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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本書目 

東海大學館藏善本書簡明目錄--集部．總集類．詩之屬(三) 

陳惠美 ∗、謝鶯興 ∗∗ 

總集類Ｄ０３ 

詩之屬Ｄ０３.２ 

《明詩別裁集》十二卷目錄一卷六冊，清沈德潛、周準同輯，清乾隆年間友

德堂藏版巾箱本 D03.225/(q1)3423 

附：清乾隆三年(1738)沈德潛<明詩別裁集序>、清乾隆己未(四年，1739)

蔣重光<明詩別裁集序>、清乾隆戊午(三年，1738)<序>。 

藏印：「觀阜」長型陰文硃印、「北村文庫」長型硃印、「樨坡」方型硃印、

「大□」圓型硃印、「北村榦印」方型陰文硃印、「本無一物」方型陰

文硃印、「吳興述詠廬沈書籍印」方型陰文硃印、「虛舟」橢圓硃印 、

「沈□馥印」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八行，行十

六字；小字雙行，行十六字。板框 7.5

×9.1 公分。板心上方題「明詩別裁集」，

魚尾下題「卷○」及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明詩別裁集卷

○」，二、三行跨行題「長洲」、「同輯」，

次行題「沈德潛確士」，三行題「周準

欽萊」，四行為各家姓名，卷末題「明

詩別裁集卷○終」 

扉葉題「明詩別裁集」，左下題「友

德堂藏版」。 

按：舊題「清乾隆年間友德堂刊本」，可能

據「乾隆三年」或「乾隆四年」兩篇<

序>年代而訂，暫據扉葉題「友德堂藏版」，而去其「乾隆年間」。 

《感舊集》十六卷目錄一卷八冊，清王士禎選，清盧見曾補傳，清乾隆十七

年(1752)德州盧氏刊本 D03.226/(q1)10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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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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清乾隆壬申(十七年，1752)廬見曾<刻漁洋山人感舊集序>(行書字體，

末鈐「雅雨山人」及「盧印見曾」兩墨印)、清朱彝尊<原序>(板心題

「感舊集原序」，序末刊者刻「按此序與曝書亭集刪定之本小異今從

原本」數語)、清乾隆壬申(十七年，1752)盧見曾<刻漁洋山人感舊集

序>(與前之行書體內容相同)、清康熙十三年(1674)王士正<自序>(板

心題「感舊集自序」)、盧見曾<感舊集補傳凡例>、清乾隆十七年(1752)

張元<刻感舊集後序>、<小傳補遺>。 

藏印：無。 

板式：白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

一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三

十一字。板框 14.6×18.2 公分。魚尾

下題「感舊集卷○」及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感舊集卷○」，

次行上題「漁洋山人選」，下題「德

州盧見曾補傳」，三行為各家姓名，

卷末題「感舊集卷○全」。 

扉葉右上題「雅雨山人補傳」，

書名大字題「漁洋山人感舊集」。 

按：一、盧見曾<序>云：「辛未冬，以公

役至京師，謁崑圃黃夫子於家，

出所抄漁洋先生感舊集見示」，

「是集亦僅有其序而未流傳其書，詎意殁後四十餘年猶為宗工之

所購求珍秘，以轉授於予。馬君秋玉又不期而遇於京邸，不忘久

要，慨然任剞劂之事，此蓋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為也。於是不遠

千里延淄川老友張孝廉榆邨至署，採集故實，以長夏簿書餘昃，

秉燭操觚，仿遺山以下各詩選之例，系之以小傳，而述所緣起如

右。」 

二、<自序>云：「輒取篋衍所藏，平生師友之作，為之論次，都為一

集。自虞山而下凡若干人詩若干首。又取向所撰錄神韻集一編，

芟其什七附焉，通為八卷。」然<感舊集補傳凡例>云：「先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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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編纂是集在康熙甲寅年，是成書已久特未嘗版行於世。聞先生

