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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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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錄  

98 學年度圖書館組長遴選投票開票記錄  

日期：98 年 6 月 24 日下午 2 時 40 分 

參與人員：黃文興組長(監票)、吳淑雲組長(唱票)、賀新持先生(監

票)、陳健忠先生(監票)、林幸君(計票) 

記錄：林幸君 

投票結果(依組別及票數高低排序)： 

流通組：賀新持(10 票)、陳健忠(4 票)、黃文興(3 票) 

期刊組：王畹萍(13 票)、胡仲平(4 票)、黃國書(3 票) 

採編組：吳淑雲(13 票)、陳婷婷(4 票)、陳淑慧(2 票) 

參考組：彭莉棻(16 票)、吳淑雲(3 票)、陳健忠、陳勝雄、陳婷婷、楊綉美

(1 票) 

數位資訊組：呂華恩(10 票)、王鑫一(5 票)、李光臨 (3 票) 

 

館務工作 

2009 年 7 月流通量統計表--人次統計 

數位資訊組  王鑫一製 

日期 借書 還書 續借 預約 取消預約 合計 

7 月 1 日 74 84 0 15 10 183 

7 月 2 日 81 65 0 13 12 171 

7 月 3 日 67 36 0 11 11 125 

7 月 4 日 0 0 0 2 9 11 

7 月 5 日 0 0 0 7 1 8 

7 月 6 日 54 60 0 9 2 125 

7 月 7 日 86 60 0 10 2 158 

7 月 8 日 73 41 0 10 10 134 

7 月 9 日 62 35 0 9 8 114 

7 月 10 日 54 37 0 10 6 107 

7 月 11 日 0 0 0 5 11 16 

7 月 12 日 0 0 0 4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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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3 日 59 50 0 3 4 116 

7 月 14 日 45 39 0 5 2 91 

7 月 15 日 59 40 0 14 6 119 

7 月 16 日 56 42 0 7 7 112 

7 月 17 日 30 27 0 3 6 66 

7 月 18 日 0 0 0 1 3 4 

7 月 19 日 0 0 0 2 2 4 

7 月 20 日 66 58 0 10 2 136 

7 月 21 日 59 37 0 2 1 99 

7 月 22 日 56 47 0 6 7 116 

7 月 23 日 78 58 0 8 12 156 

7 月 24 日 39 21 0 7 2 69 

7 月 25 日 0 0 0 2 10 12 

7 月 26 日 0 0 0 4 3 7 

7 月 27 日 61 87 10 9 4 171 

7 月 28 日 59 56 2 6 3 126 

7 月 29 日 50 53 3 11 5 122 

7 月 30 日 71 77 9 9 6 172 

7 月 31 日 47 54 3 4 6 114 

總計 1386 1164 27 218 175 2970 

 

2009 年 7 月流通量統計表--冊數統計 

數位資訊組  王鑫一製 

日期 借書 還書 續借 預約 取消預約 合計 

7 月 1 日 313 333 0 30 10 686 

7 月 2 日 291 246 0 18 12 567 

7 月 3 日 231 81 0 30 12 354 

7 月 4 日 0 0 0 3 10 13 

7 月 5 日 0 0 0 11 2 13 

7 月 6 日 178 157 0 13 2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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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7 日 307 327 0 17 2 653 

7 月 8 日 301 260 0 23 11 595 

7 月 9 日 240 88 0 12 10 350 

7 月 10 日 249 118 0 12 7 386 

7 月 11 日 0 0 0 5 13 18 

7 月 12 日 0 0 0 7 2 9 

7 月 13 日 210 172 0 6 7 395 

7 月 14 日 160 122 0 6 2 290 

7 月 15 日 191 176 0 24 8 399 

7 月 16 日 231 158 0 12 9 410 

7 月 17 日 107 85 0 5 6 203 

7 月 18 日 0 0 0 2 3 5 

7 月 19 日 0 0 0 3 2 5 

7 月 20 日 300 206 0 13 2 521 

7 月 21 日 187 184 0 3 1 375 

7 月 22 日 219 140 0 12 7 378 

7 月 23 日 249 146 0 16 13 424 

7 月 24 日 148 50 0 7 2 207 

7 月 25 日 0 0 0 2 13 15 

7 月 26 日 0 0 0 10 4 14 

7 月 27 日 203 310 129 23 4 669 

7 月 28 日 207 220 15 11 6 459 

7 月 29 日 190 214 15 17 6 442 

7 月 30 日 248 338 70 17 8 681 

7 月 31 日 193 219 13 8 7 440 

總計 5153 4350 242 378 203 10326 

 

2009 年 7 月流通量統計表--讀者身份(冊次) 

數位資訊組  王鑫一製 

身份 借書 還書 續借 預約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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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師 382 551 66 3 1,002 

助教 66 42 12 120 

數學系專任教師 5  5 

職員 380 310 12 45 747 

兼任教師 121 234 135 4 494 

附設.實習.計劃人員 110 64 5 11 190 

退休人員 9  9 

博士班學生 187 114 4 305 

碩士班學生 893 686 10 33 1,622 

學士班學生(日) 2,147 919 201 3,267 

學士班學生(２) 10  10 

學士班學生(進修部) 120 69 22 211 

準研究生 5  5 

特別生 6 6  12 

志工  0 

中部聯盟館師生甲組 24 31  55 

中部聯盟館師生乙組 26 41  67 

中部聯盟館師生丙組 5  5 

私立綜合大學合作館 3  3 

臺灣大學圖書館  0 

傅斯年圖書館研究人員  0 

校友 2 2  4 

捐贈者３  0 

捐贈者６  0 

捐贈者８  0 

工工系教職員工 24 5 14  43 

工工系研究生 70 30 3 103 

工工系大學部學生 52 23  75 

政治系教職員工 2  2 

政治系研究生 96 50 3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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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系大學部學生 91 38 18 147 

公行系教職員工 2  2 

公行系研究生 58 30 1 89 

公行系大學部學生 148 67 18 233 

採購組通知  0 

未定義  0 

其他 (null) 135 1,012  1,147 

總計 5,153 4,350 242 378 10,123 

 

2009 年 7 月流通量統計表--單位借閱排行榜 

數位資訊組  王鑫一製 

排行前 10 名 單位系所 借閱次數 續借次數 小計 

1 中國文學系 491 47 538 

2 社會學系 255 66 321 

3 社會工作學系 300 0 300 

4 行政管理暨政策學系 221 0 221 

5 建築學系 179 10 189 

6 資訊工程與科學學系 188 0 188 

7 政治學系 187 0 187 

8 日本語文學系 186 0 186 

9 美術學系 170 12 182 

10 外國文學系 167 5 172 

 

2009 年 7 月圖書預約排行榜 

數位資訊組  王鑫一製 

排行前 10 名 預約次數 書刊名 圖書登錄號 

1 5 New TOEIC 新多益破題解析 C472746 

1 5 暮光之城 C487773 

3 4 New TOEIC 新多益必考文法 C463035 

3 4 New TOEIC 新多益聽力入門 N070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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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一定瘦：瘦的人不一定健康,健康的

人一定瘦 C467720 

6 3 

New TOEIC 單字，看這本就夠了：

就是這一本，讓你徹底戰勝新多益

測驗! C487288 

6 3 New TOEIC 新多益聽力入門 C472809 

6 3 又寂寞又美好=Beautiful solitude C345685 

6 3 近代物理：修訂版 C482626 

6 3 哈利波特：死神的聖物 C473915 

6 3 時空旅人之妻 C438424 

6 3 超快速讀書法 C488506 

 

數位資訊組 

管院分館 97 學年度各項統計表 

數位資訊組提供 

前言 

民國 97 年 9 月，圖書館管院分館開館，明亮挑高的空間、新穎實用

的設計及寬敞舒適的閱讀座位，深受師生們的歡迎。管院分館位於第二校

區管理學院二樓，館舍約佔地 152 坪 (含書庫、電子資源檢索區、讀者區及

辦公室 )，提供約 200 個閱覽席位(含閱覽桌座位 48 個，其餘為閱報區、VOD

隨選視訊區及沙發座位 )。除此之外，分館外側的 M245-M248 教室為罕用

書庫、樂譜及視聽資料室，共約 63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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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院分館的各項統計列表如下(至 98 年 7 月 31 日止) 

 一、圖書館藏資料－管院分館  

二、櫃台服務及參考諮詢問題整理  

1、電腦列印、掃瞄列印、影印機、語言學習機使用、音訊、存檔相關問

題(如轉存隨身碟) 

2、借、還書、線上如何預約 

圖書 非書資料  參考書 大陸出版品 

中文 西文 中文 西文 中文 西文 圖書 參考書 

 23543 1005 863 81 233 5 699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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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子資料庫使用：如 CRSP 、Datastream、 Compustat RI、 SDC Platinum 

等財經資料庫(含電子期刊) 

4、如何找到所有管院分館某一主題的書籍：如金融風暴英文書與電子資

料、碩博士論文資料、考古題等 

5、期刊過刊相關問題 

6、空調故障及漏水 

7、外賓換證，圖書館使用規範 

8、VOD 區開機，如何使用 

9、無線網路如何連線，為何連線也不能使用? 網路斷線等 

10、圖書架位，找不到書 

11、各系所等地點 

12、開閉館(含寒暑假)時間 

13、代還總館藏書 

14、學生開卡 

15、如何辦理校友證，無借書卡能否有辦法借書等 

16、書籍遺失賠償處理  

17、找私人物品遺失 

18、館際合作聯盟如何辦理  

19、學生讀者有效期限已過期，學生證遺失停止借書相關問題 

20、過期報紙是否可拿，報紙內容列印 

21、展示新書是否可借 

22、網路出現亂碼 

三、借閱排行榜(至 98 年 7 月 31 日止) 

排行前 10 名 題名 

1 天堂小店 

2 Business analysis and valuation : using financial statements / 

3 一個人上東京 

4 明日的記憶 

5 管理個案分析：理論與實務=Management cases study 

6 審計準則公報及審計實務指引合訂本，中華民國九十五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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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版 

7 SAS 統計軟體與資料分析 

8 TOEIC 聽力練習 

9 企業概論：本質、系統、應用 

10 有一天啊，寶寶 

11 財務報表看圖就懂 

12 國際財務管理  

13 愛情，不是得到就是學到 

14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資格測驗經典講義與試題(95 年新版證

券人員資格測驗) 

四、依入館人身份統計  (至 98 年 7 月 31 日止) 

*門禁系統 97 年 10 月安裝 

單位 人數 單位 人數 

人事室第二組  5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259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350 秘書室  8 

工業設計學系  135 財務金融學系  9041 

中文碩士在職專班  7 財務金融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5 

中國文學系  415 高階企業經營碩士在職專班  58 

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36 參考組 1 

公共關係室  1 國際貿易學系  8243 

化學工程與材料工程學系  154 推廣部行政組  2 

化學系 92 推廣部課務組  86 

日本語文學系  430 採購組  6 

主任辦公室  8 教育研究所  2 

出納組  1 教學及研究支援組  35 

外國語文學系  372 教學資源中心 1 

生命科學系  429 統計學系  3169 

生活輔導組  1 景觀學系  156 

交通及安全組 2 華語教學中心  170 

企業管理學系  6763 註冊組  1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95 期 

  10

共同學科暨通識教育中心  17 會計碩士在職專班  169 

行政管理暨政策學系  327 會計學系  5184 

系統發展組  81 經濟學系  584 

宗教研究所  50 資訊工程與科學系  516 

法律學系  224 資訊碩士在職專班  49 

物理學系  190 資訊管理學系  1599 

社會工作學系  316 電子計算機中心  2 

社會學系  486 電機工程學系  8 

附屬實驗高級中學  8 圖書館  127 

附屬實驗高級中學(小學部) 150 管理碩士在職專班  633 

建築學系 89 管理學院  4 

政治學系 360 網路技術組  4 

流通組 (包含換證外賓) 4989 數位資訊組  256 

美術碩士在職專班  33 數學系  93 

美術學系  761 課務組 5 

英語中心  5 歷史學系  277 

軍訓室  1 餐旅管理學系  1703 

音樂學系  147 營繕組  62 

食品科學系  133 環保組  9 

哲學系  357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481 

哲學碩士在職專班  1 總務處  2 

校牧室第二組  1   

 合計 50947 

五、進館人次統計(至 98 年 7 月 31 日止) 

年 -月 -日  08:00~12:00 12:01~17:00 17:01~19:00 19:01~21:30 總計  *校外換證

97 年 9 月  531 1050 255 98 1934 4 

97 年 10 月  2545 4480 1145 547 8717 68 

97 年 11 月  2464 4682 1537 939 9622 109 

97 年 12 月  3049 4240 1441 694 9424 115 

98 年 1 月  1267 2272 753 451 474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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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 2 月  1223 2177 437 244 4081 93 

98 年 3 月  2475 4605 1407 725 9239 213 

98 年 4 月  2331 5306 1523 938 9838 193 

98 年 5 月  2538 5075 1474 765 9852 312 

98 年 6 月  2397 4870 1179 814 9260 240 

98 年 7 月  929 1586 0 0 2515 210 

總計 (含校

外換證 ) 
21218 39293 10896 6117 79225 1607 

六、館藏借閱人次依資料類型統計  (至 98 年 7 月 31 日止) 

特藏號名稱 借書 還書 續借 預約 取消預約 小計 

圖書 4751 4518 1593 679 384 11925 

CD 136 113 55 2 2 308 

數位影碟 6 6 0 2 3 17 

磁碟片 2 2 0 0 0 4 

大陸出版品 33 25 10 2 2 72 

光碟 207 166 89 5 4 471 

其他 1 0 0 0 1 2 

合計 5136 4830 1747 690 396 12799 

七、館藏借閱冊次依資料類型統計  (至 98 年 7 月 31 日止) 

特藏號名稱 借書 還書 續借 預約 取消預約 小計 

圖書 9770 8048 3622 780 412 22632 

CD 356 267 143 2 2 770 

數位影碟 6 6 0 3 3 18 

大陸出版品 44 34 19 2 2 101 

光碟 297 232 134 5 4 672 

其他 1 0 0 0 2 3 

合計 10474 8587 3918 792 425 24196 

八、流通量人次依月份統計 (至 98 年 7 月 31 日止) 

日期 借書 還書 續借 預約 取消預約 合計 

2008 年  9 月 70 21 1 2 1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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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 10 月 499 236 53 68 19 875 

2008 年 11 月 458 432 174 65 43 1172 

2008 年 12 月 595 630 195 80 35 1535 

2009 年  1 月 222 345 89 33 39 728 

2009 年  2 月 300 295 134 68 27 824 

2009 年  3 月 669 498 206 105 50 1528 

2009 年  4 月 674 735 280 109 69 1867 

2009 年  5 月 673 669 297 101 60 1800 

2009 年  6 月 473 596 169 35 38 1311 

2009 年  7 月 181 126 2 181 10 337 

總計 4814 4583 1600 684 391 12072 

九、流通量冊次依月份統計 (至 98 年 7 月 31 日止) 

日期 借書 還書 續借 預約 取消預約 合計 

2008 年  9 月 152 41 2 2 1 198 

2008 年 10 月 963 346 103 81 19 1512 

2008 年 11 月 954 766 367 72 47 2206 

2008 年 12 月 1227 1079 456 101 36 2899 

2009 年  1 月 601 661 193 40 40 1535 

2009 年  2 月 676 652 484 71 31 1914 

2009 年  3 月 1395 949 439 118 55 2956 

2009 年  4 月 1425 1308 643 122 73 3571 

2009 年  5 月 1376 1250 781 124 68 3599 

2009 年  6 月 1162 1191 448 42 42 2885 

2009 年  7 月 206 130 0 11 4 351 

總計 10476 8589 3918 792 425 24200 

十、管院借閱人次依資料類型及時段統計 (至 98 年 7 月 31 日止) 

時段 合計 圖書 CD 

張學良

贈本 

數位影

碟 磁碟片

大陸出

版品 光碟 

上午 1180 1104 28 0 3 0 9 36 

中午 2225 2103 43 0 1 1 12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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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4061 3843 57 1 2 1 37 120 

