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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有促進文化發展的功能，「發揚

國學」是履行其文化使命的任務之一，而具體的實

踐就在於古籍蒐藏與整理。我在國立中央圖書館期

間，繼續推動古籍蒐集、典藏、維護與整理各項工

作，並開始善本古籍的編目建檔，是國際間最早進

行中文古籍書目自動化的機構之一。新館落成前，

中央圖書館主動爭取將移儲故宮博物院之代管前北

平圖書館館善本書收回典藏，並簽報教育部，後經

多方聯繫，教育部指示仍交故宮管。

一、國家圖書館的文化功能

國家圖書館的功能每因該國的政治制度與社

會情況之不同而互有差別，但是國家圖書館有其促

進文化發展的功能則舉世皆同。我曾撰〈蔣慰堂先

生對圖書館事業的貢獻〉，慰堂先生於民國��年籌

辦國立中央圖書館，對於中央圖書館所應有的文化

屬性甚有見地，他曾於民國��年陳報教育部公文述

及： 

「國立圖書館有促進文化之使命，其事繁，

其責重，非多用專才，廣籌經費，不足以收

全功。本館之工作範圍，不僅限於內部，凡有

關全國圖書館事業，無不悉力以赴。諸如接辦

出版品國際交換，以溝通文化；選印四庫全

書，以發揚國學；辦理印刷所，以輔助出版事

業。」

慰堂先生以為「發揚國學」是國家圖書館履

行其文化使命的任務之一，而其具體的實踐就在於

古籍蒐藏與整理。慰堂先生服務中央圖書館近三十

年，館內致力於古籍蒐藏與整理，包括選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為四庫珍本初集，與國內外重要學術機關

進行交換，充實館藏；利用中英庚款補助建館基

金，蒐購淪陷區私藏古籍，奠定館藏善本基礎；撤

運善本古籍來臺灣，保存國家文物，並提供學術研

究資源，使臺灣成為漢學研究重鎮；又透過駐美大

使館，洽取前北平圖書館託存善本圖書，運返臺

灣，充實研究資料，以上各項工作影響深遠。

二、古籍維護與整理

我接任中央圖書館之後，仍然遵循著慰堂先生

致力文化、發揚國學的理念，繼續與同仁推動古籍

文獻的蒐集、典藏與整理的工作。

在蒐集典藏方面，由於購書經費有限，而以接

受公私移贈為主，包括王撫洲先生遺書、袁孝俊先

生藏書、葉惟善先生所藏手稿、齊如山先生遺書、

手稿及圖譜繪稿、嚴靈峯先生藏書等，其中不乏

元、明兩代所刊印的善本。

在編目考訂方面，民國��年編印《國立中央

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二版》；��年編印《國立中央

圖書館拓片目錄》兩種，分別是金石部份和墓誌部

份，也是針對過去所作的修訂補充；��年根據嚴靈

峯先生所寄存的子學古籍編印《無求備齋文庫諸子

古籍蒐藏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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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以上屬於館藏（或代存）古籍文獻的書

