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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專
門圖書

館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位於嘉義縣竹
崎鄉內埔村溪

州 49-1 號，為
地上 2 層之

建築，服務對
象為佛學院

師生，1998 年
開放民眾

入館，為傳布
佛教知識與

保存佛學資源
的重鎮。

位於新北市三峽區大義路 277號，為地上 4 層，結合在地客
家意象之建築，服務對象以
校內師生為主，研發出各式
創新課程，是 108 新課綱的重
要教學樞紐。

  陪伴師生的學習場域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圖書館

  南臺灣學術資源中心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位於臺南市大學路 1 號，為地上 5 層、地下3層之建築，服務對象除了學校師生外，更致力於連結國內外各單位，矢志成為促進傳播與交流的知識資源中心。

現代的校園
圖書館不僅

作為校內師
生汲取知識

的重要場域
，同時也轉

變為深

入社區服務
的重要據點

，透過資源
共享，讓書

香氛圍滿溢
在你我身邊

。

撰文╱ 心怡、吳秋瓊　攝影╱李建霖、王士豪、劉德媛

           圖片╱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提供

從館內向外走

多元發展多元發展

讓浩瀚知識讓浩瀚知識
校園圖書館校園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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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為臺灣南部最重要學術圖書館之一的成功大學圖書

館，在 3年前決定跨出校門，由館員攜手成大師生，

帶著自身知識與所學穿越建築圍籬，將知識從圖書館帶入

社區。

「如果要我說成大圖書館有什麼樣的特色，除了是南

臺灣重要學術資源集合與發散地之外，成大圖書館其實也

跟成大一樣，希望可以連接社會、連結世界。」成大圖書

館館長王涵青的話字字帶著溫暖的笑意。她表示，近 3 年

來，成大圖書館開設的「成大 Book 一市─移動圖書館」

以及「為愛朗讀─錄製有聲書服務視障者」等兩門通識

課程，就具體落實了連接社會的目標。

談起「成大 Book 一市─移動圖書館」，王涵青表示

這是一門 2學分、花費整個學期所構思出來的縝密行程，除

了館員投入其中，師資更是來自各學院。修課學生張郁敏則

分享課程進行方式與心得，「我們由各組到需求單位進行前

訪，了解該單位的特質、特色，以及所期待的內容，再運用

回饋擬定出客製化的閱讀活動，最後於學期末出車服務。」

「這是一場非常精緻、有規模，而且經過培育的閱讀

活動。」醫學院圖書分館館員蔣欣樺笑言，她以帶領其中

一組「海洋與生活」的主題為例解釋，該主題由館員發想，

再由水利系與小組同學帶領小學生利用水泥與水等比例混

合，再加入水彩顏料，製作出小型消波塊；王涵青也在其

中一場活動中化身為化石嚮導，並提供自己珍藏多年的古

物標本，讓小學生們從觸摸中細細感受。

蔣欣樺認為，書本雖然沒有溫度，但透過「成大 Book

一市─移動圖書館」不僅能善用成大師生的知識與資源，

將大學的專業科普化，還能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讓社區

學生或成員對閱讀改觀，發現原來學習也可以很有趣。

藉由課程學習同理  跨出校園回饋社會

除此之外，成大圖書館也開設「為愛朗讀─錄製有

  將知識帶向社區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王涵青館長

國立臺灣大學動物學博士，現為成功大

學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特聘教授，於

2019 年開始兼任成功大學圖書館館長。

U
niversity Librarian

圖書館並不是只有
書，館員就是一本
非常值得閱讀的
書，每一個館員都
非常的專業。

得
獎
感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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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書服務視障者」通識課程，開課緣起來自