日間合計 7466 7050 128 1 6 2 58 221 

晚上 797 765 8 0 0 0 7 17 

合計 8263 7815 136 1 6 2 65 238 

百分比 100.00% 94.58% 1.65% 0.01% 0.07% 0.02% 0.79% 2.88% 

十一、管院借閱冊次依資料類型及時段統計 (至 98 年 7 月 31 日止) 

時段 合計 圖書 CD 

張學良

贈本 

數位影

碟 磁碟片

大陸出

版品 光碟 

上午 2136 1995 77 0 3 0 13 48 

中午 4173 3960 107 0 1 1 13 91 

下午 7998 7636 151 1 2 1 49 158 

日間合計 14307 13591 335 1 6 2 75 297 

晚上 1741 1680 21 0 0 0 8 32 

合計 16048 15271 356 1 6 2 83 329 

百分比 100.00% 95.16% 2.22% 0.01% 0.04% 0.01% 0.52% 2.05% 

結語 

各項統計數字及服務項目整理是圖書館邁向 98 學年度進步的基準指

標，為提昇管院分館服務品質，除持續維護館舍環境、各項硬體設備及各

樣實體服務外，並積極透過數位媒介，加強虛擬館藏資訊服務，如： 

1.新增「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網址:http://140.128.103.17/thuhyint/index.jsp）、

整合本館所提供之資料庫、館藏目錄、電子期刊及電子書等資源，提供讀

者單一檢索介面查詢資料，以減少讀者使用各電子資源入口之不便。  

2.新增「DIVA-東海大學圖書館數位資源部落格」（網址：

http://www.lib.thu.edu.tw/blog/index.php?blogId=5）整合本館 VOD 系統及

影音資料館藏介紹。 

3.新增自助掃描列印及傳統影印服務。 

4.管理學類科之西文圖書、餐旅管理類科館藏及音樂類科之樂譜及視聽資

料（含 CD、VCD、DVD 等）館藏等，將於 98 年暑假由總館移轉至管院

分館，98 學年度第一學期開始，即可開放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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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暨分析 

流通組 2009 年 7 月份新書移送統計暨分析 

流通組  謝鶯興 

一、七月份各館新書移送的資料暨分析 

七月份經手處理的新書統計暨分析，僅以總館(含總館的各組室、管院

分館)、各系所單位圖書室回送圖書館、遺失報賠新書移送、國科會專案借

書的新書移送(借還)等，分新書移表與新書上架撤架表等二種表格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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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7.01~2009.07.31) 
 書籍 光碟 總計 

總館 一般書庫            734 34 768 

 特藏室              564 0 564 

 參考組               3 0 3 

 電子教學室           0 22 22 

 中文書遺失報賠  

中文系                2

歷史系                1

管院分館              2

經濟系                1

師培中心              1

0 7 

 管理學類書移送管院  147 1 148 

 校長室回送總館        1 0 1 

 中小企業訮訓中心      

回送總館             13

0 13 

 中小企業訮訓中心回送  

管理學類至管院分館  126

0 126 

 通識中心回館          2

餐旅系圖回館          0

0 

8 

10 

 專案借書回館        

創意中心余佩珊老師   60

 

3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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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系黃金麟老師    295

社會系陳美華老師     30

中文系朱湘鈺老師     19

外文系王啟琳老師      1

哲學系俞懿嫻老師      2

歷史系丘為君老師      1

專案借書 通識中心陳永峰老師   38

企管系陳耀茂老師      3

0 41 

   總館       2073 

專案借書     41 

7 月份總館(包括各系所單位回送總館、中小企業研訓中心回館、通識

中心回館、校長室回館及專案借書回館之書)與遺失報賠書、專案借書、管

理學類書籍移送管院，總計 2114 本。總館書籍(含一般書庫、特藏室、參

考室)共進 1301 本，佔全數的 61.54%。「光碟」有 67 片，佔全部的 3.17%。

「專案研究借書」有 41 本，佔全數的 1.94%，以通識中心陳永峰老師的 38

本最多，其次是企管系陳耀茂老師的 3 本。 

分別從「一般書庫」、「特藏室」、「參考組」、「電子教學室」、「中小企

業研訓中心」、「通識中心回館」、與「專案借書回館」等資料來看(管院分

館新書已歸採編組自行通知)，「一般書庫」734 本，佔全數的 34.72%。「特

藏室」564 本，全數的 26.68%。「參考組」3 本，佔全數的 0.142%。「中小

企業研訓中心回館」13 本，佔全數的 6.15%。「通識中心回館」2 本(不含

光碟)，佔全數的 0.095%。「校長室回館」1 本，佔全數的 0.047%。「專案借

書回館」411 本，佔全數的 19.44%。可見本月份以「一般書庫」的新書為

主，「特藏室」居次，「專案借書回館」居第三。  
總館新進光碟，「流通櫃枱」34 片，佔 1.61%(以九百類的 17 片，佔

0.80%；四百類與五百類各 9 片，各佔 0.426%；三大類分居前三名)。「電

教室」22 片，佔 1.04%。「餐旅系回館」8 片，佔 0.38%。 

二、七月份新書上架撤架表暨分析 

七月經手點收總館的中、西文新書時，即進行分類後陳列展示，每批

新書展示與撤架的日期、數量，使用(或外借)的數量及比例，表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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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新書上架撤架一覽表(07.01~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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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架 
13 12 4 3 112 24 6 9 31 53 267 

撤

架 
13 11 4 2 73 24 6 7 26 50 216 

使

用 
0 1 0 1 39 0 0 2 5 3 51 

第

一

次

07/01 

| 

07/08 

% 0 

% 

8.33 

% 

0 

% 

33.3

% 

34.8

% 

0 

% 

0 

% 

22.2

% 

16.1

% 

5.66 

% 

19.10 

% 

上

架 
3 17 3 5 7 49 9 5 180 26 304 

撤

架 
1 15 2 2 6 34 9 4 170 25 268 

使

用 
2 2 1 3 1 15 0 1 10 1 36 

第

二

次

07/08| 

07/22 

% 66.7 

% 

11.8 

% 

33.3

% 

60.0

% 

14.3

% 

30.6

% 

0 

% 

20.0

% 

5.56

% 

3.85 

% 

11.84 

% 

上

架 

1 30 1 0 28 1 0 0 0 8 69 

撤

架 

0 29 1 0 20 0 0 0 0 6 56 

使

用 

1 1 0 0 8 1 0 0 0 2 13 

第

二

次

07/22| 

07/29 

% 100 

% 

3.33 

% 

0 

% 

0 

% 

28.6

% 

100

% 

0 

% 

0 

% 

0 

% 

25.0 

% 

18.84 

% 

上

架 
2 3 5 21 4 9 3 6 39 0 92 

撤

架 
1 1 5 11 1 1 2 0 26 0 48 

使

用 
1 2 0 10 3 8 1 6 13 0 44 

中

文

書 

第

四

次

07/29 

| 

08/05 

% 50.0 

% 

66.7 

% 

0 

% 

47.6

% 

75.0

% 

88.9

% 

33.3

% 

100

% 

33.3

% 

0 

% 

47.8 

% 

中文總上架 19 62 13 29 151 83 18 20 250 87 732 

中文總撤架 15 56 12 15 100 59 17 11 225 81 588 

中文總使用 4 6 1 14 51 24 1 9 25 6 144 

中文總比率 21.1 

% 

9.68 

% 

7.69

% 

48.3

% 

33.8

% 

28.9

% 

5.56

% 

45.0

% 

10.0

% 

6.90 

% 

19.67 

% 

分 
類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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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1 0 0 0 0 4 3 0 0 3 7 17 

07.08 0 0 1 0 0 5 0 0 0 0 5 

07.22 0 0 0 1 5 0 0 0 0 10 16 

07.29 0 0 0 0 0 1 0 0 1 0 2 

光

碟 

總計 0 0 1 1 9 9 0 0 4 17 50 

由上列表格明顯看出，七月份中文新書展示四次，無西文新書及日文

新書展示。 

中文書計展示四次，撤架四次：第一次在 7 月 1 日至 8 日，上架 267

本，撤架剩 216 本，使用(或外借)51 本，比率為 19.10%。第二次在 7 月 8

日至 22 日，上架 304 本，撤架剩 268 本，使用(或外借)36 本，比率為 11.84%。

第三次在 7 月 22 日至 7 月 29 日，上架 69 本，撤架剩 56 本，使用(或外借)13

本，比率為 18.84%。第四次在 7 月 29 日至 8 月 5 日，上架 92 本，撤架剩

48 本，使用(或外借)44 本，比率為 47.83%。 

各大類的借書比率：總類 19 本，使用(或外借)4 本，比率為 21.1%；

一百類 62 本，使用(或外借)6 本，比率為 9.68%；二百類 13 本，使用(或

外借)1 本，比率為 7.69%；三百類 29 本，使用(或外借)14 本，比率為

48.3%；四百類 151 本，使用(或外借)51 本，比率為 33.8%；五百類 83 本，

使用(或外借)24 本，比率為 28.9%；六百類 18 本，使用(或外借)1 本，比

率為 5.56%；七百類 20 本，使用(或外借)9 本，比率為 45.0%；八百類 250

本，使用(或外借)25 本，比率為 10.0%；九百類 87 本，使用(或外借)6

本，比率為 6.90%。 

就中文書的採購來看，以八百類的 250 本為最多，佔全部中文書的

34.15%(使用或外借為 10.0%)；其次為四百類的 151 本，佔 20.63%(使用或

外借為 33.8%)；九百類的 87 本居第三位，佔 11.89%(使用或外借為 6.90%)；

五百類的 83 本居第四位，佔 113.4%(使用或外借為 29.9%)。此四大類進館

的總數皆超過 80 本。 

就各大類的使用(或外借)比率來看，以三百類的 29 本使用(或外借)14

本，比率為 48.3%為最高；其次為七百類的 20 本使用(或外借)9 本，比率

為 45.0%；第三為四百類的 151 本使用(或外借)51 本，比率為 32.8%。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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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類的使用量 (或外借量 )超過三成，超出中文書總借書比率 (19.67%)，

可看出讀者對於中文書的需求與使用傾向。 

三、結語 

統計 7 月份的新進書籍，「一般書庫」有 734 本，中文新書展示有 732

本。一般書庫的新書比新書展示多 2 本的原因，是因部份新書經點收之後

隨即為部份老師外借而未列入「新書展示」的數量。特藏室的 564 本則點

收後隨即送到四樓特藏室上架，未經展示，故讀者會覺得 7 月的新書較少

(包括無西文新書展示)。 

管理學類的書籍雖大都送到管院分館，但仍有部份因外借的緣故而陸

續還回總館，因此有一百多本的管理學類書籍移送管院分館的紀錄。 

關於中小企業研訓中心藏書回送總館一事，從 6 月 15 日組長告知：

推廣部林先生來電說推廣部發現一堆屬企研中心的藏書，希望圖書館能前

往載回。當天下午二時，組長與業務負責人即前往推廣部瞭解實情。經推

廣部林先生帶引到 IBM 企業講座的三樓庫房，發現滿房間的堆積物，經過

濾後載回一百餘本的屬企研中心藏書回到總館。經清點這些書籍的類號分

屬總館與管院分館兩地典藏，屬總館部份即進行移送點收，屬管院分館的

則僅進行移送，再請管院分館業務負責同仁領回管院分館後再進行點收。 

7 月份較特殊的是「專案借書回館」的情形，總數高達 411 本，以社

會系黃金麟老師的 295 本最多，創意動力中心余佩珊老師的 60 本居次，社

會系陳美華老師的 30 居第三，中文系朱湘鈺老師的 19 居第四。可能與年

度結束，各老師的專案計劃也到結案報告，故所借用的書陸續回館。 

 

97 學年第 2 學期(2 月至 7 月)總館與各系圖(採用 T2 連線)之 

借書人次、冊次統計 

流通組  謝鶯興製 

由於系所評鑑將至，部份系所圖書室告知：希望總館能提供相關系所

圖書室的借書人次、冊次及借閱者單位等統計數字，以為自我評鑑之用。

因此，將校內目前有採用 T2 系統連線作業的系所單位圖書室，在 97 學年

第 2 學期每月借書的人次、冊次統計彙整成表，以呈現各單位的使用狀況。

茲統計 2009 年 2 月 1 日至 2008 年 7 月 31 日止的數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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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合計 

借書人次 3747 5912 6418 5606 4287 1386 27356 總

館 
借書冊次 11716 17251 18104 16187 13488 5153 81899 

借書人次 300 669 674 673 473 181 2970 管

院

分

館 
借書冊次 676 1395 1425 1376 1162 545 6679 

借書人次 418 780 775 675 428 58 3134 中

文

系 借書冊次 955 1479 1677 1474 1028 203 6816 

借書人次 189 335 334 349 239 13 1460 歷

史

系 借書冊次 376 671 628 751 461 15 2902 

借書人次 231 322 347 293 225 24 1442 哲

學

系 借書冊次 468 633 736 599 551 63 3050 

借書人次 5 7 4 6 5 2 29 宗

教

所 借書冊次 8 8 4 7 10 7 44 

借書人次 32 41 41 40 48 6 208 數

學

系 借書冊次 52 65 66 62 93 12 350 

借書人次 4 6 2 5 0 2 19 工

工

系 借書冊次 13 12 4 13 0 2 44 

借書人次 29 59 53 29 32 1 203 經

濟

系 借書冊次 50 92 86 57 58 1 344 

借書人次 116 152 185 185 159 4 801 政

治

系 借書冊次 245 258 373 370 408 5 1659 

借書人次 0 0 0 0 0 0 0 社

工

系 借書冊次 0 0 0 0 0 0 0 

借書人次 0 0 0 0 0 0 0 行

政

系 借書冊次 0 0 0 0 0 0 0 

借書人次 33 57 61 39 54 13 257 師

培

中

心 
借書冊次 133 137 151 108 143 57 729 

借書人次 16 16 9 10 6 2 59 公

行

專

班 
借書冊次 39 25 24 13 7 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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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書人次 136 283 302 308 204 2 1235 美

術

系 借書冊次 361 709 662 813 540 4 3089 

借書人次 5256 8639 9205 8217 6160 1694 39173 總

計 
借書冊次 15092 22735 23940 21830 17949 6071 107717 

從 97 學年第 2 學期的借書人次冊次來看，統計從 2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止，每月的借書人次，以 4 月的 9205 人次為最多，其次是 3 月的 8639

人次；最低則是 7 月的 1694 人次。每月借書的冊次，亦以 4 月的 23940 冊

次最高，其次是 3 月的 22735 冊次，最低仍是 7 月的 6071 冊次。 

就總館與各系圖的借書總人次而言，第 2 學期的六個月內，共有 39173

人次。總館有 27356 人次，佔 69.83%。管院分館與各系圖排行如下：中文

系圖有 3134 人次，佔 8.00%，使用量居總館以外的首位；管院分館有 2970

人次，佔 7.99%，居第二位；歷史系圖有 1460 人次，佔 3.727%，居第三；

哲學系圖有 1442 人次，佔 3.681%，居第四；美術系圖有 1235 人次，佔

3.153%，居第五。 

而借書總冊次，則共有 107717 冊次。總館有 81899 冊次，佔 76.03%。

管院分館與各系圖排行如下：中文系圖有 6816 冊次，佔 6.328%，居總館

之外的首位；管院分館有 6679 冊次，佔 6.201%，居次；美術系圖有 3089

冊次，佔 2.868%，居第三；哲學系圖有 3050 冊次，佔 2.831%，居第四；

歷史系有 2902 冊次，佔 2.694%，居第五位。 

值得觀察的是，管院分館從 97 年 9 月 1 日開館，陸續接收了管院六

個系的藏書以及總館管理學類的書籍，目前館藏量僅有 25208 冊，低於中

文系圖的 42232 冊，歷史系圖的 25726 冊；高於哲學系圖的 19273 冊。由

於其開放時間比照總館(開放時間為上午 8 時至下午 9 時 30 分)，但其借書

的人次排行緊接在中文系圖(開放時間為上午 8 時至下午 8 時)之後。或許

當總館將管理學類的西文書都移送到管院分館後，它的借書人次(冊次)將

可能大幅提升。 

而中文系圖藏書量則是除了總館以外最多的系圖，其借書人次與冊次

也位居第一，或許與其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8 時到下午 8 時；週六：

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遠多於其它各系圖的開放時間有關。 

哲學系的藏書量雖次於歷史系，但其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的上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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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30 分至下午 8 時 30 分，而歷史系則比照行政辦公時間開放(上午 8 時至

