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IBLID 1026-5279 (2007) 96:2 p. 91-1592 p. 91-159 p. 91-159

國家圖書館館刊　九十六年第二期 (2007.12)六年第二期 (2007.12)年第二期 (2007.12)二期 (2007.12)期  (2007.12) 91

《中國叢書綜錄‧子部》訂補           

—以日本所藏圖書為據—

李 銳 清

摘　要

以日本東洋文庫等42所圖書館所藏叢書訂補《中國叢書綜錄‧子部》，計得

12小類，95筆。

一、　前　言

本文為訂補《中國叢書綜錄》〈類編‧子類〉之版本、子目部分。本人多年來

搜討日本重要圖書館之館藏目錄，欲就《中國叢書綜錄》之脫誤漏略，作系列之

修補，本文乃《中國叢書綜錄》〈類編‧子類〉之修訂部分。

1959年編成之《中國叢書綜錄》三卷[1]，共收中國 41所著名圖書館庋藏之叢

書共 2,797條，版本項逾萬。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略作修改重版，圖書館數目

增至 47所。[2] 然日本公私圖書館、文庫庋藏之叢籍，多有佚於《中國叢書綜錄》

之外；筆者於纂輯日藏漢籍叢書之際，多所觸及，凡古籍叢書未見於《中國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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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三冊（北京：中華書局印行，1959-1962）。
[2] 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1982；縮印本，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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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錄》者，皆編入《中國叢書綜錄未收日藏書目稿》（已出版）[3] 中。即以《中國叢

書綜錄》第一卷所收叢刻子目，亦只「擇要著錄」、「時有遺漏」（引自《中國叢

書綜錄補正》）[4]；其間子目之訛奪，版刻之漏缺，日本所藏，多可補其脫謬。筆

者不揣冒昧，試以日藏重要書目，連網上搜尋所得之漢籍典藏單位，共 42處所

（名見下「體例」），並參以《中國叢書綜錄補正》，加以訂補；至於《中國叢書廣

錄》[5]、《中國叢書綜錄續編》[6] 二書可與日藏叢書相表裡者，亦予擇錄。茲編所

錄，僅以子部為限。[7] 至於訂補緣起及〈類編‧史類〉修訂部分，已見前刊《國家

圖書館館刊》93年第 2期，茲從略。

二、　　體　例

(一 )先列《中國叢書綜錄》書名正文及輯撰者名號。書名後（綜錄，頁○○）中一 )先列《中國叢書綜錄》書名正文及輯撰者名號。書名後（綜錄，頁○○）中)先列《中國叢書綜錄》書名正文及輯撰者名號。書名後（綜錄，頁○○）中先列《中國叢書綜錄》書名正文及輯撰者名號。書名後（綜錄，頁○○）中○○）中）中

數字為《中國叢書綜錄》頁數；至於【補正，頁○○】、「廣錄，頁○○」、『續○○】、「廣錄，頁○○」、『續】、「廣錄，頁○○」、『續○○」、『續」、『續

編，頁○○』中數字，則分別表示《中國叢書綜錄補正》、《中國叢書廣錄》、○○』中數字，則分別表示《中國叢書綜錄補正》、《中國叢書廣錄》、』中數字，則分別表示《中國叢書綜錄補正》、《中國叢書廣錄》、

《中國叢書綜錄續編》各書頁數。至於叢書之別名，則直置於叢書名後之（一

名：）中。

(二 )次列版本項（該項若未見於《中國叢書綜錄》者，悉加（　）以資識別。）二 )次列版本項（該項若未見於《中國叢書綜錄》者，悉加（　）以資識別。）)次列版本項（該項若未見於《中國叢書綜錄》者，悉加（　）以資識別。）次列版本項（該項若未見於《中國叢書綜錄》者，悉加（　）以資識別。）

(三 )版本項後（　）內為庋藏處所之簡稱。三 )版本項後（　）內為庋藏處所之簡稱。)版本項後（　）內為庋藏處所之簡稱。版本項後（　）內為庋藏處所之簡稱。

本文所據資料以日本重要圖書館、文庫目錄及網上《日本所藏中國古籍數據

庫》為主，亦有部分出於目錄或網上資料之外而經編者實地目驗者。圖書館、文

庫名稱及簡稱如下：

京文：京都大學圖書館	 	 	  靜嘉：靜嘉堂文庫靜嘉：靜嘉堂文庫

天理：天理大學圖書館	 	 	  無窮：無窮會文庫無窮：無窮會文庫

以上四所及下列部分圖書館、文庫目錄見後〈參考文獻〉。

[3] 李銳清輯，《中國叢書綜錄未收日藏書目稿》（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附屬東洋學
文獻中心印本，1995）。

[4]  《中國叢書綜錄補正》序言，頁 1-2。
[5]  陽海清編撰、陳彰璜參編，《中國叢書廣錄》（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6]  施廷鏞編撰，《中國叢書綜錄續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7]  彙編各部及類編史部，已先後多次發表於《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民國 83年至 84年）及
《國家圖書館館刊》（民國 85年及 93年第 2期）各期中；「類篇．經類」則刊於《興膳教授

退官記念中國文學論集》，「類篇．史類」此前已刊於《國家圖書館館刊》（民國 93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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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所藏中國古籍數據庫》網上資源所見 42處所之圖書館、文庫名稱及簡42處所之圖書館、文庫名稱及簡處所之圖書館、文庫名稱及簡

稱如下：

一橋：一橋大學	 	 	  三康：三康縣立圖書館三康：三康縣立圖書館

九大：九州大學圖書館	 	 	 九六：九州大學六本松圖書館

二松：二松學舍大學	 	 	 人文：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京產：京都產業大學小川文庫	 	 八戶：八戶市立圖書館

內閣：公文書館內閣文庫	 	 尊經：前田育德會尊經閣文庫

千葉：千葉縣立中央圖書館	 	 國會：國會圖書館

大阪：大阪府立圖書館	 	 	 奈良：奈良大學小野川文庫

實踐：實踐女子大學山岸文庫	 	 宮內：宮內廳書陵部圖書館

宮城：宮城縣立圖書館	 	 	 宮教：宮教大學

廣島：廣島大學斯波文庫	 	 愛媛：愛媛大學

愛知：愛知學院大學	 	 	 新大：新潟大學

東都：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	 	 東北：東北大學圖書館

東研：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東文：東京大學圖書館

東洋：東洋文庫	 	 	 	 橫濱：橫濱歐亞圖書館

滋大：滋賀大學教育學部	 	 熊大：熊本大學

神外：神戶市外國語大學	 	 吉川：神戶市中央圖書館吉川文庫

立大：立命館大學	 	 	 蓬左：名古屋蓬左文庫

長大：長崎大學	 	 	 	 關大：關西大學

高大：高知大學小島文庫	 	 鹿大：鹿兒島大學玉里文庫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由 2000年起，收集日本國內圖書館中之漢籍目錄

編成 聯合目錄網上數據資料庫，名《全國漢籍    聯合目錄網上數據資料庫，名《全國漢籍聯合目錄網上數據資料庫，名《全國漢籍デ─タベ─ス》（『所藏中國古籍

數據庫』），由該所高田時雄（1949-）教授主理，至 2007年 10月止，已收 38所2007年 10月止，已收 38所年 10月止，已收 38所10月止，已收 38所月止，已收 38所38所所

圖書館、文庫之資料。

凡版本項有缺，則於藏所後加「X」。X」。」。

(四 )為行文方便，《中國叢書綜錄》簡稱《綜錄》；《中國叢書綜錄補正》簡稱四 )為行文方便，《中國叢書綜錄》簡稱《綜錄》；《中國叢書綜錄補正》簡稱)為行文方便，《中國叢書綜錄》簡稱《綜錄》；《中國叢書綜錄補正》簡稱為行文方便，《中國叢書綜錄》簡稱《綜錄》；《中國叢書綜錄補正》簡稱

《補正》；《中國叢書廣錄》簡稱《廣錄》；《中國叢書綜錄續編》簡稱《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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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　類

(一)諸　子

01	 纂圖互註五子（一名：五子纂圖互注）（綜錄，頁 690）【補正，一八五─六】「廣錄，頁

639」『續編，頁 233』

（宋） 龔士卨　輯輯

宋建陽麻沙刊本（續編）

此版本項子目前缺「纂圖互註」四字。子目《荀子》只十卷，較《綜錄》

二十卷為少。又「卨」誤為「高」字。

蓬左文庫有《四子》明弘治十八年（1505）仁實書堂重刊本，四十卷，只得

四目，計：

《纂圖互註老子道德經》二卷卷首《老子聖紀圖》一卷　（漢）河上公　章

句

《纂圖互註南華真經》十卷首圖并序一卷　（晉）郭象　註、（唐）陸德明

　音義

《纂圖互註荀子》二十卷首圖一卷　（漢）（唐）楊倞　註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四卷首圖并表序一卷　（晉）李軌、（唐）柳宗元　

註、（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添註

又靜嘉、《廣錄》有明初刊本《六子全書》，子目與蓬左略同，而多二目，

即《補正》所述及之《纂圖互註六子》本（頁一八六）。其子目如下：

《纂圖互註老子道德經》二卷　（漢）河上公　章句

《纂圖互註南華真經》十卷　（晉）郭象　註　（唐）陸德明　音義

《沖虛至德真經》八卷　（晉）張湛　註、（唐）殷敬順　釋文

《纂圖互註荀子》二十卷　（唐）楊倞　註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十卷　（晉）李軌、（唐）　柳宗元、（宋）宋咸、

吳祕、司馬光　等註

《中說》十卷　（宋）阮逸　註

此版本較五種本多《列子》一目。是《纂圖互註五子》之外，又有《纂圖互

註六子》、《纂圖互註四子》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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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亦藏有《纂圖互註六子》[8]，明建陽書坊刊本，惟只存

五十八卷，缺《老子道德經》一目。

《廣錄》又有二本，名《六子全書》，一為陳崑泉積善堂刊本，除作隆慶五

年（1571）與《補正》所述顧春輯本作萬曆四年（1576）者相異外（頁186），

出版處所相同；另一為明刊本。二書子目名稱與《纂圖互註六子》無異。

02	 六子全書（綜錄，頁 691）【補正，一八五】「廣錄，頁 639」

（明） □　□　輯

（明初刊本）（靜嘉） 

子目與上述《纂圖互註六子》條下所載相同。

03	 六子全書（一名：世德堂六子、六子書）（綜錄，頁 691）【補正，一八五─六】

（明） 顧　春　輯　春　輯春　輯　輯輯

（明嘉靖九年（1530）桐陰書屋跋刊本）（內閣）

內閣名《六子書》，亦六十卷，與《補正》（頁186）所說同。186）所說同。）所說同。

明萬曆十一年（158�）�����刊本（�文）。158�）�����刊本（�文）。）�����刊本（�文）。

04	 子�����（綜錄，頁 691）【補正，一八七】

（明） 周子義  等輯

內閣本作萬曆四（1576）至五年（1577）南京國子監刊本，與《補正》所載

同，唯作（明） 潛庵子  輯。

又民國26年（19�7）上海商務印書館曾將此書收入《影印元明善本叢書十

種》中。

05	 合諸名家批點諸子全書（綜錄，頁 693）「廣錄，頁 643-644」

（明） □　□　輯　□　輯□　輯　輯輯

此書或為分刊之書，出版時地不同，《綜錄》本子目16，《廣錄》26目，子

目互有不同。

蓬左有《四子》之書，乃明末杭州讀書坊分刊合印本，子目計為：

《關尹子》二卷　（宋）陳��　註、（明）���　等��、（明）��　（宋）陳��　註、（明）���　等��、（明）��（宋）陳��　註、（明）���　等��、（明）��　註、（明）���　等��、（明）��註、（明）���　等��、（明）��　等��、（明）��等��、（明）��

然　�刊本。　�刊本。�刊本。

《管子》二卷《管子增補》一卷　（明）�　（明）�（明）�鑛　��、（明）陳仁�　���、（明）陳仁�　�　��

[8] 《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頁 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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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明��五年（1625）��序��刊本。���　��、明��五年（1625）��序��刊本。1625）��序��刊本。）��序��刊本。

《韓非子》二卷　�　��、（明）陳仁�　��刊本。　�　��、（明）陳仁�　��刊本。�　��、（明）陳仁�　��刊本。　��、（明）陳仁�　��刊本。��、（明）陳仁�　��刊本。　��刊本。��刊本。

《鶡冠子》三卷  （宋）陸佃  解、（明）王宇　�、（明）�明�、�����　�、（明）�明�、������、（明）�明�、�����  

��。明��四年（1624）閩中王宇序西湖��和���刊本。

後三者不見於《合諸名家��諸子全書》之內，而《管子》、《韓非子》

亦不見於《廣錄》；《關尹子》之版本項與《綜錄》之《合諸名家��諸子全

書》同；《四子》中�鑛鑛��者有《管子》、《韓非子》二種，而《合諸名

家��諸子全書》中之《無能子》亦為�鑛 ��；且《管子》、《鶡冠子》亦

為��間刊本，故《四子》、《合諸名家��諸子全書》二書可視為同版分印

之書。

06	 注釋九子全書（一名：九子全書）（綜錄，頁 693）【補正，頁一八七】『續編，頁 233』

（明） 焦　竑　注釋、（明）翁正春　評林　竑　注釋、（明）翁正春　評林竑　注釋、（明）翁正春　評林

明書林詹聖譯刊本

《補正》、《續編》「譯」作「澤」字，考楊繩信之《中國版刻綜錄》亦作

「澤」字[9]，《綜錄》誤。又《續編》本書名後多「�林」二字。

07	 韓晏合編（綜錄，頁 694）【補正，頁一八八】『續編，頁 233』

（清） 吳　鼒　輯　鼒　輯鼒　輯

《補正》版本有二：一為清嘉慶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1816-1818）四世學士

祠堂刊本；另一為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揚州溫�重刊本，《續編》與道光

版本項同；惟「溫�」作「��」。

《續編》本子目《韓非子》後附《韓非子識誤》三卷，清 元和顧廣圻　�；　�；�；

《晏子春秋》則作「內篇六卷」，「外篇二卷」。

08	 十子全書（一名：十子）（綜錄，頁 694）【補正，一八八】

（清） 王子興　輯

（清嘉慶九年（1804）姑蘇王氏聚文堂刊本）（人文、內閣、靜嘉、無窮、東

北、宮內、新大、關大）

�文名《十子》。此本較《綜錄》少《管子》一目；又《道德經詳註》則

多首一卷。《補正》謂各家目錄未見《九子全書》之名，內閣本即作《九子全

[9] 《中國版刻綜錄》，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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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清嘉慶九年（1804）寶慶經綸堂刊本）（一橋、國會、東北）

（清光緒元年（1875）至二年（1876）浙江書局校刊本）（新大、東洋）

�洋光緒本《老子道德經》作（魏）王弼　註，較《綜錄》多《音義》一　註，較《綜錄》多《音義》一註，較《綜錄》多《音義》一

卷，（唐）陸德明　�；《揚子法言》十三卷，多三卷，又另多《音義》一　�；《揚子法言》十三卷，多三卷，又另多《音義》一�；《揚子法言》十三卷，多三卷，又另多《音義》一

