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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資料 Books on Taiwan:                           1 
a) 總統府公報 Presidential Gazette of ROC, Taiwan 1948-2020;  
b) 馬關條約後日治時期史料及台灣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materials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1895-1945 and C) Taiwan studies  

2.字辭典書目索引工具書 Dictionaries,Bibliographies,Indices       41 
 and Reference works 

3.法律類:中國法制史論文集、固有法制與現代法學唐律各論明律集解附例   57 

       大清律例彙輯便覽吏部則例及各部則例大理院解釋例全文、判決例 

       全書、法律草案彙編; Laws, statutes of Ming & Qing dynasty       

4.政府公報時事報刊 Government communiques,periodical of current events    65 

5.歷史類:通史各朝及民國史料 History and dynasty documents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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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文學類-包括清代硃卷集成等 Literatures & 8000 successful         97 
candidates of civil and miliary officials writing of Qing dynasty                         

7.哲學類:含易經、墨子、韓非子等集成、Philosophies works           107 
8.藝術類:唐宋元明名畫大觀、清宮舊藏歷代花鳥集珍、中國當代名畫家集   127 

、內務部古物陳列所書畫目錄; Arts,painting Albums,Catalog  
of th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Collection in the  
Antiquities Display House of the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9.宗教類:莊林續道藏 a collection of Taoist manuals currently       129  
In use in north Taiwan、漢英佛學辭典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 Religions                                             

10.方略叢書: 中國方略叢書 Military tactic of Ming & Qing dynasty           139     

11.傳記類:清代硃卷集成、國朝列卿記(明)、本朝分省人物考(明）       145  
翁同龢日記、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續表忠集、沈家本年譜 
高陶事件始末、臺灣史上的人物、洪棄生 先生遺集、清末民初 
史料叢書五十五種、中國古今人名大字典、清代名人傳略、清代都察院 
大臣年表;Qing Dai Zhu Juan Ji Cheng (A biographical and  
genealogical collection of Qing dynasty officials), Ramsay,A.  
The Peking Who's Who, 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Censorate-General  
in Ch'ing  China 1644-1911and many other  Biography works.                              

12.農業土地經濟資料: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157 

    (1930-1941)、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Data on Chinese Land Problems  
in the 1930s -A Collection of 344 reports of surveys and field studies on 
land economics and agricultural problems,1932-1941; Taiwan tu di ji nong  
ye wen ti zi liao (Materials on Land and Agricultural Problemsin Taiwan,1950-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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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編下列兩種目錄歡迎索取; The following separated cata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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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國方志叢書   3260種  8146 冊 
Local Gazetteers of China 3260 in 8146vols.  

 
B)中國研究西文譯著 500+ 餘種目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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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號 臺灣相關文獻、史料出版品一覽表(簡介詳內頁) 
 

      書          名 時   期 編 撰 者 冊數 定價(臺幣) 頁次 

一 臺灣史上的人物 1600-1943 楊雲萍著          1冊 定價 650 P2 

二 臺灣詩薈   1921-1925 連雅堂主編    2冊    2,100 P2 

三 譜系與宗親組織 1985 中華民國宗親譜系學會 2冊    3,850 P2 

四 臺灣方志叢書 1696-1983 高拱乾等及各縣市編委會 1110 冊 2,913,385 P2 

五 中華民國總統府公報初編 民國37-69年 總統府公報室編 150冊  268,800 P2 

六 中華民國總統府公報續編 民國70-109年 總統府公報室編  373冊 726,000 P3 

七 中華民國行憲以來之立法院 1948-1986 彭樹勳著      1冊     1,600 P3 

八 臺灣地區大專院校中文期刊聯合目錄 1976 諸家駿編      1冊     1,600 P3 

九 財政論文分類索引 1967 袁坤祥、馬景賢合編 1冊     1,950 P3 

十 貨幣金融論文分類索引 1967 袁坤祥、馬景賢合編 1冊     2,250 P3 

十一 經濟論文分類索引 1967 袁坤祥、馬景賢合編 2冊     4,000 P3 

十二中國地方文獻社團薈要 1985 中國地方文獻學會編 1冊     1,950 P3 

十三 臺灣各圖書館現存叢書子目索引 1985 王寶先編      3冊     5,800 P3 

十四 中華民國宗親譜系學會年刊 民國78-87年 中華民國宗親譜系學會 9冊    1,080 P3 

十五 中華民國地方文獻學會年刊 民國78-87年 中國地方文獻學會編 10冊    1,200 P3 

十六 中國學術年刊 民國76,78,79 師大國文研究所編 3冊    1,950 P3 

十七 臺灣ブヌソ族の社會變動と傳統文化 民國 81年 呂秋文著(中、日文本)     各 1,300 P3 

十八 臺灣家譜及地方歷史資料目錄 民國 97年 美國家譜學會攝製收藏;  3,200 P3 

十九 洪棄生先生遺書 1867-1929 胥端甫編輯   9冊    12,000 P4 

二十 抑盦詩詞集 民國 84年 胥端甫著      1冊      750 P4 

廿一 莊林續道藏  民國 62年 莊陳登雲藏 蘇海涵編 25冊   43,200 P4 

廿二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民國49-80年 臺北-中國地政研究所編纂  50冊     92,500 P4 

廿三 三六九小報 1930-1935 趙雅福創辦 1980                    3冊    8,650 P5 

廿四 臺灣在日本統治時期史料167種
* (馬關條約割讓始–二次大戰結束止) 

1894-1945
光緒-民34年 

臺灣總督府 1941及
各編撰者； 2003重印 

256冊 508,400 P6 

廿五 有關臺灣之西文譯著 Books on Taiwan in Western Languages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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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相關文獻、史料出版品 (簡介說明) 

一) 臺灣史上的人物  4711871495913 楊雲萍著  1981年初版           1冊   650  
作者執教于臺灣大學等學府，勤於筆耕人物傳記，本書收錄臺灣史上代表性人物 120人。始自

南明萬曆 1600年後，顏思齊、鄭芝龍父子、沈斯庵等，訖日本統治末期，如賴和、蔣渭水等一百
二十位影響臺灣歷史的人，用寫臺灣「人物」以延續臺灣的「歷史」。除關注社會、政治、經濟、
制度的歷史主題外，重視「人」的存在與歷史價值，乃是著者對臺灣史的必要貢獻。本書有附錄
四篇: (1)人人雜誌創刊前後 (2)蔣渭水先生之追憶 (3)楊爾康先生之追憶 (4)溪山煙雨樓詩存序。 

 
二) 臺灣詩薈 4711871496286  連雅堂主編                           2冊   2,100 

本書系自民國 13 年 2 月~14 年 10 月，共發行十二期 
臺灣詩薈發行於日據時期: 民國 13年 2月至 14年 10月共十二期、由連雅堂光生創辦與主編，
以當時臺灣之漢文廢墜已極、文化消沈，非藉高尚的文學鼓舞，民族前途何堪設想而當時之臺
灣詩人輩出，詩社如林，乃集眾人之詩而刊之，則為一時盛事。 內容有詩鈔、詞鈔、文鈔、詩
存、文存、詩話、詩畸、謎卷等豐富無比，且每期刊登臺灣先賢遺稿和遺書，以闡發先賢之潛
光，資料珍貴對振興文化最具意義。臺灣詩薈刊行甚早，保存全套甚少，乃全套重印嘉惠士林，
書後並附臺灣詩薈作者簡介二百餘人。 
 

三) 譜系與宗親組織 4711871496293 「中華民國」宗親譜系學會編輯 1985 年  2 冊 3,850 
本書分為四編，甲編收入陳大絡著中華民族融合歷程考述、楊緒賢著、臺灣區姓氏堂考、吳昆倫
著臺灣姓氏源流及盛清折、林恩顯教授等有關族譜方面之專論。乙編為中華民國宗親譜系學會概
述。丙編為世界性宗親組織，記其源流、世系、宗祠、文獻及會務活動。丁編為臺灣地區各宗親
組織及活動情形。本書綱舉目張，古迄今脈絡貫通，取材國內省市地方亦遠及世界各角落，不失
為研究譜系學及民族關係史實，完整體系之資料。 

四) 臺灣方志叢書 兩期                        345 種 1,110 冊   2,913,385. 
 
第一期 102 種                                          444冊     1,267,900元                   
臺灣方志含臺灣府志、臺灣通志稿、諸羅縣誌、臺灣縣誌、鳳山縣誌、淡水廳志、彰化縣誌、
澎湖廳志、噶瑪蘭廳志、恒春縣誌等 102種，收錄自康熙 35年(1696)高拱乾主修之臺灣府志
至民國 72年(1983)王建竹主修台中市志止，網羅三百年來(日治時期除外)新舊志，將其輯為
一編，為最完整的全套臺灣方志。 

第二期 243 種                                          666冊     1,645,485元 
收錄日治時期明治 28年至昭和 17年(1895-1942). 即光緒 21年(1895), 中日甲午戰爭與日本
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澎湖開始，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其戰敗為止，有關地方文獻所編之臺灣
志、地志、廳志、街莊志、紀要、要覽、風土記、案內、報告等。多屬方志性質，為日治五十
年之史實記錄，為研究臺灣史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五) 中華民國總統府公報初編  4711871496668 「總統府」公報室編  150 冊  268,800 
    收錄自民國 37年至 69年,為慶祝建國 70周年活動之一,民國 37年國民政府結束訓政時期,頒行

憲令, 經普選產生國民大會, 1948年 5月 20日 「總統府」在南京成立, 即日出版「總統府公
報」, 後總統府遷移至台灣, 後續在臺北印行, 總統有下列之職權: 1)依法公佈法律，發佈命
令。2) 依法行使締結條約及宣戰媾和之權。 3) 依法宣佈戒嚴及解嚴。4) 依法行使大赦、特赦、
減刑及複權之權。5) 依法任免文武官員。6) 依法授與榮典。6) 依法發佈緊急命令。依此職權，
總統實為法律、命令、締約、任免官員之發佈任免者，而總統府乃政府之最高權力機構，國家一
切最高決策及所有法令、規章、人事，皆出自總統府。「總統府公報」者，即記載此類法令、規
章、人事及一切出自總統府之檔。 
按「總統府公報」之體例，有下列各項:合 
1) 總統令: 包括指令、訓令、代電、函等，其中法令之公佈、規章之制定、人事之任免，皆依

原件轉錄。 
 2)  院令: 五院所有公告、議決、判令，皆載於其中，乃中央政府五院所發佈檔之總錄。 
3)  部令: 行政院所屬各部會之署令，及其它四院所屬各部之函電，皆錄於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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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專載: 登錄有關中央及地方政府之組織法。 
5)  特載: 登錄國民大會及其它有關機關之諮文、函牘等。 
6)  公告: 行政法院判決、公務員懲戒議決書等。7) 法令解釋。8)其他:如聘書、聲明、宣言、公告等。 
揆其體例，則「總統府公報」之內容，包括政治、經濟、財政、法律、軍事之文獻，不僅國
家所有最高之決策、法令、人事，記載靡遺，即如國籍之取得．歸化與註銷，公務員之獎、
懲與通緝，稅率表，社團之組織，行政法院判決書，更改姓名，著作物版權之登記、禁書之
發佈等，無不具載。據此，則「總統府公報」實為國家一切文獻之淵淵藪，乃當代史之原始
資料也。茲重印編為精裝一五 0 冊發行，以供國內外各圖書館暨國內各行政機構典藏參考之
需。 
 

六) 中華民國總統府公報續編 4711871496668 總統府公報室編       373冊 726,000  
     繼初編之後,收錄自民國 70 年至 109 年,增編條目時序索引、條目分類 
     索引,查檢便捷,是中央政府文獻之淵籔,當代重要檔案資料,更是一部  
     中華民國政府行政全書。 

七) 中華民國行憲以來之立法院 4711871494282 彭樹勳編 1986 年初版   1 冊 1,600 
本書作者供職立法院資料室三十餘年，就立法院之組織與會議及職權行使加以分析整理，分成
四篇，共二十二章四十萬餘言，第一篇為立法機關之溯源及其制度演變等，二篇為行憲後立法
院之組織與會議，三篇為立法委員職權之行使，四篇為立法程式。附錄有甲: 法規、乙:第一屆
立法院院長副院長姓名表、丙:立法院立法委員名單、丁: 參與資料，堪稱為完備的立法院史。 
 

八)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大專院校中文期刊聯合目錄 4711871492943 諸家駿編  1976年 1,600 
 

九) 財政論文分類索引 4711871492998 袁坤祥、馬景賢合編 1967     1 冊    1,950 
 

十) 貨幣金融論文分類索引 4711871493018 袁坤祥、馬景賢合編 1967     1冊    2,250 
 

十一) 經濟論文分類索引 4711871493001袁坤祥、馬景賢合編 1967       2 冊    4,000 
上列三類索引均收錄期刊自1945至1965年, 以臺灣發行之中文期刊為主 及少數海外發行之期刊，搜羅
完備; 本體以論文篇目按中國圖書分類法分類，一文內容涉及二類以上者，則分別於各類互見並附著者、
篇名索引, 內容記載有篇名、著譯者、期刊名稱、卷期頁次及出版日期，出處查檢方便 
 

十二)中國地方文獻社團薈要 4711871496309 中國地方文獻學會編輯 1985年 1冊  1,950 
以在臺灣設立之地方文獻學會資料、各省市文獻在臺灣之社團及臺灣本地之文獻社團各縣市文
化中心等，依其創立緣起、成立經過、組織概況、會務活動、出版文獻座談、研究之內容撰寫。
並附史事紀要、旅台鄉賢傳記、同鄉會簡介及重要圖片。 
 

十三) 臺灣各圖書館現存叢書子目索引 4711871492936 王寶先編 1975  3冊  5,800 
編者任職于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館員數十年，對館藏之部居、類別、行
列位置、瞭若指掌、一索即得、有活書目之稱先生當之無愧，著有歷代名人年譜總目等，並就臺
灣學術機構所藏叢書書目、子目索引之編篡， 而成此巨著，本索引收叢書一千五百餘部約書目
有四萬餘種，首列書名卷數，次列叢書條目及說明，附作者索引，備筆劃檢字表及叢書目錄、藏
書地點以利查索。 
 

十四) 中華民國宗親譜系學會年刊 4711871497436   1979-87;            9冊  1,080 
 

十五) 中華民國地方文獻學會年刊 4711871497443   1978-87;          10冊 1,200 
 

十六) 中國學術年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第 1至 3期 1976-79; 3冊 1,950 
 

十七) (台灣)ブヌソ族の社會變動と傳統文化 呂秋文著(中、日文本) 1990 1,300 
 
十八)  臺灣私藏家譜及地方歷史資料目錄 4711871492912  2008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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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洪棄生先生遺書  4711871496330 胥端甫編輯 1970 年刊本      9冊  12,000 
洪棄生學名一枝字月樵又字棄生，臺灣鹿港人，生於清同治六年，卒於民國十八年。光緒二十
一年臺灣割與日本，遂絕意仕進不再內渡赴考，潛心于詩古文辭，為淪陷後臺灣國學界之魯靈、
光殿，身居棄地危言危行，挖揚風雅鼓舞民氣，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以遺民終其生，其作品
經搜集可歸成三類:(前國語日報社社長 台大教授洪炎秋之父) 

一 詩詞類: 謔蹺集 7卷、披晞集 7卷、寄鶴集 9卷補遺 1 卷、八州詩草 5 卷、試帖詩集 1 卷、
詞集 1卷，文辭沈麗，筆調清新，詠歎興亡、自抒悲憤之倚，彌漫其間。 

二 文史類: 詩話 7卷、駢文稿 3卷補遺 3卷、古文集 3卷、補遺 3 卷、書劄 1卷，制義文 1 卷，
其書劄、策論、帖括等文兼流暢，論詩品、斷史實等貶褒公正。 

三 記述類: 八州遊記 12卷，記其遊歷中原八省之見聞、趣礦。瀛海偕亡記，記臺灣被割據後，
保台抗日之經過。中東戰記 1卷，中西戰記 2卷，記清光緒十年，中日為朝鮮，中法為安南，
構釁始末。 

同時，此書之特色實具兩端:(1) 就文學的欣賞，可領略到詩人感時之悲，痛亡國之憤，壯士
捐驅之慨，氣吞山河之勢。  (2)就史料的記述，可瞭觀臺灣被割據前後之重大史實，進而洞
悉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狀況。 

 

二十) 抑盦詩詞集 4711871496347  胥端甫著         1973年初版        1冊     750 
著者四川鹽亭人，字抑盦，自幼銳志於學，稚齡諷誦，見稱鄉人，自四川大學中文系畢後，歷任
軍政官職，自川而湘、而鄂、而蘇、而中州、陝甘、而臺灣，以生當亂世，家難國難交其肺腑，
寄以歌吟時有驚人之句，傳誦朋僚，有鴻爪集、抗戰從軍集、南平墾殖集、西北集、瀛洲集、陽
明山莊集、苓山精盧集共十一卷，詩詞一千五百餘首，自成一家。作者另有著作詩史與世運，劉
銘傳史話，劉銘傳抗法保台史，芝山藝談錄，臺灣文學藝術史稿等。 

 