中午 12 時，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因而兩個系圖的借書人次與冊次是互

有勝負的。 

政治系圖的藏書量有 5992 冊，借書人次有 801，借書冊次有 1659，高

於師培中心(藏書量有 8249 冊)的借書人次 257，借書冊次 729。或者和師

培中心遠在附中的大樓，遠離學生的活動範圍有關。 

至於其它借書人次(或借書冊次)未達 400 人次(冊次)的系圖，如經濟系

是將其西文書全部回送總館，公行專班僅開放星期二及三的下午 5 時至 10

時等，相對地借書人次(冊次)就減少了。而社工系藏書 489 冊，行政系藏

書 626 冊、工工系藏書 665 冊，館藏量少，被需求性也隨著降低，相對地

借書人次(冊次)就少，甚至有已經停止借還書作業的情形。 

 

訊息 

東海大學圖書館大事記 

民國 98 年 6 月 19 日至 7 月 31 日 

06.19 美術系圖開始進行系圖盤點的作業。 

06.22 流通附件櫃進行順架以利附件盤點作業的進行。 

06.24 下午 2 時 40 分在館長室進行「98 學年度圖書館組長遴選投票」的開

票作業。 

06.29 中文系圖開始進行系圖的盤點作業。 

07.01 至 2 日。館長朱延平教授訪問金門文化局圖書館與其所屬鄉鎮圖書

館。 

07.02 數位資訊組曲小芸小姐與李光臨先生參加「大學入學考試監考」。 

07.06 總館開始進行四樓特藏室的大陸出版品盤點作業。 

07.14 歷史系圖開始進行系圖的盤點作業。 

07.27 公行專班圖書室開始進行盤點的作業。 

07.28 流通組謝鶯興先生參加靜宜大學圖書館舉辦，由楊美華教授主講的：

「閱讀空間規劃與設計--圖書館觀點」。 

07.30 宗教所圖書室與數學系圖分別開始進行系圖的盤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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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年中部大學圖書館聯盟共計 22 校 

流通組  賀新持提供 

依聯盟館館藏現況，分為甲、乙、丙等三組，各組成員如下： 

甲組：中興大學、逢甲大學、東海大學及靜宜大學等 4 校。 

服務：(1)提供甲組會員：借書證名額每學年每校 150 名為限；

借閱冊數五冊，借期 30 天。 

(2)提供乙組會員：借書證名額每學年每校 100 名為限；

借閱冊數五冊，借期 30 天。 

(3) 提供丙組會員：借書證名額每學年每校 50 名為限；

借閱冊數三冊，借期 21 天。 

乙組：彰化師範大學、大葉大學、朝陽科技大學、暨南國際大學及

台中教育大學、亞洲大學圖書館等 6 校。 

服務：(1)提供甲、乙組會員：借書證名額每學年每校 100 名為

限；借閱冊數五冊，借期 30 天。 

(2)提供丙組會員：借書證名額每學年每校 50 名為限；

借閱冊數三冊，借期 21 天。 

丙組：中國醫藥大學、中山醫學大學、勤益科技大學、建國科技大

學、弘光科技大學、嶺東科技大學、中臺科技大學、台中技

術學院、聯合大學、明道大學、南開科技大學、修平技術學

院等 12 校。    

服務：提供甲、乙、丙組會員，借書證名額每學年每校 50 名

為限；借閱冊數三冊，借期 21 天。 

 

中部大學校院圖書館聯盟圖書借閱辦法 

民國 85 年 08 月 20 日訂定 

民國 87 年 01 月 21 日修訂 

民國 88 年 12 月 29 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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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1 年 03 月 13 日修訂 

民國 93 年 12 月 29 日修訂 

民國 94 年 12 月 21 日修訂 

民國 95 年 03 月 09 日修訂 

民國 96 年 04 月 12 日修訂 

民國 97 年 12 月 23 日修訂 

一、參與聯盟之大學校院圖書館 

大葉大學、中山醫學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臺科技大學、中興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台中技術學院、台中教育大學、亞洲大學、明道大學、

東海大學、南開科技大學、建國科技大學、修平技術學院、逢甲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勤益科技大學、彰化師範大學、暨南大學、靜宜大學、

嶺東科技大學、聯合大學等二十二所大學校院圖書館。（依筆畫次序

排列） 

二、申請人資格 

1.聯盟館所屬學校在職之專任教職員。 

2.聯盟館所屬學校在學之學生。 

三、開放名額 

1.甲組會員，借書證名額每學年每校 150 名為限。 

2.乙組會員，借書證名額每學年每校 100 名為限。 

3.丙組會員，借書證名額每學年每校 50 名為限。 

四、讀者申辦程序： 

1.先向原校圖書館申請，填寫申請表。憑服務證或學生證、身分證及

一吋相片一張辦理。申請單不需張貼照片。(接受辦理申請的時間

由各校自訂後公佈實行 ) 

2.持原校圖書館簽證之申請表、「中部大學校院圖書館聯盟借書證」、

服務證或學生證及身份證，親至聯盟館借還書櫃檯辦理登錄手

續。(收件時間：開館時間內週一至週五 9:00-11:30，14: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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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憑「中部大學校院圖書館聯盟借書證」向聯盟館辦理借書手續。(於

各聯盟館提供借書服務的時間內皆可前往辦理。) 

五、讀者借書權利有效期限： 

1.借書權利有效期限一年，從當年 8 月 1 日至次年 7 月 31 日，但畢業

班者例外，其截止日期為每年 4 月 30 日。 

2.申請人修業年級若為所屬學校規定之修業年限最後一年者，視為畢

業班學生。申請人為畢業班學生者，其申請表上應加以註明，並

由所屬學校圖書館簽註。有特殊情況繼續修業者，待其新學期註

冊後，得憑學生證重新申辦。 

3.借書權利有效期滿後擬繼續借書者需重新申請，申辦日期自每年 8

月 1 日起至額滿為止。 

六、借閱圖書範圍： 

限各聯盟館總館典藏已編可供外借之圖書。 

七、借閱冊數及期限： 

1.甲、乙組會員，借閱冊數五冊，借期 30 天。 

2.丙組會員，借閱冊數三冊，借期 14 天。 

3.不提供續借、預約服務。 

八、其他相關規定： 

1.聯盟館如有業務需要，得通知申請人提前歸還所借圖書，申請人不

得異議。 

2.借閱圖書逾期時，每冊逾期一日，須繳納滯還金新台幣五元。 

3.其他事項，比照聯盟館各館相關規則辦理。 

九、本辦法依據「中區大學圖書館聯盟圖書借閱實施要點」訂定，並經

各校行政程序核可後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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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東海館藏寇準《忠愍集》板本述略  

流通組  謝鶯興撰 

一、前言 

<忠愍集提要>云：「宋㓂準撰。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 1。太宗太平興

國(976~983)中舉進士 2，淳化五年 (994)叅知政事。真宗朝(997~1021)累官尚

書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萊國公。乾興(1022)初，貶

雷州司户，徙衡州司馬，卒。仁宗(1022~1062)時贈中書令，追諡忠愍，事

迹具宋史本傳。」 3 

近人張元濟對寇準詩集的刊刻，概述其始末云：「寇萊公詩先自擇百

餘篇刊於巴東，為巴東集。後知河陽軍州事，范雍增輯為二百四十首，類

而第之，分為上、中、下三卷，特未著刊版年月。至宋宣和五年王次翁重

刻於道州，隆興改元辛斅又據王板刻於邗上。是本卷末嘉靖乙未王承裕

記，謂有錄藏舊本，零陵蔣君鏊取而刻之。卷內太宗、真宗字均提行，御

製、聖旨字均空格，蓋必依王、辛二氏刊本傳錄，故悉存宋板舊式。中有

錯簡已據舊鈔本訂正，儀顧堂陸氏故藏是書，跋言以舊鈔本校之得正譌字

數十處。」 4 

是說係據宋范雍<忠愍公詩序>5、宋宣和五年王次翁<新開寇公詩集序

>6、宋隆興元年辛斅<再開萊公詩集後序>7、明嘉靖乙未王承裕<忠愍詩集

記>8等篇而云之，皆為二百四十首。 

然近人王曉波<寇忠愍公詩集三卷提要>云：「《寇忠愍公詩集》三卷，

                                                 
1 按，宋孫抃<萊國寇忠愍公旌忠之碑>云：「其先出上谷昌平，盖春秋時司寇蘇公

有勞於王室，因官以命氏。⋯⋯曾孫侍中榮以辨絜亡匿，宗黨潜散它土，故譜諜

亡傳。又數世有徙居馮翊者，籍于三峯下，遂為華州下邽人。」 
2 按，宋孫抃<萊國寇忠愍公旌忠之碑>云：「年十九一舉擢進士第，解褐授大理評

事知歸州巴東縣，時太平興國五年(980)也。」 
3 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忠愍集》。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年 3 月。 
4 見《四部叢刊三編》，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據上海涵芬樓影印明刊本，1976 年。 
5 見《四部叢刊三編》，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據上海涵芬樓影印明刊本，1976 年。 
6 見《四部叢刊三編》，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據上海涵芬樓影印明刊本，1976 年。 
7 見《四部叢刊三編》，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據上海涵芬樓影印明刊本，1976 年。 
8 見《四部叢刊三編》，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據上海涵芬樓影印明刊本，197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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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仁宗景祐間知河陽軍州事范雍在《巴東集》基礎上增輯而成，計收詩二

百四十首，分為三卷，然亦『有所持擇』、多有『刪汰』(引語見《四庫全

書總目》一百五十二)。宣和五年，王次翁重刻此本於道州；隆興元年，辛

斅再刻之於揚州。明嘉靖十四年，蔣鏊據上述二宋刻本重刊，是為嘉靖本，

每半葉八行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邊。《四部叢刊三編》即據之影印，雖

『悉存宋板舊式』，然錯訛文字尚多(見張元濟跋文)。其收詩較宋本多三十

首，當為重刊時增補，是為今之常見本。今所收傅增湘校並跋、清康熙吳

調元辨義堂刻本，收詩較嘉靖本多七首，凡二百七十七首，傅增湘曾用明

謝氏小草齋鈔本校勘(見傅跋)，若有異字，批於其旁，卷首末簡有傅氏題

記一則，述其校事。」 9 

王曉波亦據上述諸篇序跋概述刊刻流傳，並云「《四部叢刊三編》即

據之影印，雖『悉存宋板舊式』，然錯訛文字尚多(見張元濟跋文)。其收詩

較宋本多三十首，當為重刊時增補，是為今之常見本」，又云：「今所收傅

增湘校並跋、清康熙吳調元辨義堂刻本，收詩較嘉靖本多七首，凡二百七

十七首」。 

東海館藏適有「四部叢刊三編」本、「傅增湘校並跋、清康熙吳調元

辨義堂刻本」及兩閣(文淵與文津)「四庫全書」本(文淵閣係兩淮鹽政採進

本)等六種板本，試比對其異同於下。 

二、各本的板式行款與差異  

茲依「四部叢刊三編」本、「傅增湘校並跋、清康熙吳調元辨義堂刻

本」、兩閣(文淵與文津)「四庫全書」本、「中華圖書館影印」本、「叢書集

成續編」本(據關中叢書)所據底本的刊刻先後，先述其板式行款，再比對

其差異。 

(一)《忠愍公詩集》三卷一冊，宋寇準撰，《四部叢刊三編》，台北：台灣

商務印書館據上海涵芬樓影印明刊本，1976 年，圖書總館/圖書總館，

030.81/1011-03 435 

附：明弘治庚申(十三年，1500 年 )王承裕<録藏宋萊國忠愍㓂公詩集引

                                                 
9 四川大學古籍整理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據《清康熙吳調元辨義堂刻本傅

增湘校並跋》本數位排縮本，北京．綫裝書局，200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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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孫抃<萊國寇忠愍公旌忠之碑>、宋宣和五年 (1123)王次翁<

新開㓂公詩集序>、宋范雍<忠愍公詩序>、宋丁理行<贈謚誥>、

宋隆興元年 (1163)辛斆<再開萊公詩集後序>、明嘉靖乙未(十四

年，1535)王承裕<忠愍詩集記>、民國張元濟<跋>、<寇忠愍公詩

集校勘記>。 

藏印：「吳興劉氏嘉業堂藏」長型墨印。 

板式：左右雙欄，無單尾。半葉八行，行十八字；小字雙行，行十八

字。12.0×17.0 公分(據牌記著錄。(據王曉波<寇忠愍公詩集三卷提

要>載：「每半葉八行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邊。《四部叢刊三編》

即據之影印」)。卷上首行題「忠愍公詩集卷上」，次行題「開府

儀同三司太子太傅贈太傅中書令上柱國萊國公㓂」，卷末題「忠

愍公詩集卷上」。 

板心上方題「忠愍詩集上」(或「忠愍文集」)，板心中間題

葉碼。 

扉葉右題「忠愍公詩集」，左題「四部叢刊三編集部」，後

半葉牌記題「上海涵芬樓影印明刊本原書板匡高十七公分寬十二

公分」。 

按：1.是本「忠愍詩集」前有「忠愍文集」，僅收孫抃<萊國寇忠愍公旌

忠之碑>一篇。 

2.此本的刊刻流傳，首見於宋范雍<忠愍公詩序>：「故樞相康即公

之壻，寔有道之士焉。志公之墓，叙初知巴東曰詩家者流目為

寇巴東，以方前代羅江東、趙渭南也。録公警策之篇。⋯⋯雍

為公倅，常從游讌，多聞其得意之句，情思閑雅，聴之忘倦，

随録簡牘，才數十篇。今守三城，會監軍趙侯臨，即公之中表

也。日與游接，時道公詩，因請於公家，盡録昔所存紀，得二

百餘篇，并前之所録不在此数者，及謫官後趙公所記共二百四

十類而第之，分為上、中、下三卷，其餘流落無復求購，懼歲

乆磨滅，因序以成編。」 

次見於宋王次翁<新開寇公詩集序>：「又得公詩三卷，凡二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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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篇，為校正其訛錯，鏤板傳乆。」 

三見於宋辛斅<再開萊公詩集後序>：「太原范伯純始收什鍽録分

為三卷，舂陵得之尤其後也。蓋公晚年遷謫甞至舂陵，邦人思

慕不忘，由是建樓畫像以崇朝夕，然而詩編之傳，家不百一焉。

逮宣和間王公次翁來茲曳組，景仰前脩，因取舊集刋板以

傳。⋯⋯近時楊守惇亦即舊校重加邗治。至此未幾而字之漫滅

者復且過半。斅適茲承乏政事之餘，取而閱之，深恐浸以失真，

復命校正鳩工一新焉。」 

四見於明王承裕<忠愍詩集記>：「予昔時録藏宋萊國忠愍公詩迄

今幾四十年，懼其字畫磨滅而未可以言乆也。且公為華之下邽

人，予忝郷曲之末，方圖刻之，轉相流布，俾公口齒膏馥，霑

被後人而力未能。近攝三原縣事，零陵蔣君鏊至，會予于歸來

之堂，話及公之言行傾仰切至。予因曰家藏公集舊矣，出以示

之，喜而懐歸，遂捐俸以永其傳。」 

故近人張元濟<跋>云：「寇萊公詩先自擇百餘篇刊於巴東，為巴

東集。後知河陽軍州事，范雍增輯為二百四十首，類而第之，

分為上、中、下三卷，特未著刊版年月。至宋宣和五年王次翁

重刻於道州，隆興改元辛斅又據王板刻於邗上。是本卷末嘉靖

乙未王承裕記，謂有錄藏舊本，零陵蔣君鏊取而刻之。卷內太

宗、真宗字均提行，御製、聖旨字均空格，蓋必依王、辛二氏

刊本傳錄，故悉存宋板舊式。中有錯簡已據舊鈔本訂正，儀顧

堂陸氏故藏是書，跋言以舊鈔本校之得正譌字數十處。」 

3.「四部叢刊三編」本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收錄的序跋與篇目

的比對： 

卷次 影明刊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弘治庚申(十三年，1500 年 )

