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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東海線裝古籍來源--從吳福助老師捐贈徐復觀先生信件說起 

謝鶯興  

一、徐復觀先生的信 

2016 年 4 月 7 日，圖書館與中文系幾位老師合同整理徐復觀教授贈予東

海典藏的手稿時，發現一封由本校中文系退休教授吳福助老師捐贈的徐先生

寄給他的信 1，內容略云： 

施中誠先生 2當師長時與我相識。以後當軍長、兵團司令(或副司令)。

退休後住在台中。他人很老實誠懇，沒有兒女。有天和我說：「我有一

批書，不能傳下去，你為我處理吧。」我去一看，都是好版本。當時

「愛校」心切，便向他建議，「十塊錢一冊，一起買給東海大學」。他

接受我的建議。東海大學好的版本，都由此而來。其中有幾部明萬曆

以前的版本，也是很難得的。以後我常以此事引起內疚，覺得對不起

這位朋友(大概他早死了)。其中有天中記、山堂肆考，都不錯。 

信中所提《天中記》、《山堂肆考》二書，經查本館於 1960 年 12 月編《中文古

籍簡明目錄》「子部•類書類」著錄《山堂肆考》為「明萬曆二十三年刊本」，

《天中記》則為「清光緒間重刊本」，與徐先生在信中所說：「其中有幾部明

萬曆以前的版本」若干符合；則徐先生在「愛校」心切下，建議施中誠先生

將書「十塊錢一冊，一起買(賣)給東海大學」的時間，惜館藏《圖書登記簿(古

籍部份)》，僅見編號為：「071639~071688」共 50 冊(現置善本書櫃保存)，但無

登錄日期，僅能推知該批古籍至遲於 1960 年編訂《中文古籍簡明目錄》之前

即已入館典藏。 

本館前館長沈寶環博士〈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說：「我們列為珍藏之一

的《西漢文類》，就是在私人藏書家半買半送情形之下獲得的。」3從吳福助老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1 完整文字檔及影像檔請參見《館刊》本期(第 4 期)「館藏文物選粹」。 
2 按，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見《傳記文學》第 59 卷 1 期，1991 年 7 月，頁

145-1465)收錄〈施中誠〉說：「施中誠，字璞如、樸加，安徽桐城人，清光緒二十

三年(1897)生。……幼失怙，賴伯叔父撫養。民國初年，入清河陸軍第一預備學校。

畢業後升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九期步科。十二年初，保定軍校畢業，初任山東獨

立團少尉排長，……二十三六月，高等教育班畢業；十二月，政府任命為陸軍第 57

師第 169 旅長。……二十六年八月，……因功升任師長。……三十一年十一月，調

升陸軍第 100 軍軍長。……二十九年，任臺中防守區副司令官。……四十二年，請

准退役。……六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病逝台中。」 
3 見《書和人》第 59 期，1967 年 6 月 3 日。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4 期 

 126

師於 2016 年 4 月 11 日捐贈給本館的一封沈寶環前館長寄給他的信(1981 年 6

月)，說明《西漢文類》是他與徐復觀教授、戴君仁教授一起在王姓藏書家取

得，是「以新台幣貳佰元購得」(即「私人藏書家半買半送」之說)。 

 

核對本館 1960 年 12 月編《中文古籍簡明目錄》「集部•總集」亦收是書，

可知該書亦是在 1960 年之前即已購得。 

吳福助老師捐贈的兩封信件，得以彌補本館線裝書來源的不足，尤其是

解開了蒞校來賓與讀者們喜歡追問：東海典藏的善本古籍中，究竟是如何取

得宋版與明版書的疑問。 

二、東海線裝古籍的來源 

筆者曾在彙編《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之際，從館藏文獻的整理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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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續得見有關館藏線裝古籍的取得資料，因而近年來對於館藏線裝古籍的來

