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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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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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學年第 1 次圖書館館務組長會議紀錄  

時間：民國 97 年 8 月 5 日上午 10 時 

參加人員：朱館長、李玉綏、黃文興、吳淑雲、王畹萍、

彭莉棻(休假)曾奉懿代 

主席：朱延平館長 

記錄：李玉綏 

決議事項： 

一、圖書館管院分館定位、人力、職務及服務項目 

1.管院分館組織編制：隸屬館長室 

2.管院分館開放時間：同總館。 

3.管院分館工作項目：分館流通、參考等讀者服務及一般行政(含部份

總務)。  

4.管院分館人力：館員二人加工讀生輪值，暫時由李玉綏兼任管院分館

負責人。 

5.人力調動原則：圖書館管院分館開館在即，因校長未核撥分館員額編

制，將由總館現有人力調派。 

6.人力調動方式：A.參考組、流通組各派一人至管院分館。 

B.採編組協調二人調至流通組、參考組。 

C.分館排班不足或輪班有問題時由總館資訊組同仁

支援。 

7.請相關各組 8 月 15 日前提出擬調派名單。 

8.各組依人力調整後的各項工作業務執掌規劃(不具名)詳細列表，於八

月底前提出，供全館同仁參閱，作為日後輪調意願選擇之參考。 

二、其它說明： 

1.相關人力調動、總務工作等將另擇期討論分派。 

2.人力調動方案或需配合事項，同仁如有建議，可反應給館長。 

3.採編組因外調館員二名，原有之採編業務進度將受影響，除年度新書

之採購、編目作業正規進行外，贈書及各院系單位舊書之回溯建檔

將延緩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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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年度第 2 次圖書館組長會議紀錄  

日期：97 年 8 月 18 日下午 2 時 45 分 

地點：館長室 

主席：朱延平館長 

參加人員：王畹萍組長、黃文興組長、吳淑雲組長、彭莉棻組長、

李玉綏專門委員 

記錄：林幸君 

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館長報告： 

一、8 月 14-16 日全校一級主管至大溪開會，與圖書館相關的議題如下： 

(一)98 年 10 月將辦理系所評鑑，圖書館需備好 95-97 學年各系所圖書

經費資料供系所索取。 

(二)工學院進行 IEET 評鑑，今年 11 月 3 日可能會來館訪評，請大家

避免當日請假。 

(三)社科、管理學院反應購書經費不足，經查多為購買期刊及資料庫，

採編組每學年均有發函通知各系所書刊預算及請購辦法，學年末

若尚有經費可轉給各系所提供購書。 

二、管院分館人力  

(一)分館如只有 2 位館員加工讀生人力是不夠的，所以需要有三位館

員，流通、參考各派一位館員，委請李姐擔任分館督導任務，工

讀生擬請管院各系支援協助。 

(二)採編組協調出兩位人力至參考組及流通組。 

(三)總務工作繁重，將調整為 2-3 位人力，有關圖書館的監控管理應由

總務處理，陳麗雲小姐將卸除總務工作，總務工作的人力安排下

次會議再議。 

(四)未來總館流通及參考的輪值模式是否合併，請兩組加以考慮。 

(五)工讀預算分配事宜，下次會議再議。 

三、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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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年度第 3 次圖書館組長會議紀錄  

日期：97 年 8 月 19 日下午 2 時 45 分 

地點：館長室 

主席：朱延平館長 

參加人員：李玉綏專門委員、王畹萍組長、黃文興組長、吳

淑雲組長、彭莉棻組長  

記錄：李玉綏專門委員 

討論主題：因應圖書館管院分館將於九十七年九月開放啟用，因學校未核

撥分館員額編制，將由總館現有人力調派提供服務。 

調派方式：(1) 組織編制另申請分館編制，各組員額重新編列。 

 (2) 除組長留任外，開放各組同仁人依意願選擇組別。 

附註：圖書館各組員額及業務職掌表由館長室提供。 

(3) 業務選擇優先權計算辦法如以下公式 

結論：1.積分點數加總高的同仁，得優先選擇個人中意的業務職掌。 

 2.於 8 月 25 日上午 9 時起，全館同仁依積分優先順序至館長室依序

選擇，如有急事未能親自到場，可委由授權同仁代為選擇。 

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圖書館業務選擇優先權計算公式 

業務選擇優先次序，依下列事項加權積點計算而得。 

A. 以個人服務年資深淺 

以個人服務年資為準。 

以 100 點除以個人服務年資，所得點數即為本項積分。 

B. 以個人薪水高低 

以個人薪資所得為基準。 

以 100 點除以個人薪資所得，以仟為單位，所得點數即為本項積分。 

C. 以組內工作調整年資長短 

以最新一次組內工作調整之年資為準。 

區分成二年內，二年至五年內，以及五年以上等三級。 

二年內積分為 4 點，二年至五年內積分為 2 點，五年以上積分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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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都沒調整過積分為 0 點。 

D. 以跨組輪調或合併年資長短 

以最新一次跨組輪調或合併之年資為準。 

區分成二年內，二年至五年內，以及五年以上等三級。 

二年內積分為 10 點，二年至五年內積分為 5 點，五年以上積分為 2

點。 

E. 以跨一級單位輪調年資長短 

以最新一次跨一級單位輪調之年資為準。 

區分成二年內，二年至五年內，以及五年以上等三級。 

二年內積分為 15 點，二年至五年內積分為 10 點，五年以上積分為

5 點。 

結論：由以上積分點數加總高的同仁，得優先選擇個人中意的業務職掌。 

 

館務工作 

2008 年 8 月流通量統計表--人次統計 

館長室  王鑫一製 

日期 借書 還書 續借 預約 取消預約 合計 

8 月 1 日 48 43 0 5 6 102 

8 月 2 日 0 0 0 2 10 12 

8 月 3 日 0 0 0 2 2 4 

8 月 4 日 64 60 0 7 3 134 

8 月 5 日 56 47 0 8 5 116 

8 月 6 日 51 50 0 4 7 112 

8 月 7 日 59 36 0 3 10 108 

8 月 8 日 38 32 0 1 10 81 

8 月 9 日 0 0 0 4 11 15 

8 月 10 日 0 0 0 5 7 12 

8 月 11 日 54 57 0 8 6 125 

8 月 12 日 65 55 0 9 5 134 

8 月 13 日 44 40 0 10 8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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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4 日 46 44 0 3 6 99 

8 月 15 日 31 23 0 6 8 68 

8 月 16 日 0 0 0 4 5 9 

8 月 17 日 0 0 0 1 5 6 

8 月 18 日 48 54 0 9 2 113 

8 月 19 日 58 32 0 4 0 94 

8 月 20 日 39 27 0 6 9 81 

8 月 21 日 64 60 0 12 7 143 

8 月 22 日 48 51 0 8 5 112 

8 月 23 日 0 0 0 0 0 0 

8 月 24 日 0 0 0 0 0 0 

8 月 25 日 41 56 0 15 3 115 

8 月 26 日 49 49 1 10 16 125 

8 月 27 日 53 48 0 6 7 114 

8 月 28 日 47 51 0 7 6 111 

8 月 29 日 37 43 0 10 3 93 

8 月 30 日 0 0 0 8 13 21 

8 月 31 日 0 0 0 12 7 19 

總計 1040 958 1 189 192 2380 

 

2008 年 8 月流通量統計表--冊數統計 

館長室  王鑫一製 

日期 借書 還書 續借 預約 取消預約 合計 

8 月 1 日 178 209 0 5 6 398 

8 月 2 日 0 0 0 2 11 13 

8 月 3 日 0 0 0 7 2 9 

8 月 4 日 230 235 0 8 3 476 

8 月 5 日 197 153 0 8 6 364 

8 月 6 日 169 202 0 9 9 389 

8 月 7 日 233 102 0 6 11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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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8 日 115 112 0 1 14 242 

8 月 9 日 0 0 0 12 20 32 

8 月 10 日 0 0 0 9 9 18 

8 月 11 日 168 231 0 22 8 429 

8 月 12 日 240 192 0 14 6 452 

8 月 13 日 146 134 0 19 11 310 

8 月 14 日 176 189 0 4 9 378 

8 月 15 日 132 68 0 8 10 218 

8 月 16 日 0 0 0 5 6 11 

8 月 17 日 0 0 0 1 8 9 

8 月 18 日 167 277 0 11 4 459 

8 月 19 日 187 92 0 4 0 283 

8 月 20 日 145 102 0 20 11 278 

8 月 21 日 218 185 0 19 8 430 

8 月 22 日 149 155 0 12 6 322 

8 月 23 日 0 0 0 0 0 0 

8 月 24 日 0 0 0 0 0 0 

8 月 25 日 121 207 0 35 4 367 

8 月 26 日 167 191 2 12 23 395 

8 月 27 日 156 163 0 20 11 350 

8 月 28 日 141 168 0 9 7 325 

8 月 29 日 125 150 0 18 4 297 

8 月 30 日 0 0 0 10 25 35 

8 月 31 日 0 0 0 19 12 31 

總計 3560 3517 2 329 264 7672 

 

2008 年 8 月流通量統計表--讀者身份 

館長室  王鑫一製 

身份 借書 還書 續借 預約 合計 

專任教師 63 31 0 5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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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 15 11 0 2 28 

數學系專任教師 0 1 0 0 1 

職員 67 71 0 10 148 

兼任教師 14 25 0 0 39 

附設.實習.計劃人員 7 9 0 5 21 

退休人員 9 11 0 0 20 

博士班學生 29 36 0 5 70 

碩士班學生 180 186 0 19 385 

學士班學生(日) 457 380 0 100 937 

學士班學生(２) 4 2 0 2 8 

學士班學生(進修部) 19 22 0 4 45 

準研究生 0 0 0 0 0 

特別生 0 2 0 0 2 

志工 0 0 0 0 0 

中部聯盟館師生甲組 7 8 0 0 15 

中部聯盟館師生乙組 15 7 0 0 22 

中部聯盟館師生丙組 5 3 0 0 8 

私立綜合大學合作館 0 0 0 0 0 

臺灣大學圖書館 0 0 0 0 0 

傅斯年圖書館研究人員 0 0 0 0 0 

校友 2 2 1 0 5 

捐贈者３ 0 0 0 0 0 

捐贈者６ 0 0 0 0 0 

捐贈者８ 0 0 0 0 0 

工工系教職員工 1 0 0 0 1 

工工系研究生 16 16 0 3 35 

工工系大學部學生 20 19 0 3 42 

企管系教職員工 0 4 0 0 4 

企管系研究生 0 3 0 1 4 

企管系大學部學生 21 29 0 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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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系教職員工 1 1 0 0 2 

政治系研究生 15 9 0 2 26 

政治系大學部學生 13 9 0 5 27 

公行系教職員工 0 1 0 0 1 

公行系研究生 12 2 0 0 14 

公行系大學部學生 13 14 0 4 31 

會計系教職員工 0 2 0 0 2 

會計系研究生 1 4 0 2 7 

會計系大學部學生 8 13 0 3 24 

經濟系教職員工 2 1 0 0 3 

經濟系研究生 4 0 0 1 5 

經濟系大學部學生 20 24 0 9 53 

採購組通知 0 0 0 0 0 

未定義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總計 1040 958 1 189 2188 

 

2008 年 8 月流通量統計表--單位借閱排行榜 

館長室  王鑫一製 

排行 單位系所 借閱次數 續借次數 小計 

1 中國文學系 323 0 323 

2 社會工作學系 220 0 220 

3 社會學系 178 0 178 

4 法律學系 139 0 139 

5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137 0 137 

6 資訊工程與科學學系 134 0 134 

7 建築學系 131 0 131 

8 歷史學系 119 0 119 

9 美術學系 114 0 114 

10 政治學系 107 0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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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 8 月圖書借閱排行榜 

館長室  王鑫一製 

排行 預約次數 書刊名 登錄號 

1 3 New TOEIC 新多益聽力入門 C472809 

2 3 一定瘦：瘦的人不一定健康，健康的人一定瘦 C467720 

3 3 大象的眼淚 C464990 

4 3 大學生了沒：聰明的讀書技巧 C470803 

5 3 只是好朋友?! C467626 

6 3 姊姊的守護者 C452313 

7 3 姊姊的守護者 C467684 

8 3 超簡單記事本備忘錄活用術 C467739 

9 3 燦爛千陽 C467928 

10 2 20 歲問號：不要認為 20 歲還可以裝迷糊！ C467547 

 

數位攝影與影像處理應用實務研習班心得 

期刊組  施麗珠 

課程主題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暑期研習班(2008) 

數位攝影與影像處理應用實務研習班 

日   期 97 年 8 月 11 日～ 8 月 15 日 

地   點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文學館 5 樓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書面資料 數位攝影與影像處理應用實務研習班研習手冊 

研習摘要： 

一、攝影/影像再造：視覺文化的驚奇之旅  

1839 年第一台木製相機發明至今，隨著科技時代的進步，相機造型從

舊式的抽換式底片不斷的改良與更新，深深的影響著攝影技術的發展。依

年代區分，「攝影」的演化和創新，可分為下列幾個階段： 

Photograpy 一詞，是 1839 年 John Herschek 所提出。「攝影」在希臘

文意指「光」和「書寫」，攝影就是光與書寫的一種技術。初期，把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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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製造成「如畫一般」的感覺，這種作畫式攝影著重在「技術層面的嘗

