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類別：考察） 

 

 

古典文獻學研究所參訪中國大

陸江浙藏書樓暨學術單位交流

報告書 

 

 

 

 
服務機關：國立臺北大學 

姓名職稱：王國良教授 

          楊果霖副教授 

          劉寧慧助理教授 

派赴國家：中國 

出國期間：98.8.16－98.8.23 

報告日期：98.11.03 



摘要 

    古典文獻學研究所於 98 年 8 月 16 至 23 日，由人文學院院長王國良教授領

隊，率本所楊果霖、盧錦堂、劉寧慧老師及研究生等一行共十七人，前往中國大

陸江蘇、浙江參訪明清藏書樓及學術單位，進行為期八天學術交流之旅。此行主

要參訪嘉業堂藏書樓、天一閣及鐵琴銅劍樓等重要明清藏書樓遺蹟，又與從事中

日文化文獻研究之浙江工商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進行訪問交流，對目前中國大陸

保存古書樓狀況與研究成果作實地訪查及深入了解，並與浙江工商大學日本文化

研究所簽訂雙方交流合作意向書，具體討論未來研究生互訪交流計畫等。此行參

觀訪查古典藏書樓，多所驚喜，為本所文獻學理論訓練獲得現地考察實際經驗，

過程順利圓滿，師生收穫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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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考察動機 

古典文獻學研究所以中國歷代圖書文獻發展與內容為主要討論研究對象，尤

其是古典圖書文獻發展達到高峰的明清時期狀況。本所開設有「文獻聚散與流

通」、「版本學研究」及「叢書學研究」等，即以明清以來的發展為核心內容與觀

察重點。然而明清至今已歷 400 餘年，紙質圖書文獻保存有限，木質古典藏書樓

留存更是不易，一向以來僅能從文獻記錄約略了解藏書樓及藏書的概況，對於具

體的地方、建築、形制、規模等認識有限。臺灣地區古典藏書樓稀少，此地的相

關題裁研究罕能獲得實際考察經驗。本所既以此為研究重點，自當實地訪查今存

古典藏書樓或相關遺跡，一方面為印證典籍文獻中之記載，二方面也希望鼓舞師

生研究學習的興趣。近年大陸出現幾部專門尋訪古藏書樓的專著，如韋力《書樓

尋蹤》、虞浩旭《智者之香：寧波藏書家藏書樓》，以古地今址的實地考察，圖文

並茂展現古典藏書樓的今日風貌。雖然這些藏書樓百分之九十已殘破，多數更尋

訪不到遺跡，但追尋古典愛書者的腳步與豪舉，目擊當年所遺留之蛛絲馬跡，想

見當時的繁華與壯觀，興發今日的啟示與思索，相信對本所師生有莫大助益。是

以本所策畫八天江蘇、浙江存留藏書樓之旅，藉由此次訪查，將攝製古典藏書樓

今日影音風貌，作為未來課程中教學使用，亦為相關課程移地教學、實地教學示

範之一。 

二、 考察目的 

    此次活動規畫於民國九十八年八月十六日至八月二十三日，於江蘇省之常

熟、蘇州、南潯、湖州、浙江省之杭州、紹興、寧波等七市鎮，總共八天的學術

訪查交流之旅。之所以選定江、浙，乃因明清圖書文獻發展重鎮在此區域，藏書

家、藏書樓集中而繁多，保留機會較其他地區為大。又本所已與浙江大學古籍整

理研究所簽定過交流意向書，藉由此次參訪機會，希望再與浙江工商大學日本文

化研究所締結長期交流合作，開拓本所研究生短期研習與資料訪查資源。計此次

參訪目標有以下數項： 

（一）實地考察江浙古典藏書樓現況。 

本次規畫訪查明代天一閣藏書樓、脈望館、清代文瀾閣、鐵琴銅劍樓、

趙氏舊山樓、明清蘇州書坊街、潘世恩留餘堂、陸心源皕宋樓、丁丙

八千卷樓、黃丕烈百宋一廛、吳大澂愙齋、潘承弼寶山樓、汪士鍾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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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書舍、吳梅奢摩他室、顧頡剛寶樹園、俞樾曲園、鄧邦述群碧樓、

