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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校史館在規劃上的幾點思考 

謝鶯興 * 

近些年來，各級學校大都著力於校史館的規劃，且將其規劃訴諸文字，1提

供大眾參考。茲參考這些資料，提出本校規劃校史館時的幾點思考。 

一、宗旨 

校史館，典藏學校的各種文獻與文物(包括照片與影像)，是牽動著校友與

校友、校友與學校以及在校師生「你我共同回憶」的地方，是凝聚校友與學

校以及全校師生「向心力」的黏著劑，是匯集學校與社區連結的焦點，是帶

動學校持續向前邁進的動力，更是宣揚學校辦校理念、守護傳統與傳承、開

創的基地。 

二、設置目標 

校史館，不僅只是庋藏學校的文獻、文物，更要有系統且持續性地蒐集，

並加以整理，將各類文獻資源彙整出來。透過數位化(虛擬校史館)的媒介，提

供校友與全校師生瀏覽、下載，不僅能瞭解學校整理校史文獻的進度，藉此

完整地呈現學校的起源、發展、變動，激發校友與師生對學校未來的發展及

願景產生強烈的向心力，進而成為學校追求卓越的行動力之最大支持者，亦

即：1.激發東海人的榮譽心與驕傲，2.凝聚東海人的向心力與東海人文精神的

傳承，3.彰顯東海對台灣教育與時代進步的貢獻，4.牽動你我共同的回憶--延

續東海年少生涯的記憶，5.提供東海人回娘家的歇腳處。 

三、緣起 

追溯創校以來(首任校長曾約農先生曾指示各單位副本給秘書室)對校史

文件的重視，以及學校在成立校史室、校史館的歷程。 

四、隸屬單位與人員編置 

校史館的隸屬，是規劃為一級單位？或二級單位？或是二級單位下的部

                                                 
* 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組員 
1 如：郭秋勳、王自和、林育芬、林萬義、王興邦等〈大專校院校史館之規劃與布置初

探：一個校史館之規劃--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為例〉(見《彰化師範大學學報》第 3

期，1992 年)；張安明〈大學校史檔案館--大學記憶的保存者〉(見《大學圖書館》第

1 卷 3 期，1997 年 7 月)；薛理桂、蔡宜娟、劉純芬等〈國內大學校史室比較之研究〉

(見《圖書資訊學刊》第 1 卷 4 期，2004 年 3 月)；林光美〈淺談臺灣大學校史館規劃

與營運〉(見《檔案季刊》第 5 卷 4 期，2006 年 12 月)；仇必鰲、陳華、童勤俊〈對

校史陳列館建設的幾點思考--以華北電力大學為例〉(見《中國電力教育》2009 年 3

月上，總 132 期)；鄭麗玲〈臺北科技大學校史研究與教學--兼論校史館的籌備與營運〉

(見《國民教育》第 53 卷 2 期，20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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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2會涉及到人員的編置、經費的編列、徵集學校文獻文物的權責、空間的

取得、陳列展示的內容、開放的時間、展覽的頻率，甚至影響到業務的推廣，

以及如何配合學校的課程可使在校者瞭解學校的歷史、傳統與學術傳承。 

五、經費編列 

依年度編列經費，包括：人事費用(編制員額與工讀全天或時段性的員

額)、業務費(文獻的複製或數位化、文獻維護、陳列展覽與佈置、業務推廣、

紀念品贈送)、設備費；或專款編列。 

六、館舍選址 

校史館因肩負著「牽動你我共同回憶」的基本任務，所以館舍的選定要

顧及：1.可以選擇具有歷史意義的空間，因為這個空間曾經是你我一起揮灑、

打拼，共同努力、追索的場所 3。但動線規劃比較不易，同時亦有房舍維護的

問題。2.設立在圖書館內，會因圖書館空間較屬安靜，會影響展示的聲光效果，

但進出的人數比較可觀。3.另闢空間(新建築體)，規劃上比較有系統，動線與

展示可以完全依照所要呈現的意念來完成與佈置。 

七、空間規劃與面積 

理想的校史館空間，可規劃為三個區塊 4，一是陳列區，屬常年性的陳列；

二是展示區，為主題性的展覽，以固定的期限分批輪流展示校史文物文獻；

以上兩區可以結合為一區，並有空調設備、適量的陳列櫉櫃與燈光，藉以保

護文物與參觀者的觀感。三是典藏庫房，需先統計現有的數量，再預估十五

年至二十年的成長空間，配合 24 小時的恆溫恆濕設備，用來保存校史文獻文

物。四是辦公區，作為工作人員整理校史文獻、修護文獻或文物以及讀者接

洽業務的場所。 

根據調查，所需面積至少需 50 至 100 坪間。 

八、展場佈置與開放時間：展覽形式與展覽頻率 

展場的佈置與形式，包括：1.陳列室，基本上採取照片、小型文物(學校

各建築體模型)、學校大事記(或建築年表)等配合文字的說明陳列，配合既有

的「虛擬校史館」內容，設置大型電視螢幕，輪流播放(經費允許時，可加以

                                                 
2 參見薛理桂等〈國內大學校史室比較之研究〉頁 85「表一：大學校史室與圖書館及

秘書室任務及功能比較表」，《圖書資訊學刊》第一卷第四期，2004 年 3 月。 
3 具歷史意義的空間，涉及到現有空間已有使用者的改置，建築物體的維護與修繕、進

出通道與停車、水電機房等設備問題，需校園規劃小組與總務處等單位的協助。 
4 台灣大學校史館，分為常設展區、校史特展廳、辦公區及校史文物庫房四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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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音、配樂，透過影音呈現，效果更佳)。2.主題展示，採取主題式的相關文

