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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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部儒家類、兵家類、

法家類暨術數類 

陳惠美 ∗、謝鶯興 ∗∗ 

儒家類 

○張《荀子》二十卷附《荀子校勘補遺》一卷六冊，周荀況撰，清謝墉校勘補遺，

《四部備要》袖珍古書讀本，民國二十四年上海中華書局據嘉善謝氏

本校刊聚珍仿宋版，C01.1(a1)/(L)4620(E02.6/5045-01) 

附：清乾隆五十一年(1786)謝墉<序>、唐元和十三年(818)楊倞<荀子序>、<

荀子新目錄>、<荀子讎校所據舊本并參訂名氏>(篇末題「嘉善謝墉金

圃輯校」)、丙午(乾隆五十一年，1786)錢大昕<跋>。 

藏印：無。 

板式：細黑口，雙魚尾，四邊單欄。

半葉十三行，行二十字；小

字雙行，行二十字。板框 8.6

×12.2 公分。板心上方題「荀

子」，雙魚尾間題卷次及葉

碼，板心下方題「中華書局

聚珍仿宋版印」。 

各卷首行上題「荀子卷

第○」，下題「嘉善謝氏校

本」，次行下題「唐登仕郎

守大理評事楊倞注」(卷八及

卷十四無此行)，三行為篇

名，卷末題「荀子卷第○」。 

封面書籤題「袖珍古書

讀本 荀子」。扉葉題「荀

子」，後半牌記依序題「四

部備要子部」、「上海中華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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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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據嘉善謝」、「氏本校刊」、「桐鄉 陸費逵總勘 杭縣 高 時 顯

吳 汝 霖 輯校 杭

縣 丁輔之監造」。欄外左題「版權所有不許翻印」。 

按：1.卷二十<堯問篇>末收劉向<荀卿新書敘錄>。 

2.錢大昕<跋>云：「荀卿子書，世所傳唯楊倞注本，明人所刊，字世

踳譌，讀者病之。少宗伯嘉善謝公，視學江蘇，得餘姚虞學士抱經

手校本，歎其精審，復與往復討論，正楊注之誤者若刊條，付諸剞

劂氏，而此書始有善本矣。」 

○張《呻吟語》六卷六冊，明呂坤撰，明劉言謹、張庚、盧宗泰、徐元化、劉言

訒、徐鳴珂、喬警韋、張文等仝校，民國四十九年吳家元據明刊本景

行，C01.41/(p)6045-3 

附：民國四十九年(1960)天右任<序>、明萬曆癸巳(二十一年，1593)呂坤<

呻吟語序>、<呻吟語目錄>、<呻吟語校正姓氏>、民國四十九年(1960)

吳家元<重印呻吟語緣起>。 

藏印：「毅庵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十九字。板框 9.9×14.7 公分。板

心上方題「呻吟

語」，魚尾下題

「卷○之○」及

葉碼。 

各卷首行上

題「呻吟語卷之

○」次行下題「寧

陵呂坤叔簡父

著」，三行題「內

篇」(第四卷以後

題「外篇」)，第

四行為篇名，卷

末題「呻吟語卷之○終」。 

按：1.<呻吟語校正姓氏>題：「門人劉言謹校正」，「張庚」、「盧宗泰」、「徐

元化」、「劉言訒」、「徐鳴珂」、「喬警韋」、「張文同校」，「男呂知畏」、

「呂知思」、「孫呂聲宏」、「呂聲洋同錄」。 

2.各卷依其收錄的篇目各分為若干子卷，如卷一收性命、存心、倫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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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道四篇，即分為卷一之一至卷一之四等四子卷。 

○張《東塾讀書記》十五卷六冊，清陳澧撰，民國十七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C01.5/(q3)7535 

附：清同治十年(1871)<自述>、清廖廷相<識>、<東塾讀書記目錄>。 

藏印：「張學良」方型硃印、「毅庵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左右雙欄。無界欄。半葉十四行，行二十八字；

小字雙行，行二十八字。板

框 12.2×17.2 公分。板心上

方題「東塾讀書記」，魚尾

下題卷次、篇名(如「卷一

孝經」)及葉碼，板心下方

題「掃葉山房藏版」。 

各卷首行上題「東塾讀

書記卷○」，下題「番禺陳

澧撰」，次行題篇名，卷末

題「東塾讀書記卷○終」。 

函套書籤及封面書籤

皆題「東塾讀書記」、「上

海掃葉山房發行」。 

函套內頁鉛筆題「四十

七年一月新幣乙百五十元

購于台北舊書市」。 

扉葉右題「番禺陳澧

撰」，左題「上海掃葉山房

發行」，中間書名大字題

「東塾讀書記」。後半葉上題「民國十七年石印」，中間圓型牌記題

「掃葉山房」，左下題「總發行所 上 海

北 市 棋盤街掃葉山房」。 

按：1.<東塾讀書記目錄>載全書二十五卷，惟卷十三西漢、卷十四東海、

卷十七晉、卷十八南北朝、卷十九唐五代、卷二十宋等卷皆小字題

「未成」。卷二十二遼金元小字題「以下未成」，即卷二十二至卷二

十五皆未成稿。實僅十五卷。 

2.卷九禮記缺第一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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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家類 

