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 言
近4百年以來，臺灣與大陸東南沿海發展出緊

密的關係，特別是在移民活動方面，許多在臺灣發

展超過百年以上的家族，多能透過族譜文獻，找到

祖先在大陸活動的紀錄。相對來說，在此期間臺灣

先後經歷西荷、鄭氏、清領、日治，以及中華民國

統治，不少福建、廣東地區的族譜也記錄了後代子

孫在臺灣繁衍的歷史。 1 9 4 9年以後的大陸民間古

文書契、宗譜、族譜、家譜等家族文獻，因視其為

「封建遺物」，長期不受重視，一直到 1 9 8 0年代在

中國國家檔案局、教育部、文化部的推動下才出現

大規模，有計畫性地徵集、整理。（註 1）從1 9 9 7

年，由中國社科院等編纂的《中國家譜綜合目

錄》，收錄大陸、香港、澳門與日本、美國、臺灣

等地各公私部門笈藏之 1 9 4 9年以前出版家譜，計

有1 4 , 7 1 9種（註 2），以及上海圖書館主持的《中

國家譜總目》從 2 0 0 0 年開始至 2 0 0 5 年初，收到

6 0 , 9 2 1筆家譜條目（註3），都反映了大陸社會對族

譜態度的轉變。其中福建地區各機構收藏 2 , 8 3 6筆

家譜，居中國各省市第 7位，這些文獻主要來自於

與臺灣圖書館界互動較多的福建省圖書館。該館目

前收藏有千餘種家譜，依其性質分屬「福建名

人」、「福建刻書家」、「閩臺關係」、「福建少數

民族」、「福建客家」、「一般姓氏」等 6大類，涵

蓋92姓氏（註4），內容有關臺灣則有數百種。

為了進一步瞭解福建其他單位笈藏臺灣家族

文獻之狀況，本次參訪著重於福州與廈門地區大

學，同時藉由參觀地方青少年圖書館，以及香港地

區研究機構，作為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規

劃館藏方向的參考，由閱覽組何培齊與黃文德兩位

編輯銜命出訪，於民國 9 5年1 2月1 8日至2 2日期間

前往大陸福州、廈門以及香港，參訪單位包括福建

師範大學圖書館、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含人類學博

物館）、廈門市檔案局、廈門市鼓浪嶼鄭成功紀念

館、廈門市兒童少年圖書館以及香港大學亞洲研究

中心、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 Hung On-To

Memorial Library）等。

二、各館參訪紀要

本次參訪首日抵達福州長樂機場，第 1站選擇

建校已逾百年的福建省師範大學。（註 5）1 9日上

午，兩位編輯拜訪位於長安山校區上的圖書館，由

古籍部負責人林劍華先生與鄭小姐接待。該校位於

長安山校區的舊館擁有古籍線裝書 1萬9千多種，

2 0餘萬冊，其中約有百餘部為重新謄錄的族譜抄

本，其書目收錄於該校編纂之《福建地方文獻及閩

人著述綜錄》。（註 6）此外，古籍部還有 1批有關

福建地區的西文書報刊資料，數量約有千餘種，保

存狀況良好，資料類型包括外國對中國的風土記

述、輿地調查、西方傳教士宣教資料、中國方言研

究、國際關係、交通貿易、動植物研究以及歐洲歷

史，而出版年代約介於 1 9至2 0世紀中葉之間。由

於臺閩地理環境接近，因此這批資料對於瞭解西方

人筆下的臺灣印象，頗為重要。除了上述文獻，古

籍部最具特色的典藏應屬「陳寶琛書室」。陳氏曾

任福建省師範大學前身——「福建優級師範學堂」

首任校長，與近代臺灣 5大家族之板橋林家關係密

切。該專室藏書初期約有 3 1 , 2 3 0冊，後來又增加 2

萬冊，始有今日之規模。為提高教育資源共享，該

校已經參與「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C h i n 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

C A L I S），除將前述西文書刊書目彙整到 C A L I S，

預計完成「福建地方文獻及閩人著述目錄資料庫」

與館藏古籍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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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拜訪廈門大學，該校成立於 1 9 2 1年，由

