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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古籍的整理概述與成果  

特藏組 謝鶯興 

歷史是人類文明的記錄，「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文獻的整理，也是藉

由前人的努力與奠基，後人才能賡續與追隨，更能產生成果的。  

一、線裝古籍早期的整理  

創校籌備期間，東海即委由姜文錦先生、張伯謹公使二人，分別從香港、

日本進行古籍的蒐購。姜先生顧及即將到來的開學，讀者使用上的便利起見，

曾提出古籍整理與保護的構想 1。直至 1957 年 7 月 31 日，首任校長曾約農先

生卸任交接的清單 2中，出現第一本古籍清冊，但只列出書名及冊數的線裝書

簡目。  

1958 年 12 月，首次出版《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簡明目錄》 3，

羅列書名、卷數、冊數、撰者、板本、索書號以及筆劃的綜合索引。1970 年

間，配合台灣地區編纂公藏單位的線裝古籍聯合書目，趁機編製《私立東海

大學善本書目》、《私立東海大學普通本線裝書目》 4。 

創校即採行開架式的圖書館，在這段期間對於古籍的管理，是開放全校

師生借閱，因而亦見研究生藉以取閱、研究，撰寫碩士論文。但圖書館並無

人力投入進一步的整理，基本上仍以典藏、管理為主。  

二、人力的調整，古籍得以再整理  

有感於存世古籍是日益稀少，外借期間或保存環境不佳，或使用時未能

小心珍惜，造成書籍毀損的現象日趨嚴重，從原僅限制「善本古籍」只能在

館內閱讀，至 1999 年的 921 地震，特藏室以建築受到毀損，重新調整古籍存

放的空間，全面進行恆溫恆濕的保存。  

雖然在 1993 年 9 月之前，胡家源前副館長鑑於古籍未在書目條式的基礎

上，再進一步地整理，以便利讀者的使用。同時，自覺到 1970 年至 1993 年

的 20 餘年來，古籍整理幾乎是處於停擺的處境。而東海中文研究所曾先後邀

請故宮博物院昌彼得教授，台大中文系潘美月教授來講授目錄學與板本學等

                                                 
1 參見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初稿--籌備期至六十年之部》，頁 2~5，東海大學

圖書館，1999 年 8 月增訂。 
2 參見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初稿--籌備期至六十年之部》，頁 54~68，東海大

學圖書館，1999 年 8 月增訂。 
3 該書附書名暨作者筆劃索引。 
4 東海因參與台灣線裝古籍聯合目錄的編製，取得經費而另行編製出版。為求劃一，僅

列書名、卷數、冊數、撰者及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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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理應和他們合作，進行全面性的古籍整理，至少也應進行「書志」的

