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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本書目 

東海大學館藏善本書簡明目錄--集部．總集類．詩之屬(一) 

陳惠美 ∗、謝鶯興 ∗∗ 

總集類Ｄ０３ 

詩之屬Ｄ０３.２ 

《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八冊，宋方回選，清吳孟舉重閱，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

石門吳氏黃葉邨莊重校本 D03.21/(n)0060 

附：明成化三年(1467)皆春居士<序>、元至元癸未(二十年，1283)方回<序>、

清康熙五十二年(1713)宋至<序>、清康熙癸巳(五十二年，1713)沈邦

貞<序>、清康熙壬辰(五十一

年，1712)吳之振<序>、清康

熙壬辰(五十一年，1712)吳寶

芝<重刻律髓記言八則>、<瀛

奎律髓目錄>。 

藏印：「浪月藏板」方型陰文硃印、

「萬卷藏書宜子弟」方型陰文

硃印、「振綺堂兵燹後收藏書」

方型硃印、「藏書教子孫」方

型硃印、「枀筠」方型硃印。 

板式：雙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

行，行十九字；小字雙行，行

(低二大字)二十五字。板框

13.0×16.6 公分。板心上方題

「瀛奎律髓」，上魚尾下題「卷

○」及類別，下魚尾上題葉

碼。 

各卷首行上題「瀛奎律

髓卷之○」，次行上題「宋紫

陽方虛谷先生選」，下題「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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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吳孟舉重閱」(僅見<目錄>、卷一、卷三十六、卷三十八)，三行為

類別，卷末題「瀛奎律髓卷之○」。 

扉葉題右上題「黃葉邨莊重校」，左下題「評註圈點悉依原本」，

中間書名大字題「方虛谷瀛奎律

髓」。 

按：一、皆春居士<序>末識語云：「右

龍君遵敘後序一首，原本中所

載也、觀其零星攟拾於殘缺之

遺，使後人得覩全書，龍君之

功為不尠矣。序中所言，正是

書聚散絕續之所繫也，而坊本

不載，葢緣序中再三言及圈

點，而坊本鹵莽成書，圈點既

芟去，遂井是文而埋沒之。」

知皆春居士即龍遵敘。 

二、元回<序>末吳寶芝識語云：「右

序相傳謂虛谷所作，然詞義淺

鄙，且亦非當時文體，即與虛

谷他文亦不甚相類，疑是後人

贋作。」 

三、宋至<序>云：「石門吳孟舉先生領袖詩壇，富于著述，所鈔宋詩久

風行天下，今年踰七十，猶左圖右史，日夕披閱不倦，此瀛奎律

髓一編，則取皆春居士舊本訂正之，付其叔子瑞草刊行者也。」 

四、吳寶芝<重刻律髓記言八則>云：「是刻始於辛卯季秋，至今歲嘉平

而始成，余兄弟小窗短檠，對牀風雨，苦心料簡者，葢一年餘。

其讐校搜勘，則從兄奕亭是賴。而相助為理，則仲兄武岡、中表

兄勞嶧雲、姊子陳勉之，與有力焉。皆於是書有功，不敢冺沒，

故附識於此。」 

五、書中間見硃筆註語。卷十三葉十四末、卷一六葉三十六末、鈐「敦

泰張記」長型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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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樂苑》二十六卷前卷古歌辭一卷目錄二卷十冊，明梅鼎祚編，呂胤昌校

