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之藏書一向為歐洲地

區漢學家所稱羨，南明時期的資料、早期的聖經版

本、東南亞以及印尼的資料，有關臺灣早期的資料

亦不少，由於圖書館人員的異動，以及自動化起步

晚，許多的後進只知其藏書豐富但不知道真正的寶

貝是什麼。近幾年來在其他國家漢學研究急起直追

之下，漢學院已經加快腳步從事文獻資料的整理與

電腦化，不久的將來將會提供學者更多的資訊與服

務。

依據9 6年1月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館長

雷哈諾（Hanno Lecher）參訪國家圖書館（以下簡

稱本館）並給予本館同人介紹所提供的資訊得知，

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的藏書約為 3 2萬冊，

其中中文為 2 7萬冊（包含中日韓資料），為歐洲 8

大漢學圖書館之第 2，僅次於柏林國家圖書館的 6 5

萬 冊 。 （ 註 1 ） 大 體 說 來 ， 在 1 8 0 5 年 由

J . J . H o ff m a n n成立中文系之前，萊頓大學早在 1 6 1 4

年的藏書目錄中即有 6套1 0冊中文書，只知捐贈教

授的名字而不知書名。 1 8 3 7年左右，藏書 2 3 4本，

係以法國系統，中國南方語言發音登錄， 1 9 1 7年

約略8 8 6本。1 9 3 0年漢學院正式成立，原在總圖書

館的書籍也移至漢學院圖書館，此後才有比較正規

的編目系統，並以Wa d e - G i l e s拼音方式登錄。1 9 4 0

年起採用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分類方式， 1 9 7 6年起

新進書籍之存放方式一改依據標題，而循大小放

置，2 0 0 6年起又重新開始。約從 1 9 9 5年起，漢學

院建置C h i n a b a s e系統，以漢語拼音編目，提供線

上查閱書目，同時也停止了卡片的登錄作業。大部

分的舊籍已經可以線上查閱，但是中文線裝書則僅

能以卡片查詢。至 1 9 7 6年可查的書目資料而言，

約為22,317種冊。

漢學院圖書館的善本書室最初由高羅佩教授

捐贈包含明清時期文學、藝術、音樂、通俗小說約

2 , 5 0 0種 1 萬餘冊的藏書，故以其姓氏命之（ T h e

Van Gulik Room），隨後又有 Go Collection（2 7 3

種，約2 , 0 0 0冊有關1 9世紀及2 0世紀印尼華僑家庭

的資料），Hulsewe Collection, KNAG Collection

（荷蘭最早兩位漢學家 S c h l e g e l / d e G r e y s的藏書）

G u t z l a ff Collection，另有明代寶卷、蒙古以及滿州

善本書，明清孤本等。微捲微縮片部分則有民國時

期的中文期刊、戰後期刊報紙、由臺灣以及中國大

陸交換或購買而得的明清善本書以及 U M I博士論

文收藏。此外尚有地方志、叢書、公館檔案館、幻

燈片等。（註2）

有關Hulsewe Collection藏書中的大多數，反

映著H u l s e w e研究對象：古代中國法律（包括唐、

後漢、秦），漢代的歷史和考古學，早期新疆的歷

史。這個收藏共有 2 4 1項（本），其中 6 5項是漢學

院圖書館以前沒有的， 4 1項是不同版本書籍，包

含重要研究的早期版本，其餘則為複本書。日文項

目則為 5 9本。有 6 9本是屬於線裝書， 2 7本屬於木

刻版。這些書內容極為豐富，如通志、冊府元龜，

太平御覽、文獻通考。木刻版幾乎佔了他藏書一半

的空間。有2 8篇日文，4篇中文文章並未編目。比

較舊的書，大約是他在中國或日本唸書時期所購

買。多半的複本書則是收藏於他當萊頓大學教授的

時期，一方面為系裡訂購，另一方面多訂一本為自

己收藏，日本資料不少是日本學者送的。至於這些

書的排列，基本上是循著哈佛燕京圖書館的系統，

同時顧及書籍的大小以及裝訂樣式。（註3）

這幾年該漢學院圖書館當然也有許多自動化

系統的建置以及與歐洲其他各圖書館合作的計畫，

以雷哈諾館長近期的簡報報告中即有 1 2種之多，

僅列舉如次：（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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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文研究網路概覽（ I G C S）：由柏林國家圖書

館、海德堡大學合作的虛擬圖書館計畫，由德

國研究基金會贊助，內容上跨越東亞、東南亞

等中文研究。

2. 中文研究數位典藏（D A C H S）：2 0 0 1年由海德

堡大學漢學院發起，萊頓於 2 0 0 3年加入，主要

以著重社會、政治議題資料的保存與網路檢

索。

3. 貴重資料庫應對組織：主要是共同建置購買與分

享昂貴的中文研究資料庫，主要合作單位為比

利時魯汶大學，部分經費由蔣經國基金會贊

助。

4. 電子書：針對ｅ世代年輕人的閱讀習慣，已著

手規劃電子書的簡介。

5. 中國視野：將 3萬片有關中國藝術與文化的幻燈

片數位化並分析解釋編目成為詮釋檔案，目前

已完成一半，經費亦獲得蔣經國基金會的贊

助。

6. 中國文學荷語翻譯資料庫：與香港大學合作提供

跨文化、跨領域之學術研究功能，渴望於 2 0 0 7

年中開始運用。

7. 東亞藝術史指引（A H E A D）：與海德堡大學東

亞藝術史合作，包含研究所藝術史、物質文

化、東亞建築相關討論會、獎學金、師資或工

作需求等資訊。資料範圍暫時鎖定東亞和歐

洲。

8. 中國電影資料庫：目前蒐集 5 0 0部中國電影，可

望於 2 0 0 7年夏天完成詮釋檔案，日後將與大學

的資料庫結合。

9. 中國音樂資料庫（C H I M E）：與歐洲中國音樂

研究基金會合作。資料庫內包含3 5 , 0 0 0不同的樂

曲，目前僅能做區域性的上網服務。

1 0 . A L E P H - C J K：目前正積極整合漢學院使用中的

系統（Chinabase, Pica軟體）於大學線上書目

（U - C AT Aleph500），期許在中文檢索介面達成

更方便、品質更好的讀者服務。

11 .善本書及古籍的整理維護：與英國牛津大學

Bodleian Library合作。統計歐洲漢學研究約有

好幾千的善本古籍，由於缺乏專家辨識與整

理，目前僅做保存。是以該計畫正積極爭取蔣

經國基金會與其他基金會的經費支持，期望能

建立歐洲古籍聯合目錄，延聘來自臺灣或大陸

的學者參與。

1 2 .善本書數位化計畫：刻正與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洽談合作將漢學院善本書數位化並提供上網

查閱，如洽談成功，經費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負擔。

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以每年約 1 0萬歐元的

經費在僅有 4位專任館員、 4位兼任與學生助理的

情況下，需要策劃與執行上述諸多的業務，相信沒

有足夠的熱誠，難以成就繁重的圖書館事業。圖書

館的功能，雖然在資料載體上日益變化，但終究以

傳遞書的知識為本質，在全球資源共建共享下，如

本館能與歐洲的漢學圖書館早日建立合作關係，當

可促成學術界更上一層的成就與傳播。

註　釋

1 . 2 0 0 7年1月4日荷蘭萊頓大學漢學圖書館館長

Hanno Lecher 簡報資料。

2. 同註1。

3. 訪談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高柏（Koos KUIPER）

4. 同註1。

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Hanno Lecher館長
（右座第1位）來訪，介紹館藏特色以及與同人座
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