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 言

贈送是本館館藏之一個主要來源，本館長期

以來透過贈送、採購、交換、送存等途徑，增加及

提升館藏的內容。 9 4年度重要且最大批的贈送是

王仍宗先生的贈書，王先生的這批贈書共計 4 , 5 0 0

餘冊，內容包括民國舊籍、有關臺灣之中文書、歷

史類圖書、邊疆與民族類圖書、傳記類圖書、紀念

集（冊）與榮哀錄、中文期刊、日文書刊等。以下

介紹捐贈者王仍宗先生之經歷及捐贈經過、捐贈書

刊之內容。

二、王仍宗先生之經歷及捐贈經過

王仍宗先生為海南島澄邁縣人，生於民國 4年

1 2月初六（農曆），自 9歲起即隨四叔父王俊將軍

至廣東省就學，嶺南中學畢業後就讀嶺南大學上海

分校。其時正值日本侵犯淞滬，「舉國輿論嘩然，

民族禦侮圖存之聲鵲起，因感國事蜩螗，報國有

責，乃應考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 11期⋯⋯畢

業後派往步校工作， 3 0年再入陸軍機械化兵學校

戰車戰術班第 1 2期深造，校方以余績優，擬以上

尉留校，未為余所接受，遄返粵北前線。」（王君

自傳語）抗戰期間，王君前後參與廣東、江西之間

的無數艱苦戰役，力阻日軍前進，曾獲長官當面嘉

許。抗戰勝利後，「充當國防部第二廳中校參謀，

3 7年夏督訓鄭州第二快速部隊，旋改赴華北工

作，行腳遍歷冀、察、熱各地。」曾親撰「西北紀

行」一文記述這段經過。後對西北邊疆頗為關注留

心，惜時間所限，未能作深入採訪。來臺後，「餘

興未減，空閒常涉各大圖書館閱覽，以充實個人學

識之淺薄。」（出處同前）自此王君展開長達 3 0

年、戮力不輟的邊疆文獻蒐集工作。

王君隨政府遷臺後，官拜中校，於民國 4 4年

除役。曾在宜蘭縣當過警官，後轉任警備總部任職

專員， 6 4年調至臺北市南港分局任第六組組長一

職至退休。王君於 4 7年與陳冬清女士結婚，育有

二男一女：長女王潔明女士適李，服務於國軍醫學

中心資訊室；長男王恩海教授為工程博士，任教於

黎明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系；次男王恩南醫師為醫學

博士，擔任臺大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王君於民國

80年3月14日病逝於臺大醫院，享壽76歲。

王君因早年政局動盪，無法安心讀書求學，

直至 5 0年代，在牯嶺街發現舊書這個天地後，開

始有了轉變，原本以蒐集小說書刊為主，後轉向蒐

集歷史文獻，經此重燃當年研究大西北的壯志，開

始蒐集邊疆史料，又經過十餘年的蒐集經驗，發現

範圍過於廣大，力有未逮，且故鄉海南島也屬邊疆

地區，故開始專心蒐集海南相關資料。在蒐集資料

的過程中，為了買書，全家經常無法溫飽，在遇到

不懂的問題時，也常請教學有專精的專家、學者，

如臺大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與各大圖書館館

員，為了資料的完整性還至各圖書館影印相關資

料。自兩岸探親開放後，也曾多次從海外帶回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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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島的書刊資料，他所收藏的海南文獻資料的完

