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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普通本線裝書總目．經部春秋類 

陳惠美 、謝鶯興  

《春秋左傳杜注補輯》三十卷《卷首》一卷十冊，清姚培謙注，清光緒九年(1883)

江南書局重刊本，A06.12/(q1)4240 

附：清乾隆十一年(1746)黃叔琳〈春秋左傳杜注序〉、〈春秋左傳杜氏序〉、

清乾隆九年(1744)姚培謙〈凡例〉、〈春秋左傳杜注目錄〉。 

藏印：「許氏藏書」陰文硃印。  

板式：粗黑口，雙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

行二十二字。板框 13.8×17.7 公分。雙魚尾間題「春秋左傳杜注卷〇」、

「〇公」及葉碼。 

 

各卷之首行上題「春秋左傳杜注卷第〇」，次行下題「華亭姚培

謙學」，三行為各公名(如「隱公」)，卷末題「春秋左傳杜注卷第〇」。 

扉葉篆字題「春秋左傳杜注補輯」，後半葉牌記題「光緒九年

(1883)仲冬江南書局重刊」。 

按：一、書中間見硃筆句讀。〈春秋王朝列國紀年〉之書眉硃筆題：「隱、

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卷五葉二十

四至葉二十九之書眉及書腳皆有硃筆批語。 

二、黃叔琳〈春秋左傳杜注序〉云：「讀《春秋左氏傳》者，競推杜

林，林非杜匹也。杜林合注，於杜注每有刊落，則一家之學既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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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而唐宋以來，諸儒先之名言要旨，亦率皆缺而未載，又安能

使讀貫穿馳騁，上下往復，而不域於戔戔章句之習也。華亭姚平

山氏研精《左傳》，得其要領，其為書也，以杜氏《經傳集解》

為主，而兼引孔疏，旁及各傳注，元元本本，疏通證明，不遺餘

力。平山蓋不惟為杜氏一家之學而已，據經以讀傳，因傳以攷經，

是非同異之際，三致意焉。凡他說之有裨杜氏而可以並參者，必

與《集解》兩存，以俟後人採擇，其詳且慎如此不可為著書法

歟。……吳門陸闇亭太守，自蜀中解組歸田，主持風雅，深喜是

書詳核，因為捐貲雕板，自此得以流播，遠近海內通經之士，讀

之其快然為何如也。」  

三、〈凡例〉云：「古本《左傳》三十卷，今仍其舊；附王朝列國興冖

汆等說於卷首，不入卷中。」故卷首收：杜氏序、春秋王朝興廢

說、春秋列國興廢說、春秋王朝列國紀年、春秋一百二十四國爵

姓等五篇。 

《左通補釋》三十二卷十二冊，清梁履繩撰，清道光九年(1829)錢唐汪氏振綺

堂刊光緒元年(1875)杭州愛日軒補槧本，A06.12/(q3)3372 

附：清梁履繩清〈補釋小序〉、道光六年(1826)朱文翰〈左通補釋後案〉、

清光緒元年(1875)汪曾唯〈跋〉。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

行二十三字。板框 13.7×19.0 公分。魚尾下題「補釋〇」及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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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卷首行上題「補釋〇」及雙行小字起盡年(如「 起 隱 公 元 年

