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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辨識檢索與管理系統  

此產品具有影像處理清晰化、分析文件，將圖文作處理，並有 OCR 

(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的整合功能，該系統最常應用到博碩士論文、

研究報告及各類型建議書等文件。 

三.、結論與建議。 

由於網路技術及多媒體科技的快速發展，傳技公司為了因應各圖書館

需求而研發上述軟體，其效益及功能有待進一步評估，而使用這些產品最

大的前提是經費許可。建議使用傳技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單位聯合起來，

共同商議對策，請傳技儘速解決 T2 的問題，或免費提供期刊加質版和 Z39.50

系統，而不是要使用單位再花錢購買。我們深信隨著科技迅捷的腳步，圖

書館的服務方式一定更豐富、更多元，因應多變的網路環境，圖書館員扮

演領航者的角色，許多作業的方式會有些改變, 最終目地是提供讀者更好

的服務，幫助讀者在短時間內找到所需的資料。                            

 
館務工作  

古籍整理系列：善本古籍史部目錄 --正史類二 

 特藏組  謝鶯興 

史記存一百二十九卷十八冊  漢司馬遷撰  唐司馬貞索隱  舊鈔本  路

應龍、梁萬逵、支重器、王澤、李克儉、龐體亨、張執政、張化麟、

支應舉、吳維垣、馬英芳、辛之謨、楊繼鼎、喬桐、賈一蘭、周之才、

郭金城等謄錄          B01(1)/(A)1773-01 

藏印：「正在我輩」、「東海大學珍藏之記」。 

板式：四周雙欄，板心或有或無。每葉七行，行十六字，偶見十七字者。

板框 18 ×12 公分。 

 扉葉題：「自五帝本紀第一 

至項羽本紀第七 

少 

五帝本紀第一  夏本紀第二  殷本紀第三 

周本紀第四    秦本紀第五  始皇本紀第六  

項羽本第七  以上俱少  自高祖本紀以下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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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本紀十二  表十  書八 世家三十  列傳七十凡百三

十篇」 

 各篇首行題「史記」，次行題篇名及篇次「○○○○第○○」，篇末偶

見謄錄者姓氏題「○○○謄」。 

按：一、因係抄本，雖每葉的界欄是用雕板再刷藍色顏色印製而成，但不

能稱為藍印本，或可稱為藍絲欄本；刷印部份無板心，與一般

雕板印刷的有板心不同，每半葉皆為完整之板；後人補抄之葉

則有板心。半葉與半葉之間則題篇名「○○○」，行與行間偶見

評語或讀音。 

二、是書舊題「唐司馬貞索隱  舊抄本」，未著錄抄者姓氏。細審全

書，除硃筆點讀，偶有評語、訂補或讀音，篇末或錄「索隱述

贊曰」，或篇中錄「褚先生曰」，或錄「正義曰」，未見司馬貞之

注解，與一般注解本用夾注雙行小字不同，亦即是以白文的方

式呈現，詳見於下： 

1.全篇或部份為後人所抄補，而篇末無「索隱述贊曰」者，有〈高

祖紀〉末葉、〈高祖功臣年表〉(板心無篇名 )、〈禮書〉(前四葉

之板心無篇名 )、〈律書〉末葉 (該葉板心無篇名 )、〈魯周公世家〉

第十五至十六葉，十八至廿六葉 (此數葉板心無篇名 )、〈三王世

家〉(篇中收錄「褚先生曰」數葉，篇末題「張化麒謄」，但無

抄補之事 )、〈吳王濞列傳〉(篇末殘闕，「太史公曰」末行為後

人補抄 )等篇。 

2.篇末收錄「索隱述贊曰」之語者，有〈呂后本紀〉、〈孝文本紀〉

(作「素隱述贊」)、〈孝武本紀〉、〈三代世表〉、〈十二諸侯年表〉、

〈六國表〉、〈秦楚之際月表〉、〈漢興以來諸侯年表〉、〈惠景間

侯者年表〉、〈建元以來侯者年表〉(篇中錄「後進好事儒者褚先

生曰」之語 )、〈建元已來王子侯者年表〉、〈漢興以來將相名臣

年表〉(僅見「索隱述贊曰」語數行，板心則題「漢興」二字 )、

〈禮書〉、〈樂書〉、〈律書〉、〈歷書〉、〈天官書〉(第十二葉為後

人抄補，板心無篇名 )、〈封禪書〉(篇末錄「索隱述贊曰」語，

末行則題「揚休勒誌」四字 )、〈河渠書〉、〈平準書〉、〈吳太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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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家〉(第一至五葉，十至十五葉為後人抄補，板心無篇名 )、〈齊

