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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編輯 

一、前  言

1957 年，國立中央圖書館（1996 年更名為國

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尚在臺北市南海學園設

館時期，時任館長的蔣復璁先生與臺灣治宋史之方

豪、姚從吾、趙鐵寒及程光裕等諸教授共議下，成

立「宋史討論會」。該會於 1958 年結束之後，研

究宋史的前輩們又在 1963 年發起新組織，定期在

央圖舉辦座談會，至 1986 年 11 月 30 日期間共舉

辦 94 次，形成臺灣重要學術社群。2021 年 9 月，

欣逢漢學研究中心成立四十周年，本館不僅獲得主

持宋史研究會多年的王德毅教授捐贈畢生藏書，同

時與治宋史名家黃寬重教授、梁庚堯教授捐贈成立

「大觀玄覽 宋史研究資料典藏專區」。同年 12 月

17 日宋史座談會亦重返本館，辦理第 212 次討論

會。

宋史座談會雖不隸屬館內組織，但其與本館推

動漢學研究，引領全臺乃至國際漢學社群，息息相

關。為使館內同仁與學界認識本館與宋史座談會之

互動緣起，以下略述梗概。

二、蔣復璁與宋史研究

蔣復璁先生系出浙江海寧書香門第，其先祖以

收藏善本及金石法帖著稱。先生原出身北京大學哲

學系。1930 年代曾於德國柏林圖書學院就讀。儘

管返回中國後多在圖書館界任職，但對於漢學的推

動或研究之耕耘，實有脈絡可循，如在 1930 年至

1932 年留學期間，與德國普魯士科學院（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漢學教授弗蘭克（Otto 

Franke 或譯為傅朗克）互動頻繁，期間並協助聯繫

胡適成為通訊員。1940 年至 1941 年，其主持之「文

獻保存同志會」在對日抗戰期間，搶救成千上萬善

本古籍，更為後世留下讀書種子。

1949 年蔣復璁先生應聯合國之邀請，赴歐洲研

究圖書館組織，越半載，原擬出席第五屆聯合國教

育科學與文化組織（UNSCO）大會未果（註 1）遂

束裝返回中國。當時國共局勢逆轉，廣州陷共，國

立中央圖書館亦已併入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

管理處。因此，蔣氏乃寓居香港，至 1951 年 5 月

獲中樞同意入臺。初期於國立臺灣大學教授國文。

1952 年，蔣氏在臺灣大學歷史系姚崇吾教授協助

下開始研究宋史。據其自述：「民國四十年（1951

年），余執教於國立臺灣大學，與姚從吾兄同室讀

書，姚兄固治宋遼金元史者，故滿室皆宋遼金元史

料也。余見獵心喜，因亦取讀宋史，且與姚兄香與

商榷，頗得朋友切磋之樂」（註 2）。

姚從吾教授不僅與蔣氏同樣出身北大、留學德

國多年，且其追隨的弗蘭克教授亦與蔣氏熟稔。

根據本館特藏文獻組資深同仁張子文先生生前口

述，當時姚從吾教授為幫助孤身在臺的蔣氏在臺大

繼續任教，甚至將個人的宋史授課講義稿提供蔣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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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另外，據王德毅教授所述，海外學者但知姚

從吾教授以治遼金元史著稱，「而不知先生對宋史

亦極專精，也可說是以宋史為中心而推及於遼金元

史。研究遼金元史必須通知宋人有關著作，熟習宋

人的記載。」（註 3）姚氏於抗戰時期在昆明西南

聯大教授宋史。（註 4）復以姚氏「生性忠厚，喜

歡暗中幫助人而不求人知。與錢賓四、蔣慰堂、毛

子水是患難之交，多有往還。」（註 5）

有了宋遼金元史學術巨擘姚從吾教授的支持，

對於當時在臺無處施展圖書館專業長才，身心備受

煎熬的蔣氏，絕對是一大鼓勵與支持。當時在臺的

資深宋史專家還包括方豪、趙鐵寒等多位教授，他

們與蔣復璁之間的互動逐漸形成宋史研究網絡。蔣

氏隨即在 1953 年首度發表文章〈宋代一個國策的

檢討〉，後刊載於《大陸雜誌》9 卷 7 期。蔣復璁

先生「治學明敏，識見精透」，（註 6）在人際交往、

處事風格上亦快意恩仇。由於這段與宋史及宋史同

道的交流因緣，讓蔣氏在 1954 年央圖在臺正式復

館回任館長後，「一有餘暇，仍視宋史為業餘惟一

之良伴」。（註 7）一生發表宋史相關論文共計 12

篇，其中涉及北宋者 11 篇、南宋者 1 篇。（註 8）

三、央圖於南海學園復館後宋史研究學術
社群的開展

( 一 ) 宋史討論會 ( 1957 年 )

