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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館藏贈書目錄｣兩種的序文 

陳惠美  

參與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線裝書整理，將近十年。最初以善本書之整理

為主，依經、史、子、集順序，陸續撰寫整理結果。當時注意到館藏線裝書

中，有一類很容易被忽視：東海師長捐贈藏書中的線裝書，因而建議將贈書

專櫃中的線裝書，採系列式的整理，可單獨成書。之後，慢慢地也有成果，

除了在《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刊布，也匯集成書、正式出版。目前，方師

鐸先生、戴君仁先生、李田意先生、周法高先生四位的贈書線裝書都已完成，

徐復觀先生與張學良先生的贈書，則仍在處理中。近日，聽聞圖書館將有重

新設計各師長贈書目錄封面的增印計劃，東海中文系亦投入人力、物力協助

整理館藏徐復觀贈書，著實令人振奮。 

 

筆者於碩士論文寫作時，研究藏書家。這樣的養成背景，於書集結出版

時，讓筆者不自量力的，想從師長的藏書去印證藏書、讀書、研究之間的關

聯。其中，方師鐸先生、周法高先生的館藏線裝書中，有較多的蛛絲馬跡，

已撰寫成文，略論其治學方法 1。而李田意先生、戴君仁先生兩位的贈書，則

僅於出版印行時，撰寫序文，說明整理歷程。 

                                                 
 僑光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1 參見〈從東海藏周法高先生藏線裝書略談其治學〉(《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第 160

期，頁 56-64，2015.01.15)、〈重編《方師鐸先生贈線裝書目》有感兼略論其治學之道〉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5 期，頁 33-38，2016.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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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李田意先生藏《南強詩集》，作者為林資修，卻由戴君仁先生代贈，可

藉以探討三位先生之間的交往，與何以代贈的原委；戴君仁先生藏之通志堂

本《大學纂疏》，葉四十二的書眉有墨筆題：「呂氏大學解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

後后知至」，「呂氏曰致知格物脩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者如理既窮則

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默而識之」等等；亦可進一步探討其讀書的方法。

原先，覺得未能就整理所見撰寫成完整的文章，有些失落。 

 

近來則另有想法：從藏書中的札記看師長的治學方法，或屬管窺蠡測，

但多少可提供研究者瞭解的方向；而當時未能歸納其治學之道，僅能如實記

錄當下所見者，分別繫附於各書條目中，未嘗不是為研究兩位師長者提供註

記、追查的訊息？有感於此，將原先繫附於兩位先生贈書目錄中的整理〈序〉，

刊布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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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田意先生贈線裝書整理序 

應謝鶯興先生之邀，加入整理東海線裝古籍行列，至今已三年多。而整

理古籍的成果，延續原有善本書簡明目錄(經部、史部)的作法，將每個月檢查、

整理的結果，刊載於《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希望藉由《館訊》是月刊的形

式，能提供讀者最新的整理結果，當作研究參考。其中，善本書的整理，完

成子部、集部(楚詞類暨別集類)。 

除原有館藏線裝書，有感於東海師長捐贈藏書，造福來者的盛意，亦陸

續整理圖書館特藏室贈書專櫃，其中凡採線裝形制的，無論其時代、印製方

式，皆列入線裝書目錄。這一系列，包括徐復觀、戴君仁、周法高及張學良

等諸位先生的線裝書，已陸續整理，予以刊布。而最近一年來，則以李田意

老師贈書專櫃中的線裝書為主。 

 

回想研究所時，碩一的震撼教育是「漢學英文」，而授課教授即是李老師。

剛開始，老師似乎打算讓同學自行閱讀，課堂上逐篇討論該研究論文。然而，

兩次以後，老師調整教法，讓修課同學先回家預習，而後課堂上逐句、逐段

講析。當時查字典，可以說是高三以後，頻率最高的一段時間。進度很慢，

可是李老師很有耐心地講漢學，也上英文課。後來，旁聽老師的小說課程，

不論是講課或同學的提問、報告，各類小說引證，信手拈來。總讓人贊嘆學

之博且深。 



論文 

63 

近兩年，上課時常常掉東落西，記憶明顯不如前，但有些部分卻可藉由

推闡，略復原樣；而面對程度每況愈下的天兵學生，往往只能皺眉嘆老師難

為。此時憶起以往李老師上課的種種。可推想老師的持續積累，真積力久；

當時耐心聽我們結結巴巴唸英文，其中所蘊含的教學熱誠，又豈是後生晚輩

的我們所能及。 

在整理李老師贈書之初，本來想從中找尋印證老師如何積累的痕跡。起

初見批註之處很少，不免有點失落。現在想來，或許藏書，對於李老師而言，

僅是查找的工具，得魚忘筌，自然就不需再留下贅語了。 

戴君仁先生贈線裝書整理序 

筆者首次聽聞戴君仁先生的名字，是在修習李孝定老師的「文字學專題」

課程上。李老師談到「同字異形」，曾提及戴先生的意見，當時在課堂上聽得

似懂非懂；後來李老師針對戴先生「同字異形」的說法寫了一篇<平議>2，細

讀之後，才較了解其中的脈絡。不過，對戴先生仍僅止於他在文字構造上的

種種見解。 

其後，在東海大學圖書館的特藏室工讀，知道館藏當中有戴先生的贈書；

前幾年，加入特藏線裝書資料的整理，才真正接觸到戴先生所贈線裝書。而

透過謝鶯興先生所編纂的「東海名人錄系列」及<戴君仁先生著作目錄>(見附

錄一)，了解戴先生是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創系主任，規擘系務。逝世後，

藏書又捐贈東海圖書館，嘉惠東海人。至此自嘆後生小輩不讀歷史，以致輕

忽前人的貢獻。 

在整理完李田意老師贈與圖書館的線裝書，並印行出版之後，整理線裝

書的工作仍然持續進行。戴君仁、周法高、徐復觀及張學良等先生的贈書，

陸續依類(先進行「經部」)將簡明目錄完成，並陸續刊布於《東海大學圖書館

館訊》，以供讀者參考。 

日前，戴先生所贈線裝書整理已告一段落，因此打算依前例出版，匯整

各篇已發表的成果，再檢視體例是否一致、原先處理是否得當等問題，並編

製索引，附上書影，以便於利用。 

經整理後，知其所贈之線裝書，可分為六大部：經部 31 種，史部 27 種，

子部 20 種，集部 40 種，叢書部 4 種，方志部 1 種，計 123 種。共 1316 卷，

562 冊。 

                                                 
2 即<戴君仁先生同形異字說平議>，見《東海學報》30 卷，頁 41-52，民 7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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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些書是作者贈與，有親筆題贈，或可作為研究的資給；有些書

當歸入叢書專著類，但原先是分散編目、置放，或許也呈現互著、別裁等問

題是值得探討的。 

 

《續甲骨文編》作者題字      《四照花室曲稿》作者題字 

此外，檢核過程中，有一種列為戴先生贈書(《儀禮喪服釋攷附索引 》)，

卻未見鈐蓋戴先生藏書章(見附錄三)；有兩種書(《長江萬里圖》、《佛說阿彌

陀經》)，則遍尋未見(見附錄二)，因此另為標註，闕遺待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