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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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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務工作 

圖書館誠徵「學生大使」: 研究高手照過來 ！ 

-- Scopus 引文摘要資料庫校園推廣 --    

期刊組提供 

本校圖書館與國際出版公司 Elsevier 共同合作，目前正在招聘「學生大

使」人才，負責「Scopus」引文摘要資料庫之校園推廣，挑戰 PartTime 長期

任務！ 

Scopus 小檔案 : 

「Scopus」是全世界最大的摘要與文獻索引資料庫，線上完整存取科學

期刊、書籍以及網路資訊。它不但囊括 4 仟家出版社所發行超過 1 萬 4 仟多

份期刊，並連結到 2 億 3 仟萬份的文獻索引。透過人性化的搜尋介面，可以

幫助師生及研究員瞬間攫取想要的研究資訊。 

「學生大使」任務 : 

1.「學生大使」需深入校園，從而建立起同學(肄業生和研究生)、系所成員以

及教授們對 Scopus 的了解。鼓勵他們採用 Scopus 資料庫，使其文獻搜尋

工作更有效率。 

2.聯繫理工科系的教授、教授協會以及學生社團，建立起推廣的管道，並進

行 Scopus 解說或示範。 

3.工作範圍: 在學院內(圖書館和大學的公共場所)，進行在圖書館以外的宣傳

活動(張貼海報、舉辦活動、分發傳單等)；擔任 Scopus 種子教練，舉辦主

持示範訓練講座和試用活動。 

4.定期向 Elsevier 回報使用者對於 Scopus 的反應。 

適當人選必須具備下列條件： 

․本校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 

․英文和繁體中文能力佳。 

․大學圖書館之電子資源的定期使用者。 

․在研究生和學院群體中擁有良好的聯絡網路，例如，參加大學的學生/研究

社團組織。 

․優越的溝通與演講技能。 

․可輕鬆、自信以及愉快地與各階層人士建立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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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心和精力充沛、主動、思維遼闊。 

工作要求及待遇： 

․您需要每星期工作五小時，為期六個月至一年。 

․報酬以每小時 新台幣 200 元計算。 

․您將會獲得 Elsevier 職員所提供的相關教材、宣傳物品及持續的支援。 

․您必須參加開始和後期的訓練、提供有關您工作的定期進展報告，以及參

加「學生大使實習團體」以交換心得和回饋。  

有興趣者請將您的履歷電子檔傳送到圖書館 anneny@thu.edu.tw，截止日期：

95 年 2 月 28 日。唯有經過甄選合格的申請者，才會接獲通知。 期盼有志者

熱情參與，一塊加入學生大使的行列！ 

 

九十四學年度訂購期刊增刪目錄 

期刊組  謝心妤 

九十四學年度訂購期刊，新訂中日文期刊 4 種，刪訂 6 種；新訂西文期刊 1

種，刪訂 82 種，增刪清單詳列如下： 

 

 新訂中日文期刊 4種 
刊名 Budget ISSN 出刊頻率 訂期 

墨 美術系所   雙月刊 9501-9512 
美術手帖 美術系所 0287-2218 月刊 9501-9512 
思想 日文系 0386-2755 月刊 9501-9512 
Smart智富月刊 圖書館 1561-4654 月刊 9501-9512 

  
 刪訂中日文期刊 6種 

刊名 Budget ISSN 出刊頻率 訂期 
卓球レポート 體育室 0286-3952 月刊 9401-9412 
月刊 バレーボール 體育室 0504-7080 月刊 9401-9412 
高傳真視聽 音樂系所 1026-2539 月刊 9404-9503 
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圖書館   年刊 92年度 

法學講座 法律系所   雙月刊 Iss33(9405)
起停刊 

科技時代 工設系所   月刊 Iss49(9401)
起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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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訂西文期刊 1種 
刊名 Budget ISSN 出刊頻率 訂期 

Biotechniques 食科系所 0736-6205 月刊 9501-9512 
 

 刪訂西文期刊 82種 
刊名 Budget ISSN 出刊頻率 訂期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食科系所 0363-7425 季刊 9401-9412 

ACM Computing Surveys 資工系所 0360-0300 季刊 9401-9412 
Across the Board - 
Conference Board Magazine 企管系所 0147-1554 雙月刊 9406-9505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食科系所 0002-9092 5 times a 

year 9401-9412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食科系所 0002-9165 月刊 9401-9412 

Animal Breeding Abstracts 圖書館 0003-3499 月刊 9401-9412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食科系所 0099-2240 月刊 9401-9412 

Applied Economics 經濟系 0003-6846 39 times 
a year 9401-9412 

Applied Financial Economics 經濟系 0960-3107 39 times 
a year 9401-9412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法律系所 1085-5718 3 times a 

year 9401-9412 

Bulletin of Economic 
Research 經濟系 0307-3378 季刊 9401-9412 

Business Lawyer 法律系所 0007-6899 季刊 9401-9412 
California Law Review 法律系所 0008-1221 雙月刊 9401-9412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企管系所 0008-1256 季刊 9401-9412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法律系所 0009-4609 雙月刊 9401-9412 

Columbia Law Review 法律系所 0010-1958 8 times a 
year 9401-9412 

Computer Security Journal 資工系所 0277-0865 季刊 9401-9412 
Constel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and Democratic 
Theory 

哲學系所 1351-0487 季刊 9405-9504 

Critical Reviews in 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 食科系所 1040-8398 8 times a 

year 9401-9412 

Dairy Science Abstracts 圖書館 0011-5681 月刊 9401-9412 
European Journal of 
Endocrinology 畜產系所 0804-4643 月刊 9401-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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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History Review 歷史系所 0968-5650 半年刊 9401-9412 
Food Engineering and 
Ingredients 食科系所 1471-2806 雙月刊 9401-9412 

Food Manufacture 食科系所 0015-6477 月刊 9401-9412 
Frozen Food Age 食科系所 0016-2191 月刊 9408-9507 

Harvard Law Review 法律系所 0017-811X 8 times a 
year 9311-9410 

IEE Proceedings - Circuits 
Devices and Systems 資工系所 1350-2409 月刊 9401-9412 

IEE Proceedings - 
Communications 資工系所 1350-2425 月刊 9401-9412 

IEE Proceedings - 
Computers and Digital 
Techniques 

資工系所 1350-2387 月刊 9401-9412 

IEE Proceedings - Control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資工系所 1350-2379 月刊 9401-9412 

IEE Proceedings - Electric 
Power Applications 資工系所 1350-2352 月刊 9401-9412 

IEE Proceedings - 
Generation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資工系所 1350-2360 月刊 9401-9412 

IEE Proceedings - 
Microwaves Antennas and 
Propagation 

資工系所 1350-2417 月刊 9401-9412 

IEE Proceedings - 
Nanobiotechnology 資工系所 1478-1581 月刊 9401-9412 

IEE Proceedings - 
Optoelectronics 資工系所 1350-2433 月刊 9401-9412 

IEE Proceedings - Radar 
Sonar and Navigation 資工系所 1350-2395 月刊 9401-9412 

IEE Proceedings - Science 
Measurement and 
Technology 

資工系所 1350-2344 月刊 9401-9412 

IEE Proceedings - Software 資工系所 1462-5970 月刊 9401-9412 
IEE Proceedings - Vision 
Image and Signal Processing 資工系所 1350-245X 月刊 9401-9412 

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資工系所 0163-6804 月刊 9401-9412 

IEEE Computer Graphics and 
Applications 資工系所 0272-1716 雙月刊 9401-9412 

IEEE IT Professional 
Magazine 資工系所 1520-9202 雙月刊 9401-9412 

IEEE Software 資工系所 0740-7459 雙月刊 9401-9412 
IEEE Transactions on 
Knowl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 

資工系所 1041-4347 月刊 9401-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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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Transactions on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Systems 

資工系所 1045-9219 月刊 9401-9412 

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資工系所 0098-5589 月刊 9401-941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 企管系所 0265-0487 季刊 9401-941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工工系所 0020-7543 半月刊 9401-941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企管系所 0267-5730 16 times 

a year 9401-9412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畜產系所 0021-9258 週刊 9401-9412 

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y 企管系所 0275-6668 雙月刊 9401-9412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法律系所 0360-795X 季刊 9410-9509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法律系所 0091-4169 季刊 9404-9503 

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 化工系所 0022-1120 半月刊 9401-9412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哲學系所 0022-1791 雙月刊 9401-9412 
Journal of Muscle Research 
and Cell Motility 畜產系所 0142-4319 8 times a 

year 9401-9412 

Journal of Nutrition 食科系所 0022-3166 月刊 9401-9412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宗教研究

所 
0022-3514 月刊 9401-9412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il 
Chemists' Society 食科系所 0003-021X 月刊 9401-9412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歷史系所 0128-5483 半年刊 9401-9412 

Lipids 食科系所 0024-4201 月刊 9401-9412 
Marketing Management 企管系所 1061-3846 雙月刊 9401-9412 

Marketing News - Chicago 企管系所 0025-3790 20 times 
a year 9403-9502 

Marketing Research 企管系所 1040-8460 季刊 9407-9506 
Media Asia 企管系所 0129-6612 季刊 9401-9412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企管系所 1532-9194 季刊 9401-9412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Business 

法律系所 0196-3228 3 times a 
year 9409-9508 

Nutrition Abstracts and 
Reviews - Series A - Human 
and Experimental 

圖書館 0309-1295 月刊 9401-9412 

Nutrition Abstracts and 圖書館 0309-135X   9401-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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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s - Series B - 
Livestock Feeds and Feeding
Nutrition Reviews 食科系所 0029-6643 月刊 9401-9412 

Physics Abstracts 圖書館 0036-8091 28 times 
a year 9401-9412 

Physics Abstracts - Author 
Index 圖書館 0036-8091 28 times 

a year 9401-9412 

Physics Abstracts - Subject 
Index 圖書館 0036-8091 28 times 

a year 9401-9412 

Poultry Abstracts 圖書館 0306-1582 月刊 9401-9412 
Quality Progress 企管系所 0033-524X 月刊 9401-9412 
Research Technology 
Management 企管系所 0895-6308 雙月刊 9401-9412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經濟系 0347-0520 季刊 9401-9412 

Synthesis - Journal of 
Synthetic Organic Chemistry 化學系所 0039-7881 20 times 

a year 9401-9412 

Teaching Statistics 統計系所 0141-982X 3 times a 
year 9401-9412 

Twentieth Century British 
History 歷史系所 0955-2359 季刊 9401-9412 

World Economy 國貿系所 0378-5920 10 times 
a year 9401-9412 

Yale Law Journal 法律系所 0044-0094 8 times a 
year 9408-9507 

 
元月份新增院系中文圖書一覽表 

採編組  陳婷婷製 

單位 冊數 

美術系 16 

中文系 629 

歷史系 383 

宗教研究所 75 

政治系 125 

建築系 7 

法律系 54 

國貿系 129 

音樂系 5 

教育研究所 22 

財金系 9 

師資培育中心 14 

餐旅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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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藏書：美術系 2006年元月新書通報(中文圖書) 
採編組  陳婷婷製 

登錄號 書名 索書號 

C418825 中國歷代書藝概覽 943.6/7701/ / / 

C413427 中國繪畫史 940.92/7528/ /2005二刷/ 

C406989 丹麥的創意潛力 541.29473/7740/2005/ / 

C406927~ 

C406931 
元人傳記資料索引 012.94780/1020/1979/v.1~v.5 

C406987~ 

C406988 
文化創意產業：以契約達成藝術與商業的

媒合 
901.5/2074/2005/v.1~ v.2/ 

C406990 文化經濟學 550.16/3023/ /2005四刷/ 

C406932 明遺民傳記資料索引 782.16021/0419/1990/ / 

C413428~ 

C413429 
陳師曾書畫精品集 945.6/7528/2004/v.1~ v.2/ 

C406992 創意經濟：好點子變成好生意 494.1/0040/2003/ / 

C406991 當藝術遇上經濟：個案分析與文化政策 901.5/5719/2003/ / 

 
單位藏書：建築系 2006年元月新書通報(中文圖書) 