盡 十 一 年 」)，下

題「左通〇」，次行下題「錢塘梁履繩學」，卷末題「補釋〇」，卷三

十二末葉題「杭州愛日軒陸貞一董栞」。 

扉葉篆字題「左通補釋三十二卷」，後半葉牌記題「道光九年

(1829)己丑秋七月錢唐汪氏振綺雕版光緒元年(1875)三月補槧會稽後

學趙之謙題記」。 

第一冊封底貼標籤，由上至下依序題：「書名：左通補釋」、「冊

數：12，版別□，□紙」、「議價：8 元，□年□月□日」、「編號■

字 8310 號」、「北京市圖書出版業同業公會印製」。 

按：一、梁履繩清〈補釋小序〉云：「《隋志》載賈逵《解詁》、服虔《解

義》各數十卷，今俱亡佚。杜氏參用賈、服，仲達作《疏》，間

有稱引，恨未覩其全，亦如馬融諸儒之說，僅存單文隻義爾。唐

以後注左氏者，代不乏人，唯張洽、趙汸最為明晢，大抵詳書法

而略記載。近所行林堯叟本又大半勦襲，絕少會心。余綜覽諸家，

旁采眾籍，以廣杜之所未備，作《補釋》三十二卷。」 

二、〈左通補釋後案〉云：「先生邃於左氏學，久之成書六種，命曰《左

通》，此其第一種也。文翰謹案，《補釋》卷首有小敘，準此例推

知，不復有總敘。全編義例無所發明，要知體大思精，言不盡意。

敘者，敘所以著述之由，故古人一書不兩敘。」  

三、汪曾唯〈跋〉云：「先生諱履繩，字處素，號夬庵，相國文莊公

孫，乾隆戊申(五十三年，1788)舉人。……先生尤銳意《左氏傳》，

有『左傳癖』小印。箸《左通》一書，分六門，曰廣傳、曰考異、

曰補釋、曰駮證、曰古音、曰臆說。錢竹汀詹事歎為絕詣。中年

徂謝，全書未竣，僅《補釋》三十二卷，采 摭閎 通，其 功已 竟 。

哲嗣久竹先生出宰宜興，寓書先世父命刊于振綺堂。表綺堂余家

藏書處也，自明季遷杭至嘉慶初，積板六十餘種，悉燬于火。嗣

後又刊三十餘種，咸豐末再毀于寇。同治甲子(三年，1864)春，

今湘陰左相國克復杭州，余自鄂州歸，收拾燼餘，得十有餘 種 ，

然皆散佚不完。里居三年，先後補鐫，是書殘缺尤多。戊辰(七

年，1868)秋重之鄂州，未暇及此。吳縣潘婣丈介繁謂是書博采

群籍，考證精覈，洵如後案所云，尊經道古讀書三者咸備，其衣

被後學也不淺，助余校勘以還舊觀，刊成謹識顛末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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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二十卷六冊，清李貽德撰，清光緒八年(1882)江蘇

書局重刊本，A06.12/(q3)4062 

附：清同治丙寅(五年，1866)劉恭冕〈跋〉、清同治乙丑(四年，1865)劉恭

冕〈序〉、清沈濂〈序〉、清同治丙寅(五年，1866)程兆和〈跋〉、清

同治丁卯(六年，1867)劉毓崧〈後序〉。 

藏印：「上野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五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五

字。板框 13.0×19.2 公分。板心上方題「賈服註輯述」，魚尾下題「卷

〇」及葉碼。 

 

各卷首行上題「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〇」，次行下題「嘉興

李貽德學」， 

扉葉篆字題「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廿卷」，後半葉牌記題「光

緒壬午(八年，1882)五月江蘇書局重刊」，封面內葉鈐：「來源：購 6

本」、「書價：日幣 3500」、「52 年 8 月 22 日」。 

按：一、間見硃筆眉批，如劉恭冕〈跋〉葉一書眉。 

二、劉毓崧〈後序〉云：「(嘉興李次白)先生生於乾隆癸卯(三十六年，

1771)，多見當時耆舊。嘉慶戊午(三年，1798)，洪稚存太史至嘉

興，先生年甫十六，聆其緒論，即深企慕。甲戌(十九年，1814)、

乙亥(二十年，1815)間謁孫淵如通奉於江甯，事以師禮。」 

《春秋繁露義證》十七卷《卷首》一卷四冊，漢董仲舒撰，清蘇輿義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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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統二年(1910)刊本，A06.22/(q3)4477 

附：甲寅(民國三年，1914)王先謙〈春秋繁露義證序〉、清宣統己酉(元年，

1909)蘇輿〈自序〉、〈例言〉、清宣統元年(1909)蘇輿〈董子年表〉、〈春

秋繁露攷證〉、〈春秋繁露目錄〉。 

藏印：「無不可齋鑒藏」方型陰文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五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五

字。板框 13.5×20.3 公分。板心上方題「春秋繁露義證」，魚尾下題

「卷〇」。 

 