張鈞衡適園、民國初年古越藏書樓、伏跗室藏書樓等二十餘處藏書

樓，以專書提供書樓現址資料為據，尋訪具體位置與對象，化文獻記

錄為實物目見，深化對古典藏書樓之認識與印象。 

（二）加強了解古典藏書樓建築、結構特色。 

藏書樓為古典文人學者家居建築中之一部分，因應書籍置放需求，建

築規模與形制有一定基本特色，過去在文獻上說明不多，本次藏書樓

之旅藉多所目驗經驗，希望能總結出相關認識與開發新研究議題。 

（三）強化古典文獻流通的認識。 

古典文獻發展過程中，有雕版刷印，有流通聚藏，也有散失敗落。藉

由明清保留至今的書樓，希望進一步理解想像古典時期書籍的藏用聚

散情況。 

（四）落實理論課程之訓練。 

本所「文獻理論與方法」、「文獻聚散與流通」、「版本學研究」、「叢書

學研究」等，以討論明清圖書刊刻、研究、典藏、流通等為主，課堂

上之理論認識需結合實地、實物之觀察，方能加深印象並形成具體實

際的觀念。 

（五）與浙江工商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簽署交流意向書。 

浙江工商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以從事中日交流、文化發展影響研究為

主，對於中日數百年來文獻發展情況亦多所成果。本所積極與之訂定

交流意向，希望未來不僅能在學術性會議上作研究交流，亦開拓本所

研究日本漢籍文獻之資源與機會。 

三、 考察過程 

八天江浙藏書樓之旅，首站抵江蘇省常熟市，主要參觀古里鎮鐵琴銅劍樓。

此樓為清瞿鏞藏書樓，為清代藏書四大家之一。一行人抵達後，由古里文化站王

先生接待，進入瞿氏家族故居以及藏書樓參觀。藏書樓目前雖無善本庋藏，但製

作有常熟地區古典藏書樓資料與模型，介紹翔實、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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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抵蘇州市，首先參觀四大知名園林－獅子林、留園、拙政園及網師園。

其中網師園為南宋吏部侍郎史正志萬卷堂藏書樓，規模宏大，精致唯美。其次巡

遊明清書坊名街－玄妙觀前觀前街、察院場、飲馬橋，今已為商業名街，雖不見

當年書肆面貌，但繁華歷史依稀可尋。又走訪包括潘世恩留餘堂、陸心源皕宋樓、

黃丕烈百宋一廛、吳大澂愙齋、潘承弼寶山樓、汪士鍾藝芸書舍、吳梅奢摩他室、

顧頡剛寶樹園、俞樾曲園、鄧邦述群碧樓等清代至民國初年藏書樓。這些藏書樓

多位居蘇州古坊巷中，保存情況不佳，確切位址難尋，所幸遇有熱心市民指引，

得以親見遺跡或故址。其中鄧邦述群碧樓與顧頡剛寶樹園仍有後代居住其間，書

樓情況基本保存，未經大事修復，饒富古典氣習，尤其是得以親炙前人遺澤，訪

談故人子嗣，憑添此行歷史價值與意義。 

第三站抵南潯鎮，參觀民初嘉業堂藏書樓，此樓當年收藏古籍豐富，刊印圖

書亦多。今留存藏書櫃、雕版版片及藏書樓舊建築。一行人抵達時由嘉業堂藏書

樓鄭館長接待，特別開放樓上藏書處參觀，得見舊式藏書木櫃及書架，機會極為

珍貴。又前往清四大藏家之一陸心源皕宋樓。此樓已為民國初年重建，但故址為

陸氏之舊。 

第四站來到浙江省會杭州市，參觀清代四庫全書庋藏七閣之一的文瀾閣。此

樓歷經數十年關閉，今日正進行修復整建。樓閣殘破，木枯池老，已不復當年官

家藏書樓氣派。隨後參觀杭州府學尊經閣中珍藏南宋太學石經，具見石經刊雕形

制及規模。杭州又有四大藏家之一的丁氏八千卷樓，此樓幾已無存，僅剩故園中

一株廣玉蘭樹及小樓一間。停留杭州期間，與浙江工商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簽訂

交流意向書，由浙江工商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王勇所長、陳小法副所長、日本語

言文化學院王寶平院長及江靜教授接待，雙方簽訂文件並交流兩岸兩校漢學研究

狀況。 

第五站抵紹興市，參觀民國初年古越藏書樓。此樓管理為近現代公共圖書館

先驅，今仍開放為公共閱讀空間。 

第六站抵寧波市，參觀明代知名藏書樓天一閣。此閣過往藏書豐富，今除部

分藏書留存，亦闢建為天一閣博物館，容納寧波地區古藏書樓遷建於間。又參觀

民國初年馮貞群伏跗室藏書樓，書樓雖不大，但設計有保藏防空洞，在當年戰爭

頻仍的情況下，順利保留下珍貴的古籍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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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考察心得 

