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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國家圖書館自民國22年在南京成立國立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以來，即以蒐
集國家重要古籍文獻為任務之一。尤其是在抗戰期間，與上海幾位關心國事
的學者合作，組成「文獻保存同志會」，大量蒐購古籍文獻，以免國家文化
財產流落海外。勝利後，又接收汪偽組織要員陳群一批為教不少的珍貴圖
書。後來，隨政府播遷，館藏善本古籍亦運抵臺灣。為使古籍收藏更加豐
富，除零星購置外，並呼籲公私捐贈；而在古書版本方面，亦留心清中葉之
後典籍，以彌補舊藏普通本線裝書未及運臺的缺憾。75年中山南路新館舍落
成，設備現代化，館藏古籍文獻的維護益受重視。 

  由於購書經費有限，各界捐贈自然也成為館藏古籍文獻主要來源。歷年
來，幸賴公家機構以及民眾的支持，頗有一些收獲。其中數量較多的，如民
國62年行政院捐贈人埔書庫線裝書八千餘冊；82年烏拉圭國家圖書館捐贈我
國元老李石曾先生所創立「中國國際圖書館」內舊籍近五萬冊；85年嚴靈峰
先生將其寄存於本館的「無求備齋諸子書」一批逾萬冊正式捐贈本館典藏，
珍貴舊籍佔相當數量。此外，立法院王化民委員、湘潭袁孝先生分別捐贈家
藏善本；藥學哲先生捐贈其尊翁葉惟善先生清末就讀南菁學堂的課業手稿，
王東明女士捐贈其尊翁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遺物，皆具收藏價值。 

  民國87年11月，本館接獲國防部軍事情報局電話，告知所屬雨農圖書館
藏有線裝古籍一批，願意捐贈給本館。該批收藏原是軍事情報局創始人戴笠
將軍在抗戰期間，因工作關係遍歷大陸各地，而用心蒐集所得的部分成果，
具有時代意義；國防部顧及這批文物得能長久保存，認為轉贈給本館典藏是
最佳辦法。本館派員實地參觀及初步研商後，同意接受捐贈並予以典藏。同
年12月，軍事情報局贈書運抵本館後，立即著手燻蒸消毒工作，為感謝軍事
情報局隆情厚誼，本館誠邀該局商議，擬於戴先生逝世53周年期間舉行贈書
儀式，本館並先行對該批贈書作初步整理。 

二、贈書典禮 

  經過事先的辛勤籌備，「國防部典藏古籍文獻捐獻儀式」最後訂於民國
88乍3月8日在本館文教區貴賓室隆重舉行。原訂由國防部唐部長飛和教育部
林部長清江共同主持這項儀式，後因另有重要公務，兩位部長無法蒞臨，於
是改由軍事情報局局長徐筑生中將與本館莊芳榮館長共同主持。 

  儀式開始，首先轉達教育耜林部長之賀詞。大意如下：國防部此舉就像
將寶劍贈給俠士一般，讓珍貴的國防得到最好歸宿，本人深表敬佩，同時亦
相信國家圖書館不會有負所託。為了提升國家競爭力，教育部正積極推動
「終身學習」，圖書館是落實這個構想的最佳機制。「終身學習」向來即為
圖書館主要宗旨之一。而國家圖書館堪稱圖書館中的圖書館，自應重視歷代
珍貴圖書文獻的採訪、蒐集、保存與整理，提供大眾全面的、有用的資訊，
透過這些資訊，大眾可以從傳統中學習，豐富現代生活，以及開啟未來遠
景。但只靠國家圖書館本身，力量有限，還希望無論任何機關團體以及社會
大眾都能從存續文化資產的角度著眼，共襄上舉。國防部這次慷慨捐贈，其
中古籍超過一萬冊，像這樣大數目，並不常見，無疑起了激勵作用。本人誠
懇的呼籲各界繼續支持國家圖書館充實館藏，追求進一步服務。 

  隨後，莊館長亦感謝國防部的慷慨捐贈，並對國軍官兵保存國家珍貴文
獻所付出的努力十分感動，他向圖書館保證一定會好好維護這批贈書，將來
妥加整理，開放讓讀者研閱。還透露為使大眾容易查找古書，本飽已與各有
關收藏單位合作，在全國圖書資訊網上編製「古籍聯合目錄」，古籍文獻的