王承裕<録藏宋萊國忠愍㓂公

詩集引> 

 

 宋孫抃<萊國寇忠愍公旌忠之

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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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宣和五年 (1123)王次翁<新

開㓂公詩集序> 

 

 宋范 雍<忠愍公詩序>  

 宋丁理行<贈謚誥>  

  御製題李若水忠愍集  

  乾隆四十六年十一月<提要> 

卷上  奉聖「旨」賦牡丹花時 正 言 直 館  奉聖「㫖」賦牡丹花時 正 言 直 館  

 瑞慶園觀稼奉聖「旨」次韻  瑞慶園觀稼奉聖「㫖」次韻  

 御製乃眷儲闈方崇學術錫群

書於冊府勵至業於承華日命

近班同觀盛事七言十韻詩一

首奉聖「旨」次韻  

御製乃眷儲闈方崇學術錫群

書於冊府勵至業於承華日命

近班同觀盛事七言十韻詩一

首奉聖「㫖」次韻  

 奉和御製奉祀述懐「謌」  奉和御製奉祀述懐「歌」  

 和御製祀后土 (內文有三個墨

釘，核四庫本當為「驚逺」及

「邉」 ) 

和御製祀后土  

 追思「栁」渾汀洲之詠尚有遺

妍「回」書一絕  

追思「柳」渾汀洲之詠尚有遺

妍「因」書一絕  

 「逺」恨  「遠」恨  

 庚辰「嵗将」命至巴東時「巳」

秋序霜荷索然偶賦是章用遣

幽恨  

庚辰「歲將」命至巴東時「已」

秋序霜荷索然偶賦是章用遣

幽恨  

 長郊雨餘逺樹咸翠新蟬忽鳴

激且嘹唳乆客孤坐情如何哉

形之「于」文聊以自遣  

長郊雨餘逺樹咸翠新蟬忽鳴

激且嘹唳乆客孤坐情如何哉

形之「於」文聊以自遣  

卷中  秦中感懐寄江上知「巳」  秦中感懐寄江上知「己」  

 夜坐有懐寄張士「遜」  夜坐有懐寄張士「逰一 作

遜 」  

 送人下第歸「吴」  送人下第歸「吳」  

 「邉」城春望  「邊」城春望  

 送左眉「州」之任  送左眉「川」之任  

 春郊「閑」望  春郊「閒」望  

 夏夜「閑」書  夏夜「閒」書  

 和趙瀆監丞贈「隱」士  和趙瀆監丞贈「」士  

 秋晚「閑」書  秋晚「閒」書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95 期 

  30

 「予」頃從穰下移涖河陽洎出

中書復領分陝惟茲二鎮俯接

洛都皆山河襟「帶」之地也每

「凭」高極望思以詩句狀具物

景乆而方成四絕句書于河上

亭壁  

「余」頃從穰下移涖河陽洎出

中書復領分陝惟茲二鎮俯接

洛都皆山河襟「帯」之地也每

「凴」高極望思以詩句狀具物

景乆而方成四絕句書于河上

亭壁  

 寄漳川「隱」士  寄漳川「」士  

 贈「隱」士  贈「」士  

 南亭晨望寄唐知「印」  南亭晨望寄唐知「郡」  

 「省」夏書事  「首」夏書事  

 和李逢同年水閣「閑」望  和李逢同年水閣「閒」望  

 「桞」  「柳」  

 春「書」  春「晝」  

 青州西樓雨中「閑」望  青州西樓雨中「閒」望  

 中書秋日有懐青社舊「遊」因

書一首  

中書秋日有懐青社舊「逰」因

書一首  

 春日「閑」望有感  春日「閒」望有感  

 送李生二絕句  送李生二絕句  

 又   

 南冠亭秋晚「閑」望  南冠亭秋晚「閒」望  

 夏日晚「凉」  夏日晚「凉」  

 江行書事  江行書事  

  月夜懐杜陵友生  

  贈僧 

  楚江有弔  

  秋雨懐友生  

  南亭  

  贈惠政上人惠 政 成 安 人 也 此 詩 碑

在 成 安 縣 公 祠 西 壁  

  輦下春望  

 題楊氏別墅  題楊氏別墅  

卷下  荊「□ (剩半字 )」秋望  荊「南」秋望  

 送人「徃」嶺表  送人「徃」嶺表  

 判都省「懐感」  判都省「感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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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宮齋宿「静」思陝城東閣竹 南宮齋宿「静」思陝城東閣竹  

 「宫」詞  「宮」詞  

 「桞」  「柳」  

 途次「二」絕 (實有三首 ) 途次「三」絕  

 九日「群」公出「逰」郊外余

方卧郡齋「聴」水因寄一絕呈

諸官  

九日「郡」公出「遊」郊外余

方卧郡齋「聴」水因寄一絕呈

諸官  

 東「窻」  東「牕」  

 和人春「暮」  和人春「暮」  

 又  又  

 「早」行  「蚤」行  

跋  宋隆興元年 (1163)辛斆<再開

萊公詩集後序> 

 

 明嘉靖乙未(十四年，1535)王

承裕<忠愍詩集記> 

 

 民國張元濟<跋>  

 <寇忠愍公詩集校勘記>  

「四部叢刊三編」本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最大的差異有二： 

一是「四部叢刊三編」本的序跋有：明弘治庚申(十三年，1500 年 )

王承裕<録藏宋萊國忠愍㓂公詩集引>、宋孫抃<萊國寇忠愍公旌忠之碑>、

宋宣和五年 (1123)王次翁<新開㓂公詩集序>、宋范雍<忠愍公詩序>、宋丁

理行<贈謚誥>、宋隆興元年 (1163)辛斆<再開萊公詩集後序>、明嘉靖乙未

(十四年，1535)王承裕<忠愍詩集記>、民國張元濟<跋>、<寇忠愍公詩集校

勘記>等篇為「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所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則有：<

御製題李若水忠愍集>及乾隆四十六年 (1781)十一月<提要>為「四部叢刊三

編」本所無。 

二是「四部叢刊三編」本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少了：<月夜懐杜

陵友生>、<贈僧>、<楚江有弔>、<秋雨懐友生>、<南亭>、<贈惠政上人惠 政

成 安

人 也 此 詩 碑 在 成

安 縣 公 祠 西 壁>、<輦下春望>等七首。 

其餘如「旨」與「㫖」，「歌」與「謌」、「柳」與「桞」，「遠」與「逺」

等字，僅是書寫體的不同。少數則為錯字，如「因」作「回」，「已」作「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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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作「川」，「郡」作「印」等字，在「傅增湘校並跋、清康熙吳調元

辨義堂刻本」皆可看到。 

(二)《忠愍集》三卷一冊，宋寇凖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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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淵閣四庫全書縮印製印，1986 年 3

月，圖書總館/四樓特藏室，R082.1/2767 v.1085   

附：<御製題李若水忠愍集>、清乾隆四十六年 (1781)紀昀等<提要>、<

天府廣記目錄>。 

藏印：「文淵閣寶」方型墨印。 

板式：左右雙欄，單魚尾。半葉八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二十

一行 (因係縮印製版，未能確知其原始尺寸)。各卷之首行題「忠

愍集卷○」，次行下題「宋㓂凖撰」，卷末題「忠愍集卷○」。 

板心上方題「欽定四庫全書」，魚尾下題「忠愍集卷○」，

及葉碼。 

扉葉上半葉題「欽定四庫全書集 部        

忠 愍 集 卷 上 至 下」下半葉依序題「詳

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麟寳」、「檢討臣何思鈞覆勘」、「總校官編修臣

王燕緒」、「校對官編修臣周鋐」、「謄録監生臣洪策」。 

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附<御製題李若水忠愍集>，然《文津閣四庫

全書》本未見。查書名為《忠愍集》且同是三卷者，《文淵閣四

庫全書》收錄有二本，一為寇準撰，一為李若水撰。李若水<忠

愍集提要>云：「忠愍集三卷，宋李若水撰。若水本名若氷，欽宗

為改今名。字清卿，曲周人，靖康初以上舎登第，由太學博士厯

官吏部侍郎，從欽宗如金營，以力爭廢立，不屈，死。建炎初，

贈觀文殿學士，諡忠愍。」則現傳縮印製版之《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寇準《忠愍集》前附之<御製題李若水忠愍集>，是四庫館臣誤

植，或商務印書館於照相製版時誤植？因未見台北故宮博物院藏

原本，暫記之於此，俟考。 

 (三)《忠愍集》三卷一冊，宋寇準撰，《文津閣四庫全書》本，北京：商

務印書館據北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文津閣四庫全書數位重排，2005 年

第一版，圖書總館/四樓特藏室，MA082.1/0037 v.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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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清乾隆四十九年 (1784)紀昀等<提要>。 

藏印：「文津閣寳」方型墨印(模糊難辨)。 

板式：四邊雙欄，單魚尾(此為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依

托大型數據庫進行版面的排定與設計」「版面處理規範統一」10的

成果)。每頁分中下三欄，每欄三十二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一字(因係縮印剪掉板心重新拼版，未能確知其原始尺

寸)。各卷之首行題「忠愍集卷○」，次行下題「宋㓂凖撰」。 

板心上方題「文津閣四庫全書」，魚尾下題「集部 別集類   

忠愍集卷○」，板心下方題葉碼。 

扉葉依序題「欽定四庫全書集 部   

忠 愍 集」、「詳校官編修臣吳錫麒」、

「臣紀昀覆勘」、「總校官舉行臣章維桓」、「校對官學録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謝廷誡」。 

按：「文淵閣本」<提要>與「文津閣本」<提要>之內容差異不大，比對

如下： 

文淵閣本忠愍集提要  文津閣本忠愍集提要  

臣等謹案忠愍集三巻宋㓂準撰準

字平仲華州下邽人「太宗」  

太平興國中「舉」  

進士淳化五年「叅」知政事真宗

朝累官尚書右僕射集賢殿大學

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萊國公

乾興初貶雷州司户徙衡州司馬

卒仁宗時贈中書令追諡忠愍事

迹具宋史本傳初準知巴東縣時

自擇其詩百餘篇「為」巴東集後

河陽守范雍裒合所作二百餘篇

編「為」此集「攷」石林詩話有

過襄州留題驛亭詩一首侍兒小

名録拾遺有和蒨桃詩一首合璧

臣等謹案忠愍集三巻宋㓂準撰準

字平仲華州下邽人  

太平興國中  

進士淳化五年「參」知政事真宗

朝累官尚書右僕射集賢殿大學

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萊國公

乾興初貶雷州司户徙衡州司馬

卒仁宗時贈中書令追諡忠愍事

迹具宋史本傳初準知巴東縣時

自擇其詩百餘篇「為」巴東集後

河陽守范雍裒合所作二百餘篇

編「為」此集「考」石林詩話有

過襄州留題驛亭詩一首侍兒小

名録拾遺有和蒨桃詩一首合璧

                                                 
10 見<前言>頁 17~18「(六)運用數字技術、打造新型『四庫全書』」，北京．商務印

書館，2005 年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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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類前集有春「憾」一首春晝一

首皆集中所無「蓋」題驛亭和蒨

桃二篇語皆淺率春晝春「憾」二

首格意頗卑雍殆有所持擇特

「為」删汰非遺漏也準以風節著

於時而其詩含思悽婉綽有晩唐

之致湘山野録所稱江南春二首

雖體近小詞而不失髙韻至所謂

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横二句以

「為」深入唐格則殊不然野渡無

人舟自横本韋應物西磵絶句準

㸃竄一二字改「為」一聫殆類生

吞活剥準詩自佳此二句實非其

佳處不足盡準所長也  

乾隆四十六年十一月恭校上總

纂官臣紀昀臣陸錫熊臣孫士毅總

校官臣陸費墀  

事類前集有春「恨」一首春晝一

首皆集中所無「盖」題驛亭和蒨

桃二篇語皆淺率春晝春「恨」二

首格意頗卑雍殆有所持擇特

「為」删汰非遺漏也準以風節著

於時而其詩含思悽婉綽有晩唐

之致湘山野録所稱江南春二首

雖體近小詞而不失髙韻至所謂

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横二句以

「為」深入唐格則殊不然野渡無

人舟自横本韋應物西磵絶句準

㸃竄一二字改「為」一聫殆類生

吞活剥準詩自佳此二句實非其

佳處不足盡準所長也  

乾隆四十九年三月恭校上總纂

官臣紀昀臣陸錫熊臣孫士毅總校

官臣陸費墀  

「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除了<提要>撰寫的時間不同外，

「文淵閣本」多「太宗」及「舉」二處外，僅「春『憾』」與「春

『恨』」篇名不同，其餘之「為」與「為」、「叅」與「參」、「攷」

與「考」等三字則僅是書寫體的差異而已。 

就其篇目來看，除了「文淵閣」本多出<御製題李若水忠愍集

>外，其差異主要還是書寫體的不同，如「翫」與「玩」、「㫖」與

「旨」、「逰」與「遊」、「柳」與「栁」、「遠」與「逺」、「歲」與「嵗」

等。至於錯，仍有少數，如「已」作「巳」、「詩」作「諸」。 

卷次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津閣四庫全書本  

 御製題李若水忠愍集   

卷上  奉和御製中秋「翫」月歌  奉和御製中秋「玩」月歌  

 奉聖「㫖」賦牡丹花時 正 言 直 館
奉聖「旨」賦牡丹花時 正 言 直 館  

 奉和御製真「逰」殿上梁  奉和御製真「遊」殿上梁  

 瑞慶園觀稼奉聖「㫖」次韻 瑞慶園觀稼奉聖「旨」次韻  

 御製乃眷儲闈方崇學術錫

群書於冊府勵至業於承華

御製乃眷儲闈方崇學術錫

群書於冊府勵至業於承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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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命近班同觀盛事七言十

韻詩一首奉聖「㫖」次韻  

日命近班同觀盛事七言十

韻詩一首奉聖「旨」次韻  

 追思「柳」渾汀洲之詠尚有

遺妍因書一絕  

追思「栁」渾汀洲之詠尚有

遺妍因書一絕  

 「遠」恨  「逺」恨  

 庚辰「歲」將命至巴東時

「已」秋序霜荷索然偶賦是

章用遣幽恨  

庚辰「嵗」將命至巴東時

「巳」秋序霜荷索然偶賦是

章用遣幽恨  

卷中  秋夜獨書勉「詩」友  秋夜獨書勉「諸」友  

 秦中感懐寄江上知「己」  秦中感懐寄江上知「巳」  

 「暮」秋感興  「莫」秋感興  

 余頃從穰下移涖河陽洎出

中書復領分陝惟茲二鎮俯

接洛都皆山河襟「帯」之地

也每「凴」高極望思以詩句

狀具物景乆而方成四絕句

書于河上亭壁  

余頃從穰下移涖河陽洎出

中書復領分陝惟茲二鎮俯

接洛都皆山河襟「帶」之地

也每「凭」高極望思以詩句

狀具物景乆而方成四絕句

書于河上亭壁  

 中書秋日有懐青社舊「逰」

因書一首  

中書秋日有懐青社舊「遊」

因書一首  

 「暮」春感事  「莫」春感事  

 夏日晚「凉」  夏日晚「涼」  

卷下  送人「徃」嶺表  送人「往」嶺表  

 南宮齋宿「静」思陝城東閣

竹  

南宮齋宿「靜」思陝城東閣

竹  

 九日郡公出遊郊外余方卧

郡齋「聴」水因寄一絕呈諸

官  

九日郡公出遊郊外余方卧

郡齋「聽」水因寄一絕呈諸

官  

 東「牕」  東「窓」  

 和人春「暮」  和人春「莫」  

(四)《寇忠愍集》三卷卷首一卷一冊，宋寇準撰，四川大學古籍整理研究

所編，《宋集珍本叢刊》據《清康熙吳調元辨義堂刻本傅增湘校並跋》

本數位排縮本，北京．綫裝書局，2004 年，圖書總館/四樓特藏室，

MA081.1/6024 v.2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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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人王曉波<寇忠愍公詩集三卷提要>、宋范雍<寇忠愍公詩集序>、

