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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兩位圖書館先進：王征及周駿富 

顧力仁 

 

王征及周駿富這兩位圖書館先進，少見有關他們的介紹，比我有資格來寫的

同道很多，在此不過拋磚引玉，又受限於掌握到的材料，所以兩位篇幅長短不一。  

壹、王征 

一、《圖書館學論著資料總目》的編者 

現在七年級以前的圖書館員（包括退休館員）對於《圖書館學論著資料總目》

這本工具書心人必不陌生，它屬於圖書館的專科目錄，16 開本，分欄排列。目

錄內的各款目以類編排，後面附有四角號碼著者索引，這種編排也是當年中文工

具書的標準尋檢方式。 

 

圖：《圖書館學論著資料總目》書影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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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工具書有幾個特色：一是雖然書名稱「圖書館學」，實際上還兼及造紙、

印刷、出版、目錄、版本、校讎和博物館學等各類；二是內容兼收圖書及期（報）

刊文章；三是收錄資料的時間長達 80年，從清光緒 15年至民國 57年（1889- 1968）；

四是採用欄位排列，因為《總目》最早刊登在期刊上。 

這本目錄收入了 6,500 多條資料，包括 500 多種專書，區分為 192 個標目，

反映了早期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尤其在「圖書館經營」內的「參考工具書」部分，

收入 200 多條個人專科書目，包括經典語文、史地國防 、醫學算學藝術和地域

文獻等各學門，是研製各科學術的入門線索，也為後來的工具書指引所襲用。 

《總目》裡有些資料的來源出處（如時間、卷期、起迄頁次）偶有錯誤，這

是那個「手工時代」所免不了的。除了查詢以外，我還從它的內容取材，並配合

其他資料，又編出其他書目和索引，後來使用的頻繁，甘脆以郵政劃撥購買了一

本放在案頭，留存至今。 

《總目》編者是王征、杜瑞青夫婦，某些有㸃兒歷史之圖書館的書架上，不

論是在參考書區或一般圖書區，還可以看到他(們)的其他出版品；此外，早期的

《圖書館學報》（東海大學）以及《教育資料科學月刊》也刊登了若干王征的文

章。 

二、 從東海大學到逢甲大學 

沈寶環先生於民國 44 年 7 月擔任東海大學圖書館首任館長，後於民國 58

年 10 月辭卸，改聘為專任教授兼圖書館顧問，在館前後 14 年。王征於民國 45

年入館，謝鶯興（謝鶯興，1998，2010）（註一）提供了王征在東海大學圖書館

服務時的若干線索，包括： 

‧民國 45 年  王征擔任採訪流通組組主任，當時圖書館的編制只有五人。 

‧民國 50 年  改任技術服務組主任，負責圖書採編。 

‧民國 51 年 4 月 9 日根據「教員出國進修辦法」送王征先生赴日考察 (另說赴日

深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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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52 年 7 月於學年度的年終考核單位意見中，沈先生建議調整館員待遇，並