於王涵青某次路途中的發想。當時她遠遠就

看見一名視障者受困在道路工程中，然而來

來往往的行人卻沒人停下腳步，這讓自小就

與視障家屬共同生活的她備感衝擊。

她反覆思考，最終答案在眼前清晰浮現，

「他們不是不幫忙，只是不知道該如何幫忙，

或是他們不知道要幫忙。」想起自小就會朗

讀書籍內容並錄製給家人聽的回憶，「為愛

朗讀─錄製有聲書服務視障者」課程在校

方的全力支持下應運而生。

知識服務組組長張義輝解釋，這堂課攜

手與「臺南市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合作，除了請來中心組長上課，也讓學生走

入視障者的生活，認識輔具之外，更透過視

覺類比親自體驗視障者面對的生活難題；藉

著與視障朋友們對談，再由專業師資授與有

聲書朗讀練習，期望學生能學到同理而非同

情的服務內涵。

「這是一門很特別的實作課程，帶點服

務性質，可以讓我們貢獻社會。」修課學生

黃昱閔說。另一名大四學生張育瑄笑言，在

畢業之前，有機會透過這堂課增進視野，「它

改變我對服務跟志工的定義，這些事情並不

是船過水無痕。」

而通識課所錄製的有聲書書單皆來自視

障朋友推薦，排除市面上豐富的文學類型，從

成大圖書館多元的館藏中挑選食譜、保健以及

運動相關書籍錄製。這些錄製完成的有聲書

最後將上架到國立臺灣圖書館的有聲書資料

庫，迄今已為 2,300 位視障者提供服務。

「成大 BooK 一市─移動圖書館」為校

內師生花費整個學期籌備的縝密活動。

「為愛朗讀─錄製有聲書服務視障

者」讓學生真正了解同理的服務內涵。

成大圖書館希望可以成為連結國內外

學術資源的文化集散地。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為國內少有的

宗教類專門圖書館。

1.

2.

3.

4.

 黃士豪

成大醫學院圖書分館工讀

生，在館服務超過 2 年，以

身為成大學生為榮。

Reader 1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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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除了總圖及
醫分館，部分系
所也有圖書室，
提供了豐沛的學
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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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ian
透過人與人之間的
互動，可以讓小朋
友了解閱讀或是學
習也是有趣的。

  為佛學典
藏留史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成立於 1982 年的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是一座宗教類型的專門圖書館。有別於一般公共

圖書館，香光的規模顯得小巧精緻，然而深入探

尋便會知曉其對於佛教典藏的貢獻實在是功不可

沒，其中佛書分類法的創建，更嘉惠海內外超過

200 座圖書館。

談起當初著手編訂佛書分類法的緣起，館長

自衍法師謙和表示，起心動念其實很單純。細數

自己投身圖書館服務至今已有 36 年的時光，早

年書目分類只能土法煉鋼，透過紙本、寫卡片做

起。然而最困擾的則是若有人員更動，就會有館

藏書籍重新分類的困窘，「臺灣最早的佛書分類

法由日本引進翻譯，但已經不符合現代所需，因

此每個人建置的分類都不一樣，也沒有一定的標

準與規範。」

於是香光與其他佛教圖書館攜手合作，期待

能做出一套適合用於佛書的分類法。然而分類法

的梳理過程既龐雜又艱難，其他圖書館礙於人力

不足一一退去，最後唯有香光堅守，終於在 1996

年完成。

分類法完成之後，香光又陸續投入使用手冊

編輯、主題詞編訂以及數位檢索等製作，待一切完

整，便無私提供其他有此需求的圖書館使用，甚

至還進一步製作英文版的佛書分類法。自衍法師

除了通識課程的設計與規劃，成

大圖書館自 2004 年開始，年年舉辦二

手書徵集與義賣活動，推廣服務組組長

羅靜純表示，18 年來總共累計有 3,787

位校內外人士參與活動，捐出 93,859

冊書籍。而秉持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

信念，成大圖書館亦將每年平均所得約

16 萬元全數捐給社福機構。

成大圖書館不僅讓知識從成大出

發，同時也讓愛灑落社區角落。一如王

涵青所言：「我們是大專院校圖書館，

有老師、有學生，資源很豐厚，所以我

們不應該只是圖書館而已。」

 蔣欣樺

成大醫學院圖書分館

館員，為「成大 Book

一 市 ─移 動 圖 書

館 」 的 師 資 團 隊 之

一，引導成大學生完

成整套課程設計。

得
獎
感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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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衍法師

