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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編輯部為爭取時效，於沈先生的文稿編排完成後，以傳真及國際快捷二種方式，同時送

往美國波士頓，請沈先生二校。不數日收到傳真的修正校對文稿，遂據以訂正，隨即付

印出刊。印製完成數日後，又收到了沈先生寄來的正式回校稿，其中的增補資料頗具意

義，乃於本期中補行刊載。由於編輯部未能密切聯繫，致有此一情事發生，謹向沈先生

及本刊讀者致歉。

（原載：《國家圖書館館刊》，九十年第一期（2 0 0 1 . 6），頁9 7 - 11 4）

◎第 99 頁 第 5 行

（「漢學」）究之一支，逐步形成「顯學」，因此，對中文資料的需求，大大增

強。

◎第 100 頁 第 19 行

（購自日本和臺灣）不少舊書店古籍充斥。就在此時，裘開明先生慧眼獨具，

他二次赴日，把握了補充館藏的絕好機會，並委託友人選購了⋯⋯

◎第 100 頁 第 21 行

（購自日本和臺灣）經日本人重新裝幀的善本書。
[4] 同時，在哈佛的檔案中也

載有裘先生的紀錄：「在 1 9 5 0 年前後，我們直接赴日本東京、京都、大阪等

地的知名書店購買中國古籍，並與日本的各個機構和個人，尤其是東洋文庫

和日本國會圖書館，展開了購求中文圖書的競爭。我們一收到書目和書影，

就立即開始核對我們的公務目錄和訂購檔案，常常工作到深夜，然後，立刻

用電報進行訂購，以便日本的書商能夠連夜或次日早晨將書寄出。即使我們

用這麼快的速度來發訂單，我們也無法保證我們能夠買到我們想購買的書。

我們發現，在日本購買的許多中文古籍都來自華北。總之，哈佛所購得的大

多數中文書都是日本人和中國游人在戰時從北京和其他淪陷城市帶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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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第 101 頁 第 20 行

（簡又文先生將所藏）平天國書籍320 種 600 餘冊捐贈該館。2000 年，前哈佛

大學東亞系韓南（Patrick Hanan）教授在榮休後，將自己收藏的清末民初出

版的小說 231 種 846 冊、寶卷91 種 131 冊全數捐贈哈佛燕京圖書館。

◎第 102 頁 第 26 行

（《常熟翁氏藏古籍善本叢書》）影印出版。目前這批圖書的95% 已於 2000 年 3

月以美金450 萬元轉讓給上海圖書館珍藏。

◎第 103 頁 第 25 行

（哥大東亞館）等數十種。可惜，在該館無人去識「善」，故亦無法移至善本書

庫去珍藏。

◎第 104 頁 第 11 行

（《古今圖書集成》）藏二部，一在哈佛燕京館，原為重華宮館舊藏。重華宮為

乾隆帝經常活動之處。一在葛思德館，舊藏南京王府者。

◎第 105 頁 倒數第 3 行

（《永樂大典》）所存，距原數相差甚遠，今大陸本土存 130 冊，臺灣的故宮博

物院（原藏北平圖書館）存5 4冊，而國家圖書館存 11 冊。歐洲所藏主要集中

在英國⋯⋯

◎ 第 106 頁 第 13 行

（上海圖書館）館藏的明、清兩代的尺牘數量為各地之冠，計3 , 5 0 0 種，4 , 0 0 0

冊以上，達十萬通，但是明人尺牘卻不超過 800 通。燕京館的藏品是到目前

為止，已知的數量最大的一批明人信札，收信人基本上為同一人；與文集中

所收書信相比，它具有更高的原始資料的性質；它帶有鮮明的時代、地區和

個人的特點；它的內涵相當豐富。致信人的地區包括了南北兩京，南至廣

東，西至湖廣，東至蘇杭。其中內容涉及文人間吟詩結社、品鑒字畫、商賈

活動、宗教祭祀等。

◎第 109 頁 倒數第5 行

（哈佛燕京圖書）館，就有 1,800 餘部尚須編目上架。美國國會館藏的普通古

籍數量甚多，但具體

◎第 110 頁 第 10 行

哈佛燕京圖書館一直在設想，在幾年後，希望將館藏約 1,800 部以上的普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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