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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櫃線裝書目 

館藏徐復觀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錄．經部春秋類  

陳惠美 ∗、謝鶯興 ∗∗ 

○徐春秋左傳詁二十卷八冊，清洪亮吉撰，四部備要本，民國二十五年上海

中華書局據南菁書院續經解本聚珍倣宋版本  A06.12/(q3)3404 

藏印：「復觀藏書」方型藍印、「徐印佛觀」方型硃印、「徐故教授復觀

贈書」藍色長戳。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三行，行二十六字；詁文

單行低一格二十五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五字。板框 10.8×14.9

公分。板心上方題「春秋左傳詁」，魚尾下為卷次及葉碼，板心

下方題「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印」。 

各卷首行上題「春秋左傳詁○」，下題「南菁書院」，次行題

「陽湖洪亮吉稚存著」，三行題「春秋經○」(卷九以後則題「傳」)，

卷末題「春秋左傳詁○」。 

扉葉書名題「春秋左傳詁」，牌記依序題「四部備要」、「經

部」、「上海中華書局據南菁書院續經解本校刊」、「桐鄉 陸費逵

總勘」、「杭縣 高時顯吳汝霖輯校」、「杭縣 丁輔之監造」、「版

權所有不許翻印」，第八冊封底鉛字題「全八冊 實價國幣二元

八角」、「中華民國二十五年八月四版」。 

按：1.是書未見任何序跋及目次。 

2.《清史稿‧洪亮吉傳》云：「洪亮吉，字稚存，江蘇陽湖人。少

孤貧，力學，孝事寡母。初佐安徽學政朱筠校文，繼入陝西巡撫

畢沅幕，為校刊古書。詞章考據，著於一時，尤精揅輿地。乾隆

五十五年 (1790)，成一甲第二名進士，授翰林院編修，年已四十

有五。長身火色，性豪邁，喜論當世事。未散館，分校順天鄉試。

督貴州學政，以古學教士，地僻無書籍，購經、史、《通典》、《文

選》置各府書院，黔士始治經史。為詩古文有法。任滿還京，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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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上書房，授皇曾孫奕純讀。嘉慶三年 (1798)，大考翰詹，試征

邪教疏，亮吉力陳內外弊政數千言，為時所忌。以弟喪陳情歸。」 

○徐公羊傳義疏七十六卷十六冊，清陳立撰，四部備要本，民國二十五年上

海中華書局據南菁書院續經解本聚珍倣宋版本   A06.2/(q3)7500 

藏印：「復觀藏書」方型藍印、「徐印佛觀」方型硃印、「徐故教授復觀

贈書」藍色長戳。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三行，行二十六字；注文

單行，(低一格)行二十五字；疏文小字雙行，(低一格)行二十五

字。板心上方題「公羊義疏」，魚尾下為卷次及葉碼，板心下方

題「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印」。 

各卷之首行上題「公羊義疏○」，下題「南菁書院」，次行題

「句容陳立章人著」，三行題「○(公)○年○月」，卷末題「公羊

義疏○」。 

扉葉書名題「公羊義疏」，牌記依序題「四部備要」、「經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南菁書院續經解本校刊」、「桐鄉 陸費逵總

勘」、「杭縣 高時顯吳汝霖輯校」、「杭縣 丁輔之監造」、「版權

所有不許翻印」，第十六冊封底鉛字題「全十六冊 實價國幣六

元」、「中華民國二十五年八月四版」。 

按：1.是書未見任何序跋及目次，書中間見硃筆句讀。卷七十六為漢何

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 

2.《清史稿‧儒林傳‧陳立傳》云：「陳立，字卓人，句容人。道

光二十一年 (1841)進士，二十四年，補應殿試。選翰林院庶吉士。

散館改刑部主事，升郎中，授雲南曲靖府知府。請訓時，文宗

有「為人清慎」之褒，時以道梗不克之任。少客揚州，師江都

梅植之，受《詩》、《古文辭》；師江都淩曙、儀徵劉文淇，

受《公羊春秋》、《許氏說文》、《鄭氏禮》，而於《公羊》

致力尤深。 

○徐春秋繁露十七卷二冊，漢董仲舒撰，四部備要本，民國間上海中華書局

據抱經堂本聚珍倣宋版本      A06.22/(a3)44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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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宋慶曆七年 (1047)樓郁<舊序>、<春秋繁露參校本及新校人名氏>、

