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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緣起

 民國70午6月，在國內外關心漢學研究學者

 多年呼籲奔走下，經行政院核准，由中央圖書館

 (即=國家圖書館)兼辦「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

 心」(民國76年改名為「漢學研究中心」)。中心成

 立迄今已滿三-^-年，三十年的光陰僅是學術行政單

 位百年宏業的奠基階段，但卻是參與其事者一生重

 要的歲月。個人因緣際會，得以追隨前輩參與部分

 工作，近身觀察中心三十年來的發展歷程，也是同

 仁工作成效的見證者。因此，願以個人角度出發，

 綜觀評述其貢獻，作為中心成立三^^-周年的賀禮。

 民國38年，國民政府遷臺，部分漢學資料素

 貝份量的機構，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

 央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及其所屬學者亦隨之渡海

 來臺，加上原有的臺灣大學，開啟了臺灣漢學研究

 的契機。經歷早期的困頓，後因歐美興起中國研究

 熱潮，而共黨中國鎖國封閉，臺灣遂為國際研究漢

 學的櫥窗。各單位陸續翻印出版的典籍皮藏，成為

 學界重要的研究資源，復以國際訪問交流頻密，從

 而掀起了國內人文學研究的高潮。

 然而，當時國際漢學界僅視臺灣為研究資料

 的皮藏地，巴黎、東京方為國際漢學研究重鎮，此

 一觀點對臺灣及海外華人而言，不啻為一種刺激，

 因而透過各種方式，力圖提升國內漢學研究質量與

 國際能見度，由中央研究院召開的第一屆國際漢學

 會議，即是一例。此外，積極催生其整合功能的學

 術行政機構，以為溝通國內外學者的平臺，則是有

 志者另^^條努力的途徑。當時，臺灣高等研究與教

 學機構，如中央研究院與臺灣大學等，在漢學研究

 及人才培育固然表現傑出，成果也獲致國際學界肯

 定。不過，這些機構以研究或教學為專職，且各行

 其是，缺乏足夠的經費與人力，難以從整體著眼，

 規劃、推動國內漢學發展，有效促進國際學術交

 流，因此亟需成立一個具協調、服務角色的單位，

 乙就此事。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講座教授。漢學研究中心指導委員會本屆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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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中央圖書館是國際間典藏中國典籍文