卷；《韓非子》多《識誤》三卷，（清）顧廣圻　識誤。　識誤。識誤。

清刊本（蓬左）

09	 子書百家（一名：百子全書、崇文書局彙刻百子、彙刻百子）（綜錄，頁 695）【補

正，一八八】

（清） 崇文書局　輯　輯輯

《空洞子》一書，乃由李夢陽之別號"空同子"得名，應作《空同子》。

（民國元年（1912）武昌鄂官書處重刊本）（東北）

（民國四年（1915）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國會）

（民國十四年（1915）上海掃葉山房景印本）（京文）

10	 子書二十二種（綜錄，頁 697）

（清） 浙江書局　輯　輯輯

子目實為二十三種。與《二十二子》相較，《子書二十二種》多附錄《鶡冠

子》三卷（（宋）陸佃　解、（明）王宇　�）一種。　解、（明）王宇　�）一種。解、（明）王宇　�）一種。　�）一種。�）一種。

（民國九年（1920）��圖書館�清光緒元年（1875）至三年（1877）��書民國九年（1920）��圖書館�清光緒元年（1875）至三年（1877）��書

局本）（�洋）。）（�洋）。（�洋）。

�洋名《二十二子全書》，子目二十二種，並無《鶡冠子》一目。

11	 桐城吳先生點勘諸子七種（綜錄，頁 700）

（清） 吳汝綸　點勘　點勘點勘

（清宣統元年（1909）吳闓生序刊本）（無窮、大阪）

無窮本多《呂�春秋》二十六卷、《淮南子》二十一卷二種。

(二)儒 家二)儒 家)儒 家儒 家  家家

12	 諸子平議補錄（綜錄，頁 703）『續編，頁 234』

（清） 俞　樾　撰　樾　撰樾 　撰　撰撰

是書為雙流李念敂堂刊本。李念敂堂為李�根之室名；《諸子平議補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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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根所輯。

13	 五種遺規（綜錄，頁 704）【補正，一九零】「廣錄，頁 654-655」『續編，頁 239』

（清） 陳弘謀  撰

（清道光二年（1822）同文堂重刊本）（人文）

（清道光三十年（1850）歙縣洪氏揚州刊本）《續編》

（清光緒五年（1879）江西書局重刊本）《續編》

（清光緒五年（1879）江寧書局重刊本）《續編》

以上續編三版本，俱未見著錄。

（清光緒十年（1884）刊本）（無窮）清光緒十年（1884）刊本）（無窮））（無窮）（無窮）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書局刊本）（��）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書局刊本）（��））（��）（��）

��名《重刊五種遺規》。

（民國十五年（1926）上海掃葉山房刊本）（�文、國�、無窮）

��又有《五種遺規摘鈔》，作陳弘謀　�、���　輯，清同治�年　�、���　輯，清同治�年�、���　輯，清同治�年　輯，清同治�年輯，清同治�年

（1868）楚北崇文書局刊本。 

另國�又有《五種遺規�註》一書，李待琛  �註，民國三十四年（1945）

鉛印本，子目為：

《�正遺規�註》二卷補編一卷

《教女遺規�註》三卷

《訓俗遺規�註》四卷補編一卷

《從政遺規�註》二卷

《在官法戒錄�註總論》一卷《法錄》二卷《戒錄》一卷附《陳文恭公年

表》。

又《五種遺規》另有四目本者，疑即《補正》所述之《四種遺規》，較《綜

錄》多《訓俗遺規》後之《補編》二卷，然卻欠末種子目。其版本如下：

（清道光十年（18�0）培遠堂刊本）（內閣、無窮、�北）。

（日本�戶�保四年（18��）大阪河內屋茂兵衛等�培遠堂刊本）（�文、�

�、�文、國�、無窮、�北）。

另大阪圖書館亦藏有《補正》所述之《四種遺規摘鈔》六卷，作清嘉慶

二十二年（1817）序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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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兵　家三)兵　家)兵　家兵　家

14	 武經七書（一名：七書、七書直解、武經直解）（綜錄，頁 705）【補正，一九零】「廣

錄，頁 671」『續編，頁 239』

宋 □□  輯

（明嘉靖刊本）（內閣）

（明刊本）（尊經）

（日本江戶慶長十一年（1606）伏見刊本）（東洋、內閣、國會、廣錄）

（日本江戶正保三年（1646）刊本）（東北、蓬左）

（日本江戶萬治二年（1659）京都風月莊左衛門刊本）（人文、內閣、東北、

宮內）

宮內明刊本稱何言等�，附有《武侯心書》、《穿楊捷指》、《武闈論

集》、《武闈策集》、《武闈策集考實》、《戎政要略》、《歷朝將傳必

讀》、《軍器圖說》、《武經將略》等九種。

（日本江戶寬文四年（1664）京都清水重右衛門刊本）（東北）

（日本江戶間東京松山堂書店印本）（內閣、國會）

是書明清間�刊、註釋、解說之書不少，日�亦多有詮釋者，名稱既異，版

本項亦多不同，計有：

《�編百戰百勝�書衍義》

（宋） 謝枋得　輯、（明） ��　�　輯、（明） ��　�輯、（明） ��　�　��

日本江戶間鈔本（內閣）

《武經�同》（一名：武經�書�同集）

（宋） 謝枋得　輯、（明）李�　�　輯、（明）李�　�輯、（明）李�　�　��

明刊本（內閣）

《施��書講義》（一名：武學上舍施��書講義）

（�） 施子美　�　��

日本江戶元和年間古活字刊本（內閣）

日本江戶元祿十一年（1698）刊本（內閣）

日本江戶文久三年（1863）官刊本（內閣）

《武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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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項目  �估細目  系統具備此功能 系統不具備此功能
檢索與查詢功能 布林邏輯  � 
  切截  � 
  相近運算元  � 
  可供檢索之欄位 �  
  限制欄位檢索 �  
  關鍵字檢索 �  
  同義字運算  � 
  模糊檢索  � 
  瀏覽功能  � 
  縮小範圍查詢  � 
  查詢層次  � 
  全文檢索  � 
  區間時代檢索  � 
  �結之前的檢索  � 
檢索結果�現 設定每次展示筆數 �  
  �擇款目�示的詳細程度  � 
  設定欄位及內容  � 
  �示資料量的大小  � 
  檢索條件在文件中標示出來 �  
  列出每次檢索結果之總筆數 �  
  畫面上經常�示檢索用語  � 
輔助說明 系統介紹 �  
 線上詞彙�示  � 
 錯誤訊息輔助  � 
 回顧檢索歷史  � 
 常問問題集  � 
 �供輔助說明�項  � 
輸出控制功能 非依序輸出多筆記錄以及輸出某一範圍之資料  � 
 檢索結果排序功能  � 
 可在螢幕上前後翻頁 �  
 在文件中可以回到上一層下一層或是首頁 �  
 影像圖片放大功能 �  

（日本江戶文久間（1861-1864）尚書堂等補刊本）（八戶）

（日本明治年間刊本）（內閣）

《�鐫武經�書�種》

（明） 王守仁等　�、（明）�宗�　��、���　考�　�、（明）�宗�　��、���　考��、（明）�宗�　��、���　考�　��、���　考���、���　考�　考�考�

（明天啟年間朱墨刊本）（尊經、蓬左）

《武經�書全文》（一名：武經�書全文直解）�卷

（明） 張居正  輯、（清）�桓等　�正　�正�正

（清順治十八年（1661）序刊本）（內閣、東北）

（日本江戶間大阪河內屋太助等清順治間刊本重刊本）（蓬左、東北）

《武經標題正義》（一作�鐫武經標題正義）�卷附《武經節要》一卷

（明） 趙光裕  註釋  

（明萬曆十六年（1588）序刊本）（內閣、東北）

（清刊本）（內閣、東北）

《武經�書》

（明） 何守法　音�　音�音�

（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陳汝忠弘錫堂刊本）（廣錄）

《�鐫增補標題武經�書》�卷附《彈柳居精纂武經題意作文訣》�卷、

《彈柳居精纂百將類編》十卷、《彈柳居�正九編通考》一卷、《彈柳居�正

馬步射法》一卷

（明） 陳玖學　輯　附錄、（明）李元�　輯　輯　附錄、（明）李元�　輯輯　附錄、（明）李元�　輯　附錄、（明）李元�　輯附錄、（明）李元�　輯　輯輯

（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序刊本）（內閣）

《武經�書解義》�卷 附錄《兵法》

（明） 王　�　輯　�　輯�　輯　輯輯

（明萬曆年間刊本）（尊經）

《重鐫武經�書集註》�卷附《兵法淵源》一卷

（明） 李清  輯

（明天啟四年（1624）序刊本）（內閣、尊經）

《�鐫武經標題佐議》�卷

（明） 臧應驥　輯　輯輯

（明天啟四年（1624）序刊本）（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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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世堂�正武經集註》十四卷

（明） �應明　等輯　等輯等輯

（明崇禎九年（1636）序刊本）（內閣）

《�鐫武經�書類註》十五卷附《武經圖考》一卷

（明） 黃華暘　輯　輯輯

（明崇禎十年（1637）富酉堂序刊本）（內閣、尊經）

《武經�書合箋武經續書》十卷

（明） 張明弼　輯　輯輯

（明崇禎年間刊本）（尊經）

《裒谷子商騭武經�書》十卷

（明） �履恆　輯　輯輯

（明崇禎年間刊本）（尊經）

《�書義解宗��識武經開宗》（一名：武經開宗）十卷

（明） 黃獻臣  �

明刊本（內閣）

（日本江戶寬文元年（1661）中野市右衛門刊本）（東北）

《�釋武經�書》�卷

（明） 陳元素  輯

（明崇禎年間刊本）（尊經）

《增附武經�書�釋節要》三卷

（明） 陳元素  �

（日本江戶寬文八年（1668）刊本）（內閣、尊經）

《武經類編》二十卷

（明） 王　��� �　��� ����  �

（明刊本）（內閣）

《武經全題彙解》八卷附《將略集要》一卷

（清） 陳　裕 �　裕 �裕  �

（清順治十四年（1657）近花樓序刊本）（內閣）

《武經�書開宗合纂全題彙解》�卷

（清） �定遠  �正、（清） 陳裕  輯  彙解、（清）曾櫻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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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四年（1665）序刊本）（東研、內閣、尊經）

此版本項一名：《武經�書講意�宗》，又名《武經衷旨講意�宗大全》。

《武經入學第一明解》�卷附二卷

（清） 陳　裕 �　裕 �裕  �

（清康熙九年（1670）五車樓序刊本）（內閣）

又此版本項有作（清） �桓等  輯、（清） 葉攸敘  �者

（清康熙九年（1670）序刊本）（內閣、尊經）

其他日本覆刊本甚夥，計有：

（日本�戶延寶間大阪河內屋太助等重刊本）（三康、長大）

（日本�戶延寶間浪華文�堂河內屋太助等重刊本）（�大）

（日本�戶延寶間大阪河內屋源�郎等重刊本）（�大）

（日本�戶間須原屋茂兵衛等重刊本）（八戶）

此版本項又名《開宗直解鼇頭�書》。

《武經�書題炬》十卷

（清） 尤大臣  輯

（清順治年間刊本）（尊經）

《�鐫武經�書標題正義格言》十一卷

（清） 佚　名 輯　名 輯名  輯

（清康熙年間刊本）（尊經）

又《武經�書全文》有作（清） ��  輯者，其版項為：

（清順治年間刊本）（尊經）

（日本�戶延寶間刊本）（尊經）

（日本訓�本）（關大）

《�鐫武經標題�書》十卷

（清） 謝弘儀  輯

（清刊本）（內閣）

《增補武經集註大全》�卷附《射譜》一卷

（清） 彭繼耀  蔣先庚  集�

（清康熙元年（1662）玉芝園刊本）（廣錄）

（清康熙九年（1671）序刊本）（內閣）



103李銳清／《中國叢書綜錄‧子部》訂補

《廣錄》本無「增補」二字。

《武經�書醒宗》�卷

（清） 彭繼耀  等輯

（清康熙年間刊本）（尊經）

《增補武經�書集註大全》（殘）（附：《還讀�祕擬卿�兩閱標題主

意》）（殘）

（清） 王式玉  輯  （清）林嗣環  （清）錢登峰  同閱

（清還讀書齋刊本）（東文）

《武經題旨明說》十三卷

（清） �本源  輯 

（清康熙十九年（1680）序刊本）（內閣）

《武經�書�彙》�卷首一卷

（清） �  墉  輯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序刊本）（國會）

（清康熙年間刊本）（尊經）

又有（清） �墉  輯、（清） �圻  �、（清） 王喆等  �本者。

（清��孝友堂藝秀閣據青溪�墉懷山園康熙二十�年（1688）序刊本�印

本）（�文）

重刊本有《重刊武經�書�彙》�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 � 墉  輯  （清） 英  □  重�

（清光緒年間序刊本）（新大）

1989年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據清光緒二年（1876）英�重�本景印本（�

文）

《武經全題講義通考》�卷

（清） 謝重綸  輯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刊本）（內閣）

《武經標題正說》�卷

（清） 章立幟  輯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刊本）（內閣）

《武經�書匯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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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曹曰暲、黎利賓、夏仲齡  匯解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畏堂先啟堂合刊本）（廣錄、國會）

清刊本（內閣）

清出版堂名未見「先�堂」一名，疑當為「光裕堂」之誤。（�《中國版刻

綜錄》頁208，「三畏堂光裕堂」條及「15武經�書直解」下文。）

《武經大全�解》

（清） 魯經  �解

（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寶旭齋刊本）（廣錄）

《�書正文》�卷

（□） 溪百年  �

（日本江戶寬政七年（1795）大阪河內屋太助刊本）（東北）

（日本幕末慶應二年（1866）浪華河內屋源七郎等刊本）（東北）

《武經�書》

日本江戶文久間（1861-1864）尚書堂補刊本（八戶）

《武經�書合解大成俚諺》二十五卷

（日本） 神田勝久  輯

（日本江戶正德四年（1714）大阪河內屋太助等刊本）（二松）

《武經�書合解大成俚諺》二十五卷

（日本） 神田勝久（白龍子）  輯

（日本江戶享保十三年（1728）據正德四年（1714）山泉堂序刊京都植村玉枝

軒伏見屋藤右衛門重刊本）（實踐）

《廣錄》（頁671）據�乾一目錄（即《叢書書目彙編》）謂「有明正德四年

武神田白龍子序本，中有�註圖解。」「明正德」應為日本�戶之「正德」年

號。

《武經�書諺義》

鈔本（三康）

《武經�書諺義》

鈔本（內閣）

《武經�書講義私考》四十二卷

江戶初鈔本（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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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皆為藏於日本之多種不同刊本及日人覆刊、註釋本。

15	 武經七書直解（一名：武經直解、七書直解）（綜錄，頁 705）【補正，一九○】「廣

錄，頁 671」

（明） 劉寅  撰

（明刊本）（內閣）

此版本內閣作（明） 張居正補。

（日本江戶元和六年（1620）鈔本）（內閣）

（日本江戶寬永二十年（1643）京都澤田莊左衛門刊本）（內閣、東北、廣

錄）

�戶寬永本與明刊本略有不同，子目為：

�子十家註  （清） �星衍、吳�驥  �

吳子直解  （明） �寅  �  （補）  黃獻臣  詮解

司馬法直解  （明） �  寅  �  （補）  黃獻臣  詮解

尉繚子直解  （明） �  寅  �  

李衛公問對直解  （明） �  寅  �  

三略直解  （明） �  寅  �  （補）  黃獻臣  詮解

六韜直解  （明） �  寅  �  （補）  黃獻臣  詮解

�北稱《�書直解》，又名《武經直解》。

（清順治十八年（1661）序刊本）（內閣、東北）

又九州大學有本名《增�武經�書直解》十二卷，作（明） �寅  �、

（明） 張居正  �正、（明） 翁鴻業  重�（日本�戶元治元年（1864）京都

三書堂刊本）。

另清�馬振翼曾輯有《武經體�大全�解�種》，清三畏堂光裕堂刊本。[10]

