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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 

東海館藏《史記》板本考略兼述相關資料的蒐集 

特藏組  謝鶯興 

一、前言 

司馬遷《史記》自成書以來，傳抄刊刻者夥矣，僅據清張文虎《校

刊史記集解索隱正義札記》載錄，即有 1.「常熟毛晉刻集解本」，2.「毛刻

單行本索隱」，3.「明震澤王延喆翻宋合刻集解索隱正義本」，4.「舊刻本」，

5.「明豐城游明刻本」，6.「明金臺汪諒刻本」，7.「明吳興凌稚隆刻本」，

8.「北宋本」，9.「宋本」，10.「南宋本」，11.「南宋建安蔡夢弼刻本」，12.

「元中統本」，13.「明南雍本」，14.「明秦藩刻本」，15.「錢唐汪小米舍人

遠孫校宋本」，16.「海寧吳子撰春照校柯本」，17.乾隆四年經史館校刊本

等十七種之多。亦因傳抄者眾，其是非謬誤亦屢見不鮮，故清張文虎嘗有：

「《史記》自漢已殘缺竄亂，迄今又千數百年，展轉傳寫，積非成是，蓋

有明知其誤而不能改者矣」(《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張文虎跋>

語 )之嘆。有鑒於《史記》歷來在中國文學、史學上的影響甚鉅，藉由整理

館藏線裝古籍之便，尋檢館藏《史記》諸板本，略加考證，以備世人運用

之需。 

歷來研讀《史記》者皆知曉「三家注」：南朝宋裴駰的《集解》、唐

司馬貞的《索隱》及張守節的《正義》。後人刊刻《史記》者，大都以「三

家注」為主，翻檢館藏《史記》眾板本，發現除「三家注」彙刻本外，另

見《集解》與《索隱》的單行本，茲依《集解》、《索隱》、《三家注》合刊

三類，再略依刊刻時代為序，需加以考證者亦逐條羅列之。 

二、集解本 

(一)史記一百三十卷十二冊  漢司馬遷撰  南朝宋裴駰集解  清順治十

三年常熟毛氏汲古閣刊本     B01(1)/(A)1773-02 

附：清順治丁酉(十四年，1657)錢謙益撰<汲古閣毛氏新刻十七史序>、

清順治丁酉(十四年，1657)侯于唐撰<重刻十七史序>、清張能鱗撰<

十七史序>、清順治丙申(十三年，1656)毛晉撰<重鐫十三經十七史緣

起>、<編年重鐫經史目錄>、<史記目錄>、劉宋裴駰撰<史記集解序>。 

藏印：「毛氏正本」、「汲古閣」、「安慎印信」、「瀧川氏圖書記」，第六冊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六期 

