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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永在 德澤長存 

：王老師振鵠教授手稿整理後記
1
       

顧 力 仁2 

「1931年，蘆溝橋事變，激發全面中日戰爭，天津淪陷後，學生自動建立

秘密抗日組織，以實際行動救亡圖存。組織稱「抗日殺（鋤）奸團」，簡稱「抗

團」……充分顯示敵後青年忠貞愛國的犧牲精神。」（王振鵠，〈抗團紀事〉） 

 

「……個人來館服務乃經部方挽邀，從未計較名位，一心以推展圖書館事

業為職志。故一切惟遵照教部政策及規定辦理，個人進退事小，國家建設事

大。」（王振鵠，〈駁斥《掃蕩》不實報導〉） 

壹、前言 

先生自民國 49（1955）年起任教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又在臺灣大學、政治大學、輔仁

大學、文化大學及東吳大學等校兼任授課，前後長達 45 年，其間並於民國 66 年至 78 年（1977-

1989）借調出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在超過半世紀的時間裡，先生始終堅守臺灣圖書館事業

的崗位，並且扮演著研究者、教育家以及經營管理者的多重角色，被公認為是對臺灣圖書館最

有影響力的一位學者。 

 

先生研究斐然，發表專論 40 種，單篇論文逾 400 篇；此外，又屢屢受邀在國內外相關

會議提出演講及論文；而在中央圖書館館長任內及卸任後，不間斷地參與公部門和專業學會

的各項研究計畫以及圖書館和系所評鑑。 

 

先生對臺灣圖書館的影響及貢獻，一方面可以從其所著《書緣》、《圖書館學論叢》、《臺

灣圖書館事業文集》以及《臺灣圖書館事業百年發展》等作品中窺之其詳；此外，更可以從

位於臺北市行政精華區的中央圖書館（現稱國家圖書館）新廈建築和所延續至今的各項制度

及業務中瞭解於萬一；而最重要的是，先生為臺灣圖書館事業的長久發展培育出無數繼起的

追隨者，承襲著先生「發揚舊學，涵養新知」的使命，繼續開創圖書館的新局。 

個人有幸受囑，將先生所留手稿進行初步整理，並從其中挑選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手稿資

 
1 先生另有文學類手稿及發表刊物，詳見顧力仁，〈文學的王老師〉，載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彙編（網址 

  https://www.lac.org.tw/page/30596），《感念追思王振鵠教授文集》，民國 108 年 8 月 14 日，頁 43-47。 
2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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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圖說並陳，藉以追念先生的典範及德澤。這批手稿資料目前已由先生長女，美國在臺協

會文化新聞組美國資料中心王珮琪前總監，代表家屬親洽曾館長淑賢，贈送國家圖書館永久

典藏，並予以數位化，提供檢閱。 

貳、分類及整理後攝照 

個人經手整理先生所留手稿等資料計有 8 箱，其中包含手稿、信函、檔案、聘書、照

片、教學材料及作品複印件等等，略加分類如後： 

1. 手稿 

1.1. 書緣、臺灣圖書館事業百年發展、臺灣圖書館事業文集、王振鵠全集(未刊)等 

1.2. 其他著作、演講備稿 

1.3. 來往信函、就任及卸職來函 

1.4. 教學(課程)手稿 

(以上「其他著作、教學和演講類手稿」不易區分，且有若干與相關文章影本夾在

一起，仍維持原來樣貌，以資參合) 

2. 個人資料、傳記評介等 

2.1   個人資料、傳記評介 

2.2   各方聘書 

2.3   (書緣)錄音磁帶、磁片、幻燈片（含蔣前館長復璁先生筆記本光碟一張） 

2.4   照片及出國資料 

3. 部分發表論著 

3.1   論著影印本 

3.2   國科會研究報告 

4. 國家圖書館相關資料 

4.1  國家圖書館館務 

4.2  中央圖書館遷建 

4.3  漢學研究中心 

4.4  書目資訊中心 

4.5  中美會、RLG…… 

5. 其他 

5.1 圖書館法 

5.2 國字整理小組 

5.3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年刊資料等 

6. 各類複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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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並分類後部分如下圖：： 

1. 手稿 

 

 

 
2. 個人資料、傳記評介等 

 

2.4 照片及出國資料 

 

 

3. 部分發表論著 

 

4. 國家圖書館相關資料 

  

6. 各類複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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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代表性資料書影及說明 

