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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架」一詞對於圖書館員而言，可能是最常說出口，但是卻是最少動用

身體去執行的專業圖書館用語。「去上架」對於許多館員（含筆者）而言，是最

順口且看得見成效的非專業圖書館語言。 

 圖書館不是都有志工、工讀生（student helper, volunteer..etc.），為什麼還要

已忙碌不堪的專業圖書館員去執行這麼基本、看似浪費時間的例行事務呢？為什

麼我們不多談談 iPad 在圖書館如何應用這類的問題？答案很簡單，提供讀者一

個乾淨、整齊、擺放位置正確的書架，是圖書館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任務，倘若

圖書館給讀者的印象是常找不到書，或書架、書藉髒亂不堪，讀者自然不會有好

印象，更不用談去推廣其他的圖書館服務了（註1）；再者，以筆者所從事的期刊

業務為例，常常會遇到讀者詢問期刊的擺放位置或其相關的資訊（如：架上為什

麼只有放半年份的刊？以往都是放一年份的？為什麼某一刊的電子刊跟紙本刊

的版面不一樣？），而筆者常常遭遇答不出來的窘境。更專業的讀者甚至會告訴

我們館藏有哪本(些)書已經很舊了，為什麼我們不更新？而這些問題的提出跟筆

者所遇到「業障-業務障礙」，都跟上架這個最基本的動作息息相關（同註 1）。 

根據光華女中圖書館網站上，民國 89 年圖書館股長研習的資料顯示，圖書

上架的定義為：「將已歸還的圖書在最短的時間內放在適當的位置，以方便讀者

查詢借閱，並保持書櫃整齊。」（註2）然而 13 年過去，電子圖書館、數位圖書

館、以及無紙圖書館等名詞在國家考試試題出現的頻率，應該比我們親身碰過的

且發生的上述圖書館實例，還要多上許多，13 年唯一不變的，讀者還是找不到

書，書架還是亂得這麼有個性。 

 

相關研究 

印度圖書館學者 S.R. Ranganathan 在 1931 年提出的五律其中之一就是，每

位讀者能夠找到他（她）所要的書（Every reader his book），可見讀者找到書這

件是最基本而且重要的，很可惜的，國內與圖書上架相關的研究調查或報導並不

普遍，但是上架這個屬於館藏資源/設施/服務範圍裡的業務，可以在許多圖書館

滿意度的滿意度中尋找到相關的文獻。滿意度強調的是顧客（此指讀者）導向，

即是了解顧客的需要、欲望和行為，而以此為基礎發展產品或服務。顧客之需求

會因時間、空間等因素而改變，所以組織應隨時注意並適度修正產品或服務以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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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顧客所需。在顧客至上的今日，組織在提供產品或服務都應給予顧客充分的資

