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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中心成立於民國70年9月，名為

“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由國立中央圖

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兼辦。76年11月更為

今名，下設聯絡及資料兩組。其中，資料組設

有漢學研究中心資料室，主要以蒐集漢學文、

史、哲、藝術等資料為職責。99年與耶穌會臺

北利氏學社合作，另設立“利瑪竇太平洋研究

室＂，自此擴大了漢學研究領域與視野，涵括

的範圍更觸及中西文化交流（史）、國際漢

學、太平洋相關研究等領域。

茲為求加強漢學資源之利用，並提倡全民

閱讀風氣，從多途徑、多方式、多層面介紹漢

學資料室新進之參考工具書，務求在圖書館與

讀者，典藏資源與使用者間架起一座橋樑，做

到“藏與用＂密切配合，以發揮資源最佳化的

利用效果，裨益於讀者大眾。有鑑於此，本資

料室特借《館訊》一隅開闢專欄，逐期選介有

關“漢學參考工具書＂，以饗讀者。茲將本專

欄有關編輯要旨，臚陳如下：

1.  本專欄以介紹漢學研究中心資料室最近入藏

之參考工具書為主。所謂“參考工具書＂係

採廣義用法，即除了介紹目錄、索引、字詞

典、百科全書、表譜、圖書、手冊、名錄等

核心工具書外；同時還包括資料彙編、總

集、全集、叢書等參考資料。學科領域主要

包括漢學總論（包括學術史）、文獻學、語

言學、文學、藝術、歷史、文物考古、哲

學、宗教、專科史（包括科技史）等。

2.  每一書之介紹內容概分為三部分，即基本著

錄、內容提要、書影。

3.  “基本著錄＂以《中國編目規則》（第三

版）為規範工具，著錄格式採空格條列式，

著錄項目依次為題名、編著者、出版地、出

版者、出版年月、叢書註、ISBN、稽核項

等。

4.  “內容提要＂以客觀簡要之文字介紹作者傳

略、內容要旨、資料範圍、編制體例、編排

方式、版本情況、全書特色等。

5.  本專欄每季出刊一次，每一次介紹4-6種參考

工具書，每一書介紹文字大約300-600字。

“漢學參考工具書選介”專欄

漢學研究中心資料組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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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函鴻寶：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圖錄 = A 

Illustrated Catalog of Song Block-printed Editions in 

the Shanghai Library Collection　上海圖書館編　上

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09　291面　彩圖版　

31公分

隨雕版印刷勃興，直接導致圖書流傳以寫本

為主要載體歷史的終結。而伴隨圖書形制的興替盛

衰，唐五代以前的寫本大多亡佚，宋刻本遂成為研

究中國歷史文化的第一手文獻，彌足珍貴。明代中

後期以後，宋本因日趨稀見而文物價值凸顯，世人

爭相收藏、傳抄、翻刻。目前公私藏書地位之高

低，往往以收貯宋本之多寡作衡量。風氣所及，直

至今日，可謂舊曲不曾離口，餘音依然繞樑。

上海圖書館所藏宋本頗豐，屬國家一級文物者

即有二百餘部。上圖於上海世界博覽會舉辦之際，

慨然萃選六十種反映宋代刻書面貌之孤本秘笈，作

為該館首以宋本為專題的展覽。本書即以本次展出

之宋本為主加以撰寫書志，另配以版本圖錄編印成

帙。全書依刻本地區編排，計收錄浙江21部、江蘇

3部、安徽4部、江西7部、福建19部、四川6部。

全書採圖文對照形式編輯。首著錄撰者、版

本、版式行款等圖書外形特徵；次則介紹撰者情況

及其生平事迹，以了解作者著述目的；再次介紹圖

書內容，並考證或解釋書名、成書經過、學術價

值、掌故史實等；乃至於刊刻流傳及考證，避諱，

字體及版本比較；至於題跋、藏印、鑒別真偽、收

藏經過等亦有述及。可謂內容詳簡適中，立論客觀

嚴謹。所選圖錄印製頗精美大方，每書均配有書

影，間亦有一書配多幅書影。對於版本形態、字體

的識別，甚有助益。

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　十卷　卷首尾

各一卷　增訂本　來新夏著　北京市中華書局　

2010.12　首版 8面（像及書影）　902面　27公分

撰於1964年，凡六卷，50餘萬言。後文革禍

起，痛遭丙丁之厄。1974年，在厄餘殘稿基礎上再

次整理補訂，經年餘終成定稿，惟遲至1983年才由

上海人民出版社梓行初版。目前2010年中華書局

版，是為增訂本。

本書所收主要為清代人物，標準如下：其一、

生於明卒於清者，但卒於清順治政權建立後（未生

活於清政權之下者如劉宗周、張煌言，或流亡國外

生活者如朱舜水、釋隆琦等則不收錄）；其二、生

於清卒於清者；其三、生於清卒於辛亥以後者。

凡體屬以人為主的年譜均收錄，其形式有自

譜、子孫及友生編譜、後人著譜、校書譜、詩譜、

圖譜、紀年表、合譜、專譜等。至於事實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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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行狀、哀啟，雖亦有編年書事者，則不收錄。

