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吳大學圖書館館訊第 56 期電子報(112 年 11 月) 1 

  

技術服務組  林筑玉組長 

一、 簡介 

晚清至民國初年期間，中國廢除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歷史上產生了最大

規模的中西文化衝突及交流，近現代的所有文化大師也都出自這個時期。而當時最主要

的思想傳播方式，就是書籍。這些以「繁體中文」出版發行的民國近代圖書，包含了西

方的民主與科學思潮(德先生與賽先生)，內容豐盛，思想精闢，不僅是研究近代文化思

想演進的重要讀本，更是文學、政法、經濟、社會研究的珍貴資源，有別於坊間林立的

簡體中文書籍。 

《尚儀近代華文書籍暨圖像資料庫》收錄自 1900 年至 1949 年期間，在中國大陸所

出版的繁中圖書，全文數量超過 11 萬種，未來將持續增加。書籍種類包含了人文思

潮、社會研究、政治法律、史地教育、翻譯文學…等等，均有詳細分類，絕大部份具有

全文檢索功能，並提供圖書收藏、標記、閱讀記錄、限量下載 PDF…等電子書功能。 

是項資料庫於 2023 年 3、4 月開放試用，於試用後，依據試用情形及老師反應符合

研究需求等考量，於 5 月完成採購。 

 

二、 如何進入《尚儀近代華文書籍暨圖像資料庫》 

(一) 進圖書館首頁：https://www.lib.scu.edu.tw/ 

(二) 在館藏查詢欄位輸入「尚儀近代華文書籍暨圖像資料庫」名稱後，按右方的搜尋   

圖示 

2023 年圖書館新進 

「尚儀近代華文書籍暨圖像」資料庫介紹 
資訊 
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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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進到館藏查詢網頁，直接點選「連結電子資源」 

 

(四) 點選「線上檢視」下方的資料庫名稱「尚儀近代華文書籍暨圖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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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進入「尚儀近代華文書籍暨圖像資料庫」 

 

(六) 輸入帳號及密碼，帳號密碼與電子化校園系同相同，學生帳號為學號。 

 

三、 「尚儀近代華文書籍暨圖像資料庫」使用方式 

《尚儀近代華文書籍暨圖像資料庫》匯聚了多項類別的經典書籍，將近代具歷史及

文學價值的圖書整合於系統內。尤其晚清至民國初年期間，中國廢除封建帝制，建立中

華民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中西文化交流及衝突產生，近現代的文化大師大多出自於這

個時期，書籍便是當時最主要的思想傳播方式。本資料庫囊括了歷史地理、文化藝術、

文學、軍事、法律、社會科學、經濟、政治、科學與技術、語言文字、哲學宗教、教

育、綜合性圖書及圖像。內容千羅萬象，目的是為了讓學生可以浸淫於近代華文圖書的

知識海，並且從中了解這些書籍對於近代帶來的貢獻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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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搜尋及使用方式 

  1.登入後畫面會顯示近期搜尋的熱門書籍紀錄。 

       

 2.登入後可於上方列，搜尋想找的書籍名稱，或是相關關鍵字，並依需求選擇 

  「書目搜尋」或是「全文檢索」 

       

 3.也可透過書籍分類，直接點擊，就會跳出該類別底下的子分類。 

       

 4.如點擊「歷史地理」中的「中國小說」子分類。 

       

 5.畫面將顯示該分類底下的藏書，並點擊「詳細」下方的放大鏡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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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就會進入該書籍頁面，該頁面顯示包含作者、出版社、出版日期、學科分類、頁碼、 

  關鍵字、內容摘要等項目。 

       

 7.點擊「閱讀全文」，即進入電子書閱讀畫面。 

       

 8.點擊書籍左側即可開始閱讀。右方工具列分別為「放大」、「瀏覽縮圖」、「目錄」、 

  「單雙頁切換」、「書籤」、「筆記」、「列印」，若要便於閱讀，可點選最下方三角形 

   按鈕收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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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點擊目錄，會在最右側跳出書籍目錄視窗，可快速翻閱至下一章節。 

