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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圖書館因應新冠肺炎，於 2022年 2月 14日起縮短開放時間。從 2022年

4月 1日開始配合中大指引逐步恢復服務，並於 2022年 4月 19日起正式把開放時間及服務恢

復正常。圖書館將繼續為使用者提供糅合實體及數碼的服務。服務總人次由去年的 987,919增至

今年的 1,644,054。

本館原定裝修計劃縱因疫情延誤，但今年仍順利完成數項工程。位處大學圖書館一樓的香港文學

特藏於2022年4月20日重開，經翻新後成為研究樞紐，提供更多空間展覽當代作家的文學作品，

全面地呈現香港文學的歷史和發展進程。香港文學特藏更結合多媒體應用，方便研究人員探索大

量數碼化資料。圖書館亦翻新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特藏，包括整修電梯大堂和鋪設新地毯，並安裝

了密集書架以增加藏書使用量。

圖書館公布《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2025》，參照中大 2021至 25年度策略計劃《中大 2025》來

製訂新的發展藍圖，以確保未來方向及項目能有效支持中大的方針。

上任圖書館館長李露絲女士於 2022年 1月 7日退休。李露絲女士在九年服務期

間領導多項重點發展，包括翻新不同分館、創建數碼學術研究室、進學園創客空

間設施，以及引進研究支援及數碼創新和數碼學術研究服務，有助加強對中大的

教學和研究支援。

圖書館如常感謝中大支持長遠發展的，並承諾持續支援落實項目。僅代表圖書館

向全體員工表示謝意，由衷感謝圖書館團隊一再以耐心和專業攜手應對年內的艱

辛挑戰。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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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簡介會及圖書館講座　圖書館在新學年為本科及研究生舉辦網上與實體迎新簡介會；
同學更可瀏覽 360°虛擬圖書館導賞，了解圖書館的服務及設施，導賞已錄得 12,556觀看人次。

此外，創客技術工作坊亦採用網上與實體模式進行，深受同學歡迎；創意媒體製作室亦錄得 415

次使用次數。儘管進學園及創客空間的服務曾因疫情暫停，但現已回復正常運作而且深獲同學支

持，成績令人鼓舞。圖書館與學生事務處再度合作舉辦兩場學術成就講座，闡述搜尋和評估學術

文章的方法，以及引用學術著作須知。

研究海報展覽及研究茶座　今年的活動再次採用混合模式進行。於
2022年5月17日的研究海報展覽活動中，圖書館共收到三十四份海報設計，

當中十九份成功入選，並於大學圖書館展出。參加者在圖書館數碼學術研究

室進行簡報，同時透過 Zoom網上直播，簡述研究工作的過程，活動圓滿 

結束。

第 17屆研究茶座於 2021年 11月 17日舉行，議題是「碳中和—氣候政策」，多位教授、匯報

研究生及觀眾均於輕鬆愉快的環境中暢所欲言，促進了跨學科研究交流。與此同時，自學中心講

師為研究生提供演講技巧指導，令他們獲益良多。

香港中文大學金禧天庶獎學金 2021/22　圖書館再次感謝創辦香
港中文大學金禧天庶獎學金的匿名贊助人，每年頒授獎學金予從事香港文學

研究的研究生及本科生。賴展堂先生以論文〈本土及其不滿：《70年代》雙

週刊的負面情感〉成為本年度的研究生得獎者；本科生獎則由李詠儀小姐以

論文〈黃碧雲與李智良的寫作倫理共性研究〉獲獎。本年並增設了優異獎名

額，表揚優秀論文〈「失落的一代」—包奕明與「海外中國人」〉，得獎人

為本科生梁智仁先生。

教育—
提升學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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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教學　圖書館特藏部與歷史系合作，推動由大學課程國際化補助金支持的世界史教學項
目。該項目旨在建立一系列與前現代西方歷史相關的高質素文物複製品作教學用途。圖書館提供