本次參訪行程歷經江蘇省之常熟、蘇州、南潯、湖州、浙江省之杭州、紹興、

寧波等七市鎮，總共八天的學術訪查交流之旅，收穫極為豐碩，總計有如下幾點

心得： 

（一）、實地訪查，忠實記錄書樓現況 

明清藏書樓建立已有數百年的歷史，許多藏書樓早已破敗，有些藏書樓早已

難以考察現址，但是隨著中國大陸觀光熱潮日漸興盛，許多古典藏書樓逐漸整建

復原原貌，並積極透過簡報、文物展覽等方式，以吸引觀光客的到來，例如：天

一閣藏書樓、脈望館、清代文瀾閣、鐵琴銅劍樓、吳梅奢摩他室、俞樾曲園等屬

之，這些藏書樓的設計，大都可以看到原始狀態，對於瞭解藏書樓的設計與保存

典籍的功能，可以親眼目見，有助於瞭解古人設計的用心之處。然而，亦有不少

的古典藏書樓，由於早已破敗不堪，兼以改建，以應新的住居需求，是以亦有不

少的藏書樓，早已難以詳考其原貌，如趙氏舊山樓屬之。又另有一些藏書樓，面

臨新的改建措施，雖然屬於原址重新，但因加入商業行為，是以舊時風貌早已不

存於世，如吳大澂愙齋屬之。此行的最大收穫，乃是忠實記錄藏書樓的現況，其

中包含定位地址，甚至以採訪藏書家的後人，並拍攝錄影帶，附帶專人解說等等，

這些相關資料，都能成為日後上課之時的輔助教材。 

（二）探訪書樓，實地瞭解書樓結構 

藏書樓的建築別具特色，尤其為了因應藏書的特點，而有許多防火、防潮、

防盜等需求，而有著不同的設計，惜過去文獻之中，大抵未能針對此類內容，多

加陳述，而此行透過實際的探訪行程之中，可以得知不同書樓的設計，各有不同

巧妙之處，例如：院中水塘的設計，挑高的空間佈局，乃至於採用徽式防盜的設

計（馬頭牆）等等，都是因應江南氣候、人文特點，而做出的設計，此類的設計，

也隨著主人身份不同，而有著各種差異，其中又以天一閣最具典型，也較具特色。

其次，鐵琴銅劍樓、曲園、嘉業堂等地，都各有風味，也能引發思古的幽情。 

（三）落實理論，強化專業知識訓練 

本所「文獻理論與方法」、「文獻聚散與流通」、「版本學研究」、「叢書學研究」

等，以討論明清圖書刊刻、研究、典藏、流通等為主，課堂理論的認識，必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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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實地、實物的觀察，始能加深印象，並且形成具體的概念。由於此次的行程，