整在臺灣無出其右。在王君過世後，中華人民共和

國海南省的海南大學曾來函洽談捐書事宜，但家屬

在感念先人蒐集不易且思想理念不同而回絕了。王

君生前希望子孫們能有人能繼承相關研究，進而能

建立圖書館以紀念撫養、教育他的四叔王俊將軍及

七叔王毅將軍。其後人雖曾朝此方向努力，但圖書

的經營管理是件專業且繁瑣的事，在經歷兩次蟲害

後，幾經掙扎，最後決定將圖書捐出，以期望專業

的管理，能延續圖書的價值，不負其艱辛的蒐藏。

其長公子王恩海教授在幾經考量並與家人討論後，

認為國家圖書館的資源與條件能給該批書籍最佳的

管理與提供最大的利用價值，而且其妻與本館編目

組同人龍秀瑛熟識，就在龍小姐的牽線下，爰與本

館聯繫贈書事宜。 9 4年8月，在經過懇切的洽談

後，王教授已決定讓本館擇日將該批書運回。後歷

經到王家瞭解書況、兩大卡車載書回館、分批逐次

燻蒸等過程，總算整理工作告一段落，接下來的要

務就是儘速建檔編目，以便提供大眾早日利用。

三、捐贈書刊之內容介紹

（一）民國舊籍

所謂民國舊籍，係指民國元年中華民國成立

後至 3 8年底大陸失守期間在大陸地區的出版品而

言，包括北洋政府（民 1 - 1 7年）與南京國民政府

（民 1 7 - 3 8年）兩個時期。此一時期圖書共 9 2 0餘

冊，屬於北洋政府時期出版之書，如徐世昌全書、

冰心之創作集——超人、中華地理全誌、舊小說、

科學發達史、增訂實用北京指南、泰山、臨城大劫

案、從牛頓到愛因斯坦等共 1 7冊。國民政府時期

有9 1 0餘冊圖書，圖書分類上屬於總類者有 3 0冊，

包括北平近代科學圖書館書目、抗戰以來圖書目

錄、中國鹽書目錄、中國地質文獻目錄、國防部圖

書館圖書目錄、丁香流通圖書館目錄彙編、故宮博

物院出版目錄、中國邊疆圖籍錄、西南問題聯合書

目等目錄 2 0冊，另有樓雲林之中文圖書編目法等

圖書館學書籍 1 0冊；屬於宗教類者有 2 5冊；屬於

自然科學者有 1 8 0餘冊；屬於軍事、政治、外交等

社會科學者有 1 0 0餘冊；屬於邊疆、民族者共 1 6 0

餘冊；屬於歷史類者有 1 7 0餘冊；屬於傳記類者有

91冊；屬於文學類者有150冊。

屬於調查及報告類圖書，如故宮博物院舞弊

實錄、西北鹽產調查實錄、新印交通勘察團總報告

書、西藏手冊草案、東北兵要地誌、民國二十四年

度秋季演習記事附錄、廣東報刊指南、兩廣猺山調

查、廣西凌雲猺人調查報告、瓊瑤各縣農業概況調

查報告、民國 2 1年至 2 7年間外交所部編 7種白皮

書、國際聯盟調查報告書、西北游牧藏區之社會調

查、雷波小涼山之儸民、大涼山夷區考察、重慶至

西寧沿途調查概況、雲南北界勘查記、中國戰區中

國陸軍總司令部處理日本投降文件彙編等書較罕見

難得。

（二）政府遷臺後之出版品

1. 有關臺灣之中文書籍：共 2 0 0餘冊，除臺灣革命

史一書係民國 1 4年新民書局出版者外，其餘皆

為光復後至民國 6 0年代期間臺灣一地所出版

者。光復初期（民 3 5–4 0年）出版者有 1 8冊，

其中書名如臺灣指南、臺灣省機關職員錄、臺

灣兵要地圖、臺灣暴動事件紀實等 4冊係當時之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所

出版，其他特殊者如臺灣及海南島保衛案、中

國向聯合國控訴蘇聯。民國 4 0年代出版者有 1 8

冊，其中有臺灣經濟發展之父——尹仲容所著我

對臺灣經濟問題的看法、臺北市都市建設史稿

及警總所編的查禁圖書目錄等書較稀見。民國

5 0至6 0年代之書有 1 7 0餘冊，以臺灣省文獻會

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所出版者較多。

2. 邊疆、民族類圖書：共 7 0 0餘冊，有關海南島之

中文書籍 9 3冊，有關東北蒙古者共 2 0 0冊，有

關西北者之中文書籍 1 3 0冊，有關西南者共 1 7 0

冊，屬於綜述與概論者 1 2 5冊。以民國 5 0至 6 0

年代所出版者較多。

3. 歷史類圖書：共 4 7 0餘冊，以民國 5 0至6 0年代

出版者為最多。

4. 紀念集（冊）、榮哀錄：5 7冊，包括民國初年及

政府遷臺後重要之學術、文化、黨、政、軍等

各界重要人物，包括弘一大師、董作賓、陳其

美、許世瑛、陳誠、陳濟棠、徐永昌、胡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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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吳稚暉、杜月笙、朱家驊、王芃生、王寵

