擔

負著佛教文獻典藏、整理的傳承使命。因此，筆者將經營管理佛教圖書館，作為修學上

很重要的使命；也將它視為佛教文獻弘法工作，服務讀者即是在弘法，在協助讀者離苦。

（二）與時俱進，接受挑戰

曾經有位圖資界的前輩叮嚀筆者：「不要把自己侷限在只是做圖書館，若能與

時俱進，經營的圖書館就會是一個有機的成長體。」這位前輩的指導，筆者一直銘

記在心，並視為管理圖書館的重要實踐方針。

確實，走過四十年，無論文獻的收藏、整理與提供方式，「與時俱進」是本館不

斷成長的動力。從傳統的紙本到數位典藏，從網路資源的興起到資料庫建置，乃至當

今的AI，本館亦因應時勢所需，不斷精進學習與開發，期望可以提供完善的讀者服務。

（三）廣納專業，貴人相助

本館是民間圖書館，且位居嘉義竹崎偏鄉，資源取得相對不易。但本館秉持尊

重專業、廣納專業的理念，透過實體參與或電話、線上會議等，得到很多專業人士

的指導與建議。尤其是本館年度研討會主題設想、聘任師資等方面，都是來自各界

專業人士推薦，集思廣益而成。很多參與本館活動的館員常問筆者：「您們如何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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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到這麼優秀的師資？」對此，筆者內心充滿無限感恩。因為有各方的專業協助，

本館才得以所求滿願，能與大家共同學習。

正因為有眾多專家、學者投入心力相助，彌補我們不足之處，本館的諸多業務

才能順利完成，如佛教圖書分類法修訂、《佛教圖書館館刊》邀稿或舉辦研討會等，

皆得力於許多師友支援。因此，本館能順利推動圖書館相關事務，或能在專業領域

上有所突破，都要感謝這些貴人的鼎力相挺。

（四）資源共享，自利利他

在網路尚未普及的年代，研究者常需透過期刊索引才能找到文章篇目，卻不知

期刊原文在哪裡。因此， 1996 年本館嘗試編輯《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現藏佛學相關

期刊聯合目錄》，助益那個年代的很多研究者。在這個機緣上，本館也發現大眾的

需要，於是結合佛教圖書館界，共同完成「期刊」、「書目」聯合目錄的資源共享。

本館從中發現，原本的編輯動機是自利，最後已擴及助人！

協助他館或佛教期刊雜誌社的期刊數位化，皆是同樣的道理。館員原先會抱怨

為何增加工作量，後來他們逐漸發現，「原來服務別人，就是在服務自己」。當大

家一起成長、一起進步時，資源共享的空間就愈大。

本館經常與他館有合作因緣，發現館際間的資源共享，互利互惠，不僅利益更

多人，也更增進彼此成長。因此，在圖書館館藏數位化剛起步時，本館樂於與他館

分享經驗與提供推廣服務，如提供佛教書目電子檔、編輯圖書及期刊聯合目錄、代

培訓志工等。

（五）培育人才，後繼有力

我們一直相信要有專業人才，方能讓圖書館的經營管理走得長遠。本館創立的前

十二年，雖然沒有專業圖書館的人員投入，致使圖書館政策常依人而變。但我們依

舊滿懷熱誠，不斷地送領執法師參加圖書館相關課程，後來有圖書館專業人員加入，

本館終於步入軌道，開始推展新業務。

筆者雖已成為專業人員，但隨著資訊科技發展，圖書館的發展也需與時俱進、不

斷創新。基於這理念，筆者深感圖書館人才多元化的重要，除有圖書館專業人才外，

還需引進資訊等不同領域的專業人才，始能因應多元的圖書館服務。因此，多年來，

從佛教圖書館館員到志工的培訓，乃至代訓其他佛教圖書館的館員、志工，本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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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盡力。面對即將來臨的 AI 時代，期望館際之間彼此支援，培育多元人才，使佛教