撰寫。  

藉由閻志弘館長於 1993 年 1 月上任，經過半年的館務熟稔，欲在組織人

力上進行調整的機會，建議將具有文獻學背景的謝鶯興先生，從流通組調動

到特藏組 (當時稱為典藏組，習稱古籍室 )，負責協助古籍整理的業務。  

古籍的再度整理，實際是先著手於「善本」的重新界訂，調整其時代的

下限，從原訂至明末為限，下拉到清嘉慶(1796 至 1820 年)之前，包含名家眉

批、校註之書。並彙整出《善本書目新編》的簡目。 

三、古籍整理概述及成果  

1994 年起，以《善本書目新編》為基礎，開始著手「經部」各類書目的

整理，逐部逐類地著錄各書：書名、卷數、冊數、撰編者、板本等歷來都可

以看到的基本書目之外，以自己也是使用者的考量，對於線裝書目的需求應

加以擴大，嘗試著將各書序跋的篇目、藏書印、板式行款、扉葉與牌記等訊

息，詳細地著錄，間將序跋中有關該書刊刻或撰寫的訊息，逐一摘錄，以「按」

語呈現。首先完成《東海館藏善本書簡明目錄•經部附索引》，但未出版，僅

自行印製數本，入庫典藏以備用。 

此時適逢因沙鹿天糧館的應先生，捐贈一批基督教義的線裝古籍，奉命

進行編纂，完成《東海館藏基督教文獻•天糧館贈書附索引》。 

受到發表園地的闕乏與經費的限制，略有成果的整理集結，仍未申請正

式出版，以贈送分送其它圖書館，因此外界不易知悉本館的整理成效。 

(一 )整理凡例的歸納  

從事古籍書目的整理，雖肇始於 1994 年《東海館藏善本書簡明目錄•經

部附索引》，其間也將預想的規劃，書寫為文字，用來提醒及整理的參考，但

直至 1998 年 10 月，方師鐸教授贈線裝書目的整理彙編，是書雖乃未出版問

世，但已釐訂出整理凡例：  

一、本書收錄方師鐸先生於民國 69 年 3 月捐贈給東海大學圖書館

之所有線裝書。 

二、分類略仿四庫全書，分經、史、子、集、叢書五部(本館實另

有方志部，因方先生贈書無方志，故略之)。部下再分為數類。 

三、各類依序羅列各書之書名、卷數、冊數、撰編譯註疏者、板

本、刊刻時代、刊刻者等項目。若為重刊者，再著錄其所據之板本，

並附上索書碼，以供檢索之需。 



「特藏資料整理經驗談」專輯 

9 

四、各書的著錄內容如下：1.書內所見之〈序〉、〈跋〉、〈目錄〉

及所有〈附錄〉。2.書內所有藏書印，但撰序者之印記不收。3.書之板

式行款，含 A.邊欄形式、魚尾數、半葉之行數字數與夾註之行數、字

數、板框之尺寸；B.板心所題之書名、篇卷名、卷數、葉碼、刻工、

字數及刊刻者；C.書之卷首及卷末所見之標題、撰著譯輯及刻校者。

D.摘錄序跋中敘述該書撰編、刊刻及流傳等資料。 

五、書名相同者，若撰者不同，先依撰者朝代先後，再依刊刻時

代排序。若撰者相同，但注疏者不同，則先依注疏者朝代先後，再依

刊刻朝代排序。 

六、各書皆附上該書卷一首葉的書影，以供讀者瀏覽比對；必要

時再附牌記、扉葉或方師鐸先生註語書影。 

(二 )正式出版的古籍書目 --《館藏和刻本書目》  

《和刻本書目》於 2005 年 6 月出版，是東海線裝古籍第一本申請 ISBN

出版的書目。是書係配合台大潘美月教授擬進行台灣地區各單位典藏的「和

刻本」線裝書的調查與聯合目錄的編訂而整理的。 

對於「和刻本」的界定，認為凡是日本人氏撰寫、譯注與翻刻及複製等

皆列為和刻本，包含曾被日本佔領統治期間的台灣、朝鮮等地，以日本天皇

年號記之者皆列入此一範圍。著錄各書的名稱、卷數、冊數、撰編譯註者、

板本，並將書中的序跋、目錄、藏印、板式行款、若干需考訂或摘錄與刊刻

有關的資料。其體例與《方師鐸贈線裝書目》大致相同。 

   

(三 )善本古籍書目的續編  

善本書目的經部編訂成書後，雖持續進行整理，仍屬單打獨鬥的局面，

成效無法顯現。2007 年開始，得到陳惠美校友利用教學空暇的協助，201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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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又藉由其申請國科會計畫經費與人力的補助，陸續完成「史部」、「子部」、

「集部」及「叢書暨方志部」等書，分別正式出版。在東海 60 週年 (2015 年 )

