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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研究院藏善本書目‧甲類》
抄本全錄

黃偉豪 *

毫無疑問，近年來方興未艾的數位人文與數據庫，為國學研究帶來重大突破。

原先在海內外院校或研究機構庋藏多年、不易見睹的中國古籍以至善本，得以逐一

掃描、歸檔與上架，並且利用互聯網絡，公開為所有人士瀏覽、下載，這對學者帶

來極大的便利，乃至對學術研究的發展起到推進的作用。

平情而論，古籍目錄對於國學研究仍然非常重要。須知道，古籍在某一館藏單

位，其具體數量、書名、分類、版本等，在沒有館藏目錄作為基本而明確的指引或

線索下，學者則有如墮入五里霧中，既不能了解該館藏單位的古籍弆藏全貌，也無

法進一步查覈相關古籍的具體下落。

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所藏中國古籍，向來以其數量之可觀、版本之精

善，而廣為海內外學界所稱道。有關傅斯年圖書館的成立過程、館藏概況，不僅已

有學者專門撰文談及 1，而且已有「史語所數位典藏資料庫整合系統」、「傅斯年圖書

館珍藏善本圖籍書目資料庫」、「傅斯年圖書館藏善本古籍檢索系統」、「傅斯年圖

書館全文影像資料庫」等檢索系統可資查閱。至於近年《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

* 黃偉豪，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1 
詳見沈津：〈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國家圖書館館刊》，1999年第 2期，頁 77-106；朱渝、

趙書城：〈高品質的學術圖書館─臺灣傅斯年圖書館〉，《圖書館建設》，2002年第 1期，頁
107-108；南愛峰：〈傅斯年與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圖書館〉，《四川圖書館學報》，2015年第 2期，

頁 95-97；郭明芳：〈《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經部》評介〉，《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第 170期

（2015年 11月），頁 99-108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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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部》2及《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未刊稿鈔本》3等文獻工具用書出版問世，更令

學者得以一窺堂奧，可謂厥功甚偉。

筆者數度藉訪學或會議之便，曾赴該館查閱文獻，卻遇到一個困難：至今似

乎未見該館的相關館藏目錄，可資學者總覽館內中國古籍的全貌，以至按圖索驥，

查知所需文獻資料。為此，筆者現將赴館期間曾經寓目的傅斯年 (1896-1950)手編

《國立中央研究院藏善本書目‧甲類》抄本 4，特此全錄並介紹如下。當然，該書目

僅屬館內的吉光片羽，卻非全豹。但某程度上說，該目錄畢竟能夠便利學者對館內

藏書知其梗槩，繼而針對性地就某一館藏古籍再作進一步的查閱。遂有此篇之撰，

以饗學者，洵亦可彰該館在藏書史上的固有地位。

＊　　　　＊　　　　＊　　　　＊

該書目透露了傅斯年及中央研究院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於古籍蒐求與弆藏方

面的原始面貌。今據該目錄的封面註明「即群碧樓舊藏」，當中的群碧樓，即藏書

家鄧邦述 (1868-1939)藏書處之名，而群碧樓之名，乃取自光緒三十二年 (1906)，

鄧邦述於蘇州得到黃丕烈 (1763-1825)士禮居舊藏宋本《李群玉集》及《碧雲集》

二書之名 5，我們藉此可知「群碧樓舊藏」的這批中國古籍大部分屬於不可多得的善

本。值得注意的是，該書目於「鈔校本」之後、「遺失目錄」之前，有傅斯年以下

題記：

鄧氏交書於中央研究院時，發見缺書三十二部，詢其所以，則言僕人竊去，

而以其他三十一部補之院託單，不厂諸先生估其可相抵否，羣謂可以，遂為

其請此以下兩目所由來也。斯年記。

此處的鄧氏即鄧邦述，從此段文字可知，傅斯年代表院方向鄧氏從其藏書處購入古

籍，並請其從南京運抵臺北。然而，在運送途中，傅斯年因發現缺書而主動詢問鄧

2 
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編纂小組編：《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經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2013年）。
3 
邱仲麟主編：《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未刊稿鈔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016年）。
4 
現藏於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索書號為：A014.15474。

5 
詳見江慶柏：〈鄧邦述與群碧樓藏書〉，《中國典籍與文化》，2000年第 1期，頁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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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非鄧氏主動告知傅斯年缺書，而在傅斯年詢問之下，鄧氏方以「僕人竊去」為