採編組  陳婷婷製 

登錄號 書名 索書號 

C406986 建築設計計畫：從理論到實務 921/2043/2005/ 

C406935 設計運算向度 920.7/7744/v.2 

C406938 透視智慧環境 920.7/7744/v.5 

C406937 透視數位城市 920.7/7744/v.4 

C406933 智慧型設計系統 441.52029/0758 

C406934 數位建築發展 920.7/7744/v.1 

C406936 數位設計教育 920.7/7744/v.3 

 
單位藏書：音樂系 2006年元月新書通報(中文圖書) 

採編組  陳婷婷製 

登錄號 書名 索書號 

C406926 留聲：華人音樂家[DVD] 910.9886/8041/ 

N063851~ 

N063854 
留聲：華人音樂家[DVD] 910.9886/8041/ v.1~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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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藏書：財務金融系 2006年元月新書通報(中文圖書) 
採編組  陳婷婷製 

登錄號 書名 索書號 

C406996 CFP考題精選：投資規劃 563.022/4434/v.4 

C406994 CFP考題精選：風險管理與保險規劃 563.022/4434/v.2 

C406995 CFP考題精選：員工福利與退休金規劃 563.022/4434/v.3 

C406993 CFP考題精選：基礎理財規劃 563.022/4434/v.1 

C415001 投資規劃 563.5/0702/2005/ 

C406999 風險管理與保險規劃 563.7/0702/2005/ 

C407000 員工福利與退休金規劃 556.83/0702/2005 

C406997 租稅與財產移轉規劃 567/0702/2005/ / 

C406998 基礎理財規劃 563/0702/2005/ / 

 
單位藏書：餐旅系 2006年元月新書通報(中文圖書) 

採編組  陳婷婷製 

登錄號 書名 索書號 

N063856~ 

N063859 
2005台北中華美食展世界廚藝邀請賽 427/4015/2005/v.1~ v.4/ 

 
單位藏書：師資培育中心 2006年元月新書通報(中文圖書) 

採編組  陳婷婷製 

登錄號 書名 索書號 

N020500 3D STUDIO入門使用手冊 312.949A3/7763/ / / 

N020499 PC入門與套裝軟體應用技巧 312.9116/4421/ / / 

N045003 SPSS/PC+入門與實務操作 312.949S78/4236/ / / 

N020498 TOOLBOOK實作技巧 312.949T57/4448/ / / 

N045159 Visual Basic 6應用系統開發寶典 312.932B3/1445-01/ / / 

N020450 大專計算機概論與應用 312.9/1031/ / / 

N029916 文書處理(資料處理科)教師手冊 528.839026/4632-01/ /v.2 

N029923 計算機應用(職業學校) 528.832/3004/ / / 

N029922 計算機應用教師手冊(職業學校) 528.832026/3004/ / / 

N045004 統計分析：SPSS for Windows入門與應用 510.29/7569/ / / 

N020464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術科模擬百分百 312.949022/263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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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20465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

驗詳解 
312.949022/1042/ / / 

N020466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

驗詳解 
312.949022/1042/ / / 

N020467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科測

驗題庫詳解 
312.949022/1042-01/ / / 

 
單位藏書：教育研究所 2006年元月新書通報(中文圖書) 

採編組  陳婷婷製 

登錄號 書名 索書號 

C418725 沒有圍牆的學校：體制外的學習天空 524.8232/4021/ /2005七刷 

C418726 沒有圍牆的學校：體制外的學習天空 524.8232/4021/ /2005七刷 

C418727 沒有圍牆的學校：體制外的學習天空 524.8232/4021/ /2005七刷 

C418728 沒有圍牆的學校：體制外的學習天空 524.8232/4021/ /2005七刷 

C418729 沒有圍牆的學校：體制外的學習天空 524.8232/4021/ /2005七刷 

C418730 沒有圍牆的學校：體制外的學習天空 524.8232/4021/ /2005七刷 

C418731 沒有圍牆的學校：體制外的學習天空 524.8232/4021/ /2005七刷 

C418732 沒有圍牆的學校：體制外的學習天空 524.8232/4021/ /2005七刷 

C418733 沒有圍牆的學校：體制外的學習天空 524.8232/4021/ /2005七刷 

C418734 沒有圍牆的學校：體制外的學習天空 524.8232/4021/ /2005七刷 

C413833 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 524.36/4448/2004/v.1 p.2 

C413834 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 524.36/0724/2004/v.2/ 

C418735 優秀是教出來的 521.4/2770/2004/ / 

C418736 優秀是教出來的 521.4/2770/2004/ / 

C418737 優秀是教出來的 521.4/2770/2004/ / 

C418738 優秀是教出來的 521.4/2770/2004/ / 

C418739 優秀是教出來的 521.4/2770/2004/ / 

C418740 優秀是教出來的 521.4/2770/2004/ / 

C418741 優秀是教出來的 521.4/2770/2004/ / 

C418742 優秀是教出來的 521.4/2770/2004/ / 

C418743 優秀是教出來的 521.4/2770/2004/ / 

C418744 優秀是教出來的 521.4/2770/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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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王稱《東都事略》板本述略 

特藏組  謝鶯興 

一、前言 

《東都事略》，本紀十二卷、世家五卷、列傳一百五卷、附錄八卷，計

一百三十卷，《四庫全書總目‧東都事略》，評其「敘事約而該，議論亦皆持

平」1。宋．王稱撰，《四庫全書總目‧東都事略》云：「宋．王偁撰。偁字季

平，眉州人。父賞，紹興中為實錄修撰。偁承其家學，旁搜九朝事蹟，採輯

成編。」2本館藏清乾隆間掃葉山房校刊本亦作「王偁」，歷來藏書目作「王

稱」、「王偁」者不一3，如錢曾撰章鈺校證《讀書敏求記》作「王偁」，陸心

源《儀顧堂續跋‧宋槧東都事略跋》作「王稱」即是。 

錢綺《東都事略校勘記‧又
一頁九行

王稱姓名》云：「掃葉山房重刊本『稱』

作『偁』，以下及卷首題銜、傳贊並同。按《說文‧禾部》之稱，解作銓；<

人部>之偁，解作揚；二字義各不同。今王稱字季平，取銓衡之義，自當从

禾，況偁仍孝宗父秀王名，書中遇从人之偁皆缺筆，豈有當時所諱而反以命

名之理。永樂中別有王偁，預修《永樂大典》，或明人因此王偁而誤改耳。」4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東都事略》承錢氏之說，云：「余友陳援菴
垣
謂

余曰，王季平之名當為王稱。吾於錢氏所舉之外，又得二證焉。《學海類編》

之《西夏事略》、《張邦昌事略》，原即《東都事略》之一篇，均題曰王稱撰，

可見曹溶所見之本原作『稱』字，一也。海源閣藏宋蜀刻《二百家名賢文

粹》，其序題王稱撰，又為眉州人，則與撰《東都事略》者同為一人無疑，

『偁』之當作『稱』亦一證，二也。嘉錫更考之《讀書附志》卷上云：『《東

都事略》一百三十卷，承議郎知龍州王稱所進也。』《玉海》卷四十六云：

『淳熙十三年八月二十六日，知龍州王稱上《東都事略》百三十卷』
據元刻明修

本，三十原

                                                 
1 見卷五十葉十六(總 2-119)，《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北商務印書館據故宮博物

院藏本縮印本，民國 72 年。 
2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東都事略》之<提要>則作「稱」。 
3 參見《國立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台北．國立中央

圖書館，民國 80 年 2 月)本《東都事略》之<東都事略各家書目解題>所載。以

下所引各家書目均出於此，不一一標註。 
4 《適園叢書》本，葉一，收在《宋史資料萃編第一輯》(趙鐵寒主編，台北．文

海出版社，民國 56 年 1 月臺初版)及《叢書集成續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

司，民國 7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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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誤作

十 三，其字皆作『稱』，可見宋人所見之本，無作『偁』者
《書錄解題》卷四作

王偁，蓋四庫館所改。<提

要>翻以作『稱』為偽改，失之不詳考也。」趙鐵寒<東都事略題端>認為：

「清人刻本，作『偁』不作『稱』，余嘉錫以為是受了《四庫提要》以作

『稱』為誤之說法的影響，我覺得倒未必盡然。大概是因為『稱』與『偁』，

兩字極為近似，容易相混。又因稱字是斤稱分量名，用它作名字的殊不多

見，一般人並不知道它另有『銓』義，還以為寫作『稱』的是『偁』字之誤

呢。我們拿《永樂大典》為證，在現存的從卷一萬二千三百六，到一萬二千

三百八，<宋字韻>所錄《李氏長編》，在他自注裏三次引用《東都事略》，就

兩作『王偁』，一作『王稱』，可見『稱』之與『偁』，在明初《永樂大典》清

繕的時候，已經兩相混淆了。」5因而究竟是「稱」或「偁」似乃無定論，故

近人亦不去談論6。 

昌彼得《國立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敘錄‧東都事略》云：「明五松閣、

清掃葉山房均曾繙刻，版式一如宋本」，本館正好藏掃葉山房本，引起筆者整

理館藏《東都事略》的興趣，茲據所見各本著錄如下：  

二、據中央圖書館藏本影印 

《東都事略》一百三十卷近人張乃熊手書題記二十四冊(精裝四冊)，宋．王

稱撰，《國立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民國八十年，台北．國立中央

圖書館影印館藏宋紹熙間眉山程舍人宅刊本   625.101/1022-01 

附：民國七十九年(1990)楊崇森<國立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序>、民國昌彼

得<國立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敘錄>、<東都事略各家書目解題>、民

國林偉洲標點<中央圖書館藏東都事略序跋>、<東都事略目次(鉛字

重排)>、戊午(民國七年，1918)張乃熊<題記>、宋洪邁<劄子>(首行

題「翰林學士正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兼修國史洪邁劄子奏臣」)、<

告詞>(前二行題「敕承議郎新差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管界

沿邊都巡檢使賜緋魚袋王稱」)、王稱<謝表>(表末題「承議郎直祕

                                                 
5 見《宋史資料萃編第一輯》頁五。 
6 盧錦堂<東都事略善本三種>引余嘉錫、趙鐵寒二人說法，末以趙氏「可見『稱』

之與『偁』，早已兩相混淆」作結，亦未加以判定。見《國家圖書館館訊》91年

第 1期，91年 2 月。胡玉冰<宋朝漢文西夏史籍及其著者考述>頁 15，所用資料

與前引諸人說法一致，認為《永樂大典》有兩條作「王稱」，一條作「王偁」是

「明朝《永樂大典》的編抄者當是『稱』訛變為『偁』的始作俑者」，《寧夏大

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23 卷 2001年第 3期(總第 9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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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管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稱上表」)、

<東都事略目錄>(此係雕本原貌，次行題「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

管內勸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王稱上進」)。 

藏印：「望徵」橢圓硃印、「菦伯」方型硃印、「擇是居」橢圓硃印、「明

善堂覽書畫印記」陰文長型硃印、「怡府世寶」方型硃印、「安樂堂

藏書記」長型硃印、「國立中央圖書館收藏」長型硃印、「張印鈞衡」

陰文方型硃印、「石銘收藏」方型硃印、「菦圃收藏」長型硃印、「張

印澤湖」陰文方型硃印、「石銘祕笈」方型硃印、「吳興張氏適園收

藏圖書」長型硃印、「蘇郡吳岫圖書」長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7，雙魚尾(間見單魚尾或三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二行，

行二十四字。板框 11.2×16.4 公分。板心上方間見字數，上魚尾下

題「東○」或「東○紀」或卷次或「本紀」或無字等不一，下魚尾

上為葉碼(間見置於下魚尾之下)，卷一首葉板心下方題「高大全」

(卷四十八之葉七亦見一字，惟無法辨識)。 

卷一之首行題「東都事略卷第○」，次行題「承議郎新權知龍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便借紫臣王稱上進」(另見卷

十三「世家一」、卷十八「列傳一」、其它各卷未見)，三行題「本

紀一」(其它各卷或題「世家○」，或「列傳○」，或「○○傳○」，

或「附錄○」)，卷末題「東都事略卷第一」。 

<目錄>首行題「東都事略目錄」，次行題「承議郎新權知龍州

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王稱上進」，葉二十九

末牌記題「眉山程舍人宅刊行已申上司不許覆板」。 

卷六首行題「『柬』都事略卷第六」，卷一百二次行題「列傳一

百三
八十五
」。 

<目錄>後頁依序題「景印宋紹熙間眉山程舍人刊本」、「原板高

一九‧三公分寬一三公分」、「東都事略」、「宋‧王稱一三○卷」，

鈐「國立中央圖書館收藏」長型硃印，背面題「前頁鈐記為王禔

(福庵)所刻本館古籍藏書印」。 

                                                 
7 所見係中央圖書館影本，間見板心為細黑口，佐以「國立中央圖書館宋本圖錄」

云：「版心線口」，故據以著錄。見《東都事略》，《國立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

本之<東都事略各家書目解題>頁 17，以下所引各家書目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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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乃熊<題記>云：「絳雲樓牙籤萬軸，獨缺此書，述古主人所