<董子春秋繁露目錄>、清乾隆三十八年 (1773)<四庫全書提要>、

清乾隆五十年 (1785)盧文弨<書目錄後>、<舊跋>(收「新安程大昌

泰之書秘書省繁露書後」、「四明樓大防跋」、「胡仲方跋」)。 

藏印：「復觀藏書」方型藍印、「徐印佛觀」方型硃印、「徐故教授復觀

贈書」藍色長戳。 

板式：細黑口，雙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三行，行十九字。板框 10.8

×14.6 公分。板心上方題「春秋繁露」，上魚尾下題「卷○」，下

魚尾上題葉碼，板心下心題「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印」。 

卷一之首行題「董子春秋繁露卷第○」，次行題「漢太中大

夫膠西相董仲舒撰」，三行題篇名次第(卷二以下次行為篇名次

第)，卷末題「董子春秋繁露卷第○」。 

扉葉書名題「春秋繁露」，牌記依序題「四部備要」、「經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抱經堂本校刊」、「桐鄉 陸費逵總勘」、「杭縣 

高時顯吳汝霖輯校」、「杭縣 丁輔之監造」、「版權所有不許翻印」。 

按：1.間見硃筆句讀，書眉間見硃筆、藍筆批語。 

2.<提要>云：「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不同，至樓鑰所校乃為定

本。鑰本原闕三篇，明人重刻又闕⋯⋯，蓋海內藏書之家不見完

本三四百年於茲矣，今以《永樂大典》所存樓鑰本詳校其異於它

本者，凡補一千一百餘字，刪一百十餘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餘

字。」 

○徐不見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不分卷附載二篇附總目索引二冊，民國

陳槃撰，陳沅淵、江漢同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

十九，民國五十九年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鉛印本 

          A06.4/7527(B18.2/r7527-02) 

附：<總目>、民國五十九年 (1970)陳槃<敘論 (增訂)>、<引用書目>、<

總目索引>、<附載>(收<增訂專刊本春秋大事表列國爵姓及存滅

表譔異追記>、<增訂專刊本春秋表列國爵姓及存滅表譔異勘誤再

補>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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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印：「復觀藏書」方型藍印、「徐故教授復觀贈書」藍色長戳。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四邊單欄，無界欄。半葉十四行，行 (低兩格)

三十三字；小字雙行，行 (低兩格)四十四字。板框 13.1×17.6 公分。

板心上方題「不見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魚尾下題「冊

○」、國名及葉碼，板心下方題「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 

各冊首行上題「不見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下題「陳

槃」，次行題「冊○」，三行為次序及各國名。第二冊末題「不

見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冊終」「陳沅淵、江漢同校字」。 

扉葉右題「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九」，左

題「陳槃」，中間書名題「不見於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

後半葉題「本書譔寫期間，承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補助工

作所需。印製費用，承國家科學委員會予以資助。謹志感謝于

此。」內葉藍筆題「復觀吾兄雅政」。 

版權頁上題「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九」、

「不見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全二冊」、「版權所有，

不許翻印」；由右至左依次題「中華民國五十九年十二月出版」、

「每部定價新臺幣壹佰陸拾圓」、「譔述者  陳槃」、「發行者  中

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  臺北市南港區」、「印刷者  精華印

書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長沙街二段七一號」。 

按：<敘論>云：「本編初草，名曰《春秋大事表列國爵姓及存滅表未收

諸國表》；繼又更名《春秋微國考》；最後則定易今名。因附記。」 

○徐春秋胡氏傳三十卷附錄一卷存卷十五至三十及附錄一冊，宋胡安國撰，

民國王培德、張立民、王準、王紫東同校，民國三十一年復性書院

據常熟瞿氏藏宋刊本交文化印書館鉛印本    A06.42/(n)4736 

附：<附錄>(收《宋史‧儒林傳‧胡安國傳》)、<重印春秋胡氏傳刊誤

表>、復性書院刻書處<附記>。 

藏印：「復觀藏書」方型藍印、「徐印佛觀」方型硃印、「徐故教授復觀

贈書」藍色長戳。 

板式：無魚尾，四邊單欄，無界欄。半葉十五行，行三十一字。板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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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5.6 公分。板心上方題「群經統類」，板心下方題「復性書