16	 武學經傳三種（一名：武學經傳）（綜錄，頁 705）

（明） 翁  □  輯

明嘉靖刊本（尊經）

尊經無「三種」二字。《綜錄》之《百將傳續編》無卷數，尊經本作四卷。

17	 兵垣四編（綜錄，頁 705）『續編，頁 239-40』

[10] 《中國版刻綜錄》，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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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閔　聲、（明）閔暎張　輯　聲、（明）閔暎張　輯聲、（明） 閔暎張　輯　輯輯

明天啟元年（1621）苕上閔氏刊朱墨印本（東大 x、內閣、國會、尊經）

日本各本皆作臧懋循  輯。

《續編》本與《綜錄》版本項同，然《續編》第一目《陰符經》謂「原題

黃帝公�軒轅著」，除�釋者唐順之外，又作（明）臧懋循　��；《素書》　��；《素書》��；《素書》

亦作「原題穀山�黃石公授韓�張子房、宋�張商莫（「莫」應作「英」）

�」。又《綜錄》附編之《海防圖論》一卷後之「補一卷」，《續編》作《遼

�軍餉論》一卷，稱（明） 萬世德　補。　補。補。

(四)農　家四)農　家)農　家農　家

18	 區種十種（綜錄，頁 707）【補正，一九二】「廣錄，頁 675」

王毓瑚  輯

《廣錄》作《區種五種》，為清光緒四年（1878）范梁蓮�池刊本，（清） 

趙夢齡　輯。其子目為：　輯。其子目為：輯。其子目為：

《氾勝之遺書》一卷  （漢）氾勝之�、（清）宋葆淳  輯

《教稼書》一卷　（清）�念��� �　（清）�念��� �（清）�念���  �

《區田編》　（清）�念�　�　（清）�念�　�（清）�念�　�　��

《加庶編》一卷　題（清）�政老�（�嘉�）�。　題（清）�政老�（�嘉�）�。題（清）�政老�（�嘉�）�。

俱與《區種十種》本同；唯末種之《豐豫莊本書》一卷（清 潘曾沂　�）及　�）及�）及

後附之《國脈民�》一卷（明 耿蔭樓　�），與《綜錄》著錄之《豐豫莊�文　�），與《綜錄》著錄之《豐豫莊�文�），與《綜錄》著錄之《豐豫莊�文

及官府�示文告》不同。

�文、�洋、��本版本項與《廣錄》同；�洋本為鈔本。

(五)醫　家五)醫　家)醫　家醫　家 

19	 濟生拔粹方（一名：濟生拔粹）（綜錄，頁 707）【補正，一九二】

（元） 杜思敬　輯　輯輯

（民國二十七年（1938）上海商務印書館用元至正元年序刊本景印本）（人

文、東洋、東都）

20	 東垣十書（一名：醫學十書）（綜錄，頁 707）【補正，一九二】「廣錄，頁 676」『續編，頁

246』

（明） □　□　輯　□　輯□　輯　輯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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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刊本）（廣錄）

只十一目，缺《綜錄》�目，而有六目為《綜錄》所無，計所缺�目為：

《脈訣》一卷

《內外傷辨惑論》三卷

《湯液本草》三卷

《格致餘論》一卷

《局方發揮》一卷

《外科精義》二卷

《醫經溯洄集》一卷

所多六目為：

《活法機要》一卷  （元） ��亨  �

《醫學發明》一卷  （元） ��亨  �

《陰症略例》一卷  （元） 王好古  �

《雲岐子保命集》一卷  （�） 張璧  �

《保嬰集》一卷  

《潔古家珍》一卷  （�） 張元素  �

明正德三年（1508）熊氏梅隱書堂刊本（內閣）

此版本作（元）李杲　�、（明）王好古　輯，子目十種，書前�全冠「�　�、（明）王好古　輯，子目十種，書前�全冠「��、（明）王好古　輯，子目十種，書前�全冠「�　輯，子目十種，書前�全冠「�輯，子目十種，書前�全冠「�

刊�垣十書」字樣；其中《內外傷辨惑論》作《�刊�垣十書內外傷辨》。

（明成化四十八年（1512）遼藩簡王荊州刊本）（續編）

（明嘉靖八年（1529）光澤王梅南書屋刊本）（續編、內閣）

（朝鮮覆光澤王本重刊本）（續編）

（日本覆明嘉靖八年（1529）刊本）（人文、天理、宮內）

《綜錄》之《醫經溯洄集》，宮內無「醫經」二字。

（明隆慶二年（1568）曹灼刊本）（廣錄）

與《綜錄》同為十二目，但各有�目互異，所缺《綜錄》�目者為：

《脈訣》一卷

《內外傷辨惑論》三卷

《湯液本草》三卷

《格致餘論》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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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方發揮》一卷

《外科精義》二卷

《醫經溯洄集》一卷

不同之�目為：

《潔古家珍》一卷  （�） 張元素  �

《雲岐子脈》一卷  （�） 張璧  �

《雲岐子保命集》一卷  （�） 張璧  �

《醫學發明》一卷  （元） ��亨  �

《活法機要》一卷  （元） ��亨  �

《陰症略例》一卷  （元） 王好古  �

《田�保嬰集》一卷  

（明書林楊懋卿刊本）（廣錄）

（日本明曆三年（1657）京都山本長兵衛據明萬曆年間書林楊懋卿刊本重刊

本）（東大、東北、大阪）

此版本有日本瀧彝訓�。

（明吳門書林德馨堂刊本）（廣錄）

以上三項版本皆十目，即《補正》所述之十目本。

（日本江戶萬治元年（1658）京都武村市兵衛刊本）（國會、東北、千葉）

《綜錄》之《內外傷辨惑論》，以上日本版本皆作《辨惑論》；《�垣先生

此事難知》則作《此事難知》；《醫經溯洄集》亦無「醫經」二字。

鈔本（東北）

日本江戶刊本（內閣）

作十目，二十卷。

刊本（立大）

21	 醫要集覽（綜錄，頁 708）【補正，一九三】

（明） □　□　輯　□　輯□　輯　輯輯

明刊本（內閣）

內閣本無書名，只稱《醫書八種》，而子目全同。其中《脈賦》一卷，郤

稱《脈譜》；《傷�活�指�》則作《傷�活�指���》；《��賦》又作《脈譜》；《傷�活�指�》則作《傷�活�指���》；《��賦》又作

《��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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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青囊雜纂（綜錄，頁 708）

（明） □　□　輯

（日本江戶間鈔本）（內閣）

內閣有二鈔本，子目一作五種，一作九種，俱稱邵以正輯；與《綜錄》相

較，多《錢仲陽瘡疹證治》一卷。九種本更多《仙傳濟陰方》一目，而所缺者

為《�刊小兒痘疹證治》一種。子目名稱亦有出入，計《綜錄》之《外科集

驗》，二種俱作《仙傳外科集驗方》，《經驗方》書名前則多「祕傳」二字；

《仙授理傷續斷方》，九種本則作《仙授理傷續斷祕方》；《上清紫庭追癆仙

方》後九種本又多「論法」二字。

23	 古今醫統正脈全書（一名：《醫統正脈》、《醫統正脈全書》）（綜錄，頁 708）【補

正，一九三】

（明） 王肯堂  輯

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新安吳勉學重校刊本（京文、內閣、靜嘉）

京文，內閣二本俱作吳勉學  輯。內閣本與《綜錄》本略有出入：《中藏

經》內閣本前多「華先生」三字；《河間傷�心要》編者，《綜錄》作「鎦

洪」輯，內閣作（�） �完素輯；又附錄之《張子和心鏡別集》輯者則為

（元） 「常德」，內閣作（�） 張從正；《海藏論萃英》，內閣作《病

萃英》。京文本名《醫統正脈》。

文盛堂刊本（東北）

民國十二年（1923）北京中醫學社據朱文震原版補印本（人文）

�文名《醫統正脈全書》，《傷�心鏡別集》作（�）張從正　�、《傷�　�、《傷��、《傷�

心要》作（�） �完素　�；《海藏　�；《海藏�；《海藏論萃英》無「海藏」二字，與內閣本

同。

24	 醫林指月（一名：王琦醫書十二種、醫書十二種）（綜錄，頁 709）【補正，頁一九三】

（清） 王琦  輯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寶笏堂樓刊本（內閣、靜嘉）

內閣本作《醫書十二種》。「月」，《補正》誤作「目」。

25	 六醴齋醫書（綜錄，頁 709）【補正，一九四】

（清） 程永培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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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修教堂刊本（內閣）

此版本缺《綜綠》本《痘疹傳心錄》之附錄《種痘》一卷。

清乾隆年間蘇臺程氏修敬堂刊本（人文、東研、靜嘉）

�文本較《綜錄》本多末種《�鏡內臺方議》十二卷一目，（明）�宏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刊本。

26	 珍本醫書集成（綜錄，頁 714）

裘元慶  輯

民國二十五年（1936）上海世界書局排印本（人文、國會、無窮）

�文作裘吉生　輯；「脈學類」《太素脈祕訣》後，並附有《太素脈考》一　輯；「脈學類」《太素脈祕訣》後，並附有《太素脈考》一輯；「脈學類」《太素脈祕訣》後，並附有《太素脈考》一

卷，董志仁  �。

27	 薛氏醫按十六種（薛立齋十六種、醫書十六種、薛氏全書、薛氏醫書十六種）

（綜錄，頁 719）【補正，一九七】「廣錄，頁 1021」『續編，頁 247』

（明） 薛  己  撰

（明崇禎元年（1628）刊本）（內閣、靜嘉、大阪、廣錄）

《廣錄》本名《薛�醫書十六種》；內閣名《醫書十六種》、靜嘉名《薛�

醫案》、《薛�全書》；大阪名《薛立�十六種》。

（日本江戶承應三年（1654）京都武村市兵衛刊本）（國會）

《補正》所列之日本�戶承應二年（1654）武村市兵衛刊本，二年應作三年。

《廣錄》尚著錄《薛�醫案二十種》、《薛�醫案九種》二種。（頁1021）

28	 薛氏醫按二十四種（一名：薛氏醫按合刻、薛氏醫按）（綜錄，頁 719）【補正，

一九八】

（明）薛　己　等撰　吳　琯　輯 薛　己　等撰　吳　琯　輯薛　己　等撰　吳　琯　輯

明嘉靖七年（1528）序漁古山房刊本（東洋）

《外傷�鏡錄》，�洋作《敖�傷��鏡錄》，（明） 薛己　�、（明）　�、（明）�、（明） 

吳玄有　�。　�。�。

（明漁古山房刊本）（東洋）

明萬曆年間刊本（內閣）

內閣本名《薛�醫案》。

明刊本（內閣）

此版本項亦名《薛�醫案》，�梃樞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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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東溪堂覆明刊本（內閣）

29	 石山醫案（一名：石山八種、汪石山醫學八書、汪氏醫學叢書八種）（綜錄，頁

720）【補正，頁一九九】「廣錄，頁 677」『續編，頁 249』

（明） 汪  機  撰

明嘉靖年間刊本（廣錄、內閣） 

此版本只�目，缺《綜錄》首目《脉訣刊誤集解》二卷及附錄一卷一種，名

《�石山醫書�種》；又《外科理例》後亦缺《補遺》一卷。

（上海石竹山房石印本）（續編）

此版本項名《��醫學叢書八種》，首目欠附錄一卷；又《緘灸問討》，應

作《鍼灸問對》為是。

30	 萬密齋書（一名：萬密齋醫學全書、萬氏醫書）（綜錄，頁 720）【補正，一九九】「廣

錄，頁 677」『續編，頁 247』

（明） 萬  全  撰

（清順治十六年（1659）萬達羅田知縣宛平呂鳴和同刊本）（人文、續編）

�文、續編同名《萬�醫書》；各子目前無「萬�家傳」、「�刊萬�家

傳」、「萬�祕傳」等字樣。《續編》本缺《�刊萬�家傳�生四要》五卷一

目。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視履堂刊本（內閣）

清乾隆敷文堂刊本（內閣）

內閣名《萬密�醫學全書》；子目《萬�家傳婦�祕科》作《萬�家傳女

科》。

（清忠信堂刊本）（內閣）

《綜錄》本之《萬�家傳婦�祕科》，此本作《萬�家傳女科》；《萬�家

藏育嬰家祕》則作《萬�家傳育嬰祕訣》。

（1981-86年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鉛印本）（廣錄）

此版本共1�目，較《綜錄》多《萬�家傳幼科指南心法》二卷、《萬�祕傳

外科心法》十二卷、《萬�家傳��經》四卷三目。

1984年江西人民出版社鉛印本（廣錄）

31	 六科證治準繩（一名：證治準繩、六科準繩）（綜錄，頁 720）【補正，一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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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王肯堂　輯　輯輯

明萬曆三十年（1602）至三十六年（1608）刊本（人文、內閣、靜嘉）

內閣名《證治準繩》；靜嘉名《六科準繩》。

32	 士材三書（一名：李士材三書、三書）（綜錄，頁 721）【補正，頁二零一—二】『續編，

頁 249』

（明）李中梓 撰（清）尤 乘增訂 李中梓 撰（清）尤 乘增訂李中梓 撰（清）尤 乘增訂  撰（清）尤 乘增訂撰（清）尤 乘增訂  （清）尤 乘增訂（清）尤 乘增訂 尤 乘增訂尤 乘增訂  乘增訂乘增訂 增訂增訂

（日本江戶元祿八年（1695）京都西村市郎右衞門刊本）（國會 x、東北 x、

九州）

國�本名《三書》，又作《李士材三書》。

33	 喻氏醫書三種（一名：醫門法律、喻氏三書、喻嘉言醫學三書）（綜錄，頁 721）

【補正，頁二零二】「廣錄，頁 682」

（清） 喻  昌  撰

1984年江西人民出版社鉛印本（廣錄）

此版本項為萬友生、楊扶國等��，名《喻嘉言醫學三書》。其《醫門法

律》只作六卷，較《綜錄》本二十四卷少；又《寓意草》四卷，又較《綜錄》

本一卷為多。

34	 脈草經絡五種會編（綜錄，頁 721）【補正，二零三】

（清） 汪　昂　撰　昂　撰昂　撰　撰撰

內閣有《延禧堂醫書》（清康熙間三十二年（169�）刊本）、《�訒庵全

書》（一名：本草醫方合編五種，清  �宗文輯，清刊本）與此書子目同為五

種，各有三種相同，而餘二目互異，計相同之目為：

《增�本草備要》四卷（《延禧堂醫書》尚多附錄一卷）

《醫方湯頭歌訣》一卷

《經絡歌訣》一卷

相異之子目為《延禧堂醫書》之：

《素問靈樞類纂約註》三卷

《醫方集解》三卷

及《�訒庵全書》之：

《醫方集解》三卷

《續增日食菜物》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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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張氏醫書七種（一名：張氏醫書、張氏醫通、醫通）（綜錄，頁 721-2）【補正，二零三】

（清） 張　璐、張　登　撰　璐、張　登　撰璐、張　登　撰　登　撰登　撰　撰撰

清康熙年間寶翰樓刊本（東洋、內閣、國會、蓬左）

�洋本雖只三目，但多《傷�大成》一目。又《診宗三昧》，�洋、內閣康

熙本前多「石頑老�」四字。

�洋名《張�醫書》；國�、蓬左名《張�醫通》。

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寶翰樓刊本（內閣）

（清）張　登、張　倬　參訂。 張　登、張　倬　參訂。張　登、張　倬　參訂。 　登、張　倬　參訂。　登、張　倬　參訂。 張　倬　參訂。張　倬　參訂。 倬　參訂。倬　參訂。

