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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的寶庫與明燈
賀八十館慶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十四周年

蔡登山 ◎ 文字工作者

今年四月二十一日是國家圖書館八十周年的館慶，一個人若到八十歲已是耄耋之年了，但

展望國家圖書館卻以生機蓬勃，活力無限之姿，昂揚在國人的眼前。回顧從民國二十二年國立

中央圖書館在南京沙塘園草創，篳路藍縷，還租用民房辦公。迄民國二十六年方在南京國府路

營建新館，又逢抗戰軍興，只得奉命西遷重慶設立辦事處，民國二十九年間當時館長蔣復璁潛

赴淪陷區的上海，據其《回憶錄》中說：「抗戰期間，中央圖書館最大的收獲便是收購了大批

善本書籍。因為戰爭的關係，江浙滬一帶的藏書家自身難保，大量出售圖書，大批善本圖書逐

漸流入上海書肆中，國外人士都來收集。當時寓居上海的鄭振鐸等人痛惜國寶的散失，分別致

電重慶教育部部長陳立夫和中英庚子賠款會董事長朱家驊，請求政府撥款收購，以保存文獻。

後來教育部即同意利用中英庚款董事會補助中央圖書館的建築餘款一百二十萬元和教育部援助

的二百萬元從事搜購工作。」不到兩年時間，計購得善本古籍 4,864 部 48,000 餘冊，普通線裝

書 11,000 餘種，蒐集江南私家藏書之精華，奠定該館善本特藏的精華。抗戰勝利後又接收陳

群「澤存書庫」的大量藏書，民國三十七年底至三十八年初館藏中珍藏圖書文物移往臺灣，計

有善本古籍 121,300 餘冊，金石拓片 5,600 種，原澤存書庫的善本書也大部分被運到臺灣。筆者

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查閱，鈐有「澤存書庫」的印章者，就有 549 筆，當然還有沒蓋任何印

記的。摩挲這些琳琅萬卷，在紙潤墨香之餘，我們是否想到在戰火紛飛中，人命已如草芥，遑

論斯文，大批的圖書文物在砲火中飛灰湮滅。如果不是有心人士冒著生命危險搶救這些文獻古

籍，恐怕結果是不堪聞問了。這些圖書有幸，「澤存」下來了，我們必定不要忘了前人的勞績。

圖書館當然不只是典藏書籍，它還要發揮其他的功能。從民國四十五年在南海路的舊館到

民國七十五年的中山南路新館，我們看到國家圖書館（民國八十五年，改今名）正逐步地邁向

國際化，與全世界接軌的階段。其中可舉出的犖犖大端有：（一）、落實全國出版品送存制度；

（二）、典藏全國各大學學位論文；（三）、建置及發展「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四）、成立國

際標準書號中心；（五）、成立全國期刊文獻中心；（六）、整合本館書目和全文系統；（七）、研

究、推動及輔導全國圖書館事業；（八）、推動全國多元閱讀活動；（九）、國際合作學術交流；

（十）、成立漢學中心。



特　載

．打開心靈的窗戶，迎向書籍的召喚，讓我們遨遊在更廣闊、豐盛、精采的世界36  ◆  詩人羅智成

圖書館是學海中的無盡寶藏，凡大學問家，皆仰賴於公家圖書館或私人藏書樓，無一例

外。如史學大師孟森（心史）民國二十年受聘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至其逝世凡七年有餘。

但七年之間，他成書數百萬字，可謂著作等身，遠超過舊日所作之總和，最終奠定了他在明清

史研究領域的大師地位，後學之輩更奉為「我國近代清史學派的開山祖」。其所以能如此老驥

伏櫪，終日汲汲，嗜學尤力，只要是靠北京大學圖書館豐富的藏書，加之內閣大庫檔案公開，

還有國立北平圖書館大量的圖書資料，這一切都為孟森的研究著述提供莫大方便。尤其是他的

《明元清系通紀》號稱「一生學養之結晶」。孟氏於此書用力甚勤，自謂「留意者二十餘年」。寫

作過程中的重要材料來源為《朝鮮李朝實錄》，當時甫由朝鮮政府影印出版，北京也只北平圖書

館藏有一部，知道的人很少。北平圖書館的這部書，當時經常的讀者主要有兩個人。其一為孟

森，幾乎天天都去閱讀抄錄，雖年近七十，向不坐車；另外一位是年輕的吳晗，三十出頭，當

時也是步行，一老一少，天天出入北平圖書館，成為文津街一道獨特的風景。而這兩人後來皆

以明清史專家而聞名於世。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是國家圖書館出版的刊物，它的前身是《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國際標準

書號中心通訊》。該《通訊》於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創刊至民國八十五年八月停刊，共出版七十八

