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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稿約 

一、本刊以報導東海大學圖書館業務動態為主，包括館藏資源介紹及利用、本館

史料的輯述、館員經驗與業務發展報告、活動概況與側記。提供圖書暨資訊

科學新知、專題書目索引選介、圖書出版訊息(包括書刊與資料庫的選介)、圖

書館界相關訊息。 

二、歡迎各界人士惠賜具有學術價值的文章，來稿請附「註釋」及「參考書目」。 

三、館外人士賜稿，本刊一律匿名委送外審，凡經審查合格者，將個別通知刊載。 

四、來稿一經同意刊載，若欲改投他處者，請先告知，以便撤稿作業。 

五、本刊因經費不足，歉難致贈稿費，惟賜稿一經採用，即贈抽印本十本。 

六、賜稿收件於每月月底截止，稿件請用 word 檔或文字檔，逕寄：libnews@thu. 

edu.tw，或郵寄「東海大學 BOX622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編輯收」，並請惠示

作者簡歷與通訊地址、電話號碼，以便連絡。 

七、本刊同時發行紙本式與電子版兩種，電子版連結方式：由「東海大學圖書館

網頁」連結「本館館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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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錄  

東海大學 94 學年度第 1 學期圖書委員會會議紀錄  

館長室提供 

時    間：94 年 12 月 29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地    點：圖書館良鑑廳 

出席人員：出席委員均冠以「★」標示 

★倪再沁(張燕梅代) ★劉榮賢 ★尹慕群 

★翁育瑄 ★彭文本 ★陳敏華 

★吳超然   川口隆行 (請假)  ★月白樺 

★柯安男 ★丁君毅 ★林哲生 

林良恭 ★陳淑珍 ★陳維燁 

★朱允執 ★蔡禎騰(林麗惠代) ★楊怡寬  

★郭奇正 ★張書文(陳清爽代) ★郭炳宏(石光勝代) 

林財丁(請假) ★曾雅彩 ★徐啟升 

★林秀鳳 ★林雅俐 ★莊文議 

★林盛程 ★溫豐文(蔡麗玲代) ★洪秀芬 

★廖國宏 紀俊臣 ★鄭志成 

★蔡啟源(吳佩瑩代) ★史美強(王慧茹代) ★李信良  

★吳勇初(吳玉梅代) ★歐柏榮 ★陳佩綺 

★李瑞琼 ★林郁華 ★林振東 

★朱正忠(江常利代)   陳毓燕   吳宜霖 

吳端紘   黃崑益 鍾有畯 

  吳旭昱   郭律廷  

列席人員：李專門委員玉綏、楊組長綉美、王組長畹萍、陳組長麗雲

(王淑芳小姐代)、張組長秀珍、黃組長文興、王鑫一先生 

主    席：朱館長延平 

紀    錄：林幸君 

一、確認上次會議記錄：通過 

二、圖書館各組業務報告(已隨議程分送各位委員，不重複印發) 

採編組報告--1.線上推薦，2.舉辦書展 

特藏組報告--1.建造聖殿，2.數位典藏計畫 

參考組報告--1.線上即時參考諮詢服務，2.全國圖書館合作參考服務 

期刊組報告--1.電子資料庫使用狀況，2.學報電子化 

流通組報告--1.系圖連線，2.盤點 

數位資訊組報告--1. 51 台個人電腦汰舊換新，2.圖書館線上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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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案討論  

提案單位：圖書館 

案由：請各系所單位依分配之書刊經費請購圖書、期刊、視聽資

料及電子資源，以不超支為原則，若有超支情況，願意刪

訂期刊或支付圖書館透支金額。 

決議：請各系所單位在訂購期刊清單上註記在超支情況下可刪訂

的五種期刊優先順序，提供圖書館刪訂之依據，或支付圖

書館超支金額。 

四、臨時動議 

提案單位：美術系 

案由：圖書館空間不足，建議規劃新的空間或空間重組。「延長特藏組

開放時間以利全校師生研究之便利」的根本解決之道，是將大陸

出版品比照其它大學圖書館的管理方式，打散移入一般書庫。 

黃組長回覆：大陸出版品交由特藏組管理，有其歷史背景。目前放在

特藏組，是因一般書庫空間使用已趨飽和，無法容納大陸

出版品的移入，並非政治意識型態的戒嚴遺緒。有關大陸

出版品的管理，特藏組沒有定見。 

朱館長答覆：在經費不增加的前提下，圖書館僅能就硬體改善及規劃

軟體服務方面著手。請黃組長評估特藏組室藏資料利用不

便的根本解決之道，在下次圖書委員會提出報告。如有需

要，圖書館可以調派一名館員支援，延長開放。 

五、散會：下午一時三十分 

 

館務工作 

2006 年 1 月館藏電子資料庫的增刪 

期刊組  王畹萍 

2006 年的新年度開始，本館電子資料略有增刪，茲將變動的資料庫名

稱、內容及理由分述於下： 

一、新增的電子資料庫 

(一)EBSCOHost --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說明】本組去年曾針對 EBSCO--ASP & BSP 及 ProQuest--ARL & ABI 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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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問卷調查，結果贊成訂 EBSCOHost 的票數多於 ProQuest，因此

改訂 EBSCOHost，而停訂 ProQuest。 

【訂期】2006/1/1~2006/12/31 

【簡介】Academic Search Premier 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學術性綜合學科資

料庫，提供逾 4,500 種出版品的全文，其中包括逾 3,600 種的同儕

評鑑期刊全文。逾 100 份期刊提供 1975 年以前，或更早的 PDF 存

檔資料；另外，還有逾 1000 種標題，提供可搜尋的引用參考。此

資料庫透過 EBSCO 主機每日更新。 

(二)EBSCOHost -- SocINDEX with Full Text 

【說明】由於社工系的推薦請購，新訂 EBSCOHost--SocIndex with Full Text。 

【訂期】2006/1/1~2006/12/31 

【簡介】SocINDEX with Full Text 為全球最完整、品質最高的社會學研究

資料庫。本索引的特點在於逾 1,300,000 筆記錄，且其主題標題則

來自於一本經由辭典編纂專家所設計、擁有 15,600 條術語之社會學

專門同義詞辭典。SocINDEX with Full Text 收錄 242 種可回溯至 

1895 年的「核心」期刊全文，及 72 種「重要」期刊全文。此資料

庫也包含 547 本書籍及專題論文的全文，以及 6,711 筆會議報告的

全文內容。 

(三)Ulrich＇s Periodical Directory (http://ulrichsweb.com) 

【說明】圖書館為便於查閱期刊的最新價格，以為經費預算的管控，於新

年度請購 Ulrish＇s Periodical Directory。 

【訂期】2006/1/1~2006/12/31 

【簡介】為全球期刊出版目錄，並涵括 Magazines for Libraries 和 Library 

Journal 的書評，可檢索各種定期或不定期出版之期刊，包括學術性

期刊、商業期刊、通訊、報紙、專題論文叢書、電子出版品和線上

期刊等，共收錄過去 70 年由 200 個國家，超過 13 萬家出版社之期

刊資料 29 萬筆。2004 年起開始收錄 Open Access 的期刊，如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PLoS), Biomed Central,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DOAJ)的期刊都涵括在內，並可提供連結至 40,000 餘種電

子資源的期刊目次、摘要或期刊全文；內容每週更新一次。  

二、停訂的電子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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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roQuest ARL(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學術性期刊全文資料庫 

【說明】同「新增(一)EBSCOHost -- Academic Search Premier」之說明。 

(二)SwetsWise 電子期刊資訊服務系統1992-(TOC) 

【說明】基於經費不足，加上使用率偏低，新年度起停訂 SwetsWise。 

 

新增中文期刊目錄  

期刊組  黃國書 

目前期刊的現刊總數有 1229 種，本館自行訂購的僅 379 種，也就是說，

贈送的有 850 種，幾乎佔總數的 7 成。這 7 成的刊物，就須要我們不斷的，

一點一滴的徵集。在徵集得來的期刊中，整理出齊全的，並確認是定期贈

閱的，再行編目、建檔上架。希望我們這樣的用心，能提供給讀者更多的

期刊資料。 

[# ]表示該刊在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影像系統內已有掃描 

新增中文期刊目錄  

筆劃 刊   名 刊期 排 格 期刊編號 訂閱單位 

0 30 雜誌 月刊 16 1 420693   

0 Cheers=快樂工作人雜誌# 月刊 16 2 423704   

2 人文社會學報# 半年刊 16 3 422579   

2 人文集刊 年刊 16 4 424450   

2 人與社會# 年刊 16 5 421620   

4 中文學報# 半年刊 16 7 420901   

4 中台灣醫學科學雜誌# (摘要中文、內容英

文) 季刊 16 8 420906   

4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年報(官書保留 1年) 年刊 16 9 424680   

4 中央信託局年報(官書保留 1年) 年刊 16 10 424771   

4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報# 年刊 16 11 420923   

4 中西文化研究# 半年刊 16 12 422581   

4 中原企管評論# 半年刊 16 13 422583   

4 中國文學研究所集刊(中央大學)# 年刊 16 14 247351   

4 中國醫藥研究叢刊# 年刊 16 15 4708   

4 中華電信工會 半年刊 16 16 42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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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華輔導學報# 半年刊 16 17 247406   

4 內政部營建署新生地開發局年報(官書保留

1年) 年刊 16 18 426469   

4 內政概要(官書保留 1年) 年刊 16 19 245850   

4 內部稽核# 季刊 16 20 423623   

4 公平交易統計年報(官書保留 1年) 年刊 16 21 426392   

4 公證法學 年刊 16 22 420896   

4 水試專訊# 季刊 16 23 424457   

5 史匯# 年刊 16 24 290956   

5 台東大學教育學報 半年刊 17 1 421588   

5 台灣人類學刊# 半年刊 17 2 421590   

5 台灣地區國際收支平衡表季報(官書保留 1

年) 季刊 17 3 425478   

5 台灣地區運輸倉儲及通信業產值調查報告

(官書保留 1年) 年刊 17 4 426608   

5 台灣血液基金會年報 年刊 17 5 423991   

5 台灣政治學刊 # 半年刊 17 6 423647 政 

5 台灣省各縣市稅務統計年報(官書保留 1年) 年刊 17 7 425168   

5 台灣圖書館管理季刊 季刊 17 8 420734   

5 台灣管理學刊# 半年刊 17 9 420890   

5 玄奘法律學報 半年刊 17 10 422660   

5 生死學通訊# 年刊 17 11 423489   

5 生活科學學報# 双年刊 17 12 290929   

5 白沙人文社會學報# 年刊 17 13 423710   

5 石油情報 月刊 17 14 424198   

5 石油勞工 双月刊 17 15 247168   

5 北商學報  半年刊 23 8 427566   

5 立德學報# 半年刊 23 17 423153   

6 成大歷史學報 年刊 17 16 425024   

6 百世教育雜誌# 月刊 17 17 420871   

6 自然科學簡訊# 季刊 17 18 426360   

6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年報 年刊 17 19 426444   

7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年刊 17 20 247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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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術尖兵 月刊 17 21 426366   

7 批判與再造 月刊 17 22 423953   

7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半年刊 17 23 309274 社工 

8 亞太工程科技學報 半年刊 17 24 423131   

8 東亞文明研究通訊 季刊 18 1 424408   

8 東南亞學刊 半年刊 18 2 423716   

8 東師語文學刊 年刊 18 3 246960   

8 東海哲學研究集刊# 不定期 18 4 247170   

8 東海管理評論# 年刊 18 5 284064   

8 東港安泰醫護雜誌# 季刊 18 6 425433   

8 空軍軍官双月刊# 双月刊 18 7 425411   

8 房地產交易價格簡訊(官書保留 1年)(原刊

名有主要都市地區) 季刊 18 8 424535   

8 育達學院學報 半年刊 23 20 419065   

9 金門文藝 双月刊 18 9 420690   

9 南師語教學報# 半年刊 18 10 422758   

9 南華通識教育研究 半年刊 18 11 424413   

9 政治科學季評 季刊 18 12 426361   

9 泉南文化# 年刊 18 13 424415   

9 科儀新知# 双月刊 18 14 247013   

9 風城法音 季刊 18 15 424254   

9 風險與保險 季刊 18 16 425335   

9 飛碟探索 季刊 18 17 424430   

9 原住民青少年雜誌 双月刊 18 18 425861   

9 建國科大學報 季刊 24 10 422884   

10 哲學論集# 年刊 18 19 246354   

10 書香遠傳# 月刊 18 20 420870   

10 氣象學報# 季刊 18 21 246599   

10 海巡統計年報(官書保留 1年) 年刊 18 22 423930   

10 留日情報雜誌 双月刊 18 23 424699   

10 真理財經學報# 半年刊 18 24 426083   

10 財政部財稅資料中心(官書保留 1年) 年刊 19 1 42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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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財訊#    月刊 19 2 246389   

