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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本留真・古籍複刻系列四：《希古堂珍藏祕籍》

一、前言

臺灣的出版產業蓬勃發展，2013 年臺灣的圖書出版數量已突破四萬餘種，但是真正歷久

彌新，能經得起時代蛻變留存的作品唯有經典。因為這些歷經歷史更迭、戰火洗禮的著作，

那份珍貴的藝術價值，值得再三回味典藏。

一般而言，閱讀的重點不在於我們讀了多少，而在於是否能夠在閱讀中找到新的樂趣和

意義，就像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館藏的許多珍貴古籍中，宋、明版的書畫不論在字

型的篆刻上都堪稱是藝術品，而打開書卷，題簽、題註、題跋和印章都是藝術，而其中的辨

識、材料的考究等細節，也是值得我們得以穿越時空，認識與閱讀經典的另一種方式。

這次複刻本《希古堂珍藏秘籍》內容包括五部珍貴古籍，有（宋）李龏編《唐僧弘秀

集》、（唐）歐陽詹撰《歐陽行周文集》、（宋）歐陽修撰《醉翁琴趣外篇》、（宋）黃庭

堅撰《山谷琴趣外編》、（宋）洪适撰《盤洲樂章》等；以版本論，包括南宋刊本四部、影

鈔宋刊本一部。

上述五部珍貴古籍，係本館於 1940 年及 1941 年兩年間，從上海淪陷區搶救秘購的

四千八百餘部珍貴古籍中精挑細選出來加以編印而成，具有極高之版本價值。這批古籍搜購

時，適值抗日戰爭之際，有志之士鄭振鐸、徐森玉、蔣復璁等人，冒著生命的危險，以「文

獻保存同志會」名義，在淪陷區搶救秘購，才使得這批珍貴古籍不至於散佚燬損，保存了我

國一批極有收藏價值的珍本。

本館為了古籍文獻的閱讀與推廣，讓她們與大眾面對面的接觸，使她們能夠活化再生。

這次，本館與世界書局繼《梅屋詩餘 ‧ 石屏長短句》、《太古遺音》、《神器譜》、《金

《希古堂珍藏祕籍》書影。（圖片提供╱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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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昆蟲草木狀》四部古籍複刻出版之後，再度合作編印《希古堂珍藏秘籍》，經由「徵集蒐

