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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廣域圖書館》─兼述顧敏與圖書館管理的理論與實務

✿ 顧敏其人

顧敏〈Karl Min Ku〉，生於1945年，畢業

於美國芝加哥多明尼克大學圖書館暨資訊科

學研究所碩士，為著名的國際圖書館及中文

資訊應用專家，現任國家圖書館館長兼漢學

研究中心主任。他在國會圖書館長任內，曾

首創「新聞知識管理系統」，將各種異質數

位媒體，整合匯入系統，產生多元功能的客

戶需求服務。顧敏也規劃「網站圖書館」，

完成第一代中文全文法律資料庫及資訊系

統，榮獲北美地區華美圖書館協會頒發1990

年傑出貢獻獎。曾任立法院秘書處處長、立

法院國會圖書館館長、聯合國圖書館協會聯

盟常務委員會委員、亞太地區國會圖書館協

會會長等，並執教於輔仁大學、世新大學多

年。講授：媒體識讀、西文參考、中文分類

編目、傳播與社會、資訊科學導論、圖書館

國際組織、圖書館採訪學。自2008年8月1日

接任國家圖書館」第12任館長以來，致力推

動國際圖書資訊合作及文化交流，讓世界文

化資源共享之目標臻於完善。

顧敏對於創作，有奮鬥的恆心，也隱

含著某種崇高的理想，能從多重角度探討

圖書館在不同歷史階段中的變化與前瞻。比

如顧敏的書《從傳統到數位圖書館》，內容

詳細介紹國會圖書館，如何從一個傳統的小

型圖書閱覽室與資料室，在顧敏與館員協力

下，促成國會圖書館的立法誕生，也將該館

蛻變成為國際公認具有服務活力的現代化數

位圖書館。而《圖書館向前行：21世紀的思

維》為顧敏擔任亞太地區國會圖書館協會會

長等職務期間，受邀參加各項重要性會議，

發表對於數位化時代圖書館經營問題的經驗

作法或心得、側記。其涵蓋主題有廣域圖書

館、館際合作、圖書館與知識管理、圖書館

員的資訊素養和圖書館國際組織活動等；此

書的另一特色是，提供5個會議報告之簡報檔

供讀者參考。

 2009年12月，顧敏的第八本專書《廣域

圖書館：數位圖書館時代的知識文明》，全

書涵蓋8章，就廣域圖書館論述、網路數位圖

書館的註解、圖書館變換化管理、圖書館知

識管理、現代化知識領航、圖書館館際合作

等方面提出可行的方案及建言。企圖以「廣

域圖書館」為新世紀的圖書館命名，為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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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界與讀者勾勒新世紀的圖書館發展樣貌。