由回覆，而是否確為僕人所竊，則已無從考究。至於不厂，應指曾任北京大學教授

及圖書館主任的考據家單丕 (1877-1930)，其藏書之豐，以及校勘學與目錄學造詣

之高，亦為胡適 (1891-1962)所推重 6。考中央研究院的院址在上海期間，單氏本人

更曾襄理院事。基於單氏與中央研究院的此重關係，傅斯年便以單丕等人的專業判

斷，另行開列明本、嘉靖本與鈔校本共三十一部，一百七十三冊，以抵補原來為鄧

氏「僕人竊去」的明本、嘉靖本與鈔校本共三十二部，一百二十四冊。由此即可窺

知：中央研究院在臺早期的此批中國古籍，其實是傅斯年在幾經周折之下聯繫與調

動而來的。

綜觀整個目錄，古籍分為五類，依次為宋刻、元刻、明刻、嘉靖刻及鈔本。

其中嘉靖刻本頗值得注意，因為清人黃丕烈曾特別高舉嘉靖本的版本價值，提到

「往聞前輩論古書源流，謂明刻至嘉靖尚稱善本」7，中央研究院購置時也注意到嘉靖

本，而且將嘉靖本從明刻獨立出來而另立一類，確實頗具慧識。

或許此書目只供臨時檢索或翻閱之用，故此有別於其他若干書志，沒有詳列

每種古籍的邊欄、行款、版心、天頭、地腳等形式，反而僅僅簡列書名、卷數、冊

數、刊印版本、藏書印，以至序跋者與抄校者。偶然也附以案語，如在元刻《史

記》後，即註明「真中統刊本，非游明本」，又如明刻《趙清獻公文集》後，又註

明「成化刻本，明時原裝」。除此之外，書目在註明序跋者與抄校者時，多用其

字、號或室名，如非對文獻學較精熟者，恐怕不易辨知。而且在著錄上若干地方似

有疑義，譬如宋刻中收《夢溪筆談》，註明有「朱竹垞、馬玉堂、鹽張氏」藏印，

其中「鹽張氏」未知是否當為「古鹽張氏」或「海鹽張氏」。又如明刻中收錄《銅

人針炙經》、《明堂炙經》，「炙」或許是「灸」的筆誤。

饒是如此，筆者認為，此一目錄仍然相當重要，因為這可以為我們了解、以至

查閱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眾多珍貴的中國古籍，宛如打開一扇明窗，藉此得以透視、

掌握館內所藏的實際情況。茲將該書目臚陳如下（附以序號）：

6 
詳見〈胡適答單丕〉、〈胡適致單丕〉，耿雲志、歐陽哲生整理：《胡適書信集》（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1996年），頁 442-443。
7 
黄丕烈跋《子昂集》，轉引自李開升：〈黄丕烈題跋補遺〉，《文津學志》，2013年第 6輯，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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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刻本

1. 五經白文，八冊，巾箱本，結一廬、汪閬源藏書。

2. 大學，一冊，大字七行。

3. 前漢書一百二十卷，二十冊，宋刊元修本，徐紫珊藏印。

4. 後漢書一百三十卷，二十冊，宋刊元修本，徐紫珊藏印。

5. 古史六十卷，十二冊，衢州刊本，楊守敬藏印。

6.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四十二冊。

7. 杜氏通典詳節，十三冊，殘本存二十五卷，周九松藏書。

8.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二十七卷，中五十五卷，下二十三卷，三十二冊，謙牧

堂藏印。

9. 桯史十五卷，八冊。

10. 纂圖互注荀子二十卷，八冊。

11. 說苑二十卷，十冊，咸淳乙丑刊本，汪士鐘藏印。

12. 老子鬳齋口義二卷，二冊。

13. 莊子鬳齋口義十卷，十二冊。

14. 醫說十卷，十冊。

15. 李涪刊誤二卷，一冊，季滄葦、汪士鐘藏印。

16. 夢溪筆談二十六卷，八冊，朱竹垞、馬玉堂、鹽張氏藏印。

17. 書學會編六卷，四冊，婺州刊本，畢澗飛藏印。

18. 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八冊，永州刊本。

19. 東萊呂太史文集十五卷，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文集附錄三卷，拾遺一卷，

麗澤論說集錄十卷，三十冊，溫陵張氏藏印。

20. 增補六臣注文選六十卷，六十冊，宋淳祐刊本，謙牧堂藏書。

21. 文粹一百卷，四十八冊。

22. 新刊名賢叢話詩林廣記，前集十卷，後集十卷，十八冊。

23. 唐李推官披沙集六卷，二冊，書棚本，楊守敬藏印。

24. 李群玉詩集三卷，後集五卷，二冊，書棚本，季滄葦藏，黃蕘圃前後跋。

25. 碧雲集三卷，二冊，書棚本，季滄葦藏，黃蕘圃前後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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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宋刻二十五部，三百八十一冊。