 2

卷卅一則另有「讀太史公書」、「君□孝乃」。 

板式：左右雙欄，白口，單魚尾。半葉十二行，行二十五字，小字雙行，

行卅七、卅八、四十一字不等。板框 22.3 ×15.3 公分。魚尾下刻「史

記」及卷數「○○」，板心下方刻葉碼。但每卷首、尾之板心魚尾之

下刻「汲古閣」及「毛氏正本」墨印(然卷七、十六、十八之卷末，

一百二十五之卷首尾等卷則未見 )。 

每卷卷首上題「史記○」，下鈐「琴川毛鳳苞氏審定宋本」墨印，

次行題篇名及篇次「○○○」；卷末上題「史記○終」，下鈐「琴川

毛鳳苞氏審定宋本」墨印。 

扉葉右題「毛氏據古□□□□」，左題「汲古閣藏版」，中間大字

題「史記」。 

按：是書舊錄「清順治十三年常熟毛氏汲古閣刊本」。據毛晉撰<編年重

鐫經史目錄>載：「崇禎辛巳(十四年，1641)開雕司馬遷史記一百三十

卷裴駰集解」「順治甲午(十一年，1654)補緝脫簡周本紀一卷禮樂律

曆書四卷儒林列傳五六七葉」。 

又書前附毛晉撰於順治十三年<重鐫十三經十七史緣起>，錢謙益

撰於順治十四年的<汲古閣毛氏新刻十七史序>及侯于唐撰於順治十

四年的<重刻十七史序>數篇，可知「十七史」之一--《史記》，於崇

禎十四年開雕，然因歷經戰亂、水火魚鼠之災，「十傷二三」之故，

曾就「十七史」之事，做過「收其放失補其遺亡」之工作，《史記》

就曾在順治十一年做過補緝之工作，而「十七史」則於順治十三年

全部大功告成。有關是書之刊刻問題，筆者曾於<論館藏汲古閣本史

記的刊刻時間>(見《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第五期 )論述之，是書應

改題為「明崇禎十四年常熟毛氏汲古闊刊刻，清順治十一年至十三

年間修補本」較符合實況。 

(二)影印北宋景祐監本史記一百三十卷四十冊  漢司馬遷撰  南朝宋裴駰

集解  二十五史編刊館借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藏北宋景祐

本影印         E01.2(1)/(r)1041 

附：曾植<序>，曹元忠<序>，南朝宋裴駰<史記集解序>，唐司馬貞<補

史記序>，唐司馬貞<史記索隱序>，唐開元二十四年 (736)張守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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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正義序>，唐張守節<史記正義論例謚法解>，<史記目錄>，蔣榖孫

<跋>。 

板式：白口，單魚尾，左右雙欄 (間見四週間見四週雙欄 )。半葉十行，

行十九字；小字雙行，行二十六字。板框 14.0 ×10.0 公分。魚尾下題

「史○○○」及葉碼，板心下方有刻工名字。 

各卷首行上題篇名次第「○○○第○」，卷末題篇名次第「○○

○第○」。 

扉葉題「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後半葉牌記題「二十五史編刊

館借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藏北宋景祐監本影印原書版匡高二

○、八公分寬一五、一公分」 

按：1.書眉有原藏者所摘錄「索隱」、「正義」的內容。 

2.關於是書之板式行款，曾直、曹元忠暨蔣穀孫三位先生之序

跋言之極詳，可參閱之。 

(三)影印百衲本史記一百三十卷二十四冊  漢司馬遷撰  上海商務印書館

附設圖書館涵芬樓借浭陽陶氏本影印本  B01(1)/(a)1773-04 

附：南朝宋裴駰<史記集解序>、清宣統元年 (1909)鄧邦述<跋>。 

藏印：「讀太史公書」長方型硃印、「瀧川氏圖書記」長方型硃印(第十三

冊以後 )。 

板式：白口，左右雙欄，單魚尾(間見闕單魚尾者、亦間見雙魚尾者 )。

半葉九行至十四行不等，行十九字至二十六字不等；小字雙行，行

二十七字至三十四字不等。板框 17.5 ×12.2 公分(或 14.8 ×11.4 公分，

15.2 ×11.3 公分不等)。板心題「第○冊」、各篇篇名次第(間見題「史

○○○」)。間見刻工名字。 

各卷首行上題篇名及次第(「○○○第○」)，下題「史記○」，卷

末題「○○○第○」。 

扉葉題「影宋百衲本史記一百三十卷」「寐叟署檢」，後半葉牌記

題「上海商務印書館附設圖書館涵芬樓借浭陽陶氏本影印」。 

按：1.是書既屬「百衲本」，其板式不一當為合理，然扉葉題「影宋百衲

本史記一百三十卷」，似有不妥。鄧邦述<跋>云：「冊中以小字本為

最多，亦為最精。其結體絕似歐、虞，有元以後無此工矣。」<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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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際月表第四>、<漢興以來諸侯年表第五>等卷末，牌記題： 

建安蔡夢弼傅卿謹案京蜀

諸本校理寘梓於東塾 

或即據此而題為「影宋百衲本史記」。 

2.是書僅收裴駰之《集解》，且「百衲本」一詞，係就武英殿本之

缺失，以監本為底本加以拚湊而成，故「影宋百衲本」一詞可勘酌

用之。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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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板心，本書因是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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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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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注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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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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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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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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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第四期「古籍整理系列」<善本古籍史部目錄