由上而知，顧敏的創作及論述在圖書館管理

範疇中是無可爭辯的價值核心。他冀望藉由

理論與實務的配合，落實新世紀大媒體圖書

館的實現，這也是帶引國圖走向世界這一現

代性目標中的一環。同樣，他對教學也具有

強烈的使命感。對圖書館管理與發展的理想

的追求，構成了他創作的潛在的核心主題，

這一點在他的著作中表現得極為清晰。

✿ 創作的精神歷程及重要論述

一、推動有特色的國圖願景

顧敏曾說，一個民族的存在，文明與文

化的高度是非常重要的。他身上深具書卷氣

質，誠懇、認真，除了積極於專業研究著述

及發表外，也熱心參與圖資領域專業團體的

事務。雖然臺灣是從1970年代開始發展館際

合作服務，但一直到1995年教育部圖書館事

業委員會委託學者研訂「全國圖書館館際合

作綱領」，才開始推動圖書館館際合作，以

達全臺各圖書館能資訊互助的目的。在顧敏

眼中，國家圖書館是「陪伴」各行各業的圖

書館，他希望把最具珍藏價值的「古籍」、

「經典」等，以複製品或真品方式展出，在

館內規劃參觀動線，讓國圖能創造觀光的價

值及新的精神面貌。

唯國家圖書館館藏空間有限，如何將資

訊有效數位化，藉以儲存更多資訊、強化檢

索效率、空間動線規範等，都是重要議題。

他開始著手導入「電子商務」概念，讓民眾

計量付費，但仍必須要有免費使用的空間，

鼓勵民眾使用。顧敏也勾勒出心中的藍圖，

比如提出1.提升圖書館社會價值、培養高素

質圖書館員；2.普及知識消費概念，提供分

級化服務；3.推動知識管理、打造廣域圖書

館（Metalibrary）等措施。而在他的領隊下，

國圖不僅僅是服務某一部分人，提供資訊傳

遞轉換的服務功能，它更是在文化、教育、

觀光與休閒等方面，成為一種跨文化交流的

珍貴寶庫。

二、《廣域圖書館》論述的交相互應

誠然，在過去十多年來，數位革命最

成功的地方，在於統合數位資料、聲音、影

像、動畫等原本分立的載體於一種全新的多

重載體之上。而網路革命則由原本透過資料

庫或資料庫供應系統的體現，所建構成的連

線知識服務；不但帶給人類通訊方面的鉅大

利益，包括各種的通訊功能，都能應用在不

同頻寬的網路之上，而且網路革命也進一步

促進了資訊數位化的腳步。

廣域圖書館的理念與實踐這一主題，在

精神向度上，仍然是新世紀以來圖書館管理

者的現代性夢想的延續。顧敏所關切的是，

渴望國圖與世界同步的歷史性要求，在國際

舞臺上，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他

《廣域圖書館》這本著作裡，已描繪出新世

紀的圖書館景象，這也是顧敏於圖書館實務

領域中推行的重要理念。他為自己制定了一

些計劃與目標，幾乎包含了下述研究的全

部，其重要論點，可作為圖書館管理思潮在

研究中的具體表現：

1. 數位圖書館的意義：從一個圖書館員

的角度而言，應包括數位典藏與數位服務兩

項圖書館的職能，缺一不可。因此，圖書館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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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設法將網站圖書館組建成一個多度空間

