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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本書目 

東海大學館藏善本書簡明目錄 --集部．別集類．唐代之屬 

陳惠美 ∗、謝鶯興 ∗∗ 

別集類Ｄ０２.2 

《顏魯公文集》十五卷四冊，唐顏真卿撰，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顏胤祚

重刊本，         D02.2/0147 

附：宋劉敞<顏魯公文集序>、明嘉靖二年 (1523)楊一清<顏魯公文集序

>、明萬曆二十四年 (1596)戴燝<顏魯公文集序>(篇末題「新都黃昆

梓」)、<魯公文集目錄>、不著撰者<顏魯公文集後序>、明嘉靖癸

未(二年，1523)都穆<顏魯公文集後序>、明張居仁<□顏魯公事後>。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4.6×20.8 公

分。板心上方題「魯公文集」，魚尾下題「卷之○」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魯公文集卷之○」，次行題「二十五世孫胤祚

重刊」，卷末題「魯公文集卷之○終」。 

按：1.劉敞<序>云：「吳興沈侯哀魯公之忠而又佳其文，懼久而有不傳

與雖傳而不廣也，於是採掇遺逸輯而編之，得詩賦銘記凡若干

篇為十五卷，學者可觀焉。」 

2.舊錄「明萬曆二十四年 (1596)刊本」，惟書中僅各卷次行題「二

十五世孫胤祚重刊」及明萬曆二十四年 (1596)戴燝<顏魯公文集

序>之末題「新都黃昆梓」，故依舊錄題「明萬曆二十四年 (1596)

顏胤祚刊本」。 

《盧照鄰集》二卷二冊，唐盧照鄰撰，明刊本，   D02.2/2167 

附：甲子五臣厂<跋>。 

藏印：「遺經齋藏印」方型硃印、「望綠途齊」方型硃印、「宗熙所讀之

書」長型硃印、「東埜藏書之記」長型硃印、「曙雯樓藏」方型硃印。 

板式：白口，白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十八字。板框 12.7×

17.4 公分。魚尾下題「盧照隣集卷○」及葉碼。 

                                                 
∗ 僑光科技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 東海大學圖書館流通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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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卷首行題「盧照隣集卷○」，次行為文體名，卷末題。 