○張《孫子十家注》十三卷附畢以珣《孫子敘錄》一卷鄭友賢《遺說》一卷六冊，

宋吉天保輯，清孫星衍、吳人驥同校，袖珍古書讀本，民國二十四年

上海中華書局據平津館本校刊聚珍仿宋版，C02/(n)4012 

附：魏武帝<孫子序>、清孫星衍<孫子兵法序>、<孫子本傳>、宋鄭友賢<

孫子十家註遺說序>。 

藏印：無。 

板式：細黑口，雙魚尾，四周單欄。半葉十三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字。板框 8.6×12.0 公

分。板心上方題「孫子」，雙

魚尾間題卷次及葉碼，板心下

方題「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

印」。 

各卷之首行題「孫子十家

注卷○」，次行題「賜進士及

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袞

沂曹黃河兵備道孫星衍」、「賜

進士出身署萊州府知府候補

同知吳人驥同校」，卷末題「孫

子十家注卷第○」。 

封面書籤題「袖珍古書讀

本」、「孫子」、「冊○」。 

扉葉題「孫子」，後半葉

牌記由右至左依序題「四部備

要」、「子部」、「上海中華書局

據平津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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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外左下題「版權所有不許翻印」。 

按：1.孫星衍<孫子兵法序>云：「此本十五卷，為宋吉天保所集，見宋藝文

志，稱十家會注。……曩予游關中，讀華陰嶽廟道藏，見有此書，

後有鄭友賢遺說一卷。友賢亦見鄭樵通志，蓋宋人。又從大興朱氏

處見明人刻本，餘則世無傳者。國家令甲，以孫子校士，所傳本或

多錯謬，當用古本，是正其文。適吳念湖太守，畢恬溪孝廉，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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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學，所得或過于予，遂刊一編以課武士。」 

2.鄭友賢<孫子十家註遺說序>云：「頃因餘暇，撫武之微旨，而出於

十家之不解者，略有數十事。託或者之問，具其應答之義，名曰十

註遺說。學者見其說之有遺，則始信益深之法，不窮之言，庶幾大

易不測之神矣。」 

○張《孫子集註》十三卷四冊，明談愷撰，《四部叢刊》本，民國二十一年上海

商務印書館據江南圖書館藏明嘉靖刊本景行，C02/(p)0992  

附：明嘉靖乙卯(三十四年，1555)談愷<孫子集註序>。 

藏印：「毅庵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白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字。

板框 9.8×13.9 公分。板心上

方題「孫子集註」，魚尾下題

「卷之○」及葉碼，板心下

方題刻工名字(如卷一題劉

佺、介、戴銳、廷、帥廷、

天、倫、銳、仰)。 

各卷首行上題「孫子

集註卷之○」，次行題篇

名，卷末題「孫子集註卷之

○」。 

封面書籤題「孫子集

註」，藍筆題「張學良」。 

扉葉左題「四部叢刊

子部」，右為大字書名題「孫

子十家集注」，後半葉牌記

題「上海涵芬樓借江南圖書

館藏明嘉靖刊本影印原書

版匡高營造尺六寸五六分

寬四寸五分」。 

按：1.卷一首葉右欄外硃筆題「廿

六年□月廿四日于雪竇」。 

2.書眉間見硃筆、墨筆批註。 



專櫃線裝書目 

 77

○張《孫子十家注》附畢以珣《敘錄》一卷鄭有賢《遺說》一卷六冊，周孫武撰，

宋吉天保集，清孫星衍、吳人驥、王詒壽、陳銛、金肇麒、許誦禾、

孫瑛、徐鼎勳、章乃錫、沈琮寶等同校，清光緒三年(1877)浙江書局

據孫氏平津館本重校本，C02/(a)1213-2 

附：清孫星衍<孫子兵法序>、宋鄭友賢<孫子十家註遺說序>、魏武帝<孫

子序>、<孫子本傳>。 

藏印：「毅厂珍藏」長型白文硃印。 

板式：白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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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18.2 公分。魚尾下