10 閃亮台中 月刊 19 3 424679   

10 耕莘學報*# 年刊 24 14 423116   

11 健康城市學刊-台灣# 半年刊 19 4 422697   

11 商學學報# 年刊 19 5 422573   

11 國研科技 季刊 19 6 423115   

11 國家石材雜誌# 双月刊 19 7 420905   

11 排球教練科學# 半年刊 19 8 425436   

11 教育政策論壇# 半年刊 19 9 423650 教 

11 教育研究集刊# 季刊 19 10 422479   

11 設計研究# 年刊 19 11 424613   

11 野葡萄文學誌 月刊 19 12 420720   

12 創新與管理 半年刊 19 13 422733   

12 創業創新育成# 双月刊 19 14 424670   

12 朝陽商管評論 半年刊 19 15 422732   

12 華岡印刷傳播學報:印刷傳播科技# 年刊 19 16 422888   

12 華岡印刷傳播學報:印刷傳播設計# 年刊 19 17 423300   

12 華岡印刷傳播學報:印刷傳播管理# 年刊 19 18 423299   

12 貿易政策論叢 半年刊 19 19 422566   

12 景文學報 半年刊 24 19 423481   

13 新新季刊 季刊 19 20 245227   

13 會計與公司治理 半年刊 19 21 422699   

13 資訊管理研究 年刊 19 22 424446   

13 農產運銷# 半年刊 19 23 3714   

13 詩網絡 双月刊 19 24 426431   

14 道慈研究 月刊 20 1 245806   

14 嘉大農林學報 半年刊 20 2 422769   

14 嘉義市統計要覽 年刊 20 3 346342   

14 輔仁醫學期刊# 季刊 20 4 421629   

14 銘傳日本語教育# 年刊 20 5 422689   

14 嘉義大學年報 年刊 25 4 42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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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流基金會年報 年刊 20 6 425427   

15 澎技學報# 年刊 25 6 422575   

16 澳門理工學報# 季刊 20 7 421672   

16 親民學報# 年刊 25 10 422882   

16 樹人學報 年刊 25 11 422771   

17 應用外語學報# 半年刊 20 8 422666   

17 戲劇學刊 半年刊 20 9 422578   

19 藝術學# 双年刊 20 10 423911   

19 藝術學報:設計類 半年刊 20 11 420513   

19 藝術學報:綜合類 半年刊 20 12 420504   

20 蘭陽學報# 年刊 25 17 401813   

 

十二月份新增院系中文圖書一覽表 

採編組  陳婷婷製 

單位 冊數  

師資培育中心 668 

美術系 111 

中文系 509 

歷史系 211 

哲學系 315 

會計系 74 

經濟系 36 

社工系 13 

宗教所 52 

 

單位藏書：社工系 2005年 12 月新書通報(中文圖書) 

採編組  陳婷婷製 

登錄號 書名 索書號 

C418657  PhotoImpact 10 影像編輯真 EZ 312.98/2071/2005/ / 

C418658  Photoshop CS 網頁視覺設計應用 312.9837/403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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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18659  統計分析的 SPSS 使用手冊 512.4/1042/2005/ / 

C418660  變異數分析與多重比較的 SPSS 使用手冊 511.2/1042/2005/ / 

C418661  時間數列分析的 SPSS 使用手冊 512.4/1042-02/2005/ 

C418662  多變量分析的 SPSS 使用手冊 511.2/1042-01/2005/ 

C418663  類別分析的 SPSS 使用手冊 512.4/1042-01/2005/ 

C418664  共變異數構造分析的 AMOS 使用手冊 512.4/6005/2005/ / 

C418665  非營利事業財務管理 494.7/4422-01/2005/ 

C418666  輕鬆學網頁設計三合一 312.91695/2070-02/2004/ / 

N063728  輕鬆學網頁設計三合一 312.91695/2070-02/2004/ / 

N063729  PhotoImpact 10 影像編輯真 EZ 312.98/2071/2005/ / 

N063730  Photoshop CS 網頁視覺設計應用 312.9837/4033/2005/ 

 
單位藏書：經濟系 2005年 12 月新書通報(中文圖書) 

採編組  陳婷婷製 

登錄號 書名 索書號 

C238028 大師的軌跡：探索杜拉克的世界 494/1440/1998/ / 

C395638 國家競爭優勢 553.53/1084-01/1996/v.1/ 

C395639 國家競爭優勢 553.53/1084-01/1996/v.2/ 

C395640 全球指數型商品投資與創新 563.5/7734/2002/ / 

C395642 3M:創意之神的企業傳奇 499.52/6020/1999/ / 

C395643 國家競爭優勢 553.53/1084-01/1996/v.2/ 

C395644 國家競爭優勢 553.53/1084-01/1996/v.1/ 

C395645 台灣總體經濟計量模型研討會論文集 552.2832/2655/1996/ / 

C395646 產業分析與競爭策略個案集 553.53/1084/1986/ / 

C395647 香港證券市場投資實務 563.6338/7734/2003/ / 

C395648 競爭策略 553.53/1084-02/1991/ / 

C395649 亞洲金融風暴：世界末經濟危機 561.93/7182/ /1998 六刷/ 

C395650 新國富論：人類窮與富的命運 552.0985/7039/ /2002 十三刷 

C395651 商戰孫子：<<孫子兵法>>的商略研究 494/6045/ /1999 七刷/ 

C395652 槍炮、病菌與鋼鐵：人類社會的命運 541.3/3448/ /2001 十五刷/ 

C395653 中國經濟大趨勢 552.207/7221-01/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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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95654 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 550.184/4423/ /1996 七刷/ 

C395655 公平交易法 587.19/4412/1994/v.1/ 

C395656 公平交易法 587.19/4412/1994/v.2/ 

C395657 
這個不科學的年代！：費曼談科學精神的

價值 
307/5471-101/ /1999 二刷/ 

C395658 紫牛：讓產品自己說故事 496/6094-02/ /2003 十八刷/ 

C395659 美國製造：重獲生產優勢 494.5/3487/1992/ / 

C395660 財務規劃：理論、實際與應用 494.7/7570/1990/ / 

C395661 美國證券市場投資實務 563.652/5747/2002/ / 

C395736 
社會主義國家對外金融制度之演變及現

狀 
550.8/5042/v.111/ / 

C395737 
中共農業生產效率與誘因之研討：實例說

明 
550.8/5042/v.112/ / 

C395738 中共工資制度改革之研究 550.8/5042/v.133/ / 

C395739 資本主義的動力 552.097/1754-02/1994/ / 

C395740 資本主義的未來 552.097/9280/1995/ / 

C395741 農產價格理論與分析 431.26/4224/ /1991 二刷/ 

C399974 一課經濟學 550/0004/2005/ / 

C409887 
三星：第一主義：要做就做到第一，不然

就退出 
484.6/0244/2005/ / 

C409888 淬煉：哈佛菁英給你的激勵 177.2/2030-01/2004/ / 

C409889 經濟學始於佛法式微處 550/2121-02/2005/ / 

C409890 葛林斯班的騙局 565.52/1070/2005/ / 

C409891 資本主義不是什麼 552.097/0831/ / / 

 
單位藏書：宗教研究所 2005年 12 月新書通報(中文圖書) 

採編組  陳婷婷製 

登錄號 書名 索書號 

C395742 基督教思想與 21 世紀 248.2/6023/2001/ / 

C395743 宗教信仰與安寧療護 397.18/4444/2001/ / 

C395744 宗教信仰與安寧療護 397.18/4444/2001/ / 

C395745 婦女與宗教：跨領域的視野 544.5016/4011/2003/ 

C395746 生命教育：倫理與科學 528.59/8760/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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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95747 明師 192.1/9492/2004/ / 

C395748 生命教育：學理與體驗 528.5907/8760/2004/ 

C395749 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 211.4/5480-01/1988/ 

C395750 基督徒 VS.佛教徒 218.1/8713/ /2000 二刷/ 

C395751 下一個基督王國 247.5/4410/2003/ / 

C395752 生命哲學 vs.生命科學 191/7529/2004/ / 

C395753 社會科學論文寫作指導 811.4/5413/1999/ / 

C395754 社會科學論文寫作指導 811.4/5413/1999/ / 

C395755 向真理靠近一步:宗教與神學的思索 242.07/7232/2004/ / 

C395756 當代臺灣本土宗教研究導論 209.23207/1117/2001 

C395757 台灣佛教百年史之研究(1895-1995) 220.92/3197/ /1997 二刷/ 

C395758 覺‧教導的智慧：應用禪式教學 521/8712/ /1993 十七刷/ 

C395759 死亡之謎：解開靈魂的迷思 191.9/9493/2005/ / 

C395760 從傳統到現代 541.5/8094/1986/ / 

C395761 安樂活：活出生命的尊嚴 419.7/8263/2002/ / 

C395762 士兵聖人：巴巴．潔馬爾．辛格 249.6/9492/2004/ / 

C395763 現象學入門 143.67/9330/1988/ / 

C395764 宗教與自決：台灣本土宣教初探 211/4422/1990/ / 

C395765 符號‧神話‧文化 156/2047/1990/ / 

C395766 生命之輪：超越自己的影子 192.1/9493-01/2005/ 

C395767 相對論入門 332.23/1074-01/1967 

C395768 愛與正義：尼布爾基督教倫理思想研究 145.59/7261/2004/ / 

C395769 臺灣宗教閱覽 209.232/4042/2002/ 

C395770 跨世紀宗教與心靈改革 207/8746-01/2000/ / 

C395771 宗教簡介 200/4402/2003/ / 

C395772~ 

C395773 

臺灣地區心理學論著摘要彙編：人格及社

會心理學 
016.17/4664 /v.1~ v.2 1999 

C395774 生死學探索入門 191.9/8099/ /2001 二刷/ 

C395775 生死學探索入門 191.9/8099/ /2001 二刷/ 

C395776 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論文集 536.2107/2819-01/2000/v.3/ 

C395777 標竿人生：建造目的導向的人生 245/5074/2003/ /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52期 

 12

C395778 
聖經和希臘主義的雙重視野：奧利金其人

及神學思想 
141.8/0013/2004/ / 

C395779 全球化與文化 541.2/3040-03/2002/ 

C395780 文化人類學選讀 541.3/4006-01/1977/ 

C395781 古代宗教與倫理：儒家思想的根源 121.2/7540/1996/ / 

C395782 栽培領袖：耶穌會的人才學 248.85/7020/2004/ / 

C395783 解讀上帝的留言：77 則聖經比喻 241.01/4483/2004/ / 

C395784 飛向上帝：乘著音流的翅膀 192.1/9493/2005/ / 

C395785 生命的桂冠：瑜伽研究 411.7/9492/2004/ / 

C395786 
臺灣之子：我的成長歷程、管理哲學和國

家願景  
782.886/7513-101/1999/ / 

C395787 基督宗教研究 240.7/2101/v.2 2000 

C395788 基督宗教研究 240.7/2101/v.1 1999 

C395789 基督宗教研究 240.7/2101/v.1 1999 

C395790 大學與基督宗旨研究 240.16/6023-01/2002 

C395791 
社會調查與分析：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檢討

與前瞻之一 
540.15/0044/1995/ / 

C395792 
社會調查與分析：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檢討

與前瞻之一 
540.15/0044/1995/ / 

N061333 明師 192.1/9492/2004/ / 

 
館藏善本書簡明目錄 --史部．編年類暨紀事本末類  

特藏組  謝鶯興 

編年類Ｂ０２ 

《通鑑釋文辯誤》十二卷四冊，元．胡三省撰，明長洲陳仁錫訂校本，

B02/(o3)4719 

附：宋胡三省丁亥(元至元二十四年，1287)<資治通鑑釋文辯誤序>。 

藏印：無。  

板式：花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字，板框 15.0×21.7 公分，。板心上方題「通釋辯誤」，魚

