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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本書目 

東海大學館藏善本書簡明目錄 --子部．道家類  

陳惠美 ∗、謝鶯興 ∗∗ 

道家類Ｃ１０ 

《沖虛至德真經》八卷六冊，周列禦寇撰，晉張湛注，唐殷敬順釋文，明

刊本，C10/(a)1223 

附：張湛<列子序>、<沖虛真經目錄>(題「唐當塗縣丞殷敬順釋文」)、

漢永始三年 (西元前 14 年 )劉向<敘錄>。 

藏印：「歸安陸樹聲叔桐之印」方型硃印、「陸氏仲晦」長型硃印、「歸

安陸樹聲藏書之記」方型硃印。 

板式：白口，單白魚尾，雙欄。半葉八行，行十七字；小字雙行，行

十七字。板框 14.2×19.8 公分。魚尾下題「列子卷○」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沖虛至德真經卷第○」，次行上題「列子」，

下題「張湛處度注」，卷末題「沖虛至德真經卷第○」。 

按：顧志興<湖州皕宋樓藏書流入日本靜嘉堂文庫真相考評>引徐楨基<

潛園遺事．皕宋樓事件(三)>云：「在家中，當時三太公陸樹聲在湖

州，島田登樓觀書後，預知此類書必將出售，與管家人李延逵合

作，在所有秘本書上均蓋上『歸安陸樹聲叔桐父印』、『歸安陸樹

聲所見金石書畫記』、『臣陸樹聲』、『陸樹聲印』、『歸安陸樹聲藏

書之記』等。在這些書中不像心源公那樣，看過印有『存齋讀過』、

『存齋四十五歲小像』、『存齋』等，而是為說明這些書原為陸氏

所有而蓋，當然其中亦有樹聲公讀過之書。」1知是書曾入陸心源

家典藏，雖舊錄為「明刊本」，在無任何牌記可資佐證之下，仍暫

依舊錄，並記之於此。 

○和《老子鬳齊口義》二卷二冊，宋林希逸撰，日本延寶二年(1674，清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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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2002 年 10月北京第 2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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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十三年)上村次郎右衛門重刻本，C10/(n)4443 

附：南宋林希逸<老子鬳齊口義發題>、日本延寶二年 (1674，清康熙十

三年 )德倉昌堅<跋>。 

藏印：無。 

板式：白口，單白魚尾，四邊單欄。分內外(上下 )兩欄，內欄 (即《老

子經》文 )半葉八行，行十八字，板框 14.5×18.0 公分。外欄 (註釋 )

半葉二十二行，短行十字，長行三十六字，板框 17.7×25.0(上欄 7.2)

公分。單白魚尾下題「老子經卷○」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老子鬳齊口義○」，次行題「鬳齊林希逸」，卷

末題「老子鬳齊口義○」。卷下德倉昌堅<跋>末題「二條通玉屋

町上村次郎右衛門重刻」。 

按：字句間見日文訓讀。德倉昌堅<跋>末署「延寶二年」及「二條通

玉屋町上村次郎右衛門重刻」，故據以題為「日本延寶二年上村次

郎右衛門重刻本」。 

《老子翼》三卷六冊，明焦竑輯，明王元貞校，明萬曆十五年(1587)秣陵

王氏刊本，C10/(p)2004 

附：明萬曆丁亥(十五年，1587)焦竑<老子翼序>、明萬曆戊子(十六年，

1588)王元貞<老子翼序>、<老子翼目錄>、<采摭書目>。 

藏印：無。 

板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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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20.3 公分。板心上方題「老子翼」，魚尾下題「卷

○」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老子翼卷之○」，次行題「北海焦竑弱侯輯」，

三行題「秣陵王元貞孟起校」，卷末題「老子翼卷之○」。 

王元貞<序>末題「金陵徐智刻」。 

按：1.卷一葉五十七下半葉至葉六十三，卷二之葉六十六下半葉為抄配。 

2.卷三收附錄及《老子考異》。 

3.舊題「秣陵王氏刊本」，但王元貞<序>末題「金陵徐智刻」，二

者似有不同，暫記於此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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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仙正理真論增注》不分卷一冊，明伍守陽撰并註，明伍守虛同注，清

乾隆二十九年(1764)刊本，C10/(p)2137 

附：明沖虛子(伍守陽)<後跋>、明伍守陽<增註說>、<彭宏傳>、清乾

隆二十九年 (1764)申兆定<重修天仙正理書後>。 

藏印：「人山□衜」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雙欄。半葉八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字。

