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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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部 

陳惠美 ∗、謝鶯興 ∗∗ 

易 類 

○張易經古注十卷三冊，魏王弼、韓康伯、邢璹等註，四部備要袖珍古書讀

本，民國二十四年上海中華書局據相臺氏家塾本校刊  CH 

A01.2/(b1)1017(E02.6/5045-01) 

附：唐邢璹<周易略例序>。  

藏印：「東海大學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雙魚尾，四周單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字。板框 8.6×12.0 公分。板心上方題「周易」，上魚尾下題

卷次，下魚尾下題葉碼，板心下方題「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印」。 

各卷之首行題書篇名及次第(如「周易上經乾傳第一」)，次

行題「王弼註」(卷七至卷九題「韓康伯註」)，卷末題「周易卷

第○」。 

封面書籤題「袖珍古書讀本易經古注冊○」。 

扉葉題「周易」，後半葉牌記依序題「四部備要」、「經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相臺氏家塾本校刊」、「桐鄉 陸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吳汝霖輯校」、「杭縣 丁輔之監造」。 

○張○善周易本義四卷四冊，宋朱熹撰，明成矩編，明成化己丑(五年，1469)

胡儔重校本  A01.2/(n)5040-1  

附：明成化己丑(五年，1469)四明洪常撰<周易序>、宋程頤撰<周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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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易本義總目>。 

藏印：「毅厂珍藏」白文長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三字。板框 1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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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板心上方刻「周義本義」，魚尾下刻「卷之○」及葉碼。 

各卷之首題「周易本義卷之○」，次題篇名；卷末題「周易本

義卷之○終」。 

書 類 

○張書經古注十三卷四冊，漢孔安國注，四部備要袖珍古書讀本，民國二十

四年上海中華書局據相臺氏家塾本校刊  CH 

A02.2/(a3)1236(E02.6/5045-01) 

附：<尚書序>。  

藏印：「東海大學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雙魚尾，四周單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字。板框 8.6×12.0 公分。板心上方題「尚書」，上魚尾下題

卷次，下魚尾下題葉碼，板心下方題「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印」。 

各卷之首行題「尚書卷第○」，次行題篇名次第(如「堯典第

一」)，三行下題「孔氏傳」，卷末題「尚書卷第○」。 

封面書籤題「袖珍古書讀本書經古注冊○」。 

扉葉題「尚書」，後半葉牌記依序題「四部備要」、「經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相臺氏家塾本校刊」、「桐鄉 陸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吳汝霖輯校」、「杭縣 丁輔之監造」。 

詩 類 

○張詩經古注二十卷四冊，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四部備要袖珍古書讀本，

民國二十四年上海中華書局據相臺氏家塾本校刊  CH 

A03.2/(a3)2000(E02.6/5045-01) 

附：無。  

藏印：「東海大學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雙魚尾，四周單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字。板框 8.6×12.0 公分。板心上方題「毛詩」，上魚尾下題

卷次，下魚尾下題葉碼，板心下方題「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印」。 

各卷之首行題「毛詩卷第○」，次行題篇名次第(如「周南關

雎詁訓傳第一」)，三行下題「鄭氏箋」，卷末題章數句數及「毛

詩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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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書籤題「袖珍古書讀本詩經古注冊○」。 

扉葉題「毛詩」，後半葉牌記依序題「四部備要」、「經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相臺氏家塾本校刊」、「桐鄉 陸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吳汝霖輯校」、「杭縣 丁輔之監造」。 

禮 類 

○張禮記古注二十卷八冊，漢鄭玄注，四部備要袖珍古書讀本，民國二十四

年中華書局據相臺氏家塾本校刊  CH A04.3/(a3)8700 

附：無。  

藏印：「東海大學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雙魚尾，四周單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字。板框 8.6×12.0 公分。板心上方題「禮記」，上魚尾下題

