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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能力的掌握不僅決定學習的競爭

力，也攸關國家未來的發展。根據「經濟合

作發展組織」（OECD）主辦 2009 年「學生

基礎素養國際研究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以下

簡稱 PISA)，臺灣學生的閱讀素養在 68 個國

家中排名第 23 名，遠落後中國大陸上海、

香港、韓國、日本、新加坡。這個結果不啻

是對臺灣閱讀教育的警示，也讓圖書館重新

省思過去十幾年來全國各界推動的新閱讀運

動，不應只是停留在「活動」的層次，而忽

略閱讀力、理解力，以及建構知識的精進。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隨著數位媒體的

推陳出新，數位閱讀儼然將成為強化學生未

來競爭力的關鍵之一，但數位資源的落差，

卻製造衍生更多學習者因缺乏閱讀資源而陷

入弱勢的循環。因此，當代圖書館如何在知

識經濟來臨的時代，提供民眾優質閱讀環

境，同時利用數位服務培育高素質現代國民

與世界公民」，進而創造知識、提升國家競

爭力，打造熱愛閱讀的社會，至為重要。

政府支持圖書館經營，就如投資國家未

來競爭力。回顧數位內容產業在臺灣推行發

展已久，迄今已經超過 10 年。而國家圖書

館自 2002 年開始參與數位典藏計畫，始終

扮演典藏國家文獻、延伸數位加值的重要角

色。在 2009 年 8 月 31 日「數位學習與典藏

產業推動計畫」經行政院核定，由數位內容

產業以數位出版為優先發展。在新閱讀時代

的時代浪潮下，國圖責無旁貸，除了要推動

國家型數位出版的永久典藏策略，也同時進

行數位閱讀的推廣。因此，有鑑於國圖典藏

豐富的古籍文獻與數位影像資源，不僅有助

於學者研究，對於提升國民人文素養，展現

中華文明在世界地位，具有恢弘之效益。在

政府支持下，國圖率先提出「數位出版品國

家型永久典藏計畫」，建構國家圖書館「數

位出版品平台系統」，藉以回應數位閱讀新

趨勢。

漢學通覽經典系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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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廣數位閱讀方面，為提供讀者更優

質多元的閱讀環境。國圖也規劃製作「漢學

通覽經典」、「臺灣記憶」等系列電子書，

希望透過這套具有豐富知識性的小品電子

書，提供不同年齡層的人閱讀，藉此推廣數

位閱讀。除了提供精緻閱讀內容，了解產業

界與民眾賞閱、研究需求，更希望在世界文

化舞臺展現臺灣與中華文化精緻與數位閱讀

嶄新魅力，同時讓數位資源缺乏的偏鄉地區

民眾，也能透過網路連線及各種電子書閱讀

載具欣賞古典與人文之美，精進閱讀能力。

曾 淑 賢

國家圖書館館長

謹識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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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特藏圖書，首以宋、元、明各代善

本為主，旁及南北朝、隋、唐之敦煌寫經，

與乎遠古至今之金石拓片。同迺五千年來，

我先民心智之遺澤、歷經藏書家之勤求珍

護，輾轉相傳；昔日同仁之不畏艱辛、遷徙

扃固，終匯而為當今之學術文化寶庫。自來

公藏善本，論繁博宏富，似尚未有逾於是

者。

守藏之事，任重道遠，夙本聲氣應求，

羽翼士林之旨，前後曾將此千萬冊舊籍，整

理編目，公諸於世，計有善本書目，明人傳

記資料索引，墓誌拓片目錄、金石拓片簡目；

另假書影傳真者，則為宋、元善本圖錄、善

本幻燈片專輯，善本題跋真跡，及歷次展覽

選目所附書影，僉對致力目錄版本之研求，

有所裨益。思窺羣書奧蘊，自當以之為權輿。

每念往哲前賢，智士才人，各本睿識藻

思、裁為鴻篇偉構。浩如羣海、炳曜古今。

我中華民族長賴陶冶化育，精神因以發皇、

生存得而暢適，所形成之整體文化，遂久為

世人所共仰。尤可幸者，彼千百遺編具在，

而館藏版本之美善，更使得益彰。職是之

故，民國七十四年之秋，籌議纂輯特藏選

錄，先擬「古書三題」，聊作簡括說明；輔

以書影，藉之加深觀感。其次「歷代圖書舉

要」，彙載金石拓片、簡牘、敦煌寫經、善

本精品真蹟多種，偏重版本之析賞。末附

「中國古書裝訂的演變」及「各式護書函

套」，用作殿後。雖然，寸帙固非洋洋大觀，

品此一臠亦足知鼎味矣。進而有欲按圖以索

驥，循委以探源，萬卷琳琅、羅列相待，本

編之成，意在斯歟！

七十四年八月國立中央圖書館

館長

王 振 鵠 謹序

原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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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書是我中華民族先聖先賢智慧和經驗累積的

寶貴紀錄。數量及內容，浩如煙海，無法一一詳述。

現在，只能就傳統分類，將經、史、子、集性質，

扼要說明，並附書影，從而可知某類圖書的涵義和

版刻面貌。

經  博物志說：「聖人制作曰經」。文心雕龍

又說：「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

故經書內所涵蘊的，都是永久的道理，不朽的寶訓。

館藏經類善本圖書在一千一百部以上。

我國普遍現在重視的五經─「易」的要義：天

人要相應。即人對外在變化要能適合，以趨吉避凶。

(書影一 )纂圖互註周易─南宋建刊本。

味道之腴 六經鼓吹
篡圖互助周易 — 南宋建刊本。 ( 書影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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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要義：政治要賢明。尚書中典、謨、訓、

誥所希求，不外如是。( 書影二 ) 尚書─明代內府

刊黑口本。

「詩」的要義：情義要純正。詩三百篇，一言

以蔽之，曰：「詩無邪」。( 書影三 ) 毛詩註疏─

明崇禎三年毛氏汲古閣刊本。

「禮」的要義：言行要規矩。禮防於未然之前，

所賴在此。( 書影四 ) 禮記─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

庫刊紹熙至淳祐間遞次修補本。

「春秋」的要義：善惡要分明。一字之褒，榮

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 書影五 ) 春秋胡

氏傳纂疏─元至正八年劉叔簡刊本。

史  其字原義，據說文解釋：「記事者也」，

指的是史官。史官所記，即名為史書。常言道：「一

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其實我國史書所載，

多為民族生存之奮鬥事蹟，及文化演變之具體進程。

( 書影六 ) 史通─明正嘉間蜀中刊本。便是我國史

學精華之所聚。館藏史部善本圖書達三千部之多。

史書的寫法，因觀點的不同，分為三種體制─

一為紀傳體，以人為主，敘述其生平事蹟。

「漢書─宋紹興至乾道初兩淮江東轉運司刊宋元遞

修本」(書影七 )即用紀傳體寫法。

二為編年體，以時為主，依年月日順序，而記

人事，「資治通鑑─南宋鄂州覆北宋龍爪本」( 書

影八 )即用編年寫法。

三為紀事本末體，以事為主，各排比其次第，

而詳述其事始終。「通鑑紀事本末─宋寶祐五年趙

與　湖州刊元明修補本」。( 書影九 ) 即是用紀事

本末體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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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 — 明代內府刊黑口本。 ( 書影二 ) 毛詩註疏 — 明崇禎三年毛氏汲古閣刊本。 ( 書影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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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 — 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刊紹熙至淳祐間遞次修補本。 ( 書影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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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胡氏傳纂疏 — 元至正八年劉叔簡刊本。 ( 書影
五 )

史通 — 明正嘉間蜀中刊本。 ( 書影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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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 — 宋紹興至乾道初兩淮江東轉運司刊宋元遞修本。 ( 書影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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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鑑 — 南宋鄂州覆北宋龍爪本。 ( 書影八 ) 通鑑紀事本末 — 宋寶祐五年趙與　湖州刊元明修補
本。 ( 書影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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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古代為「有德之稱」，推廣而言，有學問

的人，亦稱為子；其所著之書，因名為「子」( 如

老子、墨子 )。諸子之書，都在表示其對宇宙人生

的不同看法和意見。「諸子類語─明萬曆年間陳繼

儒校刊本」。( 書影十 ) 為明王衡所編，便是歸納

各家的著作而成。

諸子共百八十九家 ( 漢志 )，館藏子類圖書近

三千五百部。一般最尊崇的有儒、道、墨、法四家

─

儒家重仁義。( 書影十一 ) 四書集註─明萬曆

乙卯 (四十三年 )榮藩崇義書院刊本。

道家崇尚自然。( 書影十二 ) 纂圖附釋文重言

互註老子道德經─南宋建刊巾箱本。

墨家提倡兼愛。( 書影十三 ) 墨子─明嘉靖癸

丑 (三十二年 )南昌唐氏刊本。

法家強調刑賞。( 書影十四 ) 韓非子─明嘉靖

戊午 (三十七年 )張鼎文穎東書院刊本。

集  指文集，其名最早見於南北朝宋、齊之際。

凡采輯一人或若干人之文章而成一帙者，都名文集，

并包括「有韻為文，無韻為筆」( 文心雕龍總術篇 )