圖書館界的人力資源不斷。

三、圖書館的特色

四十多年來，孜孜矻矻地努力，本館具有館藏豐富、典藏罕見文獻、重視館藏

品質管理，積極開發數位化佛教文獻、提供多元的讀者服務，成就服務的八項特色：

一、善用知識組織管理―擬訂與推廣佛教分類法；二、專業資訊分享交流―創

辦國內第一份專門圖書館學術性刊物；三、專業知能進修―舉辦圖書館研討會；四、

佛教資源整合查詢平臺―整合佛學特色資源，建立佛學書目中心；五、建置多種

特色佛學數位資源，並協助各佛教期刊數位化；六、編輯出版專門圖書館參考工具書，

利於研究發展；七、推廣正念閱讀力、專注力的培養；八、提供貼心的讀者服務。

（一）善用知識組織管理─擬訂與推廣佛教分類法

1. 擬訂與推廣佛教圖書分類法

本館深感若要提升館藏品質管理，且達到資源共享的目標，首先要解決各

館間佛書分類法不一的問題。因此，於 1993 年起，號召全國佛教圖書館，因應

專門圖書館之特性，共同擬訂佛教圖書分類法，其間得到很多圖書館界專家、

學者如吳�璃老師、陳友民先生等的專業協助；至 1996 年，經 16 所佛教圖書館

共同修訂、測試完成，由本館編輯出版《佛教圖書分類法（1996 年版）》（以

下簡稱《佛圖法（1996）》）。分別於 2001 年 6 月及 2005 年 3 月，授權中國

大陸修訂佛教圖書分類法，成為大陸地區專用的佛教圖書分類表。（見圖 1）

圖 1　出版《佛教圖書

分類法》並授權中國大

陸修訂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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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爭取「中文機讀編目格式」段號

為因應時代，《佛圖法（1996）》也陸續修訂更新，於 2011 年出版《佛

教圖書分類法（2011 年版）》中、英文版及使用手冊三書，作為佛書分類之規

範；同年 10 月 28 日，與國家圖書館共同主辦「資訊時代國際佛學知識的管理

基礎― 2011 年佛教圖書分類法新書發表暨知識組織研討會」，（見圖 2）

並得到國家圖書館認定，於中國機讀格式 687 段其他分類號新增「BCS 佛教圖

書分類法」，在 805 館藏記錄段號使用的分類系統代碼為「BCS」（Buddhist 

Classification Scheme）。迄今，全世界已有近二百所佛教圖書館使用，成為世

界各地佛教圖書館分類之依據。

圖 2　推展佛教分類法知識組織管理，舉辦「資訊時代國

際佛學知識的管理基礎― 2011 年佛教圖書分類法新書

發表暨知識組織研討會」（2011 年 10 月 28 日）

3. 分享本館館藏書目電子檔

為協助佛教圖書館節省分編的時間，自 1999 年起，開放分享本館館藏佛教

書目電子檔，以利各館作為編目轉檔參考之用，助益不少圖書館；亦協助各館

分類、編目等問題之參考諮詢及教學。

4. 建置「佛教主題分類檢索系統」

隨著科技進步、網路發展，為使分類法能讓更多圖書館使用，本館於 2010

年提供 PDF 檔於網路瀏覽；2014 年 9 月建置「佛教主題分類檢索系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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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含漢語拼音）、英文（含巴、梵、藏、日譯羅馬轉寫）類目單一介面檢索，