院校刊」，板心中間題「春秋胡氏傳卷○」。 

各卷之首行題「春秋傳卷第○」，次行題「宋 胡安國撰」，

卷三十末題「中華民國三十一年五月復性書院據常熟瞿氏藏宋

刊本交文化印書館代印三十二年五月印成  王培德、張立民、

王準、王紫東同校。」 

按：1.是書闕卷一至十五，故未見序跋、目次。 

2.《宋史‧儒林傳‧胡安國傳》云：「胡安國，字康侯，建寧崇安

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潁川靳裁之為師。裁之與論經

史大義深奇重之。三試於禮部，中紹聖四年 (1097)進士第。」 

○徐春秋管窺十二卷六冊，清徐廷垣撰，四庫善本叢書初編本，民國間四庫

善本叢書館借中央圖書館景印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本景印本 

             A06.42/(q1)2814 

附：清乾隆四十五年 (1780)紀昀等<提要>、清徐廷垣<春秋管窺原序>。 

藏印：「復觀藏書」方型藍印、「徐故教授復觀贈書」藍色長戳。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9.4×13.5 公

分。板心上方題「欽定四庫全書」，魚尾下題「春秋管窺」及葉

碼。 

各卷之首行題「欽定四庫全書」，次行題「春秋管窺卷○」，

三行題「新昌縣縣丞徐廷垣撰」，四行題「○公」，五行題「○

年」，卷末題「春秋管窺卷○」。 

扉葉左題「四庫善本叢書初編經部」，書名題「春秋管窺」，

牌記題「四庫善本叢書館借中央圖書館景印故宮博物院所藏文

淵閣本景印」。 

各冊內葉題「詳校官監察御史臣劉湄」、「給事中臣溫常綬

覆勘」，封底內頁題「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校對官編修臣戴

聯奎(第二、三冊題『金榜』，第四、五冊題『王坦修』)」、「謄

錄監生臣汪光緒(第二、三冊題『夏毓圻』，第四、五冊題『王岑』，

第六冊題『楊律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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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間見硃筆句讀。 

2.<提要>云：「(徐)廷垣，秀水人，官新昌縣縣丞。朱彝尊《經義考》

不載其名，疑其書晚成，彝尊未及見也。」 

○徐穀梁補注二十四卷卷首一卷八冊，清鍾文丞補注，四部備要本，民國間

上海中華書局據南菁書院續經解本聚珍倣宋版本 A06.42/(q3)8201 

附：<春秋穀梁經傳補注目錄>、清咸豐九年 (1859)鍾文烝<序>、清同治

七年 (1868)鍾文烝<再記>、<論經>、<論傳>、<略例>、<范氏元序

>。 

藏印：「復觀藏書」方型藍印、「徐印佛觀」方型硃印、「徐故教授復觀

贈書」藍色長戳。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三行，行二十六字；小字

雙行，行二十六字。板框 10.8×15.0 公分。板心上方題「穀梁補

注」，魚尾下為卷次及葉碼，板心下方題「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

印」。 

各卷之首行上題「穀梁補注○」，下題「南菁書院」，次行

題「嘉善鍾文烝朝美著」，三行題「春秋○公經傳第○補注第

○」，卷末題「穀梁補注○」。 

扉葉題「穀梁補注」，牌記依序題「四部備要」、「經部」、「上

海中華書局據南菁書院續經解本校刊」、「桐鄉 陸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吳汝霖輯校」、「杭縣 丁輔之監造」、「版權所有

不許翻印」。 

按：《清史稿‧儒林傳‧鍾文烝傳》：「鍾文烝，字子勤，嘉善人。道光

二十六年 (1846)舉人，候選知縣。於學無所不通，而其全力尤在

《春秋》。因沉潛反覆三十餘年，成《穀梁經傳補注》二十四卷。

其書網羅眾家，折衷一是。其未經人道者，自比於梅鷟之辨偽書、

陳第之談古韻，略引其緒，以待後賢。文烝兼究宋、元諸儒書，

書中若釋禘祫、祖禰諡法以及心志不通、仁不勝道、以道受命等，

皆能提要挈綱，實事求是。又著《論語序詳正》一卷。卒，年六

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