尾下題「卷之○」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通鑑釋文辯誤卷第○」，次行上題「天台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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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輯著」，下題「長洲陳仁錫訂校」，三行題「通鑑○凡○條」，

卷末題「通鑑釋文辯誤卷第○」。 

按：1.姜亮夫《歷代人物年里碑傳綜表》(陶秋英校，香港中華書局香

港分局，1976 年 5 月港版)載胡三省有二，一字身之，浙江天台

人，生於宋理宗紹定三年 (1230)，卒於元成宗大德六年 (1302)；

一字子唯，沙河人，生年不詳，卒於明神宗萬曆三年 (1575)。<

資治通鑑釋文辯誤序>末題「丁亥春二月辛亥天台胡三省身之

父書」，即宋人，查王學穎《年代對照表》(王學穎，民國 63 年

1 月初版)，丁亥年即在元至元二十四年 (1287)，故據以著錄。 

2.所釋之詞皆用框框標示之，先列「史炤釋文」，再以「余按」辯

之於下。卷三葉五「二年邴原性剛直」條、卷十葉十一「李光

弼」條、卷一一葉十九「賊以千縑」條等之書眉刻有評語。 

3.舊錄「明天啟間(1621~1627)長洲陳仁錫刊本」，核陳仁錫生於明

神宗萬曆九年 (1581)，卒於明思宗崇禎九年 (1636)，是書無牌記

可資證明其刊刻於天啟年間，改題「明陳仁錫訂校本」。  

《甲子會紀》五卷四冊，明．薛應旂撰，明．陳仁錫評閱，明陳仁錫評閱

本，B02/(p)4400 

附：明嘉靖己未(三十八年，1559)許穀<甲子會記序>、<甲子會紀目錄>。 

藏印：無。  

板式：花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八行，行十八字；小字雙行，

行十八字。板框 14.9×21.5 公分。板心上方題「甲子會紀」，魚尾

下題「卷○」、帝王朝代、葉碼及「甲子○」。 

各卷首行上題「甲子會紀卷之○」，次行題「明賜進士前中

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兩京吏禮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次

行題「史官長洲陳仁錫訂閱」。 

按：1.書眉間見刻有各帝王執政時間及評語。  

2.卷一至卷四收甲子七十一，卷五收：「元經會」十二則、「邵子

論」、「黃帝至三代論」、「三皇紀」、「循蜚紀」、「因提紀」、「禪

通紀」、「歷代國都」及「附錄邵康先生觀化詩」十五首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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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未計)。  

《世史類編》四十五卷首一卷十六冊，明．李純卿草創，明．謝遷補遺，

明．王守仁覆詳，明．王世貞會纂，明．李槃增修，明．余彰德

刊本，明萬曆三十二年(1614)馮夢禎<序>本，B02/(p)4027 

附：明萬曆甲辰 (三十二年，1604)馮夢禎<世史便蒙集敘>、明李槃<正

學堂類編世史便蒙集序>、<世史類編條例>、<三皇五帝三王十一

代皇帝相承圖>、<歷代帝王傳授改正有明圖>、<宋朝十三世十八

主圖>、<元朝八世十四主二女后圖>、<歷朝統紀年號目錄>、<歷

代簡略短歌>、<綱鑑新意>、<尊卑定論>、<宋儒志事論>、<昭代

正法>、<姓氏源流>、<脩短記>、<改元記>、<改元評>、<潘氏總

論>。 

藏印：「吳鶚私印」、「友石」方型硃印，「壯學堂」長型硃印、「吳節□」

長型陰文硃印。 

板式：花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分上、下兩欄，上欄半葉之行數不

等，行四字；框 14.5×2.4 公分。下欄半葉十二行，行二十八字；

小字雙行，行二十八字；框 14.5×21.0。板框 14.5×23.4 公分。板心

上方題「世史類編卷之○」，魚尾下題篇名(如「三皇紀」)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新刻世史類編卷之○」「○○編」，卷一之次行

題「臨淄李純卿草創」、「木齋謝遷補遺」，三行題「陽明王守仁

覆詳」、「鳳洲王世貞會纂」，四行題「大蘭李槃增修」、「泗泉余

彰德梓行」，卷末題「新刻世史類○卷終」。 

按：1.卷首收：<世史類編條例>、<三皇五帝三王十一代皇帝相承圖>、

<歷代帝王傳授改正有明圖>、<宋朝十三世十八主圖>、<元朝

八世十四主二女后圖>、<歷朝統紀年號目錄>、<歷代簡略短歌

>、<綱鑑新意>、<尊卑定論>、<宋儒志事論>、<昭代正法>、<

姓氏源流>、<脩短記>、<改元記>、<改元評>、<潘氏總論>。 

2.書中間見硃筆圈點。 

3.舊錄「明萬曆三十二年刊本」，今無牌記可資證明，據卷一之首

葉所載，改為「明余彰德刊本，明萬曆三十二年(1614)馮夢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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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本」。 

紀事本末類Ｂ０３ 

《綏寇紀略》十二卷《補遺》三卷八冊，清．吳偉業纂輯，清．鄒漪原訂，

清．張海鵬重校，清嘉慶九年(1804)初刊，嘉慶十四年(1809)照

曠閣補遺重刊本，B03/(q1)2623 

附：清康熙甲寅(十三年，1674)鄒式金<序>、<四庫全書提要>、<綏寇

紀略目錄>、清嘉慶己巳(十四年，1809)黃廷鑑<識>、張海鵬<後記

>(鈐有「落葉半牀狂□滿屋」方型墨印)。清嘉慶甲子(九年，1804)

黃廷鑑<跋>、清嘉慶甲子(九年，1804)張海鵬<跋>。 

藏印：「白塋印信」、「涇川查氏」、「□日塋印」方型陰文硃印、「查子

穆父秘笈之印」、「幼穆過目」、「少重」、「查氏祉山毛枝」、「古猷

州查子穆藏書印」、「涇川查氏紫藤華館藏書之印」方型硃印、「經

訓堂」橢圓硃印、「麗風閱過」長型陰文硃印、「查氏松森家藏」

長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無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

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3.8×18.6 公分。板心中間題「綏寇紀略卷

○」及葉碼，板心下方題「照曠閣」。 

各卷之首行題「綏寇紀略卷○」，卷一首行下鈐「南軒後人」

長型墨印，次行題「婁東吳偉業駿公纂輯」，三行題「梁谿鄒漪

流綺原訂」，四行題「昭文張鵬若雲重校」，五行為卷名，卷末題

「綏寇紀略卷○終」。 

《補遺》收<虞淵沈>中、下及附紀等三篇，補遺上之首行題

「綏寇紀略補遺上」，次行題「婁東吳偉業駿公撰」，「昭文張海

鵬若雲增訂」。 

扉葉題「綏寇紀略」、「補遺附」。 

按：1.黃廷鑑<識>云：「此書虞淵沈中下二卷附錄一卷，甲子之春若雲

先生既購司成公手稿校梓矣。惜年久紙敝，尾葉全失，復遍訪

虞婁兩地藏家錄本，迄未獲再見。余向聞許加八兼家藏有舊抄，

值其遠滯京邸，無由問借。今春許君旋里相訪，握手後，首詢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52期 

 16

此書。君欣然借與長夏，重將刊本，再校復改正脫誤五十餘字，

補尾葉脫文四百七十四字，此書至是始無遺憾。距刊書之歲又

閱六載矣。」序撰於嘉慶十四年 (1809)，甲子即嘉慶九年 (1804)。

若雲先生即張海鵬，生於清乾隆二十年 (1755)，卒於清嘉慶二

十一年 (1816)。 

2.書中間見墨筆圈點，書眉間見墨筆評語。 

3.卷八末葉墨筆題：「辛未春王正月二十有八日閱一過時汝舟吳生

隨讀甫入學午睡覺並記誌於直隸栢署」，鈐有「祉公閱過」長型

硃印。 

4.補遺下張海鵬<跋>之末葉墨筆題：「道光壬寅春三月宣州旅館閱

一過子穆記」、「同治辛未春王正月直隸柏署閱一過幼穆□記」。 

 
訊息 

東海大學圖書館大事記 

民國 94 年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12.01 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在良鑑廳舉辦「Compustat RI Web 資料庫」

展示說明會，由漢珍數位圖書公司江紀祖小姐主講，有管院師生 26

人參加。 

12.05 至 23 日，本館電子資料庫「ISI Web of Science」舉辦有獎徵答活動，

至http://www.csis.com.tw/2005_THOMSON/index.html登錄，並回答問

題，即有機會得 iPod shuffle 與 iPod nano 等獎品，團體冠軍可得五仟

元獎金。 

12.05 數位資訊組提供館內網路印表機給各組同仁使用。 

12.07 下午，校長蒞臨聽取館長簡報圖書館概況及未來的發展。 

12.08 館長室轉發人事室製作之「94 學年度教職員工名錄」。 

上午 11 時至 12 時，在資訊素養室舉辦「台經院產經資料庫」教育訓

練，中台經院姚世驊主任主講，有管院師生 4 人參加。 

12.09 傳技工公司翁工程師於下午 1 時 30 分起進行 T2 系統維護，下午 3

時 30 分系統恢復正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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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下午，館長室李玉綏專門委員參加在學生活動中心舉行的師生聯誼

餐敘。 

12.17 採編組陳淑慧小姐參加在國家圖書館舉辦的「中國圖書館學會 2005

年年會」。 

12.20 上午 9 時 30 分至 12 時，九如江記圖書公司在地下室良鑑廳舉辦 2006

年「Oxford Online-牛津大學線上數位出版品」說明會，由牛津大學

出版社行銷主管 MS Amita Joyce 主講。 

12.21 流通組賀新持先生參加朝陽科技大學圖書館舉辦之「2005 年中部大

學院校圖書館聯盟聯席會」。 

12.26下午 1時 30分至 4時 40分，於良鑑廳與金珊資訊公司合辦「Information 

Rediscover-資訊利用再發現」研討會，由於數位資訊科技的革新改變

了圖書館，也改變了資訊的傳遞模式。科技使得資訊的傳遞更加的

迅速方便，也讓資訊更加的多元化；但過多的資訊，不但容易引起

使用者的資訊焦慮，另一方面，習慣於道統資源利用模式的結果，

也容易造成資源的分散、被忽略、而乏人問津。為了能夠更有效率

的應用資源，我們必須改變應用資源的模式經由恰當的工具、透過

多元的分析、改變呈現的模式、整合傳播的平台找出隱藏的資源，

讓它們重新被發現、再利用，才是對待數位資訊的新模式。館長於

會中主講「網路學習新科技」，靜宜大學圖書館姜義臺組長主講「圖

書館電子資源整合服務」，Mr. Chris Lau / Regional Manager, Asia, R. R. 

