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次「兩岸古籍整理研究學術研討會」會議紀要 

塗靜慧 漢學研究中心約聘助理研究員 

一、 會議緣起 

民國 85 年漢學研究中心與大陸全國高校古籍整理研究工作委員會聯合在臺北成功的舉辦
了第一次「兩岸古籍整理研究學術研討會」，乃是兩岸此一領域學者首次大規模聚會，
對於彼此了解、交流心得、切磋學術，得到雙方共同的肯定，並且深信增進友誼、加強
聯繫是相互之間進一步合作共同推展古籍現代化工作的基礎，兩岸學者對於必須繼續定
期集合研討有一致的共識。 

兩年之後（民國 87 年）依據上述共識，在北京舉辦了(第二屆）「古籍整理與傳統文化研
討會」，兩岸學者再度共聚一堂，所提論文無論質量均有顯著的提昇與深化，得到雙方
有關當局及媒體的高度重視。茲為延續此良好成果，漢學研究中心訂於今（90）年 4 月 
18 至 19 日再次舉辦第三次「兩岸古籍整理研究學術研討會」。 

二、大陸古委會及與會學者 

全國高校古籍整理研究工作委員會（簡稱古委會）係大陸教育部屬下唯一人文學科領域
中全國性組織，統轄全國 28 所國家級大學及86所地方性大專院校之古籍、古文獻研究
所。各大學古籍、古文獻研究所係結合文、史、哲、藝術、考古等諸科系共同組成的跨
學科研究所，涵蓋面較廣，組織性強，掌握經費資源充沛，如能以古委會作為中介，當
可順利發展與大陸各地區、各大學的聯繫與合作。 

此次大陸與會學者共25人即是透過古委會安排來臺，包括古委員會主任及大陸各地區大
學古籍所所長、教授等，名單如下： 

安平秋 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理研究工作委員會主任、北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導
師、北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主任 
盧 偉 北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講師、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理研究工作委員會秘
書處辦公室副主任 
劉玉才 北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副教授、教育部全國高校古委會《中國典籍與文
化》雜誌編輯部主任 
朱易安 上海師範大學文化與典籍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長、教授 
嚴佐之 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所教授 
嚴紹璗 北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導師 
李孝聰 北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導師 
楊 忠 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理研究工作委員會秘書長、北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教
授、博士導師 
張涌泉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導師 
宗福邦 武漢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導師 
周勛初 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理研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南京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教
授、博士導師、江蘇省文史館館長 
趙生群 南京師範大學文獻系主任、教授 
趙伯雄 南開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教授 
周國林 華中師範大學歷史文獻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導師 
談蓓芳 復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復旦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 
顧永新 北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章培恒 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理研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復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
心主任、教授、博士導師 
黃天驥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導師 
黃永年 陜西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教授 
曹亦冰 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理研究工作委員會副秘書長、北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
心副研究員 
韓格平 東北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教授 
喻遂生 西南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教授 



曾棗莊 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教授 
董治安 山東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導師 
葛兆光 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導師 
闞延河 教育部社會科學研究司副司長 

三、籌備工作 

於民國 89 年 8 月 30 日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確定籌備委員會總召集人為莊芳榮，籌備
委員有：吳哲夫、黃寬重、黃啟方、黃沛榮、葉國良、潘美月、張高評等七人；而大陸
方面則以大陸全國高校古籍整理研究工作委員會為對口單位，連絡大陸學者辦理來臺等
相關事宜。會中並決議配合會議的召開，舉辦臺灣地區古籍數位化的成果展。 

89 年 11 月 14 日召開第二次籌備會議，確定三個研討議題及會議舉行的時間、地點等。
89 年 12 月 7 日、90 年 2 月 21 日分別召開第三次、第四次籌備會議，討論並確定了臺灣
地區發表論文學者名單、大陸來臺學者名單、臺灣地區發邀請函對象：包括個人、學術
研究機構、圖書館相關單位及出版界，以及參訪行程的安排等。 

為進行古籍數位化成果展的籌備工作，並於 90 年 3 月 14 日上午召開「國內資訊系統成
果展示」協調會議，有臺大圖書館吳明德館長、中研院史語所黃寬重所長、故宮博物院
圖書館宋兆霖館長及國家圖書館盧錦堂主任、辜瑞蘭主任、彭慰主任等出席，確定展示
內容將涵括：古籍、文物及文獻等三方面，展示名稱為：古籍‧古文獻資訊系統成果
展。 