（日本安永三年（1774）度會常鈔本）（千葉 x）

1963年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據日本思得堂刊本排印本（人文、東研）

1995年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排印本（人文）

李靜芳、李建一同��。此版本項為《明清中醫名著叢刊》之一。

1999年中國中醫藥出版社排印本（人文）

張民慶等輯並��。此版本項為《明清名醫全書大成》之一。除首目《張�

醫通》後多附（清）張璐  �之《張介賓八略總論》一卷外，其他子目與《張

�醫書�種》相同。

36	 馮氏錦囊秘錄（綜錄，頁 722）【補正，二零三】『續編，頁 250』

（清） 馮兆張　撰　（清）王崇志　等校　撰　（清）王崇志　等校撰　（清）王崇志　等校　（清）王崇志　等校（清） 王崇志　等校　等校等校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刊本（內閣、大阪）

內閣本子目不全，《雜症大小合�》作二十卷首二卷，較《綜錄》多六卷並

首二卷。

37	 御纂醫宗金鑑（綜錄，頁 722）

（清） 吳  謙  等輯

（日本江戶天明六年（1786）鈔本）（東北）

（日本江戶寬政三年（1791）天野俊英校刊本）（東北）

�野俊英訓�。

（日本江戶寬政四年（1792）相州天野俊英家塾求應堂校刊本）（東文）

（日本江戶寬政九年（1797）大阪松村九兵衛刊本）（國會）

為岸本惟孝�本。

（日本江戶寬政十二年（1800）大阪河內屋喜兵衛刊本）（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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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據清乾隆四年（1739）本影印本（人文）

38	 黃氏醫書八種（一名：黃氏遺書、黃氏八種）（綜錄，頁 722）【補正，頁二零四】「廣

錄，頁 1023」

（清） 黃元御  撰

《廣錄》有《黃元御醫書十一種》（1990年�民衛生出版社鉛印本），其子

目十一種，乃合《黃�醫書八種》及《綜錄》另本《黃�遺書三種》之子目而

成。又《�匱懸解》二十二卷後附《�匱要略》卷二十三「雜療方」及《�匱

要略》卷二十四「禽獸魚蟲菓食菜穀禁忌」二種。

39	 徐氏醫書六種（一名：徐氏六種、醫書六種、徐靈胎醫書六種）（綜錄，頁 723）

【補正，二零四】

（清） 徐大椿　撰　撰 撰

（清雍正年間刊本）（靜嘉）

稱《徐靈胎醫書六種》，子目不全。

清乾隆年間半松齋刊本（內閣、東北）

�北稱《醫書六種》，子目不全。

40	 徐氏醫書八種（一名：徐靈胎醫書八種）（綜錄，頁 723）【補正，頁二零五】「廣錄，頁 683」

（清）徐大椿　撰 徐大椿　撰徐大椿　撰

（清同治年間彭樹萱善成堂刊本）（廣錄）

此版本項名《徐靈胎醫書八種》，缺《綜錄》之附錄及雜著。

又《廣錄》另種為清光緒四年（1878）掃葉山房刊本，已見《補正》著錄。

41	 徐靈胎醫學全書（一名：徐靈胎醫學全書前集後集、徐氏醫學十六種）（綜錄，頁 723）

（清） 徐大椿　撰　撰撰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上海六藝書局石印本（東洋）

�洋稱《徐靈胎醫學全書前集後集》，又稱《徐�醫學十六種》。

又《廣錄》有《徐靈胎醫書三十二種》，民國上海錦文堂石印本，有十六目

未見於《徐靈胎醫學全書》，其目如下：

《證治指南》八卷

《�方切用》一卷

《古方集解》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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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要方》一卷

《中風大法》一卷

《六經脈證》一卷

《舌胎圖說》一卷

《經絡診視圖》一卷

《��詩解》一卷  （清） 徐火義  輯解

《湯引總義》一卷

《葉案�謬》一卷  （清） 王士雄  輯

《女科指要》一卷

《道德經�》二卷

《陰符經�》一卷

《洄溪道情》一卷

《樂府傳聲》一卷

42	 南雅堂醫書全集（一名：陳修園醫書十六種、公餘十六種、南雅堂醫書十八集）

（綜錄，頁 724）【補正，頁二零六】「廣錄，頁 684」

（清） 陳念祖　撰　撰撰

（清漁古山房刊本）（廣錄）

此版本項名《南雅堂醫書十八集》，較《綜錄》多《急救異痧奇方》一卷、

《百病神方》一卷；又《綜錄》之《張仲景傷�論原文淺註》六卷，此項缺

「張仲景」、「原文」五字。

43	 陳修園二十三種（一名：陳修園醫書二十三種）（綜錄，頁 724）【補正，頁二零六】

「廣錄，頁 684-7；1022-3」『續編，頁 251-2』

（清） 陳念祖　撰　撰撰

陳念�所著醫書甚夥，後世所輯叢書亦不少，見於《廣錄》者有《公餘六

種》、《陳修園公餘醫錄四種合刻》、《陳修園先生晚餘三書》、《陳修園醫

書二十一種》（亦見《續編》著錄）、《陳修園醫書四十種》（一名：《陳修

園四十種》）、《陳修園醫書十四種》、《陳修園醫書三十種》、《陳修園醫

書�十二種》、《陳修園醫書十五種》、《陳修園醫書十八種》、《公餘醫錄

五種》、《陳修園先生醫書四十八種》，�同《綜錄》之《陳修園�三種》、修園先生醫書四十八種》，�同《綜錄》之《陳修園�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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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修園醫書五十種》、《南雅堂醫書全集》，合共十五種。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東洋）

此版本項名《陳修園醫書五十種》

1988年上海上海書店重排印本（人文）

此版本項名《陳修園醫書�十二種》。

2003年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排印本（人文）

此版本項名《���陳修園醫書》，其子目為《靈素集�節要》十二卷、

《神農本草經讀》四卷、《傷�論淺�》六卷、《傷�醫訣串解》六卷、《�

匱要略淺�》十卷、《女科要旨》四卷、《醫學實在易》八卷、《醫學從眾

錄》八卷、《時方妙用》四卷、《十�神書註解》一卷、《景岳�方八陣砭》

四卷等十一種。

又�京大學圖書館藏有鈔本兩種：計�戶末靜岡淺田惟常鈔本，名《陳修園

醫談》二卷及日本明治二十年（1887）鹿兒島久木田重剛鈔本。

44	 潛齋醫書五種（一名：醫書五種）（綜錄，頁 725）【補正，頁二零七】「廣錄，頁 687、

698、1022」

（清） 王士雄　撰　撰撰

《廣錄》一種，與《綜錄》清光緒十八年本同，但無「潛�」二字。

（清光緒三十年（1904）石印本）（廣錄）

此項子目與《綜錄》略異：《綜錄》子目《王�醫案》，此名《潛�醫

案》；《綜錄》子目《隨息居飲食譜》一卷，此項作《飲食譜》�卷；《綜

錄》子目《隨居重�霍亂論》四卷，此作《霍亂論》一卷；又缺《綜錄》之

《霍亂括要》一卷。

《廣錄》又有《潛�醫書三種》，較《潛�醫書五種》缺三目。

45	 霄鵬先生遺著（一名：貽令堂醫學五書）（綜錄，頁 727）【補正，頁二零九】「廣錄，頁

690」

（清） 黃保康　撰　撰撰

《廣錄》有清宣統三年（1911）本，只得《醫學三書》之三目，名《貽令堂

醫學三書》。

46	 王旭高醫書六種（綜錄，頁 727）【補正，二零九】「廣錄，頁 1023」

（清） 王泰林　撰　撰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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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鉛印本（廣錄）

1979年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排印本（人文、東洋、國會）

47	 藥盦醫學叢書（綜錄，頁 728）「廣錄，頁 692」

（民國） 惲鐵樵　撰　撰撰

《廣錄》有《惲鐵樵醫書四種》、《鐵樵函授醫學講義》二種。

48	 保赤全編（綜錄，頁 730）「廣錄，頁 702」

（清） □　□　輯　□　輯□　輯　輯輯

（民國二十三年（1934）張武銈鉛印本）（廣錄）

較《綜錄》少《痘論》一目。

(六)天　文六)天　文)天　文天　文

49	 西洋新法曆書（崇禎曆書、新法算書）（綜錄，頁 730）【補正，二一一】『續編，頁 253-4』

（明） 徐光啟、李天經等  修

清刊補鈔本（內閣）

鈔本（東北）

二本較《綜錄》多《曆指》六卷（即《恒星曆指》三卷、《恒星經緯圖說》

一卷、《恒星經緯表》二卷、（明德國） 湯若望  �  （明意國） 羅雅谷  

�）、《恒星出沒表》二卷（（明德國） 湯若望  �  （明意國） 羅雅谷  

�），惟《續編》本《曆指》只作四卷，又較《綜錄》多《黃赤�球》二卷、

《籌算子》一卷二目。

50		天學初函（綜錄，頁 731）【補正，二一一】

（明）李之藻　等輯　等輯等輯

明天啟間刊本（靜嘉、蓬左）

靜嘉版本項附目《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後多「書後」一篇。

195□年日本國�圖書館據北平圖書館善本��刊本攝影本（國�）

民國五十四年（1965）臺灣學生書店據金陵大學藏萬曆天啟間刊本景印本

（人文、一橋）

為《中國史學叢書》子目之一。

51	 律曆淵源（一名：御製律曆淵源）（綜錄，頁 731）【補正，二一一】

（清）允祉、允祿 奉敕纂修 允祉、允祿 奉敕纂修允祉、允祿 奉敕纂修  奉敕纂修奉敕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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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元年（1723）序刊本（人文、東洋、內閣、東研、尊經）

內閣版本項本多《日月交食表》二卷。內閣、尊經子目並多「御製」二字。

52	 高厚蒙求（綜錄，頁 731）【補正，二一一】

（清） 徐朝俊　撰　撰撰

清嘉慶二十年（1815）雲間徐氏刊本（人文、東文）

此版本項缺第三集之《中量表》一卷及第五集。

清同治五年（1866）雲間徐氏重刊本（人文、東北）

�文子目《測夜時晷》作《星月測時》。

另有《高厚蒙求摘略》一書，見（清） 王蘊香  輯之《域外叢書》。該書為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2）清觀�刊本。

53	 中西星要（綜錄，頁 732）『續編，頁 256』

（清） 倪榮桂　輯　輯輯

（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樹滋堂序刊本）（東北、蓬左）

（清道光七年（1827）倪廷楨樹滋堂補刊本）（續編）

(七)數　學七)數　學)數　學數　學

54	 兼濟堂纂刻梅勿菴先生曆算全書（一名：梅氏叢書、勿菴曆算全書、梅氏曆

算全書、新增兼濟堂纂刻梅勿菴先生曆算全書）（綜錄，頁 732）【補正，二一二】

『續編，頁 255』

（清） 梅文鼎  撰　（清）魏荔彤　輯　（清）魏荔彤　輯（清） 魏荔彤　輯　輯輯

（清雍正元年（1723）柏鄉魏荔彤刊本）（內閣、東北、大阪、續編）

續編本無「兼濟堂纂刻」五字。子目方面，內閣、續編本《交食蒙求》後附

「�補」一卷。

又續編本自《三角舉要》至《解八綫割圓之根》有總目，名「法原」；《割

圓八綫之表》一目名「法數」；自《曆學疑問》至《曆學問答》為「曆學」；

《古算衍略》至《少廣拾遺》為「算學」，《勾股闡�》之第四卷作《勾股正

義》。

（清乾隆十四年（����）����年（����）�����刊本����刊本）����）����年（����）�����刊本����刊本））����年（����）�����刊本����刊本）����）�����刊本����刊本））�����刊本����刊本）

（東文、東北、實踐）

（清乾隆元年（1736）鵬翮堂刊本）（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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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版本項子目只五種；其中《冬至考》作《春秋以來冬至考》。

清光緒十年（1884）上海敦懷書屋石印本（京文、東洋）

京文本有「�增」二字。

又內閣《乾隆四庫全書無版本》第156冊有《兼濟堂曆算刊謬》一卷（清） 

梅瑴成�。

55	 梅氏叢書輯要（綜錄，頁 733）【補正，二一二】

（清） 梅文鼎　撰　（清）梅　撰　（清）梅撰　（清）梅　（清）梅（清） 梅瑴成　輯　輯輯

（清光緒二年（1876）跋刊本）（東北）

清光緒十四年（1888）龍文書局石印本（國會、東北）

首種《筆算》五卷後附《田通法古算器考》一卷；又《�政》二卷之另一卷

為《�星管見》。

56	 翠微山房數學（一名：張丹村雜著、翠微山房算草）（綜錄，頁 733）【補正，

二一二】

（清）張作楠　撰 張作楠　撰張作楠　撰

清嘉慶至道光間�華張�翠�山房刊本（�文）

�文作《翠�山房算草》。

（清光緒五年（1879）刊本）（東研、東北）

清刊本（靜嘉）

《綜錄》之《�華晷漏中星表》二卷，靜嘉版本項分成《�華晷漏中星

表》、《�華更漏中星表》各一卷。

57	 觀我生室�稿（綜錄，頁 733）【補正，頁二一二】『續編，頁 256』

（清） 羅士琳　撰　撰撰

（清道光七年（1827）至咸豐元年（1851）甘泉羅氏刊本）（續編）

此版本項多《增廣�術》二卷（清 羅士琳  演）、《續疇�傳》六卷（清 

羅士琳  輯）二種。

58	 李氏遺書（綜錄，頁 734）【補正，頁二一二】『續編，頁 256』

（清） 李　銳　撰　銳　撰銳　撰　撰撰

（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跋刊本）（東北）

（清道光十七年（1837）廣州刊本）（續編）

（清光緒十五年（1889）刊本）（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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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董立方遺書（綜錄，頁 734）【補正，二一三】（續編，頁 257）

（清） 董祐誠　撰　撰撰

（清道光十年（1830）陽湖董氏刊本）（續編）

清同治八年（1869）董貽清成都刊本（東洋、東文、靜嘉、國會、東北）

續編、國�、�北上二版本項皆多附：

《偶存集》一卷  （清） 董貽清  �

《援守井�記略》不分卷  （清） 董貽清  �

《栘華館駢體》二卷  （清） 董基誠  �

�洋本為初刻、重刻本，卷目除與《綜錄》本相同外，還多《偶存集》、

《栘華館駢體》二種。

清光緒年間江南製造局刊本（續編）

60	 白芙堂算學叢書（一名：徐莊愍公算書）（綜錄，頁 734）【補正，二一三】

（清） 丁取忠　輯　輯輯

�北有《算學初集》十�種，（清 吳嘉善  �，清 丁取忠  輯）清同治

元年（1862）白芙堂刊本；名雖十�種，�附錄三種共二十種。其中十八種見

《算書二十一種》，附錄之《借根方句股細草》見《白芙堂算學叢書》；而末

種之《借根方釋例》不分卷則未見著錄。

（清光緒十七年（1891）上海鴻文書局石印本）（東北）

（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石印本）（東北）

（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石印本）（東北）

61	 中西算學集要三種（一名：中西算學集要）（綜錄，頁 735）

（清） 周毓英　撰　撰撰

同�另�有《中西算學集要》十卷，與《中西算學集要三種》不同。為清光

緒�年（1881）序刊本，作十卷，其子目如下：

《日躔步法》、《月離步法》合一卷

《月食步法》三卷

《土、木、火、�、水星步法》一卷

《五星伏見凌犯步法》、《推各節氣法》合一卷

《日躔、月離、月食、日食諸說》一卷

《招差》、《垛積》及附錄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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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蒙總說、筆籌算加減乘除四法、筆算之分、�元加減乘除四法、�元之

