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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道教學院圖書館簡介 
陳念先  中華道教學院圖書館 

【內容摘要】中華道教學院為台灣推廣道教教義的一個重要據點，所附設之圖書館則致力於道教相關

書籍的蒐集。本文除介紹目前台灣地區道教相關圖書館的概況外，並就中華道教學院圖書館的歷史、

館藏特色、經營細節、服務項目及經營困境提出簡要的說明。未來中華道教學院圖書館將努力爭取奧

援，提升軟、硬體設備，並加強與各宗教圖書館的館際合作，朝成為國內道教研究重鎮的目標努力。 

關鍵詞：道教；中華道教學院；道教圖書館 

 

 

一、前言 

目前台灣地區道教相關圖書館，應以行天宮

圖書館的規模最為可觀。其敦化總館自民國六十

七年元旦落成開放後，即提供社會大眾一個充分

學習與心靈淨修的場所。此館為四層樓建築，加

上地下室，使用坪數達 1500 坪，藏書十八萬冊，

設有閱覽座位 1200 席，以服務學生、上班族和社

區民眾為主。民國六十九年松江分館完工，為六

層樓建築，含地下室總建坪為 738 坪，內設兒童

部及宗教部為其特色。其中宗教部廣集世界各大

宗教的圖書，以佛學圖書最豐富，日文佛學資料

尤為其特色，另外也蒐集有哲學、神話、命理等

類的書籍。民國七十六年北投閱覽室亦相繼開放

使用。目前則導入多媒體中心，提供電子書、電

腦圖書雜誌等服務。 

另如松山慈惠堂，亦設有佔地四百餘坪的圖

書室，藏書十萬餘冊，供道教教義研習之用。其

他像是高雄道德院、梅花湖三清宮、三重玄聖殿

等單位，也都收錄有道教相關書籍。唯個人未曾

一一實地造訪，對各館現況與發展並不能夠完全

掌握，為了避免做出錯誤的判讀，故本文僅就本

學院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之概況作一介紹，

並提出管理時遭逢的一些狀況，就教於諸方家。 

二、本館發展概況 

中華道教學院自民國七十八年創設以來，迄

今已逾十六載，在創校之初，即設有圖書館（室），

供同學研讀之用。歷經多年的經營，稍有規模，

館藏雖比不上一般圖書館，甚至不及坊間私人藏

書，或許稱之為圖書室可能更加貼切，但衷心希

望能夠持續廣收相關圖書，成為道教研究的重要

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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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館舍空間 