普及利用將更上層樓。就拿圖書館這批贈書來說，不久之後大家便可以在家
中電腦查到有關的書目資料。 

  軍事情報局徐局長則代表國防部表達欣慰和慶幸的心情，接著向與會貴
賓介紹在場的雨農將軍哲嗣戴以寬先生，大家報以熱烈掌聲。之後，徐局長
繼續致詞說：國家圖書館館藏豐富，尤具任善本保存方面，為當今漢學研究
者所重視，今日雨農圖書館的古籍文獻轉贈國家圖書館，得以發揮最大功
能，可謂適得其所。隨而又表眾：中華文化悠久博大，對世界風潮的創新具
有相當啟發作用，未來如何由中華文化中孕育出更深厚的情感與更淳樸的民
心，實有賴對文化遺產維護工作的落實。此外，冀望這次贈書能強化國軍與
教育界關係，兼具讓國軍官兵都領悟到「終身學習」的真正意義，共同提振
中華文化研究風氣。 

  儀式的最後，邀請中國圖書館學會張鼎鍾理事長致詞。張理事長當天身
體雖感不適，但仍然笑著說這是極具意義、值得慶賀的大事，三八婦女節慶
況活動可以不去參加，卻決定抱病也要親自出席贈書儀式。她並鼓勵大家用
實際行動來支持圖書館事業的振興，一起建立書香社會。 

三、贈書選介 

  為使來賓瞭解此批贈書內容，特別挑選部分古蹟文獻於會場陳列展示。 

  國防部所捐贈圖書資料，經初步整理，包含古籍10,917冊、拓本384幅
（冊），以及輿圖42幅。其中古籍多夾附「戴公圖書」書簽，輿圖則有「群
英圖書館藏書」書簽。又所捐贈古籍，可考見的藏書印記約有三個，即：
「四一圖書館賜存／卅五年四一紀念日江蘇省政府調查統計室敬獻」藍文長
方無框戳記、「『四一』十四週年紀念／周生祥集獻」橫式藍文長方戳記、
「程印／國樑」朱文方印等，碑帖拓本若干有署「民國二十二年秋，褚民誼
題」的書簽，書口又鈐有「褚民／誼印」朱文方印，但其中部分書簽的署名
已被割去。此外，「紫光閣功臣小●並湘軍平定粵匪戰圖」一書扉葉有題
識：「民誼生企將有歐洲考察衛生教育之行，特贈此冊以供途中遣
興。⋯⋯」旁署「十七年二月七日識於南京之大學院」，並鈐有「杏佛」朱
文方印。查褚民誼，浙江吳興人，留法醫學博士，同盟會會員。早期曾任廣
東大學醫學院院長、中央執行委員。後投汪偽組織。 

  古籍部分，佔此次捐贈的絕大多數，諸如十三經．二十五史、方志、先
泰諸子、名臣大家詩文以及叢書各類，大抵屬國家基本讀物，幾乎全為清代
中葉以後版本，對急待充實普通本線裝古籍收藏的國家圖書館來說，館藏將
更臻完備。平期版本雖然較少，但如《文獻通考》一書，係元泰定元年
（1324）西湖書院刊後至元五年（1339）修補本，版面漫漶，應屬後印，而
僅殘有卷83至卷96，恰是本館所藏同一印本佚卷的一部分，實感欣幸。 

  拓本部分，含碑帖、墓誌銘之類，為數不多，卻相當珍貴。如「魏曹真
碑」、「黃鶴樓鵝宇碑」，坊間罕見：「仿董其昌書」巨幅，上刻「萬幾餘
暇」印記，據傳清康熙皇帝酷愛董氏真蹟，經常取作法帖臨池，此疑即康熙
所仿，足供觀賞。又如「宋淳化閣法帖」，拓印較一般坊本清晰。此外，如
漢隸中著名的「史晨碑」、「禮器碑」，以及唐石經春秋二傳、隋唐人墓誌
銘近百種，都具有史料價值。至於輿圖，如民國24年新綏長途汽車公司總管
理處所印路線圖等，可發思古幽情。 

四、結語 

  古籍文獻的蒐集與保存，影響傳統文化傳承至為鉅大，政府有關單位固
宜重視，即使社會大眾亦應有所體認，鼎力支持，國家圖書館館藏珍貴圖書
館文獻得來不易，又就國防部軍事情報局這批贈書而言。當年也是歷盡艱
辛，由此看來，國家文獻資料十分可貴，理當珍惜，其他類似公私收藏，復



作如是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