按：<跋>云：「今此本與宋悉同，當係明時仿宋刻也。」 

《溫飛卿詩集》九卷四冊，唐溫庭筠撰，清曾益謙原注，清顧予咸補注，

清顧嗣立重校，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顧氏秀野草堂重刊本， 

          D02.2/3608-01 

附：<舊唐書本傳>、<附錄諸家詩評>、<溫飛卿詩集目錄>、清康熙三

十六年 (1697)顧嗣立<跋溫飛卿詩集後>。 

藏印：「瞑珏館」橢圓硃印、「綠天書屋」方型硃印、「仁龢龍共氏家藏」

方型硃印、「康士長壽」方型硃印、「閑間柳下之齋」方型硃印。 

板式：白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

行三十字。板框 15.0×19.1 公分。板心上方刻字數，魚尾下題「溫

飛卿詩集卷第○」及葉碼，板心下方題「秀野艸堂」。 

卷一之首行題「溫飛卿詩集卷第一」，次行題「山陰曾益謙

原注」(卷題「長洲顧嗣立俠君續注」)，三行題「蘇州顧予咸小

阮補注」，四行題「男顧嗣立重校」，卷末題「溫飛卿詩集卷第一」

(卷二以降僅見卷之首行及卷末所題)。 

按：1.<附錄諸家詩評>計收：《全唐詩話》一則、《唐詩紀事》二則、《六

一詩話》一則、《滄浪詩話》一則、《彥周詩話》一則、《三山老

人語錄》一則、《雪浪齋日記》一則、《魚隱叢話》一則、《北夢

瑣言》二則、《桐薪》一則、《玉泉子》一則、《南部新書》一則。 

2.顧嗣立<跋>云：「昔先考功令山陰時，邑人曾君名益字謙注溫庭

筠詩四卷曰《八叉集》，先考功謂其用心良苦，特鳩工剞劂，流

傳一時。後歷銓曹歸里，葺治雅園，寄情詩酒，間嘗繙閱曾注，

惜其闕佚頗多，援引亦不免穿鑿，重為箋注，廣搜博考，援筆

記纂，凡夫割剝支離舛錯附會之說，輒復隨手刪削，未畢事而

先考功歿世，時嗣立甫五歲耳。荏苒迄今年過三十，濩落一無

成就，惴惴焉，惟以隕越先業是懼。去年秋從長安歸，檢校篋

中，得先考功遺筆，傷前緒之未竟，撫卷不勝泫然。用是鍵戶

挍勘，會稡經史百家，以至稗官小說，釋典道藏諸書無不櫽括

采拾，所增者得十之三四，而曾注中如漢皇春詞之誤釋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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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鄲郭公詞之誤釋令公，譌謬不一，痛為芟汰，又約計十之五

六。⋯⋯纘輯既成，依宋本分為詩集七卷，別集一卷，復采諸

英華絕句諸本中定為集外詩一卷而續注焉。」 

《韋蘇州集》十卷附《拾遺》一卷六冊，唐韋應物撰，明刊本，D02.2/4002 

附：宋嘉祐元年 (1056)王欽臣<韋蘇州集序>、<韋蘇州集目錄>。 

藏印：「長白敷槎氏堇齋昌齡圖書印」方型硃印。 

板式：白口，雙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行，行十八字；小字雙行，

行十八字。板框 12.4×17.6 公分。上魚尾下題「韋○」，下魚尾下

為葉碼。 

各卷首行題「韋蘇州集卷第○」，次行題「蘇州刺史韋應物」，

卷末題「韋蘇州集卷第○」。 

按：1.書中間見硃筆、墨筆句讀。 

2.卷一至卷四葉碼連續，卷五至卷十葉碼亦連續。 

3.舊錄「明刊本」，惟未見任何牌記可資佐證，暫依舊錄。 

《樊南文集詳註》八卷附《樊南文集詳註補》八卷四冊，唐李商隱撰，清

馮浩編訂，朱天鎬、金永昌、汪縉、蔣元龍、馮大淳、吳旼、胡

開昌、潘西庚等參校，清乾隆三十年(1765)德聚堂重校本， 

           D02.2/4007 

附：清乾隆三十年 (1765)錢維城<樊南文集箋註序>、馮浩<樊南集箋註

發凡四條>、<樊南文集箋註目錄>。 

藏印：「晴□珍之」方型硃印、「樂此不疲」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五字；小字雙行，行

三十三字。板框 14.4×18.4 公分。板心上方題「樊南文集箋註」，

魚尾下題「卷○」(各卷葉一另有「重校本」三字)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樊南文集箋註卷之○」，次行上題「桐鄉馮浩

孟亭編訂」，下題「受業朱天鎬周望參校」(卷二題「嘉興金永昌

際和參校」，卷三題「受業汪縉搢階參校」、卷四題「秀水蔣元龍

春雨參校」、卷五題「婁縣同族大淳宇深參校」，卷六題「受業吳

旼涵度參校」，卷七題「嘉興胡開昌泰翀參校」、卷八題「吳江潘

西庚馴之參校」)，卷末題「樊南文集詳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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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葉左題「重校本」、「德聚堂藏版」，書名題「樊南文集詳