認為王征「為本校組主任中惟一受有國外教育的同仁，著作宏富，薪金則不

成比例，擬請優予考慮，並請以講師名義改聘，俾便協助教授圖書館學課程」 。 

‧民國 53 年 7 月 14 日函請召開教員聘審委員會，討論王征開授「圖書館經營法

課程」，並願協助其講義之編訂。7 月 18 日，教員聘審委員會針對王征提升

為講師，決議「開課與否未定，本案保留」。  

‧民國 58 年 10 月 10 日，沈先生辭卸館長，郭瑞絲代理館長，王征仍任館長助

理。 

由此可知，王征曾經擔任過東海大學圖書館組主任，又曾赴日考察(或深造)。

後轉逢甲大學教職，其過程以及在逢甲的經過憾無資料可知。另民國 57 年，王

征在館長助理時，曾以服務圖書館工作連續 20 年，獲中國圖書館學會頒贈獎章。 

三、 致力檔案管理教育 

張樹三（張樹三，1994，頁 73-76）稱早年臺灣的檔案管理教育是納入在圖

書館系科內，而以師大社教系圖書館組最先開課。之後，世新、淡江、臺大、輔

仁陸續開課，王征則在輔仁大學最早開授「中(英）文檔案管理」，並列為選修課

程，他陸續撰有《西文檔案管理法》以及《中文檔案管理學》兩本書。約在民國

71 年，這門課改由張樹三開授。 

民國 70 年，王征、杜瑞青等曾接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的委託，撰

寫《建立檔案管理統一制度之研究》，當時王征任教逢甲大學，這是最早有關檔

案管理制度建立的專書，研究建議包括：一、建立國家檔案館，二、擴大檔案室

組織確定檔案室編制，三、組設管理學會發展學術研究，四、制定全國統一之作

業辦法，五、以機械代理人力、管理作業電腦化，這個研究也是日後全國檔案管

理的張本。 

另在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網頁上偶見王征於 62-64 年曾經兼任過，至於開

的是什麼課程，沒有深究。 

http://www.lib.thu.edu.tw/~lidato/38-200411/lib38-1-3.htm#_ft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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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著述多元 

王征（及杜瑞青）的著作分列如下： 

專書 

1. Cadwallader, L. H.、王征譯（1969）。西文檔案管理法=序列索引原理。  臺

中市：文宗，2 冊。 

2. 王征、杜瑞靑（編）（1969）。圖書館學論著資料總目 : 淸光緖一五年-民國

五十七年(1889-1968)。 臺中市： 文宗。 

3. 王征（編）（1969）。圖書館學術語簡釋。 臺中市： 文宗。 

4. 王征編（1970）。圖書館應用表格傢俱圖說。臺中市：文宗。 

5. 王征（1974）。中文檔案管理學。臺中市：文宗。 

6. 王征等（1981）。建立檔案管理統一制度之硏究。臺北市：行政院硏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 

期刊論文 

1. 王征 （1963）。 介紹日本慶應大學圖書館學科。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15

期），頁 18-21。  

2. 王征、杜瑞青 （1969）。 圖書館學論著資料總目。圖書館學報（10 期），

頁 1-159。 (又出版為專書如上) 

3. 間宮不二雄、王征譯 （1970）。 圖書形態學。書目季刊， 5 卷（1 期），頁 

31-46。 

4. Hutchins, M. 、王征譯（1971）。 圖書館參考工作導論。圖書館學報（11

期），頁 329-348。  

5. 王征 （1973）。 圖書館實習講解綱要芻議。教育資料科學月刊， 5 卷（3

期），頁 21-25。5 卷（4 期），頁 3-17。 5 卷（5/6），頁 14-20。  

6. 王征 （1973）。 檔案經營概述。教育資料科學月刊， 6 卷（2/3），頁 3-5。 

7. Galvin, H. R.、Van Buren, M.、王征譯 （1975）。 小型公共圖書館之建築。

教育資料科學月刊， 8 卷（1），頁 18。8 卷（2/3），頁 19-23。9 卷（4/5/6），

頁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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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征譯 （1976）。 公共圖書館巡迴圖書車工作標準--美國公共圖書館協會，

巡迴圖書車標準專案小組委員會擬定。圖書館學刊（3 期），頁 15-22。  

9. 王征 （1980）。 展望檔案管理工作。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32期），頁 54-60。  

「實用」是王征著述最大的特點，其中圖書館學術語簡釋共收術語約 1,700

多條，範圍遍及編目、訂購、登記、分類、工具、紙張、古籍等。圖書館應用表

格傢俱圖說，表格部分收入卡、表 150 種，又分為行政、訂購、編目、流通、期

刊管理等，都附有說明；傢俱部分包括一般工作用、流通工作用、典藏作用、期

刊資料用，也有圖片及說明。王征同時擔任文宗出版社的發行人，出書不多，以

上專書多被列為文宗出版社的「圖書館參考用書」。 

 

圖：右半  王征、杜瑞靑合編（1969）。圖書館學論著資料總目 : 淸光緖一五年

-民國五十七年(1889-1968)。 左半  夾在原書中的文宗出版社書目 

五、投入圖書館學會 

 民國 42 年，中國圖書館學會在台北成立，王征及加入為會員，先後擔任學

會監事（民國 42 年）、理事（民國 44-46、50-65 年）、副總幹事（民國 45-46），

又擔任過大學圖書館委員會召集人（民國 61-62 年）、檔案管理委員會召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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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62-63 年）。王征曾於民國 42 年在學會第一屆理、監事聯席會議中提案建議政

