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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陳捷先教授與聯合報系國學文獻館 

 

陳龍貴* 

著名滿學與清史學家、文獻學家陳捷先教授於 2019 年 3 月 18 日中午十

二點半（加拿大溫哥華時間 17 日晚九點半）因心臟衰竭辭世，享年 87 歲。捷先教

授是江蘇江都人，1932 年生，畢業於臺灣大學歷史學系，1959 年獲臺大歷史

研究所碩士，後應邀赴美加入哈佛大學訪問學人計畫研究，1980 年應聘為美

國麻州大學客座教授，1990 年獲韓國圓光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捷先教授曾為

臺灣大學和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系主任，為國立故宮博物院顧問，長期規

畫故宮院藏文獻檔案的整理出版，創辦聯合報國學文獻館，《歷史月刊》主編。

晚年在南開大學、佛光大學歷史系任客座教授多年，課講得好，很受學生歡

迎，培育眾多學人，並致力於中外與海峽兩岸交流，貢獻良多。 

捷先教授精通滿文，專治清代史、檔案學、方志學、族譜學與滿族研究。

著有《滿洲叢考》、《滿文清實錄研究》、《滿文清本紀研究》、《清史雜筆》、《清

代臺灣方志研究》、《東亞古方志學探論》、《清史論集》、《明清史》、《不剃頭

與兩國論》、《努爾哈齊寫真》、《皇太極寫真》、《順治寫真》、《康熙寫真》、《雍

正寫真》、《乾隆寫真》、《慈禧寫真》、《透視康熙》、《蔣良騏及其〈東華錄〉

研究》、《族譜學論集》、《滿清之晨——探看皇朝興起前後》、《以史為鑑——

漫談明清史事》、《青出於藍——一窺雍正帝王術》、《明清中琉關係論集》、

Manchu Archival Materials、The Manchu Palace Memorials 等書，及中英論文

百餘篇。 

談到臺灣地區的族譜學術研究與發展，不能不提陳捷先教授與聯合報系

國學文獻館，茲將多年前的舊稿稍作修改，謹以此文緬懷追思捷先教授的學

術為人與豐功偉業。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助理研究員；Email: lungkueic@npm.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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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立緣起與建館宗旨 

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簡稱國學文獻館）成立於民國七十年

（1981）九月十六日。其創立緣起與宗旨見於《國學文獻館館訊》第一號的〈創

立緣起──代發刊詞〉（七十一年六月）： 

茲為達到復興與光大中華文化之目的，聯合報有感於三十年來，社會

各界對本報之愛護、支持，擬回饋讀者，服務社會，特於民國七十年

九月十六日正式成立「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其下並設「國學文獻館」，

將有計劃、有系統蒐集海外中國學文獻資料，並予整理、流通、宣揚，

以與中央圖書館所屬之「漢學資料服務中心」，相互配合，以協助完

成建立臺灣為世界漢學中心之宏願。吾人熟知：西洋人研究中國文化，

稱為「漢學」，或曰「華學」；惟以國人自稱，當以「國學」名之為宜。 

為了研究「國學」，並使臺灣成為「世界漢學中心」，於是國學文獻館「調查

蒐訪海內外所藏現存我國歷代文獻、典籍資料，以及近代學人研究成果，予

以製成微片集藏整理，宣揚流通，並提供資料服務，以便利研究，期使世界

有志國學研究之學人從此毋需他求，俱可藉本館達到其目的」。尤其蒐集我國

流落散佚於海外的文獻資料，以提供國人研究國學的方便。 

國學文獻館自創立伊始，便由陳捷先教授負責主持，上述建館宗旨也是

由陳教授所提出。但是因為「散佚海外之資料至夥」，因此陳教授指出，國學

文獻館的初期計畫以蒐集中國族譜與清人文集為主。此後這兩部分的工作，

並成為國學文獻館的主要工作內容；尤其是族譜學術的研究、推展與修譜、

尋根活動的推廣，在陳教授主持下，更是開臺灣地區風氣之先河。除館內的

一般閱覽外，以下即分類概述國學文獻館的工作。 

二、族譜的蒐集與研究推廣 

族譜的工作，可分三方面加以說明：族譜資料的蒐集，族譜學術研究與

推展，修譜、尋根活動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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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族譜資料的蒐集 