 獻的重要機構，也是國內各類出版品的法定皮藏單

 位。圖書館原既以傳遞智識、服務讀者為主旨，加

 上該館國際交流經驗豐富，由之兼辦漢學研究業

 務，可避免各單位各自為政、協調不易的窘境。然

 而，中央圖書館原係服務學界的教育事業單位，實

 難負起引導學術發展方向之重任，因此新成立的漢

 學研究中心，除由該館兼辦經費與行政等業務運

 作，乃由教育部長聘請國內文史哲學界宿耆，組成

 指導委員會，定期集會，以策劃、議決各項重要決

 策。其申，中央圖書館館長與教育部業務司主管為

 當然委員，組成行政體系協助學術發展的支援體

 制，具體執行則完全由圖書館工作人員承擔，以組

 織精簡、充分服務學界為主要考量。組織架構上，

 中心主任由國家圖書館館長兼任，下設副主任一

 人，以及資料組與聯絡組二單位，正式編制僅三、

 四人，人事十分精簡，卻是三十年來支撐中心運作

 的靈魂人物。

 二、建交流S戶毫動繭努學界

 漢學研究中心聯絡組以服務國內外漢學界、建

 立交流平臺為要務，主要工作包括出版、獎助外籍

 學者來臺從事漢學研究、舉辦學術討論會、參與國

 際書展、推廣研究成果等。其成果豐碩，從《國文

 天地》305期(2010年10月1日)所刊(漢學研

 究中心三+^-週年紀念)專帽各文，即可知其具體成

 果，茲不贅述。在此，個人謹提出三項令學界 感

 印象深刻之處，加以說明。

 一是中心各類出版品，不論學術質量或印刷品

 質，皆屬國內之冠。《漢學研究》自民國72年6月

 創刊以來，多由聯絡組組長兼任主編。該刊初期主

 動向學界相關領域學者邀稿，日漸奠定聲望^ 86年

 起，更聘請學養精深、素有清望的學者，擔任編帽

 委員，透過定期集會與嚴謹審查，持續提升該刊學

 術品質。近三十年來，該刊獲得國內外學界高度肯

 定，89年至明年連續五度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獎

 助國內學術研究優良期刊的獎勵，並在國科會人文

 學期刊評比排序中，分列中文、哲學、歷史三學門

 之前茅。在學術競爭激烈的臺灣，能同時在不同領

 域獲肯定，且直追具悠久歷史的《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集干叨，甚為難得。

 另一項中心所發行的《漢學研究通訊》，則可

 謂溝通國內外漢學教學與研究平臺。該刊自民國71

 年1月發行以來，每期發行2，000冊左右，對象遍

 及50個國家與地區，報導內容多樣紮實，三十年

來成為學界掌握國際漢學研究動態 重要的資訊來

 源。所以如此，實與其在各大學校院及學術機構聘

 請通訊員，定期提供該單位學術動態，密不可分;

 該刊通訊員從初期的20位，至今已累積國內外通

 訊員124名。95年起，申心為了更即時向學界傳遞

 學術活動資訊，乃另發行「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

 每月1日出刊，預告研討會與學術活動訊息，以利

 學人即時參與活動與掌握 新研究動態。電于報現

 累計讀者超過250萬人次，平均每期達4萬人，是

目前國際漢學界報導學術活動及溝通訊息 成功的

 例子。

 在此必須特別一提的是，《漢學研究》與《漢

 學研究通訊》的發行，乃至中心所出版的論文集，

 除呈現高水準的學術研究質量，其校對之嚴謹、印

 刷之精良，以及大方穩重的刊物風格，更展現出執

 事同仁認真不苟的處事態度。首任組長蘇精教授的

 精於籌劃、誠懇待人與勇於任事，尤為兩份期刊卓

 值得推崇。

 二是舉辦高品質的國際會議。近三十年來，中

 心舉辦超過20場國際學術會議。以運作型態而言，

 中心本不具備舉辦高品質學術會議的條件，但卻能

 透過指導委員會規劃，或與學界合作，延請相關領

 域學者參與，提供議題，邀集國內外 具代表性的

 學者出席會議。會議規模雖然不大，但主題或凸顯

 圖書文獻學的特色，或探討祭祀儀式、民間信仰等

 具社會民族文化的課題，或提出具有開創性與跨學

 科合作的議題。這些研討會型態，與各大學專業系

 所舉辦、以專業議題為主的會議，有很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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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強烈推動科際整合研究的傾向，深受國內外學