惠、黃珍吾、黃慕松、謝冠生、卓浩然、徐夢

巖、許世瑛、左舜生、吳鐵城、胡予倩、何

彤、李永新、李振清、羅大愚、駱香林、李石

曾、胡國振、袁守何、潘公展、張季直、湯恩

伯、邵元沖、蔣鼎文、廖耀湘、俞鴻鈞、楊

森、李烈鈞、宋淵源、徐應瑤、賀元靖、盛世

才、堯景福、雲倬飛、吳忠信、居正、姚從

吾、張道藩、白崇禧、毛人鳳、傅斯年、邱清

泉、王家槐、鄭介民、于右任、包遵彭、高奇

峰等共 5 7位。國府遷臺後， 3 0餘年中各界老成

逐漸凋零，其親友門生故舊紛出紀念集懷念，

所以此民國 5 0至6 0年代印刷出版的紀念集為數

頗多。

5. 傳記類圖書：包括日記、回憶錄、年譜、言論集

等共 1 9 3餘冊，以民國 5 0至6 0年代出版者為最

多，40年代與70年代次之。

（三）中文期刊、雜誌

包括國府時期在大陸發行期刊與政府遷臺後

所發行之期刊兩部分。前者共 4 9種，如軍聲週

刊、中央亞細亞（創刊號）、新亞細亞、中央週

刊、良友圖畫雜誌、圖畫時報、劇學月刊、太平

洋、中華法學雜誌、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國立中

央大學社會科學季刊（創刊號）、國立中央圖書館

館刊（復刊第 1號）、圖書館學報（創刊號）、圖書

展望（復刊第1 - 1 0期）、史政季刊（創刊號）、東方

雜誌、大青島、新中華、民主、觀察、史地雜誌、

地圖周刊、西北通訊、福建文化、京滬周刊、樂西

公路半月刊、現代公路、科學畫報、科學大眾、上

海教育、風土什誌、邊疆服務、邊政公論報、新西

北、新希望、長江水利、水利通訊、瓊崖實業、步

兵雜誌、政訓月報、政工通訊、關聲、鹽務月刊、

金融週報、廣播週報、澈底評論、近代郵刊、現代

郵政、新聞天地等，上述雜誌大部分為零星少數幾

期，但有4種是創刊號，極為難得；後者共 6 1種，

其中開始刊行於光復初期者共 1 3 種，如臺灣內

幕、臺灣月刊、文獻專刊、圖書月刊、圖書展望、

歷史學會會刊、邊疆服務、農報、臺灣農林月刊、

風雲新聞、新聞觀察、鈕司、自強旬刊、國立臺灣

大學校刊。屬於民國 4 0年代之出刊者有 1 4種，如

新臺灣、臺灣研究、臺灣文獻、臺南文化、臺北市

文化、自由中國、時代批評、大陸雜誌、新天地、

春秋、軍事雜誌、文史薈刊、中國內政、新聞觀

察。其餘大部分為民國 5 0至6 0年代之刊物，如大

學雜誌、中外畫報、天地人、書目季刊、東方雜

誌、東西文化、圖書月刊、傳記文學、藝文誌、禹

貢半月刊、中山學術文化集刊、中研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集刊、民族研究所集刊、孔孟學報、中國邊

