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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藏文獻的數位典藏：以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特藏為例 

胡羽絜、廖郡儀、駱巧嵐、吳姿瑩* 

摘要： 

本文旨在以哈佛燕京圖書館為例探討特藏文獻的數位典藏。通過對哈佛燕

京圖書館特藏文獻的數位典藏項目進行分析，考察數位典藏對特藏文獻保存、

訪問和利用的影響。過往的研究表示數位典藏使得特藏文獻更容易被廣泛讀者

群體接觸取用，促進研究者對相關研究的探索。此外，數位典藏還提升了特藏

文獻的保存水準，減少了原始文獻磨損和損壞的風險。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數位

典藏項目為特藏文獻的保存和傳承提供了重要的範本和經驗，同時也為其他機

構開展類似專案提供了借鑒和啟示。 

關鍵詞：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特藏、善本、數位典藏、管理、組織 

壹、前言 

哈佛燕京圖書館是哈佛大學總圖書館下的分館之一，原稱「漢和圖書館」，

典藏的書籍以中文、日文、韓文等語言的圖書與東亞相關的歷史文獻為主，是

全世界漢學研究者的知識寶庫（郭明芳，2017）。哈佛燕京圖書館擁有豐富的特

藏文獻，涵蓋善本、書志、地方志、抄本、稿件等等。這些古籍中不乏珍稀版

本，對於古代文獻研究具有重要價值與意義。 

隨著保存技術的發展，哈佛燕京圖書館也積極推動特藏文獻的數位典藏，

與各地單位合作將古籍數位化，秉持開放近用的原則，讓使用者能夠在線上的

館藏目錄中查詢到數位化的成果（涂豐恩、楊麗瑄，2020）。透過資料庫和數位

典藏平台的建立，除了能夠將珍貴的古籍進行數位化保存，還能夠打破時間與

物理空間的限制，讓學者在線上進行使用與研究。 

 
*本文由臺灣學大圖書資訊學系胡羽絜（二年級）、廖郡儀（二年級）、駱巧嵐（二年級）、吳姿

瑩（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三年級，組長）共同執筆，為 112學年第 2學期「圖書館特藏文

獻管理」課程學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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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特藏文獻的發展  

一、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特藏文獻建置 

緣於美國學者對中國研究的興趣，自 1876 年起，西方知名大學如耶魯大

學、哈佛大學和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皆逐漸重視中國之書籍與文物。為了滿

足研究需求，1879 年，哈佛大學首次聘請中國人開設中文課程，開啟了哈佛大

學中國研究的歷程。於藏書方面，1910 年，哈佛學院圖書館為了擴充中文資

源，開始收集中文藏書，但成果有限。直到 1914 年，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捐贈 

1,600 冊日文書籍，方奠定了哈佛大學亞洲藏書的基礎。 

1925年，鑒於美國鋁業巨擘查爾斯‧馬丁‧霍爾（Charles Martin Hall, 1863-

1914）遺囑中促進高等教育亞洲研究的意願，他的遺產董事會協助哈佛大學與

燕京大學合作，以滿足對中國文化與研究的需求。於是在 1928年，哈佛燕京中

國研究學社成立，即哈佛燕京學社的前身。隔年，哈佛學院漢和文庫正式更名

為哈佛燕京學社漢和圖書館，簡稱哈佛燕京圖書館，隸屬於哈佛燕京學社，其

購書資金由董事會贊助（王蕾，2013；張琦，2023）。 

二、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館藏來源與購書方式 

綜觀學者梳理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購書歷史，由於八年抗戰間與戰後初期的

搜書情況較為特別，故本文對購書歷程的整理主要依據趙長海（2009）的劃

分，同時參考王蕾（2013）與張琦（2023）的研究補充。內容分述如下。 

（一）初期：1928年～1937年 

自哈佛燕京圖書館建成至八年抗戰爆發前，其館藏主要源於燕京大學

圖書館的代購業務。當時，由於僅有 3家書商，分別為中國上海商務印書

館、萬卷樓和中華書局願意賒帳銷售，採購管道有限，故與燕京大學圖書

館建立穩定的合作關係尤為重要。為此，在洪業和博晨光的提議下，哈燕

館在 1929年制定了首個五年規劃，目標為提高購書經費、採購重點書籍以

及設立共同書目處。1932年，燕京大學與哈佛大學達成共識，成立了燕京

大學圖書館哈佛購書處（全名為：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哈佛大學漢和圖書

館辦事處），確保了穩定且符合成本效益的購書來源。 

值得一提的是，哈佛燕京圖書館在建館之初，即將方志列為採購對象

之一，而裘開明館長也深知方志對中國學術研究的重要性。1930年至 1932



 