 界的肯定。各次會議論文通過審查後，另集結為專

 題式論文集，品質廣受國際矚目。所以至此，會議

 籌備周詳所致。歷次會議主辦者與工作團隊盡心盡

 力，會前反覆討論，並嚴謹執行會議規劃、熱情招

 待與會學者，會後對論文審查與校對出版亦甚慎

 重，此皆會議順利舉辦、論文品質高超的保證。除

 了中心所主辦之國際會議外，近五年來亦接受各大

 學的邀約，共同舉辦具有特色的專題性學術會議，

 其中更曾三度與清華大學合作。

 三是積極推動學術交流。中心服務對象雖以中

 文讀者為主，但不論是期刊、通訊的發行、國際會

 議的邀請對象，均包含國內外漢學界，影響面十分

 廣泛。其中 能發揮交流之效者，莫過獎助外籍學

 人來臺從事漢學研究，與參與國際書展二項。

 ;籍人士來臺研究漢學」項目，係提供

外籍學者來臺從事三個月至一年的短期研究所設置

 的補助經費，依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與博士候

 選人四個職級，給予不同金額的旅費與生活費補

 助，自78年設置迄今，已舉辦23次。外籍學者可

 以利用國家圖書館及漢學中心豐富的藏書、研究室

 及資訊設備，進行研究，也可以以此為據點，自由

 赴國內相關大學或機構訪問研究，或與個別學人請

 益交流。為進一步服務外籍學人，中心每年舉辦至

 少一次的文化參觀活動，透過走訪名勝古蹟，俾其

 瞭解臺灣文化特色與民情風俗。同時，也不定期舉

 辦學術討論會，邀請來訪學人主講，並廣邀相關研

 究領域的國內外學者共襄盛舉，至今已舉辦172場

 次主題各異的討論會。這個獎助研究計畫金額雖然

 不多，但由於臺灣自由活潑的學術環境、中心提供

 的優質服務，以及協助安排的舒適生活條件，每年

 均吸引世界各國優秀學者申請。23年來，申請者達

 1245人，經審查通過者有40 ^國家三百餘人來臺

 研究。來訪學者中，有許多人都已是國際漢學界深

 具影響力的傑出學者。此計畫與《漢學研究》、《漢

 學研究通訊》均獲得國際漢學高度認同與肯定，為

 臺灣樹立了優質的學術研究品牌。

則是漢學研究中心主動向國際

 漢學界宣傳研究成果的活動。自民國74年起，中

 心開始在美國舉辦的「全美中國研究協會」(AACS)

 與「美國亞洲學會」(AAS)年會會場設展，既向歐

 美學界推廣臺灣漢學研究成果，亦介紹來臺研究漢

 學獎助事宜，會後則將參展的圖書贈送當地東亞圖

 書館。迄今共參與了40場在美國，以及8場分別

 在澳洲、德國、瑞典等地的書展，這樣的主動行銷

 有效提高了我國漢學研究的國際能見度。

 三、徵漢學99籍公開^莠帽髦

 漢學研究申心資料組的主要工作，係對漢學典

 籍的拾遺補缺，雖然相對靜態，卻對深耕臺灣漢學

 研究有著長遠的影響。臺灣幾個重要圖書館典藏許

 多珍貴古籍與部分早期研究文獻，對臺灣、乃至國

 際漢學界取得資源、帶動研究風氣，均有所貢獻。

 民國50至70年代，眾多歐美、日本的漢學家遠渡

 重洋到臺北學華文、蒐集研究資料，成為一種時代

 風尚，也因此產生了眾多支持、認同臺灣的國際學

 者。不過，當臺灣學界想進一步開拓研究議題與視

 野，卻在盤點現有資源後發現，日本、歐美與日後

 開放的中國大陸有許多我們欠缺的重要史料，從而

 展開了漢學研究中心赴域外尋求研究資源的言」-畫。

 中心既以服務漢學界為主旨，調查、蒐集海外

 伕籍與重要文獻、期刊，使成為它 重要的任務。

 首任資料組組長劉顯叔教授與其工作團隊，正是蒐

 求域外資源工作的奠基者。劉教授留學日本，熟悉

 當地典藏情況，在他的努力下，中心先後從日本國

 會圖書館、內閣文庫、尊經閣文庫、宮內廳書陵

 部，以及美國哈佛"京圖書館、芝加哥圖書館，與

 英國倫敦圖書館等機構，取得以書影(紙燒本)、

 微捲，或自微捲翻製的紙本等資料，共960種。又

 相繼從中國北京圖書館、寧波天一閣等單位蒐得明

 清兩代的重要史料，並獲中國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

 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贈珍貴古籍一批，包括影印自日

 本皇室書陵部所藏宋、元、明刊本及唐寫本、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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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本等，共521部。另藏有得自英法等國蒐藏超過