廿一) 莊林續道藏 4711871494190  莊陳登雲守藏 蘇海涵編輯 1973 初版 25冊 43,200 
莊林續道藏為臺灣北部地方(台中以北)道長莊、林兩大家族所守藏，為服務信眾所用之法事科儀
手錄，依其儀式可分為四部份: 1. 金錄:為作醮時敬天祈福儀式  2.黃錄:為辦理喪葬法事科儀. 
3.文檢及秘訣亦稱玉訣: 科儀規則，敘錄秘傳正統的紅印道教儀式; 4. 神霄及盧山:依自然的通 
俗儀式，這是來自非經典規範的作法，同時被視為邪派之儀式。北臺灣道眾將道教分為兩派，即
依其為生者或往生者提供之法事性質之不同或以祈禱、符咒、驅邪及治病或作喪葬之科儀之不同
而分為烏頭與紅頭派。  
本道藏收錄有: 金錄:五朝醮事有百神登科、祝聖科儀等五十卷；黃錄:喪事之靈寶頒赦、過橋、
請庫科儀等十九卷; 文檢、秘訣: 茅山咒訣等十卷; 小法: 閭山秘訣、解蓮妙經等二十五卷，為
道教科儀寶錄。 

 

廿二)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4711871498518                50 冊  92,500     

     臺灣五○至八○年代土地利用、農業發展及經濟政策報告資料  

--臺北-中國地政研究所編纂 蕭錚博士主編                        
            
臺灣土地利用及農業經濟發展，乃二十世紀開發國家的典範。蕭錚博士主持的「中國地 
政研究所」及其前身「地政學院」的研究、調查，及其所訓練的人員，實肩負了重要的 
角色。 臺灣有關土地立法、政策、地權、徵收、地價、地稅、金融、行政及農業金融、 
農地利用、農業經濟、市地利用、工業用地等層面，作深入的探討並加以分析及研究， 
此一歷史性文獻的編印，足資政界及學術研究機構利用，洵為研究臺灣農業及經濟史寶貴 
資料。其主要內容有七大類八十種，如下： 

 
1. 土地立法及土地政策類 ( 2 種) 

殷章甫: 臺灣省實施耕者有其田之研討;       陳鬱芬:都市平均地權實施績效之評估 
 

2. 地權及土地徵收類 ( 6 種) 
劉幹雲: 高雄縣土地所有權分配調查研究;     陳國棟: 新竹縣地權異動調查之研究 
塗義光: 土地徵收之比較研究;               趙達文: 土地徵收與補償之研究                          
黃志偉: 臺灣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研究; 金湘泉: 台中縣減租後糾紛案件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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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價及地稅類 (16 種) 
王杏泉: 桃園縣地價研究;                   薑  濤: 台中市近十年來地價變動之研究 
侯  鈞: 臺灣省三年來地價變動因素的研究:    陳聰周: 臺灣農地規定地價之研究 
施行諒: 苗栗雲林二縣農地地價研究;         楊蔭華: 臺北縣農地價格之研究 
林中森: 臺北市地價問題之研究;             吳  村: 臺北市土地公告現值之研究 
汪孝先: 臺灣省都市土地規定地價之研究;     鄭宏南:臺灣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之研究 
梁義文: 臺灣田賦制度之研究;               單光義: 臺灣田賦改課地價稅之研究 
林肇家: 臺北市空地課稅之研究;             林祖鬱: 工程受益費之理論與實務 
黃榮長: 土地增值稅問題之研究;             洪鐘毓: 高雄縣農家負擔之調查研究  

4. 土地金融及農業金融類 ( 6 種) 
紀  偉: 臺灣土地銀行推行土地金融業務之研究; 李育志: 臺灣農貸之分析 
陳金鑫:不動產抵押貸款之研究;              胡寬性:臺灣地區土地債券發行情形之研究 
于鈞慶:臺灣農貸之研究;                    吳福榮：臺灣舉辦農業保險之研究  

5. 農地利用及農業經濟類 (26 種)  
林錦煌: 臺灣農場面積與人力利用;           蕭輔導:代耕與擴大農場規模關係之研究    
張樂群: 臺灣農業共同經營之研究;          吳筱惠:臺灣耕地碎割問題及其對策之研討 
李博興: 農民對擴大農場規模意願與方式之分析研究;  張文水: 改進臺灣農場經營面積之研究 
李文德:臺灣農業發展與農業機械化之研究;       陳銘福:臺灣農業機械化與農村經濟建設之研究 
林竹山: 如何運用農會組織以推行農業現代化之研究;  黃聲鐘: 木柵鄉農家收益研究    
陳山森: 臺灣農家所得偏低之研究;          張新慶: 澎湖農家經濟分析 
徐明濃．新店溪下游集水區農家經濟分析;    趙抗生: 臺灣農林邊際土地整理與利用 
邱遍椒: 臺灣農地廢耕問題之研究;          鄭天章: 臺灣海埔地開發之研究   
吳容明: 臺灣山坡地開發之研究;             陳麗紅: 農地變更使用之研究   
韓 幹:土地資源鑒識與農場經營之土地利用;      張芬芬:改善雲林沿海地區農業經營方法之研究 
彭傑士:臺灣土地改革後米谷增產與米價之研究;  陳強:桃園縣新福圳灌溉計畫之經濟研究     
吳昌明：大湖鄉人力利用與社會經濟發展研究;  紀聰吉: 農村工業區編定與開發之研究 
林思生: 竹山工業區對附近農場經營結構變動之研究; 梁芳男:臺灣省農村社區建設之研究  

6. 市地利用及工業用地類 (14 種) 
許 松:臺灣住宅問題之研究;              黃榮峰: 臺灣地區國民住宅未來發展途徑之研究 
黃榮村: 臺灣地區土地使用編定之研究;    陳嘉峒:住宅問題與政策的研究 
洪再利:臺灣現行市地重劃問題之研究;       魏獻俊:從人地關係的長期趨勢分析臺灣都市更新的重要性 
吳慶玲:市地重劃與細部計畫應如何配合之研究;  張泰煌: 臺北市土地使用現況調查研究 
黃正義: 臺北市社區建設之研究;         楊盤崇:農業社區住宅用地重劃與住宅更新之研究 
江啟勳: 屏東縣裏港鄉鄉村綜合發展之研究; 褚明典:臺灣地區現階段工業區開發之研究 
宋清泉:臺灣工業用地之分析研究;          張草堂:臺灣觀光資源開發之研究  

7. 土地行政類 (10種)) 
陳志熹: 臺灣土地登記之研討;              劉金標:臺灣土地權利變更登記之研討 
謝福來: 臺灣土地登記業務簡化問題之研究;  王瑞棟: 臺灣未登記土地清理之研究 
吳明鴻: 土地登記興強制執行之研究;        吳火焜 :臺灣公有土地管理之研究 
楊祖憲: 土地行政機關組織改進之研究;      張元旭: 我國地籍制度之研究 
陳櫻鶯: 臺灣建築改良物登記之研究;        謝吉欽：不動產服務制度之研究 
 

廿三) 三六九小報  4711871497412 趙雅福創辦 1930-1935,       3冊   8,650 
臺灣日治時期發行的報紙，趙雅福創辦，昭和五年九月九日創刊至十年九月六日止，為每逢三、
六、九日出刊的三日報，共出 479期(1930~1935，民國 19年~24年)，內容有時事、史跡、筆記、
雜狙、文藝、文宛、長短篇小說、詼諧之民族雜說如諧鋒、噴飯錄、鬼話、花叢小記、古香雜
拾等，知識教育性者有台語講座、童話、警世短篇、評古錄等。以燦爛的文字致力托意於詼諧
語中，諷刺朝政，見未見之奇文，聞所末聞之軼事，堪為當時罕見的時代佳作，廣為流傳的民
間食糧"三六九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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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廿四) 臺灣在日本統治時期史料 167 種(1895-1945)  256 冊   總定價 508,400 
       

◆ 清廷甲午戰敗,簽署馬關條約割地賠款 臺灣淪為殖民統治之史實  
光绪二十一(1895)年, 清廷甲午戰敗後, 派李鴻章與日本伊藤博文等簽訂馬關

條約，割讓台澎等，日本開啟了五十年之統治，至第二次世界大戰(1945)日本戰
敗訖。 在此期間台灣併入日本版圖，初始日軍「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統帥陸軍近
衛師團佔領， 台灣人民成立台灣民主國獨立，組義勇軍抵抗未果，日本領台後，
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始政，在五十年期間,有關日本帝國總督府之統治政策及
建設,前二十年「始政時期」採 取軟硬兼施的政策(1895-1915), 次為「同化時期」
(1915-37); 末實施「皇民化運動時期」(1937-45)等。相關 台灣人民之動態,諸如: 
台灣知識份子之覺醒；台灣文化協會; 台灣民報及各報刊之出版; 台灣議會設置
請願運動; 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成立; 台灣人第一個政黨「台灣民眾黨」, 台灣
農民運動, 勞工運動, 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台灣, 台灣的蛻變等.本公司採掘珍貴
相關史料,整理重印出版,以利台灣史之研究,嘉惠士林及關心的讀者,善莫大焉。 
 

編號   書 名「各書簡介在第 10 頁後續…」       總價台幣 508,400;    單種價格 
 

◘政治、經濟、年鑑、官方出版品之屬 

1 詔敕、令旨、諭告、訓達類纂 台灣總督府編纂, 昭和16年 (1941)刊本.       2冊 3,300 

2 台灣大年表;緒方武歲編  昭和 13年(1938)刊本  1,450 

3 新舊對照管轄便覽 台灣日日新報社編纂 台灣總督府發行 大正10年(1921)刊本  1,150     

4 台灣總督府行政區域便覽 台灣總督府官房統計課編纂 昭和19年(1944)刊本  1,150 

5 西鄉都督と樺山總督(首任) 紀念事業出版委員會編纂  昭和11年(1936)刊本 1,950  

6 台灣歷代總督之治績 杉山靖憲著 大正 11年(1922)刊本  1,450 

7 台灣統治關係議會獅子吼錄 台灣制度研究會編纂 昭和 3年(1928)刊本 1,800 

8 台灣の農民運動 宮川次郎著 昭和 2年(1927)刊本  1,450 

9 台灣裏面史 大園市藏著  昭和 11 年(1936)刊本 1,700 

10 台灣地方自治法制、自治要求運動 原幹洲著 昭和 7 年(1932)刊本 2,750 

11 台灣地方自治 佐伯迪 昭和 10(1935)年刊本 1,150  

12 台灣自治名鑑 台灣廣友會編纂 昭和 11(1936)年刊本 1,800 

13 台灣教育の進展 佐藤源治著 昭和 18(1943)年刊本 1,550 

14 台灣同化策論 柴田廉著作 大正 12年(1923)刊本 1,450 

15 高砂族之教育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纂 昭和 19 年(1944)刊本 1,150 

16 噫霧社事件 橋本白水編著 昭和 5 年(1930)刊本 1,150 

17 台灣開發誌 古川松舟 小林小太郎合著 大正 4年(1915)  1,450 

18 台灣貿易史 林東辰著 昭和 7(1932)年刊本  1,450 

19 台灣經濟年鑑 吉川精馬編 大正年 14(1925)刊本 2,400 

20 台灣會社年鑑 竹本伊一郎編  昭和 16—18年(1941—43)版          3冊 6,300 

◘人物、傳記等 

21 評論台灣之官民 橋本白水著 大正 13年(1924)刊本 1,950 

22 台灣之事業界と人物 橋本白水著 昭和 3年(1928)刊本 2,100 

23 台灣之新人舊人 田中一二編 昭和 3年(1928)刊本 1,800 

24 台灣人物評 林進發著 昭和 4年(1929)刊本 1,450 

25 台灣統治者と其功勞者 橋本白水著  昭和 5年(1930)刊本 1,950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95%E5%B9%B4
http://www.taiwanus.net/history/4/61.htm
http://www.taiwanus.net/history/4/61.htm
http://www.taiwanus.net/history/4/99.htm
http://www.taiwanus.net/history/4/91.htm
http://www.taiwanus.net/history/4/1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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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南台灣之寶庫及人物 間鳥三二編 昭和 6年(1931)刊本 1,450 

27 台灣經濟界の動きと人物 林進發著 昭和 8年(1933)刊本 1,450 

28 台灣官紳年鑑 林進發編纂  昭和 9 年 (1934)刊本 2,100 

29 新台灣之事業界 屋部仲榮編纂 昭和 11 年(1936)刊本 1,450 

30 台灣人士之評判記 住屋圖南著 昭和 12 年(1937)刊本 800 

31 新台灣を支配する人物と產業史 太田肥洲編  昭和 15年(1940)刊本 2,400 

32 台灣人事態勢と事業界 大園市藏編 昭和 17年(1942)刊本 1,800 

33 台灣人事異動輯覽 大園市藏編  昭和 18年(1943)刊本 1,150 

◘ 政治、官方出版品之屬 

34 明朝より伊澤時代まで(明朝至伊澤時代/第五任總督)永岡芳輔編著大正14(1925)年刊本       2,900 

35 明治二十八年台灣「平定記」杉浦和作撰著 昭和 7(1932)年刊 1,200 

36 日清役台灣史 枠本乙吉編著 昭和 5(1930)年刊本 1,750 

37  近衛師團「台灣征討史」 大槻正秋編纂 昭和 10(1935)年刊本 1,850 

38 北白川宮(近衛師團長) 稻垣其外編著 台灣經世新報社發行 昭和12(1937)年     2冊 4,500 

39 兒玉源太郎(第四任總督) 宿利重一編著 昭和 14(1939)年刊本        2冊 3,900 

40  佐久間台灣總督治績概要(第五任總督)台灣總督府編纂 大正4(1915) 850 

41 宮尾舜治傳 黑谷了太郎編著 昭和 14(1939)年刊本                  2冊 3,500 

42 鶴駕奉迎之記 宮崎健三編纂 台灣新聞社發行 大正 12(1923)年      16開大本 1,900 

43 台灣御成記念「伏見宮殿下、梨本宮殿下奉迎記」柴山愛藏編纂 昭和9(1934)年 1,250 

44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三十年記念論文集阪上福一编辑昭和14(1939)年刊 2,200 

45 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會誌 鹿又光雄編輯 昭和14(1939)年     16開 3冊 11,100 

46 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協贊會誌臺灣博覽會協贊會編昭和14(1939)   16開大本 4,500 

47 臺灣を代表すふもの(臺灣代表之物產)遠藤東之助編纂 昭和10(1935)年        2冊 5,800 

48 戰後の南支南洋と臺灣(戰後的華南南洋與臺灣)吉川精馬著大正11(1922)年刊16開大本 4,350 

49 東亞長期建設國策と臺灣 大園市藏編輯 昭和 14(1939)年刊本 1,200 

50 台灣の使命 (台灣之使命)屋部仲榮編 昭和 7(1932)年刊本 1,400 

51 台灣島民に訴ふ(訴諸台灣島民)唐澤信夫著 新高新報社發行 昭和10(1935)年刊 1,850 

52 官公吏通義 瀨戶山兼斌編著 台灣法制研究會發行 昭和 8(1933)年 2,600 

◘傳記、回憶錄、人名錄 

53 鄭成功 稻垣孫兵衛編著 台灣經世新報社發行 昭和 4(1929)年刊本 3,150 

54 臺灣官紳年鑑 林進發編輯 民眾公論社發行 昭和7、8(1932-33)年刊本            4冊 6,800 

55 台灣人士鑑  興南新聞社編纂(十週年紀念版) 昭和 18(1943)年刊本    16開大本 3,850 

56 今次の臺灣と人物(現在的台灣與人物)名嘉真武一著 昭和12(1937)年刊本 1,050 

57 辜顯榮傳 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 發行 昭和 14(1939)年刊本 3,050 

58 在台三十年  三卷俊夫編輯 昭和 14(1939)年刊本                  2冊 4,800 

59 臺灣四十年回顧 內藤龍平編著 昭和 11(1936)年刊本 1,500 

◘通史、專門史   
60 台灣史蹟 原幹洲著 拓務評論台灣支社發行 昭和 12(1937)年刊本 1,700 

61 台灣古代文化の謎石坂莊作著 台灣日日新報社發行 昭和 10(1935)年刊本 650 

62 台灣地名研究 安倍明義編 蕃語研究社發行 昭和 13(1938)年刊本 2,200 

63 台灣之交通 柴山愛藏編纂 台灣交通研究發行大正 14(1925)年 2,450 

64 臺灣の交通を語る(台灣交通記實)羽生國彥編纂 昭和 12(1937)年刊本 3,050 

65 臺灣郵政史 藤井恭敬著 臺灣總督府通信局發行 大正7(1918)年刊本 2,750 

66 台灣衛生概要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編纂 大正 2(1913)年刊本 3,200 

67 台灣衛生年鑑 佐藤會哲編纂 台衛新報社發行 昭和 7(1932)年刊本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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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規 