       

 10.點擊瀏覽縮圖，可見書籍封面，及各頁縮圖，方便快速跳轉至欲閱讀的頁數。 

       

 11.單雙頁切換，可讓顯示畫面，為一頁或雙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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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點擊書籤，可加入書籤，並至首頁進入「我的書房」點選即可跳轉至上次紀錄之書

籍位置。 

       

 13.點擊筆記，可快速紀錄自己的筆記，之後可於「首頁」進入「我的書房」，瀏覽先前

製作的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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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旋轉功能可配合閱讀需要，旋轉至適合閱讀的方向。 

       

 15.列印可選擇列印當前閱讀的頁數，或是其他頁，上限為 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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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內容簡介 

 1.歷史地理類別 

       

歷史地歷類不僅僅是收錄近代中國相關的書籍，連同整併了全球各地的歷史及地 

      理，舉凡對於了解近代事件之發生，無法不研讀各項歷史事件帶來的影響。地理更是 

      一國之本，深刻了解地理水文，會發現中國各文學與其息息相關，文化本就建立於水 

      土之上，中國文學深受本土地理影響。 

 

《憤怒的台灣》 

作者:莊家農 

出版日期：1949 

出版社：智源書籍 

摘要：帝國主義侵略台灣史及台灣人民的革命鬥爭史。內容主要有荷

蘭統治時代、滿清時代、台灣民主國、日本侵略時代、台灣“二二八”

民變、美帝國主義在台灣等。書後有附記“參考書和參考資料。附錄：

《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美帝陰謀侵台事實》。 

 

 

《中國近代史講話》 

作者：韓啓農 

出版日期：1949 

出版社：新中國華書局 

摘要：以通俗講話形式敘述鴉片戰爭到“七七”抗戰爆發前的中國歷

史。全書分 20 講，各講後附有問題數則。書後附中國近代大事年表。 

 

 



東吳大學圖書館館訊第 56 期電子報(112 年 11 月) 11 

《近代新歷史》 

作者：蘇聯歷史科學院編；杜克展譯 

出版日期：1949 

出版社：新中國書局發行 

摘要：蘇聯大學歷史教科書。內分法蘭西革命前夜的歐洲和北美、十

八世紀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等 3 篇。共 12 章。

敘述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至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時期的世界近代史。 

 

 

《世界政治地理講話》 

作者：陳原 

出版日期：1948 

出版社：生活書店 

摘要：共 12 章。從國家、領土、民族、殖民地、基地、政治區域等

方面介紹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國政治地理概況。附朱育蓮繪制

美國的世界基地政策、巴力斯坦的分治、德國和奧國的分區占領、印

度的分治等 4 幅地圖。 

 

 

《四川鄉土常識》 

作者：陳宗棠 

出版日期：1949 

出版社：新中國書局 

摘要：鄉土教材。收短文 67 篇。內容涉及歷代名人軼事、四川地理、

山脈、河流、商埠、交通、氣候、風俗、物產等。書前有弁言。書後

附有四川名人表、宦游川省名人表、四川物產一覽表。 

 

 

 

《中國疆域沿革略》 

作者：童書業 

出版日期：1949 

出版社：開明書店 

摘要：分歷代疆域范圍、歷代地方行政區劃、四裔民族 3 篇，24 章。

論述歷代疆域沿革、政區劃分，郡縣、州道、府、省的建置沿革，並

敘及各少數民族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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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文化藝術類別 

       

文化與藝術並存，並且互相影響，文化藝術中不僅收集大量近代中國文學作品，   

      亦包含中國歷史上各種耀眼璀璨的詩歌、韻文。文化部分留有中國及他國文化，便 

      於理解近代中西方碰撞之後，產生的各種文化風俗，各藏書有助於理解封建制度瓦 

      解之後的東方思想及創作。 

 

 3.文學類別 

       