殁後，其甥益都趙緩菴執端即其家遍索原本不得，得散槀一束，

開有目錄抄存。此本共為四大卷，卷百餘頁，考功在第二卷末，

與自序所云『通為八卷，以考功終』及朱序『凡五百餘首』者不

合，其為先生晚年更定未成之書無疑也。今依抄本序次，釐為十

六卷，補遺各詩彙載每大卷之末者，各附正選之後。」 

三、<感舊集補傳凡例>云：「採集諸書，淄川張孝廉元之力居多；搜

羅幽隱，則同里宋編修弼；集成而復加較訂，則江寧秦孝廉大士也。」 

《國朝詩別裁集》三十二卷目錄一卷十六冊，清沈德潛纂評，清乾隆間刊巾

箱本 D03.226/(q1)3423 

附：清乾隆二十六年(1761)高宗皇帝<御製沈

歸愚國朝詩裁集序>、<凡例>。 

藏印：「松平氏藏書印」方型硃印、「水納戶」

橢圓硃印、「南柯亭」橢圓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八行，行十

六字；小字雙行，行十六字。板框 7.6×

9.3 公分。板心上方題「國朝詩別裁集」，

魚尾下題「卷○」及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欽定國朝詩別裁集

卷○」，次行下題「禮部尚書臣沈德潛

纂評」(卷十二缺此行)，三行為各家姓

名，卷末題「國朝詩別裁集卷○終」。 

扉葉右題書名大字「欽定國朝詩別裁集」，左題「禮部尚書臣沈

德潛纂評」。 

按：<御製序>原為硃色，因年久褪色導致字跡不容易辨識。 

《清朝山左詩鈔》六十卷目錄一卷十六冊，清盧見曾輯，清乾隆間雅雨堂刊

本 D03.23/(q1)2168 

附：清乾隆戊寅(二十三年，1758)盧見曾<國朝山左詩抄序>、<國朝山左詩

鈔凡例>。 

藏印：「陶園珍藏」長型硃印，「薛□□藏書印」(在卷三十三葉首，被「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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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珍藏」印章覆蓋)長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一

字。板框 14.3×18.0 公分。板心上方題「國朝山左詩鈔」，魚尾下題「卷

○」及葉碼，板心下方題「雅雨堂」。 

各卷首行上題「國朝山左詩鈔卷○」，次行下題「雅雨山人盧見

曾纂」，三行為各家數姓名，卷末題「國朝山左詩鈔卷○」。 

按：一、<國朝山左詩抄序>云：「竊不自揆，屬同里宋蒙泉弼、平原董曲

江元度及諸同人遍搜昭代之詩，上自名公鉅卿，下及隱逸方外，莫不

畢載，釐為六十卷，每人各附小傳，具列鄉里出處，間綴名流評隲，

以備一代之詩史。」 

二、<國朝山詩鈔凡例>云：「是集徵求草創，同里編脩宋蒙泉弼之力為

多；與共參訂考核，於京師者庶吉士平原董曲江元度、明經曲阜顏

介子懋价、編脩獻縣紀曉嵐昀也；其在揚州則長洲惠定宇棟、華亭

沈學子大成曲江；繼至下榻年餘，與兒子謙遍檢原本，搜剔遺落，

漏下三鼓猶就余商榷。余行，則

舟中止或館舍必攜集以從，凡歷

五年之久而後成書。若夫訂譌攷

異參較舊聞，則侍講武劉圃三星

煒、比部秀水王穀原又曾、中翰

王蘭泉昶及受業生江寧嚴東有長

明；而購訪遺集，當事諸公，則

中丞郭子肩一裕、方伯李菉涯

渭、觀察朱曉園若東、熊東山繹

祖；借觀藏書，在京則黃崑圃夫

子，在揚則馬秋玉員外曰琯及其

弟半槎曰璐。」又云：「是編起於

癸酉(十八年，1753)仲春，成於戊

寅(二十三年，1758)仲秋，得人六

百二十餘家，得詩五千九百有奇，又附見詩一百十九首。」 

三、卷六、卷五十二及卷五十六之第一葉均無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