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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年類 

○和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目錄一卷五十冊  宋司馬光撰  日本

天保七年 (1836，清道光十六年 )校刊，嘉永二年(1849，

清道光二十九年)津藩有造館藏版本  B02/(n)1779-01  

附：日本嘉永二年 (1849，清道光二十九年 )藤堂高猷<刻資治

通鑑序>、日本嘉永二年 (1849，清道光二十九年 )佐藤坦

<刻資治通鑑跋>，日本嘉永二年 (1849，清道光二十九年 )

齋藤正謙<翻刻資治通鑑跋>、旃蒙作噩(乙酉，元世祖至

元二十二年，1235 )胡三省 <音註資治通鑑序>、宋元豐七

年 (1084)司馬光<進資治通鑑表>、 (宋元豐七年，1084 )<

獎諭詔書>、<治平資治通鑑事略 >、宋治平四年 (1067)神

宗<御製資治通鑑序>、<資治通鑑總目>、<資治通鑑目錄>。 

藏印：「有造館記」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字。板框 14.8×21.2 公分。板心上方題「通鑑卷

○」，魚尾下題「○紀○」、各帝王名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資治通鑑卷第○」，二、三行分題「朝

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理檢使上護軍賜紫金魚

袋臣司馬光奉編集」，第四行題「後學   天台胡三省   

音註」，卷末題「資治通鑑卷第○」及「津藩石川之褧」

(或土井有恪、川喜多顒、齋藤正謙、石川之圭 )「齋藤

正謙同挍」(目錄與卷 8、292 則題「平松正愨同挍」，卷

2、9、91、105、116 題「川村尚迪同挍」，卷 3、12、16、

20、25、29、31、38、43、48、54、58、60、68、74、

80、87、89、103、118、119、122、125、128、13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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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40、143、146 題「早崎勝任同挍」，卷 4、11、18、

23、28、31、36、41、45、52、56、59、66、72、78、

84、88、90、96、102、108、113、117、120、123、126、

129、132、135、138、141、144、147、149、151、153、

155、157、159、161、163、165、167、169、171、173、

175、177、224、228、265、267、269、270、274、278、

280、282、286、290、293~294 題「土井有恪同挍」，卷

5、17、26、33、40、50、61、67、77、83、92、97、107、

114 題「奧田士彥同挍」，卷 6、21 題「市川龜長同挍」，

卷 7、19、30、39、47、55、62、75、86、98、109、211、

217、226、236、241、251、261、271、279、287 題「宮

崎定憲同挍」，卷 13 題「荒木重敬同挍」，卷 14、 27、

35、44、51、57、64、69、73、81、93、100、111 題「福

山知業同挍」，卷 15、 24、 37、 46、 53、 65、 71、 76、

82、95、101、106、112 題「吉村翰同挍」，卷 22、34、

42、49、63、70、79、94、99、110、115 題「荒木謇同

挍」，卷 121、 124、 127、 130、 133、 136、 139、 142、

145、148、150、152、154、156、158、160、162、164、

166、168、170、172、174、176、178~211、213、216、

221、 231、 233~234、 238、 266、 272、 276、 284、 288

題「川喜多顒同挍」，卷 212、222、227、277、285 題「齋

藤正格同挍」，卷 214、220、223、229、232、235、248、

258、264、273、281、289 題「中川忠順同挍」，卷 215、

219、 225、 237、 239~243、 245~246、 249~250、 253、

255~256、259~260、263、268 題「石川之圭同挍」，卷

218、230、242、244、247、252、254、257、26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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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291 題「矢守勝遼」，卷 85 模糊不清無法辨識 )，

書眉刻有校註語。 

扉葉右題「天保丙申 (七年，1836，清道光十六年 )

