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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櫃線裝書目 

館藏戴君仁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錄．叢書部暨方志部 

陳惠美 ∗、謝鶯興 ∗∗ 

叢書部．類叢類 

○戴顧氏音學五書三十八卷十六冊  清顧炎武撰  清光緒十六年(1890)思

賢講舍刊本   E01.1(10)/(q1)3191-01 

附：明崇禎癸未(十六年，1643)曹學佺<顧氏音學五書敘>、清顧炎武<

音學五書敘>、<音學五書目錄>、<答李子德書>、清顧炎武<後序

>、清顧炎武<音學五書後敘>。 

藏印：「鄞縣戴君仁靜山鑑藏」、「戴顧志鵷捐贈」長型硃印，「梅園書

存」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

行，行 二 十一 字；小 字 雙 行 ，

行二十一字。板框 13.2×20.5

公分。板心上方題各書書名

(如「音論」)，魚尾下題卷次

及葉碼。 

卷之首行上題各書之

書名及卷次(如「音論卷

上」)，下 題「 音 學 五書○ 」，

卷末上題各書之書名卷次及

「終」，下題「思賢講舍重

刊」。 

扉葉題「顧氏音學五

書」，牌記題「光緒十有六年

(1890)思賢講舍開雕」。 

按：1.含：音論三卷、詩本音十卷、易音三卷、唐韻正二十卷、古音表

二卷。 

                                                 
∗ 僑光科技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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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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江氏音學十書十二卷八冊  清江有誥撰  民國間據清嘉慶十九年至道

光十一年間刊本石印  E01.1(10)/(q3)1140 

附：清嘉慶壬申(十七年，1812)段玉裁<序>、<寄段茂堂先生原書>、<

王石臞先生來書>、<復王石臞先生書>、<古韵廿一部總目>、<

凡例>、<古韵總論>、<江氏音學十書總目>、<詩經韵讀目錄>、<

刻群經楚辭先秦韵讀凡例>、<群經韵讀目錄>、<楚辭韵讀目錄>、

<楚辭韵讀古音釋>、<先秦韵讀目錄>、<先秦韵讀古音總釋>、<

再寄王石臞先生書>、<石臞先生復書>、<祁門縣學錢老師來書>、

<王伯申先生來書>、<入聲表凡例>、清咸豐二年(1852)葛其仁<

江晉三先生傳>。 

藏印：「鄞縣戴君仁靜山鑑藏」、「戴顧志鵷捐贈」長型硃印，「梅園書

存」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二

十一字(惟「詩經韵讀」為行二十字)。板框 12.2×16.6 公分。板心

上方題各書之書名(如「詩經韵讀」)，魚尾下為卷數、各篇之篇

名(如「卷一國風」)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各書之書名及次第(如「詩經韵讀卷一」)；<詩

經韵讀目錄>之首行上題「詩經韵讀目錄」，下題「音學十書之

一」，次行題「歙  江有誥晉三學」；<群經韵讀目錄>之首行上

題「群經韵讀目錄」，下題「音學十書之二」，次行題「歙  江

有誥晉三學」；<楚辭韵讀目錄>之首行上題「楚辭韵讀目錄」，

下題「音學十書之三」，次行題「歙  江有誥晉三學」；<先秦韵

讀目錄>之首行上題「先秦韵讀目錄」，下題「音學十書之四」，

次行題「歙  江有誥晉三學」。 

《詩經　讀》之扉葉上題「嘉慶甲戌(十九年，1814)春鐫」，

右題「歙邑江有誥學」，中間書名題「詩經　讀」。 

《群經韵讀》之扉葉右題「歙江有誥晉三學」，左題「嘉慶

丁丑(二十二年，1817)開雕」，中間書名題「群經韵讀」。 

《楚辭韵讀》之扉葉右題「歙江有誥晉三學」，左題「嘉慶

己卯(二十四年，1819)開雕」，中間書名題「楚辭韵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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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韵讀》之扉葉右題「歙江有誥晉三學」，左題「嘉慶