兩方面。館藏善本集類圖書在四千六百部左右。

有韻之文，從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

為中國韻文之主流，現選錄一始一末兩部著作─

楚辭為韻文之王。( 書影十五 ) 楚辭─明萬曆

庚申 (四十八年 )烏程閔伋刊朱墨藍三色套印本。

元曲數量最豐。( 書影十六 ) 新定九宮大成總

目─清乾隆內府五色精鈔本。

無韻之筆 ( 後通稱之為文 )，為人所熟知，當

推唐宋八大家，現分為唐宋，各舉出一家文集─

一是文起八代之衰的「昌黎文集─宋淳熙元年

錦溪張監稅宅刊本。」(書影十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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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宋代古文運動首倡的「歐陽文忠居士集─

南宋中期覆周必大吉州刊本」。(書影十八 )

一般文學作品，內而在於心靈情意之抒發，外

而在於自然萬彙之詠嘆 ( 或論敘 )，但中國文章不

只如此，「文以載道」的主張，亦極有力量。

現在略述經、史、子、集性質既畢，便可推知

中華文化，是如何的博大和高明。

諸子類語 — 明萬曆年間陳繼儒校刊本。 ( 書影十 )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豈未功名始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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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集註 — 明萬曆乙卯 (四十三年 )榮藩崇義書院刊
本。 ( 書影十一 )

纂圖附釋文重言互註老子道德經 — 南宋建刊巾箱本。 
( 書影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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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 — 明嘉靖癸丑(三十二年)南昌唐氏刊本。 (書
影十三 )

韓非子 — 明嘉靖戊午 (三十七年 )張鼎文穎東書院刊
本。 ( 書影十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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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辭 — 明萬曆庚申 (四十八年 )烏程閔伋刊朱墨藍三
色套印本。 ( 書影十五 )

新定九宮大成總目 — 清乾隆內府五色精鈔本。 ( 書
影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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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黎先生集 — 宋淳熙元年錦溪張監稅宅刊本。 ( 書影十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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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文忠居士集 — 南宋中期覆周必大吉州刊本。 (書
影十八 )

古

書

的

著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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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來聖賢才智之士，發憤著述，留下大量圖書，

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其寫作過程之艱辛曲折，

十分值得敬仰。

依寫作的時代順序，舉幾個例：

周易 ( 明代趙府味經堂刊本─書影十九 ) 原書

是古代伏羲「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

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

八卦」(易楚辭下傳 )

俟經「文王居於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九六之

爻，謂之周易」。(帝王世紀 )

末則孔子讀易，韋編三。晚年始繫易。( 史記

孔子世家 )

所以，漢書藝文志說：「易道深矣，人更三聖，

世歷三古」

國語 ( 影鈔宋明道二年刊本─書影二十 ) 當春

秋之際，左丘明著本書的情形，僅於太史公留下這

樣簡略的記載：「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失明的

詳情，不可得知；但為完成此書，所付出的代價，

是何等的鉅大。

十一家註孫子 ( 宋紹熙間刊鈔補本─書影

二一 ) 原書為戰國時代孫武所作，但有以為經其

子孫孫臏補充過 ( 孫臏竹簡兵法，近年已有殘簡發

現 )。史記自序中說：「孫子臏腳，而論兵法」。

一個人在斬斷兩腳并受黥刑後，身心飽受斲傷，仍

然立志著書，這真需要毅力和勇氣。

史記 ( 蒙古中統二年平陽道段氏刊本─書影

二二 ) 當西漢時，司馬遷寫本書未完，因同情朋友
不朽盛事 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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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冤，慘遭宮刑，在人生最為難堪。由是，他自

述說：「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

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歿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

也。」又說：「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

己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

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

豈有悔哉。」( 均見報任少卿書 ) 故本書是司馬遷

懷著刑餘悲苦心情，含垢忍辱，奮力終篇的。

論衡 ( 明嘉靖十四年吳郡蘇獻可通津草堂刊本

─書影二三 ) 原書的撰寫時代在東漢，據范曄後漢

書所載：「王充少貧，而受業於班彪，恥為俗儒，

閉門潛思，羣慶弔，戶牖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

也。」正因其如此精勤，故這部書，能對兩漢流行

思想，作了總批判。

後漢書 ( 南宋初刊三種配補南宋福堂郡庠刊元

大德及元統間遞修本─書影二四 )

原書開始於東漢明帝時，到南北朝劉宋之際范

曄的寫作，歷經漢魏晉宋四朝，前後參預作者數十

人。據隋書經籍志載：漢有劉珍撰東觀漢記，晉有

薛瑩撰後漢記，司馬彪撰續漢書，張瑩撰後漢南記，

及吳國謝承、晉代謝沈、華嶠、袁山松四人各撰而

書名相同的後漢書，但都不夠完美，等於在為范曄

儲備資料；最後才由范曄寫下這部「筆勢縱放，為

天下奇作」的後漢書。( 范著一出，以前各種同類

的書，均未流傳下來。) 而且范因早死，「志」的

部份，仍未完成，還是用司馬彪的八志補入的。(此

後漢書之完成，過程最曲折，為時也最長 )

孟東野詩集 ( 明萬曆間吳興凌濛初刊朱墨套印

本─書影二五 ) 據唐詩記事載：「賈島赴舉至京，

騎驢賦詩，得『僧推月下門』之句，欲改推作敲，

引手作推敲之勢，未決，不覺衝大尹韓愈，乃具言，

愈曰，敲字佳。遂并轡論詩」。不只賈島如此，我

國古代有名詩文，都經過這樣字斟句酌，千錘百鍊

而成。

東波先生論語解。據齊安志載：「東坡寓黃州，

著論語解，池水皆黑。今之洗墨池，其遺跡也」。

這個故事，可以姑妄聽之，但辛勤應屬事實。惜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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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 (明代趙府味經堂刊本 ) ( 書影十九 )

四庫未收，當已失傳，由「池水皆黑」所寫下的內

容，遂不可知。

南邨輟耕錄 ( 明成化十年松江府刊本─書影

二六 )據明詩記事載：「陶九成字宗儀，家於南村，

作勞之暇，休於樹蔭，有所得，摘葉書之，貯一破

盎，去則埋樹下，如是十載，埋甕至十數，編次成

書，世所傳南村輟耕錄是也。」

立言，乃我國傳統觀念中，三不朽之一。但古

書歷經刀兵水火的劫難，加上去蕪存菁的自然淘汰

( 如前述范曄後漢書之於其時同類著作 )，能夠流傳

至今，很不容易。故我們對著者固然要尊敬，對古

書更應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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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 (影鈔宋明道二年刊本 )( 書影二十 ) 十一家註孫子 (宋紹熙間刊鈔補本 )( 書影二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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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 (蒙古中統二年平陽道段氏刊本 ) ( 書影二二 ) 論衡 (明嘉靖十四年吳郡蘇獻可通津草堂刊本 ) ( 書影
二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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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漢書 (南宋初刊三種配補南宋福堂郡庠刊元大德及元統間遞修本 )( 書影二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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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東野詩集 (明萬曆間吳興凌濛初刊朱墨套印本 ) ( 書
影二五 )

南邨輟耕錄 (明成化十年松江府刊本 ) ( 書影二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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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求知，圖書并重，未嘗以書廢圖。較早記

載，見於史記 ( 蕭相國世家：「收秦丞相御史律令

圖書藏之」) 漢志 ( 兵家著作即有附圖 )。到任宏、

王儉的圖譜，阮孝緒為之編目，尚存八百七十餘卷，

今已不傳。現在介紹幾種宋代以後，有關天文、地

理、農事、武備、醫藥、建築各類古書的附圖，以

見中國智識份子，早已具有實證的科學精神。

天文「天文圖說。明不著撰人。舊鈔本」。(書

影二七 ) 圖中左頁所繪為「太微垣」。請注意右頁

文字：「以下註無者，悉本朝所測，今觀其處，雜

星甚多，恐亦未可盡信也。姑抹出，以便觀者。」

可知此為當時觀測天象的真實紀錄。

地理「治河管見。明潘鳳梧撰。萬曆間刊本。」

( 書影二八 ) 全書四卷六冊，對治理黃河作具體的

規劃，繪有考正黃河全圖。並設計各種治河用具圖

樣。

農事「農書。元王禛撰。明嘉靖九年山東布政

司刊本」。( 書影二九 ) 全書卅六卷十二冊，對我

古

書

的

圖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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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圖說。明不著撰人。舊鈔本 (書影二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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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傳統農家蠶桑耕織技術，無不繪圖，詳為說明：

圖示「圃田」一幅，係種蔬果之田、附文區劃經營、

條理井然。

武備「紀效新書。明戚繼光撰。嘉靖間東牟戚

氏刊本」。(書影三十 )全書分號令、戰法、行營、

守哨、水戰諸章，各有圖說，具體周詳。故戚家軍

能消除倭患，名震天下。

醫藥「新刊補註銅人腧穴鍼灸圖經。宋王惟一

撰。元刊本」( 書影三一 ) 全書五卷五冊，專談我

國古代獨特發明之鍼灸術，并以銅人為式，繪圖標

示人體為部位，刻題於側，使學者明白易曉。

建築「營造法式。宋李誡撰。清嘉道間琴川張

氏小瑯嬛福地精鈔本」( 書影三二 ) 全書三十六卷

八大冊。張蓉鏡手書題記說：「自來政書考工之屬，

能羅括羣說，博洽詳明，深悉夫飭材辨器之義者，無

踰此書」。第廿九卷，繪有多種圖樣制度〈如壕寨

制度圖樣，石作制度圖樣，彩畫作制度圖樣〉，極

為精細。按圖施工，方便之至。
治河管見。明潘鳳梧撰。萬曆間刊本。(書影二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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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書。元王禎撰。明嘉靖九年山東布政司刊本 (書影二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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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圖籍，不可不知「三才圖會。明王圻撰。萬