目。另外在聯合目錄部份，民國�0年出版《臺灣公

藏方志聯合目錄》外，在這段期間內，陸續出版

《中國歷代藝文總志》、《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選

錄》、《剛代邑齋藏書志》、《明詩人小傳稿》、

《善本藏書印章選粹》以及《善本題跋真蹟》等有

關古籍文獻編目考訂的工具性資料。其中以《中國

歷代藝文總志》和《善本題跋真蹟》二書比較特

殊，《中國歷代藝文總志》原來是由旅美圖書館先

進嚴文郁教授在民國��年所提的計畫，我接任中央

圖書館後聘請館外專家擔任主編，也責成特藏組同

仁編寫初稿，以歷代史書的藝文志以及清代所補的

資料為主，並且將其他歷代重要的古籍書目，例如

千頃堂書目、四庫總目、續修四庫提要等也包含在

內，希望籍此彙集一部由古至今的歷代圖書總目，

以便查考歷代圖書的書名、著者及存佚，若能完成

這個紀錄國家文化的總目錄，將是一件重要的工

作，也是學術界的期盼。《中國歷代藝文總志》的

編輯頗花時間，後來陸續完成經部、子部以及集部

的初稿整理彙編，當初本希望完成初稿後，再輸入

到電腦建檔，陸續可以增補修訂。《善本題跋真

蹟》和《善本藏書印章選粹》兩者可說是館藏善本

編目考訂的副產品，題跋指的是歷代藏書家針對善

本古書所寫的敍錄，其中包括書的收藏沿革、也包

括讀書的若干心得，本書將原書首葉和題跋的書影

逐一彙印，可以互相對照，以利研究，在還沒有開

始古籍數位化以前，這個彙印書影的方式對其他圖

書館作館藏善本考訂很是稱便。

在閱覽傳布方面，由於所藏古籍文獻質精品

佳，所以經常辦善本圖書展覽，民國�0年曾舉辦

「中國歷代圖書展覽」，規模龐大，轟動一時，當

時中央日報副刊曾刊出一篇參觀介紹，許多看展覽

的民眾手裡拿著報紙所登的文章，聚精會神地與展

品逐一對照。民國��年完成了「攝製重要善本微捲

五年計畫」，對於文獻的流傳很有幫助。民國�0年

與正中書局合作，將民國��年在大陸出版的《玄覽

堂叢書》初集重新印行。民國��年，由日本二玄社

將代管北平圖書館輿圖中的《康熙黃河圖》仿照原

樣複製印行，香港中文大學饒宗頤教授在序中特別

強調原圖兼具有史地價值與藝術之美。

中央圖書館自民國�0年開始推動自動化，開

發編目系統，善本古籍的編目建檔也是其中一項，

至民國��年止，陸續將善本書的編目紀錄，包括

考訂部份，完成機讀目錄。之後在民國��年及��

年間，曾和美國研究圖書館組織（Research Library 

Groups, RLG）洽談雙方合作編製世界中文善本書

聯合目錄，當時參加RLG的東亞圖書館有�0餘所，

所完成的善本書機讀編目檔詳盡而充實，各書都附

有書影，和本館善本機讀目錄可以相互補充，也可

籍此調查、蒐集散佚在海外的中國古籍，以供建立

我們的國家書目資料庫，後來因為經費和技術問題

彼此沒有合作。

實際上中央圖書館的遷建和善本書的典藏也

不無關係，民國��年，我接任館長不久，當時國語

實小附屬幼稚園的廚房鄰近中央圖書館在南海路舊

館特藏組書庫，因為不慎而失火，雖經報警緊急處

理而沒有波及到圖書館，但是也曝露了館舍和藏品

的安全問題。教育部李元簇部長特別到中央圖書館

視察，他覺得圖書館空間不夠，而特藏組的善本書

庫也過於壅塞，雖然保管的非常嚴密，但周遭的環

境缺乏安全空間。他建議將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移

放到當時剛落成的政治大學圖書館新館，我曾針對

善本書移存政大的利弊加以分析，報告部長，不久

後，颱風侵台，政大圖書館淹水，此事自然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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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因此，讓我更確定了圖書館遷建的必要。