源說明，大都著重於：從籌備期起，本著維護傳統文化，而致力蒐購線裝古

籍，諸多早期師長前賢們，如曾寶蓀、杭立武、曾約農、姜文錦、張伯謹等

人的努力，以致在創校初期(1957 年 8 月 1 日校長交接)即已超過二萬冊，因而

當 1967 年討論「就臺灣各文教及學術機關所藏中文人文及社會科學書刊，編

定聯合目錄」時，位於台中的東海得以和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並列受

邀參與編輯線裝古籍聯合目錄的三所大學之一。 

東海從無到有的蒐購所得，有別於台大和師大之前有所承。茲據所見歸

納為幾種來源： 

(一)得之大批捐贈者 

藏書者捐贈書籍給圖書館，為圖書館界重要來源之一，特別是愈來愈稀

少的線裝古籍。東海所藏線裝古籍亦是如此，惟小量零星捐贈者留存的資料

闕如，彙整有其難度，故僅以文獻所記錄的大批捐贈言之，以幾位東海早期

師長捐贈為大宗。 

眾多捐贈者中，以 1979 年本校中文系創系主任戴君仁教授捐贈為最早，

其中的線裝古籍有 123 種，562 冊。 

嗣後，1980 年曾任本校中文研究所所長方師鐸教授贈線裝古籍有 57 種，

313 冊。 

1982 年曾任本校中文系主任徐復觀教授，線裝古籍還在整理中。 4 

1995 年本校中文研究所李田意教授，贈線裝古籍有 38 種，136 冊 

熱愛書籍且認同藏書應以公藏單位為歸依的捐贈者，如 1986 年白尚忠先

生、1993 年張學良將軍(經由本校前董事長周聯華牧師引薦)、沙鹿應先生的天

糧館基督教文獻(約 1994 年贈，計 86 種，88 冊)等幾位的捐贈。 

上列戴君仁教授、方師鐸教授、李田意教授及天精館基督教文獻皆已整

理出各自捐贈的「線裝書目」，徐復觀教授與張學良將軍的線裝古籍正在陸續

整理中，還未彙編出完整目錄。 5 

(三)東海蒐購 

有關東海線裝古籍蒐購，近年來大都以古籍複製品為主，來自大陸地區

                                                 
4 徐先生的線裝古籍整理成果，陸續在本館的《館訊》(2016 年元月更改刊名為《館刊》)

刊登。 
5 張兩位先生的線裝古籍整理成果，陸續在本館的《館訊》(2016 年元月更改刊名為《館

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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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圖書館以及臺灣的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等。創校初期的蒐購，《東海

大學校刊》6曾刊載：「曾寶蓀董事負責搜購圖書，並獲當時駐日公使張伯瑾先

生之協助，覓得大批我國古籍，陸續購運來台」，即可知其一二。此外尚有美

國聯董會等在美國的協助，歸納如下： 

1.張伯瑾先生的協助 

經由曾寶蓀董事與曾約農校長託請張伯瑾先生協助，據書單從日本取得

的，集中於 1955 年至 1956 年間，部份書籍尚能知其入館典藏的日期，如《古

逸叢書》，1955 年 5 月 27 日張先生從日本購得。 

曾校長開列書單，請張先生協助訪購的，如：《四庫全書總目》、《中國農

村慣行調查》(1956 年 7 月 14 日)、《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1956 年 7 月 18 日)、