閱，明萬曆十九年(1591)刊本 D03.21(A)/(p)4823 

附：明萬曆辛卯(十九年，1591)汪道昆<古樂苑序>、<古樂苑凡例>、<古樂

苑總目>(次行下題「西吳梅鼎祚補正」，三行下題「東越呂胤昌校閱」，

前卷古歌辭亦同)。 

藏印：無。 

板式：白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

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低

三字)十八字。板框 14.8×21.8 公

分。板心上方題「樂苑」，魚尾

下題「卷○」及葉碼，板心下方

間見刻工名及字數(如「仁世五百

二十五」，以卷一至卷三、卷十

五至卷二十、卷二十二至卷二十

五等卷則未見)。 

各卷首行上題「古樂苑卷

第○」，次行下題「西吳梅鼎補

正」，三行下題「東越呂胤昌校

閱」，卷末題「古樂苑卷第○

終」。 

按：一、<古樂苑凡例>云：「一是編

本據郭茂倩樂府詩集，補其闕佚，正其譌舛。始自黃虞，訖于隋

代，則倣左氏克明舊有樂苑，其名近雅，因名之曰古樂苑。」 

二、刻工名如下：<凡例>有劉仁，<總目>有劉仁、陳才、才、式、元、

希、吳，前卷古歌辭有劉仁、吳、仁世，卷四有仁世、希、丙，

卷五有徐希、希、元、陳、才，卷六有陶、羅、丙、仁世、希、

英，卷七有才、莭、重式，卷八有陳才、羅、希、才，卷九有陶、

羅、才、希、重式、朱、元，卷十有陶、羅，卷十一有陶、羅、

希，卷十二有陶、式、希、羅、重式、守、劉守，卷十三有希，

卷十四有仁，卷二十一有仁，卷二十五有文台等。 

三、舊題「明萬曆十九年(1591)刊本」，然無任何牌記足以證明，當是

據汪道昆<序>末題「萬曆辛卯(十九年，1591)」而定，暫據舊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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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首唐人絕句》存十四卷五冊，宋洪邁輯，清光緒十五年(1889)石蓮庵<題

志>，德星堂刊本 D03.222(L)/(n)3434 

附：無。 

藏印：「吳印式芬」方型陰文硃印、「吳氏我堂」長型殊印、「□□」長型

硃印、「子苾」方型硃印。 

板式：白口，白雙魚尾，左右雙

欄。半 葉 十行，行 二 十 字 。

板框 14.7×20.1 公分。魚尾

間題「唐人絕句卷○」及葉

碼。部份板心下方題「德星

堂」及刻工姓名(卷十一題

「王」，卷十三題「啟」)。 

各卷首行上題「萬首

唐人絕句卷第○」，次行題

「○言○○首」，卷末題

「萬首唐人絕句卷第○」。 

第一冊封面墨筆由右

至左依序題「一二三」、「舊

板萬首唐人絕句」、「存五

冊十四卷」、「一杜甫百」、

「二李白六十七柳宗元三

十三」、「三韓愈七十六賈

至十九元結五」。第二冊題

「四五六」、「四王勃四盧照鄰五杜審言二喬知之三」、「宋之問二王

無競一憲四王維二十」、「儲光羲十一高適十三韋應物三十五」、「五

劉禹錫百」、「六劉禹錫六十三劉長卿三十八」。第三冊題「七八九」、

「七張說十三李賀二十孟郊十孟浩然四」、「獨孤及七呂温三十一錢

起十五」、「八戴叔倫二十二楊巨源二十四于武陵二朱慶餘二十六」、

「王之渙十六馬戴八嚴休復二」、「九元稹百」。第四冊題「十十一十

二」、「十元稹八十八李嘉祐十韓琮二」、「十一白居易百」、「十二白

居易百」。第五冊題「十三十四」、「十三白居易百」、「十四白居易百」、

「光緒己丑(十五年，1889)六月十八日石蓮庵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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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板心下方題「德星堂」者，卷一有葉一及葉十二，卷二葉一，卷