之後，圖書館在進行遷建規畫時，善本書的保

管是規畫的重要項目。建築師在設計時，除了將特

藏組的閱覽室和善本書庫特別置放在圖書館正門入

口處的上方，以顯示重視國家文化的意義；此外，

特藏組的閱覽室也以大量的木質傢俱、仿唐式的木

格牆飾以及挑高來表達對存護歷代典籍的重視。

善本書庫內裝置了恆溫恆溼、防盜防火……種

種設備，圖書館新館內另有薰蒸室，善本書入庫之

前都需要先行薰蒸殺蟲。書庫內訂製具有防蛀功能

的本質書櫃數百座，每座都比人高，分為五層，可

存古籍約�00冊，木櫃採用臺灣紅檜，第一批約�00

座是委交榮民工程處依照特藏組同仁悉心繪製的圖

樣精工製成，書櫃內除了門扇是用銅製鉸鍊，其他

全由木榫接合，檜木在當時是高級木材，之後由於

維護生態而全面禁採。用這樣的環境和設備來存放

國家珍貴文獻，可以符合國家圖書館的文化使命。

我在中央圖書館任內最後一項與古籍整理有

關的工作是「古籍整編計畫」，這項工作於民國

��年由行政部核定由中央圖書館辦理。早在民國��

年，蔣慰堂先生曾經擬了一個「復興中華文化出版

計畫草案」，裡面包括編撰續修四庫全書提要等四

項計畫，之後教育部李煥部長核定先由中央圖書館

就四庫全書續修目錄這件事加以研究，我建議先

做調查，��年由蔣慰堂先生和幾位學者專家編製了

《四庫全書續修目錄初稿》一、二兩集共六冊。李

部長對這件有關文化傳承的工作非常重視，��年�

月��日中央日報曾加以報導，標題是「續修四庫全

書計畫，教部協調即可定案，將組織委員會，預定

五年完成」，原來計畫由教育部來籌組「四庫全書

續修委員會」，後來報到行政院去，以經費及人力

所限，核定將這個案子列為中央圖書館的經常業務

來辦理，我建議將名稱改為「古籍整編計畫」，這

整個計畫的研議和核定在我任內通過，��年中我退

休離任。從��年到��年止，中央圖書館特藏組實際

執行古籍整編工作，到��年五年間完成了四種出版

品，分別是《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標點善本

題跋集錄》、《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

《四庫經籍提要索引》，之後從民國��年到��年又

進行第二期的古籍整編計畫。

三、�教育部指示將平館善本書交故

宮代管

我在中央圖書館任內，發生了一件有關代管前

北平圖書館善本書和輿圖的特殊事件。先談談中央

圖書館和這批善本書以及地圖的關係，北平圖書館

輿圖和善本書分別在不同時間經由不同方式由中央

圖書館代為保管。

首先說到「輿圖」，這批輿圖多係明清時代

繪製，由前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於民國��年政府

撤退台灣前，將其委託杭立武先生處理，當時杭先

生身兼數職，包括教育部政務次長、故宮博物院理

事會理事兼任秘書及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同時主

持疏運各機構重要文物來臺。文物遷臺後，各機構

合組聯合管理處，北平圖書館輿圖委託聯合管理處

之中的中央博物（院）組代為保管。民國��年中央

圖書館在臺北復館，蔣前館長報准教育部由中央圖

書館暫時管理這批輿圖，遂存在南海路舊館。而另

一批「善本書」，則是民國�0年抗戰期間國立北平

圖書館將所藏善本書�0�箱運美，洽存在美國國會

圖書館，以免戰火損傷及日軍掠奪。撤退前袁同

禮館長由大陸赴美，受聘國會圖書館，就近照料一

切。民國��年袁先生在美過逝，中央國書館呈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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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請駐美大使館向美方洽商運回這批善本書。

報部呈文稱「國家文物未便久寄國外……擬將該批

善本圖書……運來臺灣，由本館保存……俟光復還

都後，再行交還國立北平圖書館……。」同年底由

美軍艦載運善本書抵台，經行政院批准交由中央圖

書館進行清點並入庫典藏。以上是前北平圖書館所

藏「輿圖」及「善本書」交由中央圖書館代管的由

來。

民國��年�月蔣先生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院院

長，仍舊兼任中央圖書館館長的職務，同時負責兩

個重要的機構。在這期間，中央圖書館與故宮博物

院研商合訂了一個名稱相當長的「國立中央圖書館

善本圖書儲放士林外雙溪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集

中管理辦法」，民國��年�月��日故宮博物院函稱

經行政院核定實施。

這個辦法主要的幾條內容，是中央圖書館的

善本書，除了複本書�萬�千冊仍存在南海路的中央

圖書館供讀者閱覽外，其他的�0萬�千冊書和代為

保管的東北大學圖書館的圖書�箱、北平圖書館善

本書�0�箱，還有輿圖��箱，全部都存放到外雙溪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內集中保管，供中外學界研究之