分代數加減乘除四法》合一卷

《重學》一卷

是書藏於�北大學。

又清�李炳章亦輯有同名《中西算學集要》十卷之書，（清） 光緒二十二年

（1896）鴻文書局石印本。亦見藏於�北大學。

62	 中西算學叢書初編（綜錄，頁 737）

（清） 四明求敏齋主人　輯　輯輯

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上海鴻寶齋石印本（東洋）

�洋末種附《�測紫垣圖象赤道方平儀象》二幅  （清） 黃炳垕  �。

(八)術　數八)術　數)術　數術　數

63	 五種祕窺全書（綜錄，頁 738）

（明） 甘　霖　撰　（明）梁廷棟　輯　霖　撰　（明）梁廷棟　輯霖　撰　（明）梁廷棟　輯　撰　（明）梁廷棟　輯撰　（明）梁廷棟　輯　（明）梁廷棟　輯（明）梁廷棟　輯　輯輯

清至善堂刊本（國會）

除末種外，國�子目名稱與《綜錄》略異，計：《綜錄》之《�擇通書祕

竅》稱《考驗通書法竅祕訣》；《奇門遁甲祕要》名《甘�奇門一得》；《�

星祕竅圖書》作《�擇�星祕竅》；《地理祕竅》則多"�擇"二字。

64	 選擇叢書集要（綜錄，頁 738）【補正，二一四】

（明） 江之棟　輯　輯輯

明崇禎五年（1632）尚白齋刊本（靜嘉、尊經）

尊經版本項無「集要」二字，亦缺末種，與《補正》清康熙本同；又《璇璣

經》前多「剋擇」二字；《陰陽寶海三元鏡玉奇書》作《鐫三白寶海鉤玄》；

又《陽明按索》五卷則作四卷。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刊本）（東研）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姑蘇顧氏樂真堂刊本）（人文、蓬左、立大）

（日本江戶文化十一年（1814）錢屋七郎兵衛據江戶齊政館藏版刊本）（九

大）

65	 陽宅大成（綜錄，頁 739）

（清） 魏青江　撰　撰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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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六年（1741）至七年（1742）刊本）（東研）

《綜錄》之《�時造命》四卷，此作《�時造命》五卷。

（民國元年（1912）上海江東茂記書局石印本）（國會）

《綜錄》之《宅譜修方》五卷，國�本作《宅譜修方催生》二卷及《宅譜修

方郤病》二卷。又國�本書前有「改良」二字。

(九)藝　術九)藝　術)藝　術藝　術

66	 王氏書畫苑（綜錄，頁 740）【補正，二一五】

（明） 王世貞　輯　補益（明）詹景鳳　輯　輯　補益（明）詹景鳳　輯輯　補益（明）詹景鳳　輯　補益（明）詹景鳳　輯補益（明） 詹景鳳　輯　輯輯

民國十一年（1922）上海泰�圖書局據明刊本影印本（�文、�洋、無窮、

�北）

�文題作《王�書苑》十卷附補益十二卷及《王�畫苑》十卷附補益四卷二

種，與《補正》所述明萬曆本同。

67	 巾箱小品（綜錄，頁 740）【補正，二一五】

（清） □　□　刊　□　刊□　刊　刊刊

（清乾隆十五年（1750）華韻序刊本）（東北、關大）

清刊本（東洋、國會）

（日本明治間東京佐佐木惣四郎刊本）（東北）

《冬心畫竹題記》、《冬心畫梅題記》、《冬心畫馬題記》、《冬心畫佛題

記》、《冬心自寫真題記》合稱《冬心先生畫記》。

（日本江戶文久三年（1863）大阪河內屋喜兵衛等刊本）（東文、宮城、熊

本、立大、長大）

（日本江戶文久三年（1863）京都菱屋孫兵衛等刊本）（東文、立大、關大）

江戶刊本（國會）

刊本（東洋、尊經）

（日本昭和五十二年（1977）東京汲古書院覆日本刊本）（東洋、千葉、吉

川）

此版本項為《和刻本書畫集成》子目之一。

68	 清瘦閤讀畫十八種（綜錄，頁 741）

（清）徐文清　輯 徐文清　輯徐文清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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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緒二十六年（����）��刊本（�文）����）��刊本（�文））��刊本（�文）

《畫筌》作《江上畫筌》。

69	 四銅鼓齋論畫集刻（一名：清名家論畫集、論畫集刻）（綜錄，頁 741）

（清） 張祥河　輯　輯輯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華亭張氏刊本（人文、尊經）

尊經名《論畫集刻》。

（日本江戶文久元年（1861）京都菱屋孫兵衛刊本）（人文、內閣、國會）

此版本項名《清名家論畫集》，作上下二卷，只得八目，計為：

《�上畫筌》（清） 笪重光  �

《畫訣》（清） 龔賢  �

《雨窗漫筆》（清） 王原祁  �  以上上卷

《浦山論畫》（清） 張庚  �

《�莊論畫》（清） 王昱  �

《二十四畫品》（清） 黃鉞  �

《山南論畫》（清） 黃學浩  輯

《畫學鉤玄》（清） 董棨  �  以上下卷

末種未見於《綜錄》。

（日本昭和五十一年（1976）據江戶文久元年（1861）京都五東樓菱屋孫兵衛

刊本影印本）（人文、東洋、國會、千葉、吉川）

（日本江戶文久元年（1861）京都聖華房山田茂助刊本）（立命）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錢塘徐氏自怡堂排印本）（人文）

70	 畫苑祕笈（綜錄，頁 742）

吳辟疆　輯　輯輯

（民國六十年（1971）臺北漢華文化事叢股份有限公司用北平莊氏洞天山堂藏

山樓排印本影本）（人文、京文）

《綜錄》之《�湄書畫記》二卷細目為《�湄書家略識》、《畫家略識》各

一卷。民國本列入《藝術賞鑑�珍》三輯之一。

71	 琴學叢書（綜錄，頁 742）【補正，二一六】

（民國） 楊宗稷　撰　撰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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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年（1919）刊本（大阪）

民國十四年（1925）北京楊氏舞胎仙館序刊本（關大）

民國楊氏刊本（京文、東洋、靜嘉、大阪）

《補正》所述之《琴鏡補》三卷、《琴瑟合譜》三譜、《琴學問答》一卷

附錄三卷、《藏琴錄》一卷皆見靜嘉本及民國十四年本；又《琴粹》多附首一

卷。

《琴譜》三卷還包括《幽蘭古指法解》一種。

72	 賞奇軒合編（一名：賞奇軒四種合編）（綜錄，頁 746）【補正，頁二一七】「廣錄，頁 720」

（清）□　□　輯 □　□　輯　□　輯□　輯　輯

清刊本（廣錄、東文、內閣）

（清文德堂刊本）（東研、國會）

上二版項名《賞奇軒四種合編》，少《蘭譜》一卷。

清光緒十二年（1886）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關大）

共五目。

73	 美術叢書（綜錄，頁 749）

（民國） 鄧　實　輯　實　輯實　輯　輯輯

民國六十四年臺北藝文印書館用民國三十六年（1947）再增定四版影印本

（人文、東北）

一九八六年江蘇古籍出版社用神州國光社第三版排印本影印本（東洋）

《綜錄》所收者為初至四集，民國六十四年（1975）臺灣藝文印書館影印本

有五、六二集。

(十)雜　家十)雜　家)雜　家雜　家

74	 芙蓉城四種書（綜錄，頁 753）「廣錄，頁 722」

（清）陸次雲　撰 陸次雲　撰陸次雲　撰

清鈔本（廣錄）

其首目為《史冊拾遺》二卷，與《綜錄》首目作《大有奇書》二卷不同。

75	 女四書（一名：女四書集註、女四書箋註）（綜錄，頁 754）【補正，二一八】

（明） 王　相　箋註　相　箋註相　箋註　箋註箋註

（明金陵奎壁齋刊本）（東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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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版本項名《女四書集註》。

（朝鮮據金陵奎壁齋刊本鈔本）（東文）

（日本江戶明曆二年（1656）刊本）（國會）

（清乾隆六十年（1795）書業堂刊本）（內閣）

此版本項名《女四書集註》。

（日本江戶嘉永七年（1854）加賀西坂衷孝友堂校刊本）（東洋、內閣、東

文、三康、關大）

此版本項名《女四書箋註》。

（日本明治年間據江戶嘉永七年（1854）加賀西坂衷孝友堂校刊本重印本）

（千葉）

（日本江戶安政元年（1854）東京金港堂序刊本）（二松）

清光緒六年（1880）江南城李光明莊刊本（東研、二松）

此版本項名《狀元閣女四書》，二卷。

（日本明治十六年（1883）東京目黑分店鉛印本）（國會）

（日本明治十六年（1883）活字本）（東京、三康）

此版本項名《手解女四書》五卷。（日本） 若�薰子（秋蘭）  �，安逹子

孝（清風）、山田榮造  �。

（日本明治二十六年（1893）東京目黑十郎分店活字印本）（國會）

（日本明治四十四年（1911）排印本）（國會）

（日本長崎玉乃浦女學校排印本）（長大）

(十一)小　說十一)小　說)小　說小　說

76	 虞初志（綜錄，頁 757）【補正，二一九】

（明） 湯顯祖　輯　輯輯

（明嘉靖間本）（內閣）

（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黃正位校序刊本）（內閣）

此版本項為黃正位�本；《周秦行紀》後多《周秦行紀論》一卷，（唐） 李

德裕  �。

明末刊本（人文、內閣、蓬左）

作湯��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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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版本項除多《周秦行紀論》一目外，還附《續虞初志》四卷，稱（明）湯

��  �，其子目如下：

《杜牧傳》

《王遠傳》

《雷民傳》

《紫�梨記》

《月支使者傳》

《李謨傳》

《薛弘機傳》  以上續卷一

《聶隱娘傳》

《蘭�老�傳》

《裴越客傳》

《崔玄�傳》

《薛靈芸傳》

《�積中傳》

《獨孤遐叔傳》

《賈�妻傳》  以上續卷二

《�漢陽傳》

《�景復傳》

《�方朔傳》

《歐陽詹傳》

《一行傳》

《崔汾傳》

《陶峴傳》

《�雲封傳》  以上續卷三

《崑崙奴傳》

《韋皋傳》

《裴沆傳》

《士�傳》

《翾風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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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和傳》

《郤要傳》

《韋斌傳》

《呂生傳》  以上續卷四

（民國十五年（1926）上海掃葉山房排印本）（一橋）

名《虞初志合集》之一。

（1986年上海上海書店據上海掃葉山房排印本景印本）（人文、一橋）

（日本昭和五十五年（1980）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據臺北立中央圖書館藏

明刊本景照本）（人文）

此版本項有《續編》四卷。

（199□年書目文獻出版社據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嘉靖年間顧元慶刊本影印

本）（人文）

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84輯中，名《陽山顧�文房小說四十

種》。

77	 顧氏文房小說（一名：陽山顧氏文房小說、陽山顧氏文房四十種）（綜錄，頁 757）

【補正，二一九】

（明） 顧元慶　輯　輯輯

（明嘉靖元年（1522）顧氏家塾本）（內閣）

此種缺八目。

民國十四年（1925）上海商務印書局據明刊本影印本（人文、東洋、國會、

京產、吉川、立命、關大）

（民國四十九年（1960）臺北新興書局據明刊本影印本）（東文）

78	 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一名：梓吳、顧氏文房叢刻四十種、顧氏四十家小說）

（綜錄，頁 758）【補正，二一九】

（明） 顧元慶　輯　輯輯

明嘉靖年間長洲顧氏刊本（國會）

國�本名《顧�文房叢刻》，缺�目而多另四目，缺目如下：

《陽山�錄》

《海槎餘錄》

《霞外雜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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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雨瑤華》

《簷曝偶談》

《�石契》

《大石山房十友譜》

所多四目為：

《資暇集》三卷  （唐） 李匡乂  �

《集異記》二卷  （唐） 薛用弱  �

《幽閑鼓吹》一卷  （唐） 張固  �

《小爾雅》一卷  （宋） 宋咸  註

（明嘉靖十八年（1539）顧氏家塾刊本）（內閣）

內閣四十目，與《綜錄》相較，少五種而多四種，所缺子目如下：

《病逸漫記》

《夷白�詩話》

《讀書筆記》

《存餘堂詩話》

《霞外雜俎》

而所多之子目為：

《石田雜記》一卷  （明） �  周  �

《�澤紀聞》一卷  （明） 王  鏊  �

《桂苑叢談》一卷  （唐） 馮  翊  �

《正統北狩事蹟》一卷  （明） 楊  銘  �

至於《大石山房十友譜》則無「大石山房」四字。

上述國�與內閣本雖異，而所欠之《霞外雜俎》卻與《補正》所述同。內閣

名《顧�四十家小說》。

明顧氏家塾刊本（靜嘉）

民國三年（1914）上海古今圖書局刊本（九大）

此版本項名《精刊顧�明朝四十家小說》。

79	 廣四十家小說（綜錄，頁 758）【補正，頁二二零】『續編，頁 262-3』

（明） 顧元慶　輯　輯輯

《續編》有同名之書，作（明）袁耿 輯，（明嘉靖間吳縣袁�刊本）只�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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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排序與《綜錄》相類而多五目，缺六目，所多五目為：

《梅�什》一卷  （明） 陸承�  �

《剪勝野聞》一卷  （明） 徐禎卿  �

《吳社編》一卷  （明） 王穉登  �

《丹青志》一卷  （明） 王穉登  �

《北狩事蹟》一卷  佚名  �

所缺六目為：

《�澤紀聞》一卷  （明） 王  鏊  �

《景仰撮書》一卷  （明） 王    �

《拘虛晤言》一卷  （明） 陳  沂  �

《寶櫝記》一卷  （明） 滑惟善  �

《太湖�錄》一卷  （明） 文徵明  （明） 徐禎卿  �

《蠶衣》一卷  （明） 祝允明  �

袁耿又輯有《四十家小說》、《後四十家小說》二種。顧元慶

（1487-1565），出生時間較袁耿（？1516-？1565）為早，分別為長洲、吳縣

�，未知二書間有否因襲關係？

80	 烟霞小說（綜錄，頁 758-9）【補正，頁二二零】『續編，頁 269』

（明） 范欽　輯　輯輯

（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上海文賢閣石印巾箱本）（續編、東都）

《續編》文賢閣本題（明） 陸貽�輯，缺第二帙之《馬�日鈔》（明馬愈

�）、《紀善錄》一卷（明 杜瓊  �）、《掾曹名臣錄》一卷（明 王鴻儒  

�）三目。

�都本名《煙霞小說》六卷。

81	 小窗四紀（一名：寧野四紀）（綜錄，頁 759）【補正，二二零】

（明） 吳從先　撰　撰撰

明萬曆年間刊本（內閣、國會、尊經、蓬左）

內閣作張榜  輯，陳繼儒  �。又內閣另種有《小窗異記》十卷。

82	 稗乘（綜錄，頁 759）【補正，二二一】

（明） 黃昌齡　輯　輯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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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萬曆年間黃氏刊本（靜嘉、尊經）

