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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胡述兆文集》與《李德竹文集》
探索臺灣現代圖書資訊學術思想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 |王梅玲

一 、目。吉

臺灣圖書館事業約有百餘年歷史 ， 歷經日治時期、光復建設初期、以及現代化發展成熟期。

現代化圖書館管理約始於 1980 年代，我國臺灣大學成立第一所圖書館學碩士班 ， 培養許多圖書

館人才 ， 為圖書館事業描注了專業精神。在發展圖書館專業教育與提升專業服務貢獻不遺餘力，

並影響深遠有二人，一位是胡述兆教授、一位是李德竹教授。王雲五先生曾說 I 為學一如金

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近年來，我們追求大學卓越，不斷用 SCI 與 SSCI 論文建築學門領域

的高塔 ， 但往往忽略了學科內涵的博大與精深。漸漸地 ， 看不見學術學門的全貌。而我們領域

出現這二位學問既博大又有高度的大師。

胡述兆教授學歷源於法律與政治 ， 而李德竹教授大學習讀化學系 ， 但二人均在美國深造圖

書資訊學博士學位 ，並返國貢獻所學。 2011 年 ， 先出版了《李德竹文集> '2014 年 ， 又出版了《胡

述兆文集〉上卷與下卷。閱讀二位圖書資訊學大師的論文集，彷彿看見現代化臺灣圖書館學與

圖書事業發展的縮影。

這二套論文集 ， 站 的開大本紅色銅版紙裝禎設計，十分美麗，放在書店與圖書館十分顯眼

吸引人。中山大學圖書館程煥文館長說道 I 這二套文集要讓大眾看見圖書館學大師，認識圖

書館學走了 不起的學科 」。這三套文集是由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收錄在《圖書館學家文

庫〉中。由於圖書館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誌 ， 傳承歷史 ， 開拓未來，其相關的圖書館學是由許

多圖書館學家發展學科理論與實踐事業工作 ， 而逐步建造出來。所以由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圖

書館學家文庫> '結集呈現圖書館界老一輩學人的成果。將這批優秀圖書館專業工作者的長期

圖書館學理論研究與工作實踐中積累的成果編印出版，希望展現出一幅圖書館學研究和圖書館

事業發展的絢麗畫卷，並提供現在與未來圖書館事業發展的指導與借鑑。

二 、胡述兆教授為圖書資訊學奮門不懈

胡述兆教授自 1928 年出生於江西省新喻縣 ， 1949 年到臺灣，考入臺灣

大學法律系。 一般人最多不過修習一、二個學科。但胡教授一生讀過十個

大學，獲得七項學位，跨越化學、法律、政治、圖書館學四種學科領域。

他在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獲得第一個碩士學位，再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受業主雲五先生門下獲得許多做發，對於中國古籍與考據工具書有極大興

趣，對其一生研究與事業發展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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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62 年，他自費出國，由於國內博士學位尚未完成，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獲得政治學碩

士。其後，由於環境因素，他在維拉諾瓦大學取得第三個碩士，之後又取得匹茲堡大學圖書館

學高級碩士、佛羅里達州大學圖書館學高級碩士與博士。於是使他成為擁有一個法律學士、二

個政治學碩士、三個圖書館學碩士，以及一個圖書館學博士等七項學位，成為我國學位最多的

保持人。

他在美國任教多年，於 I980 年偶然回到臺大擔任客座教授，這個機緣促成他在 I983 年毅然

接受臺灣大學之邀，出任圖書館學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長，至 I997 年退休。期間胡教授擔任過許

多重要職務:如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教育部圖書館事業委員會委員，國立編譯館〈圖

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總編輯，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首任理事長、中國圖書館學會理

事長。他的個性一如王振鵲館長所言. I 正直、無私、敢言，為學術典範'館界之光」。胡教授

的座右銘是「無欲則剛，有容乃大他耿直剛正，鬥志高昂，常為我國圖書館界與臺灣大學

圖書館學系爭取機會，打抱不平，據理力爭，也開創許多建設，如為臺大圖書館學系爭取搬遷

到研究圖書館整棟建築，得以壯大發展。如為圖書館事業爭取支持與經費，參與許多圖書館重

大建設，爭取大辭典工具書撰寫計畫經費，首創在臺灣舉辦圖書資訊學教育國際會議與海峽兩

岸圖書館事業研討會。

三、胡述兆教授學術成果

〈胡述兆文集》係由胡述兆教授親手挑選具代表性的學術著作，而編輯成二大冊的巨作。

本論文集於 20I4 年，由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一共收錄 I39 篇論文， I8 張照片、與 I4 件胡

教授的親筆書函，內容豐富。二卷分圖書館學與政治學兩方面，圖書輯學部分，包括:壹、圖

書館學論文 44 篇(含一、研究報告及一般性論文 34 篇，二、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詞條 z