用，光復大陸之後再歸還原館，但在台灣時期，中

央圖書館有權得隨時將這些善本圖書提回運用。至

於這批善本書的編目和典藏，由中央圖書館派員工

�至�個人負責，員工得接受故宮博物院的監督。以

上就是這個辦法的大概內容。當時所以訂這個辦

法，當然有其背景因素，蔣先生一手建立中央圖書

館，對於善本書當然非常重視，而當時中央圖書館

侷促在南海路，不管是書庫或閱覽各方面都非常簡

陋，沒有一個安全適當的空間存放並提供服務，因

此將善本書移到故宮博物院在外雙溪的山洞書庫存

放，保管上比較安全，當時這個辦法會獲得行政院

同意，我想也是基於國家重要文物安全上的考慮，

尤其蔣先生一人兼長兩館，這麼做是在他職責管圍

之內，他也認為這是最好的一項措施。

但是，這個辦法並沒有完全照條文的內容實

施，因為蔣先生在民國��年辭掉中央圖書館館長

的職務，同一年�月屈萬里先生接任中央圖書館館

長，所以屈先生瞭解這個辦法，但是後來屈先生覺

得中央圖書館的讀者經常到南海路來看書，如果將

中央圖書館和北平圖書館的善本圖書全部移到故宮

去，對讀者的服務不方便，所以就暫緩實施這個辦

法，並且呈報到教育部獲得同意。

民國��年，故宮博物院又和中央圖書館協商，

根據��年行政院核定管理辦法的一些原則，又訂了

一項「善本圖書集中管理施行細則」，把北平圖書

館運台的書，連同中央圖書館保管的古地圖一批，

合計��0箱，送到故宮保存。這項細則跟原來相比

較，更具體的規定是第二條，內容是由中央圖書館

選提存放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善本圖書，由甲方

（故宮博物院）供給隔離的庫房，其保管由乙方

（中央圖書館）派員執行典藏責任，就是由乙方負

典藏責任；而且乙方所派的保管人員，以員工各一

人為限，由甲方撥給辦公室一間。同時訂定實施細

則，中央圖書館因為展覽或照相等需要，要將存放

的善本圖書暫時提出甲方（故宮）以外，應事先獲

得甲方同意；甲方若需要利用乙方存放的善本書做

為展覽，也應徵得乙方同意。這項細則報請行政院

在��年�月核定。後來中央圖書館對於這批圖書的

管理，派了一名幹事侯俊德先生負責，雙方面管理

都非常順利周全，並沒有什麼閃失，這不能不感謝

故宮博物院的協助。

等到中央圖書館新廈落成，館內有一層善本

書庫，如空調、書櫃及防火措施非常完備，所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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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教育部，希望將這批書從故宮提回來，放在中

