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易類 

邵 村 學 易二 十 卷 四冊，清 張 其淦 撰，民 國張 景 乾 校，民 國 十 五年 活

字 本 ， A01.2/(q3)1143 

附：<張其淦像>、癸亥(民國十二年)張其淦<自序>、丙寅(民國十五年)

祁正<跋>、<邵村學易勘誤>。 

藏印：無。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四邊雙欄，無界欄。半葉十三行，行三十五

字。板框 13.5 ×20.4 公分。板心上方題「邵村學易」，魚尾下題「卷

○」及葉碼。 

各卷首行上題「邵村學易卷○」，次行下題「東莞張其淦豫泉

學」，第二十卷末題「男景乾校丙寅秋七月印書跋」。 

扉葉題「邵村學易」、「二十卷丙寅六月」、「東莞張其淦」。 

按：一、張其淦<自序>云：「余僑寓滬濱，閉門思過。以易為寡過之書，

法孔子之假年，願學博稽舊說，遂有著述，頗採老子之義，以

補先儒之所未及，復以周易之言切於人事，又採諸儒之證史

事，闡儒理者附於後，以發明之先天、後天，皆可會其通也。」 

二、第一冊封底黏貼題：「廣州古籍書店」、「書名邵村著述四種」、

「冊數 10」、「大寫○千○百○十肆元○角」、「19○○年○月

○日」。 

三、祁正<跋>云：「邵村學易二十卷，吾師豫泉夫子所著也。自辛

亥國變，師隱居滬上，著述自娛。其於易也，潛心而探其奧 ，

並萃諸家之說而會通之。茲書命名，蓋取孔子假年學易意

也。……師平日博覽多識，於書無所不讀，而提要鈎元，凡有

撰述必能綜其大旨，……其著述已付活印者，邵村學而外，有

左傳禮說十卷……」，故著錄為「民國十五年活字本」。 

四．第二十卷末題「男景乾校丙寅秋七月印書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