太公世家〉(第一至四葉板心題「齊太公紀」 )、〈魯周公世家〉

(第一至十四葉及第十七葉之板心題「魯周公紀」，第十五至十

六葉及第十八至廿六葉為後人抄補 )、〈燕召公世家〉(末先附〈曹

叔世家〉再附「索隱述贊曰」語 )、〈陳杞世家〉、〈衛康叔世家〉、

〈宋微子世家〉、〈晉世家〉、〈楚世家〉、〈越世家〉、〈鄭世家〉、

〈趙世家〉、〈魏世家〉、〈韓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孔子世

家〉、〈陳涉世家〉(篇中收錄「褚先生曰」數葉 )、〈外戚世家〉

(篇中收錄「褚先生曰」語數葉 )、〈楚元王世家〉、〈荊燕世家〉、

〈齊悼惠王世家〉、〈蕭相國世家〉、〈曹相國世家〉、〈留侯世家〉、

〈陳丞相世家〉、〈絳侯周勃世家〉、〈梁孝王世家〉(篇中收錄「褚

先生曰」語數葉 )、〈五宗世家〉、〈伯夷列傳〉、〈管晏列傳〉、〈老

莊申韓列傳〉、〈司馬穰苴列傳〉、〈孫子吳起列傳〉、〈伍子胥列

傳〉、〈仲尼弟子列傳〉、〈商君列傳〉、〈蘇秦列傳〉、〈張儀列傳〉、

〈樗里子甘茂列傳〉、〈穰侯列傳〉、〈白起王翦列傳〉、〈孟嘗君

列傳〉、〈平原君虞卿列傳〉、〈信陵君列傳〉、〈春申君列傳〉、〈范

睢蔡澤列傳〉、〈樂毅列傳〉、〈廉頗藺相如列傳〉、〈田單列傳〉、

〈魯仲連鄒陽列傳〉、〈屈原賈生列傳〉、〈呂不韋列傳〉、〈刺客

列傳〉、〈李斯列傳〉、〈蒙恬列傳〉、〈張耳陳餘列傳〉、〈魏豹彭

越列傳〉、〈黥布列傳〉、〈淮陰侯列傳〉、〈韓王信盧綰列傳〉、〈田

儋列傳〉、〈樊酈滕灌列傳〉、〈張丞相列傳〉、〈酈生陸賈列傳〉、

〈傅靳蒯成列傳〉、〈劉敬叔孫通列傳〉、〈季布欒布列傳〉、〈袁

盎晁錯列傳〉、〈張釋之馮唐列傳〉、〈萬石張敘列傳〉、〈田叔列

傳〉(篇中先錄「索隱述贊曰」語，再錄「褚先生曰」語數葉 )、

〈扁鵲倉公列傳〉(前七葉板心題「扁鵲」，第八葉起板心題「倉

公」，篇中先錄「索隱述贊曰」語，再錄「正義」語 )、〈魏其武

安侯列傳〉、〈韓長孺列傳〉、〈李將軍列傳〉、〈匈奴列傳〉、〈衛

將軍驃騎列傳〉(第二葉為後人抄補)、〈平津侯主父列傳〉(篇中

於「太史公曰」後，繼錄「太皇太后詔」及「班固曰」數葉，

篇末再錄「索隱述贊曰」語 )、〈南越尉佗列傳〉、〈東越列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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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列傳〉、〈西南夷列傳〉、〈司馬相如列傳〉、〈淮南衡山列