央圖書館便於參考。我們按照程序專案報教育部核

准，轉呈行政院，行政院再轉函故宮。��年�月��

日，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召開第�屆第�次常務委

員會，討論這件事情，參加的委員有嚴家淦先生、

陳雪屏先生、謝東閔先生、林柏壽先生、李煥先

生、秦孝儀先生、杭立武先生、蔣復璁先生、連震

東先生、吳伯雄先生等。

根據蔣先生給我的資料，這些委員討論的時

候，有很曲折的一段過程，杭立武先生先發言，說

要把當初的經過說明，所謂的善本書和地圖是兩回

事，這些地圖遷運來台，是杭先生擔任中央博院

兼主任的時候，應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先生的請

求，隨著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文物輾轉播遷到

台灣來，並不是由中央圖書館請求而轉移到台灣，

至於善本書則是袁同禮館長致函駐美大使胡適之先

生，為了保持善本書的安全，暫時送到美國國會圖

書館存放，所以杭先生說北平圖書館對該館的財產

甚為注意，不願意經過中央圖書館之手，其用意在

此，所以地圖與善本書兩者的情形不同，不能混為

一談。杭先生建議地圖不能交給中央圖書館，否則

跟當初袁同禮先生託運的本意不合，至於善本書也

是北平圖書館的財產，是不是交給中央圖書館請常

會斟酌處理。

杭先生講完這段話，蔣復璁先生接著說，這

些文物由南京搬到台灣時，有四個機構（中央研究

院、中央圖書館、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一起

搬運，由當時教育部次長杭立武先生負責其總責。

地圖之所以沒有存到中央圖書館，是因為北平圖書

館在金陵大學設立一個工程圖書資料館，所以運

到南京之後存到金陵大學。中央圖書館在台灣復館

時，就呈報教育部希望這一批地圖移交給中央圖書

館暫管，也得到教育部批准。至於善本書，是由中

央圖書館呈報教育部，由教育部函令駐美文化參事

處，向美國國會圖書館及國務院交涉，獲得美方同

意運回台灣，同時由美國派軍艦運回來，隨同我們

參加世界博覽會的文物一起運回。民國��年蔣先生

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院長兼中央圖書館館長，因為看

到中央圖書館沒有安全的庫房儲存，所以跟故宮博

物院訂立了善本圖書集中管理辦法，其中第一條就

說明中央圖書館有權隨時將該批善本圖書提回運

用，所以蔣先生認為基於國家圖書集中管理，並鑑

於當初合約的條文，中央圖書館是有權隨時取回，

他特別說明這個事實。

這一來雙方發生不同的看法，當時出席的教

育部部長李煥先生，便提供三點意見，第一，不管

善本書或地圖的主權是誰，都是國寶，過去現在及

將來的歸屬機構並不重要。第二，這批善本書、地

圖目前在故宮博物院保存非常妥當，屬於何方財產

目前不必辯論，應該考慮的是如何善加維護不受損

害。第三，現在中央圖書館計劃把這批善本書、地

圖運回的目的何在？假如是為了儲存，不如仍舊

儲存在故宮博物院更為安全；若是運回的目的在運

用，則善本書不宜隨意取用，所以李部長贊同由故

宮博物院攝製一套微縮軟片，將軟片送交中央圖書

館運用，這樣對善本書保存的完整性更為妥當，至

於縮影的經費，由故宮博物院與教育部會同請行政

院撥款。當時主席徵詢秦孝儀院長的意見，秦院長

表示同意李常務委員的意見，他說這是國家的財產

沒有什爭論，重視的是怎樣把善本書跟地圖保存得

更好。秦院長也建議常會把這些輿圖由行政院交給

故宮典藏，至於善本書可在中央圖書館新館落成的

時候暫時交還。後來李部長再表示意見，對秦院長

表示感謝，但是他仍認為善本書運到中央圖書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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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沒有必要，多年以來故宮對善本書保存非常良