引以自豪者也。此怡邸舊藏，初印精絕，乃宋槧中無上上品。董授

經得自東瀛，以千金歸余家，會囑趙硯香重裝，因識如右。戊午冬

日，吳興張乃熊呵凍書。」 

按：1.書中避「遘」、「敦」、「偁」、「惇」等字。 

2.日人阿部隆一《中國訪書志》「東都事略一三○卷，宋王稱撰，宋蜀

眉山程舍人宅刊本，二四冊」條云：「本書加裝藏青色封面(二四×

一五．五公分)，襯裝。書內首置洪邁奏進劄子、告詞、王稱謝表

以及<東都事略目錄>，目錄尾題後有『眉山程舍人宅刊行，已申

上司不許覆板』之雙邊木記。本文卷首為『東都事略卷第一』，次

行題「承議郎新權知龍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借

紫臣王稱上進」，卷二以下無次行之題署。左右雙欄(一九×一二．

六公分)有界，半葉十二行，每行廿四字。板心線黑口雙黑魚尾，

上象鼻尾時或有『東幾(或幾、或幾巳)(葉碼)』等字，下象鼻則僅

在卷一本文首葉上見刻工名『高大全』。避宋諱方面，惇、敦等光

宗以前的諱皆避，然郭等寧宗以下的廟諱則不及避。卷初有張乃

熊之手書題記如左： 

絳雲樓牙籤萬軸，獨缺此書，述古主人所引以自豪者也。

此怡邸舊藏，初印精絕，乃宋槧中無上上品。董授經得自

東瀛，以千金歸余家，會囑趙硯香重裝，因識如右。戊午

冬日，吳興張乃熊呵凍書。『菦伯』 

書中鈐有『怡府世寶』『明善堂覽書畫印記』(陰刻)『安樂堂藏書

記』『望徵』(橢圓)『張印鈞衡』(陰刻)『石銘收藏』『吳興張氏適

園收藏圖書』『擇是居』(橢圓)『菦圃收藏』等印。」所記與中央

圖書館藏本大致相同，僅「雙魚尾」之說，與書中間見單魚尾或

三魚尾的情形不同，或阿部隆一氏小失。 

３.森立之《經籍訪古志》云：「《東都事略》百三十卷，自八十六至九

十三缺，宋刊本，述古樓藏。每半版長六寸一分半，幅四寸三分，

雙邊，十二行，二十四字。目錄末記，眉山程舍人宅刊行，已申

上司，不許覆板。」除未標明魚尾數外，板式行款完全相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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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日人的記載，似可說明中央圖書館藏本是宋本無誤。 

４.陸心源《儀顧堂續跋》云：「宋槧《東都事略》跋：《東都事略》一

百三十卷，卷一、卷十三、卷十八次行題承議郎新權知龍州軍州

兼管內勸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借紫臣王稱上進。前載洪邁奏進劄

子及稱告詞、稱進表，次目錄，後有木記曰眉山程宅刊行，已申

上司，不許覆版兩行。每葉二十四行，每行二十三、四、五字不

等。語涉宋帝皆空格，板心或題東幾、或僅有數目字而無東字、

或留墨釘，間有字數及刊工姓名。宋諱避至惇字止，蓋光宗時刊

本也。是本為蘇州汪士鐘零星湊配而成，有初印者、有後印者、

有以明覆本配者。內有十卷為黃蕘圃舊藏，蕘圃有二跋，敘得書

之由甚詳。八十七卷末有□□圖書官印，又有瑞卿二字朱文方

印，亦似元人印記。明覆本亦刊甚精，幾與宋刻莫辨，惟版心則

一律皆作東幾，與宋本之參差者較異耳。」陸氏所記之板式行款

與阿部隆一氏大致相同，惟陸氏云：「後有木記曰眉山程宅刊行，

已申上司，不許覆版兩行」，阿部隆一氏與森立之氏所見卻為「眉

山程舍人宅刊行，已申上司，不許覆版兩行」。陸氏所見與日人應

非同一刊本，若同為宋板，何以一為「眉山程宅刊行」，一為「眉

山程舍人宅刊行」。又，陸心源《皕宋樓藏書志續編》「東都事略

一百三十卷，宋刊配明覆本」條云：「案，目後有眉山程舍人宅刊

行，已申上司，不許覆版木記，每頁二十四行，每行二十四字，

版心間有字數，覆本即從此出。」則題「眉山程舍人宅刊行」者

似為「宋刊配明覆本」，但究竟是宋刻就有「眉山程宅刊行」與

「眉山程舍人宅刊行」兩種不同的牌記流傳，或其中之一係「明

覆本」的緣故？《皕宋樓藏書志續編》另著錄一本題「明覆宋

本」，惜僅云「刊版本記」，未標明牌記之內容，或係陸氏無暇留

意於此。 

５.丁日昌《持靜齋書目》云：「東都事略一百三十卷，宋眉山程氏

刊，初印本薄綿紙，精好闊大，與《通鑑綱目》並史部甲乙。卷

首有眉山程舍人宅刊行木記」，雖未標注板式行款，但亦同題為

「眉山程舍人宅刊行」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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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張鈞衡《適園藏書志》云：「東都事略一百三十卷，宋刊本。⋯⋯

卷一、卷十三、卷十八次行題承議郎新權知龍州軍州兼管內勸農

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王稱上進，前載洪邁奏進劄子及稱告

詞、稱進表、次目錄，後有木記曰眉山程宅刊行，已申上司，不

許覆版兩行。每葉二十四行，每行二十三字、四、五字不等。高

六寸三分，廣四寸三分，白口，單邊，上有字數，板心或題東

幾、或僅有數目字而無東字、或留墨釘，間有刊工姓名。宋諱避

至惇字止，蓋光宗時刊本。收藏有明善堂鑒賞書畫印記朱文長印、

怡府世寶朱文方印，安樂堂藏書記白文長印，怡府藏書也。」張

氏所云：「收藏有明善堂鑒賞書畫印記朱文長印、怡府世寶朱文方

印，安樂堂藏書記白文長印」，與中央圖書館藏本的藏印相同，但

「明善堂鑒賞書畫印記朱文長印」，中央圖書館藏本卻是「明善堂

覽書畫印記」白文長印，此不同之一；張氏云：「白口，單邊，上

有字數，板心或題東幾、或僅有數目字而無東字、或留墨釘，間

有刊工姓名」，中央圖書館藏本則為：「細黑口，左右雙欄，上間

見字數，板心或題東幾、或僅有數目字而無東字，卷一首葉有題

『高大全』」，此不同之二；張氏云：「木記曰眉山程宅刊行，已申

上司，不許覆版兩行」，中央圖書館藏本則為：「眉山程舍人宅刊

行已申上司不許覆板」，此其不同之三也。可見二書，非同一時期

刊刻者。 

７.錢綺《東都事略校記》云：「王偁《東都事略》一百三十卷，宋本

為錢遵王述古堂所藏，見《敏求記》。此本不知何人所刻，大約在

康熙中，目錄後有眉山程舍人宅刊行印記，係宋本原文」。書既是

在「康熙中」刻，又說「目錄後有眉山程舍人宅刊行印記，係宋

本原文」，佐以上述諸說，此一推論是值得商榷。余嘉錫《四庫提

要辨證》云：「嘉錫案，陸心源《儀顧堂續跋》卷七<宋槧東都事

略跋>云：『目錄後有木記云眉山程宅刊行(案五松堂翻本，程宅作

程舍人宅)，已申上司，不許覆板兩行』。」若余氏所說為是，則

云「眉山程宅刊行」者當為宋刊，云「眉山程舍人宅刊行」者為

明覆宋本。惜目前尚缺直接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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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宋史資料萃編第一輯本 

《東都事略》一百三十卷附清錢綺校勘記一卷及清繆荃孫校記一卷(精裝)四

冊，宋．王稱撰，趙鐵寒主編《宋史資料萃編》第一輯，民國五十

六年，台北．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625.101/1022 

附：民國趙鐵寒<宋史資料萃編第一輯代序>、<宋史資料萃編第一輯目錄

>、民國趙鐵寒<東都事略題端>、宋洪邁<劄子>(首行題「翰林學士

正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兼修國史洪邁劄子奏臣」)、<告詞>(前二行

題「敕承議郎新差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管界沿邊都巡檢使

賜緋魚袋王稱」)、王稱<謝表>(表末題「承議郎直祕閣權知龍州軍

州兼管內勸農事兼管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稱上表」)<東都事略目錄

>(次行題「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

借紫臣王稱上進」)、清道光己酉(二十九年，1849)錢綺<東都事略

校勘記序>、<東都事略目錄>(校勘記)、清宣統辛亥(三年，1911)繆

荃孫<東都事略校記識>、<附記東都事略缺筆字補缺筆字>、民國癸

丑(二年，1913)張鈞衡<東都事略校勘記跋>。 

藏印：無。 

板式：雙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二行，行二十四字。板框 10.2×14.7 公

分。板心上方見字數，上魚尾下題「東○」，下魚尾上為葉碼，卷一

首葉板心下方題「高大全」。 

卷一之首行題「東都事略卷第○」，次行題「承議郎新權知龍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便借紫臣王稱上進」(另見卷

十三「世家一」、卷十八「列傳一」、其它各卷則無)，三行題「本

紀一」(其它各卷或題「世家○」，或「列傳○」，或「○○傳○」，

或「附錄○」)，卷末題「東都事略卷第一」。 

<目錄>首行題「東都事略目錄」，次行題「承議郎新權知龍州

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王稱上進」，葉二十九

末牌記題「眉山程舍人宅刊行已申上司不許覆板」。 

「東都事略校記」為粗黑口，雙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一

行，行二十三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三字。魚尾下題「東都事略校

記」，下魚尾上為葉碼，板心下方題「適園叢書」。卷之首行題「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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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事略
以舊鈔本校翻刻宋眉山程舍人

」。 

「東都事略校勘記」為粗黑口，雙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一

行，行二十三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三字。魚尾下題「東都事略校

記」，下魚尾上為葉碼，板心下方題「適園叢書」。卷之首行題「東

都事略校勘記」，次行題「元和錢綺訂」。 

按：1.「宋史資料萃編第一輯」本與「中央圖書館藏本」二書皆避「遘」、

「敦」、「偁」、「惇」等字。然「偁」字之缺筆方式不同；「偁」字

亦間有不避者，如「宋史資料萃編第一輯」本之<目錄>卷十五「楚

王元『偁』」、卷三十「竇儀儼『偁』」、卷三十九「王禹『偁』」等

條；中央國書館藏本之「儼『偁』」亦未避。此二書雖外貌神似(筆

蹟粗細略有不同)，實非同一刻本。以其板式行款觀之，其異同表

列如下： 

板式行款 中央圖書館藏本 宋史資料萃編第一輯 

魚尾 雙魚尾(間見單魚尾或三魚

尾)，左右雙欄。 

雙魚尾，左右雙欄。 

行字數 半葉十二行，行二十四

字。 

半葉十二行，行二十四

字。 

字數 板心上方間見字數。 板心上方有字數。 

板心題字 上魚尾下題「東○」或

「東○紀」或卷次或「本

紀」或無字等不一。 

上魚尾下題「東○」。 

葉碼 下魚尾上為葉碼(間見置於

下魚尾之下)。 

下魚尾上為葉碼。 

刻工 卷一首葉板心下方題「高

大全」。 

卷四十八之葉七亦見一字，

惟無法辨識。 

卷一首葉板心下方題「高

大全」。 

卷首尾 卷一之首行題「東都事略

卷第○」，次行題「承議郎

新權知龍州軍州兼管內勸

卷一之首行題「東都事略

卷第○」，次行題「承議郎

新權知龍州軍州兼管內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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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便借

