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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普通本線裝書總目．經部小學類(十) 

陳惠美 、謝鶯興  

《殷契鉤沉》兩卷一冊，民國葉玉森撰，民國十八年北平富晉書社珂羅版

本，A09.22/(r)4414 

附：癸亥(民國十二年)柳詒徵〈殷契鉤沈序〉、〈自題殷契鉤沈甲乙卷初藁

後〉。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單魚尾，四邊單欄，無行線。半葉二十五行，行六十

字；小字雙行，行六十字。板框 20.2×28.2 公分。魚尾下題葉碼。 

 

卷之首行上題「殷契鉤沈」，下題「丹徒葉玉森」 

扉葉右上題「丹徒葉玉森著」，中間書名大字題「殷契鉤沈」，

後半葉牌記題「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北平富晉書社頗離版印行」。  

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中華民國拾捌年拾月製版印行」、

「殷契鈎沈 定價國幣實銀貳圓肆角整」、「國內各省大書店日本各

處均有代售」、「編輯者：丹徒葉玉森」、「印刷所：富晉寫真製版

所」、「總發行所：富晉書社」、「社址：北平前門外楊梅竹斜街青雲

閣內」、「電話南局二三七四號」，後半葉牌記題「中華民國十八年

十月北平富晉書社頗離版印行」。 

按：柳詒徵〈殷契鉤沈序〉云：「吾友葓漁，夙耽蒼雅，宦遊多暇，迥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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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深。仿任氏之鉤沈，析質家之命贊，馬長蟲屈，不徒寀夫字形，

石霣鷁飛，必廣褒其詞例，斠之諸作，所得獨多。繹其全書，蓋兼

數善。」 

《說契》一卷《揅契枝譚》一卷一冊，民國葉玉森撰，民國十八年北平富晉

書社珂羅版本，A09.22/(r)4414-1 

附：〈說契前言(原無篇名，編者自擬)〉、〈揅契枝譚前言(原無篇名，編者

自擬)〉。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單魚尾，四邊單欄，無行線，半葉二十五行，行六十

字；小字雙行，行六十字。板框 20.2×29.2 公分。 

 

扉葉右上題「丹徒葉玉森著」，中間書名分題「說契」、「揅契

枝譚」，後半葉牌記題「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北平富晉書社頗離版

印行」。 

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中華民國拾捌年拾月製版印行」、

「 說    契

揅 契 枝 譚 兩種合冊 定價國幣實銀貳圓肆角整」、「國內各省大書店日

本各處均有代售」、「編輯者：丹徒葉玉森」、「印刷所：富晉寫真製

版所」、「總發行所：富晉書社」、「社址：北平前門外楊梅竹斜街青

雲閣內」、「電話南局二三七四號」，後半葉牌記題「中華民國十八

年十月北平富晉書社頗離版印行」。 

按：一、〈說契前言〉云：「倉沮始作，演於商龜。蛻嬗日繁，迺枝迺

離，鑿空窮源，姑妄言之，莊生有云，此一是非。」 

二、〈揅契枝譚前言〉云：「粵稽殷商禮不足徵，粲粲龜契若發禹

陵，鑿幽探微，自然一燈辭則駢枝，吾信未能。」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38 期 

130 

《古籀彙編》十四卷《檢字》一卷十四冊，民國徐文鏡編，民國二十四年上

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本，A09.22/(r)2808 

附：民國二十二年徐文鏡〈敘〉、〈古籀彙編凡例〉(21 條)、〈古籀彙編檢字〉。 

藏印：「皋川熊輿王氏藏書記」方型陰文硃印、「交學屬藁藏書」方型陰

文硃印。  

板式：粗黑口，無魚尾，四邊單欄。半葉六行，行二十三字；小字雙

行，行二十三字。板框 9.6×14.0 公分。板心上方題「古籀彙編」，

板心中間題卷次 (如「一上」 )及葉碼。 

 

各卷首行上題「古籀彙編弟〇〇」，次行下題「臨海徐文鏡編」。 

版權頁由上至下依序題「44828」、「古籀彙編」、「十四冊」、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由右至左依序題「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

初版」、「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再版」、「每部定價大洋伍元伍

角」、「外酌加運費匯費」、「編纂者徐文鏡」、「上海河南路」、「發行

人王雲五」、「上海河南路」、「印刷所商務印書館」、「上海及各

埠」、「發行所商務印書館」。 

按：一、〈敘〉云：「壬申(民國二十一年)之歲，備員豫府，與同事柴君小

言之，小梵甚以為然，且力慫恿。遂從行篋出諸書，相與商討纂

輯。公餘之暇，籀書索字，剪裁黏貼。一鐙如穗，風雨三更不倦

也。自春徂秋，得三卷焉。時予病，書中輟。秋杪南下賃居西

湖，旋得易君茮之助，繼續纂輯，越歲癸酉(民國二十二年)之夏

完成十四卷，方編檢字之際，而易君服官去，不暇助。予感茲卷

帙緐重，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蕆事。乃不逾旬而李君錫之來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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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翻書讐校薶頭，終日弗稍息也。及歲除，檢字成，予乃竭旬

日之力以寫正之，數年蓄志食時而成，良朋之助尤足感也。」 

二、〈古籀彙編凡例〉云：「本編依上條類集各文字堪以古籀二字晐

捪之，故定名曰《古籀彙編》。」又曰：「分別部居悉依許書，

每字提行，《說文》之重文，依次序列。」又曰：「本書檢字以

楷書筆畫多賓區分。」又曰：「本編纂輯先後得柴君小梵、易君

茮生、李君錫之之助，獲觀厥成。」 

※《古籀文彙編》不分卷一冊，民國馬德璋撰，民國二十三年石印本，

A09.22/(r)7132 

附：民國二十三年馬德璋〈古籀文彙編序〉。 

藏印：無。  

板式：白口，無魚尾，四邊單欄。半葉八行，行十二字；小字雙行，行

二十四字。板框 7.5×10.2 公分。板心上方題「古籀文彙編」，板心

中間題「〇畫」及葉碼。 

卷之首行上題「古籀文彙編」，次行上題「一畫」，下題「雲間

馬德璋輯」。 

扉葉書名題「古籀文彙編」，左題「甲戌展重陽湯安署」。 

 

按：〈古籀文彙編序〉云：「吳、容所輯，不免有遺珠之憾，飣餖之見，

竟或得敝帚之珍。聚諸耳目者，貫以淵源，陳諸几席，繹之寤寐，

日積月累，蔚然成帙。爰于吳、容二氏之後，別有彙編之輯。假好

古家椎拓之本，借宿學者摹勒之書，分部列處，盡依界畫之數，疑

訛蓋缺，再俟坿編之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