Bowker 主講「怎樣能更全面、更準確去評估分析期刊館藏及出版商

的資料庫」等專題。共有 18 個單位 39 位圖書同業參加，本館採編組

林靖文小姐參加此次盛會。 

12.29 上午 9 時，在館長室召開組長館務會議。 

中午 12 時，在良鑑廳召開「94 學年度第 1 學期圖書委員會會議」，

本館各組先行業務報告，會中討論圖書館提案「各系所單位依分配

之經費請購，以不超支為原則，若有超支則願意刪訂期刊或支付圖

書館透支的金額」，美術系提案「圖書館空間不足，建議規劃新的

空間或空間重組。『延長特藏組開放時間以利全校師生研究之便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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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解決之道，是將大陸出版品比照其它大學圖書館，打散移入

一般書庫」。 

 

95 年寒假圖書館開館暨各項服務時間表(1/19~2/19) 

館長室提供 

日

期 

星

期 

1~4 樓

開館時

間 

借還

書櫃

台 

四樓

特藏

光碟微

縮影資

料室 

電子

教學

室 

自修

閱覽

室 

備  註 

一 

| 

五 

08:00 

| 

17:00 

08:30 

| 

16:30 

08:00

| 

17:00

08:30 

| 

16:30 

09:00

| 

17:00

1/19 

| 

1/25 

六 

| 

日 

不開放  

08:00

| 

21:00

平日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 

13:30~17:00 

1/26 

| 

2/8 

不開放  春節假期  

2/9 

| 

2/12 

一 

| 

五 

08:00 

| 

16:00 

08:30 

| 

15:30 

08:00

| 

15:00

08:30 

| 

15:30 

09:00

| 

16:00

 六 

| 

日 

不開放  

08:00

| 

21:00

寒假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 

14:00~16:00 

2/13 

| 

2/19 

一 

| 

五 

08:00 

| 

17:00 

08:30 

| 

16:30 

08:00

| 

17:00

08:30 

| 

16:30 

09:00

| 

17:00

 六 

| 

日 

不開放  

08:00

| 

21:00

平日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 

13:30~17:00 

2/20

起 

一 08:00 

| 

21:30 

08:30 

| 

21:00 

08:00

| 

17:00

週一

| 

週五

08:30 

| 

21:00 

09:00

| 

17:00

08:00

| 

23:00

恢復學期開

館時間 

※ 2/13(一)上午 8~10 時為單位清潔日，圖書館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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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四學年度師生聯誼餐敘 

關於圖書館問題的答覆 94.12.12 

館長室提供  

一、單位藏書(如通識中心的行政藏書)學生是否可借閱？電子資料室的資

料僅限於館內使用，但有時為了報告得要借出研究，是否能改善？ 

答：經詢問「共同學科暨通識教育中心」圖書管理人員游麗瑾同仁，答覆

如下：該中心藏書僅供該中心專任教師使用，並不提供學生及非該中

心之教師使用。 

電子教學室內資料有限，為服務大多數師生，故無法提供借出服

務，然未來一年內圖書館將建置隨選視訊(VOD)系統，屆時師生皆可

透過網路直接在電腦上享受服務。 

二、圖書館讀書位燈管常見不亮、閃爍及缺燈管是否能改善？ 

答：本館將加強巡視並將損壞燈具報請總務處修繕。也請同學將燈管不亮

之閱覽桌位置及編號告知本館借還書櫃台以便加速處理。 

三、法律相關書籍已因近年修法有新版本，是否能由卓越計畫經費購置以

嘉惠法律相關科系同學？ 

答：圖書館已連繫法律系，請其就相關經費申請管道，購置新版本法律相

關書籍。 

四、圖書館電腦太老舊是否能改善？ 

答：本館已申請 51 部新電腦，預計 94 年 12 月底可汰舊更新。 

五、電子資料室的館藏不方便查詢，能否改善？ 

答：請見本館網頁http://www.lib.thu.edu.tw/resource/av.htm 電子資源→電子

教學室→音樂類及相關領域資料查詢指引，如仍有問題，請於開放時

間內(週一至週六 9:00~17:00)親洽電教室工作人員，服務電話為 

23590121 分機 2714。 

六、圖書館自習室（B1）已漏水多時，何時能修好？ 

答：已向總務處提出修繕申請，據總務處估計，將於本年度寒假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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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傅增湘與《四部叢刊》 

僑光技術學院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趙惠芬 

一、前言 

《四部叢刊》是近代著名的善本叢書，張元濟輯，商務印書館影印出

版。所謂的「叢書」，就是把多種書聚在一起，成為另一種書。《四部叢

刊》收錄書籍舉凡經、史、子、集之書皆在其中，其編輯旨趣，張元濟在

＜印行四部叢刊啟＞說： 

睹喬木而思故家，考文獻而愛舊邦，知新溫故，二者並重。自咸

同以來，神州幾經多故，舊籍日就淪亡；蓋求書之難，國學之微，

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上海涵芬樓留意收藏，多蓄善本，同人慫恿

影印，以資津逮；間有未備，復各出公私所儲，恣其搜覽，得於

風流闃寂之會，成此《四部叢刊》之刻，提挈宏綱，網羅巨帙，

誠可云學海之鉅觀，書林之創舉矣！1 

可知張元濟是以保存中國數千年文明為己任，充分表現出知識分子以文化

報國的胸襟，並因而得到公家圖書館與私人藏書家的鼎力支持，竭盡所儲，

完成此一宏觀鉅製。 

這套叢書刊行之後，學者評價甚高2，皆樂為引據，後人對此套書的評

價亦高，以《四部叢刊》為研究主題的書籍或論文3，皆盛讚張元濟將珍貴

                                                 
＊ 本文為僑光技術學院九十二年度提昇師資專題研究獎助案，編號 92A-090。 
1 張元濟撰 ＜印行四部叢刊啟＞，見《四部叢刊書錄》（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年），頁 1。 
2 茲引日人武內義雄之文以為參據，見＜說四部叢刊＞，支那學第 1卷第 4號：「《四
部叢刊》實為中國空前之一大叢書，全部冊數有二千餘冊之多，非以前叢書可比。

即其選擇之大標準，亦與向來叢書全然不同。所收之本，悉為吾輩一日不可缺之

物，如經部收《十三經單注本》及《大戴禮記》、《韓詩外傳》、《說文》等，史部

收《二十四史》、《通鑑》、《國語》、《國策》。而如同一普通之叢書 ，如《通志堂

經解》、《經苑》、《正續皇清經解》、《九通》、《全唐文》、《全唐詩》等，則一切不

采。尤可注意者，選擇原本，極為精細。于宋元明初之舊刻，或名家手校本中，

務取本文之尤正確者。並即其原狀影印，絲毫不加移易。故原書之面目依然，而

誤字除原本外，決無增加之慮。」 
3 見本文之參考書目，以吳柏青撰，《張元濟及其輯印四部叢刊之研究》（東吳大學



文稿 

 21

古籍化為萬千書種流傳之功。筆者多年前撰寫的碩士論文《傅增湘藏書研

究》，亦曾整理傅增湘提供做為《四部叢刊》刊印底本的書籍，今再將塵

封已久的資料重加論述，希望能藉此揭示對《四部叢刊》印行頗有貢獻的

學者--傅增湘。 

二、張元濟與《四部叢刊》 

《四部叢刊》的主編者張元濟，字筱齋，號菊生，一作鞠生，浙江省海

鹽縣(舊隸嘉興府)人。生於清同治六年 (1867)十月二十五日。西元一九五九

年八月十四日病逝於上海，享年九十三歲。張元濟與輯印古籍的緣份，從光

緒二十八年 (1902)應夏瑞芳之邀擔任商務印書館編譯開始，其後歷任編譯所

所長、商務印書館經理、監理、董事長。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五十年當中，張

元濟致力於文化的傳播，由於深知搜求、收藏古籍和編輯、印刷之間的緊密

關係，因此先後創辦涵芬樓和東方圖書館，廣事搜羅古籍，再加上與繆荃孫、

傅增湘等藏書家結交後，時而切磋目錄版本之學，鑑賞古籍的功力日深，眼

界亦更加開闊。商務印書館在張元濟的主持之下，從民國五年 (1916)影印《涵

芬樓祕笈》(其中有些是排印本)開始，又連續輯印了《四部叢刊》、《續古

逸叢書》、《道藏》、《續道藏》、《道藏舉要》、《學津討原》，選影《宛

委別藏》、《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元明善本叢書》、《四庫全書珍本

初集》等大部書。除《學津討原》據清張氏刊本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據文淵閣本影印外，其餘諸種，都是精選宋元明舊槧；而沒有舊刊本的，也

大都是經過精選的影鈔、精校精刊的本子。其中《四部叢刊》及其續編、三

編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續古逸叢書》諸種，都是由他親自選擇、校定、

整理付印的，至於採集書籍的原則，則是＜印行四部叢刊啟＞4中所提及的

「四部之中家弦互誦之書」、「保存原本」、「類多秘帙」、「所求之本具

于一編，省時省事」等要點，也就說張元濟輯印的《四部叢刊》是爰舉四部

之中實用常備的書目，搜求宋元罕傳之本，且經詳細考證版本、精確校勘錯

訛，同時以石印法印成具備「冊小便於庋藏，字大則能悅目」、「版型紙

                                                                                                                         
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88年 5 月）最為全面且詳細。 

4 張元濟撰＜印行四部叢刊啟＞，見《四部叢刊書錄》（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年），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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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劃一美觀」等優點的「價廉」叢書。 

《四部叢刊》先後輯印了三次，分別以《初編》、《續編》、《三編》

為名。《初編》從民國八年 (1919)開始輯印，到民國十一年 (1922)全部出版，

共收書三百二十三種；民國二十三年 (1934)輯印《續編》，收書計七十七

種；民國二十五年 (1936)，輯印《三編》，收書計七十一種，另《四編》

則只印行了一小部分。由於張元濟本身即為版本及印刷專家，又常與海內

外藏書家交往密切，當登高一呼輯印《四部叢刊》時，便得到相當的奧援，

各家珍藏盡出，皆為一時之選，「以初編為例，即有宋本三十九，金本二、

元本十八，影宋寫本十六、影元寫本五、校本十八、明活字本八、高麗舊

刻本四、釋道藏本二，餘皆明清精刻5」；所根據的底本，除涵芬樓的藏書

外，尚包括海內外圖書館和國內藏書家所藏的珍本，例如：烏程劉氏「嘉

業堂」、常熟瞿氏「鐵琴銅劍樓」、長沙葉氏「觀古堂」、江陰繆氏「藝

風堂」、無錫孫氏「小淥天」、江安傅氏「雙鑑樓」、烏程張氏的「適園」、

烏程蔣氏的「密韻樓」、平湖葛氏的「傳樸堂」、上元鄧氏的「群碧樓」、

南陵徐氏的「積學齋」、閩縣李氏的「觀槿齋」、秀水王氏的「二十八宿

研齋」、常熟歸氏的「鐵網珊瑚人家」及江南圖書館(後改為江蘇省立國學

圖書館)、國立北平圖書館、日本的靜嘉堂文庫等6。 

三、傅增湘與《四部叢刊》 

在所有的海內外學者專家都盛讚張元濟對這套書的功勞之時，往往也

忽略了其他參與者為這套書所付出的努力，傅增湘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傅增湘，字叔和，晚字沅叔，號潤沅，別號雙鑑樓主人、藏園居士、

藏園老人、書潛、薑奄、長春室主、清泉逸叟、西峰老農。清同治十一年

                                                 
5 見張元濟撰＜印行四部叢刊啟＞，見《四部叢刊書錄》（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年），頁 1。 
6 參見武內義雄撰＜說四部叢刊＞，支那學第 1卷第 4號，轉引至葉德輝《書林餘

話》（瀋陽：遼寧教育出版社，1998 年）卷下，頁 280至 281：「（前略）甄采之

材料，則以商務印書館年內搜集珍祕之涵芬樓藏本為主，餘則自江南圖書館、北

京圖書館、常熟瞿氏鐵琴銅劍樓、江安傅氏雙鑑樓、烏程劉氏嘉業堂、江陰繆氏

藝風堂、無錫孫氏小淥天、長沙觀古堂、烏程蔣氏密韻樓、南陵徐氏積學齋、上

元鄧氏群碧樓、平湖葛氏傳樸堂、閩縣李氏觀槿齋、海鹽張氏涉園、德化李氏、

杭州葉氏等，名家祕笈，選擇采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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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十月九日(舊曆九月初八日）生於四川瀘州江安縣，卒於民國三十

