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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 

館藏漢書板本考略 (下) 

特藏組  謝鶯興 

三、景仁壽本二十五史本 

1.漢書一百二十卷四十冊  漢班固撰  唐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民國四十五年臺北二十五史編刊館借國立北平故宮博物院

藏南宋福唐郡庠重刊北宋淳化監本影印  E01.2(1)/(r)1041V.5-9 

附：唐顏師古撰<漢書敘例>、<前漢書目錄>。 

板式：白口，左右雙欄，雙魚尾。半葉十行，行十九字；小字雙行，行二

十七字。 

上魚尾下題書名、篇類及卷次(如「前漢紀一卷上」 )，下魚上題

葉碼，板心下方題刻工名字。 

各卷首行題篇名、次第(如「高紀第一上」)及「班固漢書○」，次

行題「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卷末題篇名及卷次。 

扉葉題「仁壽本二十五史漢書一百二十卷」，牌記題「二十五史編刊

館借國立北平故宮博物院藏南宋福唐郡庠重刊北宋淳化監本影印原

書版匡高二十一公分寬十五公分二」。 

版權頁題「仁壽本二十五史南宋重刊本漢書」。 

按：一、<漢書敘例>篇末題「從湖北提舉茶鹽司宋本影寫敘例及總目」。 

二、是書係據「天祿琳琅」藏本景行，字跡部份漶漫不清。間見後人

補板之作，字體異於原書；板框係雙欄，亦異於原書之左右雙欄。 

四、百衲本二十四史 

民國十九年，張元濟採宋慶元黃善夫刊《史記》、宋景佑刊《漢書》⋯⋯

清武英殿刊《明史》等二十四種正史，彙刻為「二十四史」。因採各種板

本彙集，有如僧人穿著的衣服，一再補綴，而稱為「百衲本二十四史」1 

                                                 
1 關於「百衲」一詞與「百衲本」名詞的來源，可參王雲五<臺四版重印補校百衲
本二十四史序>(《東方雜誌》第 10 卷第 5 期，頁 11 至 13，民國 65 年 11

月 )，劉兆祐<彙集善本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國文天地》第 2 卷第 5 期，頁
62 至 65，民國 75 年 10 月 )，韓文寧<張元濟與百衲本二十四史>(《江蘇圖書
館學報》1998 年第 1 期，頁至 53，1998 年 2 月 )等文均有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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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百衲本二十四史)漢書一百卷三十二冊  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注  民國