卷次，下魚尾下題葉碼，板心下方題「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印」。 

各卷之首行題「禮記卷第○」，次行題篇名次第(如「曲禮上

第一」)，三行下題「鄭氏箋」，卷末題章數句數及「禮記卷第○」。 

封面書籤題「袖珍古書讀本禮記古注冊○」。 

扉葉題「禮記」，後半葉牌記依序題「四部備要」、「經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相臺氏家塾本校刊」、「桐鄉 陸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吳汝霖輯校」、「杭縣 丁輔之監造」。 

按：1.卷十一、卷十二、卷十三之末附<興國本附見于此>。 

2.各冊封面墨筆題各冊收錄之卷次及各卷內容。 

○張禮記恆解四十九卷十冊，清劉沅著，民國十三年(1824)致福樓重刊本 CH 

A04.3/(q1)7231  

附：清光緒三十一年 (1905)錫良奏摺、國史館<本傳>、清道光八年 (1828)

劉沅<禮記恆解序>、劉沅<禮記恆解凡例>。 

藏印：「毅厂藏書」白文長型硃印。 

版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四字；小字雙行，行

二十四字。板框 13.9×18.7 公分。板心上方題「禮記恆解」，魚尾

下題卷次、篇名及葉碼，板心下方題字數及「致福樓」。 

各卷首行上題「禮記恆解卷○」、「晚年定本」，次行題下「雙

流劉沅輯注」，末行「題禮記恆解卷○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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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葉右題「晚年定本」，中間書名題「禮記恆解」，後半葉牌

記題「甲子(民國十三年 )夏六月致福樓重刊」。 

按：舊題「清光緒三十一年 (1905，乙巳)成都致福樓重刊本」，核書之

牌記題「甲子夏六月致福樓重刊」，干支明顯不符，舊題時間當誤。

據錫良<奏摺>知劉沅卒於「咸豐五年 (1855)」，劉沅<禮記恆解序>

署「道光八年 (1828)」，然參照其<春秋恆解序>末題「道光十八年

孟夏雙流劉沅書咸豐二年重校定時年八十有五」，則此書有可能亦

遲至咸豐二年時曾重校。 

而道光八年後之「甲子」，有同治甲子(三年，1864)及民國甲子(十

三年，1924)兩個。以卒於咸豐五年 (1855)，書為「晚年定本」，而

所附<奏摺>末云：「光緒三十一年十月二十四日奉硃批著照所

請」，則是書牌記所題「甲子夏六月致福樓重刊本」，當非「同治

甲子」，因此暫訂為「民國十三年致福樓重刊本」。 

春秋類 

○張春秋恆解八卷八冊，清劉沅撰，扶經堂書局據民國十四(1925)年致福樓

重刊本重印  CH A06.1/(q1)7231 

附：清咸豐二年 (1852)劉沅<春秋恆解序>、國史館<本傳>、劉沅<春秋

恆解凡例>、清光緒三十一年 (1905)錫良<奏摺>。  

藏印：「毅厂藏書」白文長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四字；小字雙行，行

二十四字。板框 13.6×18.6 公分。板心上方題「春秋恆解」，魚尾

下題卷次及葉碼，板心下方題「致福樓」。 

各卷首行上題「春秋恆解卷○」，次行下題「雙流劉沅輯注」、

末行題「春秋恆解卷○終」。 

扉葉右題「晚年定本」，左題「扶經堂印」，中間書名題「春

秋恆解」，後半葉牌記題「乙丑夏六月致福樓重刊」。 

按：舊題「清光緒三十二年 (1906)成都致福樓據扶經堂本重刊本」，按

光緒三十二年干支為「丙午」，與是書之牌記題曰「乙丑夏六月致

福樓重刊」，明顯不符。致福樓曾重刊劉沅槐軒全書，《禮記恆解》

重刊於甲子夏六月，則是書牌記所題「乙丑夏六月」，當可推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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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乙丑(十四年，1925) 」。不過，是書扉葉另題「扶經堂印」，

