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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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部雜叢類 

陳惠美 ∗、謝鶯興 ∗∗ 

雜叢類 

○張雙楳景闇叢書存八種二十一卷四冊，清葉德輝輯，清玉魷生校，清光緒三

十三年至民國六年間長沙葉氏郋園刊本，CH E02.5/(r)4429 

含：《乾嘉詩壇點將錄》四卷、《秦雲擷英譜》一卷、《檜門觀劇詩》三卷、

《木皮散人鼓詞》一卷附《萬古愁曲》一卷、《燕蘭小譜》五卷附《海

漚小譜》一卷、《青樓集》一卷、《板橋雜記》三卷、《吳門畫舫錄》

一卷。 

附：清欒廷玉<乾嘉詩壇點將錄序>、清光緒丁未(三十三年，1907)葉德輝<

重刊詩壇點將錄序>、清同治己巳(八年，1869)藍居中<乾嘉詩壇點將

錄鈔訖記後>、<(點將錄)題詞>、清宣統辛亥(三年，1911)葉德輝<重

刻足本詩壇點將錄叙>、彊圉大荒落(丁巳，民國六年，1917)葉德輝<

重刊秦雲擷英小譜序>、清王昶<秦雲擷英小譜序>、<(秦雲擷英小譜)

題詞>、<秦雲擷英小譜色目>、清嚴長明<(秦雲擷英小譜)跋>、清光

緒乙亥(元年，1875)袁祖志<(秦雲擷英小譜)跋>、清光緒三十四年

(1908)葉德輝<檜門觀劇絕句序>、清乾隆元年(1736)統九騷人譔<賈鳧

西鼓詞序>、清乾隆丁巳(二年，1737)統九騷人譔<(賈鳧西鼓詞)再序

>、清宣統辛亥(三年，1911)葉德輝<重刻燕蘭小譜序>、清乾隆乙巳(五

十年，1785)安樂山樵<(燕蘭小譜)序>、清乾隆乙巳(五十年，1785)竹

酣居士<(燕蘭小譜)跋>、清乾隆乙巳(五十年，1785)西塍外史<(燕蘭

小譜)題詞>、<(燕蘭小譜)例言>、甲寅(民國三年，1914)葉德輝<燕蘭

小譜跋>、元至正甲辰(二十四年，1364)朱經<青樓集序>、元至正丙

午(二十六年，1366)夏邦彥<(青樓集)跋>、清尤侗<題板橋雜記>、<

板橋雜記序>、清乙丑(嘉慶十年，1805)沈廷炤<吳門畫舫錄敘>、清

嘉慶丙寅(十一年，1806)郭麐<吳門畫舫錄敘>、清嘉慶(十一年，1806)

吳錫麒<吳門畫舫錄敘>、清嘉慶十一年(1806)汪廷楷<吳門畫舫錄敘

>、清彭兆蓀<吳門畫舫錄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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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文創刊號選粹 

 117

藏印：「毅厂珍藏」長型陰文硃印。  

板式：粗黑口，雙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二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二字。板框 13.3×18.3 公分。雙魚尾間題各書簡稱(如「壇錄」)

及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各書名(如「乾嘉詩壇點將錄」。「東林點將錄」則

下有小字題「據文孫符撰先撥志始」)，次行下題「玉罏三澗雪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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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木皮散人鼓詞」題「木皮散人賈鳧西著」；「燕蘭小譜」題「西

湖安樂山樵吟」；「青樓集」題「雪蓑漁隱記」；「板橋雜記」題「三

山余懷澹心著」；「吳門畫舫錄」題「西溪山人編」)。 

各書扉葉分別題：「乾嘉詩壇點將錄」，後半葉牌記題：「光緒丁

未(三十三年，1907)長沙葉氏刊」；「秦雲擷英譜」，牌記題「長沙葉

氏刊」；「檜門觀劇詩附錄諸家題跋和作」，牌記題「光緒戊申(三十

四年，1908)夏五葉氏觀古堂刊」；「木皮散人鼓詞附萬古愁曲」，牌

記題「光緒丁未(三十三年，1907)九月葉氏觀古坣刊」；「燕蘭小譜

坿海鷗小譜許崇熙題」，牌記題「宣統三年(1911)季夏長沙葉氏校

刻」；「青樓集」，牌記題「郋園校栞」；「板橋雜記雷愷署」，牌記題

「光緒戊申(三十四年，1908)秋仲長沙葉氏校刊」；「吳門畫舫錄」，

牌記題「光緒戊申(三十四年，1908)秋仲長沙葉氏校刊」。 

按：一、《乾嘉詩壇點將錄》收：題詞、乾嘉詩壇點將錄、東林點將錄、

點將錄附考、抄本乾嘉詩壇點將錄等，故計為四卷。藍居中<乾

嘉詩壇點將錄鈔訖記後>云：「點將錄世無傳本，咸豐戊午(八年，

1858)，需次吳門，吟社契友樊曉埭尊酒間偶為話及，特鈔藏本

見贈。據云舒鐵雲孝廉、陳雲伯大令當時與二三名下士以游戲三

昧，效汝南月旦取水滸傳中一百八人，或揄揚才能，或借喻情性，

或由技藝切其人，或因姓氏聯其次，靡不襃溢於貶，亦復毀德於

譽，苟能深悉錄中人顛末者。讀之，未有不擊節失笑也。」  

二、《檜門觀劇詩》卷上末葉題「右題金檜門先生觀劇絕句詩後即請

闇伯仁兄大公祖教之乙巳春三月葉德輝錄稿」。 

三、統九騷人譔<(賈鳧西鼓詞)再序>：「余之序賈先生鼓詞在乾隆元

年丙辰(1736)秋也，逾年七月二十三日復為論述其意，偶以新病

屏筆墨者二十有四，時既愈而後卒其事。葢文不加點，難免刺

謬；而詞以達情，不避指摘，爰復為之序。」 

四、葉德輝<重刻燕蘭小譜序>云：「燕蘭小譜一書，紀京師伶人之事，

昔聞其名未見其書。」竹酣居士<(燕蘭小譜)跋>云：「安樂山樵

燕蘭小譜，凡詩二百二首，始癸卯重午後暨今中秋所作也。」 

五、《吳門畫舫錄》卷末題「淞北玉魷生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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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袖珍古書讀本集部存八種一七九卷五十一冊，上海中華書局編輯，四部備