元刻本

1. 東萊先生博議句解十六卷，八冊，秀野堂顧氏、休寧黃氏藏印。

2.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卷，二冊。

3. 春秋師說三卷，附錄二卷，二冊。

4. 春秋屬辭十五卷，八冊，金元功藏印。

5. 六書正譌五卷，五冊，劉燕庭藏印。

6. 六書統二十卷，六書統溯源十三卷，十六冊，昭文張氏藏印。

7. 漢隸分韻七卷，六冊，黃丕烈藏印。

8. 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十六冊。

9. 史記一百三十卷，三十二冊，真中統刊本，非游明本。

10. 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四十四冊。

11. 南史八十卷，二十四冊，元刊明修本。

12. 隋書八十五卷，四十冊，元刊明修本。

13.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一百冊，興文署本。

14. 通志二百卷，一百二十冊。

15. 杜氏通典詳節四十二卷，十六冊，劉鐵雲藏印。 

16.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十冊，嘉禾學宮本，馮孟亭手校。

17.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十卷，四冊。

18. 纂圖互註南華真經十卷，六冊。

19. 沖虛至德真經八卷，四冊。

20. 巢氏諸病源候總論五十卷，十四冊，徐電發藏印。

21. 新編證類圖註本草四十二卷，十六冊。

22.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十五集共一百三十七卷，一百冊。

23.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四集四十卷，二十冊。

24. 詩學集成押韻淵海二十卷，二十冊。

25. 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二十五卷，二十四冊，汪士鐘藏印。

26. 韋齋集十二卷，玉瀾集附，六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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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伊川擊壤集二十卷，八冊。

28. 豫章羅先生文集十七卷，三冊。

29. 松雪齋文集十卷，六冊。

30.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二十四冊。

31. 馬石田文集十五卷，四冊。

32. 唐音十卷，十二冊。

33. 風雅翼十四卷，七冊，吳兔牀藏印。

34. 古文苑二十一卷，八冊。

以上元刻三十四部，七百三十八冊。

明刻本

1.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十六冊，仿宋，朱竹垞藏。

2. 爾雅二卷，二冊，繆藝風藏。

3. 大學章句或問、論語集註、中庸章句或問、孟子集註共二十八卷，二十冊，經

廠本。

4. 洪武正韻十六卷，五冊。

5. 戰國策十卷，十二冊，吳師道校注。

6. 戰國策譚棷十卷，八冊。

7. 稽古錄二十卷，二冊，弘治本。

8. 通鑑前編十八卷，舉要三卷，二十四冊。

9. 續資治通鑑節要二十六卷，二十四冊，慎獨齋本，謙牧堂藏。

10. 路史四十七卷，十六冊。

11. 春秋列傳五卷，四冊。

12. 吳越春秋十卷，二冊，繙大德本。

13. 明一統志九十卷，三十六冊。

14. 西瀆大河志六卷，四冊。

15.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六十九卷，附錄九卷，十六冊。

16. 盡言集十三卷，八冊。

17. 兩晉南北奇談六卷，六冊，彭芸楣藏手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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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南村輟耕錄三十卷，八冊，玉蘭草堂本。

19. 史通二十卷，四冊。

20. 孔子家語十卷，八冊。

21. 孔子家語十卷，二冊，無注本。

22. 五臣音注揚子法言十卷，八冊。

23. 賈太傅新書十卷，四冊，正德本。

24. 鹽鐵論十卷，六冊。

25. 新序十卷，三冊。

26. 說苑二十卷，十冊。

27. 孔子集語二卷，二冊。

28. 韓非子二十卷，十冊，趙用賢本。

29. 顏氏家訓二卷，二冊。

30. 周易參同契發揮三卷，釋疑一卷，三冊。

31. 銅人針炙經七卷，一冊 8。

32. 明堂炙經八卷，一冊 9。

33. 丹溪先生心法二卷，六冊，成化刻本。

34. 丹溪先生醫書纂要二卷，一冊。

35. 衛生易簡方十一卷，六冊，宣德刻本，徐靈胎藏。

36. 攝生眾妙方十一卷，六冊。

37. 醫林類證集要十卷，二十冊，成化活字本。

38. 圖繪寶鑑六卷，四冊。

39. 秦漢印統八卷，二十四冊。

40. 風俗通義十卷，四冊，繙大德本。

41. 白虎通德論二卷，四冊，繙大德本。

42. 困學紀聞二十卷，四冊。

43. 正楊四卷，二冊。

44. 山堂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後集六十五卷，續集五十六卷，別集二十五卷，四十

8 
案，當作《銅人針灸經》。

9 
案，當作《明堂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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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正德慎獨齋本。