敘錄一譜一篇，一人多譜則多篇。依年代順序編

排，並依收譜多寡分卷。敘錄包括譜名、撰者、刊

本、著錄情況、譜主事略、史料征引、纂譜情況及

藏者等。

增訂本凡十卷，另有卷首尾各一卷。十卷內容

如下：卷一生於明卒於清人物；卷二生於順治、康

熙、雍正時期人物；卷三生於乾隆時期於人物；卷

四生於嘉慶時期人物；卷五生於道光時期人物；卷

六生於咸豐、同治時期人物；卷七生於光緒元年至

十九年前人物；卷八生於光緒二十後人物；卷九知

而未見錄；卷十索引：譜主、譜名、編者、譜主別

名字號四種。

增訂本除增錄版本、重分卷次、增補訂正、指

引史料外，最主要改變還是擴展內容。增訂本之新

增內容篇幅，幾乎與初版本相埒。具體言之，初版

收敘錄778篇，新增803篇；初版收譜主680人，新

增572人；初版56萬字，新增50餘萬字。另增訂本

新增2種索引。

民國冀察調查統計叢刊　冀察政務委員會秘書

處第三組第三科編　北京市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

複製中心　2010.08　4冊　有圖表　27公分

1936年7月創刊，每月出一期。本書為《叢

刊》複製本，收錄一卷一期至三卷一期，總計十三

期（25年7月至26年7月），滙總了民國20年以來河

北、察哈爾兩省，北平、天津兩地有關之調查統計

資料。具體內容如下：

1. 人口密度、人口性別比較、婚姻狀況、出

生、死亡統計、外僑人口戶籍狀況；2. 冀察兩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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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利用，工廠、作坊數量，工人平均年齡，工

資、待遇，各縣農業生產情況，農作物品種、產量

統計，家畜、家禽數量，苗圃和育苗情況，各縣稅

收情況；3. 兩省各縣的運輸狀況，公路和鐵路的主

線、支線公里數及等級；4. 各縣警局、警員數額，

警員教育情況，刑事、民事案件統計，各地司法機

關狀況；5. 各縣義務教育情況，經費問題，私塾統

計；6. 平津地區商業及資本情況調查，在職和失業

人員統計、市屬機關公務員年齡、籍貫、月薪統

計；7. 出版業及學術團體狀況調查；8. 21至23年平

津兩地歲入、歲出總計。

總之，《叢刊》具有史料價值，它真實記錄了

民國二十幾年冀察兩省及平津兩地政治、文化、經

濟、教育、安全、人口等方面的資料，對歷史及地

方志的研究，無疑可提供詳實且珍貴的史料。

中國圖書館分類法　C h i n e s e  L i b r a r y 

Classification　第五版　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圖

書館分類法》編輯委員會編　北京市　中國國家圖

書館出版社　2010.09　1019面　30公分

1971年出版試用本，1973年初版，目前為第五

版，是中國大陸最通行之分類法。全書主文依類表

編輯詳簡層級分為“基本大類、簡表、詳表＂三個

編輯單元，其中詳表部分詳列出該分類法所有大小

類目，採“字母－數字＂混合制為標記符號，以層

累小數制顯示層級，並採列舉式類目體系編制，一

級類目共計22大類。詳表前另冠有“第一版編制說

明＂及“第五版編制說明＂二文；書末附通用複分

表8種：總論複分表，世界地區表，中國地區表，

國際時代表，中國時代表，世界種族與民族表，中

國民族表，通用時間、地點和環境、人員表。

第五版除標記符號、標記制度及大類序列（即

依馬列毛思想、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綜

合性圖書五大部類為序）維持不變外，其內容修

訂變動頗大，主要包括類目新增1,631個，例如F經

濟，TP自動化技術、計算技術，U交通運輸，D政

治法律，G文化、科學、教育、體育，TS輕工業、

手工業、生活服務業等類；停類目用或直接刪除

約2,500個；類目修改約5,200個。另有增加複分標

記、一般性問題禁用標記、參見注釋補充反向參

照、合併使用過低類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