要本，民國二十五上海中華書局活字本，CH E02.6/5045-01 

含：清姚鼐《古文辭類纂》七十五卷附校勘記一卷附錄一卷，清黎庶昌《續

古文辭類纂》二十八卷，清王士禎《古詩選》三十二卷，清查為仁、

厲鶚《絕妙好詞箋》七卷附清余集《絕妙好詞續鈔》一卷清徐楙《絕

妙好詞續鈔補錄》一卷，清張惠言《詞選》二卷清鄭善長《附錄》

一卷，清董毅《續詞選》二卷，梁劉勰撰清黃叔琳注清紀昀評《文

心雕龍》十卷，清姚鼐《今體詩鈔》十八卷。 

附：清乾隆四十四年 (1779)姚鼐<古文辭類纂序目>、清丙午(光緒三十二

年，1906)李承淵<古文辭類纂校勘記序>、清光緒二十七年(1901)李承

淵<古文辭類纂校勘記後序>、清康紹鏞<古文辭類纂後序>、清道光

五年(1825)吳啟昌<古文辭類纂序>、<續古文辭類纂目錄>、清光緒十

五年(1889)黎庶昌<續古文辭類纂目序>、清姜宸英<阮亭選古詩序>、

清康熙丁丑(三十六年，1697)蔣景祁<古詩選後序>、<五言詩凡例>、

<五言詩作者姓氏>、<五言詩卷第一目次>、<五言詩卷第二目次>、<

五言詩卷第三目次>、<五言詩卷第四目次>、<五言詩卷第五目次>、

<五言詩卷第六目次>、<五言詩卷第七目次>、<五言詩卷第八目次>、

<五言詩卷第九目次>、<五言詩卷第十目次>、<五言詩卷第十一目次

>、<五言詩卷第十二目次>、<五言詩卷第十三目次>、<五言詩卷第

十四目次>、<五言詩卷第十五目次>、<五言詩卷第十六目次>、<五

言詩卷第十七目次>、清王士禎<七言詩凡例>、<七言詩作者姓氏>、

<七言詩歌行鈔卷第一目次>、<七言詩歌行鈔卷第二目次>、<七言詩

歌行鈔卷第三目次>、<七言詩歌行鈔卷第四目次>、<七言詩歌行鈔

卷第五目次>、<七言詩歌行鈔卷第六目次>、<七言詩歌行鈔卷第七

目次>、<七言詩歌行鈔卷第八目次>、<七言詩歌行鈔卷第九目次>、

<七言詩歌行鈔卷第十目次>、<七言詩歌行鈔卷第十一目次>、<七言

詩歌行鈔卷第十二目次>、<七言詩歌行鈔卷第十三目次>、<七言詩

歌行鈔卷第十四目次>、<七言詩歌行鈔卷第十五目次>、清柯煜<絕

妙好詞箋序>、清康熙戊寅(三十七年，1698)高士奇<絕妙好詞箋序>、

<絕妙好詞紀事>、<(絕妙好詞箋)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清乾隆戊

辰(十三年，1748)厲鶚<絕妙好詞箋序>、<(絕妙好詞箋)余氏原序>、<

絕妙好詞箋目錄>、<絕妙好詞箋武林彙勘姓氏>、<絕妙好詞題跋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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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清乾隆庚午(十五年，1750)查善長查善和<絕妙好詞箋跋>、<絕

妙好詞續鈔目錄>、清嘉慶二年(1797)金應珪<詞選後序>、清嘉慶二

年(1797)張惠言<詞選目錄敘>、清鄭善長<詞選附錄序>、清道光十年

(1830)張琦<續詞選序>、<續詞選目錄>、清乾隆三年(1738)黃叔琳<

文心雕龍序>、清黃叔琳<例言>、<南史本傳>、<文心雕龍元校姓氏>、

<文心雕龍目錄>、清嘉慶三年(1798)姚鼐<五七言今體詩鈔序目>、清

嘉慶十三年(1808)程邦瑞<五七言今體詩鈔識語>。 

藏印：無。  

板式：細黑口，雙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四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字。板框 8.9×12.0 公分。板心上方題各書名(如「古文辭類纂」)，

雙魚尾(「古詩選」、「文心雕龍」及「今體詩鈔」等為單魚尾)間題卷

次及葉碼(如「卷一」、「卷一原道」、「五言卷一」)及葉碼，板心下方

題「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印」。 

  

各卷首行上題各卷類名及次第(如「論辨類一」)，下題各書名及

卷次(如「古文辭類纂一」)，(「五言詩選」之次行下題「濟南王士

禎選」。「絕妙好詞箋」之次行上題「弁陽老人周密原輯」，下題「 宛 平

查 為

仁 錢 唐

厲  鶚 同箋」。「絕妙好詞續鈔」則下題「仁和余集鈔撮」。「絕妙好詞

續鈔補錄」則下題「錢唐徐楙補錄」。「詞選」則題「張惠言錄」。「續

詞選」則題「陽湖董毅錄」。「文心雕龍」則依序題「梁劉勰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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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黃叔琳注」、「河間紀昀評」)，卷末題各書名及卷次(如「古文辭

類纂一」。「絕妙好詞箋」題「錢唐汪沆」、「陳皋同校勘」)。 

「文心雕龍」書眉見評語，當即紀昀之作。 

扉葉題各書名(如「古文辭類纂」)，後半葉牌記由右至左依序題：

「四部備要」、「集部」、「上海中華書局據○○○○○○○○(滁州李

氏求要堂校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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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外題「版權所有不許翻印」。 