本館空間大約二十坪左右，目前館藏量約二

千七百餘冊，以道教相關書籍為收藏重心，舉凡

道教經典、儀範、歷史、文學、藝術等類出版品，

皆是蒐羅的對象。除此之外，也旁及其他學門之

圖書。如道教與道家本有其密切的關係，而自魏

晉南北朝以降，道教在教義、戒律等方面，更與

儒學、佛學有其相涉之處，因此與中國思想史相

關的書籍，便納入蒐羅之列。另道教此一學門包

羅甚廣，與中醫、堪輿、民俗、卜筮、民間信仰

等學門，多少有其關連性，此類書籍亦屬館藏的

重點。再者，與宗教相關的書籍，如中外宗教史、

宗教原理、介紹各種宗教的書籍，可提供比較參

考之用，亦納入館藏。最末，則依據老師開設之

課目，購買相關圖書，以供同學研讀。對於不符

館藏標準的書籍，如以往散見於架上之善書，則

泰半予以下架，唯基於學術上的考量，另行庋藏

以供教學研究之用。 

（二）經費預算 

礙於學校經費有限，本館並未編列固定之購

書預算，圖書來源以捐贈及募款為大宗。在贈書

部分，有單位贈書者，如香港青松觀贈送之《中

國美術全集》、《二十四史》，中華道教總會捐

贈之《道藏要籍選刊》，三重玄聖殿致贈之《道

藏精華》等屬之。至於個人贈書者，像是蕭天石

先生贈予本校《中國子學名著集成》，徐福全教

授慨贈之《福全臺諺語典》，而中外學者參訪本

校，也常以著作相贈。在募款購書部分，其中以

學員於畢業後饋贈母校購書款項為主，如研究班

第五、六屆畢業生即合贈《莊林續道藏》一套予

本館，校友會亦捐贈有《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民俗

學會民俗叢書》。另外，囿於經費的不足，處理

多餘館藏，也是不得已的作法。以北京華夏出版

社編印之《道教大辭典》為例，本館先前收有多

達七十餘冊之譜，便採取學生認購的方式，將所

得款項轉用於購書。最末，則是收集各單位出清

之多餘圖書，藉以擴充館藏。如先前學生書局便

贈送《漢學研究通訊》予本校，去年政大中文系

系圖清出一批學術期刊，因仍具參

考價值，經過審覈後納入館藏。而

對於極具典藏價值，卻受限於經費

未能納入館藏者，則協助其他單位

購藏，以達推廣藏書的目的，如協

助三重玄聖殿購入《藏外道書》等

套書，蓋一樣有助於道教的傳承。 

（三）開放時間 

本館的開放時間，乃是配合學員

作息，星期六下午二點至下午十點為

止，並視學員實際需要延長。星期日

則自上午八點十分開放至下午五點二
▲中華道教學院圖書館陳念先先生（編輯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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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平時則休館，並不對外開放。 