紫臣王稱上進」(另見卷十

三「世家一」、卷十八「列

傳一」、其它各卷未見)，

三行題「本紀一」(其它各

卷或題「世家○」，或「列

傳○」，或「○○傳○」，

或「附錄○」)，卷末題

「東都事略卷第一」。 

卷六首行題「『柬』都事略

卷第六」。 

卷一百二題「列傳一百三八

十五」。 

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便借

紫臣王稱上進」(另見卷十

三「世家一」、卷十八「列

傳一」、其它各卷則無)，

三行題「本紀一」(其它各

卷或題「世家○」，或「列

傳○」，或「○○傳○」，

或「附錄○」)，卷末題

「東都事略卷第一」。 

卷六首行題「東都事略卷

第六」。 

卷一百二題「列傳八十

五」。 

目錄牌記 <目錄>首行題「東都事略

目錄」，次行題「承議郎新

權知龍州軍州兼管內勸農

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借紫

臣王稱上進」。 

葉二十九末牌記題「眉山

程舍人宅刊行已申上司不

許覆板」。 

<目錄>首行題「東都事略

目錄」，次行題「承議郎新

權知龍州軍州兼管內勸農

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借紫

臣王稱上進」。 

葉二十九末牌記題「眉山

程舍人宅刊行已申上司不

許覆板」。 

昌彼得<東都事略敘錄>云：「宋程舍人宅刊本，今傳世可考者，

凡得三帙：一藏日本宮內省圖書寮，為求古樓所舊藏；一藏靜嘉

堂，為黃丕烈、汪士鐘、陸心源遞藏之本，此二帙所存宋版不

多，缺卷率以明覆本或抄本配補，均不如中館藏本完整，且屬初

印。中館藏本為錢遵王舊物，著錄於讀書敏求記者，在國內遞藏

有緒，經董康售之張石銘。」昌先生認為中央圖書館藏本為宋

板，且為初印本。 

略覈「中央圖書館藏本」與「宋史資料萃編第一輯」本，二書的

內文即有如下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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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卷數葉碼 中央圖書館藏本 宋史資料萃編第一輯 

洪邁<劄子>葉一 金「鐀」石室。 

「嵬鎖」下材。 

金「匱」石室。 

「猥　」下材。 

<告詞>葉一 猶「思」繼承其業 猶「心」繼承其業 

卷四末葉 有五行格線，首行題

「成康漢文景可以比

德矣」及「東都事略

卷第四」等字 

僅有板框，首行題「成

康漢文景可以比德矣」 

卷五末葉 題「戰敗之十二月宋

綬薨」 

題「之十二月宋綬薨」 

卷六葉一 慶「曆」元年。 

「变」必跣足。 

慶「歷」元年。 

「變」必跣足。 

卷七葉一 英宗「躰」乾膺

「歷」 

英宗「體」乾膺「歷」 

卷十五葉二 慶「歷」四年 慶「曆」四年 

卷十六葉三 手詔「如」聞 手詔「▓」聞 

昌先生且說：「明五松閣、清掃葉山房均曾繙刻，版式一如宋本，

惟版經俗手，不曉文義，妄加修改，致印本多譌，清錢綺、繆荃

孫各撰有<校勘記>一卷，刻於《適園叢書》中。」錢、繆二人之

<校勘記>，亦見於「宋史資料萃編第一輯」。錢綺<校勘記>云：

「劄子
一頁五行

以『猥　』下材，初印本、舊鈔本俱作『嵬鎖』。杭

世駿<漢書蒙拾序>亦以『嵬鎖』為『猥瑣』，當必有據，今剜改

从俗為『瑣』，又誤作『　』，不成字。」若據此處觀之，中央圖

書館藏本似為初印本。然卷六葉一「慶『曆』元年」、卷七葉一

「英宗躰乾膺『歷』」、卷十五葉二「慶『歷』四年」等，錢綺<校

勘記>云：「卷六
一頁二行

慶『歷』元年，此本『歷』字俱係乾隆中剜

改」，又：「卷七
一頁三行

體乾膺『歷』，本書『歷』字俱係剜改。」

則中央圖書館藏本是否為初刻本？不得不啟人疑竇，是書究為初

刻本否？ 

2.陸心源《儀顧堂續跋》云：「明覆本亦刊甚精，幾與宋刻莫辨，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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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則一律皆作『東幾』，與宋本之參差者較異耳。」由《宋史資料

萃編第一輯》的板心一律作「東幾」，則應為明覆刻本或據明覆刻

本再刻者。 

四、文淵閣四庫全書縮印本 

《東都事略》一百三十卷一冊，宋．王稱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民國七十

二年，台北．商務印書館據故宮博物院藏本縮印 R082.1/2767 v.382 

附：<東都事略目錄>、清乾隆四十年(1775)紀昀等<提要>。 

藏印：「乾隆御覽之寶」。 

板式：雙欄，單魚尾。半葉八行，行二十一字。板心上方題「欽定四庫

全書」，魚尾下題「東都事略卷○」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欽定四庫全書」，次行上題「東都事略卷○」，

下題「宋王稱撰」，三行題「本紀○」(或「世家○」、「列傳○」、

「○○傳○」、「附錄○」)，卷末題「東都事略卷○」。 

各冊扉葉題「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謄錄貢生臣王嘉

稷」(卷二十二至卷三十六題「謄錄監生臣徐繩玉」，卷六十至卷七

十二題「謄錄監生臣李惪滋」，卷七十三至卷八十四題「謄錄舉人

臣胡鼎蓉」，卷八十五至卷九十一題「謄錄監生臣馬植基」，卷九十

二至卷九十八題「謄錄監生臣馬植基」及「謄錄舉人臣孫潢」，卷

九十九至卷一百九題「謄錄舉人臣孫潢」，卷一百十至一百三十題

「謄錄舉人臣陳紹貴」)。 

按：《四庫全書總目》「東都事略一百三十卷」條題：「浙江孫仰曾家藏

本」。 

五、清掃葉山房校刊本 

《東都事略》一百三十卷十冊，宋．王偁撰，清乾隆間掃葉山房校刊本

        B04n/(n)1021 

附：清乾隆乙卯(六十年，1795)席世南<序>、宋洪邁<劄子>(首行題「翰

林學士正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兼修國史洪邁」)、宋王偁<告詞>(首

行題「敕承議郎新差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管界沿邊都巡檢

使賜緋魚袋王偁」)、宋王偁<謝表>(表末題「承議郎直祕閣權知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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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管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稱上表」)、<東都事

略目錄>。 

藏印：「廖孟炳藻文珍藏」長形硃印、「柏香艸堂」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二行，行二十五字。板框 15.1×21.7 公

分。板心上方題「東都事略」，魚尾下題「卷○」及葉碼，板心下方

題「掃葉山房」四字。 

各卷之首行題「東都事略卷第○」，次行上題「宋王偁撰」，下

題「埽葉山房校刊」(僅見卷一、卷十三、卷十八)，卷末題「東都

事略卷第○終」。 

六、校記 

(一)《東都事略校勘記》附《東都事略缺筆字》一卷一冊，清．錢綺訂，清．

葉廷琯校錄，《叢書集成續編》本，民國七十四年，台北．新文豐出

版公司據《適園叢書》本縮印本    083.2/0202-01 v.276 

附：清道光己酉(二十九年，1849)錢綺<東都事略校勘記序>、清咸豐戊午

(八年，1858)葉廷琯<跋>。 

藏印：無。 

板式：細黑口，左右雙欄，雙魚尾。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三字；小字雙

行，行二十三字(此書為縮印本，未能知板框的原始尺寸)。上魚尾

下題「東都事略校勘記」及葉碼，板心下方題「適園叢書」。 

卷之首行題「東都事略校勘記」，次行題「元和錢綺訂」，卷末

題「東都事略校勘記終」。 

按：1.錢綺<東都事略校勘記序>云：「王偁《東都事略》一百三十卷，宋

本為錢遵王述古堂所藏，見《敏求記》。此本不知何人所刻，大約

在康熙中，<目錄>後有眉山程舍人宅刊行印記，係宋本原文。稱

本眉州人，故書刊於眉。稱書仿《史》、《漢》，字都通古，重刻者

悉仍其舊，最為善本。惜版入俗手，不曉文義，妄加修改。昔於

坊友處見初印本，剜改尚少，借以校讎，未及半而售去。今又見

舊鈔本，行款字數悉同刻本，知是從述古堂本影鈔，與此本同出

一原。又於予友吳子畬處得一本，惟某行二十五字，而校其異同，

詳加勘核，摘其剜改之尤謬者，修例於左。宋本及原字之誤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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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乾隆乙卯(六十年，1795)常熟席氏掃葉山房亦曾刊此書，是

照己剜改之本重刊者，謬誤更多，不足取證。」故錢氏於書中記

其所用板本有：「初印本」、「舊鈔本」、「掃葉山房重刊本」，另又

見「琯案」之說，則係葉廷琯<跋>所云：「間有原鈔筆誤，既為一

一勘正，而事略本書中亦有映江所偶漏者，就余所見為拾補於書

眉。」惟原置於「書眉」，張鈞衡《適園叢書》重刊時，移置於內

文，並以「琯案」區分矣。 

(二)《東都事略校記》一卷一冊，清．繆荃孫撰，《叢書集成續編》本，民國

七十四年，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據《適園叢書》本縮印 

      083.2/0202-01 v.276 

附：<東都事略目錄>、清宣統辛亥(三年，1911)繆荃孫<跋>、民國癸丑

(二年，1913)張鈞衡<跋>。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雙園，左右雙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三字；小字雙

行，行二十三字。上魚尾下題「東都事略校記」及葉碼，板心下方

題「適園叢書」。 

卷之首行題「東都事略
以舊鈔本校翻刻宋眉山程舍人本

」，次行題「目錄

(以下小字單行)
不同另寫

」。 

按：1.繆荃孫<跋>云：「《東都事略》一百卅卷，世間流傳以宋眉山程舍人

所刻半葉十二行，行二十四字為最舊。明人翻刻之，五松閣仿刻

之，楊局又翻五松本，各家書目未言有別本異同
天一閣藍格鈔

本不知何所出，荃孫辛

未(同治十年，1871)在隆福寺書肆獲一舊鈔九行二十字本，擡寫

空格均自宋出，購而藏之四十年。去冬與程本對校，方知其佳，

目錄編次不同，后妃傳李宸妃、郭后、高后均不同，又脫沈貴妃

一傳，加減字均屬有意。王安石傳贊易其半，蘇轍、孔文仲傳贊

後有<考異>一篇，是程本在先而此本改削增補處處善於程，爰仿

《群書拾補》例，條舉如右。」 

2.張鈞衡<跋>云：「右《東都事略校勘記》一卷，錢綺映江撰。映江

元和庠生，葉調生稱其學殖淵邃，讀書精審，一字不輕放過。《東

都事略》有宋程舍人本流傳世間，明人繙之，五松室影之，掃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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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之，淮南書局刻之，書尚易見。映江得宋本、舊鈔本、五松室

未剜改本、已剜改本細心讎校，誠如調生所稱者。又得仁和勞和

言及調生補其缺，其書歸新陽趙君元益，又補數條，此書較為完

善。江陰繆藝風收得一舊鈔影宋本，出于程本之外者，亦成《校

記》一卷，匯刻兩記為讀《事略》者一助焉。」 

七、結語 

透過上述的著錄，可知昌彼得云：「明五松閣、清掃葉山房均曾繙刻，

版式一如宋本」，與本館所藏掃葉山房校刊本的板式行款不符之處有三： 

1.中央圖書館藏本及《宋史資料萃編第一輯》本，皆為半葉十二行，行

二十四字；掃葉山房本則為半葉十二行，行二十五字。 

2.中央圖書館藏本及《宋史資料萃編第一輯》本，<目錄>之末葉有雙行

牌記「眉山程舍人宅刊行已申上司不許覆板」，掃葉山房本則無。 

3.中央圖書館藏本及《宋史資料萃編第一輯》本卷一、卷十三及卷十八

等卷的葉首次行題「承議郎新權知龍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

借紫臣王稱上進」，掃葉山房本則於此三卷之次行題「宋王偁撰  埽葉山房校

刊」等字，板心下方亦題「掃葉山房」四字。 

上述所見之狀況，當以張鈞衡<東都事略校勘記跋>所云：「《東都事略》

有宋程舍人本流傳世間，明人繙之，五松室影之，掃葉刻之，淮南書局刻之」

為是。掃葉山房僅刻之(或繙刻)，然板式與宋本有些微之差異。 

日人阿部隆一《中國訪書志》「《東都事略》一三○卷，宋王稱撰，宋蜀

眉山程舍人宅刊本，二四冊」條所載，與中央圖書館藏本完全符合，其所見

應即同一本，並云： 

本書之宋槧本另有宮內廳書陵部(有闕，配補鈔本，狩谷棭齋舊藏，

《經籍訪古志》著錄)、靜嘉堂文庫(黃丕烈手跋，配清覆宋刊本，

《藝芸書舍宋元書目》、《皕宋樓藏書志》、《儀顧堂續跋》著錄)等藏

本。此三本皆有眉山程舍人宅之刊記，但並非同一版本，而是彼此有

覆刻關係的不同版本。書陵部本與靜嘉堂文庫本亦非配補自同一版本

而成，而是以三種版本相互配補，即使在同一卷內亦見混合配補，因

此三本之中有某些同版的葉數共通。此一版本隨著日後之刊行，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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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有粗劣之處，但印面都是一樣的美觀。另外二本則時時混雜有漫

