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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叢類 

○和日本國見在書目一卷一冊  日本藤原佐世撰  清黎庶昌輯  

古逸叢書二十六種之十九  清光緒十年(1884)遵義黎氏

日本東京使署刊本      E02.5/2760  

附：無。 

藏印：無。 

板式：無板心，四邊單欄，無界欄，半葉六行，行二十一字；

小字雙行，行二十二字。書耳題「見在書目」。 

卷之首行題「日本國見在書目錄」，次行題「合卌

家」，三、四行題「正五位下行陸奧守兼上野權介藤原朝

臣佐世奉撰」，卷末題「本朝見在書目錄」、「其後渡來

數卷」、「丁丑五月九日寫竟中島勝延」。 

扉葉題「影舊鈔本日本國見在書目」、「古逸叢書之

十九」，牌記題「遵義黎氏校刊」。 

按：本館典藏本之卷首題「正五位下行陸奧守兼上野權介藤

原朝臣佐世奉撰」、卷末題「丁丑五月九日寫竟中島勝

延」，然未見序跋，無法得其抄錄朝代及時間。惟嚴紹璗

<日本手抄室生寺本「本朝見在書目錄」考略 >云：「《本

朝見在書目錄》一卷，即《日本國見在書目錄》，日本陽

成天皇、宇多天皇年間(公元 876-898 年，中國唐僖宗乾

符三年-唐昭宗光化元年 )藤原佐世奉敕編撰。」其附之

書影與館藏完全相同，知所談論係同一書。雖然是文並

云：「《日本國見在書目錄》現在只有一個本子流行于世，

即『室生寺本』，這是一個手抄本，為江戶中期漢學家橘

經亮所發現，其詳細顛末，見其所著《梅窗筆記》。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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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宗寺緣記》的記載，室生寺是平安、鐮倉時代京都的

寺廟，下距江戶初期六百餘年。」又說：「室生寺本封面

題『外典目錄』，卷首題『日本國見在書目錄』，卷末題

『本朝見在書目錄』。此本在明治初期轉入目錄學家森立

之手，後為日本帝室博物館所藏。」然所言「日本國見

在書目錄」、「本朝見在書目錄」與館藏相符，但未見「外

典目錄」四字，嚴紹璗先生亦未言及「丁丑五月九日寫

竟中島勝延」究為何代，殊為可惜，記之俟考。 

(謝鶯興整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