又有第八冊末附「雙流劉止唐先生全書價目乙亥年訂正槐軒全書

一百零七冊共價十七元」，末署「扶經堂書局發行所住成都南門純

化街延慶寺廟內」之廣告，共列劉沅二十二種書名及附刊五種書

名。觀「扶經堂書局」廣告，其時代當晚於致福樓，因此推定「乙

亥」為民國二十四年 (1935 年 )扶經堂書局重印本，故暫訂為「扶

經堂書局據民國十四年致福樓重刊本」。 

○張春秋左氏傳杜氏集解三十卷附名號歸一圖二卷春秋年表一卷十六冊，晉

杜預注，四部備要袖珍古書讀本，民國二十四年上海中華書局據相

臺岳氏家塾本校刊聚珍仿宋版  CH A06.1/4411(c) 

(E02.6/5045-01) 

附：晉杜預<春秋序>。 

藏印：「東海大學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雙魚尾，四周單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字。板框 8.5×12.1 公分。板心上方題「春秋經傳集解」，上

魚尾下題卷次(「名號歸一圖」卷則加題「名號歸一圖」，「春秋年

表」則題「年表」)，下魚尾下題葉碼，板心下方題「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各卷之首行題「春秋經傳集解○公第○」(「名號歸一圖」

卷則題「名號歸一圖卷○」、「春秋年表」卷則題「春秋年表」)，

次行題○公事蹟，三行上題「杜氏註」，下題「盡○年」，卷末題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名號歸一圖」卷則題「名號歸一圖

卷○」、「春秋年表」卷則題「春秋年表」)。 

封面書籤題「袖珍古書讀本春秋左傳古注冊○」。 

扉葉題「春秋經傳集解」，後半牌記依序題「四部備要」、「經

部」、「上海中華書局據相臺氏家塾本校刊」、「桐鄉 陸費逵總

勘」、「杭縣 高時顯、吳汝霖輯校」、「杭縣 丁輔之監造」。 

○張左傳句解六卷六冊，清韓菼句解，清李光明莊刊狀元閣印本  CH 

A06.12/(q3)4444   

附：魏邦達<重訂春秋左傳句解原序>、<重訂春秋左傳句解凡例>、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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菼<評點春秋左傳綱目句解彙雋> 

藏印：「毅厂珍藏」長型硃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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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17.2 公分。板心上方題「左傳句解」，魚尾下題「卷

○」、「○公」、篇名及葉碼，板心下方題「李光明莊」。 

各卷首行上題「評點春秋綱目左傳句解彙雋」，次行上題「長

洲韓菼慕廬甫重訂」(僅見卷一)，卷末題「左傳句解卷○終」。 

按：1.扉葉紅字題：「江南城聚寳門三山街大功坊郭家巷內秦狀元巷中

李光明家自梓童蒙各種讀本，揀選重料紙張裝訂。又分鋪狀元

境、狀元境口、狀元閣發售，實價有單」，後半葉依序右題「狀

元閣印」，左題「左傳句解」。 

2.<評點春秋左傳綱目句解彙雋>葉一之書眉藍筆題：「凡加紅圈者

皆可讀盖幾經選也  民國十二年五月十六日翼鵬誌」。卷六葉五

十二墨筆題「中華民國十一年十二月六日步翼鵬點畢」。 

3.卷中各篇之書眉間刻有評語。 

○張春秋公羊傳何氏解詁二十八卷六冊，漢何休撰，明金蟠、葛鼒校訂，四

部備要本，上海中華書局聚珍倣宋本 CH A06.22/(a3)2124  

附：漢何休<春秋公羊傳序>、<春秋公羊傳目錄>。 

藏印：「毅庵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黑口，雙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字。板框 10.8×15.4 公分。板心上方題「公羊傳」，上魚尾