淡江大學教育資

料科學系研究所

碩士，為佛教圖

書分類法修訂的

召集人，現任《佛

教圖書館館刊》

主編等職，並擔

任香光尼眾佛學

院圖書館館長。

笑言，這些嘔心瀝血之作至今已經逾200座圖

書館使用，雖是無償提供，但看見他人使用，

讓香光的製作團隊深感欣慰，表示這樣的成果

不僅適用於當代，也能輕鬆在各館間複製。

「原本我們只覺得可以利益自己，後來

發現可以利益更多的圖書館。」為了讓其他

圖書館館員也能深入理解運用，香光還特別

舉辦研討會以培訓各界館員。自衍法師回憶

道，當時迴響熱烈，各圖書館在研討會之後，

提出的學習需求也愈來愈多，「有人希望我

們能開圖書館經營管理的課程，所以我們辦

了圖書館經營管理研討會；後來有人提出數

位化學習，於是我們又著手數位化課程的研

討會。」一次又一次，如今研討會已成了香

光每年的年度盛會，讀者李佩玲驚嘆地表示，

雖然香光僅是一座在地佛學院的圖書館，但

每年所舉辦的研討會格局卻意外的寬闊，「邀

請的講師都是相關產業最為頂尖的人物，而

且主題相當前衛，例如在網路才剛開始要發

展的年代，就已經在探討數位化了。」

香光投入數位化的起源可以追溯至 1990

年，當時臺灣已有部分大型圖書館投身館藏

數位化，香光毅然跟進，期待數位資源能擴

大觸角，開啟更多人的智慧。同時香光更伸

出援手，免費為佛教界諸多期刊製作數位化

我們舉辦很多
活動並將資料
數位化，希望
大家來到這裡
可以開智慧。

刊物，並協助全國 12 座佛教圖書館做館藏目

錄與期刊數位化。

香光的與時俱進以及對圖書管理的縝

密，吸引了不少民眾將典藏的期刊、佛典、

佛教相關照片、郵票等慷慨捐贈，使得現今

香光所收藏的佛教期刊創刊號即高達 100 多

種，所有館藏也都一一掃描數位化，無疑是

國內最具規模的佛教相關典藏資料庫。

D
irector

得
獎
感
言

P020-027-22TD2179.indd   24 2022/2/24   22:42



香光具有高專
業性，讓此處
成為佛學資源
的典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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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自身經
驗透過書寫與
印刷，讓更多
人看見與學習。

Librarian

 自正法師

南華大學出版與文化

事業管理研究所碩

士，曾任香光尼眾佛

學 院 圖 書 館 藏 主，

現為《佛教圖書館館

刊》編輯。

 官志隆

中正大學教育學碩士，現為嘉

義縣民和國中校長及中正大學

歷史研究所博士生，是香光尼

眾佛學院圖書館的忠實讀者。

資源共享  全國首創專門圖書館學術刊物

擁有中正大學教育學碩士學位，目前正

就讀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的嘉義縣民

和國中校長官志隆談起初次來到香光時，內

心感受到的震撼，「香光在佛學文獻與典籍

的收藏量相當豐富，不僅將重要文獻數位化，

提供讀者在線上全文閱覽，甚至細緻地做到

目次建檔。無論是對於論文的書寫或是學術

研究，都有極大幫助。」

為了能與更多人分享館內資源以及所

學，香光也在 1995 年創辦國內第一份專門圖

書館學術性刊物《佛教圖書館館刊》，負責

編輯的自正法師表示，香光從單純提供自家

佛學院學生服務，到開放供社區使用，一路

走來不停地精進學習。創刊的動機單純是想

將所學分享，避免後人多走冤枉路，「我們

將自己自學圖書館管理以及佛學相關知識，

透過書寫與印刷讓更多人看見與學習，創立

館刊就是以資源分享為前提。」

眺望未來，自衍法師覺得香光的任務尚

未走到盡頭，他認為佛教之所以能代代傳承，

讓現代人得以接收佛陀的智慧，是有人在前

面記錄、保留與收藏。因此他體悟到，佛教

若要傳承，必須透過文獻引航，「我們必須

建置更多元化的數位資源，推動佛教圖書館

的研究與發展，協助讀者尋訪到生命中的善

知識，取得終身學習資源，這是我們對自己

的期許。」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秉持共享的心

態，開放民眾入館使用各項資源。

上方為典藏的罕見文獻《貝葉經》。下

方為香光尼眾佛學院提供館員進修出版

的許多書籍。 

館內收藏了許多佛學期刊創刊號，是保

留佛教珍貴文獻的中心。 

數位化是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近年來

努力的方向，館內亦提供個人錄音室，

進行數位傳播。

1.

