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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思毅：國家圖書館前特藏組主任（退休）。。

[1] 《資治通鑑》一書，近人閱覽者已少，自柏楊版譯文本出，風行一時、順勢而為、故予採
用。全篇引文、一處原文存疑、一處譯文失誤，均已附加按語說明。

一、　　前    言

本文通篇並未遵照《資治通鑑》原書鋪陳，另自大別為「圖書」及「文獻」

兩部，再各歸類。圖書之部，計得經類、史類、子類、文類、圖類；凡不屬以上

各類者則附列於後。如校書、編書、徵書、藏書、贈書、書劫皆是。再即文獻之

部，則分為碑石、詔令、禮儀、法規、簿冊數類。每一圖書及文獻引文前，新製

標題提示內容，並附中西紀年，且依紀年編排。先此說明。

《資治通鑑》記載圖書文獻輯要

封　思　毅

摘　要

《資治通鑑》一書，上自周王朝末年，下到五代，前後涵蓋1362年之久。

治亂之間，治少而亂多。從政治軍事以觀，常掩卷不忍卒讀。但若轉由其中圖書從政治軍事以觀，常掩卷不忍卒讀。但若轉由其中圖書政治軍事以觀，常掩卷不忍卒讀。但若轉由其中圖書其中圖書中圖書

文獻（偏重典章制度）著眼，暫不論其是非、功過，對此前人之心力凝聚，藉其

遺文、往跡，足供後之覽者、參思、反省、與借鑑。本篇於原著引文，採「柏楊鑑。本篇於原著引文，採「柏楊。本篇於原著引文，採「柏楊

版」語譯本，取其明白易曉。」語譯本，取其明白易曉。[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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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書之部

(一) 經類
1.《大戴禮》（西漢元光四年，紀元前 131 年）

河間王劉德喜愛讀書⋯⋯用重金徵求絕版書籍，數量之多幾乎與中央政府的

一樣。是時，淮南王劉安也喜歡讀書，但所收集的，大抵屬於浮滑、辯論之類。

而劉德所收集的，都是用古文寫的秦朝以前的舊書。劉德採摘禮、樂方面的古

事，再自己補充，稍後完成五百餘篇⋯⋯。

2.《石渠三經註解》（西漢甘露三年，紀元前 51 年）

劉病己（漢宣帝）召集儒家學派高級知識分子，在未央宮北石渠觀，討論辯

難有關儒家派五經，各家研究的結果，由蕭望之作出持平的結論⋯⋯結果由梁丘

賀註解的《易經》，作為《易注》的標準本，設置《易經》研究官；用夏侯勝夏勝健

註解的《書經》，作為《書經》的標準本，設置《書經》研究官；以榖梁赤註解的

《春秋》，作為《春秋》的標準本，設置《春秋》研究官。

3.《洪範五行傳論》（西漢河平三年，紀元前 26 年）

劉驁（漢成帝）正欣賞《詩經》、《書經》等古書，劉更生根據《書經》〈洪

範篇〉，收集自上古以來，直到春秋時代、戰國時代、秦王朝、漢文朝，所有祥

瑞、天地變異災難等記載，指出其中含意跟禍福關係，以及推測和驗證、分門別

類，共 11篇，書名《洪範五行傳論》，呈獻給劉驁⋯⋯。

4.《書經》〈周譜〉（西漢元始四年，1 世紀 4 年）

王莽徵求治理黃河的水利工程師⋯⋯監察官臨淮韓牧認為《書經》〈禹貢〉篇

有九條河流的記載，我們應大略在故道上挖掘⋯⋯。最高監察府秘書王橫進言，

⋯⋯〈周譜〉說：前 602年，黃河改道，說明今天的黃河，並非姒文命當年挖掘

的故河道⋯⋯。

5.《白虎通議》（東漢建初四年，1 世紀 79 年）

劉炟（漢章帝）下詔給祭祀部長：將領、國務官、諮詢官及五經研究官、禁

衞官及宮廷秘書跟儒家學者，在北宮白虎觀集會，討論大家對「五經」的意見，

何處相同？何處相異？

命高級禁衛指揮官魏應，代表皇帝發問，由宮廷隨從官淳于恭，奏報劉炟，衛指揮官魏應，代表皇帝發問，由宮廷隨從官淳于恭，奏報劉炟，指揮官魏應，代表皇帝發問，由宮廷隨從官淳于恭，奏報劉炟，

親自出席裁決。編撰《白虎議奏》（簡稱《白虎通》）著名的儒家學派大儒丁鴻、

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以及廣平王劉羨，都參加這項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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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三墳、五典（北魏太和十八年，5 世紀 494 年）

北魏帝國皇帝拓跋宏，前往洛陽西宮，立法院主任立法官韓顯宗，上書提出

四項建議⋯⋯其四認為，「陛下耳聽優雅的音樂，眼看艱深的古書三墳、五典 [2]

（語譯本有註，略）⋯⋯而又要撰寫文章，每天都要完成相當篇幅⋯⋯但它也決

不是養身修性，保有無邊幸福的辦法。盼望陛下總其大成，分層負責⋯⋯天下自

然治理」。

7.《五經正義》（唐貞觀十四年，7 世紀 640 年）

李世民（唐太宗）擴大徵召天下著名的儒家學派智識分子當教師⋯⋯於是全

國各地學者專家，紛紛集中京師，甚至高句麗王國、百濟王國、新羅王國、吐番

王國，也都派遣皇族子弟到中國留學，聽講的達八千餘人。李世民因教師們對儒

家學派經典⋯⋯註解既繁又多，於是命孔穎達跟各學者共同撰寫「五經」註解，

名《五經正義》，作為標準課本。

8.九經刻板印製（後蜀廣政十六年，10 世紀 953 年）

後蜀宰相毋昭裔捐出私人財產 100萬，創立學校、並且向中央建議、刻板印

製九經，後蜀帝孟昶批准，由於這個原因，蜀地文學風氣復興。

9.九經雕板印刷販賣（後唐長興三年，10 世紀 932 年）

2月 19日，後唐第一次命國立貴族大學（國子監）、訂正九經、雕刻印刷販

賣。

10.九經刻板完成（後周廣順三年，10 世紀 953 年）

自後唐二任帝李嗣源在位⋯⋯整理九經，加以刪改校正、刻板印刷販賣⋯⋯

6月 9日，刻板完成（前後歷時 22年）呈獻中央。因此雖然亂世，「九經」傳播

仍然很廣。

(二) 史類
11.《烈女傳》、《新序》、《說苑》（西漢永始元年，紀元前 16 年）

高級國務官劉更生，認為國家的教育風化，應由君王先在內部開始實施，然

後再推廣天下。於是摘錄《詩經》、《書經》上所載的賢惠后妃、貞命烈婦，跟促

使國家興隆的女性，以及因寵愛小老婆，而使政府破亡的故事，依照次序，寫成

《烈女傳》，共有 8篇。又摘錄各書，再著《新序》、《說苑》，共 50篇（劉更生

[2] 《左傳》昭十六年：「是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注：「皆古書名」。韓
顯建議所述、係借用 泛指一般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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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劉驁即位時，改名劉向，所著三書，都署此名），送請劉驁閱覽。

12.《漢書》（東漢永元四年，1 世紀 92 年）

最初，班固的家奴，曾經因喝醉了酒，詬罵洛陽縣長種競，種競奉命逮捕竇競，種競奉命逮捕竇，種競奉命逮捕竇競奉命逮捕竇奉命逮捕竇

姓家族賓客時，一併逮捕班固，死在監獄。班固所著《漢書》，還沒有完成。劉

肇（漢和帝）命班固的妹妹，曹壽的妻子班昭（曹大家），繼續完成。

13.《漢史》（東漢初平三年，2 世紀 192 年）

董卓被殺時⋯⋯蔡邕驚嘆，王允立刻翻臉。蔡邕承認自己有罪、道歉說⋯⋯

請免一死，我願臉上刺字、雙腳剁下，允許我完成我正撰寫的《漢史》。（當蔡

邕貶逐朔方郡（寧夏省磴口縣）時，曾上書請求續寫《漢書》各志。蔡邕一生精

力。在此一書）。

14.《賓友評鑑》（東吳黃龍元年，3 世紀 229 年）

孫權⋯⋯封兒子孫登當太子⋯⋯東宮號稱人才濟濟。太子孫登請宮廷隨從官

胡綜，撰寫《賓友評鑑》。

15.《名臣奏議》（曹魏青龍四年，3 世紀 236 年）

陳群前後很多次上書，對時政得失，提出建議。每次都用親密啟奏，而把原

稿燒掉⋯⋯40年代時，皇帝下令收集官員所呈遞的奏章，編輯成冊，稱《名臣奏

議》。大家才發現陳群所提的建議，都嘆服敬佩。

16.《漢書》與石勒（後趙建平三年，4 世紀 332 年）

石勒雖不識字⋯⋯曾經命人讀《漢書》，聽到酈食其都劉邦封六國後裔當

王，吃驚說：「這樣做犯了嚴重錯誤，以後怎麼反而成功」？等聽到張良勸阻，

就說：「幸虧有這一個變化」。

17.《晉春秋》（東晉太和四年，4 世紀 369 年）

桓溫徵調徐、 二州居民、興築廣陵城⋯⋯一片嗟嘆怨恨。皇家圖書館館長

孫盛，作《晉春秋》，毫不隱瞞避諱⋯⋯桓溫看到後⋯⋯對孫盛的兒子說：「枋晉春秋》，毫不隱瞞避諱⋯⋯桓溫看到後⋯⋯對孫盛的兒子說：「枋春秋》，毫不隱瞞避諱⋯⋯桓溫看到後⋯⋯對孫盛的兒子說：「枋

頭之役，軍事上確實失利，但何至於像你老爹說的那樣。這部史書如果流傳市

面，可是跟你們全家滿門有關（滅族）。」孫盛的兒子急忙道歉，請老爹刪改⋯

⋯兒子們圍繞看他，叩頭痛哭，請他想到一百餘口的生命。孫盛大發雷霆、拒絕

刪改。兒子們不得已就私下刪改。想不到孫盛早已另抄一份，傳到國外。後來晉

國十五任帝在位時，搜購天下異書，遼東人呈獻出來，跟當時流行的刪改本不

同。於是兩種版本，同時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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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北魏國書》（神麚二年，5 世紀 429 年）

最初，北魏帝國首任拓跋珪，命國務院執行官鄧淵，撰寫《國記》十餘卷，

沒有完成。⋯⋯三任帝拓跋燾改命祭祀部長崔浩，立法院主任立法官鄧穎等，繼

續編撰，稱「國書」，共 30卷。

19.《齊書》（南宋昇明三年，5 世紀 479 年）齊書》（南宋昇明三年，5 世紀 479 年）書》（南宋昇明三年，5 世紀 479 年）

5月 11日，蕭道成賞賜⋯⋯功臣，禇淵、王儉都依照等級，晉升爵位⋯⋯

隱士何點，對人說：「我已經把《齊書》寫完」，結論說：「齊書》寫完」，結論說：「書》寫完」，結論說：「禇淵是豪門世家，王

儉是帝國精英，他們連舅父都不要了，還管什麼國家！」⋯⋯禇淵的娘親是南宋

帝國的始安公主⋯⋯王儉的娘親是武康公主，所以何點如此指摘。

筆者按：現行本《南齊書》，梁蕭子顯撰。至於何點所云《齊書》，是否真為

其私家著作，抑或乃其即時杜撰，藉作嘲諷之辭，存疑、待證。

20.《桓玄起居注》（楚帝桓玄永始二年，5 世紀 404 年）

3月 14日、桓玄挾持司馬德宗西上⋯⋯在途中自己撰寫「起居注」，敘述討

伐叛徒劉裕戰史⋯⋯完成後，公開頒布。

21.《宋書》（南齊永明十年，5 世紀 492 年）齊永明十年，5 世紀 492 年）永明十年，5 世紀 492 年）

南齋帝國皇帝蕭賾，令太子管家沈約，撰寫《宋書》，沈約不知道應不應給

袁粲寫傳，請求蕭賾裁決⋯⋯沈約遂刪除了許多。

22.《魏書》（北齋天保五年，6 世紀 554 年）

北齊帝國立法院總立法長魏收，撰寫《魏書》，往往憑自己的喜歡或不喜齊帝國立法院總立法長魏收，撰寫《魏書》，往往憑自己的喜歡或不喜帝國立法院總立法長魏收，撰寫《魏書》，往往憑自己的喜歡或不喜