宋隆興元年 (1163)辛斆<寇忠愍公詩集序>、宋宣和五年 (1123)王次

翁<寇忠愍公詩集序>、知制誥下理行<贈謚誥>。 

藏印：無。 

板式：四邊雙欄，單魚尾。半葉九行，行十九字；小字雙行，行十九

字(因係數位縮印重排，未能確知其原始尺寸)。卷上之首行題「寇

忠愍公詩集卷上」，次行題「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中書令上柱

國萊國公寇凖著」(行間以墨筆題「贈太傅」)，卷末題「㓂忠愍

公詩集卷上終」。 

板心上方題「寇忠愍公詩集」，魚尾下題「卷○」及葉碼，

板心下方題「宋集珍本叢刊」。 

按：1.卷首收孫抃<萊國寇忠愍公旌忠之碑>一篇。篇末墨筆題「吳門

来青閣書坊楊壽祺日前挾書入都余訪客舍狂搜篋底若尠善本嗣

得此帙重其為明謝氏小草齋所寫因叚歸取此本挍讀一過竟夜而

畢原本十行二十字版心下方有小草齋鈔本五字有晋安謝氏家藏

圖書周雪客家藏書二印索直昂不得收校竟遂以歸之庚申十月二

十五日增湘記。」 

2.王曉波<寇忠愍公詩集三卷提要>云：「《寇忠愍公詩集》三卷，為

仁宗景祐間知河陽軍州事范雍在《巴東集》基礎上增輯而成，

計收詩二百四十首，分為三卷，然亦『有所持擇』、多有『刪汰』

(引語見《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二)。宣和五年，王次翁重

刻此本於道州；隆興元年，辛斅再刻之於揚州。明嘉靖十四年，

蔣鏊據上述二宋刻本重刊，是為嘉靖本，每半葉八行十八字，

白口，左右雙邊。《四部叢刊三編》即據之影印，雖『悉存宋板

舊式』，然錯訛文字尚多(見張元濟跋文)。其收詩較宋本多三十

首，當為重刊時增補，是為今之常見本。今所收傅增湘校並跋、

清康熙吳調元辨義堂刻本，收詩較嘉靖本多七首，凡二百七十

七首，傅增湘曾用明謝氏小草齋鈔本校勘(見傅跋)，若有異字，

批於其旁，卷首末簡有傅氏題記一則，述其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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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集珍本叢刊」本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比對，其差異如下： 

卷次  宋集珍本叢刊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王曉波<寇忠愍公詩集三卷

提要> 

 

 宋范雍<忠愍公詩序>  

 宋隆興元年 (1163)辛斆<寇

忠愍公詩集序> 

 

 知制誥下理行<贈諡誥>  

  御製題李若水忠愍集  

  乾隆四十六年十一月<提

要> 

卷上  奉和御製真「遊」殿上梁  奉和御製真「逰」殿上梁  

 瑞慶園觀稼奉聖㫖次「韵」 瑞慶園觀稼奉聖㫖次「韻」 

 御製乃眷儲闈方崇學術錫

「羣」書於冊府勵至業於承

華日命近班同觀盛事七言

十「韵」詩一首奉聖㫖次

「韵」  

御製乃眷儲闈方崇學術錫

「群」書於冊府勵至業於承

華日命近班同觀盛事七言

十「韻」詩一首奉聖㫖次

「韻」  

 御製慶元后升袝禮成七言

六「韵」奉和  

御製慶元后升袝禮成七言

六「韻」奉和  

 瓊林「苑」應制  瓊林「院」應制  

 追思「桞」渾汀洲之詠尚有

遺妍因書一絕  

追思「柳」渾汀洲之詠尚有

遺妍因書一絕  

 「遠」恨  「遠」恨  

 雜言 (僅存「吾徒曠達內胷

臆恥學鯫生事文墨蛟龍長

欲趂」，缺「風雷騏驥焉能

制啣勒鏘金佩玉良有時丐

色諛言盡虚飾功名富貴非

偶然子草玄徒默然楚蘭罷

秀足蓬蒿青松委幹多荊棘

爭如一醉度流年免使悲懽

蕩情域」 ) 

雜言  

 (缺標題及內文「秋興逐凉 秋興呈裴李二同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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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颯然驅煩襟人悲故鄉逺

葉落空山深楚俗傷去恨秦

城稀來音何當返煙渭自樂

于園林」、「歲晚亂山外野望

誰能同寒沙明夕照敗葉驚

西風孤煙瞑汀樹霜氣高秋

空徘徊念前事旅恨良難窮」

 (缺標題，僅存末「庭起寒

燒餘基雖寞清問長光燿旌

賢誰再興勿使過者誚」，缺

「人生苦逺逰多是悲登眺

况復念三遺蹤良可弔道直

出章華才高逐邉徼寃聲噴

夜江愁色迷煙嶠斷碑沒敗

莎古木吟荒廟祠正少來奠

岸峻稀停棹神容漬老苔壞

壁通殘照舊徑失朱門空」 )

暇日遊建平三閭故里廟貌

荒「凉」慘動耳目噫賢者之

祀世不絕享郡無正人遺棄

若是感事傷俗因留斯句  

 庚辰「嵗」將命至巴東時

「已」秋序霜荷索然偶賦是

章用遣幽恨  

庚辰「歲」將命至巴東時

「已」秋序霜荷索然偶賦是

章用遣幽恨  

 長郊雨餘「遠」樹咸翠新蟬

忽鳴激且嘹唳乆客孤坐情

如何哉形之於文聊以自遣  

長郊雨餘「逺」樹咸翠新蟬

忽鳴激且嘹唳乆客孤坐情

如何哉形之於文聊以自遣  

卷中  春日登樓「懷」歸  春日登樓「懐」歸  

 寓居有「懷」時 年 十 四 歲  寓居有「懐」時 年 十 四 歲  

 江上晚望「懷」所知  江上晚望「懐」所知  

 秦中感「懷」寄江上知「已」 秦中感「懐」寄江上知「己」 

 「莫」秋感興  「暮」秋感興  

 夜坐有「懷」寄張士「遊一 作

遜 」 夜坐有「懐」寄張士「逰一 作

遜 」 

 春日「懷」張曙時 年 十 六 歲  春日「懐」張曙時 年 十 六 歲  

 有「懷」  有「懐」  

 書「懷」寄韋山人  書「懐」寄韋山人  

 「閑」夜圍「棊」作  「閒」夜圍「棊」作  

 夜坐「懷」故友  夜坐「懐」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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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鄴北旅中「懷」友人  鄴北旅中「懐」友人  

 秋「懷」  秋「懐」  

 「邉」城春望  「邊」城春望  

 楚江夜「懷」  楚江夜「懐」  

 春日書「懷」  春日書「懐」  

 秋夕書「懷」  秋夕書「懐」  

 春郊「閑」望  春郊「閒」望  

 夜「懷」寄友生  夜「懐」寄友生  

 秋夜「懷」歸  秋夜「懐」歸  

 夏夜「閑」書  夏夜「閒」書  

 月夜「懷」故人  月夜「懐」故人  

 和趙瀆監丞「」士  和趙瀆監丞贈「」士  

 秋晚「閑」書  秋晚「閒」書  

 縣齋春書十二「韵」  縣齋春書十二「韻」  

 余頃從穰下移涖河陽洎出

中書復領分陝惟茲二鎮俯

接洛都皆山河襟帯之地也

每「凭」高極望思以詩句

「状」具物景乆而方成四絕

句書于河上亭壁  

余頃從穰下移涖河陽洎出

中書復領分陝惟茲二鎮俯

接洛都皆山河襟帯之地也

每「凴」高極望思以詩句

「狀」具物景乆而方成四絕

句書于河上亭壁  

 秋夜「懷」洛下一上人  秋夜「懐」洛下一上人  

 秋日「懷」友生  秋日「懐」友生  

 和李逢同年水閣「閑」望  和李逢同年水閣「閒」望  

 塞上秋「懷」  塞上秋「懐」  

 「桞」  「柳」  

 春日長安故苑有「懷」  春日長安故苑有「懐」  

 送人「遊邉」  送人「逰邊」  

 「㣲」凉  「㣲」凉  

 禁中偶書所「懷」呈內翰同

年同院二學士  

禁中偶書所「懐」呈內翰同

年同院二學士  

 春「書」  春「晝」  

 青州西樓雨中「閑」望  青州西樓雨中「閒」望  

 中書秋日有「懷」青社舊 中書秋日有「懐」青社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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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因書一首  「逰」因書一首  

 雨夜許氏第會宿各賦四

「韵」  

雨夜許氏第會宿各賦四

「韻」  

 水閣夜望書「懐」  水閣夜望書「懐」  

 洛陽道中感「懐」  洛陽道中感「懐」  

 初到長安書「懐」  初到長安書「懐」  

 送轉運梅學士詢巡「邉」郡
四 首  

送轉運梅學士詢巡「邊」郡
四 首  

 秋夜「懐」歸  秋夜「懐」歸  

 長安春望感「懐」  長安春望感「懐」  

 秋「懐」  秋「懐」  

 洛陽有「懐」岐山舊逰  洛陽有「懐」岐山舊逰  

 夏日有「懐」  夏日有「懐」  

 書「懐」寄郝監軍  書「懐」寄郝監軍  

 金陵「懐」古  金陵「懐」古  

 「莫」春感事  「暮」春感事  

 春日「閑」望有感  春日「閒」望有感  

 送李生二絕句  送李生二絕句  

 又   

 南冠亭秋晚「閑」望  南冠亭秋晚「閒」望  

 輦下書「懐」  輦下書「懐」  

卷下  判都省「懐感」  判都省「感懐」  

 海康西館有「懐」  海康西館有「懷」  

 「桞」  「柳」  

 九日「羣」公出遊郊外余方

卧郡齋聴水因寄一絕呈諸

官  

九日「郡」公出遊郊外余方

卧郡齋聴水因寄一絕呈諸

官  

 東「窓」  東「牕」  

 和人春「莫」  和人春「暮」  

「宋集珍本叢刊本」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差異最大為

是「宋集珍本叢刊本」多王曉波<寇忠愍公詩集三卷提要>、宋范

雍<忠愍公詩序>、宋隆興元年 (1163)辛斆<寇忠愍公詩集序>、知

制誥下理行<贈諡誥>，而無<御製題李若水忠愍集>、乾隆四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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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十一月紀昀等<提要>。 

其次是「宋集珍本叢刊本」卷上缺葉，核對「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知缺三首、一是葉八之<雜言>僅存「吾徒曠達內胷臆恥學鯫生

事文墨蛟龍長欲趂」，缺「風雷騏驥焉能制啣勒鏘金佩玉良有時

丐色諛言盡虚飾功名富貴非偶然子草玄徒默然楚蘭罷秀足蓬蒿

青松委幹多荊棘爭如一醉度流年免使悲懽蕩情域」。二是缺<秋

興呈裴李二同年>整篇，即缺：「秋興逐凉吹颯然驅煩襟人悲故

鄉逺葉落空山深楚俗傷去恨秦城稀來音何當返煙渭自樂于園

林」、「歲晚亂山外野望誰能同寒沙明夕照敗葉驚西風孤煙瞑汀

樹霜氣高秋空徘徊念前事旅恨良難窮」等二首。三是葉十僅存

「庭起寒燒餘基雖寞清問長光燿旌賢誰再興勿使過者誚」，是<

暇日遊建平三閭故里廟貌荒凉慘動耳目噫賢者之祀世不絕享郡

無正人遺棄若是感事傷俗因留斯句>的殘存，即缺：「人生苦逺

逰多是悲登眺况復念三遺蹤良可弔道直出章華才高逐邉徼寃聲

噴夜江愁色迷煙嶠斷碑沒敗莎古木吟荒廟祠正少來奠岸峻稀停

棹神容漬老苔壞壁通殘照舊徑失朱門空」。 

二書的的篇數完全一致，篇目略見差異：一為書寫體的不

同，如「懷」與「懐」、「遊」與「逰」、「韻」與「韵」、「柳」與

「桞」、「窓」與「牕」、「閒」與「閑」、「莫」與「暮」等字。其

餘如「苑」作「院」、「己」作「已」、「懐感」作「感懐」、「羣」

作「郡」等，即是錯字。 

(五)《寇凖詩集》三卷二冊，宋寇準撰，清宣統三年 (1911)中華圖書館影印，

圖書總館/四樓特藏室，D02.3/3030   

附：知制誥下理行<贈謚誥>、宋孫抃<寇忠愍公旌忠之碑>。 

藏印：「東海大學珍藏之記」長型殊印。 

板式：白口，左右雙欄，單魚尾。半葉九行，行十九字；小字雙行，

行十九字。11.9×15.4 公分。卷上之首行題「㓂忠愍公詩集卷上」，

次行題「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中書令上柱國萊國公㓂凖著」，

卷末題「㓂忠愍公詩集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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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尾下題「㓂忠愍公詩集卷○」及葉碼。 

扉葉右題「宣統三年」，左題「中華圖書館影印」，中間書

名大字題「寇凖詩集」。 

按：比對「中華圖書館影印」本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發現「中

華圖書館影印」本的卷下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少了十四首：

<感舊>、<途次三絕>、<冬日偶成>、<九日郡公出遊郊外余方卧

郡齋聴水因寄一絕呈諸官>、<春日偶書>、<送温尚書入洛>、<

小韓店>、<虚堂>、<憶樊川>、<東牕>、<九日不飲>、<和人春暮

>、<又>、<蚤行>。 

其餘主要是字句的書寫體不同，如「遊」與「逰」、「韵」

與「韻」、「羣」與「群」、「桞」與「柳」、「逺」與「遠」、「嵗」

與「歲」，至於「己」作「已」、「感懐」作「懐感」等則是錯字，

其差異表示於下： 

卷次  中華圖書館影印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知制誥下理行<贈謚誥>  

 宋孫抃<寇忠愍公旌忠之碑

> 

 

  御製題李若水忠愍集  

  乾隆四十六年十一月<提

要> 

卷上  奉和御製真「遊」殿上梁  奉和御製真「逰」殿上梁  

 瑞慶園觀稼奉聖㫖次「韵」 瑞慶園觀稼奉聖㫖次「韻」 

 御製乃眷儲闈方崇學術錫

「羣」書於冊府勵至業於承

華日命近班同觀盛事七言

十「韵」詩一首奉聖㫖次

「韵」  

御製乃眷儲闈方崇學術錫

「群」書於冊府勵至業於承

華日命近班同觀盛事七言

十「韻」詩一首奉聖㫖次

「韻」  

 御製慶元后升袝禮成七言

六「韵」奉和  

御製慶元后升袝禮成七言

六「韻」奉和  

 追思「桞」渾汀洲之詠尚有

遺妍因書一絕  

追思「柳」渾汀洲之詠尚有

遺妍因書一絕  

 「逺」恨  「遠」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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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辰「嵗」將命至巴東時已