68 民法對照台灣人事公業慣習研究 萬年宜重編纂 昭和 6(1931)年刊本 2,000 

69 臺灣刑事司法政策論 上內恒三郎著 大正 5(1916)年刊本 2,900 

70 水利關係判例集 喜多末吉編輯 台灣水利協會發行 昭和11(1936)年 1,450 

71 臺灣の事業人と土地(台灣企業經營者與土地)金高佐平編纂 昭和6(1931)年 2,000 

72 稅務其他の常識 野木傳之助編纂 新台灣社發行 昭和 8(1933)年 2,100 

◘都市、地區建設、震災 

73 台灣都市計畫講習錄 台灣都市計畫講習會 昭和 12(1937)年        2 冊   4,200 

74 地方都市事業紹介 松田浩編 民眾事報發行 昭和 12(1937)年        16開大本  1,600 

75 新興台灣の工場を視る(台灣新興工廠之巡禮)高雄篇 稻岡暹編 昭和11(1936) 1,050 

76 台灣地質鑛產地圖說明書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編纂 大正 15(1926)年 16開大本  2,750 

77 基隆築港誌 臨時台灣總督府工事部編纂 大正 5(1916)年        16開 3冊 10,800 

78 基隆築港誌圖譜 臨時台灣總督府工事部編纂 大正 5(1916)年   16開大本   3,850 

79 大高雄建設論と市の現勢 片山清夫編纂 昭和 11(1936)年 2,200 

80 高雄港勢展覽會誌 高雄港勢展覽會編纂 昭和 6(1931)年 1,550 

81 芝山巖史 鳥居兼文編 芝山巖史刊行會發行 昭和 7(1932)年 2,350 

82 台灣鐵道台東線 台灣總督府鐵道部花蓮港編 大正 6(1917)年 1,450 

83 昭和十年台中州震災誌 台中州編 昭和 11(1936)年 2,200 

84 昭和十年新竹州震災誌 新竹州編 昭和 13(1938)年刊本            2冊   5,600 

◘原住民相關 

85 台灣「番界」展望 鈴木秀夫編 理蕃之友發行 昭和 10(1935)年    16開大本 2,050 

86 台灣「番人」事情 台灣總督府編 明治 32(1899)年刊本         16開大本 2,250 

87 「生蕃國」の今昔 入澤滲編 臺灣蕃界研究會發行 大正 11(1922)年 2,600 

◘民間論述、輿情 

88 事變と台灣人 (事變與台灣人)竹內清著 昭和 15(1940)年刊本 1,800 

89 人と閥 (派閥人物)泉風浪著˙南瀛新報社發行 昭和 7(1932)年刊本 1,600 

90 筆戰十五年 橋本白水著˙南國圖書刊行會發行  昭和 3(1928)年 1,950 

91 新聞人の見たる台灣 (新聞人所見之台灣)間島二三編著 昭和 6(1931)年 1,800 

92 時局の臺灣を描く(台灣時局之淺描)名嘉真武一編著 昭和 13(1938)年刊 1,050 

93 時局と台灣 (時局與台灣)屋部仲榮編著˙民眾事報社發行 昭和8(1933)年 1,550 

94 黎明の台灣 唐澤信夫著˙新高堂書店發行 昭和 2(1927)年刊本 1,450 

95 光榮の台灣 宮崎健三編著 昭和10(1935)年 1,350 

96 榮ゆる台灣 (台灣之榮耀)宮崎健三編著 昭和 9(1934)年刊本 2,400 

97 台灣吾見たリ (我所見之台灣) 宮地硬介著 新高堂發行  昭和 6(1931)年 1,400 

98 僕の見た台灣●樺太 (吾所見之台灣及譁太/庫頁島) 小生夢坊著 昭和10年 1,200 

99 再認識の台灣 小生夢坊著 東京日滿新興文化協會 昭和 12(1937)年 1,050 

100 趣味の台灣 宮川次郎著 昭和16(1941)年 750 

101 新台灣行進曲 北村兼子著 昭和 5(1930)年 2,000 

102 樂園台灣の姿 貞包隆造編纂 麗島出版社 昭和 11(1936)年 1,650 

103 新制度之台灣 伊藤彩抱編著 大正 15(1926) 年刊本 2,200 

104 台灣祕話 御大典記念枠本誠一著 日本及殖民社發行 昭和 3(1928)年 1,450 

105 明朗台灣を語る(台灣之美)柴山愛藏編 昭和新報發行 昭和 12(1937)年 1,250 

106 中部台灣を語る(台灣中部記實)泉風浪著 南瀛新報社發行 昭和 5(1930) 1,450 

107 ヵメラから見た台灣 (照相機記錄台灣)幸田春義等編 昭和4(1929)年  大本 900 

108 台灣學生雄辯集 唐澤信夫編 新高新報社發行 昭和 5(1930)年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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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南の枝 庄司總一著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 昭和 18(1943)年 1,350 

◘鴉片專題 

110 極東阿片問題(遠東鴉片問題)赤松佑之編輯 國際聯盟協會發行 昭和8(1933)年 1,500 

111 臺灣阿片癮者の矯正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 昭和 6(1931)年 600 

112 阿片の認識 荒川淺吉編輯 臺灣專賣協會發行 昭和 18(1940)年 1,500 

◘ 經濟、工商產業組織等 

113 台灣產業大觀 林進發編著˙民眾公論社發行 昭和 11(1936)年 2,200 

114 台灣產業組合史 澀谷平四郎編˙產業組合時報社 昭和9(1934)年 2,350 

115 台灣產業組合年鑑 澀谷平四郎編 台灣產業經濟調查所 昭和12年           2冊 3,400 

116 台灣之產業及其取引 佐佐英彥著 台南新報社 昭和3(1928)年              2冊 3,500 

117 台灣產業之批判 大園市藏著 台灣產業之批判社 昭和 2(1927)年 1,800 

118 台灣產業之實相 久山文朗編 昭和 7(1932)年 1,900 

119 台灣產業問題管見 今村義夫著 台南新報社發行 大正13(1924)年 2,050 

120 台灣地方產業報國 屋部仲榮編 昭和 14(1939)年                 16開大本 1,200 

121 台灣殖產年鑑 畠中正行編˙台灣與海外社發行 昭和13(1938)年            2冊 3,150 

122 台灣拓殖株式會社 事業概況 櫻田三郎編輯 昭和十五(1926)年(16開) 1,950 

123 台灣拓殖會社的誕生-台拓設立經過之議事秘錄 伜本誠一編昭和 11(1936)年  2,200 

124 全島實業大會展望 宮崎健三編 昭和 12(1937)年刊本 1,700 

125 對岸事情與台灣之產業 名嘉真武一編著 昭和 10(1935)年   800 

126 事業界與內容批判 熊野城造編 事業界與內容批判社 昭和4(1929)年 2,550 

127 台中州下產業組合要覽 佐藤眠洋編˙台中出版協會 昭和7(1932)年 2,700 

128 台灣經濟年報 平山勳著 台灣經濟調查所 昭和 7(1932)年 1,450 

129 戰時下的台灣經濟  林佛樹編 昭和 14(1939)年 1,250 

130 台灣經濟政策論 久保島天麗著 大正 9(1920)年刊本 1,400 

131 台灣經濟之基礎知識 林佛樹編纂 台灣經濟通信社 昭和13(1938)年 2,500 

132 對台灣經濟界之展望 林進發著˙民眾公論社 昭和 7(1932)年 1,700 

133 台灣最近之經濟界 劉天賜著 台灣經濟界社 昭和 8(1933)年 1,450 

134 台灣經濟問題之特質與批判 陳逢源著 台灣新民報社 昭和8(1933)年 1,400 

135 台灣經濟叢書 竹本伊一郎編纂 昭和 8-17(1933-1942)年        10冊 17,300 

136 台灣之金融  高北四郎著  昭和 2(1927)年刊本 1,550 

◘農業類 

137 台灣農業論 梶原通好著 昭和 7(1932)年刊本 1,100 

138 台灣米穀經濟論 川野重任著 昭和 16(1941)年刊本 2,050 

139 台灣米研究 江夏英藏著 台灣米研究會發行 昭和 5(1930)年刊本 2,050 

140 台灣米穀年鑑 上野幸佐、蒲田丈夫著 大正 12(1923)年刊本   16開大本 3,000 

141 台灣食糧年鑑  林肇編纂 昭和 20(1945)年刊本 2,050 

142 台灣的糖業  佐藤政藏著 台灣產業評論社發行 昭和 11(1936)年刊本 1,750 

143 台灣糖業之實際  藤井鄉川著  昭和 7(1932)年刊本 1,300 

144 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史 伊藤重郎編  昭和 14(1939)年本      16開 2冊 6,400 

145 台灣糖業年鑑  杉野嘉助編纂 昭和 3,5(1928,1930)年刊本       3冊 6,100 

146 砂糖年鑑 山下久四郎著 日本砂糖協會 昭和10,13,15(1935,38,40)年版              3冊 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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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台灣青果年鑑  台灣青果研究會編纂 昭和七年版(1932)年刊本 2,050 

148 台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佐佐木舜一著 大正 13(1924)年刊本 2,200 

◘專賣類 

149 台灣專賣事業要覽  橋本白水編著 昭和 7(1932)年刊本 2,350 

150 台灣專賣事業年鑑(人物篇) 鼻中泰治著 昭和 12(1937)年刊本 1,400 

151 台灣鹽專賣志 松下芳三郎編纂台灣總督府專賣局發行 大正14(1929)年刊本     16開2冊                           5,900 

152 布袋專賣史  石永久熊等編纂 昭和 18(1943)年刊本 2,750 

153 專賣制度の台灣の酒 杉本良著 昭和 7(1932)年刊本             2冊 4,200 

154 專賣台北支局總覽 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台北支局著 昭和10(1935)年刊本    2冊 3,650 

155 台灣專賣事業年鑑 鼻中泰治編纂 昭和11-16,18(1936-41,43)年刊本     12冊 19,200 

◘年鑑、年報、名鑑類 

156 台灣年鑑 田中一二編  昭和五(1930)、十八(1943)年版         2冊 5,200 

157 台灣株式年鑑 竹本伊一郎編 昭和 6-7(1931-32)年刊本         2冊 4,600 

158 台灣會社年鑑 竹本伊一郎編 台灣經濟研究會發行              6冊 
                       昭和 9-11,13-15年(1934-36; 1938-40)刊本 

14,400 

159 台灣銀行二十年誌 台灣銀行編纂發行 大正 8(1919)年 (16開)     2冊 5,600 

160 台灣銀行四十年誌 名倉喜作編纂 發行  昭和 14(1939)年(16開)     2冊 6,000 

161 台灣銀行會社錄 杉浦和作編 昭和 9,11-16(1934,1936-41)年刊本          7冊 17,150 

162 會社銀行商工業者名鑑 千草默仙編 高砂改進社發行 昭和 3,7,9-18      24冊 
                                       (1928,1932,1934-43) 年刊本 

44,400 

◘ 鐵公路運輸類 

163 台灣鐵道旅客運賃總覽武澤贇太郎編纂 昭和16、18(1941、43)年版      16開2冊                            6,800 

164 台灣鐵道旅客運賃表武澤贇太郎編  昭和 20(1945)年刊本      16開本 1,700 

165 台灣鐵道貨物運賃總覽武澤贇太郎編 昭和15、19(1940、1944)年刊本       16開  2冊                                                      6,400 

166 台灣鐵道貨物運賃等級表 武澤贇太郎編纂 昭和15、19(1940,1944)年刊本       2冊                             2,600 

167 台灣私設鐵道乘合運賃表  武澤贇太郎著 昭和 19 (1944)年刊本 900 

 
1詔敕、令旨、諭告、訓達類纂 4711871495951台灣總督府編纂,昭和16年(1941)刊本.  2冊 3,300   

本書係台灣總督府為《警察沿革誌》別篇而編纂，其目的有二、一為編纂台灣統
治史或《警察沿革誌》提供重要資料，二、作為涵養警務人員有關台灣統治或警察事
務識見的教材。本書輯錄了統治台灣後至昭和 14 年 (1895—1939)有關台灣政務之詔
敕、令旨或統治台灣應參考的詔敕、令旨；其次，為歷代台灣總督、警務局長發布的
蒞任訓示、施政方針、離任告辭，以及在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地方長官會議、警察會
議、警察講習會上的訓示、諭告、講辭；再者，為有關維護官紀之訓達及有關時務之
隨時發布的聲明、警告；末則為台灣總督、民政長官、總務長官、警務局長、《台灣
日日新報》在元旦、「始政紀念日」的感言。此外，本書目次上按編年序列，下則為
分類索引。本類纂為日本統治台灣期間官方文獻之重要彙編，為研究日治時期台灣政
治史必備的工具書。 

 
2台灣大年表緒方武歲編 4711871495968 台灣經世新報社發行 昭和13年(1938)刊本    1,450  
      本書「正編｣始自明治 28 年(1895)5 月，馬關條約)清、日兩帝國換文生效，以迄昭和
13年(1938)6月之編年體大事記，內容包括：皇室、政治、經濟、教育、衛生、軍事、宗教、
出版、藝術、人事等要項之 15,000 餘條大事，每年末並附有當年台灣總督府及地方重要文
武職官表。書首列有大事記之「前編｣，從中國史籍中抄錄秦始皇 28 年至清光緒 21 年各代
有關台灣之大事。書末則附有分類索引，共分為 46大類，檢索堪稱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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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舊對照管轄便覽 4711871495975台灣日日新報社編纂 台灣總督府發行 大正10年(1921)刊本     1,150   
      大正 9 年(1920)，台灣總督府變更地方自治制度，行政區由原來的十二廳改為五州二
廳，即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花蓮港廳、台東廳。配合此一制度改變，
地名亦多所更動，因不熟悉新地名所衍生的不便之處甚多，為此作者特將新、舊行政區畫及
地名編纂對照表。再者，本書亦收錄各州廳警察管轄區域。書末附有<總督府地方官制>、<
台灣州制>、<台灣市制>、<市街庄稅規則>、<戶稅規則>等法令。 

 
4 台灣總督府行政區域便覽4711871495982台灣總督府官房統計課編纂 昭和19年(1944)刊本   1,150        

本便覽係依各警察官署所提出之資料編纂，以利警察官署掌握戶政事務。本書依五州三廳，
即：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台東廳、花蓮港廳、澎湖廳之行政區畫編纂，
下列轄下之警察署、郡、支廳，再下則列所轄派出所、駐在所管轄區域之大、小字名。本書為
警察官署的內部機密資料，且為昭和 19年(1944)所出版之少數書籍之一，頗具參考價值。 

 
5西鄉都督と樺山總督 4711871495999紀念事業出版委員會編纂 昭和11年(1936)刊本  1,950  

為慶祝日本治台四十年，台灣總督府特別舉辦記念博覽會，「博覽會協贊會」亦發起為
領台前征台有功的西鄉從道侯爵樹立紀念碑及樺山資紀伯爵建立銅像，同時亦出版此書以緬
懷二人功業。本書除記述明治 7 年(1874)「征蕃之役｣，藉琉球藩民於明治 4(1871)年在台
灣恆春被殺害為由，攻打恆春車城、石門、牡丹社等地的戰役，亦編入台灣總督府圖書館長
山中樵所撰寫的西鄉從道(時任中將蕃地事務都督)、樺山資紀(時任少佐分營長)之小傳。書
末資料篇則收錄東京日日新報社隨軍記者的報導(28 封信)、蕃地事務局編纂的<處蕃提要
>、<處蕃旨趣書>、<樺山資紀台灣記事>(明治 5年 7—7 年 12 月)、<征蕃關係文獻目錄>、<
征蕃戰死者名簿>等資料，為研究牡丹社事件不可或缺的彙編資料。 

 
6台灣歷代總督之治績4711871496002杉山靖憲著 帝國地方行政學會發行 大正11年(1922)刊本   1,450  

本書係日本派任台灣前八任總督(明治 28年—大正 8年，1895—1919 年)的治績史，介紹
各任總督的施政方針及重要治績，如：樺山資紀總督以武力平台、舉行始政式、發布領台聲明、
確立行政組織等；桂太郎總督的委任立法、建立郵政電信體系等；乃木希典總督的三段警備制、
紳章制度、改革官制等；兒玉源太郎總督確立民政、蕩平強盜、完成財政獨立、設立台灣銀行、
建立專賣制度、土地戶口調查、整理大租權、樹立糖業政策等；佐久間左馬太總督的理蕃事業、
修築高雄港、基隆港、設立中央研究所、經營阿里山森林等；安東貞美總督舉辦「勸業共進會」、
推動華南南洋政策、經營八仙山、濁水溪森林事業等；明石元二郎總督制定台灣教育令、日月
潭水力發電中部海岸線道路等；田健治郎總督的改革地方制度、推動內台共婚、內台共學、設
置總督府評議會等。本書載記詳盡，為研究日人治台前期統治史的寶貴資料。 

   
7 台灣統治關係議會獅子吼錄 4711871496019台灣制度研究會編纂 昭和 3年(1928)刊本  1,800       

本書抄錄自日本貴族院、眾議院兩院之<速記錄>，內容為集結涉台重大議題之議員質詢
及政府答辯，時間橫跨明治(Meiji)29年至大正 10年(1896—1921)，編者共收錄 28 個主題，
包括：六三法起源、六三法繼續、六三法違憲、全權委任總督、委任立法是例外、台灣特別
會計、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奉祀、台灣住民處分、台灣經營方針、強盜鎮壓、芝山巖事件、同
化問題、文官總督、領台目的、台灣定位等治台政策的質詢與答辯。其次，亦有涉及經濟層
面之主題，如：彩票問題、日糖事件、砂糖政策、製糖會社逃稅問題、阿里山森林官營矛盾、
樟腦專賣)等。從質詢與答辯中，可以顯見日本政府與各方勢力角力下形成對台政策的過程。 