45. 法苑珠林一百二十卷，二十四冊。

46. 子彙，二十冊。

47. 陶靖節集十卷，四冊。

48. 江文通集十卷，二冊，汪士賢刻本。

49. 楊炯集二卷，一冊，汪應皋刻本。

50. 盧照鄰集一卷，一冊，汪應皋刻本。

51. 陳子昂集二卷，一冊，汪應皋刻本。

52. 高常侍集二卷，一冊，汪應皋刻本。

53. 沈佺期集二卷，一冊，汪應皋刻本。

54. 宋之問集二卷，一冊，汪應皋刻本。

55. 駱賓王集二卷，一冊，汪應皋刻本。

56. 蔡中郎文集十卷，四冊，王乾章刻本。

57. 曲江張先生文集二十卷，四冊。

58. 杜詩集注二十卷，文集二卷，六冊，許自昌刻本。

59. 顏魯公集十五卷，四冊。

60. 李文公集十八卷，四冊，成化刻本，石研齋藏。

61. 陸宣公奏議二十四卷，四冊，萬曆刻本。

62. 樊川文集二十卷，四冊。

63. 安陽集五十卷，十六冊，正德刻本。

64. 趙清獻公文集十卷，二冊，成化刻本，明時原裝。

65. 宛陵集六十卷，二十四冊。

66. 歐陽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二十五冊，天順刻本。

67. 東坡詩集注三十二卷，十二冊。

68. 蘇文忠全集一百十二卷，二十八冊，黑口本。

69. 山谷老人刀筆二十卷，十冊，黑口本。

70. 東坡四六四卷，四冊。

71. 龍川先生文集三十卷，十二冊，黑口本。

72. 淮海集四十卷，六冊，正德本。

73. 雞肋集七十卷，十二冊，詩瘦閣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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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龜山先生集十六卷，八冊，弘治刻本。

75. 和靖先生文集四卷，六冊，黑口本。

76. 屏山集二十卷，八冊，黑口本，內府藏。

77. 羅鄂州小集六卷，四冊，正德本。

78. 艾軒先生文集十卷，六冊，正德本。

79. 梅溪後集二十九卷，廷試策一卷，奏議四卷，六冊，黑口本。

80. 水心先生文集二十九卷，十二冊，正統本。

81. 江湖長翁集四十卷，二十冊。

82. 南軒先生文集四十四卷，八冊，繆輔之本。

83. 文山先生別集六卷，四冊，景泰刻本。

84. 滄浪詩集四卷，詩話一卷，四冊。

85. 雲峯先生文集十卷，四冊，正德本。

86. 淵穎集十二卷，六冊，洪武刻本。

87. 圭齋集十六卷，五冊，成化刻本。

88. 遺山先生詩集二十卷，八冊，弘治刻本。

89. 明太祖文集二十卷，五冊。

90. 誠意伯文集二十卷，十冊。

91. 王忠文公集二十四卷，十冊。

92. 宋學士文集七十五卷，十二冊，正德刻本。

93. 蘇平仲文集十六卷，八冊，正統刻本。

94. 東里文集二十五卷，四冊，正德刻本。

95. 重編瓊臺會稿二十四卷，二十四冊。

96. 篁燉集九十三卷，拾遺一卷，二十四冊，正德刻本。

97. 甫田集三十五卷，八冊。

98. 荊川集十七卷，八冊。

99. 桂洲先生文集五十卷，三十二冊。

100. 具茨文集八卷，四冊。

101. 滄溟集三十卷，十六冊，隆慶刻本。

102. 甔甀洞藁五十四卷，十六冊。

103. 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續稿二百七卷，八十四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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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歸先生文集三十卷，八冊。

105. 四溟山人詩集二十卷，詩家直說四卷，十冊，趙府本。

106. 嘉樹齋稿七卷，五冊。

107. 穎江漫稿十四卷，三冊。

108. 張太岳文集四十七卷，十二冊。

109. 驪山集十四卷，十六冊。

110. 宋文鑑一百五十卷，五十六冊，天順時本。

111. 古賦辨體八卷，外集二卷，四冊，成化刻本。

112. 明文衡九十八卷，附錄二卷，三十二冊，正德刻本。

113. 八代詩乘四十五卷，十六冊，萬曆刻本。

以上明刻百十三部。

明嘉靖刻本

1. 周易兼義九卷，五冊，李元陽刻本。

2. 尚書注疏二十卷，八冊，李元陽刻本。

3. 毛詩注疏四十卷，二十冊，李元陽刻本。

4. 周禮注疏四十二卷，八冊，李元陽刻本。

5. 儀禮注疏十七卷，十二冊，李元陽刻本。

6. 禮記注疏七十卷，二十冊，李元陽刻本。

7. 春秋左傳注疏三十六卷，二十二冊，李元陽刻本。

8. 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十冊，李元陽刻本。

9. 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六冊，李元陽刻本。

10. 爾雅注疏十卷，四冊，李元陽刻本。

11. 周禮六卷，六冊，何鼇刻本。

12. 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四冊。

13. 小學句讀六卷，四冊。

14. 史記一百三十卷，一百冊，震澤王氏刊本。

15. 前漢書一百二十卷，四十二冊，崇正書院本，姚伯昂藏。

16. 前漢書一百二十卷，二十冊，南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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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後漢書一百三十卷，二十二冊，崇正書院本，姚伯昂藏。