漶之印面，多為元朝以後之邗印，由此三本我們發現了三種版本，但

以此本最為精刻，且為宋印本，其他二種則往往正體字變為簡體字，

因此我認為這一本是眉山程舍人宅之原刻。⋯⋯過去這三種版本都被

視為宋刻本，但其他兩本中多處可見元或明初之覆刻。問題是此三本

到底是個別刊刻的不同版本？抑或舍人宅刊刻之板木流傳至後世，遞

修的結果呢？我想留待日後再加以考訂。清之覆宋版首葉有「高大

全」之刻工名，兼以字樣端正，似乎是以本版為底。 

阿部隆一與昌彼得兩位先生都認為中央圖書館藏本為宋本，且為初印本。但

中央圖書館藏本的卷六葉一之「慶『曆』元年」與「『变』必跣足」，卷七葉

一的「英宗『躰』乾膺『歷』」及卷十五葉二的「慶『歷』四年」等，有避清

乾隆的諱，亦有不避者，也見簡體字的使用，又當如何解釋呢？就「曆」字

的有避與未避的情形觀之，應非「清之覆宋版」者。是否即阿部隆一所推測

「抑或舍人宅刊刻之板木流傳至後世」，觀其牌記題「眉山程舍人宅刊行已

申上司不許覆板」，部分書葉以楷體書之，與其它各葉字體不同觀之，佐以

陸心源《儀顧堂續跋‧宋槧東都事略跋》所記「眉山程宅刊行已申上司不許

覆板」，「覆本即從此出」推之，比較接近「宋刊配明覆本」的書板，甚至可

能是「明覆宋本配明覆本」的書板，傳到清代遭到剜改後再刷印者，中央圖

書館藏本鈐有「怡府世寶」、「明善堂覽書畫印記」、「安樂堂藏書記」等印，

據《藏書紀事詩引得》8所載，係清宗室弘曉的藏印，清世宗之子，封怡親

王，絳雲樓未火以前，其宋元精本大半為毛子晉、錢遵王所得，毛、錢兩家

散出，半歸徐健庵、季滄葦。後徐、季之書，由何義門之紹介，盡歸於弘

曉。9弘曉雖藏有絳雲樓未火前的宋元精本，是否會遭書估所訛，誤以清刷之

書為宋刻？姑記之俟考。 

 

                                                 
8 見頁 68，蔡金重編，台北哈佛燕京學社引得，1966 年。 
9 引自《歷代藏書家典典》頁 56，梁戰、郭群一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

年 10 月第 1版第 1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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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響 

參加「數位時代圖書館館藏發展研討會」會後報告 

採編組陳婷婷 

2006 年元月 16 日~17 日，在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七樓的國際會議廳，舉

行了一場「數位時代圖書館館藏發展研討會」。這場研討會是由中興大學圖

書資訊學研究所以及中興大學圖書館所主辦，國家圖書館及國立台中圖書館

協辦。 

這場研討會，一方面是慶祝中興大學圖書館，在九二一大地震受創六年

之後，得以重新建立新館並落成啓用，另一方面也為了歡送范豪英館長，即

將在今年的二月一日榮退，因此，這次與會的人員，除了范老師的故舊、好

友與門生之外，還包括了國內外的圖書資訊學者專家、圖書館及資訊服務業

的專業人員、業界主管以及圖書資訊相關系所的師生，可以說是圖書館界的

老、中、青三代都齊聚一堂，共襄盛舉，是一場非常難得的盛會。 

這次的研討會，一共分為六個場次，十九位主講者，以及三場專題演講。

這六個場次的研討主題分別是： 

1.各類型圖書館的館藏發展-- 

2.電子資源之選擇與採購-- 

3.學術傳播與館藏發展-- 

4.館藏與使用評鑑-- 

5.館藏組織與管理-- 

6.合作館藏發展-- 

另外，三場專題演講，則分別是，由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的李華偉主

任主講，講題：美國國會圖書館建立世界級的數位時代亞洲館藏，以及美國

霍華大學圖書館副館長黃光國教授主講，講題：數位時代有「館」無「藏」，

第二天做為大會最後壓軸的演講則是由臺灣大學圖資系的吳明德教授主講：

館藏發展的再省思，為大會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這次研討會的內容，議題主要集中在圖書館的館藏發展上面。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53期 

 26

近幾年來，由於網路科技的興起以及網路資源的取得容易，傳統圖書館

的角色也有了很大的變化。過去讀者在遇到問題時，通常依賴上圖書館尋找

解答的觀念，漸漸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則是上網尋求網路資源。因為方便性

和即時性，網際網路已成為讀者優先考慮的參考工具，這也直接衝擊到圖書

館的參考服務。 

另一方面，由於各個圖書館，普遍存在購書經費不足的問題，再加上書

刊費用逐年上漲，以及電子資源的興起，特別是大學圖書館為了減少購書經

費，紛紛採取了刪訂紙本資源，而增加電子資源的採購，並且加強原有的館

際互借功能或文獻傳遞的服務，或是藉由參與館際合作的組織或聯盟，希望

在聯合採購，館藏合作發展的基礎上，達到各合作館之間最大的共同利益。 

但是在這六場研討會之中，僅管各位主講人都認為圖書館正面臨著一種

強大的改變壓力，但是在館藏發展的方向上，仍然可以明顯的看出，彼此之

間的看法其實存在著很大的差異。 

在吳明德老師的演講中，就透過一些數據的分析，提供圖書館從「收

藏」與「取用」，兩個館藏發展的觀念，來思考目前圖書館因應電子資源的

興起，所採行的一些措施，是否真的解決了圖書館館藏發展所面臨的一些問

題？是否因此也產生了一些新的問題？ 

舉例而言：大學圖書館熱衷購買電子書來代替紙本圖書，但是電子書真

的可以代替紙本圖書嗎？試想如果因為經費減少而未被購買的紙本圖書，是

否可以真的用所購買的電子書來取代其功能？再者，並非所有的紙本圖書，

都會以電子型式出版，電子書也不像紙本圖書一樣，可以隨時出版，隨時購

買，而且雖然電子書有其便利性，但是因為圖書館對於電子書，僅有使用權

並無所有權，因此並不符合「收藏」的原則，電子書的借期通常較紙本書借

期短，而且電子書若篇幅較長，並不適用於網上閱讀，所以其實也並不符合

「取用」的原則。更重要的是電子書真的受到讀者的歡迎和喜愛嗎？這應該

也是有購入電子書的圖書館，應該要去深思並且評估其效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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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舉一例，以電子聯盟共同採購，固然可以因為集體採購而降低價格，

使得各會員圖書館蒙利，然而值得深思的是，透過聯盟採購，容易造成各館

購買相同的電子資源，而使得館際之間的合作或資源共享產生困境。而當圖

書館因經費因素刪訂紙本期刊而改訂電子期刊時，由於許多電子期刊都以包

裹(Package)方式訂購，因此也可能有重覆性高，或是不符合圖書館原本的館

藏政策，但却只能勉強照單全收。這些問題原本並不會發生在紙本期刊的訂

購上，却在電子期刊的訂購上發生了。再者當圖書館因為採購電子期刊的套

裝包裹，而產生資料重覆的問題時，其實也是一種圖書館重複付費的浪費。

在原本基於經費減縮而採行的節省經費方案，無形中反而成為一種浪費資源

的方式。這些問題都很值得圖書館在面臨大環境改變，而力圖轉型，以求追

上時代潮流的同時，更深切的加以思考。 

整場研討會，因為與會的演講者，都是目前活躍在圖書資訊界的學者專

家，每個人都在各自的研究領域內有精闢的見解與成就。我自己覺得研討會

唯一美中不足之處，就是每一位講者的時間太短，總覺得倉促而難掩遺憾。

不過，對於自己能夠參與這場盛會，得以學習到許多這個工作領域內新的知

識，就有如閱讀了一本精釆的好書，也像是聆聽了一場美好的音樂會，心中

真是充滿感激。 

目前中興大學圖資所已將研討會的講稿上傳至研討會的網站，有興趣的

同仁可以上網站下載：http://www.nchu.edu.tw/~gilis/conference/2.htm 

 

訊息 

東海大學圖書館大事記 

民國 95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 

01.04 上午 9 時，校長給全校師生一封<關於「市政路延伸路段通過本校農牧

場東側案」之校長公開說明信>。 

01.05 下午 2 時 10 分，資管系於社科院 SS101 邀請交通大學教授兼圖書館副

館長柯皓仁博士主講「數位圖書館與知識管理」，本館計有館長室李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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綏專門委員、林幸君小姐，參考組張秀珍組長、曾奉懿小姐、陳勝雄先

生，採編組楊綉美組長、林靖文小姐、陳婷婷小姐，期刊組王畹萍代組

長、翁明枝小姐、黃國書先生、施麗珠小姐、謝心妤小姐及特藏組謝鶯

興先生等十餘位同仁參加。 

01.06 館長室轉發總統於 94 年 12 月 28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400212621 號令公

布「大學法修正案」之修正後條文。 

01.11 下午 5 時，東華大學中文系程克雅教授來電詢問《東海大學圖書館館

訊》發行事宜，並代浙江省杭州市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許建平教授索閱

《館訊》。 

01.17 館長室李玉綏專門委員，期刊組王畹萍代組長、謝心妤小姐，流通組陳

麗雲組長及參考組陳勝雄先生、採編組陳婷婷小姐等人，參加於中興大

學舉行之「數位時代圖書館館藏發展研討會」。 

01.18「東海大學全校網站設計比賽」票選活動，於下午 12 時截止，本館網

站共獲 5513 張票選，高居「最佳單位網站」榜首。 

01.20 上午 10 時 30 分，於良鑑廳舉行 94 學年度第 1 次全館館務會議。 

01.25 因應「圖書館組織再造」及「館員工作輪調」需要，館長指示：請各組

組長及各組同仁填報現行「工作職掌要述」。2 月 13 日交至組長處彙整

後，於 2 月 15 日前送交館長室。 

01.26 就良鑑廳漏水工程維護問題，利用春節假期閉館(2 月 2 日至 8 日)期

間，進行中庭部份防水施工工程，原有中庭的花草，歡迎有興趣種植的

同仁帶回照顧。 

01.26 至 2 月 8 日，春節假期，全校停止上班上課。各單位依例派人輪值，以

維護各區域之安危，今年由採編組林靖文、胡仲平，期刊組施麗珠、謝

心妤、翁明枝及流通組賀新持等同仁依次輪流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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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東海大學館藏《畿輔人物志》板本述略--兼論清人對違礙書籍的處理 