曆三十七年原刊本」( 書影三三 ) 這部巨型類書，

全書一百零七冊，共分天地、地理、人物……十四

項。三才，指天、地、人而言，是撰者自認為已將

天地間形象、人生中事物，全部圖寫進去。論內容，

的確豐富得很。

古書中圖畫，除幫助了解文字說明，具實用性

外；另可從美的觀點，看出它在藝術方面的成就。

自唐代印刷術發明，開始以刀代筆，以印代繪，而

產生版畫，所謂版畫，乃繪、刻、印三項藝術之結

合。現在選錄三本這類的書──

「琵琶記。元高明撰。明烏程閔氏刊朱墨套

印本」( 書影三四 ) 本書為南曲名著，演蔡伯喈、

趙五娘故事，卷前有插圖二十幅，署「吳門王文真

繪」，未題刻雕人姓名。但雕鏤細緻，線條秀挺勻

稱，印以白棉紙，至為精美。

「唐詩畫譜。明黃鳳池編。萬曆間集雅齋刊本」

( 書影三五 ) 全譜共錄五言五十一首，七言四十九
紀效新書。明戚繼光撰。嘉靖間東牟戚氏刊本。( 書影
三十 )



寶
藏   

國
立
中
央
圖
書
館
特
藏
選
錄

6261

新刊補註銅人腧穴鍼灸圖經。宋王惟一撰。元刊本 (書影三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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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法式。李宋誡撰。清嘉道間琴川張氏小瑯嬛福地經
抄本 (書影三二 )

首。每詩一圖，詩由名家手書上版，圖係蔡元勛仿

古繪製，造境高雅，格調絕佳。鏤雕不知何人，而

細膩精妙。真可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十竹齋畫譜。明胡正言繪編。清康熙間芥子

園覆明崇禎間刊彩色套印本」( 書影三六 ) 全譜八

冊，分翎毛、花卉、梅、竹、墨華、石、果、書畫

八類，每類四十幅，一圖一文，可對照以觀。寫形

既妙，雕鏤亦巧，設色尤工。其特別處，在採用「餖

板」印刷術，透過木板水印，使得同一色調，產生

濃淡的多重層次。其色彩分板，動輒十數片以上，

而每一版的拓印，又分成許多種輕重不同的方法。

拓印時，運用的指法，輕重緩急，純賴任其事者，

心領神會。版畫發展至此，實已達到極高的境界。

從這些古書中的附圖，得知以往才智之士，長

期各抒心力，使實證 ( 科學 ) 精神與藝術造詣，不

斷分頭發展，終同歸於中華文化之大流，以成就美

善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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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圖會。明王圻撰。萬曆三十七年原刊本 (書影三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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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記。元高明撰。明烏程閔氏刊朱墨套印本 ( 書影
三四 )

唐詩畫譜。明黃鳳池編。萬曆間集雅齋刊本 ( 書影
三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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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竹齋畫譜。明胡正言繪編。清康熙間芥子園覆明崇禎間刊彩色套印本 (書影三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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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存的古代文字，除了殷商銅器上的「圖

形文字」外，以殷墟 ( 在河南安陽縣境 ) 發現的甲

骨刻辭為最早。這些文字是寫或刻在龜的腹甲、背

甲、和牛的肩胛骨上的文字。時間大約是從盤庚

到帝辛滅亡前 ( 相當西元前一四零一年─一一二二

年 )，即在當今三千一百餘年以前。當時由於紙尚

未發明，先民往往把所得的占卜之辭，刻在龜甲或

獸骨上面。刻辭的內容，大都是殷王田獵、祭祀、

求雨、詢問吉凶的紀事。

根據統計，現存的甲骨上所載的字數，已超過

百萬，但大多數的文字都是一再重複。除去重複後

的甲骨文單字約有四千六百餘字，其中有一千多字

可解，其餘，包括許多人名和地名，仍不能通讀，

有待將來的研究考釋。甲骨非本館典藏所重，僅存

河南安陽出土之殷商甲骨文拓本一冊。未予選入。

甲

骨

刻

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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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文
全
形
拓
片

我國商、周時代盛行青銅器，至漢以後則漸衰

微。這些青銅器可分為烹飪器、食器、酒器、水器、

樂器、兵器、農器、度量衡、雜器等類。金文 ( 又

稱鐘鼎文 ) 是指鑄於這些青銅器上之文字而言 ( 較

晚的金文亦有雕刻上去的 )。為了便於學術研究及

鑑賞，將銅器上的銘文及其全形，全拓印下來，即

稱為「金文全形拓片」。拓印銅器上的銘文，趙宋

以前，尚無所聞，俟經清代嘉慶時錢坫、阮元諸氏

倡導，方漸為世人所重視。至拓銅器全形，晚至道

光初年，嘉興馬傅巖，始從事於此。民國以來，當

推金谿周希丁所拓為最佳。本館所藏是類拓本，多

出其手。

商代金文，一般較簡短，多呈圖形。其內容多

為氏族名、人名、祖先的名字、器物名，或製造者

之名字等。西周金文，已有長篇的記事文。大多為

戰爭、盟約、條例、任命、賞賜、典禮和其他各種

政治社會活動的記錄。秦代金文多載於度量衡器，

其銘文多是有關度量衡標準化的記載。漢代金文，

則多記載鑄器者之名字、鑄器之年代、器主之名字，

器具之大小，以及一些吉祥語、祝賀語、或格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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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金文的字彙比甲骨文略少；據容庚所編的

「金文編」和「續編」，周代及以前的金文，可通

讀的約有一千八百餘字，不可通讀的約有一千二百

字。秦、漢的金文，可讀的將近一千字，不可讀的

僅有三十餘字。但現今出土的甲骨文及青銅器，僅

佔少數，並不能代表古代所有的字彙。

本館所藏的金文全形拓片凡六百餘種，時代上

起殷商，下訖漢代。茲錄所選二種：

蟬紋父乙羣   墨拓本 ( 書影三七 )

姜父鼎  墨拓本 ( 書影三八 )。

蟬紋父乙   墨拓本  商代酒器。高十五公分。銘文二
字。蟬紋陽刻在器底。拓工極佳，出自名家周希丁之手。
(書影三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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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父鼎  墨拓本  周代烹飪器。器形小巧，花足，銘文
六字。亦周希丁手拓，精美無比。(書影三八 )

石

刻

拓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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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字記錄的材料而言，石刻較青銅具有多方

面的優點，如石大而重，不易遺失或毀壞，載文的

面積亦較廣，來源供給不乏等，故自秦、漢以後，

石刻逐漸取代青銅器在記功、追遠等方面的用途。

自西元二世紀以來，儒、釋、道三家皆以石刻作為

永久保存經典之用，並以此作為定本。如東漢熹平

石經(包括易經、尚書、詩經、儀禮、春秋、公羊傳、

論語等七經 )，佛家的河北山房石經 ( 計刻有一百

零五部佛經的全文，分載於七千多塊石碑上，全文

共達四百二十萬字，為七世紀初至十二世紀間陸續

刻成者。)，道家的道德經之石刻，皆為最著名之石

刻文。

以墨拓印石刻文字，約始於南北朝。其方法是

用一質薄而強韌的紙，用水潤濕，使變柔軟，並具

黏性，覆在所摹拓的碑石上。用刷子在紙上刷動，

令紙陷入碑石的的刻紋中。至紙乾以後，用絲或棉

花等做成的拓包醮墨，在紙上輕而均勻地細打。所

刻的字跡，因筆劃凹下，不至沾染墨汁，可得黑底

白字，將紙剝下來，便可得到相同的拓本。

本館所藏石刻拓本片有五千餘種，約可分為墓

誌、碑碣、刻經、造像、題名題字、詩詞、雜刻七類。

茲選六種：

聞景墓誌附郭雲墓誌 ( 書影三九 ) 正書 宋元

嘉二十六年九月 墨拓本 韓天受手書題記

郃陽令曹全碑 ( 書影四十 ) 隸書 漢中平二年

十月 陝西郃陽 舊拓乾字未穿本 

清信女口知法造象 ( 書影四一 ) 正書 北魏皇

興五年六月 朱拓本 韓天受題記

大門柱鹽山縣令張君相等題名 ( 書影四二 ) 

行書 唐武后時 河北正定 墨拓本

唐玄宗行次成　詩 ( 書影四三 ) 唐玄宗御撰 

史敘書 行書 唐開元十三年十月 河南犯水 墨拓本

熹平殘碑 ( 書影四四 ) 隸書 漢熹平二年四月 

山東曲阜 墨拓本 翁方綱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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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景墓誌附郭雲墓誌 正書 宋元嘉二十六年九月 墨拓本 韓天受手書題記 (書影三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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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門柱鹽山縣令張君相等題名 行書 唐武后時 河北正
定 墨拓本 ( 書影四二 )

