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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懷真＊

前言一、 
謹藉《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說明國科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圖書計 

畫」中歷史學門「古代文明史」圖書計畫之執行情形與成果。該二年期計畫

的執行期間是九十五年十二月至九十七年十一月，如今已順利執行完畢。國

科會核定之購書經費為七百七十四萬四千元，而臺灣大學總圖書館依本計畫

開出書單之相關採購經費，目前已達七百七十六萬多元，另預約採購約

二百四十三萬元。執行率達百分之一百三十二，圖書總計五千一百九十二

本。就書單設立與圖書採購部分，已順利達成目標。筆者僅是整個計畫中的

一顆螺絲釘，在此感謝國科會相關負責人與臺大總圖書館的支持與配合。

圖書是歷史學研究的命脈，這也是一般人文學的特色。我們沒有實驗

室，但需要好的圖書館。以臺灣大學為例，我們的圖書館在國內已是首屈一

指，而臺大歷史系每年也有常態性的圖書經費。但單就歷史學而言，我們是

知識領域較廣的學門，每年的圖書經費皆分散採購史學各分科的圖書。然

而，雨露均霑的結果是每個分科（如中國上古史、歐洲近代史等）雖不至餓

死，但也吃不飽，許多發展與競爭更捉襟見肘。故在九十五年初夏時，得知

國科會開始推動「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圖書計畫」，且是一次性投入大筆經

費重點支持特定領域購書的計畫後，我們即積極申請。其後，筆者因為研究

領域的關係，奉命代表臺大申請「古代文明史」的主題，並邀請當時的圖書

館館長項潔教授為共同主持人。幸運的，我們的購書規劃終獲國科會的支 
持。

＊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主任

「古代文明史」圖書計畫 
執行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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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構想二、 
「古代文明史」是一鉅大的主題，所以在規劃之初，我們猶豫於如何妥

善利用這筆約八百萬的購書經費，以發揮最大效益。我們初步決定將古代文

明史定義為「世界的古代文明史」，範圍涵蓋世界主要文明。在這個構想下，

我們依國科會要求設立「圖書諮詢委員會」，委員涵蓋主要文明的研究者，名

單如下（職稱為現職，專長係與本計畫相關）：

甘懷真（東亞古代史，臺大歷史系教授）

陳弱水（中國古代史，臺大歷史系教授）

閻鴻中（中國上古、秦漢史，臺大歷史系助理教授）

徐秉愉（中亞、北亞史，臺大歷史系講師）

周伯戡（印度佛教史，佛光大學教授）

王遠義（亞洲史、第三世界政治史，臺大歷史系副教授）

劉巧楣（歐洲文化史，臺大歷史系助理教授）

邢義田（歐洲古代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陳正國（歐洲政治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陳慧宏（基督教與東西文化交流，臺大歷史系助理教授）

古偉瀛（基督教史，臺大歷史系教授）

項潔（圖書館資訊化，臺大資工系教授，臺大出版中心主任）

林光美（圖書資訊學，臺大圖書館副館長）

梁君卿（圖書資訊學，臺大圖書館採訪組組長）

我們召開了幾次大小型會議，確立了購書原則如下：

首先，本計畫將「古代文明史」定義為「世界的古代文明史」，強調「世

界史」的視野與關懷。這筆約八百萬研究資源的投入，是為了培育臺灣的人

才可以有新的世界觀與人文關懷。而臺灣大學作為臺灣的高等教育場所，我

們的學生需要超越二十世紀的格局，具備世界史的認識。因此，我們將「古

代文明史」的範疇定調為「世界史的古代」，重點置於影響至今諸文明起源之

相關研究。但每個文明的起源（古代）並不一致，因此作為一個購書計畫，

我們採較寬鬆的原則，重視個別文明的特殊性，然則不晚於十五世紀，所謂

近世的開始。

再者，何謂「世界史」在歷史學界頗有爭議，但這些有意義的論戰暫與

本計畫無關。我們所謂的世界史不是一個以西方為中心的西洋史擴充版，也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古代文明史」圖書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十卷四期 113 

