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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櫃線裝書目 

館藏張學良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錄．史部正史類暨編年類 

陳惠美 ∗、謝鶯興 ∗∗ 

史部．正史類 

○張史記一百三十卷考證一百三十卷附司馬貞補史記一卷三十冊，漢司馬遷

撰，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四部備要袖珍

古書讀本，民國二十四年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    

     CH B01(1)/(a)1773-05(E02.6/5245-01) 

附：清乾隆十二年 (1747)<御製重刻二十一史序>(末題「日講官起居注

翰林院侍讀學士臣陳邦彥奉勅敬書」)、劉宋裴駰<史記集解序>、

唐司馬貞<史記索隱序>、唐司馬貞<史記索隱後序>、唐開元二十

四年(736)張守節<史記正義序>、<史記序考證>、清乾隆十一年

(1746)弘晝等<校刻二十一史告竣表>(末題「原任詹事臣陳浩侍讀

臣齊召南編修臣孫人龍原任編修臣杭世駿奉勅恭校刊」)、<校刻

二十一史諸臣職名>、<史記目錄>、<史記目錄考證>、唐司馬貞<

補史記序>、唐張守節<史記正義論例諡法解列國分野>、清張照<

考證跋語>。 

藏印：無。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三行，行二十字；小字雙

行，行二十字。板框 8.5×12.0 公分。板心上方題「史記」，魚尾下

題「卷○」及葉碼，板心下方題「中華局聚珍倣宋版印」。 

各卷首行上題「史記卷○」(「考證」則僅首行題「史記卷

○考證」)，次行題「漢太史令司馬遷撰」、三行題「宋中郎外兵

曹參軍裴駰集解」、四行題「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索

隱」、五行題「唐諸王侍讀率府長史張守節正義」，六行為篇名及

次第，卷末題「史記卷○」。 

封面書籤題「袖珍古書讀本」、「史記」、「冊○」。扉葉後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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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牌記由右至左依序題：「四部備要」、「史部」、「上海中華書局

據武英殿本校刊」、「桐鄉陸費逵總勘」、「杭縣
高 時 顯

吳 汝 霖 輯校」、「杭縣

丁輔之監造」。 

○張前漢書一百卷三十二冊，漢班固撰，明崇禎五年(1625)陳仁錫評校(配

補本--卷廿一律歷志配汲古閣本，卷廿二為抄補本)本  

        B01(2)/(a3)1160-3 

附：明崇禎壬申 (五年，1632)陳仁錫撰<前漢書序>，唐貞觀十五年 (641)

顏師古撰<前漢書序>、明夏璋撰<凡例>、<漢書字例>(分古字、

同讀字、即字三類 )、<前漢書目錄>。  

藏印：「毅厂珍藏」。  

板式：左右雙欄，單魚尾。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夾注，行

二十字。板框 21.4×14.6 公分。板心上方刻書名卷數「前漢書卷○

○」。魚尾下刻篇名「○○紀(表、書、傳)」及葉碼。書內有眉批

及句讀，間見殊筆眉批及句讀。 

每卷首行題「前漢書卷之○」(卷一、十三、卅一等三卷，

則首題「前漢書卷之○」，次題「漢蘭臺令史班固撰」，次題「明

史官長洲陳仁錫評」，次題篇名及篇次)，次題篇名及篇次。卷末

題「前漢書卷之○終」。 

按：卷廿一<律歷志>第一上下，為汲古閣本，卷首首行題「律歷志第

一上」，下題「漢書二十一」。次行題「正議大夫行秘書少監琅邪

縣開國子顏師古注」。<律歷志第一上>在「律歷志第一上」與「漢

書二十一」間，有夾注雙行：「師古曰志記也，積記其也。春秋

左氏傳曰前志有之」。左右雙欄，單魚尾，白口。半葉十二行，

行二十五字。小字雙行夾注，行三十七字。板框 21.5×14.2 公分。

卷之首末二葉魚尾下題「汲古閣毛氏正本前漢二十一(下)」及葉

碼，但卷二十一上之末葉之「毛氏正本」則作「氏四正本」，其

餘各葉僅題「前漢二十一上(下)」。卷廿二<禮樂志>第二，為抄本。

無界欄，半葉十二行，行二十三字。小字雙行夾注，行廿三至三

十字不等。卷首之首行題「禮樂志第二」、「漢書二十二」，次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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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唐顏師古注」。卷中<華燁曅十五>之「燁」字缺末筆。 