一、抗團紀事 

先生在自傳《書緣：圖書館生

涯五十年》裡的第一章〈走過

烽火〉提到曾在天津與師母一

同參加學生抗日活動，先生後

來被敵僞監禁，度過一段動心

忍性的煎熬時期。本篇沒有發

表，是先生對「抗日殺（鋤）

奸團（簡稱抗團）」的回憶。抗

團成員多為高中及部分大專

生，先生 17 歲加入，屬於年紀

小的。這個抗日組織由天津擴

展到北平、上海，約有三、四

百人，其活動包括宣傳及行動，抗團被捕入獄的近百人，遇難和被槍殺約三十人，展現了淪

陷區青年學生純潔無私的愛國情操。（先生另發表〈憶漢俊〉，《傳記文學》2010 年 10 月，

頁 123-124。以及〈憶抗日殺奸團及遷臺同志〉，《傳記文學》2017 年 4 月，頁 51-54。）  

 

二、一椿未了的心願 

先生卸任公職後訪問大陸，在

上海遇到上海圖書館名譽館長

顧廷龍先生，顧先生與蔣前館

長復璁為舊識，特請先生攜回

上海圖書館善本目錄一冊，致

贈蔣先生。先生返國，蔣先生

時在病中，頗感欣慰，並希代

為蒐集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

半個月後，先生再率團訪問大

陸，北京圖書館特別託請先生

將五厚冊的善本書目轉贈蔣先

生，以卷帙厚重，另交郵寄，

先生返臺後，蔣先生已經病

逝。之後，先生將這套善本書目交國家圖書館特藏組存收，與蔣先生辛勤蒐集的善本特藏併

置一處，以為紀念。此稿並未完成，然而先生在《書緣：圖書館生涯五十年》（增訂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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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234）及〈師友追憶：圖書館先進蔣復璁先生〉（《傳記文學》106 卷 5 期，2015 年 5

月，頁 85）都提及經過。 

 

三、祝賀紹成教授百齡上壽 

本文撰於民國 93 年（2004），時值嚴

文郁教授百歲榮慶，刊《中國圖書館學

會會報》。原稿文末，先生稱嚴教授為

「永不退休的圖書館員，也為青年館員

的典範」惟這兩句話並未刊出，可能為

發表後所增，先生不僅敬重前輩，也推

崇同輩，並啟迪後輩。 

 

 

 

 

 

 

 

 

 

 

 

 

 

四、書緣：圖書館生涯五十年 原稿及錄音帶等 

 本書是先生接受蘇精教授的訪

談，再經整理而成，2004 年首刊，

2014 年增訂發行，附有若干重要的

彩色照片，是瞭解先生一生及其影

響的重要傳記作品。訪談的錄音

帶、打字初稿以及先生訂補的手稿

完整保存，從錄音帶中可以聽到先

生對往事清晰的追憶，尤其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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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灣圖書館事業文集 

書影是先生為本書所撰自序，先生

著述等身，曾出版過兩次選集，《圖

書館學論叢(民國 72 年)》及本書

(民國 103 年)，分別是祝賀先生六

十歲及九十歲華誕。先生執筆寫這

篇自序時，雖然手已微顫，但文思

敏捷不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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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臺灣圖書館事業百年發展  

本書共分 12 章，全書架構審

定以及初稿撰寫由先生與胡歐

蘭教授共同負責，再經鄭恆雄

教授及劉春銀主任兩位增補。

這本書是全面瞭解臺灣圖書館

事業的重要作品，從目前留下

來的初稿到之後多次的校稿，

可以知道寫作過程殊為不易，

而寫作時間也拉得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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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學材料 

 

先生留下大量的教學材料，包括

在博士班所講授的「國家圖書館」

課程教材(手稿)，數量頗多；此外，

有關其他課程的教材(手稿)還有

很多，左圖只是其中之一。  

在課程設計方面，先生寫下「一、

社會責任/需要，二、學科內涵呈

現，三、學生適應能力與程度」這

三項原則，並且分別闡釋，「第一

點既要考慮到社會環境變遷對圖

書館學的需要，也要考量圖書館

內部資料組織運用的技術管理；

第二點就學術而言，理念、功能、

知識、技術要並重，有思考、分析、

理解、應用的能力，也可以針對不

同的環境及需要，有分析、調適及

綜合的能力；第三點要考慮學生

的基礎背景和接收的能力，同時

注意輔助學科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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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演講備稿 