歡，讚揚或貶謫人物⋯⋯書既完成，立法院立法官盧潛⋯⋯國務院左秘書長盧

斐、頓丘人李庶、都抨擊魏收的《魏書》，扭曲史實⋯⋯當時的人，始終不能心

服，稱之為「穢史」。

23.《御授平陳七策》（隋開皇九年，6 世紀 589 年）

上柱國賀若弼把他所有的作戰計劃，撰文呈報，定名《御定平陳七策》，楊

堅拒絕閱讀。說「你打算替我揚名，我不求名，你該留給自己寫傳記之用」。

24.《太平十二策》（隋仁壽三年，7 世紀 603 年）

本年，龍門人王通到宮門前，呈獻《太平十二策第》，楊堅不能採用。

25.《大寶箴》（唐武德九年，7 世紀 626 年）

前幽州機要秘書，調往立法院任職的張蘊古，呈遞《大寶箴》，李世民十分

嘉許⋯⋯任命他當最高法院主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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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漢記》（唐貞觀三年，7 世紀 629 年）

李世民派使節前往涼州、涼州軍區總司令李大亮⋯⋯上疏密奏⋯⋯李世民親

手撰寫詔書褒揚，並賜給他一個外國水瓶，和一部荀悅著的《漢記》。

27.《女則》（唐貞觀十年，7 世紀 636 年）

長孫皇后曾經收集古代婦女得失重要事蹟，編著《女則》三十卷；也曾經撰

寫論文，批評東漢王朝馬明德皇后說：「不能摒退娘家人，反而使他們在政府中

掌握權柄……是一種掘開災禍的泉源，而去堵塞災禍末流的方法」。

28.《氏族志》（唐貞觀十二年，7 世紀 638 年）

國務院文官部長高士廉⋯⋯撰寫《氏族志》完成，奏報。

29 皇家生活紀錄（唐貞觀十七年，7 世紀 643 年）

房玄齡⋯⋯等，刪改皇家生活紀錄（起居注），編成《高祖實錄》，及《今上

實錄》，⋯⋯李世民發現⋯⋯玄武門事變記載，有很多地方遮蓋掩飾⋯⋯下令削

去一些浮華辭句⋯⋯。

30.釐定全國家譜（唐顯慶三年，7 世紀 658 年）

李世民⋯⋯命高士廉等搜集權國家譜、或政府人事命令，再考查史書記載，

研究真偽，分辨輩份，釐定等級順序。⋯⋯於是皇家李氏領先⋯⋯共 293姓，

1651家。

31.《姓氏錄》（唐顯慶四年，7 世紀 659 年）

李治（高宗）下詔，將《氏族志》改為《姓氏錄》。⋯⋯把武姓列為第一等，

其他則全部依照政府中的官品，作為高低標準，分為九等⋯⋯當時譏之為「功勳

表格」。

32.《烈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唐上元二年，7 世紀

675 年）

皇后武照大量結納文化界人士⋯⋯命他們撰寫《烈女傳》、《臣軌》、《百僚

新戒》、《樂書》共一千餘卷。

33.南周新字（南周天授元年，7 世紀 690 年）

立法院副立法長河東人宗秦客改造天地等 12個新字呈獻。11月 8日、武照

批准施行。
[3]

[3] 葉昌熾《語石》卷一茅州四頁：「金輪以一女子、賠移唐祚⋯⋯其所造十九字、見宣和書
譜」。是知後復有也字增益。另，英人翟理斯（Lionel Giles）新編英倫藏敦煌寫本目錄前所英人翟理斯（Lionel Giles）新編英倫藏敦煌寫本目錄前所

附之特殊考証欄，載有武周新字之卷子編號表，凡四十七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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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則天實錄》（唐開元九年，8 世紀 721 年）

皇家圖書院編撰寫吳兢、撰寫《則天實錄》，記述宋璟反激張說⋯⋯張說暗

中疏通，請吳兢修改幾個字，吳兢始終拒絕說：「如果聽你的吩咐，這本史書就

不誠實對後人就沒有公信力」。

35.《千秋金鏡錄》（唐開元二十四年，8 世紀 736 年）

秋季八月五日千秋節，文武官員都呈獻寶鏡祝賀，最高立法長張九齡⋯⋯分

析前世代各王朝興起或覆亡的因果關係，撰寫文章 5卷、名《千秋金鏡錄》、奏

報、李隆基（玄宗）回信褒揚。

36.張巡傳（唐至德二載，8 世紀 757 年）

張巡的朋友李翰特別為他撰寫一篇傳記。奏報皇帝、指出：「……如果不立

即紀錄，時間久遠，事跡可能遺乏、不能流傳……我斗膽德撰寫《張巡傳》一卷

呈上、請求交付國史館官員」。

37.《丹扆六箴》（唐寶曆元年，9 世紀 825 年）

2月 8日，浙西道行政長官李德裕，呈獻《丹扆六箴》，一 .宵衣箴⋯⋯

二 .正服箴⋯⋯三 .罷獻箴⋯⋯四 .納誨箴⋯⋯五 .辨邦箴⋯⋯六 .防微箴⋯⋯。獻箴⋯⋯四 .納誨箴⋯⋯五 .辨邦箴⋯⋯六 .防微箴⋯⋯。箴⋯⋯四 .納誨箴⋯⋯五 .辨邦箴⋯⋯六 .防微箴⋯⋯。微箴⋯⋯。箴⋯⋯。

李湛（敬宗）下詔嘉許。

38.《處分語》（唐大中九年，9 世紀 855 年）

李忱（宣宗）命皇家文學研究官韋澳、收集各州風土人情，以及山川形勢、

民生利弊、編成一冊、親自手寫呈獻⋯⋯命名為《處分語》。

39.《貞觀政要》（後唐長興四年，10 世紀 933 年）

12月 29日，後唐帝李從厚召請文字侍從官、讀《貞觀政要》，《大宗實錄》，後唐帝李從厚召請文字侍從官、讀《貞觀政要》，《大宗實錄》後唐帝李從厚召請文字侍從官、讀《貞觀政要》，《大宗實錄》

給他聽、有把帝國治理好的大志。

40.《貞觀政要》（後漢乾祐三年，10 世紀 950 年）

閏五月二十七日⋯⋯劉承祐召見天文台長趙延義，問他用甚麼方法、才能祈召見天文台長趙延義，問他用甚麼方法、才能祈見天文台長趙延義，問他用甚麼方法、才能祈

福解禍、趙延義回答說：「我的正式工作是天文曆法……帝王們真想祈福解禍的

話，好是進德修業……請讀《貞觀政要》，效法施行」。

41.《漢記》（南漢乾和四年，10 世紀 946 年）

南漢帝國劉思潮等被誅殺後，陳道庠內心憂恐、特進鄧伸送他一部《漢

記》、陳道庠問什麼緣故、鄧伸說：「……這部書上有殺韓信、和把彭越剁成肉

醬的事、你要細細的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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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子類
42.《太公兵法》（秦二世二年，紀元前 208 年）

張良⋯⋯跟劉邦相遇，遂決定追隨。劉邦任用張良當馬術官。張良屢次像

劉邦談論《太公兵法》，劉邦都能領略，而且常常採納張良的謀略⋯⋯張良讚嘆

說：「劉邦真是天縱其才」。

43.《陸賈新語》（西漢，高祖十一年，紀元前 196 年）祖十一年，紀元前 196 年）十一年，紀元前 196 年）

陸賈時常在劉邦面前，談論《詩經》、《書經》，劉邦不耐煩，詬罵說：「你

老子在馬上得天下，……什麼詩、畫」？陸賈說：「陛下馬上得天下，能馬上志

天下呀」！劉邦面色慚愧，搭訕說：「請你寫下來，秦政府所以失敗，我所以成

功的原因，以及古時候國家興亡的原因，拿給我看」。

陸賈就在這方面，概略的作一敘述，共寫了 12篇⋯⋯稱他的書《新語》。，概略的作一敘述，共寫了 12篇⋯⋯稱他的書《新語》。概略的作一敘述，共寫了 12篇⋯⋯稱他的書《新語》。，共寫了 12篇⋯⋯稱他的書《新語》。共寫了 12篇⋯⋯稱他的書《新語》。

44.《韓非子》（韓、韓安六年，紀元前 33 年）

韓非，韓王國的王子之一，法家學派巨子，眼看視國日益衰弱⋯⋯考察過去，韓王國的王子之一，法家學派巨子，眼看視國日益衰弱⋯⋯考察過去韓王國的王子之一，法家學派巨子，眼看視國日益衰弱⋯⋯考察過去，法家學派巨子，眼看視國日益衰弱⋯⋯考察過去法家學派巨子，眼看視國日益衰弱⋯⋯考察過去，眼看視國日益衰弱⋯⋯考察過去眼看視國日益衰弱⋯⋯考察過去

得失變化，著〈孤憤〉、〈五蠹〉、〈內儲〉、〈外儲〉、〈說難〉共 56篇，約有十，著〈孤憤〉、〈五蠹〉、〈內儲〉、〈外儲〉、〈說難〉共 56篇，約有十著〈孤憤〉、〈五蠹〉、〈內儲〉、〈外儲〉、〈說難〉共 56篇，約有十說難〉共 56篇，約有十難〉共 56篇，約有十，約有十約有十

餘萬言。

45.《太玄》、《法言》（新天鳳五年，1 世紀元 18 年）

揚雄對勢利看得很淡，只崇拜古人古事，喜愛儒家學派的道理，打算用文章雄對勢利看得很淡，只崇拜古人古事，喜愛儒家學派的道理，打算用文章

使自己留名後世，於是撰寫《太玄》一書，討論天、地、人三方面的綜合關係。

揚雄發現其他學派的學說，都是用智慧的言語，詆毀儒家學派的聖人⋯⋯當時常雄發現其他學派的學說，都是用智慧的言語，詆毀儒家學派的聖人⋯⋯當時常

有人向揚雄提出問題，揚雄一一回答，遂收集成書，定名《法言》。只求內省，揚雄提出問題，揚雄一一回答，遂收集成書，定名《法言》。只求內省，雄提出問題，揚雄一一回答，遂收集成書，定名《法言》。只求內省，揚雄一一回答，遂收集成書，定名《法言》。只求內省，雄一一回答，遂收集成書，定名《法言》。只求內省，

不向外宣傳，因之不被當時人注意。⋯⋯桓譚推崇該書精采絕倫。

46.靈憲（東漢陽嘉二年，2 世紀 133 年）

張衡擅長撰寫文章，精通儒家派六經，雖然才華蓋世，但不驕傲。更通曉機

械，對天文、陰陽、曆法、算術，深有心得，製造渾天儀，著《靈憲》。⋯⋯

47.《春秋元命色》（東漢陽嘉三年，2 世紀 134 年）

張衡認為東漢王朝建立以來，儒家學派學者，競爭研究神秘預言書（圖

緯），是一種病態。上書說：「《春秋元命色》上，曾提到公輸班跟墨翟，他們都

是戰國時代的人，又提到益州，而益州的設立，發生在西漢王朝（益州跟益州郡

不是一回事）。而劉更生，劉歆父子，主管皇家圖書館，校訂群書，核定九宗學

派學說，並沒有發現神秘預言書。由此可以推斷：神秘預言書，大概出現於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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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 90 年代及 1 世紀 00 年代，都是一些虛妄的知識份子，用來盜名騙財的玩意

……政府卻沒有禁止」。⋯⋯

48.《政論》（東漢元年，2 世紀 151 年）

郡政府推薦崔寔，送到洛陽宮門管理處。崔寔聲稱有病在身，不參加考寔，送到洛陽宮門管理處。崔寔聲稱有病在身，不參加考，送到洛陽宮門管理處。崔寔聲稱有病在身，不參加考寔聲稱有病在身，不參加考聲稱有病在身，不參加考

試，回鄉後，評論世事，寫了 1篇文章，名《政論》。⋯⋯山陽人仲長統看到了回鄉後，評論世事，寫了 1篇文章，名《政論》。⋯⋯山陽人仲長統看到了鄉後，評論世事，寫了 1篇文章，名《政論》。⋯⋯山陽人仲長統看到了