秋序霜荷索然偶賦是章用

遣幽恨  

庚辰「歲」將命至巴東時已

秋序霜荷索然偶賦是章用

遣幽恨  

卷中  秦中感懐寄江上知「已」  秦中感懐寄江上知「己」  

 「莫」秋感興  「暮」秋感興  

 夜坐有懐寄張士「遊」一 作

遜  夜坐有懐寄張士「逰」一 作

遜  

 「閑」夜圍棊作  「閒」夜圍棊作  

 「邉」城春望  「邊」城春望  

 春郊「閑」望  春郊「閒」望  

 夏夜「閑」書  夏夜「閒」書  

 縣齋春書十二「韵」  縣齋春書十二「韻」  

 余頃從穰下移涖河陽洎出

中書復領分陝惟茲二鎮俯

接洛都皆山河襟「帯」之地

也每「凭」高極望思以詩句

「状」具物景乆而方成四絕

句書于河上亭壁  

余頃從穰下移涖河陽洎出

中書復領分陝惟茲二鎮俯

接洛都皆山河襟「帯」之地

也每「凴」高極望思以詩句

「狀」具物景乆而方成四絕

句書于河上亭壁  

 和李「逄」同年水閣「閑」

望  

和李「逢」同年水閣「閒」

望  

 「桞」  「柳」  

 秋氣凜然庭木「将」墜道謙

上人有南征之役賦詩祖行  

秋氣凜然庭木「將」墜道謙

上人有南征之役賦詩祖行  

 送人逰「邉」  送人逰「邊」  

 青州西樓雨中「閑」望  青州西樓雨中「閒」望  

 中書秋日有懐青社舊「遊」

因書一首  

中書秋日有懐青社舊「逰」

因書一首  

 雨夜許氏第會宿各賦四

「韵」  

雨夜許氏第會宿各賦四

「韻」  

 送轉運梅學士「詢」巡「邉」

郡「四 首」  

送轉運梅學士「詢」巡「邊」

郡「四 首」  

 洛陽有懐岐山舊「遊」  洛陽有懐岐山舊「逰」  

 憶岐下舊「遊」  憶岐下舊「逰」  

 「莫」春感事  「暮」春感事  

 春日「閑」望有感  春日「閒」望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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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冠亭秋晚「閑」望  南冠亭秋晚「閒」望  

卷下  判都省「懐感」  判都省「感懐」  

 南宮齋宿「静」思陝城東閣

竹  

南宮齋宿「静」思陝城東閣

竹  

 「桞」  「柳」  

 春雨  春雨  

  感舊  

  途次三絕  

  冬日偶成  

  九日郡公出遊郊外余方卧

郡齋「聴」水因寄一絕呈諸

官  

  春日偶書  

  送温尚書入洛  

  小韓店  

  虚堂  

  憶樊川  

  東「牕」  

  九日不飲  

  和人春「暮」  

  又  

  蚤行  

(六 )《寇忠愍集》三卷一冊，宋寇準撰，《叢書集成續編》據《關中叢書》

本縮印本，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年，圖書總館/圖書總館，

083.2/0202-01 v.124 

附：明弘治庚申(十三年，1500 年 )王承裕<錄藏宋萊國忠愍寇公詩集引

>、宋孫抃<萊國寇忠愍公旌忠之碑>、宋宣和五年 (1123)王次翁<

新開寇公詩集序>、宋范雍<忠愍公詩序>、宋丁理行<贈諡誥>、

宋隆興元年 (1163)辛斆<再開萊公詩集後序>、明嘉靖乙未(十四

年，1535)王承裕<忠愍詩集記>、民國二十五年宋聯奎、王健、武

樹善等<跋>。 

藏印：無。 



文稿 

  45

板式：左右雙欄，單魚尾。半葉十行，行二十二字；小字雙行，行二

十二字(因係縮印製版，未能確知其原始尺寸)。卷上之首行題「忠

愍公詩集卷上」，次行題「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贈太傅中書令

上柱國萊國公寇準著」，卷末題「㓂忠愍公詩集卷上終」。 

板心上方題「忠愍詩集」，魚尾下題「卷○」及葉碼，板心

下方題「關中叢書」。 

按：1.辛斆<再開萊公詩集後序>篇末題「此集只存六十六張少二十四

張道光十八年夏四月孝廉孟熈李公補刻焉  聞山王稷謹識」。 

2.宋聯奎等<跋>云：「南謫以後，散佚不可收拾。范氏彙集成編，僅

有上、中、下三卷，與道州二百四十篇之數適合。今王康僖公所

得為二百八十首，則是旁搜博採又有增益矣。⋯⋯版經翻刻，訛

誤甚夥。茲為詳加釐正，重印流傳，亥豕魯魚，庶幾鮮矣。」 

3.是本「忠愍詩集」前有「忠愍文集」，僅收孫抃<萊國寇忠愍公旌

忠之碑>一篇。 

4.《關中叢書》與四庫本最大的差異在於《關中叢書》的卷中無：

<寄漳川士>、<又>、<題巴東寺>、<贈士>、<南亭晨望寄

唐知郡>、<殘月>、<又>、<巴東有感>、<首夏書事>、<和李逢

同年水閣閒望>、<塞上秋懐>、<送人歸吳>、<秋日>、<寄贈笠

澤處士>、<柳>、<喜吉上人至>、<早秋二絕>、<秋日武闗道中

>、<早春>、<書山館壁時年十九>、<送趙主簿之任惠安>、<秋

氣凜然庭木將墜道謙上人有南征之役賦詩祖行>、<酒醒>、<南

陽春日>、<春日長安故苑有懐>、<送人逰邊>等 27 首。但此 27

首卻置於卷下的<途次「二」絕>之後。其差異表示於下：  

卷次 關中叢書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弘治庚申(十三年，1500

年)王承裕<錄藏宋萊國忠愍

寇公詩集引> 

 

 宋孫抃<萊國寇忠愍公旌忠

之碑> 

 

 宋宣和五年(1123)王次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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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寇公詩集序> 

 宋范 雍<忠愍公詩序>  

 宋丁理行<贈諡誥>  

  御製題李若水忠愍集 

  乾隆四十六年十一月<提要

> 

卷上 奉聖「旨」賦牡丹花時正言直館 奉聖「㫖」賦牡丹花時正言直館 

 奉和御製真「游」殿上梁 奉和御製真「逰」殿上梁 

 瑞慶園觀稼奉聖「旨」次韻 瑞慶園觀稼奉聖「㫖」次韻 

 御製乃眷儲闈方崇學術錫

「羣」書於冊府勵至業於承

華日命近班同觀盛事七言十

韻詩一首奉聖「旨」次韻 

御製乃眷儲闈方崇學術錫

「群」書於冊府勵至業於承

華日命近班同觀盛事七言

十韻詩一首奉聖「㫖」次韻 

 御製慶元后升「附」禮成七

言六韻奉和 

御製慶元后升「袝」禮成七

言六韻奉和 

 追思「柳」渾汀洲之詠尚有

遺妍因書一絕 

追思「柳」渾汀洲之詠尚有

遺妍因書一絕 

 「遠」恨 「遠」恨 

 暇日遊建平三閭故里廟貌荒

「涼」慘動耳目噫賢者之祀

世不絕享郡無正人遺棄若是

感事傷俗因留斯句 

暇日遊建平三閭故里廟貌

荒「凉」慘動耳目噫賢者之

祀世不絕享郡無正人遺棄

若是感事傷俗因留斯句 

 庚辰「歲」將命至巴東時「已」

秋序霜荷索然偶賦是章用遣

幽恨 

庚辰「歲」將命至巴東時

「已」秋序霜荷索然偶賦是

章用遣幽恨 

 長郊雨餘「遠」樹「減」翠

新蟬忽鳴激且嘹唳「久」客

孤坐情如何哉形之「于」文

聊以自遣 

長郊雨餘「逺」樹「咸」翠

新蟬忽鳴激且嘹唳「乆」客

孤坐情如何哉形之「於」文

聊以自遣 

卷中 春日登樓「懷」歸 春日登樓「懐」歸 

 寓居有「懷」時年十四歲 寓居有「懐」時年十四歲 

 江上晚望「懷」所知 江上晚望「懐」所知 

 秦中感「懷」寄江上知「巳」 秦中感「懐」寄江上知「己」 

 夜坐有「懷」寄張士「遜」 夜坐有「懐」寄張士「逰一作

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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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日「懷」張曙時年十六歲 春日「懐」張曙時年十六歲 

 贈「隱」士 贈「」士 

 有「懷」 有「懐」 

 書「懷」寄韋山人 書「懐」寄韋山人 

 「閑」夜圍「碁」作 「閒」夜圍「棊」作 

 夜坐「懷」故友 夜坐「懐」故友 

 鄴北旅中「懷」友人 鄴北旅中「懐」友人 

 秋「懷」 秋「懐」 

 送左眉「州」之任 送左眉「川」之任 

 楚江夜「懷」 楚江夜「懐」 

 春日書「懷」 春日書「懐」 

 秋夕書「懷」 秋夕書「懐」 

 春郊「閑」望 春郊「閒」望 

 夜「懷」寄友生 夜「懐」寄友生 

 秋夜「懷」歸 秋夜「懐」歸 

 夏夜「閑」書 夏夜「閒」書 

 月夜「懷」故人 月夜「懐」故人 

 和趙瀆監丞「隱」士 和趙瀆監丞贈「」士 

 秋晚「閑」書 秋晚「閒」書 

 「予」頃從穰下移涖河陽洎

出中書復領分陝惟茲二

「鎮」俯接洛都皆山河襟

「帶」之地也每「凭」高極

望思以詩句狀具物景「久」

而方成四絕句書于河上亭壁

「余」頃從穰下移涖河陽洎

出中書復領分陝惟茲二

「鎮」俯接洛都皆山河襟

「帯」之地也每「凴」高極

望思以詩句狀具物景「乆」

而方成四絕句書于河上亭

壁 

 秋夜「懷」洛下一上人 秋夜「懐」洛下一上人 

 秋日「懷」友生 秋日「懐」友生 

 早春 早春 

  寄漳川士 

  又 

  題巴東寺 

  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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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亭晨望寄唐知郡 

  殘月 

  又 

  巴東有感 

  首夏書事 

  和李逢同年水閣閒望 

  塞上秋懐 

  送人歸吳 

  秋日 

  寄贈笠澤處士 

  柳 

  喜吉上人至 

  早秋二絕 

  秋日武闗道中 

  早春 

  書山館壁時年十九 

  送趙主簿之任惠安 

  秋氣凜然庭木將墜道謙上

人有南征之役賦詩祖行 

  酒醒 

  南陽春日 

  春日長安故苑有懐 

  送人逰邊 

 惜花 惜花 

 「微」凉 「㣲」凉 

 禁中偶書所「懷」呈內翰同

年同院二學士 

禁中偶書所「懐」呈內翰同

年同院二學士 

 青州西樓雨中「閑」望 青州西樓雨中「閒」望 

 中書秋日有「懷」青社舊「遊」

因書一首 

中書秋日有「懐」青社舊

「逰」因書一首 

 水閣夜望書「懷」 水閣夜望書「懐」 

 洛陽道中感「懷」 洛陽道中感「懐」 

 初到長安書「懷」 初到長安書「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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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夜「懷」歸 秋夜「懐」歸 

 長安春望感「懷」 長安春望感「懐」 

 秋「懷」 秋「懐」 

 洛陽有「懷」岐山舊逰 洛陽有「懐」岐山舊逰 

 夏日有「懷」 夏日有「懐」 

 書「懷」寄郝監軍 書「懐」寄郝監軍 

 金陵「懷」古 金陵「懐」古 

 「暮」春感事 「暮」春感事 

 春日「閑」望有感 春日「閒」望有感 

 送李生二絕句 送李生二絕句 

 又  

 南冠亭秋晚「閑」望 南冠亭秋晚「閒」望 

 夏日晚「涼」 夏日晚「凉」 

 輦下書「懷」 輦下書「懐」 

 月夜「懷」杜陵友生 月夜「懐」杜陵友生 

 秋雨「懷」友生 秋雨「懐」友生 

 成安秋望有「懷」 成安秋望有「懐」 

 書「懷」寄唐工部 書「懐」寄唐工部 

 舂陵聞「鴈」 舂陵聞「雁」 

卷下 送人「往」嶺表 送人「徃」嶺表 

 判都省「懷感」 判都省「感懐」 

 南宮齋宿「靜」思陝城東閣

竹 

南宮齋宿「静」思陝城東閣

竹 

 海康西館有「懷」 海康西館有「懷」 

 長安春「晝」 長安春「書」 

 左馮寺樓「閑」望 左馮寺樓「閒」望 

 途次「二」絕(少「沙闊戍樓

逈風高邉日清遲遲驅疋馬何

處問歸程」) 

途次「三」絕 

 寄漳川隱士  

 又  

 題巴東寺  

 贈隱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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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亭晨望寄唐知印  

 殘月  

 又  

 巴東有感  

 首夏書事  

 和李逢同年水閣閑望  

 塞上秋懷  

 送人歸吳  

 秋日  

 寄贈笠澤處士  

 柳  

 喜吉上人至  

 早秋二絕  

 秋日武關道中  

 早春  

 書山館壁時年十九  

 送趙主簿之任惠安  

 秋氣凜然庭木將墜道謙上人

有南征之役賦詩祖行 

 

 酒醒  

 南陽春日  

 春日長安故苑有懷  

 送人遊邊  

 冬日偶成 冬日偶成 

 九日「羣」公出遊郊外余方

卧郡齋「聽」水因寄一絕呈

諸官 

九日「郡」公出遊郊外余方

卧郡齋「聴」水因寄一絕呈

諸官 

 東「窗」 東「牕」 

 「早」行 「蚤」行 

除了 27 首的由卷中改置卷下外，其最大異是卷下的<途次

二絕>收錄二首，他本皆作<途次三絕>收錄三首，比對「文淵

閣四庫全書」本，即少「沙闊戍樓逈，風高邉日清。遲遲驅疋

馬，何處問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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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仍是字句的書體上的差異，如「旨」與「㫖」、「遊」

與「逰」、「群」與「羣」、「柳」與「桞」、「涼」與「凉」、「懐」

與「懷」、「窗」與「牕」、「早」與「蚤」等字。至於「袝」作

「附」、「州」作「川」、「懷感」作「感懐」、「晝」作「書」、「羣」

作「郡」等則是錯字。 

五、小結  

近人王曉波<寇忠愍公詩集三卷提要>雖云：「《寇忠愍公詩集》三卷，

為仁宗景祐間知河陽軍州事范雍在《巴東集》基礎上增輯而成，計收詩二

百四十首，分為三卷，⋯⋯《四部叢刊三編》即據之影印，⋯⋯其收詩較

宋本多三十首，當為重刊時增補，是為今之常見本。今所收傅增湘校並跋、

清康熙吳調元辨義堂刻本，收詩較嘉靖本多七首，凡二百七十七首⋯⋯。」11 

但細數「文淵閣四庫全書」與「文津閣四庫全書」兩閣本，均為卷

上收 37 首，卷中收 201 首，卷下收 38 首，合計 276 首。 

「宋集珍本叢刊本」(據「傅增湘校並跋、清康熙吳調元辨義堂刻本」

數位重排)卷上葉九雖為缺葉，但核對「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知其殘缺計

三首(詳見該條)，實仍為 276 首。 

「四部叢刊三編」本(據明刊本影印)比「四庫全書」本卷中少了：<

月夜懐杜陵友生>、<贈僧>、<楚江有弔>、<秋雨懐友生>、<南亭>、<贈惠

政上人惠 政 成 安 人 也 此 詩 碑

在 成 安 縣 公 祠 西 壁>、<輦下春望>等七首，合計 269 首。此即王曉波所云

「今所收傅增湘校並跋、清康熙吳調元辨義堂刻本，收詩較嘉靖本多七

首」，但不合「范雍在《巴東集》基礎上增輯而成，計收詩二百四十首，

分為三卷，⋯⋯《四部叢刊三編》即據之影印，⋯⋯其收詩較宋本多三十

首」的「二百七十首」之數。 

顯示「四庫全書」本與「宋集珍本叢刊本」所據「傅增湘校並跋、

清康熙吳調元辨義堂刻本」是同一底本。  

「中華圖書館影印」本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的卷下少了：<感舊>、

<途次三絕>、<冬日偶成>、<九日郡公出遊郊外余方卧郡齋聴水因寄一絕

                                                 
11 四川大學古籍整理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據《清康熙吳調元辨義堂刻本傅

增湘校並跋》本數位排縮本，北京．綫裝書局，200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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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諸官>、<春日偶書>、<送温尚書入洛>、<小韓店>、<虚堂>、<憶樊川>、