按：一、<絕妙好詞箋目錄>篇末題「道光八年 (1828)夏錢塘徐楙間蘧鳩工

重鋟 章 純 齋

陸 貞 一 書」。<絕妙好詞箋跋>末題「錢唐徐楙重校勘」。<絕妙

好詞續鈔目錄>末題「錢唐姚煌星甫注」。《絕妙好詞續鈔》卷末

題「錢唐瞿世瑛重編次」、「汪之虞重校錄」。《絕妙好詞續鈔補錄》

卷末題「仁和王金鎔」、「孫元濬同校勘」。 

二、「詞選」封底印：「中華民國二十五年十月四版」、「全一冊 實價

國幣二角五分」(「續詞選」則為「國幣一角五分」。「文心雕龍」

則題「國幣六角」)。 

三、黃叔琳<文心雕龍序>末有聶松巖云：「此書校本實出先生，其注

及評則先生客某甲所為。先生時為山東希政使，案牘紛繁，未

暇徧閱，遂以付之姚平山，晚年悔之，己不可及矣。」又云：「此

注不出先生手，舊人皆知之，然或以為出盧紹弓，則未確。紹

弓館先生家，在乾隆庚午(十五年，1750)辛末(十六年，1751)間，

戊午(三年，1738)歲方游京師，未至山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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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玄覽堂叢書三十二種一百六十一卷一百二十冊，民國玄覽居士(鄭振鐸)

編，民國三十年上海精華印刷公司景印本， CH E02.6/(r)0664 

含：元張進宗《紀古滇說原集》一卷、明董越《朝鮮雜志》一卷、《北狄

順義王俺答謝表》不分卷、明楊一葵《裔乘》八卷、明張鏊《交黎

剿平事略》四卷、明梁天錫《安南來威圖冊》三卷《輯略》三卷、

明兵部編《九邊圖說》不分卷、明楊時寧《宣大山西三鎮圖說》三

卷、明馮瑗《開原圖說》二卷、明張天復《皇輿考》十二卷、明吳

仲《通惠河志》二卷、明梁夢龍《海運新考》三卷、明□□□《諸

司職掌》十卷、明席書編朱家相增修《漕船志》八卷、明江大鯤等

《福建運司志》十六卷、明周應賓《舊京詞林志》六卷、明楊時喬

《皇朝馬政記》十二卷、明態鳴歧《昭代王章》六卷、《兵部問寧夏

案》一卷、《刑部問寧王案》一卷、明趙士禎《神器譜》一卷、明趙

士禎《神器譜或問》一卷、呂毖輯《明朝小史》十八卷、明鄭汝璧

《皇明帝后紀略》一卷、明□□輯《高科考》一卷、明茅瑞徵《東

夷考略》不分卷、明顏季亨《九十九籌》十卷、明張鼐《遼籌》二

卷附《遼夷略》一卷《陳謠雜詠》一卷、明郭淐《東事書》一卷、

明馮夢龍《甲申紀事》十三卷、葫蘆道人《馘闖小說》六卷。  

附：<玄覽堂叢書目錄>、庚辰(民國二十九年)玄覽居士(鄭振鐸)<序>、明

嘉靖己酉(二十八年，1549)沐朝弼<紀古滇說集序>、明嘉靖己酉(二

十八年，1549)楊慎<跋紀古滇說集>、明萬曆乙卯(四十三年，1615)

王在晉<裔乘序>、<裔乘目錄>、明嘉靖辛亥(三十年，1551)張鏊<交

黎撫勦事略序>、<交黎勦平事略目錄>、明隆慶辛未(五年，1571)凌

琯<安南來威圖冊序>、<白石先生像贊>、明嘉靖二十四年(1545)<勑

雲南按察司副使江一桂>、明梁天錫詮次<安南來威圖冊目錄>、明嘉

靖丙寅(四十五年，1566)凌琯<脩攘圖冊序>、明隆慶元年(1567)張崇

倫<憲使白石江公傳>、明楊時寧<進宣大山西三鎮圖說序>、明彭國

光<宣大山西三鎮圖說後序>、明張悌<宣大山西三鎮圖說後序>、明

白希繡<宣大山西三鎮圖說後序>、<開原圖說目錄>、明袁福徵<皇輿

考叙>、明張天復<皇輿考序>、明萬曆十六年(1588)張燭<皇輿考後序

>、<皇輿考總目>、<皇輿考目錄(卷一卷二)>、<皇輿考目錄(卷五卷

六)>、<皇輿考目錄(卷七)>、<皇輿考目錄(卷八卷九)>、<皇輿考目錄

(卷十)>、<皇輿考目錄(卷十一)>、<皇輿考目錄(卷十二)>、明張象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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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輿考跋>、明嘉靖戊午(三十七年，1558)汪一中<通惠河志叙>、明

嘉靖十二年(1533)秦金等<進書表>、<通惠河志目錄>、<海運新考(目

錄)>、明萬曆六年(1578)錢普<刻海運新考後序>、明萬曆七年(1579)

顧爾行<海運新考後序>、清光緒癸卯(二十九年，1903)□□<諸司職

掌序>、明嘉靖甲辰(二十三年，1544)潘塤<增脩清江漕船志敘>、明

弘治辛酉(十四年，1501)席書<漕船志敘>、明朱家相<增脩漕船志敘

>、<增修漕船志凡例>、<漕船志目錄>、明萬曆癸丑(四十一年，1613)