完整收錄世界名著，除典藏豐富之中國文學外，亦藏有知名的各項著作。文學 

      在經歷各式各樣的歷史事件之後，發展出不同樣貌。中國文學部分，由詩歌、韻文 

      等形式，逐漸轉向白話小說，乃至後來吸收西方思潮的各項經典。西方文學部分， 

      從早期的哲學思辨，至文藝復興時期興盛的各式文學體裁，甚至於對於戰爭、工業 

      化反思，誕生的各樣文體，時至今日，依舊深遠影響了當代創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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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軍事類別 

       

軍事方面不僅收藏相關文學作品，亦有中國於軍事發展方面的歷史，其中包含 

      最熟為人知的古代兵法，以及諸子百家時代，對於兵法的各種謀略。中國歷史上各 

      種重要的軍事戰略皆藏盡於此。另外，封建時代末期，中國開始吸收西方的彈藥火 

      炮，強化軍事力量，亦是中國軍事力量革新的轉捩點。 

 

 5.法律類別 

       

法律方面不僅收錄中國歷來的法制，亦有各國的國家法律及憲法。中國長達 

      5,000 年的歷史河流中，多次經歷了帝王的轉換，諸子百家對於治國之道各有看法， 

      其中儒家及法家思想，仍舊是當今律法的依循之一。清末時期，迫於文化潮流及西 

      方強勢介入，無論是君主立憲制，或是內閣的組織，皆與西方文化有關，是將中國 

      封建制徹底瓦解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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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法令匯編 第一集》 

作者：天津市人民政府秘書處編 

出版日期：1949 

出版社：天津市人民政府秘書處印 

摘要：輯天津市及與該市有關的華北人民政府公布的重要法令。

類目與天津市軍管會出版的政策法令匯編基本相同。 

 

 

 

 

 

 

 

《美國憲法的經濟觀》 

作者：Charles A. Beard 著；何希齊譯 

出版日期：1949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摘要：美國憲法理論研究。分“美國歷史解釋的派別”、“1787

年經濟利益集團鳥瞰”、“立憲運動”、“作為經濟證狀的憲法”、

“投票的經濟背景”、“近人眼中的關於批準憲法的經濟鬥爭”

等 11 章。著者閱讀了美國參加制憲的各位人物遺留下來的有關憲

法的大量文獻，贊同把經濟的利益作為政治的和制定法律與憲法

的力量。書中敘述了在制憲中反映經濟鬥爭的事實。原著 1913 年

初版，本書據 1935 年版譯。書前有這兩個版的著者序言。 

 

 

《中華民國六法理由判解匯編 第一冊》 

作者：吳經熊編 

出版日期：1948 

出版社：會文堂新記書局 

摘要：全書分訂 6 冊，匯編經國民政府、司法院、司法行政部

當時施行有效的法令及判解理由，以六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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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經濟類別 

       

收錄的藏書昭示了世界各經濟體系的轉變，經濟體系的改變多源自於農工商業 

      的技術突破。如 18 世紀的工業革命，帶動了整個世界生產的改變。東方的工業發展 

      較晚，也為後來西方叩關亞洲埋下了中西衝突的伏筆。當代經濟則由工業轉至商業 

      及金融業的蓬勃發展加速了各地金流的轉換，為全球村奠定基石。 

《世界礦產與國際政策》 

作者：李斯著 譚錫疇譯 

出版日期：1935 

出版社：商務印書局 

摘要：文言體。內分礦業中之新要素、礦源將來地理上之變遷、列國之礦

產情況、列國政治之企圖、特殊政策之意義、礦產之保留、礦產與戰爭、

礦業前途與政策等 8 章。卷首有譯者序及著者原序。書名原文：World 

Minerals andWorld Politics。 

 

《世界工業概況》 

作者：吳承洛著 

出版日期：1933 

出版社：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摘要：內分 20 章。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歐亞一些主要國家的工業

複興，以及國際實業組合、大托拉斯形成的趨勢。各章末均附問答題。卷

末附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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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政策》 

作者：丁振一著 

出版日期：1931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摘要：緒論部分共 5 章，簡介現代工業技術的特徵、工業經營形態

