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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館藏徐復觀教授贈手稿與線裝古籍的整理概況暨成果 

謝鶯興  

一、前言 

東海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吳福助老師，撰〈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徐復觀

先生贈書及手稿的整理〉 1，記載徐教授贈書緣由，他親自見過的徐教授手稿

與書籍上的眉批，並呼籲「深盼關心先生學術思想的朋友，及早利用這批手

稿，加以深入研究」；詳細交待本館接受贈書的過程，從 1992 年起開始謄錄徐

先生《史記會註考證》(瀧川資言)眉批札記，1997 年彙編《東海校歌的原作者

--徐復觀先生紀念專輯》，2005 年 3 月彙編〈徐復觀先生著作目錄〉，到 2016

年王茂駿校長撥款由中文系協助圖書館進行徐先生手稿的整理與掃描等等。

關心徐教授贈書與手稿的人士，得以略知這些資料的相關訊息。 

2016 年 12 月 3 日，本館與中文系在圖書館良鑑廳合辦「文學‧思想‧藝

術 --徐 復 觀 先 生 論 壇 暨 東 海 大 學 圖 書 館 典 藏 徐 復 觀 先 生 手 稿 整 理 計 畫 成 果 發

表會」，中文系整理出版《東海大學圖書館典藏徐復觀先生手稿精選》。 

徐教授哲嗣帥軍先生夫婦蒞臨參與，「目前整理成果的展現，頗值得讚賞

與佩服東海對於徐復觀教授文物的尊重與處理。」認為「贈送文物的整理與

數位化典藏的作業，是另一種保存文物的方式，需要長期的進行，成果也需

對外公開，方能有利於世人研究與使用。」「不僅同意授權東海大學進行對徐

復觀教授贈送文物的整理、數位化典藏、複製與利用、申請研究計劃，亦同

意授權讓東海可以將所有成果，公開地以紙本、電子數位化等方式出版，並

將成果上傳到網路，供有意研究者自行瀏覽、管制性的列印或複製。」並捐

款資助圖書館持續進行整理的工作，祈能早日完整展現成果，以利有意研究

者查詢使用。 

2017 年 6 月 20 日，將陸續發表在《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上的〈徐復觀

教授年表初編〉 2彙編成書，並附上他著作專書的書影及已發表的徐復觀先生

各類的〈研究資料彙編〉。 3 

2017 年 7 月 30 日，出版《東海大學圖書館藏徐復觀教授贈線裝書目附書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1 見《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19 期，頁 43~47，2017 年 7 月 15 日。 
2 參見《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11 期到第 18 期，2016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7 年 6 月

15 日。 
3 詳見謝鶯興編《徐復觀教授年表初編》，東海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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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暨索引》 4，完整地將徐教授捐贈本館的線裝書目依部類排序，並編製四種

索引，提供讀者使用。 

 

二、手稿的縫製與裝箱保存 

2017 年 7 月，利用暑假期間瑣事較少之際，利用徐帥軍先生的捐款，招

募幾位同學，林筱瑄同學曾協助本館縫製「線裝書筆記本」，涂瀞尹同學曾參

加本館的「簡冊製作」，謝備殷同學曾擔任社團美編，並曾協助縫製「線裝書

筆記本」，也參加過本館的「簡冊製作」，她們三人的手工精巧，做事細心，

以及研習製時的用心，邀請她們一起參與徐教授手稿與線裝古籍的保護作業。 

首先是進行手稿的縫製，一則將各份手稿集中保存，避免散佚的可能；

一則封面與封底使用無酸紙，參考紙質維護的基本觀念：「修護文物的可逆

性」，採取縫線而不用釘書針或膠水類的黏劑，避免二度傷害紙質。 

我們將徐教授的手稿，依書寫在稿紙的文件與影印的文件，分別開來，

其中僅是影印而無文字者，暫置於旁。 

在不傷害原件的前提下，先行處理紙質較為完整及較好縫線的文件。每

份文件皆檢查有無足夠的空白處可供縫線，遇到手稿的右側有文字，於縫製

後將妨礙閱讀時，則採取因書制宜的適當方式予以避開。 

                                                 
4 陳惠美、謝鶯興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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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紙張已經變質甚至斷裂者，再襯上無酸紙給以保護；稿紙兩側都密