十九年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上海涵芬樓借常熟瞿氏鐵琴銅劍樓

藏北宋景祐刊本景印)本       E02.6/0017V.12-15 

附：宋景佑元年余靖<奏表>、清嘉慶乙亥(二十年，1815)士禮居主人(黃丕

烈 )<跋>、清嘉慶戊午(三年，1798)顧廣圻<跋>，民國張元濟<跋>。 

板式：白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十九字；小字雙行，行二

十七字。 

魚尾下題書名(或篇名不一 )、卷數及葉碼，板心下方題刻工名字。 

各卷首上行題篇名、次第(如「高紀第一上」 )，下題「班固」及

書名卷次(如「漢書一」)；次行題「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

古注」；卷末題篇名與次第。 

扉葉右題「百衲本二十四史」，左題「四部叢刊史部」，中間書名

「漢書」；牌記題「上海涵芬樓借常熟瞿氏鐵琴銅劍樓藏北宋景祐刊

本景印原書板匡高營造尺六寸八分寬五寸正」。 

版權頁題「百衲本二十四史」「宋景佑本漢書」。 

按：一、宋余靖<奏表>篇末題「右宋景佑文公以諸本參校手所是正並附古

注之末至正癸丑三月十二日雲林倪瓚在凝香閣謹閱」。 

二、張元濟<跋>記是書：「原闕溝洫、藝文二志，配以大德覆本，又

殘損漫漶者十餘葉，亦以元刻補配。」 

五、景乾隆四年校刊本 

乾隆四年校刊本，係齊召南等人奉敕逐卷考證、校刊梓行者，館藏《漢

書》據是本重新翻刻、或重排、或石印者頗夥。書名雖有「一百二十卷」

與「一百卷」本之異 (考證部份均題「一百卷」 )，其差異仍在篇幅較多者，

細分為上、中、下等卷是併為一卷或分開計算而已。現依刊刻時代先刻逐

一介紹之。 

1.漢書一百二十卷考證一百卷三十二冊  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注  清齊

召南等奉考證  清陳浩、董邦達、萬承蒼、朱良裘、齊召南、陸宗

楷、孫人龍、李龍官、吳兆雯、杭世駿、沈廷芳、張本等奉敕校  清

光緒十年上海同文書局據乾隆四年校刊本石印本 B01(2)/(q3)11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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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唐顏師古<前漢書敘例>、<前漢書目錄>、清齊召南<考證跋語>、<考

證職名>。 

藏印：「徐佛觀印」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一

字。板框 10.1 ×14.5 公分。 

板心上題題「乾隆四年校刊」，魚尾下題書名、卷次、篇類 (如「前

漢書卷一上帝紀」 )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前漢書卷○」，次行題「漢蘭臺令史班固撰」，三行

題「唐正議大夫行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卷末題「前漢

書卷○」。 

扉葉題「漢書百二十卷」，牌記題「光緒十年甲申仲春上海同文

書局用石影印」。 

按：一、《漢書》一百卷，是書扉葉題「百二十卷」，係將字數較多之篇又

分上、中、下等計入；然「考證」仍依「一百卷」之數標示，故仍其

舊。 

2.欽定前漢書一百二十卷附考證一百二十卷八冊  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

注  清齊召南等奉敕考訂  清光緒三十一年 (1905)武林竹簡齋據乾隆

四年 (1739)校刊本石印本        B01(2)/(a3)1160 

附：唐顏師古<前漢書敘例>，<前漢書目錄>，清齊召南<前漢書考證跋

語>。 

  藏印：「東海大學」方型硃印、「方教授師鐸贈書」長條戳印。 

  板式：左右雙欄，單魚尾。半葉二十行，行四十二字；小字雙行，行四

十二字。板框 17.3 ×11.8 公分。 

板心上方題「乾隆四年 (1739)校刊」，魚尾下題「漢書卷○」「帝

紀(或表、或志、或列傳 )」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前漢書卷○」，次行題「漢蘭臺令史班固撰」，第

三行題「唐正議大夫行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第四行

為各篇篇名及次第；卷末題「前漢書卷○」，接著為「前漢書卷○

考證」。 

牌記題「光緒乙巳(三十一年，1905)年武林竹簡齋四次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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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書籤題「欽定前漢書」，仍特重其來源。 

二、考證之卷數分為「一百二十卷」，異於他本之處。 

3.前漢書一百卷考證一百卷十六冊  東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注  清齊召

南奉考證  清陳浩、董邦達、萬承蒼、朱良裘、齊召南、陸宗楷、

孫人龍、李龍官、吳兆雯、杭世駿、沈廷芳、張本等奉敕校刊 民國

十六年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據清乾隆四年 [1739]校刊本重刊)  

            B01(2)/(a3)1160-03 

附：唐顏師古撰<前漢書敘例>、<前漢書目錄>、清乾隆四年 (1739)齊召南

撰<前漢書考證跋語>、<前漢書考證職名>。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六行，行三十一字；小字雙行，