18. 後漢書一百三十卷，二十四冊，南監本。

19. 班馬異同三十五卷，十二冊，李元陽刻本。

20.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一百冊。

21.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三十冊，趙府居敬堂本。

22. 宋史新編二百卷，六十冊。

23. 通典二百卷，四十四冊。

24. 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一百冊。

25. 大唐六典三十卷，八冊，浙江按察司本。

26. 皇明名臣經濟錄五十三卷，三十二冊。

27. 論衡三十卷，十六冊，通津草堂本。

28. 白虎通德論二卷，四冊，傅鑰刊本。

29. 鹽鐵論十卷，四冊。

30. 新序十卷，四冊，何良俊刊本。

31. 太玄經十卷，五冊，郝梁刊本。

32. 五燈會元二十卷，二十冊。

33. 丹鉛總錄二十七卷，四冊，梁佐刻本。

34. 王右丞詩集十卷，文集四卷，六冊，奇字齋刻本。

35. 千家注杜工部詩集二十卷，文集二卷，十二冊，明易山人校刻本，錄查初白評。

36.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集二十五卷，二十四冊，玉几山人校刻本。

37. 范文正公全集三十卷，十冊，繙歲寒堂本，缺五卷。

38. 文潞公集四十卷，八冊，王漁洋藏書。

39. 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四冊，繙歲寒堂本。

40. 三蘇先生文粹七十卷，十六冊。

41. 西山先生文集五十五卷，十二冊。

42. 洺水集二十六卷，十四冊。

43. 淵穎吳先生文集十二卷，六冊。

44. 宋學士全集三十二卷，二十冊。

45. 解學士文集十卷，十冊。

46. 方山先生文錄二十二卷，十六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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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陽明先生文錄五卷，外集九卷，別集十四卷，二十冊。

48. 皇甫司勳集五十卷，十六冊。

49. 邊華泉集八卷，四冊。

50. 椒丘文集三十四卷，二十冊。

51. 鈐山堂文集四十卷，十六冊。

52. 渼陂集十六卷，續集三卷，樂府四卷，十六冊。

53. 自知堂集二十四卷，十八冊。

54. 唐文粹一百卷，二十四冊，張大輪刻本。

55. 崇古文訣三十五卷，十二冊。

56. 唐詩紀事八十一卷，二十冊，張子立刻本。

以上嘉靖刻五十六部。

鈔校本

1. 三家詩拾遺十卷，四冊，陳仲魚校補稿本。

2. 春秋焦注十一卷，六冊。

3. 十一經問對，存四冊，缺春秋孝經五冊，明鈔本，嚴久能校。

4. 苑洛志樂，存十卷，六冊，缺十卷，明鈔本，拜經樓藏印。

5. 大樂律呂元聲六卷，考注四卷，二冊，潛采堂、謙牧堂藏印。

6. 說文字原一卷，一冊，景元鈔本，潛采堂、遂初堂印。

7. 篆從，四冊，朱竹垞藏印。

8. 新唐書糾繆二十卷，二冊。

9. 五代史纂誤三卷，二冊，王西莊藏，西莊手跋。

10. 五代史闕文一卷，一冊。

11. 五代史補五卷，二冊，有校。

12. 稽古便覽十八卷，二冊。

13. 廿一史彈詞注十卷，四冊，孫德威稿本。

14. 江南野史十卷，二冊，王雨堂藏。

15. 靖康要錄，六冊，曹棟亭藏。

16.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四十八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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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皇宋十朝綱要二十五卷，十二冊。

18. 皇朝編年備要三十卷，三十二冊，禮邸藏印。

19. 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八卷，續錄一卷，四冊。

20. 南燼紀聞二卷，一冊。

21. 建炎復辟記一卷，一冊，有校。

22. 孤臣泣血錄一卷，二冊。

23. 偽齊錄二卷，二冊，有校。

24. 南遷錄一卷，一冊，陳西畇手校本。

25. 大金國志四十卷，八冊。

26. 三州輯略九卷，九冊。

27. 新疆識略十二卷，十冊。

28. 塔爾巴哈台事宜四卷，四冊。

29. 三朝野記七卷，六冊。

30. 酌中志略二十三卷，四冊。

31. 穆天子傳補正六卷，四冊，陳逢衡四次稿本。

32. 京口耆舊傳九卷，六冊，邵二雲藏。

33. 編年遺事三卷，六冊。

34. 宋遺民錄十五卷，附汪水雲詩鈔一卷，六冊。

35. 國史名臣傳不分卷，一百二十冊。

36. 貳臣傳不分卷，十冊。

37. 國史文苑傳稿，四冊。

38. 宋儒學案七十八卷，二十冊，黃梨洲六世孫徵乂補校本。

39. 讀史方輿紀要一百六十卷，四十四冊。

40. 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九十六冊。

41. 吳中水利書二十八卷，十六冊。

42. 東京夢華錄十卷，一冊，常秋厓校。

43. 夢粱錄二十卷，四冊，石研齋藏。

44. 吳興雜錄一卷，二冊。

45. 翰苑羣書二卷，一冊。

46. 宋宰輔編年錄二十卷，十六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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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補漢兵志一卷，一冊，校 10。