挍刊」「第一帙十五冊自序」「表目錄至至漢紀二十」(第

六冊則題「第二帙十五冊自漢紀」「二十一至漢紀五十」，

第十一冊則題「第三帙十五冊自漢紀五十一至晉紀十」，

第十六冊則題「第四帙十五冊自晉」「紀十一至晉紀四

十」，第廿一冊則題「第五帙十五冊自」「宋紀一至梁紀

四」，第廿六冊則題「第六帙十五冊自」「梁紀五至隋紀

二」，第卅一冊則題「第七帙十五冊自隋」「紀三至唐紀

二十四」，第卅六冊則題「第八帙十五冊自唐紀」「二十

五至唐紀五十四」，第四十一冊則題「第九帙十五冊自唐

紀」「五十五至後梁紀三」，第四十六冊則題「第十帙十

三冊自後」「梁紀四至後周紀五」 )，左題「津藩有造館

藏板」。 

按：1.司馬光之官銜，依其成書時間的不同而有差異，如：

卷 1 至卷 8 題「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理檢

使上護軍賜紫金魚袋臣司馬光」，卷 9 至 39 題「翰林學

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

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金

魚袋臣司馬光」，卷 40 至 71 題「翰林學士兼侍讀學士朝

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省兼提舉萬壽觀公事

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金魚袋臣司馬

光」，卷 72 題「翰林學士兼侍讀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

夫知制誥判尚書都省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金魚袋臣司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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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卷 73 至 78 題「翰林學士兼侍讀學士朝散大夫右諫

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省兼提舉萬壽觀公事柱國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金魚袋臣司馬

光」，卷 79 至 108 及卷 115 至 118 題「端明殿學士兼翰

林侍讀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

留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

四百戶賜紫金魚袋臣司馬光」(卷 89「翰林侍讀學士」僅

作「侍讀學士」，卷 103「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僅作「右

諫議大夫」 )，卷 109 至 113 題「端明殿學士兼翰林侍讀

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

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六百戶

賜紫金魚袋臣司馬光」(卷 110「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作「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六

百戶」作「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四百戶」，然書眉題「一

本權判作提舉留司御史臺作嵩山崇福宮三作八四作六」)，

卷 114 題「端明殿學士兼翰林侍讀學士太中大夫撰提舉

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

實封四百戶賜紫金魚袋臣司馬光」，卷 119 至 158 及 161

至 184 題「端明殿學士兼翰林侍讀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

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六百戶賜紫金魚袋臣司馬光」

(卷 133 缺「右諫議大夫」 )，卷 159 至 160 及 185 至 252

及 261 至 265 題「端明殿學士兼翰林侍讀學士太中大夫

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

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金魚袋臣司馬光」，卷 253 至 260 題

「端明殿學士兼翰林侍讀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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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九百戶

賜紫金魚袋臣司馬光」，卷 266 至 294 題「端明殿學士兼

翰林侍讀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六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金魚袋臣司

馬光」(卷 269「食邑二千六百戶」作「食邑二千二百戶」)。 

2.舊錄「清道光二十九年 (1849)日本津藩有造館刊本」。日

本嘉永二年 (1849，清道光二十九年 )藤堂高猷<刻資治通

鑑序>云：「余素好是書(按承上文之說此指《資治通鑑》)，

每政暇輒熟讀而翫味焉，因命儒臣校勘漸次上梓，會壬

寅歲 (日本天保十三年，1842，清道光二十二年 )官諭侯

伯刊行大部書籍，於是督勵所司分曹執役，不期年告成。」

則書刻成於天保十四年 (1843，清道光二十三年 )。佐藤

坦<刻資治通鑑跋>云：「公聽政之暇，恒潛思於經術，旁

及古今史籍，最喜涑水之撰，往者命翻雕之，儲諸黌館。

原書係陳仁錫評本，分屬儒員數名，偏覓異本校訂之，

表同異於欄外，庶乎無復紕繆。」齋藤正謙<翻刻資治通

鑑跋>亦云：「嘗命館儒校讎《資治通鑑》，欲翻雕布世，

臣謙實總督之。已成，公親製序冠於其首，使臣謙書一

言於其後。」此二<跋>亦署「嘉永二年 (1849，清道光二

十九年 )」。然扉葉題「天保丙申(七年，1836，清道光十

六年 )挍刊」、「津藩有造館藏板」，是否即署其「命儒臣

校勘漸次上梓」之日期，姑記之俟考。 

(謝鶯興整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