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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國煇全集》別卷在文獻學上的意義

2011年4月14日在國家圖書館舉行的《戴國煇全集》新書發表會，對戴家而言，是10年漫長

辛苦等待的開花結果，對學術界與出版界，歷史學家戴國煇先生著作能夠完整地出版，在臺灣

史、華僑史與日本的重新研究上，未來勢必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力。

而自有印刷出版，全集的編輯就由來已久，但編寫旨趣卻不盡相同。《戴國煇全集》為我

們提供了集中而豐富的研究資料，其中有文獻價值甚高的小傳、生平年表、日記，又注重二次

文獻資料的梳理，在文獻學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其實《全集》是在《戴國煇文集》的基礎上再深化建立的。1992年出版的《戴國煇文

集》，只收錄了戴先生的中文著作。然而戴先生旅日41載，著述立說以日文居多。《全集》27

冊，歷時2年4個月，動員近百位學者專家及工作人員參與翻譯、審校和編輯工作。這次戴先生

所有日文著述首次全部中譯，幾占所有著作的三分之二，除了戴夫人林彩美女士親譯親校外，

並且聘請了于乃明、吳文星、林水福、邱振瑞、張隆志、湯廷池、徐興慶7位專家學者擔任日文

審校群，這在臺灣《全集》編輯史上，是一件大不易的文化工程。此次《全集》的出版，對研

究戴先生學術思想與治學方法，留下了完整的歷史證言。

而戴先生的治學脈絡，從其「梅

苑書庫」的收藏，就已反映其研究的多

樣與專精。這批珍藏已於2005年4月15日

正式入藏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聯合圖書

館，並以「戴國煇文庫」集中管理，因

為中研院深知「戴國煇先生不是一般的

藏書家，而是研究型藏書家，故絕大

多數的典藏都含有直接之學術價值。」

（註1）因為若將收藏者的研究文獻分割典藏，勢必失去對戴先生學術思想軌跡的完整尋繹。

全集的出版，除了能夠一探戴先生的治學理念，更重要的是留給後來研究者接續更進一層

的研究，因此該次參與整理和編輯文獻上，編輯群都達到一定的學術水平，所以能夠完整呈現

戴先生的治學全貌。因此全集依內容性質編排，分成了史學與臺灣研究、華僑與經濟、日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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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人物與歷史、文化與生活、書評與書序，以及採訪與對談七個領域項目。另外，為了與

