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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3 年 11 月 7 日，本人搭乘中華航空航班前往中國廣州，參加由中山大學

圖書館古籍部主辦的“中文古籍整理與版本目錄學”國際學術研討會。8 日，會

議正式揭開序幕。9 時起，與會學者齊聚廣州圖書館貳號報告廳，進行開幕式，

然後全體人員合影留念。9 時 10 分開始主題演講，每位講者 20 分鐘，依序為中

國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周和平、廣州市市長陳建華進行報告。下午 2 時開始有兩

場專題報告，內容包括各圖書館的古籍收藏與利用、《廣州大典》歷代文獻探討，

以及本校劉寧慧老師有關古籍信息化的大數據挑戰等。 

    9 日上下午，進行各組論文宣讀討論。專題報告 2 有一場由本所兼任教授盧

錦堂博士發言，介紹清代中葉蘇州著名藏書家黃丕烈的生平與所撰善本題跋。本

人經大會安排，於 10 日下午 14 時主持一場專題報告兼評論；16 時 30 分發表論

文。題目為〝《亢倉子》相關問題考辨〞，主要關注之焦點在《永樂大典》卷 10286

的文獻價值，同時也介紹該書唐代以來編纂刊刻、流傳接受的情況，以及該書在

後代註解和研究的大致情形。此次臺灣與會學者的演講，都能獲得在場海內外學

者肯定與好評，會議於 11 月 9 日圓滿結束。 

 

 

 

 

 

 

 

 

 

 

 

 

 

 

 

 

 

 

 

 



 

 
 

 

 

 

目   次 

一、目的 

二、會議準備工作 

三、過程簡述 

四、心得及建議 

附  照片一﹝個人﹞、照片二﹝團體﹞ 

 

 

 

 

 

 

 

 



 

1 
 

一、目的 

    今年四月底，接到大陸中山大學圖書館古籍部同仁寄來今年十一月上旬將召

開“中文古籍整理與版本目錄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邀請電郵。此次會議主題，

包括：（一）廣州歷代文獻探討；（二）中國古籍整理成就；（三）中國古籍整理

現況檢討；（四）中國目錄學研究；（五）中國版本學研究；（六）其他相關議題

六個面向。個人覺得這些主題跟本人近二、三十年來從事整理中國古籍文獻工作

緊密結合，又有機會與參加此次研討會的海內外專家學者，進行交流並交換研究

心得。因此，回函表示樂意參加此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將以“《亢倉子》相關問

題--《永樂大典》卷 10286 輯錄數據為主”〞向大會提出論文。 

二、與會準備工作 

    十月下旬，中山大學圖書館古籍部負責聯繫人來信催交論文、摘要及全文。

本人遂於十月三十日把“《亢倉子》相關問題--《永樂大典》卷 10286 輯錄數據

為主”論文電子檔寄給會務組。十一月四日，接到大會寄來研討會第二次通知，

其中所附最新「日程表」，將本人列入十一月九日下午演講報告人之一，臨出發

前遂加緊趕製 PPT 以供現場使用。 

三、過程簡述 

    十一月七日下午，臺灣與會學者一起搭乘中華航空班機抵達廣州白雲國際機

場。由中山大學圖書館古籍部馬雲小姐負責接送，下榻廣東外商大酒店，準備參

加八日、九日的學術研討會。 

    八日（週六）九時起，與會學者齊聚廣州圖書館貳號報告廳，進行開幕式，

然後全體人員合影留念。九時十分開始主題演講，每位講者二十分鐘，依序為中

國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周和平、廣州市市長陳建華進行報告。周和平先生的演

講，內容比較寬泛。陳建華市長，原來擔任廣州市委宣傳部部長，實際參與了《廣

州大典》的規劃暨編纂工作，對於《廣州大典》的整理出版投注大量心血。因此

專題報告十分札實精闢。中午休息午餐後，二時開始有兩場專題報告，內容包括

各圖書館的古籍收藏與利用、《廣州大典》歷代文獻探討，以及本校劉寧慧老師

有關古籍信息化的大數據挑戰等，劉文尤其值得喝彩。 

    九日上下午，進行各組論文宣讀討論。專題報告 2 有一場由本所兼任教授盧

錦堂博士發言，他以感性幽默的廣東腔，介紹清代中葉蘇州著名藏書家黃丕烈的

相關生平與所撰善本題跋，獲得不少掌聲。 

    我的專題報告安排在會議總結及閉幕上 。論文題目為〝《亢倉子》相關問題

--《永樂大典》卷 10286 輯錄數據為主〞。其大要謂：“  唐玄宗天寶元年，下詔

稱《庚桑子》為《洞靈真經》，但是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源（元）乃取《莊

子．庚桑楚》及諸子文義相類似者補其亡，撰成《亢倉子》，傳之於世。唯《亢

倉子》完成問世至今已超過一千二百六十年。期間歷經傳抄、刊刻，又有學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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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進行撰序、注解等加工，當然指摘辯偽者也陸續出現。但晚唐五代時期之傳承

狀況如何，由於保存史料不多，關注的人也甚罕見。數年前，個人全面翻檢《永

樂大典》殘卷的影印本。發現其卷一萬二百八十六“紙”韻，自葉十四至十七，載

錄了“亢倉子”相關信息，十分豐富而且珍貴。因此，本文即以《永樂大典》所

錄為基礎，分別就編纂者及成書背景、撰序注解人何粲與《亢倉子》之刊印、唐

宋有關本書真偽的論證、原書篇目和卷次概略、《音義》《音略》與《音釋》的真

相等單元，稍加論述考辨，希望能提供比較準確明晰的相關答案。“ 

    兩天會議下來，進行了多場論文宣讀討論，個人全程仔細聆聽與會學者的精

彩研究報告，深覺受益不少。十日上午，臺北與會代表多人驅車前往廣州城區，

參觀越秀公園及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算是會後休閒活動。然後在中山大學圖書

館古籍接待同仁的幫忙下，驅車前往白雲機場，搭乘中華航空班機返回臺北。 

四、心得及建議 

  本次“中文古籍整理與版本目錄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主辦者中山大學圖書

館古籍部全體同仁，事前精心籌備規畫；會議期間，熱情安排接待，讓海內外與

會學者都有賓至如歸的感受，十分難得。當然與古典文獻學界的專家學者，共聚

一堂，進行充分而具有建設性的對話，更讓人興奮愉快。此外，臺灣出席代表優

秀的表現，也是值得大書特書之快事。日後中山大學圖書館若繼續主辦類似的研

討會，相信當日在場參與盛會的專家學者，仍然樂意再度出席，擴大個人的見聞，

獲致更多的研究心得。 

          二十世紀臺灣學術界在中國古典文獻學方面，曾經人才輩出，深獲國際重

視。但隨著時空的改變，老成凋謝，大環境越來越差；鑽研這個學門，又需要比

其他科系付出更多時間與精力，而出路也不甚理想。因此，年輕一代視之為畏途，

投入這個行列的優秀學子甚少，造成了古典文獻研究人才急速萎縮。與中國大陸

古籍整理研究方面的一片繁榮景象相比，可謂天淵之別，實非臺灣學術界所樂見

的情況。也許中央政府的相關主事者，有機會應該好好思考海峽兩岸這種強烈的

反差，多多支持古典文獻學的研究，同時注重人才之培訓，急起直追。否則二十

一世紀的古典文獻學界，臺灣的聲音將越來越微弱，當然也就無法在中華文化遺

產開發暨研究上享有多少發言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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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良教授宣讀大會論文現場 

 

臺灣與會學者團體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