至此，籌備工作進入最後階段，包括邀請函回收統計、觀察員報名回寄錄取通知、發表
論文的催繳印製、至境管局辦理大陸學者來臺相關確認手續、與大陸古委會作最後聯繫
等，經過中心所有同仁的戮力合作及館內相關同仁的協助與幫忙，終可將此次研討會辦
得圓滿成功。 

四、會議議程  

會議於 90 年 4 月 18 至 19 日在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行兩天，研討三個議題：1.古典
文獻的考訂及研究，2.兩岸對於海外現存中國古籍的調查、蒐集、整理與利用的現況與展
望，3.兩岸現藏域外漢籍（含海外刊行漢籍及歷代外國人士在華著述）的蒐藏與利用。 

此次會議共計發表 40 篇論文（大陸 24 篇，臺灣16 篇），就以上三個議題進行研討。兩
岸學者共二百多人與會，觀察員報名人數亦較往年為多，共錄取 62 人，並保留現場報名
名額 10 個。會議舉行兩天，因論文篇數較多，故第三、四場次分 A、B 組討論。今將會
議議程表附上（如下表），以供參考。 

第三次兩岸古籍整理研究學術研討會議程 

4月18日（星期三） 4 月19日（星期四） 

8：30 
| 

9：00  
報到（一樓大廳）

9：00
| 

10：30  

第五場次（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周勛初 
5A-1 曾棗莊 論南宋對蘇軾的批評
5A-2 朱易安 明代詩學文獻考述 
5A-3 謝海平 應酬詩與古籍整理的
關係─以唐大曆詩人作品為例  
5A-4 張高評 古籍整理與文學風尚
─杜甫詩集之整理與宋詩宗風

9：00 
| 

9：30  

開幕式（國際會議廳） 
主席：莊芳榮、安平秋

 9：30 
| 

10：30 

第一場次（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黃彰健 
1A-1 章培恒 關於古籍整理工作的
規範化問題─以 底本問題為中心
1A-2 嚴佐之 「哈佛模式」：關於
美藏漢籍目錄現狀的 思考─兼評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



中文善本書志》 
1A-3 葛兆光 思想史研究視野中的
圖像─關于圖像 文獻研究的方法

10：30－10：50茶敘

10：50 
| 

12：10 
第二場次（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安平秋 
2A-1 周勛初 有關「選學」珍貴文
獻的發掘與利用  
2A-2 林慶彰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
研究所古籍整理的現況與展望 
2A-3 王國良 臺灣第一個古典文獻
學研究所成立之概況  
2A-4 羅鳳珠 臺灣地區中國古籍數
位化的現況及展望

10：50
| 

12：10 

第六場次（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董治安 
6A-1 顧永新 《七經孟子考文補
遺》考述 
6A-2 林玫儀 《支機集》完帙之發
現及其相關問題 
6A-3 談蓓芳 試談海內外漢籍善本
的綴合研究─以李贄評本《忠義
水滸傳》為中心 
6A-4 趙飛鵬 試論歐陽修之文獻整
理對其詩歌創作之 影響 
6A-5 盧 偉 歐洲漢學研究管窺

12：10－14：00午餐

14：00 
| 

15：30  

第三場次（A組：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黃天驥 
3A-1 張涌泉 從語言文字學的角度
看敦煌文獻的價值  
3A-2 金榮華 新德里印度博物館藏
敦煌殘冊張延鍔題 
3A-3 鄭阿財 敦煌本《蒙求》及注
文之考訂與研究 
3A-4 劉玉才 韓國奎章閣藏抄本
《皇朝遺民錄》芻議  
第三場次（B組：421教室） 
主持人：劉兆祐 
3B-1 潘美月、夏麗月 臺灣大學
圖書館和刻本漢籍的 收藏與整理
3B-2 吳政上 傅斯年圖書館域外漢
籍的收藏與利用 
3B-3 王福壽 國立故宮博物院所藏
日本醫書 
3B-4 楊 忠 讀日本宮內廳書陵部
藏宋元版漢籍札記