政、中國郵刊等 1 6種。此外尚有地方文獻類，如

中原文獻、陜西文獻、山西文獻、山東文獻、察哈

爾文獻、綏遠文獻、東北文獻、廣東文獻、廣西文

獻、潮州文獻、福建文獻、泉州雜誌、湖南文獻、

湖北文獻、四川文獻、安徽文獻、雲南文獻、海南

文獻、海南同鄉會會刊、丘海會刊、熱河通訊、西

北雜誌、臺灣風物、臺北文獻、臺北文物、彰化文

獻、南瀛文獻等 2 1種。另外有創刊號，單冊者如

大陸遊蹤、邊政學報、東海大學圖書館學報、美術

學報、藝壇雜誌、邊疆文化、邊疆、臺灣人文、東

亞季刊等共 1 0種。上述 6 1種遷臺後期刊冊數達

1,500餘冊。

（四）日文舊書刊

共有圖書 9 0餘冊。其中有關海南島之資料共

4 0餘冊，佔一半以上，出版時間較早者有大正 11

年出版的海南語初步、昭和 4年之海南島�於��

農業調查、昭和 9年之海南島奧地旅行報告，其餘

出版時間則集中於昭和 1 4年至 1 9年之間，其中又

以臺灣總督府內部機構如官房調查課、外事部、南

洋協會臺灣支部、林業試驗所等出版者達 2 8冊之

多。另外 3 0餘冊則皆與中國有關，書名如支那�

長期國防計畫、南支那年鑑、南支那�產業�經

濟、南支五省�現勢、南支那農業經濟論、南支那

民俗誌、南支方面司法事務視察報告書、南支南洋

鳳梨事業、南支那及南洋調查書目錄等，出版時間

也集中於昭和 1 4年至1 9年之間，出版地點在臺灣

者則有9個之多，此大概與七七事變以後日本加緊

侵略中國及以臺灣為南進的基地有密切關係。有關

臺灣者共9冊，其中出版年代最早者為明治4 5年之

臺灣保甲民指箴、大正 2年之討蕃紀念臺灣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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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5年之共進會紀念臺灣寫真帖等、昭和 1 0年的

臺灣番界展望、昭和 1 6年之臺灣於��林業、林

學�關��。雜誌部分有民俗臺灣共 2 6冊（昭和

1 8 - 1 9年）、南支南洋共 1 0冊（昭和）、臺灣�山林

1 4冊（昭和 1 4 - 1 8年）、臺灣總督府情報部部報

（昭和 1 4年）、臺灣時報（昭和 1 3 - 1 4年）、 臺灣農

會報（昭和 1 8 年）、海南島雜誌（日文影印資

料）。

四、結 語

王先生出身戎馬，經濟上說不上富裕，但卻

喜歡看書、買書，在早年物質艱困的 5 0、 6 0年

代，公務人員薪水微薄，王先生節衣縮食買書成

癡，以一己之力，累積書刊 4 , 5 0 0餘冊，最難能可

貴者，還在於其公餘之暇穿梭於牯嶺街、光華商場

等舊書店，眼光獨到的大量蒐購國府舊籍、舊期

刊，著重於各種目錄與邊疆、民族類圖書、臺灣資

料、海南島文獻，又能注意到期刊創刊號之蒐藏，

此種見解，先生早在 3 0年前就已付諸實行，與本

館近年來加強館藏發展的方向不謀而合，使我們採

訪館員深為佩服。而其公子王恩海教授等人也能體

念其父生前蒐書之不易，在其父故去後，辛苦整理

該批書刊捐贈給本館，以提供大眾利用，這也是一

種繼志承業的孝心表現，讓人十分敬佩，而本館則

因此批贈書大大地增加在國府舊籍、臺灣研究、臺

灣光復初期至民國 6 0年代之出版品、海南島文獻

等方面的館藏，飲水自當思源，特以此文表答感謝

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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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
務
報
導
︼一、本刊內容報導國家圖書館業務動態、圖書暨資訊科學新知、專題書目索引選介、圖

書出版訊息，以及國內外圖書館界消息等，竭誠歡迎館內同人和館外同道惠賜相關

主題文稿，以光篇幅。

二、本刊登載以中文稿為限（含譯著），文長以八千字以下為原則，三、四千字之文章

尤所歡迎。若有相關照片、圖片，亦請隨文附上，用畢歸還。

三、譯稿請註明出處，並附原文及翻譯授權書。

四、本刊為季刊，每年2、5、8、11月各出版一期，每期出版前一個半月截稿。

五、本刊除以紙本型式發行外，日後並將轉換為電子資料，以連接網路或發行光碟等方

式發行。來稿一經刊出，按中央政府相關規定致贈稿酬；此項稿酬包括以各種型式

發行之報酬，不另行支付其他報酬與費用。

六、本刊著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本刊享有著作財產權：日後除著作者本人將其個人著

作結集出版外，凡任何人任何目的之翻印、轉載、翻譯等皆須事先徵得本刊同意

後，始得為之。

七、著作人投稿於本刊物，經本刊物收錄後，同意授權本刊物得再授權國家圖書館「遠

距圖書服務系統」或其他本刊物授權之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

務、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行為。並得為符合「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或其他

資料庫之需求，酌作格式之修改。

八、賜稿請投送：10001台北市中山南路20號 國家圖書館秘書室

聯絡電話：（02）23619132分機128

徵 稿 啟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