下題卷次及「○公」，下魚尾下題葉碼，下方題「中華書局聚珍

倣宋版印」。 

各卷首行上題「春秋公羊傳卷○」，次行下題「漢諫議大夫

司空掾任城何休學」，三行題「明後學東吳金蟠訂」(偶數卷則題

「葛鼒」)，卷末題「春秋公羊傳卷○」。 

扉葉題「春秋公羊傳」，後半牌記依序題「四部備要」、「經

部」、「上海中華書局據永懷堂本校刊」、「桐鄉 陸費逵總勘」、「杭

縣 高時顯、吳汝霖輯校」、「杭縣 丁輔之監造」。 

按：第一冊及第二冊墨筆題「張學良」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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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秋穀梁傳范氏集解二十卷四冊，晉范寧撰，明金蟠、葛鼒校訂，四部

備要本，民國二十五年上海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  CH 

A06.32/(b)4430  

附：晉范甯<春秋穀梁傳序>、<春秋穀梁傳目錄>。 

藏印：「毅庵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雙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字。板框 10.8×15.4 公分。板心上題「穀梁傳」，上魚尾下

題卷次及「○公」，下魚尾下題葉碼，板心下題「中華書局聚珍

倣宋版印」。 

各卷首行上題「春秋穀梁傳卷○」，次行下題「晉豫章太守

順陽范甯集解」，三行下題「明後學東吳金蟠校訂(雙數卷則題「葛

鼒」)」，卷末題「春秋穀梁傳卷○」。 

扉葉題「春秋穀梁傳」，後半葉牌記依序題「四部備要」、「經

部」、「上海中華書局據永懷堂本校刊」、「桐鄉 陸費逵總勘」、「杭

縣 高時顯、吳汝霖輯校」、「杭縣 丁輔之監造」。 

按：第一冊及第二冊墨筆題「張學良」三字。  

四書類 

○張四書集註：大學一卷，中庸一卷、論語十卷、孟子七卷六冊，宋朱熹撰，

四部備要袖珍古書讀本，民國二十四年上海中華書局據吳縣吳氏倣

宋本校刊聚珍仿宋版  CH A07.5/(n)2540 (E02.6/5045-01) 

附：南宋淳熙己酉 (十六年，1189)朱熹<大學章句序>、南宋淳熙己酉 (十

六年，1189)朱熹<中庸章句序>、<論語序說>、<孟子序說>。 

藏印：「東海大學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雙魚尾，四周單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字。板框 8.6×12.2 公分。板心上方題書名(如「大學」)，

上魚尾下題卷次，下魚尾下題葉碼，板心下方題「中華書局聚珍

倣宋版印」。 

各卷之首行上題書篇名及次第(如「論語卷之○」)，下題「朱

熹章句」(或「朱熹集注」)，卷末題「○○(書名)卷之○」。 

封面書籤題「袖珍古書讀本四書集注大學中庸(或論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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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冊○」。 

扉葉題「四書集注」(各書另有扉葉，各題「大學」、「中庸」、

「論語」、「孟子」)，後半葉牌記依序題「四部備要」、「經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吳縣吳氏倣宋本校刊」、「桐鄉 陸費逵總