期。在《發刊辭》中說：「旨在加強出版界與讀者間的聯繫，並報導最新學術發展成果，為讀者

提供最新最正確的資訊，以便利其檢索參考，同時經由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的建檔，奠定日

後建立書目資料庫的基礎，達成國家書目控制之最終目標。」而《通訊》提供新書的資料包括：

出版者、序號、書名、作者、預定出版日期、版次、ISBN 號碼及裝訂，並將加入類別、適用

對象、內容摘要等，且附出版社名錄及書名索引，以便檢索。而民國八十八年一月《全國新書

資訊月刊》創刊，至今以滿十四年，已出版 171 期了，還持續出版中。新的《全國新書資訊月

刊》除了原有的新書書目仍沿其舊外，又增加了許多專欄：如品味閱讀、通論、書評、讀書人

語、出版觀察、出版代誌等等，已不同於《通訊》時期，只是提供新書資訊而已。它以煥然一

新的面貌，真正的成為一本以「書」為主體的雜誌了。尤其是每年一月號就會將去年整年的出

版記事整理出來，我們不能不佩服編目組李國蓉小姐的辛勞，試想如果將每年度的出版大事彙

整起來，那將是未來寫出版史的重要參考資料。筆者在兩年前去武漢開座談會談到臺灣的出版

概況，就充分引用這份這資料，讓彼岸的同行稱讚不已。

除此而外書評的重要性，更是不言可喻。當兩大報的讀書版取消後，《全國新書資訊月

刊》的書評就更顯得重要了，它是目前臺灣碩果僅存的兩本有書評專欄的雜誌之一。《全國新書

資訊月刊》的追求內容多元化，是有目共睹的。在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在曾堃賢兄的盛情邀約

下，筆者也忝為該月刊的專欄作者，十多年來先後發表四十一篇文章，開過「另眼看作家」、

「讀人閱史」及現在的「開卷有得」三個專欄，前兩個專欄後來都集結成書，後一個專欄正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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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中。

欣聞國家圖書館八十歲生日，又《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也十四歲生日，我們寄望這一老一

少（其實他們是永遠不老，歲月催人老的倒是我們），是我們智慧之海的寶庫與明燈，無論多少

風雨，依然守護著你我。僅以此短文為賀，抒不盡感激之情。

稿  約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以刊載與圖書或出版相關之論述宗旨。

內容包括報導臺灣最新出版之新書書目、新書介紹、書評、讀書人語、童書賞析、專題選目、作家與作品、出版人專訪、品味閱讀、臺灣出版大事記以及國際出版觀察等專欄。除新書書目、新書介紹外，其餘專欄皆開放投稿，歡迎各界賜稿。

1.  來稿以未曾發表者為原則，文長以 2,400 字、3,600 字或 5,000 字左右為原則，特約稿件則不在此限。若有相關照片、圖片等，亦盼隨文附上；惟需註明活動（攝影）日期與拍攝者；如用畢需歸還者，亦請特別註明。2.  書評、讀書人語、童書賞析等專欄，所評論之書籍以近半年內臺灣出版的新書為原則。

3.  來稿請提供 Microsoft Word 相容或純文字格式之電腦檔案與書面稿件。並標明中、英文篇名，投稿者之中、英文姓名及服務單位職銜。若未提供英文篇名，則由本刊根據中文篇名自行翻譯。
4.  來稿及其所附照片等如涉及著作權或其他文責問題，概由作者自負法律責任。5.  其他刊物或個人如需轉載本刊文章，需徵得作者及本刊之同意。6.  本刊對於來稿文字有審稿及修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於來稿上聲明；投稿人請自留底稿，未能採用刊載的稿件，本刊將不負責檢還。7.  來稿經刊出後，依中央政府及本刊相關規定核計稿費，此項稿費已包括各種型式發行之報酬，本刊不再給予其他酬勞。

8.  來稿請註明作者姓名、現在服務單位、職稱、身分證字號、戶籍所在地址、電話、傳真、E-MAIL 或作品發表時使用之筆名。
9.  本刊內容並將以電子型式發表於國家圖書館及其全國新書資訊網上，不願意於網上發表者，來稿時請特別註明。網址為：http://isbn.ncl.edu.tw。10.  本刊著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本刊享有著作財產權；日後除著作者本人將其個人著作結集出版外，凡任何人任何目的之翻印、轉載、翻譯等皆須事先徵得本刊同意後，始得為之。

11.  著作人投稿於本刊並經本刊收錄後，同意授權本刊得再授權國家圖書館之自建資料庫或其他本刊授權之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行為。並得為國家圖書館之自建資料庫或其他資料庫之需求，酌作格式之修改。

12.  來稿請寄：10001 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國家圖書館；《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編輯部收；或電子郵件至：newbooks@ncl.edu.tw。聯絡電話：02-23619132 轉 725；傳真：02-23115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