正史類二>所載。 

三、索隱本 

(一)史記索隱三十卷四冊  唐司馬貞撰  清鄭業敬、何翰章等校字  清光

緒十九年 (1893)廣雅書局刊本      B01(1)/(l)1772 

附：南朝宋裴駰<史記集解序>，明毛晉<史記索隱跋>。 

藏印：「讀太史公書」、「瀧川氏圖書記」、「君□孝乃」方型硃印。 

板式：粗黑口，單魚尾，單欄。半葉十二行，行二十五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五字。板框 21.0 ×15.3 公分。魚尾下題「史記索隱卷○」及

葉碼，板心下方題「廣雅書局刊」，書耳題各葉之大字與小字的字

數。 

各卷首行上題「史記索隱卷第○」，下題「小司馬氏撰」(僅見

於卷一，下有墨釘，疑被刓去再補)，次行為各篇之篇名次第；卷

末題「史記索隱卷○終」「長沙鄭業敬初校」、「香山何翰章覆校」。 

扉葉題「史記索隱卅卷」，後半葉牌記題「光緒十九年九月廣雅

書局校刻」。 

按：卷二十八末收唐司馬貞<史記索隱序>，卷三十收唐司馬貞補史記之<

三皇本紀>。 

四、三家注本 

(一)仿刊王本史記一百三十卷二十四冊  漢司馬遷撰  南朝宋裴駰集解  

唐司馬貞索隱  唐張守節正義  四部叢刊本(上海涵芬樓影印舊刻

善本 )            B01(1)/(a)1773-03 

附：南朝宋裴駰<史記集解序>，唐司馬貞<補史記序>，唐司馬貞<史記

索隱序>，唐開元二十四年 (736)張守節<史記正義序>，唐張守節<

史記正義論例謚法解>，<史記目錄>。 

藏印：「瀧川氏圖書記」長方型硃印。 

板式：白口，雙欄，單魚尾。半葉十行，行十八字；小字雙行，行二十

三字。板框 19.5 ×13.0 公分。魚尾下題書名篇名、次第(「史記○

○○」 )及葉碼。板心下方間見刻工名字。 

各卷首行上題各篇篇名次第「○○○○第○」，下題「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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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末題各篇篇名次第「○○○○第○」及「史記○」。 