先生經常應邀發表演講，留

下大量的中英文手稿資料，

〈讀書與用書—談圖書館現況

與利用〉是其中一篇，包括六

部分，分別是一、前言，二、

書的世界（圖書的演變），

三、如何讀書，四、善於選

擇，五、如何用書，六、圖書

館的現況。在「三、如何讀

書」這部分，先生強調既要建

立正確的讀書觀，也要善於選

擇，更要有效的閱讀。就

「四、善於選擇」中，更舉例

說明「掌握出版來源」和「利

用書目工具」這兩個途徑。 

不論在備課或受邀演講，先生

都慎重準備，不僅收集相關材

料，並且將要點逐字記下，

〈讀書與用書〉此一篇講稿的

綱要筆記與其他相關講詞、文

章放在一個專屬卷夾，這是先

生立身治事的一貫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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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西洋圖書分類之沿革 

自民國 54 至 64 年（1965-1975）的 11 年間，先

生連續申請到國科會研究，這些研究論文是先生

體察本土需要並針對西方之長所做的深入剖析，

也是在圖書館教學上的重要基礎材料。這些作品

不僅質精，而且量豐，例如：〈西洋圖書分類之研

究〉（國科會 53 年研究）252 頁*、〈各國圖書館

員教育之研究〉（國科會 55 年研究）154 頁*、

〈美國圖書館合作制度之研究〉（國科會 57 年研

究）154 頁*、〈美國圖書館標準之研究〉（國科會

59 年研究）118 頁*、〈各國圖書館標準之比較研

究〉（國科會 60 年研究）160 頁、〈美國公共圖書

館員養成制度之研究〉（國科會 61 年研究）122

頁、〈美國書目管制工作之研究〉（國科會 64 年研

究）72 頁*。（*代表在這批手稿資料內）這些早

年的研究，或打字或刻寫鋼版，並加裝訂，彌足

珍貴。 

先生所發表的國科會研究論文對於當時萌芽中的臺灣圖書館學教育以及學術發揮了重要

的影響。 

 

十、大學圖書館學 油印本 民 50  222頁 

本文不見於其他有關先生的著

述目錄之中，只有收在《誠與恆

的體現：王振鵠教授與臺灣圖書

館》內〈附錄二、王振鵠教授著

作及傳記分類目錄〉（頁 341）。

全書 12 章，附參考書目，是早

年對大學圖書館唯一的專論，其

中若干篇章，如〈大學圖書館的

功能〉、〈大學圖書館之館藏資

料〉、〈大學圖書館的行政組

織〉，曾以單篇發表，所以可視

作為先生的未刊書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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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屈萬里院士賀先生就任中央圖書館館長函 

先生有專檔存放就任中央圖書

館以及卸職各方來函，此為區

萬里院士賀先生就任函，時在

1977 年 3 月 16 日，略以「欣

悉...... 榮長國立中央圖書館，

多年來圖書館界同仁之期望，

今已實現，曷勝欣慶！數年來

中央圖書館積弊甚多，今得公

正精明如吾兄者主持其事，必

將弊絶風清，氣象煥然一新

也。」屈先生 1940 年任中央

圖書館編纂，1949 年任中央圖

書館臺灣辦事處主任，又於

1966 年至 1968 年任館長，對

中央圖書館認識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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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中央圖書館新館工程改善諭示 

「推動自動化作業、遷建新

館以及籌辦漢學研究資料暨服

務中心」是先生在中央圖書館

館長任內 12 年的重大貢獻，

「遷建新館」從籌備到啟用歷

經 9 年，其中艱困屢在，包括

經費的籌措、招標過程外力的

介入、工程過程的飽受惡意攻

訐，不一而足。然而，新館啟

用後，各方好評不斷，大為提

昇圖書館的社會地位。在施工

過程中，先生早晚必親到工地

探視，甚至啟用後，先生仍不

時在館內各樓層巡閱，並且提

醒改善。 

先生以此便箋，提示工程小組

「建築及燈光」的改善，並限

月底複驗，建築部分包括伸縮

縫開裂、斬假石粗糙；燈光部

分包括若干閱覽室索引臺照明

不足、研究小間燈光不勻。這

些細節足見先生「立事惟公、

燭詐惟誠」的實踐作風。 



13 
 

十三、駁斥《掃蕩》不實報導 

新館工程期間，有心人四處散

播不實消息，刊登在小道雜

誌，並就當時中央圖書館總務

主任的更迭及資格加以質疑。

先生親自說明事實，文中提及

「本館在工程技術之管制與工

程行政之處理，均建立嚴密制

度，本諸公開公正，雙重查核

方式檢驗其品質。…..任何不實

傳聞，個人主動委請有關單位

查證，絕不姑息。此次.....與過

去匿名函件均屬一人所為，……

必要時循法律途徑處理。……個

人來館服務乃經部方挽邀，從

未計較名位，一心以推展圖書

館事業為職志。故一切惟遵照

教部政策及規定辦理，個人進

退事小，國家建設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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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國立中央圖書館遷建工程緣起 教育部朱匯森部長題識 