篇，三、英文書評及演講報告，四、英文論文 6 篇) ;貳、海峽兩岸圖書館學者對胡述兆教授

所提「為圖書館建構一個新的定義」的討論的篇;參、有關胡述兆教授的專訪與記述 2I 篇;肆、

對胡述兆教授著作的書評 7 篇;伍、其他 14 篇。在政治學部分，包括:萱、政治學論文 24 篇;

貳、其他 I2 篇。

綜觀胡述兆教授學術著作，在圖書館學方面，已出版了多本廣受好評的圖書，許多篇章或

書評均收錄在《胡述兆文集》。首先，是他的博士論文 ，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 探討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館藏的發展歷程，由於他的文筆精彩、內容

豐富，主題獨特，受到 Westview Press 青睞，於 I979 年為其出版，好評不斷，書評許多，均收

錄在本文集中。其二，是他與夫人吳祖善將在美國多年圖書館工作實務經驗結合理論，合著《圖

書館學導論〉。其後，由於資訊科學興起，他又與博士生王梅玲合撰〈圖書資訊學導論 þ ，均

受到歡迎，十分暢銷。

爾後，他集合圖書館界菁英共同創作，而流傳久遠的一項大型計畫，是他花了多年時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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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的《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 ' 一共由當代 33 位圖書館學者專家參與 ， 撰寫了 4，482 條

辭目(包括圖書館行政與管理 770 條、讀者服務 554 條、技術服務 304 條、非書資料 376 條、資

訊科學與圖書館自動化 697 條、圖書館學 788 條、大陸組 617 條、共同組 378 條)。可謂集合當

代菁英共同智慧 ， 代表著 1980 年代到 2000 年代的臺灣現代圖書館管理與圖書館學資訊科學的觀

念、理論、與實務。

此外 ， 胡述兆教授在 1986 年，在臺灣大學舉辦圖書館學教育國際研討會，邀請美國、英國、

中國、日本、臺灣等著名學者 ， 共同探討圖書館學教育現況與未來趨勢。其後由 Scarecrow Press 

出版了論文集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 獲得許多書評

讚譽 ， 都收錄在《胡述兆文集〉。胡教授在政治學的另一巨作是《美國總統> ' 為商務印書館出

版 ， 對於美國歷屆總統生平事E責，分析精闢詳實 ， 是我國最負盛名的總統學作品。

四、胡述兆教授的學術影響

胡述兆教授文筆流暢優美，學貫中西，善於融合政治、法律、圖書館學於一體 ， 所以其學

術論著 ， 無論中文或英文 ， 篇篇內容精果，妙筆生花。尤其是他的回憶錄《我的學思行> '故

事動人 ， 高潮送起，筆觸活潑風趣，令人讀了愛不釋手，所以他有許多粉絲並受到門生愛載。

其一生著作無異是現代臺灣圖書館學之縮影，他有中文的底蘊 ， 也接受西方美國思想的洗禮 。

他有邏輯嚴謹的法律素養 ， 因地制宜的政治調變特色 ， 與資訊為主的資訊組織與檢索服務的圖

書館訓練。所以使其學術論著豐富、動人、有趣、多樣的面貌。

胡述兆教授學術影響最大有四方面:第一、 他是現代臺灣圖書館學之父 ，他將圖書館學理

論與實務融合成《圖書館學導論> ;又建立 「臺大的圖書資訊學博士班 J 培養許多傑出的圖

書館館長與領導人才 ， 如 : 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 ， 臺灣師範大學陳昭珍教務長 ， 國立公共資

訊圖書館呂春嬌館長，世新大學葉乃靜、莊道明館長 ， 中興大學圖書館張慧蛛館長等。第二、

他的《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 '將 1980 年代到 2000 年代間 ， 臺灣圖書館學的理論與實務

用詞條記錄與詮釋。第三、是他推動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交流不遺餘力，促成使兩岸的教育與

研究交流不斷 ， 成果豐富。第四、是他撰寫《美國總統> '內容生動有趣 ， 成為最會說美國總

統故事的人 。 稱胡教授是臺灣現代圖書館學之父也不為過 。

五、李德竹教授傳播資訊科學觀念

李德竹教授 ， 1935 年誕生於河南省汝南縣 ， 是一位接受美國教育的現

代新女性與能幹果斷女強人 ， 可情老師在 20II 年過世。她在 1956 年畢業於

美國山慈學院化學系，畢業後在美國資訊機構服務， 1964 年 ， 獲得美國匹

茲堡大學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碩士學位 ， 1965 年，再獲該所超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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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指導教授是美國署名資訊科學大師 Allen Kent 教授。

李教授在完成超碩士學位後，接受麻省理工學院電機系電子系統實驗室之聘約，參與著名

的 INTREX project 是資訊儲存與檢索之開拓先鋒計畫。返臺之後，李教授在國科會科學技術資

料中心擔任組長，策劃多種科技參考工具書，並應聘於淡江大學教育資料學系授課。 1978 年，

轉任於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任教。 1988 年，又獲得匹茲堡大學圖書館與資訊科學博士學位 ， 1988 