校慶期間，將這幾年編訂諸書彙編為《館藏善本書目新編》，出版問世。  

分別是經部 49 種，618 卷，379 冊；史部 49 種，2218 卷，753 冊；子部

78 種，1984 卷，724 冊；集部 112 種，3546 卷，1122 冊；叢書部 16 套，854

種，3077 卷，805 冊；方志部 5 種，311 卷，200 冊。總計 309 套，1147 種， 11754

卷，3983 冊。 

明訂了善本書的「收錄標準」為： 

一、清嘉慶之前(含嘉慶朝)刊本，含和刻本、朝鮮本及鈔本。 

二、清代名家收藏過之書。 

三、經名家評註或圈點考訂之書。 

四、清末民初刊刻之原板書， 現今流傳鮮少者。 

對於「編撰體例」也訂出了一套程序： 

一、依序羅列書名、卷數、冊數、撰編譯註疏者、刊刻年代、刊刻者

及索書碼。 

二、著錄書內各項資料，如各篇〈序〉、〈跋〉之作者及篇名，〈目錄〉、

〈凡例〉(或體例)及所有之〈附錄〉。 

三、著錄書內的藏書印或紙舖、書坊的戳記，然撰序者之印記(指墨印

形式)不收，凡無他人之藏印，則東海之館藏印亦不予以收錄。 

四、著錄各書的板式行款 

1.邊欄形式(如單欄、雙欄或無界欄)，魚尾數，半葉之行數、字數

與夾註之行數、字數，板框之尺寸(以公分計)，無板框者僅量該

書之尺幅。 

2.板心：著錄所刻之書名、卷名(篇名)、卷數、葉碼、刻工、字數、

刊刻者(或叢書名)。 

3.著錄卷首所列之大題名、小題名、撰著譯輯校訂者，卷末所列之

書名卷次、刻校者等。 

4.刊刻牌記(或版權葉)、扉葉內容、藏者題跋、眉批等。 

5.與該書刊刻過程有關者，以「按」語的方式摘要著錄，方便瀏覽

知曉其板刻源流。 

五、「■」表示書中有墨釘或字跡模不可辨；「□」表示缺字或因電腦

無字或尚無法辨識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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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善本書目新編的編訂，主要是如實的著錄經手處理的館藏善本古

籍所見之內容，若是書板本之相關資料與「舊錄」有異者，則據

所見記載其間之差異；若略加考訂即可說明其板本者，則據考訂

後之資料更新著錄。 

七、每一書至少附上該書卷一首葉之書影，置於各書「板式行款」的

著錄項中，用以證明著錄的內容，並提供核對板本的異同。 

八、「善本書目」因陸續整理、出版，為方便瀏覽使用，於第三部「叢

書部暨方志部」之末，附上「東海館藏善本書新編總目」，並標示

該書所在的部類(如「經史部」指第一本的「經部暨史部書目」)

及頁碼。 

(四 )受贈書目的整理  

受贈的線裝書目整理，雖於 1998 年，先進行方師鐸教授贈書，同年 10

月完成。但直至 2010 年暑假，為配合 55 週年校慶活動，才分別將李田意、

戴君仁、周法高、徐復觀等教授，以及張學良將軍贈送之古籍的經部單元，

進行整理，各贈書的經部書目，一起放在圖書館後廳，搭配其它特藏資料的

彙編一起展示。 

各贈書專櫃 (方師鐸、李田意、戴君仁、周法高、徐復觀、張學良 )的古籍

書目，加上各本的書影，編製索引後的集結彙編，成果如下：  

   

1.方師鐸贈書目，2000 年 10 月完成，共 58 種，314 冊，當時並未

出版，至 2016 年增補及加入幾種索引後正式出版。  

2.李田意贈書目，2011 年 5 月，共 38 種，136 冊，2016 年增補並加

入幾種索引，設計封面後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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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戴君仁贈書目，2012 年 2 月，共 123 種，562 冊，2016 年增補且

加入幾種索引，設計封面後正式出版。  

4.周法高贈書目，2014 年 12 月，共 284 種，2016 年增補並加入索

引，設計封面後正式出版。  

5.徐復觀贈書目，2017 年 7 月，共 601 種，1485 冊，附上索引後出

版。  

至於張學良將軍的贈書目，雖於 2010 年已先進行經部的整理，後續的成

果，陸續在《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08 期 (2010.09)開始刊登，到 168 期

(2015.09)，目前因子部藝術類尚未完成，故無法集結出版。  

四、小結  

古籍整理的陸續產出，先後也刊登於《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2016 年 1

月起，更名為《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和刻本是完成後即彙集出版；善本

古籍是採取分部彙編出版，早期師長贈送的線裝書目，亦以完成的先後而各

自彙整出版。  

配合圖書館的數位化作業，當中文系林宜鈴校友義務協助編製「東海館

藏線裝資料庫」後，分將將善本書、和刻本、各贈書專櫃的經部，逐筆鍵入，

上傳資料，提供網路上的檢索取用，只是受限於設備，並未一開始即逐書掃

描書影，與該筆資料同時上傳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