藏─舉辦特展─編印圖錄─複刻出版」古籍蒐藏傳布的過程，實現在閱讀中找到新的樂趣和

意義。

之所以與世界書局進行合作，不僅在於前次與其合作的成功經驗，還著眼於世界書局自

創辦以來的使命與傳統。1916 年，世界書局在上海福州路正式成立，並在外文翻譯、傳統文

學及休閒讀物上均建立起卓著聲譽。轉遷臺灣後，繼續致力於文化建設工作，出版各類教科

書、大專職校參考書，及各種文史藝術叢書。自 50 年代起，更廣泛收集珍貴史料，考證版本，

系統化地整理傳統典籍，出版中國學術名著、古典通俗小說等數千種，亦儼然成為坊間文、

史、哲書種最齊全的出版重鎮。

   近年來，隨著政策開放，世界書局積極開拓兩岸文化交流工作及各類實質合作。在

近百年的發展歷程中，世界書局面對時代的變遷、環境的挑戰，始終堅持為中華文化傳承的

使命，及「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

 本館藉由合作景印出版的方式，乃希望能將紙本出版走向藝術品化的特點，做最充

分的發揮與展現。

二、藏品解題

（一）《唐僧弘秀集》十卷一冊 （宋）李龏編  宋寶祐六年（1258）臨安陳解元書籍鋪刊本  

14065

版匡高 17.1 公分，寬 12.9 公分。每半葉 10 行，行 18 字。左右雙邊。版心白口，單魚尾，

下方偶記刻工名。刻工名：翁天祐（或作翁、天祐）、野等。玄、絃、匡、徵、樹、桓、構

等字缺筆。卷首有寶祐六年李龏序。

書中鈐有「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文長方印、「濮陽李廷相雙／檜堂書畫私印」朱

文長方印、「同壽」朱文長方印、「乾／學」朱文方印、「徐／健菴」白文方印、「季振宜

／藏書」朱文長方印、「蔡氏／公惠」朱文方印、「許珩」朱文長方印、「經腴／眼福」朱

文方印、「嘉興崇德鳳鳴世醫蔡濟公惠家無甔石之儲／惟好蓄書于藏以為子孫計因書此傳之

不朽」朱文長形印。

卷十末有題記：「清君耆氏手書題記。第二卷原缺第八頁，倩魯人鄭道綱景鈔精絕。宣

統甲子三月，購於北京文友堂用〔以下闕文〕」，末有「君耆」二字，下鈐「蒼／王堪」白

文方印。

李龏（1194-1292），字和父，號雪林，宋笠澤（今上海松江）人。家吳興三匯之交，效元、

白歌詩，不樂仕進，有集句詩集《梅花衲》、《剪綃集》。年登髦期，自作墓誌，死後葬河

道兩山間，梅樹百株。李葬曾于宋寶佑六年刻此書，並為之寫序，《唐僧弘秀集原序》曰 :

古之吟詠情性一本於詩，詩至唐為盛，唐之詩僧亦盛，唐一代為高道為內供奉，名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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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者，三百年間，今得五十二人，詩五百首，或取於各僧本集，或出於諸家纂錄，皆有拔山

之力，搜海之功，風制不塵，一字弗贅，發音雄富，群立崢嶸，名曰《唐僧弘秀集》，不敢

藏於巾笥，刊梓用傳……。

《唐僧弘秀集》是宋代一部專選唐代僧詩的選本，同時也是現存的唯一一部宋代專選唐

代僧詩的選本，許多不載於它書的唐代僧詩，賴此書得以保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

「唐僧有專集者不過數家，其餘散見諸書，漸就撕滅。龏能滾裒合而存之，俾殘章斷簡一一

有傳於後，其收拾散亡，要亦不能謂之無功也。」

是書選詩七十首，以下貫休六十一首，齊己六十首，清塞四十五首，可以反映唐僧之創

作成就。《唐僧弘秀集》宋本十卷，現存宋陳宅書籍鋪刊本一全本，一殘本。元本不存。明

清刊本多由名家校正，版本頗精。明嘉靖黃魯曾刻本據一宋本刊刻；明萬曆沈春澤刻本現存

兩種，一種為陸貽典、鄧邦述校元本，另一種先後經過孫潛夫、葉石君、黃丕烈校勘；明末

汲古閣本是毛晉校刊本，傅增湘曾兩次據宋本校此本；清初汲古閣本是毛扆在毛晉校刊基礎

上再行校刊之本。

（二）《歐陽行周文集》十卷二冊 （唐）歐陽詹（撰）  南宋蜀刊本  09782

版匡高 20 公分，寬 14.2 公分。每半葉 12 行，行 21 字。註小字雙行，左右雙邊，版心白口，

單魚尾。宋諱玄、絃、朗、敬、弘、殷、筐、竟、恒、貞、禎、樹等字缺筆或不缺，避諱不

嚴謹。缺目錄首葉，卷三最末葉下半、卷四葉二為後人墨筆鈔補。卷首前有李貽孫序。

書中鈐有「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文長方印、「公／恿」朱文方印、「翰林國史院官

書」朱文長方印、「劉／體仁」白文方印、「劉印／體仁」白文方印、「公恿／父」白文方

印、「潁川／劉考功／藏書印」朱文方印。

按：察字體、刀法、諱字及藏印，知為南宋蜀刻唐人集之一。

歐陽詹（約 755-800）字行周，唐泉州晉江（今福建泉州）人。曾任國子監四門助教，

人稱「歐陽四門先生」。福建晉江人。唐貞元八年（792）與韓愈同榜考取進士，是古文運

動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深得韓愈稱道。貞元十四年（798），嘗撰並書唐馬實墓志銘。歐陽