 
8台灣の農民運動宮川次郎著 4711871496026 拓殖通信社支社發行 昭和 2年(1927)刊 1,450        

本書共分為七編，第一編敘述經歷「治警法違反事件」、文化協會運動、台政革新會等
的鼓吹，轉至台灣民眾黨、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等具體的政治社會運動。第二編敘述受到華南
「廣東香港大罷工」的影響，台灣亦出現台灣鐵工所、營林所、台北印刷工等團體性的勞工
抗議事件。第三編、第四編則討論農民組合、「三菱造林事件」等農民運動的經過，以及「林
糖事件」對糖業發展的影響。第五編、第六編敘述佃農問題及改善之道，同時介紹協調地主、
佃農權益的「業佃會」。第七編敘述由武官總督轉向文官總督後，出現庄協議員辭職、商工學
校學生罷課、《台灣民報》批評等官威下降的事件。書末並附述華南排外勞工運動的概況。作
者為新聞記者，揭露頗多秘辛，為日人筆下的台人政治社會運動史，饒富趣味。 

 
9台灣裏面史 4711871496033 大園市藏著 日本殖民地批判社發行 昭和 11年(1936)刊本  1,700      

本書係著者的研究調查報告，時間自台灣割讓問題始，至第四代兒玉源太郎總督時代止。對特
殊個案之研究調查，含議和時李鴻章遇刺受傷事件，第一代樺山資紀總督、第二代桂太郎總督接收
台灣的情況，以及各項事件如：台北城之佔領、雲林、鹿港、澎湖事件的調查等。第三代乃木希典
總督的若干疑獄事件及其特殊立場，第四代兒玉源太郎總督之治安、法制問題、產業開發及專賣事
業的開拓。大園市藏為日治台灣時期著作等身的政論家，對殖民統治採取溫和的批判立場。 

 
10台灣地方自治法制、自治要求運動 4711871496040 原幹洲著 昭和 7年(1932)刊本   2,750  

台灣自大正 9 年(1920)實行地方自治制度後，其政治參與、民意表達、文化設施及經
濟發展，有別於昔日。本書第一篇分為序論和本論，序論探討地方自治的意義和法源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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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則詳述各級地方團體的構成與設立，各級協議會及官員的性質及權限，地方團體的權能
與負擔，財政與國家監督等，本篇附錄有三，包括：保甲制度概況、地方自治相關法令、自
治團體農會的概述等。第二篇論述文化協會、民眾黨、自治聯盟的要求地方自治運動及台灣
議會設置運動的概況。書末則有附昭和 7(1932)年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員知事市尹郡守街庄
長、州市街庄協議會員的名錄。1920 年台灣總督府雖實施地方自治，但有名無實，離真正
自治尚遠，致台人興起諸多改進的要求，本書從日人的角度探討此時地方自治的內涵，以及
台人的地方自治運動，為研究台灣地方自治史的重要著作。 

 
11台灣地方自治(附法規要覽)4711871496057 佐伯迪著 昭和 10(1935)年刊本     1,150  

本讀本分為序論、本論、附錄三部份。序論闡釋地方自治的本義及台灣地方自治的沿革。本
論第一章為地方團體的構成與成立、權利和負擔，第二、三章為州市街庄的議決機關、執行機關、
財務運作，第四章為政府對州市街庄的監督，第五章為第一次地方選舉的意義及法條解說，第六章
則為選舉取締規則解說，包括如何成為候選人、助選員的規範、選舉事務所的規定、演講須使用日
語、違反選舉規定的處罰等。附錄《地方自治制法規要覽》，內容包括：<台灣州制>、<台灣市制>、
<台灣街庄制>、<台灣市制施行令>、<台灣街庄制施行令>等。本書為介紹地方自治新制的通俗讀物，
故內文皆附有名拼音，以利一般民眾閱讀，為台灣地方自治史上第一次選舉的珍貴資料。 

 
12台灣自治名鑑 4711871496064 灣廣友會編纂 昭和 11(1936)年刊本           1,800     

1935年底台灣總督府改正地方制度，規定市街庄會議員半數由民選，為應本次畫時代
的變革，宣導選舉辦法及新制度內涵，台北廣友會特編纂此書。本名鑑首述各種選舉規則及
解說，次列<台灣州制>、<台北市制>、<街庄制>的法律內容，以及<市制施行令>、<街庄施
行令>，再次列昭和 9 年(1934) <台灣市街庄議員名錄>。書末則附有<眾議院議員錄><所得
稅法人之稅率>及<台灣州稅規則>等資料，為研究台灣地方自治史的重要資料之一。 

 
13台灣教育 展 4711871496071 佐藤源治著 昭和 18(1943)年刊本               1,150  

本書第一章論說台灣統治精神及教育淵源，以及台灣的教育與芝山巖精神第二章討論
台灣教育的進展，作者以大正 11年(1922) <台灣教育令>制定為分野，敘述前後兩期的教育
設施、教育行政、社會教育概況及各級學校概況。第三章則為興亞教育，亦即皇民化教育，
討論在日本戰爭教育體制、大東亞教育體制下，台灣教育的學校教育、學前教育、家庭教育、
女子教育、社會教育、興亞教育、南進教育概況。書末餘論領台前漢人、原住民的教育，前
者述其學制、官學、民學、祭孔、科考、經費等項，後者則論荷蘭、鄭氏、清國各代之概況。
本書作者佐藤源治為台北師範學校教授，治學嚴謹，故本書並非記者報導式的泛泛之著，堪
稱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的總結性著作，值得一讀。 

 
14台灣同化策論 4711871496088 柴田廉著作 大正 12 年(1923)刊本              1,450      

有關如何對抗歐美列強、宰制亞洲，日本在一次大戰後興起「日華親善論」，以此為背景，
對殖民地台灣亦漸有「同化論」的主張。作者以為日人論統治、評行政、說經濟、道產業、議教
育、談思想的著作很多，然有關理解台灣人本質，闡明同化政策心理基礎的著作則十分欠缺，為
糾此失，作者乃有本著，故本書亦名《台灣島民之民族心理學研究》。本書首述同化政策的要義及
原理、心理基礎。次述台灣人敬天、孝道的民族思想，以及改隸日本以後的心理變化。再次討論
宗教、教育、社會教化、通婚等同化的基本政策，以及日語普及、學習台語、言論指導等同化的
誘導政策。書末補說有八，作者除進行年中行事調查，具體介紹台灣人天上聖母、城隍、盂蘭盆
會，(中元祭)等宗教習俗，以及民亂與信仰之間的關係外，也討論改善警察對台民壓迫感之道，
以及對台灣議會設置運動作心理分析，為研究 1920年代日人「同化論」必須參考的著作。 

 
15高砂族之教育 4711871496095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纂 昭和 19 年(1944)刊本    1,150      

本書首述台灣原住民之沿革、種族(、生活，改隸前原住民教育，次述台灣割日後的原
住民治理，再次討論：原住民的兒童、青年、成人、觀光(、映畫(電影)、國(日)語普及等
教育，以及獎勵及救助、神社管理。再次則敘述原住民之教育所、農業講習所、國民學校一
覽，以及教育所教育標準、社會教育要綱、國語講習所規程等，均介紹甚詳。此外，還有各
項原住民教育的相關統計，含教育所、神社數量、職員人數、在學人數、寄宿人數、畢業人
數、就學率、日語普及率、教育經費預決算概況等。本書出版於日人戰敗前夕，堪稱日治時
期官方版的原住民教育事業總結報告書。 

 
16噫霧社事件 4711871496101 橋本白水編著 昭和 5年(1930)刊本               1,150     
       昭和 5(1930)年 10 月 27 日，霧社公學校舉辦國語演習會及運動會，發生泰雅族原住

民持蕃刀斬殺近百日本人之事，史稱「霧社事件」。本書第一章介紹台灣原住民的來由、日
人在此之文化建設、佐久間左馬太總督的「理蕃｣的訓示等。第二章為全書之重點，收錄了
多達 93 頁的《警務局公報輯錄》、《台灣軍司令部公報輯錄》，為霧社事件的一手官方資料，
甚具參考價值。第三章作者編纂<霧社事件考察>一文，探討事件之原因、責任與善後。第四



 13 

章為宣傳日軍英勇之述，所收資料包括：軍隊出征訓示、表彰狀、激勵電報、戰鬥報導等。
第五章為目擊者之口述、官署追悼文與弔辭。本書詳細分析了霧社事變的發生背景、事件經
過，並收錄許多官方報告及目擊者口述，堪稱是日人立場的霧社事件調查報告書。 

 
17台灣開發誌  4711871496118 古川松舟、小林小太郎合著 大正 4 年(1915)     1,450      
 本書初名《台灣實業案內》，作者廣徵台灣總督府官員及企業菁英對各產業今昔的意見，以
介紹台灣產業發展及企業、企業家為主。前篇為台灣總督府通信局長角源泉等官員敘述交通
電信、土木建設、自來水、樟腦、鹽、菸草、木材及勞工之概況。後篇則為和泉時計主任丹
羽孝之允等 254 個企業家或公司、組合的評述。本書兩位作者久任《台南新報》記者，趁便
蒐集較為詳盡的資料，再者，有關日治前期台灣企業界菁英的評傳亦較欠缺，故本開發誌對
於研究日治前期台灣商工界的活動，頗有俾益。 

 
18台灣貿易史 4711871496125 林東辰著 日本開國社台灣支局發行 昭和 7(1932)年刊本 1,450      

本書第一章為序論，介紹台灣地文、人文。第二章敘述台灣早期無所屬時代之住民、
貿易、中國人涉台活動、海盜入台等。第三章為荷蘭佔領時期，內容包括荷蘭東印度公司佔
領台灣之過程、日荷衝突、「濱田彌兵衛事件」、台日貿易中斷、西班牙人佔領台北、鄭成功
驅逐荷蘭人等。第四章為鄭氏佔領時時，內容包括鄭氏父子的經營、對中國及海外貿易、鄭
氏政權末日等。第五章為清朝統治時期，內容包括清朝領台始末及行政、對中國本土及海外
貿易、劉銘傳的貿易政策、日清戰爭台灣割日等。第六章為日本領台時期，內容包括佔領台
灣與對外宣言、整備貿易相關設施、各年對外及對日貿易的趨勢及影響因素、台灣貿易的將
來。書末附錄有<台灣港灣誌>，對基隆、淡水、安平、高雄、舊港、後龍、梧棲、鹿港、東
石、馬公各港均有詳細描述。本書作者林東辰為台灣名士林維城之子，在慶應義塾就學期間
即得經濟學名師瀧本誠一指導，並通曉台灣諸方志資料，又趁任職《台灣日日新報》經濟部
記者之便，故能有系統、科學性地完成此一貿易史專著，並非為資料堆砌之作。 

 
19 台灣經濟年鑑 4711871496132吉川精馬編 實業之台灣社發行 大正年 14(1925)刊本 2,400  

本年鑑為日本治台三十年經濟建設及概況的報告書。第一編首述自樺山資紀總督至伊澤
多喜男總督的經濟建設、政策。第二編敘述台灣財政、幣制與金融。第三編為物價與工資。第
四編為稅關、貿易港及對外貿易。第五編為農政、農業今昔。第六編製糖業。第七編為林業。
第八編為漁業、漁市、魚貨製造、養殖業、水產貿易。第九編為金、銀、銅、硫磺、石油、煤
等礦業。第十編為一般工業、製茶業、農業倉庫與精米業。第十一編為鴉片、鹽、樟腦、菸草、
酒(Sake)等專賣事業。第十二編為一般商業及彩票。第十三編為公司及產業組合。《實業之台
灣》為日治前期重要的經濟性雜誌，故其所編纂的經濟年鑑資料頗為詳實，甚具可看性。 

 
20台灣會社年鑑 4711871496149本伊一郎編  昭和16—18年(1941—43)版            3 冊  6,300  

有關日治時期企業年鑑的資料有三，一是杉浦和作編纂的《台灣銀行會社要錄》，二是千
草默仙編纂的《會社銀行商工業者名鑑》，三是竹本伊一郎編纂的《台灣會社年鑑》。竹本伊一
郎所編纂之年鑑，始自昭和 6年(1931)，終於昭和 18年（1943)。書首載錄：內外經濟大觀、
台灣經濟統計，包括公司、金融貿易、財政、商品、物價等統計資料。書中詳列各行各業公司
的設立目的、資本額、資金變化、董監事等幹部名單、股東數、大股東持股數及營業成績等資
料。書末又附有株式會社、合資會社、合名會社一覽表，為研究日治時期台灣企業史不可或缺
的資料。本社重印昭和 16—18(1941—43)三年版，不僅提供了日治末期台灣產業界狀況的重要
資料，同時，連續三年亦可作比對，有助於了解各企業的變遷，頗具參考價值。 

 
21評論台灣之官民 4711871496156橋本白水著  大正 13 年(1924)刊本             1,950      

本書堪稱是明治大正時期日人在台的奮鬥史，一共收錄了八百多位官民的生平、閱歷概述，
並詳以評論。所收人物分為官署菁英和民間菁英，前者包括歷任台灣總督、民政長官、總務長官
及總督府各局部長，地方州、廳、市、郡、司法、教育、醫學、研究所、稅關等領域的官員，後
者則包括府評議會員、州市協議會員、街庄長、糖業、銀行、弁護士(律師)、土木、運輸、企業)、
記者、電力、水利等領域的菁英。本書作者橋本白水出身記者，善於與各地官民交際，又頗能知
人特點，故內容頗為豐富詳實，另外本書又配上多達 23頁的照片，亦增添了本書的可看性。 

 
22台灣之事業界と人物 4711871496163 橋本白水著 昭和 3 年(1928)刊本          2,100      

本書分為兩部份，前編為台灣政經史，後編則為人物評介。前編對日本的殖民活動、台
灣官民奮鬥史、歷任總督治績、由武官總督轉為文官總督、財政(Zaisei)、經濟、製糖、專
賣、文教、鐵路的概況，作了詳實的報告。後編人物評介可說是《評論台灣之官民》的續作，
除敘述台灣總督府及地方政府的官員外，亦對法官、警務、醫學、教育界人物多所評判，此
外，還收錄各地有力人士二百餘人的介紹，以及台北州下主要企業、府評議員、州市協議會
員、街庄長的名錄。本書在正文之前亦附有照片 43頁，不乏珍稀之照，頗值得玩味。 

 
23台灣之新人舊人 4711871496170  田中一二編昭和 3 年(1928)刊本           1,800      

本書作者田中一二，自大正 6年(1917)起，即在《台灣日日新報》等報章雜誌擔任記者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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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安東貞美、明石元二郎兩位總督的隨行記者，並負責採訪台灣總督府內高層的政治新聞，後因
報導總督府內秘聞遭施壓解職，離開台灣日日新報社後，即自辦「台灣通信社」。其將在台擔任記
者十年生涯，所撰寫的人物隨筆、深度訪談等資料作一整理，巧妙地把政局和財經情勢加以編織報
導，自許為<台灣秘史>，所評述之人物橫跨政治、警務、財經、學界、報界、弁護士(律師)、醫界
一千餘人，還有許多專題報導及名士珍秘談話，堪稱研究日治前期在台日人政商社交圈的重要資料。 

   
24台灣人物評  4711871496187  林進發著、赤陽社發行 昭和 4 年(1929)刊本    1,450      

本書網羅了林嵩壽等 374 位活躍的台籍菁英之略歷、現住所、電話號碼及短評。這些
台籍菁英除包括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員、州市協議會員外，亦收錄學者、藝術家、宗教家、企
業家、社會運動家等菁英。書末並附有總督府評議會員、各街庄長、各州市街庄協議會員的
名錄，以及英國領事等 32 位外國人紳士的一覽表。本書作者林進發為台籍出身之記者，其
評介者亦全為台籍菁英，這是一部隱含台灣人觀點的人物評傳。 

 
25台灣統治者と其功勞者  4711871496194   橋本白水著 昭和 5 年(1930)刊本   1,950      

本書第一、二編記述日本殖民統治後各項經營績效，除概述外，亦深入敘述農林漁牧礦
各產業發展、專賣、交通電氣等建設、原住民撫育政策、金融財政宗教界的概況。第三編評
述歷任台灣總督的治蹟，並以該編 3/4 的篇幅，詳述時任總督的石塚英藏之事蹟。第四編為
公職人員列傳，編纂了總督府內各局長、課長、技師及地方州廳長、內務部長、市尹等官吏
的簡歷。第五編收錄對台統治卓有貢獻的民間人士之簡歷，共分為公共功勞、金融、商業、
製糖、醫學、司法、運輸、土木、消防、記者等業，以及台灣人功勞者、地方代表人物等項。
另外，書前所附照片多達 35頁，珍秘照片頗多，亦為本書特色。橋本白水在台筆耕二十餘年，
文采華麗，又不失記實，所著俾補台灣統治之論著達數十種之多，其善於交際，受歷代台灣
總督知遇，並與有力官民相善，以此背景編纂上層菁英的評述，確有可觀之處。 