各卷之首行上題「春秋繁露義證卷第〇」，次行下題「漢廣川董

仲舒撰」(卷一在第十行)，三行下題「平江蘇輿學」(卷一在下半葉

首行)，第四行為各篇名(卷一在下半葉之次行)，卷末題「春秋繁露

義證卷第〇終」。 

扉葉篆字書名題「春秋繁露義證十七卷」，後半葉牌記題「宣統

庚戌(二年，1910)刊」。 

按：一、王先謙〈春秋繁露義證序〉云：「蘇厚菴為《春秋繁露義證》將

成而告余曰：董生此書說《春秋》者不過十 8 之五六，吾為此書

而深有會於《春秋》之旨，書成後當更為公羊董義述以盡吾

意。……歲癸丑(民國二年，1913)大病新愈，將赴會垣，余贈以

詩，……並以公錢栞行其《繁露義證》，嗣復以例言及董生年表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24 期 

106 

來。」 

二、〈目錄〉各篇之下，間見標示該所在的冊次及卷次(如〈楚莊王第

一〉下標示「第一冊卷一」)。 

《公羊家哲學》十五篇二冊，民國陳柱撰，民國十八年上海中華書局聚珍倣

宋本 A06.22/(r)7540 

附：民國十七年陳柱〈自序〉、〈公羊家哲學目錄〉。 

藏印：「無不可齋鑒藏」方型陰文硃印。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四邊單欄。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

行二十字。板框 10.5×15.4 公分。板心上方題「公羊家哲學」，魚尾

下題篇名(如「革命說」)及葉碼，板心下題「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印」。 

 

卷之首行上題「公羊家哲學」，下題「北流陳柱柱尊箸」。 

扉葉篆字題「公羊家哲學」。 

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民國十八年四月印刷」、「公羊家哲學

(全二冊)」、「民國十八年四月發行」、「家價銀一元」、「有著作權不

准翻印」、「外埠另加郵匯費」、「著者：北流陳柱」、「發行者：中華

書局」、「印刷者：中華書局」、「印刷者：中華書局」、「上海靜安寺

路二七七號」、「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中華書局」、「分發行所：北 平 、

天 津 、

張 家 口 、 邢 台 、 保 定 、 濟 南 、 青 島 、 太 原 、 開 封 、 西 安 、 蘭 州 、 成 都 、 重 慶 、 長 沙 、 常 德 、 衡 州 、 漢 口 、 沙 市 、 南 昌 、

九 江 、 安 慶 、 蕪 湖 、 南 京 、 徐 州 、 杭 州 、 蘭 谿 、 福 州 、 廈 門 、 廣 州 、 汕 頭 、 潮 州 、 梧 州 、 雲 南 、 貴 陽 、 遼 甯 、 吉 林 、 長

春 、 新

加 坡 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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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公羊家哲學目錄〉首行下題「北流陳柱尊叢書」，收：革命說、

尊王說、弭兵說、崇讓說、攘夷說、疾亡說、尚恥說、進化說、

正名說、倫理說、仁義說、善惡說、經權說、災異說、傳述考。 

二、書眉間見墨筆註語(如〈革命說〉之首葉、葉三)。 

《春秋榖梁傳補注》十五卷四冊，民國柯劭忞撰，柯劭忞先生遺著第一種，

民國十六年北京大學出版組鉛印本，A06.32/(r)4110 

附：丁卯(民國十六年)柯劭忞〈春秋穀梁傳注序〉。 

藏印：「國立北京大學出版組印行」方型陰文硃印。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四邊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七字；小字雙行，

行二十七字。板框 10.6×16.0 公分。板心上方題「春秋穀梁傳注」，

魚尾下題「卷之〇」及葉碼，板心下方題「國立北京大學研究院文

史部」。 

 

各卷首行上題「春秋穀梁傳注卷之〇」，下題「膠西柯劭忞學」，

次行題各公名及次第(如「隱公第一」)。 

封面書籤由上至下依序題：「柯劭忞先生遺著第一種」、「春秋穀

梁傳補注」、「卷〇至卷〇」。 

按：一、封面內葉印：「定價：三元(卷一至卷十五)」、「印行：國立北京大

學出版組」。 

二、柯劭忞〈春秋穀梁傳注序〉云：「今就子政、康成之遺文墜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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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闡之，以九旨為全書綱領，復取本傳之文，旁參互證以究其未

