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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本書目 

東海大學館藏善本書簡明目錄 --史部．地理類  

流通組  謝鶯興 

《籌海圖編》十三卷八冊  明胡宗憲撰  明天啟四年(1624)刊本

B11.62/(p)4733 

附：明嘉靖壬戌(四十一年，1562)茅坤<序>、明天啟甲子(四年，1624)

胡思伸<序>、<籌海圖編目錄>、<凡例>、<參過書籍>。 

藏印：「犬養氏圖書」長型硃印。 

板式：白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二行，行二十二字。板框 15.0

×20.3 公分。魚尾下題「籌海圖編卷○」及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明少保新安胡宗憲輯議」，下題「曾孫庠生

胡維極重校」，次行上題「孫舉人胡燈」，下題「舉人胡」「鳴岡」

「階慶」「仝刪」。 

扉葉橫題「新安少保胡宗憲編輯」，右題「茅鹿門先生鑒

定」，中間書名題「籌海圖編」，左題「本衙藏板」。 

按：1.胡思伸<籌海圖編敘>云：「少保公曾孫維極，以是編原板燬於鄰

焰，不忍泯先澤，獨捐金重梓。」 

2.書板有明顯的剜改易刻的痕：如卷首題「孫舉人胡燈」五字與

「明少保新安胡宗憲輯議」、「曾孫庠生胡維極重校」及本文等

三者的字體明顯的不同，且卷三之目次葉缺「孫舉人胡燈」五

字，並可看出有剜損之痕跡。 

3.板心之葉碼處間見墨釘或一葉出現兩個葉碼者：如卷五，頁十四

版心「卷之」下有墨釘；頁碼處有墨釘，同卷之頁九及頁四十

九葉碼在下，原位置成墨釘；頁廿五葉碼有兩個「廿五」。 

《長江圖說》十二卷卷首一卷十二冊，清馮素臣撰，清黃昌歧閱定，清王

香悼、吳漢東仝參，清桂祺、李心復、劉煥采仝校，清同治九年

(1870)金陵提署刊本，B11.13/(q3)1010 

附：清何紹基題「長江圖說」四字、清同治九年 (1870)黃翼升<敘>、清

王香倬<長江圖後序>、<長江圖說總目>、馬素臣<例言>、<六標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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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長江圖目>。 

藏印：無。 

板式：卷首及卷九以降之「雜說」：無板心，無欄線，內外兩框。每葉

十六行，行二十四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四字。外框 28.5×27.0 公

分，內框 25.6×24.5 公分。板框左側題「例言(或『圖目』)○」。各

卷之首行題「長江圖說卷之○雜說○」，次行上題「長沙黃翼升昌

岐閱定」，下依序題「懷甯馬徵麟素臣著」，「衡山王香倬子雲」、「全

椒吳漢東雲章參」，卷末依序題「石埭桂祺壽卿」、「懷甯李心復象

初」、「廬陵劉煥采曙霞校刊」，板框左側題「卷之○雜說○」葉碼。 

圖為硃絲欄，格線，板框 27.3×27.9 公分。卷三之首行題「卷

第三」，次行題「圖第一冊第一幅北上南下右東左西每方五里」。 

扉葉牌記題「同治九年 (1870)歲次庚午金陵提署開雕」。 

按：1.王香倬<長江圖後序>云：「公(即黃翼升昌歧)以百戰之餘，膺五

省之寄，其於長江之要害，汛防之疏密，弁兵之勤惰，固無日不

往來於胸中，既以屬馬君素臣為圖，而復命香倬補署卷尾，爰即

當年管見所及，與平日得聞者，謹為敘次，蓋猶是不忘在莒之意

云。」 

2.<總目>於卷一及卷二下題「俟刊」二字。卷三第五幅至第十二幅，

卷四第六幅至十二幅，卷五第一幅至第二幅、第十幅至第十一

幅，卷六第一幅至第四幅，卷七第一幅到第五幅及第九幅，卷

八第一幅至第五幅等皆無圖。 

《臥龍崗志》二卷二冊，清羅景輯，清羅鈵校，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羅

景<序>刊本 B11.32/(q2)6060 

附：清康熙壬辰 (五十一年，1712)羅景<序>、清羅鈵<序>、<臥龍崗志

目錄>、清康熙五十一年 (1712)羅景<重脩臥龍岡忠武祠紀>、清康

熙壬辰 (五十一年，1712)羅景<重脩臥龍岡既落成恭謁武候祠跋>。 

藏印：無。 

板式：左右雙欄，單魚尾。半葉八行，行二十字。板框 13.5×17.2 公分。

板心上方題「臥龍崗志」，魚尾下題「卷之○詩(或賦、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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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臥龍崗志卷之○」，次行題「襄平羅景星瞻

