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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

初稿. 叢書部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

國家圖書館／8 9 0 5

ISBN 9576782910／精裝

國家圖書館在整理古籍目錄上的貢獻，有

目共睹。先是於民國 46年印行《國立中

央圖書館善本書目》，係根據南京運臺舊藏，

其中有宋本 201 種，金本 5 種，元本 230 種，

明本 6 2 1 種，嘉慶藏經 1 種，清代刊本 3 4 4

種，稿本 4 8 3 種，批校本 4 4 6 種，鈔本（包括

朝鮮，日本鈔本）2586 種，高麗本 273 種，日

本刊本 2 3 0 種，安南刊本 2 種，及敦煌寫經

1 5 3 卷。上述圖書目錄是由中華叢書委員會印

行，共3冊。

56 年增訂本出版，包括在臺新購善本，及教

育部委託代管國立北平圖書館運臺圖書、輿

圖、東北大學舊藏的善本，共計 3 5 2 5 種，

2 2 3 8 8 冊（件、卷），彙編而成。（註 1）全書

分經、史、子、集、叢書五部，由於參與編

纂者多為文獻學家，如蔣慰堂（復璁）先生、

屈師翼鵬（萬里）、昌師瑞卿（彼得）、喬師衍

琯、劉師兆祐諸位先生，因此對版本的鑒別，

頗具卓識。然書目著錄，限於體例，僅錄載：

書名、卷冊、作者、版刻及題記，於各書之

版式、行款、刻工、避諱、藏書章、卷目、

序跋及內容等，未能著錄，讀者但據書目，

無由審知，於是有撰寫善本書志之議。

自民國 85 年至 88 年間陸續出版《經部善本

書志初稿》（一冊，收載善本 1128 部）、《史部

善本書志初稿》（二冊，收載善本 2 7 7 4 部）、

《子部善本書志初稿》（四冊，收載善本 3 4 1 4

部）、《集部善本書志初稿》（四冊，收載善

本 4867 部），89 年復出版《叢書部善本書志初

稿》（一冊），收載善本 186 部，則國家圖書館

館藏善本書志各部齊全，「信有助於館藏版

本之考訂鑒別，亦為後代留下一份完整之古

籍文獻紀錄」（書首序言）。本文擬以《國家

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叢書部》（以下簡稱叢

書部稿）為主，略述閱讀心得如下：

一、叢書部稿，收善本 186 部，分彙編類、族

姓類、自著類。部內各篇書志之順序，

據書首〈凡例〉明示，係依照《國立中

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排列先後，兼有一

二改動，因此兩編互相配合，再加上叢

書部稿書末附「書名索引」及「編著者

索引」，故檢索使用上洵稱方便。

二、今觀書志初稿之內容包括：書名、卷數、

冊數、版本、書號、編著者生平簡歷、版

匡尺寸、版式行款、刻工姓名、避諱字、

殘缺卷頁、卷端、書簽、牌記、序跋、凡

例、卷目、圖像、點校、題跋、剜改塗

飾、裝訂、藏印及各家書目著錄情形等，

其項目之多，考訂之精、體例之善，遠

勝清季民初各家藏書志，（註 2）可作為

「今後著錄善本書之模式」。（註3）

三、由於在此叢書部稿前已編印經、史、

子、集各部書志，因此經驗豐富，對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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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體例益加熟稔，編撰態度益加嚴謹，

