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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古右文，護持典籍：
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的蒐藏、整理與利用

顧力仁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審

圖 1  清趙烈文「能靜居日記」

一、緜延不絕的歷史長河

民國九十三年，國家圖書館所編印的「世紀

容顏：百年前的臺灣原住民圖像」一書榮獲當年政

府出版品的優獎，這部書包含 400多幀臺灣原住民
老明信片，這 400多幀不過是館藏萬餘張十九世
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老明信片的一部份而已。祇就原

住民這個主題來說，這批色彩鮮艷依舊的老明信

片為當時原住民在狩獵、農耕、建築、服飾、飲

宴、舞蹈等各方面留下一手史料。主編這本百年

前臺灣原住民圖像的圖書館學科專家陳宗仁博士指

出：「這些是我們先人僅存的珍貴圖像，也是當代

人重構自身族群記憶的依據。」（註 1）
除了老明信片之外，國家圖書館還藏有 2,000

餘幅臺灣古書契，老明信片及古書契是國家圖書

館近年來蒐購在地特殊藏品的著例，透過圖像以

及書契，當可顯示不同族群在這片土地的過往生

活，讓歷史記憶重新活現。

國家圖書館保存的珍貴文獻就像一條緜延不絕

的歷史長河，可以尋溯紙文明以前的漢簡木牘，

也可以探頤紙文明以後的唐代經卷、宋刊元槧以

及數量豐碩的明清印本⋯⋯；此外，從鐘鼎刻石摹

拓下來的歷代拓片，由版刻精印或加填繪色的各

地年畫，也都在在引領使用者瞭解國故，並啟迪

新知。

國家圖書館雖然擁有宋金元善本近 500部，
但並不單單以此誇世，而是以所藏的 6,000多部的
明版書以及明清稿本和批校本古籍更為海內外學界

所推重。以下選兩個例子來說明，第一個例子是

館藏明刻《國朝獻徵錄》，獻徵錄為明焦竑所編，

保存許多明代人物的一手資料，萬斯同曾經參考

過獻徵錄來修明史，所以這部古籍向為研治明史

的學者所重視，而且這部書在明朝祇刻板一次，

清乾隆時列為禁書，存世極罕，抗戰前北平圖書

館曾以重價購得一部，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有缺

頁。中央研究院前院士黃彰健先生曾經為臺灣所

存的珍貴重要明代史籍擬過一個選印書目，他說：

「清以前的書，每朝只預備選印一部，那（明代）

就影印獻徵錄好了。」(註 2）第二個例子是館藏清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圖 1）趙烈文是清中興重