中央圖書館的遷建不僅是當時國

家十二項文化建設的重要項目之

一，也是臺灣圖書館的世紀工

程。遷建表面上是硬體建設，但

也與中央圖書館所推動的圖書館

自動化作業以及漢學研究服務有

關，而後兩者都攸關圖書館人力

資源的良窳，同時上述三者也都

是先生在任時心之所繫。遷建歷

時九年，國家編列十億經費，由

於經費嚴格控管並壓低底標，完

工後尚有節餘，報繳國庫六千

萬，新館遷建的品質被當時譽為

公共工程的典範之一。本題識鐫

刻在國家圖書館文教區入口左側

牆面。（承國家圖書館特藏組張嘉

彬主任及陳思予學科專家協助確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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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國立中央圖書館啟用典禮報告 

本報告由先生手擬，為典禮現

場致詞稿，初稿提及「......在

啟用典禮之前，蒙總統賜贈仿

明代青花大花瓶一對，……中央

圖書館的遷建不僅是實質空間

的增加，更是社會文化精神力

量的成長。」。定稿提及「國家

圖書館......本身的性質是一所

綜合性的學術圖書館，而不是

一所社區公共圖書館。」中央

圖書館新館於民國 75 年

（1986）9 月 28 日舉行啟用典

禮，行政院長俞國華蒞臨剪

綵。啟用後開放三天供民眾參

觀，輿論給予高度評價，各界

期勉如潮，影響當時國人對於

圖書館的認知與重視。 

 

  



16 
 

十六、中央圖書館新館落成 教育部李煥部長題識 

中央圖書館遷建工程歷經教育

部李元簇、朱匯森及李煥三位部

長；此外，也得到臺北市林洋港

及李登輝兩任市長的協助。遷建

工程在朱匯森部長任內最久，落

成於李煥部長；另李洋港市長協

助覓址，李登輝市長協助撥地及

地面住戶的拆遷補助。朱匯森部

長及當時行政院經建會李國鼎主

任委員對遷建工程協助最大，朱

部長充分授權、支持並信任先

生；李國鼎先生力挺遷建工程預

算，他說：「 政府花十億元來遷

建一所國家圖書館，實在是有其

必要，臺北市一條建國南北路花

了多少錢，難道國家圖書館還不

如一條馬路嗎？ 」本題識曾經

鐫刻在國家圖書館正門入口左方

向下走到 B1 簡報室右側的牆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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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漢學研究資料中心籌備及成立 

先生以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兼任

中心主任，並擔任中心指導委員

會委員。中心於民國 70 年

（1981）成立時，原名「漢學研

究資料暨服務中心」，針對國內外

傳統漢學的研究提供服務。中心

有兩個重要的目標，一是研究資

源的蒐集；一是研究服務的提

供，先生認為這些和圖書館的服

務具有密切的關係。中心在當時

的「研究資源」上填補了若干地

區的資料落差，同時充實了中央

圖書館的藏品；此外，在「研究

服務」上，編印優質出版品，提

供國內外研究訊息，提供國內學

界及學人彼此之間的對話，中心

的成立及服務為當時的漢學研究

矗立里程碑。中心之後改名為

「漢學研究中心」，時先生已從中

央圖書館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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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起草圖書館法草案 

先生是國內最早倡議訂定圖書館

法的先行者之一，並且在 1975 年

手擬圖書館法草案，計有五章 29

條，草案歷經若干年的修訂及審

議，終於在民國 2001 年通過立

法，正式頒行，再於 2015 年修正

公布。鄰近之日本與韓國分別於

1950 年及 1963 年頒布圖書館法，

後經多次修正；中國大陸也在

2017 年，國內訂頒圖書館法後的

16 年，通過《公共圖書館法》。目

前的《圖書館法》包含 19 條，圖

書館在國內各類型社教機構中是

唯一訂有法律保障專法。 

 

 

 

  