我國歷代的文獻資料，浩若煙海；散落海外的典籍文獻亦復不少。族譜

資料與國史、方志，向來被學者並稱為我國歷史文獻的三大寶庫。國史與方

志的研究多矣，而族譜資料的蒐集與研究利用，從民國以來，先後雖然有柳

詒徵（1880-1956）、潘光旦（1899-1967）、羅香林（1906-1978）等前賢加以倡導，

但為人所重視的程度還是不夠的。然而歐美與日本等國家，為了了解研究中

國，自清末民初以來就不斷地、大量地蒐集我國的文獻典籍，其中也不乏族

譜資料的收藏，美國與日本的收藏為最，達數千種之多。於是國學文獻館以

此為著力點，廣為蒐集散落美日等各大圖書館所藏的族譜資料。這批收藏在

美日各大圖書館的族譜資料，加上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的收藏，皆已由美

國猶他家譜學會攝製成微捲；國學文獻館徵得原收藏者之同意，即向猶他家

譜學會購置微捲歸國存藏，計約三千餘種。以上皆為明清時期與民國初年在

大陸所纂修的族譜，為了蒐集在臺灣地區編製的家譜，也先後向猶他家譜學

會購買其在臺灣地區作田野調查時所攝製的家譜微捲，共計六千餘種。以上

共約一萬種族譜資料，構成了國學文獻館所蒐集族譜資料的主體；此外尚有

一些讀者與修譜者，聞知國學文獻館有族譜的收藏，亦將其家藏或編修的（紙

本）族譜捐贈予國學文獻館，這部分約計近兩百種。 

（二）族譜學術研究與推展 

有鑒於族譜資料的良莠不齊，釐剔族譜資料的利用價值，陳捷先教授為

加強族譜學術研究，並提高族譜資料的研究利用價值，於是起而倡導、推展

族譜學的研究，國學文獻館因此先後召開了多次的族譜學術會議，不僅開創

了臺灣地區族譜學術研究的先河，而且將族譜學的研究推向了新的境界。 

首次召開的族譜學術會議，是在建館的一年後，於民國七十一年九月十

五日在臺北市聯合報舉行「中國族譜學術研討會」。其目的是「為提倡譜學研

究，加強睦族尋根工作」。 

為了擴大會議的研討範圍、增進譜學的研究成果，而且我國明清以來族

譜的纂修及修譜體例亦傳播影響及於周圍的朝鮮、琉球、越南、日本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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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起舉行召開的族譜學術會議乃改為「亞洲族譜學術研討會」，並自是年

（民國七十二年）九月起，繼續分別於七十三年、七十四年、七十六年、七十八

年、八十年、八十二年、八十三年與八十五年連續召開了九屆研討會，前七

屆都在臺北市舉行，第八屆首度移師臺灣地區以外的香港舉行，第九屆則在

江蘇的揚州市舉行。連續九屆的亞洲族譜學術研討會，除了海峽兩岸三地的

學者外，共有來自日本、韓國、琉球、美國、澳洲、法國等地的學者共發表

了兩百多篇論文，而參加研討的學者與研究生、社會人士則在兩千人以上。

會議論文除後兩屆外都已結集出版。 

論文內容，在區域上涵括了上述亞洲的各個國家地區，就我國而言，除

大陸、臺灣、香港三地外，也包含了少數民族的滿洲、蒙古、回族的研究在

內；就時間而言，則遠自上古的殷商時期，近至民國，上下三千多年；就主

題言，則有族譜與倫理、族譜的功用等，至於利用族譜資料做歷史學、社會

學、人口學、區域學等研究者，更是所在都有。兩岸的開放，自第五屆起也

有了大陸學者的參與發表論文，雖因手續等問題而不能蒞臨會場，兩岸族譜

學術研究的交流溝通則持續進行著，也成為後兩屆移師香港、江蘇揚州舉行

的契機。陳教授同時還注意到族譜學術研究人才的培養，總不忘記在會議中

邀請年輕學者參與發表論文，每次會議都有青年面孔出現，尤其香港與揚州

的會議裡，更湧現出大量年輕學者出席發表論文，族譜學研究人才因而層見

疊出。 

（三）修譜、尋根活動的推廣 

這些推廣的活動，可分四個方面說明： 

1.族譜資料的展覽。先是在民國七十一年九月為慶祝國學文獻館成立週

年並配合「中國族譜學術研討會」，舉行了中國族譜資料展覽會。民國七十二

年四月為紀念先總統  蔣公逝世八週年並參與教孝月宣導，在臺中市與省立

臺中圖書館聯合舉辦「中國族譜資料特展」。為慶祝中華民國第七任總統蔣經

國先生就任，於民國七十三年五月至七月間為配合聯經出版公司、文建會、

臺灣省政府聯合主辦的「全省萬種好書巡迴展」，國學文獻館提供了收藏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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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資料參與全省巡迴展覽。每次展覽，國學文獻館皆有專人在會場為讀者解