府高等考試應增列圖書館人員類科。  

貳、周駿富（1924-2017） 

一、生平簡介 

 

周駿富先生 

來源：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歷屆系主任

https://www.lis.ntu.edu.tw/?page_id=844I 

周駿富先生民國 13 年生於江蘇，36 年入武昌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38 年來

臺，先後於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及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畢業，曾任台灣大學圖書

館參考股長，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編目組主任、圖書館副主任，台灣大學研究

圖書館主任。民國 55 年起任教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系，復於輔仁大學圖書館學系

兼課。民國 61 年賴永祥教授赴美研究，先生代理系務，次年起為該系第三任系

主任，68 年卸任，80 年退休，在系授課前後 25 年。民國 84 年起義務於臺大圖

書館考訂館藏善本古籍，歷經 10 年，完成《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增訂善本書目》

的審訂。民國 101 年，先生 88 歲，身體逐漸衰弱，多次送醫治療，106 年過世，

享壽九十三。（王禧，2017？；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2014） 

先生治學頗勤，發表作品近 60 篇（種），所撰〈中國圖書館簡史〉（初收於

中國圖書館學會出版委員會於 63 年所編《圖書館學》），縷敘先秦到民國遷臺，

頗為精要。六〇年代電腦中文化，先生致力漢字整理及電腦用字，編有《中國文

https://www.lis.ntu.edu.tw/?page_id=84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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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通行字體表稿》。此外，又先後編有《淸代傳記叢刊》、《明代傳記叢刊》兩部

大型傳記叢書，廣為國內外圖書館購藏，對考究明、清人物乃至於日後的人名權

威都發揮了作用。 

二、從事圖書館教育 

先生就讀師大國文研究所時，主修目錄學，當時中央圖書館與師大國文研究

所合作開授「目錄學組」，修業學生上午在師大上課，下午在中央圖書館實習，

同時入學另有劉清、喬衍琯、盧荷生諸位。這段學習歷程對先生日後從事圖書館

教育、研究寫作及編輯叢書頗有影響。 

先生在臺大圖書館學系開授擔任中文圖書分類及編目、中文參考資料、古籍

編目、圖書館史等課程，另在輔仁大學開授中文參考資料。 

先生負責系務後，爭取人員、經費，並擴充師資，延聘富有經驗的學者專家，

開授若干新的課程，包括電子計算機概論、視聽教育、書評寫作等。先生任內延

請到系的專、兼任老師包括方同生、曾素宜、江德曜、趙來龍、姚朋、謝祥圻、

李連揮、諸家駿、張寧孜、王征、馬大任、周寧森、丁乃行、李文瑞、沈曾圻、

宋玉、莊芳榮、宋楚瑜、林麗香、吳明德、劉淑蓉、孫寧等。 

先生在課堂「嚴肅認真」，然而課後卻另有一面，日後有若干學生還會回憶

到，例如：第 10 屆（59）畢業的趙甦成、王晉珊、姚昌玲（趙甦成、王晉珊與

姚昌玲，2011，頁 108）「周老師上課問同學問題，答不出來就『啪搭』一個叉，

若幾次答不出來，他就當你。其實他人很好，只是嚇唬我們一些想打混的學生。」

第 13 屆（62）畢業的陳雪華（陳雪華，2011，頁 118-119）「大學四年，印象最

深刻的老師是我們的系主任周駿富老師，我們上過他不少課程，包括：中文編目、

目錄學、中文參考書目等。周老師鄉音很重，冬天時候穿長袍，我們私底下常學

他的口頭禪。」第 15 屆（64）畢業的彭慰（彭慰，2011，頁 125）「猶記我們大

三暑假的時候，由周駿富老師帶領，到台東縣都蘭國中實習， 我們幫該校圖書

館整理圖書，透過遊戲指導學生利用圖書館，寓教於樂，工作完畢後，全班一起

搭遊覽車由台東經花蓮回臺北。大家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玩在一 起，自

己分工買菜、燒飯、做菜、洗碗，真是一生難忘的經驗。」 

三、致力漢字整理及電腦用字 

先生具國學素養，於早期圖書館自動化時，即致力於「電腦中文用字」，尤

其在「國字整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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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國字整理」？為什麼要進行「國字整理」？而國字、中文電腦以及

