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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歷史緣起 

 

對曾經領略過歐洲風情的旅遊者而言，一談到歐洲映入眼簾的不外是巍峨的城堡，

古老而極富韻味的石板路，濃郁的咖啡香裡寓含著深厚的文化氣息、處處顯現出歐洲是

個具有深厚文化的地方。而這並不局限於表現在建築物的風格或生活的習慣上，就連歐

洲的文化事業水平亦是舉世知名。以圖書館為例，具有悠久歷史且知名的圖書館就有不

少座來自於歐洲，這些圖書館的建立大都植基於皇室豪門的豐富藏書，匈牙利國立圖書

館即名列其一。 

在世界圖書館的發展過程中，匈牙利堪稱是「歷史悠久」，早在十五世紀末，馬蒂

亞斯國王（Matthias Corvinus，西元 1458-90 在位）就已擁有豪華的科爾維納宮廷文庫

（Bibliotheca Corviniana）而聞名於世。不過，該文庫的藏書後已散佚大半，據估計，現在

科爾維那文庫約有三分之一的希臘文及拉丁文的古抄本流落於世界各國的圖書館中。 

二、國立塞切尼圖書館的肇建 

 

西元 1802 年，塞切尼伯爵（Count Ferenc Sz　h　yi）將其由海內外竭力蒐得的私人

藏書捐贈匈牙利政府，成為國家圖書館的核心館藏。政府旋即將這批珍貴的藏書整理

後，開放供眾閱覽。而塞切尼伯爵此舉獲得匈牙利人民廣大的迴響，許多私人藏書家紛

紛將其舊藏捐贈給政府，為建立匈牙利國家圖書館打下了豐厚的基礎。西元 1808 年，在

匈牙利議會的倡議下，建立匈牙利國家博物館，並由國家博物館負責向外徵集、蒐集重

要圖書以充實塞切尼圖書館之館藏。西元 1846/47 年，圖書館與博物館其他部門遷入匈牙

利國立博物館這棟古典大樓中。直到西元 1949 年方告獨立，定名為國立塞切尼圖書館

（National Sz　h　yi Library）。西元 1985 年遷入現址至今。 

三、組織與館藏 

 