八年 (1949)。清光緒二十四年 (1898)進士，歷任翰林院編修、國史館協修、

貴州學政、直隸道員、直隸提學使、京師女子師範學堂總理等職，民國以

後並擔任王士珍、段祺瑞、錢能訓等內閣教育總長、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

長等職。 

傅增湘為人平易，交游多為國內文壇書林的著名學者和藏書家。時與

同好沉醉於孤本秘笈的賞奇析異之中，張元濟、楊守敬、沈首植、莫棠、

徐乃昌等藏書賞鑑名家皆為其好友；或獨自徘徊於廠甸冷攤中，搜奇覓古，

曾多次遍走蘇、杭、寧、越各地，訪求古書，曾為了買明翻宋本《春秋經

傳集解》和明鈔本《雲臺編》，誤了船期，弄到連隨身盤纏、衣服都不得

不向朋友借貸的窘況。 

傅增湘生平聚書二十萬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鈔、精槧，編撰有《雙鑑

樓善本書目》、《雙鑑樓藏書記》、《雙鑑樓藏書續記》及《藏園群書題

記》、《藏園群書經眼錄》、《雙鑑樓藏書雜詠》等目錄版本學專著7，而

丹鉛餘暇，亦選勝登臨，並不時訪求未曾見於記載的碑碣題詠，考定各種

邑勝地志的謬誤，撰成游記十多篇。傅增湘是近代著名的藏書家、版本目

錄學家和刻書家，周松齡說： 

傅增湘是我國近代的藏書家兼學者，一生專精古籍目錄版本、校

勘之學，聞見博洽，收藏宏富，黯熟古書源流，精於鑑別版本，

所撰群書題記，探賾索隱，糾謬拾遺，多發前人所未發⋯⋯，近

代學人，褶若群星，在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的領域裏，傅增

湘無疑是一位較有影響的學者8。 

袁同禮說： 

今日藏書家如江安傅氏⋯⋯均足與瞿、楊之藏相發明9。 

                                                 
7 傅增湘另有《藏園續收善本書目》四卷、《雙鑑樓珍藏宋元本祕本目錄》、《雙鑑

樓主人補記莫氏知見傳本書目》四卷、《藏園序跋集錄》、《藏園東游別錄》四卷、

《藏園校書錄》四卷、《藏園校記》、《藏園日記鈔》二卷等書為稿本未刊行。 
8 見周松齡撰＜傅增湘對古籍整理的貢獻＞，《四川圖書館學報》1983年第 2期，

頁 78。 
9 袁同禮撰＜清代私家藏書概略＞，《圖書館學季刊》第 1卷第 1期，民國 15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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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余嘉錫說： 

藏園先生之於書，如貪夫之隴百貨，奇珍異寶，竹頭木屑，細大

不捐，手權輕重，目辨真贗，人不能為毫髮欺，蓋其見之者博，

故察之也詳。⋯⋯至於校讎之學，尤先生專門名家。平生所校書，

於舊本不輕改，亦不曲循，務求得古人之真面目，⋯⋯至於宋之

劉原父、岳倦翁，清之何義門、顧千里，未能或之先也10。 

以上三位都對傅增湘有極高的評價，余嘉錫並評論傅增湘所撰之《藏園群

書題記》： 

所作藏書題記，於版本、校讎二者，自道其所得，實能開自來目

錄家所未有。以先生書與四庫提要合而觀之，而後隋志所稱劉向

校書論其旨歸，辨其訛謬者，義乃大備。此豈他藏書家徒以收藏

賞鑑名者所能企及者哉11。 

除了藏書豐富外，傅增湘亦不祕惜自私，他堅持藏書致用的原則12，

所藏之書「手校者十居八九，傳播者十居四五13」，曾自刊《蜀賢叢書》

十二種、《雙鑑樓叢書》十種、影印唐孔穎達《周易正義》十四卷、漢揚

雄《方言》十三卷、宋司馬光《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宋王應麟《困

學紀聞》二十卷、元佚名《南臺備要》一卷《烏臺筆補》一卷、唐皇甫湜

《皇甫持正文集》六卷、清朱錫庚《朱少河雜著稿本》、《公孫龍子》三

卷、《尹文子》二卷、舊題程本《子華子》十卷、漢黃石公《黃石公素書》

一卷、宋陸佃《鶡冠子解》三卷等書，又主動提供藏書給商務印書館輯印

的《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續古逸叢書》或朱祖謀、董康、

徐世昌、陶湘、張芹伯、吳昌綬、王大隆等人刊印流傳，較諸其他扃鑰甚

密的藏書家的表現，實不可同日而語。 

                                                                                                                         
月，頁 38。 

10 余嘉錫序言，見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續集》，民國 27年藏園自刊本。  
11 余嘉錫序言，見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續集》，民國 27年藏園自刊本。   
12 傅增湘曾於《藏園居士六十自述》一文提到，一些藏書家懂得讀書和鑑別，卻將

書籍束諸高閣、吝惜流通，以致造成部分典籍散亡，因而感慨的說：「此其人既

以多藏是懼，遂不恤與古人為仇，雖謂之藏書而書亡可也。」傅增湘堅持藏書致

用的原則或本諸於此。 
13 見傅增湘撰《藏園居士六十自述》，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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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張元濟傅增湘論書尺牘》14中得知，傅增湘與張元濟交往較深時

當在張元濟任職商務印書館之時，由於兩人皆嗜古耽書，時常書信往返討

論版本搜羅與賞鑑之事，傅增湘深深認同張元濟傳播古籍的主張，所以，

當張元濟號召各方人士刊印《四部叢刊》時，傅增湘除提供個人藏書外15，

更義不容辭的為其在各藏書家之間奔走協調，訪求善本，協助張元濟選擇

善本、研討版本優劣，也負責校勘的工作，謝國楨在＜叢書刊刻源流考＞

一文對兩人合作的情形，有以下說明： 

菊生先生所編《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搜討極見矜

慎，一字之微，亦必經審核而後寫定，凡經鏤板，因不愜意而棄

置者不知凡幾。如《遼史》鉤魚之習，後人誤為釣魚，字見元刊，

而後其疑始晰，見於所撰《校史隨筆》；而其所刊各書，取去予

奪，江安傅先生之力為尤多云16。 

今查檢《傅增湘張元濟論書尺牘》、傅增湘編撰的目錄書及《四部叢刊書

錄》等，得知傅增湘提供給商務印書館印製的《四部叢刊》底本，計《初

編》二十部、《續編》三部和《三編》八部。以下略述各書的版本大要： 

(一)《四部叢刊初編》 

1.《方言》十三卷 

漢揚雄《方言》十三卷。宋慶元尋陽郡齋刊本。原書半葉八行，行十

七字，注雙行同，白口，四周雙欄，版心上記大小字數，下記刻工姓名。

前錄郭樸序、慶元庚申會稽李孟傳序、東陽朱質序。 

按：據傅增湘於《藏園群書題記》記載，是書為盛昱遺書，傅增湘以

二百金得之正文齋書估譚篤生17。是書傅增湘亦收入於自刊的《蜀賢叢書》

十二種中18。 

                                                 
14 傅增湘、張元濟撰《傅增湘張元濟論書尺牘》（北京：商務印書館，1982 年）。 
15 武內義雄撰＜說四部叢刊＞，支那學第 1卷第 4號，轉引至葉德輝《書林餘話》

(瀋陽：遼寧教育出版社，1998 年)卷下，頁 280至 281。  
16見謝國楨撰＜叢書刊刻源流考＞，收錄在《中國圖書文獻學論集》（台北：明文

書局，民國 72年），頁 572。 
17 見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初集》，民國 32年企轔軒刊本，卷 1，頁 14至 19。 
18 見周松齡，＜傅增湘對古籍整理的貢獻＞，《四川圖書館學報》1983 年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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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越絕書》十五卷 

    本書張元濟原擬用萬曆本，因太為習見而改以傅增湘藏明萬曆三十三

年張佳胤雙柏堂刊本19替代。張佳胤雙柏堂刊本，半葉八行，行十七字，

版心下方有「雙柏堂板」四字，前嘉靖三十三年 (1554)白馬令西蜀張佳胤

刻書序，後有嘉定庚辰徐丁黼跋。本書首行題「越絕書」，次行頂格題「越

絕外傳本事第一」，有龔自珍跋。 

    按：原書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五四五六。 

3.《大唐西域記》十二卷(卷一、六抄配) 

    宋刊梵夾本。原版每開十二行，行十七字。 

4.《中論》二卷 

明嘉靖四十四年 (1565)杜思刊於青州府資深堂。半葉八行，行十六字，

白口，左右雙邊。每卷首行書名下有「四明薛晨子熙校正」一行，前嘉靖

乙丑青州知府四明杜思序，次徐幹序，次曾鞏校書序。後有紹興石邦哲記

二行，至治陸友記八行，都穆弘治壬戌刻書跋，謂為吳縣生員黃華卿紋所

刊。 

按：原書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一四二。 

5.《顏氏家訓》二卷 

明嘉靖十二年 (1533)甲申傅鑰刊夲。半葉十行，行二十字。每卷次行題

北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三行題明蜀榮昌後學冷宗元校。首嘉靖甲申張璧

序。高安朱軾朱筆評點。鈐有錢萬逵印、鴻序堂印。 

6.《白虎通德論》十卷 

本書原採用繆荃孫所藏之元本，因多爛版描修之跡，張元濟乃改用傅

                                                                                                                         
頁 87：「此套書由缪荃孫監刊，陶子麟刻梓，民國二十六年(1937)全部刻成，因
無力刊行，只印刷少量樣書餽贈同好，書版於民國四十六年(1957)捐贈給四川省

文化局。」另據傅增湘孫傅熹年先生寄給筆者的＜藏園居士六十自述＞一文，空

白處註記：「該書書版已焚毀。」另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9 年 9月)後所附之《雙鑑樓藏書雜詠》＜題宋一經堂本漢書司馬相如

傳＞條，頁 1021，亦曾提及《方言》一書曾由董康寄至日本小林忠治處，委請

以珂羅版印製百部。」 
19 見傅增湘、張元濟撰《傅增湘張元濟論書尺牘》（北京：商務印書館，1982 年），

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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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藏元刊初印本20。 

7.《西京雜記》六卷 

明嘉靖三十一年 (1552)孔天胤刊本。半葉十一行，行二十字。前有嘉靖

三十一年 (1552)壬子孔天胤刊書序。 

按：據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錄》所記得知：此本為天一閣佚書，傅

氏甲寅秋獲之南中21。 

8.《山海經傳》八十卷 

明成化四年 (1468)北京國子監刊本。半葉九行，行十八字，注雙行同，

大黑口，三魚尾，四周雙欄。目錄首行題「山海經目錄十八卷」，下雙行

題「本三萬九百十九字，注二萬三百五十字，總五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字」。

次行題「南山經第一」，下注「本若干字，注若干字」，以下至第十八卷

皆同，後列劉秀校上奏。 

按：原書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一一三五四。 

9.《曹子建集》十卷 

明長洲徐氏銅活字印本。半葉九行，行十七字。白口22，左右雙欄。卷

一至四賦，五、六詩，七至十文。首行題「曹子建集卷幾」，次行題「魏

陳思王曹操撰」。 

按：據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錄》所記得知：此書出曲阜孔氏，張瘐

樓於丙辰重五日為傅氏收之23。 

10.《稽中散集》十卷 

明嘉靖四年 (1525)黃省曾南星精舍本。半葉十一行，行二十字，白口，

左右雙欄，版心有南星精舍四字。 

按：據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錄》所記得知：此書舊藏莫棠處，後歸

                                                 
20 見傅增湘、張元濟撰《傅增湘張元濟論書尺牘》（北京：商務印書館，1982 年），

頁 160。 
21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錄》（北京：中華書局，1983年 9 月），頁 787。 
22 此書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錄》（北京：中華書局，1983年 9 月），頁 989，記
「細黑口」，然經筆者核查，實為「白口」，故改之。 

