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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東海」藏《周易本義》為胡儔重刊本考 

郭明芳 ∗ 

「東海」館藏一部明刊《周易本義》(四卷四冊)乃張學良將軍舊藏。是本

據書前有明成化己巳(5 年，1469)洪常序，訂為「明成化五年序刊本」。此本版

式為每半葉十一行、行廿三字，四邊單欄，版框 12.0×15.5 公分；版心單魚尾，

上刻有「周易本義」，魚尾下有「卷之幾」及葉幾。前有明成化己丑洪常〈序〉、

宋程頤〈序〉、〈周易朱子圖說〉(含〈河圖〉、〈洛書〉、〈伏羲八卦次序〉、〈伏

羲八卦方位〉、〈伏羲六十四卦方位〉、〈伏羲六十四卦次序〉、〈文王八卦次序〉、

〈文王八卦方位〉、〈卦變圖〉)、〈筮儀〉、〈卦象〉、〈卦變〉、〈卦歌〉、〈八卦取

象〉、〈上下篇義〉與〈周易本義總目〉。 

   

「東海本」書影(「東海館」謝鶯興先生提供) 

查美國「國會圖書館」亦有一部《周易本義》，「國會館」著錄「四卷首

一卷，明嘉靖間刻本」，其版式行款一如「東海本」，高寬廣為 16.8X11.4 公分。

前有洪常序、總目、周易朱子圖說(含〈河圖〉、〈洛書〉、〈伏羲八卦次序〉、〈伏

羲八卦方位〉、〈伏羲六十四卦方位〉、〈伏羲六十四卦次序〉、〈文王八卦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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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八卦方位〉、〈卦變圖〉)、〈筮儀〉、〈卦象〉、〈卦變〉、〈卦歌〉、〈八卦取

象〉，略與「東海本」不同。王重民《中國善本書目錄》稱， 

明成矩編。矩字叔度，長洲人，永樂十八年舉人，官奉化教諭。其書即

編於是時，為明代士子所習用。《四庫全書》於朱子《本義》既依宋刻十二卷

本著錄，復附矩書四卷於後，則以清代仍沿用故也，已詳《提要》。朱彝尊《經

義考》卷三十一云：「程子《易傳》依王輔嗣本，朱子《本義》用呂伯恭本，

原不相同，自克齋董氏合之，移朱子本以就程子之書，明初兼用之取士。其

後學者，多置程傳，專主朱義，於是姑蘇成矩叔度，為奉化教諭，削去程傳，

乃不更正，以從朱子之舊。當新鋟時，楊文懿守陳序之，有云：「是編異朱子

元本，亦以便士也。好事者何容喙哉！」文懿蓋心非之，而不能奪也。今用

之三百年，習易者茫然不知《本義》元本，若矩者豈非朱子之罪人歟！沿至

今日是書原本又久佚，即明刻亦不易得。此本卷末有：「嘉靖甲午孟冬崇仁書

堂新刊」牌記，卷端有洪常序，蓋即從洪序本出也。 

《周易》序次，有古經、今經之異。程子因今經作《傳》，朱子因古經作

《本義》，後世以《本義》附於《傳》而一之，故今《本義》之序，亦今經也。

奉化邑庠教諭成君矩謂世之讀《易》者，先《本義》而後《傳》，故獨刻《本

義》而行於世，讀者便之。今成君致仕，還姑蘇，版隨以行，學者不易得。

寧波郡庠胡生儔與其弟信，乃以程君本重刊校正，一遵聖朝頒降《大全》，捐

己資以刻諸梓，其嘉惠學者之意可尚也。刻既成，屬常識其始末如此云。成

化己丑(5 年)冬十二月既望，四明後學洪常識。(頁 3) 

   

美「國會館」藏本《周易本義》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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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氏 《 提 要 》 中 附 有 洪 常 序 文 ， 並 對 是 書 編 刊 流 傳 過 程 敘 之 頗 詳 ， 足 以

