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志亮 澳門公共圖書館 

 2016年10月25日 



 何東圖書館大樓建於1894年以前，
數易其主後， 香港富紳何東爵士於
1918年購入，題名 “何東樓”。1956
年何東爵士逝世，後人遵照其遺囑
將大樓贈予澳葡政府。 

 何東圖書館於1958年正式對外開放，
是當時澳門最具規模的中文公共圖
書館，也是港澳地區唯一一所園林
式圖書館。 

 何東圖書館的舊大樓作為澳門歷史
城區的一部分，於2005年7月15日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列入《世
界文化遺產名錄》。  



 何東藏書樓現有館藏約二萬冊，當中一半的裝訂形式以線
裝為主。為便於研究人員利用、保護文物原件、普及知識
和再出版等，本館對館藏古籍開展了整理和數碼化處理。 







2008年開始本館根據“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申報書”的著錄項目修訂及增
補本館古籍各著錄項目，包括： 

一)核對、修正及補充線裝古籍的書目資料（包括：索書號、舊架位、  
四庫類目、題名、拼音題名、卷數、責任者、朝代、國別、著者名稱
（檢索之用）、著作方式、出版年、出版地、出版者、版本、裝幀方
式、高廣、行格、版式、冊件數及單位、館藏及附註項等）； 

二)對贈書或本館購買的書籍，在附註上著錄獲得途徑； 

三)補充稽核項所缺的各欄目，將框欄高廣的準確程度增至小數點後一位； 

四)對重要責任者加上附註說明等； 

五)對古籍進行拍攝。 

 



索書號 1A-C3 

舊架位 LA-27 

四庫類目 史記—紀傳類 

題名 明史 

拼音題名 ming shi 

卷數 三百二十二卷 

責任者 (清) 張廷玉等撰 

出版年 民12[1923] 

刻書地 / 出版地 上海市 

刻寫主持者 / 出版地 中華書局 

版本 清光緒十八年[1892]武林竹簡齋影殿本 

裝幀形式 線裝 

高廣 26.4公分(匡19.4x13.5公分) 

行格 半葉20行，行42字；小字雙行，行84字。 

版式 左右雙欄，白口，單魚尾 

冊件數及單位 24冊 

館藏 缺第11、20及23冊 

附註 魚尾上方記有：“乾隆四年校刊” 



 為更有效保存本館珍貴的文
獻古籍，2015年4月始，本館
對館藏較為珍貴的文獻古籍
作評估後，按照其歷史文化
價值甄選出何東藏書樓最珍
貴的十六套清劉承幹嘉業堂
藏書 (其中一套已列入《國
家珍貴古籍名錄》) 及清乾
隆版《香山縣誌》，共17種，
654冊，約共35,000葉，邀請
專業公司進行數碼化外判工
作。 



序
號 

書名 版本 冊數 

約 

每冊 

葉數 

約總 

葉數 

半葉版面 

(釐米) 

長x寬 

半葉版框 

(釐米) 

長x寬 

1 皇明大事記 
明崇禎刊 

《皇明史概》本 
47 70 3,290 26.5x15.0 21.9x14.6 

2 資治通鑒大事錄 稿本 48 85 4,080 27.6x13.6 --- 

3 國朝典故 明鈔本 32 85 2,720 27.9x14.6 19.3x12.7 

4 皇明大政記 
明崇禎刊 

《皇明史概》本 
33 40 1,320 26.6x15.4 21.6x14.8 

5 三朝要典 
明天啟六年 

內府刊本 
22 45 990 31.2x18.1 26.8x18.1 

6 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 稿本 150 --- 1,600 31.2x19.0 20.7x14.0 

7 通鑒紀事本末補後編 稿本 40 40 1,600 24.0x13.0 --- 

8 聖政記 明鈔本 10 65 650 26.5x15.0 20.5x14.2 

9 皇明大政記 明鈔本 18 100 1,800 32.1x19.7 25.2x19.1 

10 皇明大訓記 
明崇禎刊 

《皇明史概》本 
16 40 640 26.5x15.5 21.4x15.2 

11 太平御覽 明鈔本 99 100 9,900 26.6x15.6 22.1x15.3 

12 桯史 四庫全書本 1 50 50 27.4x15.3 20.5x13.8 

13 雍大記 明嘉靖刊本 20 30 600 25.7x15.2 20.0x15.0 

14 江南野史 清鈔本 4 25 100 29.0x16.0 --- 

15 中興綱目 清鈔本 10 42 420 26.1x15.0 --- 

16 罪惟錄 清鈔本 100 43 4,300 29.2x15.7 --- 

17 香山縣誌 清乾隆年間刻本 4 --- 700 23.7x14.5 19.3x14.5 



數碼化格式要求分三個等級： 

一)400 dpi，24bit彩色TIFF輸出 

(供儲存及出版)； 

二)400 dpi，24bit彩色PDF輸出 

(供館內閱覽)； 

三)150 dpi，24bit彩色JPEG輸出 

(供網路利用) 。 

 並於影像的右下方加設識別
防偽浮水印。 



 由於館藏中文古籍大多年
代久遠，古籍紙張的保存
狀況未如理想，加上館藏
古籍的紙張較多屬於紙質
較脆和較薄的竹紙，因
此，在數碼化過程中，另
一面的文字內容容易映到
影像上，影響數碼化的圖
像質量。 











前 後 



 是次數碼化的十七種古籍中，大部分是明、清時期的稿本
或鈔本，而一些古代「挖紙修改」和「貼紙修改」的紙
條，因古籍翻動而導致脫落，影響古籍掃描。 

 























 由於古籍潛藏的問題眾多，而數碼化人員未必接受過持拿
古籍文物技巧和修復上的專業培訓，這樣，數碼化處理本
身或會對古籍原件構成危害。因此，古籍掃描處理過程
中，文獻修復人員參與其中是十分必要的。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