 
26南台灣之寶庫及人物 4711871496200 間鳥三二編 昭和 6年(1931)刊本        1,450      

本書分為兩部份，首卷敘述高雄州之地理位置、人口、行政沿革及區畫、交通土木、
各級教育、社會事業 x、農業、畜業、林業、水產、金融同業組合、名勝古蹟、台灣製糖、
新興製糖、鳳梨事業之狀況，並視高雄州為具潛力且富天惠的寶地。次卷為人物評傳，包括
高雄州知事平山泰以下州郡衙署官員 52 人，以及三井物產高雄支店長井上知博等社會菁英
176人的簡歷。本書以高雄州(即今高雄、屏東)為範疇編著，為日治時期少數立於南部觀點
的作品，同時也是對經濟大恐慌下台灣處境有所探究的論著。 

 
27台灣經濟界の動きと人物  4711871496217  林進發著 昭和 8 年(1933)刊本    1,450      

本書係作者對日本領台將近四十年的台灣經濟界、企業界所作的研究分析。前編敘述
在經濟大恐慌下，金融政策的緊縮或擴張對日本各產業的影響。次編討論粗放農業、小農經
營之利弊，以及對台灣耕地面積、佃農、業佃會、農產價格等問題進行考察。再次則討論台
灣的製糖業、運輸倉儲業、專賣、礦業)、製帽、水產、製冰、煉瓦、水泥製造等產業的概
況。書末附錄一分析勞工問題，附錄二則為台灣商工銀行董事長古賀等三千人等金融領袖、
台灣製糖董事長武智直道等糖業菁英及其他各業菁英 123 人的簡介。本書作者試圖立於經濟
學理論，討論台灣產業的概況，故能較一般著作有更為深入的討論。 

 
28台灣官紳年鑑  4711871496224  林進發編纂 昭和 9年 (1934)刊本          2,100      

本書收錄對建設台灣有功名士的評傳，這些名士包括：台灣總督中川健藏、總務長官平塚廣
義等重要公職人員，以及府評議會員、州市協議會員、街庄長、街庄協議會員、實業家、社會事
業家、學者宗教家、藝術家等民間代表人物。作者以二十多種資料為基礎，配合實地訪談所蒐之
資料編纂而成，全書共收錄二千餘人，對每位官紳的履歷、性格、事業的介紹，均甚詳盡，同時
為便於查閱，作者又將目次按州別分類，本書資料齊全，又便檢索，是人物簡傳的良好工具書。 

 
29新台灣之事業界 4711871496231 屋部仲榮編纂、日本民眾事報發行 昭和11年(1936)刊本 1,450      

本書係日本《民眾事報》出版的介紹台灣專號，以敘述產業發展、企業概況及有影響
力之人物為主軸。其內容包括：台灣各類物產之特色；林業、礦業、漁業大觀、台灣三大林
場之介紹；專賣、通信、鐵道事業之現況；全台五州三廳之現勢、九市之特色、四十五郡之
產業界陣營及模範街庄的介紹；七大製糖會社、七大製糖所之往日歷史與未來展望。再者，
本書尤重視東台灣產業的發展，故特別評介了「花蓮王｣梅野清太等東部紳商 12 人，以及 8
家重要企業，並收錄台東<加路蘭築港問題>一文。此外，則介紹全台 29個重要企業家或公司、
組合。本書以輕鬆之筆觸但正確的資料，記錄了當時台灣各地產業的概況與特點。 

 
30台灣人士之評判記 4711871496248 住屋圖南著 昭和 12年(1937)刊本           800  

本書收錄自小林躋造總督、森岡二郎總務長官以下，總督府各局長、課長、市尹、郡
守等公職人士及三好德三郎等民間大老共近百人的評介。另外，亦附載了台灣製糖、大日本
製糖、明治製糖、鹽水港製糖、昭和製糖、台東製糖等會社的概況及幹部名單。本書所收錄
之人物評傳反映了侵華戰爭爆發前夕台灣官界的主要陣容。 

 
31新台灣を支配する人物と產業史 4711871496225 太田肥洲編 昭和 15年(1940)刊本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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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第一部份為台灣總督府之部，第一編首述台灣之全貌，並論各種產業對日本戰時之
重要性。第二編敘述總督府各局部主管之經歷。第三至二十一編則分述專賣事業、交通運輸、
土木建設、中央研究所、糖業、米穀管理、農業十年計畫、茶業、戰時產業現勢、戰時新興工
業、產業組合、商工會議所、證券取引所、產業資源、貿易、台北州產業大觀、金融情勢、各
銀行、台灣電力等公司、台北財界巨頭之概況。第二部份為新竹州之部、第三部份為台南州之
部，第四部份為台中州之部、第五部為高雄州之部，第六部台東、花蓮港二廳，此五部份大致
皆概述各州沿革、各項產業之現況及發展，並附有行政及產業領袖主管之陣容及其簡傳。本書
內容至為詳實，堪稱大東亞戰爭爆發前夕台灣經濟實力總評及人物經歷之大全。 

 
32台灣人事態勢と事業界 4711871496262 大園市藏編 昭和 17 年(1942)刊本     1,800      

本書共分兩部份，第一部份收錄了日治時期將近六百位社會領導人物的傳記評述，第
二部份則編纂了 1942 年底官方各機構之人事錄，載記了每人的職務、官等、學歷、籍貫等
資料。另外亦附有華南銀行、台灣石炭等 44 個重要企業、組合重要幹部的簡歷，記載了每
人的職務、學歷、籍貫等資料。本書成於大東亞戰爭，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由於戰爭爆發
導致人事變動異常劇烈，欲掌握正確的人事動向殊為不易，作者大園市藏久在台灣專門從事
社會領導菁英生平資料的蒐集、編纂，故本書具有較高的正確性，頗值得參考。 

 
33台灣人事異動輯覽 4711871496279 大園市藏編  昭和 18年(1943)刊本                    1,150      

本輯覽為昭和 18(1943)年台灣主要官民的人事動向。全書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官方
人事異動資料，包括：台灣總督府轄下各局部(、學校、訓練所)、養成所、監獄、醫院、研
究所、試驗所、各州廳的官員、職員之新舊職務及異動日期。第二部份為事業公司人事資料，
包括台灣電力、台灣製糖、台灣拓殖、台灣銀行等 23 家重要企業的資本額、地址、正副董
長及重要幹部名錄。書末並附<決戰下之東台灣>、<大園市藏著作目錄>。本書堪稱是研究台
灣總督府末日官方人事動向的必備資料。 

34明朝より伊澤時代まで 4711871503328 (明朝至伊澤時代 /第五任總督)永岡芳輔編著  2,900                
      大正14(1925)年刊本;本書所述起自 1624年以前至 1926年，為日本統治台灣三十年紀念
之作，共分四編，第一編為明朝、荷蘭、鄭成功、清代統治台灣的概況，第二、三編說明領台
後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兒玉源太郎、佐久間左馬太、安東貞美、明石元二郎七任武
官總督治台之大要，第四編為田健治郎(1919-23)、內田嘉吉(1923-24)、伊澤多喜男(1924-26)
三位文官總督的治績。編外有治台後行政、財政、教育、糖業、礦業、產業組合各方面三十年
的回顧，以及當時五位州知事及二位廳長的生平簡介，書末附有四千餘位官民紳士的名錄，頗
具參考價值。 

35 明治二十八年台灣「平定記」  4711871503335  杉浦和作撰著 昭和 7(1932)年刊 1,200  
    1895年,清廷在馬關條約喪權割台後,日本軍事佔領台灣, 此書為佔領之記實所謂之「平定記」,作

者在 1895年即渡台，以親身見聞，參考 1896年軍事攝影師遠藤誠出版的《征台軍凱旋紀念帖》一
百三十多幅照片編纂成書。本書共三編第一編敘述比志島混成枝隊在 3月 23日至 7月 23日，攻佔
澎湖及其後併入近衛師團，鎮守北部的軍事行動。第二編說明近衛師團於 5月 29日至 10月 22日，
自三貂角登陸，中經各地轉戰，最後進入台南城之經過。第三編敘述第二師團在 10月 1日至 10
月 21日，自番仔崙登陸，分進合擊台南的過程，作者記者出身，寫作綱舉目張，文筆又極流暢，
堪稱研究日本統治台灣之初軍事史的重要著作。 

36 日清役台灣史 4711871503342  枠本乙吉編著 昭和 5(1930)年刊本              1,750 
作者以甲午戰爭人伕身分，撰寫戰爭的親身經歷，從德璀琳、張蔭桓、李鴻章議和寫起， 

中述馬關條約的簽訂、雞籠戰役、劉永福抗日、布袋嘴戰役、鳳山戰役、台南平定等史實，再述
及甲午戰爭時東北戰場的概況、戰後和平的恢復等事跡。另外述及全台城垣、台灣鐵道史及各類
短篇記事數十篇。日人領台之初，兵馬倥傯，留存之資料較少，本書有助於補充此時的軍政概況。 

37近衛師團「台灣征討史」4711871503359 大槻正秋編纂 昭和 10(1935)年刊本    1,850 
     本書為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出版，將 1896年松本正純的寫本《台灣征討史》改以鉛印出版，由於

本書原著寫於日人治台之初，故記事頗為詳實。本書歷述三貂角登陸、瑞芳戰役、基隆攻擊、台
北佔領、新竹征戰、尖筆山戰役、彰化激戰、包圍台南、招魂祭、哀悼能久親王、戰勝等過程，
不僅描述上層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等將校之事，亦將下層士卒之事跡載入，為日軍佔領經過之實錄。 

38 北白川宮 471187150366 (親王 近衛師團長) 稻垣其外編著 昭和 12(1937)年    2冊  4,500  
   在當時的日人心中，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地位就像鄭成功一樣，佔領台灣，並使之納入日
本帝國。此書分為前後兩編。前編所述為從北白川宮誕生到成為近衛師團長，後編則巨細靡
遺記載北白川宮率軍平定台灣的過程，以及病逝台南、國葬弔唁、設立神社紀念等事跡。本書
堪稱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傳記集大成之作，除可作為研究日治初年日軍佔台、台灣民主國抵抗史
的最佳材料外，書中還有諸多有關台灣風土及典故記事，如：台北客路須知碑、竽粿媽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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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稻埕與淡水、林占梅的故居、林本源的石牆、吳湯興之妻、八卦山遠眺、嘉義城的輪廓等。 

39兒玉源太郎 471187150373(台灣第四代總督)宿利重一編著 昭和 14(1939)年刊本    2冊 3,900        
    兒玉源太郎(1852—1906)為第四任台灣總督，甲午戰爭時擔任陸軍檢疫部長，戰後升任陸軍中

將。1898年 2月起，被任命為台灣總督。兒玉就任台灣總督期間，亦在中央身兼數職，包括陸相、
內相、文相等。日俄戰爭爆發後，晉升陸軍大將，並歷任大本營參謀次長、滿洲軍總參謀長等職，
軍功彪炳。戰爭結束後，1906年升任參謀總長，辭去台灣總督之職。本書錄有兒玉的年譜及家譜，
正文則由其老家德山藩述起，兒玉以卑微的下士身分崛起之歷程。三述在台灣總督任內拔擢後藤
新平、企圖割據福建省、製造廈門事件、扶助新式製糖業、達成財政獨立等事跡。本書對於想要
瞭解兒玉總督眼光，任用後藤新平之經過，以及如何奠立台灣統治基礎，頗具參考價值。 

40佐久間台灣總督治績概要 4711871503380  台灣總督府編纂 大正 4(1915)年       850  
佐久間左馬太(1844—1915)為第五任台灣總督（1906 年 4月至 1915 年 5月），也是在

任最久的台灣總督。他曾參加「牡丹社事件」的石門戰役，故任命擔任台灣總督。自就任台
灣總督後，即大肆鎮壓原住民，因而有「理蕃總督」之稱。本書前言由時任民政長官的內田
嘉吉親撰，詳述佐久間總督的功業，尤其是 1910 年至 1914年的五年「理蕃事業」，佐久間
總督在鎮壓太魯閣諸社中受傷，而於次年過世。本書詳述了佐久間總督在調整政治機構、富
裕財政、郵政電信、殖產興業、設置移民村、土木建設、警政治安、衛生、理蕃、法務、教
育、鐵道、築港、專賣、電力、自來水、阿里山森林經營、救恤等方面的治績。本書在「理
蕃」部分敘述尤詳，為研究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之原住民政策必讀書籍。 

41宮尾舜治傳 4711871503397 黑谷了太郎編著 昭和 14(1939)年刊本        2 冊  3,500                              
     宮尾舜治(1868—1937)，為台灣總督府初期的重要官員，歷任台灣總督府安平及淡水海關長、

彩票局長、專賣局長、殖產局長，並曾短期代理民政長官。離台後任關東都督府民政長官。官職退
休後，獲推舉為東洋拓殖會社總裁，晚年被勅任為貴族院議員。本書詳述其任官各階段之經歷，附
有插圖四十餘張，書末有附錄及關係年譜。本書敘述宮尾舜治在台灣總督府時期之事跡，可以作為
研究台灣總督府初期經濟事務運作及派系鬥爭之參考，亦可瞭解台灣史上首度發行彩券之始末。 

42鶴駕奉迎之記 4711871503403  宮崎健三編纂 台灣新聞社發行 大正 12(1923)年       1,900  
    日本東宮皇太子在 1923年 4月 16—27日以攝政的身份，偕伏見宮博義王來台，視察台灣，

並召見各地治台的功勞者，離台時為彰顯「皇恩」，給予包括西來庵及苗栗事件在內的五百餘
名罪犯減刑。本書詳細記載了皇太子巡視各地政府機關、學校、法院、神社、重要公司工廠、
試驗場、軍事設施、港口、展覽場、博物館、孔廟、名勝古蹟的經過，並於扉頁放置台灣新
聞社記者所拍攝的八十八張照片，書末附有總督府及各州、市、街奉迎委員、參拜者、賜宴、 
賜茶、敘勳、受表彰名單，為研究藉皇室巡行以強化日本帝國統治者可以參考的著作。 

43台灣御成記念「伏見宮殿下、梨本宮殿下奉迎記」 4711871503410              1,250 
柴山愛藏編纂 昭和新報社發行 昭和 9(1934)年; 日本透過皇室成員巡行台灣各地，為

鞏固台灣統治的重要手段之一，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伏見宮貞愛親王率軍入台以降，東
宮太子、秩父宮雍仁親王、高松宮宣仁親王、伏見宮博義王、久邇宮融王、閑院宮載仁親
王、賀陽宮恒憲王等先後十多次來台視察。1934 年 9月，元帥、海軍大將、軍令部長伏見
宮博恭王在參加海軍大演習途中，特意來台視察六天；10 月梨本宮守正王亦應邀來台參加
台灣國防義會聯合本部成立式，並巡行台灣半個月。一為海軍演習途中特意入台，視察高
雄、基隆、馬公海軍要塞，一則受邀參加國防議會，企圖穩固退出國聯後的民心，足見 1932
年進入準戰階段後，已開始在台灣各方面進行軍事動員。從兩人的視察路線，可瞭解日治
中後期各地重要政治設施，由參加奉迎的官民名單，則可分析當時台灣的代表人物。 

44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三十年記念論文集 4711871503427 阪上福一编辑        2,200 
昭和14(1939)年刊本;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於1908年5月24日，草創之初以舊彩局廳舍(後

改為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作為場館，藏書 12,723冊。1915年移往兒玉總督及後藤民政長官紀念館
(即今臺灣博物館現址)，藏書增為23,268冊。1917年將產業有關之標本移撥總督府商品陳列館。臺
灣總督府博物館是日本皇室來台必往之景點，不僅是誇奇炫珍展現帝國光彩之地，同時也是臺灣學術
界具體而微的縮影。本書編于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三十周年之際，當時館長慶谷隆夫特別邀請醫
學、動、植、礦物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各領域專家，如：幣原坦、高橋良一、山中樵、石川欽一郎
等人，撰文26篇以資紀念，書末並有追憶博物館創建與充實館藏之經過。本書不僅可以作為瞭解臺
灣博物館歷史的重要文獻，也可供研究日治末期臺灣學術發展史的參考。 

45 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會誌 4711871503434鹿又光雄編輯 昭和14(1939)年大本3冊 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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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總督府為慶祝治台四十周年，及突顯臺灣在南進政策上的樞紐地位，乃在 1935年舉行臺

灣博覽會。參加展覽者廣及日本、朝鮮、滿洲、華南、南洋等地區，展覽品超過 30萬件。同時
召開教育、學藝、宗教、產業等各大會六十餘場，吸引台日及各國人士參加，加深對臺灣的認識。
本書五篇第一篇總說籌辦主旨及經過；第二篇會務，包括組織、交通運輸等章；第三篇協贊事業，
包括協贊會組織等；第四篇事務整理，報告的編纂等；第五篇影響，包括對金融、交通、電氣、
等產業及島內觀光等影響；書末附錄，包括博覽會及協贊會各種規程、展覽品目錄及受獎者名簿、
博覽會及協贊會幹部職員名簿、評鑒審查員名簿等。本書內容鉅細靡遺，並附有大量插圖或照片，
張張精彩，為研究臺灣博覽會史、商工經濟及展覽史者，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  

