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落實館際合作可提升圖書館事業經營之境界 

盧荷生 輔仁大學教授

  民國88年3月20上午，國家圖書館曾經召開了一個會議，討論有關臺灣
圖書館事業的館際合作問題，形成不少共識，對未來館際合作的發展一定會
有很大的助益。 

  館際合作，如果能夠將工作做得落實有效，應該不僅是圖書館工作方式
的改進，而且也可以使得圖書館事業經營的境界提升。可是我們要想將館際
合作的工作做好，當然要有很多技術層面的問題亟待突破，然而更重要的，
應該是館員的工作理念基本處要加強建設。 

  館際合作，這一名詞輸入到臺灣已有不少年了，大家也一直都瞭解，館
際合作是資源共享的唯一途徑。所以這些年來，我們圖書館界也不斷地在推
展館際合作工作，但不必諱言，效果未盡理想。因此近年來也經常出現一些
以此為內容的專題研究。換句話說，圖書館界對館際合作，關心的程度有增
無減。最近這一次會議，應該可以說是舊事重提。不過，我們卻希望能走得
落實，為未來的圖書館事業開創一個21世紀的新境界。 

  誠然，良好的館際合作，一定要借重很多技術上的設計方得以完成。因
為在館際合作的思考和作為中，是和過去各館獨自經營時有著不同。這些改
變，館員們一定要從認知中，慢慢有所體會，同意館際合作乃是今後圖書館
經營的唯一可行的途徑，然後他們才能面對一些改變所給他們帶來的不便與
困擾。因為，事實告訴我們，一件新計畫的成功，周密的技術設計，固然是
首要的條件，但也不能缺少熱心的人力配合，否則難以水到渠成。這裡所謂
的熱心，指的是館員能從內心裡認同這樣的改變，覺得是無可避免的，是未
來發展唯一的方向，這樣他們面對起來，才能夠心安理得，甘心情願。這更
是管理中必須經過的一個步驟。因為從過去圖書館的經營模式，轉變成館際
合作，其間的差距，實在是太大了。如果大家不能體察這一點的話，就表示
真正的館際合作的情境，還沒有意會得過來，這也正是今日館際合作難竟全
功的根本原因。 

  首先，現代的圖書館員必須認清今天的工作環境，已與過去大大地不
同。由於近年來知識的增加，速度之快，十分驚人。而且知識除去朝高深專
精的方向突飛猛進以外，逐漸地也發展出更多人們生活中所需要的知識。所
以很多人都喜歡說，21世紀是資訊時代，他們也用各種不同的標準，來說明
21世紀為甚麼是資訊時代。其實我個人的意見，認為21世紀之所以被稱為資
訊時代的原因，應該是生活在21世紀的每一個人，都無時無事不需要資訊，
誰能掌握較完整的資訊，誰就能生活得更好。資訊的量多，資訊傳播技術進
步，傳播的速度快，更新得也快，當然這些條件都是資訊時代的特徵，如果
資訊不是對我們每一個人都那麼有用，我們都不那麼急著需要資訊，資訊於
我何有哉?!說21世紀是資訊時代，就不是那麼響亮了。但是資訊時代的來
臨，真正痛苦的是圖書館。何以言之？因為圖書館的任務，自古以來就是傳
播知識的，在今天來說，肩負傳播資訊責任的，最重要的主角就是圖書館。
說到這裡，我們會發現，今天的圖書館，所要面對的讀者，已不是當年那麼
多文盲根本不進圖書館，或者只有從事學術研究的極少數人才進圖書館，所
能相提並論的。尤有甚者，今天圖書館讀者的知識與資訊的需求，變得更多
元化複雜得無以復加。不僅此也，由於知識增加快速，出版品的數量也隨之
增加，所使用的媒體類型更日新月異。另一方面，圖書館的可利用資源，包
括人力、物力和財力，都呈現不增反減的趨勢。全世界的圖書館，都正面臨
著這一困境，圖書館員理應有所認知。 

  如此，現代的圖書館員，在瞭解當前的工作環境以後，就應該認知清
楚，我們服務的對象改變了；我們用以服務使用者的知識與資訊，更是發生
空前的變化；記錄與儲存知識和資訊所使用的媒體，類型又日新月異，使我