提 供 我 們 瞭 解 是 書 流 傳 情 形 。 然 而 成 矩 原 本 或 未 之 見 ， 明 刻 亦 少 焉 ， 今 所 見

此本雖為胡儔兄弟重校刊行，亦足寶也。 

按，「崇仁書堂」，瞿勉良《中國古籍版刻辭典》作，「明嘉靖間一刻書家

的室名，刻印過成矩編《周易本義》4 卷卷首 1 卷(半葉 11 行、行 23 字)、宋

胡安國《春秋胡傳》30 卷《綱領》1 卷《提要》1 卷《諸國興廢說》1 卷《列

國東坡圖說》1 卷《正經音訓》1 卷(9 行 18 字)。」(頁 548-549)而胡安國《春

秋胡傳》部分，據楊繩信《中國版刻綜錄》載，為成化 4 年(1474)刊 印(頁 80)。

故可知「崇仁書堂」成化間即有刊印書籍。 

此本後有「嘉靖甲午孟冬崇仁書堂新刊」一行牌記，應該不是胡儔原本。

蓋 洪 序 中 所 言 ，「 捐 己資 以 刻 諸 梓 」， 胡 氏 所刊 是 私 刻 本 ， 非 坊 刻 本 。 然 而 此

本傳本甚稀，縱使如「國會館」所藏非原刊本亦足寶貴。 

從 王 重 民 所 稱 成 矩 傳 本 流 傳 甚 罕 ， 除 發 行 較 少 ， 影 響 流 通 外 ， 或 許 也 是

因為後來多所翻刻覆刊，後出轉精之故邪？查臺北「國家圖書館」有嘉靖「逢

原谿館」、崇禎「汲古閣」兩刊本。 

   

明 嘉 靖 (30 年 「 逢 原 谿 館 」 刊 本 五 經   明 崇 禎 十 四 年 虞 山 毛 氏 「 汲 古 閣 」 刊 本 周 易 本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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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兩本版式或內容均小異於「東海本」，反倒美「國會本」近似。 

又 以 「 國 會 本 」 與 「 東 海 本 」 相 較 來 看 ， 卷 一 葉 一 則 稍 顯 差 異 ， 於 「 乃

復孔氏之舊云」下有雙行小字作「案，疊，《傳》去聲。晁、潮，更平聲」一

句，此於「國會本」無之，甚至下述所敘之本亦無之。此句應以明代《大全》

所補，蓋洪常〈序〉云： 

奉 化 邑 庠 教 諭 成 君 矩 … … 獨 刻 《 本 義 》 而 行 於 世 ， … … 寧 波 郡 庠 胡 生 儔 與 其

弟信，乃以程君本重刊校正，一遵聖朝頒降《大全》，捐己資以刻諸梓，其嘉

惠學者之意可尚也。…… 

「國會本」無之，或可確定「國會本」乃書坊後刊刪去之本。「東海本」

或更較接近胡儔原刊本，或說是胡氏原刊本？ 

又 查 中 國 大 陸 《 中 國 古 籍 善 本 書 目 》 著 錄 「 四 卷 本 」 者 ， 有 「 萬 曆 元 年

新賢書堂張閩岳刊本」兩部，書名分別作「《新刊玉堂周易本義》四卷首一卷」

(「四川圖書館」藏，甲本)與「《新刻官版周易本義》四卷」(北京「故宮博物

院圖書館」藏，乙本)。 

  

 

北京故宮藏「新賢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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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 京 「 故 宮 」 所 藏 《 新 刻 官 版 周 易 本 義 》「 新 賢 堂 」 張 閩 岳 刊 本 ，

今印入《故宮珍本叢刊》，其版式行款作「無界行，行字數不等，白口，

四周單邊。版框 13.2cm×14.5cm。」有程頤〈序〉、目錄、周易朱子圖說(含

〈河圖〉、〈洛書〉、〈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六十四卦

方位〉、〈伏羲六十四卦次序〉、〈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卦

變圖〉)、〈筮儀〉、〈卦象〉、〈卦變〉、〈卦歌〉、〈八卦取象〉，卷末有長方

形牌記「書林新賢堂張閩岳精鐫」。 

按 ，「 新 賢 堂 」，《 瞿 典 》 作 「 明 嘉 靖 間 建 陽 人 張 閩 岳 的 書 坊 名 。 刻

印過胡廣《性理大全書》70 卷(半葉 11 行、行 22 字，嘉靖 30 年本；11

行 26 字，嘉靖 35 年本)、陳桱《通鑑續編》24 卷、曾梅軒輯《春窗聯偶

巧對便蒙類稿》2 卷(12 行 26 字)、萬曆間刻印過元陳澔《禮記集說》10

卷、宋朱熹《新刊玉堂周易本義》4《卷首》1 卷、宋蔡忱《書經集注》

6 卷、宋胡安國《春秋胡傳》。」(頁 613) 