郃陽令曹全碑 隸書 漢中平二年十月 陝西郃陽 舊拓乾
字未穿本 ( 書影四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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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信女口知法造象 正書 北魏皇興五年六月 朱拓本 韓天受手書 題記 ( 書影四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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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行次成　詩 唐玄宗御撰 史敘書 行書 唐開元
十三年十月 河南犯水 墨拓本 ( 書影四三 )

熹平殘碑 隸書 漢熹平二年四月 山東曲阜 墨拓本 翁
方綱題記 ( 書影四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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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本

甲、漢代簡牘

我國圖書在未有刻本以前，端賴手寫。先用羣

帛、竹木，稍晚始用紙。用毛筆和墨寫在竹木上的，

稱為簡或牘。把許多跟竹簡用絲線、皮繩等編連起

來稱為冊 ( 或策 )，這就是最古老的書冊，也是我

國正式寫本書籍的開始。以簡寫書，殷商時已有記

載，凡歷一千四百餘年，至東漢和帝元興元年 ( 西

元一零五)，蔡倫發明(或改良)紙後，才逐漸減少，

而致輟用。自西元一九○○年，經各國考古學家的

發掘，出土的簡牘 ( 包括戰國、漢、魏、晉諸代竹

木簡 )，已近兩萬件。而以清光緒三十四年斯坦因

在敦煌西北所發現，及民國十九─二十年西北科學

考察團所得之居延漢簡，可謂質量俱豐。本館所藏

漢簡三十枚，即係由此次出土之居延漢簡得來。其

中有字者二十八簡，其中兩面有字者計七簡。簡上

記載年號者有：宣、元、成、哀、平諸帝。每簡長

度為漢尺一尺 ( 約市尺七吋 )。漢代天子詔書，據

記載牘長一尺一寸，普通則用一尺牘，今人呼函札

曰「尺牘」，義本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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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錄所選為漢代木簡二枚：

此簡八分書，兩面有字，上端作半圓形，花頭

( 圖案 ) 有小孔，便於穿繫，其形如後世腰牌而較

小，大概是出入關門用以為符信者。此處之「甘露」

年號，為漢宣帝的年號。其二年為西元前五十二年。

此簡薄如紙片，八分書。初元為漢元帝年號，

其三年當西元前四十六年。漢制，邊塞職官所居之

地，大者曰城，曰障，小者曰隧。障有尉有令史、

尉史、障卒、施刑等職官。

甘
露
二
年
十
月
盡 

三
年
九
月
吞 

(

反
面
兩
行) 
遠
食
過
關 

出
入

簿 (

正
面
兩
行)  (

書
影
四
五)

初
元
三
年
九
月
壬
子
朔
辛
巳
另
史
克 

敢
言
之
爰
聿□

□
 

丈
埻
道
　

皆
應
令
即
射
行 

候
事
塞□

□
 (

兩
行)  (

書
影
四
六)



寶
藏   

國
立
中
央
圖
書
館
特
藏
選
錄

9493

乙、寫本卷子 (六朝、隋、唐、五代 )

自上古至西元後數世紀的一段時期，竹和帛為

書寫的主要材料，但因「纖貴而簡重」( 後漢書蔡

倫傳 )，皆不是理想的書寫材料，因此有紙張的發

明，以取代竹帛。現今所見的紙書之「卷子」，大

部分為清光緒廿六年 ( 一九○○年 )，在甘肅敦煌

石窟中所發現，俗稱「敦煌卷子」。除少數的石刻

拓本、木刻印本、美術品外，這些紙卷大多是五世

紀至十世紀間的手寫卷子。根據粗略估計，約四萬

號。現分藏於中、英、法、蘇、日等國。以文字分，

則漢文居多，次有西藏文、梵文、于闐文、粟特文、

回紇文等。以內容分，則以佛經為主，次為儒道各

家經典、公私文件，以及諸子、史籍、韻書、詩賦、

小說、契據、度牒、星曆等類。這些敦煌遺珍，為

研究我國中古時期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的新材

料，尤其佛教史料約佔寫經總數百分之八十八，如

禪宗文獻、中世偽經、中唐譯經、寺院資料，多屬

稀見之本，為治佛教史者無價之寶。

館藏敦煌卷子，除三卷道經、三卷西藏文佛經

外，餘皆為漢文佛經 ( 其中有一葉為唐人捺印之佛

像 )。時代約上起六朝，下訖五代。諸卷中，卷尾

有題記者，凡廿六卷之多，其中具年代者六卷，鈐

有原藏寺院藏經印者三卷，用武后新字者二卷。雖

數量無多，但精品不少。如中唐楊仙鶴居士用韻語

敷陳「金剛經」的「報恩金剛經文十二段」等，堪

稱並世無雙之孤本者，約不下十卷。

茲將各代各選一卷：

十地論 (卷十 )( 書影四七 ) 天親菩薩造 後魏

菩提流支譯 六朝人寫卷子本

大般涅盤經 ( 卷十九 )( 書影四八 ) 北涼釋曇

無讖譯 隋大業四年釋慧休寫卷子本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 卷三一三 )( 書影四九 ) 

唐釋玄奘釋 唐人寫卷子本

道安法師念佛讚文附入山讚一卷 ( 書影五十 ) 

五代梁貞明四年 (九一八 )寫卷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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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地論 此卷子就字體觀之，結構緊密，筆勢流動；撇捺之筆多帶隸意，當屬具有自由書風之六朝楷書體；而且卷尾一校
題記。其書寫年代推為南北朝時代。 ( 疏影四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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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涅盤經 此卷子是隋朝大業四年 (六○八) 比丘慧休出資僱人所寫。當時血經的目的，或為祈福消災，或為超渡亡靈，
或在積休功德。此卷據卷尾題記，知在為眾生祈福。 ( 書影四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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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按卷中使用武則天所創新字：　( 正 )，　( 證 )、　( 地 )、　( 人 ) 等四字，可據此推定此卷子書寫
於武后僭位時期 ( 書影四九 )

水十一
全

一

生
山
水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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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法師念佛讚文附入山讚 此卷中有書寫日期之題記：貞明四年己卯歲二月十日書記。(按：己卯為貞明五年，非四年。) 
( 書影五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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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寫本圖書

在印刷術未發明以前，我國的圖書固然全靠用

手抄寫。就是在印刷術發明以後，有的書僅供保存

而非供流傳的；或是卷帙鉅大，刊雕非易；像歷朝

的實錄、明代永樂大典、清代四庫全書等，過去都

只有寫本傳世。歷代的藏書家，每遇有珍本秘笈，

流傳稀罕的，也往往抄錄以藏。尤其是明代以來，

藏書家珍重宋元版，每遇宋元孤本，不能獲致的，

往往請名手影摹臨寫，如明末的毛晉汲古閣、清嘉

道間的黃丕烈士禮居、及張蓉鏡小瑯嬛福地等都以

影寫宋元本精絕著稱於時，其珍貴不下於原刻。而

名家的手稿本及批校本，尤為珍貴。

本館收藏有宋以來的寫本近三千部，明以來的

稿本與批校本近千部。館藏寫本書以明清居多。據

葉德輝書林清話之記載，兩代著名的寫本約五十家

中，其較著名的，如姚咨、柳僉、錢穀、陸貽典，

以及祁承燁的淡生堂、毛晉的汲古閣、馮舒、馮班

兄弟，錢曾的述古堂，黃丕烈的士禮居，吳騫的拜

經樓，鮑廷博的知不足齋，張蓉鏡的小瑯嬛福地，

清初某親王的穴硯齋等家，本館並有收藏。

除敦煌卷子外，館藏最古的寫本，是宋理宗時

館閣寫本宋太宗皇帝實錄；最著名的，是永樂大典

與文瀾閣本四庫全書 ( 館藏各僅一小部份 )；最富

學術資料價值的，如陸游的家世舊聞；最精緻的，

是汲古閣的影宋抄本，如三曆撮要、盤州樂章；最

珍罕的，如元人寫本敦交集。

稿本是最原始的資料，後來的抄本和刻本，總

難免有抄錯或刻錯的字句，皆應當取正於稿本。館

藏稿本五百餘部，清人佔十之久。四部之書皆有，

而以史、集兩部之書最富。重要的稿本，如明代王羣

登南有堂集、王思任王季重詩文稿、陸西星三藏真

詮、文俶女士彩繪的金石昆蟲草木狀、魏羣詩經闡

祕，汪道昆玄扈樓集等。清代錢謙益和季振宜合編

的唐詩、翁方綱復初齋文稿、焦循雕菰樓經學叢書、

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嚴萬里韓詩輯編、戴震刪定

直隸河渠書、朱　國朝奏疏、梁松年心遠論餘等，

都具有學術價值。其中有些稿本，且為從未經傳抄

或傳刻的孤本，尤其珍貴。

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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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批校本亦近五百部，出之名家手筆者，不