46 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協贊會誌 4711871503441臺灣博覽會協贊會編纂大本 4,500   
昭和 14(1939)年刊本;臺灣博覽會由總督府主辦，聘請全台各地有力官民為顧問、評

議員、籌備委員，吸引約 276 萬人參觀。博覽會場館總面積四萬餘坪，第一會場設于臺北
公會堂，包括林業、糖業、等各產業館、特設朝鮮館、滿洲館、日本制鐵館等；第二會場
設於臺北新公園，包括文化設施館、國防、迎賓、臺灣茶、東京、京都等館；第三分場設
于太平町，包括南方館、福建館、暹邏館、菲律賓館等；第四分館為觀光館，設於草山。
本書共七章，第一章為總說；協贊會組織；設施事業概況；南方館大稻埕助成會；博覽會
影響等；書末有附錄、博覽會各種規程、職員名單等。本書參與者多為民間要人，故運用
本書可以分析重大活動時的運作概況，亦為研究臺灣博覽會歷史必備的工具書。 

47臺灣を代表すふもの (臺灣代表之物產) 4711871503458 遠藤東之助編纂 昭和10(1935)年 2冊 5,800 
臺灣新聞社為日治時期臺灣中部第一大報社，有感于當年臺灣博覽會後，又將召開「熱

帶產業調查會」，配合臺灣為東亞海空要衝的地位，積極尋求進軍世界產業之路，故檢討介
紹臺灣代表之物，以作為博覽會的紀念出版。本書介紹了臺灣各地名產，包括：大甲帽子、
中壢鐮刀、七股虱目魚、東港草蝦、東石牡蠣、鹿港西施舌、麻豆文旦、東勢蜜柑等百餘
種；敍述臺灣的香蕉、茶葉及特產工業；說明遞信、鐵路、專賣、森林、臺北帝國大學等
官方事業；介紹臺灣銀行、臺灣礦業等重要銀行企業；推薦各地名勝有太魯閣、大屯山、
阿里山等三個國家公園候選地；最末報導「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的盛況。本書
堪稱日治末期臺灣代表物產、產業及名勝的介紹大全，值得研究臺灣特產淵源者細讀 

48戰後の南支南洋と臺灣(戰後的華南南洋與臺灣) 4711871503465吉川精馬編著 大本  4,350 
大正 11(1922)年刊本; 吉川精馬為實業之臺灣社社長，感于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局勢改

變，南進政策抬頭，臺灣緊鄰華南與南洋，正可為日本帝國的跳板。他在 1921年旅行華南及南洋
各地，進行研究調查。共分三部份：有南方評論 18篇，研究英國的東洋政策、華盛頓會議、新加
坡、印度支那、荷屬印尼各國情況及日本南方發展與臺灣使命；次為南方情事，介紹香港，華南
地區、印度支那、暹邏、星、馬半島、印尼、菲律賓等地的歷史及產業、日本人企業或個人在當
地的活動概況；末段為南遊日記，敍述在南洋的考察報導與心得。本書不僅搜錄了評論、簡介、
統計資料及考察報告等資料，也插入一百多幅照片，可以看出大正時期臺灣有關南進政策之輿論，
以及當時對華南、南洋的瞭解概況，以及若干日、台人士或企業在當地的經營動向。 

49 東亞長期建設國策と臺灣  4711871503472 大園市藏編輯 昭和 14(1939)年刊本    1,200      
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帝國已進入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劃時代階段。主張中國在國防、經濟

上皆與日本具有存亡之關係，以結成日、滿、華三國連環，建構東亞和平之論。中國受到列強資
本的制約，自身生存都已危如累卵，因此引發七七事變欲佔有新中國，完成日滿華國防一體化。
外交層面由「協和外交｣轉為「興亞外交｣。再將國民再組織，鞏固後方，本書在政治上解說「新
東亞建設政策大綱」，外交則強調日、德、義聯防，財政經濟實行「日滿華經濟一體化｣，思想上
宣揚國體，展開國民精神總動員。教育上主張加強運用青少年煉成機關，掃除不利軍國主義的教
育、增加認識大陸的教材、改善師範教育，本書為研究日治時期國家總動員體制下的素材 

50 台灣の使命 (台灣之使命) 4711871503489屋部仲榮編 民眾事報發行 昭和7(1932)年刊本   1,400 
     自日本主導成立滿洲國後，在國際上陷入孤立，日本須培養武力及經濟實力。認為國際

聯盟並非正義之機關，其真正目的在維護自身的經濟，而台灣海峽為東亞門戶，為日本帝
國南疆的樞要，須捍衛日本的國防與經濟利益。本書先慶賀滿洲國的建立，並討論其與日
本之經濟關係。其次說明國際聯盟的組織、以及國聯在滿洲事變上的處置。再者敘述台灣
在東亞的戰略地位，力言台灣須盡力防備太平洋各列強，亦對日本與列強軍備力量進行比
較，討論台灣應有的防空準備。最後敘述台灣各業的概況，以及在非常時期的必要調整。
從本書可以看見進入備戰體制的台灣，民間對台灣戰略地位的認識，以及思想上的武裝，
為日治末期戰爭動員研究參考的著作。 

51台灣島民に訴ふ(訴諸台灣島民)  4711871503496  唐澤信夫著 昭和10(1935)年刊本      1,850      
作者1925年到臺灣日日新報社服務，其後創辦《新高新報》，自任社長及主筆。1935年台灣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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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地方自治，當選臺北市民選議員，除本書外還著有《明日の臺灣》、《黎明の臺灣》等書。作者具
有開明的政治思想，對台灣的官權、金權政治多所批判，直指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州市協議會，淪
為銀行會社之董監事會議，無法反映民意，並且暗諷太田總督、高橋長官長居東京，只是掛名總督
和長官。其次，作者同情弱者，屢為租賃房屋者發聲，要求降低房租等。作者以新聞人自居，討論
新聞人應有作為頗多。在台日的民族關係上，雖不贊同台灣議會請願運動，批評其違反日本憲法，
但認為台灣總督府應該多傾聽民意。本書有辯論，主張，批判，隨筆，短評等，對地方自治制度、
地方自治聯盟的意見與動向，能有深刻的討論，為研究日治時期日本人的政治思想必讀的著作。 

52官公吏通義 4711871503502 瀨戶山兼斌編著 台灣法制研究會發行 昭和 8(1933)年       2,600   
         本書兩篇，第一篇為官吏之釋義，說明上、下級官吏的自處及相處之道，並討論為官的正確態

度及增進效率之方法等。第二篇為人事與服務，有緒論、官吏任用、官等俸給有關停俸、減俸、
加俸之規定、免職、休職、復職及身分保障等，為官吏服務的紀律、官廳的權限、官制的分課、
官職的代理、職務的委任、公費醫療、休假、出差、服喪、海外研究等、賞賜與懲罰、職員及雇
員及約聘人員的待遇，書末提供各類文書參考範例及教導各種儀式、典禮的座次、恩給制度之釋
義。還有兩篇附錄，為一般禮儀摘要及文官任用令所承認之中等學校以上學校。本書堪稱台灣日
治時期政府人事法規大全，為研究此時台灣官僚體系必備的參考書。 

53鄭成功 4711871503519稻垣孫兵衛編著 台灣經世新報社發行 昭和 4(1929)年刊本  3,150  
      本書係集輯在《台灣經世新報》發表之專欄文章而成。本書共分十章，分別為：明國求

助與日本政府、鄭成功的奮起與日本之關係、鄭成功的鼎盛時期、鄭氏以前的台灣與日本、
台灣與荷蘭西班牙、鄭成功佔領台灣、台灣王鄭成功的終了、二世鄭經的初期、鄭經的華
南活動期、鄭家三世的終了。另外本書也穿插了珍貴照片 52 幅，正文之前則錄有鄭氏政權
的年表及鄭家世系表，同時還特別打印了三種永曆通寶，頗為精緻。本書在資料上使用林
春齋編纂的《華夷變態》、川口長孺著作的《台灣鄭氏記事》、荷蘭人的《被遺忘了的台灣》、
《宣教牧師報告》等珍貴資料，文筆又極為流暢，同時還討論了鄭成功可能信奉天主教，
南明諸帝向日本、羅馬教皇、法國國王求援，日本豐臣秀吉以降對台灣的經略、濱田彌兵
衛事件、荷蘭新港文、鄭成功母親之死、同母異父弟田川七左衛門等的事跡，甚富趣味，
值得研究鄭氏政權興亡者一讀。 

54臺灣官紳年鑑 4711871503526林進發編輯 昭和 7、8(1932-33)年刊本            4冊  6,800 
    作者林進發為台籍出身之記者，他曾在昭和 4(1929)年出版《臺灣人物評》一書，評介
了 374位台人菁英，以此為基礎，擴大訪談範圍，官方包括總督、總務長官等官員，民間則
搜羅總督府評議員、州市協議會員、街庄長、街庄協議會員、事業家、運動家、學者、宗教
家等共 1,500餘人，以臺灣人菁英為主，日本人菁英為輔，編纂其性行、閱歷及關係事業，
並附有照片。本書之纂輯，除根據訪談外，也參考:人事興信錄、帝國興信錄、南國之人士、
人文拔粹、臺灣之官民、臺灣的新人舊人、新臺灣之人人、自治制十周年紀念人物史、臺灣
總督府職員錄、臺灣文武官民間職員錄、南臺灣的寶庫與人物、新興之高雄等書。林進發在
昭和 9(1934)年又出版續編，頗值一併參考。 

55台灣人士鑑 4711871503533興南新聞社編纂(十週年紀念版) 昭和 18(1943)年刊本 大本  3,850  
     台灣新民報時期，出版了一週年、五週年紀念版，改組為興南新聞社後，出版了十週年紀念

版，本書所蒐錄之士紳人數較前兩版更為周全，共蒐錄了四千餘人，並按五十音順序排列，堪
稱日治末期最具公信力之名人實錄，為研究此時期社會菁英概況不可或缺之著作。每一位被收
錄者的資料，包括出生年月、籍貫、學歷、事業經歷、興趣、家族概況、住址、官階勳位等。
同時自皇民化運動後，頗多台人菁英改日式姓名，十週年紀念版特別附上改姓名前的漢人姓
名，參閱頗為便利。 

56今次の台灣と人物(現在的台灣與人物) 4711871503540名嘉真武一著 昭和12(1937)年刊本 1,050 
     本書討論了台人同化、山地開發、理蕃政策等問題，同時敘述了台灣貿易、專賣、水產、

砂糖、米穀、香蕉、金礦、茶葉、縱貫鐵路等業之發展狀況。介紹台北、基隆、羅東、新
竹、台中、大屯、能高、台南、嘉義、高雄、屏東、花蓮港、台東、澎湖等市郡之概況與
當地之代表人物。再者簡介台灣拓殖等重要企業及坂本素魯哉等巨商。書末則附錄數個消
暑聖地及全台州會議員、市會議員名單。本書淺描中日戰爭爆發前台灣產業及城市面貌，
另外亦概述了活躍於廈門的台灣人與日本人頗有參考價值。 

57辜顯榮傳 4711871503557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發行 昭和 14(1939)年刊本       3,050 
辜顯榮(1866-1937)是臺灣史上日人治台初始的重要人物，他受台北紳商之託，在基隆港迎

接日軍入臺，協助日本政府穩定社會秩序，為此獲得商務特權，日俄戰爭時他又負責偵察俄艦
動向，受殖民政府贈勳，漸成日人治台有功的代表人物。其後奉迎東宮太子來訪，創立公益會，
飽受從事政治社會運動之台人志士批評，晚年被敕選為貴族院議員。本書由漢學家尾崎秀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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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宮崎健三主筆，全書共分為：閱歷、事業、救恤義捐、功績、敘勳褒章、奉迎皇室、對華
關係、臥病發喪、弔葬諸儀、新聞報導輯錄、年表等部分，當初僅發行百本，流傳不廣，頗為
珍貴。辜氏雖為日本殖民政府治台有功，但亦曾受日人囚禁，基於日華親善思想，更與國民政
府蔣介石、汪精衛以下之要員交往密切，再者，他推崇孔教，捐巨款興建台北孔廟，另外在事
業經營上確有獨到之處，支持殖民統治亦有一套理論，為治台灣史者必研究之人物。 

58在台三十年 4711871503564  三卷俊夫編輯 昭和 14(1939)年刊本         2冊  4,800                                    
    作者 1908年渡台，在臺灣銀行任職。1916年臺灣倉庫創設，應董事長山本悌二郎之邀，
擔任專務董事，1938 年獲推為臺灣倉庫董事長。三卷賴臺灣倉庫發跡，投資遍及建材、運
輸、倉儲、土地開發等事業，在政治上亦曾任臺北市協定會員、臺北州協定會員、臺灣總
督府評議員、臺北商工會副會長、臺灣運輸組合長等職，為在台日本人代表之一。本書集
結了其渡台後 31年發表於臺灣、日本各報章雜誌的文章，包括論叢 28篇、感想 31 篇、
漫錄 64 篇等, 另外有名為「飛花落葉」91篇雜感記事，為研究日治時期在台日商發展史、
公共議論、政商關係不可或缺的著作。 

59臺灣四十年回顧  4711871503571 內藤龍平編著 昭和 11(1936)年刊本           1,500 
    作者在臺灣教育界服務三十年，為紀念日本統治臺灣四十年，特別邀請崛內次雄、尾
崎秀真、小佃勇吉、村崎長昶、武藤針五郎、山下秀實、船越倉吉、小松吉久、古賀三千
人、木村泰治、三卷俊夫、三好德三郎、水越幸一、望月恒造等知名的政要、文人、博士、
法官、企業家，寫下他們的感懷。本書共收錄了 63篇短文，內容包含回顧漫談、四十年
感想、略歷、懷舊、歌頌舊事、舊人之詩歌俳句及簡篇論文。綜觀本書內容雖天南地北，
但砂裏淘金，仍有可觀之處，為研究日治時期在台日人生活史的具體材料 

60台灣史蹟 4711871503588 原幹洲著 拓務評論台灣支社發行 昭和 12(1937)年刊本     1,700  
     本書旨在彰顯日人經營台灣的事跡，同時也是為了促進台灣的觀光。介紹了 115個史蹟，包

括台北州 33個、新竹州 18個等，另外還有 35個街市的簡史。舊蹟部分，共收錄了 196個名
勝舊蹟，簡述 38個街市的歷史發展。本書成於日本統治時期，作者選定的名勝古蹟自然帶有
濃厚的殖民統治意味，故所錄者不少是神社，如台北神社、建功神社等，或是日人取得台灣過
程中的史跡，如：千人塚與招魂碑、三峽戰跡，抑或日人治台過程中犧牲的典範，如：芝山巖
墓碑、憲兵殉難忠魂碑等，另外日本皇室成員蒞台遺跡，如：北白川宮親王澳底遺跡、伏見宮
親王登陸紀念碑等，這些名勝古蹟在戰後「去日本化」政策下，自然被取消古蹟資格，因此本
書頗值得研究古蹟或推動觀光事業者參酌、比較與玩味。 

61台灣古代文化の謎 4711871503595石坂莊作著 台灣日日新報社發行 昭和10(1935)年刊本  650  
      作者熱心圖書蒐藏，曾經創辦私人圖書館—石坂文庫，經營基隆夜學校，勤苦自學成為

民間學者，曾著鄉土文史著述十五種，本書即為其中之一分為五章，介紹社寮島出土的太古
石文及平溪庄史前遺址，其中社寮島的太古石文被送往日本京都帝室博物館，可見其珍貴。
次為說明花東地區的史前遺址，包括白守蓮、卑南、瑞穗等地的石槽、石像、石柱等。介紹
夏禹王的峋嶁碑、周武王封比干墓銅盤銘、日本手宮的古文字、中國紅岩山上的古文字、泰
南寺院的謎碑、基隆蕃字洞紀念石文、凱達格蘭族的記號文字及石器、陶器、雕刻品等。討
論古人類的發源及其遷徙、分布。敘述台灣與太古人類之間的關係。另外書末附錄珍貴圖片
十六張。本書作者雖非考古學者，賴綜合考古、歷史、地理、地質、人類學等的知識完成本
書，其中有關社寮島太古石文的討論頗為珍貴。 

62台灣地名研究 4711871503601 安倍明義編 蕃語研究社發行 昭和 13(1938)年刊本      2,200 
      作者曾在台灣東部鑽研原住民語言二十年，於1930年出版《蕃語研究》。本書四部分，第一部分

總說敘述台灣地理概說、住民狀況、政權更迭及地名命名的原則及訛傳。第二部分「台灣｣之名稱，
包括漢人稱禹貢、彫題、夷洲、流求、雞籠山、北港、東番、東都、東寧、台灣、東瀛、波羅公等及
日本人稱高砂及西洋人稱福爾摩沙之由來。第三部分為各州廳的地名之由來，係作者辛勤調查及鑽研
文獻所得，為全書之菁華。第四部分為市街庄大字名日文發音之一覽。書末附有州郡市街庄人口及索
引。編纂極為嚴謹，參考了《蕃族調查報告書》、《台灣私法》、《台灣慣習記事》、等重要出版品多種，
在校閱方面，也邀請台灣總督府囑託、高等法院檢查局通譯、台北帝大教授協助校訂台語、原住民語、
外語之地名。本書編纂十分專業，為台灣地名研究之先驅，研究台灣地名必讀的經典之作 