僑光技術學院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陳惠美 

一、前言 

《畿輔人物志》二十卷，清．孫承澤(1592~1676)撰。孫承澤，乃明末清

初人物，與顧炎武(1613~1682)、朱彝尊(1629~1709)有交誼，筆者讀朱彝尊

《曝書亭集》屢有記及孫承澤1，於孫氏著作已多致其意，每思考察二人之間

的交遊與學術關聯2。最近因核查明末孫承宗的傳記資料，而考查《畿輔人物

志》之資料，卻見同一書的不同板本中，孫承宗的傳記頁數有十幾葉者，有

四、五葉者，字數相差頗多。細核其內容，其差異處多有以事涉滿清在明末

至入關之際的敘述而更動，因概觀全書，將不同板本的比對結果呈現出來，

則不僅見板本之異，更可藉以見清人於違礙書籍的處理方式。 

二、孫承澤及《畿輔人物志》的編纂 

孫承澤，字耳伯，號北海，又號退谷，晚號退翁，順天大興人。3明崇禎

四年(1631)進士，歷任陳留縣知縣、祥符縣知縣，官至刑科都給事中。福王

                                                 
1 朱彝尊《曝書亭集》(《四部備要》本，台北．臺灣中華書局，1972年 8 月)卷

47<漢博陵太守孔彪碑跋>、<跋蔡中郎鴻都石經殘字>、<書王純碑後>、<漢丹水

丞陳宣碑跋>，卷 54<王維伏生圖跋>、<再題王維伏生圖>、<李龍眠九歌圖卷跋

>、<題楊補之墨梅>、<書彝齋趙氏水仙花卷>等，皆記及觀孫承澤收藏之金石碑

跋事。而除了賞玩，更就所見討論，如卷 31<答孫侍郎書>即對孫承澤所藏古

玉，提出論辨，並成<釋圭>一文，後收入《曝書亭集》卷 60。孫氏卒，朱彝尊

並為<祭孫侍郎文>，文中可見二人情誼之深。 
2 謝正光<清初的遺民與貳臣----顧炎武、孫承澤、朱彝尊交遊考論>(收入《清初詩
文與士人交遊考》，p.330~p.391，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年 9月)，對於
三人的交往已有深刻的討論，然筆者以為於孫、朱二人的關聯，仍有失考，頗

值得再深入探討。 
3 孫承澤的名、字、號有不同的說法。今從王崇簡撰<光祿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右

都御史吏部左侍郎孫公承澤行狀>(《碑傳集》十，《清代傳記叢刊》本，清．錢

儀吉撰，台北．明文書局，1986年元月)，作「字耳伯，號北海」。「退谷」、「退

翁」則參酌《昭代名人尺牘小傳》(《清代傳記叢刊》本，清．吳修撰，台北．

明文書局，1986年元月)卷三、《清代七百名人傳》(《清代傳記叢刊》本，蔡寇

洛撰，台北．明文書局，1986年元月)等。又《皇清書史》(《清代傳記叢刊》

本，李放纂，台北．明文書局，1986年元月)卷十「孫承澤」條云孫氏：「初名

澤，字思仁」，與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藏《畿輔人物志》目錄題「孫承澤恩仁」，

均為其他史料均未載及，無法遽斷其是非，附記於此。至於，孫氏籍貫，據<行

狀>等知其先世為山東益都人，世隸上林苑籍，遂為大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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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曾降附流賊李自成，受防御使職。入清，授吏科都給事中，歷兵部左侍

郎加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清史列傳．貳臣傳》有傳。 

孫氏處明清易代之際，既身仕明、清兩代，中間又曾降附李自成，以忠

臣不事二朝的觀念而言，孫氏無疑是節操有虧的「貳臣」。4然其於經學、經

濟之學皆重之，又多貯古器、名人書畫，與客討論鑑賞；乞休之後，「耄而

好學，亹亹不倦，於史事多所論述，而有明一代典故，尤瞭如指掌」。5孫氏

這樣廣博的治學興趣，反映在著述上，可說涵蓋經、史、子、集四部的範圍。

以今所考知，孫承澤著述《四庫總目》著錄的有：《尚書集解》(經部存目)、

《詩經朱翼》(經部存目)、《春秋程傳補》(經部存目)、《九州山水考》(經部

存目)6、《五經翼》(經部存目)。《四朝人物略》(史部存目)、《畿輔人物志》

(史部存目)、《益智錄》(史部存目)、《河紀》(史部存目)、《天府廣記》(史

部存目)、《元朝典故編年考》(四庫史部)、《學典》(史部存目)、《閒者軒帖

考》(史部存目)、《藤陰劄記》(子部存目)、《學約續編》(子部存目)、《考

正朱子晚年定論》(子部存目)、《明辨錄》(子部存目)7、《春明夢餘錄》(四

庫子部)、《庚子銷夏記》(四庫子部)、《研山齋墨蹟集覽一卷法書集覽三卷》

(子部存目)、《典制紀略》(子部存目)、《己亥存稿》(集部存目)。《四庫》

共收錄三種，《存目》著錄十九種。另《山書》列《禁燬書目》。 

此外，據王崇簡<行狀>所記，尚有《孔易傳義》、《儀禮經傳合解》、

《人物志》、《元明典故編年考》、《歷代史翼》、《水利考》、《寰宇

志》、《山居小箋》、《宋五先生》、《明四先生》、《諸儒集抄》、《研

山齋集考》等十二種。《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則別有《樗林三筆》、《溯洄

集》二種。又今見有《研山齋圖繪集覽》8、《山居隨筆》9、《元朝人物略》10

三種收入叢書，均題作孫承澤撰。總計孫承澤的著述有四十種之多。 

                                                 
4 王崇簡撰<行狀>對於孫承澤之死生進退之際，詳細說明其不得已之處，可參看。 
5 《畿輔通志》卷七十九，葉六至七<孫承澤>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北．

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台北故宮博物院藏本照相縮印本，1986年 3 月。 
6 王崇簡撰<行狀>記孫氏著述有《禹貢考》，今核該書前孫氏自序言「山水考考禹
貢也」，則二書當為同一書。 

7 王崇簡撰<行狀>記孫氏著述有《道統明辨》，疑即此書。 
8 四庫館臣於此書提要原作「不著撰人」，而疑其為孫承澤採掇舊文，草創未竟，

後人抄錄成帙。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收入子部，題為孫承澤撰。 
9 《風雨樓秘笈留真》，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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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著述中在史事、掌故方面，頗有可觀，如《山書》、《春明夢餘

錄》、《天府廣記》等，於史實、掌故的記載，多考證詳明，對後學者探討

明代史實有極大的貢獻。而《畿輔人物志》、《四朝人物略》則記錄人物事

蹟與行誼，與前述數種正可參證。 

《畿輔人物志》之編纂，由書前所附諸序可得其因由。梁清標<畿輔人物

略序>云：「余友退谷翁于書無所不窺，罷政家居，日手一編，上下千古，而

慨然于畿內人物之盛，懼其久而漫漶無徵也，于是輯為《志略》，自洪、永

以訖啟、禎，三百年間名臣將相，文章事功粲然可考最著者⋯⋯。」成克鞏<

畿輔人物志序>云：「孫公綴而論次之，上自開國迄於啟、楨，得一百二十

人，人自為傳，共二十卷。」從梁、成二序，可知三事： 

1.此書為孫承澤退居西山，方事編纂。2.書中收錄明代洪武至崇禎朝三百

年間，一百二十人之事略，共二十卷。3.兩人的序文，一作<畿輔人物志序>，

一作<畿輔人物略序>，或可推知是書曾欲名為「畿輔人物略」，其後方定為

今名。  

又從魏裔介與孫承澤的序文得知其著作之意。魏<序>云：「先生生長京

師，幼習宗廟百官之美富，炙彼都人士之光儀，而又仕宦省闥與海內賢人君

子有楙蘭之契，其出處顯晦多所閱歷，若其玄黃水火，黨錮鈎鉅禍，又嘗痛

心疾首於鉛槧覩記之間，故以《四朝人物》志天下之人才，而復以《畿輔》

志燕趙之人才。」參看孫承澤<自序>所云：「余山居無事，好讀史書，擬以

平昔所聞見前人事略，輯為《四朝人物志》一書，以消永晝，而《畿輔人物

志》先成，雖聞見有限，搜羅未廣，然生平企慕大端在此矣。」可知孫承澤

纂輯《四朝人物志》與《畿輔人物志》，一以時間為繫(自漢至唐宋)，一以

地區為主，收載天下人才的事蹟，二書的著作之意是相似的。 

《四庫總目》將《畿輔人物志》置於「存目」，評其書之記人物「如李

東陽之類，究涉假借，不出地志之積習」11；又言其書對某些人的盛相推重，

                                                                                                                         
年。 

10 收入《清代稿本百種彙刊》，台北．文海出版社，1974 年。 
11 《四庫全書總目》卷六十三「史部傳記類．存目五」葉四，「《畿輔人物志》」

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台北故宮博物院藏本照相

縮印本，1986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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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非盡信史矣」。評價不高，然以其專志畿輔一地的人物，對於研究明代

北平地區人物的事蹟，誠提供豐富的資料。 

三、東海館藏《畿輔人物志》板本述略 

關於《畿輔人物志》的卷數，檢核各種目錄，大多是二十卷。 

《皇朝通志》12卷 100 葉三載：「《畿輔人物志》二十卷，孫承澤撰」。

《皇朝文獻通考》13卷 221 葉二十九，載：「《畿輔人物志》二十卷，孫承澤

撰。承澤見經類。」《四庫全書總目》14卷 63「史部傳記類．存目五」葉四，

「《畿輔人物志》二十卷，浙江吳墀家藏本，國朝孫承澤撰。」《古籍版本

題記索引》15著錄：「《畿輔人物志》二十卷，清順治十五年(1658)刊本，[85] 

(謝國禎《晚明史叢考》二十四卷)．十七．766。清刊本[39](清沈初等《浙江

採集遺書總錄》十集)．戊．20。」「台灣地區善本古籍聯合目錄」收錄：

「《畿輔人物志》，二十卷，(清)孫承澤撰，清順治間(1644-1661)刊本，史

部--傳記類 - -總錄，清刊本，8 冊，28 公分，線裝襯裝，中研院傅斯年圖書

館，清順治十五(戊戌)年(1658)孫氏自序，十六(己亥)年(1659)成克鞏、魏裔介

等序。」各種目錄所載，都是二十卷本。 

然《中國古籍善本書目》16「史部傳記類」著錄北京圖書館藏有三本：

「一為《畿輔人物考》不分卷，稿本。一為《畿輔人物略》不分卷，清孫承

澤撰，稿本。一為《畿輔人物志》二十卷，清孫承澤撰，清初刻本。」與

《北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17核對，其著錄三本：「一為《畿輔人物略》不

分卷，清孫承澤撰，稿本，十二冊，五行十四或十五字，無格。一為《畿輔

人物考》不分卷，稿本，四冊，九行間有八行二十二或二十三字無格。一為

                                                 
12《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台北故宮博物院藏本照相縮印

本，1986年 3 月。 
13《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台北故宮博物院藏本照相縮印

本，1986年 3 月。 
14《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台北故宮博物院藏本照相縮印

本，1986年 3 月。 
15 見頁 198右，羅偉國、胡平編，上海．上海書店，1991 年 6月第 1版第 1刷。 
16 見卷 8 葉二十四，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年 5月活字本。此三書皆藏北京圖書館。 
17 見頁 426，史部傳記類，北京圖書館編，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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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畿輔人物志》二十卷，清孫承澤撰，清初刻本，八冊，九行二十字，白

口，四周單邊。」兩處所載相符，只是後者著錄較為詳細。 

歸納上述著錄，可知《畿輔人物志》通行本是二十卷本，自清初即如

此；另外，尚有稿本二種傳世，惜今未之見。 

今核東海圖書館館藏《畿輔人物志》計有三種：《續修四庫全書》本，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明代傳記叢刊》本，均作二十卷。其中前兩種

均據山東省圖書館藏清初刻本影印，同一來源，可說是同一板本；至於《明

代傳記叢刊》本乃據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傅斯年圖書館藏本影印，板

式、行款與前一種一致，字體亦相同；然其目錄處的題名卻有不同，詳核其

內容，甚有參差。以下先著錄三種的資料，再詳述其差異。 

(一)《畿輔人物志》二十卷一冊，(清)孫承澤撰，《續修四庫全書》據山東省

圖書館藏清初刻本影印，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5 年 3 月，圖書館特藏組/圖書館特藏組，MA/082.1/2426/ v.540 

附：清順治己亥(十六年，1659)梁清標<畿輔人物略序>、清順治己亥(十

六年，1659)王崇簡<畿輔人物志序>、清順治己亥(十六年，1659)成

克鞏<畿輔人物志序>、清順治己亥(十六年，1659)魏裔介<序>、清

順治戊戌(十五年，1658)孫承澤<自序>、<畿輔人物志目錄>。 

藏印：「山東省圖書館藏書印」方型墨印。 

板式：單欄，單魚尾。半葉九行，行二十字(因係縮印本，未能確知其板

框大小)。板心上方題「畿輔人物志」，魚尾下題「卷○」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畿輔人物志卷之○」，次行題「北平孫承澤