詹高中進士對福建產生深遠的影響，閩南考中進士自歐陽詹始，《閩政通考》：「歐陽詹文

起閩荒，為閩學鼻祖。」明代理學名臣蔡清為《歐陽行周文集》作序：「自是，閩士始知所

向慕，儒風日以振起，相師不絕。」可知自歐陽詹中進士後，福建文士始慕讀書，儒學風氣

振興，影響綿延不絕，至閩學四賢楊時、李侗，分河洛之派；復至朱熹，正學大明，道統有

歸。蔡清認為，閩地能有「海濱鄒魯」之稱，實為歐陽詹之功甚鉅。

本書收錄歐陽詹之賦、雜著、銘、記、頌、書、序等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其文「實

有古格，在當時纂組排偶者上。」此本版式行款及所鈐印記與前舉權載之文集相同，當亦即

南宋中期蜀刻唐六十一家集之一。而尤可貴者，此既為全帙，復是孤本，他處未聞藏有同一

宋版。又據傅增湘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所著錄，明弘治十七年（1504）莊 有刊本，蓋從

善本留真・古籍複刻系列四：《希古堂珍藏祕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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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蜀本出；另有一明刊本，則自莊 本出；民國四年，繆荃孫刊後三唐人集，亦出自莊 本。

此外，傅氏稱宋時有八卷本，而蜀中十卷本出在後。清鮑氏知不足齋舊藏寫本、吳翌鳳寫本

等，均作八卷。

（三）《醉翁琴趣外篇》存三卷一冊 （宋）歐陽修（撰）  南宋刊本  14831

版匡高 19 公分，寬 13 公分。10 行，行 18 字。左右雙邊。版心線黑口，雙黑魚尾，魚尾

相向。上魚尾下刻卷次，下魚尾上方記葉碼。

本書存卷四至卷六。若干書葉之版心或其附近破損嚴重，或有以墨筆補損及之字。書中

鈐有「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文長方印、「存／叔」白文方印。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宋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四歲

而孤，母鄭誨之學，家貧，後舉進士，試南宮第一。官至參知政事、太子少師。謚文忠。工

書，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扁殘簡，掇拾異同，謂之集古錄。其書筆勢險勁，

字體新麗，自成一家。喜用尖筆干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膏潤無窮。後人觀之，如見其

清眸豐進趨曄如也。惟黃庭堅云：「歐陽文忠書不極工，然喜論古今書，故晚年亦少進。」

亦工篆書。嘉祐八年奉敕篆「受命寶」，治平三年奉敕篆皇帝尊號之寶。又書宋孫明復墓碑。

館藏此本，共收歐陽修詞一百四首。其中若干詞牌有題目者，如「訴衷情　眉意」、「玉

樓春　答周太傅」、「玉樓春　柳詞」、「玉樓春　詠蝶」、「玉樓春　即席賊琵琶」、「玉

樓春　印眉」等。又其中詞牌有多次採用者，如轉調木蘭花、踏莎行、玉樓春、定風波、浣

溪沙、減字木蘭花、夜行船、長相思等。

（四）《山谷琴趣外編》三卷一冊  （宋）黃庭堅（撰）  南宋刊本  14834

版匡 19.4 公分，12.9 公分。每半葉 10 行，行 18 字。注文小字雙行，每行字數約 20 字不等。

左右雙邊，版心小黑口，雙黑魚尾，魚尾相向。上魚尾下簡記書名、卷第，下魚尾上方記葉

碼。

書中鈐有「清綺／齋書／畫記」朱文方印、「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文長方印、「元

皋／山人」白文方印二（字形、大小不同）、「華氏／叔子」朱文方印、「華復誠／存叔印」

朱文長方印。

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自號山谷道人，宋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人。舉進士，

歷事神宗、哲宗、徽宗，仕至吏部員外郎。善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懸腕書深得蘭亭風韻，

然行不及真，草不及行。自雲：「余學草書三十餘年老體弱，初以周越為師，故二十年抖擻

俗氣不脫，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旭）、僧懷素、

高間墨跡，乃窺筆法之妙。」工詩詞。有山谷集。卒年六十一。

本書共三卷，各詞依詞牌編次，始於「念奴嬌」，終於「西江月」，共九十首。

部分詞於詞牌下標注題旨。館藏此宋刊，版式行款與前之醉翁琴趣外篇大抵相同，蓋同

時同地所刻，楮墨清潔，亦罕見。本書內若干詞牌有題目者，如，「念奴嬌／同諸甥待月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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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賦此」、「滿庭芳／妓女」、「鼓笛謾／曹供備生日」、「減字木蘭花／登巫山縣樓」、

