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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本 書 目  

東 海 大 學館 藏 善 本書 簡 明 目錄 --集 部 ． 別 集 類．清代之屬 (二 ) 

陳惠美 ∗、謝鶯興 ∗∗ 

別集類Ｄ０２.6 

○和《擬寒山詩》不分卷一冊，明釋隱元撰，日本寬文六年(1666，清康熙五年)

隱元<序>刊本，D02.6/2671 

附：日本寬文六年(1666，清康熙五年 )隱元<擬寒山詩自序>、日本性潡<

跋>。 

藏印：「畫禪盦」長型硃印、「銕齋金　」、「銕道」方型硃印。 

板式：無魚尾，四邊雙欄。無界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板框 15.0×22.1

公分。板心上方題「扶桑撰述」(或「太和撰述」 )，板心間題「擬寒

山詩」及葉碼。 

卷之首行題「隱元和尚

擬寒山百詠」，次行題「侍者

道澄錄」。 

書籤題「隱元和尚擬寒

山詩百詠  全」。 

按：書分「隱元和尚擬寒山百詠」

及「又擬寒山一百首」。未見

任何牌記可知其刊時間，惟<

跋>云：「甲午歲，吾祖隱老人

應聘東國說法，十餘霜，昉開

山黃檗遂逸老松堂坐臥之

餘，亦喜歌詠，尋有松隱吟五

十首，響震山川，雅有寒山子

之風。今年春為侍者澄月潭所

啟，復擬寒山詩一百首，……

乃踴躍歡嘉，拜乞繡梓以壽其

傳。」與<序>云：「適高泉法孫遠來省侍，見是集即乞刊行。」所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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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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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合，序末署「寬文六年(1666，清康熙五年 )」，則「甲午」為「承

應三年(1654，清順治十一年 )」。然僅能說序撰於「寬文六年(1666，

清康熙五年 )」，不能依此著錄為「寬文六年(1666，清康熙五年 )刊本」，

故將舊錄改為「日本寬文六年(1666，清康熙五年 )隱元<序>刊本」。 

《遂初堂集》十六卷六冊，清潘耒撰，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刊本，D02.6/3250 

附：清康熙四十九年(1710)許汝霖<序>、<遂初堂詩集目錄>(次行題「吳江

潘耒次耕著」)、清雍正三年(1725)沈彤<皇清敕授徵仕郎日講官起居

注翰林院檢詩潘先生行狀>。 

藏印：「紅秋山館」方型硃印「川太史紙花記」長型硃印。 

板式：單欄，單魚尾。半葉十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一字。

板框 13.2×17.0 公分。板心上方題「遂初堂集」，魚尾下題「○遊草卷

○」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遂初堂詩集卷之○」，次行題「○遊草」，三行為

篇名。 

 