答有關修譜、尋根的各種問題，使得參觀閱覽的民眾讀者都能欣然滿載而歸。 

2.「中國族譜研習班」的舉辦。國學文獻館為提倡族譜學術研究，傳授

正確修譜方法，以振興我國傳統族譜之學並加強敦親睦族之社教功能，於是

與文建會、臺北市文獻會於民國七十三年四月聯合主辦「中國族譜研習班」。

課程內容有：中國族譜發展小史淺說、中國名譜舉例解說、中國族譜家訓簡

介、中國族譜常用名詞解說、有關中國族譜參考書簡介、中國族譜的社會功

能、中國族譜編纂方法淺說、中國族譜製作實習、臺灣地區族譜概說、臺灣

地區的氏族概說。此一活動雖屬首創，各界迴響則相當熱烈，因而繼續舉辦

了第二期至第四期的研習班；使得一般民眾在尋根修譜時有了正確的知識與

方向。 

3.「我從那裏來」尋根活動。國學文獻館與聯合報副刊為協助社會各界

人士了解各人的「姓氏源流」，因而舉辦「我從那裏來」的尋根活動。此一活

動依「百家姓」次序，每兩週舉行一次小型集會，每次以介紹一個姓氏源流

為原則；前後活動十餘次，共介紹二十多個姓氏。 

4.族譜資料、目錄的出版。（1）、《國學文獻館現藏中國族譜資料目錄初

輯》，該書係配合中國族譜資料展覽會而編印。（2）、《國學文獻館現藏中國族

譜序例選刊初輯》十冊，此書的出版乃因應讀者要求，將各族譜之序例，選

取具有代表性者印刷成冊；因為臺灣地區人口，陳、林、黃、張、李、王、

吳、劉、蔡、楊十大姓約佔百分之五十以上，於是從該十姓作起。（3）、《族

譜家訓集粹》，該書是中國族譜研習班的教材。（4）、《中國族譜資料展覽目

錄》，是為全省萬種好書巡迴展而編印者。 

三、清人文集的蒐集 

散佚海外的文獻典籍，清人文集亦復不少，也是國學文獻館蒐集的主要

內容之一。原收藏者有日本的東洋文庫、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

學、內閣文庫、韓國漢城大學奎章閣、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等，經徵得

原收藏者同意後，攝製成微捲歸國存藏，計有兩百多盒微捲、七八百種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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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這些文集多為國內所無者，對於臺灣地區的研究者而言，可說是提供

了不少研究上的方便。 

四、域外漢籍會議 

陳捷先教授為了倡導國內對散佚海外各種文獻的學術研究，可謂不遺餘

力；除了在其主持下的國學文獻館經年累月蒐集海外文獻遺珍外，並且透過

國學文獻館舉辦各種學術會議，以增進累積各種國學文獻的研究成果。除了

上述的「亞洲族譜學術研討會」外，一系列的研究成績當屬「中國域外漢籍

國際學術會議」最為豐碩。 

民國七十五年九月，國學文獻館為慶祝先總統  蔣公百齡誕辰，並配合

聯合報系聯經出版公司主辦日本「中華民國優良圖書展」，擴大書展影響，在

聯合報系、文建會、新聞局、亞東關係協會贊助下，與日本明治大學、美國

夏威夷大學韓國研究中心聯合舉辦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會議論

文內容主要涵括了下列的主題：有關中國域外漢籍的流傳、出版與版本問題；

有關中國域外漢籍現存情形與研究概況等問題；有關中國域外漢籍史料價值

以及中國與亞洲各國當年關係等問題。這些學術論著多是以往漢學家們不曾

注意，或是根本生疏的，因此這次會議的成果受到了學界的肯定。 

由於會議的成功，國學文獻館乃繼續主辦此一會議，並且年年不中斷地

舉辦了十年，直到第十屆之後才結束了此一有意義的工作。期間為了擴大會

議的影響與研究成果，除了在臺北舉辦與第一屆是在日本東京召開之外，並

曾先後輪流在韓國忠州、美國夏威夷、日本福岡、韓國大邱等地舉行(曾嘗試

到越南舉行，不果行)。參與會議發表論文者則有來自中國大陸與臺灣、日本、

韓國、琉球、美國、法國、越南、俄國等地的學人。同樣地，陳教授並不曾

忘記提攜、培養後進青年學者參與研討並發表論文；經過十年的工夫，也同

樣出現了一批年輕的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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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工作 