好，放在中央圖書館與放在故宮並無區別，最重要

的是如何善於利用，尤其善本書不適於取閱，所以

應該拍攝縮影軟片、輸入電腦或者錄影供使用，政

府應該籌出經費攝製一套縮影軟片，請故宮保存典

藏此批善本書。

於是主席嚴家淦先生就作了結論，決議圖書和

地圖仍由故宮保存典藏，將來可由故宮和中央圖書

館攝製微縮軟片，或輸入電腦以供查閱使用。這次

會議的決議就是遵照主席指示，報請行政院核定。

故宮呈報行政院核定後，再行文給中央圖書館和教

育部，希中央圖書館將這批書跟地圖點交給故宮博

物院管理。

但是，根據我剛剛提到的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

會決議，是仍舊由故宮博物院保存典藏，並沒有提

到移交的問題，既然是「仍由……」，不就是照過

去的情形辦理嗎？那就是仍由中央圖書館派一人在

故宮管理，只是圖書乃舊存在故宮博物院罷了，而

且，故宮博物院報到行政院，行政院的覆文也沒有

指示中央圖書館移交，只是說「關於國立中央圖書

館前寄存圖立故宮博物院之平館（北平圖書館）善

本圖書及輿圖，貴部同意照國立故宮博物物意見辦

理一案，准予備查。」所謂貴部是指教育部，行政

院給教育部的文是准予備查，行政院也沒有指示中

央圖書館要辦理移交，所以我個人的瞭解是這批書

仍存放在故宮，仍照舊的辦法管理，但是故宮博物

院卻來文中央圖書館，副本給教育部李部長，主旨

是「遵照行政院函教育部副本示，敬請貴館迅速派

員點交前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及輿圖，俾便入庫

收藏，請查照。」這文裡面叫我點交，我認為有些

程序上的問題，覺得李部長可能對這事前後經過不

是很清楚，為了說明前因後果，我就備文給教育部

社教司提請注意以前的約定，主要說明我們本來就

訂有管理細則，也經過行政院核定，由故宮提供場

所，本館派員管理，我們有權隨時提回運用，此辦

法已實施有年，現在故宮來文點交，這和過去辦法

不合。我們覺得最好的方式，是遵照行政院以前核

定的辦法，仍照過去的辦法辦理，不是整批書移交

給故宮，而是存放在故宮，仍舊由我們派員管理。

但是故宮博物院不同意我們的看法，當時故

宮的文獻處處長王璞先生，過去曾在中央圖書館任

職，他一再跟我連繫，他認為管理委員會決議是應

該把書點交給故宮。所以我在信中說明，這樣違背

過去行政院核定的原則，同時對中央圖書館的服務

大有影響，也會引起各方面的關切和社會輿論的注

意，我最後也說明，我還是繼續和故宮積極交涉，

希望按照過去的辦法處理。這份說明後由社教司周

司長轉陳李部長。

有關本案情形，在故宮開會之前（��年�月��

日以前），我曾和李部長的機要秘書連繫過兩次，

希望面見李部長說明本案的過去的背景等等，但是

林秘書都告訴我部長很忙，沒有時間。我第三次打

電話告訴林秘書，說第二天就要開會了，事關我們

的職責與服務，希望部長瞭解全貌，可是還是沒有

結果，我祗有用書面備忘錄呈給部長。

教育部李部長會後將常會紀錄及決議會知中

圖，並連續三日以電話催詢辦理情形，我在電話中

一再說明中圖典藏全國圖書文獻的職責所在，以及

故宮違背前約之處，並以相關文件報陳，但李部長

堅持會議中已有決定，並以國寶安全及責任為由，

希即照決議辦理。之後我在館務會議中就此事向各

單位主管詳加說明，故宮原同意圖書交還，但部長

主張仍由故宮保存。

行政院來文之後，李部長打了幾次電話給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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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第一，圖書仍舊存在故宮，第二，秦院長也說