各篇篇未間見各篇字數，如<武帝本紀>題「史計參阡捌伯陸拾

壹字」「註計壹萬柒阡玖伯陸拾肆字」。 

扉葉題「王本史記」，後半葉牌記題「同治九年楚北崇文書局重

彫」。 

<史記目錄>末牌記題「震澤王氏刻梓」。書籤題「仿刊王本史

記」。 

(二)百衲本史記一百三十卷三十冊  漢司馬遷撰  南朝宋裴駰集解  唐

司馬貞索隱  唐張守節正義  四部叢刊本(上海涵芬樓影印舊刻善

本 )            E02.6/0017 

附：民國十九年張元濟<前序>，民國二十六年張元濟<後序>，<百衲本

二十四史總目>，南朝宋裴駰<史記集解序>，唐司馬貞<補史記序>，

唐司馬貞<史記索隱序>，唐司馬貞<史記索隱後序>，唐開元二十四

年 (736)張守節<史記正義序>，唐張守節<史記正義論例謚法解>，<

史記目錄>，張元濟<跋>。 

板式：細黑口，單欄，雙魚尾，有書耳。半葉十行，行十八字；小字雙

行，行二十三字。板框 14.1 ×9.0 公分。上魚尾下題「史記○○○」

(間見僅題篇名第次者 )，下魚尾上題葉碼，書耳題篇名「○○○」。 

各卷首行上題篇名次第「○○○第○」，下題「史記○」；篇末

題篇名「○○○○第○」及「史記○」；本紀與列傳各篇之篇末間

見題有該篇收錄之大字與小字的字數，如<五帝本紀>題「史計參阡

捌伯陸拾壹字」「注計壹萬柒阡玖伯陸拾肆字」。 

扉葉右題「百衲本二十四史」、中間大字題「史記」、左題「四

部叢刊史部」後半葉牌記題「上海涵芬樓影印南宋黃善夫刻本原書

板匡高二十公分寬十三公分」。 

裴駰<史記集解序>末有牌記題「建安黃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

<史記目錄>末有版記題「建安黃氏刻梓」。 

書末板權頁橫題依序為：「百衲百二十四史」、「宋本史記」、「三

十冊」、「翻刻必究」。直題依序為：「中華民國二十五年十二月初

版」、「發行者商務印書館」、「印刷者上海河南路商務印書」、「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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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三)史記一百三十卷考證一百三十卷三十二冊  漢司馬遷撰  南朝宋裴駰

集解  唐司馬貞索隱  唐張守節正義  清張照等考證  清光緒十

年上海同文書局據清乾隆四年校刊本石印本 B01(1)/(a)1773-05 

附：清乾隆十二年 (1747)乾隆帝<御製重刻二十一史序>，南朝宋裴駰<史

記集解序>，唐司馬貞<史記索隱序>，唐司馬貞<史記索隱後序>，

唐開元二十四年 (736)張守節<史記正義序>，清張照等<史記序考證

>，<奉旨開列校刻二十一史諸臣職名>，清乾隆十一年 (1746)弘晝

等<進表>，<史記目錄>，清張照等<史記目錄考證>，唐司馬貞<補

史記--三皇本紀>，唐司馬貞<補史記序>，唐張守節<史記正義論例

諡法解列國分野>。 

藏印：「徐復觀印」方形硃印。 

板式：白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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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10.1 公分。板心上方題「乾隆四年校刊」，

魚尾下題「史記卷○」、篇名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史記卷○」，次行題「漢太史令司馬遷」，三行題

「宋中郎外兵曹參軍裴駰集解」，四行題「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索隱」，五行題「唐諸王侍讀率府長史張守節正義」，六行為

各篇篇名及次第；卷末題「史記卷○」。 

扉葉有二，一題「史記」，後半葉牌記題「光緒十年夏四月上海

同文書局石印」。一題「史記百三十卷」，後半葉牌記題「光緒十年

甲申仲春上海同文書局用石影印」。 

按：書眉間見鉛筆批註。 

(四)史記集解索隱正義合刊本一百三十卷附札記五卷二十冊  漢司馬遷撰  

南朝宋裴駰集解  唐司馬貞索隱  唐張守節正義  清同治五年

(1866)金陵書局校刊本       B01(1)/(a)1773 

附：唐司馬貞<史記索隱序>，唐司馬貞<史記索隱後序>，唐張守節<史記

正義序>，唐張守節<史記正義論例謚法解列國分野>(標題仿「袖珍

古讀本史記」而訂)，南朝宋裴駰<史記集解序>，<史記目錄>。 

板式：黑口，雙欄，雙魚尾。半葉十一行，行二十二字；小字雙行，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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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字。板框 19.5 ×14.0 公分。上魚尾下題「史記○」，下魚尾