13國家圖書館館訊 98年第 3期（民國 98年 8月）

︻
館
務
報
導
︼

希古右文，護持典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的蒐藏、整理與利用

圖 2  國家圖書館典藏特殊藏品

臣曾國藩在事業高峰的主要幕賓，曾趙二人過從

甚密，趙氏日記全稿五十四冊，自咸豐八年至光

緒十五年。近代史權威吳相湘先生認為「能靜居日

記」是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珍貴史料，其價值包

括：記載曾國藩公私生活言行、保存曾、趙二人

對宮廷人物及其舉措的言論、提供湘軍克復南京

情形最重要史料、保存極多有關太平軍行動的資

料。（註 3）

二、匯群流而歸大海

國家圖書館所收特殊藏品有善本古籍、金石

拓片、漢簡木牘、土地文書及民俗版畫、版片印

模⋯⋯等，（圖 2）種類多且數量豐，但並非一時

一地所購儲，而是經年累月留心訪查所得。本館

七十餘年來隨政府歷經戰火播遷，仍不懈於蒐存

國家重要珍籍文獻之職志，其間陸續入藏的大宗

藏品有：抗戰期間在淪陷區搶購善本古籍，戰後接

收敵偽組織藏書，遷臺後購入私人藏書、年畫、

古書契、老明信片並代管東北大學古籍，又接受

嚴靈峰、王化民、袁孝俊、葉學皙、齊如山和行

政院、交通部、外交部、國防部等公私捐贈，誠

如前監察院長于右任先生為本館所題寫的楹聯：「文

化五千年，匯群流而歸大海；圖史十萬軸，開寶

藏以利後人。」這兩句話將國家圖書館蒐求文獻，

護右斯文的歷史文化使命說的清楚而明白。

逾半世紀來前賢先進蒐求護持這些藏品，歷

盡艱辛，其中以抗戰時在淪陷區搜購古籍最是驚

險，特藏組前主任，也是研治圖書史的學者蘇精

教授稱：「這次冒險曲折的行動，是我國現代規模

最大的一次搜藏圖書之舉，而且是在戰爭動亂中

為之，這些古籍固然得之不易，而政府傳承文化

的意義亦更為不凡。」(註 4)
民國 29年初到 30年底之間，抗戰方酣，江

南諸藏書家紛紛將舊藏求售，日方、偽滿及海外

各方多聞風而來，想要席捲，本館在教育部的支

持下，運用英國退還中國庚子賠款基金的補助，

將原計畫興建新館的建築費，移作搶救淪陷區散

出古籍。當時為避敵偽耳目，組成「文獻保存同志

會」，參與者甚至易換名姓來連繫，最後數萬冊可

能散亡的善本古籍幸歸國家所有。

蘇精先生曾撰「抗戰時秘密搜購淪陷區古籍

始末」，稱這次搜購行動最大的收獲要屬將劉承

幹「嘉業堂」和張氏「適園」兩家藏書精華悉數購

入，當時以國幣 25萬 5,000元買進嘉業堂藏明刊
本 1,200餘部、抄校本 30餘部。（註 5）寖至後來，
以這批明刊、抄校為主的明代史料終成為國際漢

學界最重視的研究資源之一。

冒性命之危，在敵偽鐵騎下搶購善本古籍固

難，而面對諸多珍槧罕籍要如何加以甄別去取誠

也不易，「文獻保存同志會」當時選書諸君確有卓

識，從同志會的工作報告可知：「國家圖書館之收

藏，與普通圖書館之不同，不僅須在量上包羅萬

有，以多為勝，且須在質上足成為國際觀瞻之目

標。百川皆朝宗於海，言版本者必當歸依於國立圖

書館，凡可稱為國寶者，必當集中于此。」（註 6）

三、南京、重慶到臺北 

目前館藏珍貴藏品，包括上文所說的「國寶」

級古物在內，都分門別類妥放在精工製作的檜木

櫃內，並且井然有序的矗列在國家圖書館的善本

書庫內，同時擁有高規格的照顧，恆溫恆溼、防

盜防火⋯⋯種種設備，不一而足，這些今日被安

善存護在庫房內的珍罕文獻很難想像它們曾歷經百

劫。民國 26年，中日戰起，本館攜重要圖書溯江
入四川，一時未及移運的版片數千塊，不幸全燬

於戰火；民國 29年，在上海搶購到的部份善本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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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檜木善本書櫃