3 

年，裘開明館長於他返回北平參與研究事務的同時，也積極尋訪、購置圖

書。期間，他共購得方志 502種 4,302冊。這次採購成為漢和圖書館史上

最大的方志採購，極大地豐富了館藏資源。 

為了持續方志的採購，1935年，裘開明館長向中國各地的古籍書店和

重要書商取得聯繫，請求提供方志和叢書的目錄和價格，以尋得最符合成

本效益的購書來源。1936年，裘開明館長更向哈佛燕京學社闡述方志對漢

學研究的重要性，獲董事會批准增加購買方志的預算，致使 1937年始，方

志逐漸成為哈佛燕京購書處的購買大宗。 

（二）中期：1937年~1941年 

抗戰爆發初期，燕京大學哈佛購書處仍為主要的購書來源。當時，中

國淪為戰區，百姓因搬遷導致許多私家藏書流失。有鑑於珍貴的書籍流入

市面，公私機關及中外學者積極投入大量資金進行書籍的購買，以降低購

置成本。在此背景下，由於燕京圖書館和大同書店作為哈佛燕京圖書館的

代購商，得益於哈佛燕京圖書館劃撥的高額預算，能在國內提供更具競爭

力的價格。因此，這些機構成為許多書商的首選，將書籍銷售給它們，從

而促進了哈佛燕京圖書館這一時期的藏書量大幅增加。  

同樣地，方志館藏也獲得了迅速的擴展。自 1937年以來，哈佛燕京購

書處用於方志的支出，往往與其他圖書支出的總和不相上下，甚至出現超

過的情況，反映了對方志資料的高度重視。 

然而，抗戰期間，南方地區先後淪陷，使得燕京大學難以獲取西南地

區的方志。儘管如此，裘開明館長認識到這些方志對人類學和語言學研究

的重要性，因此仍然努力優先購買。他與西南聯合大學圖書館的嚴文郁教

授、私立華中大學校長韋卓民等合作，積極進行購書。隨著 1941年廣州淪

陷，書價出現下跌趨勢，裘開明館長看準時機，開始與香港嶺南大學合作

購書。然而，1941年後，由於燕京圖書館已被日軍佔領，其採購工作受到

嚴重影響，這一時期並無詳細資料。 

（三）後期：1945年~1950年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日本經濟崩潰，各地的藏書紛紛散出。由

於自隋唐以來中日之間的持續交流，許多中國典籍流入了日本。因此，在

這個時期，哈佛燕京圖書館不僅繼續向逐漸恢復的燕京大學和代購書商購

買書籍，還派遣學者前往日本進行書籍搜集。自 1950年起，哈佛燕京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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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每年仍保持著 2,000美元的購書費用。 

綜合以上購書歷程，本文依循趙長海（2009）的架構，將各個歷程的購書

來源整理為流程圖（圖一）。另外，經費統計表則參考王蕾（2013）研究中的燕

京大學圖書館哈佛購書處歷年購書經費統計再行製作（表一）。 

 

圖一、燕京大學圖書館哈佛購書處購書歷程來源 

表一、燕京圖書館哈佛購書處歷年購書經費統計（單位：法幣） 

 

          註：總計用款還包含雜誌、郵費、雜費、裝訂、行政辦公費。 

三、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特藏的進程 

湯罡輝（2011）指出，館長職位的穩定與專業是哈佛燕京圖書館成功的關

鍵因素之一。俞德鳳（2009）總結了三任館長的貢獻，認為裘開明先生建立了

古籍基礎，吳文津先生擴展了館藏至社會科學領域，而鄭炯文先生則將館定位

為研究型圖書館，注重資源建設。本文將以三任館長的貢獻，簡述哈佛燕京圖

書館中文特藏的發展。 

（一） 裘開明館長（圖二） 

1928年~1937年
中國

•書商採購

•燕京大學圖書館

•燕京大學哈佛購書處

•裘開明館長親訪

1937年~1941年
中國

•書商採購

•燕京大學哈佛購書處

•南方大學圖書館合作

1945年~1950年
中國與日本

•書商採購

•燕京大學哈佛購書處

•學者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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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開明館長在美國圖書館領域的貢獻相當卓越。他設計的《漢和圖書

分類法》於 1943年出版，實現了中日資料的共同分類，並迅速被 22個歐

美東亞圖書館採用。隨後，裘開明館長更在編目卡片上加入了羅馬拼音

（圖三），使得主題檢索更加便捷，這在當時是一項重要的創新。此外，裘

開明館長首創館際合作編目概念，將編目卡片複製給其他東亞圖書館，促

進了館際間資源的共享與交流。除了編目技術上的創舉，裘開明館長還親

自監督了重要分類目錄的出版，例如《美國大學燕京學社漢和圖書館分類

目錄》和《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漢和圖書館藏明代類書概述》，開創了美

國東亞圖書館出版目錄的先河（吳文津、胡嘉陽，2013）。 

圖二、裘開明館長 圖三、哈佛燕京圖書館內部 

  資料來源：https://www.harvard-yenching.org/harvard-yenching-library/ 

（二） 吳文津館長（圖四） 

吳文津館長的貢獻包括採購中國現代圖書，特別是近現代史料，如文

革資料和紅衛兵刊物，以及社會科學書刊。他更進一步推動了圖書館的自

動化，讓哈佛燕京圖書館成為第一個加入 OCLC網絡的東亞圖書館，使得

館藏資料能在線查詢。在加入哈佛燕京圖書館之前，吳文津先生曾在斯坦

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東亞圖書館擔任館長，長年在胡佛和哈佛工作的他，提

出了幾項重要的管理法則，例如館長的首要任務為羅致一流人才，皆對於

圖書館的運營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龍達瑞，2017）。 

https://www.harvard-yenching.org/harvard-yenching-library/


 

6 

 

圖四、吳文津館長 

資料來源：https://www.harvard-yenching.org/harvard-yenching-library/ 

（三） 鄭炯文館長（圖五） 

鄭炯文館長注重哈佛燕京圖書館館藏的完整性和系統性。鄭炯文館長

不僅購置了之前未收錄齊全的特藏，如毛主席語錄、中國舊海關資料和納

西族手稿，每年更積極捕捉出版資訊，採購三至四萬冊圖書，加強各學科

的研究，擴展館藏的視野。同時，為了確保館藏的良好循環，鄭炯文館長

規定哈佛燕京圖書館定期淘汰 2%的舊書籍。此外，他更推動電子資源的建

設，建立了資料庫系統，對特藏進行整理，並編纂了專題資源產品和特色

專題資料庫。這些數位化資源不僅對外公開，還進行了數據管理和查找分

析，同時推出了虛擬實境館藏，為讀者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資訊服務（俞德

鳳，2021）。 

 

https://www.harvard-yenching.org/harvard-yenching-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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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鄭炯文館長 

