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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目錄編纂

事業無論就規模、深度還是數量，都遠遜於國立

北平圖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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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書一出，士林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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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發展

已達半世紀，其間由於國人的努力，無論是政治

上或經濟上都有長足進步；然而對於我們身處的

臺灣這塊土地的歷史與文化沿革，卻仍有許多人

未能有明確的認識與瞭解。隨著時勢的推移，近

年來以臺灣為題的研究已經蔚為風氣，有關臺灣

的研究目錄也隨之大增

整

個消滅中國文化機構，使之無書籍可讀、無材料

可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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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瀏覽圖書館的書架，或是某依年代的書

目，問問自己說 :「這文獻提到與我題目有

關的東西嗎 ?」如果他一時找不到答案，可

以利用其他的方法 : 尤其是索引、專題書目

或分類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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