23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錄》（北京：中華書局，1983年 9 月），頁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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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寒雲，己未十月丁福保為傅氏收之24。原書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六九八一。 

11.《幽憂子集》七卷 

明崇禎張燮刊本，刻於閩中漳州。半葉九行，行十八字，前有曹荃序25。 

12.《唐元次山文集》十卷《拾遺》一卷 

半葉十行，行二十字，黑口，四周雙欄。本書首葉標題後題「贈禮部

侍郎元結著」「翰林院編修湛若水校」「太保武定侯郭勛編」三行。目錄

四葉為嘉慶戊午冬十一月孔繼涵手鈔。鈐有詞人葒谷印26。 

      按：原書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二五四三。 

13.《皎然集》十卷 

    影宋精鈔本。半葉十一行，行二十字，單魚尾，白口，左右雙欄。首

于顒序。首行題「晝上人集卷第幾」，次行題「吳興釋皎然」，魚尾下記

「皎然集卷幾」及葉次。 

14.唐《李義山詩集》六卷 

    明嘉靖二十九年 (1550)毗陵蔣氏刊本。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單白魚

尾，白口，左右雙欄。無序跋。首行題「唐李義山詩集卷之幾」，次行題

「太子博士李商隱義山」。鈐有「野□所藏」「長陵仲子」「汪士鐘藏」

「從吾所好」等印記。 

15.《浣花集》十卷《補遺》一卷 

    明江陰朱子儋刊本。半葉十行，行十六字，單魚尾，白口，左右雙欄。

前有韋莊浣花集序，版心下標「綠君亭」，欄外有「江陰朱氏文房」六字，

另有孫毓修識語：「浣花集明朱子儋跋雲其弟藹嘗為作序，今不存，茲以

毛氏綠君亭本補之，補遺及子儋跋文又從之鈔本補得」。首行題「浣花集

卷第幾」，次行郡望題「杜陵韋莊」。  

16.宋《林和靖先生詩集》四卷《補》一卷 

    影鈔明黑口本。半葉十行，行二十字，細黑口，單魚尾，左右雙欄。

                                                 
24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錄》（北京：中華書局，1983年 9 月），頁 991。 
25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錄》（北京：中華書局，1983年 9 月），頁 1005。 
26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錄》（北京：中華書局，1983年 9 月），頁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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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心下記「林先生詩」，前後無序跋。卷二標題作「重刊西湖」四字。 

按：傅增湘云：「此書紙舊墨渝，艱於攝影，陶湘乃影寫一本付刊27」，

故今日所見無藏印。 

17.《後山詩注》十二卷 

    朝鮮古活字本。半葉九行，行十六字，注雙行，白口，雙魚尾，四周

雙欄。版心題「後山幾」。首彭城陳先生集註魏衍撰，後附政和丙申元城

王雲題。次任淵序，次目錄，年譜附。卷末弘治丁巳石淙楊一清跋。鈐有

「養心窩」「忠信□敬」等印。 

18.《范德機詩集》七卷 

    影元鈔本。半葉十一行，行二十字，細黑口，雙魚尾，四周雙欄。版

心題「範詩幾」，書名大字佔雙行，卷首題「臨川葛雝仲穆編次」，「儒

學學正孫存吾如山校刊」，綱目後有「至元庚辰良月益友書堂新刊」兩行。

有秦恩復、蔣西圃藏印。 

19.《唐文粹》一百卷 

    張元濟《涉園序跋集錄》＜重印四部叢刊刊成記＞云：「前用元刊，

因多漫漶，今改用明嘉靖徐火勃刊本，而補以宋本之校勘28」。 

20.《東維子文集》三十卷《附錄》一卷《校補》一卷 

    按：據民國十六年一月九日傅增湘致張元濟信函29，後附書單有張元

濟批注，論及《東維子文集》一書，原採用舊抄本，然誤脫極多，擬錄傅

增湘據洪武本、校本校勘的校記於書後。 

(二)《四部叢刊續編》 

1.《龍龕手鑑》四卷 

宋刊本。半葉十行，行大小三十字，白口，左右雙欄，單魚尾，版心

上記字數，下記刊工姓名。有徐手跋。武林高瑞南藏書。 

2.《棠陰比事》二卷  

影元鈔本。半葉九行，行十八字，花口，單白魚尾，版心下方記字數。

                                                 
27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續集》，民國 27年藏園自刊本，補遺，頁 11。  
28 張元濟撰《涉園序跋集錄》＜重印四部叢刊刊成記＞，頁 181。 
29《張元濟傅增湘論書尺牘》（北京：商務印書館，1982 年），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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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莆田劉殔序，四明桂萬榮自序，又後序，張虙後序。鈐有「世宋陳編之

家」、「老屋三間賜書萬卷」、「歙西長塘鮑氏知不足齋藏書印」、「蕭

江書庫藏書靈鶼閣夫婦所藏書畫」、「江建霞」等印記。 

3.《北山小集》四十卷 

影宋鈔本。半葉十行，行二十字，細黑口，單魚尾，四周雙欄。前葉

夢得序，次鄭作肅序。首行題「北山小集卷第幾」，次行題「信安程俱」。

鈐有張蓉鏡諸印。 

(三)四部叢刊三編 

1.《新唐書糾謬》二十卷 

明趙開美校刊本。版匡高十九公分，寬十三公分。半葉九行，行十八

字，花口，單白魚尾，四周單欄。前有吳縝序。次糾謬表、吳元美跋。每

卷後記「海虞趙開美校刊」一行，後有紹興戊午湖州教授吳元美跋。首行

題「新唐書糾謬卷第幾」，次行題「宋吳咸林吳縝纂」。 

按：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錄》云：「本書卷二第八葉表格脫誤30」，

傅氏並影宋刻一葉證明其致誤之由。此外，卷二十下有「長洲顏植書趙應

期刻」等字。 

2.《弔伐錄》二卷 

清初錢曾述古堂鈔本。版匡高十七公分，寬十三公分。半葉十行，行

二十字，左右雙欄，無欄格，中有書名及葉次。鈐有鮑廷博藏印及「豫州

珍藏」等印記。 

    按：原書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一一二九二。 

3.《困學紀聞》二十卷   

元泰定二年 (1325)慶元路儒學刊本。半葉十一行，行二十四字，白口，

左右雙欄，版心上記字數，下記刊工姓名。首深寧叟識三行，大字佔雙行，

下接目錄，目錄後有「伯厚甫」、「深寧居士」墨記二方，卷二十後有「孫

厚孫寧孫校正」一行。後有李盛鐸題跋。 

4.《墨莊漫錄》十卷 

                                                 
30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錄》（北京：中華書局，1983年 9 月），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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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鈔本。半葉九行，行十九字，白口，單魚尾。每卷後均有唐伯虎題

記，卷尾為陸思道記。此外，後附張元濟跋及校勘記。鈐有「傅沅叔藏書

記」朱文長方印。 

5.《密庵詩稿》五卷《文稿》五卷 

明洪武刊本。半葉十二行，行二十二字，黑口，四周雙欄，雙魚尾。

題「門人始寧任守禮校正」「沛郡劉冀南編次」。詩集有洪武戊寅劉冀南

後序，文集有金華戴良序。有道光初元(1821)晚香居士汪鏞手跋六行。鈐

有「傅增湘讀書」朱文長方印，另錄「文津閣所佚詩文」。 

按：原書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一一四二八。 

6.《龜巢集》二十卷 

清鈔本。半葉九行，行十八字，花口，無欄格。前有洪武十二年 (1379)

歲己未七月既望前浙江儒學副提舉豐城始豐山人余詮序，范陽盧熊序。後

有張元濟附校勘記並跋。鈐有四明盧氏抱經堂藏印及傅氏藏印。 

7.《靜居集》六卷 

明弘治辛亥刊本。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一字，黑口，四周雙欄，亦企

翱張氏所刊明初四家之一。前有弘治元年 (1488)江左贊序，末有張習後志

及童冀所撰墓銘。鈐有「鵝湖世家」、「顧炯之印」、「玉函山房藏書」、

「南齊李子裔孫遂徵私印」等印記。 

8.《北郭集》十卷 

明成化二十三年 (1487)吳郡張習刊本。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一字，黑口，

四周雙欄。前有成化丙午吳興閔珪序，末有張習自跋。 

按：據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續集》云：「此書萬曆間陳邦瞻重刊，

已改為六卷，四庫據以入錄，已非習編之舊。」31 

       四、結語： 

    總結來說，《四部叢刊》的出版，對善本古籍的保存和流通，有著極

大的貢獻，其對於後來學者參考、依據之功亦無容抹殺，然而當我們盛讚

張元濟輯印這套叢書的成就的同時，對於部分參與者的付出，也應一併得

                                                 
31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續集》，民國 27年藏園自刊本，卷 5，頁 2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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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表彰，傅增湘從部分書籍版本的提供、代為訪求善本，到刊本的選擇、

校勘等工作，無一不參與其中，給予張元濟最多的支持與最大的協助，稱

其為《四部叢刊》的功臣之一，當不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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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雙柏堂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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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陰比事二卷 影元鈔本 《四部叢刊》續編 

北山小集四十卷 影宋鈔本 《四部叢刊》續編 

新唐書糾謬二十卷 明趙開美校刊本 《四部叢刊》三編 

弔伐錄二卷 清初錢曾述古堂鈔本 《四部叢刊》三編 

困學紀聞二十卷 元泰定二年慶元路儒學

刊本 

《四部叢刊》三編 

墨莊漫錄十卷 明鈔本 《四部叢刊》三編 

密庵詩藁五卷文藁五卷 明洪武刊本 《四部叢刊》三編 

龜巢集二十卷 清鈔本 《四部叢刊》三編 

靜居集六卷 明弘治辛亥刊本 《四部叢刊》三編 

北郭集十卷 明成化二十三年吳郡張

習刊本 

《四部叢刊》三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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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明詩綜》看四庫館臣之刪改典籍 

僑光技術學院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陳惠美 

一、前言 

93 學年度，筆者為延續朱彝尊學述之研究，著手調查台灣地區公藏《明

詩綜》板本，並考其刊刻源流，撰成＜《明詩綜》板本考述＞一文。1經過

初步檢核比對，考知《明詩綜》的板本可分成兩個系統：一是清康熙四十

四年刊本系統，一是《四庫全書》本系統。將兩種系統的板本，加以對照，

發現雖均著錄為一百卷，內容卻不一致；其中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的

參差為最，而其中的差距乃因四庫館臣的更動、刪改。因此，本文即以《文

淵閣四庫全書》本《明詩綜》為主，作為討論四庫館臣刪改典籍具體而微

的例子。計畫執行期間，多運用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四庫全書區」所

藏典籍，2謹此申謝。 

二、《明詩綜》之編纂與板本概述 

朱彝尊之纂輯《明詩綜》，目前無從考知其確切時間及過程。清‧楊

謙《朱竹垞先生年譜》於康熙四十一年 (1702)條，記及朱彝尊「輯《明詩

綜》，開雕於吳門白蓮涇之慧慶寺。」「是書初名《明詩觀》，以八卦分

編，至是定名，並以《靜志居詩話》附焉」。四十三年 (1704)條繫「《明

詩綜》一百卷雕刻竣工。」3藉由《楊譜》的記載，知此書原欲名為《明詩

觀》，體制以八卦分編，與今所見亦不同，且兩年間畢其役。 

然四十一年 (1702)開雕，四十三年 (1704)雕刻竣工，縱使有汪森等人為

之輯評，錄詩、小傳仍均為朱彝尊所錄，參照朱氏自言「予近錄明三百年

詩，閱集不下四千部」4，二年之期殆難完成，《楊譜》所言「先生輯明詩

                                                 
1 僑光技術學院，93 年度獎助教師專題研究計畫案，計畫編號：93A-017。 
2 東海圖書館特藏組四庫全書區典藏有《文淵閣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四
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禁燬書叢刊》、《四庫珍本》。 