按：1.卷一至卷二收《少遊草》，卷三至卷五收《夢遊草》，卷六收《近遊



善本書目 

 77

草》，卷七收《江嶺遊草》，卷八收《海岱遊草》，卷九收《台蕩遊章》，

卷十收《閩遊草》，卷十一收《黃廬遊草》，卷十二至卷十三收《楚

粵遊草》，卷十四收《豫遊草》，卷十五收《臥遊草》，卷十六收《補

遺》。 

2.舊錄「康熙四十九年(1710)刊本」，但第六冊末附雍正三年(1725)沈

彤撰<行狀>，觀其字體與紙張相似，當係同時刊刻者，則應在雍正

三年(1725)之後刊刻，或即與台大圖書館藏「雍正間刊本」為同一

刻本。 

《午亭文編》五十卷十六冊，清陳廷敬撰，清林佶輯錄，陳壯履校，清乾隆

四十三年(1778)刊本，D02.6/7514 

附：清陳廷敬<自敘>、<午亭文編總目>(下題「門人侯官林佶輯錄」)、清

康熙戊子(四十七年，1708)林佶<午亭文編後序>、清陳壯履<跋>、清

乾隆四十三年(1778)徐昆<跋>。 

藏印：「彭亦驄藏」方型硃印、「讀有用書」方型陰文硃印。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

行三十四字。板框 15.6×19.3 公

分。魚尾下題「午亭文編卷○」

及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午亭文編

卷○」，下題「門人侯官林佶輯

錄」，次行為文體名，三行為篇

名，卷末上題「午亭文編卷

○」，下題「男壯履恭較」。 

扉葉題「午亭文編」。 

按：1.卷一收<朝會燕饗樂章十四篇

>、<平滇雅三篇>、<北征大捷

凱歌二十首>、<聖武雅三篇

>、<南廵歌十二章>，卷二收

「樂府」，卷三至卷七收「古

體詩」，卷八至卷二十收「今

體詩」，卷二十一收「賦」、「襍著一」，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收「襍

著」，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八收「經解」，卷二十九收「錄」，卷三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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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十一收「疏」，卷三十二收「表」、「論」、「對」，卷三十三至卷

三十四收「史評」，卷三十五至卷三十七收「序」，卷三十八收「記」，

卷三十九收「書」，卷四十收「頌」、「箴」、「銘」、「贊」，卷四十一

至卷四十二收「傳」，卷四十三收「阡表」，卷四十四至卷四十六收

「墓誌銘」，卷四十七收「神道碑」、「墓碑」、「墓表」、「祭文」，卷

四十八收「題跋」、「襍文」，卷四十九至卷五十收「杜律詩話」。 

2.林佶<後序>云：「今相國午亭先生前後刻所為集，凡數易藁，未嘗

流布，輙復更定。戊寅(三十七年，1698)冬佶初至京，得及先生門，

嘗求所刻集，先生慎不出。比乙酉(四十四年，1705)佶再入都，先

生始授佶編輯。又五年而藁始定而錄始成，剞劂之工亦將竣矣。先

生命佶敘簡末。」 

3.陳壯履<跋>云：「《文編》鏤版成先文正念豕魚或悞，不肯輕以示人。

庚寅(四十九年，1710)秋，壯履既被譴，鍵關自訟，日對是編，先

文正因有較讎之命，未卒業而見背，嗣罹母王夫人李孺人之艱，心

志益大恍惚，事遂中輟。己亥(五十八年，1719)長夏，屏跡山村，

始得詳為繙閱，僅就所知印正如干字，淺陋之資，荒踈日甚，惟隳

成命是懼，金銀之誚寧能免耶。」 

《牧齋有學集詩註》十四卷十二冊，清錢謙益撰，清錢曾箋注，清刊本，

D02.6/8308-2 

附：<牧齋有學集目錄>。 

藏印：「紀成虎一遺愛書無劍刻」長型硃印、「虬齋所藏書籍」長型硃印、

「虬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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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18.1 公

分。板心上方題

「有學集詩

注」，魚尾下題

「卷之○」及葉

碼。 

各卷首行

題「牧齋有學集

詩註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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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行題「籛後人錢曾遵王箋註」，三行題「苕南(無人名)鈔訂」(第十

二卷無「苕南」二字，第十三卷此行無字)，四行題「東海朱梅素培

分校」(第六卷起改為「東海朱梅朗嚴分校」)，第五行為詩集名，第

六行為篇名，卷末題「牧齋有學集詩註卷第○終」(第二卷無「牧齋」

二字，第六、七等卷僅題「○卷終」，第九、十、十二等卷之末無字)。 

按：1.第一卷收秋槐詩集，第二卷收秋槐詩支集，第三卷收夏五詩集，第

四、五卷收絳雲餘燼詩，第六卷收秋槐詩別集，第七卷收高會堂詩

集，第八卷收長干塔光詩集，第九卷收紅豆詩初集，第十卷收紅豆

詩二集，第十一卷收紅豆三集，第十二卷至十四卷收東澗集。 

2.書中間見硃筆與墨筆之句讀，書眉間見硃筆註語。第五卷葉一上半

葉、第八卷葉一上半葉均闕。 

3.是書無任何序跋，國家圖書館與中研院傅斯年圖書館各藏一套，國

家圖書館題「清刻本」，傅斯年圖書館附《初學集》二十卷，題「清

玉詔堂改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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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止水齋集》二十卷六冊，清許宗彥撰，清咸豐八年(1858)刊本，D02.7/0830 