這篇文章，嘆息說：「凡是人主，都應該把它抄下來。作為座右銘」。

49.《中鑒》（東漢建安十年，3 世紀 205 年）

皇家圖書館長，宮廷隨經宮荀悅，作《中鑒》五篇，奏報皇帝⋯⋯荀悅希望

有積極的作為，可是他的見解無法實現，只好著書立說。

50.《昌言》（東漢建安十一年，3 世紀 206 年）

宮廷秘書長荀彧，保薦仲長統當宮廷秘書助理。仲長統著有〈昌言〉一文，

分析國家的治亂安危。

51.呈獻《韓非子》（北魏天興二年，5 世紀 400 年）

拓拔珪對於後燕帝國一任帝慕容垂兒子們各據一方，以致中央權柄下移⋯⋯慕容垂兒子們各據一方，以致中央權柄下移⋯⋯容垂兒子們各據一方，以致中央權柄下移⋯⋯

國立大學教授公孫表迎合他的想法呈獻《韓非子》一書，建議拓拔珪用嚴法統御

部下⋯⋯

52.蕭繹講《老子》（南梁永聖三年，6 世紀 554 年）

南梁帝國皇帝蕭繹⋯⋯九月在龍光殿，講解《老子》。

53.明堂鋮灸書（唐貞觀四年，7 世紀 630 年）

李世民閱讀《明堂鋮灸書》，上面記載：「人類所有內臟，都聯繫背脊」。11

月 17日，下詔命自今以後，不得捶擊鞭打囚犯脊背。

54.黃石公〈軍勢篇〉（唐貞觀十四年，7 世紀 640 年）

侯君集擊破高昌國時，私自盜取奇珍異寶⋯⋯有關官員提出彈劾、李世民

逮捕侯君集等⋯⋯立法院副立法長岑文本上疏說：『……黃石公〈軍勢篇〉說：

「用他的智慧，用他的勇敢，用他的貪婪，用他的愚昧。智慧的人願意為國家建

立功勳，勇敢的人喜愛發洩他內心的天性，貪婪的人急切追求金銀財寶，愚昧的

人不計較生死。但願陛下紀念侯君集等所立的徵功，而寬恕他們的大過」…… 』。

55.陰陽占卦法術等雜書（唐貞觀十五年，7 世紀 641 年）

李世民認為，近世陰陽占卜法術等雜書，錯誤最多，命祭祀部研究呂才跟各

法學者，共同校訂可以流傳於世的著作⋯⋯每書之前，呂才都撰寫序言，引用儒

家經典考正。〈宅經序〉⋯⋯〈錄命序〉⋯⋯〈葬書序〉⋯⋯。有見識的人，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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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是真知灼見。

56.《秘記》（唐貞觀二十二年，7 世紀 648 年）

民間流傳神秘預言書《秘記》，上面說：「唐王朝三世之後女主武王將奪取

政權、主宰天下。……」李世民秘密詢問天文台長李淳風說：「秘記上那些話，

會不會發生」？李淳風回答說：「我上觀天象，下察曆數……徵兆已經形成」。

李世民說：「把可疑得人全部殺掉，將會怎樣」？李淳風說：「上天的旨意，人

力不能抵抗……即令今天把他誅殺，上天將派遣力壯年輕的來施展毒手，恐怕陛

下的子孫，一個也剩不下」。李世民才停止。

57.《老子》、《孝經》《論語》（唐上元元年，7 世紀 674 年）

皇后武照上疏說：李姓皇家祖先，來自玄元皇帝⋯⋯每年明經科考試時，

《老子》和《孝經》《論語》，並列為主要課程。

58.《臣軌》《老子》（南周長壽二年，7 世紀 693 年）

撤銷候補官員研讀《老子》的規定，改為研讀武照撰寫的《臣軌》。

59.《老子》《莊子》（唐天寶五載，8 世紀 246 年），8 世紀 246 年）8 世紀 246 年）

陳希烈是雎陽人，因講《老子》、《莊子》，受皇帝賞識⋯⋯李林甫因陳希烈

正在得寵⋯⋯容易控制，所以推薦他當宰相。但政府所有事務，仍由李林甫一個

人決定。

60.《太初曆》[4]
（西漢太初元年，紀元前 104 年）

夏季五月，劉徹下詔，命公孫卿、壺遂、司馬遷，共同擬定漢王朝《太初

曆》，用正月一日，作為元旦。正月作為一年第一個月—歲首。

61.《天官曆》、《包元太平經》（西漢太初元年，紀元前 5 年）

最初，劉驁在位時，齊國人甘忠可假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共 12

卷。預言漢王朝正逢天地生命的轉換點，將喪失政權，然後再行奪回，把這些傳

授給渤海夏賀良等人⋯⋯甘可忠在獄中病死，但夏賀良等仍然私相教授。，但夏賀良等仍然私相教授。但夏賀良等仍然私相教授。

62.《甲寅元曆》（南宋元嘉十四年，5 世紀 437 年）

沮渠牧犍⋯⋯派使節到南宋帝國首都建康，呈獻各種書籍，和敦煌人趙斐所

撰寫的《甲寅元曆》，並索取雜書數十種，皇帝劉義隆照單發給。

[4] 西漢《太初曆》、與其後唐朝《大衍曆》、元朝《授時曆》、同為我國著名之三大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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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北魏《魏曆》（北魏太延五年，5 世紀 439 年）

崔浩收集各家曆法，考訂核對西漢王朝以來的日蝕、月蝕，以及金、木、

水、火、土五星運行的度數，對往前史籍的記載，十分不滿，而另行撰寫《魏

曆》。

64.趙裴《玄始曆》（北魏興安元年，5 世紀 452 年）

最初，北魏帝國侵入中原，使用《景初曆》（楊偉所定），三任帝世祖拓拔燾偉所定），三任帝世祖拓拔燾所定），三任帝世祖拓拔燾

征服北涼帝國時，得到趙斐所著《玄始曆》，當時人們認為是一種密件，本年北

魏帝國開始使用《玄始曆》。

65.《大明曆》（南梁天監九年，6 世紀 510 年）

蕭衍登極第八年，再下詔天文台、研究新曆及舊曆⋯⋯改用祖冲之制定的新

曆，稱《大明曆》。，稱《大明曆》。稱《大明曆》。

66.《正光曆》（北魏正光三年，6 世紀 522 年）

最初，三任帝拓拔燾認為《玄始曆》的錯誤會越來越繁重，命政府重新造

曆，直到本年，檔案管理官崔光才整理就緒⋯⋯定名為《正光曆》。11月 18日，

政府公佈《正光曆》即日施行。

67.《興光曆》（東魏興和元年，6 世紀 539 年）

東魏政府因正光曆的錯誤逐漸嚴重，命皇家圖書館研究員李業興，予以修正，命皇家圖書館研究員李業興，予以修正命皇家圖書館研究員李業興，予以修正

校訂，遂把甲子日定為正月一日稱《興光曆》。

68.《天保曆》（北齊天保元年，6 世紀 550 年）

北齊帝國皇帝高洋，命顧問院事務顧問官宋景業，制定《天保曆》，頒佈全

國施行。

69.《甲子元曆》（隋開皇四年，6 世紀 584 年）

隋帝國前任華州州長張賓等，制訂《甲子元曆》完成。帝國前任華州州長張賓等，制訂《甲子元曆》完成。

70.《張賓曆》（隋開皇十四年，6 世紀 594 年）

最初隋政府頒佈《張賓曆》，全國通行。廣平人劉孝孫、冀北秀才劉焯，先

後指摘他的錯誤⋯⋯楊堅（文帝）遂命人比較《劉孝孫曆》與《張賓曆》的優劣⋯

⋯評論紛紛，很久不能獲致結論。⋯⋯楊堅大不高興，命擱置新曆。，命擱置新曆。命擱置新曆。

71.《張胄玄曆》（隋開皇十七年，6 世紀 597 年）

楊素、牛弘等，再度推薦張胄玄的曆法⋯⋯本年《張胄玄曆》完成。夏季 4

月 2日，楊堅下詔頒佈新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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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李淳風曆法》（唐真觀十四年，7 世紀 640 年）

當時實施的是《戊寅曆》⋯⋯李淳風上疏說：「……故天文台長傅仁均滅除

多餘之數，把子時前當作初一日，所以相差三刻，不是正常之規……」。有關官

員商議⋯⋯建議採取李淳風曆法、李世民批准。

73.《開元大衍曆》（唐開元十六年，8 世紀 728 年）⋯⋯

8月 6日，特進張說呈獻《開元大衍曆》，李隆基頒佈天下實行。

74.《麟德曆》（唐麟德二年，7 世紀 665 年）

文天臺長李淳風⋯⋯用劉焯編製的《皇拯曆》，作為藍本，增減刪改，另行

編製《麟德曆》。

75.《至德曆》（唐至德三載，8 世紀 758 年），8 世紀 758 年）8 世紀 758 年）

李亨（肅宗）下詔採用韓穎改造的《至德曆》。

76.《建中元正曆》（唐建中三年，8 世紀 782 年）

天文台副台長徐永嗣，請求重新制定《建中正元曆》，李適（德宗）批准。

77.《景福崇玄曆》（唐景福元年，9 世紀 892 年）

《宣明曆》逐漸顯出差誤，太子宮副總官邊岡制定新曆完成。十二月邊岡把此

項新曆呈報皇帝，命名《景福崇玄曆》。，命名《景福崇玄曆》。命名《景福崇玄曆》。

78.《顯德欽天曆》（後周顯德元年，10 世紀 956 年）

8月 9日，後周⋯⋯文天台副台長王處訥編寫《顯德欽天曆》完後，奏報⋯，後周⋯⋯文天台副台長王處訥編寫《顯德欽天曆》完後，奏報⋯後周⋯⋯文天台副台長王處訥編寫《顯德欽天曆》完後，奏報⋯

⋯命自明年施行。

79.《服餌仙經》（北魏天興三年，5 世紀 400 年）

國務院禮儀部助理官黃謐，呈獻《服餌仙經》，拓拔珪特別設立神學教授，

建築仙人牌坊，煮煉各種藥草⋯⋯。

80.佛經 佛論（後秦弘始七年，5 世紀 405 年）

後秦帝國天王姚興，尊奉高憎鴻摩羅什國師⋯⋯請鳩摩羅什把從西域傳來的

佛經、佛論，譯成中文。

81.《科戒》《圖籙真經》《天宮靜輪之法》（北魏泰常八年，5世紀423年）

最初，嵩山道士寇謙之⋯⋯聲稱：他曾經見過從天上復臨人世的李耳⋯⋯傳

授給寇謙之⋯⋯符咒《科戒》二十冊⋯⋯後來遇到神仙李譜文⋯⋯傳授給寇謙之

法術書《圖籙真經》六十餘冊⋯⋯又交給寇謙之一冊《天宮靜輪之法》⋯⋯。寇謙

之把這部書呈獻給皇帝，政府官員和民間人世⋯⋯。，政府官員和民間人世⋯⋯。政府官員和民間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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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天公書》（南宋元嶶二年，5 世紀 474 年）

桂陽王劉休範發動政變時，使道士陳公昭撰寫《天公書》，上題沈丞相⋯⋯

最後逮捕陳公昭，把他押送到中央政府。，把他押送到中央政府。把他押送到中央政府。

83.《維摩詰經》（北魏永平二年，6 世紀 510 年）

11月 15日，元恪在皇宮事乾殿，給佛教和尚以及政府官員講解《維摩詰

經》，當時元恪一心信仰佛教，不去研究儒家學派經典。，不去研究儒家學派經典。不去研究儒家學派經典。

84.佛家經典（北魏正光三年，6 世紀 522 年）

胡太后派使節宋雲及和尚惠生，前往西域尋求佛教經典。從洛陽出發，西

行四千里，抵達赤嶺⋯⋯然後繼續西行，約有兩年，到乾羅國（今地不詳）後折

回。二月洛陽，得到佛家經典 170部。

85.《湼槃經》（南梁大通三年，6 世紀 529 年）

9月 15日，南梁帝國皇帝蕭衍，前往同泰寺進香⋯⋯16日，登上佛堂講

座，對和尚、尼姑、善男、信女，講解《湼槃經》。

86.《般若經》（南梁中大通三年，6 世紀 531 年）

11月 29日，南梁皇帝蕭衍，前往同泰寺，講解《般若經》，七天講完。

2月 25日，南梁帝國皇帝蕭衍，前往同泰寺，講解《般若經》，七天才結

束、聽講的人有數萬人。（南梁中大通五年，六世紀 533年）

87.《三慧經》（南梁中大同元年，6 世紀 546 年）

3月 8日，南梁皇帝蕭衍，前往同泰寺進香⋯⋯講解《三慧經》。夏季 4月

18日，講解完畢。

88.查禁佛、道經書（北周建德三年，6 世紀 574 年）

5月 17日，北齊帝國查禁佛、道二教，所有二教的經書和神像，全部銷

毀。（佛教「三武之禍」的第二禍）

89.印刷佛經（隋開皇元年，6 世紀 581 年）

隋帝國皇帝楊堅下詔⋯⋯命按照戶數人口，繳納捐稅，用來印刷佛經⋯⋯佛，用來印刷佛經⋯⋯佛用來印刷佛經⋯⋯佛

書充斥，多餘儒家學派的六經，數十百倍。

筆者按：印刷佛經，譯文欠當。查資治通鑑原書之文，乃「營造佛像」，

「營造」顯非「印刷」。且我國往昔印刷圖文史實，至中唐始漸萌芽而流行，與隋

初開皇元年，相去尚遠。

90.《皇隋靈感志》（隋開皇十四年，6 世紀 5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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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堅喜愛向鬼神祈禱⋯⋯王劭不斷上疏⋯⋯同時收集民間歌謠，引用神秘預

