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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若比鄰，往來無白丁
──記漢學研究中心學術服務二三事

耿立群

民國��年�月��日，國立中央圖書館中山南路

新館啟用；同年�0月�日，我到館任職，開始了我

正式的職場生涯。轉眼��個年頭過去了，我在圖書

館學習、成長，也親身見證本館這四分之一世紀的

演變。

打從一開始，我就在漢學研究中心報到，當

時的名稱是「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年底

才改為現名。��年至��年我被調到秘書室工作，��

年之後又調回漢學中心，服務迄今。漢學研究中心

有兩個組，一個是資料組（�0�年起改稱「資料服

務組」），是具體而微的小型圖書館，自行採訪、

編目及閱覽服務；另一個是聯絡組（�0�年起改稱

「學術交流組」），則是業務內容與一般圖書館差

距最大的一個單位。而我就在這個單位安身立命，

悠遊十數載，樂此不疲。

那麼，漢學中心學術交流組的業務內容是什麼

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學術服務」，我們藉出版

書刊、獎助學人、舉辦學術活動等來服務國內外漢

學研究學者，進而促進漢學的發展。所以，和學術

界人士的交流和互動，是我們主要的工作之一；而

且範圍不限於國內學者，也包括世界各地的學者。

以下略舉數事，談談個中甘苦。

出版刊物是我們最主要的例行業務，目前有

《漢學研究》、《漢學研究通訊》、《漢學研究通

訊電子報》三種，前二者是季刊，電子報則按月出

刊。以筆者主編的《漢學研究》而言，每年的投稿

量是�00篇以上。收到稿件後，要進行初步判斷來

稿內容是否符合本刊宗旨；然後送交編輯委員初審

並推薦審查人，審查人至少兩位，且不限於臺灣的

學者，若其意見相左，還要請第三位審查人審閱；

最後提交編輯委員會議確認後完成審查程序，始能

刊登。我親自處理上述審查作業大約長達十年（現

已交由孫秀玲助理編輯負責），在這個過程中，邀

約審稿學者最為費時，我通常以電話聯絡，先打到

研究室，若屢沒人接，則設法查出其住家電話；若

皆找不到人，就只有以電子郵件聯絡了。當然，國

外審稿者皆以電子郵件邀約。好不容易找到了當事

人，他也不一定答應審查，有時是因事忙，有時則

推託送審論文非其研究所長。此時就得鼓起三寸不

爛之舌，千萬拜託了。運氣不佳時，一篇來稿尋求

四、五位審查人都碰壁的情形也曾發生。所以每年

�00篇的投稿，大約要連繫超過�00人次的學者，其

工作量可想而知。

連繫審稿學者時，有部分是昔日的老師或同學

（包括學長，近年來學弟妹也愈來愈多），這是最

開心的事，除了他們顧念交情不好拒絕外，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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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言順的聊上幾句，公私兩便，不亦快哉！更多