48. 國史經籍志六卷，五冊。

49. 讀書敏求志四卷，二冊，宋蔚如鈔。

50. 述古堂書目，四冊。

51. 傳是樓書目，一冊。

52. 金石錄三十卷，六冊。

53. 籀史一卷，一冊，張秋山手鈔，張芙川跋。

54. 金石古文十四卷，四冊，明鈔，朱竹垞、錢十蘭、張叔未藏。

55. 金石文七卷，一冊，施禮耕手鈔。

56. 金石略，一冊。

57. 寶刻叢編二十卷，十二冊，鈔校。

58. 石墨鐫華六卷，八冊。

59. 竹崦盦金石目錄六卷，二冊，徐紫珊藏。

60. 雍州金石記十卷，二冊，孔葒谷鈔。

61. 石畫記五卷，二冊。

62. 朱子文集、語類纂編十四卷，八冊。

63. 金匱要略繹注三卷，三冊，閱微草堂藏印。

64. 傷寒論集注十卷，七冊，閱微草堂藏印。

65. 肘後備急方八卷，八冊，明善堂藏印。

66. 大德重校聖濟總錄二百卷，一百二十二冊，日本鈔足本。

67. 天元玉曆祥異賦十卷，二十冊，錢可廬藏，有跋。

68. 唐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卷，十冊。

69. 多能鄙事十二卷，十冊。

70. 珊瑚木難八卷，八冊。

71. 鐵網珊瑚二十卷，十冊，明鈔本。

72. 郁氏書畫題跋記十二卷，續記十二卷，十二冊。

73. 墨緣彙觀四卷，八冊，陳伯恭鈔本。

74. 江村銷夏錄三卷，三冊，士禮居藏。

10 
案，此處疑脫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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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清河書畫舫十一卷，十冊，王西莊藏印。

76. 湛園題跋一卷，附續三十五舉，二冊。

77. 鍾官圖經八卷，二冊，沈樹鏞藏印。

78. 元和郡縣圖志四十卷，六冊。

79. 咸淳臨安志一百卷，五十冊。

80. 芻言三卷，一冊，知不足齋校本。

81. 能改齋漫錄十八卷，八冊，校本。

82. 麈史三卷，一冊，掃葉山房鈔。

83. 曲洧舊聞十卷，一冊。

84. 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四冊，校本，郁泰峰藏印。

85. 里門談贅不分卷，四冊。

86. 類編十二卷，四冊，陳南浦稿本。

87. 清波別志三卷，二冊。

88. 志雅堂雜鈔，一冊。

89. 四朝聞見錄五卷，五冊，宋蘭揮藏印。

90. 山房隨筆一卷，附北夢瑣言補，一冊。

91. 人海記二卷，二冊。

92. 說學齋雜鈔二卷，二冊。

93. 多暇錄二卷，一冊。

94. 道德真經指歸十三卷，二冊，拜經樓藏印。

95. 李詩通二十一卷，四冊，黃玉圃錄，奚祿詒批本。

96. 杜詩通四十卷，七冊，黃玉圃錄，奚祿詒批本。

97. 毘陵集二十卷，一冊，校本。

98. 逋翁集不分卷，一冊，李鹿山藏印。

99. 沈下賢文集十二卷，二冊，王西莊藏印。

100. 歐陽行周集十卷，四冊。

101. 皮子文藪十卷，六冊。

102. 笠澤叢書四卷，二冊。

103. 司空表聖文集十卷，二冊，知不足齋校本。

104. 桂苑筆耕集二十卷，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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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釣磯文集十卷，四冊，楊雪滄校。

106. 騎省集三十卷，十冊。

107. 鉅鹿東觀集十卷，二冊，繆藝風藏。

108. 河南穆公集三卷，一冊，謙牧堂、玉雨堂藏印。

109. 孫明復小集一卷，二冊。

110. 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二十冊。

111. 小畜外集七卷，一冊。

112. 公是先生外集不分卷，四冊，校本。

113. 都官集十四卷，六冊。

114. 樂全集四十卷，十冊。

115. 古靈先生集二十五卷，十二冊。

116. 淨德集三十卷，八冊。

117. 無為集十五卷，四冊，汪喜孫藏印。

118. 廣陵先生集二十卷，四冊，潛采堂藏印。

119. 後山先生集三十卷，八冊，明鈔，謙牧堂藏印。

120. 斜川集十卷，二冊。

121. 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十六冊。

122. 竹友集十卷，二冊。

123. 慶湖遺老集九卷，四冊。

124.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六冊。

125. 檆溪居士集十二卷，十二冊。

126. 筠溪集二十四卷，十二冊。

127. 苕溪集三十六卷，十二冊。

128. 東牟集十四卷，八冊，內府本，古稀天子諸印。

129. 默堂先生文集二十二卷，四冊，抱經樓藏印。

130. 莆陽知稼翁集十二卷，二冊。

131. 歸愚先生集九卷，一冊，校 11，盛百二藏印。

132. 太倉稊米集七十卷，十四冊。

11 
案，此處疑脫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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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艾軒先生文集九卷，附錄一卷，二冊，謙牧堂藏印。