上題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篇名次第「○○○○第○」，下題「史記○」；卷

末題各篇篇名次第「○○○○第○」暨「史記○」。 

扉葉題「史記集解索隱正義合刻本」，後半葉牌記題「同治五年

首夏金陵書局校刊九年仲春畢工」。 

按：目錄題有「札記五卷」，然翻遍是書卻未見此「札記五卷」。 

(五)(袖珍古史書讀本 )史記一百三十卷考證一百三十卷附司馬貞補史記三

皇本紀一卷張守節史記正義論例謚法解列國分野一卷三十冊  漢

司馬遷撰  南朝宋裴駰集解  唐司馬貞索隱  唐張守節正義  清

張照等奉敕考證  四部備要聚珍仿宋版(上海中華書局據武英殿本

校刊 )袖珍本         E02.6/5045-01 

附：清乾隆十二年 (1747)乾隆帝<御製重刻二十一史序>，南朝宋裴駰<史

記集解序>，唐司馬貞<史記索隱序>，唐司馬貞<史記索隱後序>，

唐開元二十四年 (736)張守節<史記正義序>，清張照等<史記序考證

>，清乾隆十一年 (1746)弘晝等<進表>，<奉旨開列校刻二十一史諸

臣職名>，<史記目錄>，唐司馬貞<補史記序>。 

板式：黑口，單欄，單魚尾。半葉十三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

十字。板框 12.0 ×8.5 分分。板心上方題「史記」，魚尾下題卷數及

葉碼，板心下方題「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印」。 

各卷首行題「史記卷○」，次行以下依序題「漢太史令司馬遷

撰」、「宋中郎外兵曹參軍裴駰集解」、「唐國子監博士弘文館學士司

馬貞索隱」、「唐諸王侍讀率府長史張守節正義」，第六行為各篇之

篇名及次第。卷末題「史記卷○」。「考證」之卷首及卷末，則逕題

「史記卷○考證」。 

牌記依序題：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武英殿 

本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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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鄉  陸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六 )史記一百三十卷考證一百三十卷附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一卷張守節

史記正義論例謚法解列國分野一卷二十四冊  漢司馬遷撰  南朝

宋裴駰集解  唐司馬貞索隱  唐張守節正義  清張照等奉敕考證  

四部備要聚珍仿宋版(上海中華書局據武英殿本校刊 )  E02.6/5045 

附：清乾隆十二年 (1747)乾隆帝<御製重刻二十一史序>，南朝宋裴駰<史

記集解序>，唐司馬貞<史記索隱序>，唐司馬貞<史記索隱後序>，唐

開元二十四年 (736)張守節<史記正義序>，清張照等<史記序考證>，

清乾隆十一年 (1746)弘晝等<進表>，<奉旨開列校刻二十一史諸臣職

名>，<史記目錄>，唐司馬貞<補史記序>。 

板式：黑口，單欄，單魚尾。半葉十三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

十字。板框 15.5 ×10.8 分分。板心上方題「史記」，魚尾下題卷數及

葉碼，板心下方題「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印」。 

各卷首行題「史記卷○」，次行以下依序題「漢太史令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曹參軍裴駰集解」、「唐國子監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

索隱」、「唐諸王侍讀率府長史張守節正義」，第六行為各篇之篇名及

次第。卷末題「史記卷○」。「考證」之卷首及卷末，則逕題「史記

卷○考證」。 

牌記依序題：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武英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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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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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館藏四部備要本雖有袖珍本與一般本板框上的差異，然其板式行

款及內容卻完全相同。 

五、其它 

(一)評點史記一百三十卷附方望溪評點史記四卷十六冊  漢司馬遷撰  明

歸有光評點  清張裕釗整理   清劉炳燮、劉沆同校  民國十四年

掃葉山房石印本           B01(1)/(p)2749 

附：清歸朝煦<震川大全集載評點史記例意>，<史記目錄>，清張裕釗<

後敘>。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左右雙欄。無界欄，半葉十五行，行三十二字。

板框 15.8 ×11.9 公分。板心上方題「評點史記」，魚尾下題「史○」

各篇篇名及葉碼，板心下方題「掃葉山房」。 

各卷首行上題篇名次第「○○○第○」，下題「史記○」；卷末

題篇名次第「○○○第○」，下題「史記○」。書眉上為各家批語。 

扉葉右題「歸震川、吳摯甫、方望溪、王世貞先生鑒定」，左題

「埽葉山房發行」，中間書名大字題「評點史記」；後半葉牌記題「民

國拾肆年石印」「掃葉山房商標」。 

書籤題「評點史記」「乙丑仲秋埽葉山房發行」。 

(二)史記志疑三十六卷十四冊  清梁玉繩撰  清潘乃成、沈葆和、沈寶樞、

黎永椿、劉昌齡、金俊基、黃濤、范公詒、汪大鈞、方大森等校字  

清光緒十三年 (1887)廣雅書局刊本     B01(1)/(q2)3312 

附：清乾隆五十二年 (1787)錢大昕<史記志疑序>，清乾隆四十八年 (1783)