庚辰(二十五年，1820)開雕」，中間書名題「先秦韵讀」。 

《唐韵四聲正》之扉葉右題「歙江有誥晉三學」，左題「道

光丁亥(七年，1827)開雕」，中間書名題「唐韵四聲正」。 

《諧聲表》之扉葉右題「歙江有誥晉三學」，左題「道光辛

卯(十一年，1831)開雕」，中間書名題「諧聲表」。 

《入聲表》之扉葉右題「歙江有誥晉三學」，左題「道光辛

卯(十一年，1831)開雕」，中間書名題「入聲表」。 

《等韵叢說》之扉葉右題「歙江有誥晉三學」，左題「道光

辛卯(十一年，1831)開雕」，中間書名題「等韵叢說」。 

按：1.收錄詩經韵讀四卷，群經韵讀一卷，楚辭韵讀一卷附宋賦，先秦

韵讀一卷，唐韵四聲正一卷，諧聲表(卷首題「廿一部諧聲表」)

一卷，入聲表一卷，等韵叢說一卷。 

2.<江氏音學十書總目>之前半葉書眉墨筆題：江氏小學各書總

目：詩經韵讀，群經韵讀，楚辭韻讀附宋賦，先秦韻讀，漢魏

韻讀未刻，唐韻再正未刻，唐韻四聲正，唐韻更定部分未刻，

廿一部韻譜附通韻譜合韻譜未刻，諧聲表，入聲表附等韻叢說，

說文六書錄以下俱未刻，說文分韻譜，說文質疑，說文更定部

分，說文繫傳訂譌，經典正字，隸書糾謬，此別本目錄如此，

咸豐重刊本亦同。後半葉書眉墨筆題：江氏音學十書：詩經韻

讀，群經韻讀附國語大戴，楚辭韻讀附宋賦，子史韻讀，漢韻

讀，廿一部韻譜附通韻譜合韻譜，唐韻再正，古音總論，諧聲

表，入聲表，附目五種與此本同。此許印林與張芸心書述之印

林所見本僅刊成詩經韻讀、古音總論二種，當為最早之目。此

本目先秦魏韻讀、四聲韻譜、唐韻四聲正諸字皆係剜改，知此

為第二次目，別本廢音學十書之名而改為小學各書目，則為第

三次重定矣。 

3.書眉間見墨、藍、硃三色註語。 

4.<江晉三先生傳>末署「國維」，書中亦見「王國維」方型墨印，

<傳>末題：「丁巳八月得此書於滬肆」，丁巳為民國 6 年，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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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當在民國 6 年之後據王國維藏書石印者。 

○戴快閣師石山房叢書七種七十八卷存七略別錄佚文一卷、七略佚文一卷、

漢書蓺文志條理八卷、隋書經籍志攷證卷五至卷八四冊  清姚振

宗撰  民國二十年浙江省立圖書書館  E01.2(16)/(q3)4253 

附：<漢書蓺文志條理目錄>。 

藏印：「戴顧志鵷捐贈」、「鄞縣戴君仁靜山鑑藏」長型硃印、「心遠圖

書館」橢圓藍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十七行，行三十六字；小字雙行，行

四十二字。板框 14.0×18.2 公分。魚尾下題書名(如「別錄叙」、「別

錄佚文」)及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書名(如「七略別錄佚文叙」)，次行下題「山陰