特藏閱覽室供項目作教學及展覽之用，並拍攝 YouTube短片介紹藏品。

圖書館數碼創新—數碼學術研究部門、進學園與創業研究中心孫耀先教授合作舉辦了「From 

Data Sourcing to Publishing」系列工作坊。除此之外，數碼學術研究部門與中大商學院決策科

學與企業經濟學系王偉婷博士合作開發網上電子課程組件，網上教程的兩個系列已分享至圖書

館的 YouTube頻道：「Data Visualization with Tableau on Microsoft Stream and Learning R 

Programming and Data Analysis with Fun」。中大生物醫學學院、李炳醫學圖書館、數碼創新及

進學園於中大數碼典藏合作推出網上 3D人體解剖圖庫：

https://repository.lib.cuhk.edu.hk/sc/collection/3dhac



研究數據管理　多項研究數據服務在研究數據管理委員會的支持下推行。為了讓研究人員
作好準備，以履行資助機構在數據管理計劃的要求，本館在「DMPTool」線上平台上制訂了香

港中文大學數據管理計劃範本。此外，我們亦以開源軟件「Dataverse」建立了香港中文大學研

究數據儲存庫，並且於 2021年 10月推出試用版。中大研究人員可在數據庫內發表研究成果

的數據，或儲存投稿論文的數據以供同行評審。研究院和學能提升研究中心合辦的「Improving 

Postgraduate Learning (IPL)」課程舉辦了「研究數據管理」工作坊。研究數據管理為網上自學課

程，配合研究式課程研究生和授課式課程博士生成立，以滿足自 2022至 23年度起有關研究數

據管理的畢業新要求。

為了鼓勵和推廣重用數據，圖書館主辦了「數據分析實踐機會」，為學生提供分析真實數據的經

驗。三組學生團隊分別探勘了千足蟲基因組數據集、《醫方集解》和香港日佔時期的報章，並製

作數據可視化工具。是項活動非常成功，圖書館將於明年再次舉辦。

研究與創新—
推進研究支援與
數碼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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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傳播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於 2021年至 2026年分兩階段實施開放取

用計劃。開放取用出版自該計劃推行以來在香港發展迅速。圖書館和研究及知

識轉移服務處致力合作提升「學術信息管理系統」（AIMS）的功能，以收集開放

取用研究成果的額外統計數據，並為研究資助局資助項目的出版物增添有關開

放取用的資訊。自去年推行先導計劃至今，圖書館積極與出版社籌劃更多「閱

讀和出版」協議，增加開放取用出版機會。現已有七所出版社參與開放取用計

劃，包括 PLOS。部分閱讀期刊文章的訂閱費用已撥作出版開放取用文章之用。該計劃推出後獲

得大學社群的積極響應，四十篇開放取用文章已於 2021至 22年度發表。

數碼學術項目　圖書館推出了《香港作家及藝術家傳記資料庫》，是「香港文學資料庫」更新
計劃的第二期項目。研究人員可以在資料庫搜尋本地作家和藝術家的生平及相關資料紀錄，並查

看他們與其他人物和機構的社交關係。本館並以與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蕭振豪教授合作，為其研

究項目「二十世紀香港粵語吟誦典藏」推出網站，收集和處理誦經片段，網站將有助開源數碼學

術工具自動識別吟誦和語音。另外，本館協辦了 2021年 10月進學園舉行的推廣活動《露港秋 

唱—「二十世紀香港粵語吟誦典藏」簡介會 /古典詩詞吟誦雅會 2021》。

本館另外舉辦了「中國古籍文字自動識別挑戰 2021」。中文文字自動識別是數碼學術中的重要

一環，也是對中國古籍文本分析研究的第一步。圖書館今年與台灣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 

（ASCDC）共同舉辦此次挑戰賽，吸引了二十五支隊伍報名，六支獲獎隊伍在 2022年 6月 6日的

頒獎典禮上分享中國古籍文字自動識別技術的專業知識，並展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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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伙伴　為慶祝中大創校 60周年紀念，圖書館與歷史系及中國文化研究出版《融會中國與