資料來源：https://www.harvard-yenching.org/harvard-yenching-library/ 

四、小結 

本文認為，哈佛燕京圖書館的中文特藏以「完整性」和「可用性」為核心

發展方向。在建置館藏時，裘開明館長克服種種困難積極購置書籍，後兩任館

長則積極補充和更新館藏，以確保其完整性。這種完整性的追求是落實突顯特

藏的獨特價值。此外，在網際網路時代，哈佛燕京圖書館還積極推進數位化資

源的建設和公開，除了編製藏書目錄外，也著力提高特藏文獻的可用性。三位

館長都強調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大力促進特藏文獻的可見度。這些不懈的努

力提升了圖書館的學術價值和服務水平，使得哈佛燕京圖書館成為東亞研究的

重要據點，為學術研究和知識傳承提供了堅實的支持。 

參、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特藏的種類 

一、館藏概況 

哈佛燕京圖書館是美國著名的研究東亞文化的重要機構，尤其以其豐富的

中文古籍藏書聞名於世。哈佛大學自清光緒年間開始，經多位來自中國學者的

奔走努力，也透過與其他機構合作協力，從各處有系統地採購不少古籍善本與

新書，更有因戰爭而大量收購地方名望私藏的古籍，發展至今館藏來源多元且

具時代意義。 

吳文津（2017）指出，到 2001年 6月底為止，哈佛燕京圖書館的中文各式

書籍約 57萬冊，占總藏書量的 57%，再加其餘新舊期刊、新舊報紙、微縮膠卷

等中文資料後，也達圖書館總藏量的一半以上。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藏書種類繁

多，目前館內藏有宋元明清刻本及稿本、抄本、活字本、套印本、版畫等善本

共 3,800部（含善本地方志 700多部）；普通古籍約 18,000部，其中叢書 1,400

部、乾隆後刻印的原本地方志約 2,200部；明代刻印的圖書將近 1,500部（沈

津，2022）。 

在地方志方面，哈佛燕京圖書館館藏的方志以縣志占多數，3,858種中有約

3,000種屬於縣志的範疇。雖然並非全世界方志館藏量最多的圖書館，但哈佛燕

京圖書館內也藏有幾部方志的孤本與珍本，明崇禎年間再增修本之《潞城縣

志》即為一例（吳文津，2017），如圖六。除方志外，哈佛燕京圖書館也藏有土

地文書、輿圖等相關的地方性資料，對於後進探討中國古代政經史地頗有助

https://www.harvard-yenching.org/harvard-yenching-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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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圖六、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潞城縣志》影像 

資料來源：https://curiosity.lib.harvard.edu/chinese-rare-books/catalog/49-990080947310203941 

哈佛燕京圖書館也藏有叢書、類書、禁書（政治相關或內容淫穢者皆有）

等珍貴的書籍文物，抄本、稿本（含尺牘）、文集、套印本（含畫譜）、法帖這

些，也能於哈佛燕京圖書館中見其蹤跡，且不乏世間罕見的資料，足見其於文

史相關研究之重要性。 

除上述較常在學術界被討論的資料外，哈佛燕京圖書館還有些特殊的館藏

資料，吳文津（2017）便提出其中幾例。一為基督教傳教士自清朝至民國年間

於南洋各地出版的著作，現有專屬的書目及微縮膠片。二為中國民間傳統皮影

戲手抄唱本，由哈佛大學方志彤教授購得，後由其遺孀轉讓給哈佛燕京圖書

館。還有一些名人重要資料，例如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先生、魯迅等人的函信稿

件，都能窺見當時的時代背景。哈佛燕京圖書館所收藏的中文特藏文獻種類，

族繁不及備載，在北美洲收藏東亞文獻的圖書館中首屈一指。 

二、介紹《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國會館藏中文善本書志》 

談到哈佛燕京圖書館，便不得不提沈津先生所編著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

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以下簡稱《書志》）。《書志》的編纂始於 1992

年，哈佛燕京圖書館聘請沈津先生進行善本書志的撰寫工作，目的是將館藏資

https://curiosity.lib.harvard.edu/chinese-rare-books/catalog/49-99008094731020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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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公開，供讀者利用。1999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了《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

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以下簡稱《滬版》，如圖七），主要涵蓋宋元明三代的

善本。2011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中文善本書志》（以下簡稱《桂版》，如圖八），題名新增「藏」一字與《滬版》

做出區隔。《桂版》在《滬版》的基礎上進行了多處修訂和補充，使書志更加完

備（郭明芳，2014）。 

 