姚振宗錄」(「七略別錄」之次、三行則題「漢輦郎諫大夫徵待

詔論石渠郎中給事黃門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宗正中郎領護三輔都

水光祿大夫中壘校尉領校中五經祕書劉向子政譔」，「七略」則題

「漢待詔黃門郎領校秘書中壘校尉侍中大中大夫騎都尉奉車光

祿大夫領五經劉秀穎叔本名歆字子駿譔」)，卷題「○○○終」(如

「別錄佚文終」、「諸子略佚文終」)。 

「隋書經籍志攷證」卷八之卷末黏貼一紙題「本叢書以前諸

冊僅校一次舛訛頗多故每冊皆附有勘誤表自隋志攷證卷五以後

皆細加校對務期與館藏鈔本無殊間或鈔本有誤亦為訂正然後付

印故本冊以後不再附勘誤表請讀者勿誤為未經校正者惟校書如

掃落葉注意容有未周如荷海內學者指示當于次冊揭載更正」。 

並黏貼一紙由上至下依序題：「山陰姚振宗著」、「隋書經籍志

攷證」、「快閣師石山房叢書之一」、「第二冊實價大洋一元五角」、

「浙江省立圖書館出版」、「杭州新民路」、「本館附設印行所售書

處發售」。 

按：1.收：七略別錄佚文一卷、七略佚文一卷、漢書蓺文志條理八卷、

漢書蓺文志拾補八卷、隋書經籍志攷證五十二卷、後漢蓺文志

四卷、三國蓺文志四卷。實存七略別錄佚文一卷、七略佚文一

卷、漢書蓺文志條理八卷及隋書經籍志攷證之卷五至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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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附<七略別錄佚文勘誤表>、<漢書蓺文志條理勘誤表>、 

叢書部．專著類 

○戴崔東壁遺書十九種二十冊  清崔述撰  清陳履和校刊  民國十三年海

寧陳氏古書流通處石印本  E05.4/2233 

附：清道光二年(1822)汪廷珍<崔東璧遺書序>、清道光六年(1826)蕭元

桂<序>、清道光六年(1826)楊道生<楊序>、清嘉慶二十二年(1817)

陳履和<序>、清崔述<考信錄自序>、清嘉慶二十三年(1818)陳履

和<勅授文林郎福建羅源縣知縣崔東壁先生行略>、清道光二年

(1822)陳履和<識>、清道光二年(1822)陳履和<校刊考信錄例言九

則>、<崔東壁遺書總目>(總目末葉有「古書流通處印」方型墨

印)、<考信錄提要目>、<補上古考信錄目>、清嘉慶二十二年(1818)

王崧<三代考信錄序>、<唐虞考信錄目>、<夏考信錄自序>、<夏

考信錄目>、<商考信錄自序>、<商考信錄目>、<豐鎬考信錄自

序>、<豐鎬考信錄目>、清嘉慶戊寅(二十三年，1818)王崧<重刻

洙泗考信錄序>、<洙泗考信錄目錄>、<豐鎬考信別錄目錄>、<

洙泗考信餘錄目錄>、<考古續說目錄>、<孟子事實錄目>、<考

信附錄目錄>、崔述<書考信錄後>、<讀風偶識目錄>、<欽定四

庫全書總目提要論尚書三則>(收<尚書正義>、<古文尚書疏證>、

<古文尚書冤詞>)、<古文尚書辨偽目錄>、清陳履和<尚書辨偽跋

>、清嘉慶丁卯(十二年，1807)崔述<五服異同彙考小引>、<五服

異同彙考凡例>、<五服異同彙考目錄

>、<無聞集目錄>。 

藏印：「戴顧志鵷捐贈」、「鄞縣戴君仁靜山

鑑藏」長型硃印，「梅園書存」方型

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二行，

行二十三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三

字。板框 10.7×16.0 公分。板心上方題

各書名(如「考信錄提要」)，魚尾下

題「卷○」及葉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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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卷首行上題各書名卷次(如「考信錄提要卷上」)，次行上

題「大名崔述東壁著」(或「大名崔述東壁補考」、「大名崔述東

壁謹考」、「大名崔述東壁稿」)，下題「石屏門人陳履和校刊」(或

題「受業門人石屏陳履和校刊」)，卷末題「卷○終」(或「提要

終」、「○卷終」、「唐虞考信錄卷○終」) 