林烴<(福建運司志)序>、明張經<福建運司舊志序>、明龔用卿<福建

運司舊志序>、明嘉靖辛亥(三十年，1551)童蒙正<福建運司舊志後序

>、明林大有<福建運司舊志後序>、<修志姓氏>、<(福建運司志)凡例

>、<福建運司志目錄>、明萬曆癸丑(四十一年，1613)林材<運司志後

序>、明萬曆丁酉(二十五年，1597)馮夢禎<舊京詞林志序>、明萬曆

二十五年(1597)周應賓<舊京詞林志自序>、明周應賓<舊京詞林志凡

例>、<舊京詞林志卷三目錄>、<舊京詞林志卷四目錄>、<舊京詞林

志卷五目錄>、<舊京詞林志卷六目錄>、明萬曆二十五年(1597)鄧鍊<

皇明馬政紀序>、明萬曆二十四年(1596)楊時喬<皇朝馬政紀序>、<皇

朝馬政紀凡例>、<皇朝馬政紀目錄>、明若行甫<昭代王章序>、<昭

代王章首卷品目>、明洪武十八年太祖<御製大誥序>、<昭代王章目

錄>、<昭代王章四卷目錄>、<洗冤法錄品目附移式招判卷五目錄>、

明萬曆戊戌(二十六年，1598)王延世<神醫譜敘>、明萬曆二十六年

(1598)趙士禎<進神器譜表>、明萬曆己亥(二十七年，1599)劉世學<

神器或問叙>、明萬曆三十年(1602)趙士楨<恭進神器譜疏>、明蕭大

亨<恭進防邊奇器疏>、明趙士楨<防虜車銃議>、明萬曆己卯(七年，

1579)丁此呂<皇明帝紀略跋>、明浣花主人<(東夷考)攷原>、苕上愚

公<東夷考略目>、明天啟三年(1623)沈演<經世急切時務叙>、明天啟

庚申(泰昌元年，1620)張國祥<經世急切時務叙>、明陶元礽陶元斌<

九十九籌唱和合引>、<經世急切時務九十九籌目錄>、明張鼐<遼籌

一(目錄)>、<遼籌二(目錄)>、明天啟元年(1621)張鼐<遼夷略敘言>、

明庚申(泰昌元年，1620)張鼐<陳謠雜咏叙>、明天啟元年(1621)郭淐<

東事書叙>、<(東事書)目錄>、明馮夢龍<(甲申紀事)序>、<甲申紀事

目次>、<聖旨>。 

藏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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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式：各書板式不一。「紀古滇說集」為粗黑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

葉十行，行二十字。板框 10.1×14.1 公分。雙魚尾間題「紀古滇說原

集」及葉碼。卷之首行上題「紀古滇說原集」，卷末題「咸淳元年(1265)

春正月初八日滇民張道宗錄」。 

  

「朝鮮雜志」，白口，單白魚尾，四邊單欄。半葉九行，行二十

字。板框 10.7×14.5 公分。板心無葉碼。卷之首行上題「朝鮮雜志」，

下題「寧都董越尚矩著」。 

「北狄順義王俺答謝表」，粗黑口，單魚尾，四邊雙欄。半葉九

行，行十八字。板框 10.2×14.5 公分。魚尾下題葉碼。卷之首行題「北

狄順義王俺荅等臣」，次行題「貢表文」。 

「裔乘」，花口，無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八行，行十八字。板

框 9.8×14.2 公分。板心上方題國名(如「朝鮮」、「日本」)，板心中

間題各卷名及卷次(如「東卷之一」)。各卷首行上題書名卷名及卷

次(如「裔乘東夷卷之一」)，次行下題「閩漳浦楊一葵翹卿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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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黎勦平事略」，黑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二

十字。板框 10.1×13.8 公分。魚尾下題「交黎事略○」及葉碼。卷之

首行上題「交黎勦平事略卷之○」，卷末題「交黎勦平事略卷之○」。 

「安南來威圖冊」，細黑口，無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十行，行

十八字。板框 10.2×14.3 公分。板心中間題「圖冊○卷」及葉碼。卷

之首行上題「安南來威圖冊○卷」，次行上題大字各圖名(如「羽檄

交徵」)。 

「九邊圖說」，花口，無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

二字。板框 9.5×14.4 公分。板心上方題「九邊圖說」，板心中間為葉

碼。各圖說首行題「○○○圖說」(如「遼東鎮圖說」)。 

「宣大山西三鎮圖說」，花口，單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十一行，

行二十字。板框 10.8×14.6 公分。板心上方題各鎮名，魚尾下題葉碼。 

「開原圖說」，花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

二字。板框 9.5×14.4 公分。板心上方題書名，魚尾下題「卷○」及

葉碼。各卷首行上題「開原圖說卷○」，下題「北海馮瑗輯」。卷下

末題「金臺 魏 祚

劉 鳳 陳玉寫刊」。 

「皇輿考」扉葉右上題「張太史校」，左下題「書林葉均宇重梓」，

中間書名大字題「皇輿考」。花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 九 行 ，

行十八字；小字雙行，行十八字。板框 8.9×14.8 公分。板心上方題

書名，魚尾下題各卷內容(如「古九州」)、「卷之○」及葉碼，各卷

<目錄>及<圖叙>首葉之板心下方題「遐壽堂」或「遐壽堂元板」。

各卷首行上題「皇輿考」，次行題「提督學校湖廣副使山陰張天復

輯」、「翰林院修撰男元抃校」，三行題「吏兵兩科都給事中前翰林院

庶吉士姑蘇張鼎思重校」。卷下末題「金臺 魏 祚

劉 鳳 陳玉寫刊」。 

「通惠河志」，粗黑口，雙魚尾，四邊雙欄。半葉九行，行十九

字。板框 10.4×14.6 公分。魚尾下題「通惠河志卷○」及葉碼，各卷

首行上題「通惠河志卷○」。 

「海運新考」，花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

板框 10.4×14.5 公分。板心上方題「海運新考」，魚尾下題「卷○」

及葉碼，板心下方題字數及刻工名(如「二百八十七 孝」)，各卷首

行上題「海運新考卷之○」，卷末題「海運新考卷之○」。 

「諸司職掌」，粗黑口，雙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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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板框 9.3×14.3 公分。雙魚尾間題「吏○部」及葉碼。各卷首

