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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年來圖書館工作簡報 

(一) 接收情形 

中華民國三十四年十二[?]月十五日，代理接收委員吳副教授守禮與前臺北

帝大圖書館司書官星野弘四奉令接收大學圖書館書籍。該項書籍分散於百餘處研

究室中，且因在太平洋戰爭末期，臺灣被美機轟炸甚烈，學校貴重儀器與圖書大

多疏散於鄉間或山中。接收人員乃分別與各部份負責人員接洽，閱時十五日，全

部接收完畢。接收時之圖書數目，根據登記號數，有如下示： 

原藏數目  四九四、五七二 

交臺中農專（現臺中農學院）   九、六一四 

在不明瞭情形下遺失者      六、○二九 

轟炸直接損失          一、○九七 

轟炸毀壞            一、二三九 

疏散損失              九四八 

接收前混亂時期被竊       一、三六六 

接收時實數 四七四、二八九冊 

接收後書籍各置原處，當時因人手不足，無法管理。由疏散地點收回之書籍，

暫置書庫中，亦不及作詳細整理。 

(二) 接收後之人事 

因接收委員人數過少，圖書館在接收以後，無人負責。前司書官星野弘四率

同原有員工十六人，暫行保管。羅前校長宗洛於卅五年五月下旬晉京請示，臨行

留下聘書二份，一聘周昌壽先生為圖書館長，一聘于景讓先生為代理圖書館長，

于氏自六月一日起到館視事，迄卅六年十月十三日移交為止，計共代理負責一年

三個月又十二日。自卅六年十月十三日起，正式由范壽康先生任館長。在于代理

期間，前臺北帝大司書官星野氏幫同籌劃整理，迄卅六年四月遣送返日為止。七

月，吳振坤先生繼星野氏負責幫同處理館務。前臺北帝大時期，圖書館員工，最

多時為五十三名，尚嫌不足，而接收以後，則員工僅自十七名漸增至三十四名。 

(三) 接收以後之經費 

自接收日起迄卅六年七月底為止，圖書館無規定經費，修理及購置，直接由

本部支出數目極少。自卅五年八月起迄同年十二月為止，每月均由研究費項下撥

用三萬元，自卅六年一月起至現在為止，每月規定經費為五萬元，外加郵費一萬

元。此外在卅五年度內由校本部直接撥款一百五十萬元，卅六年度又直接撥款約

七十萬元，購置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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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作情形 