備，庶幾《穀梁》一家之學得其門而入乎。至於疏通疑滯，其事

有三：一曰正文字之譌，……一曰正說解之譌，……一曰通傳文

之義例，文有二事相比之例，……有比事則發其義於一傳之

例，……有因一事而通釋數事之例。」 

《春秋會義》二十六卷十二冊，宋杜諤撰，清光緒十八年(1892)榮城孫氏山淵

閣據四庫館輯永樂大典本校刊本，A06.42/(n)4406 

附：清光緒十八年(1892)孫葆田〈新校春秋會義目錄序〉、〈校刊略例〉、宋

嘉佑壬寅(七年，1062)任貫〈原序〉、宋杜諤〈自序〉、宋元祐丁卯(二

年，1087)杜諤〈重序〉。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行二十字。

板框 13.9×19.4 公分。板心上方題「春秋會義」，魚尾下題「卷〇」

及葉碼，板心下方題「問經精舍校刊」(僅見各卷葉一)。 

 

各卷首行上題「春秋會義卷〇」，次行題「宋鄉貢進士江陽杜諤

撰」，三行為魯國各公名(如「隱公」)。 

扉葉楷書題「春秋會義廿六卷」，後半葉牌記題「光緒壬辰(十

八年，1892)古不夜城孫氏山淵閣用四庫館元輯永樂大典本校勘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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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 

封面書籤題「春秋會義」、「〇冊」。 

按：一、孫葆田〈新校春秋會義目錄序〉云：「宋鄉貢進士江陽杜諤字獻

可所著，《春秋會義》為書二十六卷，晁氏《郡讀書志》、陳氏《直

齋書錄解題》並載其目。……其全書不知亡於何時，國朝朱錫鬯

氏《經義考》以為久佚。乾隆中詔修《四庫全書》，館臣始從《永

樂大典》輯出，書已成而《總目》失收。聞當時吾鄉孔葒谷戶部

曾錄有副本，今流傳至江南，為某氏所藏。此本乃鄒孝廉道沂家

存故籍，予聞諸蔣性甫太史，因亟從昔鈔。會歸安陸存齋至濟南，

於予齋中見此書，詫為未有，並屬傳鈔一部。原本首行標『四庫

全書』，疑即館中擬進本，然書內不著纂輯人姓名，後見今人所

輯《春秋規過》、《春秋摘微》序言，乃知是書成於楊君昌霖手。

楊君字簡齋，吳縣人，乾隆四十年進士，特旨改為庶吉士，散館

改戶部主事，與邵二雲、周書昌、戴東原諸人同為校勘《永樂大

典》纂修兼分校官。予既喜得是書本末，思廣其傳，乃捐貲付梓，

以公諸同人，蓋數百年之祕笈於是復顯矣。……楊氏蓋治春秋之

學者，其於此書采輯頗勤，然猶未能旁搜博引，蓋自《永樂大典》

外所得僅一二十條，而又皆為節文，亦不出乎今書所載。予深愧

弇陋，輒就目前所見略為編訂，並附校刊略例於後。」 

二、〈校刊略例〉云：「杜氏《春秋會義》二十六卷，原書久佚，今本

乃吳縣楊昌霖充四庫館纂修兼分校官，從《永樂大典》輯出，原

鈔本作四十卷，蓋因注文並作大字，故卷數較繁。茲仍釐為二十

六卷，雖不必果符杜氏之舊，然猶不至後多於前，亦庶幾存其梗

概云耳。」 

《春秋屬辭辨例編》六十卷《卷首》二卷《補》二十卷三十二冊，清張應昌

撰，清同治十二年(1873)江蘇書局刊本，A06.42/(q3)1106 

附：清同治九年〈十月初九日內閣奉上諭〉、〈南書房奏〉、清夏同善等〈奏〉、

清咸豐二年(1852)吳鍾駿〈序〉、清朱緒曾〈序〉、清咸豐五年(1855)