全集個人文章完整性作出明顯的文獻區格，特別將與戴先生有關的研究資料別為一卷，另外編

製《別卷：殖民地的孩子─歷史學家戴國煇》一冊。這種採用文獻整理方法，在臺灣全集編

纂上是第二個成功的範例。（註2）

大體而言，《別卷》的編排，屬於「資料彙編」性質。所謂「資料彙編」，據張大可、俞

樟華合著的《中國文獻學》一書釋義，是指「為適應現代社會科學發展的需要或研究，把某一

方面或某一專題的資料，按一定的方法進行編纂，以供閱讀或翻檢的資料性參考書。」（註3）

張春輝稱它為「邊緣性工具書」，是一種將各種專題資料「摘編」或「選編」而成的工具書。

它與一般的工具書不同，「既可起索引作用，又可起原始文獻作用。由於其資料經過摘取，分

類、集中排印，可省去研究人員輾轉查尋之勞。」（註4）也因為其中匯集了許多「二次文獻」

資料，具有「閱讀」與「翻檢」特性，研究者更可據此作為研究基礎。

由於資料彙編，是對原始文獻的重新排列，除了能夠提供資料出處，又可循線檢索到全

文，故又有「檢索兼參考性工具書」之稱。因為有此特性，出版時編輯者給予的名稱也並不一

致，有資料彙編、資料卷、文獻集、別卷等名。比如直接以「資料彙編」名之的，有《李喬短

篇小說全集》、《詹冰詩全集》；或名為「資料卷」，如《張秀亞全集》、《楊逵全集》、

《葉石濤全集》、《錦連全集》；另外也有稱為「文獻集」，如《龍瑛宗全集》、《張文環全

集》；而《鄭清文短篇小說全集》的《別卷：鄭清文和他的文學》，則以《別卷》名之。雖然

名稱各異，內容大抵是收錄作者照片、寫作年表，以及他人憶述作品和評介文章。然而這些資

料彙編，嚴格來說，其實都未能達到「書後索引」的標準。

文獻學家張錦郎先生認為過去只有《錢賓四先生全集》的書後索引編的最好，第54冊《總

目》，除附有各冊總序原文外，並將53冊的總序目、目次、全集篇目和章節，按筆畫、四角號

碼、注音符號、漢語拼音順序彙編成書後索引，得以俾見全集梗概。原本《柏楊全集》也曾構

思將其著作目錄及評述資料編成《柏楊研究資料》，擬以附冊形式出版，惜尚未完成。如今

《戴國煇全集‧別卷》的出版，應可作為編輯書後索引範例，這在文獻學上有著特殊意涵。

無論古今，「文獻整理」是文獻學的基本要務，而「整理結集」後出版，才能將著述者的

思想言論記錄傳佈。傳統文獻學發展到了清朝已臻至極境，至近代受西方思潮影響，因著新興

出版社和圖書館的創建，以及文獻新載體、新材料的出現，適應新思維和新時代的文獻工作概

念也就應運而生，因而有了現代文獻學的生發。現代文獻學在傳統文獻學基礎上，繼承舊有的

特點再創新適用，呈現了嶄新的兼容面貌。

細察戴國煇全集《別卷》的內容架構，共分為圖片集、生平年表及日記、生平資料目錄、

全集總目、評論選文與篇目索引六部分，乃是融合了傳統文獻學與現代文獻學概念，從《別

卷》編輯上，可以看出這種繼承與創新的脈絡。以下就《別卷》內容架構，分析其在文獻學上

的交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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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圖片集

傳播媒體的蓬勃發展，顯示出視覺藝術的重要性。影像是文字之外傳遞認識客觀世界的具

體方法，影像代表著另一種語言，從影像所透露的訊息，我們看到了時代社會的生命故事。輯

一圖片集慎選了日常照片173張、文物13張、梅苑書庫珍藏文獻6張，共有192張與戴先生學術生

活、珍藏文物相關的代表性圖片。這些影像實錄，印記了戴先生學術研究上親經親歷的踏實態

度，那種情感與理智、心靈與智慧的和諧追求，折射出戴先生的生命哲學。

2.生平年表及日記

學術研究是以文獻整理作為基石，藉由日記的閱讀，最能直接探索戴先生的真實生命，因

為「日記所折射的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生活世界，而是整個時代的一個縮影。」（註5）輯二生

平年表及日記包含了小傳、生平年表與日記三部分，由戴夫人林彩美女士從1961至2000年的記事

本中編譯而成，並核對查實戴先生相關著述與文物，在人物、時間、事件中作了密切結合與繫

聯，雖然只是資料性的簡短記述，卻是研究戴先生學術生命的基礎輪軸。

3.生平資料目錄

該輯主要是集結戴先生和各方的文章與記錄資料，其下又細分自述、他述、採訪與對談

（座談）四類，採訪與對談之下再分專書、單篇、年表、其他四小類。各類均依時間先後排

序，可以具體直探戴先生學術思想的嬗變軌跡。

4.全集總目

輯四「全集總目」下，分總目錄、專書目錄及提要、未結集與未發表著述篇目三個子項

目，這部分蘊含著傳統文獻學的優良內涵。

總目即書目的意思，人類圖書，浩如煙海，如何找到適切圖書，則有賴目錄來指引。清代

學者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說：「凡讀書最初要者，目錄之學。明目錄，方可讀書；不明，