（甲）修理 

民國卅四年五月卅一日，美軍炸臺北，大學圖書館直接中彈五枚，閱覽室屋

頂洞穿，天花板大壞，閱覽室及各事務室玻璃全毀，書庫鋼窗及玻璃亦多毀壞。

每次風雨，閱覽室幾如沼澤。文學院殘破情形，更甚於圖書館，圖書館書籍在書

庫中，保存狀態尚稱良好。而文學院書籍則大部分均在木片與泥灰之中。迄六月

以後，校本部經費雖極度困難，承當時總務長陳兼善先生善意協助，乃逐步修理。

後期修理工事，係由前長官公署營建局負責，訂約情形不甚明瞭，且無法監工，

故修理工程，不甚圓滿。 

（乙）整理 

（1）法學院部分（舊稱文政學部政學科）：因該一部分日籍人員，於卅五年

四月全部遣送完畢，完全無人負責，最為混亂，故於七月間最先著手

整理，當時決定以性質相近之講座合併一處，費時五十日，集中完畢。

後由館員一人，雇員一人，作內部整理，至卅六年六月，卡片大體齊

備，勉強可用。（該一部分書籍，現又遷至法學院新址，正在遷移中。） 

（2）其次整理者為文學院書籍，計分哲學、中國文學、外國文學、語言學、

教育學、心理學、史學、社會學、土俗學、日本文學及臺灣資料等若

干室。此外又將圖錄版畫另闢一室。集中文學院書籍，困難頗多，至

卅六年二月始告完竣。而內部尚待整理。 

（3）三月奉校長命接收士林前臺北帝大預科書籍約一萬冊，該項書籍一部

分撥交哲學、心理、西洋文學、化學、動物、植物等圖書室，而大部

分收藏於本館書庫，以期充實本館圖書。 

（4）三月又接收保管前臺北帝大教授田中長三郎私人藏書約四萬冊，寄存

於書庫中。 

（5）又自二月起，開始整理前臺北帝大教授神田喜一郎所影印之敦煌資料。 

（6）七月下旬起迄九月上旬為止，清■本館書庫。 

在整理文法兩院書籍時，當時文學院及圖書館員工，幾全部動員。整理本館

書庫者為本館之一部分員工。整理敦煌資料者，初為日人中村忠行，後為桑田六

郎教授。 

（丙）購置 

卅五年四月，全臺第一批日籍人員被遣回日時，大多將書籍拋售市上，善本

頗多散佚。十月，大學始決定以不重複及低於市價為標準，盡量收購，獲書頗多。

又圖書館中，中國典籍有缺完備，魏建功先生在京滬平津一帶收購一部分書籍，

即為彌補此項不足，今後對此補充工作，自當繼續努力，卅六年八月接獲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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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歐文雜誌卅九箱，計六、○○四冊，九月又接獲教育部分發之四庫備要一部

（不全）總計接收後購置及捐贈之書籍冊數共為六九、一○一冊，（瀋陽博物院

惠贈之清史實錄，以尚未登記，不在其中。） 

（丁）交換 

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後，前臺北帝大即與世界各國斷絕聯絡。卅五年十一月，

本圖書館即向各國著名圖書館及大學發信要求交換與捐贈。自今年三月起，各處

絡續有回信及郵包寄來。迄十月為止，收到書箱雜誌，已登錄者計二、二一○冊，

未登錄者，尚有二百餘冊。計交換國家達四十個以上，同時並已加入國際交換機

構，在外匯完全斷絕之狀態下，圖書館尚能供給一部分最新雜誌者，皆為交換之

結果。 

（戊）編目 

前臺北帝大圖書館所採用之編目分類法，為國際十進分類法，接收以後，因

人力不足無法變更，故在原則上一仍其舊，僅將地理細分表之類號略加變更。惟

此係一時權宜之計，俟人力稍裕，終當徹底重排。 

前臺北帝大無圖書總目，檢閱深感不便，圖書館屢次籌劃，皆以人力財力不

足，無法進行。後擬以目錄月刊方式，累積以求成功，印刷費如有眉目，當可絡

續發行。 

此外編目部分在該一期間，尚編有閱覽室用中日文圖書著者新目錄及分類新

目錄、臺灣資料目錄、西沙群島資料目錄（送廣東省政府）、臺大圖書館收藏善

本目錄、臺大圖書館重複書本目錄（備交換）、臺大圖書館收藏雜誌缺本目錄（準

備補全）等。新購書籍之分類及分發，亦為編目部分之極重負擔。 

（己）裝訂 

裝訂部分自接收後，至今年十月為止，計共裝訂書籍四、六七五冊；其中包

括敦煌秘籍留真新編四百部計八百冊。裝訂部分之技工及傭工，共為五人。 

（庚）影印 

影印部分，至卅五年十月，始克修理，竣工後即開始承印。承印文件中最要

者為本館及省立圖書館之西沙群島資料。該項資料已分寄國防部及廣東省政府。

其次為翻印「敦煌秘籍留真新編」中之不足頁數，自開工起至今年十月為止，計

共影印二、九二六枚。 

(五) 閱覽情形 

美軍轟炸結果，閱覽室受損害最大，且因在接收後，先修班招生，先修班教

務處即借用此破爛之閱覽室，作為辦公地點，迄卅五年十一月中旬為止。修理工

事，至今年一月底始獲完竣，在閱覽室修理以前，圖書館嘗闢臨時閱覽室，可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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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餘人，而利用之者，大抵為先修班學生。閱覽室修理後，設有一三四座位，

閱覽者在逐漸增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