父輯」，三行題「弟鈵固菴父校」，卷末題「臥龍崗志卷之○終」。 

按：1.羅景<序>云：「誌三顧之遺踪，並集諸家之錦繡，壽之梨棗，豐

沽名哉，播於寰區以公世耳。」羅鈵<序>云：「臥龍崗志烏可闕

哉！五兄善余請，遂博採郡書，廣搜輿志，繕其碑文，集其詩賦。

海寧梁子青銜繪圖繪像，俾後世知有所本。余亦佐勷其事，篡輯

成帙，付梓壽世。斯舉也不獨誌勝表忠，即前此者得此志而名益

彰，後此者觀此志而考有由也。」 

2.是書舊錄題「清康熙間刊本」，惟無任何牌記可資佐證，暫依羅

景<序>末所署時間題為「清康熙五十一年 (1712)羅景<序>刊本」。 

《續黔書》八卷二冊，清張澍纂，清同治光緒間(1862~1908)粵雅堂叢書

本，B11.4/(q2)1134 

附：清嘉慶九年 (1804)張澍<續黔書自敘>、<續黔書目錄>、劉健<唐昭

陵石蹟考後序>。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無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

行，行二十一字。板框 9.4×12.9 公分。板心中間題「續黔書卷○」

及葉碼，板心下方題「粵雅堂叢書」。 

各卷之首行題「續黔書卷之○」，次行題「武威張樹壽穀」，

卷末上題「續黔書卷之○」，下題「譚瑩玉生覆校」。 

按：1.張樹<續黔書自敘>云：「今采掇方俗，為黔中紀聞，以田霞綸先

生著《黔書》，改曰《續黔書》，次其言為敘，以正鴻筆麗藻之君

子。」 

2.是書舊錄「清嘉慶間刊本」，然板心下方題「粵雅堂叢書」，卷末

題「譚瑩玉生覆校」，查姜亮夫纂定陶秋英校《歷代人物年里碑

傳綜表》(頁 683「譚瑩」條，香港中華書局 1976 年 5 月港版)

載，譚瑩字兆仁，號玉生，廣東南海人，生於清嘉慶五年 (1800)，

卒於清同治十年 (1871)。高炳禮<伍崇曜、譚瑩與「粵雅堂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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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論壇》1997 年第 1 期頁 74)云：「《粵雅堂叢書》凡三

編，三十集。⋯⋯自道光三十年 (1850)開始，至咸豐五年 (1855)