經由檢索結果的「類號」連結本館書目，便利圖書分編者、研究者使用，促進

館際合作，達到資源共享。

5. 舉辦佛教圖書分類法相關活動

因應編輯佛教圖書分類法，舉辦分類編目的相關活動及為佛教界辦理研習

課程，如 1997 年舉辦「佛教圖書分類編目研習營」； 2001 年 12 月 15 日「中

華佛教護僧協會分類編目研習」等。另外，2018 年 7 月 17 日，杭州靈隱寺舉辦

「全國佛教圖書館聯盟成立儀式《雲林佛教圖書分類法》（修訂版）發布會暨

第一期佛教圖書館分類編目研修班開班式」，邀請本館協助成立大陸地區全國

佛教圖書館聯盟並主持第一次聯盟會議。

此外，本館亦曾嘗試編輯「心經索引典」、佛教主題詞表等佛書分編規範工具。

（二）專業資訊分享交流─創辦國內第一份專門圖書館學術性刊物

民國八十幾年（1990 年代），臺灣佛教界相繼成立圖書館，而資源共享、有效

管理，一直是佛教圖書館共同關心的焦點，各館都希望有一份專屬的專業刊物。因

此，為能促進館際間的經營管理更上軌道，於 1995 年 3 月，本館創辦國內第一份專

門圖書館經營管理學術刊物《佛教圖書館館刊》（原刊名《佛教圖書館館訊》季刊；

2005 年 6 月第 41 期起更為此名，並改為半年刊；），旨在發展佛教圖書館事業，提

供佛教圖書館經營管理之理論、報導佛教圖書館各種活動或研究，以及電子化時代

圖書館資訊發展新知等實務作業資訊，作為自我進修、充實專業知能及資訊分享交

流的園地。內容共分為 8 個專欄：專題論述、經營管理、佛圖論壇、電子藏經閣、

書香．書鄉、人物專訪、圖書館巡禮、參與．分享。

發行至今已二十九年，未曾間斷。除了以紙本供眾閱覽外，自 1999 年起，將本刊

數位化，並以網頁及 PDF 檔案方式，提供線上瀏覽。由於刊物主題規劃新穎，符合時

代需求，深受各界肯定，本館並贈送國內外圖書館典藏，成為館員進修的重要期刊。

（三）專業知能進修─舉辦圖書館研討會

為提升圖書館管理專業知能、培訓佛教圖書館工作人員管理知能，每年舉辦全

國性圖書館研討會、座談會、論壇、研習營等。在設想主題及聘任師資時，得到許

多佛教界、圖書館界之學者、專家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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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科技進步與知識創新，圖書館角色也隨之調整，不斷地發展創新服務，加

值活化館藏資源，行銷圖書館，以滿足讀者需求，規劃的主題均呼應時代需求，如

圖書館文創、策展、閱讀專注力開發、閱讀的健康管理、正念與圖書館發展等；此外，

鑑於近年來教育工作者為提升學習成效，不斷地研發出創新教學法，本館希望運用

當今各種創新教學法結合多元佛學資源，為佛學教育注入新活力，而規劃舉辦佛學

教學設計與資源運用的主題研討會。

自 1994 年起至 2023 年止，全國性圖書館研討會共舉辦三十一場，可歸納為五類：

推廣活動、佛教、數位資源、圖書館管理、出版。（見圖 3）於會後都將研討會資料

整理成專輯，提供國內外館員、讀者進修專業知能，以擴展圖書館多元的讀者服務。

（見圖 4）

圖 3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1994 年起至 2023 年舉辦研討會類

別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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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重視文化、教育推廣，每年舉辦推廣活動，如圖書館研討會、教師專注力研習

營、正念工作坊等，提供圖書館、教育工作者等專業知能進修

（四）佛教資源整合查詢平臺─整合佛學特色資源，建立佛學書目中心

網際網路崛起，聯合目錄的出現，讓讀者不受時空限制、透過單一介面檢索各

館館藏資料，也促進圖書館間資源共享。本館因應時勢發展，發起建置佛教圖書館

聯合書目，首次將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館藏資源數位化，並完成整合查詢介面，建

置「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現藏佛學相關期刊聯合目錄查詢系統」（並出版紙本參考

工具書）及「佛教圖書館館藏聯合目錄」，整合國內十餘所佛學圖書館資源，實現

館際資源共享，便利使用者查詢。

於 1998 年和 1999 年建置此「聯合書目」與「聯合期刊」二個資料庫時，獲得

有建置虛擬聯合目錄經驗的中正大學圖書館張貿翔館長協助。當時因大部分佛教圖

書館尚無各館專屬 WebPAC 檢索系統，故由當時就讀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研究所的游

子興先生協助各館建置 WebPAC。網路的力量實在強大，可以結合素未謀面僅憑電

子郵件往來的人才，完成了這二個當時佛教圖書館界超前的資料庫，幫助圖書館實

現資源共享的夢想，令人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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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置多種特色佛學數位資源，並協助各佛教期刊數位化