言書，更把佛教經典中的文句，加以更改，甚至使意義完全相反，撰寫《皇隋靈

異志》三十卷，呈報楊堅，楊堅命令國人民都要閱讀。

91.《孔子閉房記》（鄭帝王世元開明元年，7 世紀 619 年）

東都道士桓法嗣，向王世充呈獻《孔子閉房記》，聲稱：「相國（王世充）

當代替隋王朝當今天子」。⋯⋯

92.《高識傳》（唐貞觀十三年，7 世紀 639 年）

傅奕⋯⋯生前曾收集曹魏帝國、晉帝國以來，駁斥佛教的文章，合成《高識

傳》十卷，流行於世。，流行於世。流行於世。

93.《大雲經》（南周天授元年，7 世紀 690 年）

洛陽東魏國寺和尚法明等，撰寫《大雲經》四冊，呈獻武照。指出武照乃弥

勒佛轉世⋯⋯。

94.《三教珠英》（南周久視元年，8 世紀 700 年）

武照每在內宮舉行家常歡聚⋯⋯為了掩飾這種醜聞，乃明令公佈，命張易

之、張昌宗，跟北門學士李嶠等，在內宮撰寫《三教珠英》。，跟北門學士李嶠等，在內宮撰寫《三教珠英》。跟北門學士李嶠等，在內宮撰寫《三教珠英》。

95.《護國仁王經》（唐永泰二年，8 世紀 756 年）

9月 1日，在京師資聖及西明兩座寺廟中，設置百高座，宣講護國仁王經。

(四) 文類
96.〈王命論〉（東漢建武五年，1 世紀 29 年）

隗囂詢問班彪對於大局的意見⋯⋯班彪遂撰寫〈王命論〉闡揚自己的理論。

97.〈外戚箴〉（東漢延憙二年，2 世紀 159 年）

涿郡人崔琦，已擅於撰寫文章，受到梁冀重視。崔琦作〈外戚箴〉、〈白鵲

賦〉向梁冀諷勸。

98.《皇義篇》（東漢憙平六年，2 世紀 177 年）

皇帝劉宏（靈帝）喜愛文字創作，自己撰寫《皇義篇》五十章。

99.〈先刑後禮論〉（東吳黃龍元年，3 世紀 229 年）

南陽人劉廙，曾作〈先刑後禮論〉⋯⋯陸遜喝責。

100.〈仇國論〉（蜀漢延熙二十年，3 世紀 257 年）

姜維不斷進攻曹魏帝國，全國憂愁悲苦，中級國務官譙周，作〈仇國論〉，

警告說：「……人民負擔，超過他們所能承受的限度，騷動擾亂的預兆就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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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無限制的不斷發動戰爭，猶如土塊崩裂，只要有小小的震撼，即令有大

智之人，也束手無策」。

101.〈崇有論〉（西晉元康七年，3 世紀 297 年）

最初，何晏等遵奉《老子》、《莊子》哲學⋯⋯政府士大夫一致認為浮誇怪誕

才是美德⋯⋯高級諮詢裴頠，對這種現象，深為憂慮，特撰寫〈崇有論〉一文，頠，對這種現象，深為憂慮，特撰寫〈崇有論〉一文，，對這種現象，深為憂慮，特撰寫〈崇有論〉一文，

抨擊他們的弊端。

102.〈徙戎論〉（西晉元康九年，3 世紀 299 年）戎論〉（西晉元康九年，3 世紀 299 年）論〉（西晉元康九年，3 世紀 299 年）

太子宮圖書管理官陳留人江統，認為蠻族擾亂中國，應該早日斷絕根源，把

他們往內地遷出，撰寫遂撰寫〈徙戎論〉向政府提出警告。戎論〉向政府提出警告。論〉向政府提出警告。

103.〈錢神論〉（同前）

國家大權，握在群臣之手⋯⋯賄賂貪污，完全公開，南陽人魯褒，遂作〈錢

神論〉譏諷當時政治黑暗。

104.〈求學箴言〉（東晉咸康四年，4 世紀 338 年）

王導任命江夏人李充，當丞相府秘書，李充因當時風俗崇尚虛無浮華，遂著

〈求學箴言〉⋯⋯解除蒙蔽。

105.范縝〈神滅論〉（南齊永明二年，5 世紀 484 年）

范縝堅持世上沒有佛⋯⋯又著〈神滅論〉⋯⋯佛教徒一片嘩然，紛紛抨擊，

但始終無法解答范縝提出的疑問。

106. 〈撫夷論〉（隋大業十年，7 世紀 614 年）

本世紀，中國富庶，人民殷實，無論政府與民間，全都主張征服高句麗王

國，只有劉炫認為不可以，著〈撫夷論〉予以諷刺。直到現在，預言才應驗。

107.《楊廣集》（唐貞觀二年，7 世紀 628 年）

6月 13日，李世民對侍從官員說：「我閱讀《楊廣集》，發現楊廣的文字深

奧，學問淵博……他做出來的事，卻為何跟他的言論，恰恰相反……」。

108.蕭衍父子、陳叔寶、楊廣諸選集（唐貞觀十二年，七世紀 638 年）

皇家圖書院助理編撰官鄧世隆，上疏請求李世民把所寫的文章，整理出版選

集。李世民說：「……蕭衍父子、陳叔寶、楊廣都有選集法行於世，並不能拯救

他們的國家於不亡……」。不准。

109.〈聖德論〉（唐貞觀六年，7 世紀 632 年）

皇家圖書館副院長虞世南，呈遞〈聖德論〉，李世民手寫詔書回答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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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捧得太高……你只看到開頭不錯，還沒有看到最後情景，我如果始終如一，

大著〈聖德論〉，才會流傳……」。

110.〈忠孝論〉（唐儀鳳元年，7 世紀 676 年）

（郇王）李素節因長期被禁進京朝見，乃作〈忠孝論〉⋯⋯武照看見⋯⋯降

封鄱陽王，貶竄袁州安置看管。，貶竄袁州安置看管。貶竄袁州安置看管。

111.〈辨亡論〉（唐儀鳳三年，7 世紀 678 年）

國立中央大學學生宋城人魏元忠⋯⋯條陳抵抗吐蕃王國的策略，認為：「…

…陸機撰寫〈辨亡論〉，不能使他在河橋不被擊敗……」。

112.《俳諧集》（唐永隆元年，7 世紀 680 年）

太子宮圖書館長劉訥言，時常撰寫些幽默故事，稱《俳諧集》，呈獻李賢，

李賢被罷黜後⋯⋯把劉訥言流竄到振州。

113.〈慎思賦〉（南周天冊萬歲元年，7 世紀 695 年）

當時，爵位和官職，很容易得到。可是法綱嚴密、刑罰殘酷⋯⋯劉知幾撰寫

〈思慎賦〉警告世人，同時表達自己的志向。

114.〈良宰論〉（唐開元六年，8 世紀 718 年）

友人推薦引示范知璿有文字素養，同時呈獻范知璿所作文章。最高監督長宋，同時呈獻范知璿所作文章。最高監督長宋同時呈獻范知璿所作文章。最高監督長宋

璟批示說：「觀看他的〈良宰論〉，極盡奉承諂媚，隱士應該直言高見，怎麼可

以迎合別人……」。

115.〈爭臣論〉（唐貞元十一年，8 世紀 795 年）

最初，陽城以隱士身份，被徵召到中央當監督院高級顧問官⋯⋯一致認為

他不過是個官場混混，浪得虛名，前進士河南人韓愈，撰寫〈爭臣論〉，加以諷

刺，陽城也不理會⋯⋯到了陸贄被罩上謀反鐵帽⋯⋯陽城聽到消息，挺身而出。

⋯⋯

116.〈罪言〉、〈原十六術〉、〈戰論〉、〈守論〉、《孫子兵法註解》（唐太

和七年，9 世紀 833 年）

因賢良方正科錄取而被授官職的杜牧，痛恨河朔三鎮割據軍閥的橫暴⋯⋯於

是著書表達心意，書名〈罪言〉⋯⋯。惋惜徵兵制度—府兵的瓦解，再著〈原

十六術〉⋯⋯又著〈戰論〉⋯⋯又著〈守論〉⋯⋯又注解《孫子兵法註解》⋯⋯。

117.〈梓人傳〉、〈重樹人郭槖駞傳〉（唐元和十年，9 世紀 815 年）

柳宗元很會寫作，曾寫過〈梓人傳〉⋯⋯又寫〈郭槖駞傳〉⋯⋯這些柳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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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治國之道的文章。

118.〈長樂老敘〉（後周顯德元年，10 世紀 954 年）

2月 17日，太師，最高立法長，瀛王馮道逝世（七十三歲）⋯⋯曾經撰寫

〈長樂老敘〉，自述他在歷代王朝中所享有的榮耀，當時的人都推崇他的人品道德

和寬容的度量。

(五) 圖類
119.雲臺畫像（東漢永平三年，1 世紀 60 年）

劉陽思念創造中興大業的功臣，在南宮雲臺之上，畫出 28位將領的肖像。

鄧禹居第一位⋯⋯只馬援是皇后之父，沒有肖像。援是皇后之父，沒有肖像。是皇后之父，沒有肖像。

120.西域圖記（隋大業三年，7 世紀 607 年）

西域各國商人，很多到張掖貿易，楊廣（煬帝）派國務院文官部副長裴矩，

前往負責管理，裴矩知道楊廣好大喜功⋯⋯就向他們探問該國的山川刑勢和風土

人情⋯⋯撰寫《西域圖記》三卷，包括四十四國，呈報中央。另外繪製地圖，所《西域圖記》三卷，包括四十四國，呈報中央。另外繪製地圖，所西域圖記》三卷，包括四十四國，呈報中央。另外繪製地圖，所》三卷，包括四十四國，呈報中央。另外繪製地圖，所三卷，包括四十四國，呈報中央。另外繪製地圖，所

有險要地方，都加註明⋯⋯。

121.水飾圖經（隋大業十二年，7 世紀 616 年）

三月上巳日，楊廣⋯⋯命學士杜寶撰寫水飾圖經，考查古代有闗水上遊戲的

故事七七二條，由朝散大夫黃袞用木頭一一雕製，包括女子樂隊、畫舫、載酒的

船、人物都能自動行走，栩栩如生。另有鍾、磐、箏、瑟、等樂器，也都能自動

演奏。

122.十八學士肖像（唐武德四年，7 世紀 621 年）

李世民⋯⋯設立文學館，網羅來自四面八方的文化人充當學士，⋯⋯又命倉

庫主任玄本畫出各種學士肖像，由禇亮撰寫評語，另稱十八學士。

123.《王會圖》（唐貞觀三年，7 世紀 629 年）

遠方各國前來中國朝見進貢的很多，服裝奇異，副立法長顏師古，請求政府

把各種奇異服裝，繪圖保留傳給後世，稱《王會圖》，李世民批准。

124.凌煙閣功居畫像（唐貞觀十七年，7 世紀 643 年）煙閣功居畫像（唐貞觀十七年，7 世紀 643 年）閣功居畫像（唐貞觀十七年，7 世紀 643 年）

2月 28日，李世民下令把開國功臣的肖像，畫在凌煙閣上；趙公爵長孫無，李世民下令把開國功臣的肖像，畫在凌煙閣上；趙公爵長孫無李世民下令把開國功臣的肖像，畫在凌煙閣上；趙公爵長孫無煙閣上；趙公爵長孫無閣上；趙公爵長孫無無

忌⋯⋯（共 24人）。

125.《明堂圖》（唐元和六年，9 世紀 811 年）

李純（憲宗）問宰相說：「治理人民，應該寬大，還是應該嚴厲」？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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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回答說：「回答說：「秦王朝國慘毒苛刻覆亡，漢王朝寬容厚道興起，太宗看了《明堂