在少數。如明之毛晉，清之何焯、翁方綱、段玉裁、

黃丕烈、吳騫、鮑廷博、吳翌鳳、翁同龢、李文田，

晚近之楊守敬、鄧邦述、沈曾植等人，所批校諸書，

心力所注，朱墨燦然，由批注而見新義，經校勘而

復舊觀，其佳勝遠逾原本之上，不言可喻。

本錄所選如下：

▲ 宋鈔本

宋太宗皇帝實錄十二卷 ( 書影五一 ) 宋錢若

水、楊億等撰 宋理宗館閣寫本 清錢大昕、吳大澂、

翁同龢、費念慈各手書題跋

▲ 元鈔本

敦交集一卷 ( 書影五二 ) 元魏仲遠編 元人寫

本 清朱彝尊手鈔補并跋

▲ 明鈔本

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卷二○四七八、二

○四七九。)( 全二二八七七卷，凡例目錄六○卷 )

( 書影五三 ) 明解縉等撰 明嘉靖隆慶間內府重寫本

三曆撮要一卷 ( 書影五四 ) 宋不著撰人 明末

虞山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

▲ 清鈔本

曆體略三卷 ( 書影五五 ) 明王英明撰 清乾隆

間寫文瀾閣四庫全書本

滿漢西廂記四卷 ( 書影五六 ) 元王實甫撰 清

不著譯人 清精鈔本

▲ 稿本

復初齋文稿二十卷詩稿六十七卷筆記稿十五卷

札記稿不分卷 ( 書影五七 ) 清翁方綱撰 清乾隆至

嘉慶間著者手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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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校本

唐三體詩六卷 (書影五八 ) 宋周羣弼編 元釋圓

至註 清高士奇重訂清康熙間錢塘高氏刊本 清何焯

朱筆批校并跋

▲ 繪圖本

金石昆蟲草木狀二十七卷 (書影五九 ) 明文俶

女士繪 明萬曆四十五年至四十八年彩繪底稿本 明

趙均手寫序文及目錄、文從簡手寫標題、張鳳翼、

楊廷樞、徐洴各手書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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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交集 此為元人寫本，極為珍罕。四周邊欄及行間界線，仍用鉛絲畫線，有六朝隋唐遺風。卷末有清末彝尊手抄補的詩
及題跋。 ( 書影五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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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太
宗
皇
帝
實
錄 

此
本
是
宋
理
宗
時(

一
二
二
五—

一
二
六
四)

館
閣
寫
本
，
為
現
今
僅
存
的
宋

代
皇
帝
實
錄
。
每
卷
後
有
書
寫
人
、
初
對
、
覆
對
姓
名
、
字
畫
精
妙
，
遇
宋
諱
皆
闕
筆
。
書
中
發

現
有
以
雌
黃
塗
抹
誤
字
，
再
將
正
字
改
於
上
者
。 (

書
影
五
一)

永
樂
大
典 

此
本
為
明
嘉
靖
隆
慶
間(

一
五
二
二—

一
五
七
二)

內
府
重
寫
本
。
全
書
共
二
萬

二
千
八
百
七
十
七
卷
，
目
錄
六
十
卷
，
分
裝
一
萬
一
千
九
百
五
十
五
冊
。
是
書
每
冊
高
五
十
公
分
，

寬
廿
九
．
三
公
分
，
以
粗
黃
絹
連
腦
包
過
，
硬
面
，
宣
紙
。
現
存
於
世
者
，
國
內
外
合
計
不
及

四
百
冊 (

書
影
五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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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曆撮要 此為明代最重要的刻畫家－毛晉的汲古閣，
根據宋版影寫者，極為精緻，其價所謂下真蹟一等是
也。 ( 書影五四 )

曆
體
略 

是
書
為
清
乾
隆
間
篡
修
的
四
庫
全
書
之
一
。
全
書
收
書
三
千
四
百
七
十
種
，
共
七
萬

九
千
九
百
三
十
一
卷
。
分
經
史
子
集
四
部
，
故
名
四
庫
。
編
成
後
繕
寫
八
份
，
七
份
正
本
，
分
別

存
藏
於
文
淵
閣
、
文
源
閣
、
文
津
閣
、
文
宗
閣
、
文
匯
閣
、
文
瀾
閣
等
七
閣
。
另
有
副
本
一
份
，

貯
存
在
翰
林
院
。
故
宮
博
物
館
院
藏
有
成
書
最
早
的
文
淵
閣
本
全
套
。
本
館
所
藏
者
僅
是
杭
州
文

瀾
閣
流
出
的
零
本
而
已
。 (

書
影
五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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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漢西廂記 此為清代所寫的滿漢文對照的西廂記，極
為精工而罕見。 ( 書影五六 )

復初齋全集 此為清乾嘉間翁方綱的手稿本。翁氏經研
經術，擅考據之學，詩文俱佳，書名尤盛；其小楷秀勁
溫潤，觀此可知。 ( 書影五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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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三
體
詩 

此
本
為
清
康
熙
間
錢
塘
高
氏
刊
本
，
畫
眉
及
行
間
之
朱
筆
批
校
，
出
自
當
時
名
家
何

灼
之
手
。
何
氏
多
蓄
宋
元
舊
槧
，
參
稽
互
證
，
單
黃
稠
疊
，
評
校
之
書
，
名
重
一
時
。 

(

書
影

五
八)

金
石
昆
蟲
草
木
狀 

此
畫
冊
氏
明
文
淑
女
氏
根
據
明
代
內
府
珍
藏
之
本
草
品
彙
經
要 

原
稿
附
圖
及

其
家
藏
摹
繪
而
成
。
畫
於
萬
曆
四
十
五
年
至
四
十
八
年(

一
六
一
七—

一
六
二○

)

，
共
費
時
三

年
。
金
書
有
一
千
三
百
餘
幅
。
此
種
彩
色
本
草
圖
現
存
於
世
者
，
極
為
罕
見
。
為
研
究
中
國
藥
材

者
所
珍
貴
，
且
此
畫
冊
也
已
有
極
高
的
藝
術
價
值
。 (

書
影
五
九
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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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影五九之二 )

版 
 
 

刻



寶
藏   

國
立
中
央
圖
書
館
特
藏
選
錄

122121

雕版印書，其步驟是：先將文字書寫在透明的

薄紙上。雕刻時，在版面上塗以漿糊等物質，使其

光滑柔軟，然後字朝下反貼於板上。待其乾後，將

紙背刮至僅留一層薄膜，可以看到文字的反文。再

用力鑿等，依著字的筆畫或刻或削，即將筆畫外空

白部分去掉，成為凸雕文字。若有錯誤，可以挖掉，

再填以小木塊重刻。木板雕好後，先以手刷上墨，

再將紙鋪在版面上，用軟刷在紙背上刷過。如此，

雕刻上的凸反字，即清晰的在紙上，印出白底黑色

的正字。(書影六十 )

此種印刷術，約興於唐初，發展於五代，盛行

於宋，以迄於清，為我國對世界文化的四大貢獻之

一。一九六六年在韓國發現的漢譯「無垢淨光大陀

羅尼經咒」，刊刻時代不會晚於公元七五一年，為

現存世界最古的印刷術。另一在日本發現的「百萬

塔陀羅尼經」，刊刻時代約在公元七七○年前後。

這些發現，足證印刷術，在八世紀時，已極精巧，

並流傳到朝鮮和日本。

在紙、墨和印刷術被結合採用以後，書籍才能

大量生產。據估計，直到十五世紀末，我國書籍的

產量，比世界各國書籍的總數還要多。

本館最大特色，即在於善本古書的豐富收藏。

總計寫本刻本凡一萬二千餘部，近十三萬冊。刻

本近八千部中，宋版一七三部，金版六部，元版

二七三部，明版六千多部，嘉興大藏經一部，其餘

為活字版，清代以及朝鮮、日本、安南流傳較稀之

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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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廳志書版 清同治十年雕版，正反兩面皆刻，極精工。字體為今人所謂的「宋體字」。此片木刻版是已故方豪教授購
自板橋林家花園 轉贈本館者 (書影六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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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代

刻

本

宋版書之精美，可謂空前絕後，無論是紙張、

墨色、繪圖和刻工，均無與倫比。當時的雕印事業，

西起四川，東達浙江、福建，舉凡國監、官廨、公

庫、郡齋、書院、祠堂、家塾、坊肆等，皆競相刻書，

使我國典籍，日趨普及。

自明末錢謙益藏書重宋版，毛晉收書以宋刻是

尚，開闢了藏書的新境界，於是宋刻競為藝林所重。

清代以來的藏書家，以藏宋版著名的，首推吳縣黃

丕烈禮居，次如常熟瞿鏞鐵琴銅劍樓，歸安陸心源

皕宋樓，所藏宋本皆在百部之上。

館藏宋版收藏之富，遠非前代公私收藏所能比

擬。其特色：如南宋刊九行本七史俱全，雖非宋印，

但其中南齊書、魏書皆印於明初，補版甚少，在今

世已不可多羣。魏仲立本唐書、眉山本東都事略、

十一家註孫子、建本近思錄、淮東倉司本註東坡先

生詩等等，原版初印，精美絕倫。書棚本南宋群賢

小集，是百年以來，學者未睹真貌的天壤瑰寶。這

些宋版中，大部分是海內僅存的孤本。像嘉定本鄭

定輯注柳集，紹興本五臣註文選等，尚未經後代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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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過。吳郡圖經續記是現存方志最早刻本，宣和遺