著」，三行為各傳之篇名。 

扉葉左題「畿輔人物志(清)孫承澤撰」，右題「據山東省圖書

館藏清初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九七毫米寬二八○毫米」。 

按：1.此本<目錄>之「太僕」皆作「太」，然內文皆作「太僕」。 

2.此本卷一、卷四、卷八、卷十六、卷十七、卷十八、卷二十有多處

剜除的痕跡，比對《明代傳記叢刊》本，知為「胡」、「虜」、

「胡虜」、「夷狄」、「賊」等字，其原因當與修《四庫全書》

有關，詳論於第四節。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53期 

 34

3.卷十六「金兵部鉉」、「成兵部德(字玄升)」未避康熙諱，「申太

僕佳胤」未避雍正諱。 

4.卷十二缺第十葉，核《明代傳記叢刊》本(史語所藏本)知缺「諸陋

例一時袪盡」至「無車馬之音署中有」等三百六十字。無「附異

僧傳」。 

5.此本卷十一收「賀給事欽」、「蔡侍郎靉」、「孫閣部承宗」及

「鹿大理善繼」等四傳，計十七葉。與史語所藏本之十一卷的人

數、內容不一致。 

6.成克鞏<畿輔人物志序>云：「得一百二十人」，然細數此本<目錄>

所載，共計一百三十人，與內文收錄有所不同。其差異如下：卷

二「目錄」作「侯司寇秦」，內文作「侯司寇泰」，且置於「茅

副憲大芳」之後，多「趙太守豫」一篇，與「目錄」不符。卷三

內文多「李襄敏賓」一篇，「目錄」未著錄。卷七「目錄」作

「朱總憲裳」，內文作「朱都御史裳」。卷十一「目錄」作「孫

閣部承宗」、「鹿大理善繼」、「賀給諫欽」、「蔡侍御靉」，

內文順序為「賀給諫欽」、「蔡侍御靉」、「孫閣部承宗」、

「鹿大理善繼」。卷十三「目錄」有「史司馬可法」，內文卻未

見。卷十四「目錄」有「呂太常邦耀」及「張方伯國銳」，內文

卻未見。卷十六「目錄」有「張惠安慶臻」、「衛宣城時春」，

內文卻未見。卷十九「目錄」作「王司理荔」，內文作「王司李

荔」，且將「呂逸人食安」及「孫逸人孝本」二篇置於「張茂才

詩」之後，與「目錄」不符。 

(二)《畿輔人物志》二十卷一冊，(清)孫承澤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山

東省圖書館藏清初刻本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台南：莊嚴

文化公司，1996 年 8 月，圖書館特藏組/圖書館特藏組，082.1/6008-01 

/v.119  

附：清順治己亥(十六年，1659)梁清標<畿輔人物略序>、清順治己亥(十

六年，1659)王崇簡<畿輔人物志序>、清順治己亥(十六年，1659)成

克鞏<畿輔人物志序>、清順治己亥(十六年，1659)魏裔介<序>、清



文稿 

 35

順治戊戌(十五年，1658)孫承澤<自序>、<畿輔人物志目錄>、<畿輔

人物志二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提要>。 

藏印：「山東省圖書館藏書印」方型墨印。 

板式：單欄，單魚尾。半葉九行，行二十字(因係縮印本，未能確知其板

框大小)。板心上方題「畿輔人物志」，魚尾下題「卷○」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畿輔人物志卷之○」，次行題「北平孫承澤

著」，三行為各傳之篇名。 

扉葉題：「《畿輔人物志》二十卷，(清)孫承澤撰，山東省圖

書館藏清初刻本，附《四庫全書總目．畿輔人物志二十卷》提要」。 

按：是書與《續修四庫全書》本同據山東省圖書館藏清初刻本，故內容

完全相同。 

(三)《畿輔人物志》二十卷一冊，(清)孫承澤撰，《明代傳記叢刊》第 38 種

據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藏本影印，周駿富輯，台北．明文書局，

1991 年 10 月，圖書總館/圖書總館，782.16/6705/v.142 

附：清順治己亥(十六年，1659)成克鞏<畿輔人物志序>、清順治己亥(十

六年，1659)梁清標<畿輔人物略序>、清順治己亥(十六年，1659)王

崇簡<畿輔人物志序>、清順治己亥(十六年，1659)魏裔介<序>、清

順治戊戌(十五年，1658)孫承澤<自序>、<畿輔人物志目錄>。 

藏印：「史語所收藏珍本圖書記」、「傅斯年圖書館」長型墨印。 

板式：單欄，單魚尾，半葉九行，行二十字，板框 11.0×15.6 公分(據所

見之影印本)。板心上方題「畿輔人物志」，魚尾下題「卷○」及

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畿輔人物志卷之○」，次行題「北平孫承澤

著」，三行為各傳之篇名。 

<目錄>之首行「畿輔人物志目錄」，次行題：「北平孫承澤

恩仁著」，三、四行依序題「同里」「劉顯績元公」、「袁懋功九

敘」、「袁懋德六完」、「余司仁岱嶼」「校」，葉末題「侄道

極」、「男道樸」「錄」，墨筆書：「原書係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

研究所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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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成克鞏<畿輔人物志序>云：「得一百二十人」，前述《續修四庫全

書》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山東省圖書館藏清初刻本之<目錄

>有一百三十人，而此本則有一百二十一人。 

兩種之間的差異如下：此本<目錄>之第三卷缺「胡司空瓚」，第

六卷缺「盧光祿宗哲」、「孫僉事博」，第七卷「朱總憲裳」(內

文作「朱都御史裳」)作「宋總憲裳」(內文作「朱都御史裳」)，

第八卷缺「史司馬道」、「張司馬學顏」，第十卷缺「孫太僕

緒」，第十一卷缺「賀給諫欽」、「蔡侍御靉」，第十四卷缺

「魏侍御純粹」(內文卻見收錄，而缺「呂太常邦耀」及「張方伯

國銳」二篇)，第十六卷「申太僕佳胤」作「甲太僕佳胤」(內文

作「申太僕佳胤」)，第十七卷未收「朱太保希孝」，而收「吳恭

順惟英」(但內文未見)，第十九卷「王司理荔」(內文作「王司李

荔」)作「王司李荔」，第二十卷末多「附僧知壽」(內文標題作

「附異僧傳」)。 

2.此本雖著錄一百二十一人，然其<目錄>與內文所收錄亦見差異：

卷二「侯司寇秦」，內文作「侯司寇泰」，置於「茅副憲大芳」

之後，與「目錄」不符。卷十一「目錄」有「鹿大理善繼」，內

文未見。卷十三「目錄」有「史司馬可法」，內文未見。卷十五

「目錄」作「朱中丞之馮」，內文作「宋中丞之馮」。卷十九之

「吳文學端御」、「呂逸人食安」及「孫逸人孝本」三篇置於

「張茂才詩」之後，與「目錄」不符。 

上述分點詳說其異同，以下即繪為一表，藉由對照以見其間差異： 

四庫存目本、四庫續修本 

(山東省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明代傳記叢刊本 

(史語所傅斯年圖書館藏本) 

卷

次 

目錄標題 內文標題 目錄標題 內文標題 

2 侯司寇秦 

茅副憲大芳 

無 

茅副憲大芳 

侯司寇泰 

趙太守豫 

侯司寇秦 

茅副憲大芳 

無 

茅副憲大芳 

侯司寇泰 

無 

3 胡司空瓚 

無 

胡司空瓚 

李襄敏賓 

無 

無 

無 

無 

6 盧光祿宗哲 

孫僉事博 

盧光祿宗哲 

孫僉事博 

無 

無 

無 

無 

7 朱總憲裳 朱都御史裳 宋總憲裳 朱都御史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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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史司馬道 

張司馬學顏 

史司馬道 

張司馬學顏 

無 

無 

無 

無 

10 孫太緒 孫太僕緒 無 無 

11 孫閣部承宗 

鹿大理善繼 

賀給諫欽 

蔡侍御靉 

賀給諫欽 

蔡侍御靉 

孫閣部承宗 

鹿大理善繼 

孫閣部承宗 

鹿大理善繼無

無 

孫閣部承宗 

無 

無 

無 

13 史司馬可法 無 史司馬可法 無 

14 魏侍御純粹 

呂太常邦耀 

張方伯國銳 

魏侍御純粹 

無 

無 

無 

無 

無 

魏侍御純粹 

無 

無 

15 朱中丞之馮 朱中丞之馮 朱中丞之馮 宋中丞之馮 

16 張惠安慶臻 

衛宣城時春 

申太僕佳胤 

張惠安慶臻 

衛宣城時春 

申太僕佳胤 

無 

無 

甲太僕佳胤 

無 

無 

申太僕佳胤 

17 朱太保希孝 

無 

朱太保希孝 

無 

無 

吳恭順惟英 

無 

無 

19 王司理荔 

吳文學端御 

呂逸人食安 

孫逸人孝本張

茂才詩 

王司李荔 

張茂才詩 

吳文學端御 

呂逸人食安 

孫逸人孝本 

王司李荔 

吳文學端御 

呂逸人食安 

孫逸人孝本張

茂才詩 

王司李荔 

張茂才詩 

吳文學端御 

呂逸人食安 

孫逸人孝本 

20 無 無 附僧知壽 附異僧傳 

1.就收錄人數而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續修四庫全書》本<

目錄>是一三一人，而「內文」所收人數實為一二八人；而《明代傳記叢刊》

本，<目錄>所載有一二一人，「內文」所收人數則僅一一九人。兩種板本不

僅彼此人數有參差，甚至於兩種板本於其目錄與實際收錄人數亦實有差異。 

2.就所收傳記而言，兩種板本均有「目錄」有而實無《內容》的情形，

如「史可法」的傳記均未收其內容。且兩本亦均有「目錄」有某人，「內

文」無該人傳記，卻另有他人傳記的現象。 

3.以傳記實際內容而言，舉十一卷為例，《明代傳記叢刊》本<目錄>收

「孫閣部承宗」及「鹿大理善繼」二傳，然內文僅見「孫閣部承宗」，文有

十二葉之多，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續修四庫全書》本該卷有四人

傳記，於「孫閣部承宗」部分僅有五葉，內容改異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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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文字剜除的情形而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續修四庫全

書》本，語涉違礙的文字挖掉的痕跡相當清楚；而《明代傳記叢刊》本則

無，可是文字漫漶處頗有之。 

仔細比對兩種板本的字體、行款、字數，當可推知屬同樣的板片；且以

《明代傳記叢刊》所據史語所藏本較趨近原貌。至於二者差異的產生，當產

生於清乾隆間《四庫全書》編纂時期，此書語多涉違礙而在內容有所調整。 

四、從東海館藏《畿輔人物志》板本差異看清人處理違礙書籍 

由東海館藏兩種板本，本身之目錄與內文的差距來看，有可能是在纂輯

過程中，體例既定，即將已編纂的部分先行付梓，然而其後又有去取增刪。

這種情形筆者於探討朱彝尊《明詩綜》時亦曾發現18，在卷帙較多的編纂性質

的著作當非罕見之例。不過，筆者以為由兩處現象來看，頗疑這不僅是單純

隨輯隨印的情形，而是清人對違礙書籍的處理結果。 

其一，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續修四庫全書》本中，有些剜除

痕跡。 

1.卷一「宋文恪訥」傳葉四上半第四行之「胡虜」二字被剜去。 

2.卷四「曹文襄鼐」傳葉五下半第七行之兩次「虜」字被剜去。 

3.卷八「楊忠愍繼盛」葉一下半第四行與第六行三個「虜」字被剜去，

第九行「犬羊」被剜去；葉二上半之第一行、三行、四行、六行等

「虜」字第七、八行之「胡虜」及第九行之「胡」被剜去；下半葉之

第一行、二行、五行、七行之「虜」字及第七行之「夷虜」被剜去；

葉三上半之第一行、五行之「虜」字被剜去；葉五上半之第一行、第

四行「虜」字及第二行下半葉之第五行「胡虜」字被剜去；葉六下半

之第八行「胡虜」字被剜去。 

4.卷八「王司馬遴」傳葉九下半之第九行「虜」字被剜去。 

5.卷十六上半第七行「尚書張縉彥」等字被剜去。 

6.卷十七「郭忠武(皆缺『登』字)」葉二下半第九行「虜」字，葉三上

半第二行「虜」字，第六行、第七行、第八行之「賊」字，下半葉第

                                                 
18 陳惠美<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明詩綜》看四庫館臣之刪改典籍>，《東海大學圖
書館館訊》新 52期，p.35~p.44。2006 年元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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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行、第四行「賊」字及第四行「虜」字及第九行「夷狄」字，第四