西方：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所藏西方近代早期漢學要籍》一書。

社區內—捐贈　圖書館非常感謝各界人士慷慨捐出珍藏，增益館藏。我們在本年度收到盧
瑋鑾教授、劉以鬯先生家人、西西（張彥）女士、伍集成文化教育基金有限公司、陳天機教授、

葉靈鳳先生家人、何弢博士家人、蔡炎培先生家人、長洲華商會等捐出多項重要和矚目的珍品。

社區內—展覽　大學圖書館先後舉辦了兩個大型展覽，首個為「南來文人．人文來南—
嶺南文人與百年香江文教展」（2021年 9月 30日至 2022年 5月 8日）。自晚清民國百年以來，

南來廣東文人對中國傳統文化在香港的傳承和發展影響深遠。是次展覽從二十位南來文人的生平

出發，透過珍稀書刊、文人合照、報章文獻及文人著述畫作等展品，展現南來文人在香港的行跡、

文化教育活動及其重要貢獻。展覽由圖書館與中國文化研究所「嶺南文化研究計劃」合辦。

第二個展覽為「港文存檔—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香港文學特藏 20周年展」（2022年 6月 28日

至 2022年 10月 30日）。為紀念香港文學特藏成立二十周年，是次展覽展出精選逾百件香港文

學藏品。展覽由圖書館與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合辦。

凝聚全球及校友—
携手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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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的崇基學院牟路思怡圖書館

此外，圖書館推出五個網上展覽，包括「風雅傳承：香港開埠以來古典詩文文獻展」、「岐黃古籍

展新姿：莊兆祥教授藏中醫善本古籍展覽」、「九十風華帝女花—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任白珍藏

展」、「曲水回眸：小思眼中的香港」及「民國時期及香港的兒童讀物展覽」。未來會在網上開放

更多昔日展覽，讓公眾瀏覽。圖書館亦在 Google藝術與文化網上平台推出「香港中文大學圖書

館—書畫及拓本藏品選粹」，介紹圖書館珍貴的藏品。

為紀念崇基學院牟路思怡圖書館（崇基學院圖書館）創館 50年和慶祝聯合書院胡忠圖書館（聯合

書院圖書館）遷至中大校園 50周年，兩館均於館內和網頁上展出了歷年發展時期和主要活動照

片。崇基學院圖書館於 2021年 10月 18日至 11月 12日舉行是次展覽，而聯合書院圖書館則

於 2022年 1月 3日至 31日舉行展覽，同時展出珍貴的甲骨館藏。兩個展覽均受到職員、學生

和校友歡迎。



社區內—大學檔案　大學檔案和大學展覽廳是大學聯繫校友及本地社群的重要設施，肩
負服務各社群的責任。截至 2022年 6月，大學檔案共藏五百五十一呎紙本檔案及八百六十一

GB電子檔案，其中包括行政事務委員會的會議記錄、人力資源處的文件、研究院董事會的會議

記錄、李卓敏博士中文字典的手稿、以及崑曲研究推廣計劃的文件。

2021年 10月，創校校長李卓敏博士女婿 Larry Rogers博士向大學檔案捐出名畫家曾景文親繪

的珍貴畫作，該畫作描繪了七十年代的大學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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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新亞書院圖書館）亦舉辦了共十九場學生作品展，並與新亞書院協作舉辦