題「孫子十家註卷

○」及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

「孫子十家註卷

○」，次行題「賜進

士及第署山東提刑

按察使分巡袞沂曹

黃河兵備道孫星

衍」、「賜進士出身

署萊州府知府候補

同知吳人驥同

校」，卷末上題「孫

子十家註卷○

終」，下題「總校王

詒壽分校 許 誦 禾

金 肇 麒 同校」

(卷三至卷六題「總

校王詒壽分 孫   瑛

徐 鼎 勳 同校」。卷七至卷九題「總校王詒壽分 章 乃 錫

金 肇 琪 同校」。卷

十至卷十三題「總校王詒壽分 沈 琮 寶

陳  銛 同校」)。 

扉葉篆字書名題「孫子」，後半葉牌記題「光緒三年(1877)浙江

書局據孫氏平津館本重校刻」。 

按：1.<孫子敘錄>及<孫子十家註遺說>之卷末皆題「總校王詒壽分校 陳   銛

金 肇 麒

校」。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50 期 

 78

 

○張《孫吳司馬法》三卷一冊，周孫武、吳起等撰，魏武帝注，清光緒十五年(1889)

浙江書局刻本，C02/(a)1213-1  

附：清庚申(嘉慶五年，1800)孫星衍<序>、

<魏武帝註子孫子序>。 

藏印：「毅厂珍藏」長型白文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

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字。板框

13.1×18.1 公分。板心上方題「武經」，

魚尾下題各書名(如「孫子」)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魏武帝註孫子卷

○」(或「吳子卷○」、「司馬灋卷

○」)，次行為篇名次第，卷末題「魏

武帝註孫子卷○」(或「吳子 卷 ○」、

「司馬灋卷○」)。 

封面硃筆題「張學良」。扉葉書

名題「孫吳司馬灋」，後半葉牌記題

「光緒十五年(1889)浙江書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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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孫星衍<序>云：「孫子三卷，魏武帝注吳起二卷，司馬灋三卷，皆宋

雕本。嘉慶五年(1800)三月屬顧茂才廣圻影寫刊版行世，為之序。」

又云：「嘗讀華陰道藏手錄孫子十家注本，刊於厯下。又得明洪武時

進士劉寅直解武經三書，校此本，大略相同，補其缺葉。寅凡例以

為因宋國子司業朱服校定之舊，是宋本如此。寅又据舊本增訂數處，

蓋宋時別耳。此本既影寫上版，宋人缺筆字及不合六書字體，皆仍

其舊。每篇有卷上中下，題識又不分卷，亦因之。板心注明補葉，

不惑後人。當與顧茂才商搉作音義附後。」 

2.書中間見硃筆句讀圈點，書眉間見硃筆批註。 

○張《武經集要》不分卷一冊，清徐亦訂，清同治元年(1862)刊本，C02/(q2)2810 

附：清同治元年(1862)徐亦<敘>、徐亦<武經集要目錄>。 

 

藏印：「毅厂珍藏」長型白文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板框 13.1×18.3 公分。

板心上方題「武經」，魚尾下間題「圖」(或空白)及葉碼。 

各圖之圖名題於上方(如「收馬圖式」)，文則題於首行(如「從

容中道圖說」)。 

按：1.是書收：射圖說、步射要訣、學射心法、內法八條、外法二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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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箭集要、騎射十八字。 

2.是書圖文兼收。無牌記可定刊刻

時代，惟徐亦<敘>篇末署「同

治元年(1862)」，故據以著錄為

「同治元年刊本」。 

法家類 

○張管子二十四卷附文評一卷八冊，周管仲

撰，唐房玄齡注，袖珍古書讀本，

民國二十四年上海中華書局據明

吳邵趙氏本聚珍倣宋版，

C03/(L)3002 

附：明萬厯壬午 (十年，1582)趙用賢<

管子書序>、漢劉向<管子敘錄

>、<管子凡例>、<管子目錄>。 

藏印：無。  

板式：細黑口，雙魚尾，四邊單欄。

半葉十二行，行十九字；小字雙

行，行十九字。板框 8.4×12.1 公

分。板心上方題「管子」，雙魚尾

間題「卷○」及葉碼，板心下方

題「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印」。 

各卷首行上題「管子卷第

○」，下題「明吳邵趙氏本」，次

行下題「唐司空房玄齡注」，卷末

題「管子卷第○」。 

封面書籤題「袖珍古書讀

本」、「管子」、「冊○」。 

扉葉後半葉牌記由右至左依

序題「四部備要」、「子部」、「上

海中華書局據明吳郡」、「趙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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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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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欄外左下題「版權所有不許翻印」。 

