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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部 

 類叢類 

澤存堂五種 --顧野王玉篇三十卷、廣韻五卷、郭忠恕佩觿三

卷、賈昌朝群經音辨七卷、李文仲字鑑五卷九冊 清

張士俊編 澤存堂藏板重刊本石印本 E01.1/(q)1142 

  附：清康熙四十三年 (1704)朱彝尊<重刊玉篇序>，<大廣

益會玉篇序>，<分毫字樣>，沙門神珙<四聲五音九

弄反紐圖并序>，清張士俊<篇後跋>，清康熙四十三

年 (1704)朱彝尊<重刊廣韻序>，清潘耒<重刊古本廣

韻序>，宋景德四年 (1007)<牒>，宋大中祥符元年

(1007)<牒>，隋仁壽元年 (601)長孫訥言<切韻序>，

唐儀鳳二年 (677)郭知玄<序>，唐天寶十年(751)孫愐

<唐韻序>，<雙聲疊韻法>，清張士俊<韻後跋>，<郭

忠恕傳>，<郭忠恕事蹟彙編 (標題係編者自擬，摘錄

《談苑》、《集古跋尾》、《嘉祐雜誌》、《玉壺清

話》、《麈史》、《五代史補》等書)  >，清康熙四十

九年 (1710)張士俊<跋>，宋賈昌朝<群經音辨序>，

宋寶元二年 (1039)<牒>，宋慶曆三年 (1043)<進呈表

>，宋紹興十二年 (1142)王觀國<群經音辨後序>，宋

紹興九年 (1139)<汀州寧化縣學鏤板臨安府府學將國

子監舊本重雕逐一校正>，清康熙五十三年 (1714)張

士俊<群經音辨後跋>，元顏堯煥<字鑑序>，元千文

傅<字鑑序>，元張 <字鑑序>，元唐泳涯<字鑑序

>，佚名<字鑑序>，元李文仲<自序>，清康熙四十八

年 (1709)朱彝尊<字鑑後序>。  

  藏印：「東海大學藏書」方型硃印，「方教授師鐸贈書」

長條戳印。  

  板式： 1.《玉篇》：左右雙欄，單魚尾。半葉十行，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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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八字。板框 15.6 ×11.4

公分。  

板心上方刻該葉字數，《玉篇》之魚尾下題「篇

○」及葉碼，板心下有刻工姓名 (<重刊玉篇序>

則題「澤存堂」)。  

各卷首行題「玉篇○○卷凡○○○部」(序題「大

廣益會玉篇一部并序凡三十卷」，次行依序題

「梁大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黃門侍郎兼太學博

士顧野王撰本唐上元元年甲戌歲四月十三日南

國處士富春孫強增加字三十卷凡五百四十二部

舊一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一言新五万一千一百

二十九言新舊摠二十万九千七百七十言」)，卷

末題「玉篇卷第十」「新加偏旁正俗不同例」。  

扉葉右題「張氏重刊」，左題「澤存堂藏板」，

中間書名大字題「宋本玉篇」。  

2.《廣韻》：左右雙欄，單魚尾。半葉十行，行二十

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七字。板框 13.5 ×10.2

公分 (上聲為 15.6 ×11.4 公分)。  

板心上方刻各葉字數，魚尾下題「韻○○」及

葉碼，板心下題刻工姓名。  

各卷首行題「廣韻○○聲卷第○」，卷末題「廣

韻○○聲卷第○」及「新添類隔今音和切」。  

扉葉右上題「張氏重刊」，下鈐「吳漊張氏」

方型硃印，左題「澤存堂藏板」，中間書名大

字題「宋本廣韻」，上鈐「『進呈御覽』雙龍

抱珠圖」；牌記題「民國廿三年北平薰閣景

印」。  

3.《佩觿》：左右雙欄，單魚尾。半葉八行，行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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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小字雙行，行二十六字。板框 15.4 ×11.3

公分。  

板心上方刻各葉字數，魚尾下題「佩」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佩觿卷○」，次行題「朝請大夫

國子周易博士柱國臣郭忠如記」，卷末題「佩

觿卷○」。  

扉葉右題「張氏重刊」，左題「澤存堂藏板」，

中間書名大字題「佩觿」。  

4.《群經音辨》：左右雙欄，單魚尾。半葉十行，行

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字。板框 14.5 ×

11.6 公分。  

板心上方刻各葉字數，魚尾下題「群經音辨卷

○」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群經音辨卷第○」，次行題「朝

春郎尚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兼天章閣侍講輕

車都尉賜緋魚袋臣賈昌朝撰」；卷末題「群經

音辨卷第○」  

扉葉有二，一題「澤存堂五種」，牌記題「光

緒戊子 (十四年)仲春月上海蜚英館石印」；一

右題「張氏重刊」，左題「澤存堂藏板」，中

間書名大字題「群經音辨」。  

5.《字鑑》：單欄，單魚尾。半葉八行，行十八字；

小字雙行，行十九字。板框 15.4×11.3 公分。  

板心上方刻各葉字數，魚尾下題「字鑑○」及

葉碼。  

各卷首行題「字鑑卷之○」，次行題「吳郡學

生李文仲編」，三行題「○聲」及目次；卷末

題「字鑑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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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葉右題「張氏重刊」，左題「澤存堂藏板」，

中間書名大字題「字鑑」。  

按：一、封面書籤題  「澤存堂五種」。  

二、《廣韻》之上聲卷第三及去聲卷第四有兩套，板

式完全相同，然板框大小不同，上聲卷第三之

首葉，一有兩藏者墨印，一無，故據以定為石

印本。  

三、各書所見之刻工：  

Ａ玉篇：何昇、金滋、沈思恭、曹榮、李倍、

宋琚、方堅、方至、吳椿、吳志、劉昭、

吳益、秦暉、秦顯、李倚、張榮、王玩、

王寶、朱玩、魏奇、趙中、陳晃、何澄、

陸選、王恭、陳壽、高異、何滋、沈思

忠、宋玩、王汝明、翁、徐佐、方、嘗、

勝之、公、張謙、余敏、嚴智。  

Ｂ廣韻：何昇、方至、宋琚、趙中、曹榮、吳

椿、吳志、沈思忠、沈思恭、王玩、陸

選、張榮、余敏、秦暉、劉昭、李倍、秦

顯、顏彥、金滋、何典、李倚、方堅、王

恭、朱玩、陳晃、何澄、吳益、高異、吳

虛、王寶、吳梓、陳壽、吳澄。  

(謝鶯興、陳玉玲、陳慧倫合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