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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海峽兩岸圖書館講座研討會』報告書 

 

摘  要 

自 2005 年 7 月，第一屆海峽兩岸圖書交易會在廈門舉辦

以來，就協議由海峽兩岸隔年輪流主辦。今年（2011）第七

屆海峽兩岸圖書交易會又輪到對岸中國大陸主辦，於廈門舉

行。而此行主要目的是參加 10 月 28—31 日在廈門市圖書館

召開的“海峽兩岸圖書館講座研討會＂，其為此屆圖書交易

會活動之一。從金門的大小二瞻可以仰望廈門，自小三通

後，臺澎金馬與福建接觸頻頻，筆者有幸參與此次盛會，與

有榮焉。這次趁參與“海峽兩岸圖書館講座研討會＂之便，

也順道參訪了廈門市圖書館及其中山分館，最後回程前又參

訪了廈門大學圖書館，豐富了此次的行程。 

 



  3

參加『海峽兩岸圖書館講座研討會』報告書 

 

目    次 

摘    要 ………………………………………………2 

目    次……………………………………………… 3 

壹、出國緣起及目的………………………………………………………4 

貳、出國（會議）過程………………………………………………………4 

一、海峽兩岸圖書館講座研討會……………………………………4 

二、第七屆海峽兩岸圖書交易會……………………………………7 

三、廈門市圖書館……………………………………………………9 

四、廈門大學圖書館…………………………………………………12 

五、世界文化遺產—土樓……………………………………………16 

參、出國（會議）心得及建議……………………………………………17 

一、圖書館講座是圖書館核心業務之一…………………………………18 

二、圖書館講座擴大、深化圖書館社會教育功能與影響力……………18 

三、提供創新服務，建立圖書館核心價值………………………………18 

四、海峽兩岸圖書交易會，是華文出版業界交流合作重要平台………19 



  4

參加『海峽兩岸圖書館講座研討會』 

報告書 
 

 

壹、出國緣起及目的 

海峽兩岸圖書交易會是第一個由兩岸出版業者每

年輪流主辦的圖書盛會，由海峽兩岸輪流主辦。2005年7

月，第一屆海峽兩岸圖書交易會，在廈門舉辦。2011年10月，

第七屆海峽兩岸圖書交易會又輪到對岸的廈門主辦。「海峽兩岸

圖書館講座研討會」為第七屆海峽兩岸圖書交易會活動之一，

透過兩岸圖書館與會代表共同研討圖書館講座等業務發展中的

實踐問題，進行經驗交流，開拓視野，以促進圖書館公益講座

的創新與發展，並增進兩岸圖書館間的交流與合作。 

貳、出國（會議）過程 

一、海峽兩岸圖書館講座研討會 

「海峽兩岸圖書館講座研討會」於10月28—30日，在廈

門舉行。由中國圖書館學會、廈門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廈

門市社會科學界聯合會、第七屆海峽兩岸圖書交易會組委會主

辦，中國圖書館學會閱讀推廣委員會、廈門市圖書館學會、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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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市圖書館、廈門外圖集團有限公司承辦，中華民國圖書館學

會協辦，計有來自海峽兩岸公共圖書館、高校圖書館、專業圖

書館等100 多位代表參加研討會，共同探討圖書館講座工作的

發展與創新。 

中國圖書館學會理事長詹福瑞為本次研討會發來了賀詞。

中國圖書館學會副理事長王余光，廈門市委宣傳部副部長林朝

暉，中國圖書館學會閱讀推廣委員會主任、深圳圖書館館長吳

晞出席開幕式並致詞。出席開幕式的還有第七屆海峽兩岸圖書

交易會組委會委員、中國出版協會副秘書長黃國榮、廈門市文

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副局長李雲麗、廈門市社會科學界聯合會副

主席王琰；國家圖書館前顧敏館長、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彭慰

秘書長；福建省圖書館學會理事長、福建省圖書館館長鄭智明

以及中國圖書館學會圖書館講壇推廣委員會主任、廣東省立中

山圖書館副館長王惠君等嘉賓。 

隨著廣大讀者閱讀需求的日益增長，作為“ 耕深閱讀＂的

講座工作已逐漸成為圖書館的核心業務之一。本次會議共有來

自海峽兩岸學者、專家會議論文28篇，研討會上，我國國家圖

書館前顧敏館長講題為「圖書館與社會的多元合作-近兩年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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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的經驗談」、國立臺灣政治大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