試」，「模仿印象派繪畫」是作畫式攝影的特色。當時的攝影師嘗試以不同

的手法來強調光影的重要性，冀望攝影可以更接近藝術，認為攝影師應該

具備「捕捉光影」的專業技能。 

1888 年伊斯曼‧柯達發明了攜帶式相機，這種體積輕巧攜帶式相機

帶動了即興(街頭)攝影的出現，攝影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道具，透

過它捕捉了人們快樂、有趣的時刻。 

1960 年以後的攝影發展，因派系的增加，導致攝影風格越來越多元

化，很多的藝術家將攝影當做藝術創作的元素，以重製或再製的手法，將

攝影融入藝術作品中，如普普藝術、觀念藝術以及照相寫實主義，這時期

的特色在於傳達一種觀念，重思想勝於繪畫。 

二次大戰後人們開始追求「色彩感的滿足」，將色彩做多方面的應

用，刺激人的感官享受。1970 年彩色攝影發明後，彩色攝影大量運用在廣

告、時尚、人像業等行業中，激發了許多創新的攝影風格。如，時尚攝影、

彩色攝影、系列式攝影以及拼貼式攝影等。 

1980 年代，在放鬆、放蕩與自由的社會風氣下，自拍像日漸興盛，

這種重視個性的發展，影響了日後人像攝影的表現手法，呈現出更加開放

和自由形式的風格。 

1990 年代延續 1980 年代的攝影特色再作演化，產生了「新的特寫與

景觀攝影」和「新的編導攝影」，前者特寫未必是主角，最逼近的東西也

未必是焦點，作品呈現景觀的感覺，真實與超現實存在的表現手法。後者

是以劇情式的編導主導的攝影成為當時的風尚，主要以神話、暗示、歷史

性的模式出現。 

20-21 世紀下的數位攝影，以講究科學的方法和尋求技術的呈現，透

過電腦影像處理軟體「無中生有」，衍變為照相蒙太奇或另類的繪畫方式，

將數位影像呈現不同的效果。21 世紀的時尚潮流中，攝影的真假、虛實已

不是那麼重要了，現在已趨向跨媒體與複合材質的創作理念了。 

二、One Click 精確掌握影像面面觀 

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攝影拍照前，首先得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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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看鏡頭、懂得點、線、面的構圖概念、光源的變化和色彩的搭配，再

培養冷靜觀察事物的敏捷能力，將生命的內涵及精神，融入攝影作品

中，如此所呈現的作品，就代表著一個世界。它，記錄了生命的故事與

傳承，是世界的轉動過程；它，所傳遞的訊息比你眼睛看得見的層面，

更豐富，也更有力量！ 

所以認識你的相機功能和了解光圈與快門的關係，是攝影入門的第

一步。以下是依個人相機規格搜尋到的相機功能資料，網址如下 

http://www.dcview.com.tw/forums/camspecnew.asp?id=961 

Nikon COOLPIX P5100 

項目 規格  

感光元件說明 有效 1210 萬像素 原色 CCD 

感光元件 1/1.72 吋  

影像大小 4000x3000 

其他影像大小 
3264×2448［8M］,2592×1944［5M］,2048×1536［3M］,1600×1200

［2M］,1280×960［1M］ 

最大動畫錄製 
640x480, 30fps , 有聲, 單段長度只受記憶卡限制, 格式: 

AVI  

光學變焦 
3.5x (實體焦長: 7.5~26.3mm) , 等效焦長: 35 ~ 123mm  

鏡頭規格: 6 群 7 枚(光學防手震)  

數位變焦 4x  

最大光圈 F2.7(W) / F5.3(T)  

快門範圍 Auto: 8s~1/2000s  

對焦範圍 
一般: 30cm ~ ∞ 

Macro: W: 4cm ~ 0cm / T: 40cm ~ 0cm  

測光模式 256 分割矩陣測光, 點測光, 中央重點測光, AF 區域點測光 

曝光補償 -2 ~ +2 EV, 1/3 級距調整 

ISO 感光度  ISO 64、100、200、400、800、1600、2000、3200、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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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平衡 
自動白平衡、手動模式（直射陽光、白熾燈、螢光燈、陰

天、閃光、白平衡預設） 

對焦方式 
自動 (9 區自動選擇), 手動 (99 區手動選擇), 中央, 臉部

優先  

內建閃燈 提供  

外接閃燈 熱靴,  

閃燈模式 
自動閃光、減輕紅眼自動模式、取消閃光、強制閃光、慢

速同步閃光、後簾同步閃光 

手動操控模式 光圈優先, 快門優先, 全手動  

場景模式 

人像模式、風景模式、運動模式、夜間人像模式、派對/

戶內模式、沙灘/雪地模式、日落模式、黃昏/黎明模式、

夜間風景模式、近攝模式、博物館模式、煙花表演模式、

翻拍模式、背光模式、全景輔助模式 

鏡頭轉接環  

連拍速度  1fps 連拍 5 張  

遠端遙控  

儲存媒體 內建 52MB SD  

記錄格式 JPEG  

觀景窗 光學觀景窗(視線率  80%)  

LCD 螢幕 2.5 吋，230,000 像素，  

傳輸介面 USB2.0  

視訊輸出 NTSC/PAL  

使用電池 專用: EN-EL5(約 240 張)  

外觀尺寸 98 x 65 x 41mm  

機身重量  淨重: 200g  

PictBridge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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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864-1946 年  Alfred Stieglitz 提出他對 Photography 一詞的看法是：

「Whenever there is ligh,one can photograph。」光源是影響一張照片好壞的

另一項重要的依據，依光的性質可分為直射光、擴散光和微弱光；依光的

方向分為：順光、斜光、側面光、半逆光、光與頂光等。 

除了以上攝影理論的課程外，有學員實地在淡大校園的外拍課、數位

影像處理修正/由 Photoshop 基礎介紹、到 Photoshop 操作技巧實務、數位攝

影與影像後製設計實作以及影像於網站視覺的美感應用等課程，學員培養

影像後製處理的能力和美學的訓練。 

這個研習課程十分的緊湊，每位學員在短暫的學習中，必須交出風

景、建築、人物與室內攝影作品四種不同主題的照片和二張海報習作，並

由學員加以分析其中的構圖理念；之後，再由馮文星老師針對每張作品的

優缺點加以評論，這樣以實際作品講解的方式，更為真切具體，可提升學

習者分析和鑑賞的能力。 

攝影深入人類的生活中由來已久，成為人類記錄生活作息的一種方

式，藉著這種記錄方式，分享了前人的經驗和延續了歷史的傳承。其中，

影像的主題、美感和敏銳的觀察力的息息相關，攝影技術的精湛是得花時

間不斷的學習和研究。攝影帶給人們快樂的回響是無法言喻的，而且可以

延展快樂的時光，這是它令我著迷的原因。花時間經營它，使我的視野更

加的遼闊，人生的色彩也因此更豐富和多元。這種轉變和創意，讓一成不

變、單調的生活步調，增添了幾許的驚喜和盼望！ 

附上本次研習活動個人習作： 

（1）淡大校園外拍風景、建築、人物與室內等四種不同主題的照片(請參

考圖 1-6) 

（2）海報習作 2 張(請參考圖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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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圖 8 

 

圖書逾期人工催收說明 

流通組  賀新持 

讀者借閱圖書屢有於逾期未歸還情事，原因不外有忘了曾經借閱過圖

書，或是代他人借書而託借者未還書，或是圖書遺失不理會的駝鳥心態，

更有甚者圖書為他人預約而相應不理。大抵而言讀者均是採消極性的不作

為，其中所累計的罰款不知多少，此將造成讀者個人損失。 

圖書逾期通知處理方式有透過電子信件、紙本式通知到學系或單位、

電話通知讀者或家長、必要時以郵件方式寄達讀者家中，總之會儘可能在

最短時間通知讀者來館處理，務使讀者損失減至最低。 

96 學年人工催收說明 

  日   期 筆(冊)數  讀  者 人 數 還 書 人 數  

96 年 10 月 07 日 320 110 37 

96 年 10 月 21 日 260 63 19 

96 年 11 月 04 日 268 42 25 

96 年 11 月 18 日 288      58 25  

96 年 12 月 09 日 221      21 18 

96 年 12 月 23 日 253      44 24 

97 年 01 月 06 日 288      6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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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 03 月 02 日 172      36 14 

97 年 03 月 16 日 215      45 25 

97 年 04 月 06 日 288      52 37 

97 年 04 月 20 日 245      48 29 

97 年 05 月 11 日 275      86 48 

97 年 05 月 31 日 275      54 22 

97 年 6 月 15 日 288      90 78 

*通知讀者人數 810，還回者 420 約佔 5 成. 

*96 年 12 月郵寄通知 25 讀者還書. 

總筆(冊)數中約有 33 位讀者 67 冊圖書，是無須辦離校讀者，其身份

有兼任教師、校友、國科會助理、特別生、交換學生、另有遭退學學生、

及 87 年更換系統所轉入者，所有 67 冊書於 97 年 04 月至書庫查核，但一

無所獲，可謂「歷史共業」，今後除在規則許可下報廢外，亦從規則修訂

處理，期使讀者在校可借書，離校時也還清所借圖書，俾使保持本館館藏

完整性。 

 

統計暨分析 

流通組 2008 年 8 月份新書移送統計暨分析 

流通組  謝鶯興 

一、八月份各館新書移送的資料暨分析 

2008 年 8 月份經手處理的新書統計暨分析，仍以各館(含總館的各組

室、各單位系所圖書室、專案研究)的新書移送、新書上架與撤架等二種表

格統計，並略為分析各表所呈現的狀況，以為採購與典藏的參考。 

各館新書移送表(2008.08.01~2008.08.31) 

 書籍 光碟 總計 

總館 一般書庫       922 43 965 

 特藏室           55 0 55 

 參考室           5 135 140 

 電子教學室       1 97 98 

 西文參考書專案借書回館不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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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移送             1 

 教師著作展示區    1 0 1 

專案借書回館 哲學系何淑靜老師  45 

中文系吳福助老師  21 

企管系劉韻僖老師  41 

社會系黃崇憲老師  82 

通識中心陳以愛老師 12 

0 201 

中文系圖 10 0 10 

哲學系圖 3 0 3 

宗教所圖 9 0 9 

物理系圖 6 0 6 

生命科學系 3 9 12 

數學系圖 32 3 35 

工工系圖 4 0 4 

國貿系圖 3 0 3 

統計系圖 10 0 10 

政治系圖 28 0 28 

社會系圖 1 0 1 

法律系圖 107 3 110 

師培中心 86 2 88 

音樂系圖 1 0 1 

美術系圖 158 0 158 

諮商中心 1 2 3 

專案借書 社會系黃崇憲老師  82 

創意動力中心余佩珊老師 41

哲學系何淑靜老師  12 

社會系陳美華老師  20 

中文系鍾慧玲老師  26 

歷史系丘為君老師  16 

社會系趙彥寧老師   5 

0 

0 

0 

0 

0 

1 

0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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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館       1461 

各系圖      684 

7 月份總館加上各系館的新進書刊資料總計 2145 本。總館新進 1461

本，佔全數的 68.1%。若扣除「專案借書還館」202 本，實際僅有 1259 本，

則佔全部新進書刊資料的 58.7%，與各系館 684 本的 31.9%，約為 1.84：1。

僅計算總館「一般書庫」(不含光碟)922 本，佔全部新進書刊 2145 本的 43.0%，

與各系館的 31.9%，約為 1.35：1；若計算「一般書庫」與「特藏室」(皆不

含光碟)共 977 本，則佔 45.6%，與各系館的比例則為 1.43：1。 

總館新進光碟，分別是：「流通櫃枱」43 片，「參考室」135 片，「電子

教學室」97 片，合計 275 片，佔 12.8%。各系所單位圖書室的光碟合計 20

片，佔全數的 0.93%，以「生命科學系」9 片佔 0.42%為最多，「數學系」

及「法律系」各為 3 片，各佔 0.14%次之。 

「專案研究借書」有 203 本，佔 9.46%，以社會系黃崇憲老師的 82 最

多佔 3.82%，中文系鍾慧鈴老師 26 本佔 1.21 居次，社會系陳美華老師 20

本佔 0.93 居第三。 

若僅以「一般書庫」、各系圖與「專案研究借書」的新進書刊來看，「一

般書庫」922 本，「四樓特藏室」55 本，各系圖合計 481 本，「專案研究借

書」203 本，總計 1661 本。「一般書庫」佔 55.5%，「四樓特藏室」佔 3.31%，

各系圖佔 29.0%，專案研究借書佔 12.2%。總館(一般書庫與特藏室的和)比

各系圖總和多了 496 本，29.8%，二者比率為 2.03：1；若和各系圖加上專

案研究借書的總和相比，則多了 293 本，17.6%，約為 1.43：1。顯現 8 月

份的新進書刊，總館(含「一般書庫」及「四樓特藏室」)比各系圖總和多

了 293 本。 

二、八月份新書上架撤架表暨分析 

八月經手處理的中、西文新書，屬於總館的，即進行分類後陳列展示，

每批展示與撤架的日期、數量，使用(或外借)的數量及比例，表列如下： 

08 月份新書上架撤架一覽表(08.01~08.31) 

 總

類 
一

百

類 

二

百

類 

三

百

類

四

百

類

五

百

類

六

百

類

七

百

類

八

百

類 

九

百

類 

合計 

中 第 上 1 38 7 5 75 42 8 15 61 17 270 

分 
類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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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撤