行三十一字。板框 10.7×14.7 公分。 

板心上方題「乾隆四年校刊」，魚尾下題「前漢書卷○○帝紀(或

表、志、列傳 )」及葉碼；<考證>部份則題「前漢書卷○○考證」及

葉碼。 

各卷首行題「前漢書卷○○」，次行題「漢蘭臺令史班固撰」，三

行題「唐正議夫行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四行為各篇之

篇名，卷末題「前漢書卷○○」；<考證>部份則首行題「前漢書卷○

考證」，卷末題「前漢書卷○考證」。 

本文及注與<考證>是各自成卷，即各卷皆先列《漢書》本文及注，

再列各卷之<考證>，於各卷之末。 

扉葉前半大字書名「前漢書」，左題「丁卯□八姜殿揚僉」，後半

牌記題「民國十六年上海商務印書館印行」。 

封面襯葉墨筆題「周法高」，及鉛筆字「卷二十 86p」。 

按：一、書中間見墨筆眉批及句讀。 

二、<前漢書敘例考證>墨筆題「民國三十八年逃兵台灣復讀□□□

□，此為是也，略抄卡片。法高」 

4.前漢書一百卷考證一百卷三十二冊  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注  清齊召

南等奉考證  清陳浩、董邦達、萬承蒼、朱良裘、齊召南、陸宗楷、

孫人龍、李龍官、吳兆雯、杭世駿、沈廷芳、張本等奉敕校  上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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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書局四部備要聚珍仿宋版據武英殿本校刊   E02.6/5045 V.40-43 

附：<前漢書目錄>、唐顏師古撰<前漢書敘例>、<考證職名>。 

板式：細黑口，單欄，單魚尾。半葉十三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

十字。板框 11.0 ×15.2 公分。 

板心上方題「前漢書」，魚尾下題卷數及篇類名(如「卷一上帝紀」，

考證則題「卷○考證」 )，板心下方題葉碼及「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

印」。 

各卷首行「前漢書卷○」，次行題「漢蘭臺令史班固撰」，三行題

「唐正議大夫行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四行為各篇篇

名；卷末題「前漢書卷○」。 

六、評校本 

1.前漢書一百卷三十二冊  漢班固撰  明陳仁錫評  明崇禎五年 (序)陳仁

錫評校(配補本--卷廿一律歷志配汲古閣本，卷廿二為抄補本)本  

          B01(2)/(A3)1160-3 

附：明崇禎壬申(五年，1632)陳仁錫撰＜前漢書序＞，唐貞觀十五年（641）

顏師古撰＜前漢書序＞、明夏璋撰＜凡例＞、＜漢書字例＞（分古字、

同讀字、即字三類）、＜前漢書目錄＞。 

藏印：「毅厂珍藏」 

板式：左右雙欄，單魚尾。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夾注，行二十

字。板框 21.4×14.6 公分。板心上方刻書名卷數「前漢書卷○○」。魚

尾下刻篇名「○○紀(表、書、傳 )」及葉碼。書內有眉批及句讀，間

見殊筆眉批及句讀。 

每卷首行題「前漢書卷之○」(卷一、十三、卅一等三卷，則首題

「前漢書卷之○」，次題「漢蘭臺令史班固撰」，次題「明史官長洲

陳仁錫評」，次題篇名及篇次 )，次題篇名及篇次。卷末題「前漢書

卷之○終」。 

按：一、是書無牌記可證，故據明崇禎壬申年陳仁錫<前漢書序>載之，國

家圖書館藏《漢書》一百二十卷，題「明崇禎己卯(12 年，1639)

蘇州葛氏刊本」，書中亦收錄明崇禎壬申年陳仁錫<前漢書序>，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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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仁錫評《漢書》是在明崇禎壬申年，但何時刊刻尚待其它佐證。 

