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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蒞臨東海圖書館訪問側記 

謝鶯興  

一、緣由 

2017 年 10 月，本館接獲高雄中山大學轉告之信函，由該校代為安排上海

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師生一行，由復旦大學圖書館副館長楊光輝教

授帶領該院古籍保護專業碩士生 14 位，擬訪問台灣幾所典藏線裝古籍的大學

圖書館，瞭解各館古籍的收藏情況和古籍保護、修復的理念與工藝。東海圖

書館亦被列入這次參訪的行列。 

在確定於 12 月 21 日蒞臨東海參訪後，又接到這一批經復旦大學與國家古

籍保護中心共同培養的專業碩士，之前已經在日本和韓國進行了相關學習考

察，希望在東海參訪之際，能進一步瞭解： 

1.查閲過程中發現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文獻的數字化做的很好，想瞭解目

前館藏數字化的进展與遇到的問題。 

2.想瞭解東海大學圖書館的「線裝書之美」活動，尤其是其中的「線裝書

製作研習」環節。 

3.列出擬目睹的東海典藏的八本善本線裝古籍： 

A.《西漢文類》存十六卷(存卷二十至卷三十五)八冊

（D03.32(A3)/(n)7722） 

B.《斜川詩集》九卷二冊（D02.3/7237） 

C.《虞註杜律》二卷二冊（D02.2/4453-2） 

D.《春秋三傳解義》殘卷(存隱公元年至文公元年)一冊

（A06.42/(q3)5021） 

E.《御題棉花圖》不分卷一冊（C04.2/(q3)0041） 

F.《兵枝指掌圖》一卷一冊（C02/(q3)0412） 

G.《善鄰國寶記》三卷三冊（B09/(p)2677） 

H.《沖虛至德真經》八卷六冊（C10/(a)1223） 

二、行程側記 

21 日上午 9 時起，貴賓蒞臨，本館安排先在良鑑廳聽取簡報，再到四樓

特藏室參觀。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26 期 

102 

1.交換禮物與自我介紹 

就定位後，首先由本館館長黃皇男教授先致詞，歡迎遠道而來的同道。

接著由復旦大學圖書館副館長楊光輝教授致答詞，隨即交換禮物，再進行雙

方人員的介紹。本館介紹了在場的幾位組長與同仁，復旦大學楊副館長則請

參訪的師生自我介紹，以便彼此認識。 

以其為古籍保護的專業背景，本館特別贈送館藏古籍整理成果：館藏善

本書目及李田意、方師鐸、戴君仁、周法高及徐復觀五位教授贈書專櫃的線

裝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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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簡報內容概述 

來訪之目的，是要瞭解東海的特藏文獻數位化及「線裝書製作研習」環

節，因此簡報內容分從：特藏文獻數位化，線裝書製作流程與製作的研習過

程，擬調閱的線裝古籍之書影，三個單元介紹。 

 

A.本館特藏文獻與數位化。以學校文獻和線裝古籍為大宗，數位化則因

早期受限於技術與設備，尚未全面進行，已經數位化的文獻，則上傳到圖書

館自建的「虛擬校史館」，可以經由網際網路自由檢索。至於線裝古籍整理完

成的書目，皆附上書影，完整的書目資料，亦上傳到自建的「線裝書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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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館刊資料庫」，提供校內外人士檢索使用。 

目前完整的整本書的數位化，本館規劃從卷數較少的善本及和刻本開

始，著眼於卷數少，容易處理。實際的進行，則在黃館長上任後，才從《三

傳經文辨異稿本》進行掃描。由於為手抄本，經掃描及文字辨識後，配合各

篇的標題彙編，提供全文檢索。 

簡報中，我們提出了需要一個思考的問題，即：數位化只是掃描經由文

字辨識，提供全文檢索，就算完成了？或是還要加上「異體字」的結合？或

是加上「權威檔」製作後的類智慧型檢索？或是提供「進階檢索」等。或許

還有更多需要思考的數位化技術及檢索方面的需求。當然是要懂得圖書館或

資料庫使用的資料庫廠商協助，從「使用者」立場思考、規劃與設計 

B.「線裝書製作研習」，是配合東海 60 週年校慶而辦理的活動。研習活動

分場次進行，邀請幾位在他校執教的校友協助指導。各場次都全介紹陳列在

「主題展示區」的「傳統書籍形式」的照片、複製品與實物，增加研習者的

瞭解，再進行實地的研習製作。實地的作法：打四個裝訂眼，量線--線長為書

籍長度七倍，穿針雙股，進行縫製，過程裡特別強調留意藏線及縫線注意到

雙股線的平行。 

C.播放製作線裝書的分解圖以及擬調閱的八本善本的部份書影。 

 

簡報完畢後，全體在本館大門前的階梯合照留念。接著參觀一樓的「主題

展示區」及「共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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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觀四樓特藏室 

基於古籍的保護，本館將善本古籍置於「徐復觀教授紀念室」的展示櫃

中，供來賓觀看。現場並陳列本館早期委外製作的函套，及近年自製的函套、

木匣子，以及目前正為徐復觀教授贈送的線裝古籍製作六合套，略顯本館古

籍維護的一點用心。 

 

當天適逢空調出了問題，加上來訪人數過多，以及時間的不足，未能當

下邀請他們進入善本書室，實地瞭解本館的典藏現況，深感遺憾。 

三、結語 

參訪交流，在典藏線裝古籍的單位，實際進行古籍維護與整理者而言，

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尤其是珍貴的善本，以其年代久遠，早期的紙質維護

未被重視的因素下，所謂的古籍「五厄」、「十厄」、「十五厄」的刧難，今人

對於古籍的保護，都採取嚴謹的標準，因而許多典藏單位除了進行「書志」

的撰寫，或如本館的「善本書目」的整理，也都是提供不同程度的訊息，讓

研究傳統文獻，研讀文獻學的人參考。然而，許多人都認為數位化可以提供

古籍另一種的生命，透過網路無遠弗屆的特性，使用者可以隨時讀取。但是，

數位化是否僅是掃描後的全文檢索呢？有待科技公司與圖書館從業人員共同

商討這方面問題應如何解決的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