圖書館彼此之間又有什麼關係？王振鵠（2015）稱圖書館以電腦進行書刊編目，

電腦需要靠內建的「字碼」來處理文、數字，字碼又分為「內碼（Internal Code）」

和「交換碼（interchange Code）」。內碼限在系統內使用，而不同的系統之間資

料的轉換則要靠交換碼。美國東亞圖書館在 70 年代試用電腦來處理中、日、韓

文書刊，當時全球只有日本做了一套「漢字字碼」，希望將日本漢字作為國際標

準。為了避免日本壟斷中文字碼的市場，國內在李國鼎先生的支持下，由謝清俊、

黃克東、張仲陶、楊鍵樵、張鼎鍾、周何、周駿富、李孝定、潘重規等學者專家

籌組了「國字整理小組」。進行中文資訊交換碼的編訂。國字整理小組包括國字

字形的確定以及字碼的編訂兩項工作，要先決定中文的結構、字型、異體字，並

確立出標準字型，才能據以編碼。前者即由先生會周何、李孝定、潘重規諸位共

同負責。 

國字整理小組後來委由當時的文化建設委員會之下的圖書館及語文委員會

作為公部門的窗口，而該委員會的召集人也就是當時中央圖書館的王振鵠館長。

之後，國字整理小組完成了「中文資訊交換碼（Chinese Character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CCCII）」，也被美國東亞圖書館採用作為標準，並開發成

為商品。 

先生參與其間多年，並於 1984 年編有《中國文字通形字體表稿》上、下兩

冊，作為國字整理小組出版品之一。 

四、著述一覽及重要論著要旨 

先生歷來著述包括專著(及編)5 種、報刊論文 48 篇、編輯叢書 2 種，又審訂

善本書目 1 種，依其性質分為六類，詳列如下: 

(一)目錄、版本學(14) 

1. 周駿富 （1957）。 四庫餘聞。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8 期），頁 28-29。  

分採異本、禁異書二節。四書全書除搜羅本國之刊本外，亦採納異域之作，

所收者以韓國佔首位、日本及越南次之。清人壓制民族思想由[四庫全書禁

燬總目]可知，漢人謄寫四庫時，為了避諱或免除禁絕之虞，而篡改原書風，

致錢謙益、屈大鈞、金堡、顧亭林等書 300餘種被禁。 

2. 周駿富 （1967）。 四部叢刊本正平版論語集解考。圖書館學刊（1 期），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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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8。  

《正平版論語集解》十卷，魏何晏撰，日本得之於韓國，復入我國，亦來自

韓國。明萬曆二十五年征韓之役，明海防使朝鮮監軍蕭應宮得於韓國，並家

藏之。清順治十一年，藏書家錢遵王從其子孫購得，,此後隨歸錢氏珍藏。

此書散出後又經黃丕烈購置、陸心源麗宋樓庋藏，唯光緒四年陸氏書售日本

岩崎靜嘉堂，復為日有。以後我駐日公使黎庶昌，得正平版單跋本，光緒八

年刊《古逸叢書》收入之，民國八年上海商務印刷館輯《四部叢刊》時，就

葉氏觀古堂藏單跋本影印之。正平版本被視為日本《論語》祖版，日本學者

固有功於考證，然清錢遵王之著錄，促進版本認識，功不可沒。 

3. 周駿富（1967）。明史藝文志淵源考。臺北市：東海大學。 

4. 周駿富 （1968）。 醫藏書目考略。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慶祝蔣慰堂先生

