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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本書目 

東海大學館藏善本書簡明目錄--集部．別集類．明代之屬 (二 ) 

陳惠美 ∗、謝鶯興 ∗∗ 

別集類Ｄ０２.5 

《楊忠愍公全集》四卷四冊，明楊繼盛撰，清毛大可鑒定，清朱永輝、章鈺

參訂，清楊聰福較正，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三樂齋刊本，D02.5/4625 

附：明隆慶元年(1567)<御製祭文>、清順治十三年(1656)<世祖皇帝御製表

忠錄論>、明隆慶元年(1567)<御製誥命>、清康熙戊寅(三十七年，1698)

章鈺<題詞>、<楊忠愍公遺像>、清孫丕揚<楊忠愍公遺像贊>、清魏

裔介<楊椒山先生傳>、明郝景春<楊忠愍集序>、<楊忠愍公全集目錄

>、清康熙癸丑(十二年，1673)文培世<重刊楊忠愍公集跋>。 

藏印：「三樂齋藏書」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欄。半葉九

行，行二十字。板框 13.6 ×19.8

公分。板心上方題「楊忠愍公

集」，魚尾下題「卷之○」、文

體名及葉碼。 

各卷之首行題「楊忠愍

公全集卷之○」，次行上題「蕭

山毛大可先生鑒定」，下題「後

學朱永輝芷菴、章鈺梅谿參

訂」(僅見於卷一)，三行題「四

世孫聰福較正」(僅見於卷

一)，卷末題「楊忠愍公全集

卷之○終」。 

扉葉橫題「太史毛大可

先生鑒定」，右題「蕭山章梅

谿、海陵朱芷菴先生重訂」，

左題「古吳三樂齋梓行」，中間書名大字題「增補楊椒山先生全集」。 

                                                 
∗ 僑光科技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 東海大學圖書館流通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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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行距間刻有評語。 

2.卷四收錄王世貞<行狀>、徐潛<墓誌銘>，吳時來<槉賜旌忠祠碑>、

李春芳<敕賜旌忠祠碑>、汪宗伊<祠堂記>、張鳳翔<墓祠碑記>、孫

奇逢<重修楊忠愍公祠記>，另有明隆慶二年(1568)鄭旻<楊忠愍公遺

後集序>、清湯賓<楊忠愍公文集跋>、清康熙癸丑(十二年，1673)

奚祿詒<楊忠愍公重刻集序>、清康熙癸丑(十二年，1673)吳興祚<

楊椒山先生集序>、清康熙癸丑(十二年，1673)楊彭齡<楊忠愍公集

後序>、清康熙十二年(1673)楊聰福<重刻先集後言>、清康熙三十三

年(1694)朱永輝<重刊楊忠愍公集跋>、李扆葴<讀椒山先生年譜小贊>。 

3.文培世<重刊楊忠愍公集跋>云：「公四世孫聰福以余承乏江閫，渡

江來視，爰以重鏤公集見告，余不敢辭，捐俸告成。」朱永輝<重

刊楊忠愍公集跋>云：「今予移沅水，祿養不自給，但家藏公集珍之

一已，何若公之同好，不惜薄俸重登梨棘，補公集所未逮，而篇帙

一仍其舊。」章鈺<題詞>云：「初得先生譜既而讀其狀，又既而讀

其奏疏與其諭妻與諭子書，而于是漸求其詩若文，惟恐其盡，亦既

輯四卷，將重付較刻而以為未足，問之西河毛太史，……乃從其言，

就世所傳者合奏疏狀譜與其所為詩若文而訂而鋟之。」則卷一所題

「四世孫聰福較正」，係刻於康熙十二年(1673)；所題「朱永輝芷菴

參訂」，係康熙三十三年重刻者，至

於題「章鈺梅谿參訂」者，已至康熙

三十七年(1698)章鈺的重輯刻者，故

卷二<與少司寇吉陽何公書>標題下

雙行小字云：「何公四札係先生遺筆

原集未載今補刻」，<辭陝西巡按劉取

書院帖>標題下雙行小字云：「辭按院

二帖原集未載今補刻」，<祭煤山文>

標題下雙行小字云：「係先生狄道遺

筆原集未載今補刻」，<張宜人祭文>

標題下小字云：「補刻」；卷三<楊子

江望集山>標題下雙行小字云：「題金

山寺壁原集未載今補刻」，<贈楊公臨

刑詩二首>標題下小字云：「補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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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椒山集》四卷附《椒山先生自著年譜》一卷四冊，明楊繼盛撰，清毛大