〈凡例〉所列各項，足資參考。書首精選

善本書影，各附說明，提供讀者鼎嘗一

臠，值得讚許。

四、書首莊館長序此書志撰寫之首要目標為

「考訂鑒別版本」。本書〈凡例〉第七亦

云：書志內有關書見於公私家著錄之情

形，大抵以《天祿琳瑯書目‧續目》、

《蕘圃藏書題識‧續》、《宋元舊本書經

眼錄》、《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皕

宋樓藏書志‧續志》、《儀顧堂題跋‧續

跋》、《善本書室藏書志》、《日本訪書

志》、《藝風藏書記‧續記》、《適園藏

書志》、《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

《藏園群書題記初集‧續集》（以上台北

廣文書局《書目叢編》本）及《愛日精

廬藏書志》（文史哲出版社影印本）等 1 3

部記載版本較詳盡之善本目錄為主要參

考，故本編之引據頗稱賅備，可以提供

「版本學者研考版刻之異同，而從事校勘

學者選本時亦可按圖索驥。」（註 4）誠

非虛語。

五、此叢書部稿收錄鈐有「劉承榦／字貞一

／號翰怡」白文方印、「劉印／承榦」

白文方印、「承榦／心印」白文方印、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朱文長方印、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印」朱文方

印，及「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記」朱

文長方印等藏書章的叢書頗多，茲表列

如下：

書號 書 名 書號 書 名

15210 《百川學海》一百七十九卷三十冊 15326 《續百川學海》一百五十二卷二十四冊

15217 《百川學海》存十二卷二冊 15328 《廣百川學海》存一百三十三卷十六冊

15221 《百川學海》存一百三十九卷四十八冊 15329 《唐宋叢書》一百三十五卷二十四冊

15230 *《欣賞編附續編》存十卷六冊 15333 *《五朝小說》四百七十四卷八十冊

15233 《金聲玉振集》五十七卷二十冊 15340 《說海彙編》三百七十八卷一百二十冊

15237 *《顧氏文房小說》五十八卷三十冊 15353 《鹽邑志林》七十二卷五十冊

15241 《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四十三卷十冊 15373 *《泉翁大全集》八十五卷四十八冊

15242 《范氏二十種奇書》六十六卷四十冊 15375 《陸學士雜著》十二卷八冊

15253 《明世學山》存五十七卷十六冊 15376 《劉侍御全集》一百三十八卷八十四冊

15260 《今獻彙言》三十九卷十六冊 15378 *《近溪子全集》十五卷十六冊

15264 《記錄彙編》二百十六卷一百二十冊 15379 *《王敬美所著書》十八卷四冊

15267 *《歷代小史》一百五卷二十冊 15380 *《木鐘臺再集》十一卷四冊

15273 《三代遺書》二十八卷十二冊 15383 《王百穀集二十一種》四十二卷十冊

15275 《夷門廣牘》存一百六十六卷五十三冊 15388 * 《馮元敏集》存四十四卷二十九冊

15233 《金聲玉振集》五十七卷二十冊 15391 *《少室山房全稿》一百八十九卷二十六冊

15296 *《稗乘》四十七卷十冊 15392 *《山草堂集》二十卷二十四冊

1 5 3 0 8 *《寶顏堂秘笈》四百十卷二百四十冊 15397 《巡城錄（十集不分卷）附掃餘之餘（不分

卷）》十六冊

15313 *《快書》五十卷十二冊 15376 《淮南吳柴庵三種》二十六卷十二冊

15316 *《廣快書》五十卷二十四二冊 15401 *《笈雋》四十卷二十冊

（有「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記」做＊符號）

按：上列 3 8 部叢書曾經吳興劉承榦氏嘉業堂收藏。嘉業堂主人劉承榦（1 8 8 2-1 9 6 3），字貞

一，號翰怡，別號求恕居士，浙江吳興人。其藏書始於清末，盛於二十年代，網羅珍奇秘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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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資三十萬元，聚書五十餘萬冊。劉氏藏書