附：清阮元<浙儒許君積卿傳>、清蔡之定<許君周生家傳>、清陳壽祺<皇

清奉政大夫兵部車駕司主事候選中中周生許君墓志銘>、<鑑止水齋集

總目>、清咸豐八年(1858)許延瑴<跋>。 

藏印：「鄒麗笙讀書記」方型殊印、「鄒氏房藏」方型硃印、「東武鄒儷笙

藏」。 

板式：粗黑口，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字。

板框 13.6×16.5 公分。板心中間題「鑑

止水齋集卷○」及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鑑止水齋集卷

○」，下題「德清許宗彥」，次題該卷

的文體，三行為篇名。 

扉葉題「鑑止水齋集」。 

按：1.阮元<浙儒許君積卿傳>云：「有《鑑

止水齋文集》十二卷詩八卷。集多

說經之文。」陳壽祺<皇清奉政大夫

兵部車駕司主事候選中中周生許君

墓志銘>云：「其孤延敬等赴於閩且

曰先君子有集二十卷，生時鋟其

半。」 

2.<浙儒許君積卿傳>云：「君以嘉慶

二十三年(1816)十二月二十二日卒

於杭州，年五十有一。」逆推五十

一則生於乾隆三十一年(1766)。但蔡之定<許君周生家傳>、陳壽祺<

皇清奉政大夫兵部車駕司主事候選中中周生許君墓志銘>皆云生於

「乾隆戊子年(三十三年，1768)正月初一日子時」。 

3.卷一之卷八收「古今體詩」，卷九為「詞」，卷十為「書」，卷十一

為「序」、「跋」、「書後」，卷十二為「攷」，卷十三為「攷」、「說」，

卷十四為「說」、「記」，卷十五為「解」，卷十六為「辨」、「原」、「釋」、

「議」、「雜說」、「論」，卷十七為「傳」，卷十八為「碑」、「墓表」、

「墓誌銘」，卷十九為「行狀」、「哀辭」、「祭文」、「贊」，卷二十為

「賦」「駢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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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詩作間附友人和唱之作，如卷四<賦得何處堪消暑>後附屠倬琴塢四

首、許乃普經厓二首。 

5.許延瑴<跋>云：「右先府君鑑止水齋詩文集二十卷乃嘉慶二十四年

刻於杭州者也先府君棄養時瑴年尚幼懵然無所知旣壯屢躓棘闈由

訓導改官縣令雖風塵奔走行篋中恒以是集自隨前因見索者多是以

重為鋟板於潮州去秋擕回省垣存學海堂中不意被燬茲復付梓瑴不

敏不克纘承先志深懼先澤之自身而湮每一開函不自知其淚涔涔之

隨聲而下也咸豐八年歲次戊午冬月朔延瑴薰沐謹識」。 

《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四卷六冊，清王懋竑撰，清喬崇禧、喬汲、成原大、

喬元臣、喬光傳、劉家晟、劉世謙、孫仝轍、孫仝敞、成惪洤、王箴

傳、王箴謹、趙峻、湯希僑、祁汞清、劉次呂、朱舜年、喬學周、王

箴輿、王箴韋、王希伊、王希朱、王希周、王直至、王正堅、王重等

校，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刊本 D02.7/1040 

附：清乾隆壬申(十七年，1752)雷鋐<白田草堂存稿序>、清沈德潜《欽定

國朝詩別裁集．王懋竑》、<官職紀要>(標題為編者所給)、<白田草堂

存稿目錄>、<崇祀鄉賢錄部議>、清陳弘謀<皇清勅授文林郎翰林院編

修白田王公崇祀鄉賢錄>、清火秉禮<祭文>、清寳應縣儒學<事實>、

清王箴聽等<皇清勅授文林郎翰林院編脩先考王公府君行狀>。 

藏印：「東海大學珍藏之記」長型硃印、「瀧川氏圖書記」長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二行，行二十二字；小字雙行，行二十