展覽活動。

為慶祝楊振寧教授百歲壽辰，大學檔案與楊振寧學術資料館合作籌備「楊振寧百齡華誕特展」，

介紹這位諾貝爾桂冠學人與中大的深厚聯繫。展覽於 2021年 9月 22日開幕，因應疫情措施於

2022年 1月初暫時關閉，2022年 4月 25日至 5月 20日重開。展覽期間更特別為中學生和到

訪嘉賓安排周六開放和導賞團。



為保存大學網站資訊，本館自 2021年 3月起以MirrorWeb每年兩次為超過一百四十個大學網站

擷取和保存內容，以供未來研究之用。此外，超過七百項早期大學行政人員和教員的資料，包括

名字和職稱，已輸入香港作家及藝術家傳記資料庫；還有 19,700篇 1998至 2006年發佈的新聞

稿，也轉換成 PDF檔及上載到大學數碼典藏供公眾查閱。

展覽廳自2022年1月1日更名為香港中文大學校史館（校史館）。本年度共舉辦了十五場導賞團，

接待了超過二千名訪客。受疫情影響，校史館曾經間歇關閉。此外，校史館督導委員會於 2021

年成立，並通過翻新校史館的建議，校史館將更新其設計、內容和設備，於 2023年重開。

本地、區域與國際協作　本館今年繼續與香港大學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議（JULAC）合作，

包括聯合採購和共享圖書館自動化系統（ILS）。圖書館於 2021年 12月與台灣中央研究院數位文

化中心（ASCDC）簽署諒解備忘錄，合作進一步加強香港中文大學數碼典藏內中文古籍的文本內

容。在參與更廣泛的大學聯盟方面，大學圖書館館長出任粵港澳高校圖書館聯盟的執行委員會成

員。聯盟召開會議及提出將於 2022年下旬舉行圖書館員青年論壇研討會。此外，圖書館繼續出

任各種國際圖書館組織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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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特藏　大學投放資源為中心特藏的四十至六十年代中文報章數碼化。 

預計共有四十一份刊物，約一百萬頁的報章將會數碼化，每篇文章皆會建立索引，並上載至

2024年推出的網上公開平台。

檔案與特藏發展　年內共有十一種檔案館藏完成了全面編目，包括方寬烈書信文件、喬治．
華特．羅便臣書信文件、淮遠手稿、詹姆斯．康德黎書信文件、金依書信文件、李彥和手稿、李

遠榮書信文件、麥志揚藏土地契約及家族文書、馬博良書信文件、西西書信文件（第二批）、與

及葉靈鳳書信文件。

資源—
豐富館藏及
培育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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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數碼館藏　圖書館今年推出了多個數碼化館藏。當中「香港早期小報」是早期香港地區
小報的電子資源，已開放供公眾查閱。該數碼化館藏涵蓋了 1914年至 1993年間在香港出版

八十多份小報共五千多期報章。小報與專注於報導「嚴肅」公共事務的主要報章不同，更關注大

眾趣味、娛樂及生活話題，是了解對當時社會和文化問題的重要資料。

2022年 4月推出的「螳螂拳宗師黃漢勛特藏」，由黃漢勛先生後人捐贈予中大圖書館的約二百八 

十六項物品數碼化而成，包括七十一項出版物、六十三份手稿、十七本相簿及一百三十二份剪報。

此藏品是研究香港武術的歷史發展、螳螂派，乃至整個香港戰後文化的資料寶庫。除《少林真傳》

原稿真跡外，該館藏傳承了黃師傅的前輩武術資料，還展示了黃師傅大部分已出版作品的數碼化

副本，以及從未出版的教學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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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　圖書館以員工安全為先，於工作場所履行消毒清潔措施及為有需要在家工作的員工提供工
作設備。為提升工作環境，圖書館多個辦公室在這兩年間進行翻新工程。

圖書館數碼創新部與歷史系及香港亞太研究所緊密合作，建立新的數碼館藏，涵蓋對上一代在香

港「媽姐」的口述歷史訪談。媽姐是來自中國南方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住家女傭，她們遵循「自梳」 

的不婚風俗。該檔案於 2022年 3月 8日推出，包括訪談錄音和文字紀錄。

圖書館採購新的圖書館系統產品 Alma-D，為管理採購帶來便利，並方便用戶於圖書館系統存取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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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　崇基學院牟路思怡圖書館已於第二階段無障礙通道改善工程項目內安裝全新無障礙升降
機。為加強環境可持續性，大學圖書館和進學園公共空間的樓梯燈已升級為 LED燈，並更換了