楊美華講題為「淺析臺灣公共圖書館講座之策劃」、國立臺中圖

書館資訊小組課長粘玉玲講題為「國立台中圖書館閱讀講座之

創新與數位圖書館應用服務」、中國國家圖書館社會教育部副主

任仲岩講題為「關於中國國家圖書館講座的幾點思考」、湖北省

圖書館讀者活動部主任饒學鋒講題為「湖北省圖書館講座的特

點及未來展望」、廈門市圖書館輔導活動部主任蘇華講題為「打

造圖書館服務品牌--廈門市圖書館講座案例」等六位主講者分

別發表，從講座的策劃、創新以及特色等不同角度交流了各館

的經驗和做法。六位主講者的簡報，概述了海峽兩岸圖書館講

座事業的發展，一方面為各個圖書館提供了不同的講座舉辦經

驗與模式，另一方面又對如何提升講座開展工作提出了新的觀

念。透過兩岸圖書館界專家、學者研討兩岸圖書館講座業務發

展中的實踐問題，進行經驗交流，開拓視野，增進了兩岸圖書

館間的友誼、擴大了交流與合作。 

為豐富本次研討會的內容，廈門市圖書館編輯出版了講座

專題圖書《知識·分享——圖書館公益講座的品牌創建與培

育》，《海峽兩岸圖書館講座研討會資料彙編》。並在會議期間舉

辦 “越講越精彩——圖書館公益講座專題展＂等活動，展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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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各地圖書館講座宣傳資料，以及廈門市圖書館講座工作發展

的情況。 

 

圖 1：研討會會場一隅 

 

二、第七屆海峽兩岸圖書交易會 

第七屆海峽兩岸圖書交易會於廈門國際會展中心舉行，自2010

年10月28至31日為期四天。第七屆廈門舉辦的規模與參展機構為

例年之最，參展機構達650多家，參展圖書20萬種約70多萬冊，其

中大陸圖書17萬種，61萬2千冊，臺灣圖書3萬種，10萬餘冊。本

次圖書交易會囊括兩岸重要出版機構，臺灣參展規模為歷屆海峽兩岸

圖書交易會參展數之最，來自臺灣的出版業者共有269家，包括五南

文化事業機構、三民書局、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遠流出版事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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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城邦出版集團、聯經出版公司、麗文出版機構、臺灣商務印書館、

華藝數位公司等台灣重要出版機構。 

本屆圖書交易會除依屆設立的江蘇主賓省(市)展示區外，展場區

分為大陸圖書展區、臺灣圖書展示區、精品圖書零售區、館配樣採區、

期刊展示區、版權貿易展示區和台灣出版館外，還首次設立兩岸數字

出版展區。數字出版展區共有海峽兩岸25家出版機構參展。同時還

首次設立「兩岸出版界對接交流與圖書館樣書採購日」(即兩岸出版

交流日)，主會場對兩岸出版界、出版發行界、版權界、圖書館界的

業內人士開放，現場洽談採購，方便兩岸出版業界人士對接交流和貿

易洽談。 

正值辛亥百年之際，兩岸業者展出100餘種內容豐富、題材多樣

的以辛亥相關的專題圖書史料，如大陸鳳凰出版社出版的《南京臨時

政府遺存珍檔》、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史稿》，中華書局

出版的《中華民國史》等皆是研究中華民國近代史之重要參考圖書史

料之一。今（2011）年首設數位出版專區，兩岸出版業對數位出版的

日益重視可見一斑。遠流出版董事長王榮文表示，未來傳統紙本出版

品會日趨高價珍藏化、絕版化，並以數位化取代目前的內容閱讀，因

此遠流此次全力推動「臺灣學術線上」，將臺灣60年來的學術研究成

果在雲端隨手可得1（旺報,2011-10-31）。同時在這次交易會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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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首次允許臺灣書籍在交易會現場銷售，與大陸書籍一樣開放給大陸

