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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濕之處，極有可能滋養霉菌。

經過數週評估後，擬定圖書徵集、典藏、研

究詮釋之計畫書，希冀能由台文館擔任此項重要

事務。這當中雖非全部符合蒐藏範圍的，但基於

台文館對於文物維護的認知與設備，加上前輩作

家的期待，我們總希望有機會就應該把握，並能

為該批書謀求受典藏與保固的空間，亦是應全力

以赴的事。

聽見與看見──延長壽命，創造價值，文物

保護的基本責任

台中一中的日文特藏圖書，對於台文館來

說，徵集是為了延長其存在的生命，開創其運用

的價值。台文館開館五年了，在許多人的努力

下，台文館漸漸的累積文學文物的典藏能量，在

第三年始，開展文物保固與修護的人力及設備，

一方面可積極為文物進行狀況的檢測與修護；另

一方面確實將文物予以分類及分級，配合台文館

的展覽，呈現典藏的成果。

總體來說，台文館作為一個文學博物館，徵

集和典藏是最基礎的工作，台文館在歷任的籌備

處主任、館長的帶領下開展出不同的營運風貌，

唯不因館務、人員、體制更迭的，是那作為一個

博物館的基礎磐石─文物的存在與典藏，堅持在

蒐藏、保存與研究領域的開拓及累積。

日前已訂定了蒐藏政策及作業要點，制訂

了標準作業程序（SOP），提供館內與館外的提

調、研究與展示。並同步進行文物的管理及維

護，目前設有專業典藏庫房、修護室，人力上則

有專業編目人員、文物保固助理及修復師等。在

開館五年的時間中，台文館可說是以奔跑的姿態

與速度，卯足全力徵集作家作品等相關文物，謹

慎的典藏管理，舉凡手稿、圖書、信札、相片、

剪報、器物及其他類別，為的是要在歷史的洪流

中，竭盡護守文學文物的責任，這樣日積月累後

的成果，就是對於博物館研究典藏區塊的責任與

堅持。

基於這樣的熱誠與認知，當台文館遇上了台

中一中的日文特藏圖書，台文館便預計在與台中

一中校方取得共識後，將三千多冊之圖書捐贈進

館，由台文館作為全國文史博物館之窗口，依現

今博物館收藏圖書種類為考量建置互動機制，邀

請、尋求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台灣美術

館等，作為可以連結的點，由台文館作為架構中

心，建立資源共享機制，透過台中一中多年來的

典藏成果，加值成為全國研究、博物館皆可分享

的資源。

當歷史象徵被突顯，文物存放空間成為關鍵

徵集與文物的歷史、存放的空間、人的懷念

與記憶，有許多的關連，台中一中近百年的校史

即是一例。儘管台中一中的成員中有認為「取之

社會，還之社會，讓有心保存單位處理，善加利

用」的想法，但也有認為一個擁有百年歷史的建

築與校史的學校，應該要有個標的物的存在，以

證明那一路走來的不易與艱辛，台中一中在1969

年拆除了「紅樓」之後，無論是校友還是護守歷

史的校方成員們，總是希望這樣百年史的「一

中」，能夠擁有某些事物來作為紀念與記號，近

百年來的特藏圖書，即具備了重要的歷史象徵，

撫閱過那書封，束之於特藏圖書區，都可意味著

此校擁有某種重要的古蹟，代表著學校整體的過

去與現在。在這樣的因素下，校方暫時擱置了日

籍特藏圖書的捐贈想法，台文館也因此收起了計

畫書，暫時為此次的徵集，打上一個句點。雖然

如此，基於徵集過程，所接觸的人以及支持，台

文館將當時該校圖書室組長陳信幸老師所提供的

特藏圖書清冊，逐步進行電腦記錄，檢視台中一

中「特字號藏書目錄」所列，計有3711冊，對照

實地場勘的記錄，尚有其他古籍圖書在其中，顯

這是當文物不只是文物，當徵集不只是工作

的心情與想法，或許是在博物館工作，得以不論

困境與逆境都可以飽足力氣，努力工作的緣故。

2008年2月 從一通電話開始……

國立台灣文學館（以下簡稱「台文館」）營

運第五年，積累徵集文物的經驗可說是在五年前

準備開館工作的同時，逐步建立徵集的基礎，逐

年逐步撰寫、草擬徵集館藏的政策要點及作業方

式等，受之於捐贈者的熱情，館員始終只有感

念、珍惜，並在每一通表達捐贈意願的電話中，

自繁瑣的行政業務中提振對文學的熱誠。

2008年2月，經由台灣文壇前輩作家陳千武

先生的一通電話引介下，台文館鄭邦鎮館長帶領

我們第一次接觸了國立台中第一高級中學（以下

簡稱「台中一中」）的圖書資料，這座「台籍菁

英的搖籃」，自1914年霧峰林家結集當時板橋林

家、辜顯榮等百餘位士紳捐獻，向台灣總督府提

出「捐獻申請書」，終在1915年獲台灣總督府許

可建校，使得台灣人得以突破台日教育不均的限

制與困境，擁有受中等教育的權利。

至今已逾百年歷史的台中一中，除了曾經擁

有建築資產之外，同時也存有日治時期以來，台

灣人與日本人營運時所建置的圖書體系與資源，

這些在時間與歷史的變化與更迭下，靜靜的存留

