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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文明的發展，最近幾年政府投注相當多的人力

及財力，從事相關領域的研究。由此可以看出，

日本政府對於人文社會學科研究的支持，實值得

我們借鏡參考。

回顧臺灣過去的學術研究生態，一直是理工

掛帥，科技優先。唯近五年來已有一些可喜的轉

變，其中除了對臺灣的文化、社會及歷史進行深

入、多元的研究外，對人文及社會科學投入的心

力與資源，更是超越以往的規模；再者，即是

擴大視野，開始關注本國以外的世界之歷史與文

化，並且逐步展開研究，顯見臺灣高等學術研究

已面向國際、放大格局。斯波教授的演講為臺灣

人文學界研究掀開新頁，未來的發展則期許政府

能做為支持、推動的穩定力量，相信臺灣的人文

社會學的研究成果定然會更堅實、豐饒。（孫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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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務簡訊

2008年第 16屆臺北國際書展報導—
「閱讀古早‧悅嚼越好」：The More You Taste 

of Yesteryear, the More the Flavor Lingers

2008年第 16屆臺北國際書展於 2月 13日至 2
月 18日舉行，國家圖書館今年特別假綜合書區設
置攤位，展場佈置以「臺灣古書契」、「臺灣老照 
片」及「臺灣版畫與老地圖」為正面主要焦點，

展示國家圖書館珍藏的許多早期有關臺灣圖像資

料，讓民眾欣賞之餘彷彿走進時光隧道體驗古早

味的臺灣之美。兩側看板則為從臺灣圖像資料中精

心挑選編輯成的圖集書影。

「閱讀古早‧悅嚼越好」說明了本館館藏是

涵蓋了古今中外所有研究價值的資源，尤其近幾

年對具有史料價值的臺灣研究資料如手稿、老照

片、老地圖、明信片、版畫、古文契書、地方

志、家譜、碑帖拓片等都盡力多方蒐集，值得一

提的是國家圖書館共蒐藏了 2600餘件古書契，
絕大部份是民間的契字文書，另有一些官方的告

示，及約 8,000種家譜資料、4千多張日治時期所
發行的風景明信片、全套 1171期愛國獎券；並經
由與國內外圖書館及典藏單位數位化合作的方式取

得重製品或使用授權。入藏資料除進行系統化整

理、組織及數位化外，若無著作權疑慮的，並置

放本館網站提供民眾瀏覽及參考利用。書展展場並

重點展示有關臺灣圖像資料之系統。

本館展售的出版品種類雖不多，但量少質精

頗獲好評，其中《日治時期的臺南》、《日治時期

的臺北》、《影饗：臺灣老照片圖集》、《臺灣研究網

路資源選介》、《中文電子資源編目》、《以古通今：

書的歷史》、《臺灣地圖出版目錄 . 2000-2006》、《欲
掩彌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CD-ROM）》
等書也受到好評。為使參觀民眾瞭解本館出版品

特色，編印《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選介》（Selected 
Publications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中英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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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提供摘要介紹及訂購資訊。（出版品國際交換

處  廖秀滿）

民眾踴躍參觀 2008年國家圖書館書展攤位

國家圖書館宋建成副館長（中）與同仁合影於書展展場

2008世界書香日「閱讀宣言簽署」活動

聯合國將每年的 4月 23日訂為「世界書香與
版權日」（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簡稱世
界書香日），為響應此一屬於愛書人的節日，教育

部聯合國家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並協同國立臺中圖書館、

臺北市立圖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及宜蘭市立圖

書館等公共圖書館，邀集全國各縣市暨圖書館代

館務簡訊

表，於 97年 4月 23日 (星期三 )上午 10時，假
教育部 5樓大禮堂，共同簽署「閱讀宣言」；同 
時，各縣市代表亦遞交來自全國各地民眾之「閱讀

希望」予教育部，以期彰顯政府及社會大眾對於閱

讀之重視。

為推廣此活動，特請貝果先生設計閱讀宣言

海報及旗幟，分送各縣市鄉鎮公共圖書館、大專

院校圖書館與高中圖書館張貼及懸掛。讓民眾認識

世界書香日的同時，也讓民眾瞭解閱讀已成為一

項世界運動，需要全民共同來響應、參與，方能

讓閱讀的種子發芽，在社會的每個角落綻放出馨

香的花朵、結出幸福的果實。

閱讀宣言

為傾聽民眾對於圖書館利用與閱讀活動之心

聲，主辦單位特設計「我的閱讀希望」置於網路及

各地公共圖書館，請各縣市協助彙集全國各鄉鎮

市區的「閱讀希望」，並製作成冊，提供教育部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