○張後漢書一百二十卷三十冊，南朝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李賢註，明陳仁

錫評，明錢汝追訂，明天啟六年(1626)陳仁錫<序>本  

        B01(3)/(d)4464-02 

附：明傅冠<序>(缺前二葉 )、明天啟丙寅 (六年，1626)陳仁錫<後書序>，

北宋景祐元年 (1034)余靖<後漢書序>、南朝梁劉昭<後漢書注補志

序>、南朝宋范曄<范詹事自敘略>、<劉昭傳>、<唐章懷太子傳>、

<後漢書凡例>、<後漢書目錄>。  

藏印：「洪重慶印」方型硃印、「毅厂珍藏」長型硃印。  

板式：花口，四邊單欄，沒有魚尾。半葉九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字。板框 15.0×21.6 公分。板心上方題「後漢書」，中題各

篇之篇名，下方題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後漢書卷之○」，次行題各篇之篇名，卷末

題「後漢書卷之○終」。 

<後漢書目錄．帝后紀>及<列傳>首葉之次行題「宋順陽范曄

撰」，三行題「唐章懷太子李賢註」，四行題「明長洲陳仁錫評」，

五行題「桐鄉錢汝追訂」。 

<後漢書目錄．志>首葉之次行題「宋高唐劉昭撰」，三行題

「唐章懷太子李賢註」，四行題「明長洲陳仁錫評」，五行題「桐

鄉錢汝追訂」。 

按：1.是書頗見闕葉或損穀，如：傅冠<序>缺第一、二葉；宋余靖<序

>第一葉之第一至四行下破損，共闕 13 字；卷一百二十第七、八

兩葉下半各行皆闕三至八字，補第十七葉有墨筆抄四行，共七十

二字；<序>(緊接余靖序第一、二葉)第三葉「煙滅焉識者恨」及

第四葉「後漢書注補志序」等兩葉，上下兩半的字句無法銜接，

應是利用破版拼湊而成，甚至是根據原有破損的書重刻，而刻者

不察上下文字不銜之問題，所造成的結果。 

2.書眉間見刻有評語，惟大都模糊難辨。 

3.舊錄「明天啟六年陳仁錫評校本」，惟未見任何牌記足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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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書中對於「玄」、「弘」等字未避諱，亦有天啟六年陳仁錫<序>，

故改題為「明天啟六年陳仁錫<序>本」。 

○張明史三百三十二卷目錄四卷一百一十二冊，清張廷玉等奉敕撰，乾隆間

官刊本         CH B01/(q2)1111 

附：清乾隆四年 (1739)張廷玉等<進書表>、<開列在事諸臣職名>、<明

史目錄卷一>、<明史目錄卷二>、<明史目錄卷三>、<明史目錄卷

四>。 

藏印：「毅厂珍藏」長型硃印，「殷毅六十後作品」、「樵南沈氏雙駿館

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白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5.2×

23 公分。魚尾下題「明史卷○」、「本紀」(或「世家」)及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明史卷○」，下題「本紀第○」(或「世家第