民眾參觀購買2（民眾日報,2011-10-28）。此次交易會的同時間同一

地區，也舉辦了第四屆海峽兩岸（廈門）文化產業博覽交易會，海峽

兩岸文創產業無不使出混身解數，展現獨特之創意以贏得先機。 

 

圖 2：海峽兩岸圖書交易會臺灣館入口 

三、廈門市圖書館 

廈門市圖書館（簡稱廈圖）總館內格局寬廣，工人運動中心及廣

場占地廣濶。文化中心以前是工廠廠房，經延請美籍建築師設計改建

為不同用途的文化機構，依稀看得出來過去廠房的規模，但是改建的

很具匠心，廈門圖書館閱覽室空間寬敞，設備舒適。中庭是一以玻璃

帷幕區隔的獨立開放閱覽空間，園內遍栽植物，青翠蔥籠，讀者可任

意進入，這種由廠房改造為圖書館的佳例實有化腐朽為神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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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市圖書館總館創始於1919年，有90餘年歷史，原館舍由旅

居香港的楊貽瑤先生捐資興建，2007年3月1日遷入廈門文化藝術

中心現址，館舍建築面積25,732平方公尺（近8,000坪），1,788個

閱覽座席，新館採用「藏、借、閱一體化」開放式閱覽空間服務模式，

是一較具特色的綜合性公共圖書館，為讀者提供全方位開放式服務。 

廈門市圖書館現有館藏175萬冊，電子圖書30萬種，電子資源

資料庫24TB，以閩南地方文獻為收藏特色，全年365天都開館，常

年為市民提供書刊外借、閱覽、資料檢索、導讀、參考諮詢等服務；

並舉辦公益性培訓、展覽、講座，讀書活動等各類型主題活動。每年

到館讀者約336萬7千人次，流通圖書289多萬冊次。 

廈圖提供「IT體驗」特色服務，設有KTV廳、音樂欣賞廳等，

採會員制，開放給IT體驗俱樂部會員使用，提供各類軟體學習、視

聽欣賞等。此外，還有數字資源閱覽、專家參考閱覽、視障人士閱覽

等特色服務。廈圖還開放「掌上圖書館」，即以手機為媒介，提供書

籍預約、書目查詢、圖書催還與續借、信息預告等多項服務。 

目前廈門市圖書館有鼓浪嶼、海滄、杏林、灌口以及同安工業園

區、火炬（翔安）產業園區、高殿、馬巷等11個分館和25個館外流

通點。位於鼓浪嶼島上之中山分館於1953年遷入現址，藏書2萬冊，

就近服務當地市民，是廈門市公共圖書館聯合服務網絡的一環。廈圖



  11

採一證通用制，書籍通借通還，各區域的線上公用目錄可以檢索到總

館及分館之圖書資料，以現代化網路通信技術為主，實現廈門市公共

文獻資訊資源共用的目標。廈圖是一與市民生活動態深度結合的公共

圖書館，也是一提供市民終身學習的知識殿堂。 

 
圖 3：廈門圖書館閱覽室一隅 

 

 
圖 4：廈門圖書館開放式中庭綠地—傅虹副館長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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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廈門圖書館之中山分館外觀 

 

  大陸公共圖書館對徵集整理鄉土地方文獻頗為用心，廈

門市圖書館曾推動《廈門地方文獻徵集管理辦法》的訂頒，

設有地方文獻徵集箱，並且編纂《廈門文獻叢刊》，其中《廈

門古籍序跋匯編》收 160 部廈門古籍的序跋，計 322 篇，逐

篇標點斷句、校勘注釋；《晃岩集》為明朝廈門地方名士池

顯方的作品，原藏天津圖書館，共 22 卷，經標點校注而成。     

四、廈門大學圖書館 

（一）簡介 

廈門大學圖書館（簡稱廈大圖書館）創建於 1987 年，歷

經 2001 年、2008 年兩次的改建擴建，規模頗大，總館面積

有 26,000 平方公尺，所有館設面積為 62,000 平方公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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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6,500 個閱覽座位。有一個總館及經濟與管理分館、文史