七十榮慶論文集特刊），頁 357-367。載於國立中央圖書館慶祝蔣慰堂先生

七十榮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 慶祝蔣慰堂先生七十榮慶論文集。（頁 

357-367）。 臺北市： 臺灣學生書局。 

5. 周駿富 （1971）。 中國活字版傳韓考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4 卷（9 期），

頁 17-20。  

6. 周駿富 （1972）。 北宋期間的中韓書緣。圖書館學刊（2 期），頁 127-132。  

7. 周駿富 （1972）。 藝文志釋義。圖書館學刊（1 期），頁 13-15。 

8. 周駿富 （1973）。 古代四川刻書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硏究

計畫成果報告， 50 頁。  

後析分為唐末五代及兩宋時代兩部分，分別發表。 

9. 周駿富 （1973）。 清代詩經著述考。輔大人文學報（3 期），頁 529-570。  

10. 周駿富 （1976）。 古代四川刻書考(一) 一、唐末五代四川刻書考略。圖書

館學刊（3 期），頁 35-56。  

先就唐末五代四川刻書的情形，略仿「兩浙古刊本考」的體制，加以敘述。

凡前人有誤者，略予更正，有不達者，儘量補充。唐末五代四川刻書部分，

分唐末、五代前蜀、五代後蜀三時期。唐末刻書根據六種文獻，由古說今，

依時代的先後,加以敘述分別是:一、益州墨板;二、成都卞家印陀羅尼經;

三、東川禁曆;四、西川小學;五、成都殘曆;六、蜀刻字書。綜而言之，釋

書的板印是宗教信仰所促成，曆書是民間生活的需要，字書與小學的板印為

當時識字讀書的需要，至五行與陰影等書亦為民間的指津。這些板印印刷品

的產生，,顯示我國印刷術的起源論點，亦能窺見當時民間文化的程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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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為五代前蜀，蓋雕本肇自隋時，行於唐世，擴於五代。 

11. 周駿富 （1985）。 古代四川刻書考(二) 二、兩宋時代四川刻書考略目次。

圖書館學刊（4 期），頁 43-65。 

就兩宋時代的四川刻書，依據傳統的四部成法，釐為經、史、子集四大類，

再按實代先後，分別加以敘述。 

12. 周駿富 （1979）。 四庫餘聞(2)--3.歐洲人著述補正。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31

期），頁 1-21。  

13. 周駿富（1985）。 中國古籍分類編目。載於古籍鑑定與維護研習會專集編輯

委員會（主編）， 古籍鑑定與維護研習會專集。（頁 301-310）。 臺北市： 中

國圖書館學會。 

14. 周駿富（1985）。 明代前期版刻特徵。載於古籍鑑定與維護研習會專集編輯

委員會（主編）， 古籍鑑定與維護研習會專集。（頁 84-95）。 臺北市： 中

國圖書館學會。 

(二)圖書館史(4)  

1. 周駿富 （1973）。 北宋館閣典校圖籍考。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22 期），

頁 305-347。  

2. 周駿富（1974）。 中國圖書館簡史。載於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出版（主編）， 

圖書館學。（頁 47-107）。 臺北市： 臺灣學生書局。周駿富（1985）。 中

國圖書館簡史。載於王國良與王秋桂（主編）， 中國圖書文獻學論集。（頁 

47-107）。 臺北市： 明文書局。 

3. 周駿富 （1977）。 老子為周守藏室史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

硏究計畫成果報告。  

4. 周駿富 （1970?）。 唐代內廷典校秘書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

硏究計畫成果報告。 

(三)圖書館學(8) 

1. 周駿富 （1955）。 圖書館新字釋義。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7 期），頁 9。  

2. 周駿富 （1973）。 中國圖書館學會六十二年暑期圖書館工作人員研習會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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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附名錄)。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25 期），頁 49-58。  

3. 周駿富 （1976）。 中華民國圖書館教育現況。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2 卷

（1 期），頁 45-73。  

4. 周駿富 （1976）。 「改進行政機關資料管理」研究報告。圖書館學刊（3

期），頁 297-307。  

即以下 6.之「行政機關資料交流問題研究」在研考會所作報告內容。 

5. 周駿富 （1977）。 圖書館發展的方向。幼獅月刊， 46 卷（5 期），頁 41-46。  

6. 周駿富主持、姚朋、宋楚瑜、王振鵠、陳品全、李德竹、吳明德等研究 （1978）。 

行政機關資料交流問題研究。 臺北市：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本研究針對政府各行政機關資料交流進行研究，先就各行政機關的現況、制