「點絳唇／重九寄嗣直弟」、「採桑子／送彭道微」、「西江月　茶」、「南柯子／次東坡

携妓見法通韻」等。又其中詞牌有多次採用者，如定風波、減字木蘭花、木蘭花令、清平樂、

鷓鴣天、醉落魄、南鄉子、漁家傲等。

（五）《盤洲樂章》三卷一冊  （宋）洪适（撰）  明虞山毛氏汲古閣影鈔宋刊盤  洲文集

本 　14849

版匡高 21.2 公分，寬 15.3 公分。每半葉 10 行，行 20 字。注文小字雙行，每行字數同正

文。左右雙邊，版心白口，單黑魚尾。原宋刊本部分葉版心最下端有刻工名，本書亦一併鈔

錄。原刻工名：張祖、王棠、單正等。本書原為盤洲文集之一部（卷七十八至八十），今全

集僅存此一本。

封面為淺綠色綢，以綠、白、紅三色線繡花，甚精美。書之前後有吳湖帆手書題跋三則。

此毛鈔曾經明毛晉、清汪士鐘、潘介繁、近人蔣汝藻、吳湖帆、張珩等珍藏。又除吳湖帆手

書題跋外，又有張珩手跋，以及吳梅、王同愈、黃孝紓、沈尹默等觀款。

書中鈐有「湖颿／書畫」白文方印、「茮坡潘／介繁珍／藏之印」朱文方印、「吳氏／

文庫」朱文方印、「蔣印／汝藻」朱文方印、「孟／薲」白文方印、「宋本」朱文橢圓印、

「密均／樓」朱文方印、「汪印／士鐘」白文方印、「閬原／甫」朱文方印、「吳氏圖書記」

朱文長方印、「萬花／小隱」朱文方印、「鄧尉／山樵」白文方印、「希／逸」白文方印、

「毛晉／私印」朱文方印、「子／晉」朱文方印、「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文長方印、

「梅景／書屋」朱文方印、「吳湖颿／珍藏印」朱文方印、「吳興／張迺熊／鑒定」朱文方

印、「潘／靜淑」朱文方印、「梅景書／屋祕笈」朱文長方印、「張珩／私印」白文方印、

「東吳毛／氏圖書」朱文長方印、「子晉／書印」朱文方印、「蔣／祖詒」白文方印、「王

印／同愈」白文方印。

洪适（1117-1184），字景伯，號盤洲。初名造，字溫伯，一字景溫，宋鄱陽（今江西鄱陽）

人。紹興十三年（1143）中博學宏詞科，孝宗時歷遷司農少卿，權直學士院。乾道元年（1165）

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後罷為觀文殿大學士，家居十六年，以著述自

娛。嘗書鶻山寺雄跨堂額頗雄偉，又取古今石刻，法其字為之韻，辨其文為之釋，以辨隸書，

曰隸釋隸續。起浙東安撫使，奉祠。卒謚文惠。卒年六十八。

盤洲樂章三卷，迺全集中殘帙，全集向藏文淵閣，此本僅存詞三卷，後附家傳碑記等。

今家傳碑記附錄轉贈內姪潘景鄭矣。彊邨叢書所收即據此付梓。舊藏蔣氏密韻樓，余以宋槧

道德經易之，尚有唐六如騎驢歸興圖一幀云。壬申正月十三日，裝成題記，吳湖帆。汲古

六十一家詞多訛字，而毛鈔各詞皆景宋精寫，不知當日何以不據佳本付梓也，此盤洲詞三卷，

毛刻所無，舊為文淵閣物，四庫著錄即是此本，疊經藏家儲弆，至為珍貴。

《盤洲樂章》、《醉翁琴趣外篇》、《山谷琴趣外篇》乃宋朝三位大文學家洪适、歐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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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以及黃庭堅之詞集，三位皆著作等身，有許多詩文流傳；本書為三者之著作合輯，行文風