3 《明詩綜》之開雕，朱桂孫、朱稻孫撰＜竹垞府君行述＞敘及之；而命名經過，

則楊謙編《朱竹垞先生年譜》(以下簡稱「楊譜」)所載較詳，今據以錄。楊謙編

《朱竹垞先生年譜》，收入《北京圖書館藏珍本年譜叢刊》，v.78-79，北京圖書館

出版社，1998年。 
4 朱彝尊＜成周卜詩集序＞，《曝書亭集》卷 39，頁 478。台北世界書局，1988 年

4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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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年矣」，非憑空揣想之詞，而康熙四十一年所輯詩當已初具規模，方付

梓刊行。 

而今透過目錄的考察，有康熙四十四年 (1705)刊本，即據書前所繫朱

彝尊康熙四十四年 (1705)＜明詩綜序＞而定其刊刻時間。此一板刻，其後

於雍正、乾隆年間曾因避諱、語涉違礙而有挖改的情形5，因此印本不一，

然實同一板本。至今世界書局印行《明詩綜》，仍沿其板式、行款，兩葉

縮印為一頁，此為通行本。 

此外，《四庫全書》、《四庫薈要》收入《明詩綜》，此為抄本系統。二

者對於書中所謂「違礙部分」，處理方式不盡相同，因此又成兩種板本。台

北故宮博物院收藏此兩種寫本，其後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臺灣世界書局影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因此抄本系統的《明詩

綜》也成為另一系統通行板本。總的來說，刊本系統雖有剜改，其內容差

異不大；而《四庫全書》的抄本系統，刪改的情形並不一致，頗見參差。6 

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明詩綜》卷次內容的刪改 

對照兩種系統的板本，發現皆著錄為一百卷，內容卻不一致；其中以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的參差為最。這其中的差距乃因四庫館臣的更動、

刪改，正可當作四庫館臣刪改典籍具體而微的例子。以下透過繪製對照

表，搭配說明，以見其更異篇幅之大。 

表一：《明詩綜》世界書局本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之卷次對照表 

世界書局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無 提要 

序 無 

家數  無 

卷第一上 卷一 

卷第一下 卷二 

卷第二 卷三 

卷第三 卷四 

                                                 
5 以筆者目前所核對所得，大抵是「玄」、「胤」等避諱字，及語涉「錢謙益」、「屈
大均」者，詳細情形，則尚待仔細檢核。 

6 以《四庫全書》之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而言，《明詩綜》的內容即有不同，楊訥、

李曉明＜《四庫全書》文津閣文淵閣本總集類（下）、詩文評類及詞曲類錄異＞(《北

京圖書館館刊》1997 年第 1期，頁 55—66)，文中比對二者錄詩之參差。請詳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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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四 卷五 

卷第五 卷六  

卷第六  卷七 

卷第十(七之誤) 卷八 

卷第八 卷九 

卷第九 卷十 

卷第十 卷十一 

卷第十一 卷十二 

卷第十三(二之誤) 卷十三 

卷第十三 卷十四 

卷第十四 卷十五 

卷第十五上 卷十六  

卷第十五下 卷十七 

卷第十六  卷十八 

卷第十七 卷十九 

卷第十八上 卷二十 

卷第十八下 卷二十一 

卷第十九上 卷二十二 

卷第十九下 卷二十三 

卷第二十 卷二十四 

卷第二十一 卷二十五 

卷第二十二 卷二十六  

卷第二十三 卷二十七 

卷第二十四 卷二十八 

卷第二十五 卷二十九 

卷第二十六  卷三十 

卷第二十七上 卷三十一 

卷第二十七下 卷三十二 

卷第二十八 卷三十三 

卷第二十九 卷三十四 

卷第三十 卷三十五 

卷第三十一 卷三十六  

卷第三十二 卷三十七 

卷第三十三 卷三十八 

卷第三十四 卷三十九 

卷第三十五 卷四十 

卷第三十六  卷四十一 

卷第三十七 卷四十二 

卷第三十八 卷四十三 

卷第三十九 卷四十四 

卷第四十 卷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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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四十一 卷四十六  

卷第四十二 卷四十七 

卷第四十三 卷四十八 

卷第四十四 卷四十九 

卷第四十五 卷五十 

卷第四十六  卷五十一 

卷第四十七 卷五十二 

卷第四十八 卷五十三 

卷第四十九 卷五十四 

卷第五十 卷五十五 

卷第五十一 卷五十六  

卷第五十二 卷五十七 

卷第五十三 卷五十八 

卷第五十四 卷五十九 

卷第五十五 卷六十 

卷第五十六  卷六十一 

卷第五十七 卷六十二 

卷第五十八 卷六十三 

卷第五十九 卷六十四 

卷第六十 卷六十五 

卷第六十一 卷六十六  

卷第六十二 卷六十七 

卷第六十三 卷六十八 

卷第六十四 卷六十九 

卷第六十五 卷七十 

卷第六十六  卷七十一 

卷第六十七 卷七十二 

卷第六十八 卷七十三 

卷第六十九上 此卷全刪 

卷第六十九下 此卷全刪 

卷第七十 此卷全刪 

卷第七十一 卷七十四 

卷第七十二 卷七十五 

卷第七十三 卷七十六  

卷第七十四 卷七十七 

卷第七十五 卷七十八 

卷第七十六  此卷全刪 

卷第七十七 此卷全刪 

卷第七十八 此卷全刪 

卷第七十九 此卷全刪 

卷第八十上 此卷全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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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八十下 此卷全刪 

卷第八十一上 卷七十九 

卷第八十一下 卷八十 

卷第八十二 此卷全刪 

卷第八十三樂章 卷八十一 

卷第八十四宮掖 卷八十二 

卷第八十五宗潢 卷八十三 

卷第八十六閨門 卷八十四 

 

黃幼藻一首 

(此首開始作卷八十五) 

黃幼藻一首 

卷第八十七中涓 卷八十六  

卷第八十八外臣 卷八十七 

卷第八十九羽士 卷八十八 

卷第九十釋子上 卷八十九釋子 

卷第九十一釋子中 卷九十 

卷第九十二釋子下 卷九十一 

卷第九十三女冠尼 卷九十二 

卷第九十四土司 卷九十三 

卷第九十五上屬國上 卷九十四 

卷第九十五下屬國下 卷九十五 

卷第九十六无名子 卷九十六  

卷第九十七雜流  卷九十七 

卷第九十八妓女  卷九十八 

卷第九十九神鬼 卷九十九 

卷第一百雜謠歌詞 卷一百 

世界書局本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就卷數而言，都作一百卷。不

過詳核之，世界書局本標示為一百卷，然而於卷第一、卷第十五、卷第十

八、卷第十九、卷第二十七、卷第六十九、卷第八十、卷第八十一、卷第

九十五均分為上、下兩卷，甚至卷第九十釋子更分成上、中、下三卷。尋

繹其因，大抵是康熙四十一年 (1702)起，《明詩綜》之輯評、選詩當是一

起進行的，各卷增刪的篇幅不一，又隨輯隨刻，以致有些卷次的內容過多，

而顯得臃腫。由於這些過度膨漲的卷次與其他卷次的參差過大，所以區分

為上、下，甚至上、中、下三個部分。 

至於《四庫全書》本在上述諸卷並未再作上、下卷之分，而且四庫館

臣更利用這樣的空間，將卷六十九、卷七十、卷七十六至八十、卷八十二

等卷的內容全數刪除，然後整理其餘未刪部分，依序排列，仍作一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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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兩種板本在同為一百卷的表象底下，內容上的差異卻非常大。 

而進一步考察二板本收錄之作家、作品、緝評及詩話，製為如下表格，

則二者的差別更是明顯。 

表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明詩綜》刪除之人數與作品數對照表」 

作家被刪數量  作品被刪數量  詩話被刪數量   

文淵閣四庫全書 文淵閣四庫全書 文淵閣四庫全書 

三 0 0 17 

十一 0 0 18 

四十二 1 1 0 

四十四 2 4 1 

四十五 2 6 1 

五十 3 3 0 

五十一9 13 6 1 

五十二 4 13 1 

五十三 3 5 1 

五十四 4 17 3 

五十五 12 25 4 

五十六  0 0 110 

五十七11 6 15 1 

五十八12 13 25 3 

五十九13 8 17 3 

六十14 6 10 5 

六十一 5 10 1 

六十四 3 3 0 

六十五 4 24 2 

                                                 
7 「危素」一條，小傳與詩均未刪，詩話則因論及錢謙益而刪去。 
8 「葉顒」一條，小傳與詩均未刪，詩話及緝評部分則因論及錢謙益而刪去。 
9 按，世界書局本有三個人目次未見名字，但內文卻有其人與作品。 
10 「鄭明選」一條，所繫詩話語涉錢謙益，刪「以致錢牧齋列朝詩集」以下三十六

字。 
11 按，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62，有四人之生平被刪略，其中一人無作者名，

僅存「學官上公車遷南京國子監博士」等字，且作品僅存標題。 
12 按，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63，有八人之生平被刪略。 
13 按，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64，有一人之生平被刪略。 
14 按，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65，有一人之生平被刪略。 

項目 

板

本 卷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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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十六  5 8 3 

六十八15 12 20 6 

六十九

上16 

28 79 8 

六十九

下17 

26 65 7 

七十18 36 79 21 

七十一19 2 6 2 

七十三20 2 7 1 

七十四21 12 72 6 

七十五22 5 42 3 

七十六 23 42 97 20 

七十七24 35 92 13 

七十八25 4 83 4 

七十九26 14 84 12 

八十上27 55 99 19 

八十下28 52 105 18 

八十一

上29 

1 10 1 

八十一

下30 

4 31 2 

八十二31 8 97 932 

                                                 
15 按，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73，除十二人刪去，另有二人之生平有刪略的情

形。 
16 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將此卷內容全予刪除。 
17 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將此卷內容全予刪除。 
18 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將此卷內容全予刪除。 
19 按，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74。 
20 按，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76。 
21 按，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77。 
22 按，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78，有一人生平遭刪略。 
23 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將此卷內容全予刪除。 
24 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將此卷內容全予刪除。 
25 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將此卷內容全予刪除。 
26 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將此卷內容全予刪除。 
27 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將此卷內容全予刪除。 
28 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將此卷內容全予刪除。 
29 按，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79。 
30 按，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80。 
31 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將此卷內容全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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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33 7 26 3 

九十七34 0 0 0 

據此表統計得知： 

(1)就作家數而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刪去 437 人。這些遭刪去的

作家，時間由嘉靖戊戌(十七年，1538)進士查秉彝，至與朱彝尊同時期的

屈大均、陳恭尹、繆永謀等人。 

時代較早者，一卷偶有刪去一、二人；而至著錄崇禎年間(1628~1643)

作家諸卷，則有全卷五十多人均予刪除。 

(2)就作品數而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刪去 1266 首詩。除上述遭

刪去的作者，其作品一併刪去；又選擇有些作家刪去若干首，如卷四十四

穆文熙，四首刪二首；卷五十五陶望齡，六首刪二首等。 

(3)就朱彝尊所撰詩話而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刪去 185 則。此處

所指乃詩話全刪或刪改者，其中有少數是小傳、作品未刪，詩話卻遭刪除

者，如危素、葉顒等人。又緝評中，語涉錢謙益、屈大均等而刪去的部分

甚多，此處則未詳記之。 

四、四庫館臣刪改《明詩綜》產生的影響 

透過前述表列說明，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明詩綜》經四庫館臣

刪改後，內容實與原刊本有相當多的出入；惟這樣的差異對於該書有何影

響，或當回歸《明詩綜》一書的體例，及朱彝尊纂輯此書的意圖，方能凸

顯之。 

《明詩綜》一百卷，錄洪武至崇禎歷朝作者，共三千四百餘人。所收

錄的範圍「上自帝后，近而宮壼宗潢，遠而蕃服，旁及婦寺、僧尼、道流，

幽索之鬼神，下徵諸謠諺」(朱彝尊＜明詩綜序＞)35，可謂網羅無遺。就所

錄詩而言，除劉基36等重要作家選入百首詩之外，多有僅錄一、二首者。

論者或言其選人錄詩浮濫，無選家之精鑑。不過，其自言「或因詩而存其

                                                                                                                         
32 「周篔」一條有兩則詩話：小傳後有一則，＜過白蓮寺觀銅堛＞詩後又有一則。 
33 按，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91。 
34 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為卷 97。 
35 朱彝尊＜明詩綜序＞，《曝書亭集》，卷 36，頁 449，台北世界書局，1988年 4 月