度,作象徵性的比較分析,找出其共同的原則。促進各行機關成立資料組織,

進而構成資料文流網。次就各行政機關所藏資料及管理方法,客觀的方較,

找出其可行的方案,使資料能供交流網內各單位使用。 

7. 周駿富 （1979）。 中國文化與圖書館的關係。書藝（6 期），頁 4。  

8. 周駿富 （1981）。 書府的來源。書府（3 期），頁 3。 

(四)工具書及傳記資料(10) 

1. 周駿富 （1969）。 淸史儒林文苑兩傳纂修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專題硏究計畫成果報告。 周駿富（1969）。清史儒林文苑兩傳纂修考。臺北

市：天一出版社。 

兩傳擬稿，經百三十餘年之撰述，可釐為三期，即創始增輯完成三期。其擬

稿諸人之可考者，計阮元等六人，潤色者有陳用光等三人。在撰述過程中，

於體例上雖有論議紛歧，各自為說，然司其事者，折衷去取，頗合史法。  

2. 周駿富 （1976）。 漢書人表考通檢序。圖書館學刊（3 期），頁 221-296。  

3. 周駿富 （1977）。 書評<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所藏中文期刊目錄>(朱紫瓊 

胡周妙坤合編)。東方文化， 15 卷（2 期），頁 238-239。  

4. 周駿富 （1978）。 幾本尋檢隱名匿姓的工具書。書府（1 期），頁 頁 16-17。 

周駿富（1979）。 幾本尋檢隱名匿姓的工具書。載於黃章明與王志成（主編）， 

國學方法論叢：工具篇。（頁 66-69）。 臺北市： 學人文教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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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別號錄、室名別號索引、 筆名引得、古今人物別名索引等。 

5. 周駿富 （1979）。 <中原音韻>重印序。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 12 卷（2

期），頁 18-20。  

6. 周駿富（1979）。 穿針引線的索引。載於黃章明與王志成（主編）， 國學方

法論叢：工具篇。（頁 57-65）。 臺北市： 學人文教出版社。周駿富（1979）。 

穿針引線的索引：談期刊報紙的索引。載於天一出版社編輯部（主編）， 索

引編製法論叢。（頁 21-31）。 臺北市： 天一出版社。 

7. 周駿富（主編）（1985）。淸代傳記叢刊 202 冊索引 3 冊。 臺北市： 明文。 

8. 周駿富（主編）（1991）。明代傳記叢刊 161 冊索引 3 冊。 臺北市： 明文。 

這兩部傳記叢書分別編有索引 3 冊，叢刊內文和索引編在一起，使用

方便，不像其它的索引，用完之後要另外找書。的索印包括封號、諡

號、字號、姓名等四種。此外，為便檢字，在索引字頭檢字部分，除了一般

習用的部首、筆畫以及四角號碼檢字以外，還增加了羅馬字母耶魯音標以及

日本五十音順兩種檢字。 

9. 周駿富（1991）。 明代傳記叢刊序。載於周駿富（主編）， 明代傳記叢刊。

（頁 3-25 第 21 冊）。 臺北市： 明文。 

另《清代傳記叢刊》首冊也有一篇序文〈清代傳記的分類〉（頁 3-5）。 

10.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編輯、周駿富審訂（2011）。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增訂

善本書目。臺北市：臺大圖書館。 

(五)國字整理(15) 

1. 李孝定、周駿富（1981）。 從中國文字的結構和演變過程談中文電腦用字的

整理。載於中央研究院中美科學學術合作委員會；中國圖書館學會（主編）， 

中文圖書資料自動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 中央研究院中美科學學

術合作委員會；中國圖書館學會。 

2. 周駿富（1974）。 中文字體與中文電子計算機的關係。載於淡江學院敎育資

料科學學系（主編）， 第一次亞洲圖書館合作會議實錄。（頁 485-511）。 臺

北市： 淡江學院。 

3. 周駿富（1975）。 中文電腦的新數碼字系統（英文）。載於交通大學（主編）， 

交通大學國際電腦會議論文集。（頁 339-343）。 臺北市： 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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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駿富 （1976）。 中文字體與中文電子計算機的關係。圖書館學刊（3 期），