圖七、《滬版書志》影像 圖八、《桂版書志》影像 

   資料來源：

https://baike.baidu.hk/item/%E7%BE%8E%E5%9C%8B%E5%93%88%E4%BD%9B%E5%A4%A7

%E5%AD%B8%E5%93%88%E4%BD%9B%E7%87%95%E4%BA%AC%E5%9C%96%E6%9B%B

8%E9%A4%A8%E4%B8%AD%E6%96%87%E5%96%84%E6%9C%AC%E6%9B%B8%E5%BF%9

7/821425 

https://www.amazon.com//zh_TW/%E6%B2%88%E6%B4%A5/dp/B01FX4XLD0 

《滬版》與《桂版》在書志的體例上有許多相似之處，皆對於書名、卷

數、編著者、版本、冊數、批校題跋者、行格字數、版匡高寬、序跋、內容大

要、版本源流、扉頁牌記、刻工姓名、遞藏、鈐印等項目進行詳細記錄。（（韓 

鐸，2001）。除了科學的版本用語與鑑定部分相似之處外，以下將對《滬版》與

《桂版》具體的差異進行分析（郭明芳，2014）。 

1. 編纂者： 

《滬版》由沈津撰寫，（《桂版》則主要由沈津負責，並加入其他四位專

家參與編寫，這些專家分別是嚴佐之（經部）、谷輝之（史部）、張麗娟

https://baike.baidu.hk/item/%E7%BE%8E%E5%9C%8B%E5%93%88%E4%BD%9B%E5%A4%A7%E5%AD%B8%E5%93%88%E4%BD%9B%E7%87%95%E4%BA%AC%E5%9C%96%E6%9B%B8%E9%A4%A8%E4%B8%AD%E6%96%87%E5%96%84%E6%9C%AC%E6%9B%B8%E5%BF%97/821425
https://baike.baidu.hk/item/%E7%BE%8E%E5%9C%8B%E5%93%88%E4%BD%9B%E5%A4%A7%E5%AD%B8%E5%93%88%E4%BD%9B%E7%87%95%E4%BA%AC%E5%9C%96%E6%9B%B8%E9%A4%A8%E4%B8%AD%E6%96%87%E5%96%84%E6%9C%AC%E6%9B%B8%E5%BF%97/821425
https://baike.baidu.hk/item/%E7%BE%8E%E5%9C%8B%E5%93%88%E4%BD%9B%E5%A4%A7%E5%AD%B8%E5%93%88%E4%BD%9B%E7%87%95%E4%BA%AC%E5%9C%96%E6%9B%B8%E9%A4%A8%E4%B8%AD%E6%96%87%E5%96%84%E6%9C%AC%E6%9B%B8%E5%BF%97/821425
https://baike.baidu.hk/item/%E7%BE%8E%E5%9C%8B%E5%93%88%E4%BD%9B%E5%A4%A7%E5%AD%B8%E5%93%88%E4%BD%9B%E7%87%95%E4%BA%AC%E5%9C%96%E6%9B%B8%E9%A4%A8%E4%B8%AD%E6%96%87%E5%96%84%E6%9C%AC%E6%9B%B8%E5%BF%97/821425
https://www.amazon.com/zh_TW/%E6%B2%88%E6%B4%A5/dp/B01FX4XLD0


 

10 

（子部）及劉薔（史、叢部）。 

2. 著錄內容： 

《滬版》於目次僅列書名，《桂版》目次除列書名外又另加註版本項，

著錄更加清楚，方便讀者使用。 

3. 館藏數量： 

《桂版》在《滬版》的基礎上大幅增加了館藏古籍數量，由《滬版》

1,433種增加至《桂版》3,097種，特別是清代部分的補充，使《桂版》著

錄涵蓋宋元明清四代，書志更為完整。 

4. 修訂舊版資料： 

《桂版》對《滬版》中某些圖書版本進行了修訂，例如將《新刊名臣

碑傳琬琰之集》從「宋刻元明遞修本」改為「明刻本」，並詳細考證了版本

依據。這些修訂基於更加詳盡的考證和研究，使書志內容更為準確和可

信。 

5. 書影增加： 

《桂版》增加了每部書影至 200幅，叢部全附，所附書影均精選具有

版本上價值者，以補文字敘述之不足。這些書影展示了古籍的外觀和相關

版本特徵，比文字描述更為直觀，使讀者能夠清晰地了解該書的版式和行

款，對於研究古籍版本具有重要價值。 

6. 檢索系統： 

《桂版》雖然附有人名、書名索引，但不如《滬版》附「刻書舖名」、

「刻工名」等索引。雖《滬版》之索引似乎頗有缺漏，但《桂版》只留下

人名、書名索引，對於查詢館藏藏書遞藏或歷代刊書資料較為不便。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善本書志》不僅是對哈佛燕京圖書館館

藏古籍的詳細記錄，也是研究中國古籍版本學的重要參考資料。通過對《滬

版》和《桂版》的比較，可以看到書志編纂工作的複雜性和重要性，沈津先生

在古籍版本方面成就表現在撰寫書志，這種模式被譽為「哈佛模式」（嚴佐之，

2001）。這部書志為研究者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也為其他圖書館的古籍整理工作

提供了參考範本。 

三、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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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有眾多古籍善本，對於史學、文學、版本學等研究大有

助益，實為研究者之大寶庫，但我們仍應留意其記錄之內容並不一定是完全正

確的。例如郭明芳（2019）就曾指出，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積秀堂刻之《後

漢書》版本紀錄應為有誤。此版之《後漢書》常被判定為明天啟七年之刊本，

是根據書前有陳仁 在該年作追序而推論，書中另有傅冠所著之序（圖九），雖

在書上未見傅冠著序之時間，也不應該僅以陳仁 之追序（圖十）作為年份判

斷基準。經郭明芳（2019）考據比對傅冠之身分年代後，也確認了常被紀錄的

刊本年代應為有誤，實際年代或許更早一些。因此，哈佛燕京圖書館雖藏有各

式珍稀中文特藏，我們也不可因其為藏書之著名機構，便對其紀錄、提供之資

訊通盤接收。 

圖九、《後漢書》傅冠序影像 圖十、《後漢書》陳仁 序影像 

資料來源：https://curiosity.lib.harvard.edu/chinese-rare-books/catalog/49-990077598980203941 

肆、哈佛燕京圖書館的館藏組織與管理 

特藏文獻的組織與管理工作十分繁複。哈佛燕京圖書館作為哈佛大學圖書

館系統的一部分，該圖書館的管理方針主要依循哈佛圖書館的相關規章制度。

鑒於本文的主題為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數位典藏，以下內容將重點介紹其在數位

化文獻組織與管理方面的實踐。 

一、 管理模式 

 嚴佐之（2001）把哈佛燕京圖書館整理開發中國古籍的運思和運作稱為

「哈佛模式」，此「模式」包含二重意義：一是以編寫善本藏書志為先導和基礎

https://curiosity.lib.harvard.edu/chinese-rare-books/catalog/49-99007759898020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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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項目籌劃；二是以館長統籌、經費穩定、人才引進為結構的項目運作方式。 

