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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碧芳 ◎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組副理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

錄：日本漢籍篇》（以下簡稱該書），是調

查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日本漢籍現存狀

況之書目。臺大圖書館較早期之圖書資料，

以往曾編有目錄，但出版的《國立臺灣大學

善本書目》和《國立臺灣大學普通本線裝書

目》二本書目距今已超過30年以上（註1），

期間各館藏圖書館屢經搬遷、合併和讀者借

閱，舊有目錄難以反映館藏現況。

臺灣大學中文系張寶三教授有鑑於此，

於是以日本漢籍為題，親自主編，邀請日本

學者住吉朋彥先生來臺編輯，以「臺灣大學

圖書館和刻本漢籍的收藏與整理」（註2）一

文附錄書目為底本，再逐一參對原書、花費

數月時間而成初稿；初稿完成後，再由張教

授親自覆核，並與住吉先生多次討論而定，

前後歷經四年多始成此書。

該書名稱「日本漢籍」類同一般所指

「和刻本」，只是書籍不只「刊刻」，尚包

括抄錄等方式，因此該書使用「日本漢籍」

一詞；而該書收藏範圍所界定的「珍

本」，是以學術價值及館藏特殊性為

選擇標準，而非完全以年代之早晚

為限（註3）。此外，「日本漢籍」一

直有其獨特性，因中國古籍傳入日本

後，產生複雜的變化與影響：「中國古籍

抄本，傳入日本後，再度被傳抄；或中國古籍

抄本，傳入日本後，被版刻、活字版或攝影

出版⋯⋯考察這些現象，可以瞭解中國古代

典籍傳入日本之後，日本人對其書接受、對

應之情形以及在日本產生之影響，對於瞭解

中、日間文化交流及各自文化之主體性，有

極大之助益」（註4），因此編輯日本漢籍書

目，對研究東亞文明而言，有其重要意義。

臺大圖書館所藏日本漢籍來源包括在臺

北帝國大學和臺灣大學二個時期所購買或獲

捐贈而得，收錄之圖書特色在於：

1. 館藏數量及圖書內容豐富：總部數共700餘

部，數量雖不如日本諸圖書館，但已不亞於

中國大陸其他圖書館，且內容遍及經史子集

叢各部，內容豐富。

2. 不乏珍稀抄本：書籍雖非以版本年代見

長，如清乾隆60年（1795）前的書籍為120

部，但屢見珍稀抄本，如川田興（河田迪

齋）、豬飼彥博、中島好義、森槐南、森川

竹磎等人之標注或手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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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名家藏本，

包括足利衍述、

富岡鐵齋、神田

香巖等人舊藏。

4. 藏有與臺灣關

係密切之典籍，

如中村櫻溪之

《涉濤三集》、

石川柳城之《稗

海楂程》和《海

上唱和集》、

久保天隨之《秋

碧吟廬詩鈔戊籤》和吳德功所撰《戴案紀

略》、《施案紀錄》、《讓臺記》三書之手

抄本等。（註5）

在編輯體例上，分為「漢籍、準漢籍」

與「日本人撰述漢語文獻」二部分，前部分

以經史子集叢五部分類排列，後部分以總

記、儒教、神道、佛教、歷史、政治法制、

藝術、語學和文學分類，並附錄「日治時期

臺灣及朝鮮書」，同時依據筆劃製作書名和

人名二種索引，方便使用者查找。

該書的出版，呈現了臺大圖書館所藏珍

本日本漢籍之來源、特色與價值，希望能讓

使用者對之有具體完整的瞭解，進而研究使

用。但由於臺大圖書館所藏之日本漢籍分佈

在各資料群中，有部分尚待整理，故該書所

收錄的書目仍有未完備之處，有待未來再加

以整理補充。此外，臺大圖書館承接了臺北

帝國大學圖書，光復後又陸續增購與接受捐

贈，圖書豐富具多

樣性，為能讓更多

使用者利用這些資

料，除該書之外，

近4年來已有《臺灣

大學圖書館藏珍本

東亞文獻目錄：日

文臺灣資料篇》、

《國立臺灣大學圖

書館館藏大鳥文

庫目錄》與《國立

臺灣大學典藏古

碑拓本：臺灣篇》等參考工具書的出版。編輯

參考工具書是支援研究的基石，期待未來能

結合更多專家學者，協助編輯書目工具書，以

供更多的研究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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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編者，民57）；臺灣大學圖書館，國立臺

灣大學普通本線裝書目（臺北：編者，民

67）。二本書目已出版逾30年。

2. 潘美月、夏麗月，「臺灣大學圖書館和刻本漢

籍的收藏與整理」，在第三次兩岸古籍整理

研究學術研討會（臺北：國家圖書館，民國

80年4月18日至19日），頁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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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出版中心，民97），頁11。

4. 同註3，頁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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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詩集注抄》二十卷，釋

智翃撰，正保四年（1647）

刊，寬文三年（1663）印

本，富岡鐵齋舊藏。

‧《朱氏談綺》三卷，明

朱舜水撰，寶曆五年

（1755）刊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