梁玉繩<史記志疑序目>。 

藏印：「瀧川氏圖書記」、「同山小史」、「讀太史公書」方型硃印。 

板式：粗黑口，單魚尾，單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四字；小字雙行，

行二十四字。板框 21.0 ×15.3 公分。魚尾下題「史記志疑卷○」及葉

碼，板心下方題「廣雅書局刊」。書耳題各葉之大字與小字的字數。 

各卷首行上題「史記志疑卷○」，次行下題「仁和梁玉繩撰」，三

行為各篇篇名及次第；卷末題「史記志疑卷○終」及「南海潘乃成

番禺沈葆和沈寶樞校字」。 

卷三至四末題「南海潘乃成番禺黎永椿沈葆和沈寶樞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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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至七末題「番禺劉昌齡沈葆和沈寶樞校字」。 

卷八末題「南海潘乃成番禺劉昌齡沈葆和沈寶樞校字」。 

卷九至十末題「南海潘乃成番禺黎永椿金俊基黃濤校字」。 

卷十一至十二末題「番禺劉昌齡黎永椿沈葆和沈寶樞校字」。 

卷十三至十五末題「南海潘乃成番禺劉昌齡沈葆和校字」。 

卷十六至十八末題「番禺范公詒沈葆和沈寶樞校字」。 

卷十九至廿一末題「錢塘汪大鈞番禺沈葆和沈寶樞校字」。 

卷廿二至廿四末題「番禺沈葆和劉昌齡沈寶樞校字」。 

卷廿五至廿六末題「番禺黎永椿劉昌齡沈寶樞校字」。 

卷廿七至廿九末題「巴陵方大森番禺黎永椿沈寶樞校字」。 

卷三十至卅三末題「番禺黃濤沈葆和沈寶樞校字」。 

卷卅四至卅六末題「南海潘乃成番禺黎永椿劉昌齡校字」。 

扉葉題「史記志疑三十六卷」，後半葉牌記題「光緒十三年秋九

月廣雅書局刻」。 

六、相關資料蒐輯 

(一)書籍的檢索  

1.線裝古籍的檢索  

關於《史記》的板本，臺灣地區除了東海典藏外，另可藉由《臺灣公

藏善本書目》、《臺灣公藏普通本線裝書目》瞭解臺灣地區哪些圖書館收藏

《史記》的相關板本，或利用《四庫全書總目》檢索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

錄的各種板本。 

或由東海大學圖書館網頁(http://www.lib.thu.edu.tw，當然也可以

利用東海大學全球資訊網[http://www.thu.edu.tw]連結服務單位或選

網路資源，再選東海大學圖書館 )，選其他圖書館，進國內公立及公共圖

書館選國家圖書館再選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再選善本古籍聯合目錄，利

用任何關鍵詞鍵入「史記」，可查得約有 300 多筆的相關資料 (計其館藏地

的不同，不論其板本是否相同 )可供核對。 

2.一般書籍的檢索  

於東海大學圖書館網頁，選館藏目錄，進館藏查詢中的關鍵字，鍵

入「史記」，即可查得約有 200 多筆的相關資料 (不論書籍板本是否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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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核對。 