以編撰藏書志體裁的善本書目為其目錄工作的起始，能更好地揭示古書的

版本形式和內容，有可持續發展的優勢。 

就運作方式而言，館長統籌包括對清理館藏中國古籍意義的認識度，以及

作為一個館長的責任感、事業心，需要組織協調經費的籌措、人才的鑒識和整

理開發專案的設想、規劃。穩定的經費來源是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工作以持續開

展的保證，得益哈佛燕京學社專用於東亞傳統文化研究的學術基金及教授們的

重視，圖書館的經費來源相當穩定；引進專業人才對於書志書籍的編纂是必要

的，美國的東亞圖書館往往依賴於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等地的專家。而哈佛

燕京圖書館設置了專門的職位，會根據目錄工作的實際需求引進短期專業人

才，以確保大型項目不會因為人力不足而拖延。 

哈佛燕京圖書館將特色為本、讀者至上的服務理念貫徹於圖書館具體工作

的管理與服務特色，這讓它在美國東亞圖書館中脫穎而出。 

二、 館藏資源組織 

古籍因其稀有和不可再生的特質，具備較高的文物價值。但又因其承載的

寶貴歷史文化訊息，學者對於古籍的研究和利用從未間歇。因此古籍的「藏」

與「用」，似乎成為不可解的矛盾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圖書館要如何組織及

管理館藏，在確保古籍的壽命的前提下，提供學者使用就成了一門學問。 

透過網路，古籍聯合目錄數位平台的建設得到發展，古籍總目的編制出版

日臻成熟。隨著電腦掃描技術和數位攝影技術的出現，古籍的數位化進展迅

速，全文檢索資訊庫的開發，更是大力推動了學術的發展（徐永明、樂怡，

2016）。 

哈佛燕京圖書館現藏書量約 100萬種，其東亞藏品在美國僅次於國會圖書

館。在中國文化的研究上扮演著研究資料中心的角色。哈佛燕京圖書館首兩任

館長皆致力於藏書建設，第二任館長吳文津先生於 1991年在香港巧遇版本目錄

專家沈津，聘其來哈佛工作。沈津先生與幾位採訪館員在 18年內完成 6冊、書

3,098種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第三任館長鄭炯

文先生重點放在圖書的開發、利用以及書目和電子書的資料庫建設方面。（（徐永

明、樂怡，2016）。鄭炯文先生對圖書館數位典藏的影響深遠，以下為其具體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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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透過合作計劃數位化資源 

圖書館起初首先對傳統資源數位化，由於哈佛大學和 Google 公司簽

訂圖書數位化長期協定，哈佛燕京圖書館得以不斷將大批專題材料如拓

片、納西文獻、名家手稿、照片等特藏數位化，形成一些特色資料庫（俞

德鳳，2009）。 

進入新世紀後，哈佛燕京圖書館先後得到臺北蔣經國漢學基金會、中

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中國社

科院地方志領導小組與杭州大學圖書館等單位協助，雙方積極建設館藏古

籍全文影像資料庫，開展古籍善本數位化合作專案，哈佛燕京圖書館掃描

了 300 多種善本全文影像，編目員對善本使用中繼資料著錄並連接電子全

文。最終耗時十年，於 2017年 8月 1日公告成功將所有中文的善本古籍數

位化，其中包括 4,200種書目、53,000餘卷古籍全文。 

所有整理後的善本書彩色掃描檔，都與其他資訊的書目記錄整合，讀

者可用書名、著作者、序跋者、手書題記者、主題、分類號等檢索書目記

錄，以及使用閱覽、列印全文影像、全文檢索和智慧分析等服務（俞德

鳳，2009）。而且讀者可在哈佛大學圖書館的 HOLLIS （Harvard Online 

Library Information System）書目查詢系統連接，這既支援數位人文研究，

也宣傳了圖書館的資源，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圖書館的影響力。（（涂豐恩、

楊麗瑄，2020）。 

 

圖十一、Harvard libraries HOLLIS catalog 

資料來源：https://library.harvard.edu/ 

（二） 購買電子書軟體和資料庫 

https://library.harva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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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書方面，為了向廣大的讀者提供優質的服務，讓藏書得到最大

程度的利用。哈佛燕京圖書館重金購買電子書軟體和資料庫，諸如「超

星」、「讀秀」、「CADAL」、「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愛如生古代方志資

料庫」、「國學寶典」、「敦煌文獻庫」、「四庫全書」、「四部叢刊」、「四庫全

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中國譜牒庫」、「漢達文庫」、「宋會要」、

「明實錄」、「內閣大庫檔案」、「漢籍電子文獻」、「清代宮中檔與軍機處檔

折件」、「大清國史人物列傳」、「東方學圖書館—京都大學漢籍古籍全文圖

像資料庫」、「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傅

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數位典藏」等（徐永明、樂怡，2016）。 

（三） 資源導航系統 

除了數位化館藏，圖書館在過去數年開發了中文、日本和韓文的線上

資源導航系統，以下為中文資源導航系統，整合了各種有關東亞研究的線

上和線下資源，分成 New/ On Trial Databases、Harvard-Yenching Library 

Digital Collections、Digital Scholarship Projects、Research Guides for East 

Asian Studies（圖十二）、Chinese Studies at Harvard五大類： 

 

圖十二、Research Guild for Chinese Studies 

資料來源：https://guides.library.harvard.edu/Chinese 

三、 哈佛燕京圖書館數位化典藏的優點及困境 

（一） 優點 

1. 資訊檢索便捷：古籍被數位化後，讀者能在館藏目錄中檢索到書

名、著作者、版本資訊、載體形態及附注（如殘存情況、題跋資

訊）等詳細資訊。讀者還可以線上閱覽古籍的全部數位化書影，

https://guides.library.harvard.edu/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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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影像清晰且色彩還原度高。 