國立塞切尼圖書館坐落於首都布達佩斯市的布達城堡皇宮（Buda Castle Palace）內，

鄰近多瑙河東岸的布達山區。具有悠久歷史的古堡皇宮，雄偉壯麗地矗立在起伏的山巒

中，四周有一道道古城牆加以環繞，街道兩旁傍以一座座巍峨的城堡，極富浪漫色彩、

文化氣息。 

圖書館的組織頗具規模，館長之下，有三位副館長分別執掌不同業務。另外，還有

一位圖書館學院院長負責掌理圖書館學專門圖書館、閱覽研究部門、館藏發展部門及館

員職訓部門⋯⋯等事務；一位財務經理，攝理圖書館的會計、財政業務及技術維護、設

備等。館長除統攝全館的營運外，本身也需負責公安及人力資源的調配。三位副館長

中，一位負責推動學術性事務，包括：極具歷史意義的匈牙利本國人物訪談紀錄之製

作；出版工作，手稿、音樂資料、海報等各類型重要出版品之蒐集以及出版品之典藏工

作。一位則負責圖書館的一般性事務，如：法定送存服務、採訪、匈牙利 ISBN 及 ISSN 

中心業務、書目回溯、國際交換服務及書目卡片複製等業務。資訊業務之副館長則總理



電腦應用、發展部門，以及匈牙利電子圖書館等自動化的相關業務。綜合看來，國

立塞切尼圖書館的組織架構與其他歐洲圖書館的型式相近，且分工清晰，各居其要，很

值得我們觀摩學習。 

圖書館佔地極廣，館藏有七百萬冊，其中圖書超過二百萬冊，期刊報紙約有四十萬

冊，手稿、抄本、輿圖、微捲資料⋯等則有四百多萬冊。另外還藏有為數不少的海報及

影音資料及藝術雕塑作品，此外，豐富的音樂文獻及劇場相關資料也是館藏一大特色。 

在所有館藏中最為特出的就是《匈牙利國家年鑑》（Chronica Hungarorum），這本巨

著完成於西元1473年﹔而匈牙利十八世紀所出版的豐富的古籍也都盡藏於此。此外，早期

匈牙利的作家所書寫、出版的書籍也都典藏於國家圖書館中﹔尤其館中藏有匈牙利的民

族詩人裴多斐（S　dor Petofi）、十九世紀中期的著名多產作家約卡伊（M　 J　ai）、著

名歷史人物如政治改革家科蘇特（Lajos Kossuth）以及知名文學家毛達奇（Imre Mad　h）

等人豐富的作品，更為國立塞切尼圖書館的館藏增色不少。當然現存最早以匈牙利文寫

成的文件—一份葬禮演說文稿、馬第亞國王時期的藏書及匈牙利國歌的手寫稿及科蘇

特、裴多斐以及近代著名的天才抒情詩人奧第（Endre Ady）等人的手稿，也是國立塞切

尼圖書館館藏引以為傲的珍寶。 

國立塞切尼圖書館因為匈牙利國家圖書館，所以一如其他國家級圖書館一樣，肩負

徵集匈牙利境內所有出版品的責任。除此之外，它也必須蒐集世界各地所出版關於撰述

匈牙利的任何資料及出版品、匈牙利人所撰述的作品等。此外，匈牙利於1976年頒布了圖

書館法，1978 年制定了施行細則，國家圖書館因此得根據圖書館法接受繳受本 2 冊。而

國家圖書館同時也是匈牙利的國家書庫和編目中心，負責每本新書的分類編目，通過新

書編目所製成的範本片，為各級圖書館複製卡片的依據。 

四、圖書館自動化作業的發展 

 

東歐各國近二十年來陸續放棄共產主義，匈牙利是其中經濟狀況表現頗為傑出的。

由於研究人員及新興科學領域的要求日高，70 年代始，匈牙利的維斯普雷姆化學工業大

學圖書館及米什柯爾茨科技大學圖書館率先發展自動化服務，利用電腦製作書目，並開

始提供 SDI 專題選粹服務。國立塞切尼圖書館則於 1978 年開始出版《匈牙利國家書目》

（Hungarian National Bibliography. Bibliography of Books）。1986年遷入新館後，進一步將自

動化作業部門獨立出來。目前，匈牙利國立塞切尼圖書館自動化服務系統已非常完整，

名稱為「NEKT蔉」，廣義而言，就是指圖書館自動化服務系統﹔狹義的說法則是代表國

立塞切尼圖書館的整合性資料庫「AMICUS」。它提供了國立塞切尼圖書館所有的整合性

資料庫，內容包括： 

  1. 國立塞切尼圖書館1992年以來匈牙利出版的館藏目錄資料庫（含括書籍、專論、錄影

帶等） 

  2. 1976 年以後的匈牙利國家書目資料庫

 

  3. 1996 年以來，科學資訊圖書館所典藏的匈牙利文及外文圖書資料庫

 

除此之外，還有：

 



  1. 館藏海外出版外文圖書書目資料庫（1987 年以後）。 

  2. 館藏外文期刊聯合目錄（1665 年以後入藏者）。

 

  3. IKB 匈牙利期刊資料庫（收錄 1986 年後入藏的匈牙利連續性出版品，為匈牙利文版）

此外，為了提供讀者更多便利、豐富的資訊，國立塞切尼圖書館也採用 Z39.50 的通

訊協定，讓讀者能在相同介面下查詢多種資料庫。同時進一步利用網路及合作關係，帶

領匈牙利各級圖書館發展自動化作業，目前都獲致長足的進步。由此顯見匈牙利國立塞

切尼圖書館的自動化確有驚人的進展。 

五、一般服務 

 

匈牙利國立塞切尼圖書館與比利時國家圖書館一樣，申辦閱覽證需繳付年費。年滿 

18 歲以上國民可以申辦閱覽證，年卡費是 2000 匈幣（HUF）（申辦一日卡則是 300 匈

幣）﹔學生、軍人及老人年卡費則為 1000 匈幣（申辦一日卡則是 200 匈幣）。至於圖書

館員及檔案學者（archivists）則優待免費。 

開放時間：

 

星期一 13：00-21：00

 

週二至週六：9：00-21：00

 

每年 7 月或 8 月，圖書館關閉。

 

匈牙利國立塞切尼圖書館雖然位於一棟具有悠久歷史的古老建築物中，但是圖書館

現代化的腳步卻未曾稍見遲疑。有意觀摩的讀者可透過網路，點選 http：//www.oszk.hu 即

刻輕易進入這座古典與現代兼具、文化與科技並美的圖書館，飽覽匈牙利深厚且多樣的

文化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