密麻麻的寫上文字者，或各僅數頁不易縫製者，待前者處理好後再進行。 

依手稿的尺寸裁切無酸紙，當做封面與封底，再打洞、縫線。開始裁切、

打洞時，其中有位認為逐本量距離劃線後再據以打洞的作法，有些費時，建

議以手稿的尺寸製作幾種尺模，以便在鑽孔打洞之用，可以節省時間。這是

一項很不錯的觀察，可見其做事之用心，當場就採納與製作使用，果真省下

逐本丈量的時間 

 

原本計劃在各手稿封面上，書寫該份的篇名，以便日後在取閱時順利拿

取。進一步思考，一是目前尚未購買無酸性質的筆可以書寫；二是前中文系

游長霖先生在整理掃描手稿時，已將各手稿收塑膠文件夾中，並附上表單，

標示該資料的篇名與內容；三是擬將手稿裝在無酸紙的紙箱中，逐箱標示收

入的手稿名稱，以便需要時方便存取，並可以將各箱內容上傳到「虛擬校史

館」以及「徐復觀先生紀念網站」，讓使用者可以檢索到名稱。因此改為依游

先生編製的手稿序號，以書標黏貼在各文件夾上，再將各箱收入的手稿名稱

彙集，列印出來貼在紙箱外，以便於取用。 

目前已處理了 A4 大小的手稿縫製與裝箱，A3 或 B4 尺寸已縫製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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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尚未採購可以收納的無酸紙箱，則暫待處理。 

三、線裝書函套的製作 

徐教授捐贈的線裝古籍，部份都可以見到他讀過的句讀、眉批，甚至訂

正修改的痕跡，與其手稿同樣可用來瞭解與研究他在學術歷程中的演進，實

足為後學者參考之資。雖然原本就有一部份是盛裝在函套中，藉以保護，如

清人朱彝尊《經義考》，但仍有大多數無可用來保護的外衣，取得本館黃館長

同意後，也規劃為這些缺乏函套的書籍，量身訂製外衣--函套，以防這些古籍

在存取之際，因摩擦而損及古籍的書皮或書根。 

先前曾就館藏李田意教授捐贈的全部線裝書，周法高教授捐贈之部份線

裝古籍，製作過函套或木匣加以保護，並將製作過程與經驗，撰寫〈量身打

造：論線裝古籍「六合套」的製作〉 5。因而藉由此一「土法煉鋼」的經驗，

準備了製作「六合套」所需要的材料：厚紙板、牛皮紙、白膠，以及要用的

工具，如：裁切墊板、美工刀、尺、工作桌等，開始為她們說明函套製作時

的基本觀念，與需要留意之處--丈量、裁剪、接合、表面的貼合等。 

如，函套有四合套與六合套二種，四合套是將書的四週包裹起來，六合

套則是書的四週及上下都包裹住，使書無外露之處，若從外觀的上、下、左、

右、前、後六面來算，總共六片；但事實上，卻可分成九個片段後再接合。 

 

                                                 
5 參見《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 41 卷，200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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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線裝古籍各書的尺寸大小不一，為適合各書使用，需要採行「量身