二、顏師古撰＜前漢書序＞末云：「歲在重光律中大呂」。按重光為

「辛」，律中大呂是十二月為「丑」，是為辛丑年，顏師古生於陳

宣帝太建十三年，卒於唐太宗貞觀十九年，即 581--645 年間。辛

丑年即貞觀十五年。 

三、卷廿一＜律歷志＞第一上下，為汲古閣本，卷首首行題「律歷

志第一上」，下題「漢書二十一」。次行題「正議大夫行秘書少監

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律歷志第一上＞在「律歷志第一上」

與「漢書二十一」間，有夾注雙行：「師古曰志記也，積記其也。

春秋左氏傳曰前志有之」。左右雙欄，單魚尾，白口。半葉十二行，

行二十五字。小字雙行夾注，行三十七字。板框 21.5×14.2 公分。

卷之首末二葉魚尾下題「汲古閣毛氏正本前漢二十一(下)」及葉

碼，但卷二十一上之末葉之「毛氏正本」則作「氏四正本」，其餘

各葉僅題「前漢二十一上(下)」卷廿二＜禮樂志＞第二，為抄本。

無界欄，半葉十二行，行二十三字。小字雙行夾注，行廿三至三

十字不等。卷首之首行題「禮樂志第二」、「漢書二十二」，次行題

「唐顏師古注」。卷中＜燁燁十五＞之「燁」字缺末筆。 

七、王先謙補注本 

1.漢書補注一百卷四十冊  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注 清王先謙補注  上海

文瑞樓發行   鴻章書局據王先謙虛受堂刊本石印本 B01(2)/(q3)1160-2 

附：清光緒二十六年 (1900)王先謙撰<前漢補注序例>、<引用諸書姓氏>、

<同時參訂姓氏>、<前漢書目錄>、<附官本卷首目錄>(含：唐顏師古

撰<前漢書敘例>、唐顏師古撰<前漢書目錄>)、<官本跋尾>(清齊召南撰

<前漢書考證跋語>、<前漢書考證職名>)、<姚惜抱先生前漢書評點>。 

板式：黑口，單欄 (<表>的部分則為左右雙欄 )，單魚尾。半葉十六行，行

三十五字；小字雙行，行三十五字(<表>的部分，表格以外的，則為

半葉十二行，行二十五字；小字雙行，行二十五字)。板框 11.6×16.3

公分。 

魚尾下題「前漢○○」及葉碼，各卷或各篇之首葉及末葉間見「虛

受堂」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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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冊之首行上題「○○紀(或表、志、傳 )第○○」，下題「漢書○」

(有注文者，則在該項之末 )，次題「漢蘭臺令史班固撰」，三題「唐

正議大夫行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四題「賜進士出身前

翰林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三級臣王先謙補注」；各冊之末上題「○

○紀(或表、志、傳 )第○終」，下題「漢書○」。 

各篇之前則題「○○紀(或表、志、傳 )第○○」與「漢書○」，篇

末題「○○紀(或表、志、傳 )第○終」。 

封面書籤題「王先謙漢書補注君宜署」。 

扉葉前半篆書題「漢書補注百卷」，後半牌記題「上海文瑞樓發

行鴻章書局石印」。 

按：一、書中間見墨筆眉批。 

二、王先謙<前漢補注序例>云：「今《補注》以汲古本為主，<佖說>

併入注文，遵用『官本』校定，詳載文字異同，備錄諸人考

證⋯⋯」。 

三、據梁戰、郭群一合編《歷代藏書家辭典》「王先謙」條載，王先

謙室名有「癸園」與「虛受堂」兩種，而本書各卷或各篇之首

葉與末葉板心間見「虛受堂」三字，故暫訂為「鴻章書局據王

先謙虛受堂刊本石印本」。 

八、疏證本 

1.漢書疏證三十六卷二十四冊  清沈欽韓撰  清胡上襄、金肇麟、張大

昌、鮑家瑞、吳士鎔、吳鴻望、高保康、鄒在寅、楊振鎬、丁立誠、

章炳森、姚娘、徐惟琨、馮一梅、樊熙、宋元煦、朱葆儒、張聯駿、

許溎祥、王辰拱、許碩儒、高倍森、王家賢等校  清光緒二十六年浙

江官書局刊兩漢書疏證本     B01(2)/(q2)6484 

板式：白口，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二字；小字雙行，行

二十二字。板框 13.6 ×17.7 公分。 

魚尾下題「漢書疏證卷○」(卷十八至二十板心上方題「漢書疏

證」，魚尾下題「卷○」 )及葉碼，板心下方刻字數。 

各卷首行題「漢書疏證卷○」，次行題「吳沈欽韓撰」；卷末題「漢

書疏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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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末所題校刊者名氏如下：1.卷二之末題「浙江書局刊」、「胡上