<東牕>、<九日不飲>、<和人春暮>、<又>、<蚤行>等十四首，即 262 首。 

《關中叢書》本與四庫本的差異，除了《關中叢書》本的卷中：<寄

漳川士>、<又>、<題巴東寺>、<贈士>、<南亭晨望寄唐知郡>、<殘月

>、<又>、<巴東有感>、<首夏書事>、<和李逢同年水閣閒望>、<塞上秋懐

>、<送人歸吳>、<秋日>、<寄贈笠澤處士>、<柳>、<喜吉上人至>、<早秋

二絕>、<秋日武闗道中>、<早春>、<書山館壁時年十九>、<送趙主簿之任

惠安>、<秋氣凜然庭木將墜道謙上人有南征之役賦詩祖行>、<酒醒>、<

南陽春日>、<春日長安故苑有懐>、<送人逰邊>等 27 首，全置於卷下的<

途次「二」絕>之後。此<途次「二」絕>，僅收二首，而其它五本都題<

途次「三」絕>，收錄三首，即少第三首「沙闊戍樓逈，風高邉日清。遲

遲驅疋馬，何處問歸程」，故僅為 275 首。 

由「中華圖書館影印」本收 262 首，「關中叢書」本收 275 首(其中 27

首由卷中移置卷下)觀之，是二本所據之底本顯與其它四本不同，但究竟是

據何本影印或刊印者？ 

近人祝尚書<宋人別集叙録．寇忠愍公詩集三卷>云：「屬於三卷本系

統者，清有吳氏(調元)辨義堂刻本、汪氏古香樓刻本、宣統三年 (1911)中華

圖書館石印本，民國間有《宋人集》甲編本、《關中叢書》排印本等，俱

源於嘉靖本。」 12 

若「中華圖書館影印」與「關中叢書」本皆「源於嘉靖本」，何以「中

華圖書館影印」僅有 262 首？估不論是扉葉所題「影印」或祝尚書所記「石

印本」，其板式行款除了板框的大小有別外，其內容理應完全相同，除非

是該本所缺皆為卷下，而湊巧的是所據之底本正缺此十四首所產生的結果。 

而「關中叢書」本的 27 首與它本置於卷中，此本卻置於卷下之差異，

但該書的葉碼順序是連續的並無跳頁，除非是原據之底本裝潢時即有錯

置，當「關中叢書」重新排印時誤依其錯葉而產生此一結果？論板本者全

賴實物比對，未見「中華圖書館影印」與「關中叢書」本所據之底本之前，

僅能有如上的推論。 

                                                 
12 見頁 44~45，北京．中華書局，1999 年 11 月第 1 版北京第 1 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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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本書目 

東海大學館藏善本書簡明目錄 --子部．類書類  

陳惠美 ∗、謝鶯興 ∗∗ 

類書類Ｃ１４ 

《初學記》三十卷二十四冊，唐徐堅等撰，明嘉靖十年(1531)錫山安氏

桂坡館刊本，C14.11/(l)2877 

附：宋紹興四年 (1134)劉本<初學記序>、<初學記目錄>(次行題「唐光

祿大夫行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東海郡開國公徐堅等

撰」)。 

藏印：無。 

板式：白口(間見細黑口，板心上方間見題「安桂坡館」)，單魚尾，

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十八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四字。板框

16.4×20.9 公分。版心上方間見題「安桂坡館」(卷二十八及卷二

十九前七葉題「桂坡館」)，魚尾下題「初學記卷○」及葉碼，

板心下方有刻工姓名。 

各卷首行題「初學記卷第○」，卷一次行題「光祿大夫行右

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東海郡開國公徐堅等奉」，三行上

題「勑撰」，下題「錫山安國校刊」(卷二以降則上題部類名，下

題「錫山安國校刊」)，卷末題「初學記卷第○」。 

按：刻工姓名有：陸奎刻、宅、朝、章景華、表、唐、悅、忠、其、

周永日、青、王、高、周、古、方、仁、良、征敖、瑞、李鳳、

球、征子明、雇、李、雇俊、云、世祥、憲、正、伯、來、唐瓊、

征云、永日、徐、子南、江、周永、文、澄、何其、其方、清、

陸云、何、征鏊、陸敖、高成、陸淮刻、奎、受、李清、何表、

張敖、何朝忠、雇田、袁、徐方、徐仁、頤俊、李、六、陸子明、

吳、李安、何球、何忠、何瑞、何文、朝忠、六敖等人。 

《初學記》三十卷二十四冊，唐徐堅等撰，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瀋藩

覆刻桂坡館本，C14.11/(l)2877-01 

                                                 
∗ 僑光技術學院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 東海大學圖書館流通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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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明嘉靖甲辰 (二十三年，1544)李新芳<敘>，明嘉靖甲辰 (二十三年，

1544)瀋藩南山道人<飜刊(宋紹興四年 (1134)本)初學記敘序>、宋

紹興四年 (1134)劉本<初學記序>、明嘉靖辛卯年 (十年，1531)秦金

<重刊初學記序>(次行題「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戶部尚書侍經筵

官致仕進階榮祿大夫前奉勑參賛機務南京禮兵二部尚書錫山秦

金著」)、<初學記目錄>(次行題「唐光祿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

學士副知院事東海郡開國公徐堅等撰」，三行題「大明嘉靖辛卯

[十年，1531]錫山安國重校刊」)、明俞泰<書初學記後>。 

藏印：「物每聚于所好」方型硃印、「曾歸因齋主人」方型硃印、「必

齊居士藏圖書印」長型硃印、「楊曰楝原閣藏」長型硃印、「鳥阿」

方型硃印。 

板式：白口(間見細黑口，板心上方間見題「安桂坡館」、「安桂坡」，

卷二十八及卷二十九之葉八之前則「桂坡館」)，單魚尾，左右

雙欄。半葉九行，行十八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四字。板框 16.5

×20.7 公分。板心上方間題「安桂坡館」，魚尾下題「初學記卷○」

及頁碼，板心下方間見刻工姓名。 

各卷之首行題「初學記卷第○」，卷二次行題「光祿大夫行

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東海郡開國公徐堅等奉」，三行

上題「勑撰」，下題「錫山安國校刊」(卷二以降次行上題部類名，

下題「錫山安國校刊」，卷十三、十四、十七、二十四、二十六

則無)，卷末題「初學記卷第○」。 

按：1.李新芳<敘>云：「我明瀋王南山老殿下愽學好古，尤耽詠歌其

情性中和，止於義理，或與海內賢士大夫游，詩書禮樂之風，

如蘭斯臭見者，知其為古之賢王，凡吾儒所珍愛必欲公諸人

人，《初學記》其幼沖雅好者，乃重梓以與四方共焉，可以觀，

嘉惠來學盛心矣。」 

2.瀋藩南山道人<序>云：「是書於世豈直小補，篇章翰墨而已考，

不至於道其莫止也。因命翻鋟於梓，以永諸傳，且期與天下有

於學共之作序。」 

3.秦金<重刊初學記序>云：「《初學記》一編，唐集賢學士徐公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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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奉勑撰也。歲久板廢，抄本狼籍，字多舛訛，觀者病之。錫

義士安國購得善本謀諸塾賓郭禾相與校讎釐正，遂成完書，選

能鳩工繕寫鋟梓以傳，其嘉惠後學之心盛矣，間出視予徵言為

序。」 

4.刻工有：海、安、周永日、青、王、清、子南、忠、方、云、

唐、楷、未、成、戍等人。 

○和《卓氏藻林》八卷八冊，明卓明卿撰，明王世懋校正，日本三雲義正

新四郎訓點，日本元祿九年(1696，清康熙三十五年)攝陽書肆翰

林堂藏版，C14.11/(p)2167 

附：明萬曆辛巳(九年，1581)皇甫汸<卓氏藻林序>、明萬曆庚辰 (八年，

1580)卓明卿<卓氏藻林自序>、<卓氏藻林凡例>、<藻林目錄>、

日本元祿戊寅(十一年，1698，清康熙三十七年 )三雲義正新四郎<

跋卓氏藻林>。 

藏印：「折居藏書」、「折居藏印」、「盟故堂」方型硃印，「望月藏禁門

外」長型硃印。 

板式：無魚尾，四邊單欄。無界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字。板框 14.5×19.6 公分。板心上方題「卓氏藻林卷之○」，

板心下方題類別(如「天文類」)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卓氏藻林卷之○」，次行題「武林卓明卿澂

甫編輯」，三行題「吳郡王世懋敬美校正」，卷末題「卓氏藻林

卷之○終」。 

封面書籤題「卓氏藻林○」，硃筆題各冊收錄之內容(如第

一冊題「天文」、「地理」 )。  

扉葉左題「元祿九年 (1696，清康熙三十五年 )丙子中夏穀

旦」，右題「攝陽書肆  名倉翰林堂藏板」，中間書名題「卓氏

藻林」。 

按：1.字句間見日文訓讀。 

2.三雲義正新四郎<跋卓氏藻林>云：「此書世有未刊行者，書肆某

將鏽諸梓，就予而圖之，其意酷勤，遂不得辭，略加檃栝，且

作訓點，以與之後之覽者為是正焉。」故據以著錄：「日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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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義正新四郎訓點」。 

3.《四庫全書總目》「卓氏藻林」條云：「明卓明撰。明字澂

甫，錢唐人，萬厯中由國子監生官光祿寺署正。是編采擷書，

分門輯錄，頗有簡，而取材未富，談遷棗林藝簣謂是吳興王氏

之本，明竊取之。攷明嘗攘張之象唐詩苑刋行，則是說

似亦有據矣。」 1 

《山堂肆考》二百四十卷五十冊，明彭大翼撰，明張幼學編，明焦竑、

凌儒、馮任、成友謙、彭大翱、杜業、廖自伸、范鳳翼、馮起綸、

彭大同、張元芳、馮元颺、彭大化、熊瑞、陳懋功、王納諫、馮

元飚、黃曰謹、潘洙較，彭取友、彭取英、彭取士、彭取志、彭

取第音釋，明張映漢、張映泗、張映薇、張映飚、張映奎重較，

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重刊本，C14.11/(p)4241 

附：明萬曆乙末(二十三年，1595)焦竑<山堂肆考序>、明萬曆乙未(二

十三年，1595)凌儒<山堂肆考敘>、明馮任<山堂肆考序>、明萬

曆丁酉(二十五年，1597)王元禎<山堂肆考序>、明萬曆乙未(二十

三年，1595)廖自伸<山堂肆考序>、明成友謙<重訂山堂肆考>、

明萬曆乙未(二十三年，1595)彭大翼<山堂肆考自序>、明彭大翱<

跋山堂肆考>、明彭取第<山堂肆考跋>、明萬曆己未(四十七年，

1619)張幼學<小記>、明張幼學<重訂山堂肆考凡例>、<參定姓氏

>、<重訂姓氏>、<山堂肆考五集總目>、<山堂肆考宮集總目>、

<山堂肆考商集總目>、<山堂肆考角集總目>、<山堂肆考徵集總

目>、<山堂肆考羽集總目>。 

藏印：「日吉」方型硃印、「李氏藏書」方型硃印、「愛日樓」方型硃

印、「石君長物」方型硃印、「天和吳石君戊戌以後所得書」長型

硃印、「愛日樓」長型硃印、「冬涵閱過」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分上下兩欄，上欄無界欄，行三字；下欄

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二字。板框 13.1×19.9 公分。板心上方題「山

堂肆考」，魚尾下題「○集○卷」(以宮、商、角、徵、羽為序)

                                                 
1 見卷一百三十八「子部．類書類存目二」葉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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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淵閣四庫全書照相縮印

本，1986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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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葉碼，板心下方題該葉之字數。 

宮集各卷首行題「山堂肆考○○(部類名)第○卷」，卷二之

次行題「明古揚彭大翼雲舉父纂著」，三行題「張幼學儀伯父編

輯」，四行題「秣陵焦竑弱侯父」(商集題「溫陵杜業可大父」，

徵集題「豫章熊瑞憲祥父」，羽集題「清漳黃曰謹元祇父」)，五

行題「同郡凌儒海樓父」(商集題「黃岡廖自伸伯常父」，角集題

「四明馮任重夫父」，徵集題「門生倉梧陳懋功惟志父」，羽集

題「溫陵潘洙士鼎父」)，六行題「四明馮任重夫父」(商集題「同

郡范鳳翼羽父」，角集題「同郡張元芳完樸父」，徵集題「同郡

王納諫聖俞父」)，七行題「同郡成友謙石生父」(商集題「四明

馮起綸弓閭父」，角集題「四明馮元颺留仙父」，徵集題「四明

馮元飚鄴仙父」，羽集題「男彭取友」、「取英」)，八行題「弟大

翱雲健父較」(商集題「弟大同雲會父較」，角集題「弟大化雲龍

父較」，徵集題「同郡成友謙石生父較」，羽集題「取士」、「取

志」、「取第音釋」)，九行題「外孫張映漢侯赤父重較」(商集題

「外孫張映泗侯魯父重較」，角集題「外孫張映薇侯佳父重較」，

徵集題「外孫張映飚侯弢父重較」，羽集題「外孫張映奎侯聚父

重較」)，卷末題「○(分宮、商、角、徵、羽等集)集○卷終」。 

按：1.是書分為宮商角徵羽五集，各為四十八卷。宮集卷二十七至四

十三為後人抄補。角集卷十一至十五為後人抄補。羽集卷二十

五至四十五為後人抄補。徵集卷二十八葉一至二、葉二十五至

二十八，卷二十九之葉一至六、葉九至十之板心下方題「石渠

閣補」。 

2.<凡例>云：「是書成於萬曆乙未(二十三年，1595)冬，一鶴彭太

嶽以著述聞，二十年於茲矣。厥後浸淫散佚，越在己未(四十

七年，1619)學迺尋繹舊聞，踵事增定，遂成完帙，一時博物

君子爭傳覽焉，亦是書中與之會也。」《四庫全書總目》云：「大

翼字雲舉，又字一鶴，揚州人。」 2 

                                                 
2 見卷一百三十六「子部．類書類二」葉十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北．台灣

商務印書館，1986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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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又，<提要>雙行小字云：「案焦竑序作於乙未已稱㓜學増定與凡

例不符，疑坊本翻刻訛巳爲乙。」舊錄「明萬曆二十三年 (1595)

刊本」，據<凡例>所載，實增定於明萬曆四十七年 (1619)，故改

題為「明萬曆四十七年 (1619)重刊本。」 

《廣博物志》五十卷二十冊，明董斯張纂，明楊鶴、夏儀、高士煌、丁

元薦、韓敬、耿汝忞、鮑應鰲、溫體仁、董其昌、宋拱宸、周叔

宗、稽之楚、金嘉量、茅元儀、須之彥、吳晉卿、沈聖岐、馮夢

桂、沈演、陳一元、王穉登、范汭、馮夢龍、范允臨、鄒匡明、

黃光、楊士綬、謝兆申、王留、吳亮嗣、黃汝亨、包衡、鄭之惠、

李衷純、丁立表、田弘慈、吳夢暘、宋珏、陳繼儒、楊瑞枝、尤

森羙、曹學佺、唐世濟、周嬰、華士嶟、韓漪、劉廷元、姚士麟、

何如寵、張大復等訂，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高暉堂刊本，

C14.11/(p)4441 

附：明萬曆乙卯(四十三年，1615)朱國禎<廣博物志序>、明萬曆丁未(三

十五年，1607)不著撰者<廣博物志序>、明韓敬<廣博物志敘>、<

廣博物志目次>。 

藏印：「臣士恭」長型硃印、「馨室」長型硃印、「坐花醉月」方型硃

印、「半閒書屋」圓型硃印、「坡」方型硃印、「園」方型硃印、「康

印」長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九行，行十八字；小字雙行，行十八

字。板框 15.5×20.7 公分。板心上方題「廣博物志」，魚尾下題「卷

之○」及葉碼，板心下方題「高暉堂」及字數。 

各卷首行題「廣博物志卷之○」，次行題「隴西董斯張纂」，

三行題「武陵楊鶴訂」(卷二題「古汭夏儀訂」、卷三題「上海高

士煌訂」、卷四題「故鄣丁元薦訂」、卷五題「高陽韓敬訂」、卷

六題「西陵耿汝忞訂」、卷七題「古歙鮑應鰲訂」、卷八題「太

原溫體仁訂」、卷九題「雲間董其昌訂」、卷十題「溧陽宋拱宸

訂」、卷十一題「松陵周叔宗訂」、卷十二題「清溪稽之楚訂」、

卷十三題「江都金嘉量訂」、卷十四題「防風茅元儀訂」、卷十

五題「吳郡須之彥訂」、卷十六題「茂苑吳晉卿訂」、卷十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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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人沈聖岐訂」、卷十八題「吳趨馮夢桂訂」、卷十九題「郡