行上題「○部」(如「吏部」)，次行題各部之職掌(如「尚書侍郎之

職掌天下官吏選授勳封考課之政令其屬有四曰選部司封司勳考

功」)。 

「漕船志」，白口，白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八行，行十八字；

小字雙行，行十八字。板框 9.9×14.5 公分。魚尾下題「漕船志卷○」，

板心下方題葉碼及刻工名(如「彭淮」)，各卷首行上題「漕船志卷

之○」，次行下題「遂寧元山席書編次」，三行下題「歸德後學朱家

相增脩」，卷末題「漕船志卷之○終」。 

「福建運司志」，花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十九

字；小字雙行，行十九字。板框 9.8×14.0 公分。板心上方題「福建

運司志」，魚尾下題卷數、各志名及葉碼(如「卷一區域一」)，板心

下方題刻工名及字數(如「黃秀 二百五十」)，各卷首行上題「福建

運司志卷之○」，次行上題各志名(如「區域志」)，卷末題「福建運

司志卷之○終」。 

「舊京詞林志」，花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

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字。板框 10.0×14.2 公分。板心上方題「舊京

詞林志」，魚尾下題「卷○」及葉碼，板心下方題刻工名及字數(如

「何鯨」)。各卷首行上題「舊京詞林志卷○」，卷末題「舊京詞林

志卷○」。 

「皇朝馬政紀」，花口，單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

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字。板框 10.1×14.5 公分。板心上方題「馬政

紀」，魚尾下題「卷○」及葉碼。各卷首行上題「皇朝馬政紀卷之○」，

次行上題「○馬○」，卷末題「以上○馬」。 

「昭代王章」，花口，無魚尾，上下兩欄，四邊雙欄。上欄無行

線，半葉十五行，行十二字。下欄半葉十行，行十六字。板框 9.0×

14.4 公分(上欄為 4.7 公分，下欄 9.7 公分)。板心間上題「昭代王章」，

中間題「卷○」及葉碼。首卷上欄首行題「律例要括」，下欄題「御

製大誥」，卷末題「昭代王章首卷終」。卷一首行上題「鼎鐫欽頒辨

疑律例昭代王章卷之一」，下欄首行題「刑科給事中熊鳴岐分輯」，

次行題「刑部主政錢士晉正訛」，三行題「刑曹案牘杜時會督刊」(卷

二以下之上欄多「三法司」、「曾乾亨」、「李鋕」、「沈大節註釋(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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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卷五僅題「京兆若行著」)，下欄多第四行「閩建書林蕭世熙

依繡」)，卷末下欄題「○○終」(如「吏律終」)，上欄題「昭代王

章○卷終」。 

「兵部問寧夏案」，白口，無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行，行二

十至二十三字不等。板框 10.3×14.3 公分。板心間無任何文字。 

「刑部問寧王案」，白口，無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一行，行

二十六至二十九字不等。板框 9.8×14.3 公分。板心間無任何文字。 

「神器譜」，白口，白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九行，行十八字。

板框 10.6×14.7 公分。板心上方題「神器譜」，魚尾下為葉碼。卷末

題「神器譜終」。 

「神器譜或問」，無板心，無界欄。半葉九行，行十八字。紙幅

13.5×20.7 公分。各卷首行上題「神器譜或問」，次行下題「東嘉趙

楨著」，卷末題「神器譜或問終」。 

「明朝小史」，花口，無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八行，行二十字。

板框 8.7×14.1 公分。板心上方題「明朝小史」，板心下方題卷數及葉

碼(如「一之一」)，各卷首行上題「明朝小史○卷」，次行下題「蘆

城赤隱呂毖輯著」，卷末題「明朝小史○卷終」。 

「皇明帝后紀略」，花口，單魚尾，四邊雙欄。半葉九行，行二

十字。板框 9.9×14.2 公分。板心上方題「皇明帝后紀略」，魚尾下題

葉碼，卷之首行上題「皇明帝后紀略」，下題「禮部儀制郎中臣鄭汝

璧恭紀」，卷末依序題「漳州府知府曹銑校刻」、「同知朱一松」、「沈

植」、「通判王新民」、「龍溪縣知縣范鳴謙」、「漳浦縣知縣朱廷益同

校」。 

「高科考」，花口，無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行，行約二十六

字；小字雙行，行約三十九字。板框 10.7×14.1 公分。板心上方題「甬

東書屋」，卷之首行上題「高科考」。 

「東夷考略」，花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九行，行十九字。

板框 9.9×14.4 公分。板心上方題「東夷考略」，魚尾下題各卷名(如

「女直」)及葉碼，各卷首行上題各卷名(如「女直」)。 

「都督劉將軍傳」，花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九行，行十

九字。板框 9.3×14.3 公分。板心上方題「歷草」，魚尾下題「傳」及

葉碼，卷之首行題「都督劉將軍傳同時殉難職名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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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世急切時務」，花口，單魚尾，四邊單欄，無行欄。半葉十