葉上半第四行「虜」字皆被剜去。 

7.卷十七「馬都督永」傳葉六上半第八行「虜」字被剜去。 

8.卷十八「袁錦衣彬」傳之下半第五行、六行、七行、八行「虜」字，

葉二上半第六行、七行「虜」字皆被剜去。 

9.卷二十「王威寧越」傳葉二上半第一行、第五行「虜」字，葉三上半

第五行「虜」字，葉四上半第九行「虜」字，葉六下半第二行「虜」

字皆被剜去。 

10.卷二十「王靖遠驥」傳之葉八上半第三行「虜」字，下半葉第五

行、八行、九行之「虜」字，葉十上下之第七行「虜」字皆被剜去。 

11.卷二十「楊興濟善」傳葉十四上半第六行、七行，下半葉第二行、

四行之「虜」字被剜去。 

這些剜除的空格，經核對《明代傳記叢刊》本，知其原來的文字如上所

述。這些「虜」、「胡」、「胡虜」、「夷狄」、「賊」、「犬羊」的字

眼，在明人書寫敵對的女真人時是習用的文字，用得理所當然；但是看在清

乾隆皇帝的眼裡，卻是悖逆的。雖然乾隆皇帝於乾隆四十二年(1777)十一月

下諭旨，針對將《宗澤集》、《楊繼盛集》「夷」字改為「彝」，「狄」改

成「敵」字的情形，指示二人集中所指係金人、諳達，無須避諱，不用改

易。19不過，這樣的說法恰是說明若文字敘述所指為與滿清有關者，則必須

避諱，一定要改易的反證。 

《畿輔人物志》既然是專志畿輔一地，明代三百以來的人物，其中內閣

大學士、各部尚書、侍郎，以至巡撫、都尉、司理，這些人的傳記，或事涉

東北軍事，或上書言事，不免出現上述文字，且所指涉對象正是未入關前的

女真人，其剜改誠為必然。 

                                                 
19 參見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年 7
月)上冊，p.750~p.751<軍機大臣奏察《宗澤集》等改寫情形並擬寫諭旨進呈片
>、<諭內閣《宗澤集》等書內「夷」、「狄」二字毋庸改易並將其總裁等交部分

別議處>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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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行文中有些悖逆之語，剜除那些文字，為一種處理方式，如果全

篇違礙悖逆的文字過多，剜不勝剜，那麼就刪除、改寫，此亦清人的處理方

式。20筆者以為《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多出一些人，或許即與部分傳記敏感

而刪改，而使卷帙差異太多，因此再補入數人傳記。以下即以卷十一「孫承

宗」條為例說明之。 

1.筆者詳考《畿輔人物志》孫承宗的傳記，得知乃根據錢謙益所撰<行

狀>予以刪略，只有少數文字改易，多半是因刪略致使文句不順，而加上的連

接詞，因此基本上是刪節，仍屬錢氏的文章。21錢氏<行狀>記孫承宗的事蹟非

常詳盡，達三萬九千三百字，而《畿輔人物志》中的孫承宗傳，則近四千二

百字，刪掉將近百分之九十的文字。詳核之，如<行狀>敘孫氏先世、早年言

行、熹廟初御講筵事，進講時與熹宗互動事等都刪之。而刪略最甚者，在提

及建州酋奴兒哈赤事，簡省為「東事亟」；孫承宗於東邊的種種具體作為、

奏疏，亦均刪略一萬多字，至於崇禎九年(1636)至孫承宗之不屈自縊，錢氏

文七千三百一十八字，此則三百二十一字，刪略近七千字。 

此種刪略在編纂性的書籍，為了體例、篇幅，不得不然，而亦可見編纂

者的功力及用心。在這個層次的刪略時，雖然已經有意識地調整涉及東邊女

真國事，基本上還是沿用錢謙益<行狀>的文字，篇幅大量減省，卻尚可將孫

承宗的行誼具體呈現。 

2.《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續修四庫全書》本在卷十一有四人傳

記，以目錄與內文的參差來看，「目錄」作「孫閣部承宗」、「鹿大理善

繼」、「賀給諫欽」、「蔡侍御靉」，內文順序為賀、蔡、孫、鹿。按，賀

欽成化二年(1466)舉進士，蔡靉嘉靖己丑(八年，1529)中進士，孫承宗萬曆甲

辰(三十二年，1604)進士，鹿善繼萬曆癸丑(四十一年，1613)舉進士，依其科

                                                 
20 筆者整理《明詩綜》時，發現四庫館臣是用刪除若干有問題的卷次，然後將原

有上、下卷變成兩卷，補足原有百卷之數，為另一種處理方式。參見陳惠美<從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明詩綜》看四庫館臣之刪改典籍>，《東海大學圖書館館
訊》新 52期，p.35~p.44。2006 年元月 15日。 

21 錢謙益《牧齋集碑傳》卷第四十七上<特進光祿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

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孫公行狀上>卷第四十七<孫公行狀下>(周駿富輯《明代傳記

叢刊》第 155 冊《二學集碑傳》p.20~240，明文書局，1992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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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先後，內文的順序是較合理的。然何以一本只有一人傳記，另一本卻有四

人。筆者以為或可從《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與《明代傳記叢刊》本的<孫承

宗傳>兩相比較，得到一些訊息。 

3.《明代傳記叢刊》本記孫承宗於挺擊之變時對內閣吳道南的建議，與

充日講官時對講章的堅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續修四庫全書》本

全數刪之。原文可見孫氏的真知洞見，與擇善力爭。一刪則無以見之。其

次，《明代傳記叢刊》本寫天啟二年(1622)，王化貞等逃臣倡棄河東畫關而

守的經過，《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續修四庫全書》本僅以「至天啟二

年(1622)，經撫不協，相率潰奔，人心洶洶」十七字帶過，不能見王化貞等

之怯懦無能，人心浮動，則無以見孫氏於時入直辦事之艱難。其次，《明代

傳記叢刊》本寫召回王在晉事，以三百四十餘字詳述孫氏出至山海關面詰王

氏，回程中以所見，條奏十餘疏，返京奏陳王氏當召回之原因，始末清楚。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續修四庫全書》本則改作「兵部王在晉出為經

略，欲築重關於山海，費一百二十萬。關門僚佐袁崇煥、孫光化力爭不能

得，投揭于內。公請往視，面詰在晉縮退為失策，及還面陳情形上召還在

晉」六十四字概括。其次，《明代傳記叢刊》本於孫氏督理關城，具體作

為，上疏言事，以近八百字皆及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續修四庫

全書》本則作「抵關，營壘一新，躬親環甲，巡歷山坳海澨，常至竟日不

食，竟夜不寐，勞弗恤也」三十字。至於孫氏之死，《明代傳記叢刊》本作

「十一年九月，東兵復南下，十一月攻高陽，攻十日，城中砲矢竭，火焚西

北樓，城遂陷。公至營不屈，投環縊，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續修四庫全書》本則僅「後高陽破公亦死之」，一刪全不能顯其氣節。 

《明代傳記叢刊》本<孫承宗傳>近四千二百字，而《四庫全書存目叢

書》本、《續修四庫全書》本<孫承宗傳>為一千六百多字，刪改的比例百分

六十二左右。但此次的刪改，讓《畿輔人物志》中的孫承宗面目顯得模糊，

僅是單純記事，不見人物精神；但卻能完全迴避明、清之際，爭奪政權中，

明臣力持其事，固守其節，清政權步步侵逼的情形。這當非一般的板本差

異，而是清人處理違礙書籍的刻意作為。而且，從四庫館臣處理列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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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清初丁煒《問山集》22的奏章提及存目書內若有應燬之本，連板片亦當

解京銷燬的情形來看，當時對「存目」的查看亦未放鬆。筆者頗疑《四庫全

書存目叢書》本的刪改乃是館臣的手筆，其後再補上另外三傳，亦足十七

葉，五千多字，以平衡其篇幅。 

五、結語 

本篇原僅為尋找孫承宗的傳記，未料卻發現東海館藏《畿輔人物志》數

種板本之間的差距，而由此又考得其中因緣可能與清人處理違礙書籍有關，

進而能與筆者之前考察《明詩綜》所得參證，這於筆者是始料未及的收穫。

其次，東海館藏的這兩種板本，因屬叢書關係，其實有不少大學圖書館已典

藏。然從外在形式幾乎完全相同的板本條件，單以一卷所錄已是有這麼大的

差距。冀望本文的經驗與發現，又或可成為運用明代傳記資料者所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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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眼中的書世界 

書名：悲慘的開始 

作者：雷蒙尼．史尼奇 

出版社：台北．天下遠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 年 10 月 10 日第 1 版 2003 年 12 月

25 日第 1 版第 6 刷 

東大附小五年孝班  陳靜 

一、作者或書寫背景 

在某個小鎮出生，鎮上的居民生性多疑，動不動就鬧事。如今他住在都

市裡，空閒時喜歡蒐集證據，被權威人士認為是這方面專家。這是他第一本

書。 

二、內容大意 

柴兒，十四歲的聰明女生，是家中老大，很有可能成為偉大的發明家。

克勞斯，愛看書的小男生，戴著眼鏡，他認為任何問題都可以在書中找到答

案。桑妮，還只是個嬰兒，有一口尖牙，比起其他嬰兒，他成熟多了，是家

中的老么。在一場大火中，他們不幸的失去了父母和家，在失去了所有之

後，遇上一連串不幸的經歷，這些不幸的經歷，也只是「悲慘的開始」而

已。他們碰到可怕的伯爵歐拉夫，想要拿走他們所有的財產，然後再殺了他

們。他用了一些詭計，不擇手段就是想要

「錢」，曾經把桑妮用鳥籠子關著，吊在石墱

上，強迫柴兒跟他結婚，他是個大壞蛋。 

三、心得分享 

這是第一本讓我看了還想繼續看下去的小

說。裡面刺激可怕，感覺就像在他旁邊一樣，

他緊張，你也會跟著緊張。有些時刻我真想跳

過那一段，可是你不看會很可惜！ 

我覺得怎麼會有那麼聰明的小孩呀！說不

定長大會變成全球風雲人物呢！不過天神老是

喜歡弄別人，讓他們的生命有所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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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簡愛 

作者：夏綠蒂．伯朗特 

出版社：大千出版事業公司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80 年 11 月出版三刷 

東大附小五年孝班  蔡欣蓓 

一、作者或書寫背景 

夏綠蒂．伯朗特，是十九世紀英國女作家。他以犀利的文章和全新的觀

念，把自己的生活觀、愛情觀詮釋在「簡愛」這個帶著神秘色彩的愛情文藝

故事當中。 

二、內容大意 

簡愛是本書的女主角，她純潔、勇敢又愛好真理，是一個追求真愛的女

性。簡愛從小父母雙亡，在舅母的冷酷對待下，她過了一個悲慘的童年。後

來，她被送到洛維德學校住，接受著刻板的管理和貧乏的生活。長大後的簡

愛，在遜費爾多莊找到了一個家庭教師的工作，從此展開她的新生活。這之

間，她同樣遭遇許多挫折打擊，但終於在最後能找到自己的真愛和幸福，和

羅齊斯達先生結婚。 

三、心得感想 

我覺得簡愛很勇敢，因為她不曾想自暴

自棄，而且她又是一位純潔、勇敢而又好真

理的孤女，所以有些人很喜歡簡愛，甚至還

有人向她求婚呢！但在有些人眼裡，簡愛卻

是一個沒有美麗外表和傲人財富的人，但簡

愛還是勇敢的活下去，終於在最後，簡愛找

到她的幸福和另一半，所以，從這本書中我

學到了，做人不一定要長的好看，最重要是

要有一顆善良的心，還要有顆會體諒別人的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