不是無所不包的區域史總合。為了集中資源以利教學，我們設定在幾個大的

文明，或習稱的「歷史世界」，主要是：

1. 東亞的儒教文明
2. 歐洲的基督教文明
3. 印度的佛教文明
4. 阿拉伯的伊斯蘭文明
而且，我們對於人類歷史上幾大文明起源的認識，重在「文明對話」的

視野與能力的培養。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而各種政經條件與歷

史糾結，也加深了文明衝突。許多學者預言，「文明衝突」是未來政治矛盾引

發全球動亂的主要癥結。雖然我們不知道這個預測是否準確，但加強文明對

話卻是未來人文教育的當務之急。尤其，臺灣大學承擔教育臺灣未來菁英的

重責大任，其人文教育更應朝向訓練學生文明對話的能力。況且文明對話必

須要有具體的策略與實施方向，絕非空談全球化的理想，或採「散彈打鳥」

的方式胡亂吸收世界文化的內涵。我們期許臺大學生（也包括有心利用臺大

圖書館的全國學生）能立足於自身的文化傳統中，運用其資源，深掘其蘊奧， 
同時能同理、汲取自身以外的「異文化」，終能豐富己身的生命。

購書策略三、 
我們考量近年來臺灣的歷史學教學與研究的新發展，而訂出以下的購書

策略。

第一，積極發展東亞史，主要是指中國史、日本史與韓國史。東亞局勢

在近年有突破性的發展，而身處其中的我們當然要有所掌握。中國史研究一

直是臺大的強項，原因之一是我們研究資源豐富。但是近年來中國大陸的中

國史研究一日千里，故我們要繼續充實圖書資源，以利在特定的中國史研究

項目中保持優勢。日本史則為重點發展的史學科目，我們的研究條件也算成

熟。至於韓國史，臺灣的研究條件不足，但因為史料幾乎都是漢文，是我們

研究的利基；於是我們先有計畫的採購韓國史的史料，以打下未來研究的基

礎。

臺大自 2000年開始執行教育部「大學追求卓越計畫」之「東亞近世儒
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計畫，其為推動東亞史的契機。2003年至 2005年該
計畫依教育部「研究型大學整合型計畫」，轉型為「東亞文明研究中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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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筆者在內的該計畫成員即運用此中心之研究經費購買大量日、韓文的東亞

史研究圖書。在此基礎上，臺大已是國內東亞史藏書最豐富的圖書館。我們

希望再利用這次的補助，進一步添購中國、日本與韓國古代史的相關圖書。

另外，由於日文書昂貴，這次的經費幫助甚大。

第二，近年來臺大歷史學教育的最大變化之一，是專攻歐洲史的碩士班

研究生大幅增加，這反映了近十年來臺灣許多青壯輩歐洲史研究者的努力。

但我們的歐洲史研究專書嚴重不足，研究生備感困擾。而且，以臺大歷史系

為例，雖然我們還沒有專攻歐洲史的博士班研究生，但要開始作準備。由於

歐美書籍昂貴，我們希望能撥出約三分之一的經費購置歐洲古代史的書。且

我們將重點置於基督教文明相關的圖書，也配合近年來本系所推動的東西文

化交流史，以及所謂「中國性與歐洲性」的研究。

第三，佛教文明是東亞文化的要素之一，也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

分。然而佛教研究並不屬於本計畫的內容，所以我們只採購印度半島的早期

文明研究專書，尤其是與佛教相關的政治、社會現象的研究，也包含中亞、

中南半島的佛教政權。這些都以英文圖書為主，以充實本校館藏。

第四，加強亞洲史的教研工作。臺灣在拓展世界觀的此時，當務之急是

加強對於亞洲的認識，以面對亞洲在新世紀中的快速崛起。在前述四大文明

中，已有三大文明屬於亞洲文明，因此我們要再加入的是「內陸亞洲」的歷

史學相關研究，主要是指中亞與北亞。這個課題也結合目前中國史所研究的

亞洲游牧民族及其文化。

第五，伊斯蘭文明目前在全球的政經文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近年來，

國際政治動盪不安，原因之一即是阿拉伯世界的紛亂。理解阿拉伯世界的伊

斯蘭文明已是全球的當務之急。但長期以來，臺灣的歷史學教育忽略這個課

題的研究。未來我們需加強這個領域的教學與研究。我們希望臺大學生能藉

由閱讀英文專書，開啟對於伊斯蘭文明的理解與興趣。

第六，運用有限的圖書經費，為本校圖書館添購「第三世界」研究的史

學相關圖書。第三世界主要是指拉丁美洲。這些區域也是長期以來在我們的

世界史架構中被忽略的地方。目前我們教研能力恐尚不及於此，但若有好的

通論與概說性質的書，才能為未來教學與培養人才埋下種子。

第七，此次購書計畫主要是「教學導向」，即我們的目的是充實未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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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課程教學時之資源，主要的閱讀者是學生（含研究生）。教學、研究互不衝