既富，乃於民國六年起延請繆荃孫主持編纂

《嘉業堂藏書志》，其後又延請吳昌綬、董康

諸名家賡續編纂著錄嘉業堂所藏善本書 1 7 0 0

種，入錄各書，均記其書名、卷數、著者、

版本及藏印等，或錄原書序跋題識，附以提

要；並鈐有「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記」朱

文長方印。（註 5）上表所列書目鈐有「吳興

劉氏嘉／業堂藏書記」的有1 6部。經查《嘉業

堂藏書志》卷三子部叢書類，計收《說郛》、

《說郛拾遺》、《顧氏文房小說》、《欣賞

編》、《明世學山》、《夷門廣牘》、《漢魏叢

書》、《廣快書》、《稗史彙編》、《鹽邑志

林》、《儼山外集》、《木鐘臺再集》、《曼衍

齋集》、《少室山房筆叢》、《笈雋》與《敬

修堂講堂條例詩經講錄初二會講錄釣業詩集》

等十六部，若與上表有＊記號各書比照，除

《泉翁大全集》收錄於卷四集部，則《嘉業堂

藏書志》著錄之叢書善本，半數歸於國家圖

書館；足知《嘉業堂藏書志》與此編叢書部

稿關係密切，可惜編纂之際未即時採資參

考，期盼後日重印時能加以稽考。

六、筆者在檢閱叢書部稿時發現有些書漏列

作者資料，如《百川學海》，編者吳圭；

《漢魏叢書》，編者吳琯；《廣快書集》，

編者何偉然；《續百川學海》，編者吳

永；《欣賞編附續編》，續編茅一相等，

以上皆屬明朝；《生花管》，編者顧沅；

《冶麓山房叢書》，編者陳作霖等，係清

代人士。至於漏列版本的有《郘亭所見

書略（宋元舊本書經眼錄）》（八冊）及

《莫繩孫解京餉銀沿途州縣印花營汎收

條》（一冊）兩部。另外，若依據本書凡

例所言：編著者之生平簡歷祇在首次出

現時予以介紹，則書號 15228的《欣賞編》

（十四卷八冊）編者明人沈津的簡歷，不

宜置於書號 1 5 2 3 0《欣賞編附續編》（存

十卷六冊）的書目下。類此罅漏，實無

損於此部《善本書志》的內容翔實，若

於重印時補入相關資料尤佳。

總而言之，此部叢書部稿與前已出版的各

部《善本書志初稿》，可謂為一部精詳的古籍

文獻的紀錄，亦充分展現出國家圖書館工作

人員其專業素養堅實的一面，且豐富的館藏

無疑地成為海內外學者研究漢學的重鎮。

附註

註 1：此部份資料參考張錦郎先生編著《（第

二次增訂本）中文參考用書指引》，臺

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72年。

註 2：書目之記版本，始於南宋尤袤之《遂初

堂書目》，自尤氏而後，編書目能仿其

例者極為罕見，惟明嘉靖間晁塛編《寶

文堂書目》，於書名下偶記版本。明清

之際，舊本書為收藏家所珍視，善本書

志之編撰遂成清初以來藏書目錄之主

流，如錢曾之《讀書敏求記》、于敏

中、彭元瑞之《天祿琳琅書目》及《續

編》、黃丕烈之《士禮居藏書題跋記》、

張金吾之《愛日精廬藏書志》、瞿鏞之

《鐵琴銅劍藏書樓目錄》、楊紹和之《楹

書隅錄》、陸心源之《皕宋樓藏書志》

及《儀顧堂題跋、續跋》、丁丙之《善

本書室藏書志》及民國以來鄧邦述之

《群碧樓善本書錄》、張鈞衡之《適園藏

書志》、傅增湘之《藏園群書題記》、莫

伯驥之《五十萬卷樓群書跋文》等等。

按：此段內容參潘美月教授撰《國家圖

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序》。

註 3：此句借引自劉師兆祐撰《國家圖書館善

本書志‧史部‧序》。

註 4：此句借引自昌師瑞卿撰《國家圖書館善

本書志‧經部‧序》。

註 5：有關吳興劉氏藏書的緣起、收書情形及

嘉業堂主人延請名家為所藏善本書編纂

《嘉業堂藏書志》等等情形，請參吳格

撰《嘉業堂藏書志‧前言》。按：《嘉

業堂藏書志》，繆荃孫、吳昌綬、董康

撰，吳格整理點校。復旦大學出版社，

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