隨著科技的發達，發展出方便數位化的軟硬體，便利圖書館館藏進行數位化。

本館並與時俱進，提供數位化文獻加值服務，將館藏資源數位化，如館藏佛書目次、

民初重要佛教文獻、期刊、照片等；並建置近二十種參考工具型專題資料庫，如聯

合目錄、人名、年表、解題、藏經目錄、臺灣地區僧籍資料庫、心經索引典等，供

眾免費使用。此外，取得期刊授權，進行各佛教期刊數位化，如 1952 年創刊之《菩

提樹》、1957 年創刊之《今日佛教》等，並建置「佛教期刊論文檢索系統」，提供

檢索，授權期刊可全文瀏覽。此外，協助各佛教雜誌社及各佛教圖書館的期刊進行

數位化，如《慧炬》、《僧伽醫護》等。

本館於2004年收到由苗栗佛寺寄來一批1925年1976年臺灣、大陸、香港、澳門、

新加坡等地區珍貴的佛教期刊。這批期刊的目次有被勾選、內容被剪掉，就筆者圖

書館專業的直覺，認為可能與編製期刊目錄有關；經核對後發現，與 1975 年張曼濤

編輯《中華民國六十年來佛教論文目錄》條目相符。2017 年及 2022 年，淨海法師將

其收藏一批珍貴的世界佛教郵票贈送本館；2017 年則有菩提仁愛之家捐贈朱斐居士

《菩提樹》雜誌第 1 至 44 期珍貴照片等資料給本館典藏。（見圖 5）

本館將這些民初重要館藏資源數位化，以「華人地區佛教期刊、雜誌及其照片收

藏」為主題，參加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於 2019 年舉辦之第二屆「臺灣世界記憶國家名

錄」徵選活動，獲評選登錄，榮獲文化部肯定，讓重要文獻被世界記錄、保存與使用。

圖 5　館藏特色資源：經文木雕版（右上）、貝葉經 

（寫於 1241 年）（右下）、摺頁經書（左上）、

1949 年前華人期刊雜誌創刊號（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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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編輯出版專門圖書館參考工具書，利於研究發展

本館為利於佛教圖書館運作、資源共享及豐富佛學研究資源，編輯出版專門圖

書館參考工具書，如期刊聯合目錄、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提要彙編、期刊指南、入

門網站資源選介、專題研討會論文集、研習手冊等紙本與數位資源，利於讀者研究

及查詢使用。（見圖 6）

1. 佛教圖書館叢書

編輯出版《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現藏佛學相關期刊聯合目錄》第一版及第

二版，是提供佛學研究者及圖書館不可或缺的工具書，更是了解佛教文化發展

的重要文獻資料。

《佛教圖書分類法（1996 年版）》、《佛教圖書分類法（2011 年版）》中、

英文版及使用手冊，旨在建立一套適用於佛教圖書館的佛書分類法。主要作為

佛教圖書主題分類標引、檢索及排架等的規範，並作為編製和組織分類目錄的

依據；其次，是作為佛教期刊分類、佛書出版統計、佛書出納統計等的工具。

一方面能回應並兼顧佛教文獻分類本身的需求；另一方面，冀盼能符合各種弘

傳佛法的語文使用。

2. 佛教參考資源叢書

《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提要彙編（1963~2000）》、《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