亦可由於東海大學圖書館網頁，選其他圖書館，進國內公立及公共圖

書館，選國家圖書館的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中的圖書聯合目錄，選書名

欄鍵入「史記」，即可查得臺灣各圖書館典的《史記》約有 1000 多筆(僅依

其館藏地的不同統計，不論其板本是否相同 )可供核對。 

(二)期刊論文的檢索  

期刊論文的檢索，除可利用《中國文學論著集目正編附補編》查詢，

「正編」收自民國元年至七十年間，「續編」收民國七十一年至七十九年

間近人研究中國文學的著作。二書之第二冊為「先秦兩漢」之部。是書僅

附著譯者筆劃索引，需於「目次」頁之「兩漢」中「散文韻文」查得「史

記與漢書」，「正編」從頁 205 開始，「補編」從頁 147 開始。 

1.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全文影像系統 

於東海大學圖書館網頁，選電子資料庫全文及索摘，選中文資料庫中

的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全文影像系統(本系統主要是以國家圖書館典藏

的期刊雜誌中所刊載的論文為文，大致上以臺灣地區及香港發行的刊物為

收錄範圍，目前僅收 1970 年 1 月至 2001 年 6 月間發表的文章)，於「簡易

查詢」中的檢索值鍵入「史記」，即可查得約有 700 筆近人探討《史記》

的相關論文；若鍵入「司馬遷」，可查得 100 多筆討論「司馬遷」的文章

可供參閱。 

2.中國期刊網 

「中國期刊網」是以大陸地區發行的期刊雜誌為主要的收錄範圍，從

1994 年至 2001 年間發表的文章。於東海大學圖書館網頁，選電子資料庫

全文及索摘，選中文資料庫中的中國期刊網，進入中國期刊網專題全文

數據庫(注意文史哲輯專欄目錄與教育與社會科學輯專欄目錄兩種資料庫

的選定，通常是按全選以備有遺漏的狀況發生)，從字段欄選定「篇名」

或「關鍵詞」或「中文摘要」或「全文」等項目後，於檢索詞欄鍵入「史

記」，選「篇名」約檢索到 300 多筆，「關鍵詞」約 30 多筆，「中文摘要」

約 300 多筆，至於以「全文」檢索者有 10000 多筆之眾。 

3.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 

「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主要是收錄臺灣地區各大學的學位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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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家圖書館典藏的論文為主。於東海大學圖書館網頁，選電子資料庫全

文及索摘，選中文資料庫中的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該資料庫以全文

檢索為號召，所檢索的內容包含該筆資料的篇名、作者、指導老師、畢業

學校、關鍵詞、提要、目次及參考書目等等，因此在檢索字串中鍵入「史

記」時，出現 821 筆資料。但實際上與研究《史記》直接有關者，詳加過

濾後可能會大失所過，此為該系統的優點，亦是它的缺點。此一缺失與「中

國期刊網」的「全文」檢索的結果相似，使用時需細心比對。 

上述三種方法皆為查詢近人對《史記》或「司馬遷」之探討，欲知清

人及其前之文人對《史記》與其內容評論者，亦可透過《四庫全書文集篇

目分類索引‧學術文之部》翻檢，是書依四庫全書的分類方式：分經、史、

子、集四部，《史記》屬史部正史類，於頁 69 即可取得歷代文人評論史記

之作或序跋等。 

七、結論  

綜上所載，東海館藏《史記》諸板本，鈐有「瀧川氏圖書記」藏印者

為夥，亦及館藏線裝古籍部份購自瀧川氏之藏書，乃此次整理館藏《史記》

的意外收穫。 

又，就《史記》板本介紹之標題言之，似不應旁及如何查詢《史記》

的相關資料，然基於「主題特藏展」的主題，試著在介紹某一主題著作外，

並涉及相關資訊的取得，以為讀者參考之用，是否得當，容日後再評估。 

 

迴響 

從組織再造談館員的自我成長 

編目組  陳淑慧 

一、前言 

2002 年，新年上班的第二天，呂館長特別邀請逢甲大學圖書館景館長

來館演講，以逢甲大學圖書館為例，談組織再造的經驗。聽完演講後，激

發筆者想借此一隅，談館員之自我成長。這篇文章也算是心得報告。 

1990 年代後，電腦與通訊科技結合，網際網路的普及，以及電子出版

與電子圖書館計畫的推波助瀾，使得電子資源快速發展，網路資源大增。

資訊媒體的形式多元化，除圖書與期刊之外，尚包括 CD-ROM 資料庫、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