訂作」的觀念製作。因此，就六合套的製作順序而言，不論該書的冊數，儘

可能合為一函，故先丈量書的尺寸，包括它的長度、寬度及疊起的厚度(高度)。 

為確保成品收納書籍時，不使該書產生摺角或起縐摺，丈量與裁剪時，

要將底部的尺寸需各加 0.1 公分，看似大小相同的上、中、下(底部)三片，實

際是中片部份不能各加 0.1 公分，反而要減少 0.1 公分，慮及收納與折合有保

護作用，還需分割為三片；而上片除各加 0.1 公分外，還要加上兩側的紙板厚

度，書的厚度亦可略加 0.1 公分，是考量書籍經翻閱多次後，會使紙張鬆散而

增加厚度，收納時將產生函套不能完全容納的狀況。丈量與裁前的動作，實

足影響到成品，所謂的基礎不穩將造成作品的不符使用。 

裁剪後的各部份零件，依序進行接合的動作。接合是一件簡單的步驟，

各部位零件之間，仰賴牛皮紙與白膠的黏合。但要考慮到成品在收納書籍時

折合的實際需求，各零件之間需預留至少 0.2 公分(即所使用的紙板厚度)空

間，使具伸展折彎的功能。黏合各零件的預留間隙，將影響到這件函套完成

後的收納物是否合身的關鍵。 

函套的表面貼合，實際是強化其接合以及外部的美觀，現存前人留下來

的函套，不僅講究手工，尤其是其外觀，或用綾、絹、綢等布帛，都顯現它

的華麗與珍貴性。本館早年藉由聯董會的經費所製作的函套，一律採用藍色

的布，可見本館前賢保護古籍的用心。 

然而這些函套都是藉由專門製作的部門與技師們的精心手藝，所需費用

不菲。現今本館不僅沒有那麼豐足的經費，也沒有那種人才與技術。因此僅

能「土法煉鋼」的，採用牛皮紙當成表面，一方面函套上可以黏貼各部書的

基本資料，如書名、卷冊數、作者、板本、索書號等。一方面在函套的書根

與書背的相對部位，亦可貼上該套書的基本資料，存放於書櫃中，不論是平

放或豎放，都能方便存取時的辨識，存取之際古籍也能得到應有的保護。 

唯有在貼合時，使用的白膠需加少量的水，藉以稀釋，於刷塗白膠時容

易均勻地散開，配合二人同時刷作一件函套，降低白膠乾掉的速度以及放置

牛皮紙，再全面刮平，並保持紙面的乾淨。俟函套置於室內自然風乾後，即

可貼上資料後送到善本書櫃中保存。 

這次函套的製作，雖然仍是採用「量身訂製」，但為節省時間、材料與製

作的數量，將冊數較少(如一冊或二冊)但書的尺寸與部類大致相同的，合為一

函的變通的模式，這種權宜之計的考量，會排架上產生一些困擾，由於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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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室採閉架管理，讀者不能自行進入拿取，至少不會造成讀者的不便。 

 

四、小結 

本校的勞作制度，包含大一新生與各年級轉學生的基本勞作，以及基本

勞作合乎工讀申請資格者，得以申請計費工讀。由於勞作冠上「教育」二字，

實則表示著重於「教育」層面，而非無償或廉價勞工。基於「教育」的考量

與實施，身為行政人員藉由同學們協助，進行各項業務或工作時，除了要以

身作則外，更要讓參加的人能夠瞭解這項工作的意義、實質目的以及產生的

效果等，參與作業者才有可能「樂在工作之中」，用心、細心地完成。在其畢

業離校後，回憶在校期間的種種，感受到這些付出與收穫。如果在職場上，

有因在校期間的工讀中所學到的知識、技能，而發揮到一些功用，那麼，本

校的勞作制度與行政同仁的付出與指導，就足以顯示出它的重要貢獻了。 

校友陳惠美老師，長期協助本館特藏資料的整理，她自述是大學及研究

所時期在圖書館｢古籍室｣工讀時，有參與古籍盤點、編目整理的機會，產生

後續的機緣。或許這可視作本校勞作工讀的一個正向例子，然而從這一次暑

假勞作工讀，給予主題式的訓練，並交辦相關事項，考核幾位同學的工作歷

程，也確實能夠達到要求。在他們獲得技能與經驗後，能否跟他們的專業有

關連，目前還不得而知；不過，在工讀中，他們也了解到東海早期的歷史，

翻閱手稿與眉批，明白學問唯有真積力久，那這次的工讀絕對符合勞作的｢學

習｣--｢做中學，學中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