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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創校之初，為提供教學及研究資源，倡導東西文化交流，即致

力於從美國、日本、香港及臺灣本地蒐購珍本圖書，加上早期師長個人捐贈，

以致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線裝中文古籍多達六萬餘冊，其中善本高達一萬兩

千多卷。另外，東海圖書館還藏有三千八百多種二十世紀初期的華文雜誌創

刊號，戴君仁、方師鐸、徐復觀、李田意、張學良、白尚忠等人的贈書專櫃，

以及大批東海校史文獻。東海圖書館特藏文獻數量龐大，種類繁多，成為臺

灣公藏機構中罕見的特例。 

東海圖書館雖然特藏文獻豐富稀有，可惜長年以來，礙於臺灣社會一向

忽視文化資源的維護護傳承，加上東海校方及館方一直欠缺長遠的整理利用

規劃，以致這些特藏文獻長年受到冷落，迄今尚未全面完成整理，更沒有充

分的利用。特別是圖書館為節省人事經費，將原有的「特藏組」組織單位予

以虛化，如今特藏文獻已無專人負責，整理研究工作幾近停頓，真是令人扼

腕浩歎！ 

《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文獻整理研究》一書的作者，是東海大學中文系

學士、碩士、博士一貫養成的校友。作者在學期間，曾參與館藏線裝古籍的

盤點，以及書目卡片登錄工作。其後受邀參與館藏善本書目的編纂，並曾因

個人教學研究的需要，利用館藏文獻進行整理研究，撰寫多篇論文發表。本

書為作者十餘年來針對東海圖書館特藏文獻整理研究成果的結集，也是東海

圖書館特藏文獻相關整理研究第一部出版的專著，具有相當程度的開創意義。 

本書分為「導論」、「文獻整理」(含「書目整理」論文 4 篇、「版本探討」

論文 4 篇)、「文獻整理的運用」(論文 2 篇)、「文獻整理的延伸」(論文 3 篇)

四部分，另有「附錄」(論文 2 篇)。全書共收論文 16 篇，依據內容予以分類

                                                 
1 吳福助，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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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排。全書結構完整，形成系統著作。書中各篇論題多屬開創性，所揭示的

古籍書目著錄方式、版本鑑定依據、書志撰寫規格，均符合文獻學的一般規

範，可供後學者參考學習。又各篇透過歸納分析所提出的見解，引證詳贍，

推論合理，遣詞用字精準樸茂，內容清新可觀。尤其有關特藏文獻數位化，

建置資料庫的討論，既充分運用豐富的實務經驗，又提出具體可行的精密構

想，更是具有高度的參考價值。 

 
本書撰寫主旨，在於宣揚東海大學自創校籌備期以來，即致力蒐購珍本

古籍文獻，建構教學研究資源，藉以傳承維護華文文化，使之生生不息的用

心。作者不但擁有強烈的文化傳承使命感，還及時自我奮勉，具體實踐，無

怨無悔地投入如此冷僻學門的整理研究。作者的學術熱誠，堅忍的治學精神，

篤實的治學態度，以及開創新研究領域的寬闊胸襟，誠屬難能可貴，值得嘉

勉。本書彰顯東海圖書館闡揚特藏文獻價值的用心，對於東海圖書館特藏文

獻的整理研究而言，具有相當的倡導意義。展望未來，本書應能發揮可觀的

引領作用，促進整理研究特藏文獻風氣的熱絡蓬勃，可以預卜。 

最後，基於維護並傳承東海圖書館特藏文獻，提供社會各界充分應用的

殷切期待，筆者謹再冒昧提出盡速恢復原有「特藏組」組織單位的呼籲，並

建議徵調人力，尋求有心的學者協助，優先整理公布下列兩種特藏文獻： 

其一是陳維滄校友捐贈的「華文雜誌創刊號」。館藏此批創刊號的書目，

已經上傳到「虛擬校史館」的「東海特藏」，提供社會各界檢索。其中有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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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刊號發行於 1966 年至 1976 年，也就是中國大陸如火如荼地進行「文化大革

命」時期。此類創刊號大都有「毛主席語錄」、「最高指示」、「發刊詞」、「編

者的話」、「致讀者」、「徵稿啟事」這些專欄，翔實地記錄當時的政治思想，

具有相當鮮明的時代特色。這部分文獻，應可考慮全面整理，及早公布，提

供學術研究。 

 

 
其二是 1988 年設置的「外籍珍

本圖書專櫃」，集中保管館藏外籍珍本圖書，共計四百餘冊。吳品湘〈記本校

圖書館特藏外籍珍本圖書〉 2已有簡介。盼能進一步予以編目，整理公布，方

便社會各界瀏覽運用。 

                                                 
2《東海大學校刊》第 253 期，1991 年 9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