圖 4  裱褙志工團隊

籍陸續空運到重慶，惟在香港所購以及部份由上海

郵寄到港擬轉運到後方的善本被劫運到日本；民國

34年，勝利復員後，本館遷返南京，匯集原藏、
新購，再加上接收敵偽、日本歸還各種來源的古

籍文獻，精善美富，盛極一時；安定才不過三年，

本館又隨政府渡臺，由基隆上岸，初存臺中糖廠

倉庫，又移霧峰北溝庫房，再北遷臺北南海路舊

館；民國 75年，中山南路新館落成，國之重寶悉
數遷入現在設備完善、安全無虞的善本書庫。

網羅散佚，蒐購古籍誠非易事，然而典藏維

護的重要不但不在前者之下，甚至過之，曾在本

館特藏組服務超過 20年的前主任盧錦堂博士認為
像本館這般大量蒐藏善本書，委實不容易，因此

有關善本書的維護，必須特別謹慎。他曾描繪這

批國家珍善文獻如何地被圖書館妥為維護，「古籍

入藏善本書庫前，固要經過燻蒸殺蟲，入庫後，

則置於材料具防蛀功能的木櫃內，裡面且安放天

然樟腦。館藏舊籍原先或外附函套，但後來顧及

臺灣氣候潮濕，函套容易霉爛，便逐步改採護書

木夾板。善本書庫中全日保持恆溫恆濕，防盜、

防火等安全設施亦相當完善。至於古籍在入藏本館

前或已破損，或遭蟲蛀，則有專人修復。」（註 7）
上文所說「具防蛀功能的木櫃」，在本館四

樓特藏組閱覽室陳列了二座樣品櫃，每座略比人

高，寬逾二肘，深有一肘，每座五層，可存古籍

約 300冊。全座書櫃皆由臺灣最珍貴的紅檜精工製
成，紅檜是臺灣特有的檜木樹種，主要長於海拔

1,500至 2,500公尺的降雨區，區內一年中有二百
多天細雨朦朧，讓檜木飽含水份，肌理均勻。成

熟的紅檜需百年長成，色澤明亮，可抗菌防腐，

是高級木材。本館訂製各式檜木櫃 600餘座來存放
珍貴文獻，右圖所見檜木書櫃專置善本古籍，書

櫃正面有兩扇門片，除門扇以銅製鉸鍊鎖上外，

通櫃皆以木榫接合，書櫃上方有三層除塵網，書

櫃下方有滾輪，方便移動。（圖 3）
古籍修復是一項傳統手藝，需要專人持續去

作，也需要由傳統中研究創新。修復被譽為古籍

美容，巧手精工修復的古籍直讓人嘆為觀止。館

藏有一部館藏宋刻宋印的善本，曾受火劫，書的

周邊焚去，經過修復後的頁面極其細緻，堪稱「天

衣無縫」。過去本館專司古籍修復的呂起森先生，

從事修復工作 20餘年，館藏善本經他之手重裱裝
訂的約有 20多萬葉，3萬冊許。呂師傅重拾古書
面貌，延續古籍生命，過去被媒體認為是臺灣各

行業中一百位有成就的專業人士之一。目前，在

本館特藏組的裱褙室，仍有手藝精純，經驗豐富

的師傅不間斷地繼續這件為文獻補苴延生的要緊工

作。（圖 4）

四、搭起「藏」與「用」之間的橋梁

藏書的目的在「傳布」，而不是「秘惜」，前人

早有明訓。所以將藏品化身千百、提供利用，是

圖書館廣傳知識最重要的途徑。早在抗戰前後，

本館就曾選印「玄覽堂叢書」初、續二輯，內容

都是戰時在淪陷區蒐購而來的罕見明代史料，包

希古右文，護持典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的蒐藏、整理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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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國家圖書館館藏善本叢刊

括皇（明）朝馬政記、昭代王章、總督四鎮奏議、

工部廠庫須知、龍江船廠志⋯⋯等五十餘種。遷

臺後，本館也曾選印「館藏善本叢刊」，精擇東

都事略、箋註陶淵明集等善本，景印刊行，頗獲

學界重視；（圖 5）此外，又與坊間合作，提選館
藏中明清所著未刊的祕笈，編印「明清未刊稿彙

編」，而其他應出版社申請，提供底本借印出版，

所在多有，館藏孤本得以化身千百，遍佈海內外。

除了複製流傳以外，本館還以輯印目錄、舉

辦展覽和編製工具書等種種不同的方式，在古籍

文獻的「藏」與「用」之間搭起一座便利的橋梁。

多年來，先後編有十餘種藏品目錄，陸續舉辦近

百次規模大小不等的展覽，並且編製數十種工具

書，深獲各界好評。以本館於民國 73年所編「明
人傳記資料索引」為例，雖有哈佛燕京學社「八十

九種明代傳記引得」早於前，但本館以館藏千餘種

明代文集及其他史傳典籍為基礎，由特藏組前主

任昌彼得教授擔任主編，增輯補纂，並且各附小

傳，完成該索引，計收明代人物 5千餘位。該索
引行世已有 30多年，至今仍是查檢這個領域的重
要工具書。

二十世紀以來，圖書館經營方式迭有改變，

而所收藏的古籍文獻等特殊藏品，在保存整理及

提供利用，也經歷多次革命，首先是文獻的「縮

微化」，其次是書目的「自動化」，再者是目前方

興未艾的「典藏數位化」。館藏善本早在 60年代
就拍成縮微捲片，當時花了五年時間將一萬多部

善本圖書悉數拍完，讀者可操作閱讀機並自行複

印，不但存護原件，更有助於資源的傳佈。70年
代起本館又將善本圖書依據國際通用的機讀格式

逐筆存儲在資料庫內，並透過系統及網路，提

供外界查尋，可供電腦辨識並查尋的館藏善本目

錄不但將善本圖書的各種書目訊息鉅細靡遺揭示

出來，並且可參合比較，提供版本研究及學術分

析。奠立在影像及書目紀錄的基礎上，典藏數位

化更向前推進一步，目前已有逾 300萬幅古籍數位
影像、2萬多筆詮釋資料（Metadata），以及超過 2
千 5百萬字全文數據建置在資料庫內，並可透過簡
單的查詢介面，提供檢索；此外，本館更與美國

國會圖書館等收藏中國善本古籍機構合作進行善本

古籍數位合作計畫，這一項豐富的數位資產是網

路上的重要文化資源。（圖 6）

希古右文，護持典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的蒐藏、整理與利用

圖 6  館藏古籍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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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典籍文化歷久而常新

書和人是圖書館兩大礎石，書是藏品，人

是讀者，圖書館既須重視書藏的建設，也須瞭解

符合時代的讀者需求，才能與時俱進，所以圖書

館與讀者之間的關係是一份書緣。60餘年前精槧
善本未隨戰亂灰飛，而歸我館，其後本館藉諸書

目、索引、複製、微縮⋯⋯等等輔助工具及載體

的傳佈，將珍罕典籍所儲存的知識傳佈宇內，卒

成國際漢學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資產，現今又隨

著數位建設工作的勃興，而躍登為網路的重要文

化資源之一。時代的腳步在不斷遞移、載體的外

形會不斷改變，但古今典籍所蘊含的文化歷久而

常新。

註釋：

1.陳宗仁，〈影像中的台灣原住民〉，國家圖書館
特藏組編，陳宗仁主編，《世紀容顏：百年前

的臺灣原住民圖像》（台北市：國家圖書館，

民 92），上冊，頁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