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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圖書館藏李田意老師贈書緣起 

  孫秀君 1、謝鶯興 2 

李田意老師，耶魯大學歷史系哲學博士。於 1986 年至 1994 年，擔任

東海中文所與歷史所合聘之講座教授。李老師生前心繫東海，曾捐出一批

為數不少的書籍給東海圖書館，嘉惠東海師生。近期，由於圖書館書籍編

訂品質的日趨精良，也因為前東海中文研究所所長楊承祖老師再度關心這

批書籍的後續處理，所以，重新開啟了整理修編的工作。 

李田意老師 1915 年 3 月 14 日出生於河南省伊陽縣，生前歷任美國耶

魯大學、夏威夷大學、俄州州立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教職 3。擔任東海中

文所與歷史所合聘之講座教授之時，在中文所開設中國文學史專題研究、

紅樓夢研究、中國小說史專題研究等課程。他以豐富的學識以及對學生的

關心愛護，成為當時中文研究所最受歡迎的老師之一，指導博、碩士班學

生多人撰寫畢業論文。2000 年 3 月 17 日李老師病逝於美國俄亥俄哥倫布

市，消息傳來，全所師生同感悲痛。 

李老師捐的書籍，可分為一般書及線裝書。這次主要是針對其中的線

裝書做詳細的介紹。尤其線裝古籍留存不易，除了需要妥善保護外，當然

還希望能讓讀者繼續學習與研究，才能賦予他們新的價值與意義。因此，

書籍整理完之後，希望與更多讀者分享、領會古書中的歷史情感，並從中

獲得所需的知識。 

楊承祖老師曾在《李田意教授八十壽慶論文集》序文中提及 4，當年有

人想出價購買李老師的書籍，但他不為所動，反而將書捐贈給了東海大學，

可見他對學校的情深意重。讀李老師贈書的同時，感念他對後輩的殷殷勸

勉之情，也讓我們對其人其書更加懷念與珍惜。  

 

                                                 
1 弘光科技大學通識學院副教授。 
2 東海大學圖書館流通組組員。 
3 謝鶯興，＜李田意先生著作目錄＞，《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 新 43 期， 2005年

4 月 15 日。 
4 李田意教授八十壽慶論文集編輯委員會，《李田意教授八十壽慶論文集》，台北：

文海出版社，1996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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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李田意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錄．經部 

孫秀君 ∗、謝鶯興 ∗∗ 

禮類 

禮記校證二十卷四冊，民國王夢鷗撰，侯志漢手鈔，民國間據侯志漢手鈔

本景印 LE A04.32(r)1047(094.3/1047) 

附：<總序>、<目次>、1964 年 (民國 53 年 )王夢鷗<後記>。 

藏印：「李田意藏書」長型硃印。 

板式：白口，單欄，單魚尾。半葉十四行，行四十一字；板框 18.6 ×

12.9 公分。魚尾下題葉碼。 

<曲禮少儀校證第一>卷首行上題「禮記校證」，次行下題「吳

航王夢鷗撰稿」，三行下題「魯濰侯志漢手鈔」。 

按：1.扉葉鈐「贈 姓名：李田意 時間：85.7.9」。 

2.王夢鷗<後記>云：「今此校訂之文，取據之來源有三：一、據各

種現版本，互勘其文字之異同；二、據秦漢古籍及隋唐類書互

勘其章句之得失；三、據歷代注解之書及晩清學者專論，從疑

義審訂其章句及文字之舛誤。關於版本之校勘，昔者阮元用力

己勤，茲即用其書為底本，更參以晚近出世之鈔本刻本，藉補

阮元所未及。」 

3.王夢鷗先生，福建長樂人，1907 年生。1926 年就讀福建學院，

1930 年赴日留學早稻田大學文學研究所，1936 年返國任教於廈

門大學，1946 年任職中央研究院，1949 年隨國府來台，1956 年

任教政大中文系所，1979 年榮退，輔大中研所延聘為講座。卒

於 2002 年 9 月 22 日。 

春秋類 

不見于春秋表之春秋方國稿不分卷二冊，民國陳槃撰，陳沅淵、江漢同校

字，民國五十九年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九  LE 

A06.4(r)/7527 

附：<總目>、民國五十九年 (1970)陳槃<敘論 (增訂)>、<引用書目>、<

                                                 
∗ 弘光科技大學通識學院副教授 
∗∗ 東海大學圖書館流通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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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索引>、<附載>(收<增訂專刊 本春秋大事表列國爵姓及存滅表譔異追

記>、<增訂專刊 本春秋表列國爵姓及存滅表譔異勘誤再補>兩篇)。 

藏印：「李田意藏書」長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四邊單欄，無界欄。半葉十四行，行 (低兩格)