可鑒定，清章鈺、朱永輝重訂，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板，

D02.5/4625-02 

附：<世祖皇帝御製表忠錄序>、清康熙戊寅(三十七年，1698)胡范<序>、

明隆慶元年<誥命>、清康熙庚戌(九年，1670)胡彧<原序>、清胡范<

識語>、清順治十三年(1656) <世祖皇帝御製表忠錄論>、明隆慶元年

(1567)<祭文>、<楊椒山先生集目錄>。 

藏印：無。 

板式：粗黑口，雙魚尾，四邊單欄。半葉

十行，行二十字。板框 13.5×18.1 公分。

上魚尾下題「卷○」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楊椒山先生集卷之

○」，卷末題「楊椒山先生集卷之○

終」。 

扉葉橫題「太史毛大可先生鑒

定」，右題「蕭山章梅谿、海陵朱芷菴

先生重訂」，左題「本衙藏板」，中間

大字書名題「楊椒山先生全集原本」。 

按：1.胡范<序>云：「公之集久已行世，范

先大父見其板蠹字漶，急梓公年譜，

而又念靜修劉先生及鍾元孫徵君皆

鄉之彥也，理學節義先後輝映，為佐

同人刻《三賢集》以廣其傳，然簡冊

繁重，難於捆載，而知交之過余署

者，競向余索《忠愍公集》，爰乘清

暇重較而付之梓。因憶曩者我父分守

潼關，日拳拳念公任狄道時碑版遺文

幾為搜錄，久而杳不可得為欷歔不

置，今從原本較讎仍不獲，蒐羅軼稿

以繼父志是則范之惄焉於中者也。」 

2.胡范<識語>云：「此先大父所刻<忠愍

公年譜序>也，憶序之作在庚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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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1670)之冬，時我父蒞任潼關，大父從里門過署，於風雪中挑

燈搆此，其愛慕鄉先賢至意具形行墨間，惜乎今者校刻公集而先大

父已不及見也，重梓前序列之卷端，俾公集者知剞劂之役實我祖志

云。」 

3.卷二<與少司寇吉陽何公書>標題下雙行小字云：「何公四札係先生

遺筆原集未載」，<辭陝西巡按劉取書院帖>標題下雙行小字云：「辭

按院二帖原集未載今補刻」，<祭煤山文>標題下雙行小字云：「係先

生狄道遺筆原集未載」。 

《楊升菴文集》八十一卷二十八冊，明楊慎撰，明萬曆十年(1582)刊本，

D02.5/4694 

附：明萬曆十年(1582)張士佩<訂刻太史升菴文集序>、明萬曆十年(1582)

宋仕<訂刻太史升庵文集序>、明萬曆壬午(十年，1582)陳文燭<楊升

菴先生文集序>、明萬曆壬午(十年，1582)蔡汝賢<後跋>、明萬曆十

年(1582)鄭旻<訂刻太史升菴文集跋>。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半葉十行，行

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字。板框

22.0×14.0 公分。板心上方題「楊升庵

文集」，魚尾下題「卷○」及葉碼，

板心下方題刻工姓名。 

各卷首行題「太史升菴文集○

卷」(卷四十一至卷八十一則題「新

都楊慎著」)，次行題「成都楊慎著」，

三行題「從子有仁編輯」，卷末題「太

史升菴文集卷○終」。 

封面書籤題「升菴文集」，右邊

殊題各卷內容。 

按：1.各冊封面見殊筆書各冊收錄的卷次

文類，第一冊題「第一卷賦類」、「第

二卷序類」，第二冊題「第三卷序

類」，第三冊題「第四卷記」、「第五卷論說」、「第六卷書」，第四冊

題「第七卷碑銘」、「第八卷墓銘」、「第九卷祭文」、「第十卷跋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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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卷贊類詞類傳類」，第五冊題「第十二卷古樂府」、「第十三

卷古樂府」、「第十四卷

古樂府」、「第十五卷五

言古詩」、「第十六卷五

言古詩」、「第十七卷五

言古詩」，第六冊題「第

十八九卷五言律詩」、

「第廿一二卷五言排

律」，第廿一冊題「第

六十四卷字學」、「第六

十五卷璅語」，第廿二

冊題「第六十六卷雜

類」、「第六十七卷雜

類」，第廿三冊題「第

六十八卷雜類」、「第六

十九卷雜類」、「第七十

卷雜類」，第廿四冊題

「第七十一卷雜類」、

「第七十二卷雜類」，

第廿五冊題「第七十三

卷仙佛」、「第七十四卷

天文」、「第七十五卷天

文」，第廿六冊題「第七十六卷地理」、「第七十七卷地理」、「第七十

八卷地理」，第廿七冊題「第七十九卷花木」、「第八十卷花木」，第

廿八冊題「第八十一卷鳥獸」。 

2.書中間見硃筆句讀，硃、墨筆訂正，第三卷第五葉為後人抄補，第

十七卷第九葉後人抄補<暑雨新霽觀墨池上放溜>一首，第十九卷第

九葉後人抄補、第十七葉後人抄補<癸卯九日憶張月塢>一首，第二

十二卷第九至十一葉後人抄補，第六十七卷第七葉後人抄補，第六

十九卷第一葉後人抄補，第七十卷第八葉後人抄補，第七十二卷第

十三葉後人抄補，第七十四卷第二十葉、廿一葉後人抄補，第七十

六卷第十葉後人抄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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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四十四卷第十二葉、十三葉、廿二葉，第四十五卷第廿二葉，第