14：00
| 

15：30  

第七場次（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吳哲夫 
7A-1 韓格平 「竹林七賢」稱謂瑣
考 
7A-2 趙伯雄 劉敞《春秋》學考論 
記跋 
7A-3 趙生群 《春秋》經義的失落
與衍生─以弒君之事為例 
7A-4 胡楚生 楊家駱教授整理古籍
之成果─以編刊中國學術名著》
為例 

15：30－15：50茶敘

15：50 
| 

17：10  

第四場次（A組：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黃寬重 
4A-1 李孝聰 海外中文輿圖的調
查、蒐集、整理利用與展望 
4A-2 周國林 關于古籍今譯的幾點
思考 
4A-3 黃天驥 戲曲典籍整理與文化
追尋 
4A-4 安平秋 中日合作複製日本國
宮內廳書陵部藏宋元版漢籍之概況
第四場次（B組：421教室） 
主持人：章培恒  
4B-1 吳哲夫 從《畫一元龜》談日
本古漢籍的收藏  
4B-2 嚴紹璗 漢籍東傳日本的軌跡
與形態 

15：50
| 

17：10  

  

第八場次（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昌彼得 
8A-1 董治安 兩漢文獻中的經籍傳
注─《兩漢全書》編纂雜識之一
8A-2 宗福邦 《古音匯纂》編纂芻
議 
8A-3 喻遂生 《尚書正義》點校札
記 
8A-4 黃沛榮 歷代易學雜著之蒐集
與整理  

  



五、古籍‧古文獻資訊系統成果展 

臺灣這幾年來在古籍、文獻數位化方面發展快速，成績斐然，較佔優勢，故配合研討會
的召開，舉辦「古籍‧古文獻資訊系統成果展」，將各單位所作成果加以展示，也讓與
會者瞭解古籍、古文獻等資料結合電腦科技的發展，能提供使用者更加方便快捷的檢索
及利用方式。 

4 月 18 至 19 日，23 至 24 日（配合「第二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召開時
間）於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旁貴賓廳展示四天，共有七個單位參展。今將參展單位及
系統名稱說明如下： 

（一） 漢學研究中心：1.漢學研究中心資訊網，2.明人文集聯合目錄暨篇目索引資料庫。
（二）國家圖書館：1.古籍聯合目錄資料庫，2.國家圖書館善本叢刊影像先導系統，3.古
籍文字開發辨識與管理系統，4.Metalogy。（三）國科會數位博物館專案推廣辦公室：1.
中醫藥、針灸數位博物館，2.臺灣老照片數位博物館 3.玄奘西域行，4.不朽的殿堂─漢代
墓葬與文化，5.淡水河溯源，6.搜文解字─語文知識網路。（四）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
究所：1.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資料庫，2.傅斯年圖書館善本書全文資料庫，3.傅斯年圖
書館藏青銅器全形拓及金文拓片資料庫。（五）國立故宮博物院（圖書館）：1.佛經圖繪
詳說，2.清代軍機處檔案摺件影像資料庫。（六）臺灣大學中文系：漢學研究資料庫。
（七）元智大學中語系：網路展書讀─中華典籍網路資料中心。 

六、結語 

此次研討會還算順利圓滿，因論文篇數較多，會議議程只有兩天，安排上較為緊湊，無
法有充裕的時間與大陸古委會商談兩岸具體可行的合作事宜，是為美中不足之處。 

住宿及參訪行程的安排亦是煞費苦心，其間參訪的單位包括：臺大中文系及圖書館，中
研院文哲所、史語所、傅斯年圖書館，國立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圖書館等，皆受到友
善的接待，大陸與會學者深表滿意，是會議之外另一種交流與收穫。 

古籍整理研究是長期性工作，由於新方法的引進與更新以及現代視野的轉換等原因，不
斷推動古籍整理與研究工作的日新又新、精益求精，前途發展，無有止境，因此有待進
行持續的探索。因此之故，「古籍整理研究學術研討會」將會持續召開，大家也期待二
年後在北京再見。 

 4B-3 曹亦冰 論日本宮內廳書陵部
藏珍稀本漢籍─ 《新編排韻增廣
事類氏族大全》 
4B-4 周彥文 日本九州地區所藏漢
籍述論

17：10
| 

17：30  
閉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