下列工作雖然沒有上述的那麼凸顯，也是國學文獻館的重要工作內容，

同時呈現出陳捷先教授與國學文獻館多樣性的貢獻。 

（一）出版工作 

1.《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書目》十四輯 

王民信主編。以國內各圖書館典藏及坊間刊行之我國歷代詩文別集，輯

錄成編，供學界參考之用。從民國七十一年開始出版。 

2.景印《清代起居注冊》 

國學文獻館徵得故宮博物院之同意，合作景印《清代起居注冊》。各朝出

版時間如後： 

咸豐同治朝：七十三年元月 

道光朝：七十四年十一月 

光緒朝：七十六年四月 

所以先行出版道光朝以後各代的原因，在於清代中晚期以後，我國處於

新舊交替、內憂外患頻仍之際，在社會、政治、軍事及經濟各方面均有重大

變革，除對清史之研究有補充發明之功用外，對於探討中國近代史各種問題

也均有重要參考價值。 

3.《中國家訓》 

與文建會合作編製，為《族譜家訓集粹》一書的補充。民國七十六年十月。 

（二）唐代史系列講演 

此一系列講演是國學文獻館與唐代研究學者聯誼會為提振國人研究唐

史之興趣而發起的。其先後講演人與講題如下： 

嚴耕望  唐代戶口實際數量之檢討 

潘重規  敦煌唐人陷蕃詩及殘卷作者的新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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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樹桐  唐人的婚姻 

蘇瑩輝  敦煌唐代資料在文史藝術及科技諸方面的貢獻 

昌彼得  現存唐人文集的版本 

王夢鷗  長恨歌、傳與小說發展之關係──從志怪到傳奇 

林天蔚  《括地志》與《元和郡縣圖志》對方志學的影響 

（三）其他學術會議 

1.臺灣地區開闢史料學術座談會  七十四年九月 

此一學術座談會是國學文獻館為慶祝成立四週年暨臺灣光復四十週年，

以紀念先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之艱苦開闢精神而舉辦。 

2.先總統  蔣公與國學文獻  七十五年九月 

國學文獻館為紀念先總統  蔣公百年誕辰，慶祝聯合報創刊三十五週年

暨該館成立五週年而舉辦。 

3.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  第一屆  七十五年十一月 

陳捷先教授對中琉關係史事極有興趣，此一會議實為陳教授與琉球方面

的學者所成立推動的。該會議每兩年舉行一次，自第一屆在臺北開始舉行，

已先後在琉球那霸、福建福州、北京等地舉辦了八屆，雖然自第五屆之後國

學文獻館即不再參與其事，第一屆實為國學文獻館協助舉行者，至第四屆為

止，國學文獻館都投入人力協助此會。 

結語 

國學文獻館成立於民國七十年，十五個春秋之後，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

因為階段性工作已告一個段落，於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結束了國學文獻館的

工作，並將國學文獻館所有的上述收藏都捐贈予故宮博物院，以期使得族譜

資料與清人文集都能獲得更佳的保管維護與運用。 

在國學文獻館存在的十五年期間，自始至終都是由陳捷先教授負責主持

的。雖然時間並不算長，上舉各項工作也僅是就其犖犖大端者言，已足以看



追思陳捷先教授與聯合報系國學文獻館 ‧9‧ 

出陳教授在國學文獻工作的開創性與多樣性。首先，認識到國人對族譜學的

研究與對族譜資料的利用尚有不足，陳教授朝向族譜資料的蒐集，並戮力於

族譜學術的研究倡導，又以此為基礎，將正確的族譜知識推廣及於民眾的修

譜尋根，不僅帶動了風潮，且開族譜學術研究結合修譜尋根推廣工作之先河。

其次，陳教授的研究並不「獨善其身」，往往藉由主持的組織以及國學文獻館

等，將其研究成果推廣於學界與社會，譬如與故宮博物院合作編輯出版清代

文獻史料，早期的《舊滿洲檔》、國學文館時期的《清代起居注冊》是如此；

因擔任成功大學歷史系系主任之便利，認識到臺南在清代曾長期為臺灣地區

的行政中心，不只因此開始臺灣史的研究，並將臺灣史研究列為成大歷史系

的主要研究工作，即便到了國學文獻館，仍然不忘初衷，藉由國學文獻館召

開了臺灣地區開闢史的學術研討會；其他諸如中韓學術會議的研討、中琉學

術會議與域外漢籍會議的召開等，亦復如是。 

國學文獻館從海外所蒐集歸國存藏之文獻典籍雖止於族譜與清人文集，

但是其工作明顯並不受限於所蒐集資料的範圍，陳教授藉著各種學術會議的

召開，展現出了國學文獻館多方面工作的成績。設若沒有陳捷先教授的主持，

國學文獻館的工作將不復如此多姿多采。 

 
責任校對：林宣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