（四）服務項目 

在服務項目上，大致可分為館內閱讀、圖書

借閱、諮詢服務及資料影印等四大項目。以下即

約略敘述之： 

在館內閱讀方面，館內提供三十個座位，並

有桌子可供繕寫。除學院師生外，也開放給校外

人士參觀閱覽。 

在圖書借閱方面，由於藏書有限，且基於管

理上的方便，服務對象以本學院教職員工、學生

及畢業校友為主，得憑本院借書證借閱圖書，每

人每次最多可借閱四冊，一次以兩週為限，得續

借一次。來賓則僅限於館內閱讀。 

在諮詢服務方面，因館藏有限，勢難完全滿

足學員之需要，因此對見於市面上而本館未能收

錄的圖書，則提供相關圖書館、書店之資訊（電

話、地址、網址），以利學員蒐檢、購藏。另因

本校研究班畢業生需完成論文之寫作，如學員有

需要，我們也儘可能針對其寫作方針提出意見，

或提供參考書目以備查考。 

在資料影印方面，因本院位置與市區稍有距

離，為了讓學員不用來回奔波，自九十一年度起，

本館與驊信事務機器有限公司合作，向該公司租

借影印機，提供學員影印資料的服務。不僅方便

老師影印授課講義，對學員來說，不必為了繕印

參考資料將厚重的書籍攜出館外，除了有助於資

料的流通，也可避免圖書的無謂損失。 

（五）圖書管理 

在圖書管理上，本館設有兼職館員一名。受

限於經費，本館並未採行自動化之管理，而是採

取傳統簿記的方式。唯基於作業上的需要，對於

新添購的書籍，目前乃是利用市面上通行的軟體

（Microsoft Office Access 2003）先行登錄（註 1），

筆者接手前的書籍，也陸續予以建檔中。至於圖

書的分類，則依循賴永祥之《中國圖書分類法》

為之。倘往後經費允許，自當朝圖書館自動化的

目標邁進。 

三、本館遭逢之經營管理難題 

圖書館在經營管理上，不免會遭遇一些狀

況。本館大致上面臨兩個問題，第一，是經費、

設備的欠缺。由於經費不足，雖然透過捐贈、募

款、處理多餘館藏及收集出清圖書等方式，達到

豐富館藏的目的，但終究非長久之計，能否爭取

固定的購書款項，將是圖書館穩定成長的關鍵。

另本館書籍流通仍採取傳統人工登記的方式，在

圖書的登錄上，則運用現成的軟體，克服經費不

足的困境。然而如此實不利於圖書之管理，更遑

論館際合作，終非上上之策，實有自動化的必要。

而隨著館藏的日漸增多，圖書館的空間也逐漸不

敷所需，如何擴充書架便成為當務之急，唯有及

早規劃，才可避免空有圖書卻無書架庋藏的窘境

（註 2）。加上本館位處山區，濕氣頗重，爭取經

費添購除濕設備，維持書籍的良好狀況，也是必

要的措施。最末，因為經費的不足，導致本館無

法招募到學經歷完整的專業館員，同樣不利於館

務的推動。 

第二，是圖書使用（流通）率的無法提升。

蓋為了提振整體學術水準，庋藏書目自當以學術

性書籍為主，但是對某些學員而言，術數、中醫、

堪輿之類的通俗書籍，往往較能引發其興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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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館方與學員的考量重點便產生了歧異。另外，

本館近來所收新書，以大陸出版者佔多數。除了

價格便宜的考量外，在質與量上往往有超越本地

刊行者。觀市面上流通之道教相關書籍，輒見大

陸授權台灣翻印者，如任繼愈之《中國道教史》

（台北：桂冠圖書），朱越利之《道經總論》（台

北：洪葉文化），文津出版社印行之《道教系列

叢書》、《中華方術叢書》等。在由簡體轉為繁

體的過程中，某些內容往往被省略掉，如前述《中

國道教史》便不見原索引部分，造成資料檢索上

的不便。故對於此類圖書，本館是以何地首先刊

行，即購買彼版本的方式為之。然而部分學員對

簡體字的排斥，導致圖書的流通性欠佳。因此，

如何在學術與通俗之間、圖書管理者與使用者之

間求得平衡，也是本館必須面對的課題。 

四、餘論 

在未來展望方面，個人認為在圖書館的經營

管理上，不應僅限於圖書的庋藏，而是能夠善用

圖書館的資源，成為推廣各宗教教義的據點。然

而對本館來說，卻仍有亟待改進的空間。綜觀與

會的各宗教圖書館，不論是在軟體或是硬體方面

的表現，都是本館望塵莫及者。就以館藏來說，

各宗教圖書館動輒十萬餘冊的藏書量，就遠非本

館所能比擬。另就擬議中的「宗教學院圖書館設

置標準」而言，不僅離中華信義神學院圖書館黃

泰運先生所提基本館藏至少一萬冊的最低標準，

仍有不小的距離，更遑論南華大學林本炫教授所

提的四至五萬冊！而館藏空間的嚴重不足，多媒

體視聽資料及設備、線上服務機制的付之闕如，

專業館員的欠缺，都是本館遭逢到的重大瓶頸。

唯有努力爭取各界支持，投入持續穩定的固定經

費，從事館藏的添購、設備的翻新、人才的招募

等工作，本館的將來才會有希望。  

最後，除了深自期許本館能逐日成長，成為

國內道教研究的重鎮，並加強與各宗教圖書館的

館際合作外，更衷心期盼國家圖書館早日完成臺

閩地區宗教圖書館的統計調查工作，提供我國宗

教圖書館事業的最新資訊，除有助於促成各宗教

圖書館的館際合作及資源共享外，對於提升宗教

界的學術水準定有相當之助益。 

【附註】 
註 1：本館圖書登錄的項目，依序為類別、索書號、書名、

作者、出版地、出版社、版本項、稽核項、附註、

國際標準號碼、處理狀況、架別、備註等十三項。 

註 2：關於書籍庋藏的問題，因日前某私人機構慨贈一筆

款項，購置了六組書櫃，得以暫解燃眉之急。本館

也運用剩餘的款項，購入了《藏外道書》、《中國

古代天書大系》、《太平御覽》等套書，但終非根

本解決之道。 

◎中華道教學院圖書館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萬壽路 115 號 
   （台北市木柵指南宮） 
電話：02-29399920 
傳真：02-293922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