襄校」、「金肇麒校」、「張大昌校」；2.卷三末題「浙江書局刊」、「鮑

家瑞校」、「吳士鎔校」、「吳鴻望校」；3.卷五末題「浙江書局刊」、「高

保康校」、「吳士鎔校」、「鄒在寅校」；4.卷八末題「浙江書局刊」、「張

大昌校」、「楊振鎬校」、「丁立誠校」；5.卷十上末題「浙江書局刊」、

「章炳森校」、「金肇麒校」、「姚烺校」；6.卷十三下末題「浙江書局

刊」、「徐惟琨校」、「馮一梅校」、「丁立誠校」；7.卷二十末題「浙江

書局刊」、「樊熙校」、「宋元煦校」、「吳鴻望校」；8.卷二十五末題「浙

江書局刊」、「朱葆儒校」、「張聯駿校」、「樊熙校」；9.卷二十六末題

「浙江書局刊」、「許溎祥校」、「張聯駿校」、「王拱辰校」；10.卷二十

八、二十九末題「浙江書局刊」、「宋元煦校」、「許碩儒校」「吳鴻望

校」；11.卷三十二下、三十三末題「浙江書局刊」、「吳超校」、「丁立

誠校」、「王家賢校」；12.卷三十五末題「浙江書局刊」、「許碩儒校」、

「吳鴻望校」、「高倍森校」；13.卷三十六末題「浙江書局刊」、「鄒在

寅校」、「王家賢校」、「吳鴻望校」。 

扉葉題「漢書疏證三十六卷」，牌記題「光緒二十六年孟冬浙江

官書局刊」。 

按：是書未見任何序跋，《續修四庫全書‧史記》收牌記題「光緒二十六

年孟冬浙江官書局刊」三十六卷本，比對內容，與東海館藏係同一刊

本，同無任何序跋。國家圖書館則藏一鈔本，仍無任何序跋。 

九、刊誤、辨疑本 

1.漢書正誤四卷二冊  清王峻著  清錢大昕校  日本昭和十三年 (民國二

十七年 )懷息草堂刊頤慶堂藏版    B01(2)/(q1)1023 

附：清乾隆丙戌(三十一年，1766)陳宏謀<漢書正誤序>、<自序>、清乾隆

乙卯(六十年，1795)錢大昕<序>、<漢書正誤目錄>。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九行，行二十字。板框 7.6 ×9.8 公分。 

板心上方題「漢書正誤」，魚尾下題「卷○」及葉碼，板心下方題「懷

息草堂」。 

各卷首行題「漢書正誤卷○」，次行題「虞山王峻次山甫著」「受

業錢大昕校定」；卷末題「漢書正誤卷○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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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葉題「漢書正誤」「頤慶堂藏版」，牌記題「漢書補注未收書之

二昭和十三年冬西京學生醵貲景印」。 

按：經查「善本圖書聯合目錄」與「全國圖書聯合目錄」皆未見著錄，然

中央研究院傅斯年圖書館藏《漢書正誤》四卷，題「 (清)王峻撰，(清)