按：1.<管子凡例>云：「管子注出房玄齡，或云出唐國子博士尹知章。其訛

謬穿鑿，日抄論之甚詳矣。蘆泉劉氏績間為補定，簡明貫穿，多所

發明。第宋本俱不載，而近刻舛錯，每每至不可句。今據宋本校定，

而劉績所注，其最切當者，列之篇首，皆冠以按字。其間有愚見所

標注者，亦雜見篇首，得百一耳。」即指書眉「劉績曰」、「按」。 

○張韓非子二十卷附顧廣圻韓非子識誤三卷六冊，周韓非撰，袖珍古書讀本，民

國二十四年上海中華書局據吳氏影宋乾道本聚珍倣宋版，C03/(a)4411 

附：<韓非子序>(篇末題「乾道改元 [1165]中元日黃三八郎印」)、清嘉慶

二十四年(1819)吳鼒<序>、<韓非子目錄>、清嘉慶廿一年(1816)顧廣

圻<韓非子識誤序>、清已卯(嘉慶二十四年，1819)顧廣圻<韓非子識

誤跋>。 

藏印：無。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三行，行二十字；小字單行，

行二十字。板框 8.3×12.1 公分。

板心上方題「韓非子」，魚尾下題

「卷○」、葉碼，板心下方題「中

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印」。 

各卷首行上題「韓非子卷第

○」(「韓非子識誤」則題「韓非

子識誤卷○」)，次行題各卷收錄

的篇名，卷末題「韓非子卷第

○」。 

封面書籤題「袖珍古書讀

本」、「韓非子」、「冊○」。 

扉葉後半葉牌記由右至左依

序題「四部備要」、「子部」、「上

海中華書局據吳氏影」、「宋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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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外左下題「版權所有不

許翻印」。 

按：1.吳鼒<序>云：「翰林前輩夏邑李書年先生，好藏古書精槧，而宋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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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本韓非子，尤其善者。嘉慶辛未(十六年，1811)，先生方為吾省

希政使，察賑鳳潁，鼒以後進禮謁於塗次，求借是書。先生辭以在

里中。又六年丙子(二十一年，1816)六月，余在揚州，先生督漕淮

上，專使送是冊來。迺屬好手影鈔一本，以原本還先生。明年(二十

二年，1817)丁丑五月，攜至江甯，孫淵如前輩慫恿付梓。又明年戊

寅(二十三年，1818)五月刻成，而淵如已歸道山，可痛也。是本為

明趙文毅刻本所自出，却有以他本改易處。元和顧君千里實為余校

刊。千里十四年前，已見此冊，抉摘標舉，具道此槧之所以善，宋

槧誠至寶，得千里而益顯矣。千里別有識誤三卷，出以贈余，附刻

書後，仍歸之千里。」 

2.顧廣圻<韓非子識誤序>云：「予之為韓子識誤也，歲在乙丑(嘉慶十

年，1805)，客於揚州。太守陽城張古餘先生許宋槧本，太守所借

也，與予向所得述古堂影鈔正同，第十四卷失第二葉，以影鈔者補

之。前人多稱道藏本，其實差有長於趙用賢刻本者耳，固遠不如宋

槧也。宋槧首題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亦頗有誤。通而論之，

宋槧之誤由乎未嘗校改，故誤之迹往往可尋也。而趙刻之誤，則由

乎凡遇其不解者必校改之。於是而并宋槧之所不誤者，方且因此以

至於誤，其宋槧之所誤又僅苟且遷就，仍歸於誤，而徒使可尋之迹

泯焉，豈不惜哉。予讎勘數過，推求彌年，既窺得失，乃條列而識

之；不可解者，未敢妄說。庚午(嘉慶十五年，1810)在里中，友人

王子渭為之寫錄，閒有所論。厥後攜諸行篋，隨加增定。甲戌(嘉

慶十九年，1814)以來，再客揚州，值全椒吳山尊學士知宋槧之善，

重重刊以行，復舉識誤附於末。」 

術數類  

○張牙牌神數十種不分卷一冊，民國十三年上海廣益書局刊本，C07.3/(r)3857 

附：<蘭閨清玩序>。 

藏印：「毅庵藏書」方型硃印、「劉華清印」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無界欄(有分上三格下三格者，有上下兩欄者，

有上四格下四格者不等)。各格行數字數不一，字體大小亦不一。半

葉板框 11.4×17.0 公分。板心上方題「牙牌靈數十種」，魚尾下題各種

之名稱及葉碼。 

扉葉右題「中華民國十三年」，左題「上海廣益書局印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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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書名大字題「牙牌神數十種」。  

 

按：是書收：蘭閨清玩、牙牌靈籤、諸葛武侯金錢卦、白鶴神相法、稱骨

歌、六壬時課、關帝籤詩、觀音靈籤、先天易數、鬼谷子先生響卜

法等十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