架 
0 12 2 3 43 28 3 6 24 5 126 

使

用 
1 26 5 2 32 14 5 9 37 12 144 

一

次

08/06 
| 

08/20 

% 100 
% 

68.4 
% 

71.4
% 

40.0
% 

42.7
% 

33.3
% 

62.5
% 

60.0
% 

60.7
% 

70.6 
% 

53.33 
% 

上

架 
5 50 17 19 47 137 12 29 53 35 405 

撤

架 
4 38 17 18 37 80 11 20 34 32 291 

使

用 
1 12 0 1 10 57 1 9 19 3 114 

第

二

次

08/20
| 

08/27 

% 20.0 
% 

24.0 
% 

0 
% 

5.26
% 

21.3
% 

41.6
% 

8.33
% 

31.0
% 

35.8
% 

8.57 
% 

28.15 
% 

上

架 
1 18 0 10 57 125 1 9 22 2 245 

撤

架 
0 16 0 10 49 94 1 8 20 1 199 

使

用 
1 2 0 0 8 31 0 1 2 1 46 

文

書 

第

三

次

08/27 
| 

至

09/03 % 100 
% 

11.1 
% 

0 
% 

0 
% 

14.0
% 

24.8
% 

0 
% 

11.1
% 

9.09
% 

50.0 
% 

18.78 
% 

中文總上架 7 106 24 34 179 304 21 51 135 54 920 

中文總撤架 4 66 19 31 129 202 15 34 78 38 616 

中文總使用 3 40 5 3 50 102 6 19 58 16 304 

中文總比率 42.9 
% 

37.7 
% 

20.8
% 

8.82
% 

27.9
% 

33.6
% 

28.6
% 

37.3
% 

43.0
% 

29.6 
% 

33.04 
% 

08.06 0 0 0 0 0 0 0 0 0 1 1 

08.20 0 0 0 0 1 9 0 0 29 1 40 

08.27 0 0 0 2 0 0 0 0 0 0 2 

光

碟 

總計 0 0 0 2 1 9 0 0 29 2 43 

由上列表格明顯看出，八月僅有中文新書展示三次，計 920 本。。 

光碟入庫典藏有 3 次，總數計 43 片，以八百類的 29 片佔 67.4%最多，

五百類有 9 片佔 20.9%居次。 

中文書計展示三次，撤架三次，第一次為 8 月 6 日至 20 日，上架 270

本，撤架剩 126 本，使用(或外借)144 本，比率為 53.33%。第二次為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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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至 27 日，上架 405 本，撤架剩 291 本，使用(或外借)114 本，比率為

28.15%。第三次為 8 月 27 日至 9 月 3 日，上架 245 本，撤架剩 199 本，使

用(或外借)46 本，比率為 18.78%。 

各大類的借書比率：總類 7 本，使用(或外借)3 本，比率為 42.9%；一百

類 106 本，使用(或外借)40 本，比率為 37.7%；二百類 24 本，使用(或外

借)5 本，比率為 20.8%；三百類 34 本，使用(或外借) 3 本，比率為 8.82%；

四百類 179.本，使用(或外借)50 本，比率為 27.9%；五百類 304 本，使用(或

外借)102 本，比率為 33.6%；六百類 21 本，使用(或外借)6 本，比率為 28.6%；

七百類 51 本，使用(或外借)19 本，比率為 37.3%；八百類 135 本，使用(或

外借)58 本，比率為 43.0%；九百類 54 本，使用(或外借)16 本，比率為 29.6%。 

就中文書的採購來看，以五百類的 304 本為最多，佔全部中文書的

33.04%(使用或外借為 33.6%)；其次為四百類的 179 本，佔 19.46%(使用或

外借為 27.9%)；八百類的 135 本居第三位，佔 14.67%(使用或外借為 43.0%)；

一百類的 106 本居第四位，佔 11.52%(使用或外借為 37.7%)；此四大類進

館的總數皆超過 100 本。 

就各大類的使用(或外借)比率來看，以八百類的 135 本使用(或外借)58

本，比率為 43.0%為最高；總類的 7 本使用(或外借)3 本，比率 42.9%居次；

一百類的 106 本使用(或外借)40 本，比率為 37.7%居第三，七百類的 51 本

使用(或外借)19 本，比率為 37.3%居第四；五百類的 304 本使用(或外借)102

本，比率 33.6%居次第五。此五大類的使用量 (或外借量 )皆超過三成，亦

遠超出中文書總借書比率 (33.04%)，可看出讀者對於中文書的使用偏向。 

8 月份的新書展示統計，中文新書有 920 本，未見西文新書，仍可見

館內採購書籍的偏好。 

三、結語 

8 月份的新書展示計有 920 本，若僅統計 8 月份的新進書籍，總館一

般書庫與各組室合計 984 本(光碟 275 片、教師著作展示區 1 本、專案借書

回館 201 本不計)，而一般書庫有 922 本，與各系圖(含光碟)加上專案借書

合計 684 本，多了 238 本，若加上四樓特藏室的大陸出版品 55 本與參考組

的 5 本中西文參考書，則多了 298 本，顯示 8 月份總館新書與各系圖新書

為 1.44：1，可看出學年結束時，各系圖所採購的書籍是相對地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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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 
東海大學圖書館總館暨管院分館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 

(97 年 9 月 15 日至 98 年 1 月 16 日)閉館日期 

館長室提供 

月 日 星期 備            註 

9 28 日 每月最後一個週日閉館 

10 五 國慶日 10 

26 日 每月最後一個週日閉館 

11 30 日 每月最後一個週日閉館 

24 三 下午五時後閉館 

25 四 行憲紀念日、聖誕節調整放假 

12 

28 日 每月最後一個週日閉館 

98 年 1 月 1 四 開國紀念日 

※ 上列閉館期間樓下自修閱覽室 08:00-21:00 照常開放，遇考試期間

(97 年 11/8~11/20，98 年 1/3~1/15)延長至晚間 12 時。 

※ 寒暑假開館時間另行公佈。 

 

東海大學圖書館大事記 

民國 97 年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08.05 上午 10 時，在館長室召開「九十七學年第一次圖書館館務組長會議

紀錄」，討論「圖書館管院分館定位、人力、職務及服務項目」事宜。 

08.11 至 14 日，期刊組施麗珠小姐參加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97 年度「數位

攝影與影像處理應用實務研習班(基礎班)」 

08.18 下午 2 時 45 分至 4 時 30 分，在館長室召開「97 學年度第 2 次圖書

館組長會議紀錄」，館長報告「8 月 14~16 日全校一級主管至大溪開

會，與圖書館相關的議題」及「管院分館人力」等事。 

08.19 下午 2 時 45 分至 4 時 30 分，在館長室召開「97 學年度第 3 次圖書

館組長會議紀錄」，討論「因應圖書館管院分館將於九十七年九月開

放啟用，因學校未核撥分館員額編制，將由總館現有人力調派提供

服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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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東海館藏孫承澤《春明夢餘錄》板本述略  

流通組 謝鶯興 

一、前言 

《春明夢餘錄》七十卷，清．孫承澤(1592~1676)撰。孫承澤，字耳伯，

號北海，又號退谷，晚退翁，順天大興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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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福王時，曾降附流賊

李成成，受防御使職。入清，授吏科都給事中，歷兵部侍郎加太子太保都

察院左都御史。 1 

《春明夢餘錄》雖為《四庫全書》著錄，但在有清一代的藏書家書目

的著錄卻較為少見。清．周中孚《鄭堂讀書記》「春明夢餘錄七十卷
古香齋

袖珍本」

條載： 

國朝孫承澤撰
承澤仕履

見 書 類。《四庫全書》著錄
在雜家

類雜說，是編乃其在康熙時追

錄前明京師中輿地之事，故曰『春明夢餘』。雖分目八十，不越乎

十四門而已。自卷一至卷二十二為建置、形勝、城池、畿甸、城防、

宮闕
計十

一目、壇廟
計二十

七 目七門；自卷六十四至卷末為名蹟、寺廟、石刻、

巖麓、川渠、陵園六門，皆官署一門
計三十

一 目，雖為地志所當具，而頗

汎及前代故事，幷明人章疏甄錄尤多，此則非專為輿地而設矣。然

其所紀載頗屬繁富，故為朱竹垞《日下舊聞》之濫觴。則亦攷輿地

者所不得而遺之也。以其叢雜不倫，姑附之雜記中，較之劉同人等

《帝京景物略》實遠出其上矣，特其意旨所向在官署一門，其餘皆

如以備數，在地志中未免叢雜不倫。前後俱無序跋，或有之而佚之

歟？ 2 

概述《春明夢餘錄》收錄的內容門類，再評其「雖為地志所當具，而頗汎

及前代故事，幷明人章疏甄錄尤多，此則非專為輿地而設」，並「以其叢

                                                 
1 孫承澤事蹟見諸於《清代傳記叢刊》，本文節略陳惠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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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9~30 所述，《東海大學圖書館館

訊》新 53 期，2006 年 2 月。 
2 見卷 57「子部六．雜家類六．雜說之屬下」葉十四頁 28。國家圖書館編，北京．

北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年 5 月第 1 版 1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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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不倫，姑附之雜記中」，亦點出「其所紀載頗屬繁富，故為朱竹垞《日

下舊聞》之濫觴」，認為「較之劉同人等《帝京景物略》實遠出其上」。  

清．丁日昌《持靜齋書目》「《春明夢餘錄》七十卷」條，題「國朝孫

承澤撰」，雙行小字載：「舊鈔本甚精善，又一部亦抄本，與前本幾異十之

二三，似係當時稿本」3。亦即其所見皆為鈔本，其中一本「與前本幾異十

之二三」，惜未標明各卷之門類細目，無法得知其詳情。 

查《北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收錄有三本，1.題「古香齋鑒賞袖珍

春明夢餘錄七十卷，清孫承澤撰，清乾隆內府刻古香齋鑒賞袖珍叢書本，

二十四冊，九行二十一字，白口，四周雙邊，無直格」。2.題「古香齋鑒賞

袖珍春明夢餘錄七十卷，清孫承澤撰，清乾隆內府刻古香齋鑒賞袖珍叢書

本，四十二冊」。3.題「春明夢餘錄七十卷，清孫承澤撰，清抄本，宋賓至

校並跋，二十冊，十一行二十字，無格」。 4即兩本是「古香齋鑒賞袖珍」

本，一本是「抄本」，「古香齋鑒賞袖珍」本為「九行二十一字，白口，四

周雙邊，無直格」；「抄本」為「十一行二十字，無格」。經查東海「館藏

目錄」，發現《春明夢餘錄》竟然有八本之多，筆者興起比對其板式行款

及各卷門類細目的想法，茲將所見敘述於下。 

二、館藏《春明夢餘錄》板本概述 

(一)《春明夢餘錄》，孫承澤，《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8 至 869 冊，

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年，圖書總館/四樓特藏室，R/082.1/2767/ 

v.868-869 初版  

附：<春明夢餘錄提要>、<春明夢餘錄目錄>。 

藏印：「文淵閣寶」、「乾隆御覽之寶」方型墨印。 

板式：雙欄，單魚尾。半葉八行，行二十一字(因係縮印兩葉拼成一頁，

故無法確知其尺寸大小)。板心上方題「欽定四庫全書」，魚尾下

題「春明夢餘錄卷○」及葉碼。 

                                                 
3 見卷三「子部．雜家類」葉 57，見《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近代卷》第 3

冊，頁 113(據清同治九年豐順丁日昌刻民國印本影印)，林夕主編，孫學雷、姜

尋副主編，煮雨山房輯，北京．商務印書館，2005 年 10 月第 1 版 1 刷。 
4 見「史部．地理類」頁 766，北京．北京圖書館，198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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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卷之首行題「欽定四庫全書」，次行題「春明夢餘錄卷

○」，三行題「吏部左侍郎孫承澤撰」，卷末題「春明夢餘錄卷○」。 

<提要>扉葉之右半葉題「欽定四庫全書」、「子部」、「春明

夢餘錄目錄卷一至五」，左半葉依序題「詳校官檢討臣劉錫五」、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助教臣

蔡鎮」、「謄錄舉人臣張仲芳」。卷六扉葉之右半葉題「欽定四庫

全書」、「子部」、「春明夢餘錄目錄卷六」，左半葉依序題「詳校

官檢討臣劉錫五」、「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覆校官中書臣孫

梅」、「校對官助教臣蔡鎮」、「謄錄監生臣段文新」。卷七扉葉之

右半葉題「欽定四庫全書」、「子部」、「春明夢餘錄目錄卷七至

十」，左半葉依序題「詳校官檢討臣劉錫五」、「員外郎臣牛稔文

覆勘」、「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助教臣蔡鎮」、「謄錄貢生

臣王鍔」。卷十一扉葉之右半葉題「欽定四庫全書」、「子部」、「春

明夢餘錄目錄卷十一至十三」，左半葉依序題「詳校官檢討臣劉

錫五」、「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

助教臣胡予襄」、「謄錄監生臣張曾誼」。卷十四扉葉之右半葉題

「欽定四庫全書」、「子部」、「春明夢餘錄目錄卷十四至十六」，

左半葉依序題「詳校官檢討臣劉錫五」、「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謄錄監生臣馬

和龍」。卷十七扉葉之右半葉題「欽定四庫全書」、「子部」、「春

明夢餘錄目錄卷十七至十八」，左半葉依序題「詳校官檢討臣劉

錫五」、「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

助教臣胡予襄」、「謄錄貢生臣孔繼峯」。卷十九扉葉之右半葉題

「欽定四庫全書」、「子部」、「春明夢餘錄目錄卷十九至二十一」，

左半葉依序題「詳校官檢討臣劉錫五」、「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謄錄舉人臣吳

之承」。卷二十二扉葉之右半葉題「欽定四庫全書」、「子部」、「春

明夢餘錄目錄卷二十二至二十三」，左半葉依序題「詳校官檢討

臣劉錫五」、「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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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官助教臣胡予襄」、「謄錄舉人臣李椿」。卷二十四扉葉之右半

葉題「欽定四庫全書」、「子部」、「春明夢餘錄目錄卷二十四」，

左半葉依序題「詳校官檢討臣劉錫五」、「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謄錄貢生臣李

橒」。卷二十五扉葉之右半葉題「欽定四庫全書」、「子部」、「春

明夢餘錄目錄卷二十五」，左半葉依序題「詳校官檢討臣劉錫

五」、「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助

教臣胡予襄」、「謄錄貢生臣苗序洙」。卷二十六扉葉之右半葉題

「欽定四庫全書」、「子部」、「春明夢餘錄目錄卷二十六至三十

一」，左半葉依序題「詳校官檢討臣劉錫五」、「員外郎臣牛稔文

覆勘」、「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謄錄監

生臣任兆炯」。卷三十二扉葉之右半葉題「欽定四庫全書」、「子

部」、「春明夢餘錄目錄卷三十二至三十三」，左半葉依序題「詳

校官檢討臣劉錫五」、「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覆校官中書臣孫

梅」、「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謄錄監生臣馬步蟾」。卷三十四

扉葉之右半葉題「欽定四庫全書」、「子部」、「春明夢餘錄目錄卷

三十四」，左半葉依序題「詳校官檢討臣劉錫五」、「員外郎臣牛

稔文覆勘」、「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謄

錄監生臣顧重光」。卷三十五扉葉之右半葉題「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春明夢餘錄目錄卷三十五」，左半葉依序題「詳校官