分館、法學分館、東部學生公寓分館及漳州校區圖書館五個

分館。另分別於臺灣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院、南洋研究院、

建築學院、藝術學院、外文學院設有專業文獻資料室。總館

設有辦公室、採訪部、編目部、流通部、元數據部、特藏部、

參考諮詢部（部級科技查新站）、報刊部、技術部等單位部

門。全館編制人員 178 人，有專業背景學歷者達 114 人，占

63%；同時 40 歲以下職工有 128 人，高達總員額 71.6%，是

一所具有專業識能及發展潛力的圖書館。 

    廈大圖書館館藏至 2010 年底館藏總藏量為 620 萬冊，

其中紙本館藏 395 萬冊，電子館藏 225 萬冊。歷經將近 90

年的累積，經濟學、管理學、哲學、歷史學、數學、物理學、

化學、生物學等該校傳統優勢學科都能有系統的收藏文獻，

而東南亞研究和臺灣研究的文獻資料為其特色館藏。在電腦

科技的推波助瀾下，近年來數字（數位）圖書館的建設進展

顯著，已形成紙本式文獻和電子文獻、實體館藏資源與虛擬

資源相輔相成的文獻資訊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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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參訪廈大圖書館與蕭德宏館長（後排右 1）合照 

（二）特色館藏 

廈大圖書館特色館藏有： 

1.古籍，其館藏總量達一萬多種，133,355 冊，其中善本

819 種，11,743 冊，2009 年 6 月被中國文化部授予「全

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有 9種明代古籍入選《國家珍

貴古籍名錄》。 

2. 民國期刊，特藏書庫收藏 1949 年以前出版的民國期

刊共計 5000 餘種，其中包括少量清末明初報刊影印

本，如《萬國公報》、《豫報》等。這些期刊不僅保存

當時社會發展方面的重要訊息，而且是研究期刊早期

發展的第一手資料，極具文獻價值。 



  15

3.該校畢業生的博碩士論文。 

4. 1949 年以前的剪報資料，包括《日本末次情報所剪報

資料》及《海疆資料館剪報資料》、《福建社科所剪報

資料》。 

5.薩支唐教授科學研究檔案專架。 

6.廈大文庫，已收藏該校教師、校友出版物 5,000 多冊。 

（三）廈門大學學術典藏庫 

該資料庫為廈門大學機構典藏資料庫，用來保存廈門

大學教學和科研人員的具有學術價值的學術著作、期刊論

文、工作文稿、會議論文、科研資料，以及重要學術活動的

演示文稿等。 

（四）讀者服務 

廈大圖書館的讀者服務項目，主要有文獻借閱、多媒體

視聽服務、數字化服務、參考諮詢、館際互借、科技查新，

以及讀者培訓等項目。 

（五）參考諮詢服務 

在總館總服務台設諮詢處，提供服務導覽、業務諮詢，

書目及其它數據庫資源檢索等現場諮詢，或轉交疑難諮詢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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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厦大圖書館還設有學科參考館員制度，進行分眾式

服務，根據學校學科分布，設立學科參考館員，每一學院都

有對應的學科參考館員負責。在校内公布服務電話、電子郵

件信箱等聯繫方式，任何使用圖書館方面的問題都可以直接

和參考館員聯繫並得到幫助。學科參考館員也會不定期到所

負責的學科系所舉辦利用圖書館講座及回答讀者諮詢，提供

圖書館利用培訓，代查代檢資料及相關之諮詢服務。 

（六）交流與合作 

從 2001 年開始參與中國高校文獻保障系统（CALIS）一

期的建置，在聯合目錄、文獻傳遞、特色數據庫建置中占有

一席之地。2006 年加入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文獻中心

（China Academic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Library，簡稱 CASHL），被授為東南亞、臺灣研究學科中心，