的發展、工業政策及其本質等；本論部分共 9 章，述及工業合理化

政策、工業品標準化政策、企業形式與經營規糢、工業經營規糢、

工業區的分布、工業勞動及工業原料、工業金融、工業技術發展政

策、工業獎勵保護政策等。 

 

 

 7.政治類別 

       
生活離不開各種制度與規則，該區收錄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以及政治體系的 

      轉變。尤其在中國封建制度瓦解、廣受西方思潮下，各階級的社會運動百花齊放， 

      是促進當代亞洲各個政治體系成形的重要關鍵。且政治離不開其他社會科學的影 

      響，因此本區也收錄了與經濟相關的書籍。西方的政治體系轉變為當代社會帶來巨 

      大的變化，從制憲、民主等思想開始，為世界造就另一番政治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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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科學與技術 

      

收錄重要的各式工程與技術文獻，從早期的農業開始，人類生活便離不開各式 

      各樣的工具作為輔助，即便到現今亦然。交通運輸是突破地理限制，造就各城市、 

      國家間的往來，並且挾帶文化與他人交流。另外，本區亦收錄教育及科學知識等， 

      科學的萌芽帶領人類探索整個世界，並顛覆了原有的世界觀，是人類認知發展上不 

      可或缺的重要推手。 

 9.語言文字 

       

收藏東方與文字相關的書籍，無論是倉頡造字，乃至後來編纂的各式辭典，都 

      是了解一個文化的關鍵點。並且收錄了常用外國語，包含英語、日語、法語、德語、 

      俄語、其他外國語及阿拉伯語。透過了解文字的本義，才能真正透徹了解一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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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船——英文動詞研究》 

作者：龍志霍著 

出版日期：1949 

出版社：開明書店·上海 

摘要：共 7 章。講述英文動詞的時、懸揣語氣、無定動詞、分詞、動

名詞等。編著者把文法的作用比作渡船，故名。用英文編寫。 

 

 

 

 

《日本童話集 上卷》 

作者：張我軍編 

出版日期：新民印書館 

出版社：1942 

摘要：童話集。收《桃太郎》、《開花老》、《猴子和螃蟹》、《斷舌雀》

等 10 篇。日漢對照。書前有編者序和譯註例言。 

 

 

 

 

《德華字典》 

作者：馬君武編輯 

出版日期：1941 

出版社：中華書局有限公司·不詳 

摘要：本字典系著者赴德留學、工作對所編，為我國出版較早的一部

德華字典。書末附略字解和不規則動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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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哲學宗教類別 

       

收錄與哲學和宗教觀點有關之藏書，中國各式宗教盛行，除了與執政者的偏好 

      有關之外，亦是值得研究及關注的重點。另外本區亦收有心理學等書籍，哲學部分 

      則收錄古今中外影響世界甚廣的名著。 

 11.教育類別 

       

本區收有各式教育相關之書籍，包含東方的教育改革與發展，以及學校興辦狀 

      況、教育制度等書籍。另收有中西方之兒童文學，作為學齡前兒童發展至關重要。 

      另也收錄與其他思想等與教育有關之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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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綜合性圖書 

       

收藏豐富，包含文物考古、叢書、傳記、年鑒、百科全書／類書、論文集等各式 

      書籍，此區亦收錄圖書目錄及中外期刊。 

 13.圖像 

       

本區收有各式各樣的經典照片，除了人物的收錄之外，也有文化相關生活及活 

      動之影像紀錄。另外，本區亦有收藏各式建築景觀，可以看見在不同文化下，會發 

      展出截然不同的生活風貌。 

 

四、 「尚儀近代華文書籍暨圖像資料庫」使用方式 

是項資料庫自採購入館迄今，各類主題之電子書皆有持續被使用的紀錄，顯示其符

合需求。本館秉持服務師生的宗旨，將持續邀請廠商開放試用各類提昇教學與研究之電子資

源，期望大家不吝回饋使用建議或意見，俾利購置最符合全校師生需求之圖書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