註」。 

按：1.扉葉題「樊南文集詳註」，各卷首行及板心上方皆題「樊南文集

箋註」，各卷之補題「樊南文集詳註補」。 

《杜詩》不分卷十二冊，唐杜甫撰，舊抄本，   D02.2/4453 

附：無。 

藏印：「適奠適齋藏書之印」長型硃印。 

板式：無板心，無界欄。紙幅 21.6×33.5 公分。 

各冊封面，左邊墨筆題各詩體名稱(如「五言古詩」)，左邊

題「杜詩」及冊次。 

按：是書不分卷，依詩體為順序：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律詩、

七言律詩、五言排律、七言排律、五言絕句、七言絕句。 

○朝○善《虞註杜律》二卷二冊，唐杜甫撰，元虞集註，朝鮮光武六年(1902，

清光緒二十八)<序>刊本，      D02.2/4453-2 

附：明楊士奇<杜律虞註序>、明楊榮<再序>、明正統八年 (1443)林靖<

三序>、明宣德九年 (1434)胡瀅<四序>、明黃淮<五序>、朝鮮光武

壬寅(六年，1902，清光緒二十八年 )黃泌秀<重刊新序>、<虞註杜

律目錄>。 

藏印：「臼田氏樂□山房藏書之記」、「櫻邨山人」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二行，行二十三字。板框 18.0×22.8

公分。板心上方題「虞註杜律」，魚尾下題「卷之○」及葉碼。 

卷之首行上題「虞註杜律卷之○」，下題「虞文靖公  集伯

生集註」，次行為各類名， 

書籤題「虞註杜律○」，封面內頁墨筆題「丙寅新元買入  金

守氏藏版」，封底內頁墨筆題「金森氏藏版」。 

按：1.是書原訂為「日本刊本」，未注明是何時刊本。黃泌秀<重刊新序

>云：「今池君松旭之重刊也，收拾前人之餘烈，余又何辭而贅

之。然印賣九經綱目，特書韙之以其重學事也。然則刊書行世，

雖仍其舊，不無新功。」序末署「光武壬寅立秋日慎村黃泌秀題

于晹谷之好谷堂」，「光武」乃朝鮮李太王(高宗 )的年號，即李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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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高宗 )六年，時為 1902 年，清光緒二十八年。則是書係池松

旭重刊於李太王高宗六年 (六年，1902 年，清光緒二十八年 )，故

據以重訂為「朝鮮光武六年<序>刊」。 

2.墨筆題「丙寅新元買入」者，當即日本昭和元年 (1926，民國十

五年 )。封面與封底之內頁以韓文報紙糊之，其中一則「每日申

報社黃海支局」的「社告」署「大正十三年 (1924，民國十三年 )

十一月三十日」，此或為藏書者自行貼糊以為補強之用，當時朝

鮮已成為日本的佔領地，故被訂為「日本刻本」。 

○和○善《杜詩偶評》四卷三冊，唐杜甫撰，清沈德潛評，清潘承森校閱，日

本享和三年(1803，清嘉慶八年)官刊本，  D02.2/4453-2 

附：清乾隆丁卯(十二年，1747)沈德潛<杜詩偶評序>、清潘承松<杜詩

偶評凡例>、<杜詩偶評卷一目錄>、<杜詩偶評卷二目錄>、<杜詩

偶評卷三目錄>、<杜詩偶評卷四目錄>。 

藏印：無。 

板式：白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十九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七字。板框 13.7×17.4 公分。魚尾下題「杜詩偶評卷○」及

葉碼。 

卷之首行題「杜詩偶評卷○」，次行上題「長洲沈德潛碻士

纂」，下題「後學潘承松森千校閱」，卷末題「杜詩偶評卷○終」。

卷四末葉題「享和三年 (1803，清嘉慶八年 )刊」。書籤題「官板  杜

詩偶評  ○」。 

按：因書籤題「官板」，卷末題「享和三年」，故據以著錄之。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十六冊，唐韓愈撰，唐李

漢編，宋朱熹考異，宋王伯大音釋，明朱吾弼重編，明汪國楠、

朱家楙、譚昌言、任家相、徐有德、劉遷喬仝校，明馬孟復重閱，

明朱崇沐訂梓，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刊本，  D02.2/4480 

附：明萬曆三十三年 (1605)朱吾弼<韓文考異序>、南宋寧宗慶元三年

(1197)朱熹<韓文考異序>、唐長慶四年 (824)李漢<朱文公校昌黎先

生集序>、<昌黎先生集諸家姓氏>、<韓文考異閱訂姓氏>、<朱文

公校昌黎先生集凡例>、<朱文公校昌黎先生集目錄>(次行題「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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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編集」)、<朱文公校昌黎先生外集目錄>。 