檢討臣劉錫五」、「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覆校官中書臣孫梅」、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謄錄舉人臣鍾廷瑛」。卷三十六扉葉

之右半葉題「欽定四庫全書」、「子部」、「春明夢餘錄目錄卷三十

六」，左半葉依序題「詳校官檢討臣劉錫五」、「員外郎臣牛稔文

覆勘」、「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謄錄監

生臣張曾誼」。卷三十七扉葉之右半葉題「欽定四庫全書」、「子

部」、「春明夢餘錄目錄卷三十七至三十八」，左半葉依序題「詳

校官檢討臣劉錫五」、「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覆校官中書臣孫

梅」、「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謄錄貢生臣孔繼峯」。卷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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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葉之右半葉題「欽定四庫全書」、「子部」、「春明夢餘錄目錄卷

三十九」，左半葉依序題「詳校官檢討臣劉錫五」、「員外郎臣牛

稔文覆勘」、「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謄

錄貢生臣苗序洙」。卷四十扉葉之右半葉題「欽定四庫全書」、「子

部」、「春明夢餘錄目錄卷四十至四十一」，左半葉依序題「詳校

官檢討臣劉錫五」、「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覆校官中書臣孫

梅」、「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謄錄舉人臣李椿」。卷四十二扉

葉之右半葉題「欽定四庫全書」、「子部」、「春明夢餘錄目錄卷四

十二」，左半葉依序題「詳校官檢討臣劉錫五」、「員外郎臣牛稔

文覆勘」、「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謄錄

舉人臣李橒」。卷四十三扉葉之右半葉題「欽定四庫全書」、「子

部」、「春明夢餘錄目錄卷四十三至四十四」，左半葉依序題「詳

校官檢討臣劉錫五」、「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覆校官中書臣孫

梅」、「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謄錄貢生臣吳紹昆」。卷四十五

扉葉之右半葉題「欽定四庫全書」、「子部」、「春明夢餘錄目錄卷

四五」，左半葉依序題「詳校官檢討臣劉錫五」、「員外郎臣牛稔

文覆勘」、「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謄錄

監生臣任兆尚」。卷四十六扉葉之右半葉題「欽定四庫全書」、「子

部」、「春明夢餘錄目錄卷四十六至四十七」，左半葉依序題「詳

校官檢討臣劉錫五」、「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覆校官中書臣孫

梅」、「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謄錄監生臣馬步蟾」。卷四十八

扉葉之右半葉題「欽定四庫全書」、「子部」、「春明夢餘錄目錄卷

四十八」，左半葉依序題「詳校官檢討臣劉錫五」、「員外郎臣牛

稔文覆勘」、「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謄

錄監生臣顧重光」。卷四十九扉葉之右半葉題「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春明夢餘錄目錄卷四十九至五十二」，左半葉依序題

「詳校官檢討臣劉錫五」、「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覆校官中書

臣孫梅」、「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謄錄舉人臣鍾廷瑛」。卷五

十三扉葉之右半葉題「欽定四庫全書」、「子部」、「春明夢餘錄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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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卷五十三至五十四」，左半葉依序題「詳校官檢討臣劉錫五」、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卷五十五扉葉之右半葉題「欽定四庫

全書」、「子部」、「春明夢餘錄目錄卷五十五至五十六」，左半葉

依序題「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

中書臣汪日章」、「謄錄舉人臣徐秉文」。卷五十七扉葉之右半葉

題「欽定四庫全書」、「子部」、「春明夢餘錄目錄卷五十七」，左

半葉依序題「詳校官檢討臣劉錫五」、「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卷五十八扉葉之右半葉題「欽定四庫全書」、「子部」、「春明夢餘

錄目錄卷五十八」，左半葉依序題「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覆

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中書臣汪日章」、「謄錄監生臣王元

弼」。卷五十九扉葉之右半葉題「欽定四庫全書」、「子部」、「春

明夢餘錄目錄卷五十九至六十四」，左半葉依序題「詳校官檢討

臣劉錫五」、「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

對官中書臣汪日章」、「謄錄監生臣張恒」。卷六十五扉葉之右半

葉題「欽定四庫全書」、「子部」、「春明夢餘錄目錄卷六十五至六

十六」，左半葉依序題「詳校官檢討臣劉錫五」、「員外郎臣牛稔

文覆勘」、「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中書臣汪日章」、「謄錄

貢生臣許第」。卷六十七扉葉之右半葉題「欽定四庫全書」、「子

部」、「春明夢餘錄目錄卷六十七至六十八」，左半葉依序題「詳

校官檢討臣劉錫五」、「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覆校官中書臣孫

梅」、「校對官助教臣蔡鎮」、「校對官中書臣汪日章」、「謄錄監生

臣周培」、「謄錄監生臣劉廷樞」。卷六十九扉葉之右半葉題「欽

定四庫全書」、「子部」、「春明夢餘錄目錄卷六十九至七十」，左

半葉依序題「詳校官檢討臣劉錫五」、「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覆

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謄錄貢生臣徐廷

瑛」。 

按：1. <提要>有 37 行，遠多於「文津閣」本的 11 行，云：「臣等謹案，

《春明夢餘錄》七十卷，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尚書集解》己

著錄。是書首以京師建置、形勝、城池、畿甸，次以城防、官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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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廟，次以官署，終以名蹟、寺廟、石刻、巖麓、川渠、陵園。

似乎地志而敘沿革者甚略；分列官署，似乎職志，每門多錄明代

章疏，連篇累牘；又似乎故事，體例頗為龎襍。且書中標目悉以

明制為主，則不當泛及前代；既泛及前代，則當元元本本絲牽繩

貫，使端委粲然，不當挂一漏萬，每門寥寥數言，或有或無，絕

不畫一。即如『禮部』，第一子目標曰禮制，而首以朱子《儀禮

經傳通解》一條，次以吳澄《三禮考注》一條，又次以朱子《家

禮》一條，此儒者之著述，非朝廷之典章，不當繫于禮部。又周

與宋之舊文，非明代之新制，尤不當繫于明之『禮部』，是何義

也。『太醫院』自敘官一條外，皆雜錄古人醫書序文及諸脈論以

足一卷，此無論不能徧載，即徧載之，何預明太醫院。然則『翰

院』門將備錄歷代制誥詩賦耶？又承澤沿門戶餘波，持論皆存偏

黨，如萬歷以後歷法差舛，眾論交爭，至崇禎中西法中法喧呶彌

甚，此沿革之大者。乃「欽天監」門于鄭世子載堉諸說，今見于

《明史》者，悉刪不錄，于徐光啟等改法之事亦僅存其略，且謂

舊法不過時刻之差，不害于事，又謂新法將來亦必差殊，有意抑

揚不為平允，蓋其時論者多攻大統歷，而大統歷曾經許衡參修，

承澤以講學家宗派所繫，故為之左袒，其反覆以衡為詞宗旨了然

可覩也。又周延儒招權納賄，賜死非枉，承澤乃于『內閣』門中

錄其<直房記>一篇以為美談，復于『刑部』門中以閣臣公救延儒

揭列之慎刑條下，益乖是非之公矣。其好惡性情往往如是，蓋不

足盡據為典要。然于明代舊聞，採摭頗悉，一朝掌故實多賴是書

以存，且多取自實錄、邸報，與稗官野史據傳聞而著書者究為不

同，故考勝國之軼事者多取資于是編焉。乾隆四十二年三月恭校

上。」 

2.卷四十二葉十二之板心題「卷四十一」，右欄外題「原書卷次訛

誤」，讀其上下文句，並無訛誤；核對「古香齋袖珍」本及「文

津閣」本，內文並無不同；當為館臣抄錄之疏失所造成，商務印

書館於排版時發現該葉的卷次有異，但未細審上下文句，故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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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卷次訛誤」等字，反造成失誤。 

3.<目錄>各卷收錄的標題與內文，請見「板本間的差異．對照表」。 

(二)《春明夢餘錄》七十卷十一冊，孫承澤，《四庫全書珍本》，台北：台

灣商務印書館，1976 年，圖書總館/中文參考區，R/082.1/0017-5/v.224-234  

附：清乾隆四十二年 (1777)紀昀等<春明夢餘錄提要> 

藏印：「文淵閣寶」方型硃印、「乾隆御覽之寶」方型墨印。 

板式：雙欄，單魚尾。半葉八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9.5×13.9 公分(據

影印之大小量得)。板心上方題「欽定四庫全書」，魚尾下題「春

明夢餘錄卷○」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欽定四庫全書」，次行題「春明夢餘錄卷

○」，三行題「吏部左侍郎孫承澤撰」，卷末題「春明夢餘錄卷○」。 

<提要>、卷六至卷七、卷十一、卷十四、卷十七、卷十九、

二十二、卷二十四至卷二十六、卷三十二、卷三十四至卷三十七、

卷三十九至卷四十、卷四十二至卷四十三、卷四十五至卷四十

六、卷四十八至卷四十九、卷五十三、卷五十五(僅見「員外郎臣

牛稔文覆勘」)、卷五十七、卷五十八(僅見「員外郎臣牛稔文覆

勘」)、卷五十九、卷六十五、卷六十七至卷六十八等卷之扉葉題

「詳校官檢討臣劉錫五」、「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卷五之末葉

題「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助教臣蔡鎮」、「謄錄舉人臣張

仲芳」，卷六之末葉題「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謄錄舉人臣段文新」，卷十之末葉題「覆校官中書臣孫梅」、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謄錄貢生臣王鍔」，卷十三、卷三十六

之末葉題「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謄錄

監生臣張曾誼」，卷十六之末葉「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

助教臣胡予襄」、「謄錄監生臣馬和龍」，卷十八、卷三十八之末

葉「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謄錄貢生臣

孔繼峯」，卷二十一之末葉「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助教

臣胡予襄」、「謄錄舉人臣吳之承」，卷二十三、卷四十一之末葉

「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謄錄舉人臣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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椿」，卷二十四、卷四十二之末葉「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

官助教臣胡予襄」、「謄錄貢生臣李橒」，卷二十五、卷三十九之

末葉「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謄錄貢生

臣苗序洙」，卷三十一、卷四十五之末葉「覆校官中書臣孫梅」、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謄錄監生臣任兆炯」，卷三十三、卷

四十七之末葉「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謄

錄監生臣馬步蟾」，卷三十四、卷四十八之末葉「覆校官中書臣

孫梅」、「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謄錄監生臣顧重光」，卷三十

五、卷五十二之末葉「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助教臣胡予

襄」、「謄錄舉人臣鍾廷瑛」，卷四十四之末葉「覆校官中書臣孫

梅」、「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謄錄貢生臣吳紹昆」，卷五十四、

卷五十七末葉空白，卷五十六之末葉「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

對官中書臣汪日章」、「謄錄舉人臣徐秉文」，卷五十八之末葉「覆

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中書臣汪日章」、「謄錄監生臣王元

弼」，卷六十四之末葉「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中書臣汪

日章」、「謄錄監生臣張恒」，卷六十六之末葉「覆校官中書臣孫

梅」、「校對官中書臣汪日章」、「謄錄貢生臣許第」，卷六十八之

末葉「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助教臣蔡鎮」、「校對官中書

臣汪日章」、「謄錄監生臣周培」、「謄錄監生臣劉廷樞」，卷七十

之末葉「覆校官中書臣孫梅」、「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謄錄貢

生臣徐廷瑛」。 

按：1.「四庫全書珍本」係據台北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四庫全書」

縮印，只是與 1983 年所採用的兩葉縮印成一頁的方式不同而

已，故其內容完全相同，錯誤亦同，如卷四十二葉十二之板心

題「卷四十一」，右欄外題「原書卷次訛誤」，讀其上下文句，

並無訛誤，當為館臣抄錄之疏失所造成，商務印書館於排版時

發現之葉卷次之異，但未細審上下文句，故題「原書卷次訛誤」

等字，反造成失誤。 

(三)《春明夢餘錄》，孫承澤，《文津淵閣四庫全書》第 287 冊，北京：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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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印書館，2005 年第 1 版，圖書總館/四樓特藏室，MA082.1/0037/v.287 

附：紀昀等撰<春明夢餘錄提要>。 

藏印：模糊難辨。 

板式：雙欄，單魚尾。上、中、下三欄，每頁 32 行，行二十一字；小

字雙行，行十九字(因係縮印後剪去板心後的重新拼版，以文淵閣

四庫全書的半葉八行算，每頁每欄應是由兩葉三十二行拼成，故

無法確知其尺寸大小及原始板式)。書口之板心上方題「文津閣四

庫全書」，魚尾下題「子部  雜家類   春明夢餘錄   卷○」，書口

之板心下方題「第○○○頁」。 

各卷首行題「欽定四庫全書」，次行題「春明夢餘錄卷○」，

三行題「吏部左侍郎孫承澤撰」，四行為各卷之標題，卷末題「春

明夢餘錄卷○」。 

扉葉上半葉依序題「欽定四庫全書」、「子部」、「春明夢餘

錄」，後半葉依序題「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臣紀昀覆勘」、「總

校官舉人臣章維桓」、「校對官中書臣馬猶龍」、「謄錄監生臣李

昇」。卷六、卷八、卷十一等末葉題「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總

校官舉人臣章維桓」、「校對官中書臣李銓」、「謄錄監生臣丁堂」。

卷十五末葉題「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中書臣李銓」、「謄錄監生臣蔡培基」。卷十八末葉題「詳

校官編修臣程嘉謨」、「臣紀昀覆勘」、「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校

對官中書臣李銓」、「謄錄監生臣劉偉勳」。卷二十三末葉題「詳

校官編修臣程嘉謨」、「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校對官中書臣李

銓」、「謄錄監生臣蔡校年」。卷二十五末葉題「詳校官內閣中書

臣孫溶」、「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校對官中書臣李銓」、「謄錄

監生臣胡起鳳」。卷二十九末葉題「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總

校官舉人臣章維桓」、「校對官中書臣李銓」、「謄錄監生臣胡起

鳳」。卷三十三末葉題「詳校官內閣中書臣孫溶」、「臣紀昀覆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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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校對官中書臣李銓」、「謄錄監生臣郭