下來，是前人的心血，後人的珍寶。只是在受限

的環境下，受潮、破損。

經拜訪該校考察後得知，圖書館即將搬遷到

新大樓，而擁有三千多冊的日治時期圖書需要自

現存的空間中移動，校方因此願意趁此機會與外

界研究機構進行圖書移轉、數位運用等計畫，鄭

邦鎮館長視此為國內極為重要之文物徵集及典藏

研究資料，本館成員探勘其圖書時，亦發現了發

霉與蛀蟲的情形非常嚴重，加上典藏空間非恆溫

因為堅持，所以勇於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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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特藏書中 藝術絹品圖錄。 右起台文館鄭邦鎮館長、台中一中陳信幸組長、台文館研究

典藏組林佩蓉兼代組長

一通電話，一個請求，一分鐘的決定，一刻鐘後

的出發。決定上路的時候，儘管裝備尚有不足，

然因為同心協力，走起路來，可以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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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當台文館再次接獲台中一中的電話時，沒有

太多時間猶豫，救書優先。而在最短的時間內籌

組的隊伍，是放下繁忙的工作，轉而進入另一個

意外的專業領域。

台文館的救援隊上路，由研究典藏組13名以

及館內其他組室的同仁3名組成，帶著最基本的配

備，進入濕淋淋的“水書”世界，我們在暫時建

置的救援中心――台中一中康樂館（符合大批人

力、大型空間、具備空調等救援要素）那一本本

變形又發出異味的書，讓人感到心痛，然因為大

家救書的心力一致，隱約中也逐漸產生了正面迎

對困難的能量而不至於完全失望。

以下的內容進入「搶救圖書的實錄」，在此

謹以少許篇幅，向辛苦的館員們致意：

台文館16名救援隊在工作了12小時，返家時

已是深夜，身體的疲憊無法言喻，但為了書這樣

賣命，在成員當中有不少人是第一次，將書看為

至寶，而非以計量金錢為主的經驗，成為生命中

很難忘的記憶，參與的館員有的甚至是第一次出

差，就經歷到如此具挑戰性的工作，姑且不論馬

不停蹄的工作所付出的體力，大批水損書所引發

的味道以及不斷散發的霉菌，對工作人員的身體

造成不小的負擔，然之於能夠挽回重要文物，對

於博物館的每一份子來說，或許都可轉化為珍貴

的經驗。

救書後的復原工作極為漫長，這條路之於台

文館來說，有堅持就有願望，有願望就有力量，

那麼儘管這條復原圖書的路，很長，行走的人，

依然可以因著願景及路旁的加油聲而微笑前進。

示了原始資料建置的有限或是遺失。這些特藏書

中文學歷史書佔總量三分之二，其中以當時日本

帝國的史料最多，其次是日本對中國、西洋的研

究；另有自然科學史料、宗教文獻、工具書、畫

冊等。國內存有最完整的日治時期以來的圖書、

報刊資料，應為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最為齊

全，其優勢條件即為該館原先為「台灣總督府台

灣分館」（創建於1914年，由於是日治時期台灣

唯一的官立圖書館，因此舊藏特別以台灣總督府

出版的圖書為多），而現在增加了台中一中特藏

書的出土，倘若能有足夠的時間進行整理及運用

加值，應可呈現另一層次重要的史料。

千金難買「早知道」，眾志成就挽狂瀾

誰也料想不到，就在台中一中完成原圖書館

圖書的裝箱、打包，預定進駐新建圖書館時，在

學子們開心的暑假時間，七月颱風淹大水，短時

間的傾盆大雨，造成遺憾。一行數字的描述，卻

需要近十年的時間，以無法計量的人力、百萬的

物力，修補遺憾，要檢討的事項很多，「怎麼會

這樣？」、「排水系統有問題嗎？」、「既是珍

貴的書怎能放置低處？」，只是如果有人料想

到，如果真有那所謂的「早知道」，人間怎麼會

有那麼多遺憾？

因為有遺憾所以需預防。台文館每年需填報

「風險管理」，文物典藏庫房一向是危機處理最

為熟練與完備之處，無論是天災或人禍，透過繁

瑣的填報表格，制定通報系統與損益、人力耗材

之評估，為了那總是無法預知的狀況，做最好的

準備。積極推動台中一中特藏圖書以捐贈方式保

存的前圖書室組長陳信幸老師，曾建議校方成立

「處理日治時期圖書委員會」，決定圖書去留，

即是在管理文物的思考下形成的具體務實想法，

卻未能在大水來臨前予以實現。

歷經水吻的圖書，仍然不能抹滅其歷史意

林佩蓉

國立台灣文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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