○」)，次行題「總裁官總理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

殿大學士兼管吏部戶部尚書事加六級張廷玉等奉敕修」，四行為

篇名，卷末題「明史卷○終」。 

封面內葉墨筆題「毅庵」、「王卓然寄贈」、「紅筆圈奌，不知

何人所為」、「藍筆圈注，余也，毅注」。 

按：1.卷十六<英宗>之葉九、卷二十<神宗一>之葉十二、卷一百九十<

楊廷和傳>之葉七、卷二百一<陶琰傳>之葉十二、卷二百十五<

王治傳>之葉十七、卷二百三十<顧憲成傳>之葉四、卷二百三十

三<姜應麟傳>之葉八、卷二百四十五<周起元傳>之葉十七等為

抄補。 

2.書眉間見墨筆註語。 

3.第十七冊封底內頁(卷四十九末)、第十八冊封面內頁(卷五十首)、

第十九冊封面內頁(卷五十四首)、第二十冊封面內頁(卷五十七

首)、第二十一冊封底內頁(卷六十二末)、第二十七冊封面內頁

(卷七十七首)、第二十七冊封底內頁(卷七十九末)、第二十八冊

封面內頁(卷八十首)、第二十九冊封面內頁(卷八十二首)、第三

十冊封面內頁(卷八十四首)、第三十一冊封面內頁(卷八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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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第三十四冊封底內頁(卷九十五末)、第三十五冊封面內頁

(卷九十六首)、第三十五冊封底內頁(卷九十七末)、第三十七冊

封底內頁(卷一百一末)、第三十八冊封底內頁(卷一百三末)、第

三十九冊封底內頁(卷一百五末)、第四十冊封面內頁(卷一百六

首)、第四十一冊封面內頁(卷一百九首)、第四十一冊封底內頁

(卷一百十末)、第四十二冊封底內頁(卷一百十二末)、第四十六

冊封底內頁(卷一百二十二末)、第四十七冊封底內頁(卷一百二

十六末)、第六十六冊封底內頁(卷二百一末)、第七十六冊封面

內頁(卷二百二十七首)、第七十七冊封面內頁(卷二百三十首)、

第七十七冊封底內頁(卷二百三十四末)、第八十三冊封底內頁

(卷二百五十二末)、第八十四冊封面內頁(卷二百五十三首)、第

八十四冊封底內頁(卷二百五十五末)、第一百七冊封底內頁(卷

三百十九末)、第一百八冊封底內頁(卷三百二十一末)、第一百

九冊封面內頁(卷三百二十二首)、第一百十冊封底內頁(卷三百

二十六末)、第一百十一冊封面內頁(卷三百二十七首)等鈐「吳

正裕號」長型硃印。 

4.第六十三冊封底內頁(卷一百九十二末)、第六十四冊封底內頁(卷

一百九十五末)、第六十五冊封底內頁(卷一百九十八末)、第七

十八冊封底內頁(卷二百三十七末)、第七十九冊封底內頁(卷二

百四十末)、第八十冊封底內頁(卷二百四十三末)、第八十二冊

封面內頁(卷二百四十七首)、第八十二冊封底內頁(卷二百四十

九末)等鈐「惠亨和記」長型硃印。 

5.第九十九冊封面內頁黏貼張條墨筆題：「此書圈點錯誤百出□□

可厭不知何人所為讀者須自留意弗為所惑壬午□□毅記」。 

6.卷二百九十九葉二十一<張正常傳>錯裝在葉二十四之後。卷三百

五之葉三十三錯裝在葉三十四之後。 

7.卷三百二十三之葉七上半葉每行約有五至七字空白，同卷之葉十

二末每行有二字空白。卷三百三十之葉二八下半葉每行有八至

九字之空白。卷三百三十一之葉二十五下半葉每行有五至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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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空白。 