大都屬於專業性極強的藏書樓，一般訪客並不常過訪相關景點，是以當地導遊也

難以進行專業解說，是以需要本所師生分擔講解書樓歷史、藏書聚散、特色等等，

而透過實際講解過程，並搭配現場訪查，則對於相關知識的瞭解，會有更深刻的

認識。 

（四）強化交流，簽訂兩岸系所交流 

浙江工商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以從事中日交流、文化發展影響研究為主，對

於中日數百年來文獻發展情況，亦多所成果。本所王國良教授的研究重心，亦在

於域外漢籍的整理與研究，多年來卓有貢獻，亦成為本所的發展重心之一，是以

本所準備和浙江工商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議定交流合作意向書，以便強化兩所之

間的交流，未來不僅能在學術性會議上作研究交流，亦能開拓本所研究日本漢籍

文獻之資源與機會。簽約儀式由本所代理所長楊果霖副教授與浙江工商大學日本

文化研究所王勇教授共同簽署，並由台北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王國良教授與浙江工

商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王寶平教授共同見證，與會者另有本所劉寧慧老師與浙江

工商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陳小法、江靜兩位老師，在簽約儀式的同時，兩所成員

各就發展動態進行交流，並互邀雙方師生參訪對方學校，簽約儀式在充實、愉悅

的情況之下結束。 

綜合本所師生此次大陸藏書樓之行，成果豐碩，除了正式和浙江工商大學日

本文化研究所簽訂合作意向書之外，也將教學的場所，移至大陸江浙藏書樓處

所，以實物驗證方式，實際觀察藏書樓的建築與擺設，並且搭配當地人員的簡報

與書面簡報，或係搭配本所老師的介紹，使得整個藏書樓之旅，充滿知性的收穫。

此外，在參訪過程之中，遇見藏書家主人的後人，並且記錄相關資料，也得到不

少意外的驚喜，整個江南藏書樓之旅，正如同豐富的饗宴一般，師生一行多人，

也獲得不少的成長。 

五、 建議事項 

  參訪歸來之後，看到不少藏書樓的破敗和重建，其中優劣並見，總計此次的

行程，有著如下幾點的建議： 

  （一）開放兩岸學界交換學者與研究生管道，互相承認學分，鼓勵研究生擴

大視野與出路。大陸與臺灣學術成果各有強項與特色，雙方都期待進

一步交流與認識，若能開放學者與研究生的交換，彼此承認學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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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為一項制度，那麼研究生將擁有更為寬廣的學術資源與領域。本

次的行程之中，搭配移地教學的成效，使學生能從實際的交流活動之

中，得到不少的知識與收穫，而這些成效，是在台灣學生優勢與福氣。

然而，在短短八天時間之內，要參訪為數不少的藏書樓，在時間與體

力的雙重負擔之下，也只能建立初步的印象，若是研究生欲以此類主

題為研究對象，則時間方面深感急促，若能擴大獎勵研究生移地研

究，並補貼相關金額，對於學生從事相關議題而言，將會有極佳的幫

助。 

  （二）強化古蹟的保護與維護，從大陸江南藏書樓之行，可以看出中國大陸

正積極整建復原古代藏書樓，並搭配簡報及相關人員的介紹，可以對

外招攬遊客，而觀光的收益極為可觀，反觀國內許多古蹟的維護，並

不徹底，而相關導覽人員的訓練，更是付之闕如，如何正式古蹟的維

護，使其成為觀光的重要景點，將是台灣值得效法彼岸的作法之一。

當然，大陸許多古典藏書樓，由於許多已殘破不堪，也逐漸消失在歷

史的洪流之中，這些令人傷感的情況，也值得台灣當局多加省思，如

何有效保存歷史古蹟，將是刻不容緩的課題。 

  （三）承上所言，大陸藏書樓之旅，見證許多重要藏書樓，也拍了許多影片

與照片，而在見證這些偉大事蹟的背後，我們也積極思考將此行的內

容與過程，訴之文字記錄，並將其正式出版，除了可以成為教學的參

考教材之外，也希望能為許多逐漸的藏書樓，留下一絲值得見證的記

錄。 

綜合此次大陸藏書樓之行，除了達成既定目標之外，也有著不少的感動與感觸，

而大陸地區在歷經文革的文化破壞之後，也逐漸重視文物的保護，不少古蹟的維

護，正隨著大陸起飛的經濟，也開始動工起來，而大陸地區的學術機構，也積極

和海外各地交流，成果也逐漸凌駕台灣之上，如果台灣不能迎頭趕上，台灣過去

所擁有的優勢，將逐漸不存於世，而臺灣師生移地的課外教學，雖然尚未成為普

遍風氣，但是卻值得臺灣學術單位多加思考，雖然老師們的帶團壓力不小，規劃

行程也需耗費不少時間，但在行程結束之後，看到師生共同滿意的神情，這也是

一種難得的體會，文獻所秉持著舊有的傳統，除了重視文獻書籍的記錄之外，也

積極重視實際參訪的機會，也期盼往後能夠維持此一傳統，持續為台灣古典文獻

學的教學與研究，付上一些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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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貞群伏跗室藏書樓合影 

 

嘉業堂藏書樓合影 

 

鐵琴銅劍樓照片 

 

鐵琴銅劍樓宋金元本書影 

 

拜訪中國浙江工商大學日本文化研究

所雙方學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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