羅以智〈序〉、清張應昌〈春秋屬辭辨例編凡例〉、〈恭紀詩〉、〈春秋

屬辭辨例編總目 辨 例 各 條 詳

列 每 門 子 目 〉、〈春秋屬辭辨例編各類中駁辨例說子目 總 目 門

內 無 辨

例 者

除 出 〉、〈春秋屬辭辨例編引書姓氏 采 本 書 者 大 字 書  

別 書 引 載 者 小 字 書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一

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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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目錄〉、〈春秋

屬辭辨例編卷六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七目錄〉、〈春秋屬辭辨

例編卷八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九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

十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一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二

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三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四目

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五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六目

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七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八目

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九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目

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廿一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廿二目

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廿三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廿四目

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廿五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廿六目

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廿七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廿八目

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廿九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目

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卅一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卅二目

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卅三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卅四目

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卅五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卅六目

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卅七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卅八目

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卅九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目

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一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二目

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三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四目

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五目錄〉、〈春秋屬辭辨例地名門總目〉、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六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七目錄〉、〈春

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八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九目錄〉、〈春秋

屬辭辨例編卷五十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一目錄〉、〈春秋屬

辭辨例編卷五二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三目錄〉、〈春秋屬辭

辨例編卷五四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五目錄〉、〈春秋屬辭辨

例編卷五六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七目錄〉、〈春秋屬辭辨例

編卷五八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九目錄〉、〈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六十目錄〉。 

藏印：「□所」橢圓硃印。  

板式：粗黑口，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六字；小字雙行，

行二十六字。板框 14.0×19.7 公分。板心上方題「春秋屬辭辨例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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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尾下題「卷〇」、各篇名(如「春秋以周正紀事」)及葉碼。 

 

各卷首行上題「春秋屬辭辨例編卷〇」，下題「錢唐張應昌學」，

次行為各篇之篇名(如「春秋以周正紀事」)，卷末題「春秋屬辭辨

例編卷〇終」。 

扉葉題「春秋屬辭辨例編」，後半葉牌記題「同治癸酉(十二年，

1873)二月江蘇書局刊版」。 

按：一、卷首分「春秋總義」及「三傳諸家得失」二卷。各卷間見硃筆句

讀及書眉間有硃筆謄錄內文，如葉一第五行之書眉即摘錄是行之

「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內文。 

二、卷一末有「卷一補」五葉，卷三末有「卷三補」一葉，卷五末

有「卷五補」一葉，卷十三末有「卷十三補」一葉，卷十五末

有「卷十五補」一葉，卷二十四末有「卷二十四補」一葉，卷

二十五末有「卷二十五補」一葉，卷二十七末有「卷二十七補」

一葉，卷二十九末有「卷二十九補」一葉，卷三十五末有「卷

三十五補」一葉，卷三十六末有「卷三十六補」三葉，卷三十

七末有「卷三十七補」四葉，卷三十八末有「卷三十八補」一

葉，卷三十九末有「補」一條，卷四十一末有「卷四十一補」

一葉，卷四十三末有「卷四十三補」二葉，卷四十四末有「卷

四十四補」一葉，卷四十五末有「卷四十五補」一葉，卷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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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末有「卷四十六補」二葉，卷四十八末有「補」一條。 

 

三、「同治九年十月初九日內閣奉上諭」、「南書房片奏」、「夏同善等

奏」三篇皆云：「前任內閣中書張應昌所著《春秋屬辭辨例編》

八十卷」，但吳鍾駿、羅以智二〈序〉皆云：「《春秋屬辭辨例編》

六十卷」。〈春秋屬辭辨例編凡例〉云：「原編六十卷，刊成於咸

豐乙卯(五年，1855)，遭亂板燬，書亦僅有存者，京曹諸公列繕

進呈，釐為八十卷，卷較勻稱。今繕本未見，故仍就原編覆板，

且省寫工也。」〈總目〉末之記載與〈凡例〉同。 

 

四、張應昌〈恭紀詩〉云：「《春秋》一編原刻燬失，重刊不易，吳中

張子青中丞發交書局代梓，感德敬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