2. 增進學術交流與合作：哈佛燕京圖書館古籍數位化項目促進了海

內外圖書館之間的學術交流與合作，讓更多館藏書籍成為全人類

共享的文化資源。同時提供了海外古籍再生性回歸的平臺，讓海

外古籍有機會回到本土進行研究與保護。 

3. 延長古籍使用壽命：通過數位化手段，相對延長了古籍的使用壽

命，減少了實體古籍的磨損。而不斷更新的數位化技術也為古籍

再生性保護提供了持續的技術支援。 

4. 便捷的學習與研究條件：數位化成果為全球讀者提供了便捷的閱

讀條件，成為人們了解古籍遺產、增強保護文化遺產意識的重要

窗口（黎冬瑤，2020）。 

（二） 困境 

1. 合作程度和服務提供：圖書館與資料庫之間的合作關係涉及到圖

書館參與學者計畫以及共同建立資料庫和研究工具。近年來經常

有人提出圖書館應該在這種合作中扮演何種角色，以及提供何種

服務的問題。這意味著在合作關係中確定資源配置變得更加重

要。 

2. 品質和長期維護：學者建立的開放取用資料庫或數位工具在品質

和長期維護方面可能無法與商業資料庫相提並論。這對長期面臨

經費壓力的哈佛燕京圖書館來說是一個挑戰。或許需要考慮使用

免費工具解決基本問題，以付費工具解決複雜問題。 

3. 長期保存：印刷書在圖書館可以保存很久，但數位資源則非如

此，其保存環境比印刷書複雜得多，隨著越來越多的研究成果以

數位化方式呈現，圖書館是否能夠扮演同樣的保存角色以及如何

發揮作用成為需要討論的議題。 

哈佛燕京圖書館對上述問題綜合考慮和處理後，才能推動數位化

工作的順利進行（涂豐恩、楊麗瑄，2020）。 

四、 小結 

整體而言，對於流落在海外的中文古籍修護利用工作，哈佛燕京圖書館除

了在管理方面採取了創新務實的做法外，在古籍數位化工作中透過與外國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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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合作計劃來構建起規模宏大的數位典藏。這不僅提高了檢索利用的便利性，

還延長了古籍使用壽命、增進了學術交流合作。哈佛燕京圖書館在這一領域勇

於創新、成果顯著，為東亞圖書館的古籍保護和利用貢獻了寶貴經驗。 

伍、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特藏的數位典藏 

一、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數位典藏概況 

哈佛燕京圖書館在 2000年後，透過與不同單位的先後合作，建設中文善本

特藏的古籍全文影像資料庫。館藏的影像全文資料庫採網頁式建構，並且秉持

開放取用的精神，新增的掃描檔案立即公開供讀者閱覽使用。經歷十餘年，收

藏的古籍於 2017年全部數位化完成，並於網路上公開，實現哈佛燕京秉持學術

乃天下公器的精神（郭明芳，2017）。 

欲閱覽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數位特藏資源，可從哈佛燕京圖書館首頁找到

Research Guides，並點選 Research Guide for Chinese Studies，即可在 Harvard-

Yenching Library Digital Collections 欄位中瀏覽所有數位化的古籍與影像。另

外，由哈佛燕京圖書館首頁輸入 Chinese Rare Books（圖十三），也可連結到中

文珍本的數位化資源，包括中文善本（經史子集四部及稿、鈔、孤本)、寶卷、

中國舊海關資料、基督教傳教士文獻、中國珍稀舊方志、拓片收藏、明清婦女

著述、齊如山藏書、中國老照片以及大字報等，所有古籍皆可單頁瀏覽、多頁

瀏覽、縮放、下載以及列印。 

 

圖十三、Chinese Rar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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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curiosity.lib.harvard.edu/chinese-rare-books/browse 

使用實例： 

1. 假設讀者想要查看《永樂大典》，讀者既可以從哈佛大學 HOLLLIS經整合

的書目中檢索，亦可從其他獨立資料庫中檢索。以下示範從 Research Guild 

for Chinese Studies（圖十四）中選資庫檢索的流程。先點擊進入中文善本特

藏的資料庫，游標拉近時可以看到資料庫的大致收藏內容。 

 

圖十四、Research Guild for Chinese Studies 

資料來源：https://guides.library.harvard.edu/Chinese 

2. 進去之後，可以看到它提供了一般檢索，也可以從左欄限定檢索內容的作者

或貢獻者、年代、來源地、出版商、語言、類型、主題、地點、系列、典藏

地點。在一般檢索直接輸入永樂大典，按 SEARCH鍵。 

3. 得到 2筆結果（圖十五），第一筆記錄的作者/貢獻者為康有為，代表這是康

有為的藏書，第二筆記錄作者/貢獻者為解縉，而解縉是《永樂大典》的主

編，選擇第二筆。 

https://curiosity.lib.harvard.edu/chinese-rare-books/browse
https://guides.library.harvard.edu/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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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檢索結果 

4. 進去後首先看到的是《永樂大典》的全彩掃描圖片（圖十六），可以任意切

換頁數、縮放圖片、切換閱覽模式、下載及分享。在同一頁面往下滑後顯示

的是古籍的後設資料，除一般書籍會記錄的資訊外亦有顯示古籍的版本以及

其他古籍稽查細節，如印記、版式行款、紙墨裝訂等（圖十七）。 

 

圖十六、檢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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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檢索結果 

二、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數位典藏計畫案例 

哈佛燕京圖書館與其他單位合作的數位典藏計畫達三十餘種，致力於將中

日韓文的館藏進行數位化，目前已完成的計畫包括中國善本方志、中國舊海關

資料、中國善本特藏、中文拓片、基督教傳教士文獻、滿文古籍、蒙古文古籍

與韓文善本書等等。其他仍在進行的數位化工作還有中文其他仍在進行的數位

化工作還有中文舊方志以及費正清與賴世和教學投影片等，這些計畫預計將在

未來幾年陸續完成（涂豐恩、楊麗瑄，2020）。 

在前述的 Research Guide for Chinese Studies網頁，可由 Digital Scholarship 

Projects欄位下方看見許多由哈佛燕京圖書館與其他單位所合作的數位典藏計畫

與平台（圖十八）。本報告將著重介紹以下三個項目，分別是古漢籍善本數位化

資料庫合作建置計畫、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以及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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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Digital Scholarship Projects 

資料來源：

https://guides.library.harvard.edu/Chinese?_gl=1*1xqljc3*_ga*MTU1MDQ3MzA1Ny4xNzE2ODMx

ODY5*_ga_3CXC97RWEK*MTcxNjgzMTg2OC4xLjAuMTcxNjgzMTg2OC42MC4wLjA. 