壽英」。卷三十四、卷三十五等末葉題「詳校官內閣中書臣孫溶」、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校對官中書臣李銓」、「謄錄監生臣吳

人麟」。卷三十六末葉題「詳校官內閣中書臣孫溶」、「總校官舉

人臣章維桓」、「校對官中書臣李銓」、「謄錄監生臣李芬」。卷三

十八末葉題「詳校官內閣中書臣孫溶」、「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瞿槐」、「謄錄監生臣瞿一鑄」。卷三十九下、卷

四十四、卷四十六下、卷四十八等末葉題「詳校官內閣中書臣孫

溶」、「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校對官編修臣裴謙」、「謄錄監生

臣王樞」。卷四十二末葉題「詳校官內閣中書臣孫溶」、「總校官

舉人臣章維桓」、「校對官中書臣李銓」、「謄錄監生臣王鳳翽」。

卷四十五下末葉題「詳校官內閣中書臣孫溶」、「臣紀昀覆勘」、「總

校官舉人臣章維桓」、「校對官編修臣裴謙」、「謄錄監生臣王樞」。

卷五十三末葉題「詳校官內閣中書臣孫溶」、「總校官舉人臣章維

桓」、「校對官編修臣吳省蘭」、「謄錄監生臣傅翰邦」。卷五十六

末葉題「詳校官內閣中書臣孫溶」、「臣紀昀覆勘」、「總校官舉人

臣章維桓」、「校對官編修臣吳省蘭」、「謄錄監生臣張顧實」。卷

五十八末葉題「詳校官內閣中書臣孫溶」、「總校官舉人臣章維

桓」、「校對官編修臣吳省蘭」、「謄錄監生臣喻齡懋」。卷六十六、

卷六十八、卷七十等末葉題「詳校官內閣中書臣孫溶」、「總校官

舉人臣章維桓」、「校對官編修臣瞿槐」、「謄錄監生臣瞿永機」。 

按：1.卷四十四「論令」第九行末題「缺」，與「論誥」之間留十八行

的空白行，查「文淵閣」本及「古香齋」本，所缺為：「寓於其

中方草創之初未暇詳其曲折故明示以其意之所在令是也平定之

後既已借其制度故詳載其法之所存律是也伏讀太祖訓誥之辭有

曰子孫做皇帝時止守律與大誥而不及令而諸司職掌於刑部都官

科下具載死罪止載律與大誥中所條者可見也是誥與律及朝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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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世守法司所當遵行者也事有律不而具於令者據其文而援以為

證用以請之於上可也此又明法者之所當知」及「洪武五年十二月

禮部尚書陶凱等奏言古者國有典法定者為令有違於令者則加以

律故令與律相為表裏漢有令甲令乙後世守法之人有曰法者高之

法也今律已行而令未備宜及時定令使有所遵守又考漢唐宋皆有

典要宋會要逐日記載時政分門別類以憑稽者今起居注記言記事

藏之金匱是為實錄凡各衙門欽錄及奏事簿記載時政可以立法垂

之後世者宜依倣會要編類成書使後之議事者有所考焉上從之次

年遂命纂日歷復纂呈明寶訓惟大明令未見復修所行乃洪武元年

修者」。 

2.是書<提要>僅有 11 行，與「文淵閣」本<提要>37 行的差距頗大，

其內容如下：「臣等謹案，《春明夢餘錄》七十卷，侍郎臣孫承

澤著。記有明一代都城掌故，首以建置、形勝，次及城郊、宮

殿、壇、廟、公署，而終之以名蹟、寺觀之屬，因地以紀人，

因人以徵事。其於天崇間建言諸臣章疏召對尤語焉而詳。昔宋

敏求有《春明退朝錄》，孟元老有《東京夢華錄》，承澤蓋兼倣

其體，而所紀差為有關文獻是其長也。乾隆四年 (1739)上命開雕

為袖珍本，題曰『古香齋鑒賞』，亦極儒臣之榮遇矣。乾隆四十

九年四月恭校上」。 

3.「文津閣四庫全書」無<目錄>，但內文的各卷皆有標題，請見「板

本間的差異．對照表」。 

(四)《春明夢餘錄》七十卷二十四冊，(清)孫承澤撰，清光緒九年 (1883)古

香齋袖珍本，C11.4/(q1)1213 c.1 

附：<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錄目錄>。 

藏印：「□□望德」、「臣金城」方型硃印、「又明收藏寶石書庫」長型

硃印。 

板式：雙欄，單魚尾。無界欄，半葉九行，行二十二字；小字雙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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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二十字。板框 8.1×10.1 公分。板心上方題「古香齋春明夢餘錄」，

魚尾下題「卷○」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錄卷之○」，次行

題「北平孫承澤著」，卷末題「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錄卷之

○」。 

扉葉上半題「古香齋本春明夢餘錄」，後半牌記題「光緒九

年 (1883)孟春刻成版藏廣州惜分陰館」。 

按：1.是書與另一本無任何牌記序跋的舊題「清光緒九年 (1883)古香齋

袖珍本」之板式行款，乍看之下完全相同，仔細量其板框大小，

兩者略有差異，同為卷一葉下半葉第七行之「爾雅」二字，兩

書的筆劃亦不同，當為兩種板本，惟此書有牌記題「光緒九年

(1883)孟春刻成版藏廣州惜分陰館」，孰先孰後，目前尚無其它

佐證資料，姑記之俟考。 

2.「文津閣四庫全書」<春明夢餘錄提要>云：「乾隆四年 (1739)，上

命開雕為袖珍本，題曰『古香齋鑒賞』，亦極儒臣之榮遇矣。」

知牌記題「光緒九年 (1883)孟春刻成版藏廣州惜分陰館」之「古

香齋鑒賞袖珍」本，板心題「古香齋」的「光緒九年 (1883)孟春

刻成版藏廣州惜分陰館」，應是據乾隆四年 (1739)開雕的袖珍本

為底本的重雕本。 

3.<目錄>各卷收錄的標題與內文中各卷收錄的子目，請見「板本間

的差異．對照表」。如下： 

(五)《春明夢餘錄》七十卷二十四冊，(清)孫承澤撰，清光緒九年 (1883)古

香齋袖珍本，C11.4/(q1)1213 

附：<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錄目錄>。 

藏印：「□□望德」、「臣金城」方型硃印、「又明收藏寶石書庫」長型

硃印。 

板式：雙欄，單魚尾。無界欄，半葉九行，行二十二字。板框 8.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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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板心上方題「古香齋春明夢餘錄」，魚尾下題「卷○」及

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古香齋鑒賞袖珍日明夢餘錄卷之○」，次行

題「北平孫承澤著」，卷末題「古香齋鑒賞袖珍日明夢餘錄卷之

○」。 

按：1.卷四十四葉四十七「事係冤抑情可矜疑」至「以稱朕好生欽恤至

意」等五行八十七字為藏者墨筆抄錄補上。 

2.是書無任何牌記或序跋，舊錄「清光緒九年 (1883)古香齋袖珍

本」，不知其據為何，記之俟考。 

(六 )《春明夢餘錄》七十卷二冊，(清)孫承澤撰，《筆記小說大觀》第 6 輯，

新興書局編，台北：新興書局，1975 年 6 月，857.1/0275-03/v.9~v.10 

附：<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錄目錄>。 

藏印：「河南武安白尚忠藏書」長型藍印、「白尚忠」方型硃印。 

板式：雙欄，單尾。無界欄。半葉九行，行二十二字；小字雙行，行

二十二字(因係縮印，無法確知其尺寸大小)。板心上方題「古香

齋春明夢餘錄」，魚尾下題「卷○」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錄卷之○」，次行題

「北平孫承澤著」，卷末題「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錄卷之

○」。 

按：1.各卷收錄：卷一建置，卷二形勝，卷三城池，卷四畿甸，卷五城

坊，卷六宮闕、宮官、內官監，卷七正殿，卷八殿門，卷九文華

殿，卷十文華傍室，卷十一武英殿、仁智殿，卷十二文淵閣，卷

十三皇史宬，卷十四天壇、祈穀壇、神樂觀、犧牲所，卷十五山

川壇、神祇壇、太歲壇、先農壇、旗纛廟，卷十六地壇、朝日壇、

夕月壇，卷十七太廟，卷十八奉先殿、景神殿、玉芝宮崇先殿，

卷十九社稷壇、先蠶壇、高禖臺、西海神祠，卷二十帝王廟，卷

二十一文廟，卷二十二三皇廟、都城隍廟、漢壽亭侯廟、宋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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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信國祠、于少保忠肅祠，卷二十三內閣一，卷二十四內閣二，

卷二十五六科，卷二十六尚寶司，卷二十七光祿寺，卷二十八中

書科，卷二十九宗人府，卷三十五軍都督府，卷三十一戎政府，

卷三十二翰林院，卷三十三詹事府，卷三十四吏部，卷三十五戶

部一，卷三十六戶部二，卷三十七戶部三倉塲，卷三十八戶部四

寶泉局，卷三十九禮部一，卷四十禮部二，卷四十一禮部三貢院，

卷四十二兵部一，卷四十三兵部二，卷四十四刑部一，卷四十五

刑部二，卷四十六工部一，卷四十七工部二寶源局，卷四十八都

察院，卷四十九通政司，卷五十大理寺，卷五十一太常寺，卷五

十二四譯館，卷五十三太僕寺，卷五十四國子監，卷五十五府學，

卷五十六首善書院，卷五十七太醫院，卷五十八欽天監一，卷五

十九欽天監二觀象臺，卷六十鴻臚寺，卷六十一行人司，卷六十

二上林苑，卷六十三錦衣衛，卷六十四名蹟一，卷六十五名蹟二，

卷六十六寺廟，卷六十七石刻，卷六十八巖麓，卷六十九川渠，

卷七十陵園。 

2.是書與館藏之無任何牌記序跋的舊題「清光緒九年 (1883)古香齋

袖珍本」之板式行款，完全相同，惟其縮印致板框尺寸大小不同，

卷一葉下半葉第七行之「爾雅」二字之筆劃亦相同，與館藏有牌

記題「光緒九年 (1883)孟春刻成版藏廣州惜分陰館」之筆劃不同，

當為兩種板本。 

(七)《春明夢餘錄》，(清)孫承澤，台北：大立出版社，1980 年 10 月，中

文系圖，857.1/1213   

附：<出版說明>、<春明夢餘錄總目>、<影印春明夢餘錄序>、<古香齋

鑒賞袖珍春明夢餘錄目錄>、<明內廷規制考>。 

藏印：無。 

板式：雙欄，單魚尾。無界欄，半葉九行，行二十二字(因係縮印兩葉

拼成一頁，故無法確知其尺寸大小)。板心上方題「古香齋春明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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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錄」，魚尾下題「卷○」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古香齋鑒賞袖珍日明夢餘錄卷之○」，次行

題「北平孫承澤著」，卷末題「古香齋鑒賞袖珍日明夢餘錄卷之

○」。 

扉葉上半題「古香齋本春明夢餘錄」，後半牌記題「光緒九

年 (1883)孟春刻成版藏廣州惜分陰館」。 

按：1.是書與館藏「清光緒九年 (1883) 孟春刻成版藏廣州惜分陰館」

之板式行款完全相同，卷一葉下半葉第七行之「爾雅」二字之

筆劃亦同，惟因縮印致板框大小有別。 

(八)《春明夢餘錄》，孫承澤撰，江蘇廣陵古籍刻印社，1990 年 9 月，中文

系圖，MA/573.16/1213/1990/v.1~v.2 第１版  

附：<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錄目錄>。 

藏印：無。 

板式：雙欄，單魚尾。無界欄，半葉九行，行二十二字(因係縮印兩葉

拼成一頁，故無法確知其尺寸大小)。板心上方題「古香齋春明夢

餘錄」，魚尾下題「卷○」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古香齋鑒賞袖珍日明夢餘錄卷之○」，次行

題「北平孫承澤著」，卷末題「古香齋鑒賞袖珍日明夢餘錄卷之

○」。 

按：1.是書與館藏之無任何牌記序跋的舊題「清光緒九年 (1883)古香齋

袖珍本」之板式行款，完全相同，惟其縮印致板框尺寸大小不

同，卷一葉下半葉第七行之「爾雅」二字之筆劃亦相同，與館

藏有牌記題「光緒九年 (1883)孟春刻成版藏廣州惜分陰館」之筆

劃不同，當為兩種板本。 

三、各板本間的異同  

東海館藏《春明夢餘錄》雖有八本，但歸納比對之後，僅得三種板本，

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及「古香齋袖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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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總目>「春明夢餘錄」條下題：「內府刊本」5，

即據內府刊本抄錄。「文津閣」本未標明據何本抄錄。而「古香齋袖珍」

本，據乾隆四十九年<春明夢餘錄提要>(「文津閣」本 )所載：「乾隆四年(1739)

上命開雕為袖珍本，題曰『古香齋鑒賞』，亦極儒臣之榮遇矣」，應以乾隆四

年 (1739)開雕的「古香齋鑒賞」為底重雕者，所謂的「內府刊本」亦即是乾

隆四年 (1739)開雕的「古香齋鑒賞」，因此三種板本的內容差異理應不大，

茲詳細比對三書的<目錄>及各卷收錄的標題，以明其間的差異。  
 古香齋袖珍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 文津閣四庫全書 