參與大學數字圖書館國際合作計畫 （China Academic 

Digital Associative Library，簡稱 CADAL）二期的建設，

與國内外兩百多所大學建立交換、贈送業務合作。 

     另外，館際互借業務往來的機構，也隨著對外交流不

斷的擴展而日益增加。 

五、世界文化遺產—福建省南靖縣土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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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考察赴南靖縣參訪土樓，福建省土樓散佈在閩西，

原為客家移民為共同抵擋盜寇的群居建築，土樓的外形如同

飛碟，樓高五層、六層不等，內部有若干環形的院宅，土樓

對外防護嚴密，並且採用種種防禦方式不讓盜寇入侵，有人

讚譽土樓是「最漂亮的與周圍環境協調的民間建築。」也有

人稱它是「天上掉下來的飛碟」、「地下冒出來的蘑菇」。2008

年福建土樓被列入《世界遺產名錄》，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稱

土樓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神話般的山區建築模式。」 

 
圖 7：世界文化遺產‐‐南靖縣土樓 

 

 

參、出國（會議）心得及建議 

所謂讀萬卷書不如行萬里路，此次有幸參與海峽兩岸圖

圖書館講座研討會、第七屆海峽兩岸圖書交易會，並順道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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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廈門市圖書館、廈門大學圖書館，增廣見聞，開拓視野，

獲益良多。 

一、 圖書館講座是圖書館的核心業務之一 

隨著廣大讀者閱讀需求的日益增長，作為“ 耕深閱讀＂的講座

工作已逐漸成為圖書館的核心業務之一。海峽兩岸圖書館皆積極

推動閱讀風氣，舉辦各類型公益講座，如讀書沙龍、專題講

座、閱讀講座、電影欣賞、音樂會、展覽等多種形式的讀者

活動，豐富讀者閱讀內容，提升服務內涵。 

二、 圖書館講座擴大、深化圖書館社會教育功能及

影響力 

圖書館講座是眾多讀者充實自我與終身學習的最佳途

徑，其具有：（1）滿足民眾知的需求（2）體現社會教育的

功能（3）延伸圖書館服務（4）帶動地方文化建設等功能。

因此，圖書館講座應審慎規劃，因地制宜、因館制宜，不斷

創新，辦出特色，塑造品牌，永續經營，以擴大、深化圖書

館社會教育功能及影響力。 

三、 提供創新服務，建立圖書館核心價值。 

數位時代圖書館應運用資訊科技與傳播媒體，善用各種

社會資源，求新求變，與時俱進提供符合民眾需求之各種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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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服務。如此，圖書館才能拓展服務功能、延伸服務領域、

提升服務品質、塑造品牌形象，進而建立圖書館核心價值。 

四、 海峽兩岸圖書交易會，是華文出版業界交流合

作重要平台。 

海峽兩岸圖書交易會自 2005 年在廈門舉辦首屆以來，

以圖書為媒介、以文化為紐帶，展銷經典之作、探尋雙贏之

路、謀求發展之策，受到兩岸業界的一致認同和廣大民眾的

普遍歡迎。目前，海峽兩岸圖書交易會已經發展成為兩岸出

版發行界情感交流的重要平臺、成果展示的重要窗口、交流

合作的重要橋梁。經過兩岸出版發行界的共同努力，歷經七

載，已成為海峽兩岸乃至世界華文出版發行界交流合作的重

要平台。 

五、 結論 

    海峽對岸的圖書館事業在軟、硬體方面一年比一年發

展；一個館比一個館大，設備也越來越新穎好用，地大經濟

力強是其最大的優勢。中國大陸人口眾多，圖書館員的素質

也越來越優。人員的競爭造就優秀的圖書館員，也影響服務

品質。圖書館提供的服務越來越細緻、多元，服務品質也越

來越優。政府的重視與否乃影響圖書館經營的主要因素。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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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次研討會，透過海峽兩岸圖書館界學者、專家研討海峽兩岸圖

書館講座業務發展中的實踐問題，進行經驗分享與交流，開拓視野，

增進了海峽兩岸圖書館間的友誼，亦擴大了彼此間之交流與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