田家炳樓二樓和大學圖書館四樓的空調系統。圖書館開始翻新田家炳樓的洗手間，工程將於明年

繼續進行。各圖書館均將增設全新電子告示牌。

讀者服務　為回應同學對週日延長開放時間的需求，圖書館
的週日開放時間由以往的下午 1時至下午 7時延長至現時的上

午 11時至下午 7時。另外，因應清明節及復活節（星期一）臨

近考試，圖書館亦新增這兩天公眾假期開放為讀者服務。此外，

大學圖書館的二十四小時研習設施於考試期間擴展至新翼的所

有樓層。新亞書院圖書館地庫已於 2021年 9月開始二十四小

時開放。圖書館為有短期研究需要的國際學者 /高等學位學生

增設了閱讀證，方便他們查閱中大圖書館之獨特館藏。另外，

圖書館增加了為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CUSCS）課程而設

的圖書證種類選項，讓 CUSCS學生能選擇更為合適的圖書證。

秉承逸夫書院自助提取預約資料櫃的成功經驗，圖書館於 2021

年 8月 24日在大學圖書館地下的指定參考室增設了另一台自

助提取預約資料櫃，方便師生 24小時借取港書網（HKALL）的

預約資料。

基建建設—
推崇社會責任與
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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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圖書館網站　圖書館網站已更新。網站採用了嶄新設計，能在各種移動設備上清晰顯
示。圖書館與學生事務處及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合作把圖書館室內平面圖加入「逍遙行」手機應用

程式及圖書館網站。圖書館亦在遠程訪問電子資源時啓動雙重驗證以提高安全性。

檢索易系統升級　圖書館自 2017年起採用 ExLibris的

Primo檢索系統作為檢索易平台。Primo VE是 Primo的新

版本，與管理界面有緊密的聯繫，增加了開發新功能的可能

性。讀者將受惠於檢索索引的實時更新及更詳盡的檢索結果

顯示。

巴勵志

署理大學圖書館館長

2023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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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館藏

種類 東方語文 西方語文 總數

書 1,366,607 1,205,417 2,572,024

期刊合訂本 83,047 207,326 290,373

印刷本現刊 2,052 1,202 3,254

電子書 3,812,681 1,593,945 5,406,626

電子期刊 48,407 118,140 166,547

電子資料庫 199 824 1,023

圖書館館藏使用量

電子資料庫 * 8,701,322

電子書 * 1,738,450

電子期刊 * 7,399,589

電子音 /視頻點播 * 5,951

書、視聽資料借閱總數 311,667

圖書館讀者及訪客

入館人次 1,644,054

圖書館讀者登記總數 62,062

圖書館設施

座位 ** 4,475

公用電腦 ** 400

小組 /個人房間預約 55,152

公用電腦登入次數 179,203

圖書館活動

圖書館迎新 67

圖書館迎新參加者 3,690

圖書館講座 245

圖書館講座參加者 6,945

查詢 72,014

特藏探訪人次 485

JULAC活動

申請 JULAC借閱證的中大使用者 3,185

申請中大圖書館借閱證的 JULAC使用者 1,549

由其他 JULAC圖書館向中大使用者借出
資料的數目 9,125

由中大圖書館向其他 JULAC使用者借出
資料的數目 9,030

圖書館數碼體驗

圖書館網站瀏覽次數 3,329,833

中大數碼典藏瀏覽次數 1,090,686

中大研究支援主頁瀏覽次數 484,151

中大檔案館藏主頁瀏覽次數 25,513

自學資源瀏覽次數 
（例如 LibGuides資源指引網頁） 417,404

課程書目瀏覽次數 65,225

* 只包括 COUNTER的使用量。COUNTER為計算網上資源使用量的國際標準
** 可供使用座位 /電腦數目（會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而作出調整）

中大圖書館 
統計數字 2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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