這批書的運用權仍舊為中央圖書館所有，但是所派

的管理人員要撤回，至於照微縮軟片的事情雙方再

簽辦。李部長又來電詢問關於辦理的經過，我說正

在研究和故宮接洽，希望照原來的辦法辦理，一方

面符合部長的意思，同時也符合過去的規定，後來

李部長很明確的告訴我，這件事應遵照故宮決定辦

理。��年��月��日，故宮再正式來文，要我們辦理

點交。我隨即簽報教育部，李部長批示照故宮來函

辦理，我認為茲事體大，乃請部裡派員監交。李部

長也指示核可。��年�月�0日中央圖書館函報教育

部，已將善本圖書�0, ���冊，地圖��0件，點交完

畢。

記得蔣復璁先生在故宮會後，面色凝重的提

著手杖到中央圖書館來，他對於會議的結果忿忿不

平。用手杖敲地板說，他為這批圖書運回臺灣千辛

萬苦費盡了心力，不想竟有這樣的結果可說是愛之

反足以害之。他回憶說，教育部李部長在會前未徵

詢圖書館的意見，顯然事前就有了決定。教育部是

圖書館的主管機關，在會中如此決定，又經嚴前總

統在會中做成決議，我個人人微言輕，在會中亦難

以分辯了。蔣先生建議此事目前不易改變，可俟適

當時機再研議收回管理，彼對此事出人意料之結果

深感痛心。

在故宮會後的一週早晨，李部長約我在部內共

進早餐，在座的還有三位次長和主任秘書，他簡單

說明故宮常會的經過，特別說明他看到當時大家的

爭執，為免嚴主席為難，才提出仍將平館古籍存放

故宮的意見，他與故宮秦院長事後溝通，中央圖書

館仍有使用權，如有需要仍可借用。希中圖今後配

合四庫續修的計畫，他當盡力支持。

��年�月��日，民生報第九版報導這件消息，

記者王震邦經常到中央圖書館來，也到故宮博物

院，他訪問了秦院長有關北平圖書館善本書處理經

過，秦院長當時說明善本書要藏得保險、要管得好

用等。王震邦另外訪問了一些學者及其他不具名的

人士，大家主張應該按照機構的功能來處理，中央

圖書館負責管理書，善本書當然應該由中央圖書館

來管理，同時文物圖書不能不以保存為滿足，也應

設法流通傳播，發揮功能等等。��年�月��日，民

生報刊出新聞標題是「善本書復藏合璧無望」，報

導中央圖書館善本書一分為二，引起了學術界的注

意。民生報在��年�月��日的民生論壇上，有篇短

評，標題為「文化界不必要的二個爭執」，內容是

作者對文化界兩件新聞有所感觸，第一是中央圖書

館早年委託故宮博物院保管的幾萬冊善本書，由於

中央圖書館新建大樓完成有意索回，故宮卻呈文行

政院，要求永久保管獲准。第二則是省立博物館的

問題。作者認為，中央圖書館既然有現代化的保管

設備，能夠妥善保管善本書，而且能夠納入圖書資

訊系統，則暫存故宮的善本書自然應該歸該館收

藏，故宮爭取到手後，除了在收藏數量上增加，對

國家社會及學術界沒有什麼特別意義，過去若干年

來故宮採取嚴格管制政策，近來雖然有所改進逐漸

放寬，也無法與圖書館事業的中央圖書館對公眾開

放的情況相比，善本書是國家的財產，應該怎麼樣

安全供學術界使用才是主要的問題，假如只是爭所

有權，甚難令學術界與公眾心服，經營文化事業要

有大公無私的精神，才能以適當的方式服務社會大

眾，很不幸的是文化界不能丟掉的一個私字，何以

立場不同、何以觀點互異、何以利害衝突、令人感

覺到缺乏理性。這篇社評雖然很簡短，但是說的非

常切要。中央圖書館雖然多次溝通，並沒有能達到

我們的願望，同仁都感到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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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年�月�日，中央圖書館為了履行典藏維

護善本圖書之職責，再次函請教育部發文給故宮博

物院將前平館善本書移由央館保管，仍未有結果，

�月��日我由中央圖書館卸任，回師大任教。個人在

館服務一日，就要負一天責任，爭取善本存藏是我

職守所在，並不考慮其他問題。

代管平館善本書這件事，是我在中央圖書館工

作期間，發生比較特殊的事情，也可以說是令人難

忘的事情。記得有一位記者小姐，在我將要離開中

央圖書館之前問我，在中央圖書館十一、二年有沒

有什麼覺得很遺憾的事情？我當時就說，我對任何

事情的處理都是盡力而為，在我個人力之所及作一

些事情，如果盡了力而作不到、沒有達成效果，我

當然會感覺遺憾，但是我絕對不會因我在工作上沒

有盡力而遺憾。



國家圖書館館訊

徵稿啟事

視察室



中華海峽兩岸文化資產交流促進會名譽理事長王水衷先生贈送國家圖書館其佛典收藏品《四諦論》榮獲「第五屆政府服務品質獎」頒獎典禮後，曾館長及部分同仁於國圖大門口合照

書香大遊行中國家圖書館書衣人，俏皮可愛

 

淡水

華山文創園區

華山文創園區

淡水

新店

華山文創園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