總是亂讀。」《全集》依類將戴先生已出版之著作分成七大類，讀者只要按類搜尋27冊之目次

內容，自可按圖索驥找到想要閱讀的篇章。

專書目錄及提要，則簡要介紹了戴先生22種中日文專書，並附書影。提要是對文獻論著的

內容說明，簡扼介紹作者生平、學術思想和揭示文獻內涵的一種方法，在中國目錄學發展史上

有其優良傳統，它是書目的靈魂，幫助讀者認識和利用圖書的導引。提要西漢稱為「敘錄」，

北宋稱「解題」，現代人或作「題解」。其編寫體例，大體分作敘錄體、注錄體、傳錄體與輯

錄體四種類型。而專書目錄及提要，主要側重在專書目次內容和版本的介紹上，承繼了劉向父

子敘錄精神。

在專書出版之外，戴先生尚有未結集的單篇文章和一些遺稿未及整理與發表，這部分整理

工作，相當於傳統輯佚學，計收有日文238篇，中文73篇，依文章發表或寫作年代排序，將之歸

於「未結集與未發表著述篇目」中。這些篇章，發抒了他對臺灣農業與經濟、中國社會史、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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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問題、日本與亞洲、東南亞華僑、殖民地等多元議題的論述。而為了方便查找資料，特別於

輯六編製了「未結集與未發表著述篇目索引」，讓我們深切感到戴先生還有許多未竟的系統研

究工作尚待完成。

5.評論選文

在現代文獻學觀念裏，書評是文獻導讀的重要指引，是幫助讀者了解一本書的入門磚。書

評一般可以分成三大類︰一是出版商宣傳和促銷新書的宣傳文字；二是向普通讀者引介暢銷書

或指導如何閱讀書籍；三是報導和評價學術專著的書評。其中專家學者的書評，是揭示並探索

著述者研究歷程與思想精髓的重要論述。輯五的評論選文，主要選錄了《與日本人的對話》、

《日本人與亞洲》、《境界人的獨白》、《新亞洲的構圖》、《臺灣與臺灣人》、《臺灣往何

處去？！》、《討論日本之中的亞洲》7本18篇評論戴先生對臺灣和日本研究的專書。評論者如

加藤祐三、鶴見良行、須田禎一等人，多為臺灣史與日本史研究者，由此，更能見出戴先生於

臺灣與日本議題研究上，在日本深受肯定的價值與地位。（註6）

6.篇目索引

輯四「全集總目」下的「總目錄」與「專書目錄及提要」部分，將戴先生已出版的圖書內

容作了說明，而最重要的「未結集及未發表著述篇目」，是戴先生尚未結集的重要文章，將之

另外編就索引，按筆畫順序排列，更方便查找閱讀。除此之外，我們也期待戴先生尚有一些散

佚的文稿仍有重回的一日，也許未來或有機會將輯佚的文章再別為一冊出版。

總體來看，《別卷》最大特色是包含了大量的「二次文獻」，如「生平資料目錄」、「全

集總目」與「未結集與未發表著述篇目索引」，占了全書三分之一多。二次文獻也稱「二級文

獻」，它是將大量分散無序的一次文獻進行整理分析，並按照文獻學理論進行邏輯順序和科學

體系的編排存儲，系統化後，可以便於檢索利用，比如目錄、索引、文摘等。由於二次文獻

具有明顯的彙集性、系統性和可檢索性，能幫助研究者節省查找一次文獻的時間，自20世紀以

來，是現代文獻學發展上的重要項目；再配合資訊科技的精進，由紙本目錄、索引、文摘所研

發的資料庫，幾乎是二次文獻的產品。《別卷》既有著「資料彙編」性質，除了保有傳統參考

性工具書特性，又兼具現代文獻學的檢索功能，在文獻學上可謂交融了繼承與創新的精神。

由於一般編全集者，很少願意投注人力和時間來編製書後索引，研究者大多只能憑藉記憶

來翻檢資料。然而索引是學術研究的重要利器，它能夠在短時間內查檢翻閱資料的正確位置。

《戴國煇全集》的《別卷》，不僅記錄了戴先生生平及其學術活動，而研究資料的完備輯編，

更系統地反映出戴先生學術生命與學術研究全貌。

此次全集的出版，是戴夫人林彩美女士對先生學術研究的尊崇，是張錦郎先生辛勤奔波走

訪的成果，是學界尊敬戴先生在臺灣史、華僑史與日本史研究的肯定，更是文訊團隊在全集編

輯出版的更上一層樓，重要的是，它更展現了臺灣出版界的恢宏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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