圖》，禁止鞭打人背……寬容應嚴，一目了然」。

126.《十道圖》（唐咸通十一年，9 世紀 870 年）

9月 27日，再貶劉瞻當康州州長⋯⋯路巖仍覺不解心頭之恨，於是仔細查

考全國地理《十道圖》，發現驩州（越南共和國榮市），距首都長安一萬華里，於，發現驩州（越南共和國榮市），距首都長安一萬華里，於發現驩州（越南共和國榮市），距首都長安一萬華里，於，距首都長安一萬華里，於距首都長安一萬華里，於

是把劉瞻貶作驩州戶籍官。

127.《花草樹木圖》（前蜀咸元年，10 世紀 925 年）

前蜀安重霸一直鼓動宦官王承休；請前蜀帝王宗衍駕臨秦州遊玩⋯⋯王承休

呈獻《花草樹木圖》，誇耀秦州山川風土的美妙。

128.《瀛莫圖》（後晉開運三年，10 世紀 946 年）

遼國再設下陷阱，命瀛洲州長劉延祚寫信給後晉⋯⋯表示願獻出城池歸降⋯，命瀛洲州長劉延祚寫信給後晉⋯⋯表示願獻出城池歸降⋯命瀛洲州長劉延祚寫信給後晉⋯⋯表示願獻出城池歸降⋯

⋯深州州長慕榮遷更呈獻《瀛莫圖》。宰相馮王、李崧都深信不疑⋯⋯。

129.元稹《均田圖》（後周顯德五年，10 世紀 958 年）

後周帝柴榮打算推行土地改革。7月 8日，複製元稹的《均田圖》，分別頒發

給所有戰區及各州。

(六) 漫　記　記記
130.秦焚書（秦始皇三十四年，紀元前 213 年）

宰相李斯上奏章給皇帝瀛政：「……辦法是請先在書籍上著手。凡不是秦

政府官方記載的史書，全部焚毀。除非他是諮詢官員，職責所在外，其他任何人

收藏《詩經》、《書經》百家語，都在期限內，在郡長、民兵司令官監督下，用火

燒掉。……命令頒佈三十天後，仍繼續收藏而拒絕燒的，臉上刺字，並處苦役四

年。但醫藥、算卜、種樹的書，不在焚燬之限……」瀛政批可。

131.群書校正（西漢河平三年，紀元前 26 年）

皇家圖書館（中秘書）藏書，很多散失。劉驁命禮賓官陳農，向全國徵求失

傳書籍，命高級國務官（光祿大夫）劉更生負責校正儒家學派經書、經書註解；；

以及其他學派書籍、詩、賦；另命步兵指揮任宏，校正軍事書籍；文天臺長尹；另命步兵指揮任宏，校正軍事書籍；文天臺長尹另命步兵指揮任宏，校正軍事書籍；文天臺長尹；文天臺長尹文天臺長尹

咸，校正占卜算卦書籍；御醫李柱國，校正醫學書籍，每一本書校正完竣，由劉；御醫李柱國，校正醫學書籍，每一本書校正完竣，由劉御醫李柱國，校正醫學書籍，每一本書校正完竣，由劉

更生列出章節目錄，寫出內容摘要。

132.劉歆編《七略》（西漢綏和二年，紀元前 7 年）

劉欣命劉秀（劉歆改名）負責審核儒家學派的五經，完成他爹劉更生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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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業。劉秀遂綜合群書的精華，編成《七略》；〈輯畧〉、〈六藝略〉、〈諸子

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共 6部，包括 38種著數略〉、〈方技略〉，共 6部，包括 38種著略〉、〈方技略〉，共 6部，包括 38種著方技略〉，共 6部，包括 38種著技略〉，共 6部，包括 38種著

作、596家言論，凡 1萬 3千 2百 69卷。⋯⋯認為如果專心研究儒家學派，再

參觀九家學派的學說，拋棄短處，採取長處，就可以精通萬種方略。

133.王莽徵書（西漢元始四年，1 世紀 4 年）

王莽奏准，設立皇家大會堂、國立大學、御用天文台⋯⋯凡是藏有散落不全

的《禮經》，或其他古書，以及天文、神秘預言書、音樂、曆法、兵法，周王朝

中期用大篆古文寫的史書等等，或能了解其中意義的，一律坐乘政府驛馬車，前

來首都長安。

134.陳咸藏書（新始建國三年，1 世紀 11 年）

沛郡陳咸，由於通曉法令，擔任宮廷秘書。王莽輔政大舉改革祖宗所定的制

度，陳咸心裏反對⋯⋯提出辭呈⋯⋯把家中所有的相關法令的書籍，都藏在牆壁

之中。

135.北魏徵書（北魏天興二年，4 世紀 399 年）

拓拔珪詢問國立大學教授李先：「天下什麼東西最好。可以增人智慧」，李

先回答：「圖書」。拓拔珪說「天下共有多少圖書？怎麼樣才可以搜集在一起」。

李先回答：「自從有文字以來，圖書的數量，每年都有增加，直到今天，數目

已無法計算。如果人之喜愛，不必擔心不能搜集」。拓拔珪命各郡縣大肆搜集圖

書，全部送到首都平城。

136.江強獻書（北魏太延五年，5 世紀 439 年）

陳留人江強寄住涼州，向北魏帝國政府呈獻儒家學派經典、史書，以及其他

學派書籍，共一千餘卷，另外還有研究文學的書籍⋯⋯。

137.蕭繹江陵焚書（南梁承聖三年，6 世紀 554 年）

（西魏帝國遠征軍隊江陵開始攻擊）⋯⋯蕭繹到東閣竹殿，命立法院立法官

高善寶，縱火焚燒他所儲藏的古今圖書 14萬卷。善寶，縱火焚燒他所儲藏的古今圖書 14萬卷。寶，縱火焚燒他所儲藏的古今圖書 14萬卷。

138.《修文殿御覽》（北齊武平四年，6 世紀 573 年）

高緯很喜愛文學，2月 10日，國務院左副執行長祖珽奏准設立文林館，大

量介紹文學上有造詣的知識份子充實文林館，稱他們待詔，命立法院主任立法官

博陵人李德林，禁宮侍從長琅邪人顏之推，同時擔任館長，命所有待詔，共同撰

寫《修文殿御覽》。



158 國家圖書館館刊　九十六年第一期 (2007.6)六年第一期 (2007.6)年第一期 (2007.6)一期 (2007.6)期 (2007.6)

139.牛弘奏請搜購圖書（隋開皇三年，6 世紀 583 年）

皇家圖書院長牛弘上疏說：「……北周帝國的藏書，勉強超過 1 萬卷……削

平北齊帝國後……才多出 5 千卷……現有一件事，比收集圖書，更應優先，怎麼

可以讓他們流落到私人之手，一直不回歸政府。我們需要施加壓力，強行搜購，

再給書主一點補償和獎勵，則罕見的珍貴的經典定會集中……」。楊堅批准⋯⋯

每呈獻一卷，換取綢緞一匹。

140.楊廣與圖書（隋大業十一年，7 世紀 615 年）與圖書（隋大業十一年，7 世紀 615 年）圖書（隋大業十一年，7 世紀 615 年）

楊廣喜愛讀書寫作⋯⋯後來登極稱帝，前後約 20年，編纂撰寫的工作，從從

來沒有停止。從儒家學派經典、文字、軍事、農業、地理、醫藥、算卦、佛教、

道教到賭博、獵鷹、犬馬、都有著作，沒有一樣不精密正確，共編成 31部、一

萬七千餘卷。當初，西京嘉則殿 37萬卷，楊廣命皇家圖書館長栁顧言依類排列

修訂，刪除重複雜亂和卑劣部份，共剩下皇家欽定本三萬七千餘卷，收藏東都脩

文殿，又照抄副本 50部，分為三等，分別安置在西京宮、東都宮、各院、各部

署。正本各書部裝訂得華麗整潔⋯⋯在觀文殿前闢出十四間書房⋯⋯都極度的珍

貴華麗⋯⋯在大門之外，地下埋有機關，楊廣前來看書時⋯⋯門窗及書櫥都自動

開啟，楊廣出去，則都自動關閉。

141.弘文館圖書（唐武德九年，7 世紀 626 年）

李世民在皇宮弘文殿，收集經、史、子、集四大類書籍二十餘萬卷，並在殿

旁設立弘文館⋯⋯。

142.《群書四錄》（唐開元九年，8 世紀 721 年）

11月 13日，國立貴族大學校長元行冲，向皇帝呈獻《群書四錄》（經、史、

子、集）全書共 4萬 8千 1百 69卷。

143.乾元殿編校各書（唐開元五年，8 世紀 717 年）

皇家圖書院院長馬懷素奏稱：「院中圖書凌亂失敗，殘缺錯誤，請求遴選學

術界人士 20 名，整理校對及修補」，李隆基批准。於是搜索收集，散落四方的圖

書，委派官員抄寫，命國立貴族大學教授尹知章，桑泉縣政府防衛員韋述等 20派官員抄寫，命國立貴族大學教授尹知章，桑泉縣政府防衛員韋述等 20官員抄寫，命國立貴族大學教授尹知章，桑泉縣政府防衛員韋述等 20

人，共同校正，命監督院最高顧問官禇無量當總監，在乾元殿前編纂校對各書。量當總監，在乾元殿前編纂校對各書。當總監，在乾元殿前編纂校對各書。

144.麗正書院（唐開元十一年，8 世紀 723 年）

李隆基設置麗正書院，集結當代文學和知名人士於一生，⋯⋯或校勘書籍，

或在李隆基閱讀時陪伴，隨時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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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吐蕃求書（唐開元十九年，8 世紀 731 年）

吐蕃使節稱；「金城公主要求供應《毛詩》、《春秋》、《禮記》、《正字》

各書」。皇家圖書院校對助理員于休烈上疏認為：「東平王劉宇是西漢皇親，向

中央要求發給《史記》、諸子，中央還不肯給他，何況吐蕃……對中國沒有裨益

……」。最高監督長裴光庭等上疏說：「……正應該利用這個機會，賞賜給他們

《詩經》、《書經》，希望從此開始，漸漸提高教育文化，與中國認同……」。

三、文獻之部

(一) 碑石類
146.嶧山、泰山、琅邪臺石碑（秦始皇二十八年，紀元前 219 年）

贏政巡查東方郡縣，登嶧山（山東鄒縣境），在嶧山樹立石碑，歌頌自己的

功德。

贏政下令築路，從泰山南麓，到泰山最高峰，立碑刻石，歌頌自己的功德⋯

⋯然後南登琅邪山（山東諸城縣境），⋯⋯修築琅邪臺，再立碑刻石，歌頌自己

的功德。

147.芝罘山石碑（秦始皇二十九年，紀元前 218 年）

贏政繼續東行，攀登芝罘山，刻石立碑歌頌自己的功德。

148.碣石石碑（秦始皇三十二年，紀元前 215 年）

贏政再離首都咸陽，前往碣石（河北昌黎縣西）⋯⋯然後在碣石刻石立碑，

歌頌自己的功德。

149.班固〈燕然山銘〉（東漢永元元年，1 世紀 89 年）

公元 89年，秋季七月⋯⋯車騎將軍竇憲⋯⋯率領國防部隊，以及南匈奴單

于、東胡、烏桓、西域、氐、羌等各國、各族、各部落元首、王侯、酋長、精銳

騎兵 10萬⋯⋯攀登高闕（陰山），穿越，穿越穿越鷄鹿（寧夏省磴口縣西北）⋯⋯於是全部

征服，大旗南指，凱旗班師，考查書籍地圖，細察山川形勢，中國遠征部隊，已

遠越涿郡（外蒙古古爾班察汗山），跨過安侯，抵達燕然（杭愛山）⋯⋯現在，在郡（外蒙古古爾班察汗山），跨過安侯，抵達燕然（杭愛山）⋯⋯現在，在（外蒙古古爾班察汗山），跨過安侯，抵達燕然（杭愛山）⋯⋯現在，在

山上立碑刻字，展示豐功偉績。（銘文從畧）

150.《熹平石經》（東漢憙平四年，2 世紀 175 年）

春季三月，皇帝劉宏下詔，命儒家學派高級份子，嚴格校正五經文字，命參

事官蔡邕，用蝌蚪文、大篆、隸書三種字體書寫，刻在石碑上，豎立國立大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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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使以後儒家學派學者及知識份子，作為標準。石碑剛豎立時，前來參觀抄寫