提要彙編（2000~2006）》，以佛教分類為主題檢索，有助於研究佛教學的學者

了解佛教學研究發展的脈絡，也可以從論文質量的分析、分類統計，看出全國

各研究所對相關佛教學研究的發展趨勢與特色。這是近四十年來臺灣地區第一

本佛教領域的學位論文研究成果彙編，值得圖書館典藏及學術研究參考之用。

3. 佛教圖書館推廣叢書

此系列主要以圖書館各年度舉辦的研討會、論壇、研習等推廣活動手冊為

主，如《佛教知識組織管理研討會會議論文集》、《紙質圖書保存維護管理研

習會》、《佛教與數位學習發展研討會》、《閱讀專注力開發研討會會議論文

集》、《圖書館策展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圖書館文創產品開發與行銷研討

會會議論文集》等。

4. 閱讀叢書

因應 2016 年 10 月 15 日舉辦「閱讀專注力開發研討會」，規劃出版隨身書



86 國家圖書館館刊  一一三年第一期 （2024.10）

《正念閱讀》，藉由簡潔的短句、小語，體會閱讀與專注的美好，可以培養理解、

專注的素養，進而提升學習力。

5. 圖書館臉書粉絲頁專書

本館在 2012 年 5 月 4 日，開始於 FB 分享佛法在日常生活中的踐行，希望

本館的 FB 能成為大眾隨處研藏的淨土。後將每日一則善語的分享與互勉，彙編

出版《日日安樂行》一書，希望匯聚這些幸福資糧，傳播給更多有緣人，並感

謝大家參與的每一個「讚」，讓我們成為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護法，日日皆安

樂行。

此外，本館體會到期刊在出版品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不論內容性質是學術

性或一般性的刊物，在時間流的發展過程，它所具備的時效及新穎性，最容易幫助

讀者獲得各類資訊，故而編輯《臺灣地區佛教期刊指南》。還有因為網路發達，帶

來了豐富的網路資源，若經過有系統整理，勢必能帶給使用者許多方便，而編製《佛

教入門網站指南》，並將內容略分為十八類，也成為讀者認識網上佛教資源的重要

指南。

圖 6　圖書館編輯出版品，包括《佛教圖書館館刊》、《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提要彙編》、《臺

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現藏佛學相關期刊聯合目錄》、歷年舉辦研討會論文集等

（七）推廣正念閱讀力、專注力的培養

除了增進圖書館專業知能、推動專門圖書館分類法之外，針對不同族群舉辦創

新行動閱讀，辦理全國性推廣活動，如閱讀專注力開發研討會與研習營、正念閱讀、

品書論壇、好書評介、推廣讀書會、專注力全國教師研習營系列活動、正念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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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行動閱讀等，並設計相關行動閱讀卡片，編輯《正念閱讀》專書，輔以設計相

關輔助教材意象教學法，達到推廣閱讀之普遍性，提升館藏使用率。

鑑於 3C 產品普及，造成分心時代的來臨，本館特於 2016 年舉辦「閱讀專注力

開發研討會」，引起廣大迴響。自 2017 年起，連續三年舉辦「專注力全國教師研習營」

系列活動嘉惠教師群，透過實際演練，協助教師開發專注力，以提升教學品質與成

效，並可以運用到教學上，使學生有效專注。

2020 年面臨疫情蔓延，導致人心惶惶，而專注力與正念是現代人安頓身心的良

藥。延續 2017 年至 2019 年專注力的主題（見圖 7），推廣正念在教育、圖書館的應

用，舉辦「正念幸福力與教育工作坊」系列課程、「正念與圖書館發展研討會」、「圖

資人正念幸福力工作坊」，希望將「當代正念」引入，應用在圖書館管理，對館員

情緒管理、提升圖書館工作效率、讀者服務等有改善之功效。

圖 7　推廣正念閱讀，舉辦「閱讀專注力開發研討會」（2016 年 10 月

15 日）、「專注力全國教師研習營」（2017 年至 2019 年）

此外，隨著數位學習的需求大量增加，閱讀的健康管理卻常被學習者所忽略。

因此，舉辦「閱讀的健康管理研討會」，邀請醫界、圖書館及教育界等各領域專家

分享實務經驗，期望提供正確的閱讀保健與管理概念，讓學習者在閱讀時能維護身

心的健康，以延展人類的閱讀生命，並開拓閱讀的新視野。（見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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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每年舉辦研討會，規劃主題呼應時代需求，圖為「閱讀的健

康管理研討會」（2020 年 10 月 23 日）

本館以推廣正念閱讀力、專注力等，對象除了圖書館之外，更廣及教育界及社

會大眾，以培養專注力，安頓身心，以及使教師提升教學品質與成效，促進師生一

起學習成長。此外，也與外界合辦研討會、參加外界辦理的展覽、為教界辦理研習

課程等。（見圖 9）

圖 9　結合社會公益資源並推廣閱讀，舉

辦「捐發票做公益．選好書長智慧」活

動（2016 年 5 月 15 日），以好書交換捐

發票給公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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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提供貼心的讀者服務