提

要 

無 臣等謹案，《春明夢餘錄》

七十卷，國朝孫承澤撰。

承澤有《尚書集解》己著

錄。是書首以京師建置、

形勝、城池、畿甸，次以

城防、官殿、壇廟，次以

官署，終以名蹟、寺廟、

石刻、巖麓、川渠、陵園。

似乎地志而敘沿革者甚

略；分列官署，似乎職

志，每門多錄明代章疏，

連篇累牘；又似乎故事，

體例頗為龎襍。且書中標

目悉以明制為主，則不當

泛及前代；既泛及前代，

則當元元本本絲牽繩

貫，使端委粲然，不當挂

一漏萬，每門寥寥數言，

或有或無，絕不畫一。即

如『禮部』，第一子目標

曰禮制，而首以朱子《儀

禮經傳通解》一條，次以

吳澄《三禮考注》一條，

又次以朱子《家禮》一

條，此儒者之著述，非朝

廷之典章，不當繫于禮

部。又周與宋之舊文，非

臣等謹案，《春明

夢餘錄》七十卷，

侍郎臣孫承澤

著。記有明一代都

城掌故，首以建

置、形勝，次及城

郊、宮殿、壇、廟、

公署，而終之以名

蹟、寺觀之屬，因

地以紀人，因人以

徵事。其於天崇間

建言諸臣章疏召

對尤語焉而詳。昔

宋敏求有《春明退

朝錄》，孟元老有

《東京夢華錄》，

承澤蓋兼倣其

體，而所紀差為有

關文獻是其長

也。乾隆四年

(1739)上命開雕為

袖珍本，題曰『古

香齋鑒賞』，亦極

儒臣之榮遇矣。乾

隆四十九年(1784)

四月恭校上 

                                                 
5 見子部．雜家類六，總 3-650，《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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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之新制，尤不當繫于

明之『禮部』，是何義也。

『太醫院』自敘官一條

外，皆雜錄古人醫書序文

及諸脈論以足一卷，此無

論不能徧載，即徧載之，

何預明太醫院。然則『翰

院』門將備錄歷代制誥詩

賦耶？又承澤沿門戶餘

波，持論皆存偏黨，如萬

歷以後歷法差舛，眾論交

爭，至崇禎中西法中法喧

呶彌甚，此沿革之大者。

乃「欽天監」門于鄭世子

載堉諸說，今見于《明史》

者，悉刪不錄，于徐光啟

等改法之事亦僅存其

略，且謂舊法不過時刻之

差，不害于事，又謂新法

將來亦必差殊，有意抑揚

不為平允，蓋其時論者多

攻大統歷，而大統歷曾經

許衡參修，承澤以講學家

宗派所繫，故為之左袒，

其反覆以衡為詞宗旨，了

然可覩也。又周延儒招權

納賄，賜死非枉，承澤乃

于『內閣』門中錄其<直

房記>一篇以為美談，復

于『刑部』門中以閣臣公

救延儒揭列之慎刑條

下，益乖是非之公矣。其

好惡性情往往如是，蓋不

足盡據為典要。然于明代

舊聞，採摭頗悉，一朝掌

故實多賴是書以存，且多

取自實錄、邸報，與稗官

野史據傳聞而著書者究

為不同，故考勝國之軼事

者多取資于是編焉。乾隆

四十二年(1777)三月恭校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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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次 

目錄  內文的子目 目錄 內文的子目 各卷內文的子目

(無目錄) 

1 建置 建置 建置 建置 建置 

2 形勝 形勝 形勝 形勝 形勝 

3 城池 城池 城池 城池 城池 

4 畿甸 畿甸 畿甸 畿甸 畿甸 

5 城「坊」 城坊 城「防」 城坊 城坊 

6 宮闕 

宮官 

內官監 

宮闕、附載宮殿

額名考(宮禁誡

勅)、宮官、內

官監
承運等庫局附

(附載、禮儀房

奶口)、後市
附
、

登聞鼓院
附
 

宮闕 

宮官 

內官監

宮闕、附載宮殿

額名考(宮禁誡

勅)、宮官、內

官監
承運等庫局附

(附載、禮儀房

奶口)、後市
附
、

登聞鼓院
附
 

宮闕、附載宮殿額

名考(宮禁誡勅)、

宮官、內官監
承運等

庫局附
(附載、禮儀房

奶口)、後市
附
、登

聞鼓院
附
 

7 正殿 正殿(朝制、章

服、鹵簿、御

樂、朝服、班

次、看馬、賜

宴、策士) 

正殿 正殿(朝制、章

服、鹵簿、御

樂、朝服、班

次、賜宴、策

士)(「看馬」二

字未獨自成

行，與「達成憲

治之」連成一

行，) 

正殿(朝制、章

服、鹵簿、御樂、

班次、看馬、賜

宴、策士) 

8 殿門 殿門(御門常朝

答旨、常朝御史

糾儀
載風憲事宜

、西

垣筆記) 

殿門 殿門(御門常朝

答旨、常朝御史

糾儀
載風憲事宜

、西

垣筆記) 

殿門(御門常朝答

旨、常朝御史糾儀
載風憲事宜

、西垣筆

記) 

9 文華殿 文華殿(張居正

進日講儀注、神

宗遺事) 

文華殿 文華殿(張居正

進日講儀注、神

宗遺事) 

文華殿(張居正進

日講儀注、神宗遺

事) 

10 文華傍

室 

文華傍室(崇禎

十五年八月閣

臣恭進東宮講

儀) 

文華傍

室 

文華傍室(崇禎

十五年八月閣

臣恭進東宮講

儀) 

文華傍室(崇禎十

五年八月閣臣恭

進東宮講儀) 

11 武英殿 

仁智殿 

武英殿、仁智殿

(鹵簿、冠服、

命婦冠服) 

武英殿

仁智殿

武英殿、仁智殿

(鹵簿、冠服、

命婦冠服) 

武英殿、仁智殿

(鹵簿、冠服、命

婦冠服) 

12 文淵閣 文淵閣(附記內

府刊刻書目) 

文淵閣 文淵閣(附記內

府刊刻書目) 

文淵閣(附記內府

刊刻書目) 

13 皇史宬 皇史宬(唐修史

例、宋史、宋遼

皇史宬 皇史宬(唐修史

例、宋史、宋遼

皇史宬(唐修史

例、宋史、宋遼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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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三史、金史、

元史、明史、三

朝要典、光宗實

錄、西垣筆記、

國本、妖書、挺

擊、紅丸) 

金三史、金史、

元史、明史、三

朝要典、光宗實

錄、西垣筆記、

國本、妖書、挺

擊、紅丸) 

三史、金史、元

史、明史、三朝要

典、光宗實錄、西

垣筆記、國本、妖

書、挺擊、紅丸) 

14 天壇 

祈縠壇 

神樂觀 

犧牲所 

天壇(慎配享、

告祭、齋期、祭

器、省牲、脫

舄、戒飾、世宗

更制、元郊祀

考)、祈穀壇(祈

穀紀)、齋宮
附
、

神樂觀(辨大司

馬之誤、西垣筆

記)、犧牲所 

天壇 

祈縠壇

神樂觀

犧牲所

天壇(慎配享、

告祭、齋期、祭

器、省牲、脫

舄、戒飾、世宗

更制、元郊祀

考)、祈縠壇(祈

穀紀)、齋宮
附
、

神樂觀(辨大司

樂之誤、西垣筆

記)、犧牲所 

天壇(慎配享、告

祭、齋期、祭器、

省牲、脫舄、戒

飾、世宗更制、元

郊祀考)、祈穀壇

(祈穀紀)、齋宮
附
、神樂觀(辨大司

樂之誤、西垣筆

記)、犧牲所 

15 山川壇 

神祇壇 

太歲壇 

先農壇 

旗纛廟 

山川壇、神祇

壇、地祇壇、太

歲壇、先農壇

(明伯蔣德璟藉

田考、考先農、

考祭與耕同

日、考不用亥、

考壇制、考耕

所、考穀種、考

勞酒、考大

蜡)、旗纛廟 

山川壇

神祇壇

太歲壇

先農壇

旗纛廟

山川壇、神祇

壇、地祇壇、太

歲壇、先農壇

(明宗伯蔣璟藉

田考、考先農、

考祭與耕同

日、考不用亥、

考壇制、考耕

所、考穀種、考

勞酒、考大

蜡)、旗纛廟 

山川壇、神祇壇、

地祇壇、太歲壇、

先農壇(明宗伯蔣

德璟耤田考、考先

農、考祭與耕同

日、考不用亥、考

壇制、考耕所、考

穀種、考勞酒、考

大蜡)、旗纛廟 

16 地壇 

朝日壇 

夕月壇 

地壇(西垣筆

記)、朝日壇、

夕月壇 

地壇 

朝日壇

夕月壇

地壇(西垣筆

記)、朝日壇、

夕月壇 

地壇(西垣筆記)、

朝日壇、夕月壇 

17 太廟 太廟(寢殿神

主、祧殿神主、

東廡諸王侑

享、西廡功臣侑

享、宗廟薦新品

物、寢廟器用、

脫舄、祼灌、西

垣筆記) 

太廟 太廟(寢殿神

主、祧殿神主、

東廡諸王侑

享、西廡功臣侑

享、宗廟薦新品

物、脫舄、寢廟

器用、祼灌、西

垣筆記) 

太廟(寢殿神主、

祧殿神主、東廡諸

王侑享、西廡功臣

侑享、宗廟薦新品

物、寢廟器用、脫

舄、祼灌、西垣筆

記) 

18 奉先殿 

景神殿 

玉芝宮

崇先殿 

奉先殿(帝后忌

辰祭期、每月供

獻、西垣筆

記)、景神殿、

奉先殿

景神殿

玉芝宮

崇先殿

奉先殿(帝后忌

辰祭期、每月供

獻、西垣筆

記)、景神殿、

奉先殿(帝后忌辰

祭期、每月供獻、

西垣筆記)、景神

殿、玉芝宮崇先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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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芝宮崇先殿 玉芝宮崇先殿 

19 社稷壇 

先蠶壇 

高禖臺 

西海神

祠 

社稷壇、先蠶

壇、高禖臺、西

海神祠 

社稷壇

先蠶壇

高禖臺

西海神

祠 

社稷壇、先蠶

壇、高禖臺、西

海神祠 

社稷壇、先蠶壇、

高禖臺、西海神祠 

20 帝王廟 帝王廟 帝王廟 帝王廟 帝王廟 

21 文廟 文廟(廟主、四

配、十哲、東廡

從祀、西廡從

祀、褒崇、廟

制、釋奠、從祀)

文廟 文廟(廟主、四

配、十哲、東廡

從祀、西廡從

祀、褒崇、廟

制、釋奠、從祀)

文廟(廟主、四

配、十哲、東廡從

祀、西廡從祀、褒

崇、廟制、釋奠) 

22 三皇廟 

都城隍

廟 

漢壽亭

侯廟 

宋丞相

文信國

祠 

于少保

忠肅祠 

三皇廟、都城隍

廟、漢壽亭侯

廟、宋丞相文信

國祠(附載謝枋

得張千載汪元

量謝翱趙孟

僴)、于少保忠

肅祠 

三皇廟

都城隍

廟 

漢壽亭

侯廟 

宋丞相

文信國

祠 

于少保

忠肅祠

三皇廟、都城隍

廟、漢壽亭侯

廟、宋丞相文信

國祠(附載謝枋

得張千載汪元

量謝翱趙孟

僴)、于少保忠

肅祠 

三皇廟、都城隍

廟、漢壽亭侯廟、

宋丞相文信國祠

(附載謝枋得張千

載汪元量謝翱趙

孟僴)、于少保忠

肅祠 

23 內閣一 內閣一(閣門聖

諭、列輔起家

考、文淵典故、

先正模範[票擬

宜密、代言不

易、任用宜擇、

行政事宜、治平

要務、以去格

主、封還上諭、

舉賢報効、國是

宜定、遇災引

罪、閣員宜推])

內閣一 內閣一(閣門聖

諭、列輔起家

考、文淵典故、

先正模範[票擬

宜密、代言不

易、任用宜擇、

行政事宜、治平

要務、以去格

主、封還上諭、

舉賢報効、國是

宜定、遇災引

罪、閣員宜推])

內閣一(閣門聖

諭、列輔起家考、

文淵典故、先正模

範[票擬宜密、代

言不易、任用宜

擇、行政事宜、治

平要務、以去格

主、封還上諭、舉

賢報効、國是宜

定、遇災引罪、閣

員宜推]) 

24 內閣二 內閣二(卜輔于

天、起用舊輔、

特召密對、辭召

不赴、不傳首

輔、閣試票擬、

御試閣員、同事

水火、特用閣

員、聞警求去、

內閣二 內閣二(卜輔于

天、起用舊輔、

特召密對、辭召

不赴、不傳首

輔、閣試票擬、

御試閣員、同事

水火、特用閣

員、聞警求去、

內閣二(卜輔于

天、起用舊輔、特

名密對、辭居不

赴、不傳首輔、閣

試票擬、御試閣

員、同事水火、特

用閣員、聞警求

去、會推二變、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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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推二變、綸扉

藥石) 

會推二變、綸扉

藥石) 

扉藥石) 

25 六科 六科(科道互

改、附載言官被

言) 

六科 六科(科道互

改、附載官被

言) 

六科(科道互改、

附載言官被言) 

26 尚寶司 尚寶司(西垣筆

記、煎熬寶色

法) 

尚寶司 尚寶司(西垣筆

記、煎熬寶色

法) 

尚寶司(西垣筆

記、煎熬寶色法) 

27 光祿寺 光祿寺(寺中典

故) 

光祿寺 光祿寺(寺中典

故) 

光祿寺(寺中典故) 

28 中書科 中書科(誥勅、

各中書考、附

記) 

中書科 中書科(誥勅、

各中書考、附

記) 

中書科(誥勅、各

中書考、附記) 

29 宗人府 宗人府(帝系、

御定名次、封

建、削除、宗

籍、宗例、崇禎

帝系、萬歷實

錄、泰昌實錄
初

錄
) 

宗人府 宗人府(帝系、

御定名次、封

建、削除、宗

籍、宗例、崇禎

帝系、萬歷實

錄、泰昌實錄
初

錄
) 

宗人府(帝系、御

定名次、封建、削

除、宗籍、宗例、

崇禎帝系、萬歷實

錄、泰昌寶錄
初錄

) 

30 五軍都

督府 

五軍都督府(封

拜考、附記) 

五軍都

督府 

五軍都督府(封

拜考、附記) 