事是最古的平話，都具有文獻上的意義。王朋甫本

尚書，及撫州公使庫本禮記，是今存最早的單注本。

南宋初刊五代史記，較通行慶元本為早，足資校勘。

宋寶祐本五燈會元，是此書的最初刊本。餘如南宋

孝宗時刊本漢書，鄂州覆北宋刊龍爪本資治通鑑，

紹興初刊公牘紙印本李賀歌詩編等，皆屬難得一見。

本錄所選如左：

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一卷

(書影六一 ) 唐釋不空譯 宋開寶乙亥 (八年 )吳越

王錢俶刊本

吳郡圖經續記三卷 ( 書影六二 ) 宋朱長文撰 

宋紹興四年孫佑蘇州刊本

冥樞會要三卷 ( 書影六三 ) 宋釋祖心編 宋紹

興十五年湖州報恩光孝禪寺刊本 清朱彝尊、錢天

樹、李兆洛、程恩澤、蔣因培、張爾旦、趙宗建等

各手書題跋

文選三十卷 ( 書影六四 ) 梁蕭統編 唐呂延濟

等五臣注 宋紹興辛己 (三十一年 )建陽陳八郎崇化

書坊刊本近人王同愈手書題記

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 ( 書影六五 ) 宋王稱撰 

宋紹熙間眉山程舍人宅刊本 近人張乃熊手書題記

唐書存一百九十三卷 ( 全二二五卷 )( 書影

六六 ) 宋歐陽修、宋祁同撰 南宋中期建安魏仲立

宅刊本

註東坡先生詩存十九卷 ( 書影六七 ) 宋蘇軾撰 

施元之、顧禧注 宋嘉定六年淮東倉司刊本 清翁方

綱、伊秉綬、李文藻、梁同書、蔣士銓等七十餘人

手書題記

南宋群賢小集九十五卷 ( 書影六八 ) 宋陳起撰 

宋嘉定至景定間臨安府陳解元宅書籍舖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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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羅尼經 民國十三年 ( 一九二四 ) 杭州西湖畔之雷峯塔倒塌後，在磚牆內發現的五代時期吳越國王錢俶雕印的「陀羅尼
經」。館藏者是宋開寶八年(九七五)刻本。(此書尚有民國六年在湖州天寧寺塔中，所發現的後周顯德三年(九五六刻本，
流傳極少。) ( 書影六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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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郡
圖
經
讀
記 

此
本
是
南
宋
紹
興
四
年(

一
一
三
四)

孫
佑
蘇
州
刊
本
，
為
海
內
僅
存
的
孤
本
。

紙
精
墨
佳
，
字
體
渾
厚
端
正
。
從
琳
瑯
滿
目
的
藏
書
印
，
可
知
此
本
八
百
年
來
遞
精
名
家
之
收
藏 

(

書
影
六
二)

冥
樞
會
要 

此
本
為
宋
紹
興
十
五
年
湖
州
報
恩
光
孝
禪
寺
刊
本
。
歐
體
字(

歐
陽
詢)

；
字
體
方
整
，

刀
工
尚
圓
潤
，
為
宋
代
浙
江
刻
本
典
型
之
一
。 (

書
影
六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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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選 

此
為
五
臣
單
注
本
文
選
，
宋
紹
興
三
十
一
年
建
陽
陳
八
郎
崇
化
書
刊
本
。
不
僅
為
希
世
秘

籍
，
亦
足
補
正
六
臣
注
之
刪
節
竄
改
，
極
富
學
術
價
值
。 (

書
影
六
四)

東
都
事
略 

此
本
是
宋
刻
初
印
本
，
精
美
絕
倫
。
目
錄
後
有
「
眉
山
程
舍
人
宅
刊
行
，
已
申
上
司
不

許
覆
刻
」
刊
記
。
避
諱
至
宋
光
宗
之
「
敦
」
字
止
，
可
推
知
為
宋
光
宗
時
期
所
刻
。(

書
影
六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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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書 南宋中期建安魏仲立宅刊本。字體雋麗，鋒稜峭
厲，為南宋中期建安刻本之代表作。 ( 書影六六 )

註
東
坡
先
生
詩 

此
本
為
南
宋
嘉
定
六
年(

跋) 
(

一
二
一
三)

淮
東
倉
刊
本
，
宋
刻
宋
印
，
精
美

絕
倫
。
清
翁
方
綱
得
此
書
後
，
珍
若
拱
璧
，
而
題
其
室
曰
「
寶
蘇
齋
」
。
每
年
東
坡
生
日
，
召
集

親
朋
，
設
奠
以
祭
。
當
時
名
流
桂
馥
等
七
十
餘
人
，
或
題
詩
，
或
繪
圖
，
或
跋
語
於
此
書
護
葉
上
，

琳
瑯
滿
目
。
光
緒
末
年
，
此
書
歸
於
湘
潭
袁
思
亮
，
後
袁
宅
大
火
，
藏
書
被
焚
，
思
亮
幾
至
欲
以

身
殉
，
幸
家
人
冒
火
搶
救
此
書
而
出
，
各
冊
書
口
書
腦
燒
毀
較
重
。(

書
影
六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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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代

刻

本

南
宋
羣
賢
小
集 

為
館
藏
最
著
名
的
孤
本
，
宋
刻
宋
印(

約
刊
於
西
元
一
二○

八—

一
二
六
四
年

間)

，
精
美
無
比
。
書
中
有
「
臨
安
府
棚
北
大
街
陳
宅
書
籍
鋪
」
刻
書
牌
記
，
此
及
世
所
艷
稱
的
「
書

棚
本
」
。
書
棚
本
刻
書
採
用
柳
公
權
字
體
。
間
帶
歐
陽
詢
筆
意
，
此
種
字
體
在
明
正
德
嘉
靖
年
間

以
後
，
為
刻
書
者
爭
相
倣
效
，
而
逐
漸
演
變
成
橫
輕
直
重
，
板
滯
不
靈
的
匠
體
字
，
即
令
人
所
謂

的
宋
體
字
。 (

書
影
六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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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刻書以山西平水為中心，其地盛產紙張，

質地堅韌，北有太原府「造墨場」，且未受戰爭影

響，故刻書業極為發達。館藏者如及北宋稗史逸聞

成編的雲齋廣錄，其字體板式頗類似平水所刊，此

為現存孤本。卷子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集沙門不

應拜俗等事，付法藏因緣傳等，皆為著名的金刊大

藏經散出之零本。清翁同龢手跋的「地理新書」，

為金明昌三年 ( 一一九二 ) 張謙刻本。金代刻本，

部分得自宋朝國子監板重印，官私自刻的不多 ( 距

金史所載，金代國子監印行經史二十九種，以及老

子、荀子、揚子 )，故金刻本傳世甚罕，為藏書家

所寶愛。

本錄所選如左：

重校正地理新書十五卷 ( 書影六九 ) 宋王洙等

撰 金畢履道校補 張謙附補金明昌壬子 ( 三年 ) 張

謙刊本 清光緒二十五年翁同龢手書題記

重
校
正
地
理
新
書 

此
為
今
明
昌
三
年(

一
一
九
二)

刊
本
。
金
版
之
字
體
多
倣
宋
，
但
其
紙
墨
、

刀
法
興
中
土
有
別
。
如
此
本
之
橫
畫
起
筆
帶
尖
三
角
，
及
各
式
直
畫
大
多
從
左
橫
彎
切
直
，
為
其

特
徵
。 (

書
影
六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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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代

刻

本

元代刻書之事，中央官刻書由興文署掌管。地

方官刻書，多由各地書院領其事。餘則各路儒學所

刻書亦不少。民間刻書以繼承南宋書業的建安書坊

為盛，其中以余志安勤有堂出書最多。建安刻書大

多採用元趙松雪的字體，流麗娟秀。但建本雕版多

用軟性之樹木科 ( 雕版木料，原以梨木、棗木、梓

木等紋理光華平勻者為佳。) 又印以竹紙，但求速

刻價廉易售，所印圖書不如宋版之精美。另即元代

私宅家塾刻書之盛，亦不讓於天水。

館藏元版書，如呂氏春秋、淨業往生安養傳、

中州集，此山先生詩集等均為海內孤本。大德平水

曹氏進德齋本爾雅郭璞音注、楊垣六書統與六書統

溯源、張雨寫刊茅山志、元統范氏歲寒堂范文正公

府奏議、俞琰周易集說等，多請名手書寫上板，其

刊刻之精善，並不下宋版。又如元覆宋建刊十行本

十三經注疏合刻本，館藏有十經 ( 缺儀禮、孝經、

爾雅 )，流傳極罕，甚為難得。另外，元興文署刊

本最早的「資治通鑑」，余志安勤有堂最初刻的「國

朝名臣事略」，慶元路儒學刊本「玉海」。西湖書

院刻本「鄂國金陀粹編」與「文獻通考」。以及蒙



寶
藏   

國
立
中
央
圖
書
館
特
藏
選
錄

144143

古中統二年平陽道段氏刊本史記集解索隱等，並為

館藏重要元版書。

大德重校聖濟總錄存六卷 ( 全二○○卷 )( 書

影七十 ) 宋徽宗敕編 元太醫院重修 元大德四年太

醫院刊本

隋書存一卷 ( 袁孝駿先生贈書 )( 書影七一 )