史部．編年類 

○張明通鑑目錄二十卷八冊，清夏燮編，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湖北官書處

重刊本         CH B02/(q1)1099-1 

附：無。 

藏印：「張學良」方型硃印、「毅厂珍藏」長型硃印。  

板式：粗黑口，單魚尾，四邊雙欄。分六欄，第一欄題明帝王年號及

紀元(如「洪武元年」)，第二欄題歲陽紀年(如「著雍涒灘」)，第

三年為干支(如「戊申」)，第六欄為「明紀○」。半葉十一行，行

三十字；小字雙行，行三十字。板框 15.6×20.9 公分。魚尾下題「明

通鑑目錄卷○」及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明通鑑目錄卷○」。 

封面書籤題「明通鑑目錄」，扉葉篆字題「明通鑑目錄」，後

半葉牌記題「光緒二十五年(1899)湖北官書處重校刊」。 

按：1.卷一<年表>前題：「是編年經月緯以攷證朔閏及一月內干支而識

其事之所繫倣涑水之例而稍變通之也七政之異紀不備書者竝系

之月日分下仿涑水例仍增入明史五行志也年分下各標明正編卷

數以便撿尋此亦温公之原例。」 

○張明通鑑九十卷卷首一卷前編四卷坿編六卷四十冊，清夏燮撰，清光緒二

十三年(1897)湖北官書處重刊本     CH B02/(q1)1099 

附：<義例>(次行題「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明通鑑目錄>、

清同治壬戌(元年，1862)<與朱蓮洋明經論修明通鑑書>。 

藏印：「張學良」方型硃印、「毅厂珍藏」長型硃印。  

板式：粗黑口，單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

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15.5×20.5 公分。魚尾下題「明通鑑卷○」

及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明通鑑卷○」(或「明通鑑前編卷○」、「明

通鑑坿編卷○」)，次行下題「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三

行為「紀○」(或「前紀○」、「坿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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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書籤題「明通鑑」，扉葉篆字題「明通鑑一百卷」，後半

葉牌記題「光緒二十三年(1897)湖北官書處重校刊」。 

按：1.封面內頁墨筆題「張學良」。 

2.書眉間見硃筆、墨筆註語。 

3.「前編」記明太祖，起自元至正十二年至元至正二十七年。「坿

編」記清世祖至聖祖，起自順治元年至康熙三年。 

○張明紀六十卷二十冊，清陳鶴籑，清陳克家參訂，清同治十年(1871)江蘇

書局刻本        CH B02/(q2)7547 

附：清同治十年 (1871)馮桂芬撰<序>、清陳克家<明紀序>、<明紀目錄

>、清同治辛未(十年，1871)應寶時<跋>。 

藏印：「毅厂珍藏」長型硃印。  

板式：粗黑口，四邊雙欄，雙魚尾。半葉十一行，行二十四字；小字

雙行，行二十四字。板框 14.0×20.6 公分。雙魚尾間題「明紀卷○」

及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明紀卷第○」，次行上題「賜進士出身工部

候補主事虞衡司行走陳鶴籑」，下題「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

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參訂」(卷五十三以後僅題「卹贈知府銜

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補籑」)，三行題帝名及「紀

○」(如「太祖紀一」)；卷末題「明紀卷第○終」。 

扉葉題「明紀」，右題硃筆題「張學良」、「卅五年秋由北平

寄來」，後半葉牌記題「同治十年(1871)辛未江蘇書局校刊」。 

按：1.書眉間見墨筆批語，硃筆圈點。 

2.應寶時<跋>云：「元和陳稽亭先生鶴以嘉慶丙辰進士，用為工部

主事，十數年不補官，操行脩潔，志趣恬退，……中年假歸，

杜門著書，平生熟於史，尤留意前明治亂得失，因以編年體為

《明紀》一書，纂輯至崇禎初而先生殁。其孫良叔孝廉克家續

成之，莊烈下每卷有補纂者是也。吳興吳平齋封君所謀刻之，

而未果，時豐順丁公撫吳，奏開江蘇書局，遂以是書付局繕刻，

年餘工竣，予念先生之殁已六十餘年，遺書不泯，卒賴數公之

力，用顯於世，豈非先生心得之處有不可磨滅者在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