獻文物的展示，彙整照片、文件，透過文字的陳述，製成電子書，儘可能配

上音樂或聲音來播放，並將該次主題展示的內容，申請 ISBN 出版，寄送相關

圖書館典藏，或在向校友募款時隨函寄贈，藉以呈現學校目前保存或整理的

成果，並可作為纂修校史的參考。 

開放時間，依人力狀況，以學校上班時間開放為主，例假日採取預約制。

主題展示的頻率，以每學期至多三檔，在內容的展示會顯得較為充裕。 

九、功能：保存、陳列、教育(配合課程)、推廣(走向群眾) 

校史館成立，具有幾種功能：1.保存學校的各種文獻、文物(或老照片)，

這些學校的史料，圖書館現有的資料，需再向校內各單位徵集(或經由口述歷

史的記錄取得)。2.陳列展示，提供後來者得知前賢的努力(「開創就是我們的

格言」)始有現在的規模。3.教育，校史館不僅是靜態的陳列展示，實際負有

教育的功能，如何使在校的師生瞭解學校的歷史，使新進人員知道學校的過

往與未來的發展，除利用「新生入門」或「新進人員介紹」的時段外，更可

安排時間，仿照「圖書館利用」方式，配合大一中文、英文的課程，進行講

解介紹，甚至開設「校史文獻的蒐集、整理與利用」的課程，作為通識教育

的一門。4.推廣，教育是推廣的一環，但只在校內進行，推廣是走出館舍，走

出學校，與社區結合，到各級學校(或大學博覽會)推廣、宣傳，讓外界瞭解東

海的精神與特色。 

十、典藏內容與規範 

典藏的內容與規範，亦即館藏政策與館藏資料使用方面的擬訂，分從：

1.「館藏發展政策」的擬訂，關係到校史文獻的徵集與未來的發展。2.「收藏

辦法」的訂定，是依循「政策」修訂出來的細則，藉以「使學校各單位相關

資料文物，做永久有價值的保存」。3.「管理辦法」，是針對「資料之保存、維

護及管理」而訂定。4.「使用規則」，則是就「提供讀者參考使用典藏的珍藏

資料，以及能妥善保存原件」的原則而訂定。 

十一、整理資料的出版 

校史文獻的保存，是為了能保留文件的原來面貌，供他人參考，只是保

存，就失去該文件的價值。為活化校史文件的價值，需選定各種主題，加以

彙集整理。經彙集整理後的資料，可以呈現該主題的面貌。如《曾約農校長

專輯》，彙集了歷屆畢業紀念冊、文書組移送的早期文件及曾校長發表在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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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雜誌上的作品，提供編寫校史或本校的勞作教育的資料時，可以減少蒐集

的時間，並可藉此窺見曾校長的為人與事蹟。整理後的成果，已利用 PDF 檔

與電子書在「虛擬校史館」提供校友與師生們瀏覽，亦可申請 ISBN 出版，增

加學校出版品數量，提高學校的曝光度。 

十二、虛擬校史館：網頁與數位化 

校史文獻文物經由典藏，可以延長其使用年限，保存其原始面貌，若再

加以數位化(掃描或照像)，透過網頁的建構，提供遠端的讀者(校友或社會人

士)連結觀賞，更能提昇其曝光率或使用率。尤其是文件的數位化，是現今科

技時代的產物與需求。目前圖書館的「虛擬校史館」已上傳的所有的畢業紀

念冊，還有東海的特藏(線裝書整理成果及徐復觀手稿整理)、畫說東海(東海

老照片)等，目前為止已有 16 萬多人上網瀏覽(不計幾次發生無端歸零之前的

紀錄)，略可呈現東海文獻的整理成果。 

十三、觀眾群來源與界定 

任何的演出，要有演出的舞臺，更要有欣賞的觀眾。校史館的建置，需

要全校各單位典藏的文件文物提供，也需要的觀眾的蒞臨參觀。東海校史館

的觀眾群，大致有下列數種：1.東海校友，2.在校的全體(教職員工生，不論是

專任或兼任、約聘，客座教授、榮譽教授、訪問學者及訪問貴賓，不論是日

間部或進修部、推廣部、交換生、特別生等)，3.曾在東海服務過的人員(離職、

退休及其眷屬)，4.有意進入東海就學的學生，5.對基督教會學校或東海有興趣

或研究的人士，6.校園遊客及社區居民。 

十四、周邊商品(紀念品)的開發 

本校募款委員會設計許多有關東海的紀念性的產品，供校友與師生們選

購，作為紀念之用。校史館可以利用所典藏的文件文物，選擇具有紀念與流

傳價值意義的資料，進行文創產品的規劃設計，如手札、手冊、領夾、茶杯、

公仔或老照片集(可採用線裝書縫製方式)等，可以用來贈送來賓或籌措財源。 

十五、導覽與展示品的故事 

校史館內的陳列物(如老照片、建築模型)，配合文字的說明，可增加觀眾

的瞭解與認識；若能配合導覽員的協助解說，內容將更生動；再加入一些解

說技巧的培訓，對文件文物敘述其來源或其中的小故事，將更能引起參觀者

的共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