 吆萬張、北京圖書館r13捲微捲吋敦煌資料。這些

 典籍都是國內各圖書館所末見的，公開陳列、自由

 檢閱，與其他典藏機構相較，利用十分便利。

 增補研究資源的第二個途徑，是大量購置早

 期期刊、海外博士論文，以及中國大陸的圖書、期

 刊。民國70年代，臺灣尚處於戒嚴時期，政府對

 中國大陸出版酌書籍、期刊管制極嚴，只有極少數

 研究機構，如中央研究院諸人文學科研究所、政治

 大學國際關係申心與調查局等，能獲准蒐藏，但對

 閱覽、影印仍有諸多限制，不利於研究品質的提

 升。當時國內人文研究風氣正盛，國人殷望獲得更

 充分的研究資源，剛改革開放的申國在典藏整理的

 業績顯著，研究的面向逐步多元，品質亦有提升，

大量的史料文獻遂為學者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資

 源。漢學研究申心資料組獲准購置中國大陸出版的

 漢學研究典籍與期刊，編列目錄，公開陳列。由於

 國家圖書館所在位置交通便利，藏書多開架式陳

 列，較之其他機構更易於閱覽利用，因此廣受研究

 者青睞。現有大陸藏書約川萬餘冊，期刊約11500

 種，此外亦有系統地購置海外外文漢學研究期刊與

 專書，與80年代之後美、加、荷、英等中國研究

 的博士論文，以及超過380種民國38年以前早期

 中文期刊。近年來，耶穌會臺北利氏學社寄存約2

 萬冊中西文化交流圖書，更是另一項可資發掘的學

 術瑰質。海外典籍文獻與中國大陸圖書、文獻的增

 補，豐富了國家圖書館的典藏，加上中心誠懇服務

 讀者的態度，使其在民國80至90年代成為見證臺

 灣漢學研究豐碩成果的里程碑。

 除了廣求圖書文獻，擴充研究資源外，資料組

 更積極調查海外漢學資源，編錄成書出版。為充分

 引介國際漢學數位資源，資料組自93年開始編輯

 《國際漢學研究數位資源選介》，並於99年11月重

 新增補，修訂出版，共計收入網站資料庫364個，

 是目前漢籍對數位資料庫掌握 重要完整的資料。

 為了服務學界，資料組設有資料室，將其所蒐羅之

 圖書文獻，全數提供開架式之借閱、參考、諮詢及

 影印等服務。資料室除展陳 新期刊資訊外，並備

 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全文資料庫」、

 「文淵閣四庫全書原文及全文檢索電于版」與「中

 國學術期刊網全文數據庫」等各種數位圖書期刊資

 料庫。配合我國典籍數位化工作，中心亦整理館藏

 明代文集建置「明人文集聯合目錄與篇目索引資料

 庫」。加上研究小間等硬體設備，構成國際上服務

 完備、資料利用 方便的漢學研究環境。

 四、三十有成

 在學界前輩高瞻遠矚的規劃下，三十年前臺灣

 成立了第一個提供國際漢學研究的平臺。創始者視

 野宏大，執行規劃井然有序，又能以服務為基調，

 堅持學術為主的原則，排除外在人事紛擾，奠定了

 中心運作發展的良機。後繼者遵循前規，同時調整

 改進，遂能有因有革，與時俱進。而今，漢學研究

 中心走出草創，正待展翅高飛、引領學術發展的時

 刻，卻因國家政策變化，使其未來的發展充滿未知

 的變數。不過，不管如何，我們回首三十年來臺灣

 漢學研究的發展歷程，當會對申心為臺灣、乃至國

 際漢學研究所立下的重要里程，留下深刻的記憶。

 這個編制精簡、經費有限的寄生單位，三十年來憑

 著主事團隊振興漢學的信念，默默耕耘，竟能擘造

 出足以與哈燕學社、東洋文庫等國際著名漢學研究

 機構齊名的聲望，為國際漢學界提供一個優質的研

 究環境，形成另一種可貴的臺灣經驗。走過來時

 路，我們除了對中心未來發展表達衷心的祝福，也

 應對漢學研究中心的創辦人王振鵠教授、聯絡組組

 長蘇精教授、資料組組長劉顯叔教授的辛勞，與一

 代代後繼者本著永續發展的精神，直接嘉惠國內漢

 學界，並提升臺灣人文研究的國際能見度的努力，

 致上萬分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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