經歷四年 (按當為五年之誤)成一、二編計二十集，一百二十八

種。後又成續集五十八種。繼以三編于同治元年 (1862)成十二

種，因事突然中止，直至光緒元年 (1875)年三編始畢。」館藏《粵

雅堂叢書》一百二十種無《續黔書》，則當在「三編」，刊刻時

間已在同治元年 (1862)之後了。舊題「嘉慶間刊本」或據清嘉慶

九年 (1804)張澍<續黔書自敘>所題，實有誤，當改為「清同治光

緒間《粵雅堂叢書》本」。 

《澳門紀略》二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二冊，清印光任、張汝霖纂，清張堃、

印錫祚、張致均、印嘉祚、張致坤、印康祚、張程、張垣、孫豫

謙、銘銘祚、孫豫咸、印威祚仝校，清嘉慶五年(1800)重刊本，

B11.63/(q2)7792 

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香山縣志列傳>、清袁枚<廣西平府知

府印公傳>、<澳門記略總目>、孫馮翼<重雕渙門記略題辭>、清姚

鼐<廣州府澳門海防同知贈中憲大夫翰林院侍讀張君墓誌銘幷序

>、<澳門記略上卷目錄>、<澳門記略下卷目錄>、清印光任<後序>。 

藏印：「承德孫氏問經艸堂藏書印」方型墨印。 

板式：左右雙欄，單魚尾。半葉九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

字。板框 14.0×18.0 公分。板心上方題「澳門紀略」，魚尾下題「○

卷○○篇」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澳門記略○卷」，次行題「寶山印光任」，三

行題「宣城張汝霖篹」，四行為各篇篇名，卷末題「澳門記略○

○篇終」。 

<提要>末依序題：「江寧布政使臣孫曰秉」、「日講起居注官

翰林院侍讀臣張燾」、「翰林院庶吉士臣印鴻經」、「廣西布政司經

歷臣張煦」、「舉孝廉方正六品頂帶臣印鴻緯」、「原授江南鹽法道

臣孫燕翼」、「舉孝廉方正六品頂帶臣張炯」、「奉天府承德縣學生

員臣孫馮翼恭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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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澳蕃篇>後附一葉，首行題「嘉慶五年 (1800)大歲在上

章涒灘律中太簇重雕」，以下依序題「張堃」、「印錫祚」、「張致

均」、「印嘉祚」、「張致坤」、「印康祚」、「張程」、「張垣」、「孫豫

謙」、「銘銘祚」、「孫豫咸」、「印威祚仝校」。 

按：1.印光任<後序>云：「澳門香邑隅耳，然其地孤懸海表，直接外洋，

凡夷商海舶之來粵者，必經此而達。且有外夷寄處，戒何可弛。

雍正八年 (1730)設香山縣丞，分駐前山寨，專司民夷交錯之事。

乾隆八年 (1743)大府又議設同知一員，轄弁兵鎮壓之，擢余領其

事。余不才，念事屬創始，爰歷海島，訪民蕃，蒐卷帙，就所見

聞者記之，冀萬一補志乘之缺，而考之未備，辭之不文，必俟諸

博雅君子。此《記略》之所由來也。乾隆十一年 (1746)春，予奉

文引見，代予者張子諒而有文，因以稿本相屬，期共成之。張子

曰余簿領勞形，恐不逮。粵秀山長徐鴻泉，余同年友，且與君契，

盍以正之。予曰善。將稿屬鴻泉而去。比引見後以病暫回故里，

遣人索前稿，徐以臥病未幾卒，原本遂失。茲余復至粵，辛未(十

六年，1751)四月，權潮郡篆，張子亦以攝鹺司至，公餘聚百詩

及輯感慨久之。余因搜覓遺紙零落，輳集旬日，間得其八九，張

子乃定其體例而大加增損焉。視原稿之粗枝大葉，迥不侔矣。嗟

夫此書僅兩帙耳，初非篇章繁雜，必遲之歲月者，乃草自乾隆十

年 (1745)粗得其稿失於徐子之手，歷五六年而殘楮剩墨棄置簏

中，不為蠹魚所蝕，至今日而猶得蒐集成編，此非張子不能成，

更非同官鳳城亦不能成。無多卷帙，無經聚散，不至廢其成也。

殆亦有數存其間耶，因書以識之。」 

《西招圖略》一卷附錄《前藏至西寧路程》一卷《圖說》一卷三冊，清松

筠撰，清嘉慶三年(1798)松筠<序>刊本，B11.64/(q2)4888 

附：清嘉慶三年 (1798)松筠<西招圖略序>、<西招圖略目錄> 

藏印：「有川可漁」、「富岡謙大正紀元後所得」方型硃印。 

板式：雙欄，單魚尾。半葉六行，行二十二字(破格二十四字)；小字雙

行，行二十二字。板框 11.0×19.6 公分。板心上方題「西招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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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心中間題葉碼。 

卷之首行題「西招圖略」，次行即各篇篇名。 

按：1.松筠<西招圖略序>云：「修德者必矜細行，而圖治者宜防未然。

因書二十有八條以敘其事略，復繪之圖以明其方輿，名之曰『西

招圖略』，庶便於交代以代口述之未盡者。後之奉命駐藏君子，

其尚有以發於予所欲言而不及者，尤厚焉。」 

2.是書舊錄題「清嘉慶三年 (1798)刊本」，惟無任何牌記可資佐證，

或據「清嘉慶三年 (1798)松筠<西招圖略序>」而訂之，今暫據此

序改為「清嘉慶三年 (1798)松筠<序>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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