的圖書館服務網，並導入系統化的「圖書館

知識管理」模式，完美符合使用者之所需，

發揮比以往傳統圖書館更大的服務能量。

2. 圖書館的變換化管理：新世紀的圖書

館必須面對一連串來自數位革命後，大環境

快速轉換所衍生複雜的挑戰性管理，包括：

E化的科學、學習、工作環境、政府部門、

以及整個社會的邁向E化。因此，顧敏提出

「變換化圖書館管理」和「超越傳統圖書館

服務」兩項主張，認為這是解決當前文獻處

理、圖書館事業、和資訊服務專業所面對的

許多核心問題時的兩條新路線。

3. 「虛擬實境複合圖書館」及「現代化

知識領航」議題：因慮及目前大多數的圖書

館都將面臨「複合圖書館」的情境與挑戰，

亦即新興的電子圖書館與所謂的傳統圖書館

之間的複合。顧敏提出發展「虛擬實境複合

圖書館」的新思維，強調將「資訊」、「傳

播」、「儲存」結合， 就能產生完美的「虛

擬實境複合圖書館」。

至於「現代化知識領航」方面。顧敏則

強調知識領航是知識管理的後端工程，隨著

新世紀的來臨，知識領航工作的系統化、智

慧化與全面化，將促使龐大而複雜的人類各

種知識系統，在多元多重的運用下仍能精確

被使用者立即檢索獲取。

4. 圖書館知識管理的變換途徑：就圖書

館學門而言，知識管理的實際績效在於知識

領航工作的績效。知識領航的功能在擴大

─不再只是如傳統圖書館中替讀者找到

他們所需要的資訊而已，而是直接面對知識

創新、知識組織、知識擴散這三個知識管理

的核心層面。因此，新世紀的圖書館知識管

理則是能量型的知識管理，必須以數學模式

的方式，精算出知識的能量，包括：知識的

互動性、知識的散佈性、知識的交叉影響

性、以及知識的成長或退化曲線等等。

5. 新世紀知識管理與知識領航：二十一

世紀開始，知識管理變成一種直接的具有生

命力的驅動力量，知識管理與知識領航在新

世紀中將更為密切。知識領航工作的系統

化、智慧化與全面化，將促使龐大而複雜的

人類各種知識系統，在多元多重的運作下，

仍然可以有條不紊的尋求出確為所需，而及

時取得的知識及信息。唯有兩者相互配合，

才能順利解決資訊爆炸的問題。這也是圖書

館學門所面臨的跨世紀挑戰與使命。

綜上概述，顧敏對「廣域圖書館」的研

究，在充分的學理基礎上，從外國的知識中

攝取精華，在圖書館管理思想交流中，激發

了顧敏的創作靈感。沒有顧敏工作與教學的

辛勞，就沒有顧敏創作的輝煌。由此，我們可

以深刻地感受到顧敏創作的研究精神和向著

圖書館管理的現代化與國際化奮進的決心。

✿ 顧敏：「廣域圖書館」學理的先驅者

顧敏在圖書館管理工作與創作上的成

就，既是他個人勤奮所學的案例，也是先進

國家圖書館學與資訊時代潮流的必然。透過

對「廣域圖書館」論述的要點，有利於從新

的角度來加深對顧敏創作圖書館學理價值的

認識。

在信息領域中，知識創新不只是新世紀

高端技術得以迅速發展的源頭，也是讓社會

信息暢通的重要關鍵。而如何促使「廣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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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理念的實現？個人提出以下淺見：

一、學科館員制度的有效實施

記得此書裡提及，20世紀圖書館學大師

雪拉Jesse Shera，針對第一次資訊革命後曾指

出：「優秀圖書館員的動機，並非通常所

說的愛好圖書，而是愛好真理─無論它

在何處，以何種方式出現。知識的終極及

於智慧，智慧是全面理解真理的力量─

圖書館員專業精神即基於此。」因此，學科

館員制度的建立是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創新的

要求，在知識管理的積極推動下，或可加快

「廣域圖書館」願景的實現。

二、以讀者用戶為中心的價值取向

必須由方便讀者出發的服務取向，加以

圖書館管理的人本取向，建立能反映信息的

有效管道，依需求性建立舒適親切的圖書館

空間。可喜的是，今年2月23日國家圖書館

「漫畫屋」已正式啟用。漫畫屋的空間規劃更

是能夠牽引各圖書館在文化創意及數位內容

產業上的啟迪指導作用。未來圖書館管理者

須將長期以來把數位圖書館的創建、管理、

傳遞、和利用等建構，打破其原固有封閉狀

態的保守思想；讓用戶可以通過大型的檢索

系統來發現信息，以有效地增加其實用性。

就資料的蒐尋而言，速度可以解決

「量」的問題，這是肯定的；但是所帶來的

成果是利弊各半的。顧敏認為，速度解決了

「量」的問題，卻也製造了另一個「量」的

更大問題。知識成長或是學術研究，絕不是

單單的「數量問題」，「質的問題」更為重

要，實為至理名言。筆者以為，蒐尋速度策

略是科技業界追求表現目標之一，在圖書館

資訊化發展的表現上越快速，可能因愈加偏

重求主觀上解決資料蒐尋上「量」的問題，

而忽略了追求資料本身具有的那種非物質

的、非描述性的、純粹是美的特性，也應

被當成是圖書館資訊發展未來應該追求的

理想。我們無須在質與量上進行過嚴格的比

較，但這些經驗仍將激發感情的要素，在圖

書館資訊化的大躍進間，應找得到與其相對

應之平衡點。比如將如何呈現美的影像或美

的典範，以提供資料穩定與安全性、隱私性

或智慧財產權保障等因素為策略之考量。

目前臺灣圖書館學科相關研究正處於

形而上學階段，譬如圖書資訊學系前稱圖

書館學系，發展方向由圖書服務轉向圖書

資訊服務，所學習的課程內容包括了圖書

資訊服務、知識管理、數位典藏、數位學

習、Web2.0等。相較於具有獨立學科意義的

科學，尚有許多努力開拓的空間；其根本原

因是對於此學科大多缺乏認知價值及方法理

性，去構建參考文獻。依我看來，在全球化

的新世紀信息時代，像顧館長那樣積極研究

圖書館學領域的學者，常能帶給讀者啟迪

促生新的創作或啟示。他擁有豐富的國際視

野、充分的資訊管理經驗、和溫儒的素養，

常以數位時代的高度，提出卓越的觀點。而

《廣域圖書館》內容的真知灼見，這就更加

堅定了他在館長期間與學界的獨特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