年至 1992 年任臺灣大學圖書館系主任。 2000 年退休， 20II 年過世。

自由一生雲英未嫁，有人說她把自己嫁給了資訊科學( Information Science) ，她回臺灣之後，

像傳教士般地傳播資訊科學的思想。她是最早將資訊科學重要觀念由美國引進臺灣，更帶領著

臺灣圖書館自動化走上整合時代、網路時代，並與黃世雄教授合作計畫，勾勒 21 世紀圖書館資

訊服務新方向。她在 1978 年翻譯《資訊科學概論> '其後又編輯西文科學文獻摘要與東引。退

休之後仍然用功讀書，著述不斷，先撰寫《資訊巨人 Vannevar Bush (1890刊74) > '2005 年，
主編〈資訊科學先驅> 0 2000 年起，她參與國科會科技素養大型計劃，而主持資訊素養意涵與

指標子計畫的系列研究，是第一位關注資訊素養，而將其引進圖書館學的人。

六、李德竹教授學術成果

〈李德竹文集》於 2012 年由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一共收錄李教授生平代表作，共 70

篇論文與巧幅照片，包括 60 篇論述， 6 篇傳記及訪談 '4 篇書評。其論述的範圍包含:資訊科學、

資訊科學課程、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教育、圖書館自動化、科技資源、圖書館資訊標準、資訊

素養、資訊倫理議題。

李教授最早在 1975 年就探討了資訊科學的意涵與特性，她說 I 資訊科學主要是研究資訊

本身的特性、動態和傳播;資訊的產生、蒐集、處理、儲存及檢索;和資訊的通訊方法和利用

情形。其要點在於研究、處理與善用資訊以解決各種問題。吾人不斷地藉著找尋資訊、交換資

訊、運用資訊做為學術研究、處理事務和行政決策等的參考依據，同時也創造新的資訊供他人

參考」。她在 30 年前提到的資訊科學的定義，至今讀來依然適切，並發人省思。

她在〈資訊科學先驅〉序言，談到她在臺灣參與資訊科學傳播活動的重要歷程，例如 : 1971 

年，中國圖書館學會年會小組座談會首次談到 Information Science 這個新名詞。 1976 年 ， c資

訊科學導論》中譯本出版。 1983 年，她在臺灣大學開設「資訊科學導論」與「資訊學研討 J (研

究所)課程。 1983 年， ASIS 臺北分會成立; 1984 年臺北學生分會成立。李老師均擔任這二個分

會的導師，她將資訊科學觀念種子埋下，播在研究生的身上，影響後學思想。 1995 年，李教授

編製的中文圖書資訊學文獻摘要資料庫 CLISA' 由漢珍公司發行問世。 2001 年， c資訊巨人〉

出版。 2003 年，中華資訊素養學會成立。 2005 年， c資訊科學先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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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李德竹教授的學術影響

李教授學習化學，是科學人。但她將一生精華歲月奉獻在圖書資訊學教育與研究，致力將

「資訊科學」的新觀念引介給臺灣的學生後輩以及圖書館界同道。她先在淡江大學任教，又轉

到臺灣大學擔任教授兼系主任，與榮任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會長，在兩岸與志同道合的學

者共同傳播資訊科學與信息科學理念。

李教授在學術上主要有三大貢獻:其一、引介資訊科學新觀念，出版臺北 ASIS 分會會訊，

〈資訊巨人> ' <資訊科學先驅〉。其二、推動圖書館自動化與資訊系統新知，她舉辦許多圖

書館自動化研討會，撰寫學術論文，並與漢珍公司建教合作，編輯建置["" CLISA 中文圖書資訊

學資料庫」。其三、倡導資訊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 新概念，她曾主導國科會大型計畫，從

事資訊素養系列研究，引進這個新名詞與新觀念，開始將這個種子在臺灣士地種下，促成發芽、

開花、結果。

八、結語

臺灣圖書館事業如同臺灣一般，是混合多樣元素的產物，臺灣發展的過程曾受到日本、中

國、美國、英國的影響，而形成今日美麗的形貌。許多留學美國與英國的學人帶回英美圖書館

管理思想而注入臺灣圖書館事業中。胡述兆教授與李德竹教授接受了美國圖書館學博士學位洗

禮，返臺從事圖書館與資訊科學教育工作，將其美國專業精神引導注入，貢獻於臺灣現代圖書

館學與資訊科學學術思想。

〈胡述兆文集〉與《李德竹文集》相繼出版，記錄著二位臺灣的圖書資訊學大師一生最優

秀的作品與前沿的思想，雙劍齊發，相得益彰。使我們藉此二套三大巨冊的圖書，看見臺灣的

現代化圖書館學發展的縮影，以及資訊科學觀念的引進、傳播、與落實在圖書館自動化與資訊

化發展中。圖書館與資訊科學前輩的論文集展現出美麗壯潤的畫冊，他們學術成果將提供給我

們引導與借鑑，讓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有更高遠的眼光，引領創新臺灣的圖書資訊學理論與

思想，承先做後，連綿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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