四葉一，卷八葉一，卷九葉一，卷十一葉一，卷十二葉一，卷十

三葉一、卷十四葉一及葉二。 

二、此書僅存卷一至卷十四，共七言絕句一千四百首，無序跋，鈐有

吳式芬印，不知是否據吳式芬《攗古錄》來定其刊刻持代。 

《唐詩選註》八卷五冊，明李攀龍編選，陳繼儒箋釋，明萬曆間東壁軒李氏

刊本 D03.222(L)/(p)4040 

附：明王稚登<李于鱗唐詩選序>、明焦竑<題唐詩箋>、未知撰者<唐詩選

序>、<唐詩選附刻諸名家評說>、<唐詩選註目錄>。  

藏印：「柱下之□」方型陰文硃印、「吳石

君壬子後所得物」方型硃印、「吳□」

長型陰文硃印、「愛日樓」方型硃

印。 

板式：白單魚尾，四邊單 欄。半葉十 行 ，

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字。

板框 14.5×22.0 公分。板心上方題「唐

詩選」，魚尾下題「卷□」及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唐詩選註卷之

□」，次行下題「濟南于鱗李攀龍編

選」，三行下題「雲間眉公陳繼儒箋

釋」，四行為詩體名，卷末題「唐詩

選註卷之□終」。 

扉葉右題「陳眉公箋釋」，左

題「東壁軒李洪宇藏板」，中間書名

題「李于鱗唐詩選」，鈐有太極圖印

及「柱下之□」方型陰文硃印。 

按：一、魚尾形式不一，有白魚尾、黑魚尾等。卷一葉十二缺下半葉，卷

五葉三十八缺下半葉。 

二、<唐詩選附刻諸名家評說>收高廷禮統論一、李本寧統論二、殷璠

雜論一則、蔡寬夫雜論二則、嚴儀卿雜論三則、范德機格言六要、

楊仲弘作詩十要、馬伯庸通論、皇甫子循讀詩譜、何元朗心解、

謝茂秦定法、王元美鑒古評、方子及悟言、李本寧箴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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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唐詩訓解》七卷卷首一卷四冊，明李攀龍選，明袁宏道校，日本田原勘

兵衛重刊明萬曆戊午(四十六年，1618)居仁堂余獻可刻本

D03.222/(p)4040-1 

附：明袁宏道<唐詩訓解序>、<唐詩訓解目錄>、<初盛中晚唐詩人姓氏爵

里>、<讀唐詩評>(卷首 )。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

無界欄，分上下兩

欄，下欄(訓解 )半葉九

行，行二十字；小字

雙行，行十九字；板

框 16.0×20.4 公分。上

欄(評語 )半葉十八

行，行三字；板框 16.0

×2.0 公分。板心上方

題「唐詩訓解」，魚尾

下題「卷○」及葉碼。 

卷之首行上題

「新刻李袁二先生

精選唐詩訓解卷之

○」，次行下題「濟

南滄溟李攀龍選」，

三行下題「公安石公

袁宏道校」，四行下

題「書林獻可余應孔

梓」(卷六無此行 )，卷末題「唐詩訓解○卷終」。 

書末牌記題「萬曆戊午(四十六年，1618)孟夏月居仁堂余獻可

梓」，左題「□小路五條上ル町」、「田原勘兵衛」。 

按：卷首有讀唐詩評，包括高廷禮等人。字句間見日文訓讀。因牌記題「萬

曆戊午(四十六年，1618)孟夏月居仁堂余獻可梓」，又題「□小路五條

上ル町田原勘兵衛」，故題「日本田原勘兵衛重刊萬曆四十六年(1618)

居仁堂余獻可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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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唐詩集註》七卷四冊，明李攀龍選，明蔣一葵註，明唐汝詢解，日本宇

鼎纂，宇鑒訂，竺顯常集補，日本安永三年(1774，清乾隆三十九年)

平安書林文林軒刊本 D03.222/(p)4040-2 

附：日本安永甲午(三年，1774，清乾隆三十九年 )發原世長<唐詩集注序>、

竺常<唐詩集註凡例>(含<引考書目>>、<詩人爵里詳節>、<唐詩集註

目錄>、<李攀龍唐詩選序>。 

藏印：「香美郡物部村土佐島□□藏書」圓型硃印、「島內藏書」方型硃印、

「高知本町山崎書肆郵便局前」長型硃印。 

板式：白口，無魚尾，左右雙欄。

分上下兩欄，下欄半葉十

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

行十九字；板框 15.8×20.0

公分。上欄半葉十行，行四

字；板框 15.8×3.0 公分。板

心題「唐詩集註○」及葉

碼。 

各卷首行上題「唐詩

集註卷之○」，次行下題「明

濟南李攀龍于鱗選」，三行

下題「晉陵蔣一葵仲舒

註」，四行下題「華亭唐汝

詢仲言解」，五行下題「日

本近江宇鼎士新纂」，六行

下題「弟鑒士朗訂」，六行

下題「竺顯常大典集補」，

卷末題「唐詩集註卷之○」。 

書末題「安永三年(1774，清乾隆三十九年 )甲午六月」、「平安

書林文林軒欽行」，後半葉題「京都室町六角下ル町」、「田原勘兵衛」，

牌記上題「平安書肆」、下由至左依序「山中瑞錦堂」、「三條通寺町

西入町」、「丸屋善兵衛」。 

按：字句間見日文訓讀。第一冊、第三冊封底及第二冊卷四卷末、第四冊

卷七卷末鈐「高知本町山崎書肆郵便局前」長型硃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