134. 文忠集二百卷，六十八冊。

135. 梅溪集五十四卷，十冊。

136. 定齋集二十卷，二冊，孫葒谷鈔。

137. 盤洲集八十卷，十八冊，古香樓汪氏藏印。

138. 誠齋集一百三十二卷，附錄一卷，千慮策二卷，四十冊，八千卷樓藏印。

139. 水心先生別集十六卷，六冊，璜川吳氏藏印。

140. 勉齋先生集四十卷，附錄一卷，十冊，潛采堂藏印。

141. 北溪大全集五十卷，外集一卷，十六冊，汪喜孫、葉名澧藏印。

142. 盧溪先生文集五十卷，八冊，南昌彭氏藏印。

143. 白石道人詩集一卷，一冊，陳恭甫藏印。

144. 竹齋先生詩鈔八卷，一冊。

145. 後樂集二十卷，八冊，郁泰峰藏印。

146. 彝齋文編四卷，三冊。

147. 拙齋文集二十卷，八冊，潛采堂藏印。

148. 克齋集十七卷，十冊，璜川吳氏藏印。

149. 禆幄集一卷，一冊，曹倦圃藏印。

150. 晞髮集五卷，附錄一卷，一冊。

151. 鄭所南先生心史七卷，六冊。

152. 古逸民先生集三卷，二冊，蔣維基藏印。

153. 仁山集三卷，三冊，南昌彭氏藏印。

154.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二十卷，二冊，陳經藏印。

155. 滹南先生文集四十五卷，續編一卷，十六冊，繡谷亭傳鈔本。

156. 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二冊。

157. 桐江集四卷，八冊，知不足齋校本。

158. 桂隱先生文集四卷，詩集四卷，六冊，方柳橋藏印。

159. 存悔齋稿一卷，補遺一卷，二冊，劉燕庭藏印。

160. 白雲集四卷，四冊。

161. 默菴集五卷，二冊，翰林院印。

162. 雲峰集十卷，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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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周此山先生詩集四卷，四冊，朱竹君藏印。

164. 艮齋詩集十四卷，二冊，鮑淥飲校本。

165. 榘菴集十五卷，四冊，八千卷樓藏印。

166. 范德機詩集七卷，二冊，景元鈔本。

167. 近光集三卷，扈從詩一卷，二冊，璜川吳氏藏印。

168. 蟻術詩選八卷，二冊。

169. 栲栲山人詩集三卷，二冊，韓小亭藏印。

170. 句曲外史集八卷，四冊，勞季言手校。

171. 梧溪集七卷，六冊，芷齋藏印，又郁泰峰印。

172. 雲陽李先生文集十卷，二冊。

173. 吳興沈夢麟先生花溪集三卷，一冊。

174. 庸菴集十四卷，六冊。

175. 益齋先生亂藁十卷，六冊，明鈔，郁泰峰藏印。

176. 閒居叢藁二十六卷，五冊，階州邢氏鈔本。

177. 筠溪牧潛集不分卷，二冊。

178. 蒲室集十五卷，一冊。

179. 清江貝先生詩集十卷，二冊。

180. 海桑文集不分卷，六冊，明鈔。

181. 虛齋蔡先生文集五卷，十冊。

182. 半軒集十二卷，補遺一卷，方外補遺一卷，二冊，謙牧堂藏印。

183. 天台林公輔先生文集不分卷，一冊，潛采堂、謙牧堂藏印。

184. 王肅敏公集，五冊，明鈔，葉潤臣藏印。

185. 柘軒集四卷，附詞一卷，三冊。

186. 勾漏集四卷，四冊，明鈔，法詩龕藏印。

187. 整菴先生存稿二十卷，六冊，翰林院印。

188. 默菴詩集五卷，一冊，文瑞樓藏印。

189. 松籌堂集十二卷，六冊，宋蔚如校，曹棟亭藏印。

190. 涇皋藏稿二十二卷，六冊。

191. 嘯竹堂集十六卷，三冊，姜西溟評點。

192. 華黍莊詩一卷，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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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小蘭陔詩集二卷，二冊。

194. 蒨山擬存不分卷，十二冊。

195. 三楊集，一冊，李鹿山藏印。

196. 西崑酬唱集，二冊。

197. 全室外集八卷，四冊。

198. 二妙集，四冊，翰林院印。

199. 聖宋文選三十二卷，八冊。

200. 太倉稊米後集十二卷，一冊，孫從添藏印。

201. 羣英珠玉五卷，一冊，潛采堂、謙牧堂藏印。

202. 玉臺廣詠不分卷，十冊。

203. 鼓吹續音二十卷，十二冊，稿本。

204. 容齋詩話六卷，三冊。

205. 圍爐詩話六卷，二冊。

206. 碧雞漫志一卷，一冊。

以上鈔本二百六部。

鄧氏交書於中央研究院時，發見缺書三十二部，詢其所以，則言僕人竊去，而

以其他三十一部補之院託單，不厂諸先生估其可相抵否，羣謂可以，遂為其請此以

下兩目所由來也。斯年記。

遺失書目

明本，十七部，七十冊。

1. 新序三冊。

2. 說苑十冊。

3. 丹溪先生醫書纂要，一冊。

4. 攝生眾妙方，六冊。

5. 白虎通德論，四冊。

6. 正楊，二冊。

7. 江文通集，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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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楊炯集，一冊。