錢大昕校，日本昭和十三年 (1938)西京學生影印巾箱本，據乾隆乙卯

(六十)年 (1795)刊本影印」顯與東海同一板本。 

2.漢書辨疑二十二卷五冊  清錢大昭撰  清光緒十三年十月廣雅書局刊

「兩漢書辨疑」本        B01(2)/(q2)8346 

附：清乾隆四十四年 (1779)王鳴盛<兩漢書辨疑序>，清乾隆己亥 (四十四

年，1779)錢塘<兩漢書辨疑跋>。  

板式：粗黑口，單魚尾，單欄。半葉十一行，行二十四字；小字雙行，行

二十四字。板框 15.3 ×21.0 公分。  

單魚下題「漢書辨疑卷○」及葉碼，板心下方題「廣雅書局刊」。 

各卷首行題「漢書辨疑卷○」，次行下題「嘉定錢大昭撰」，卷

末上題「漢書辨疑卷○終」，下題「南海潘乃成」「番禺黎永椿」「林

國贊」「章琮校字」。書耳題各頁字數。  

扉葉題「漢書辨疑二十二卷」，牌記題「光緒十三年十月廣雅書

局刊本」。  

按：一、各卷末題校字姓氏，卷五至八則題「番禺黎永椿」「黃濤」「沈葆

和」「沈寶樞校字」；卷九至十三則題「萍鄉文廷俊」「番禺黎永

椿」「鄭權」「林國贊校字」；卷十四至十七則題「萍鄉文廷俊」「南

海潘乃成」「番禺范公詒校字」；卷十八至二十二則題「萍鄉文廷

俊」「番禺范公詒」「沈寶樞校字」。  

二、是書扉葉題「漢書辨疑二十二卷」，板心亦題「漢書辨疑」。然

王鳴盛<序>與錢塘<跋>皆題「兩漢書辨疑」，王氏云：「錢君可廬

出示所撰《兩漢書辨疑》四十二卷」，錢氏云：「從父可廬研精史

學尤致力於《兩漢》，為《辨疑》四十餘卷」，則本館所藏仍《兩

漢辨疑》之一《漢書辨疑》。 

十、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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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羅列館藏《漢書》的板本，總計有八類之多。若板本時代先後

排序言，「仁德本」與「百衲本」所據底本均應前於「明刊本--德藩最樂軒

本」；但前二者皆為景本，後者為原刊本，故挪之於前。此八種皆著重於

《漢書》之註釋、校刊、考訂、校評、辨疑，館藏另有：1.不著撰者《精

校前後漢書菁華錄》六卷，民國九年上海鴻寶齋石印本；2.清錢坫撰《新

斠注(漢書)地理志》，徐松集釋，姚覲元、繆荃孫、章貞同校正，清同治十

三年會稽章氏用咫進齋藏本校刊本；3. 清夏燮撰《校漢書八表》八卷，夏

誠楨校刊，清光緒十六年江城公所刊本，來青閣藏板；4.清徐松撰《漢書

西域傳補注》二卷，許之璇、史悠咸、陶福祥同校，清光緒二十年廣雅書

局刊本；5.清陳澧撰《漢書地理志水道圖說》七卷附攷正德清胡氏禹貢圖

一卷，番禹陳氏委廣東省城西湖街富文齋刊印本。此五類或摘錄《漢書》

文章，或校注某些篇章，僅著錄於此，不再詳加敘述。  

 

資料庫與工具書 

將理想化為實際的產業資訊即時查詢系統--- 

「台經院 IBIS 產經資料庫」 

台灣經濟研究院資訊服務處兼產經資料庫處長   周霞麗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台經院）自民國 65 年成立以來一向以國內

外總體經濟及產業經濟研究為主要範疇，研究的成果不止提供政府相關部

門作為施政之參考，亦廣為企業界使用當作其經營企畫之投資指南，有鑑

於國人對於經濟相關議題之資訊需求日益殷切，台經院除持續加強各項產

經相關議題之研究，並建立基本研究制度，亦即所有研究人員必須投入至

少一項產業作為長期深入觀察之資訊，除每月定期探討各項產業發展現況

外，並於每年年底出版發行《台灣各產業景氣趨勢調查報告》。由於產業研

究工作不但耗時且資訊蒐集不易，因此台經院於 1998 年起與澳洲 IBIS 公司

合作，開發製作台灣各產業市場研究分析報告資料庫，提供研究人員自本

資料庫中隨時取得最即時之產業研究相關資訊。本文將概述台經院 IBIS 產

經資料庫之開發歷程、主要涵蓋內容、現有使用客戶以及未來資料庫之發

展。 

一、澳洲 IBIS 產經資料庫簡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