的情形是透過邀約審查或撰寫書評，而結交到新朋

友。一回生，二回熟，邀約幾次以後，自然就熟識

了。於是，有些學者在受邀審查時會說：「我最近

很忙，已推掉數篇審查，看在是《漢學研究》，好

吧！」真讓人感激涕零。也有些資深優秀學者在我

們找了他幾次審稿後，就自行投稿到本刊，可說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這時就品

嚐到平日一點一滴與學者們互動，累積人脈的效能

了。

審查通過的稿件，就要刊登出版。編輯過程

也是一絲馬虎不得，所幸《漢學研究》有堅強的編

校團隊，由王玉琴組員負責，我只要做原則性的提

示即可。我們的編校人員不只竭盡心力校對排版後

的錯誤，還統一各篇體例，以及訂正錯別字、衍文

或脫漏字，和修改不通順的文句。做為主編，我要

求自己儘可能地親自校讀每一篇即將刊登的稿件，

一來做適度的潤稿，再來也檢視編校人員在修改體

例時有無失誤，發生誤改的情形。潤稿方面，主要

是以讀者和編輯的立場，讓文章讀來更順暢，遇有

論述矛盾、證據力不夠，或說明不夠清楚之處，通

常用鉛筆標示於文旁，以提醒作者在二校看稿時可

酌情修正。較特別的一次事例是，某位作者引用一

本西洋文學理論的書，卻採用轉引自大陸某期刊論

文的方式。我查閱此篇大陸期刊論文，發現內容並

不嚴謹，因此建議作者直接引用西洋原書，但作者

認為大陸該篇論文內有兩句話是值得參考引用的，

因此我們在電話中討論如何修訂文章，最後作者採

納了我的建議，調整敘述和引用方式。後來過了許

久，我們在一場討論會上碰面，她還記得此事，頻

頻稱謝。

我們編校時的細心糾誤，常得到作者的肯定，

會在回傳校稿或電子郵件上謝謝編輯部。最讓人感

動的一次，是臺灣大學某教授在寄回校稿時，特別

寫了一封信，說道：「我已經在台灣、大陸、日

本、韓國、美國、荷蘭出版過很多文章，但是除了

美國的一些編輯讓我覺得很專業以外，我第一次經

驗過那麼專業的校對。……若我知道您們的編輯實

力，我應該�-�年前就投給貴報的。您們為台灣相

關期刊編輯人才應該開『編輯班』！！」得到如此

正面的回饋，對認真仔細的辛苦校對人員，是莫大

的鼓勵。

獎助學人也是漢學中心的另一項重要業務。

經聯絡組第一、二任組長蘇精、鄭恆雄編纂先後的

精心規劃，自��年起開辦「協助漢學研究人士來華

研究計畫」（現已改為「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

助」），提供經濟艙來回機票和每月研究補助費，

獎助國外大學或研究機構的教授以至博士候選人，

來臺灣進行三個月至一年的研究。每年大約獎助十

幾位學者，視預算額度而定。實施二十餘年來，共

獎助了約�0國��0位學者。

為了呈現獎助訪問學人的研究成果，打從開

辦初期，當時的館長楊崇森博士就邀請他們演講，

最初係由楊館長親自主持，對象是館內同仁，演講

主題也不限於學術專題，我記得當時來自丹麥的

柯薇薇（Vivi Allan Kjaer）主講「丹麥及其皇家圖

書館」，還播放了一段介紹丹麥的影片，包括樂高

（Lego）產業和樂園，拍得十分活潑，讓人印象深

刻。其後學人演講漸漸制度化，凡助理教授以上受

獎者都要舉辦公開學術討論會，博士候選人則視其

意願決定舉辦與否，本中心並邀請國內相關領域的

學者擔任主持人，另廣發邀請函和公告周知，讓國

內外學者有相互切磋討論的機會。近年將訪問學人

的學術討論會定名為「寰宇漢學講座」，經錄製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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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講者授權後公布於本館網頁。英國倫敦大學亞非

學院羅達菲（Dafydd Fell）教授曾表示，這樣的做

法很先進，方便其學生在英國也可以聽他的演講。

我們通常鼓勵學人用中文發表演講，很多人都

勇於接受挑戰，且對自己第一次用中文做學術演講

感到自豪。但也曾出現意外狀況。有一次，一位博

士候選人在我們排定討論會並展開宣傳之後不久，

就突然失去聯絡，而在討論會前幾天，本中心竟然

接到醫院的電話，說他酗酒數日，已酒精中毒，我

們只得緊急處理，安排他住院戒酒，並通知他母國

駐臺代表處協助。而戒斷處理是住在精神科病房，

那是我和同事廖箴助理編輯等第一次踏入精神病

房，見識到戒備森嚴，有門禁阻隔，進出都要申請

登記，同時個人皮包還要寄存，送食物給病人也有

禁忌名單。原來此位訪問學人因準備演講太過緊

張，加上當時適巧送別故鄉來訪的友人，遂連續數

日借酒逃避抒懷，引發急症。好在他僅住院一週，

即得以好轉控制。其後隔了一段時間，本中心又重

新安排他的學術討論會，順利完成，講得也頗不

錯。

我們接待訪問學人，除協助其辦理簽證、開

戶，提供研究小間和指導利用圖書館，發放研究補

助費等「例行公事」外，總是抱著交朋友的心情，

為離鄉背井的他們多些設想與關懷。例如，提供可

靠房東名單，必要時還陪他們去看房子；介紹臺灣

相關領域的學者供其研究上請益問學；遇有辦公室

同事慶生或喝下午茶，常邀請當天在本館閱覽研究

的訪問學人一起吃吃聊聊。偶而在端午節或中秋節

前，心血來潮也想讓訪問學人感受一下我們過節的

氣氛，就辦個邀請全體在臺訪問學人的茶會，準備

些粽子、月餅、珍珠奶茶、綠豆糕、蓮霧、荔枝等

臺灣應節或特色美饌鮮果，與學人們共享聯誼。這

些都由本組同仁自發自費辦理，有一、兩次，我還

清晨四、五點鐘下廚，做兩樣拿手菜帶到辦公室，

供端午節餐會食用。這樣的聚會效果頗佳，所以從

��年本中心受外交部委託，承辦「臺灣獎助金」的

行政和接待事務開始，正式把春節等三大民俗節

日之訪問學人的餐（茶）會編列預算辦理。其後規

模就日益擴大，去（�0�）年中秋節首度在館外舉

辦，我們選擇國家二級古蹟臺北市中山堂，與「臺

北書院」合作，舉辦「茶與樂的對話」，一邊品茗

專業茶人沖泡好茶，一邊欣賞古琴、笛子和京劇表

演，茶會後並參觀中山堂，安排古蹟導覽，學人們

都印象深刻，意猶未盡地流連忘返。

我們熱誠友善的對待訪問學人，也同樣獲得

他們熱情善意的回應。不少學人每年聖誕節都會寄

卡片問候本中心同仁。多年前獎助過的學人，再度

來到臺灣開會或蒐集研究資料，經常特地造訪本

中心，和昔日老友打聲招呼。有時也會帶些糖果餅

乾，所以本中心同仁常有口福，品嚐來自世界各國

的甜點。比較特別的一次，是我們收到歐洲某學人

快遞送來西華飯店的蛋糕，原來那次她來臺，是陪

同該國總理夫人正式外交拜訪，擔任翻譯，所以無

暇到本中心坐坐，而特地訂購其下榻旅館的蛋糕送

來，表示問候之意，真是令我們感動不已。

因為有漢學研究中心，讓我這個學歷史的人，

能在圖書館工作二十幾年，發揮所學，也不斷愉快

的學習新知，更從中體會「學術服務」的意義和樂

趣。也因為漢學研究中心，讓國家圖書館的服務

層面更加擴大多元，與國內外學術界建立更為密切

良好的互動。在國家圖書館慶祝八十年館慶之際，

深切地希望漢學研究中心也能夠永續存在，蓬勃發

展。

      

天涯若比鄰，往來無白丁――記漢學研究中心學術服務二三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