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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遠勝於耳聞，有一分證據說一分話」 -- 
參加 103 年度「圖書維護專題系列講座暨裱褙工作坊」之五的心得報告  

流通組 謝鶯興 

活動主題：鮮為人知的古書裝幀形制(含實務欣賞) 

活動時間：2014 年 11 月 14 日下午 2 時至 5 時 

主辦單位及地點：新北市中和區國立台灣圖書館 

一、前言  

東海典藏頗豐的線裝古籍，為配合明年 (民國 104 年 )建校 60 週年校慶活

動，本館提出幾項規劃，其中之一就是「線裝書之美」的展示。也為了這個

展示的規劃，上網查了一些資料，走了台中玉市，拜託楊永智先生協助瞭解

歷代書籍的不同形制中，除了線裝書外，有無其它的複製品，可以增添展示

的效果，也可以讓校內師生見識傳統古籍的不同形制。  

台灣圖書館來文告知舉辦「圖書維護專題系列講座暨裱褙工作坊」，館長

黃皇男教授指示筆者，參加台灣圖書館舉辦的「圖書維護專題系列」活動。

由於報名者眾多，只能選擇到「系列」中的：「好檔麥照 --鈷六十照射應用於

蟲黴害圖書文獻之處理」、「鮮為人知的古書裝幀形制」兩次研習。  

參加「好檔麥照 --鈷六十照射應用於蟲黴害圖書文獻之處理」研習時，承

蒙台灣圖書館徐美文小姐告知，「鮮為人知的古書裝幀形制」專題的主講人溫

台祥教授，藏有頗多這方面的實物，也會在研習中展示。筆者心想，或有機

會當場請教有關各類形制的複製問題。在「系列」研習的收尾活動中，親睹

線裝古籍外的其它形製，大開眼界，真是「見面勝於耳聞」，可惜的是，對於

文物的複製問題，溫教授並未加以著墨。  

二、講習內容概述  

「鮮為人知的古書裝幀形制 (含實物欣賞 )」原先安排在 11 月 7 日，因故

改在 11 月 14 日舉行。溫教授是台北海洋技術學院海洋休閒觀光系，是物理

學博士。本次的研習，是以他親睹與考證的成果，呈現在學員面前。強調與

其「盡信書，不如無書」，科學是依據「實物」、「證據」來說的，不是只憑口

耳相傳，或單一記載就可以定案的；是需要羅列眾多證據，相互比對、推敲，

才可以得到結論；「人云亦云」的作法，只是貽誤後學。這種的觀念，實際就

是告訴我們，在研究或撰寫報告時，「有一分證據說一分話」，引用資料最好

是找到原始資料，不要根據他人引用的資料就據以為說，這種的作法，是不

可靠也是不負責的研究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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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教授在「鮮為人知的古書裝幀形制」講題中，先從「竹木簡」形制談

起。依據中研院史語所典藏的「永光二年候長鄭赦予寧書」及「永元器物簿」

實物及其它記載，提出簡冊基本形制 (而這種形製影響到唐代造紙的尺寸模式 )

與先編再寫或先寫再編聯的看法。接著對於「竹簡」所使用的竹材，認為「南

竹實際上是毛竹中最有使用價值和經濟價值的一種實用竹」。從「雲夢秦簡」

觀察，與前二種簡冊略有差異；而「包山楚簡」實物中發現用來固定編繩的

簡側有「小契口」。從實物觀察中提出的說法，是一般在談書籍形制時，鮮人

觸及的事。  

 

接著介紹「貝葉經」的形制。首先談「佛學典籍關於貝葉經的記載」所

謂「貝葉經」，就是用「貝多羅樹葉作為基底書寫的經籍」的簡稱，是「將貝

多羅葉叠成一落，上下各用一個木製夾板夾住貝葉，在木製夾板及夾住的貝

葉中間穿一個孔洞，或在兩側對稱穿兩個洞，將細繩穿過孔浻繞捆綁住」。先

說明「貝葉經的製作工序」，這些工序 (如裁切、水煮、乾燥、彈線等 )與竹簡

製部份類似，主要是在「殺青」，去除物件中不需要的物質，以便於書寫。接

著說明所用的材料主要是「貝葉棕及糖棕」兩種。前者在使用鐵製尖筆線刻

時，需加以上色；後者因氧化酶作用，放置一段時間後，刻字部份就會成為

黑色，若不上墨，會有整片發黑的現象，導致閱讀不易辨識。在「貝葉經」

單元中，引用「國際敦煌項目」1的界定，「將以長條型較厚的紙張作為書寫基

                                                 
1 指世界各國家中，典藏著敦煌文物的圖書館，所參與的國際組織，已經各自典藏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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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由右而左且由上而下，以中文兩面書寫，經書書寫完後，仿效貝葉經裝