9. 陳子昂集，一冊。

10. 李文公集，四冊。

11. 樊川文集，四冊。

12. 東坡四六，四冊。

13. 艾軒先生文集，六冊。

14. 淵穎集，二冊。

15. 遺山先生詩集，八冊。

16. 甫田集，八冊。

17. 具茨文集，四冊。

嘉靖本，二部，八冊。

1. 范忠宣公文集，四冊。

2. 邊華泉集，四冊。

鈔校本，十三部，四十六冊。

1. 南燼紀聞，一冊。

2. 東京夢華錄，一冊。

3. 傳是樓書目，一冊。

4. 釣磯文集，四冊。

5. 小畜外集，一冊。

6. 無為集，四冊。

7. 桐江集，八冊。

8. 雲峰集，一冊。

9. 勾漏集，一冊。

10. 松籌堂集，六冊。

11. 西崑酬唱集，二冊。

12. 羣英珠玉，一冊。

13. 鼓吹續音，十二冊。

以上遺失三十二部，一百二十四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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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補書目

明本，十七部，一百十九冊。

1. 孔叢子，一冊。

2. 體仁彙編，六冊。

3. 診家樞要，一冊。

4. 元經，六冊。

5. 山谷先生年譜，六冊。

6. 邊略，二冊。

7. 藝林伐山，四冊。

8. 柳文，十二冊。

9. 王荊公集，十六冊。

10. 蔡忠惠公集，十六冊。

11. 東坡後集，六冊。

12. 參寥子集，二冊。

13. 象山先生集，十六冊。

14. 白玉蟾集，八冊。

15. 邃菴集，一冊。

16. 何太復集，八冊。

17. 容臺集，八冊。

嘉靖本

1. 東坡應詔集，四冊。

鈔校本，十三部，五十冊。

1. 太平寶訓，五冊。

2. 羣書治要，十六冊。 

3. 歷代職官表，二冊。

4. 同書，四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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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玉堂類藁，二冊。

6. 陶邕州小集，一冊。

7. 鼓枻藁，一冊。

8. 張三丰先生集，十冊。

9. 草澤狂歌，四冊。

10. 畏壘山人集，二冊。

11. 青門詩集，一冊。

12. 聖宋高僧詩選，一冊。

13. 懷舊集，一冊。

以上抵補三十一部，一百七十三冊。

＊　　　　＊　　　　＊　　　　＊

根據上述古籍，至少有四點可以反映出當中的文獻價值：

第一，來自群碧樓舊藏的此批古籍當中，宋刻本有二十五部，共三百八十一

冊，元刻本則有三十四部，共七百三十八冊。須知道，宋刻本或元刻本，以其上距

古代文本生成的原始面貌較為接近，也以其存留到後世的殘膏剩馥較為罕見，故此

可視為古籍中之最善者。

第二，有部分古籍屬於皇室藏書，如明刻《屏山集》即內府藏書，又如鈔校本

《東牟集》亦內府本，而且有乾隆皇帝的「古稀天子」諸印。既然皇室藏書比其他

公私藏書，質量務必精而又精，而且不易流出坊間，當中之彌足珍貴，可見一斑。

第三，從藏印及序跋可知，大部分古籍曾為朱彝尊 (1629-1709)、季振宜

(1630-?)、 王 士 禎 (1634-1711)、 徐 釚 (1636-1708)、 曹 寅 (1658-1712)、 顧 嗣 立

(1665-1722)、納蘭揆敘 (1674-1717)、徐大椿 (1693-1771)、王鳴盛 (1722-1797)、紀

昀 (1724-1805)、鮑廷博 (1728-1814)、彭元瑞 (1731-1803)、丁丙 (1832-1899)、錢

坫 (1744-1806)、黃丕烈、張廷濟 (1768-1848)、汪士鐘 (c. 1786-?)、徐渭仁 (1788-

1855)、楊守敬 (1839-1915)、繆荃孫 (1844-1919)、劉鶚 (1857-1909)等名家珍藏。眾

所周知，某一古籍倘經著名藏書家收藏或精校者校讎的話，這便代表該古籍為藏書

家或精校者的高度認可，如是者，其文獻價值之不菲，自不待言。

第四，作為底本，若干古籍經由清代文獻學者利用他本校勘，甚或附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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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例如《呂氏春秋》與《句曲外史集》，分別為馮浩 (1719-1801)與勞格 (1819-

1864)親自手校。又如《嘯竹堂集》，以及《千家注杜工部詩集》，分別錄有姜宸

英 (1628-1699)及查慎行 (1650-1727)的點評。所謂「善本」，除了指古籍之古遠者

如宋刻與元刻之外，實際上還包括文字校勘之精善者，以至題識批語之罕見於他本

者。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是手校本，抑或點評本，自然也應屬於古籍中之「善

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