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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惟智

我國傳統圖書館

早已存在，但其觀念主要為藏書功用。早自周

朝，老子為周室柱下史專司圖書管理責任。歷代

政府均重視藏書，如漢之東觀蘭臺，隋之嘉則

殿，唐之宏文館，宋之三館一閣，元之祕書監，

明之文淵閣，清之內廷四閣，皆為國家藏書所

在，但需為皇帝與高官朝臣才得以閱讀，其意在

保存而非利用。新式圖書館成立是受到西方與變

法維新運動影響，由於封閉式藏書樓已不符國

情，而成立圖書館……圖書館是文化典藏與詮釋

的機構……採訪、組織、保存、利用圖書文獻可

說是圖書館存在的最大目的。

蒐集保存各種文化記錄，使人類知識

得以繼續傳承與交流

有人稱其為社會大學，其擔負著教育

民眾的功能，藉用許多資源兼提供除了學校教育

外另一個人們學習的空間，實踐『終身學習』的

概念。 提供資訊服務，促進學術傳播

資訊的快速

生產造成了資訊爆增的現象，國民具有資訊素養

即代表了國家的競爭力。圖書館肩負起教導國民

使用資訊的能力，提高民眾的資訊素養，以期為

社會帶來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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