行，行二十二字。板框 9.3×14.2 公分。板心上方題「九十九籌」，魚

尾下題「卷○」及葉碼，板心下方間見各篇篇名(如「薊遼一」)，

各卷首行上題「經世急切時務」，次行上題「九十九籌卷之○」，三

行題「延陵顏季亨會通著」、「荊溪門人湯啟祚、湯又新仝校」(卷二

題「金陵門人陶元礽、李遇春仝校」，卷三題「陽羨門人吳夢增、王

之佐仝校」，卷四題「海虞門人陳于陛、席士瑜仝校」，卷五題「瀨

江門人陳晉、吳上遊仝校」，，卷六題「新安門人胡應振、程士魁仝

校」，卷七題「姑蘇門人王祚光、李安世仝校」，卷八題「陽羨門人

湯啟祐、湯衮仝校」，卷九題「古休門人程之士、胡彥仝校」，卷十

題「維陽門人楊當亨、楊當秦仝校」，)。 

「遼籌」，花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八行，行十九字。板

框 9.1×14.8 公分。板心上方題「遼籌」，魚尾下題葉碼，卷一之首行

題「論遼事第一疏」。 

「遼夷略」，無板心，無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八行，行二十一

字。書口下方題「囊露軒」。板框 9.7×12.8 公分。卷之首行題「遼東

倡勇歌」。 

「陳謠雜咏」，花口，無魚尾，上下雙欄，四邊雙欄，無行欄。

半葉六行，行十七字。板框 8.1×14.2 公分。板心上方題「寶日堂」，

板心下方題葉碼，卷之首行題「陳謠雜咏」，次行題「華亭史張鼐世

調著」、「門人王鱗子春校」。 

「東事書」，白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十八字；

小字雙行，行十八字。板框 10.0×14.9 公分。板心下方題葉碼，卷之

首行題「與季弟言遼事書己未三月」。 

「甲申紀事」，花口，無魚尾，四邊單欄。半葉行行，行二十字。

板框 8.6×14.2 公分。板心上方題「甲申紀事」，板心中間間見題各卷

名(如「登極實錄」、「紳志略」)，板心下方題葉碼及「卷○」，各卷

首行上題「甲申紀事」(卷一題「甲申紀聞」，卷二題「紳志略」，卷

三題「孤臣紀哭」，卷四題「再生紀略上」，卷六題「燕都日紀」，卷

七題「南都公檄」，卷九題「中興致治疏」，卷十題「慟哭時艱疏 」，

卷十一題「上都中諸當事揭」，卷十二題「中興制寇策」，第十三卷

題「擬慅有序」)，次行下題「七一老臣馮夢龍識」(卷三題「崇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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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未進士孤臣程源泣血紀」，卷四、卷五題「長州陳濟生官生」，卷

六題「無名氏」)。書眉間見註語。 

「馘闖小史」，白口，無魚尾，無界欄。半葉九行，行十九字。

紙幅 13.4×20.7 公分。板心中間題卷數及葉碼。卷一首行上題「馘闖

小史卷一」，次行下題「潤州葫蘆道人避暑筆」，三行下題「龍城待

清居士漫次評」。 

封面書籤題「玄覽堂叢書第○冊」。扉葉題「玄覽坣叢書」，後

半葉牌記題「庚辰(民國二十九年，1941)六月印行」。 

《昭代王章》卷五之末葉牌記題「師儉堂蕭少衢依京板刻」。 

《東夷考略》扉葉由右至左依序題「東夷考略附圖」、「女直通

考」、「海西女直考」、「建州女直考」、「浣花居藏板」。 

《都督劉將軍傳》扉葉題「都督劉將軍傳」、「太倉王衙藏板」。 

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玄覽堂叢書」、「一百二十冊」、「編輯

發行者 玄覽居士」、「印刷者 精華印刷公司」、「上海漢口路七○八

號」、「中華民國三十年六月出版」。 

按：一、玄覽居士<序>云：「予究心明史，每憤文獻不足徵，有志搜訪遺

佚，歷十年而未已。求之冷肆，假之故家，所得珍祕不下三百餘

種，仍不得亟求其化身千百，以期長守。力有未足，先以什之一

刊布於世，其有佚文闕葉，無從鈔補者，則亦聽之。」 

二、《交黎勦平事略》卷三缺葉一及葉二。 

三、<宣府鎮圖說>卷之末職官銜名：「欽差總督宣大山西等處地方軍

務兼理糧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時寧纂

集」、「欽差巡撫宣府等處地方賛理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彭國

光同纂」、「分巡口北道兵備山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張國璽」、「山

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口北道右參政郭士吉」、「整飭懷隆等

處兵備山東提刑按察司副使馬維駰同校正」。<大同鎮圖說》卷

之末職官銜名：「欽差總督宣大山西等處地方軍務兼理糧餉太子

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時寧纂集」、「欽差巡撫大

同地方賛理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悌同纂」、「整飭大同左衛

等處兵備山西按察司按察使樊東謨」、「分守冀北道兵備山西布

政使司右參政兼僉事李芳」、「分巡冀北兵備道山西布政便司右

參政兼僉事陳所學」、「整飭陽和兵備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劉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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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同校正」。<山西鎮圖說》卷之末職官銜名：「欽差總督宣大山

西等處地方軍務兼理糧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楊時寧纂集」、「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自希繡同纂」、「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鄒學柱」、「山

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李景元」、「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

按察使劉魯」、「整飭岢嵐偏老等處兵備山西按察使趙彥」、「分

守冀南道山西希政司左參政張季思」、「分巡冀寧兵備道山西布

政便司右參政兼僉事劉廷謨」、「整飭鴈平等處兵備山西按察司

僉事李茂春」、「整飭寧武等處兵備山西按察司兼事任應徵同校

正」。白希繡<後序>有「萬曆癸卯(三十一年，1603)仲冬吉旦」

等字。 

四、<皇輿考總目>及<皇輿考目錄>之次行下題「姑蘇後學張象贒齊

之父重刻」。 

五、《福建運司志》卷六<經制>葉二十七之末行「當鹽則是一人分為

兩戶一業應當兩差弊害如」，語氣未完，應有闕葉。 

六、<皇朝馬政紀凡例>篇末依序題：「南京太常寺博士李范濂」、「典

簿陳光儒」、「太僕寺主簿游于廣」、「貢生楊可中共校刻」。 

七、《甲申紀事》之卷十一，板心下方間見題「卷一」而非卷十一(如

「上都中諸當當事揭」第四葉即是，又「陳方策報略」第六葉

等)。卷十三「擬慅」之「詩十七」葉題「卷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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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玄覽堂叢書續集二十種二百四十三卷一百二十冊，國立中央圖書館編，民