幀方式，以上下兩個夾板夾住，並於夾板兩端對稱鑽兩個圓洞，穿透整部經，

再以細繩貫穿洞，然後用細繩繞捆整部經，這種形式的漢文佛經稱為中文貝

葉經」。  

 

 

最後介紹書籍裝幀 (縫線 )的問題。這裡提出前人對於「縫繢裝」一詞使用

的錯誤，主要是引據錯誤的文獻。強調我們在引用前人資料時，最好核對原

                                                                                                                              
物拍照兩次，將照片提供研究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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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要「在不疑處有疑」，才是科學研究者應有的精神與作法。關於縫線的手

法，還特別列出兩件敦煌文物中「縫綴方法」的圖示，令人印象深刻。  

 

三、個人心得  

由於筆者論文是撰寫目錄學與板本學方面，相關書籍也曾略有涉獵，加

上長期進行館藏線裝古籍，因而不認為對於「古書裝幀形制」是外行者。只

是大都從書籍或圖片中看到。幾乎未親睹線裝書以外的形制 (除了 10 月 17 日

利用上台北參加研習的機會到世貿一館看到「龍鱗裝」複製品夕 )。這次的研

習，讓筆者獲得部份的觀念，原來專業知識是可以如此的淺顯介紹。  

第一是關於書籍形制的名稱。主要是針對「龍鱗裝」、「旋風裝」、「梵夾

裝」、「經摺裝」是否相同的說法。筆者所知，「旋風裝」是較早的說法，以其

翻葉之速度飛快如旋風而命之，「龍鱗裝」是較後的說法，以其外貌如鱗狀，

翻閱方便而命之；「梵夾裝」是指用梵文撰寫的佛經，其摺葉與「經摺裝」相

同，故有人認為是同物而不同時期的命名，但也有人採「對號入座」的方式，

認為這種的裝幀即是文獻中的「旋風裝」。溫教授即就此類的命名模式，無法

考辨是真，是假，而歸入「偽議題」，不去加以論述。  

第二是關於近人複製古物部份，是針對大陸地區對於古物進行複製時，

不去參考現存實物以及測量出來的成果 (或拆解分析歸納的實證 )，逕行依據文

獻記載 (或自行想像 )而製作的物品，是一種自誤誤人的作為。如第一項所說，

未能確定「龍鱗裝」、「旋風裝」的有無真偽，即創造出這類的複製品以應市，

是不負責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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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負責任的心態講授。此指演講中一再提出「依據科學理論」的原

則提出論證，不要根據片面之詞即提出定論。如對於「縫繢裝」或「縫綴裝」

的議題，指出從余嘉錫先生在 1935 年發表的<書冊制度補考>提出「縫繢裝」

的說法，到 2014 年 6 月方廣錩先生發表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指

出凡是以麻線、棉線或絲線等縫綴書帖或書頁的書籍裝幀方式，在文獻中皆

稱為「縫繢裝」。溫教授先從字書對於「繢」字的解釋，再比對余先生所引用

的《墨莊漫錄》說法，找到疑處與出處，再從出處《王氏談錄》，利用前者目

前所有的 10 種板本與後者現有的 4 本板本相對照，得知《墨莊漫錄》的擅自

加入與更動文字的地方，更正進 80 年的錯誤。這也是告訴我們後學者，進行

研究或資料比對時，除了要核對原文或最早文獻外，若有不同板本或不同說

法時，必需慎重處理。 

參加了溫教授這次的講演，讓筆者深深體悟到，沒有看到或未經驗證過

的事，不要輕易下結論。以整理館藏線裝古籍來說，為慎重記載所經眼的古

籍，僅記載是書中的序文、目錄、跋文、藏書印、板式行款及牌記等資料，

若序跋中提到該書的撰寫或刊刻緣由過程時，再加以引用著錄，目的是提供

線索，得以比對自己手邊所有的資料，確認二者間有所差異，再到東海比對，

以免兩地奔波之苦。在未能確認館藏書的板本時，或未進行它館典藏的同書

比對，僅根據牌記或序文年代標誌，不輕易的下結論。因此自認是「為他人

作嫁衣裳」的「文獻整理者」，而非是「文獻研究者」。同時，若有機會對讀

者進行解說，或協助讀者資料蒐集，甚至是學期報告的撰寫方面的問題，也

都以此自居 (整理者 )，盡己綿薄之力來進行圖書館的推廣。前人的心血能透過

這種的作為，使它重現與被利用，也不過是希望能藉由這些的協助，祈望讀

者能有所助益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