藏印：「梅園書存」方型硃印、「戴顧志鵷捐贈」長型硃印。 

板式：單白魚尾，四邊雙欄。半葉九行，行十八字；小字雙行，行十

八字。板框 15.0×22.3 公分。板心上方題「韓文考異」，魚尾下題

「卷○」及葉碼。 

卷一首行題「朱文公校昌黎先生文集卷之一」(卷二以下題

「朱文公校昌黎先生文集卷之○考異音釋附」)，次行題「宗後學

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重編」，三行題「禮部儀制司郎中婺源汪國

楠」，四行題「松江府通判新淦朱家楙」，五行題「婺源縣知縣長

水譚昌言」，六行題「教諭武昌任家相」，七行題「訓導姑孰徐有

德」，八行題「金陵劉遷喬仝校」，九行題「選貢縣丞長汀馬孟復

重閱」，十行題「文公裔孫庠生朱崇沐訂梓」。 

扉葉右題「朱文

公校正」，左題「宋本

重刊」，中間書名大字

題「昌黎先生全集考

異」。 

按：1.該書藏者曾以「東雅

堂本」校之，於卷

十葉十貼一紙條云

「鍠按此作駚」、卷

十四葉廿一貼紙條

云「李紱巨來與談

方靈皋論學生代齋

郎書」、卷二十二葉

二貼一紙條云「李

紱巨來書茅順甫查

近川書後」、<新書

本傳>葉十六貼一

紙條、外集卷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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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貼一紙條云「李紱巨來書膺作昌黎與大類書後」。 

2.書眉間見墨筆註語，書中間見硃筆句讀與補字。 

《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附錄》一卷十冊，唐韓

愈撰，唐李漢編，明蔣之翹輯注，三徑藏書本，D02.2/4480-1 

附：唐李漢<唐韓昌黎集序>、<讀韓集敘說>、<唐韓昌黎集目錄>、<

唐韓黎外集目錄>、<唐韓昌黎集遺文目錄>、<唐韓昌黎集附錄目>。 

藏印：無。 

板式：無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十七字；小字雙行，行十七

字。板框 14.0×19.3 公分。板心上方題「韓昌黎集」，板心中間題

「卷第○」及葉碼，板心下方題「三徑藏書」。 

各卷首行題「唐韓昌黎集卷第○」，次行題「明檇李蔣之翹

輯注」，卷末題「唐韓昌黎集卷第○終」。 

按：1.卷四缺葉二十六，卷八缺葉三，卷十九缺葉十七，卷二十一缺葉

八。 

2.書中間見硃、墨筆句讀。 

《昌黎先生全集錄》不分卷二冊，唐韓愈撰，清儲欣錄，清吳蔚起參校，

清儲在文、汪誠仝校，清抄本，   D02.2/4480-4 

附：宋歐陽修、宋祈撰<新唐書昌黎先生本傳>、<唐韓昌黎先生集錄目

次>。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雙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至二十三字不

等；小字雙行，行二十至三十字不等。板框 14.4×19.5 公分。下魚

尾上間見葉碼。 

卷之首行題「昌黎先生全集錄」，次行下題「受業吳蔚起豹

文參校」，三行上題「後學宜興儲欣同人錄」，下題「儲在文禮執」，

四行下題「汪誠牧庭仝校」，卷末題「昌黎先生全集錄終」。 

按：1.<目錄>題「唐韓昌黎先生集錄」，卷首題「昌黎先生全集錄」，

收原第一卷賦四篇，原第十一卷雜著九篇，原第十二卷雜著十一

篇，原第十三卷雜著十一篇。 

2.書眉間見評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