著名華僑商人陳嘉庚捐助，自 1 9 8 0年代開始成為

大陸對臺研究和兩岸學術交流的重要單位。廈大

近年來因經費充裕，無論是在圖書館館舍、藏

書，乃至於國際活動，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表

現。此行參訪廈大獲得人文學院院長陳支平教授、

歷史系鈔曉鴻教授的協助，瞭解大陸族譜研究的發

展狀況、文獻蒐集的經驗，也參觀該校人類學博物

館。陳院長以1人之力在2 0 0 4年完成編成《臺灣文

獻匯刊》百冊鉅著（註 7），其個人著作也以「閩

臺關係」、族群關係、家譜研究為主軸，為臺灣學

界所熟悉。據他表示近年來福建沿海地區經濟蓬

勃，不少成功企業家為了彰顯家業，提高個人身分

與家族地位，投入相當多的資金去翻修老家譜，導

致社會上編修族譜的風氣盛行。然而，受限於文化

素養與撰修動機，很多人誤以為只要有新家譜就可

以將老家譜拋棄，造成古代民間文獻不受重視，甚

至大量消失；新家譜內容充滿功利思想，反而失去

傳統特色與功能。為了保存家族研究文獻，陳院長

在最近 2 0年來以田野調查方式獲得不少民間文

獻，其複印數量將近千餘部，其中 1 0餘冊有關臺

灣之家譜已刊載於《臺灣文獻匯刊》，其餘族譜，

未來將陸續挑選專題出版，目前暫時存放於該校人

類學博物館。該館係由已故人類學家林惠祥教授

（1 9 0 1–1 9 5 8）創立，館內蒐集不少 1 9 5 0年代以前

閩南族群、臺灣原住民族群相關文物、調查報告以

及研究文獻。

2 0日下午，在陳院長的介紹下，拜訪廈門市

檔案局與位於鼓浪嶼的鄭成功紀念館。廈門市檔案

局成立於 1 9 6 0年，現與檔案館合署辦公。根據該

局吳仰榮處長表示，收藏族譜並非檔案局業務範

圍，館藏僅有 8本。不過，在1 9 4 9年以前的廈門市

警察局、鼓浪嶼區等檔案內確實擁有不少有關

1 9 3 5年至 1 9 4 5年期間臺灣人在當地活動的紀錄與

文獻（註 8），可作為家族研究史料。在鄭成功紀

念館方面，該館成立於 1 9 6 2年，位於鼓浪嶼日光

岩山腰。由於鄭成功在臺閩關係上具有指標性意

義，因此紀念館收集不少相關文獻與家譜，其庫房

存有鄭成功歷史文物 4 2 6件、文獻 11 , 4 7 0冊，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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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書豐富的「陳寶琛書室」