本館提供的讀者服務包括：閱覽服務、視聽服務、資訊檢索服務、諮詢服務、

圖書館利用指導、書刊薦購服務、館際合作服務、圖書館管理服務、影印及掃描服 

務。（見圖 10）

圖 10　偏鄉國小戶外教學參訪本館，小朋友們聚精會神

地閱讀立體書

早期曾利用午餐時間，舉辦「書香時間」推動介紹好書；推行「圖書期刊認養」

專案，每份期刊邀約法師認養、勾選佳文影印張貼公告；將每期期刊目次影印蒐集

成冊，供讀者檢索；推動 SDI 專題選粹服務；多方蒐集資料，建立佛教文獻資料庫、

參考諮詢系統、專題剪輯卡等。這些服務雖然後來都因人力不足停止，但有些服務

留下了豐富的資源，為日後的新服務奠定基礎。此外，香光尼眾佛學院曾與本館合

作，長期為該校一年級新生開設一門「圖書館與資訊運用」課程，讓佛學院學生學

習如何檢索、使用館藏資料。

1992 年以前，所有的館務工作都以提供院內的讀者服務為主；直到 1993 年，本

館主要負責修訂佛教圖書分類法後，才正式踏出館際服務的第一步。之後，因筆者

受聘為中國圖書館學會（今名：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專門圖書館委員，促使本館

有更多機會接觸其他圖書館，了解各館的運作情況，也開始將服務的讀者擴大到整

個教界。

網路的發展，改變圖書館服務的媒介、工具及型態，為發揮圖書館蒐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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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提供資訊的角色與功能，本館於 1997 年開始建置網站，之後發展線上參考諮詢、

部落格及臉書粉絲專頁等與讀者線上互動服務。還有從紙本提供專題選粹期刊服務，

到數位化專題服務―發行《佛教圖書館電子報》，目的在開拓圖書館的服務對象

與範疇，希望藉此搭起服務讀者的橋梁，內容包括專題論述、網路資源、出版資訊、

佛書分編、期刊指南、佛圖管理等專欄，提供專題資源研究的利用指引、國內外佛

教相關新書及好書資訊、介紹網路資源及使用技巧、圖書館經營管理等。另外，整

理佛教典籍、字辭典、期刊、出版資訊等近四十種主題之「佛教入門網站」資源，

製作心經、台灣佛教史等主題利用指引，提供讀者便捷、貼心的資訊服務。

四、結語

圖書館看來像是一直在做重複的工作，但每一個工作決策的影響性很深遠。因

應需求，我們義無反顧的投入，這都是人力、時空因緣和合，讓我們有服務的機緣，

內心充滿無限感恩！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從過去僅是一個佛學院的圖書館，一步一步發展至今，

已然成為專業圖書館。四十年來，本館默默深耕在地，並擴及世界，堪謂佛學資源

建置與推廣的重鎮。有幸榮獲「第一屆教育部圖書館事業貢獻獎」標竿圖書館獎，

評審給予本館肯定與鼓勵之話為：「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規模雖小，但活力無限，

創意十足，充分發揮提供資訊、保存文化、促進國內外學術交流、提升社會發展的

能力；尤其編訂佛教圖書分類法，獲海內外二百多所佛教圖書館認同與使用。」在

六所獲獎圖書館中，本館是唯一的專門圖書館。這份殊榮，是送給圖書館四十歲最

好的「生日禮物」。

這個獎項是本館四十年來的努力成果，未來面對新一波科技 AI 時代的衝擊，也是

另一個階段的開始。本館秉持經營理念，善用資源、與時俱進，藉由現代資訊科技，

發展新功能、新服務，期許成為承載佛教知識的有機體，持續發展佛教知識的傳播、

組織及管理，提供完善的讀者服務，讓佛教圖書館成為開啟讀者遨遊智慧海的知識

殿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