（一）古漢籍善本數位化資料庫合作建置計畫 

古漢籍善本數位化資料庫合作建置計畫為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所贊助之國際合作（圖十九），由四大漢籍典藏單位：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

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及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共同

合作。由各館挑選出其約三百種罕見的珍籍，美國國會圖書館提供經部，

包括玉府鈔本、清人別集孤本和善本；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提供古醫

書、明清別集、明代編纂文學總集以及其他善本；哈佛燕京圖書館提供包

羅萬象的獨有孤本；傅斯年圖書館則提供明人別集和清代方志。四館採用

統一的系統規格，以傅斯年圖書館先前已建置之數位典藏系統與資料為基

礎，其他參與館則提供其館藏的善本的數位影像以及館藏的後設資料。 

古漢籍善本數位化資料庫合作建置計畫於 2011年完成後正式對外開放

使用，除了達到保存維護善本的目的，更希望能夠兼顧歷史意義、發展文

化交流和提供研究價值。 

https://guides.library.harvard.edu/Chinese?_gl=1*1xqljc3*_ga*MTU1MDQ3MzA1Ny4xNzE2ODMxODY5*_ga_3CXC97RWEK*MTcxNjgzMTg2OC4xLjAuMTcxNjgzMTg2OC42MC4wLjA.
https://guides.library.harvard.edu/Chinese?_gl=1*1xqljc3*_ga*MTU1MDQ3MzA1Ny4xNzE2ODMxODY5*_ga_3CXC97RWEK*MTcxNjgzMTg2OC4xLjAuMTcxNjgzMTg2OC42MC4wL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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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古漢籍善本數位化資料庫檢索系統 

資料來源：https://rarebookdl.ihp.sinica.edu.tw/rarebook/Search/index.jsp 

（二）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 

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Project，簡稱

CBDB，圖二十）是個開放式的線上資料庫，有系統地收錄中國歷史上所

有重要的傳記資料。本資料庫收錄約 535,181人的傳記資料和其人物關係

以及地理空間分佈，研究者可由一位歷史人物得知其於多脈絡之中的面

貌。現有資料大多數為唐代中葉至明代中葉，其中尤以宋代資料最多。資

料來自傳記資料索引、史料（列傳、墓誌銘等）、文學作品（祭文、序、書

信）、官方文書（郡守年表、會要、實錄等）以及其他資料庫。 

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的資料早期源自於郝若貝（Robert M. 

Hartwell）教授的個人收藏，後來贈與哈佛燕京學社，期待供學界使用。其

建立主要由哈佛大學的中國史教授包弼德（Peter K. Bol）所推動，將資料

庫及其應用程序與諮議委員會的成員分享。目前本資料庫則是由哈佛費正

清中國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

中心負責三方合作進行。 

https://rarebookdl.ihp.sinica.edu.tw/rarebook/Search/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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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 

資料來源：http://db1.ihp.sinica.edu.tw/cbdbc/ttsweb?@0:0:1:cbdbkmeng@@0.9431388692648304 

（三）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是一個線上開放的電子圖書館，收錄中國歷代

約三萬部著作。本計畫將原典文獻以結構化與可檢索的模式呈現，其功能

包含原典資料庫、內部字典、詞語分析、相似段落資料、原典影像、引

得、索引訊息、後設資料系統、高級搜索、歷代註釋本、當代研究資料

庫、討論區、維基區等等。典籍按照不同朝代、流派與著作進行分類。使

用者除了可以從首頁進行檢索，也可從既有的分類架構中去尋找不同的典

籍資源。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圖二十一）由德龍（Donald Sturgeon）博士

創辦與建立。德龍博士到哈佛大學任職後開始與哈佛燕京圖書館展開合

作，陸續將古籍圖像轉換成可以檢索的全文形式，並經過持續的討論與改

進來提升辨識技術，最終於 2006年完成本計畫的網站。

http://db1.ihp.sinica.edu.tw/cbdbc/ttsweb?@0:0:1:cbdbkmeng@@0.9431388692648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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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資料來源：https://ctext.org/zh 

三、小結 

哈佛燕京圖書館近 20年來透過與多家機構合作，成功數位化大量中文古籍

及珍稀文獻，並公開提供網路閱覽，提升了資料保存和學術研究的便利性。其

合作數位典藏計畫涵蓋古漢籍善本、中國歷代人物傳記及中國哲學書等多個資

料庫，展示了哈佛燕京圖書館在文獻數位化和全球文化交流中的合作成果。這

些計畫不僅保存了歷史文獻，更促進學術研究交流，反映出哈佛燕京圖書館在

數位典藏領域的領先地位及其對學術資源開放取用的堅持。 

陸、結論 

自 19世紀末開始，哈佛燕京圖書館逐步收集中文藏書，並經三任館長裘開

明、吳文津和鄭炯文在任內分別透過建立書目、推動自動化及數位化，以及系

統性地補充和更新館藏，確保資源的完整性和研究價值，在蒐集、保存與數位

化中文古籍和文獻方面有相當卓越的成就。 

哈佛燕京圖書館的中文特藏種類豐富，為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和社會提供

了豐富資料。自千禧年起，圖書館積極推動中文特藏的數位化，與多家機構合

作建設古籍全文影像資料庫，讓世界各地的讀者能夠線上存取並使用數位化資

源，這些數位典藏項目大大提升了文獻的可見度和學術價值。 

哈佛燕京圖書館憑藉其豐富的特藏文獻資源以及不斷擴展的數位典藏技

術，成為全球進行東亞研究的中心。對內不僅支持了哈佛大學的學術研究，對

https://ctext.or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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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更提供了寶貴的研究資料和數位平台，可說是背負歷史文化保存與研究的使