63台灣之交通 4711871503618  柴山愛藏編纂 台灣交通研究發行大正14(1925)年         2,450 
     本書記述日治前期台灣的交通概況，在陸運方面，殖民政府除修築許多汽車公路外，還完成

了縱貫線、淡水線、潮州線、台東北線、台東南線、宜蘭線、海岸線等 491哩的鐵路，另外亦
有私設鐵路、手押軌道等，在海運上則以日本郵船、大阪商船兩公司為主，有內地航路、沿海
航路、華南航路。作者刻意避開統計數字之羅列，以基隆、宜蘭、台北、桃園、新竹、台中、



 20 

彰化、嘉義、台南、高雄、屏東、花蓮港、台東等城市為綱，共收錄 143個街庄，敘述各地的
鐵公路、海運等交通狀況以及歷史、地理、名勝、古蹟、名山等。書末附有附錄，包括電信的
沿革、海運的現狀、鐵路營業參考等。本書為研究日治前期台灣各地交通及鄉土史的參考。 

64台灣交通の交通を語る(台灣交通記實) 4711871503625羽生國彥編纂 昭和 12(1937)年 3,050 
      作者為交通時代社台灣支社的社長，長期鑽研台灣的交通問題，滿洲事變後，軍需工

業興起，促使產業貿易好轉，台灣總督府設置「熱帶產業調查會」、舉辦「始政四十年紀念
博覽會」，積極策勵台灣產業的奮進，然又突然發生中部大地震，將台中線徹底破壞，鐵路
運輸遭受重大打擊，作者四處調查交通實況，並提出針砭之論及改善政策。本書為作者整理
了發表於《交通時代》雜誌上的文稿，依交通概況、鐵路、陸運、通信、航空、海運、交通
界人事問題等主題編排，闡明台灣交通之全貌。介紹交通界的重要人物，書末加上始政四
十年以來交通設施的回顧，敘述產業、交通的變遷，展望九大都市之前景。本書皆為作者
實地調查研究之作，加入正確的官方檔案及統計資料，分析問題十分深入，為研究日治中
後期台灣交通問題研究者的必讀之書。 

65臺灣郵政史 4711871503632  藤井恭敬著 臺灣總督府通信局發行 大正 7(1918)年刊本  2,750 
        作者為臺灣總督府的事務官，參考了清代的地方誌、採訪冊、會典，以及日人入台後撰寫

的地方誌、舊慣調查報告、地名辭典，及若干英文文獻，編纂成五篇，第一為拓殖史，敍述
了荷治以前、荷蘭、鄭氏、清代各期的拓殖概況，其次說明閩客兩大族群的分佈及械鬥的情
形，所附「拓殖年代色別圖」及「閩客兩族分佈圖」，簡明扼要。第二篇為道路史，敍述了荷
治、鄭氏、清代各期道路的修築狀況，附「道路開鑿年代圖」。第三篇為郵政概說，包括劉銘
傳的新式郵政，驛站、郵局等運作之概況。第四篇為野戰郵便電信略史。第五篇為實施民政
後的郵政，官制及編制、郵務概況、 郵匯、電信及電話制度等項。本書使用頗多政府內部資
料，為研究日治前期道路、郵政、電信史的珍貴資料。 

66台灣衛生概要 4711871503649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編纂 大正 2(1913)年刊本        3,200 
          本書是 1911年台灣總督府為了參加德國德勒斯登的萬國衛生博覽會，特命令民政部撰

寫的台灣衛生機關及事業概況介紹資料。全書共分為二十八章，包括：總說、地勢、氣候、
人口、衛生行政機關、海港檢疫、研究所、醫學校、醫院、醫師產婆護士、藥劑師及藥品
業者、市街衛生、給水、下水道、食品管理、市場、屠宰場、鼠疫、傳染病、瘧疾、風土
病、鴉片、藥用及有毒植物、毒蛇咬傷、礦泉、墓地火葬管理、公共衛生費用、各項衛生
統計，其中尤以鼠疫、瘧疾、毒蛇咬傷等三章介紹特別詳盡，佔了全書的 1/3 以上。此外，
由於本書為參加萬國衛生博覽會之作，故為令外國人瞭解，在圖片上亦經特別挑選，全書
共收錄九十餘張圖片，不乏珍稀之照，為研究日治前期台灣公共衛生史之重要參考著作。 

67台灣衛生年鑑  4711871503656佐藤會哲編纂 台衛新報社發行 昭和 7(1932)年刊本       1,600 
本書共分為八章，第一章:日本醫療衛生小史；第二章:近代醫學年表；第三章:1931年台灣醫

界在《台灣醫學會雜誌》所發表的文獻目次；第四章:1931年台灣醫界一年史；第五章:台灣地
理氣象概觀；第六章:台灣的藥用及有毒植物；第七章:台灣醫事衛生概況，敘述衛生行政機關、
醫校及研究單位、醫療機構、藥品、衛生保健設施、港口檢疫、鴉片專賣、傳染病、地方病及毒
蛇、華南南洋醫院、衛生相關經費等項之概況；第八章:台灣醫事衛生保健關係法令及各種規定、
官職制度、手續集覽，堪稱醫藥、醫事、保健法規大全。另外附錄有:台灣現住醫學博士名鑑；
各官署醫事相關職員名錄；台灣現住各類醫事人員名鑑。綜言之，本書不僅具日本、世界醫學簡
史，又整理了台灣醫界的成就、用藥、醫療衛生概況，同時也編纂了台灣醫事法令、醫學博士、
官署職員、醫事人員的名錄，洵為研究日治時期台灣醫療史不可或缺的工具書。 

68民法對照台灣人事公業慣習研究  4711871503663萬年宜重編纂 昭和 6(1931)年刊本 2,000 
在「融合同化」政策下，日本在台灣實施民法、商法，然台灣與日本風俗習慣有差異，因此

親族、繼承，礙難適用民法第四及第五編，本書作者將「台灣舊慣」與《民法》、法院判例對
照，編纂成書。第一部分依台灣舊慣調查會報告書，敘述有關親族、繼承的舊慣，第二部分將
有關親族、繼承之舊慣，與民法第四編、第五編逐條比較，第三部分為台灣高等法院「覆審部」
與「上告部」有關親族、繼承的判例要旨，第四部分討論《台灣私法》中有關「祭祀公業」的
舊慣，附有「辦事公業」與「育才公業」。第五部分則為高等法院「覆審部」與「上告部」有
關公業的判例要旨。作者為總督府官房法務課員，以良好的實務經驗，比較日本法律與台灣舊
慣的差異，簡明扼要，頗值得一觀，為研究日治時期台灣法律史者可以參考的著作。 

69臺灣刑事司法政策論 4711871503670 上內恒三郎著 大正 5(1916)年刊本          2,900 
      作者為臺灣總督府法院檢察官，曾參加「臺灣舊慣調查會｣，追隨法學博士岡松參太郎從事人

事及商事方面的調查，亦曾任律師，兼有實務與學理，入台後專注於刑事犯罪，堪稱日治前期之
刑法專家。討論臺灣人的犯罪特性，並配合統計事實論述，指出與日本社會差異之處，為另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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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本書分為三篇，首為從臺灣人格的特性、道德、公共衛生、救濟、教育等思想層面，討論臺
灣人的犯罪特性。第二篇討論臺灣的犯罪及刑罰之實況。第三篇為結論，提出其對臺灣的刑事司
法政策之主張。本書作者係一位在臺灣司法現場觀察的日本官員，雖不免帶有種族、階級上的歧
視，但透過實際的統計數字討論，也有其真實的部分，同時對臺灣人個性及犯罪特性推論的邏輯，
亦頗值得玩味，為研究日治時期臺灣司法的重要著作。 

70水利關係判例集 4711871503687 喜多末吉編輯 台灣水利協會發行 昭和11(1936)年       1,450 
      台灣在清代缺乏水利制度的法規，日治後陸續公布「公共埤圳規則」、「官設埤圳規則」、

「水利組合令」等法令，逐漸建立公共性水利思想，但各法律之間仍有相互牴觸及疑義。
由於水利法令的不完備，為爭奪水權引起流血慘事時有所聞。在欠缺統一性法令的情況
下，判例或舊慣即成為維護水利秩序的重要依據。本書作者長年從事台南州水利行政的工
作，極力蒐集日本帝國各地的水利相關判例，作為掌管水利事務者的參考。他從《司法行
政判例彙報》、《法律學說判例總覽》、《有關水之學說判例實例總覽》、《台灣總督府高等法
院判例集》等書籍中，摘錄相關判例，整理排比，編纂成本書。所錄者係集日本帝國各處
之判例，因此，本書不論是研究日治時期台灣或日本帝國各地之水利法令，皆值得參酌。 

71台灣の事業人と土地 (台灣企業經營者與土地) 4711871503694金高佐平著 昭和6(1931)年        2,000  
     作者感於當時台灣房地產價格飛漲，因此具備相關房地產的法律知識就極為重要。本書可

以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預測都市計畫的動向，講述各類房地產的買賣秘訣及契約須知，
說明房地產致富之道。第二部分則從民法、商法，講述房地產登記、房屋建築規則、施行細
則之義。逐條解說土地及房屋租賃法，及承租人可運用的土地及房屋租賃法。再分析台灣企
業界狀況、各企業收益調查、金融銀行信託各業的營運概況，又有購屋、貸款、承包契約須
知等實用說明。書末附台灣簡介及各銀行會社一覽。本書堪稱日治中後期台灣房地產投資法
令分析書，可作為當時地政研究的參考圖書 

72稅務其他の常識 4711871503700 野木傳之助編纂 新台灣社發行 昭和 8(1933)年        2,100  
         本書編輯的動機，在於為大眾解說各種稅法及申報手續的常識。第一編為所得稅，講述

定義、種類、稅率、計算方法及申報手續、滯納罰則等。第二編為土地稅，講述：稅種類、
稅率、地籍、地號、面積，課徵、免除、修正及稅納稅義務人及繳納期限，所有權人、管
理人選任的變更，土地異動、土地分割合併之申報、地籍、地圖閱覽、土地謄本的申請，
繼承未定地，罰則，並附上相關表格。第三編為官租，講述官有地之定義、租率及繳納期
限、官有地承租、申報、申請的手續，並附上相關表格。第四編官有林野，講述定義、撥
賣、承租之手續，並附上相關表格。第五編為雜輯，內有河川法、施行規則及不動產登記、
申請的範例。本書作者曾任職於稅務及林野調查機關，故能以淺白扼要講述各種稅法，為
研究日治時期台灣稅法值得參酌的資料。 

73台灣都市計畫講習錄 4711871503717台灣都市計畫講習會 昭和 12(1937)年 2 冊   4,200 
     1936年，日本政府以敕令公布「台灣都市計畫令」，同年台灣總督府以府令公布「施行

規則」及「計畫委員會規則」等相關法令。台灣總督府於 1937 年 1月召集全台講習員 140
人，舉行第一屆台灣都市計畫講習會，以配合 4月開始實行的「台灣都市計畫令」及相關
法令，本書即為此次講習會的講義彙編，以及土木課長石川定俊的<都市計畫一般>、警務
課長細井英夫的<建築管理講話>兩篇演講稿而成。題材包括： 台灣都市計畫令講義、都
市計畫的理論與實際等，書末附有台灣都市計畫關係民法等特例、台灣都市計畫令、台灣
都市計畫令施行規則等法令輯，作者是台灣總督府的官員，堪稱日治晚期台灣都市計畫法
令解說大全，既專業又權威，為研究此時都市計畫者必讀之書。 

74地方都市事業紹介 4711871503724  松田浩編 民眾事報發行 昭和 12(1937)年         1,600 
     本書為地方人士、產業介紹特輯。首先以「開發無限寶庫邁進」為題，介紹花蓮、台東

兩廳的產業及地方要人。續以「帝國南方鎖鑰」為題，敘述澎湖廳、馬公街的概況。再次
討論東港改築問題，展望高雄州、台南州、台中州、新竹州之發展。說明屏東、高雄、台
南、嘉義、彰化、台中、新竹、基隆等八市的特性。論述基隆、高雄、花蓮三港的貢獻。
展望恒春等 36 個郡街的產業發展。簡介虎尾及桃園兩個水利組合的概況。講述竹東等 13
個模範街庄的概況，並簡介其街庄長。評述內海忠司等 27位官員的功績。介紹 39位民間
代表人物的生平及 14個重要企業的概況。最後則展望五大製糖會社的發展。本書概述各
市街庄之產業，以及重要官民之簡歷，可以作為區域研究者、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參考資料。 

75 新興台灣の工場を視る (台灣新興工廠之巡禮) 高雄篇 4711871503731 稻岡暹編          1,050 
    台灣以日月潭水力發電廠竣工為契機，逐漸由農業台灣轉向工業台灣，高雄既是港灣都
市，又是工業都市。也是日本帝國南進政策之最重要據點，為降低生產成本，勢必由華南、南
洋運送原料至台灣加工，因此工業化非常重要。高雄工廠的創設，以「淺野水泥」及「台灣製
糖」兩家公司為始，又有日本鋁業、日本鹼業等公司在高雄設置大工廠，工廠如雨後春筍般誕
生。然而台灣的工業化問題必須賴專門研究，作者遂於高雄新報開闢工廠見學記的專欄，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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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文章頗受好評，高雄新報社乃將其集結成書。收錄 1935年 8月-1936年 5月底的連載文章，
介紹淺野水泥、台灣鐵工所等大公司在高雄的工廠。本書作者出身經濟新聞的記者，內容為作
者親蒞之觀察，為詳實的台灣工業發展史。 

76台灣地質鑛產地圖說明書 4711871503748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編纂 大正 15(1926)年     2,750 
    1911年殖產局印行《台灣地形地質礦產圖說明書》，受到礦業界及學術界的重視，一次大
戰後優先使用國產礦物的輿論興起，加上 1914年後進入山地原住民住區已較自由，因此獲得改訂
增補的地質、礦產資料頗多，殖產局乃邀請技師高橋春吉等人，在台各地作地質、煤田、礦產之
調查報告書及地圖，另外再加上新興的油田及各礦山資料而成本書。共為四編，第一編為地形，
敘述位置、山系等概況，第二編為地質，討論層位、構造、地震等主題。第三編為礦產，介紹台
灣的金、砂金、銀、銅、硫磺、煤、石油等礦產之概況，第四編為應用地質，敘述礦泉、石灰、
火山灰、黏土、石材等之概況，其中討論溫泉尤其詳細。本書可謂日治前期台灣總督府地質技師
成果的總結書，值得研究地質、礦產之學者仔細閱讀 

77基隆築港誌 4711871503755  臨時台灣總督府工事部編纂 大正5(1916)年大本3冊 10,800    
      本誌記載起於清代修築基隆港，終於 1912年基隆築港計畫的第二期工程。全書厚達 1,182

頁之巨著共分六編，第一編為包括基隆港的位置地形、地質地勢、基隆港沿革史，清代日治時
期築港的歷史。第二編為官制規程及人事，包括殖民政府的築港官制規程以及基隆港人事概況
及統計分析。第三編為測量調查及材料試驗，測量平面、調查地質、氣象及潮汐概況，石材、
砂石等材料分析及試驗。第四編為工程計畫及實施，包括：疏浚及去除岩礁工程，鐵腳棧橋設
施等。第五編為材料統計表。第六編為基隆港灣行政，包括清代港政、基隆港現狀等。書末附
有各類參考調查統計表及基隆港灣諸規則索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書中在相關各處插入大量
的工程照片，張張珍貴且清晰。本築港誌圖文充實，內容專業，鉅細靡遺，實為研究工程史、
基隆港史者，絕對必須參考的著作 

78基隆築港誌圖譜 4711871503762 臨時台灣總督府工事部編纂大正 5(1916)年  大本 3,850 
    本圖譜係記載起於清代修築基隆港，終於 1912年基隆築港計畫的第二期工程之圖譜, 畫

工精細，多幅彩色標示，含有台灣近海航路附基隆港圖 清國政府之基隆港築港計畫圖、築
港前之基隆港平面圖、第一期築港竣工當時之基隆港平面圖、明治三十八年之基隆港平面
圖、第二期築港大正二年之基隆港平面圖、基隆港海陸設備平面與斷面圖、 基隆港內地質調
查位置圖、基隆港附進潮流圖、防波堤圖、岸壁位置地質調查圖、浮標圖、汽力捲揚機圖、檢潮
所圖、水中混凝土沉箱及混凝土搬運圖等八十幅。  

79大高雄建設論と市の現勢 4711871503779 片山清夫編纂 昭和 11(1936)年         2,200 
          1936年，高雄市政府為慶祝升格十週年，舉辦徵文，鼓動高雄研究熱，以求各界提供建設

高雄之方策，南海時報社再從中選出六篇優秀論文編纂成書。第一部分登錄本次徵文的獲獎
之作，第二部分則為高雄市現勢之簡介，敘述該市的沿革、地理、戶口、史蹟、市政機關、
財政、社寺宗教、教育、社會教育、社會事業、兵事、產業、金融貿易、保健衛生、土木營
繕、交通、官公署及銀行會社、組合等方面的概況。日治後期高雄已轉化為日本帝國南進政
策的前進基地，本書可以作為研究這段歷史者的參考書籍。 