傳〉、〈循吏列傳〉(第一、二葉有抄補 )、〈汲鄭列傳〉、〈儒林列

傳〉、〈酷吏列傳〉、〈大宛列傳〉、〈游俠列傳〉、〈佞幸列傳〉、〈滑

稽列傳〉、〈日者列傳〉(篇中錄「褚先生曰」語數葉 )、〈龜策列

傳〉、〈貨殖列傳〉、〈太史公自序〉(篇末錄「索隱述贊曰」語不

全，又末兩葉有後人補抄 )等篇。 

3.篇末題謄錄者姓氏： 

a.〈漢興以來諸侯年表〉、〈魏豹彭越列傳〉等篇末皆題「路應

龍謄」。 

b.〈建元以來侯者年表〉、〈田儋列傳〉等篇末皆題「梁萬奎謄」。 

c.〈天官書〉、〈蘇秦列傳〉、〈儒林列傳〉等篇末皆題「支重器

謄」。 

d.〈平準書〉、〈楚世家〉、〈趙世家〉等篇末皆題「王澤謄」。 

e.〈宋微子世家〉篇末題「李克儉謄」。 

f.〈外戚世家〉篇末題「龐體亨謄」。 

g.〈留侯世家〉篇末題「張執政謄」。 

h.〈三王世家〉篇末題「張化麒謄」。 

i.〈伍子胥列傳〉、〈匈奴列傳〉等篇末皆題「支應舉謄」。 

j.〈白起王翦列傳〉篇末題「吳維垣謄」。 

k.〈春申君列傳〉篇末題「馬英芳謄」。 

l.〈田單列傳〉篇末題「辛之謨謄」。 

m.〈刺客列傳〉、〈佞幸列傳〉(〈佞幸列傳〉的首葉板心下題「錢

世傑寫林志刻」 )等篇末皆題「楊繼鼎謄」。 

n.〈傅靳蒯成列傳〉、〈龜策列傳〉等篇末皆題「喬桐謄」。 

o.〈田叔列傳〉篇末題「賈一蘭謄」。 

p.〈魏其武安侯列傳〉篇末題「周之才謄」。 

q.〈司馬相如列傳〉篇末題「郭金城謄」。 

由上所列得知，是書部份為後人抄補，而未錄「索隱述贊」之語

外，大都在篇末轉錄司馬貞之「索隱述贊」語。另部份亦轉錄「褚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四期 

 42

先生曰」，而「正義曰」與「班固曰」亦各出現一條，舊錄「唐

司馬貞索隱」之認定有誤。 

三、又〈佞幸列傳〉首葉板心之下題「錢世傑寫林志刻」，然篇末又

題「楊繼鼎謄」，提供兩個線索： 

1.該篇之抄書與謄錄，似乎不是同一人。 

2.既有「錢世傑寫」，又有「林志刻」，此種記載方式理當為雕板

印刷專有，即由「錢世傑」上板，「林志」則為刻工。但本書

明顯是抄本，不可能又出現上板者與刻工，故先提出此一問

題。或許是「楊繼鼎」於謄錄時不小心連所底本之「寫者」

與「刻工」一併抄錄，待日後查核《史記》歷代板本是否載

有「錢世傑寫林志刻」等字樣或上列各位謄錄之姓氏後，再

確認。 

因此，當於舊題「舊抄本」下補「路應龍、梁萬逵、支重器、王澤、

李克儉、龐體亨、張執政、張化麟、支應舉、吳維垣、馬英芳、辛

之謨、楊繼鼎、喬桐、賈一蘭、周之才、郭金城等謄錄」。 

 
訊息  

東海大學圖書館無線網路暨電子導覽系統啟用典禮  

日    期：2002.02.18 

活動程序： 10:00-10.25 來賓報到 

10:25-10:30 牧師祝禱 

10:30-10:40 校長致詞 

10:40-10:50 貴賓致詞 

10:50-11:00 啟用系統 

11:00-11:30 導覽參觀 

從藏書樓到學習平台： 

在新世紀的初期，東海大學圖書館希望以創新、追求卓越觀念與

做法，推動傳統圖書館的轉型，因之，我們透過努力，希望達成下列

目標： 

1.積極將人文與科技結合，不忘記傳統的精神，更結合科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