唐魏徵、長孫無忌等奉敕撰 元大德間饒州路儒學刊

本 (蝴蝶裝 )

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 ( 書影七二 ) 元蘇天爵撰 

元元統乙亥 (三年 )余志安勤有堂刊本

玉海存一百五十五卷 ( 全二○○卷 )( 書影

七三 )宋王應麟撰 元後至元六年慶元路儒學刊本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 ( 書影七四 ) 元釋思聰

註解 元至正元年中興路資福寺刊朱墨套印本

此山先生詩集十卷 ( 書影七五 ) 元周權撰 陳

旅校選 歐陽玄批點 元至正間刊本

元刊朱墨套印本金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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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山先生詩集 此本約雕版於元至正年間，為海內外僅
存的孤本。 ( 書影七五 )

大德重校聖濟總錄 此本為元大德四年太醫院刊本。幅
廣行疏，以及字體仍帶宋風。 ( 書影七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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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書 此為元大德尖饒州路儒學刊本，為民國七十三年湘潭袁氏玄水室贈書之一。雖為斷簡殘篇，但尚保存蝴蝶莊原式，
紙幅寬廣，無修補版，為現存「九路本」史書中，少數印刷較早者之一，彌足珍貴。 ( 書影七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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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影七二之二 )國朝名臣事略 此本為元元統乙亥 ( 三年 ) 余志安勤有
書唐刊本。字體帶有趙松雪秀媚圓活之書風，與宋版迥
然有別，為元建安刻本之代表作。 ( 書影七二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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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海 此為元後至元六年慶元路儒學刊正十一修補本，為現存玉海刻本中，印刷較早者。 ( 書影七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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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此為世界現存最早的木刻套色印本，是元至正元年 (1341) 湖北資幅寺刻印的。經文朱印，注文墨印，
燦爛奪目。凡約四十紙，兩百面，經摺裝。卷尾有朱墨套印的寫經圖。 ( 書影七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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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代

刻

本

明代所刻之書，超軼前代。官刻書以南北京監

本為最盛。南京國子監保存了甚多宋、元舊版，經

修補後印行者甚多。北京國子監則多據南監本重刻，

十三經二十一史之外，罕見他書。司禮監本 ( 因版

片保存於經廠庫，故又稱經廠本 ) 雖校勘不精，但

其書版寬行疏，字大體勁，紙墨之精，雕印之工，

裝潢之美，前所少有。地方之官刻書，則有各府、

各布政司、各按察司等官刻本。而明代各藩王府競

相刻書，尤為一時特徵，今可追溯者殆數十家，其

中蜀府最先，自洪武迄萬曆傳本不絕。各地坊刻本、

家刻本數量之多，更是邁越前朝。坊刻本以福建建

陽為盛，劉宗器之安正堂，劉洪之慎獨齋，尤為著

名。兩家書業，自弘治迄萬曆，綿延不絕，安正堂

刊多集部，慎獨齋則以鉅帙見稱。

汲古閣主人常熟毛晉，自萬曆末迄清順治初，

歷時四十餘年，刻書六百餘種，為有明一代最著名

的刻書家。此外，吳郡袁褧嘉趣堂、顧春世德堂、

震澤王延羣、金臺汪諒、福建汪文盛、蘇獻可通津

草堂、東吳郭雲鵬濟美堂、東吳徐時泰東雅堂、嘉

禾項篤壽萬卷堂、洪楩清平山堂、汪廷訥環翠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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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大多以翻刻或覆刻舊本精善著名。至於明人著

述，如詩文集，則以私家自刻者為多。

館藏明版圖書，網羅明代形形色色的刻版，雖

純駁不齊，而數量至豐。在館藏善本近一萬三千部

中，明版居十之六七，其中明人著述，又居大半。

罕覯秘笈，珍貴資料，摭拾即得，為研究明代歷史

文化之寶藏。如明人詩文別集，館藏近千種，清黃

虞稷千頃堂書目所收錄名人詩文集最多，然館藏別

集有千頃堂書目所未收者亦不少。至於四庫全書所

未著錄者尤夥，蓋晚明著述輒遭清廷禁燬之故。

茲按國子監本、地方官刻、內府、藩府、私家、

書坊、毛刻、活字、套印等各選一、二種，以見明

代的刻書概況：

▲ 國子監刻本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 ( 書影七六 ) 元脫脫撰 明

嘉靖八年南京國子監刊本

▲ 地方官刻本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十六卷 (書影七七 ) 明余祐

編 明嘉靖五年湖廣布政司刊本

▲ 內府本：即皇帝宮廷所刻書，又稱司禮監

本、經廠本。

高皇后傳不分卷 ( 書影七八 ) 明不著撰人 明

永樂四年內府刊本

大明一統志九十卷 ( 書影七九 ) 明李賢等修 

明天順五年內府刊本

▲ 藩府本：明代採取分封皇子到外地為王的

制度。這些藩王不問政治，以其精力、財力，用於

校刻書籍，量多而質精，為明刻之一大特色。

樂律全書四十八卷 ( 書影八十 ) 明朱載堉撰 

明萬曆間鄭藩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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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家本：私人所刻之書，主要在宣揚自己

或自己所喜愛的著作，而與以營利為目的之書坊刻

本有別。

宋學士續文粹十卷附錄一卷 (書影八一 ) 明宋

濂撰 方孝孺等選 明建文辛巳 ( 三年 ) 浦揚鄭氏義

門書塾刊本 清林佶及近人莫棠、葉德輝各手書題跋

五倫書六十二卷 ( 書影八二 ) 明宣宗撰 明景

泰甲戌 (五年 )京兆劉氏翠巖精舍刊本 

▲ 書坊本：指擁有自己之刻工與印工，並自

己或請人編輯書籍之書店，其刻書以營利為目的。

十七史詳節二百七十三卷 (書影八三 ) 宋呂祖

謙編 明正德丙子 (十一年 )建陽劉洪慎獨齋刊本

象山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外集五卷 ( 書影八四 ) 

宋陸九淵撰 明正德辛巳 (十六年 )劉宗器安正書堂

刊本

▲ 毛刻本：汲古閣主人常熟毛習，自萬曆

末迄清順治初，歷時四十餘年，刻書六百餘種，近

六千卷，為明代最著名之刻書家。

宋名家詞九十一卷 ( 書影八五 ) 明毛晉撰 明

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本

▲ 活字本：活字版印刷術，是宋慶曆年間(一

○四一～一○四八年 ) 畢昇所發明，時在德國谷騰

堡發明西洋活字的前四百年。有明中葉，其法盛行。

其中以江蘇無錫華氏、安氏兩族以銅活字印書最著

名。

會通館印正宋諸臣奏議一百五十卷 ( 書影

八六 ) 宋趙汝愚編 明弘治三年錫山華燧會通館銅

活字印小字本 清馬玉堂手跋

辨惑續編七卷附錄二卷 (書影八七 ) 明顧亮撰 

明萬曆二年益藩木活字本

▲ 套印本：指用多色印刷的書，其方法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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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顏色各雕一板，印刷時力求相關部分密切吻

合，將多種顏色印在一張紙上。全世界現存最早的

木刻套色印本，是本館所藏的元至正元年(一三四一

年 ) 湖北資福寺刻印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但

盛行套色印書之時期，則為明代萬曆年間。據統計，

吳興閔氏和凌氏兩族所套印的圖書，不下三百種。

本館所藏，亦以閔、凌二氏套印者為多。

世說新語八卷 ( 書影八九 ) 宋劉義慶撰 梁劉

孝標注 明王世懋批點名萬曆間吳興凌瀛初刊朱墨黃

藍四色套印本

文心雕龍二卷註二卷 ( 書影九十 ) 梁劉勰撰 

明楊慎評 梅慶生音註明吳興凌雲刊朱墨紫藍綠五色

套印本

▲ 大藏經本

嘉興愣嚴寺方冊藏經存九九○九卷 ( 書影

八八 ) 明萬曆間至清初遞刊本

唐
詩
五
百
首
畫
譜 

春
夜 

國
立
中
央
圖
書
館
藏
，
明
朝
徽
州
人
黃
鳳
池
於
天
啟
年
間(

一
六
二
一—

一
六
二
七)
所
編
八
種
畫
譜
之
一
，
為
明
朝
極
著
名
之
木
刻
版
畫
畫
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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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公先生經世大訊 明代各地方之官刻本，主要為各布
政司、各按察司、各府等。此本為明嘉靖五年湖廣布政
司刊本。 ( 書影七七 )

金史 明代國子監有南北二京之分，此本從卷一首葉之
刊計，及各葉版心上方之題年，可知為明嘉靖八年南京
國子監刊本 ( 書影七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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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皇后傳 此為明永樂四年內刊本。明內府刊本始終採用趙體字刊刻，書型大，版匡寬，行界疏朗，字大如錢，大黑口，
四周雙欄，幾成訂武。大半有句讀，印以厚實之白棉紙。為明內府本之趙體字，骨肉停勻，雖柔軟之姿，卻具有剛勁之氣，
與元建本之趙字，風貌不同也。 ( 書影七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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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一統志 此為明天順五年內府刊本，可視為明內府
刊本之代表作。 ( 書影七九 )

