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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經義考三百卷(實二百九十七卷)目錄二卷三十六冊  清朱彝尊撰  清

李濤、朱昆田校  四部備要本  民國間上海中華書局據揚州馬氏

刻本校刊聚珍倣宋版本 A10.1/(q1)2528 

附：清乾隆四十二年 (1777)高宗<御題朱彝尊經義考>、清乾隆四十二年

(1777)<上諭>、清乾隆四十二年 (1777)三寶<奏文>、清乾隆二十一

年 (1756)盧見曾<奏文>、清康熙己卯(三十八年，1699)陳廷敬<序

>、清康熙四十年 (1701)毛奇齡<序>、清乾隆甲戌(十九年，1754)

盧見曾<序>、清乾隆二十年 (1755)朱稻孫<後序>、清盧見曾<經義

考總目>、清乾隆乙亥(二十年，1755)盧見曾<識>。 

藏印：「復觀藏書」方型藍印、「徐故教授復觀贈書」藍色長戳。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七行，行二十六字；小字

單行，行二十七字。板框 10.6×14.9 公分。板心上方題「經義考」，

魚尾下題「卷○」及葉碼，板心下方題「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印」。 

卷一首行題「經義考卷一」，次行題「日講官起居注翰林院

檢討臣朱彝尊恭錄」，三行題「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臣

李濤恭校」，四行題「御注」，卷末題「經義考卷一」。卷二以下

之卷首則題「經義考卷○」，次行題「秀水朱彝尊編」，三行題

「男昆田校」，四行為各類名，卷末題「經義考卷○」。 

扉葉題「經義考」，牌記依序題「四部備要」、「經部」、「上

海中華書局據揚州馬氏刻本校刊」、「桐鄉 陸費逵總勘」、「杭縣 

高時顯吳汝霖輯校」、「杭縣 丁輔之監造」、「版權所有不許翻

印」。 

按：1.<目錄>題三百卷，惟卷二百八十六<講學立學>、卷二百九十九<

家學>及卷三百<自敘>皆題「闕」，是書亦僅收至二百九十七卷。 

2.卷一至卷七十為易類，卷七十一至九十七為書類，卷九十八至一

百十九為詩類，卷一百二十至卷一百二十九為周禮，卷一百三十

至卷一百三十七為儀禮，卷一百三十八至卷一百六十二為禮記，

卷一百六十三至卷一百六十六為通禮，卷一百六十七為通禮，卷

一百六十八至卷二百十為春秋，卷二百十一至卷二百二十一為論

語，卷二百二十二至卷二百三十為孝經，卷二百三十一至卷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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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六為孟子，卷二百三十七至卷二百三十八為爾雅，卷二百二

十九至卷二百五十一為群經，卷二百五十二至卷二百五十九為四

書，卷二百六十至卷二百六十二為逸經，卷二百六十三至卷二百

六十七為毖緯，卷二百六十八至卷二百八十為擬經，卷二百八十

一至卷二百八十五為承師，卷二百八十六為宣講及立學(闕)，卷

二百八十七至卷二百九十一刊石，卷二百九十二為書壁，卷二一

九十三為鏤板，卷二百九十四為著錄，卷二百九十五至二百九十

八為通說，卷二百九十九為家學(闕)，卷三百為自敘(闕)。 

3.盧見曾<識>云：「此書初撰原名『經義存亡考』，嘗以二十餘卷質

吾鄉漁洋先，於《居易錄》載其大凡。後先生以《菉竹》、《聚樂》、

《淡生》、《一齋》諸目所藏及同人所見，世有其本者列未見一門，

又有雜見於諸書或一卷或數條列闕書一門，於是分存、佚、闕、

未見四門，刪舊名之『存亡』字而名之曰『經義考』。已刻一百

六十七卷，其<宣講立學>、<家學>、<自序>三卷本闕，今補刻

一百三十卷，卷帙浩繁，校對不易，從事諸君子各題名於每卷之

後，而博徵載籍以正字畫之訛者，錢塘陳授衣章、儀徵江賓谷昱

也。刻既成而覆校之者，元和惠定宇棟、華亭沈學子大成也。其

商略考訂兼綜其事則祁門馬嶰谷曰琯、半查曰璐云。」所云「從

事諸君子各題名於每卷之後」之說，是書未見。 

4.間見硃筆句讀。 

(陳惠美、謝鶯興整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