19 
 

十九、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日韓訪問團 

先生在中央圖書館任內多次出

席國外圖書館會議，退休後先生

伉儷也攜手到海外旅遊及出席各

種活動，各次出國資料都逐一建

檔完整保存，包括來往函件、會

場攝照、提交論文及景點旅遊簡

介等。左圖是中華民國圖書館學

會在 1981 年組團參訪日本、韓

國的合影，由先生擔任參訪團團

長，在韓國漢城，日本東京、大

阪、廣島、福岡等地考察圖書館

業務及文化設施，有助於當時國

內圖書館同道視野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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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兩岸圖書館破冰之旅 

先生於 1990 年與中國圖書館

學會常務副理事長杜克先生來

往函件，杜克先生同時負責文

化部圖書館司。先生在公職退

休後，於 1990 年接受中國圖

書館學會的邀約，帶領國內圖

書館同道參訪大陸圖書館事

業。這是海峽兩岸睽違半世紀

後的第一次正式接觸，先生在

《書緣》中稱之為「兩岸圖書

館界破冰之旅」，之後大陸圖書

館界也蒞臺訪問，開啟兩岸圖

書館實務與經驗的交流，持續

了若干年，有助兩岸在共同事

業的基礎上增進彼此的合作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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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捐款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先生曾 1974 年創辦《圖書館學與資

訊科學》，是最早打入國際領域的臺

灣圖書資訊專業學術期刊，也是國內

最早為英文索引資料庫 Lisa 和 ERIC

收錄的相關期刊。「(刊物)編輯」是先

生的業餘樂趣之一，《圖書館學與資

訊科學》這本刊物，從版面、大小字

體到封面設計都出自先生之手，先生

親自拿著剪刀、糨糊，安排出既典雅

又大方的版面。 

2018 年，先生率先捐款並號召師生

響應，募款支持出版經費， 該刊於

2020 年 10 月停刊，自創刊來共發

行 46 卷，共 92 期，歷時 45 年，殊

為不易。 

 

 

 

 

 

 

 

二十二、先生 1977年攝照 

先生此照於 1977 年在南海路

中央圖書館舊館所攝，時借調

出任館長不久。照片說明乃先

生所寫，為《王振鵠文集》所

預備，文集是應廣東中山大學

程煥文館長之請所編，文稿彙

集工作歷時一年多，內收有照

片 124 幀，中山大學未能克盡

全功將文集出版，實屬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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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先生伉儷 1988年攝照 

先生於 1988 年接受美國俄亥

俄大學頒贈榮譽博士學位，先

生伉儷與俄亥俄大學校長

Charles Ping 伉儷一起合影留

念。俄亥俄大學圖書館館長為

李華偉博士，李館長是師範大

學校友，與先生相識超過半世

紀，該校頒贈學位是表彰先生

對臺灣圖書館事業以及國際文

化交流的貢獻。先生伉儷於

1946 年在北平結縭，婚後不久

由北平、青島、廈門一路遷移

到臺灣，同甘苦共患難，前後

66 年，先生有賴賢妻的全力支

持，才得潛心投入臺灣圖書館

事業的開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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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寬厚自有天來福 

先生以正楷寫在個人專用的棉紙信箋

上，墨筆配上紅框朱印，氣象煥然，

所署日期「丁丑」，是民國 86 年

(1997)，先生時年 73。先生的簽名一

向為大家所熟悉，古書說「君子以厚

德載物」、「為厚德者能受多福」 。 

「寬厚自有天來福」這七個字既是先

生處事的原則，也是人生最高的境

界，所有接觸過先生的人都從其德澤

中領受到無限的祝福。 

 

 

 

 

 

 

 

 

 

 

肆、結語 

以上圖說僅是此批手稿資料中的若干代表，由這些斷續的橫剖面，自難瞭解到先生的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但是對認識先生的志業、宏圖及文采，則不無助益。 

 

先生舊學植深，行文簡潔有力，尤其書法勁秀，讀來悅目賞心，而從字裡行間更可看出

先生在年輕時不畏強權，崇尚自由的愛國情操；之後在服務公職時不計名位，戮力從公的實

踐精神以及敬長尊賢，友愛朋輩，提攜後進的謙遜作風。先生在教學研究崗位上，誨人不

倦，勤於著述；在中央圖書館館長任內，器識閎深，屢屢推動壯舉，開創新局。 

 

如今國人得享優質的圖書館服務，而同道在專業氛圍中能日新又新，精進不輟，有賴於

無數先進前輩在篳路藍縷之中開出一條坦途，其中先生所扮演的角色實無可取代，先生以厚

德載物所累聚的德澤典範，必將亙古長青。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