的，每天有千餘車輛，得四方八面雲集，填滿大街小巷。

（趙明誠在他的《金石錄》中說：石經於一七五年豎立，字由蔡邕用隸書八分

書寫。《後漢書》〈儒林傳序〉說：「分蝌蚪文、大篆、隸書，記載錯誤，事實

上，只有蔡邕所寫的隸書一種」。因之也稱一字石經。⋯⋯）

151.〈統萬碑文〉（北魏始光四年，5 世紀 427 年）

7月 3日，拓拔燾進入統萬（陜西橫山縣）⋯⋯看到一篇對赫連勃勃作過份

讚美的文章，大怒說：「寫這文章的小子，真不要臉……他是誰，給我查出來。

文章是胡夏帝國檔案管理官天水上趙逸的作品。⋯⋯」（碑文冗長，不錄），不錄）不錄）

152.北魏國史碑與崔浩（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5 世紀 450 年）

拓拔燾命崔浩兼皇家圖書館長，教他跟高允等，共同撰寫國記，告誡說：一

定要真實，是甚麼，就寫甚麼。⋯⋯崔浩仍是採用閔湛、郗標的意見，把國史刻、郗標的意見，把國史刻郗標的意見，把國史刻

到石碑上，豎立在首都平城南郊⋯⋯鮮卑人更是大為憤恨，紛紛向拓拔燾控告，

認為崔浩故意暴露祖先的罪惡⋯⋯拓拔燾大怒若狂，命主管機關偵察處理皇家圖

書館所有官員的罪狀⋯⋯。

153.參觀石經（北魏太和十七年，5 世紀 493 年）

拓拔宏 9月 12日，抵達洛陽。9月 24日，前往故國立大學，參觀石經。

154.《高歡碑》（東魏武定五年，6 世紀 547 年）

高澄疑心⋯⋯溫子昇知道元瑾等的陰謀，此時正命溫子昇撰寫〈高歡碑〉

（獻武定王碑），所以不動聲色，一直等到高歡碑完稿，即逮捕溫子昇，囚禁晉陽

監獄⋯⋯。

155.赤嶺碑（唐開元二十一年，8 世紀 733 年）

2月 29日，金城公主向唐政府建議，在赤嶺（青海省興河縣）豎立石碑，作

為中國和吐蕃王國國界，李隆基同意。

156.《開成石經》[5]（唐開成二年，9 世紀 833 年）

冬季十月，國立貴族大學的石經完成。

157.《韋丹遺愛碑》（唐大中三年，9 世紀 849 年）

正月二十日，李忱（宣宗）命國史館編撰官杜牧，撰寫〈韋丹遺愛碑〉。忱（宣宗）命國史館編撰官杜牧，撰寫〈韋丹遺愛碑〉。（宣宗）命國史館編撰官杜牧，撰寫〈韋丹遺愛碑〉。

[5] 唐《開成石經》、太和四年（830）始事、開成元年（836）完成、故後有以《太和石經》稱
之。



161封思毅／《資治通鑑》記載圖書文獻輯要

（江西行政長官⋯⋯死後四十年⋯⋯還懷念歌頌⋯⋯）。

(二) 詔令類
158.西漢武帝求賢詔（西漢建元元年，紀元前 140 年）

冬季十月，劉徹下詔徵求「賢良方正」，劉徹下詔徵求「賢良方正」劉徹下詔徵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人才⋯⋯。

筆者按：董仲舒建言：「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影響中國文化深遠。

159.王莽大誥（西漢居攝二年，1 世紀 7 年）

冬季 10月 15日，王莽仿效《書經》〈大誥〉，也撰寫大誥⋯⋯派國務官桓譚，王莽仿效《書經》〈大誥〉，也撰寫大誥⋯⋯派國務官桓譚王莽仿效《書經》〈大誥〉，也撰寫大誥⋯⋯派國務官桓譚，也撰寫大誥⋯⋯派國務官桓譚也撰寫大誥⋯⋯派國務官桓譚

等，前往全國傳達。，前往全國傳達。前往全國傳達。

160.庚戌詔書（東晉興寧二年，4 世紀 364 年）

晉帝國實施全國戶口總調查，重新整理戶籍。流亡的北方僑民所保持的舊，重新整理戶籍。流亡的北方僑民所保持的舊重新整理戶籍。流亡的北方僑民所保持的舊

籍貫，一律撤銷。而把現在居郡縣，作為新籍，法令規定嚴格，稱為「庚戌詔，一律撤銷。而把現在居郡縣，作為新籍，法令規定嚴格，稱為「庚戌詔一律撤銷。而把現在居郡縣，作為新籍，法令規定嚴格，稱為「庚戌詔，作為新籍，法令規定嚴格，稱為「庚戌詔作為新籍，法令規定嚴格，稱為「庚戌詔，法令規定嚴格，稱為「庚戌詔法令規定嚴格，稱為「庚戌詔，稱為「庚戌詔稱為「庚戌詔「庚戌詔戌詔

書」。（三月一日干支是庚戌。）」。（三月一日干支是庚戌。）。（三月一日干支是庚戌。）

161.皇誥（北魏太和九年，5 世紀 485 年）

太皇太后馮女士著《皇家訓詞》十八篇完成，正式頒佈。，正式頒佈。正式頒佈。

162.〈六條詔書〉（西魏大統七年，6 世紀 541 年）

丞相宇文泰打算改革當時政治⋯⋯蘇綽又替皇帝撰寫〈六條詔書〉⋯⋯一是

清心思⋯⋯二是敦教化⋯⋯三是盡地利⋯⋯四是擢賢良⋯⋯五是恤訟獄⋯⋯六是

均賦役⋯⋯全國州長、郡長、縣長，除非了解〈六條詔書〉，和能夠建立預算制，除非了解〈六條詔書〉，和能夠建立預算制除非了解〈六條詔書〉，和能夠建立預算制，和能夠建立預算制和能夠建立預算制

度，否則一律免職。，否則一律免職。否則一律免職。

163.大誥（西魏大統十一年，6 世紀 545 年）

宇文泰命中央特遣全權政府財政部長蘇綽，撰寫大誥，公佈所有官員周知，，撰寫大誥，公佈所有官員周知，撰寫大誥，公佈所有官員周知，，公佈所有官員周知，公佈所有官員周知，，

指出處理政府事務時應注意事項，並下令：以後撰寫文章，一律依照這種文體。，並下令：以後撰寫文章，一律依照這種文體。並下令：以後撰寫文章，一律依照這種文體。，一律依照這種文體。一律依照這種文體。

164.《帝範》（唐貞觀二十二年，7 世紀 648 年）

春季正月八日，唐王朝皇帝李世民，撰寫《帝範》十二篇賜給太子李治，內，唐王朝皇帝李世民，撰寫《帝範》十二篇賜給太子李治，內唐王朝皇帝李世民，撰寫《帝範》十二篇賜給太子李治，內，撰寫《帝範》十二篇賜給太子李治，內撰寫《帝範》十二篇賜給太子李治，內，內內

分：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 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

強調說：「修身和治國的方法，都在此十二篇中……」。

165.〈賜黠戛斯可汗書〉（唐會昌三年，9 世紀 843 年）

李瀍命李德裕撰寫〈賜黠戛斯可汗書〉⋯⋯自從回鶻汗國殘軍抵達邊塞，及從回鶻汗國殘軍抵達邊塞，及回鶻汗國殘軍抵達邊塞，及殘軍抵達邊塞，及軍抵達邊塞，及，及及

黠戛斯汗向中國進貢，每次頒發詔書及訓令，李瀍都命李德裕起草⋯⋯。，每次頒發詔書及訓令，李瀍都命李德裕起草⋯⋯。每次頒發詔書及訓令，李瀍都命李德裕起草⋯⋯。，李瀍都命李德裕起草⋯⋯。李瀍都命李德裕起草⋯⋯。

166.《金鏡》《貞觀政要》《具員御筧》（唐大中二年，9 世紀 84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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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0日⋯⋯李忱曾把二任帝李世民撰寫的《金鏡》，要令狐綯讀給自己，要令狐綯讀給自己要令狐綯讀給自己

聽⋯⋯又把《貞觀政要》寫在屏風上，時常嚴肅的細心閱讀⋯⋯李忱命宰相製作，時常嚴肅的細心閱讀⋯⋯李忱命宰相製作時常嚴肅的細心閱讀⋯⋯李忱命宰相製作

《具員御筧》五冊呈上。（五品以上稱為具員）。

(三) 禮儀類
167.《漢王朝禮儀》校正（東漢元河四年，1 世紀 87 年）

劉炟召見曹褒，把叔孫通所制訂的《漢王朝禮儀》十二篇交給他說：「，把叔孫通所制訂的《漢王朝禮儀》十二篇交給他說：「把叔孫通所制訂的《漢王朝禮儀》十二篇交給他說：「這項

禮儀，鬆散疏略，很多地方不合儒家經典，現今應該依照禮經一一校正，使它可

以施行」。

曹褒根據舊有的法令典章，加入儒家學派五經，以及神秘預言書上的記載，，加入儒家學派五經，以及神秘預言書上的記載，加入儒家學派五經，以及神秘預言書上的記載，，以及神秘預言書上的記載，以及神秘預言書上的記載，，

制訂上自皇帝、下到平民，婚禮、成年加冠禮、吉禮、凶禮等儀程，共 150篇，，婚禮、成年加冠禮、吉禮、凶禮等儀程，共 150篇，婚禮、成年加冠禮、吉禮、凶禮等儀程，共 150篇，，共 150篇，共 150篇，，

奏報皇帝⋯⋯對曹褒的建議，全部接受。，全部接受。全部接受。

168.南齊政府禮儀（南齊永名三年，5 世紀 485 年）

5月 29日⋯⋯王儉兼任國立大學校長，蕭賾下令就在王儉家中，設立學士儉兼任國立大學校長，蕭賾下令就在王儉家中，設立學士兼任國立大學校長，蕭賾下令就在王儉家中，設立學士，蕭賾下令就在王儉家中，設立學士蕭賾下令就在王儉家中，設立學士儉家中，設立學士家中，設立學士，設立學士設立學士

學校，把總明觀四個單位的圖書移交給學士學校⋯⋯。王儉撰寫政府禮儀，國家，把總明觀四個單位的圖書移交給學士學校⋯⋯。王儉撰寫政府禮儀，國家把總明觀四個單位的圖書移交給學士學校⋯⋯。王儉撰寫政府禮儀，國家，國家國家

典章制度自晉王朝及南宋帝國舊例。沒有一件事不記得清清楚楚。

169.《諡法》（北魏太和十六年，5 世紀 492 年）

北魏帝國南陽公爵鄭羲⋯⋯逝世檢國務院議定綽號宣拓拔宏下詔說：「檢國務院議定綽號宣拓拔宏下詔說：「國務院議定綽號宣拓拔宏下詔說：「……

鄭羲雖然在文學上有造詣，但做官卻不廉潔……依照《諡法》：博學多聞曰文，

不勤成名曰靈，可以追贈他死時的官職，綽號『文靈』」。

170.西魏仿效《周禮》（西魏帝三年，6 世紀 556 年）

春季正月一日，西魏帝國依照新訂官制改組政府，建立六官，⋯⋯其他文武，西魏帝國依照新訂官制改組政府，建立六官，⋯⋯其他文武西魏帝國依照新訂官制改組政府，建立六官，⋯⋯其他文武，⋯⋯其他文武⋯⋯其他文武

百官，都仿效周禮。，都仿效周禮。都仿效周禮。

171.北周禮儀（北周明帝元年，6 世紀 557 年）

正月五日，宇文覺祭祀皇帝祖廟，一切禮儀，都依鄭玄所著《禮記法》。，宇文覺祭祀皇帝祖廟，一切禮儀，都依鄭玄所著《禮記法》。宇文覺祭祀皇帝祖廟，一切禮儀，都依鄭玄所著《禮記法》。，一切禮儀，都依鄭玄所著《禮記法》。一切禮儀，都依鄭玄所著《禮記法》。，都依鄭玄所著《禮記法》。都依鄭玄所著《禮記法》。

172.《五禮儀式》（隋開皇五年，6 世紀 585 年）

隋帝國皇帝楊堅，命教育部長牛弘，修訂《五禮儀式》，編纂完成，共 100，命教育部長牛弘，修訂《五禮儀式》，編纂完成，共 100命教育部長牛弘，修訂《五禮儀式》，編纂完成，共 100，修訂《五禮儀式》，編纂完成，共 100修訂《五禮儀式》，編纂完成，共 100，編纂完成，共 100編纂完成，共 100，共 100共 100