五十六卷第十葉，第六十卷第六葉、第十七葉，第六十二卷第六葉、

第七葉等葉皆為空白無字， 

4.張士佩<訂刻太史升菴文集序>云：「《升菴文集》者，集楊升菴先生

遺文也。先生作為文章，其書滿家，纚纚然，承學治古文者咸愛而

傳矣。顧簡袠錯陳，統靡紀，志古者每苦遍觀之難，尤愳散逸之易

也。余奉命撫蜀，謀之巡詧可泉宋公，以文獻為表 章，議克 協 矣 。

爰檄藩司，往從悉取其書，得之其家，大行以義君藏輯者，有先生

文集若干卷，賦序記論書誌碑贊詞傳與各體詩，凡厥抒懷贈述者具

焉，因就而掄次之，復得《丹鉛輯錄》、《譚苑醍醐》、《秇林伐山》、

《巵言》各種襍著，凡厥探賾索隱者具焉，因刪而彙編之，刊削膚

引勒成一家之言，總之為八十一。」 

5.宋仕<訂刻太史升菴文集序>云：「余

奉命按蜀，諮詢耆舊文獻，乃藩臬

諸君咸稱升菴遺文宜為表章，唯種

袠猥繁，今已多散落，恐久而就湮

沒矣。于是謀之撫臺澽濱張公檄藩

司求之先生令姪大行益所君，抄錄

若干卷，凡先生閎言眇詞徹于著述

比興者亦略具，是爰屬稍加釐訂刪

要，歸正道而論之，自一卷至四十

卷為賦序記論書誌銘祭文跋贊詞

傳與各體詩皆取之文集，而以類編

纂者；自四十一卷至八十一卷皆訓

釋整齊百家雜語，取諸《丹鉛輯

錄》、《譚苑醍醐》、《巵言》等書而

以類編纂者，總名之曰《太史升菴

文集》。」 

6.陳文燭<楊升菴先生文集序>云：「稿多散漫，梓行不一，方伯華亭蔡

用卿再入蜀求用脩從子大行公家本，手自讎校刪冗正誤以成完帙。」 

7.蔡汝賢<跋>云：「萬歷乙亥(三年，1575)余之出守西川也，時與沔陽

陳玉叔謀刻升菴楊太史文集，己而弗果。歲辛巳(九年，1581)余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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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蜀，承撫臺澽濱張公侍御可泉宋公檄購先生從子益所公得家本數

種與未梓者若干篇，不揣寡昧刪重複稡菁英稍加品列，肇壬午(十

年，1582)之春，歷三時而竣于仲秋，卷分八十一，取陽數也，部總

二十八象列宿也。」 

8.鄭旻<訂刻太史升菴文集跋>云：「撫臺澽濱張公、按臺可泉宋公雅重

先生之文也，網羅放失，命采語可論者著于篇，表章文獻興士樹風

者至矣。以不佞曾與校讎之役承命為序。」 

9.刻工有：方定、汪○、劉自、李仕年等。 

《白沙子全集》七卷十冊，明陳獻章撰，明刊本，D02.5/7520 

附：<白沙先生像>、<白沙陳先生像贊幷序>(收錄明嘉靖辛酉[四十年，1561]

李遷、羅洪先、張詡、黃淳等贊)、<附錄章>(收錄方獻<碧玉樓>、吳

廷舉<廬阜精舍>、區大相<謁白沙祠>、區大倫<謁白沙祠>、何維栢<

南泛江門謁白沙先生故居>、黃佐<碧玉樓>、林應驄<嘉會樓>、袁奎

<小廬山>、區越<登小廬

山楚雲臺>、張問行<楚雲

臺>、曾仕鑑<嘉會樓>、

李以龍<嘉會樓>、林大章

<和白沙先生菊花>)。 

藏印：「易印漱平」方型陰文硃

印、「灶○記號」橢圓硃

印、「長崎海關管史檢明」

長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欄。半

葉九行，行十八字；小字

雙行，行十八字。板框 19.8

×12.9 公分。板心上方題

「白沙子全集」，魚尾下題

「卷○」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白沙子

全集卷之○」，卷末題「白

沙子全集卷之○終」。 

按：1.是書舊錄「明刊本」，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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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任何牌記以資佐證，李遷<白沙陳先生像贊幷序>提及：「明嘉靖

辛酉(四十年，1561)洛南陳公

參知蜀藩出以相示，屬為之

贊」等語，暫依舊錄。 

2.此書重新裝幀，分別襯以錢

以塏《蔗山詩》、沈心《孤石

山房集》及張鳳翼《文選纂

注》三書。經查張鳳翼《文

選纂注》有《四庫全書存目

叢書》本，十二卷，其它二

書皆無藏書。它日若能重新

裝幀，或可將此三書重新匯

集，進一步瞭解究竟剩下多

少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