由《晉文春秋》至《元�掖庭侈政》十三種名「史略」類；《樂善錄略》至

《訓子言》五種為「訓詁」類；《因話錄》至《螘談》十�種為「說家」

類；《禪玄�教編》至《保生要錄》�種為「二�」類。

（日本昭和四十二年（1967）用東京靜嘉堂藏明萬曆間黃刊本攝影本）（人

文）

（198□年北京北京中國書店據明刊本影印本）（人文）

83	 稗海（一名：稗海大觀、博古存什）（綜錄，頁 759-60）【補正，二二一】『續編，頁 266-7』

（明） 商　濬　輯　（清）李孝源　重訂　濬　輯　（清）李孝源　重訂濬　輯　（清）李孝源　重訂　輯　（清）李孝源　重訂輯　（清）李孝源　重訂　（清）李孝源　重訂（清） 李孝源　重訂　重訂重訂

清康熙年間據振鷺堂版修補乾隆年間重�本（京文、內閣、靜嘉、�北、九

州）

靜嘉、�北名《博古存什》。《綜錄》之《野客叢書》附錄，靜嘉作《野老

紀聞》。

（清槐蔭山房刊本）（續編）

此版本項子目排列與遺漏，與《補正》所述基本相同，郤較《補正》所說多

《宣室志補遺》一卷一目。

刊本（尊經）

只得「正編」六函，並缺《學�佔畢》一卷、《祛疑說纂》一卷二目。

（民國57年（1968）臺灣�興書局據振鷺堂刊本影印本）（愛嬡、愛知、吉

川）

《綜錄》所著錄，實合「正編」、「續編」二篇之子目而成。

84	 五朝小說（一名：五朝紀事、正續太平廣記）（綜錄，頁 761）【補正，二二一】

（明） □　□　輯　□　輯□　輯　輯輯

明末刊本（人文、京文、東洋、內閣、靜嘉、國會、尊經、東北、蓬左、大

阪、宮城、關大）

刊本（東北）

京大文學部圖書館及蓬左本稱《五朝紀事》；而蓬左本又名《正續太平廣

記》。此書所以名《正續太平廣記》，乃與馮夢龍曾編有《太平廣記鈔》有

關。

（��文《〈五朝小說〉刊本問題初探》，見《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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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2期「名稱」部分）[11]

書名《五朝小說》乃合魏晉小說、唐�百家小說、宋�百家小說、皇明百家

小說等部而成；每朝之下各分若干門，子目所入門類，各版時有出入；各館所

藏版本刊行時間不同，數量有別，子目相異；亦有作單朝刊行，與五朝合印本

復異其趣者。今按時代，分列其不見於《綜錄》之子目於後。

魏晉部分：

《漢宮故事》一卷  （梁） 丘  遲  �

《續神仙傳》一卷  （南唐） �  份  �

唐代部分:

《諾皋記》一卷  （唐） 段成式  �

《集異志》一卷  （唐） 陸  勳  �

《僊吏傳》一卷  （唐） 太上隱者  �

《英雄傳》一卷  （唐） 雍  陶  �

《湘中怨詞》一卷  （唐） �亞之  �

《歌者葉記》一卷  （唐） �亞之  �

《貞觀記私畫史》一卷  （唐） 裴孝源  �

《李謨吹笛記》一卷  （唐） 楊巨源  �

《異疾志》一卷  （唐） 段成式  �

《鸚鵡舍利塔記》一卷附《豬齒臼化佛贊》  （唐） 韋  皋  �  附錄

（宋） 晁補之  �

《壟上記》一卷  （唐） 蘇頲  �

《鬼塚志》一卷  （唐） 褚遂良  �

《真娘墓詩》一卷  （唐） 佚名  �

《馮燕詩》一卷  （唐） �亞之  �

《南柯記》一卷（附《枕中記》）  （唐） 李公佐  �  附錄（唐） �既濟  

�

《睦仁蒨見鬼傳》一卷  （唐） 陳  鴻  �

《神女傳》一卷  （唐） �  頠  �

《陶峴傳》一卷  （唐） �既濟  �

[11]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 25卷第 2期，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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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猿傳》一卷  （唐） 佚名  �（一作 梁 �  總�）

《袁�傳》一卷  （唐） 顧  敻  �

《獵狐記》一卷  （唐） �  恂  �

《任�傳》一卷  （唐） �既濟  �

《�虎傳》一卷  （唐） 李景亮  �

《靈怪錄》一卷  （唐） 牛  嶠  �

《�陽夜怪錄》一卷  （唐） 王  洙  �

《物怪錄》一卷  （唐） 徐  嶷  �

《妖妄傳》一卷  （唐） 牛希濟  �

《夜叉傳》一卷  （唐） 段成式  �

《雷民傳》一卷  （唐） �既濟  �

《幻影傳》一卷  （唐） 薛昭蘊  �

《幻戲志》一卷  （唐） 蔣  防  �

《幻異志》一卷  （唐） �  頠  �

《冥音錄》一卷  （唐） �慶餘  �

《再生記》一卷  （唐） 閻  �  �

《冤債志》一卷  （唐） 吳  融  �

《尸媚傳》一卷  （唐） 張  泌  �

《奇鬼傳》一卷  （唐） 杜青荑  �

《才鬼記》一卷  （唐） 鄭  賁  �

《靈鬼志》一卷  （唐） 常  沂  �

《紫�梨記》一卷  （唐） �  默  �

《幽怪錄》一卷  （唐） 牛僧孺  �

《李夫�傳》一卷  （唐） 佚名  �

《�皋子傳》一卷  （唐） 呂  才  �

《�浩然傳》一卷  （唐） 王士源  �

《絃子記》一卷  （唐） 柳宗元  �

《狂奴傳》一卷  （唐） 李延壽  �

《賺蘭亭記》一卷  （唐） 佚名  �

《輞川集》一卷  （唐） 王  維、裴  迪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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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錦迴文記》一卷  （唐） 武則�  �

《種樹書》一卷  （唐） �禹�  �

《紀歷撮要》一卷  （唐） 鹿門老�  �

《神咒志》一卷  （唐） 雍益堅  �

《怪道士傳》一卷  （唐） 韓  愈  �

《毛穎傳》一卷  （唐） 韓  愈  �

《乞巧文》一卷  （唐） 柳宗元  �

《琵琶婦傳》一卷  （唐） 白居易  �

《醉鄉傳》一卷 （唐） 王  績  �

《豪客傳》一卷 （前蜀） 杜光庭  �

《妖巫傳》一卷 （唐） 尹  鶚  �

《妖蠱傳》一卷 （唐） 魏承班  �

《女孝經》一卷 （唐） 鄭  �  �

宋代部分：

《避戎嘉話》一卷  （宋） 石茂良  �

《避亂記》一卷  （宋） 王明清  �

《鄰�雜誌》一卷  （宋） �休復  �

《劇談錄》一卷  （宋） 康  駢  �

《老學庵續筆記》一卷  （宋） 陸  游  �

《桃源手記》一卷  （宋） 陳  賓  �

《松漠紀聞》一卷  （宋） 洪  皓  �

《續松漠紀聞》一卷  （宋） 洪  皓  �

《虜庭事實》一卷  （宋） 文惟簡  �

《燕北錄》一卷  （宋） 王  易  �

《北邊備對》一卷  （宋） 程大昌  �

《蒙韃備錄》一卷  （宋） �  珙  �

《遊城南�》一卷  （宋） 張  禮  �

《邢仙傳》一卷  （宋） 王明清  �

《蘇雲卿傳》一卷  （宋） �子翬  �

《辛讜傳》一卷  （宋） 宋  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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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平仲小傳》一卷  （宋） 陸  游  �

《洪壽傳》一卷  （宋） 王  惲  �

《�中傳》一卷  （宋） 趙彥衛  �

《王實之傳》一卷  （宋） 周  密  �

《方萬里傳》一卷  （宋） 陳  侃  �

《暢���父傳》一卷  （宋） 陸友仁  �

《楊夫�傳》一卷  （宋） 羅大經  �

《吳興向�傳》一卷  （宋） 周  密  �

《樂平耕民傳》一卷  （宋） �  渭  �

《吳僧文捷傳》一卷  （宋） �  括  �

《�亭龍女傳》一卷  （宋） 佚名  �

《紅裳女子傳》一卷  （宋） 鄭景璧  �

《陳盼兒傳》一卷  （宋） 李  祉  �

《嚴蘂傳》一卷  （宋） 曹  嘉  �

《眇倡傳》一卷  （宋） 秦  觀  �

《菊部頭傳》一卷  （宋） 陳  忠  �

《耿聽聲傳》一卷  （宋） 吳師直  �

《鍼異�傳》一卷  （宋） 虞  防  �

《林靈素傳》一卷  （宋） 趙與時  �

《李博傳》一卷  （宋） 張邦基  �

《何簑衣傳》一卷  （宋） 岳  珂  �

《張鋤柄傳》一卷  （宋） 張世南  �

《碁待詔傳》一卷  （宋） 李  述  �

《謝石拆字傳》一卷  （宋） 陳  直  �

《張鬼靈相墓術》一卷  （宋） 陳  直  �

《神咒志》一卷  （宋） 皇甫周  �

《僊箕傳》一卷  （宋） 周  密  �

《子姑神傳》一卷  （宋） 蘇  軾  �

《紫姑神傳》一卷  （宋） �  括  �

《中罶神傳》一卷  （宋） 何  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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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神記》一卷  （宋） 崔伯易  �

《�南木客傳》一卷  （宋） 洪  邁  �

《獨腳五通傳》一卷  （宋） 方  亮  �

《聖琵琶傳》一卷  （宋） 何  曾  �

《妖巫傳》一卷  （宋） 洪  邁  �

《瓦缶冰�傳》一卷  （宋） 何 薳  �

《萬安橋記》一卷  （宋） 蔡  襄  �

《續劍客傳》一卷  （宋） 洪  邁  �

明代部分：

《墨畦》一卷  （明） 袁宏道  �

《陝洛日記》一卷  （明） 袁宏道  �

《否泰錄》一卷 （明） �定之  �

《君子堂日詢手鏡》一卷  （明） 王濟  �

《庭聞述略》一卷  （明） 王文祿  �

《近峰記略》一卷  （明） 皇甫庸  �（各本俱見著錄，惟《綜錄》漏去此

目）

《北還錄》一卷  （明） 陸深  �

《北使錄》一卷  （明） 李實  �

《北征事蹟》一卷  （明） 袁彬  �  （明） 尹  直  錄

《渤泥入貢記》一卷  （明） 宋濂  �

《撫安�夷記》一卷  （明） 馬文�  �

《哈密國王記》一卷  （明） 馬文�  �

《安南水程日記》一卷  （明） 黃  福  �

《武功縣官師志》一卷  （明） 康  海  �

《群碎錄》一卷  （明） 陳繼儒  �

《熙朝樂事》一卷  （明） 田汝成  �

《幽怪錄》一卷  （明） 陶宗儀  �

《名劍記》一卷  （明） 李承勛  �

《名馬記》一卷  （明） 李  翰  �

《兒世說》一卷  （明） 趙  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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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西征記》、《腳氣集》分別為（晉）戴祚、（宋）車若水所�，宜歸入

「魏晉小說」、「宋�百家小說」之部。又《綜錄》謂《李公子傳》、《阿寄

傳》屬「大觀」系統本，然各「小說」系統本均見此書，《綜錄》此說有誤。

《五朝小說》各版不同，子目亦異：「子目的更改，大抵都是在對應的位置

上進行，這更證明了該書是先後經過多次修改才變成《綜錄》的現今模樣。」

（�上引�文頁127。）筆者擬測「《五朝小說》的發展過程是先有魏晉、唐、

宋四朝小說部分，并各自刊行，直至《皇明百家小說》部分在明崇禎甲戌小�

日（16�5）刊成後才配套印刷，合稱《五朝小說》。可能由於版片散亂、損毀

或移用於他處，所以先後所印的子目不盡相同；往往在缺失、損毀或移用於他

本之處，重行剜改，更換他書充數；由於迭次更換，『小說系統』本便有多種

面目；……。」（�上引�文頁129）。

明末武林（今杭州）一帶書坊，往往將舊有叢書拆版，各相混雜，另標�名

射利，《五朝小說》與當時之《說郛》、《續說郛》、《百川學海》、《續百

川學海》、《漢魏叢書》、《廣漢魏叢書》、《合刻三志》、《綠窗小史》、

《水邊林下》等版刻相同，正可見此書與各叢書間之相因與傳承關係。（�上

引�文頁1�0）

《綜錄》在《五朝小說》下另附《五朝小說大觀》，其子目與《五朝小

說》大抵相同，約有十五處相異，子目非此即彼，互成系統，憑此可判二書之

別。此亦與《五朝小說》以後散版，另換他目有關。（�上引�文頁118-9及

124-129）

85	 舊小說（綜錄，頁 776）

（民國） 吳曾祺  輯

（清宣統二年（1910）上海涵芬樓排印本）（關大）

此版本項名《舊小說》甲集至己集。

（民國三年（1914）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國會）

以上二書較《綜錄》本為早，且多戊集（�元明）一百�十目（清）及己集

二百八十�目。子目如下：

戊集

《祁忠毅公傳》一卷 （�） 趙秉文  �

《適安堂記》一卷 （�） 趙秉文  �



137李銳清／《中國叢書綜錄‧子部》訂補

《手植檜刻像記》一卷  （�） 趙秉文  �

《游龍山記》一卷  （元） 麻  革  �

《朝元觀記》一卷  （�） 元好問  �

《睡鶴記》一卷  （�） 李俊民  �

《李伯淵奇節傳》一卷  （口） 曹居一  �

《烈婦��傳》一卷  （元） 王  惲  �

《何長春傳》一卷  （元） �長孺  �

《陳孝子傳》一卷  （元） �長孺  �

《史母程�傳》一卷  （元） 袁  桷  �

《李節婦傳》一卷  （元） 揭徯斯  �

《節婦馬�傳》一卷  （元） 元明善  �

《張淳傳》一卷  （元） 元明善  �

《汴故宮記》一卷  （元） 楊  奐  �

《鄆國夫�殿記》一卷  （元） 楊  奐  �

《平蠻記》一卷  （元） 陽  恪  �

《書王貞言事》一卷  （元） 虞  集  �

《書邢�賢行》一卷  （元） 吳  澂  �

《序�漢先生死生》一卷  （元） 姚  燧  �

《工獄》一卷  （元） 宋  本  �

《烏寶傳》一卷  （元） 高  明  �

《秦士錄》一卷  （明） 宋  濂  �

《王冕傳》一卷  （明） 宋  濂  �

《危孝子傳》一卷  （明） 宋  濂  �

《杜還小傳》一卷  （明） 宋  濂  �

《李疑傳》一卷  （明） 宋  濂  �

《宋九賢遺像記》一卷  （明） 宋  濂  �

《蘭亭觴詠圖記》一卷  （明） 宋  濂  �

《�壽�傳》一卷  （明） 王  褘  �

《南宮生傳》一卷  （明） 高  �  �

《�應炎傳》一卷  （明） 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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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縛雞者事》一卷  （明） 高  �  �

《滇南慟哭記》一卷  （明） 王  紳  �

《葉伯巨鄭士利傳》一卷  （明） 方孝孺  �

《祕錄》一卷  （明） 李夢陽  �

《唐珏傳》一卷  （明） 張�兼  �

《書某節婦事》一卷  （明） 李�陽  �

《鐵崖先生傳》一卷  （明） 貝  瓊  �

《義士楊景和塤傳》一卷  （明） 張  弼  �

《愧�先生傳》一卷  （明） 王  鏊  �

《中山狼傳》一卷  （明） 馬中�  �

《謝翱傳》一卷  （明） �  翰  �

《�義士墓表》一卷  （明） �  翰  �

《孝烈婦唐貴梅傳》一卷  （明） 楊  慎  �

《�都八陣圖記》一卷  （明） 楊  慎  �

《錢可大傳》一卷  （明） 梁  潛  �

《一峯先生傳》一卷  （明） 陳獻章  �

《董擬傳》一卷  （明） 葛  芝  �

《�游紀異》一卷  （明） 董  玘  �

《夜渡兩關記》一卷  （明） 程敏政  �

《躄盜》一卷  （明） 何景明  �

《阿留傳》一卷  （明） 陸  容  �

《二孝子傳》一卷  （明） 王叔英  �

《崔鑑傳》一卷  （明） 吳桂芳  �

《記任公事蹟》一卷  （明） �  鳳  �

《阿寄傳》一卷  （明） 田汝成  �

《義虎傳》一卷  （明） 祝允明  �

《書二館�事》一卷  （明） 王世貞  �

《書應生事》一卷  （明） 王世貞  �

《雜記》一卷  （明） 申時行  �

《書富林二曹先生遺事》一卷  （明） 馮時可  �



139李銳清／《中國叢書綜錄‧子部》訂補

《王義士芳傳》一卷  （明） 張  椿  �

《邊城》一卷  （明） 魏  濬  �

《王烈婦傳》一卷  （明） 歸有光  �

《陶節婦傳》一卷  （明） 歸有光  �

《歸�二孝子傳》一卷  （明） 歸有光  �

《書郭義官事》一卷  （明） 歸有光  �

《書張貞女死事》一卷  （明） 歸有光  �

《書里涇張�妻事》一卷  （明） 歸有光  �

《海上平寇記》一卷  （明） 王慎中  �

《西門記》一卷  （明） 宗  臣  �

《紀剿除徐海本末》一卷  （明） �  坤  �

《記王忠肅公翱三事》一卷  （明） 崔  銑  �

《李公子傳》一卷  （明） 陳繼儒  �

《書廣水鎮都巡王珪死事本末》一卷  （明） �  崧  �

《四貞祠記》一卷  （明） 崔  銑  �

《徐文長傳》一卷  （明） 袁宏道  �

《醉叟傳》一卷  （明） 袁宏道  �

《�效傳》一卷  （明） 袁宏道  �

《一瓢道�傳 》一卷  （明） 袁中道  �

《邢布衣傳》一卷  （明） 文��  �

《五�墓記》一卷  （明） 張  溥  �

《膠�二高士傳》一卷  （明） 周思兼  �

《竹籤傳》一卷  （明） 顧大韶  �

《孝女格�記》一卷  （明） 顧文亭  �

《神鐘記》一卷  （明） 豐  坊  �

《遼陽海神傳》一卷  （明） 蔡  羽  �

《核舟記》一卷  （明） 魏學洢  �

《虎口餘生記》一卷  （明） 邊大綬  �

《萬孝子傳》一卷  （明） 陳弘緒  �

《�華陽傳》一卷  （口） 范文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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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潛志》一卷  （�） �  祁  �

《續夷堅志》一卷  （�） 元好問  �

《老學叢談》一卷  （元） 盛如梓  �

《山房隨筆》一卷  （元） 蔣子正  �

《遂昌雜錄》一卷  （元） 鄭元祐  �

《湛園靜語》一卷  （元） 白  珽  �

《山居�話》一卷  （元） 楊  瑀  �

《隱居通議》一卷  （元） �  壎  �

《真臘風土記》一卷  （元） 周達觀  �

《青樓集》一卷  （元） 黃  □  �

《吳中舊事》一卷  （元） 陸友仁  �

《坿�錄》一卷  （元） 囅然子  �

《輟耕錄》一卷  （元） 陶宗儀  �

《在田錄》一卷  （明） 張  定  �

《壟起雜事》一卷  （明） 楊儀  �

《龍興慈記》一卷  （明） 王文祿  �

《�明記》一卷  （明） 王  泌  �

《遜國記》一卷  （明） 闕  名  �

《郊外農談》一卷  （明） 闕  名  �

《沂陽日記》一卷  （明） 闕  名  �

《西墅雜記》一卷  （明） 楊  穆  �

《代醉編》一卷  （明） 張�思  �

《艾子後語》一卷  （明） 陸  灼  �

《雪濤小說》一卷  （明） �盈科  �

《雪濤談叢》一卷  （明） �盈科  �

《談言》一卷  （明） �盈科  �

《應諧錄》一卷  （明） �元卿  �

《權子》一卷  （明） 耿定向  �

《先進遺風》一卷  （明） 耿定向  �

《枝山前聞》一卷  （明） 祝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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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猥談》一卷  （明） 祝允明  �

《語怪》一卷  （明） 祝允明  �

《異林》一卷  （明） 徐禎卿  �

《翦勝野聞》一卷  （明） 徐禎卿  �

《幽怪錄》一卷  （明） 田汝成  �

《委巷叢談》一卷  （明） 田汝成  �

《見聞紀訓》一卷  （明） 陳良謨  �  

《�臺紀聞》一卷  （明） 陸  深  �

《�澤紀聞》一卷  （明） 王  鏊  �

《莘野纂聞》一卷  （明） 伍餘福  �

《駒陰冗記》一卷  （明） 闌  莊  �

《南翁夢錄》一卷  （明） 安  南、黎  澄  �

《中洲野錄》一卷  （明） 程文�  �

《蘇談》一卷  （明） 楊循吉  �

《吳中故語》一卷  （明） 楊循吉  �

《蓬軒別記》一卷  （明） 楊循吉  �

《庚巳編》一卷  （明） 陸  燦  �

《續巳編》一卷  （明） 郎  �  �

《��雜志》一卷  （明） �定之  �

《碧里雜存》一卷  （明） 董  穀  �

《西樵野記》一卷  （明） 侯  甸  �

《甲乙剩言》一卷  （明） �應麟  �

《前定錄補》一卷  （明） �  佐  �

《病逸漫記》一卷  （明） 陸  釴  �

《高坡異纂》一卷  （明） 楊  儀  �

《巳瘧編》一卷  （明） �玉記  �

《二酉委談》一卷  （明） 王世懋  �

《寓圃雜記》一卷  （明） 王  錡  �

《遼邸紀聞》一卷  （明） 錢希言  �

《閒中古今錄》一卷  （明） 黃溥言  �



142 國家圖書館館刊　九十六年第二期 (2007.12)六年第二期 (2007.12)年第二期 (2007.12)二期 (2007.12)期 (2007.12)12))

《綵雪亭雜言》一卷  （明） 敖  英  �

《蒹葭堂雜鈔》一卷  （明） 陸  楫  �

《霏雪錄》一卷  （明） 鎦  積  �

《鷃林子》一卷  （明） 趙  釴  �

《焦�筆乘》一卷  （明） 焦  竑  �

《赤雅》一卷  （明） 鄺  露  �

《學圃餘力》一卷  （明） 姜  南  �

《墨畬錢鎛》一卷  （明） 姜  南  �

《洗硯�錄》一卷  （明） 姜  南  �

《快雪堂漫錄》一卷  （明） 馮夢禎  �

《筆麈》一卷  （明） 莫是龍  �

《雲閒雜志》一卷  （明） 李紹聞  �

《陶菴夢憶》一卷  （明） 張  岱  �

《宦游紀聞》一卷  （明） 張  誼  �

己集

《孝烈張公傳》一卷  （清） 王�定  �

《錢烈女墓誌》一卷  （清） 王�定  �

《李一足傳》一卷  （清） 王�定  �

《梁烈婦傳》一卷  （清） 王�定  �

《湯琵琶傳》一卷  （清） 王�定  �

《義虎記》一卷  （清） 王�定  �

《賣酒者傳》一卷  （清） 魏  禧  �

《吳孝子傳》一卷  （清） 魏  禧  �

《彭夫�家傳》一卷  （清） 魏  禧  �

《大鐵椎傳》一卷  （清） 魏  禧  �

《邱維屏傳》一卷  （清） 魏  禧  �

《書鄭仰田事》一卷  （清） 錢謙益  �

《柳敬亭傳》一卷  （清） 吳偉業  �

《黃孝子傳》一卷  （清） 歸  莊  �

《萬里尋兄記》一卷  （清） 黃宗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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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伶傳》一卷  （清） 侯方域  �

《郭老僕墓誌銘》一卷  （清） 侯方域  �

《李姬傳》一卷  （清） 侯方域  �

《徐作霖張渭傳》一卷  （清） 侯方域  �

《吳伯裔伯胤傳》一卷  （清） 侯方域  �

《寧南侯傳》一卷  （清） 侯方域  �

《秋聲詩自序》一卷  （清） 林嗣環  �

《小青傳》一卷  （清） 闕  名  �

《神鉞記》一卷  （清） 徐  芳  �

《柳夫�小傳》一卷  （清） 徐  芳  �

《換心記》一卷  （清） 徐  芳  �

《乞老王翁傳》一卷  （清） 徐  芳  �

《奇女子傳》一卷  （清） 徐  芳  �

《化虎記》一卷  （清） 徐  芳  �

《義犬記》一卷  （清） 徐  芳  �

《林四娘記》一卷  （清） 林雲銘  �

《瑤宮�史小傳》一卷  （清） 尤  侗  �

《冒姬董小宛傳》一卷  （清） 冒  襄  �

《冒辟疆影梅菴憶語》一卷  （清） 冒襄  �

《宋�璧傳》一卷  （清） 李煥章  �

《�十四郎》一卷  （清） 徐士俊  �

《焚琴子傳》一卷  （清） 顧  彩  �

《髯樵傳》一卷  （清） 顧  彩  �

《秦淮健兒傳》一卷  （清） 李  漁  �

《義士李倫表傳》一卷  （清） 李  漁  �

《山�四女詞記》一卷  （清） 黃  始  �

《毛女傳》一卷  （清） 陳  �  �

《王義士傳》一卷  （清） 陳  �  �

《愛鐵道�傳》一卷  （清） 陳  �  �

《狗皮道士傳》一卷  （清） 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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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狐傳》一卷  （清） 陳  �  �

《八大山�傳》一卷  （清） 陳  �  �

《義牛傳》一卷  （清） 陳  �  �

《彭望�傳》一卷  （清） 陳  �  �

《薛衣道�傳》一卷  （清） 陳  �  �

《孝犬傳》一卷  （清） 陳  �  �

《活死�傳》一卷  （清） 陳  �  �

《唐仲言傳》一卷  （清） 周亮工  �

《李公起傳》一卷  （清） 周亮工  �

《張林宗先生傳》一卷  （清） 周亮工  �

《王王屋傳》一卷  （清） 周亮工  �

《書戚三郎事》一卷  （清） 周亮工  �

《五�傳》一卷  （清） 吳肅公  �

《王翠翹傳》一卷  （清） 余  懷  �

《鬼孝子傳》一卷  （清） 宋  曹  �

《義猴傳》一卷  （清） 宋  曹  �

《紀盜》一卷  （清） 楊衡�  �

《戴南技傳》一卷  （清） 潘  耒  �

《�文正黃石�兩事》一卷　（清）　方　�　�　（清）　方　�　�（清）　方　�　�　方　�　�方　�　�　�　��　�　��

《左忠毅逸事》一卷  （清） 方  �  �

《高節婦傳》一卷  （清） 方  �  �

《方任二貞婦傳》一卷  （清） 方  �  �

《獄中雜記》一卷  （清） 方  �  �

《黃孝子事略》一卷  （清） �  琬  �

《王烈女傳》一卷  （清） �  琬  � 

《��一傳》一卷  （清） �  琬  �

《邵宗元傳》一卷  （清） �  琬  �

《書�通明事》一卷  （清） �  琬  �

《乙邦才傳》一卷  （清） �  琬  �

《申甫傳》一卷  （清） �  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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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希乾傳》一卷  （清） 甘  表  �

《畫網巾先生傳》一卷  （清） 戴名世  �

《萬夫雄打虎傳》一卷  （清） 張  惣  �

《鬼母傳》一卷  （清） 李  清  �

《過百齡傳》一卷  （清） 秦松齡  �

《補張靈崔瑩合傳》一卷  （清） 黃周星  �

《圓圓傳》一卷  （清） 陸次雲  �

《費宮�傳》一卷  （清） 陸次雲  �

《跳月記》一卷  （清） 陸次雲  �

《徐菴古佛記》一卷  （清） 陸次雲  �

《似見篇序》一卷  （清） 陸次雲  �

《廣德州守趙使君傳》一卷  （清） 陸次雲  �

《海烈婦傳》一卷  （清） 陸次雲  �

《�孚中傳》一卷  （清） 陸次雲  �

《再來詩讖記》一卷  （清） 沙張白  �

《程弱文傳》一卷  （清） 羅  坤  �

《�醫記》一卷  （清） 陳玉璂  �

《錢�于生三世事記》一卷  （清） 陳玉璂  �

《邵士梅傳》一卷  （清） 陸鳴珂  �

《崇明老�記》一卷  （清） 陸隴其  �

《曼殊葬銘》一卷  （清） 毛奇齡  �

《曼殊回生記》一卷  （清） 毛奇齡  �

《�雲英傳》一卷  （清） 毛奇齡  �

《楊孝子傳》一卷  （清） 毛奇齡  �

《家貞女墮樓記》一卷  （清） 毛奇齡  �

《重建宜城徐烈婦祠碑記》一卷  （清） 毛奇齡  �

《中山紀略》一卷  （清） 張學禮  �

《書吳伯宗尋弟事》一卷  （清） 李光地  �

《�同一生傳》一卷  （清） 王�闡  �

《無悶先生傳》一卷  （清） 應撝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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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婦傳》一卷  （清） 王  槩  �

《廖�傳》一卷  （清） 李良年  �

《湯中丞雜記》一卷  （清） 馮  景  �

《奇奴傳》一卷  （清） 馮  景  �

《王山傳》一卷  （清） 馮  景  �

《俞老僕墓誌銘》一卷  （清） 馮  景  �

《閻典史傳》一卷  （清） 邵長蘅  �

《侯方域魏禧傳》一卷  （清） 邵長蘅  �

《黃烈婦傳》一卷  （清） 邵長蘅  �

《賀向峻��傳》一卷  （清） 邵長蘅  �

《青門老圃傳》一卷  （清） 邵長蘅  �

《孝節婦鄭�傳略》一卷  （清） 章藻功  �

《記縊鬼》一卷  （清） 王明德  �

《�仙記》一卷  （清） 徐喈鳯  �

《髯�軍傳》一卷  （清） 徐  瑤  �

《太恨生傳》一卷  （清） 徐  瑤  �

《姍姍傳》一卷  （清） 黃  永  �

《啞孝子傳》一卷  （清） 王  潔  �

《核工記》一卷  （清） 宋起鳳  �

《記古鐵條》一卷  （清） 詹鍾玉  �

《楊老癡傳》一卷  （清） 施閏章  �

《王白虹妾��小傳》一卷  （清） 施閏章  �

《王烈婦傳》一卷  （清） 施閏章  �

《�孝子尋親記》一卷  （清） 姜宸英  �

《記女奴景事》一卷  （清） 陳廷敬  �

《書顧伶事》一卷  （清） 楊繩武  �

《書趙萬全事》一卷  （清） ��游  �

《書侯振�》一卷  （清） ��游  �

《書李晉福》一卷  （清） ��游  �

《司衡君傳》一卷  （清） ��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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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李三傳》一卷  （清） ��游  �

《申自然傳》一卷  （清） 儲方慶  �

《王烈女紀略》一卷  （清） 王步青  �

《王烈女墓誌銘》一卷  （清） 毛�可  �

《總制�公逸事》一卷  （清） 毛�可  �

《張處士墓誌銘》一卷  （清） �彝尊  �

《看�述異記》一卷  （清） 王  倬  �

《記吳六奇將軍事》一卷  （清） 鈕  琇  �

《閔孝子傳》一卷  （清） 吳  晉  �

《餓鄉記》一卷  （清） 藍�元  �

《宋道�道》一卷  （清） 王士禛  � 

《婉蘭傳》一卷  （清） 徐  岳  �

《瓊枝曼仙記》一卷  （清） 徐  岳  �

《啞道�傳》一卷  （清） 徐  岳  �

《義貓記》一卷  （清） 徐  岳  �

《�婚記》一卷  （清） 徐  岳  �

《書譚半城事》一卷  （清） 陳�范  �

《書麻城獄》一卷  （清） 袁  枚  �

《徐夫�受封記》一卷  （清） 袁  枚  �

《書魯亮儕》一卷  （清） 袁  枚  �

《書王士俊》一卷  （清） 袁  枚  �

《口技記》一卷  （清） �軒主�  �

《記呂尚義破賊事》一卷  （清） 李  紱  �

《毛生》一卷  （清） 樂宮譜  �

《蕊宮仙史》一卷  （清） 樂宮譜  �

《博山知縣武君墓表》一卷  （清） 姚  鼐  �

《書王勷還�事》一卷  （清） 牛運�  �

《�雲英傳》一卷  （清） 夏之蓉  �

《書文衡山遺事》一卷  （清） 李  果  �

《張烈女傳》一卷  （清） 王太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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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鵬傳》一卷  （清） 程嗣立  �

《書孝豐知縣李夢登事》一卷  （清） 章學誠  �

《書鍾�朋》一卷  （清） 吳應逵  �

《鄺湛若傳》一卷  （清） 吳蘭修  �

《記老神仙事》一卷  （清） 方亨咸  �

《武風子傳》一卷  （清） 方亨咸  �  

《一瓢子傳》一卷  （清） 嚴首昇  �

《丁�園外傳》一卷  （清） 林  璐  �

《顧玉川傳》一卷  （清） 曹  禾  �

《名捕傳》一卷  （清） 姚  □  �

《無名生傳》一卷  （清） 車騰芳  �

《��兩生傳》一卷  （清） 車騰芳  �

《張獻忠降生記》一卷  （清） 李調元  �

《書左仲甫事》一卷  （清） 張惠言  �

《書李林�事》一卷  （清） 梅曾亮  �

《書楊�婢》一卷  （清） 梅曾亮  �

《荊南苗俗記》一卷  （清） 魏祝亭  �

《兩粵猺俗記》一卷  （清） 魏祝亭  �

《書沔陽陸�失陷�寧事》一卷  （清） 薛福成  �

《書昆明何�失陷蘇常事》一卷  （清） 薛福成  �

《書科爾沁忠親王大沽之敗》一卷  （清） 薛福成  �

《書兩�總督何桂清之獄》一卷  （清） 薛福成  �

《書霆軍銘軍尹隆河之役》一卷  （清） 薛福成  �

《書�西候補同知祝君殉難事》一卷  （清） 薛福成  �

《白雷登海口避暑記》一卷  （清） 薛福成  �

《書涿州獄》一卷  （清） 薛福成  �

《書方烈婦事》一卷  （清） 薛福成  �

《科爾沁忠親王死事略》一卷  （清） 薛福成  �

《觀巴黎油畫記》一卷  （清） 薛福成  �

《巴黎賽�紀略》一卷  （清） 黎庶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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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來敦記》一卷  （清） 黎庶昌  �

《訪徐福墓記》一卷  （清） 黎庶昌  �

《遊越南記》一卷  （清） 闕名  �

《義火可握國記》一卷  （清） 闕名  �

《蒿菴閒話》一卷  （清） 張爾岐  �

《書事�則》一卷  （清） 陳貞慧  �

《婦�集》一卷  （清） 陳維崧  �

《茶餘客話》一卷  （清） 阮葵生  �

《諾皋廣志》一卷  （清） 徐芳  �

《隴蜀餘聞》一卷  （清） 王士禛  �

《劍俠傳》一卷  （清） 王士禛  �

《皇華紀聞》一卷  （清） 王士禛  �

《湖壖雜記》一卷  （清） 陸次雲  �

《北墅奇書》一卷  （清） 陸次雲  � 

《峒谿纖志志餘》一卷  （清） 陸次雲  �

《彤史拾遺》一卷  （清） 毛奇齡  �

《武宗外紀》一卷  （清） 毛奇齡  �

《因樹屋書影》一卷  （清） 周亮工  �

《蠖�詩話》一卷  （清） 施閏章  �

《矩�雜記》一卷  （清） 施閏章  �

《寧古塔志》一卷  （清） 方拱乾  �

《建文帝後紀》一卷  （清） 邵遠平  �

《麈餘》一卷  （清） 曹宗璠  �

《石里雜識》一卷  （清） 張尚瑗  �

《香�談藪》一卷  （清） 吳雷發  �

《吳語》一卷  （清） 戴延年  �

《秋燈叢話》一卷  （清） 戴延年  �

《嗒史》一卷  （清） 王  煒  �

《仁恕堂筆記》一卷  （清） 黎士弘  �

《�城雜記》一卷  （清） 厲  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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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虎》一卷  （清） 趙彪詔  �

《灤陽銷夏錄》一卷  （清） 紀  昀  �

《如是我聞》一卷  （清） 紀  昀  �

《槐西雜志》一卷  （清） 紀  昀  �

《姑妄聽之》一卷  （清） 紀  昀  �

《灤陽續集》一卷  （清） 紀  昀  �

《觚賸》  （清） 鈕  琇  �

�觚一卷

事觚一卷

物觚一卷

燕觚一卷

豫觚一卷

秦觚一卷

吳觚一卷

《邯鄲士�小傳》一卷  （清） 鄭方坤  �

《板橋雜記》一卷  （清） 余  懷  �

《續板橋雜記》一卷  （清） 珠泉居士  �

《雪鴻小記》一卷  （清） 珠泉居士  �

《粵雅堂今世說》一卷  （清） 王  晫  �

《嘯亭雜錄》一卷  （清） 愛�覺羅昭摙  �

《嘯亭續錄》一卷  （清） 愛�覺羅昭摙  �

《遼詩話》一卷  （清） 周  春  �

《簷曝雜記》一卷  （清） 趙  翼  �

《聞見偶錄》一卷  （清） �象賢  �

《宸垣識餘》一卷  （清） 吳長元  �

《��脞語》一卷  （清） 吳翌鳳  �

《維西見聞紀》一卷  （清） 余慶遠  �

《張民巵言》一卷  （清） 張元賡  �

《山�客譚》一卷  （清） 景星杓  �

《降平記事》一卷  （清） 史  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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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記》一卷  （清） 查慎行  � 

《柳邊紀略》一卷  （清） 楊  賓  �

《愚菴雜著》一卷  （清） �鶴齡  �

《秋燈錄》一卷  （清） 闕名  � 

《西神叢話》一卷  （清） 黃蛟起  �

《夢闌瑣筆》一卷  （清） 楊復吉  �

《碧血錄》一卷  （清） 黃  煜  �

《履園叢話》一卷  （清） 錢  泳  �

《�川瑣記》一卷  （清） 李心衡  �

《�皋雜鈔》一卷  （清） 董  潮  �

《滇南憶舊錄》一卷  （清） 張  潮  �

《南越筆記》一卷  （清） 李調元  �

《尾蔗叢談》一卷  （清） 李調元  �

《客窗涉筆》一卷  （清） 闕名  �

《聞見巵言》一卷  （清） 顧埕美  �

《樵書》一卷  （清） 來集之  �

《訒菴偶筆》一卷  （清） 闕名  �

《柳軒叢談》一卷  （清） 闕名  �

《嘯虹筆記》一卷  （清） 闕名  �

《守一�筆記》一卷  （清） �捧閶  �

《兩般秋雨盦隨筆》一卷  （清） 梁紹壬  �

《六如居士外集》一卷  （清（應作「明」——筆者）） 唐寅  �

《右台仙館筆記》一卷  （清） 兪  樾  �

《唐盦筆記》一卷  （清） 薛福成  �

《郎潛紀聞》一卷  （清） 陳康祺  �

《暹羅考略》一卷  （清） 龔  柴  �

《粵遊小誌》一卷  （清） 張心泰  �

《苗疆風俗考》一卷  （清） 嚴如煜  �

《黑龍�外記》一卷  （清） 西  清  �

（民國十年（1921）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東研）



152 國家圖書館館刊　九十六年第二期 (2007.12)六年第二期 (2007.12)年第二期 (2007.12)二期 (2007.12)期 (2007.12)12))

（民國十三年（1924）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第六版）（一橋）

（民國十九年（1930）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京產）

（民國二十五年（1936）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國難後第二版）（京產）

為《國學基本叢書》本。

1958年上海上海書店據19��年商務印書館排印本影印本（�文）

86	 唐人說薈（綜錄，頁 784）【補正，二二三】

（清） 蓮塘居士　（陳世熙）　輯　（陳世熙）　輯（陳世熙）　輯　輯輯  

（同治三年（1864）緯文堂刊本）（東研、天理、國會）

（清同治八年（1869）連元閣刊本）（東文、東洋、東都）

（清同治十年（1871）琉璃厂刊本）（神外）

（民國二年（1913）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京文、東文、一橋）

《貞娘墓詩》各本作《真娘墓詩》。

（民國十一年（1922）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吉川）

（民國十四年（1925）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廣大、長大）

（民國十九年（1930）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東文、奈良）

87	 全相平話五種（綜錄，頁 787）『續編，頁 270』

（元） □　□　輯　□　輯□　輯　輯輯

（元至治間建安虞氏刊本）（內閣）

（日本昭和十五年（1940）京都臨川書店據內閣文庫藏元至治間建安虞氏刊本

影印本）（人文、京文、大阪）

此版本項名《�刊全相平話》十二卷，缺末種。

1956年上海文學古籍刊行社用商務印書局據日本內閣文庫藏建安虞�刊本影

印本�印本（�洋、�文、�北、立大）

(十二)道　家十二)道　家)道　家道　家

88	 鬳齋三子口義（一名：鬳齋口義三種、三子口義）（綜錄，頁 790）【補正，二二五】

「廣錄，頁 661」

（宋） 林希逸　撰　撰撰

明嘉靖四年（1525）張士鎬刊本（廣錄）

與《補正》所述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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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萬曆二年（1574）敬義堂刊本（廣錄）

明萬曆五年（1577）序刊本（內閣、廣錄）

內閣名《三子口義》，（明） 張四維  補  （明） 何汝成  �；子目作

《老子鬳�口義》二卷、《列子鬳�口義》二卷、《莊子鬳�口義》二卷；其

中《列子鬳�口義》二卷較《綜錄》八卷少六卷。

（日本昭和五十五年（1980）京都大學�文科學�究所據臺北國立中央圖書

館藏明刊本景照本）（�文）

89	 四子書（綜錄，頁 790）『續編，頁 270』

（明襄陽刊本）（續編）

（明萬曆五年（1577）廣東右布政使施堯君刊本）（續編）

（明萬曆五年（1577）紫薇堂刊本）（內閣）

90	 老莊合刻（綜錄，頁 790）「廣錄，頁 662」

刊本（尊經）

鈔本（尊經）

尊經鈔本作（明） �鑛、鍾惺  等輯；子目作：

《老子道德經》二篇（附考異）

《老子解》二篇（附古今本考正）

而缺《莊子南華真經》八卷一種。

（明）萬曆刊本（廣錄）

此版本項子目作《老子道德經�》二卷、《古今本考證》一卷、《廣錄》

《莊子南華經�》三卷，與《綜錄》作二目有所不同。

91	 三子合刊（一名：閔校三子合刻）（綜錄，頁 791）

（明） 閔齊伋　輯　輯輯

明閔氏套印本（尊經）

尊經名《閔�三子合刻》。

92	 道書全集（綜錄，頁 817）【補正，二二五】

（明） 閻鶴洲　輯　輯輯

（明嘉靖十七年（1538）序刊本）（內閣）

內閣此版只得《�丹正理大全》一種，其下之子目全冠以「�丹正理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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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

明刊本（東研、東文、東洋、靜嘉、天理、尊經、蓬左）

靜嘉、蓬左名《�刊道書全集》。《綜錄》之《道德經註》此作《張洪陽註

解道德經》，尊經本同。而《諸真玄奧集成》九卷為（明） �載   輯，子目

為：

《�丹四百字解》

《還源篇》

《還丹復命篇》

《翠虛篇》

《�液還丹思�圖發�》

《指玄篇》

《�丹大成集》

《仙佛同源論》

《石函記》

九目各一種。

93		道書十二種（綜錄，頁 818）【補正，二二五】『續編，頁 275』

（清） 劉一明　撰　撰撰

清光緒六年（1880）上海翼化堂刊本（人文、東文、國會、續編）

翼化堂本較《綜錄》本多：

《周易闡真》四卷首卦圖一卷  （清） �一明  述

《孔易闡真》二卷  （清） �一明  述

《�心內集》二卷《外集》二卷  （清） �一明  �

《通關文》二卷  （清） �一明  �

《象言破疑》二卷  （清） �一明  �

等五目，合共十六目。又《陰符經》、《敲爻歌直解》、《百字碑註》、

《黃鶴賦》（均一卷，《綜錄》缺。）四目合稱《指南針》，《綜錄》稱《道

書十二種》別名《指南針》，恐誤。

1990年中國中醫�出版社據嘉慶年間常郡護國庵刊本合光緒年間上海翼化堂

刊本影印本（�文）

為《重刊道藏輯要》第二十五冊之「翼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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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濟一子道書（一名：濟一子證道祕書、濟一子證道祕書十七種）（綜錄，頁 818）【補

正，頁二二六】「廣錄，頁 669」『續編，頁 274-5』

（清） 傅金銓撰

（清蜀東善成堂刊本）（續編）

（民國十年（1921）上海中原書局石印本）（廣錄）

《續編》本名《濟一子證道祕書十�種》，《廣錄》本名《濟一子證道祕

書》，二者子目皆較《綜錄》多十種，而所多子目與《補正》所述同，《補

正》本乃合《濟一子道書》及《證道祕書》兩種叢書而為一者。

95		方壺外史（綜錄，頁 819）【補正，二二六】

（明） 陸西星　撰　撰撰

（明萬曆間趙宋未孩堂刊本）（人文、內閣）

《綜錄》之卷一至卷八，此本作「乾字集」、「坤字集」、「離字集」、

「坎字集」、「屯字集」、「蒙字集」、「既字集」、「未字集」。「屯字

集」下為《悟真篇詩小序》一卷，《綜錄》缺；又合《綜錄》之卷五、卷六為

「蒙字集」。每卷之下亦附卷數：《陰符經測疏》、《周易�同契測疏》、

《�同契口義》三種同作三卷，《老子道德玄覽》二卷，其餘皆作一卷。

（民國四十五年（1956）—五十一年（1962）臺中自由出版社據民國四年

（1915）香山鄭觀應等排印本影印本）（��、�北）

收入蕭�石輯《道藏精華》本第二集。

（收到日期：95.9.22；修�接受日期：96.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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