勘」、「杭縣 高時顯、吳汝霖輯校、」「杭縣 丁輔之監造」。 

○張四書訓蒙輯疏二十九卷二十八冊闕第二十九卷，日本會津安褧撰，日本

嘉永元年(1848，清道光二十八年)刊本 CH A07.52/(q3)8331-01  

附：日本天保十五年 (1844，清道光二十四年 )紫溟古賀煜<四書訓蒙輯

疏序>、日本天保十四年 (1843，清道光二十三年 )會津安褧<四書

訓蒙輯疏序>、<凡例>、<引用諸家名氏>、南宋淳熙己酉(十六年，

1189)朱熹<大學章句序>、南宋淳熙己酉(十六年，1189)朱熹<中

庸章句序>、<朱子論語集註序說>、<朱子孟子集註序說>。 

藏印：「會津藩藏版」、「露溪」、「鞍挂藏」等方型硃印，「毅厂珍藏」、

「松隈氏藏書記」等長型硃印，「中村」、「永富」等圓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二

十一字。板框 13.7×17.8 公分。板心上方題「四書輯疏」，魚尾下

為卷數、書名，板心下方為葉碼。 

各卷首行題「四書訓蒙輯疏卷之○」，次行題「後學會津安

褧著」，卷末題「四書訓蒙輯疏卷之○終」。 

扉葉右題「嘉永元年 (1848，清道光二十八年 )戊申鐫」，中

間書名大字題「四書訓蒙輯疏」，右下硃字題「毅庵四十八年夏

購于台北最後一冊缺」，第一、二及四至十五等冊之封底有墨筆

題「大正元歲中義郎藏書」。 

按：1.紫溟古賀煜<四書訓蒙輯疏序>書眉有音釋，書間另見墨筆眉批

及硃筆句讀。字句間夾有日文音讀。 

2.會津安褧<四書訓蒙輯疏序>云：「彙成一編，凡二十九卷名曰《四

書訓蒙輯疏》」，知館藏缺第 29 卷，第 28 卷為《孟子‧盡心上》，

則所缺者為《孟子‧盡心下》。 

小學類 

○張說文古籀補十四卷補補十四卷三補十四卷附補遺一卷附錄一卷(含補、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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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三補等三種)八冊，清吳大澂補，民國丁佛言補補，民國強運開

三補，民國間藝文印書館彙編影印本 CH A09.22/(r)2643 

附：清光緒九年 (1883)潘祖蔭<說文古籀補敘>、清光緒十年 (1884)陳介祺

<說文古籀補敘>、清光緒九年 (1883)吳大澂<說文古籀補敘>、甲子(民

國十三年，1924)丁佛言<說文古籀補補敘>、甲子(民國十三年，1924)

姚華<敘>、<說文古籀補凡例>、<說文古籀補補凡例>、<說文古籀三

補凡例>。 

藏印：「毅庵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八行，每行字數不等；小字雙行，行二

十二字；書眉另以篆文標示各行之列之字。板框 9.17×13.6 公分。

板心上方題書名「說文古籀補」或「說文古籀補補」或「說文古

籀三補」，下象鼻之上為葉碼 (「補」為連續，「補補」與「三補」

則各卷葉碼獨立計算 )。  

「說文古籀補」之各卷首行題「說文古籀補弟○」，次行題

「賜進士出身督辦甯古塔等處防務屯墾事宜太僕寺卿吳大澂

撰」，三行標各卷字數「文○○○  重○○○」等字。 

「說文古籀補補」之各卷首行則題「說文古籀補補弟○」，

次行標各卷字數「文○○○字  重○○○」。 

「說文古籀三補」之各卷首行則題「說文古籀三補弟○」，

次行題「溧陽強運開夢漁父輯」，三行標各卷字數「文○○○  重

○○○」。 

按：1.吳大澂<說文古籀補敘>云：「大澂篤耆古文，童而習之，積三十

年，搜羅不倦。豐岐京洛之野，足跡所經，地不愛寶。又獲交當

代博物君子，擴我見聞，相與折衷，以求其是。師友所遺拓墨片

紙，珍若球圖，研精究微，辨及瘢肘。爰取古彝器文，擇其顯而

易明，視而可識者，得三千五百餘字，彙録成編，參以故訓，附

以己意，名曰說文古籀補。葢是編所集，多許氏所未收，有可以

正俗書之謬誤者，閒有一二，與許書重複之字並存之，以資攷證。」 

2.<說文古籀三補凡例>云：「本編繼吳愙齋說文古籀補，丁佛言說

文古籀補補而作，故曰說文古籀三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