再版。此序繫《明詩綜》者，署有時間「康熙四十有四年(1705)正人日」 
36 朱則杰於＜朱彝尊學術貢獻述評＞(《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93年第 2期，1993

年)，深闡朱彝尊編纂《明詩綜》的作者深意，請詳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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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因人而存其詩」，欲「庶幾成一代之書，竊取國史之義，俾覽者可

以明夫得失之故」(＜明詩綜序＞)，顯然作者詩學、詩作成就並非選詩的

唯一標準。 

至於書之體例，首卷錄明室諸帝王的作品，第 2 至第 82 卷，依時代

先後編入詩家作品。第 83 至 99 卷，則錄宮掖、宗室、閨門、僧道、土司、

屬國、鬼神等詩，末卷錄民間謠辭 155 首。每人繫有小傳，並有輯評，錄

歷來關於該作者詩作的相關資料，其後方綴以詩話，述其本事。 

這樣的編排，顯現竹垞欲以詩俾史的意圖，因此其所選錄之詩、輯評、

詩話，均寓其作者之意，實不能任意刪改。《四庫全書》本抄謄時，或刻

意刪改更易，或輕忽而訛脫、錯置等情形，實已破壞原書體例，大失作者

之意。以下從兩點論之： 

1.《四庫全書》本對於《明詩綜》所錄明末清初諸家，有多處是全卷

刪去的方式。不過，朱彝尊將與其同時且有往來者37，如顧炎武、屈大均、

陳恭尹、周篔、王翃等人收入《明詩綜》，顯然是因諸人皆認同明朝，不

承認清朝的政權，乃是遵其志的作法。將遺民列入前朝，當無不宜。四庫

館臣以眾人當屬清，全卷刪除，已扭曲朱彝尊的著作之意。 

2.四庫館臣對於語涉違礙，如錢謙益《列朝詩集》、屈大均之說，均

予更改、刪除，甚至朱彝尊所撰詩話，引及二人之說亦連帶刪去。此皆觀

察《明詩綜》著作體例、文學批評的根據，將影響後世對朱彝尊文學成就

的評價。 

五、結語 

    歷來論《四庫全書》功過者，多以館臣妄刪妄改為恨，本文僅就《文

淵閣四庫全書》本《明詩綜》討論刪改情形，能見《四庫全書》在抄謄典

籍時，藉由有心地調整卷次，看似保有典籍原貌，其實內容已多有差異。

此舉使典籍有不同內容，使後世運用典籍時，徒生紛擾；且對該作者、該

書的評價，不可避免地亦產生負面的影響。然則，其用心之可議，實是昭

然若揭的。 

                                                 
37 諸人之交往，詳參謝正光《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1年。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52期 

 44

參考文獻 

1.朱彝尊，《明詩綜》，台北：世界書局，1962 年。 

2.朱彝尊，《明詩綜》，《四庫薈要》本，台北：世界書局。 

3.朱彝尊，《明詩綜》，(《四庫全書》集部普及本)，台北：商務印書館，

1986 年。 

4.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嘉慶年間(1796~1820)姚氏扶荔山房刊本。 

5.楊謙，《朱竹垞先生年譜》，《北京圖書館藏珍本年譜叢刊》v.78~79，

北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年。 

6.朱桂孫、朱稻撰，<竹垞府君行述>，見錢仲聯主編《廣清碑傳集》，又

收入林慶彰先生與蔣秋華主編，陳淑誼編《朱彝尊經義考研究論集》

頁 650~664，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民國 89 年 9 月初版。 

7.錢謙益，《列朝詩集》，上海：上海三聯出版社，1989 年。 

8.錢仲聯，《清詩紀事》，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年。 

9.陳書錄，《明代詩文的演變》，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 年。 

10.孫立，《明末清初詩論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年。 

11.張健，《清代詩學研究》，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9 年。 

12.謝正光，《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年。 

13.施隆民，＜朱彝尊宗經載道的文學思想＞，《孔孟月刊》，第 20 卷第 6

期，1982 年。 

14.容庚，＜論列朝詩集與明詩綜＞，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年。收

入《容庚選集》。 

15.吳梁，＜朱彝尊著述考略＞，《古籍整理研究學刊》，1992 年 4 期，1992

年。 

16.朱則杰，＜朱彝尊學術貢獻述評＞，《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93 年第

2 期，1993 年。 

17.曾聖益，＜朱彝尊的詩文理論＞，《中國文化月刊》第 195 期，1996 年。 

 



兒童眼的書世界 

 45

兒童眼中的書世界 
我閱讀《能言善辯一百法：奇智人物的說話技巧》 

東大附小六年愛班 巫孟萱 

書名：能言善辯一百法：奇智人物的說話技巧 

作者：蕭世民 

出版社：漢欣 

出版年：1992 年  

平裝 / 320 頁 

ISBN：9576860326 

定價：新臺幣 280 元 

古人云：「一言能興邦，一言能喪邦。」「一人之辯，重於九鼎之寶；

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法國大文豪雨果也說：「語言就是力量。」由

此可見語言真是個銳利的武器。 

春秋時代，秦晉聯合政打鄭國，燭之武憑著三寸不爛之舌，說服秦國

退兵，解除了國家的危機。戰國時，藺相如靠著機智與勇氣，以及一張巧嘴，

成功的「完璧歸趙」，又在澠池會上替趙國挽回面子。三國時，諸葛亮出使

東吳，舌辯群儒，說得東吳那些主和的文臣們無言以對，並說服孫權與劉備

聯手，最後殺得曹操的百萬大軍人仰馬翻。再再證明了語言的力量不可低估。 

這本《能言善辯一百法》，分成了「處世之道」、「答問要術」、「說

理秘訣」、「反駁良策」、以及「論辯智略」五個單元，並且舉出實例，進

階分析什麼是投石問路法？什麼叫做抽車叫將法？遇到這樣的情形時，要怎

麼脫困？碰到窘況時，要如何解圍？想要拒絶一個人，又不想傷他的心該怎

麼辦？在這本書裏統統都可以找到解答。 

這本書深深吸引我的地方，是一種又一種的說話方式，一條又一條的

應對妙策，我想對我來說，應該是會很有幫助的。因為我一直覺得我的口才

不夠好，反應不夠快，我很希望把這本書讀完之後，還能夠將它靈活的運用

在我的生活當中。 

看著先人走過來的路，學習先人的精神，看到他們展現過人的機智與

才華，真的很令我羨慕。只不過口才好，一定要用在適當的、正確的地方，

不要用在無理取鬧，或偷拐搶騙上面，這樣才不負先人累積的智慧結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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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花朵 

東大附小五年孝班  靳珊珊 

書名：智慧的花朵 

作者：楊雅惠 

出版社：台北．國語日報社 

出版日期：民國 84 年  

一、內容大意 

每個班級都要製作母親節壁

報，同學找小華、小英來做，他們

都找藉口不願做，於是小明自願幫

忙，終於完成了。 

二、心得感想 

我覺得小華、小英真懶惰，同

學們找你，表示認同你的實力，居

然找藉口推辭不做，倒是小明很願

意熱心助人，我要向他多多學習。 

 

孩子們的橋 

東大附小五年孝班  李念真 

書名：孩子們的橋 

作者：麥克斯．博令格 

出版社：台北．台灣英文雜誌社 

出版日期：民國 82 年  

一、內容大意 

河邊上住著兩個農夫，一個住河的

右邊，一個住在河的左邊。兩個農夫都

不喜歡自己住的地方，右邊的農夫想住

左邊，左邊的農夫想住右邊，但因為他

們的小孩變成好朋友，所以大人們也開

始當好朋友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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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得感想 

認識一個人不可以有先入主的歡念，必須要好好瞭解對方，要溝通

後，才能做評斷，不然我們也許會失去很多好朋友。 

 

一代文豪歐陽修 

東大附小五年孝班  陳羿伶 

書名：一代文豪歐陽修 

作者：樸月 

出版社：台北．台灣省教育廳 

出版日期：民國 81 年  

一、內容大意 

歐陽修家境不富裕，唯獨靠著堅

強的母親和忠厚的叔父，一生都不與

小人同流合汙，靠自己的努力，在歷

史上留下名號，留下不朽的詩作，為

歐陽家揚眉吐氣，不負慈母艱辛撫

孤，望子成龍的厚望。 

二、心得感想 

歐陽修不因自己的「政治恩怨」，

而埋沒了他人的人才，由此可見歐陽修這一分識才愛賢，提攜後進不遺餘

力的前輩風範，真令人欽敬，他看得出「仇」不一定得是心存排斥，也可

以是互相敬重的。 

 

李時珍巧罵惡縣令  

東大附小五年孝班  謝備殷 

書名：不按牌理出牌 

主編：米日幹．理佛克 

出版社：台北．書泉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91 年 5 月 

一、內容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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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名醫李時珍的家鄉，有

一名惡縣令，想要延年益壽的縣

令，於是請李時珍來開藥，而他

巧妙的利用藥材名稱的一個字排

成「柏木棺材一副，八人抬上山。」

令縣令氣得直跺腳。 

二、心得感想 

我覺得李時珍好聰明，可以

利用藥材的名稱罵人，就像寫畢業紀念冊時，大家都會開玩笑寫一段話：

「大家一起，便是友情，給你友誼，你是唯一。」 

 

火龍掌 

東大附小五年孝班  邱安佑 

書名：火龍掌 

作者：樊聖 

出版社：台中．台灣省教育廳 

出版日期：民國 84 年  

一、內容大意 

伊薩族一直住在深山裡，他

們的祭司都會「火龍掌」，此掌

風傳到莫桑時，他們被島上的叛

軍攻擊，莫桑支撐病體交戰，雖

然他也戰死了，但給了伊薩族新

的希望，使他們戰勝叛軍。 

二、心得感想 

其實他們的祭司跟我們的

總統相似，如果我是伊薩族人，我也想當祭司保護大家。 

莫桑雖然只活了三十五、六歲，但他的貢獻，卻是不能用年齡來相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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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技巧 

如何去掉 Outlook Express 中惱人的「>>>」 

館長室  林幸君提供 

你是否常會收到朋友轉寄的信件中夾雜著一堆「>>>」的符號呢？如

果那封信太多人轉寄了，那每轉寄一次就會增加一個「>」符號，以此類

推後，你就會看到一封符號比信件內容還多的 e-mail 了，在閱讀時真是讓

人感覺有點煩。 

那麼在轉寄郵件時，要如何才能避免出現那些惱人的「>」符號呢？

我們先來「>」是怎樣產生的。 

在 Outlook Express 的預設值中，為了讓收件者更容易分辨哪些是郵件

的轉寄內容，它會在轉寄信件的內容中，再增加一個「>」的符號，雖說

它的本意很好。但一封信經過層層轉寄後，一堆「>>」符號實在讓人無法

完整的閱讀信件。 

要去掉這些「>」，我們可以將 Outlook Express 的預設值改變一下。

打開你的 Outlook Express 後，在「工具」的下拉式選單中，選擇「選項」，

然後再選擇「傳送」，接著你就會看到畫面上出現「郵件傳送格式」，直

接按「純文字設定」的按鈕。接下來，你就可以在「回復或轉寄時須原函

內縮並加 >」的設定，把這個選項前面的勾勾取消掉，然後再按「確定」，

就大功告成啦。怎麼樣？很簡單吧。 

這樣一來，你的朋友在收到信件時，再也不會看到這些惱人的「>」

符號了。當然，更重要的是，你還可以將此方法教給其他朋友，保證以後

你再也不會收到這些「>>」信件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