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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喧囂年代，為溫柔敦厚的典範作記
《典範的時代和理想的人格－王振鵠館長與國立中央圖書館》讀後
旅美自由撰稿人｜雷叔雲

 臺北市中山南路 20號，棕色外牆，長形建築，外觀沉靜，內容卻是另一番生動的節奏：

多元紛陳的書架、熱絡有禮的櫃臺、線上使用的鍵盤聲，都與寧靜的閱讀空間進行著人書對

話。這正是國家圖書館今天的風貌。

年輕的一代當它從來就是路面風景，但 40 歲以上的人或有記憶，遠在民國 67 年之際，

自由廣場（當時的大中至正廣場）對面原是一大片低矮的住戶，產權複雜，從拆遷，到設計

競圖、預算核定和施工作業，歷經 8 年腦力與汗水的澆鑄，於民國 75 年完工，與國家音樂

廳和國家戲劇院並駕而呈鼎足之勢，開啟了臺灣地區圖書館現代化的帷幕。

建築物有故事，其中，人物的故事也許更為動人。今年 7月將屆九秩華誕的王振鵠教授，

在民國 66 至 78 年間擔任國立中央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以下簡稱央圖）館長，是這座

建築物的主要推手，筆者有幸於民國 69 至 76 年短暫任職於此，與王館長任內有一段交集，

不僅目睹其歷史性使命，也親沐於其光潤如玉的人格之中。

* 人格典型照亮時代

 頃讀顧力仁博士近著《典範的時代和理想的人格：王振鵠館長與國立中央圖書館》一書，

所記恰是我曾經目睹的一段歷史情境，於是一段久違的時光，一個謙和沉穩、卻又堅毅果決

的身影，由記憶深處漸漸向我走來。

本書為王館長最重要的一段專業生涯作傳，主要是記錄他邁入南海學園那所古意盎然、

卻不適於履行現代圖書館功能的館舍開始，到步出中山南路那幢新穎樸實、造型現代的建築

的期間。乍看書名，彷彿投射出一個完美時代中的人格，可是作者說了一段語意深長的話：

「所謂『典範時代』指的並不是一個豐裕的、美好的、沒有任何問題的外在環境；恰恰相反

的，惟其艱辛困難，才能襯托出足以引領盼望的理想人格，而這種時代與人格的關係可以由

典範的時代和理想的人格－王振鵠館長與國立中央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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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書只不過是一本書，而一所圖書館卻是人類文化進步的重心。

『王老師與國立中央圖書館』這個主題中自然透發出來。」原來作者在長期近距離的觀察中

發現，人格的光照可以形塑一個值得師法的典範時代。

作者是我的大學校友，也是央圖同事，在臺大攻讀博士期間，得親炙老師，後又歷任央

圖館長秘書以及特藏組等 6 個單位的主任，是老師多年來得力的左右手。他以史學的素養、

細密的觀察力和堅持的精神，勾勒出老師的忠實肖像。

從本書翔實的紀錄和我的第一手觀察，歸結老師專業生涯中最為不凡的開創性舉措如下

所述。

* 硬體篇：公共營建紀錄的標竿

當時，十二項建設升火待發，老師掌握這難得的契機，極力建言將遷館計畫列入第十二

項文化建設項目之中，幸得當時行政院政務委員李國鼎先生和教育部長朱匯森先生的全力支

持，李委員的一席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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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臨門一腳，央圖終於躋身國家建設之列。可是在公眾視線之外，老師的內憂是國

內首座現代化館舍，並無前例可循，又缺錢缺人，外患是各方利益關說，無日或已，並不知

日後是成是敗，惟有戮力向前。

老師在少年期間，曾以「大日本軍律違反」而被監禁三年多，必須獨自面對嚴重的營養

不良，極不人道的待遇、複雜詭譎的人性和生命的不確定性，逼近人性最嚴酷的試煉。在獄

中昏迷和日後留美時的手術，兩度近身接觸死亡，也終能坦然面對。這些淬煉成就了他的沉

穩堅毅，於是一路披荊斬棘，一幢高品質的館舍終於順利落成。最為知情人士所稱道的是，

十億餘臺幣的遷建經費，在縝密的執行之下，完工時竟節餘一億餘元，為公共營建史豎立了

高尺度的標竿。

* 軟體篇：形塑現代化的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本無固定模式，綜觀各國，有服務國會型，有教育功能型，也有國家資訊中

心型，央圖自民國 22 年成立以來，國家動亂頻仍，重點在於蒐購善本、保存中華文化、促

進學術發展。在現代圖書館事業的思潮和臺灣的社會環境下，當時央圖應該擔任何種角色，

仍有模糊空間，未有定論。

遷建的同一時期，老師參與縣市文化中心擘劃，率央圖與中國圖書館學會共同計畫圖書

館自動化作業，成立漢學資料暨服務中心，推動古籍整理，召集人文社會科學圖書館合作組

織，草擬圖書館法草案呈報教育部（終於民國 90 年公布施行），推動國際出版品交換，舉

辦國際會議，成立全國圖書資訊網路計畫等，林林總總，無一不是從無到有，除了國家圖書

館便再無其他機構可以承當的任務。

這樣一來，國家圖書館的角色便逐漸清晰：它既是資訊樞紐，負保存歷史文獻和各時代

出版品之責，也是全國圖書館的龍頭，推動合作，靈活調度資源，將全國圖書館統合成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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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老師的眼光和魄力，形塑了今天國家圖書館的定位。他在卸任前夕手書：「國家圖書館

為為一國文化水準之表徵，……一方面保存舊文化，一方面開拓新境界……。」用短短三百

字展現承先啟後的宏觀氣度。若說老師是臺灣地區現代圖書館事業的開創者，絕無過譽。

* 人文篇：謙抑應世，協和容眾

以上兩項，是老師在軟硬體建設上的成就，然筆者印象最深刻的，當是進入央圖之時，

我不過跟老師的兒女或學生年齡相差無幾，待人處事皆不成熟，但我感受最真切的就是「尊

重」。老師的見識與學養固給後輩許多啟發，但他從未以前輩之尊，或以職位或經驗的優勢，

做出指導的態勢，而完全是面對跟自己平等的一個「人」。從德高望重如前館長和故宮博物

院院長蔣復璁先生，到後生晚輩，他都隨時隨處予以最大的尊重。這種尊重，是謙和、誠心、

耐心、信心的集合體：他包容你的經驗不足，寬宥你的血氣方剛，靜心等待你成熟的那一天

到來。數十年以降，我每見到老師，仍是同等的尊重，無怪乎他的處世圭臬是張岳軍先生《談

修養》一書中的「謙抑以應世，協和以容眾」。這是古之君子的風範，也是一種今日已遑不

多見的溫柔敦厚。

許多年前，我曾請老師從自身的管理經驗，談談對年輕管理人才最大的期望，他倒沒有

提出時下流行的創意強、決策準、人際網路周密等等，而是「養量」和「養望」。海納百川，

乃能成其大，這不啻是最基礎，其實也是最高層次的管理人修養。

本書作者顧力仁先生刻畫出了一位難得的典型人物，而筆者這一篇樸素的白描，實為呼

應。在這個喧嘩的年代，我們從個人層次，是出於對老師人格的感動，從整個時代來說，是

向溫柔敦厚的風骨致敬。我們無法重演某一段時光，或期待某一種典型再現，但可以記錄那

樣的時光和典型，獻上我們無比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