五軍都督府(封拜

考、附記) 

31 戎政府 戎政府(營基、

營制、團營、十

二營、設立戎

政、京營事例

[官軍、軍選冬

衣布花、外衛官

軍口粮本折、官

軍防秋口粮、、

火器選鋒口

粮、單粮選鋒器

械銀兩、馬匹草

料本折、城外信

地、乘城信地、

充補單粮選

鋒、收補祖募軍

丁、辨驗馬匹、

倒死馬匹追椿

年限事例、題准

分操、盔甲、安

置軍器有局、造

戎政府 戎政府(營基、

營制、團營、十

二營、設立戎

政、京營事例

[官軍、軍選冬

衣布花、外衛官

軍口粮本折、官

軍防秋口粮、火

器選鋒口粮、單

粮選鋒器械銀

兩、馬匹草料本

折、城外信地、

乘城信地、充補

單粮選鋒、收補

祖募軍丁、辨驗

馬匹、倒死馬匹

追椿年限事

例、題准分操、

盔甲、安置軍器

有局、造辦鉛子

戎政府(營基、營

制、團營、十二

營、設立戎政、京

營事例[官軍、軍

選冬衣布花、外衛

官軍口糧本折、官

軍防秋口糧、火器

選鋒口糧、單糧選

鋒器械銀兩、馬匹

草料本折、城外信

地、乘城信地、充

補軍糧選、收補祖

募軍丁、辨驗馬

匹、倒死馬匹追椿

年限事例、題准分

操、盔甲、安置軍

器有局、造辦鉛子

火藥、各項閱射置

箭把丈尺遠近、內

臣、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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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鉛子火藥、各

項閱射「脩」置

箭把丈尺遠

近、內臣、附

記]) 

火藥、各項閱射

「脩」置箭把丈

尺遠近、內

臣)、附記 

32 翰林院 翰林院(翰苑

考、經筵、制

誥、史職、焦太

史竑修史四

事、庶吉士、大

學士徐階示新

庶吉士條約、附

記) 

翰林院 翰林院(翰苑

考、經筵、制

誥、史職、焦太

史竑修史四

事、庶吉士、大

學士徐階示新

庶吉士條約、附

記) 

翰林院(翰苑考、

經筵、制誥、史

職、焦太史竑修史

四事、庶吉士、大

學士徐階示新庶

吉士條約、附記) 

33 詹事府 詹事府(附記) 詹事府 詹事府(附記) 詹事府(附記) 

34 吏部 吏部(冢宰、徵

聘、保舉、資

格、內外、久

任、陞除、考

課、附載) 

吏部 吏部(冢宰、徵

聘、保舉、資

格、內外、久

任、陞除、考

課、附載) 

吏部(冢宰、徵

聘、保舉、資格、

內外、久任、陞

除、考課)(「附載」

獨立一行，與鄒忠

介篇末「澄清而有

日矣」相連接) 

35  戶部一 戶部一(田土戶

口、賦役、經

費、崇禎二年倉

場侍郎南居益

查奏京支出

數、又查奏邊鎮

年例數目、內

供、附記金花

銀、賦役全書、

查奏舊餉、樽

節、魚鱗冊、一

條鞭、鈔關、鹽

法、茶法) 

戶部一 戶部一(田土戶

口、賦役、經

費、崇禎二年倉

場侍郎南居益查

奏京支出數、又

查奏邊鎮年例

數目、內供、附

記金花銀、賦役

全書、查奏舊

餉、撙節、魚鱗

冊、一條鞭、鈔

關、鹽法、茶法)

戶部一(田土戶口、

賦役、經費、崇禎

二年倉場侍郎南居

益查奏京支出數、

又查奏邊鎮年例

數目、內供、附記

金花銀、賦役全

書、查奏舊餉、撙

節、魚鱗冊、一條

鞭、鈔關、鹽法、

茶法) 

36 戶部二 戶部二(屯田、

畿輔屯丁、陝西

之屯、墾荒、畿

輔墾田、限田、

蘆田、預備倉、

本計) 

戶部二 戶部二(屯田、

畿輔屯丁、陝西

之屯、墾荒、畿

輔墾田、限田、

蘆田、預備倉、

本計) 

戶部二(屯田、畿

輔屯丁、陝西之

屯、墾荒、畿輔墾

田、限田、蘆田、

預備倉、本計) 

37 戶部三
倉

場
 

戶部三--倉場

(漕額、倉支、

戶部三
倉場

 

戶部三--倉場

(漕額、倉支、

戶部三--倉場(漕

額、倉支、漕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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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河、漕運、總

漕、漕總、漕

軍、漕船、漕

倉、倉耗、輕

齎、漕規、恤

軍、海運、倉支)

漕河、漕運、總

漕、漕總、漕

軍、漕船、漕

倉、倉耗、輕

齎、漕規、恤

軍、海運、倉支)

漕運、總漕、漕

總、漕軍、漕船、

漕倉、倉耗、輕

齎、漕規、恤軍、

海運、倉支) 

38 戶部四
寶

泉局
 

戶部四--寶泉

局(戶部尚書侯

恂條陳鼓鑄事

宜、錢法、寶鈔

局) 

戶部四
寶泉局

 

戶部四--寶泉

局(戶部尚書侯

恂條陳鼓鑄事

宜、錢法、寶鈔

局) 

戶部四--寶泉局

(戶部尚書侯恂條

陳鼓鑄事宜、錢

法、寶鈔局]) 

39  禮部一 禮部一(樂音、

律尺、大祀、正

祀典、章服、宗

室、僧道、淨身

男子) 

禮部一 禮部一(禮制、樂

音、律尺、大

祀、正祀典、章

服、宗室、僧

道、淨身男子)

禮部一(禮制、樂

音、律尺) 

39

下 

    (大祀、正祀典、

章服、宗室、僧

道、淨身男子) 

40 禮部二 禮部二(正士

習、貢舉、恩

例、諡法、喪

制、 戒奢、拜

禮、肩輿、薦新

芽茶、外藩、附

高麗統系) 

禮部二 禮部二(正士

習、貢舉、恩

例、諡法、喪

制、戒奢、拜

禮、肩輿、薦新

芽茶、外藩、附

高麗統系) 

禮部(正士習、貢

舉、恩例、諡法) 

40

下 

    (喪制、戒奢、拜

禮、肩輿、薦新芽

茶、外藩、附高麗

統系) 

41 禮部三
貢

院
 

禮部三--貢院

(科場變異) 

禮部三
貢院

 

禮部三--貢院

(科場變異) 

禮部--貢院(科場

變異) 

42 兵部一 兵部一(兵制、

九邊、遼鎮、薊

鎮、宣府、大

同、山西、榆

林、寧夏、甘

肅、固原鎮、河

套、安南、江

防、海防、緬

酋、雲南、貴

州、閩省海賊、

兵部一 兵部一(兵制、

九邊、遼鎮、薊

鎮、宣府、大

同、山西、榆

林、寧夏、甘

肅、固原鎮、河

套、安南、江

防、海防、緬

酋、雲南、貴

州、閩省海賊、

兵部一(兵制、九

邊遼鎮、薊鎮、宣

府、大同、山西、

榆林、寧夏、甘

肅、固原鎮、河

套、安南、江防、

海防、緬酋、雲

南、貴州、閩省海

賊、浙省海寇、流

賊、內禍、儲邊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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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省海寇、流

賊、內禍、儲邊

才、重將權、武

舉、軍職貼黃、

軍官比試、軍

屯、驛遞) 

浙省海冦、流

賊、內禍、儲邊

才、重將權、武

舉、軍職貼黃、

軍官比試、軍

屯、驛遞) 

重將權、武舉、軍

職貼黃、軍官比

試、軍屯、驛遞) 

43  兵部二 兵部二(輿圖

考、營陣) 

兵部二 兵部二(輿圖

考、營陣) 

兵部二(輿圖考、

營陣) 

44 刑部一 刑部一(「大」

明律令、律制、

律意、論令、

「諭」誥[洪

武、建文、永

樂、洪熙、宣

德、正統、天

順、景泰、成

化、弘治、嘉

靖、萬歷、崇

禎]) 

刑部一 刑部一(「大」

明律令、律制、

律意、論令、

「論」誥[洪

武、建文、永

樂、洪熙、宣

德、正統、天

順、景泰、成

化、弘治、嘉

靖、萬歷、崇

禎]) 

刑部一(明律令、

律制、律意、論令
有缺

、「論」誥[洪

武、建文、永樂、

洪熙、宣德、天

順、正統、景泰、

成化、弘治、嘉

靖、萬歷、崇禎]) 

45 刑部二 刑部二(慎刑、

訟理、明刑) 

刑部二 刑部二(慎刑、

訟理、明刑) 

刑部二(慎刑) 

45

下 

    刑部三(訟理、明

刑) 

46 工部一 工部一(都邑、

溝洫、治漕、水

泉、水櫃、總河

總漕、黃河、開

膠萊新河、節慎

庫、稅科、織

造、屯田、鐵

廠、樹植、易州

山廠、皇木) 

工部一 工部一(都邑、

溝洫、治漕、水

泉、水櫃、總河

總漕、黃河、開

膠萊新河、節慎

庫、稅科、織

造、屯田、鐵

廠、樹植、易州

山廠、皇木) 

工部一(都邑、溝

洫、治漕、水泉、

水櫃、總河總漕、

開膠萊新河) 

46

下 

    (節慎庫、稅科、

織造、屯田、鐵廠、

樹植、易州山廠、

皇木) 

47 工部二
寶

源局
 

工部二--寶源

局(鑄錢則例) 

工部二
寶源局

 

工部二--寶源

局(鑄錢則例) 

工部二--寶源局

(鑄錢則例) 

48 都察院 都察院(都御

史、總督巡撫、

西垣筆記、監察

御史、巡城要

都察院 都察院(都御

史、總督巡撫、

西垣筆記、監察

御史、巡城要

都察院(都御史、

總督巡撫、西垣筆

記、監察御史、巡

城要領、各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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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各差建置、

提刑按察使) 

領、各差建置、

提刑按察使) 

置、提刑按察使) 

49 通政司 通政使司(附

載) 

通政司 通政使司(附

載) 

通政使司(附載) 

50 大理寺 大理寺 大理寺 大理寺 大理寺 

51 太常寺 太常寺 太常寺 太常寺 太常寺 

52 四譯館 四譯館 四譯館 四譯館 四譯館 

53 太僕寺 太僕寺(苑馬

寺、茶馬、南太

僕) 

太僕寺 太僕寺(苑馬

寺、茶馬、南太

僕) 

太僕寺(苑馬寺、

茶馬、南太僕) 

54 國子監 國子監(國子

師、監規、生

徒、納粟、監例)

國子監 國子監(國子

師、監規、生

徒、納粟、監例)

國子監(國子師、

監規、生徒、納

粟、監例) 

55 府學 府學(諭旨、提

督學校官勅諭
原勅萬歷初改

)、武學
附
 

府學 府學(諭旨、提

督學校官勅諭
原勅萬歷初改

)、武學
附
 

府學(諭旨、提督

學校官勅諭
原勅萬歷

初改
)、武學

附
 

56 首善書

院 

首善書院、衍聖

公府
附
 

首善書

院 

首善書院、衍聖

公府 

首善書院、衍聖公

府 

57 太醫院 太醫院 太醫院 太醫院 太醫院 

58 欽天監

一 

欽天監一(回回

歷、韓苑洛論天

文、邢雲路歷、

西洋歷、歲差

攷) 

欽天監

一 

欽天監一(回回

歷、韓苑洛論天

文、邢雲路歷、

西洋歷、歲差

考) 

欽天監一(回回

歷、韓苑洛論天

文、邢雲路歷、西

洋歷、歲差攷) 

59 欽天監

二
觀象臺

 

欽天監二--觀

象臺(附記) 

欽天監

二
觀象臺

欽天監二--觀

象臺(附記) 

欽天監二--觀象臺

(附記) 

60 鴻臚寺 鴻臚寺 鴻臚寺 鴻臚寺 鴻臚寺 

61 行人司 行人司 行人司 行人司 行人司 

62 上林苑 上林苑監 上林苑 上林苑監 上林苑監 

63 錦衣衛 錦衣衛 錦衣衛 錦衣衛 錦衣衛 

64 名蹟一 名蹟一 名蹟一 名蹟一 名蹟一 

65 名蹟二 名蹟二 名蹟二 名蹟二 名蹟二 

66 寺廟 寺廟 寺廟 寺廟 寺廟 

67 石刻 石刻(石皷文) 石刻 石刻(石鼓文) 石刻(石鼓文) 

68 巖麓 巖麓(附退谷小

志、附記西山高

隱) 

巖麓 巖麓(附退谷小

志、附記西山高

隱) 

巖麓(附退谷小

志、附記西山高

隱) 

69 川渠 川渠(附新開

河、水泉) 

川渠 川渠(附新開

河、水泉) 

川渠(附新開河、

水泉) 

70 陵園 陵園(附載) 陵園 陵園(「附載」 陵園(「附載」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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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獨立成行，與

崇禎十五年口

事沈胤培疏之

末句「誠缺事

也」接在一起)

獨立成行，與崇禎

十五年口事沈胤

培疏之末句「誠缺

事也」接在一起) 

經由上列的對照，明顯看出各本間的差異，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 )就<提要>來看，「古香齋袖珍」本無<提要>，「文淵閣」本的<提