頁 57-75。  

5. 周駿富 （1976）。 漢族考釋(漢字探原及漢字釋義)。中國學術年刊（1 期），

頁 149-162。  

6. 周駿富 （1978）。 中文電腦難產的癥結--評「一九七七年國際電子計算機

會議論文集」有關中文電腦的研究。出版與研究（15 期），頁 5。  

7. 周駿富 （1982）。 談中文電腦化。書藝（16 期），頁 1。  

8. 周駿富 （1983）。 日本資訊的漢字。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20 卷（3 期），

頁 277-280。  

9. 周駿富 （1983）。 現階段電腦用字的整理。華文世界（29/30），頁 17-19。  

10. 周駿富 （1984）。 中文資訊交換碼的標準尺度。書府（5 期），頁 51-55。 

周駿富 （1984）。 「全漢字標準交換碼」的標準尺度。中國語文， 54 卷

（2 期總號 320），頁 4-12。  

11. 周駿富（1985）。 常用國字的簡化途徑。載於世界華文教育協進會（主編）， 

第一屆世界華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頁 745-754）。 臺北市： 世界華文出

版社。 

12. 周駿富 （1985）。 漢字與電腦。中國地方文獻學會年刊（民 74），頁 53-57。  

13. 周駿富（1989）。 中文電腦的耕耘。載於謝清俊與黃克東（主編）， 國字整

理小組十年。（頁 61-66）。 臺北市： 資訊應用國字整理小組。 

14. 周駿富編輯（1984）。中國文字通行字體表稿 2 冊。臺北市：國字整理小組

編輯委員會。 

收入國字 14,500餘，卷前有敘，題「中文資訊交換碼用字的研究過程」。 

15. 周駿富輯（1985）。龍龕手鑑類篇合刊。臺北市：周駿富。 

(六)子學(4) 

1. 周駿富（1953）。淮南子。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學士論文。 

2. 周駿富 （1957）。 淮南子與莊子之關係。大陸雜誌， 14 卷（2 期），頁 14-17。  

周駿富（1963）。 淮南子與莊子之關係。載於大陸雜誌社編輯委員會（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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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雜誌語文叢書第一輯第二冊：目錄學。（頁 315-318）。 臺北市： 大陸

雜誌社。周駿富（1976）。 淮南子與莊子之關係。載於陳新雄與於大成（主

編）， 淮南子論文集。（頁 27-30）。 臺北市： 木鐸出版社。 

3. 周駿富 （1958）。 公孫龍子文例。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2

期），頁 19-32。  

4. 周駿富（1987）。公孫龍（第四版）。臺北市：臺灣商務。 

五、結語 

 先生長於戰亂，刻苦自立，治學有成，兼長目錄、版本及圖書館史，若干作

品頗具深度，又投身國字整理，有助電腦中文化的發展。所編《淸代傳記叢刊》、

《明代傳記叢刊》兩部叢書，有助明清人物的研究以及資料的傳布，尤見對於古

典工具書的用力，而《明代傳記叢刊》首冊收序一篇，約近 2 萬字，有助於掌握

明代歷史人物的經緯。 

 先生從 72 歲至 82 歲前後 10 年，每週若干次到臺大圖書館審訂館藏善本書

目，舊目收 628 部，增訂版書目收 1,899 部，除了清乾隆前都增入以外，另清末

朱、墨套印及名家題跋皆作善本。先生在增訂善本書目的「跋尾」中特別指出該

館善本的特色在「（和刻）訓點、套印、類書及道書」（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編輯、

周駿富審訂，2011，頁 789-791）。 

註釋： 

註一：謝鶯興（1998）應該有若干王征在東海的服務記載，但是經查詢全國圖書

書目資訊網（NBINet），這本書只有東海大學圖書館有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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