們的工作越來越複雜。為今之計，只有一途，那就是面對這改變了的環境，
去尋求因應之道，突破新時代所帶來的困境。我們所說的困境，最明顯的，
就是由於所有的社會大眾都成了我們服務的對象，層出不窮的新知識與資訊
使館員窮於應付，泉湧一般的各種不同類型的記錄著知識與資訊的媒體無法
蒐集得完整。總括起來一句話，就是當今世界上，已經沒有一個圖書館能夠
將所有的使用者都服務得滿意。也就是說，單憑一所圖書館的館藏，要想讓
進館的使用者，都能滿足他們多元的知識與資訊的需求，絕對是不可能的。
基於這一狀況，首先在圖書館界出現的，就是將圖書館分成幾個不同的類
型。我們現在都習慣根據設置每所圖書館的單位來劃分，其實這些圖書館類
型的劃分，也是按著服務對象和所提供的知識與資訊內容層次來劃分的，圖
書館類型劃分的更積極意義，應該是服務工作的分工，各自從事不同層次的
知識與資訊的提供工作，這樣在業務規劃和執行上，也更為方便和有效。從
另外一個角度來說，又何嘗不是一種合作?!這樣才能將各樣的使用者都服務
得圓滿，也解決了困境的一部分。不過，館藏不足的困境，仍未完全解除。
終於有館際合作的建議出現，想藉由館與館之間館藏的長短互補，辦理館際
互借，滿足各館使用者的需求。後來更進一步，覺得如果能從合作發展館
藏，合作整理館藏，則合作利用館藏的效果一定會更好。所以才演變成今天
的全面的館際合作，所以如果現在還只重視館際互借，就稍為太重近利了。
說到這裡，我們可以知道，今天講求館際合作，並非是憑空捏造出來的一個
空想，而是被環境所迫，所策劃的一條非走不可的路，不走這條路，將無以
解脫當前的困境，更遑言未來的良好發展!所以，我們今天所面對館際合作的
問題，是在無可選擇的情況之下，要走的一條路。無論增加多少困難，無論
添多甚麼負擔，都只有接受。我們圖書館員，在建立館際合作之時，能在心
理上有這樣的認知，應該是很好的一件事，會從內心深處激發出一種精神與
態度，來參與其事，而使大家工作起來義無反顧。 

  在心理建設以後，我們下一步想談談館際合作有幾點實際的經營理念，
要加以調整。諸如以量取勝的館藏觀念，求全的工作理念，還有合作的真正
涵義等等，都需要澈底地澄清。傳統以來，圖書館的經營，一直都是以館藏
的量多取勝，最愛誇耀館藏如何豐富，在館際合作的經營狀況下，我們該重
視的，是館與館之間蒐藏的內容如何作最佳的配合。各館在合作館藏的承諾
下全力以赴，如此可使整體的館藏臻於完美，並在館際互借的機制下，使無
法獲得適當資料的使用者減少為零。為了達到這一館際合作的最高境界，我
們在館藏發展的理念中，自然要揚棄過去以一館為中心以量取勝的想法。還
有，圖書館員們常希望甚麼資料我們都蒐藏了，使用者的任何需求我們都能
滿足。其實，在今天的工作環境裡，我們已經可以斷言是不可能的了。因
此，在館際合作的良好發展中，館員們也不必求全，不要希望使用者的需求
我們都能服務，更不必因未能滿足使用者而自責。進一步，我們要訓練使用
者，讓他們知道，需要那一層次的資料，要利用那一類型的圖書館。因為，
圖書館的業務，現在已經在合作的要求下分工了，這是時代趨勢的產物。最
後，館際合作的最大障礙，是合作的進行中，常由於各館的經費條件不能平
衡，讓大館覺得犧牲而不願與小館合作，終使館際合作功能不彰，甚至形同
虛設。所以，真正的合作，涵義何在？有待澄清。我們應該知道，如果必須
各種條件相若，方有機會合作，則天下合作的事情就很難實現了。如以人體
為例，若是偌多的器官，都斤斤計較誰的地位重要，人的健康就無望了。一
個人的健康，基礎就在所有器官，都能各就本位，各盡所能，密切配合，才
有機會。明乎此，我們呼籲凡參加館際合作的各館，都能各自找出來對合作
組織可作的貢獻方向，全力以赴，也就能夠得到其他各館的肯定。館館作貢
獻，館館享成果，合作之美，自然呈現。 

  圖書館事業的經營，能夠像上文所述，突破過去各自經營的科窠臼，而
能夠把所有的圖書館，都溶入了圖書館事業的整體之中，匯集了所有的館員
的智力，為共同的目標--服務好所有的資訊需求者而努力，不分你我，成敗
與共，這是何等美好的境界！我們說如果能落實館際合作工作，可提升圖書
館事業經營的境界，自非虛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