央圖奉准在臺復館後，1955 年 9 月正式遷入南

海學園，設址於原國語委員會所在之日治時期建功

神社舊址。1957 年夏，方豪教授代表臺灣參加在西

德舉辦的「第二十四屆國際東方學家會議」與「第

十屆國際青年漢學家會議」，返臺後有感於本地宋

史學界應與歐美地區的漢學研究接軌，因而成立

宋史討論會（或稱宋史研究會）。地點選擇在央圖

館舍前院左右兩側之鐵皮屋。該會主要由臺灣省立

師範大學程光裕教授擔任聯繫，臺灣大學曲顯功教

授擔任文書，每次參與者約 10 人，後因程光裕於

1958 年赴新加坡南洋大學應聘執教，該會活動暫告

停止。（註 9）同年 6 月教育部中華叢書委員會出

版《宋史研究集》第 1 輯，即為其活動成果。第二

輯則要等到 1964 年由宋史座談會成立後，賡續出

版。此系列研究論集自 1958 年至 2006 年為止，共

計出刊 36 輯，每輯約收錄 10 至 20 篇宋史相關領

域論文。

( 二 ) 宋史座談會 ( 1963 年迄 1986 年 )

1963 年 11 月，美國宋史大家史丹福大學劉子

健教授來臺，聯繫籌辦美國各大學聯合中文研習

所，獲臺大歷史系邀請開設宋史專題課程，介紹美

國與世界宋史研究成果。他對於連結臺灣與國際宋

史同道之間的交流極為重視，這一點與方豪教授等

人力倡的活動理念契合。因此同年由劉氏邀請姚

從吾，趙鐵寒、方豪以及蔣復璁等四位先生共聚南

港，後來又加上中央研究院全漢昇教授、臺灣大學

屈萬里教授共同發起宋史座談會。他們「不要名，

只求實」，（註 10）在沒有立案的狀況下組織起來。

而由於蔣復璁先生的支持，座談活動地點即設於央

圖南海學園館舍，最初每個月集會座談一次，邀請

專家學者報告，形成臺灣重要的學術社群。其主持

人先後由趙鐵寒教授（1963–1972）、中國文化大

學宋晞教授（1973–1999）、臺灣大學王德毅教授

（1999–2016）擔任，目前則轉型由參與學者通力

合作，以輪值承擔的方式持續運作。除沿襲以往之

演講、討論會形式外，也舉辦工作坊、合宿等活動，

使學術研究仍得以傳承遞進。

宋史座談會能夠成為臺灣與國際宋史學界對話

的橋樑，固然有賴於發起之學界先進，如姚從吾教

授不僅每次聚會必到，且每到必定發言，為後輩樹

立了典範，同時也產生領導作用。（註 11）另一

國家圖書館與宋史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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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對宋史具有特殊情感的蔣復璁先生除了以央