《雙禖景闇叢書》、《鄭志疏證》、《許氏說文解字雙聲疊韻譜》、《四聲易知錄》、

《詩韻集成》、《隋書經籍志考證》、《永樂大典殘二卷》、《元詩選》、《元史譯

文證補》、《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中國書史》、《蒙古研究文獻目錄》、《支那

書籍解題》、《聯綿字典附索引》、《荀子集解》(民國 45 年 7 月 31 日)、《續古

逸叢書》(1956 年 8 月 23 日)。 

2.美國教會的協助 

就文書組移交圖書館典藏的文獻可知，創校初期，另有來自美國方面蒐

購的線裝古籍。 

(1)美國教會的協助，有：《大藏經》、《曾文正公全集》、《大唐六典》、《遼

金時代建築與佛像》、《漢魏叢書》、《鄦齋叢書》、《鄭志疏證》、《天工開物》、

《唐宋元市舶史料》、《蒲壽庚考》、《靜嘉堂秘籍志》、《明季南略》、《稗海》、

《李氏五種合刊》、《書目十種》、《儒林宗派》、《周人經說》、《蒙古源流箋證》、

《繹史》、《蒙古游牧記》、《桐陰論畫》、《飲流齋說瓷》、《匋雅》、《定香亭筆

談》、《小滄浪筆談》、《楚辭》、《萬曆武功錄》、《西康疆域溯古錄》、《穆天子

傳西征講疏》、《禮記正義》、《宋版說文正字》、《資治通鑑》、《論語之研究》、

《支那上古史》(1956 年 1 月 10 日) 

(2)哈佛燕京學社的協助。流通組羅問津小姐於協助整理館藏西文信件

中，發現一封利用哈佛燕京學社 1968 年至 1969 年間撥款，選購線裝古籍的英

文清單。 

此清單羅列：《四庫善本叢書續編》、《無求備齋論語集成》、《無求備齋孟

                                                 
6 見 1975 年 11 月 2 日第 2 版。 



東海特藏整理 

 129

子十書》、《王觀堂先生集》、《羅雪堂先生全集》、《軍政酌宜集》、《殷曆譜》、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明清史料彙編》等九種古籍。以《四庫善本叢書續

編》的 338 冊最多，《無求備齋論語集成》、《無求備齋孟子十書》則是最近常

被問及的書。 

 

3.楊承祖教授引薦者 

本校前中文研究所楊承祖所長，一向關心圖書館的藏書，每每得知有線

裝古籍重製的叢書(如《文淵閣四庫全書》、《中國方志叢書》)，即會建議購買。

1986 年，受楊承祖老師邀請到擔任本校中文研究所講座教授的周法高先生，

將其藏二百多種的線裝古籍 7廉價讓與東海，即與楊老師的引薦有關 8。 

就館藏文獻記載，1990 年中文研究所楊承祖老師亦引薦台北杜其本先生

承讓與東海近四百冊的線裝古籍。 

                                                 
7 周先生的線裝書目已整理完成，於 2014 年 12 月由本館出版。 
8 就筆者所知，李田意教授的贈書也是楊承祖老師的引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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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它 

創校初期，適逢部份由大陸來臺人士基於各種因素，有意脫手自己的藏

書，亦委請友人函告曾校長，希望能由東海價購的，如：《影印二十五史》(劉

崇鋐先生於 1955 年 10 月 27 日函告曾校長)、《四庫全書珍本》(劉克英先生於

1956 年 11 月 13 日函告曾校長)、《木刻十三經注疏》(吳俊升先生於 1957 年 1

月 8 日函告曾校長)。惜因本館已有典藏而予以婉謝。 

三、後記 

近年來筆者從事館藏線裝古籍的整理，發現頗多日本人的藏書章(如「渡

邊千春遺愛書」、「藤本文庫」、「奕學屬稿圖書」、「山崎氏圖書」等)，這些古

籍購自日本當無疑問。是由張伯瑾公使代訪所得，抑是早期師長(如中文系徐

復觀教授、梁容若教授等人)訪問日本時順道購得，因文獻不足還未能確定。 

筆者曾接手線裝古籍捐贈的，有中文系校友林鶴宜教授(任職臺灣大學戲

劇學系)捐贈《古本戲曲叢刊》一套十函(約 2001 年)，120 冊。2005 年周法高

教授夫人捐贈 18 種線裝古籍，2014 年吳福助老師贈送《元刊本楚辭集注》複

製品及一片《漢書》清刻書板。這些都大大地豐富東海的典藏，期待有更多

的文件出現，能建構出館藏線裝古籍來源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