卷。

173.《大唐新禮》（唐貞觀十一年，7 世紀 637 年）

房玄齡，魏徵呈報釐訂的新禮，138篇。，魏徵呈報釐訂的新禮，138篇。魏徵呈報釐訂的新禮，138篇。，138篇。138篇。

174.《大唐新禮儀》（唐顯慶三年，7 世紀 65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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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正月五日，太尉長孫無忌等，奏報新禮儀，修訂完成⋯⋯祭祀部禮儀官，太尉長孫無忌等，奏報新禮儀，修訂完成⋯⋯祭祀部禮儀官太尉長孫無忌等，奏報新禮儀，修訂完成⋯⋯祭祀部禮儀官，奏報新禮儀，修訂完成⋯⋯祭祀部禮儀官奏報新禮儀，修訂完成⋯⋯祭祀部禮儀官，修訂完成⋯⋯祭祀部禮儀官修訂完成⋯⋯祭祀部禮儀官

蕭楚材等，認為君主活著的時候，就為他制定身後的禮儀，不是一個臣屬應該做，認為君主活著的時候，就為他制定身後的禮儀，不是一個臣屬應該做認為君主活著的時候，就為他制定身後的禮儀，不是一個臣屬應該做，就為他制定身後的禮儀，不是一個臣屬應該做就為他制定身後的禮儀，不是一個臣屬應該做，不是一個臣屬應該做不是一個臣屬應該做

的事⋯⋯遂把其中〈國恤篇〉燒掉，因此獨缺少葬禮。，因此獨缺少葬禮。因此獨缺少葬禮。

175.《開元禮》（唐開元二十年，8 世紀 733 年）

9月 5日，新制定的禮節規範完成⋯⋯稱《開元禮》。，新制定的禮節規範完成⋯⋯稱《開元禮》。新制定的禮節規範完成⋯⋯稱《開元禮》。

176.《六周通禮》（唐周顯德四年，10 世紀 957 年）

九月，後周立法官竇儼，上疏⋯⋯「，後周立法官竇儼，上疏⋯⋯「後周立法官竇儼，上疏⋯⋯「，上疏⋯⋯「上疏⋯⋯「請下令有關官員討論古今禮節儀式、撰

寫《六周通禮》」。

(四) 法規類
177.商鞅法（秦孝公三年，紀元前 359 年）

公孫鞅變法的內容是：組織民眾，十家編成一組，互相監督，一家有罪，九，十家編成一組，互相監督，一家有罪，九十家編成一組，互相監督，一家有罪，九，互相監督，一家有罪，九互相監督，一家有罪，九，一家有罪，九一家有罪，九，九九

家連坐。鼓勵告密，檢舉犯罪告密者，跟疆場上殺敵同一功勳。知情不報或掩護，檢舉犯罪告密者，跟疆場上殺敵同一功勳。知情不報或掩護檢舉犯罪告密者，跟疆場上殺敵同一功勳。知情不報或掩護，跟疆場上殺敵同一功勳。知情不報或掩護跟疆場上殺敵同一功勳。知情不報或掩護

犯罪的，跟陣前降敵的，同一處罰。建立軍功的受上賞。不訴諸官府而自相「毆，跟陣前降敵的，同一處罰。建立軍功的受上賞。不訴諸官府而自相「毆跟陣前降敵的，同一處罰。建立軍功的受上賞。不訴諸官府而自相「毆，同一處罰。建立軍功的受上賞。不訴諸官府而自相「毆同一處罰。建立軍功的受上賞。不訴諸官府而自相「毆「毆毆

鬪」的，依情節輕重處分。在自己專業崗位上，努力工作，農夫農婦從事耕種紡的，依情節輕重處分。在自己專業崗位上，努力工作，農夫農婦從事耕種紡，依情節輕重處分。在自己專業崗位上，努力工作，農夫農婦從事耕種紡依情節輕重處分。在自己專業崗位上，努力工作，農夫農婦從事耕種紡，努力工作，農夫農婦從事耕種紡努力工作，農夫農婦從事耕種紡，農夫農婦從事耕種紡農夫農婦從事耕種紡

織，而有超額生產的，免除他們的賦稅。從事蠅頭小利的商人工匠，因懶惰而陷，而有超額生產的，免除他們的賦稅。從事蠅頭小利的商人工匠，因懶惰而陷而有超額生產的，免除他們的賦稅。從事蠅頭小利的商人工匠，因懶惰而陷，免除他們的賦稅。從事蠅頭小利的商人工匠，因懶惰而陷免除他們的賦稅。從事蠅頭小利的商人工匠，因懶惰而陷，因懶惰而陷因懶惰而陷

於貧窮的，全家沒收，男當奴隸，女當婢樸。皇親國戚如果不在戰場上獻身，一，全家沒收，男當奴隸，女當婢樸。皇親國戚如果不在戰場上獻身，一全家沒收，男當奴隸，女當婢樸。皇親國戚如果不在戰場上獻身，一，男當奴隸，女當婢樸。皇親國戚如果不在戰場上獻身，一男當奴隸，女當婢樸。皇親國戚如果不在戰場上獻身，一，女當婢樸。皇親國戚如果不在戰場上獻身，一女當婢樸。皇親國戚如果不在戰場上獻身，一，一一

律排除在皇親國戚之外。爵位官等有一定的高下尊卑，和一定的升遷順序。在田，和一定的升遷順序。在田和一定的升遷順序。在田

莊，小老婆衣服樣式上，表現等級分別。對國家有功勛的，賜給他榮耀；沒有功，小老婆衣服樣式上，表現等級分別。對國家有功勛的，賜給他榮耀；沒有功小老婆衣服樣式上，表現等級分別。對國家有功勛的，賜給他榮耀；沒有功，表現等級分別。對國家有功勛的，賜給他榮耀；沒有功表現等級分別。對國家有功勛的，賜給他榮耀；沒有功，賜給他榮耀；沒有功賜給他榮耀；沒有功；沒有功沒有功

勛的富有人家，即令錢再多，也沒有光彩。，即令錢再多，也沒有光彩。即令錢再多，也沒有光彩。，也沒有光彩。也沒有光彩。

178.《封國官員任用條例》（新始建國二年，1 世紀 10 年）

劉徹時代⋯⋯中央頒佈《封國官員任用條例》，制定結交及阿附封國國君治，制定結交及阿附封國國君治制定結交及阿附封國國君治

罪條例，封國國君權力，一天比一天衰弱。，封國國君權力，一天比一天衰弱。封國國君權力，一天比一天衰弱。，一天比一天衰弱。一天比一天衰弱。

179.《新律》（曹魏太和三年，3 世紀 229 年）

戰國時代初期⋯⋯李悝著《法經》六篇。公孫鞅接受這項法治觀念，在秦，在秦在秦

國實行變法。蕭何制定漢王朝法律，增加到九篇。後人更增加到六十篇。除了，增加到九篇。後人更增加到六十篇。除了增加到九篇。後人更增加到六十篇。除了

法律外，又增加法令三百餘篇，判例九百零六卷⋯⋯後代的人如馬融、鄭玄等，又增加法令三百餘篇，判例九百零六卷⋯⋯後代的人如馬融、鄭玄等又增加法令三百餘篇，判例九百零六卷⋯⋯後代的人如馬融、鄭玄等

就有十多家更添註很多解釋。一直到曹魏帝國建立，常用的法令，還有二萬，常用的法令，還有二萬常用的法令，還有二萬，還有二萬還有二萬

六千二百七十二條、共七百七十三萬多字。⋯⋯曹叡（明帝）下詔，命只採用鄭，命只採用鄭命只採用鄭

玄的解釋⋯⋯曹叡又下詔，修改漢王朝法規，制定《新律》十八篇、《州郡令》，修改漢王朝法規，制定《新律》十八篇、《州郡令》修改漢王朝法規，制定《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制定《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制定《新律》十八篇、《州郡令》

四十五篇、《文字令》、《軍律》共一百八十餘篇。雖然比蕭何時代的正律九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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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但其他附屬法令，已大大減少。，但其他附屬法令，已大大減少。但其他附屬法令，已大大減少。，已大大減少。大大減少。

180.《辛亥制》（後趙趙王元年，4 世紀 319 年）

石勒因為亂世，法令規章多如牛毛，曾命法務處首長貫志，採集當時法令規，法令規章多如牛毛，曾命法務處首長貫志，採集當時法令規法令規章多如牛毛，曾命法務處首長貫志，採集當時法令規，曾命法務處首長貫志，採集當時法令規曾命法務處首長貫志，採集當時法令規，採集當時法令規採集當時法令規

章的精華，作《辛亥制》五千條，施行已十有餘年，才再改成正式法律。，作《辛亥制》五千條，施行已十有餘年，才再改成正式法律。作《辛亥制》五千條，施行已十有餘年，才再改成正式法律。，施行已十有餘年，才再改成正式法律。施行已十有餘年，才再改成正式法律。

181.《晉律》與《齊律》（南齊永明九年，5 世紀 491 年）

最初晉王朝張斐、杜預，一同對當時法律註解說明，多達三十卷⋯⋯南齊帝、杜預，一同對當時法律註解說明，多達三十卷⋯⋯南齊帝杜預，一同對當時法律註解說明，多達三十卷⋯⋯南齊帝，一同對當時法律註解說明，多達三十卷⋯⋯南齊帝一同對當時法律註解說明，多達三十卷⋯⋯南齊帝，多達三十卷⋯⋯南齊帝多達三十卷⋯⋯南齊帝

國皇帝蕭賾對司法審判及法令規章，十分注意⋯⋯國務院法令校訂官王楨，把二，十分注意⋯⋯國務院法令校訂官王楨，把二十分注意⋯⋯國務院法令校訂官王楨，把二，把二把二

家註解，校訂完竣，奏報皇帝⋯⋯本年全書完成。，校訂完竣，奏報皇帝⋯⋯本年全書完成。校訂完竣，奏報皇帝⋯⋯本年全書完成。，奏報皇帝⋯⋯本年全書完成。奏報皇帝⋯⋯本年全書完成。

182.《梁律》（南梁天監元年，6 世紀 502 年）

秋季 8月 22日，皇帝蕭衍命國務院文官部法令司長濟陽人蔡法度，整理王，皇帝蕭衍命國務院文官部法令司長濟陽人蔡法度，整理王皇帝蕭衍命國務院文官部法令司長濟陽人蔡法度，整理王，整理王整理王

直之編譯註解的《齊律》，經過刪除和增加，稱《梁律》。之編譯註解的《齊律》，經過刪除和增加，稱《梁律》。，稱《梁律》。稱《梁律》。

183.《梁律》、《條列》、《判例》（南梁天監二年，6 世紀 503 年）

4月 21日⋯⋯蔡法度呈《梁律》二十卷、《條列》三十卷、《判例》四十卷。

皇帝蕭衍下詔，公佈施行。，公佈施行。公佈施行。

184.《麟趾條例》（東魏興和三年，6 世紀 541 年）

東魏帝國政府在麟趾國，召集文武官員舉行法制會議制定《麟趾條例》。冬，召集文武官員舉行法制會議制定《麟趾條例》。冬召集文武官員舉行法制會議制定《麟趾條例》。冬

季 10月 16日，頒佈施行。，頒佈施行。頒佈施行。

185.北齊帝國法律（北齊天保元年，6 世紀 550 年）

東畿衛戌司法部人事官張老，上疏請制定《北齊帝國法律》。高洋命國務院衛戌司法部人事官張老，上疏請制定《北齊帝國法律》。高洋命國務院戌司法部人事官張老，上疏請制定《北齊帝國法律》。高洋命國務院，上疏請制定《北齊帝國法律》。高洋命國務院上疏請制定《北齊帝國法律》。高洋命國務院

右副執行長薛琡等，參考東魏的《麟趾條例》，重新檢討增刪。，參考東魏的《麟趾條例》，重新檢討增刪。參考東魏的《麟趾條例》，重新檢討增刪。，重新檢討增刪。重新檢討增刪。

186.《九命階級表》（西魏元欽三年，6 世紀 554 年）

西魏太師宇文泰，開始制作《九命階級表》，用以銓敘中央及地方官員的高，開始制作《九命階級表》，用以銓敘中央及地方官員的高開始制作《九命階級表》，用以銓敘中央及地方官員的高，用以銓敘中央及地方官員的高用以銓敘中央及地方官員的高

低、編制外的官員，也分為九等。（一個全面性的官制大改革，逐步實施），也分為九等。（一個全面性的官制大改革，逐步實施）也分為九等。（一個全面性的官制大改革，逐步實施），逐步實施）逐步實施）

187.《刑書要制》（北周建德六年，6 世紀 557 年）

北周帝國實施新制刑罰，名《刑書要制》。，名《刑書要制》。名《刑書要制》。

188.《刑書聖制》（北周大象元年，6 世紀 579 年）

宇文贇打算用凶暴的手段，鎮壓文武百官，於是易行制定《刑書聖制》，執，鎮壓文武百官，於是易行制定《刑書聖制》，執鎮壓文武百官，於是易行制定《刑書聖制》，執，於是易行制定《刑書聖制》，執於是易行制定《刑書聖制》，執，執執