訊以供其選擇，並需接受顧客對產品或服務的意見。（註3） 

2007 年台東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研究所陳美玲所撰之碩士論文「台東縣高中

職圖書館使用現況之研究」，指出高中生使用圖書館的目的以借、還書居多，最

常使用圖書館的資料類型為一般圖書，查尋資料最常使用的途徑是直接到架上瀏

覽，而最常遭遇的困難是找不到資料。（註4）顯示圖書館在經營方面並未引起學

生的喜愛；而對學生不熟悉圖書館的資料範圍、服務項目及各項使用規則及圖書

館的資料分類與排列方法也是常遇到的困難，顯示圖書館應先充實書庫，讓學生

有充分的選擇或吸引學生的閱讀興趣，而在利用教育上也仍有極大的進步空間。

（註5） 

2009 年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研究所鍾秀滿撰寫的碩士論文「私立高

中職學生對學校圖書館服務的滿意度研究-以醒吾高中為例」，在讀者對「館藏資

源」的需求與建議中有提到，如：「相關音樂（譜）書籍少」、「雜誌分類不夠明

確」、「書籍太舊要換新」、「參考書、工具書不足」...等，另外在讀者對「環境及

設施」的需求與建議中也有提到「書櫃好像有點高」、「架上的書擺設位置不當」、

「書架整體看起來有點亂」...等待改善意見。（註6） 

2009 年彭金堂在「圖書館之服務品質滿意度研究－以某科技大學圖書館為

例」中也提出圖書館所提供館員服務與館藏服務對使用者滿意度呈現正向影響，

表示書及流通、館內期刊閱覽、館員服務、館藏提供等服務，會直接影響讀者滿

意度。圖書館需要改善的地方及建議最多的是圖書館的服務人員(工讀生)態度很

差，館員服務（如：書籍擺放位置也不易找尋）對於使用者在使用意願有者正向

的影響；館員服務會正向影響讀者認知價值呈現正向的影響。（註7）圖書館館員

對館內書籍位置了解，對讀者來說，是滿意的。（同註 7） 

2010 年海洋科技大學圖書館滿意度調查問卷分析報告顯示，在「館藏資源」

構面，讀者提出如：「書籍種類不是很充足」、「館藏書籍歷史太悠久」、「書籍搜

尋可以更簡單一點」、「專業的書籍不多，常找不到想要的資料」、「書的編號編的

很亂，找書籍很困難，根本不知道書櫃在哪！」、「請將成套書籍盡量補齊」、「期

刊能再多一點，且分類清楚. 」..等意見。（註8） 

由上述的幾篇文獻可以發現到，從 2007 年到 2010 年已經過了 4 年，說好的

數位館員呢？說好的無紙圖書館呢？說好的館員人手一台行動載具呢？好像全

部都沒有發生，但可以肯定的是，讀者對於「找不到書」這件事的不滿，一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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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態性地存在著。 

國內知名圖資領域部落客寫手梁董在其「梁董的吧台後」有幾篇探討關於圖

書上架的好文，如「書要多久上架呢??」這篇為例，其中也論述到到底一本書從

還回來到滾回書架上躺好，到底要多久的時間等的相關意見與討論，如：「圖書

館最基本的服務不就是讓讀者順利找到館藏的圖書嗎??歸還的圖書迅速歸回原

架上，原本就是最最最先該處理的，不過一般說來,這也是最耗人力最麻煩的一

件事。也許大館的人力較足，也許有義工等等，對於上架的事能夠較輕易解決，

但是，類似本館這種中小型的圖書館，人力說多嘛，可說是全校最多，說少嘛，

真正忙起來的時候還真的抓不到人協助，因此，上架一直是本館的痛。」（註9） 

國外有圖書館館員建議館員要從日常工作中撥空出來上架，如一周有兩個小時是

專心上架的時間，不要覺得這是很沒有意義的行為，藉由此舉，館員可以揣摩讀

者找書的角度，也比較能夠掌握館藏的相關狀況（如：同一本分散在不同類號、

書籍狀況不良、電腦資訊類書籍已落時...等）。（同註 1）也有館員建議跳脫傳統

分類號，改採類似書店的上架方式，讓讀者把書放到他覺得應該歸類在一起的書

架裡，這種方式牽涉範圍太過於廣大，不適用於多數現存的圖書館，但其精神還

是需要透過上架這個動作，來創造更便利、正確而整齊的書架環境。小型圖書館

在電子書蓬勃的時代，也許對於紙本書的分類可以不必侷限於傳統使用的分類

法，彈性地以館藏特色構思一套對讀者更友善，對館員更省事的上架方式。 

（註10） 

 

結語 

 筆者有次到汽機車資源回收場（俗稱：殺肉場）去找汽車零件，跟我接洽的

是一名手戴著沾滿油污棉織手套的 20 出頭歲的女孩，當我詢問她相關零件訊息

時，她馬上回問我「是什麼車？進口還國產？什麼年份？自排還手排？如果是某

車某年份，某年份以後都沒有貨喔！」，而當我詢問另一個零件時，她可以很快

速的告訴我要穿越幾排的報廢車之後，在某一排的某一處有零件可取，若找不

到，她也可以很迅速的帶我到上千坪的回收場的某一處找到我需要的零件。 

館員或許不需要像大賣場外場員工或這位殺肉場女孩般有驚人的人腦資料

庫，但相信館員可以跟他們一樣有行動力，藉由不斷的上架補貨，造就直覺式的

反應。期許有一天，讀者詢問「財訊雙周刊」放哪裡時，我可以達到馬上能告訴

讀者該刊放在哪座期刊架上，剩幾本，封面是甚麼主題的境界。曾幾何時，11

年前剛畢業的筆者，看到被讀者遺留在書車或桌上的書，總是會隨手拿個幾本去

上架，但到了現在，不僅看到無感，心中還會補上一句，「為什麼工讀生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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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為什麼有這種轉變？是年輕不懂事嗎？還是有其他原因，個人感到非常

的好奇。而需不需要真的要在忙碌不堪，人力不足的現實環境下，硬是要放下手

邊的事去上架，筆者認為應該要視各館的型態跟類型而定，也許不用真的要一周

兩個小時，也許一周一本，也許把伸懶腰的空間挪到書庫裡去走走，都是可行的

方式。不然，在這數位化不斷叫囂的年代，「雲端館員」的名詞說不定早就已經

發明了，到時候想到要上架，恐怕就真的只是義工或工讀生的事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