格瑰麗強烈，洪适之飄逸、歐陽修之溫婉與黃庭堅之清瞿，躍然紙上。

三、預期效益

古籍作為一種出版類型，自有它不同於其他類型出版物的獨特之處。目前，隨著出版體

制的不斷改變與深入，我國古籍出版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因為古籍出版的市場化也

正逐漸加快步伐。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內民營機構古籍出版的市場化運作經驗，便值得我們

重新關注和學習。

由於歷時久遠，受蟲蝕、風化、黴變等因素的影響，古籍善本正瀕臨失傳的危殆局面。

對古籍善本的搶救、保護和開發利用工作已刻不容緩，成為典藏單位待解決的重大問題。因

此，如何對古籍進行妥善保管和科學管理，創造條件、提供一切便利，使其廣為社會所用，

是收藏單位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

本館以職司所在，除了審慎典藏維護之外，隨時提供學者研究利用，或應各界申請借印

出版，藉廣流傳，進而闡揚我中華文化。本館自 2012 年重啟古籍複刻計畫之後，並與國內

出版機構合作出版，此種方式有下特點：1. 為這些特殊又珍貴的出版品重新賦予生命，和當

代的讀者接觸。2. 在當代數位閱讀日盛的氛圍下，讓讀者可以體驗中國文化中所留下來的頂

尖出版品的價值，因而對紙本出版的藝術與未來有新的想像與期待。3. 可供學術研究的專家

方便參考與收藏。

《希古堂珍藏秘籍》首要工作，對現存版本進行認真遴選，精工細作。在版本選擇方面，

在採用同書同版配補的同時，兼顧時代早晚，選收版本堅持宋元以前從寬處理，明清兩代從

嚴原則，選錄版本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珍貴典籍；海內僅存的孤本，或流傳稀少，具有重要版

本價值的典籍；有眾多學者，藏書家題跋批校的珍貴典籍；著名著述的稿本，或有代表性的

抄本；反映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經典性著述的珍貴版本；具有獨特歷史文獻價值的特藏

古籍等，本叢刊足以代表我國發揚中華文化重要的典籍。

《希古堂珍藏秘籍》收入各收藏單位和研究機構後，逐漸在閱覽流通、學術研究方面代

替了原件，既方便公眾合理利用古籍，又大大減少了珍貴原件的磨損，避免因流通頻次過高

或操作不當所造成的損傷，從根本上有效地保護了古籍原件的安全，將在我國古籍整理和文

化史上寫下濃重的一筆。

《希古堂珍藏秘籍》以其對學術研究的推進及影響如下：

（一）精選本館珍貴古籍，並且有學術價值者，提供學界研究。

（二）本刊雖為影印本，仍可作為辨識各種版本的參考。

（三）本刊之出版，可與該書相輔相成，更可充實各圖書館之館藏。

（四）由於古籍文獻資料缺乏，研究論題往往層層相因，本刊之出版，無異為學界注入活水，



27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民國 103 年 3月號第 183 期

參考文獻

1. 國家圖書館、世界書局合作出版，《唐僧弘秀集•歐陽行周文集》（臺北市：世界，2013 年 4 月初版），全 1 冊。

2. 國家圖書館、世界書局合作出版。《醉翁琴趣外篇•山谷琴趣外篇•盤洲樂章》初版（臺北市：世界，2013 年 4 月），

全 1 冊。

3.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編。《1940-1941搶救國家珍貴古籍特選八十種圖錄》初版（臺北市：編者，2013年 4月），1冊。

4.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初版（臺北市：編者，1999 年 6 月），4 冊。

5.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集部》初版（臺北市：編者，1994 年 4 月），7 冊。

6.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圖書編目草簽•集部。

7.〈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一〜九號工作報告書〉，《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 16 卷第 1 期（1983），頁 73-96。

提供各科系所研究生論文選題的參考。

（五）本館以加值應用數位化成果，將古籍活出現代風貌，重現經典之美，本館將積極與國

內主要古籍典藏單位及出版界建立合作機制，共同為此極具意義且有價值的文化傳承

而努力，並為古籍重印或複刻出版將有一番新氣象、新發展。

善本留真・古籍複刻系列四：《希古堂珍藏祕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