人沈演訂」、卷二十題「閩中陳一元訂」、卷二十一題「太原王

穉登訂」、卷二十二題「郡人范汭訂」、卷二十三題「吳趨馮夢

龍訂」、卷二十四題「吳郡范允臨訂」、卷二十五題「豫章鄒匡

明訂」、卷二十六題「莆中黃光訂」、卷二十七題「虎林士綬訂」、

卷二十八題「昭武謝兆申訂」、卷二十九題「姑蘇王留訂」、卷

三十題「西陵吳亮嗣訂」、卷三十一題「虎林黃汝亨訂」、卷三

十二題「秀州包衡訂」、卷三十三題「虎林鄭之惠」、卷三十四

題「秀水李衷純訂」、卷三十五題「豫章丁立表訂」、卷三十六

題「西陵田弘慈訂」、卷三十七題「郡人吳夢暘訂」、卷三十八

題「莆中宋珏訂」、卷三十九題「雲間陳繼儒訂」、卷四十題「秀

水楊瑞枝訂」、卷四十一題「郡人尤森羙訂」、卷四十二題「閩

中曹學佺訂」、卷四十三題「郡人唐世濟訂」、卷四十四題「莆

中周嬰訂」、卷四十五題「武陵華士嶟訂」、卷四十六題「高陽

韓漪訂」、卷四十七題「當湖劉廷元訂」、卷四十八題「武唐姚

士麟訂」、卷四十九題「皖城何如寵訂」、卷五十題「玉峰張大

復訂」)，卷末題「廣博物志卷之○終」。 

按：1.卷一之葉一板心下方題「吳興蔣禮梓」，卷一末葉題「西吳蔣文

英寫」、「蔣禮孟魁刻」。 

2.《四庫全書總目》云：「晉張華《傅物志》世所傳本眞僞相淆，

簡略亦甚。南宋李石嘗續其書，雖旁摭新文，尙因仍舊目，斯

張從而廣之，遂全改華之體例，變爲分門隸事之書。凡分大目

二十有二，子目一百六十有七，所載始於三墳，迄於隋代，詳

畧互見，未能首尾賅貫，其徵引諸書皆標列原名，綴於每條之

末，體例較善。」 3 

《格致鏡原》一百卷三十二冊，清陳元龍撰，清康熙間(1662~1722)刊本

C14.11/(q1)7510 

附：<格致鏡原凡例>、<格致鏡原總目>、<格致鏡原乾象類目次>、<

                                                 
3 見卷一百三十六「子部．類書類二」葉十六。《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北．台灣

商務印書館，1986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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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致鏡原坤輿類目次>、<格致鏡原身體類目次>、<格致鏡原冠服

類目次>、<格致鏡原宮室類目次>、<格致鏡原飲食類目次>、<

格致鏡原布帛類目次>、<格致鏡原舟車類目次>、<格致鏡原朝制

類目次>、<格致鏡原珍寶類目次>、<格致鏡原文具類目次>、<

格致鏡原武備類目次>、<格致鏡原禮器類目次>、<格致鏡原樂器

類目次>、<格致鏡原耕織器物類目次>、<格致鏡原日用器物類目

次>、<格致鏡原居處器物類目次>、<格致鏡原香奩器物類目次>、

<格致鏡原燕賞器物類目次>、<格致鏡原玩戲器物類目次>、<格

致鏡原穀類目次>、<格致鏡原蔬類目次>、<格致鏡原木類目次>、

<格致鏡原草類目次>、<格致鏡原花類目次>、<格致鏡原果類目

次>、<格致鏡原鳥類目次>、<格致鏡原獸類目次>、<格致鏡原水

族類目次>。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雙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1.5×17.0 公分。上魚尾下題「格致鏡原卷○○○類○」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格致鏡原卷○」，次行題「○○類○」，卷末

題「格致鏡原卷○終」。 

按：1.<格致鏡原凡例>云：「凡類書所以供翰墨備考訂也，是書則專

務考訂以助格致之學。每紀一物必究其原委，詳其名號，疏其

體類，考其制作以資實用，比事屬辭非所取也，故於古來詩賦

以及故事一概不錄，以別於他類書。」 

2.<格致鏡原凡例>又云：「丁亥戊子間(清康熙四十六年至四十七

年，1707~1708)，余乞養旋里，循陔多暇，偶纂是書，時書籍

多留京邸，家中插架甚少，就所涉獵以葺是書，後從吾壻崑山

徐叙九德秩家傳是樓借閱數百種，稍稱詳備而挂漏不免，擬續

有見聞以漸增補。旋被召入京，又出而撫粵，宦轍碌碌，鉛槧

未遑，遽付梓人，殊慚荒陋也。」 

3.卷一百缺葉一至二，卷九十六至一百昆蟲類缺目次。 

4.舊錄「清康熙間刊本」，惟無任何牌記可資佐證，<凡例>云：「丁

亥戊子間」，又云：「吾壻崑山徐叙九德秩家傳是樓借閱數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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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題成書及首刻於清康熙四十六年至四十七年

(1707~1708)，仍依舊錄。 

○和《五雜組》十六卷十六冊，明謝肇淛撰，日本寬文元年(1661，清順治

十八年)刊本，C14.12/(p)0433 

附：明李維楨<五雜組序>。 

藏印：「多田一角芙員」方型墨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無界欄，半葉九行，行十八字。板框 13.5

×19.4 公分。板心上方題「五雜組」，魚尾下題「卷○」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五雜俎卷之○」，次行題「陳留謝肇淛著」，

卷末題「五雜俎卷之○終」。卷十六末葉題「寬文改元辛丑(1661，

清順治十八年 )仲冬」。 

第二冊內葉鈐「來源：購 16 本」、「書價：日幣 1200」、「52 年 8

月 22 日」長型藍印。 

按：1.字句間見日文訓讀。 

2.《四庫全書總目》云：「明謝肇淛撰。肇淛字在杭，福建長樂人。

萬厯壬辰 (二十年，1592)進士，官至廣西右布政使，《明史．文苑

傳》附見<鄭善夫傳>。」 4 

《文選錦字錄》二十一卷十二冊，明凌迪知輯，明凌稚隆校，明萬曆五

年(1577)吳興凌氏桂芝館刊本，C14.12/(p)3415 

附：明萬曆丁丑(五年，1577)凌迪知<文選錦字錄序>、<文選錦字目錄

>。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八行，行十七字；小字雙行，行十七

字。板框 13.4×18.8 公分。板心上方題「文選錦字錄」(間見僅題

「文選錦字」)，魚尾下題「卷○」及葉碼，板心下方有寫刻工

姓名及字數。 

各卷首行題「文選錦字錄卷之○」，次行題「吳興凌迪知稺

輯」，三行題「弟稚隆以棟校」，卷末題「文選錦字錄卷之○終」。 

                                                 
4 見卷六十五「史部．史鈔類存目」葉十六「史觹十七卷」條。《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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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錄>後題「萬曆丁丑(五年，1577)春仲吳興凌氏桂芝館

梓行」。 

按：寫刻工姓名如下：吳郡王伯才刻(序之葉一)，甫、玄、彭、文、

植、才、劉、其，長洲顧檈寫(卷一之葉一)，徐軒刊、安、希，

吳門高洪寫(卷三、四之葉一)、甫、玄、沈、英、彭、言、加、

希，吳郡顧檈寫(卷六之葉一)、夏邦彥、夏、甫、英、彭、玄、

汝、植、文、其、加、顧植、劉安、言、劉、王伯才、才、中、

仇、修、慕、化、邦彥等人。 

《五車韻端》一百六十卷二十六冊，明凌稚隆編，明刊本，C14.2/(p)3427 

附：明謝肇淛<五車韻瑞序>、<五車韻瑞目錄>、<洪武正韻>。 

藏印：「馬塲藏書」長型硃印、「養壽院」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分上下兩欄。上欄為各韻字；下欄半葉十

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七字。板框 15.8×22.2 公分。

板心上方題「五車韻瑞卷之○」，魚尾下為各韻字及其次序，板

心下方有刻工名。 

各卷之首行題「五車韻瑞卷之○」，次行題「吳興後學凌稚

隆以棟父編輯」，卷末題「五車韻瑞卷之○終」。 

按：1.<五車韻瑞序>之葉一板心下方題「吳興沈■■」。刻工姓名如

下：陶、明、元、伯、中、守、公貞、貞公、仲元、信、貞、

江、劉、羅、云、彥、子、仁、仲、世、李、仲、天、公、卿、

張、放、汝、楊、夫、范、汪、何。 

2.卷四之葉三十二，卷九之葉十五至二十三，卷十三之葉二十二

至二十八，卷十四之葉一至十，卷十五之葉一至三十，卷十六

之葉一至二十七，卷十八之葉十八，卷二十四之葉一至二十，

卷二十五之葉一至二十二，卷二十六之葉一至二十，卷二十七

之葉一至十四，為後人抄補。 

3.書中間見日文句讀，或為收藏者所為。 

《萬姓統譜》一百四十卷附《帝王姓系》六卷《氏族博考》十四卷四十

冊，明凌迪知輯，吳京、凌述知、王穉登、崔冏、陳曼年、崔介、

閔一琴、章士雅、費日章、杜大中、陳大經、吳輔、杜大受、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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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俞允文等校，明毛氏汲古閣刊本，C14.4/(p)3438 

附：明萬曆己卯(七年，1579)凌迪知<歷代帝王姓系統譜敘>、<(歷代

帝王姓系統譜)凡例>、吳京<氏族慱攷敘>、明萬曆己卯(七年，

1579)王世貞<古今萬姓統譜敘>、明萬曆己卯(七年，1579)凌迪知

<敘>、<(古今萬姓統譜)凡例>、<古今萬姓統譜引用書目>、<萬

姓統譜目錄>。 

藏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長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

字。板框 14.0×20.5 公分。板心上方題「萬姓統譜」，魚尾下題「卷

○」及葉碼，板心下方間見刻工及字數。 

各卷首行題「古今萬姓統譜卷之○」，次行題「吳興凌迪知

稚哲編」，三行題「凌述知稚明校」(卷十一以降題「太原王穉登

百穀校」，卷二十一以降題「松陵崔冏仲璋校」，卷三十一以降

題「同郡陳曼年庚老校」，卷四十一以降題「松陵崔介仲圭校」，

卷五十一以降題「同郡閔一琴靜父校」，卷六十一以降題「吳門

章士雅循之校」，卷七十一以降題「同郡費日章道夫校」，卷八

十一以降題「吳郡杜大中子庸校」，卷九十一以降題「錢塘陳大

經君常校」，卷一百一以降題「同郡吳輔孟康校」，卷一百十一

以降題「吳門杜大受子可校」，卷一百一十八以降題「松陵崔建

中允治校」，卷一百二十五以降題「吳門俞允文仲蔚校」)，卷末

題「萬姓統譜卷之○終」。 

《歷代帝王姓系統譜》各卷之首行題「歷代帝王姓系統譜

卷之○」，次行題「吳興淩迪知稚哲輯」，三行題「同郡吳京朝

卿校」(卷六之次、三行依序題「皇明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工部

營繕清吏司員外郎臣凌迪知輯并校」)，卷末題「歷代帝王姓系

統譜卷之○終」。 

《氏族博攷》各卷之首行題「氏族博攷卷之○」，次行題「吳

興淩迪知稚哲纂」，三行題「同郡吳京朝卿校」，「氏族博攷卷之

○終」。 

扉葉右題「凌稚哲先生原本」，左題「汲古閣藏板」，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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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題「萬姓統譜」。 

按：1.刻工姓名有：何道甫刻、國用(<歷代帝王姓系統譜敘>)，勾吳

高洪寫何道甫、沈、顧植、徐、夏、甫、文、才、王伯才、邦、

玄、植、徐文、長洲顧檈寫王伯才、劉、陸 (《歷代帝王姓系統

譜》)，用、彭、晏、中、戴仕瀛刻、戴仕刻、希、趙、六、欽、

言、李、洪六、吉甫補、張、張李、子、昂、孫、士、貞、余、

羅 (《氏族博攷》)，彭天恩、長洲沈玄龍刻、錢國用、陳、王、

仕、黃、仁、趙應其、其、玉、皇、仕張、士張、應、元、直、

子、世、申、漢、朱、余、漢六、時中、南、陶、茂、信、之、

何成德刻、沈玄、洪、趙漢、傑、川、盧世清、世清、先、八

庚。 

2.吳京<氏族慱攷敘>云：「淩大夫穉哲甫早年解組，沉酣典藉，自

六經諸子，天文地志，稗官小說靡不咀嚼而鈎致之。已輯《姓

譜》一百有五十而梓行矣，復考方冊所載之說，彙為一編而折

衷之，題曰《氏族慱攷》，授余。」 

3.凌迪知<敘>云：「余讀<眉山蘇氏族譜引>感而輯《姓譜》。」 

4.卷七十葉十二之板心下方題「振鄴堂」三字。卷九十三葉十，

卷一百二十葉二十二，卷一百三十二葉八至九係後人抄補。 

《姓氏譜纂》七卷二冊，明李日華撰，明魯重民補訂，明錢蔚起較定，

明六有堂刊本 C14.4/(p)4046-1 

附：明沈兆昌<姓氏譜纂序>、明周星<百家姓新箋識>、<姓氏譜纂目

錄>。 

藏印：「六明天下一書生」圓型硃印、「汝楣縣之印」方型硃印、「咸

豐李昌遠印」方型硃印。 

板式：無魚尾，四邊單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

字。板框 14.1×21.0 公分。板心上方題「姓氏譜纂」，板心中間題

「卷○」及葉碼。 

卷一之首行「姓氏譜纂卷一」，次、三行間上題「嘉禾李日

華若實輯」，次行下題「錢■魯重民孔式補訂」，三行下題「古

■錢蔚起黼明較定」，四行題「百家新箋」，卷末題「姓氏譜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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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終」。 

扉葉右題「六有堂精訂」，左題「本衙藏板」，中間書名題

「姓氏譜纂」。 

按：周星<百家姓新箋識>云：「崇禎丁丑(十年，1637)夏，余寄跡白門，

臥痾初起，時永晝寡營，適■弟持《百家姓》一帙，索余摹楷。」 

《元和姓纂》十卷四冊，唐林寶撰，清孫星衍、洪瑩同校，清嘉慶七年

(1802)古歙洪瑩刊本，C14.4/(l)4430 

附：清孫星衍<校補元和姓纂輯本序>、唐林寶<元和姓纂原序>、唐元

和七年 (812)王涯<元和姓纂原序>、清洪瑩<校補元和姓纂輯本後

序>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雙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二行，行二十四字；小字

雙行，行二十四字。板框 14.2×17.5 公分。上魚尾下題「元和姓

纂卷○」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元和姓纂卷○」，次行上題「唐林寶撰」，

中題「陽湖孫星衍」，下題「歙洪瑩同校」，卷末題「元和姓纂

卷○」。 

扉葉右題「嘉慶七年 (1802)刊版」，左題「古歙洪氏校藏」，

中間書名篆字題「元和姓纂」。 

按：1.孫星衍<校補元和姓纂輯本序>云：「吾友尚書郎歙人洪瑩篤愛

此書，欲刊布傳遠，與予增校，條舉件繫，日得數十事，二旬

而畢。」 

2.洪瑩<校補元和姓纂輯本後序>云：「毘陵淵如夫子以所藏鈔本見

示，因校而刊之，蓋夫子以力學復古為己任，即以此志勉瑩也。

刊既成而述其略於簡末。」 

3.《四庫全書總目》云：「唐林寳撰。寳，濟南人，官朝議郞太常博

士，序稱元和壬辰嵗，葢憲宗七年也。寳，《唐書》無傳，其名

見於<藝文志>，諸家書目所載並同。」 5 

                                                 
5 見卷一百三十五「子部．類書類一」葉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北．台灣

商務印書館，1986 年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