樂
律
全
書 

此
為
明
萬
曆
間
鄭
藩
刊
本
，
為
藩
府
刻
本
中
最
著
名
者
之
一
。
撰
者
朱
載
堉
，
為
鄭
恭

厚
烷
世
子
。
專
心
樂
律
，
窮
畢
生
之
力
撰
成
此
書
。
清
朱
彛
尊
評
云
：
「
河
間
獻
王
之
後
，
言
禮

樂
者
，
莫
有
過
者
焉
。
」(

書
影
八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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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倫書 此為明景泰甲戍 ( 五年 ) 京兆劉氏翠巖精舍刊
本。劉氏為明代其著名的私人刻書家。 ( 書影八二 )

宋學士續文粹 此為明建文辛巳 ( 三年 ) 浦陽鄭氏義門
書墊刊本，極罕見。 ( 書影八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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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影八三之二 )十七史詳節 此為明正德丙子 ( 十一年 ) 建陽劉洪慎獨
齋刊本，觀此可知名代建陽一地之版刻，至正德間尚帶
有元建本趙體字之遺風。(書影八三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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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名家詞 此為明末毛晉自編自刻之書，毛氏刻書大多
在版心著有「汲古閣」牌記。 ( 書影八五 )

象山先生文集 明正德辛巳 ( 十六年 ) 劉宗器安正書唐
刊本，此亦明證德間建陽刻書仍有元建本趙字遺風之一
證。 ( 書影八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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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通館印正宋諸臣奏議 此為我國現存最早的銅活字印本。是明弘治三年 (一四九○ )無錫華燧會通館銅活字印小字本「宋
諸臣奏議」。館藏又有一部會通館銅活字印大字本。墨色較小字本清晰。 ( 書影八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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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惑續編 此為明萬曆兩年益藩木活字印本。明代木活
字印本能如此精美者，並不多見。 ( 書影八七 )

嘉
興
楞
嚴
寺
冊
藏
經 

此
為
明
萬
曆
間
，
紫
羣
大
師
所
創
刻
的
大
藏
經
；
迄
清
康
熙
間
才
完
成
。
館

藏
者
存
九
千
九
百
餘
卷
，
二
千
二
百
餘
冊
。
因
版
藏
徑
山
寂
照
庵
，
故
名
「
徑
山
藏
」
；
由
嘉
興

楞
嚴
寺
總
司
流
通
，
又
名
「
嘉
興
藏
」
。
而
大
藏
經
的
裝
訂
相
傳
至
嘉
興
藏
方
改
焚
夾
為
方
冊(

線

裝)
，
故
有
方
冊
藏
之
稱
。(

註
：
一
說
明
武
林
藏
亦
方
冊
本
，
惟
久
已
散
佚
。) (

書
影
八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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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說新語 此為明萬曆間吳興凌瀛初刊墨黃藍四色印本，極精緻美觀。 ( 書影八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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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 此為明吳興凌雲刊朱墨紫藍綠五色套本。套印本通常正文採用明中葉發展出來的硬體宋字；評語則刻軟體字 (書
寫體 )。色彩、字體互相輝映，真是賞心悅目，又便於區別。 ( 書影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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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代

刻

本

清代官刻書以內府為主，精校慎刻，紙墨俱佳。

最著名的有古今圖書集成 ( 銅活字 )、武英殿聚珍

版叢書 ( 木活字 )、十三經註疏、二十四史等書。

私家刻書，或慎摹舊本，或廣羅秘笈，彙為叢書，

為清代刊本之特色。書坊刻書，則漸趨沒落，至清

末西洋印刷術傳入，書業多集中於上海，採用新法

印書，傳統之雕版印法，遂日趨式微矣。

茲錄所選二種皆為康熙

間著名的寫刻本：

漁洋山人精華錄十卷

( 書影九一 ) 清王士禎饌 清

康熙三十九年侯官林佶寫刊本

佩 文 齋 詠 物 詩 選

四百八十二卷 ( 書影九二 ) 

清聖祖編 清康熙四十六年內

府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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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
洋
山
人
精
華
錄 

清
康
熙
迄
乾
隆
初
期
間
，
刻
版
字
體
除
硬
體
宋
字
外
，
又
流
行
一
種
字
畫
纖

細
，
極
美
麗
的
寫
刻
體
。
此
本
為
清
康
熙
三
十
九
年
侯
官
林
佶
寫
刊
本
，
極
負
盛
名
。 

(

書
影

九
一)

佩
文
齋
詠
物
詩
選 

此
為
清
康
熙
四
十
六
年
內
府
刊
本
。
亦
屬
精
美
的
寫
刻
體
。 

(

書
影
九
十
二

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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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影九二之二 )

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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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中國古書裝訂的演變

( 一 ) 簡牘的裝訂，用皮條絲繩加以編連。帛

書則同紙書的卷軸形式。

(二 )紙書的裝訂：

1. 卷軸 (書影九三 ) 

2. 經摺裝 (摺疊裝 )( 書影九四 ) 

3. 蝴蝶裝 (書影九五 ) 

4. 包背裝 (書影九六 )

5. 線裝 (書影九七 )

乙、各式護書函套

1. 四合套 (書影九八 )

2. 六合套 (書影九九 )

3. 木匣 (書影一○○ )  

4. 夾板 (書影一○一 )

5. 布套與夾板 (書影一○二 )

卷軸裝：把若干張紙以漿糊黏成一橫幅，末

端附一根軸，以軸為中心將紙由左向右捲成一卷

( 束 )，然後用帶紮起。卷的右端為卷首。為了保護

卷首，往往在其前面留下一段空白的紙，叫做縹。

軸供舒捲之用，有竹製、木製或鑲以琉璃及玉等。

為保護卷軸，通常每五捲或十捲用一塊布巾包裹，

叫做帙，又稱書衣。也有以細竹為緯，絹絲為經，

織成細竹簾，再在外面用絹、綢之類包紮。此種裝

訂流行於唐朝以前，敦煌所發現的六朝隋唐寫卷，

皆為此種裝式。

經摺裝：卷軸舒展困難，查閱不便，約至唐代

後期，遂改捲為摺，是為摺疊裝。由於此種裝訂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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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使用於佛經，亦稱為「梵夾裝」或「經摺裝」。

其形式是將紙黏成長幅，每隔五行或六行為一摺，

再在前後加上兩張硬紙板，作為書面書底。經摺裝

的缺點是容易折斷散開，於是就想辦法，用一張大

紙對折起來，一半黏在書的最前頁，另一半從書的

右邊包裹背面，黏在書的末頁。這樣在拿取時，就

不會有散開扯斷書頁的危險。如果從第一頁翻起，

直翻到最後，仍可接連翻到第一頁，往復翻閱，不

會間斷，因此又稱為旋風裝。另一種說法是將每頁

書錯落黏起，狀似魚鱗，一頭有軸可以捲起插裝，

才叫「旋風裝」；此係根據唐朝吳采鸞手寫的切韻，

裝訂用「旋風裝」而得名。旋風裝的書極難得一見。

蝴蝶裝：把一頁書依照版心中的魚尾，作為摺

疊的準心，將印字的一面朝裏面對折起來，然後將

折縫處一齊用糊黏住，再包以書面書底，亦用漿糊

黏連。這種裝訂，翻閱起來，有如蝴蝶展翅，故稱

之為「蝴蝶裝」。蝴蝶裝用硬書面書底，所以在排

架時可以立在書架上，排時書口向下，書脊向上立

著。蝴蝶裝的書根有寫書卷次的，是從靠書脊的地

方向下寫。蝴蝶裝的優點是書脊保護嚴密，其餘各

邊有損傷霉濕，可以隨時裁去。又因全用糊黏，沒

有鑿孔穿線，若再改裝，不傷原書，在保護上是極

方便的。這種裝訂盛行於宋元時期。

包背裝：蝴蝶裝是書頁反摺，每讀完一頁，必

須連翻兩頁，才能再讀，而且打開時也容易遇著空

白頁，極不方便，於是再演變成包背裝。包背裝是

將書頁正摺，版心向外，在書腦的部份，先用紙捻

釘牢，外表再用書皮黏連包裹，不用穿孔釘線，外

形有如現今的平裝或精裝，如永樂大典即為黃綾包

背裝。此種裝訂流行於元末明初。

線裝：與包背裝同樣摺疊法，惟不再黏裹書背；

先用紙捻釘牢，再以打孔穿線的方式，將書面書底

釘牢。線裝書以四孔為多，稱為「四針眼裝」。較

大的書，在上下兩角各加一眼，成為六針眼裝；也

有多至八針眼的。講究的線裝，有時用綾絹之類包

起上下兩角，稱為鑲包角。線裝書在明代中葉出現

以後，直到現在還在應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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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軸 (書影九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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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摺裝 (摺疊裝 ) ( 書影九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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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裝 ( 書影九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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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背裝 ( 書影九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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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裝 ( 書影九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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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套 ( 書影九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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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套 ( 書影九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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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閘 ( 書影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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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板 ( 書影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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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套與夾板 ( 書影一○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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