國三十六年影印本，CH E02.6/(r)5565 

含：明未著撰者《皇明本紀》不分卷、明孫宜《洞庭集》四卷、明何崇祖

《廬江何氏家記》不分卷、明戴笠、吳殳《懷陵流寇始終錄》十八

卷附錄二卷、明周文郁《邊事小紀》四卷、清未著撰者《倭志》不

分卷、明謝杰《虔台倭纂》二卷、明鍾薇《倭奴遺事》一卷、明王

一鶚《總督四鎮奏議》十卷、元孛蘭肸等《大元大一統志》存三十

五卷、明陳循等《寰宇通志》一百二十九卷、明郭棐《炎徼瑣言》

二卷、明王臨亨《粵劍編》四卷、明未著撰者《荒徼通考》不分卷 、

明慎懋賞《四夷廣記》不分卷、明黃正賓《國朝當機錄》三卷、明未

著撰者《嘉隆新例》三卷、明何士晉《工部廠庫須知》十二卷、明李

昭祥《龍江船廠志》八卷、明鄭成功等《延平二王遺集》不分卷。 

附：<玄覽堂叢書續集目錄>、明宣德九年(1434)何崇祖<盧江郡何氏家記序

>、明萬曆三十二年(1604)何漸逞<纂刻盧江郡何氏家記跋>、清潘耒<

寇事編年序>、明吳殳<懷陵流寇始終錄自序>、明吳殳<流賊亡明節

目>、明壬申(崇禎五年，1632)孫承宗<(撫變小紀)序>、明周文郁<(撫

變小紀)序識語>、明己卯(崇禎十二年，1639)周延儒<(邊事小紀)序>、

明庚辰(崇禎十三年，1640)周文郁<(邊事小紀)序識語>、明崇禎壬午

(十五年，1642)曹學佺<邊事紀序>、明萬元吉<邊事紀序>、明庚辰(崇

禎十三年，1640)葛寅亮<邊事紀敘>、明周文郁<邊事小紀自引>、<

邊事小紀凡例>、<邊事小紀目錄>、明萬曆乙未(二十三年，1595)虔

臺主人<虔臺倭纂序>、明萬曆戊子(十六年，1588)汪道昆<總督四鎮

奏議序>、<總督四鎮奏議卷一目錄>、<總督四鎮奏議卷二目錄>、<

總督四鎮奏議卷三目錄>、<總督四鎮奏議卷四目錄>、<總督四鎮奏

議卷五目錄>、<總督四鎮奏議卷六目錄>、<總督四鎮奏議卷七目錄

>、<總督四鎮奏議卷八目錄>、<總督四鎮奏議卷十目錄>、<寰宇通

志凡例>、<寰宇通志目錄>、<寰宇通志姓氏>、<寰宇通志引用書目>、

明癸巳劉巨安<炎徼璅言跋>、<炎徼璅言目錄>、明王安鼎<粵劍編敘

>、<荒徼通考目錄>、明天啟元年(1621)黃正賓<國朝當機錄引>、<

國朝當機錄目錄>、明萬曆四十三年(1615)林如楚<工部廠庫須知引

>、明萬曆乙卯(四十三年，1615)何士晉<工部廠庫須知敘>、<工部廠

庫須知目錄>、<(工部廠庫須知)凡例>、明嘉靖癸丑(三十二年，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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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衢<龍江船廠志序>、<龍江船廠志目錄>(次行題「上海李昭祥」)。 

藏印：無。  

板式：各書板式不一。「皇明本紀」，白口，間見花口，間見白單魚尾，四

邊單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板框 10.5×14.2 公分。板心間見地名(如

「定遠」、「陽王所」)。卷之首行上題「皇朝本紀」。 

  

「洞庭集」，白口，無魚尾，無界欄(間見四邊雙欄)。半葉九行，

行二十四至二十五字；小字雙行，行字數不一。紙幅 13.3×20.6 公分。

各卷之首行上題「洞庭集」，次行上題「紀」，三行上題「大明初略○」。 

「盧江郡何氏家記」，白口，無魚尾，無界欄。半葉十行，行二

十一至二十二字。紙幅 13.6×20.6 公分。卷之首行上題「盧江郡何氏

家記」，卷末題「刻完有松園下中聖姪迺郡賓思靜兄倫之子也樂觀厥

成義助工銀壹兩米壹石正篆刻盧江郡何氏家記畢」。 

「懷陵流寇始終錄」，白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一行，

行二十四字。板框 10.2×14.4 公分。魚尾下題「卷○」及葉碼。各卷

首行上題「懷陵流寇始終錄卷○」，次行下題「吳江戴笠耘野」，三

行下題「崑山吳殳脩齡」，卷末題「懷陵流寇始終錄卷○」。欄外題

「錢遵王述古堂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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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事小紀」，花口，無魚尾，四邊單欄，無行欄。半葉八行，

行十八字。板框 9.9×14.2 公分。板心上方題「邊事小紀卷○」，板心

下方題葉碼。各卷首行上題「邊事小紀卷之○」，次行下題「吳周文

郁蔚宗篹」，三行下題「粵陳瑾白岳」，四行下題「浙王亹予安仝較」，

五行下題「郁士俊爾揆訂梓」。 

「倭志」，白口，無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

字雙行，行二十字。板框 10.3×14.2 公分。卷之首行上題「倭志」。 

「虔臺倭纂」，白口，白單魚尾，上下兩欄，四邊雙欄。下欄半

葉十行，行十七字，板框 10.1×10.0 公分。上欄半葉二十行，行十二

字，板框 10.1×4.3 公分。魚尾下題「倭纂○卷」及葉碼，板心下方

間見刻工名(如「思」)。各卷首行上題「虔臺倭纂○卷」，次行下題

「虔填撫閩長樂謝杰漢甫氏著并叙」，三行下題「麾下柳邦奇 傅良

橋」、四行下題「朱琦 張仕斌」，五行下題「陳信同輯」。卷下末題

「書吏尹士偉督梓」。 

「倭奴遺事」，花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八行，行十八字；

小字雙欄，行十八字。板框 9.8×14.3 公分。板心上方題「倭奴遺事」，

板心下方為葉碼。卷之首行上題「倭奴遺事」，次行下題「東海鍾薇

輯時年七十有五」。 

「總督四鎮奏議」，花口，單魚尾，四邊雙欄。半葉九行，行二

十字。板框 10.3×14.3 公分。板心上方題「總督四鎮奏議」，魚尾下

題「卷之○」及葉碼，板心下方間見刻工名(如「吳」)。卷之首行

上題「總督四鎮奏議」，次行上題各疏名(如「交代疏」)，卷三末題

「總督四鎮奏議卷之○終」。 

「大元大一統志」，細黑口，單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十行，行

二十字。板框 10.6×14.1 公分。板心上方題「元大一統志」，魚尾下

題卷數及葉碼，板心下方題「袁氏貞瑞堂鈔本」。各卷首行上題「大

元大一統志卷第○○○」，次行上題「奏進集賢大學士資善大夫同知

宣徽院事臣孛蘭肸」，三行下題「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秘書監臣岳

鉉等上進」，卷末題「大元大一統志卷第○○○」。 

「寰宇通志」，粗黑口，雙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

二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二字。板框 9.5×14.3 公分。雙魚尾間題「寰

宇通志卷○」及葉碼。各卷首行上題「寰宇通志卷之○」，卷末題「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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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通志卷之○」。 