三十三字；小字雙行，行 (低兩格)四十四字。板框 13.1×17.6 公分。

板心上方題「不見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魚尾下題「冊

○」、國名及葉碼，板心下方題「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 

各冊首行上題「不見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下題「陳

槃」，次行題「冊○」，三行為次序及各國名。第二冊末題「不

見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冊終」，「陳沅淵、江漢同校字」。 

扉葉右題「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九」，左

題「陳槃」，中間書名題「不見於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

後半葉題「本書譔寫期間，承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補助工

作所需。印製費用，承國家科學委員會予以資助。謹志感謝于

此。」 

版權頁上題「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九」、

「不見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全二冊」、「版權所有，

不許翻印」；由右至左依次題「中華民國五十九年十二月出版」、

「每部定價新臺幣壹佰陸拾圓」、「譔述者  陳槃」、「發行者  中

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  臺北市南港區」、「印刷者  精華印

書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長沙街二段七一號」。 

按：1.扉葉鈐「贈 姓名：李田意 時間：85.12.2」。 

2.<總目>分：冊壹、冊貳、闕疑編、附載。 

3.<敘論>云：「本編初草，名曰《春秋大事表列國爵姓及存滅表未

收諸國表》；繼又更名《春秋微國考》；最後則定易今名。因附

記。五五年十二月，初稿于南港舊莊之山園，五九年開春，增

訂卒事。」附載二增訂專

刊 本春秋表列國爵姓及存滅表譔異勘誤再補>

之附記云：「拙箸《春秋大事表未收諸國表》係初草名，付梓時

易名《不見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而<譔異>書中間或引

用初名，未及一一追改，今特附白于此。」 

4.陳槃先生，字繫淹，廣東五華縣人，清光緒三十一年 (1905)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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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生，廣東大學(後校名改稱國立中山大學)國文系畢業，入語

言歷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的前身)研究，卒於

1999 年。 

經總類 

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三卷一冊，民國屈萬里撰，民國五十二年中央研究院

歷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九 LE A10.4(r)/7746(092/7746) 

附：民國五十一年 (1962)屈萬里<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自序>、<漢石經

尚書殘字集證凡例>、<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目錄> 

藏印：「李田意藏書」長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無界欄。半葉十行，行 (低兩格)二十三字；

小字雙行，行 (低兩格)二十三字。板框 15.3×19.0 公分。板心上方

題「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魚尾下題「卷○」及葉碼。 

卷一首行題「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卷○」、「論證」(卷二題

「校文」)，次行題「漢石經尚書殘字之發現與著錄」。 

扉葉題「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三卷」、「屈萬里自署」，後半

葉題「本書在寫作期間承洛克斐勒基金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

之資助謹此誌謝  屆萬里謹識」。 

版權頁左上題「版權所有 不許翻印」；由右至左依次題「中

華民國五十二年七月出版」、「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專刊

之四十九」、「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全壹冊」、「定價新臺幣

陸拾元整」、「著者：屈萬里」、「編輯者：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

研究所」、「發行者：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經銷處：

臺灣商務印書館  台北市重慶南路一段」。 

按：1.扉葉鈐「贈 姓名：李田意 時間：85.8.06」。 

2.<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自序>云：「客歲予撰《漢石經周易殘字集

證》既畢，次及《尚書》；荏苒經年，董理斯竟。」又云：「他

如《漢石經尚書》所據者究為何家之本？宋代及清中葉以前之

治漢石經者，都未言及。皮錫瑞氏首謂其為夏侯氏本，而語焉

未詳。陳夢家氏曾申皮氏說，而論多未諦。吳維孝據漢石經敘

殘石『尚書小夏侯』等字，定為夏侯建本；又因片辭孤證，未

為學林所注意。今參考三家之說，而以《尚書》殘字及石經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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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字證之，知《漢石經尚書》所據者，確為小夏侯本。歷代懸

案，賴此殘字而決，亦快意事也。」 

3.<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凡例>云：「一、本書為繼拙著《漢石經周

易殘字集證》而作，亦分三卷，論證、校文、及漢石經碑尚書

部分復原圖。」「五、校文以張氏皕忍堂覆刊唐開成石經本為主，

而參以今本。」 

4.卷一收：<漢石經尚書殘字之發現著錄>、<漢石經尚書所佔碑數

>、<舊雨樓本漢石經尚書殘字之偽>、<漢石經尚書篇數及篇第

>、<泰誓問題>、<漢石經尚書為小夏侯本>。 

5.屈萬里先生，字翼鵬，山東魚臺縣王魯鄉人。生於 1907 年 10

月 21 日生，卒於 1979 年 2 月 16 日。先後任職於國立中央圖書

館、國立臺灣大學、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

院士。 

 

文史知識  

地球要變暖，人類怎麼辦？--如何看待霍金的預言(之一) 

方謙光 

今天 2010 年 8 月 11 日，我從《參考消息》上看到一條令人毛骨悚然

的消息。英國著名的理論物理學家霍金預言：「人類將在 200 年之內徹底

滅絕，人類移民外太空是唯一的出路。」 

霍金的話也並非完全危言聳聽，自今年初以來，世界各地天災人禍不

斷。春季中國南方大旱，入夏以來北方暴雨成災，南方洪水氾濫。尤其是

最近甘肅舟曲縣城，因暴雨引發泥石流，頃刻之間淹沒全城，造成數千人

傷亡，數萬人無家可歸。中國的災情如此，美國的情況也不妙，墨西哥灣

石油鑽井平臺突然倒塌，數以千百萬噸的原油溢出，嚴重污染了墨西哥灣

海面，因而造成了難以估計的生態災難。歐洲的情況更為糟糕，高溫席捲

歐洲，莫斯科的氣溫高達 42℃，連續的高溫，引發了森林大火。火點多達

400 多處，出除了燒毀了大量的農舍與民居，軍事設施也不能避免，一處

海軍航空兵基地著火，一次燒毀了 200 架飛機，甚至傳言，核基地都受到

了波及。大火不但在俄國境內肆虐，莫斯科城市上空也濃煙滾滾，遮天蔽

日。大火越過邊境，一直燒到了格魯吉亞和烏克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