二字。板框 13.2×17.5 公分。板心上題「白田草堂存稿」，魚尾下題「卷

○」及葉碼。 

各卷首

行題「白田

草堂存稿卷

之○」，次行

題「寳應王

懋竑予中甫

著」，三行題

文體名，四

行為篇名，

卷未上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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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田草堂存稿卷之○終」，下題「門人喬崇禧校字」(卷二題「門人

喬汲校字」，卷三題「後學成原大校字」、卷四題「後學喬元臣校字」、

卷五題「後學喬光傳校字」、卷六題「後學□□□□□」、卷七題「後

學劉家晟偕姪世謙校字」、卷八題「□□□孫孫仝轍仝敞校字」、卷

九題「後學成惪洤校字」、卷十題「男箴傳校字」、卷十一至十三及

卷十七題「男箴謹校字」、卷十四題「後學趙峻孫壻湯希僑校字」、

卷十五題「子壻祁汞清劉次呂後學朱舜年喬學周校字」、卷十六空

白、卷十八題「姪箴輿箴韋校字」、卷十九題「孫男希伊校字」、卷

二十題「孫男希朱校字」、卷二十一題「孫男希周校字」、卷二十二

題「曾孫直至挍字」、卷二十三題「曾孫正堅校字」、卷二十四題「曾

孫重校字」) 。 

按：1.雷鋐<白田草堂存稿序>云：「余庚午(十五年，1750)赴闕，道過寶應，

王孝廉洛師奉其尊人白田先生存稿請序，余諾而謹藏之。」 

2.「欽定國朝詩別裁集．王懋竑」條後收一葉<官職紀要>題：「康熙

六十一年八月安慶府儒學教授王懋竑到任雍正元年六月二十九日

硃筆寫出蔡世逺原任庶吉士王懋竑安慶教授喬崇修侯選教諭此三

人著調來京十一月初六安慶教授王懋竑乾清門引見奉旨著暫留朕

另有旨十六日吏部尚書公舅舅隆傳旨王懋竑授為翰林院編脩著在

三阿哥處行走雍正二年二月欽點順天鄉試同考官乾隆二十六年十

二月十六日奉旨入祀鄉賢祠」。 

3.卷一至卷九為雜著，卷十為奏、書，卷十一至卷十三為書，卷十四

為序，卷十五至卷十六為壽序，卷十七為祭文，卷十八為行狀，卷

十九為記、墓誌銘、詳稿，卷二十為啟，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四為詩。

<目錄>末題「山陽後學邱敦美冩」。 

4.卷八<題李氏雙節旌表録後>葉十五有五處墨釘，卷十五<寳應張邑

侯序>葉十有一處墨釘，卷十八<翰林院脩撰叔父樓邨王公行狀>第

二葉至第三葉有五處墨釘。 

5.舊本題「清乾隆三十七年(1772)刊本」，書中無任何牌記，雷鋐<白

田草堂存稿序>撰於乾隆十七年(1752)，<祭文>題「乾隆二十七年

(1762)」。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中國古籍庫」收錄「白田草堂存稿

二十四卷附錄一卷」，其板式行款為：「匡高十七.五公分，寬十三.

二公分。十二行二十二字，小字雙行同。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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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白口」二字與東海藏本板心上方為「花口」，板心下方為「白

口」有別外，其餘完全相同。其附註項載：「端署『寶應王懋竑予

中甫著』，目錄後鐫『山陽後學邱敦美寫』。前有乾隆十七年雷鋐序，

鈐有『東北人民大學圖書藏書』印。按：此本為懋竑子箴聰等刻後

印本。《附錄》一卷為《崇祀鄉賢雜錄》及寶應縣知 縣 撰《行 狀 》，

署乾隆二十六年、二十七年，為後人重印是本時增補之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