命者。 

參考文獻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Project (CBDB). (n.d.). Retrieved from 

https://projects.iq.harvard.edu/chinesecbdb (2024年 5月 17日) 

Chinese rare books. (n.d.). Retrieved from https://curiosity.lib.harvard.edu/chinese-

rarebooks?_gl=1%2Aprphx2%2A_ga%2AMTcyNDMwMzE0OC4xNzExNTk1

NTYy%2A_ga_3CXC97RWEK%2AMTcxNjA0NTUzOS4xMC4xLjE3MTYw

NTA3MjQuNDcuMC4w (2024年 5月 17日) 

Harvard Library. (n.d.). Retrieved from https://library.harvard.edu/ (2024年 5月 17日) 

Research guides: Research guide for Chinese studies: Home. (n.d.). Retrieved from 

https://guides.library.harvard.edu/Chinese (2024年 5月 17日)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取自：http://www.cckf.org/zh/sino/00107 (2024年 5月 30

日) 

古漢籍善本數位化資料庫合作建置計畫。取自：http://www.cckf.org/zh/xp/00007 

(2024年 5月 30日) 

王蕾（2013）。燕京大學圖書館哈佛購書處歷史研究。國家圖書館學刊，（06），

102-112。 

吳文津（2017）。哈佛燕京圖書館簡史及其中國典籍收藏概況。國學，（02），

455-470。 

吳文津、胡嘉陽（2013）。裘開明與哈佛燕京圖書館。天祿論叢，（03），117-

124。 

沈津（2022）。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庋藏古籍善本擷芳。江蘇師範大學

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8（01），1-14。 

俞德鳳（2009）。哈佛燕京圖書館工作與實踐。新世紀圖書館，（05），92-94。 

俞德鳳（2020）。人本服務與價值創新——哈佛燕京圖書館鄭炯文館長圖書館服

務理念述略。高校圖書館工作，（05），63-65。 

徐永明、樂怡（2016）。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的公器理念與文獻整理模式——兼

述哈燕圖書館館藏善本明清別集總集的收藏與出版。中文學術前沿，

（01），191-196。 

涂豐恩、楊麗瑄（2020）。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東亞數字人文項目。天祿論叢，

（10），276-292。 

郭明芳（2014）。讀《美國哈佛大學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沈津編）

札記。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155），54-66。 

郭明芳（2017）。哈佛善本化公開，嘉惠學人利保存－介紹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

文善本影像全文資料庫。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23），54-64。 

https://projects.iq.harvard.edu/chinesecbdb
https://curiosity.lib.harvard.edu/chinese-rarebooks?_gl=1%2Aprphx2%2A_ga%2AMTcyNDMwMzE0OC4xNzExNTk1NTYy%2A_ga_3CXC97RWEK%2AMTcxNjA0NTUzOS4xMC4xLjE3MTYwNTA3MjQuNDcuMC4w
https://curiosity.lib.harvard.edu/chinese-rarebooks?_gl=1%2Aprphx2%2A_ga%2AMTcyNDMwMzE0OC4xNzExNTk1NTYy%2A_ga_3CXC97RWEK%2AMTcxNjA0NTUzOS4xMC4xLjE3MTYwNTA3MjQuNDcuMC4w
https://curiosity.lib.harvard.edu/chinese-rarebooks?_gl=1%2Aprphx2%2A_ga%2AMTcyNDMwMzE0OC4xNzExNTk1NTYy%2A_ga_3CXC97RWEK%2AMTcxNjA0NTUzOS4xMC4xLjE3MTYwNTA3MjQuNDcuMC4w
https://curiosity.lib.harvard.edu/chinese-rarebooks?_gl=1%2Aprphx2%2A_ga%2AMTcyNDMwMzE0OC4xNzExNTk1NTYy%2A_ga_3CXC97RWEK%2AMTcxNjA0NTUzOS4xMC4xLjE3MTYwNTA3MjQuNDcuMC4w
https://library.harvard.edu/
https://guides.library.harvard.edu/Chinese
http://www.cckf.org/zh/sino/00107
http://www.cckf.org/zh/xp/00007


 

25 

郭明芳（2019）。積秀堂刻《後漢書》時間與底本考－兼談積秀堂刻書始末。東

海大學圖書館館刊，（43），77-85。 

張琦 （2023）。 民國時期哈佛燕京圖書館方志館藏建設研究。大學圖書館學報

（05），41-48。 

湯罡輝（2011）。哈佛燕京圖書館發展中文館藏的歷程及啟示。圖書館，（06），

44-47。 

趙長海（2005）。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來源考。圖書情報知識，（04），

36-40。 

黎冬瑤（2020）。略論哈佛燕京圖書館齊如山藏書的再生性回歸及價值。古籍保

護研究，（02），188-200。 

龍達瑞（2017）。著名美國川籍學者吳文津先生和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國學， 

（02），471-483。 

韓 鐸（2001）。內容豐富的書志學巨著－介紹《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

中文善本書志》。書目季刊，34（4），89-101。doi: 

10.6203/bq.2001.3.34.4.08 

嚴佐之（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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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季刊，35（2），11-19。doi: 

10.6203/bq.2001.9.35.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