要>撰於乾隆四十二年 (1777)，「文津閣」本則題「乾隆四十九年 (1784)」，

除了對《春明夢餘錄》內容的簡介：「首以京師建置、形勝、城池、畿甸，

次以城防、官殿、壇廟，次以官署，終以名蹟、寺廟、石刻、巖麓、川渠、陵

園」，差異不大外，「文淵閣」本概述孫承澤的著作，以及該書的缺點是「體

例頗為龎襍」、「沿門戶餘波，持論皆存偏黨」、「其好惡性情往往如是，蓋不

足盡據為典要」，其優點則是「于明代舊聞，採摭頗悉，一朝掌故實多賴是書

以存，且多取自實錄、邸報，與稗官野史據傳聞而著書者究為不同，故考勝國

之軼事者多取資于是編」；「文津閣」本則僅稱讚其「因地以紀人，因人以徵

事。其於天崇間建言諸臣章疏召對尤語焉而詳。昔宋敏求有《春明退朝錄》，

孟元老有《東京夢華錄》，承澤蓋兼倣其體，而所紀差為有關文獻是其長也」。 

(二 )就<目錄>來看，「文津閣」本則無<目錄>，此外，「文淵閣」本與

「古香齋袖珍」本皆有<目錄>，二書的<目錄>著錄完全相同，詳細核對二

書各卷內文的標題，也完全一樣，只是<目錄>所載，未一一地列出各卷內

文收錄的標題，如：1.<目錄>卷 6 載宮闕、宮官、宮官三子目，內文則有

宮闕、附載宮殿額名考、宮官、內官監承運等庫局附、後市附、登聞鼓院

附等六子目。2.<目錄>卷 14 載天壇、祈縠壇、神樂觀、犧牲所四子目，內

文則有天壇、祈穀壇、齋宮附、神樂觀、犧牲所等五子目。3.<目錄>卷 15

載山川壇、神祇壇、太歲壇、先農壇、旗纛廟五子目，山川壇、神祇壇、

地祇壇、太歲壇、先農壇、旗纛廟等六子目。4.<目錄>卷 55 載府學一子

目，內文則有府學、武學附等二子目。5.<目錄>卷 56 載首善書院一子目，

內文則有首善書院、衍聖公府附等二子目。6.<目錄>卷 62 載「上林苑」，

內文標題則作「上林苑監」。7.「古香齋袖珍」本之卷 5<目錄>題「城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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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的標題亦是「城坊」，但「文淵閣」本的<目錄>卻作「城『防』」，而

其內文標題仍作「城坊」，「文津閣」本也作「城坊」，可知「文淵閣」本

的異字原係筆誤。  

(三 )就卷數而言，「文淵閣」本、「文津閣」本與「古香齋袖珍」本皆

為 70 卷本，但「文津閣」本卻將卷 39、卷 40、卷 45、卷 46 等四卷各拆

為上、下兩卷，總卷數看似仍為 70 卷，實際上應算是 74 卷。  

(四 )就內文的殘缺而言，1.「文淵閣」本的卷四十二之葉十二板心題

「卷四十一」，右欄外題「原書卷次訛誤」，讀其上下文句，並無訛誤，經

核對「古香齋袖珍」本及「文津閣」本之後，該段之內文並無差異，此種

狀況當是館臣抄錄之疏失所造成，商務印書館於排版時發現該葉所題的卷

次有異，但未細審上下文句，也未核對其它板本，逕題「原書卷次訛誤」

等字，反造成失誤。2.「文津閣」本之卷四十四(頁 764~765)「論令」第九

行末題「缺」，與「論誥」之間留十八行的空白，查「文淵閣」本及「古

香齋」本，所缺為：「寓於其中，方草創之初未暇詳其曲折，故明示以其

意之所在，令是也。平定之後，既已借其制度，故詳載其法之所存，律是

也。伏讀太祖訓誥之辭，有曰：子孫做皇帝時止守律與大誥而不及令，而

諸司職掌，於刑部都官科下具載死罪，止載律與大誥中所條者可見也，是

誥與律及朝廷所當世守，法司所當遵行者也。事有律不而具於令者，據其

文而援以為證，用以請之於上可也，此又明法者之所當知。」及「洪武五

年十二月禮部尚書陶凱等奏言，古者國有典法定者為令，有違於令者則加

以律，故令與律相為表裏，漢有令甲令乙，後世守法之人有曰法者高之法

也，今律已行而令未備，宜及時定令使有所遵守。又考漢唐宋皆有典要，

宋會要逐日記載時政，分門別類以憑稽者；今起居注記言記事藏之金匱，

是為實錄，凡各衙門欽錄及奏事簿記載時政，可以立法，垂之後世者，宜

依倣會要編類成書，使後之議事者有所考焉。上從之，次年遂命纂日歷復

纂呈明寶訓，惟大明令未見，復修所行，乃洪武元年修者」。  

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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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春明夢餘錄》雖有八本之多，歸納其板本卻僅有「古香齋袖珍」

本及「四庫全書」本兩種，比對館藏的「古香齋袖珍」本，發現是有二種

不同時期的刊刻本，基本上僅是筆畫上的差異而已；館藏「四庫全書」本

亦有「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兩種，其中「文津閣」本的卷四十四缺

十八行，「文淵閣」本卷四十二的葉十二純板心卷次的手誤而已；比對此

三種板本的內容之後，基本上是出自於同一來源，亦即是「文津閣」本<

春明夢餘錄提要>所說的：「乾隆四年 (1739)，上命開雕為袖珍本，題曰『古

香齋鑒賞』。」 

經檢索國家圖書館的「台灣地區善本古籍聯合目錄」，知：1.國家圖書

館藏有「清康熙間鈔本」二十四冊，為「9 行，行 18 字」。2.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藏有「清光緒 7 年內府本重刻本」二十四冊，「框 10×8 公分」，

題「古香齋春明夢餘錄」。3.台大圖書館藏有「光緒八年南海孔氏三十有三

養卷堂校刊本」二十四冊、「光緒九年 (1883)惜分陰館刊本」二十四冊。4.

故宮博物院藏「清乾隆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三十二冊、「清乾隆間四

庫全書薈要本」三十六冊、「清乾隆間武英殿刊古香齋袖珍本」。5.政治大

學藏「光緒年間左 (疑為『古』之誤寫 )香齋袖珍刻本」。  

此數種板本除「清康熙間鈔本」註「9 行，行 18 字」外，其餘皆未標

示板式行款及各卷門類、子目，無法得知其間的差異，以「文淵閣」本與

「文津閣」本而言，前者於乾隆四十二年抄錄，後者於乾隆四十九年抄錄，

時間與抄校者不同，「文津閣」本就留下十八行的空白，相信「薈要本」

若與此二閣之抄本相校，應也會有差異的；而同為光緒年間刊本，有「光

緒 7 年內府本重刻本」的「古香齋春明夢餘錄」，有「光緒八年南海孔氏

三十有三養卷堂校刊本」，有「光緒九年 (1883)惜分陰館刊本」，有「光緒

年間左 (疑為『古』之誤寫 )香齋袖珍刻本」的不同。  

再利用國家圖書館的「中文古籍書目資料庫」檢索，得知另有：1.東京

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清刊巾箱本」「古香齋鑑賞袖珍春明夢餘錄」、1965

年香港龍書店「用古香齋袖珍本景印」本、1992 年北京古籍出版社的王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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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點校本。2.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木版本」。這些板本也都沒

有標明各本的板式行款與各卷門類、子目，北京古籍出版社的點校本東海

沒有典藏，也不知該書所據的底本，殊也可惜。  

如果得見上述所知幾種板本，或能知「清康熙間鈔本」與「乾隆四年

(1739)古香齋袖珍本」的差異，以及署名「光緒 7 年內府本重刻本」、「光

緒八年南海孔氏三十有三養卷堂校刊本」、「光緒九年(1883)惜分陰館刊本」、

及沒有牌記的「古香齋袖珍本」是否全出自「乾隆四年 (1739)古香齋袖珍

本」，四本之間的差異為何。  

 

文化漫談 

閒談《吃主兒》之三--最另類的「吃主兒」 

方謙光 

各地有各地的風俗，各地有各地的習慣，根據不同的地域，各地人的

飲食習慣也有很大差異，俗稱「南甜」、「北鹹」、「東辣」、「西酸」，北方

人愛吃麵，南方人愛吃米，儘管各地人的口味不同，這也沒有什麼稀奇。

可世界就有那麼一些人，他們愛吃的東西超出正常人飲食習慣差異的範

圍，有的甚至令人不可思議，所以我們就把這一類人稱之為另類的「吃主

兒」。 

另類的「吃主兒」應首推多爾袞，多爾袞是誰呢？多爾袞是清太祖努

爾哈赤的第十四子，是清太宗皇太極的兄弟。西元 1644 年皇太極病死，

清世祖福臨繼位，也就是順治皇帝，當時只有六歲，多爾袞則以皇叔攝政，

大權獨攬，同年率清軍攻入北京，擊敗李自成和張獻忠，又滅了南明，建

立了大清國，江山一統，功勳卓著，大權在握，又娶了順治皇帝的親媽孝

莊皇太后，演了一出歷史上絕無僅有的「太后下嫁」，自封皇父攝政王，「代

天攝政」。攝政王與皇太后的大婚是在順治六年 (1650 年 )在太后宮內舉行，

大婚之日文武百官一律朝賀，同時特頒恩詔，大赦天下，京內外各官加長

一級，免各省一年錢糧。婚宴的排場無與倫比，明清合壁、滿漢全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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燭洞房夜按漢人的規矩，為討吉利當然也少不了「子孫餃子」、「長壽麵」。

別看多爾袞貴為攝政王，在關外結婚也不知道結過多少次，可這「子孫餃

子」還是頭一回吃。俗話說：「舒坦不如倒著，好吃不如餃子。」自從多

爾袞第一次品嘗了餃子之後，對餃子就情有獨鐘，讚不絕口。於是下詔頒

旨，以後膳食，餐餐都要有餃子，並且規定，餃子餡不許重樣。這可難壞

了御膳坊裏的大廚，天天為餃子餡兒發愁，絞盡腦汁。有一天大廚正在那

時發呆，無意間發現了桌子上的茶壺，想倒杯茶水解解渴，倒了半天沒倒

出來，原來茶壺裏面已經沒有水了揭開壺蓋，準備續一點開水。就是在他

揭開茶壺蓋的同時，發現了茶壺裏的剩茶葉，突然靈機一動，今天的餃子

餡有了，就用剩茶葉。多爾袞品嘗了茶葉餡餃子，覺得味道獨特，不禁大

喜，於是重賞了廚子，並下詔：「以後吃餃子必須是茶葉餡的，但不許重

樣。」今天是「西湖龍井」，明天是「雪山雲霧」，後天換「六安瓜片另」，

再換「信陽毛尖」，「雲南普洱」、「鐵觀音」、「大紅袍」、「凍頂烏龍」。儘

管中原是產茶大國，茶葉品種繁多，要是做到天天都不許重樣，這也難做

得到。廚子們苦無良策，只好求教于前朝太監，據前朝太監說：在太醫院

的藥庫中有一種南洋進貢來的「仙草」，奇香無比百病全醫，人吃了以後

還能長生不老。於是御膳坊總管就向太醫索取了「仙草」。多爾袞品嘗了

「仙草」餡的餃子後，胃口大開，只覺得異香撲鼻，沁人心脾，通五官，

開七竅，覺得飄飄欲仙，渾身上下舒暢無比。自此之後多爾袞頓頓都離不

了這「仙草」餡兒的餃子。 

孝莊太后下嫁與多爾袞大婚是在順治六年冬(1650 年 )，事隔不到一年，

順治(1651 年 )多爾袞就一命嗚乎了，死時年僅三十九歲。此時孝莊太后只

有三十七歲，新婚不到一年就又成了寡婦。關於多爾袞之死，疑霧重重，

有的說是積勞成疾，有的說是縱欲過度。但不管怎麼說，三十九歲正當壯

年，如日中天，正是如狼似虎的年紀，一個馳騁疆場，殺人如麻的一代梟

雄怎麼說死就死了呢？其中必有緣故。 

清宮有八大疑案，即：「太后下嫁」、「順治出家」、「世宗奪嫡」、「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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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被刺」、「乾隆生世」、「同治死因」、「慈安暴崩」、「光緒猝死」。「太后下

嫁」被列為八大疑案之首，而多爾袞之死就成為了疑案中的疑案。不論其

他的原因如何，其中有一點就是和多爾袞吃「仙草」有關。 

下一個另類的「吃主兒」，應該是明朝的大奸臣嚴嵩，嚴嵩身為宰相，

位極人臣，僅為皇帝一人之下，為萬人之上，在朝大權獨攬，貪得無厭，

其生活之奢靡超過皇帝。整天山珍海味，龍肝鳳膽凡是人間的美味幾乎嘗

遍，不知應該吃什麼才合他的胃口，稍不如意就責打廚子，廚子無奈，實

在也想不出來他還有什麼沒吃過的東西。這一天廚子上茅房，看見了從大

糞缸裏正往外爬的蛆，廚子靈機一動，心想這玩意兒你大概沒吃過，今天

弄點這東西給你嘗嘗，也算出一出心中的惡氣。於是廚子用笊籬從大糞缸

裏撈了一笊籬大尾巴蛆，用清水漂淨，加上韭菜段在鍋裏急火快炒。這道

菜給嚴嵩端上來，嚴嵩一看這盤菜白綠相間就勾起食欲，嘗了一口覺得與

他氣味相投，鮮美無比，大為讚賞。馬上派人傳來廚子問這是什麼東西？

廚子不敢說是糞缸裏的蛆，謊稱：「此乃『肉芽兒』也」。於是「炒肉芽兒」

就成了嚴府的一道名菜。 

另一個另類的「吃主兒」，非隋煬帝的運河總管麻叔謀莫屬。麻叔謀

別的不愛吃，專門愛吃死孩子，找不來死孩子就派人去偷人家的孩子吃，

關於麻叔謀吃孩子的故事在野史小說如《隋唐演義》、《隋煬豔史》中多有

描述。 

以上說的是古代的另類「吃主兒」，另類的「吃主兒」在現代也有如

廣東人吃活猴的腦子，韓國人吃電烤活狗，日本人愛吃鯨魚肉，吃法都是

非常殘忍。無論是古代的「吃主兒」還是現代的「吃主兒」都有一個共同

特點。他們的這種「吃」不完全是為以滿足維持正常生命的生理需要，而

是為以滿足他們那種完全被扭曲了的那種病態心理。用一句北京普通老百

姓的話說：「這些『主兒』純粹是吃多了撐的，有病！」 

2008 年 7 月于溪翁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