又 「 川 圖 」 所 藏 ， 亦 為 「 新 賢 堂 」。 雖 未 見 書 影 ， 但 可 以 推 見 是 同

一 種 ， 先 後 所 刊 。 或 「 玉 堂 」 在 前 ，「 新 刊 官 版 」 在 後 ， 蓋 書 名 不 同 ，

或 是 書 坊 行 銷 手 段 。「 新 賢 堂 本 」 出 自 福 建 ， 應 該 是 嘉 靖 間 「 國 會 本 」

刊行，有利可圖，取胡儔原本加以覆刊；又為免吃盜印官司與行銷之便，

故於版式、書名與「國會本」不同。 

另《中國善本書目》所著錄，屬於四卷本《本義》，尚有「嘉靖 33

年書林羅氏勤有堂刊本」(南京館)、「明萬曆 29 年存德堂刊本」(北大)、

「吳勉學刊本」(重慶館)。 

按 ，「 羅 氏 勤 有 堂 」，《 瞿 典 》 作 「 明 嘉 靖 間 一 書 坊 名 ， 主 人 羅 氏 ，

刻印過宋朱熹《周易本義》四卷(半葉 11 行、行 18-20 字)」。(頁 603)此

應與「東海本」不同。 

吳勉學有「師古齋」，《瞿典》作「明隆慶間安徽歙縣平南鄉人吳勉

學 的 室 名 。 勉 學 字 肖 愚 ， 號 師 古 ， 有 《 河 間 六 書 》。 刻 印 過 經 史 子 集 一

百多種。…」(頁 131) 

又 「 北 大 」 藏 「 存 德 堂 」 本 ，《 瞿 典 》 作 「 明 正 德 間 建 陽 人 陳 世 璜

的 家 傳 書 坊 名 。 其 先 世 於 景 泰 六 年 (1455)刻 印 過 《 新 編 事 文 類 聚 啟 劄 青

錢》10 卷(半葉 21 行、行 32 字)。世璜字躍吾，刻印過宋陳師文等《太

平惠民和劑局方》10 卷(15 行 28 字)、宋陳文中《陳氏小兒病源方論》4

卷(11 行 21 字)、又《小兒痘疹方論》2 卷(行款同上)、宋錢乙《類證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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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錢氏小兒方訣》10 卷(13 行 26 字)、宋陳自明《新刊婦人良方補遺大

全》24 卷(13 行 27 字)、宋李知先編《類編傷寒活人書括指掌圖說》10

卷《提綱》1 卷。萬曆間其後裔刻印過宋朱熹《周易平[本]義》4 卷、李

叔元編《新鍥諸名家前後場六部肄業精訣》4 卷、謝子期《雪心賦桑龍

經》5 卷、晉王叔和《鐫圖注王叔和脈訣琮璜》4 卷、鄒守益輯《續文章

軌範百家評註》7 卷、熊宗立《鐫圖注八十一難經》4 卷、《新刊明目良

方》2 卷。」(頁 128) 

從 以 上 看 來 ，「 勤 有 堂 」 或 「 師 古 堂 」 所 刊 者 皆 非 與 「 東 海 本 」 有

關連。而北大所藏「存德堂本」與「國會館」、「故宮館」版式、地點相

似，惟時間稍晚。 

 

北大藏「存德堂」本 

除此之外，《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錄明刻四卷本，又有「吉林市

館」「武漢館」、「湖南館」、「廣州中山大學館」諸館。 

按，「中大本」題「明詹覲光撰《周易字畫辨疑》一卷」，版式每半

葉八行、行廿三字，白口、單邊，應非與「東海本」同。又「武漢 館」、

「吉林館」二種版式行款亦非同於「北大」、「故宮」二種。依《中國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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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善本書目》體例，如果兩版相同，自然著錄為一條，不會另行著錄。 

從以上推論，北京故宮「新賢堂」與「美國會館崇仁書堂本」高寬

廣與「東海本」接近，或可知兩者應該有相當淵源。或者說二本是淵源

於「東海本」，蓋該本書名題「新刊官版」非真正「官版」，而是書坊銷

售之詞。而「北大本」與「東海本」應該也有相當關連性，它與「故宮

本」一樣的情形。「新賢堂」、「存德堂」皆明嘉、萬間建陽書肆，「崇仁

書堂」亦屬嘉靖間。從時間點看，「東海本」當在嘉靖初期(含以前)刊行。

又從字體判斷，其與上述三種福建刊本不同，且較為「工整」，似非福

建刻本，或在江浙一帶，流傳入閩者。而「東海本」並未有任何可資辨

別牌記，如「國會本」末葉有「嘉靖甲午孟冬崇仁書堂新刊」，或為私

人所刊。這就符合洪常〈序〉中所言「寧波郡庠胡生儔與其弟信，乃以

程君本重刊校正，一遵聖朝頒降《大全》，捐己資以刻諸梓，其嘉惠學

者之意可尚也。」 

因此，「東海本」或許刊行時間不晚於嘉靖初期的江浙私人(胡儔)

所刊，這或與成化間成矩刊本有直接或間接關係。他在版本上的價值自

然高於諸館所藏同類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