突，自不待言。但我們的計畫，不設定在教師的研究課題上，而是配合未來

世界史相關課程的開設，為本校購入一批有用的圖書。我們也預想，以本校

的規模與學生素質，這批書必能發揮最大的功能。

執行成效四、 
在執行計畫期間，本計畫訂定了兩批書單，各約五百多萬與二百多萬元

的預算，並奉核定。各領域（如東亞史、歐洲史等）的分配比例大約依上述

的構想，也依目前圖書市場的現況考量。預算執行情形請見上文。

該筆圖書的書目已由臺大總圖書館在其網頁上建立專區的書目，讀者可

自行閱覽：http://tulips.ntu.edu.tw:1081/screens/vct1.html，即可迅速與方便的

找到所需圖書。

這二年的計畫執行，在筆者自行評估下有如下的成果：

第一，承續本校「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計畫的購書。由於本計畫的執行，

又購入大批日文的東亞史相關圖書。目前臺大圖書館的日文東亞史藏書量與

水準，已可追上日本縣立大學的圖書館。若加上本校所藏舊帝國大學的圖 

書，就日文書而言，在若干領域已可與日本最好的圖書館比擬。我相信以這

樣的圖書規模，未來東亞史將在臺大蓬勃發展。

第二，歐洲史也是本次購書的重點。本計畫主要採購十五世紀之前的歐

洲史研究專書。而於九十六學年時，臺大歷史系又獲得國科會「補助人文及

社會科學圖書計畫」之「近代歐洲社會史 16-19世紀」之補助。我們相信臺

大的西洋史藏書規模因此已有突破性的進步，這對於我們培育新進學者也極

有助益。

第三，我們也利用這次購書經費購置較「冷門」的史學領域圖書，例如

內陸亞洲史與古伊斯蘭文明等領域。以臺大歷史系而言，這些領域都有待開

展。所以我們利用這次購書計畫，添購了以英文書為主的研究專書，必定有

利於教學，且為未來的專業化研究鋪路。

「文明對話」是目前人文社會科學應極力發展的課題，而這個課題的展

開需要圖書資源的投入。此次「古代文明史」的計畫，能配合此課題的教研

工作，尤其旨在培育優秀的下一代，當深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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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與建言五、 
本計畫屬國科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圖書計畫」的第一期，諸事都與

許多學界領導人一起摸索，雖然也遭遇困難，但因為主事者的善意與熱忱，

回想起來也是美事一樁。

我要謝謝臺大包宗和副校長的運籌帷幄，及在經費上的慷慨補助。當時

的項潔館長所領導的總圖書館更是傾全力支援。執行這個計畫時筆者才知道

原來一本新書上架，是如此花錢與耗時。我只出一張嘴，而圖書館的館員要

動手動腳，才能將約五千本書上架，且事涉專業，但這些經費都由臺大圖書

館吸收。另外我要特別謝謝此計畫專責館員蔣禮芸小姐在這二年多來的專業

與辛勞。

當然，我對於國科會的感謝更不在話下。購書計畫不是放煙火，而是打

地基。煙火絢爛，但地基才是成就的基礎。五千本書分散在臺大圖書館並不

起眼，然而就歷史學研究而言，這是最根本，也最重要的資源投入。在全球

化競爭的今天，我們有責任為學生保住研究的優勢，而圖書是最佳的投資。

因此，我要謝謝最初的規劃者陳東升處長，以及承辦行政業務的楊李榮 
先生。我也相信該計畫的研究助理林宗閱先生、游逸飛先生（臺大歷史系博

士生）藉由這個計畫的執行，在學術上頗有成長。

最後，我作一點反省與建言。

在計畫規劃之初，我們想利用這筆圖書經費在臺大歷史系設置專題資料

室，如「東亞史研究室」、「歐洲史資料室」一類。但因各種條件不能配合而

未能如願，筆者難辭其咎，但還是希望能推動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室」制

度。在此可將自然科學的實驗室（lab）制度當作借鏡：實驗室不只是研究的
場所，也是師生共處與教學之處。相較之下，臺灣的人文學者過度的個人 
化，即使在研究上有其優點，但總不利於研究團隊與風氣的形成，這一點在

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之間尤其重大。人文學的實驗室應該是一個小型的圖書室，

是研究生讀書與師生一起討論的地方。這種圖書室也一定是一個專題研究室。

我主持過的教育部顧問室「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專題教學研究社群發展計畫」，

項目之一即為獎助設置專題資料室，也開始有若干成效。若國科會在這一波

獎助「大圖書館」計畫之後，也能規劃「小圖書室」計畫，建立專題研究室，

則國內的人文社會科學一定可以進入下一個更好的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