「炎徼瑣言」，白口，單魚尾，四邊雙欄。半葉九行，行十八字。

板框 10.6×14.3 公分。魚尾下題卷次及葉碼。各卷首行上題「炎徼瑣

言○卷」，次行下題「嶺南篤周甫郭棐編」。 

「粵劍編」，白口，無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八行，行十八字；

小字雙行，行十八字。板框 10.3×14.3 公分。板心中間題「粵劍編卷

○」，板心下方題葉碼及數字。各卷首行上題「粵劍編卷之○」，次

行下題「吳郡王臨亨止之甫」，卷末題「粵劍編卷之○終」。 

「荒徼通考」，白口，無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行，行十八字；

小字雙行，行十八字。板框 10.4×14.3 公分。卷首行上題「朝鮮」。 

「四夷廣記」，白口，無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行，行十八字；

小字雙行，行十八字。板框 10.4×14.3 公分。卷首行上題「倭即日本」。 

「國朝當機錄」，花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九行，行二十

一字。板框 9.0×14.7 公分。板心上方題「國朝○機」，板心下方題葉

碼(<序>見「黃應乾刻」)，各卷首行上題「彙編國朝當機錄」，次行

下題「新安黃正安編集」。 

「嘉隆新例」，白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

字。板框 10.8×14.1 公分。魚尾下題「嘉隆新例卷之○」，板心下方

題葉碼，卷一首行上題「嘉隆新例附萬曆」，次行上題「吏例」。 

「工部廠庫須知」，花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九行，行十

八字；小字雙行，行十八字。板框 10.3×14.1 公分。板心上方題「工

部廠庫須知」，魚尾下題「卷之○」及葉碼，板心下方間題各卷內容

(如「節慎庫」)，各卷首行上題「工部廠庫須知卷之○」，次行下題

「工科給事中臣何士晉纂輯」，三行下題「廣東道監察御史臣李嵩訂

正」，四行下題「屯田清吏司主事臣李純元攷載」(卷三、卷四、卷

五則題「營繕清吏司郎中臣聶心湯參閱」，卷六、卷七、卷八題「虞

衡清吏司郎中徐久德攷載」，卷九、卷十、卷十一題「都水清吏司署

印郎中臣胡爾慥攷載[或參閱]」，卷十二題「屯田清吏司郎中臣劉一

鵬攷載」；卷四則多出一行題「營繕清吏司郎中臣徐爾恒」，卷五亦

多出一行題「營繕清吏司主事臣趙明欽攷載」，卷七亦多出一行題「虞

衡清吏司員外郎臣陳堯言攷載」，卷八亦多出一行題「虞衡清吏司主

事臣王道元考載」，卷十亦多出一行題「都水清吏司員外郎臣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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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卷十一亦多出一行題「都水清吏司主事臣黃元會仝攷」，卷十

二亦多出一行題「屯田清吏司主事臣胡維霖攷載」)，五行下題「營

繕清吏司主事臣陳應元」，六行下題「虞衡清吏司主事臣樓一堂」，

七行下題「都水清吏司主事臣黃景章」，八行下題「屯水清吏司主事

臣華顏全編」。 

「龍江船廠志」，白口，單魚尾，四邊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

一字。板框 9.9×14.2 公分。魚尾下題「船廠志卷○」及葉碼，各卷

首行上題「龍江船廠志卷之○」，次行上題各志名(如「訓典志」)，

卷末題「龍江船廠志卷之○」。 

「延平二王遺集」，白口，無魚尾，無界欄。半葉七行，行十六

至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八字至二十九字。紙幅 13.4×20.7 公

分。卷之首行上題「延平二王遺集」，卷末題「道光六年三月購自金

陵黃白」。 

扉葉題「玄覽堂叢書續集」，後半葉牌記題「中華民國三十六年

五月國立中央圖書館影印」。 

按：一、第一冊附<玄覽堂業書續集闕頁表>，記載：「本叢書所收各刊本

鈔本原有若干闕頁以無第二部可資校補故無法補全敬希鑑原茲

將原闕頁數列表如下」、「(一)虔台倭纂序闕第一頁前半頁」、「(二)

總督四鎮奏議序闕第一頁」、「(三)總督四鎮奏議卷五闕第十五頁

第廿六頁第廿九頁第三十頁第五十二頁」、「(四)總督四鎮奏議卷

九闕第廿四頁第廿九頁第五十六頁又第六十七頁以下」、「(五)

大元一統志卷一百廿三闕第十二頁以下」、「(六)大元一統志卷二

百八十三闕第九頁以下」、「(七)大元一統志卷三百五十七闕第八

頁以下」、「(八)大元一統志卷三百六十一闕第十三頁以下」、「(九)

大元一統志卷三百六十五闕第十五頁以下」、「(十)大元一統志卷

四百七十四闕第八頁以下」、「(十一)大元一統志卷五百三十八闕

第十四頁以下」、「(十二)大元一統志卷七百

六十三闕第十一頁以下」。 

二、<寇事編年序>云：「懷陵流寇始終錄一名寇

事編年，吳江潘耒曾為之序，此本失載，

今據遂初堂文集補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