法越發嚴酷。越發嚴酷。發嚴酷。

189.《刑書要制》（北周大象二年，6 世紀 580 年）

楊堅革除宇文贇時代的暴政，一切寬大，刪除舊日刑法，另行制定《刑書要，一切寬大，刪除舊日刑法，另行制定《刑書要一切寬大，刪除舊日刑法，另行制定《刑書要，刪除舊日刑法，另行制定《刑書要刪除舊日刑法，另行制定《刑書要，另行制定《刑書要另行制定《刑書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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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190.《八議法》（隋開皇元年，6 世紀 581 年）

最初北周帝國法律，比起北齊帝國法律，繁雜而不精密，隋帝國皇帝楊堅命，比起北齊帝國法律，繁雜而不精密，隋帝國皇帝楊堅命比起北齊帝國法律，繁雜而不精密，隋帝國皇帝楊堅命，繁雜而不精密，隋帝國皇帝楊堅命繁雜而不精密，隋帝國皇帝楊堅命，隋帝國皇帝楊堅命隋帝國皇帝楊堅命

高熲等，重新修訂⋯⋯於是上自曹魏帝國、晉帝國，下至北齊帝國、南梁帝國，，重新修訂⋯⋯於是上自曹魏帝國、晉帝國，下至北齊帝國、南梁帝國，重新修訂⋯⋯於是上自曹魏帝國、晉帝國，下至北齊帝國、南梁帝國，，下至北齊帝國、南梁帝國，下至北齊帝國、南梁帝國，，

研究參考他們的演參沿革，和量刑輕重，採取適當的調整⋯⋯又擬《八議法》、，和量刑輕重，採取適當的調整⋯⋯又擬《八議法》、和量刑輕重，採取適當的調整⋯⋯又擬《八議法》、，採取適當的調整⋯⋯又擬《八議法》、採取適當的調整⋯⋯又擬《八議法》、

〈八議實行細則〉、《減刑法》、《贖刑法》、《官員犯罪法》，用以優待士大，用以優待士大用以優待士大

夫，廢除前代對被告所用的酷刑。⋯，廢除前代對被告所用的酷刑。⋯廢除前代對被告所用的酷刑。⋯

191.《大律》（北周保定三年，6 世紀 563 年）

北周帝國皇帝宇文邕，命司法部審判司長拓拔迪，制定《大律》二十五篇⋯，命司法部審判司長拓拔迪，制定《大律》二十五篇⋯命司法部審判司長拓拔迪，制定《大律》二十五篇⋯，制定《大律》二十五篇⋯制定《大律》二十五篇⋯

⋯規定刑罰種類及等級⋯⋯每類再分五級，共二十五級。，共二十五級。共二十五級。

192.《北齊帝國刑法》（北齊河清三年，6 世紀 564 年）

高湛登極，打算改革司法弊端，遂督促參與修訂法律的各官員，加強進度，，打算改革司法弊端，遂督促參與修訂法律的各官員，加強進度，打算改革司法弊端，遂督促參與修訂法律的各官員，加強進度，，遂督促參與修訂法律的各官員，加強進度，遂督促參與修訂法律的各官員，加強進度，，加強進度，加強進度，，

至本年，《北齊帝國刑法》制成，共 12篇⋯⋯《北齊帝國刑法條例》也制定，共，共 12篇⋯⋯《北齊帝國刑法條例》也制定，共共 12篇⋯⋯《北齊帝國刑法條例》也制定，共，共共

40卷。⋯⋯自此以後，北齊帝國法官才開始有法律可以遵守。，北齊帝國法官才開始有法律可以遵守。北齊帝國法官才開始有法律可以遵守。

193.《隋新律》（隋開皇三年，6 世紀 583 年）

楊堅⋯⋯認為法令仍太嚴厲，所以很多人陷於法網，於是訓令蘇威、牛弘，所以很多人陷於法網，於是訓令蘇威、牛弘所以很多人陷於法網，於是訓令蘇威、牛弘，於是訓令蘇威、牛弘於是訓令蘇威、牛弘

等，重新審查，再訂法律⋯⋯只五百條，繼續保留，共 12卷⋯⋯從此刑法簡單，重新審查，再訂法律⋯⋯只五百條，繼續保留，共 12卷⋯⋯從此刑法簡單重新審查，再訂法律⋯⋯只五百條，繼續保留，共 12卷⋯⋯從此刑法簡單，再訂法律⋯⋯只五百條，繼續保留，共 12卷⋯⋯從此刑法簡單再訂法律⋯⋯只五百條，繼續保留，共 12卷⋯⋯從此刑法簡單，繼續保留，共 12卷⋯⋯從此刑法簡單繼續保留，共 12卷⋯⋯從此刑法簡單，共 12卷⋯⋯從此刑法簡單共 12卷⋯⋯從此刑法簡單

明瞭，雖然疏漏，但並沒有遺漏。，雖然疏漏，但並沒有遺漏。雖然疏漏，但並沒有遺漏。，但並沒有遺漏。但並沒有遺漏。

194.〈五教〉（隋開皇十年，6 世紀 590 年）

陳帝國覆亡後，隋王朝政府官員一視同仁，對待豪門世家跟對待寒門平民一，隋王朝政府官員一視同仁，對待豪門世家跟對待寒門平民一隋王朝政府官員一視同仁，對待豪門世家跟對待寒門平民一

樣、蘇威更作〈五教〉，使民間無論長幼老少全部背頌。（內容今已無人知道），使民間無論長幼老少全部背頌。（內容今已無人知道）使民間無論長幼老少全部背頌。（內容今已無人知道）

195.《大業律》（隋大業三年，7 世紀 607 年）

國務院文官部長牛弘等，修訂法律完成，共 18篇稱《大業律》。，共 18篇稱《大業律》。共 18篇稱《大業律》。

196.大唐法律（唐貞觀十一年，7 世紀 637 年）

房玄齡等制定法律五百條，罪行二十級⋯⋯又制施行細則一千五百九十餘條。，罪行二十級⋯⋯又制施行細則一千五百九十餘條。罪行二十級⋯⋯又制施行細則一千五百九十餘條。

同時，刪訂唐王朝建立以來，已成為法律的皇帝手令只留七百條，也頒佈實，刪訂唐王朝建立以來，已成為法律的皇帝手令只留七百條，也頒佈實刪訂唐王朝建立以來，已成為法律的皇帝手令只留七百條，也頒佈實，已成為法律的皇帝手令只留七百條，也頒佈實已成為法律的皇帝手令只留七百條，也頒佈實，也頒佈實也頒佈實

施。

197.《垂拱行政法規》（唐垂拱元年，7 世紀 685 年）

3月 26日，唐政府頒佈《垂拱行政法規》。，唐政府頒佈《垂拱行政法規》。唐政府頒佈《垂拱行政法規》。

198.《羅織經》（唐垂拱二年，7 世紀 6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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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興、來俊臣共同撰寫《羅織經》，教導他們屬下的特務，如何陷害清白無，教導他們屬下的特務，如何陷害清白無教導他們屬下的特務，如何陷害清白無，如何陷害清白無如何陷害清白無

辜的人⋯⋯。

199.《法令判例大全》（唐開元二十五年，8 世紀 737 年）

李隆基前命李林甫、牛仙客，跟各司法單位官員，共同刪訂《法令判例大，跟各司法單位官員，共同刪訂《法令判例大跟各司法單位官員，共同刪訂《法令判例大，共同刪訂《法令判例大共同刪訂《法令判例大

全》完成。9月 8日公佈實施。

200.陰陽法術書籍（唐開元二十七年，8 世紀 739 年）

李隆基訓令：陰陽法術書籍，除非婚喪大事，需要選定日子外，其他任何情，除非婚喪大事，需要選定日子外，其他任何情除非婚喪大事，需要選定日子外，其他任何情，需要選定日子外，其他任何情需要選定日子外，其他任何情，其他任何情其他任何情

形下，一律禁止使用。，一律禁止使用。一律禁止使用。

201.〈守門細則〉（唐大曆元年，8 世紀 766 年）

宰相元載獨攬大權⋯⋯國務院司法部長顏真卿反對，上疏說：「，上疏說：「上疏說：「……太宗著

守門細則（李世民著〈唐式〉，即唐王朝中央機國辦事細則）明確規定；沒有官籍

登記的人，如果有急事奏報皇帝，皇宮守門人及警衛觀應立即帶領通報，不准阻

擾，目的就在防止被欺騙，被蒙蔽……」。

202.《後梁法律及判例全書》（唐梁開平四年，10 世紀 910 年）梁法律及判例全書》（唐梁開平四年，10 世紀 910 年）法律及判例全書》（唐梁開平四年，10 世紀 910 年）

後梁祭祀部長李燕等，修訂後梁法律及判例全書。，修訂後梁法律及判例全書。修訂後梁法律及判例全書。

203.法律判例全書（後唐同光元年，10 世紀 923 年）

後唐總監察署奏說：「朱溫……刪改本王朝的法令判例，並且把《法律判例

全書》，全部焚燒。現在……所用的法典，都是後梁的法令判例。聽說定州檔案

中，仍藏有本朝《法令判例全書》，請命該州抄錄進呈」。李存勗批准。勗批准。批准。

204.《昇元法令全書》（南唐昇元六年，10 世紀 942 年）

南唐帝李昇⋯⋯登極稱帝，命司法有關官員及國務院編纂《昇元法令全書》，命司法有關官員及國務院編纂《昇元法令全書》命司法有關官員及國務院編纂《昇元法令全書》

三十卷。

205.《刑統》（後周顯德四年，10 世紀 957 年）

郭榮下詔說：「國家的法令規章，都用文言文，難以看懂，命主任監督官張

湜等，一一加以註解闡明」，定名《刑統》。，定名《刑統》。定名《刑統》。

(五) 簿冊類
206.東吳地圖、戶籍簿冊（西晉太康元年，3 世紀 280 年）

王濬⋯⋯攻入石頭城⋯⋯收入東吳帝國的地圖和戶籍簿冊，共計有 4冊，43濬⋯⋯攻入石頭城⋯⋯收入東吳帝國的地圖和戶籍簿冊，共計有 4冊，43⋯⋯攻入石頭城⋯⋯收入東吳帝國的地圖和戶籍簿冊，共計有 4冊，43，共計有 4冊，43共計有 4冊，43，4343

郡、人民 52萬 3千戶、士兵 23萬人。

207.賦稅資料庫（隋開皇五年，6 世紀 5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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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堅命州縣政府進行大規模戶籍普查⋯⋯最後，簿冊上顯示，增加 164萬，簿冊上顯示，增加 164萬簿冊上顯示，增加 164萬，增加 164萬增加 164萬

人。高熲建議制定賦稅資料庫⋯⋯從此以後，戶籍人口的弊端，一掃而光。熲建議制定賦稅資料庫⋯⋯從此以後，戶籍人口的弊端，一掃而光。建議制定賦稅資料庫⋯⋯從此以後，戶籍人口的弊端，一掃而光。

208.田賦賬冊（唐武德七年，7 世紀 624 年）田賦賬冊（唐武德七年，7 世紀 624 年）賦賬冊（唐武德七年，7 世紀 624 年）

唐政府首次制定人民田賦捐稅條例（租庸調法）⋯⋯又規定每年制定田賦賬田賦捐稅條例（租庸調法）⋯⋯又規定每年制定田賦賬賦捐稅條例（租庸調法）⋯⋯又規定每年制定田賦賬田賦賬賦賬

冊，每三年作人口普查。，每三年作人口普查。每三年作人口普查。

209.《元和國計簿》（唐元和二年，9 世紀 807 年）

宰相李吉甫編撰，元和國計簿⋯⋯總計全國 48個戰區和道，2百 59個州和

市，1千 4百 53縣⋯⋯全國軍隊由政府供應的有 83萬餘人⋯⋯大約平均兩戶人

家供養一名士卒⋯⋯。

四、　　結　語　語語

圖書文化雖為靜態資料，但保留眾多當時政府及社會之活動現象及趨向，至

於如何運用，見仁見智，各就其觀點，取已所需即得，未可一概而論。

（收到日期：9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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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Zizhi Tongjian chronologically narrates the history of China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403BCE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Song Dynasty in 959CE. 

It was a pioneering reference book especially in decrees and regulations of Chinese 

which could provide the future generations to read, speculate, and introsp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