圖為後盾，提供場地，由館員協辦庶務，並聯繫國

立編譯館協助印製《宋史研究集》。此外，央圖並

積極整理，出版館藏之珍善本古籍與書目，如：《臺

灣公藏方志聯合目錄》（1957）、《國立中央圖書

館善本書目》（1958）、《國立中央圖書館宋本圖

錄》（1958）、《臺灣新印國學書目》（1958）、

國立中央圖書館金元本圖錄》（1961）等，傳布研

究成果，對於國際宋史學界無論是研究及教學的助

益，影響更為深遠。

不過，根據追隨蔣復璁先生多年的章以鼎先生

回憶，當 1966 年 9 月 21 日，教育部借調臺灣大學

屈萬里教授擔任中央圖書館館長後，屈蔣二人因治

館理念不同，央圖遂不再為宋史座談會專室設置專

人服務。（註 12）但此一偶然事件並未影響該會

與央圖的關係。至 1986 年 11 月 30 日第 94 次座談

會，由葛紹歐教授報告「宋代湖州的文教」為止，

此前活動均在央圖館舍舉行（1963 年至 1986 年）。

後央圖遷移至中山南路新址，該會遂另擇其他場地

辦理討論會。至 35 年後，也就是 2021 年 12 月 17

日才再度於本館舉行活動。

四、結  語

2021 年，曾被稱譽如「漢朝董仲舒一類的學

者，下幃講授，可以三年不窺園」的王德毅教授，

在黃寬重教授協助聯繫下，不僅慷慨捐贈畢生藏書

與手稿，也將過去所保留之宋史座談會會議紀錄、

宋史座談會銜牌，以及趙鐵寒教授、姚從吾教授等

治史名家手稿、講義、書信一併捐贈。宋史座談會

自 1963 年起，將近一甲子的經營，均與央圖在臺

復館初期歷史密切相關。其恢弘壯志，「倡導宋史

研究，提掖青年學子，志在共同開創宋史研究的新

局，期與世界各國研究宋史學者齊頭並進，若能本

一貫之精神，持永恆的努力，進一步能領導國際宋

史學界。」不僅讓蔣復璁先生在原本圖書館專業以

外，開展出另一片學術天地，亦對本館推展國際漢

學學術交流、學術資源蒐集、古籍整理活化，皆有

所啟發與貢獻。

本文不揣淺陋，整理先進故事軼聞，一則為宋

史座談會在本館之活動留下紀錄，也期盼同道領略

前人推展漢學之識見與成就。未來有關宋史座談會

相關文獻，將待學者專家整理之後，陸續開放查詢

使用，相信有助於探討此間史學變遷之足跡，見證

臺灣發展漢學之一頁。

1970 年 2 月宋史座談會成員於方豪教授演講後在央圖館
舍前合影（出自《姚從吾先生哀思錄》附圖）

王德毅教授捐贈宋史座談會相關文獻與文物（110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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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本文撰寫過程承蒙黃寬重教授、劉靜貞教授提

供寶貴修正意見，謹此致謝。）

註釋

註 1：有關蔣復璁先生出席會議名稱，目前相關文

獻均記載為奉派出席 1950 年召開之第五屆

UNSCO 大會。但根據《總統府公報》所發

布之中華民國出席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

織第五屆大會代表派令，擔任代表僅有李書

華、段茂瀾、溫源寧、陳源、胡適等人。第

四屆出席代表亦無蔣氏。1949 年 10 月他就

已離開巴黎，並未出席第五屆大會。

註 2：蔣復璁，〈自序〉，《宋史新探》（臺北：

正中書局，1965 年）。

註 3：王德毅，〈姚從吾先生對宋遼金元史的貢

獻〉，《宋史座談會成立三十周年學術討論

會文集》（臺北：宋史座談會，1994 年），

頁 43。

註 4：程光裕，〈祝賀宋史座談會成立三十周年〉，

頁 60。

註 5：李守孔，〈紀念姚從吾先生百歲冥誕發言〉，

《宋史座談會成立三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文集，

頁 55。

註 6：蔣故國策顧問慰堂先生治喪委員會，〈蔣復

璁先生傳略〉，收入中國圖書館學會編《蔣

復璁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臺北：中國

圖書館學會，1998 年），頁 2。

註 7：蔣復璁，〈自序〉，《宋史新探》（臺北：

正中書局，1965 年）。

註 8：宋晞，〈蔣慰堂先生對宋史研究的貢獻〉，

《蔣復璁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頁 44－45。

註 9：程光裕當時係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史地系副教

授、曲顯功當時任職於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

學系。程光裕，〈祝賀宋史座談會成立三十

周年〉，頁 59。

註 10：康豹，〈劉子健先生國際間宋史研究的貢

獻〉，《宋史座談會成立三十周年學術討論會

文集，頁 23。

註 11：王德毅，〈姚從吾先生對宋遼金元史的貢

獻〉，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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