板框 12.5×20.1 公分。板心上方題「天仙正理」，魚尾下題「直論」

(間見加題「天仙」或「築基」或「胎息」或「伏氣」或「起由」

等字)。 

卷之首行題「天仙正理直論增註」，次行題「大明萬曆中睿

帝閣下吉王國師維摩大夫季子」，三行題「三教逸民南昌縣辟邪

里人沖虛子伍守陽譔并註」，四行題「同祖堂弟同師弟真陽子伍

守虛同註」 

按：<重修天仙正理書後>云：「伍沖虛真人《天仙正理》書作於前明天

啟壬戌(二年，1622)，至崇禎十二年己卯(1639)鵲穚成渡日《增註》，

姑蘓弟子吳澄川命梓，金陵齊惠吉及南昌舊及門涂之芬輔成之，

板藏南都燈市西廊之道齋。歷年既久，原板世罕覯。國朝康熙八

年己酉(1669)冬新建涂村朴諸君再刻以廣其傳，序之者邑進士黎博

庵名元寬學使也，真人堂姪達行復敘事略於篇首。康熙五十八年

己亥(1719)謝君嗣芳等再刊於姑蘓老君堂，汲引後學。既遷閶門外

之崇壽道觀，而人間遂鮮有知之者。⋯⋯今年夏聞北平王買癡先

生韜光吳門，往謁之，告以度世本志。先生慨然良久，手一編曰

此伍祖《天仙正理》也，天不愛道，此書傳世久矣，子尚未之見

耶？急敬讀一過，⋯⋯偕弟玉井，友楊硜堂徧訪之，既得一本全，

缺<道源淺說>篇，復請先生西江原本正之，而是書始為全璧矣。⋯⋯

因所得係老君堂原板，復踪跡之，始知於崇壽道院，而<淺說篇>

第三、第四兩頁已朽蠹久矣。旋倩工鐫補。又增<註說>一篇，亦

係真人自定，<目錄>中未曾載入，并更定之。從同志鄒君之請，

仍歸板於老君堂，垂示久遠，而自書其得書重脩之由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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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善《老子道德經妄言》二卷一冊，日本豐懷子玉註，日本池徽叔猷、中

養素子純、藤守柔子強同校，日本天明戊申(八年，1788，清乾隆

五十三年)大盈居刊本，C10/(q2)2210 

附：日本天明八年 (1788，清乾隆五十三年 )釋紹岷<刻老子妄言序>、日

本天明戊申(八年，1788，清乾隆五十三年 )豐懷子玉<老子道德經

妄言題辭>。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欄。半葉九行，行十八字；小字雙行，行十八

字。板框 15.0×20.4 公分。板心上方題「老子妄言」，魚尾下題「○

篇」，板心下方為葉碼。 

卷之首行題「老子道德經妄言○篇」，次行題「長門  豐懷

子玉註」、三行題「東都池徽叔猷」、「南總中養素子純同挍」、「南

總藤守柔子強」，卷末題「老子道德經妄言○篇終」。 

扉葉上題「天明戊申(八年，1788，清乾隆五十三年 )新鐫」，

右題「長門被褐道人著」，左題「大盈居藏版」，中間書名大字題

「老子道德經妄言」。 

按：字句間見日文訓讀。 

《莊子因》六卷八冊，清林雲銘評，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刊本，C10/(q1) 

4418 

附：清康熙戊辰 (二十七年，1688)林雲銘<增註莊子因序>、清林雲銘<

凡例>、<莊子篇目>、<莊子總論>、<莊子雜說>、<莊子列傳>。 

藏印：「吳翌鳳枝庵氏珍藏」方型硃印。 

板式：單白魚尾，單欄。無界欄，半葉九行，行二十二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二字。板框 14.1×21.0 公分。板心上方題「莊子因」，魚尾

下題「卷之○」、各篇篇名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莊子因卷之○」，次行題「三山林雲銘西仲評

述」。 

按：1.<莊子篇目>之末葉硃筆題：「向秀注莊唯<秋水>、<至樂>二篇未

就而卒，秀子幼，其義零落，然頗有別本流傳。郭象以秀書不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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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世，故竊以行，乃自注<秋水>、<至樂>二篇，又易<馬蹄>一

篇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行于世。」 

2.書中常見硃筆句讀及眉批。 

3.卷二<應帝王>篇末墨筆題：「莊周內書七篇法度甚嚴」，至「山

谷老人解莊子內篇七篇」共十三行。卷六<天下>篇末硃律題「丁

未立春後五日閱畢」。 

○和《大疑錄》二卷二冊，日本貝原篤信撰，日本大野通明校，日本明和三

年(1766，清乾隆三十一年)<序>文榮堂刊本，C10.21/(q1)6078 

附：<春臺先生讀損軒先生大疑錄>、日本明和丙戌(三年，1766，清乾

隆三十一年 )大野通明<題大疑錄之後>。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板框 14.6×18.8 公分。

板心上方題「大疑錄○」，魚尾下為葉碼。 

卷之首行題「大疑錄卷之○」，次行題「筑前   貝原篤信著」，

三行題「仙臺  大野通明校」，卷末題「大疑錄卷之○畢」。<題

大疑錄之後>末葉硃筆題「昭和六年 (1931，民國二十年 )一月念四

日讀過  福原約堂」。 

書末版權頁依序題「皇漢洋今古書類自家積年發兌ヤル者ト

其集藏啻ニ充棟載車ノ夥キぅそナラズ品位精工價程清廉以ラ

四方君子ヲ愛顧待ツ」、「文榮堂藏版」、「東區高久寶寺町四丁目

六番地」、「阪府書林   前川善兵衛」。 

按：舊錄題「明和三年(1766，清乾隆三十一年)刊本」當據<題大疑錄

之後>末署「明和丙戌(三年，1766，清乾隆三十一年 )」而言之，

然牌記未記載刊刻或發行日期，故改題為「日本明和三年(1766，

清乾隆三十一年)<序>文榮堂刊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