廈門大學歷史系鈔曉鴻教授、
本館何培齊編輯、黃文德編輯

（左起）在人類學博物館前合影

位於鼓浪嶼日光岩的鄭成功紀念館



因其中 9件屬於「國家一級文物」，限制參觀，僅

能在展覽廳中看到鄭成功家族相關族譜原件。

廈門市兒童少年圖書館（以下簡稱少兒館）

創立於 1 9 8 6年，目前使用的新館舍建於 2 0 0 1年。

新館舍面積 5 , 0 3 1平方米（相當於臺灣 1 , 5 2 2坪），

主要樓層設有電子閱覽室、低幼閱覽室、中小學生

綜合閱覽室、中小學生文學閱覽室、教育參考閱覽

室、明德英文圖書館、少兒心理諮詢室、音像資料

室等，至 2 0 0 5年已有圖書 3 4萬冊，電子圖書 4萬

冊、視頻資料（Visual & Video Materials）9千多

筆，每年流通圖書 6 0萬冊（註 9），同年獲得中國

「文化部」授予省級一級圖書館稱號。（註 1 0）本

次參訪少兒館適逢該館休館，由陳新鑫先生帶領全

程導覽。初次踏入館舍，因其陳設風格非常類似臺

灣縣市圖書館，加上館員熱心地解說，令人倍感親

切。值得一提的是，少兒館在行政方面的運作，非

隸屬於廈門市圖書館，而是擁有獨立董事會監督管

理，所以在館藏規劃、圖書採購、活動推廣都擁有

高度自主權，經營上較為靈活，譬如規劃有兒童心

理諮商輔導，並獲得美國明德圖書館基金會

（Apple Tree Library Foundation）的支持，成立英

文圖書館。另外，該館也在美商英特爾的協助下推

動「求知計畫」（The Intel崰Learn Program），建立

數位學習環境。

在結束大陸行程之後，轉往香港香港大學亞

洲研究中心（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參訪，並與該中心王惠玲研究員、

黃秀顏博士、何彩滿博士等，就香港口述歷史發

展、家族史料蒐集與數位典藏問題交換意見。該中

心目前正在進行「香港口述歷史檔案計畫」（H o n g

Kong Oral History Archives Project）（註11），除持

續進行理論與研究方法的討論，該中心也推動大眾

對地方歷史、文獻、老照片圖像的認識教育。自

2 0 0 0年到2 0 0 4年期間該中心共採訪完成約2 0 0個口

述歷史個案，這些資料記錄香港不同階層、行業、

團體、社區人士的歷史記憶。所有訪談均已錄音，

每份錄音資料長約 2至1 0多小時不等，以數位化方

式儲存資料；訪談員則由計畫成員、研究員及特約

訪談員擔任。其早期訪談內容的呈現方式，除了保

存錄音，還採取逐字稿方式記錄；後期因經費限

制，文字紀錄改採摘錄方式，提供讀者使用，並依

受訪者意願決定文件開放程度。另由港大圖書館負

責成果的保存與網頁檢索系統的製作，研究者可以

使用關鍵字或主題類目檢索包括政府與政治、經濟

與行業歷史、教育與學校、社區歷史、族群、社會

生活、社會組織、專題、「文化、新聞及傳播」等

9類。（註 1 2）由於「香港口述歷史檔案計畫」方

向與本館「臺灣記憶」系統部分類似，因此雙方也

就資料蒐集與資料服務推廣、應用服務方面，提出

比較。最後，在港大圖書館的協助下，參觀圖書館

特藏部門——孔安道圖書館，暸解一般讀者使用該

部門文獻之相關規定，以及口述記錄的典藏環境。

我們並試著利用其檢索系統，以臺灣（Ta i w a n）為

關鍵字搜尋，結果在口述檔案中有 8 0筆資料與臺

灣相關，顯見臺港在地緣與近代歷史關係之密切。

三、心得與感想

近1 0年以來，由於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發

達，為了彰顯身分，光宗耀祖，撰修族譜逐漸成為

時尚；過去族譜被認為是封建毒草，但在「文化搭

臺、經濟唱戲」的氛圍下，如今搖身一變轉化為具

有社會教化、凝聚華人民族情感（註 1 3）、促進社

會繁榮的無形資源。（註 1 4）此次前往大陸福建

與香港地區，深深感受到經濟對於推動文化事業的

巨大效果，不過在喜新厭舊的心態下，早期家譜文

獻能否獲得一般民眾的重視，不無疑問。另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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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看到大陸學者從「閩臺關係」的研究視角下出

發，展現對臺灣文獻資料蒐集的高度熱情。因此，

以下提出幾點看法與建議，提供國人參考：

（一）蒐集文獻應注意當地研究詞彙與分類方式。

福建地區圖書機構館藏民間文書資料豐富，

與臺灣相關者數量不少，特別是家譜、地方

志書與私人著述，除了特定圖書館如福建省

圖規劃有閩臺專題書目外，其餘多因屬早期

福建相關文獻而未分出。目前國內從事臺灣

研究者習慣從臺灣主體觀點探索資料，然而

在大陸進行研究尋找臺灣相關資料時，應注

意當地研究觀點與資料分類習慣，譬如從

「閩臺關係」的角度切入，應能找到更多早

期臺灣文獻。

（二）大陸民間家譜纂修的商業化程度高，文獻數

位化速度快。當代大陸族譜研究方興未艾，

民間出現不少族譜製作公司，本次參訪雖然

沒有與這些機構接觸，但從當地坊間出版品

與網際網路上的觀察，他們也從事線裝書、

古籍數位化的業務，但因缺乏文物維護意

識，在商言商地結果造成「只見新家譜笑、

不見老家譜哭」，大量舊籍被無意識的棄

置。目前已有部分族譜放棄紙本發行形式，

轉而採取數位化或製作成 D V D、C D等資料

儲藏形式，做法雖然創新，但當地圖書館似

乎很少將其納入館藏，殊為可惜。

（三）大陸官方推動「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

（C A L I S）已有數年，臺灣圖書館界對此並不

陌生。這項數位化計畫，不僅規模大，經費

充裕，對於參與學校提升數位典藏觀念、校

際善本古籍數位資源共享的貢獻宏大，未來

可能造成大陸與其他國家在漢學研究資源的

差距持續加深，厚植其國際學術影響力，臺

灣不能不審慎注意。臺灣研究者在此一潮流

中固然享有語文優勢，似可以利用大陸既有

成果，但國內學界對大陸圖書文獻的掌握程

度則又是另一個問題，導致少有臺灣學者或

研究生前往大陸運用其資料。因此臺灣圖書

館未來可以在這方面提供更多資訊，以協助

讀者進行研究。

（四）大陸圖書館讀者服務水準日趨進步，而且在

民間組織與外商機構的贊助下，獲得不少資

源，逐漸改變他們與讀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譬如推動讀書會、社區圖書室、心理諮商、

「我的圖書我做主」羅織讀者到書店挑書作

為館藏，提高民眾參與感。另外，針對大陸

仍然維持少子化狀態，少兒館裡的小讀者個

個可以說都是家裡的「小皇帝」，自主意識

高，該館也發展出一套相對應的教育訓練，

值得臺灣同類型圖書館借鏡。

（五）在圖書館館員方面，福州與廈門地區圖書館

員幾乎都是大學、碩士畢業，具有外國留學

背景者也不在少數。其圖書館科系畢業的本

科生基層館員第 1年月薪約在 2 , 5 0 0元人民

幣，沿海地區的中階館員甚至有超過 5 , 0 0 0

元左右的優渥行情出現，如果加上其他津貼

與補助，生活可以過得相當舒適。這種待遇

方面的調整，對於吸引年輕與優秀人才投入

圖書館事業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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