封面書籤與扉葉皆題「崔東壁遺書」，扉葉後半由右至左依

序題：「全書二十冊
中 棉

有 光 楮價洋
十 二 元

七   元 」、「東陽刻逡百年嵗次甲子春

月海甯陳氏翻印乃乹署首」、「古書流通處景印」(叢書中各書的

扉葉後半均題「古書流通處景印」)。 

「洙泗考信餘錄」卷一暨卷二之卷末題「道光四年東陽署

中刻」。 

「考信附錄」卷二之卷末題「受業門人邊印金謹稟
未 定

稿 」。 

「三代正朔通考」、「經傳禘祀通考」、「三代經界通考」卷

之板心題「王政三大典考」，魚尾下分別題「正朔」、「禘祀」、「經

界」，且「三代正朔通考」之卷末題「道光四年東陽署中刻」。 

「讀風偶識」卷一、卷二之卷末題「道光四年東陽署中刻」。 

「古文尚書辨偽」卷一、卷二之卷末題「道光四年東陽署

中刻」。 

「五服異同彙考」卷一之卷末題「道光四年東陽署中刻」。 

「無聞集目錄」之次行題「大名府故魏墟禮賢臺下村學究

崔述東壁著」。卷一、卷三之卷末題「道光四年東陽署中刻」。 

按：1.汪廷珍<崔東璧遺書序>云：「道光壬午(二年，1822)，顧南雅學

士以滇南陳大令履和所刊大名『崔東璧先生三代考信錄』示僕，

僕受而讀之，不覺躍以起，忭而舞……大令求序，爰書此以遺

之，時季秋月朔」，故撰序時代據此訂為道光二年。 

2.陳履和<序>云：「丙子(嘉慶二十一年，1816)夏省吾師於彰德，未

至而先生卒……是冬出宰山西太谷縣，越三月謀授梓，時丁丑

(嘉慶二十二年，1817)仲春也。」故撰序時間據此訂為嘉慶二十

二年。 

3.收<考信錄提要>二卷、<補上古考信錄>二卷、<唐虞考信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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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夏考信錄>二卷、<商考信錄>二卷、<豐鎬考信錄>八卷、

<洙泗考信錄>四卷、<豐鎬考信別錄>三卷、<洙泗考信餘錄>三

卷、<孟子事實錄>二卷、<考古續說>二卷、<考信附錄>二卷、

<王政三大典考>三卷、<讀風偶識>四卷、<古文尚書辨偽>二

卷、<論語餘說>一卷、<易卦圖說>一卷、<五服異同彙考>三卷、

<無聞集>四卷、<附遺經樓文稿>。 

4.扉葉之後半葉題「東陽刻逡百年嵗次甲子春月海甯陳氏翻印乃乹

署首」，所謂東陽刻逡當指「道光四年(1824)東陽署中刻」，則百

年後之甲子則為民國十三年(1924)，故據以訂為「民國十三年海

甯陳氏古書流通處石印本」。 

方志部 

○戴乾隆浙江通志考異殘稿四卷二冊  清王國維撰  羅繼祖校  海寧王忠

愨公遺書  民國十六年海寧王氏排印石印本  F08/(r)1062 

藏印：「戴顧志鵷捐贈」、「鄞縣戴君仁靜山鑑藏」長型硃印。 

板式：粗黑口，單魚尾，四邊單

欄。半葉十六行，行二十

四字；小字雙行，行四十

八字。板框 10.4×14.2 公

分。魚尾下題「志○」及

葉碼。 

各卷首、次二行跨行上

題「乾隆浙江通志考異殘

稿」，首行中題「卷○」，首、

次二行跨行下題「王忠慤公

遺書外編」，三行下題「海

甯 王國維」，卷末題「志○」

及「後學上虞羅繼祖校」。 

扉葉左題「海甯王氏校

印」，書名大字題「乾隆浙

江通志考異殘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