2.

3.

4.

1 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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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圖書館除了
注重學習功能，
亦要陪伴學生度
過青春期，尋找
生命中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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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逢 108 新課綱推出，強調發展以學生

為主體的素養導向課程，且讓學生進行多元選

修，北大高中校長施雅慧決定把校本「課程

研發」工作交由圖書館執行，不僅兼顧學習品

質，亦期盼陪著學子探索生命。其中校訂必修

課程「三峽學」便是由圖書館主任朱肇維向國

立臺北大學海山學研究中心請益，率領教師社

群共同研發的具體成果。

「三峽學」是透過教師引導學生探究三

峽在地文化脈絡，並深入茶、染兩大產業，從

發現問題、擬定策略，進而採取行動，最後再

進行反思回饋的完整課程。修課的學生必須走

入茶園，並從田野調查、拍照記錄、手繪設計

到最後完成茶鄉走讀地圖。而適逢三峽區農會

H
eadm

aster

120 週年慶，精緻的「茶鄉走讀地圖」甚至被

農會選用，成為對外正式文宣。

不僅如此，北大高中圖書館也和雙溪、

三民、明德與樹林等 4 所高中，共同出版中

英文對照的「潮新北—步 E young 的新北走

讀課」，期待能讓更多人認識在地文化。

晨間閱讀與國際交流  廣收知識培育思考力

施雅慧強調，中學圖書館的營運價值，

在於可以提供不同年齡、閱讀層次的需求，

客製化地調整出適合的服務方式，讓圖書館

成為師生補充能量的基地。

因此，北大高中圖書館除了課程研發，

亦有自主學習與國際交流等任務。朱肇維進

一步表示，北大高中於 2016 年成為國家教育

研究院認可的「專業發展合作學校」。學校

重視閱讀教育，開始推動晨間閱讀，鼓勵學

生發展專題探究，每週四早上半小時的晨讀，

由老師編訂教材，內容包括

影片或文本，結合「閱讀護

照」，具體記錄學生的閱

讀履歷。閱讀護照由圖書

  客製課程
啟動自主學

習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圖書館

 施雅慧校長

2015 年榮獲新北市

公私立高中等以下學

校特殊優良教師─校

長類的殊榮；同年亦

榮獲教育部推手獎。

2016 年就任北大高中

校長，前後帶領新北

市鳳鳴國中、中平國

中、北大高中榮獲教

育部閱讀磐石學校殊

榮，堪稱「三冠王」。

得
獎
感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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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肇維

北大高中三峽學校訂課程發起

人，為 108 新課綱校訂必修課程

教師社群召集人，現任北大高中

歷史科教師，兼任圖書館主任。

D
irector

三峽學課程所製作的精緻「茶鄉走讀地圖」，

被三峽區農會選用為對外的正式文宣。

鼓勵閱讀，陪伴學生探索未來，是北大高中圖

書館的目標。

1.

2.

2
1

 蔡安妍

國中部學生，熱

愛圖書館辦理的

特色課程，期盼

透過活動，訓練

自我的各項能力。

 施翔喆

高中部學生，透過圖書館

辦理的各項活動，探討書

本以外的知識與技能。

Reader

館老師林詩傑、陳佳瑜規劃，內容建議

國中生選讀各種類別書籍，並記錄閱讀心

得，進行至今，成效顯著。

對於圖書館特別安排的課程，國中部

學生蔡安妍表示，晨讀對培養獨立思考與

客觀判斷的能力有幫助，而在與日本中學

生視訊交流中用全英文介紹在地美食，也

是難得經驗；高中部二年級施翔喆則正在

準備參加財團法人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

金會所舉辦的「公民行動」方案競賽，這

是他繼參加英國大學舉行的商業論文競賽

之後，第二個自主學習計畫方案。

北大高中圖書館打破有形的空間限

制，進行跨界、跨校、跨國的交流，帶領

學生閱讀人、環境與社區，從而擴及世

界，誠如施雅慧所言，這樣才對中學生的

「胃口」！

Reader
自主學習
才能掌握
未來。

得
獎
感
言

透過自主學習
計畫方案，能
夠拓展不同的
視野。

晨讀可以培養
學生獨立思考
與客觀判斷的
能力。

自主學習
才能掌握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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