80高雄港勢展覽會誌 4711871503786  高雄港勢展覽會編纂 昭和 6(1931)年         1,550  
      1931年，高雄市政府舉辦高雄港勢展覽會，當時高雄擁有壽山的勝景，交通上為縱貫鐵路的終

點，進軍華南南洋的跳板，在通商、軍事上皆負有重要使命。高雄港因有築港工程及州廳設置而迅
速發展，自1908年高雄港築港工程後，高雄州廳舍落成，高雄市政府利用此一良機，舉辦高雄港
勢展覽會。分為本館、鐵道、花卉、書畫古董、藝術寫真等展覽會場，也舉辦棒球、龍舟等比賽，
民間亦有媽祖陣頭、提燈遊行，高雄商工會亦趁機主辦「第十五屆全島實業大會｣，邀請各地商工
會領袖聚集高雄。邀請各地有力官民參加，吸引超過十一萬人入場，成功行銷了高雄。本書詳細記
載了此次展覽會的實況，同時附有百餘張照片，為研究地方政府宣傳治績及政商關係之利器。 

81芝山巖史 4711871503793  鳥居兼文編 芝山巖史刊行會發行 昭和 7(1932)年        2,350 
    日人治台之初，因應八芝蘭一帶文教氣氛濃厚，台灣總督府學務部特從大稻埕遷至芝山巖惠
濟宮，開設學堂，招募日語傳習生，由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與六位日籍老師，教導台籍傳習生，
因此芝山巖被譽為全台教育發祥地。 1895年12月 31日，6位老師遇襲遭到殺害，震撼全台，稱
為「芝山巖事件」。台灣總督府除緝凶嚴懲外，也鄭重安葬 6人，建立神社，由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親撰碑文悼念，每年舉行例祭，因此被塑造為全台灣日本教育者的精神代表，即「芝山巖精神」。
本書內容歷述芝山巖事件之經過，並討論殖民政府塑造芝山巖精神之過程，以及擴大祭祀，另外
還有相關人士的回顧文章、日人治台之初, 殖民政府推動初等教育的概況。本書收錄了芝山巖事
件的相關資料，值得研究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者參考。 

82台灣鐵道台東線  4711871503809  台灣總督府鐵道部花蓮港編 大正6(1917)年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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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由台灣總督府鐵道部花蓮港編輯，台東線鐵路共有五條，即花蓮港至鯉魚尾、鯉魚尾
至鳳林、鳳林至拔子庄、拔子至迪佳、迪佳至璞石閣。本書從台東線的建築需求、踏察、測
量之經過、修築材料、勞工來源、建築經費之分析，到運輸成績、風雨災害、風土病、排水
等衛生問題、出張所官制職掌、人事更迭，皆有詳細敘述，另外還有建築過程、沿線重要村
落、學校、橋樑、隧道、原住民、特殊風俗的珍貴照片，頗值得台灣鐵道迷參考閱讀。 

83昭和十年台中州震災誌 4711871503816  台中州編 昭和 11(1936)年              2,200   
      1935年 4月 21日清晨 6時 2分，台中、新竹兩州發生芮氏地震儀 7.1級的大地震，台中

州以豐原、大甲兩郡災害最為嚴重，全州共計 2,015人死亡，7,265人受傷，本書為這次強
震的資料整理。第一章地震來襲，收錄強震發生後報章雜誌之報導，第二章地震之學術調查，
探討地震發生原因及現象，第三章慘澹災害之跡，說明損害狀況，第四章政府慰問，第五章
各界救恤，敘述警備治安、救護應援隊、總督巡視及慰靈祭等，第六章復興之曙光，討論建
設之路、租稅減免、復員經費等問題，第七章震災餘錄，收錄慰問者芳名、台灣震災史考、
震災佳話等，書末為震災追錄，敘述地震發生一年後的復員概況。本書蒐錄 1935年台中州在
發生大地震後的新聞報導，以及大量的災後及重建照片，若可再與《新竹州震災誌》合觀，
即可透徹研究 1935年這場大地震的全貌。 

84昭和十年新竹州震災誌 4711871503823 新竹州編 昭和 13(1938)年刊本     2冊  5,600 
      1935年 4月 21日清晨 6時 2分，發生芮氏地震儀 7.1級的大地震，新竹州以苗栗、竹南、

大湖、竹東四郡及新竹市最為嚴重，全州共計死亡 1,433人、受傷 4,596人、房屋毀損 36,800
餘戶。7月 17日又發生第二次強震，竹南、苗栗兩郡再次受害，本書記載兩次地震之經過及救
護、復員概況。共分八篇，第一篇敘述地震之本震、餘震概況，第二篇說明災害狀況，第三篇
為政府及各地救災的努力，第四篇為救護情報的蒐集、緊急救援、警戒及產業、交通、通信之
應變措施，第五篇敘述復員計畫、自救運動及具體事業，第六篇為第二次震災概況，第七篇為
地震相關學術記錄，第八篇地震中之感人事跡。台灣位於地震好發地帶，多次發生 7級以上之
強震，本書為 1935年大地震實錄，又附有數十張災後照片，很值得研究地震史者參酌。 

85台灣番界展望 4711871503830 鈴木秀夫編 理蕃之友發行 昭和10(1935)年           2,050 
     1915年,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曾以台灣蕃族圖譜為題，出版台灣原住民的人類學、土俗寫真帖，

原本預定出版十卷，但僅出版二卷即告中斷，本書為二十年後官方再次出版的重要寫真帖，其珍貴
性不言可喻。本書概述台灣原住民、山脈分布、山地動植物概況，分泰雅、賽夏、布農、曹族、排
灣、阿美、雅美等七族，簡介各族概況以及蒐錄各族之風俗照片，加上山地史蹟與景觀之照片，收
錄歌頌治理成績的照片，以作為日本統治台灣四十周年之紀念。全書共錄照片365張，透過這些精
采珍稀的照片，可認知本書為一部日人眼中的原住民統治史。 

86台灣番人事情 4711871503847  台灣總督府編 明治 32(1899)年刊本              2,250  
     1898年，台灣總督府為開辦原住民教育做準備，委託伊能嘉矩與粟野傳之丞從事調查，

從新店屈尺山區開始，深入大嵙崁、五指山、南庄、大湖、東勢、埔里等山谷，轉入水沙連、
林杞埔、蕃薯寮各地，後到恆春、卑南、台東，遠入奇萊深山踏察。兩人在復命書言，若以
埔里為中心將原住民分成南、北兩部，南部各族比北部各族知識程度發達，開辦學校教育可
期成功，但北部原住民性情剽悍，仍有獵首之習，必須設置特別機關始有成功之機會。本書
共分為五篇:即蕃俗志，述說各族概況，族裔地理分布、人口統計等，第二篇為蕃語誌，第
三篇為地方誌，敘述各族所生存之山地概況。第四篇為沿革誌，說明荷蘭、鄭氏、滿清各代
治理原住民的政策，亦述及荷蘭人、中國人的原住民教育，第五篇為結論。本書將原住民分
為八族，為臺灣原住民第一本民族學報告，堪稱研究台灣原住民歷史的經典必讀之作。 

87生蕃國の今昔 4711871503854 入澤滲編 臺灣蕃界研究會發行 大正 11(1922)年         2,600 
      明治末年，位於大嵙崁方面的泰雅族因樟腦問題情勢不穩，1906年「蕃務本署」派軍推進大

豹社的隘勇線，後大豹社及前大嵙崁各社同意歸順。而位於更內地的ガオガン群、キナジ一群、
マリコワン群原住民，則倚重巒疊嶂之山勢，並未臣服。，1909年 4月總督府出兵此地，將插天
山系下的大嵙崁社原住民全部征服。1910年 2月，帝國議會通過佐久間總督的第二次「五年理
蕃計劃」，於是在宜蘭廳、新竹廳、桃園廳聯合三方面出兵征討ガオガン、マリコワン、キナジ
ー泰雅族三大群，本書即是敘述 1910—1913年的此一軍事行動。述敘征討ガオガン群、前進李
棟山的活動及攻擊マリコワン群的進展，記載揮師キナジー的戰果。書末附作者實地踏察後纂
述的「新竹蕃界行腳」，作為今昔之對照。本書依各類官私文書撰寫，內容極為詳實，值得研究
桃園、新竹、宜蘭泰雅族原住民歷史者細讀。 

88事變と台灣人(事變與台灣人) 4711871503861竹內清著  昭和 15(1940)年刊本     1,800 
     自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台灣人亦必須為戰爭付出、擔任軍伕、通譯，隨日本軍前往最前

線，農業義勇隊也在華中耕種，負責提供新鮮的蔬菜，同時也在佔領區內從事調查、宣撫及聯
絡的工作，扮演特殊的角色。物力方面，台灣人在後方響應國防獻金、勞動奉公、出售私藏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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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從事軍需農作生產等。本書作者出身台灣新民報總編輯，熟悉台灣人動向，中日戰爭爆發
後曾數度隨軍前往中國各地採訪、調查，本書即為其報導台灣軍伕、通譯、農業義勇團的著作，
另外本書也概述皇民化運動、廈門台灣人、原住民的動向。本書雖囿於作者為日本人，常立於
宣傳、美化觀點，但多為親自採訪之報導文章，故仍為研究此時台灣人軍夫、通譯、農業義
勇團實況，不可或缺的參考著作。 

89人と閥 (派閥人物) 4711871503878 泉風浪著 南瀛新報社發行 昭和 7(1932)年刊本 1,600 
    日治時期日本人在官界、民間都充斥著許多派閥，各派閥間經常反目對峙，甚至排擠，
同派閥內則相互援引，藉以壟斷人事，凝具力量，本書詳盡介紹了 1932年以前在台日人的
若干派閥網絡，例如：在台日人於行政官廳裡，按畢業學校可以分為赤門派(東京帝大)、京
大派、高師派(東京高等師範)等，按政黨可以分為政友系和民政系。在司法界有東大派和京
大派；在農技系統有札幌派和駒場派(東京帝大農科)；在醫界有大學派(包括東大派和京大
派)；在中、高等教育界有東京高等師範出身的茗溪派和反茗溪派；在初等教育界則有灣製
派(台灣國語學校畢業者)和內地派。其次，本書也詳述了在台日人利用姻戚、同鄉關係所結
成的「閨閥」、「鄉土閥」等。本書作者為久居台灣之記者，諳熟各地日人的各種派閥，為研
究日治時期在台日人社會網絡者必讀之著 

90筆戰十五年 4711871503885  橋本白水著 南國圖書刊行會發行  昭和 3(1928)年     1,950 
    作者歷任:殖民、新高新報等報紙雜誌的主編，著有台灣官民、台灣之事業、台灣島、東台
灣、島之都等書。在總督政治、官權至上的環境下，連日人的言論亦未得自由，故書命名為筆
戰十五年。本書蒐錄了作者有關政治、產業、人物等領域評論的論文共為九編、一附錄。收錄
了安東、明石、田、伊澤、上山、下村等總督、長官上任時，作者之期望文章。第二編為歷任
台灣總督之評價、臺灣施政評論、雜婚促進同化、給予參政權和議決權等。第三編為期待言論
自由之文章。第四編為討論日華銀行、台灣交易所、南洋貿易市場、台灣對華經濟政策等。第
五編為鼓吹總督府設立調查課、民意諮詢機關，總督府更迭頻繁等問題。第六編評論了林熊徵、
顏國年兩位台人富商。第七編收錄了秩父宮赴花東、澎湖的報導。第八編選錄了若干名士的談
話，第九編為告文化協會留學生書，附錄則為大台北指南。作者長期在報社工作，著作等身，
為日治中前期日人輿論界的要角，本書可以窺見在野日人對總督府施政的看法。 

91新聞人の見たる台灣(新聞人所見之台灣) 4711871503892 間島二三編著 昭和6(1931)年 1,800 
      本書完成於經濟大恐慌之際，此時台灣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叢生，作者百感交集，乃將散

於台灣日日新報等報章雜誌之論文編纂成書。分為政事、財經、產業、社會、教育、雜論等六篇，
討論台灣地方自治、廢除拓務省之利弊、實施減俸策之弊害、台灣軍事防備不足、霧社事件善後、
官界更迭等問題。財經篇研究了日月潭水力發電舉借外債及工程承包，削減加俸導致購買力衰退、
倉庫業改善等問題。產業篇論述了蓬萊米包裝、基本米價、天然瓦斯開發南台灣等問題。社會篇
討論頗為廣泛，包括：輿論之使命、台北市都市計畫、勞資協調、台灣民眾黨民族運動之批判等
問題。教育篇則強調台灣教育及中等教育必須改進，鼓吹加強公民知識與公民意識等。多為討論
經濟大恐慌前後台灣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之問題，值得研究此一領域的學者細讀。 

92時局の臺灣を描く(台灣時局之淺描) 4711871503908名嘉真武一編著 昭和 13(1938)年刊本 1,050 
作者有感於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在新形勢下，台灣產業已有新進展，在皇民化下，

亦刺激台灣人自力更生，然不少人仍對台灣所知有限，故編纂本書，以淺描台灣各地及產
業之概況。本書首先敘述了皇民化與台灣人、時局措施與產業發展、台灣各製糖會概況，
次談台北、基隆、北投、淡水、宜蘭、羅東、蘇澳、新竹、台灣、彰化、員林、能高、北
斗、台南、東石、高雄、屏東、東港、花東、澎湖等地產業與人物之概況，最後討論國民
精神總動員問題，書末則附上全台州市區長名單。本書淺說了中日戰爭後台灣各地的變化，
為研究戰爭時期台灣可以參考的圖書之一。 

93 時局と台灣 (時局與台灣) 4711871503915屋部仲榮編著 昭和 8(1933)年           1,550 
    1931年滿洲事變爆發後，台灣即進入準戰爭階段，民間開始出現討論戰時應變的著作，
本書即為其中之一。本書第一部分為國防編，說明台灣的戰略地位，探討戰時經濟封鎖問題，
敘述美國的太平洋經營歷史，介紹陸海軍武器及軍政組織等。第二部分為經濟編，除介紹軍事
工業動員法外，主要說明台灣米、甘薯、砂糖等各產業的概況。第三部分為思想編，敘述台灣
政治思想運動的簡史，包括台灣議會運動、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之分合，
以及台灣總督府的政策。作者出身記者，其著作可以作為研究時人對戰局認識的參考資料 

94黎明の台灣 4711871503922 唐澤信夫著 新高堂書店發行 昭和 2(1927)年刊本     1,450 
      作者為基隆巨商和泉種次郎的女婿，信奉日台融和論、新聞自由，評論時政。收錄 21篇長

短文章，討論台灣總督任期制，並力言應切實施行「內地延長主義」，以及敘述台灣官界及日
本中央政局的發展。本書也分析了台灣人盡兵役義務與參政權的關係。主張不可光憑學歷晉用
人才，由李讚生出任郡守之例，倡言台人優秀之士可以多往官界發展，以真正落實日台融和。
本書論述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報導中國革命的進展，前者分析了文化協會分裂的原因、台灣



 25 

議會請願運動，並同情台灣民眾黨的黨綱及政策，後者則敘述孫文革命的經過與困境、國民黨
的政治教育、國共兩黨的關係、也說明日本在廈門的活動，包括日本人的文化事業。本書從日
本人的觀點，分析了大正時期台灣人的政治運動，同時也關注中國革命情勢的進展，可以做為
研究此時期在台日人開明派政治思想的參考書。 

95 光榮の台灣-李王垠殿下、海宮三殿下奉迎之記4711871503939宮崎健三編著 昭和10(1935)年   1,350    
      1934年 9、10月伏見宮、梨本宮先後蒞台視察，1935年為台灣改隸日本 40週年，昌德宮李

王垠及久邇宮朝融王、朝香宮正彥王、伏見宮博英王又密集訪台。李王垠為朝鮮高宗第七子、
純宗皇太子，為朝鮮皇室繼承人，日本天皇將梨本宮守正王之女下嫁李王垠，以為攏絡。其在
1935年 1月 17日—2月 1日，蒞台視察。久邇宮朝融王(海軍少校)、朝香宮正彥王(海軍少尉
候補)、伏見宮博英王(海軍少尉候補)三人亦在本年與若干大將、司令之子，以研究為名，搭乘
練習艦隊八雲、淺間兩艦，從橫須賀軍港出發南航。1月 20日—2月 3日途經台灣，順道訪問
基隆、台北及馬公，參拜神社。日本殖民政府治台軟硬兼施，派遣皇族成員入台即為攏絡台人
的手段之一，同樣淪為日本殖民統治的朝鮮，其李王入台，視察重點或許也與日本皇族有所差
異，故本書亦值得仔細推敲。 

96榮ゆる台灣(台灣之榮耀) 4711871503946宮崎健三編著 昭和 9(1934)年刊本      2,400 
    作者在台二十餘年，任台灣新聞等多家報紙的記者，並編纂太子、秩父、高松、朝香、
久邇、北白川大妃等皇族訪台實錄。其認為台灣文物制度已面貌一新，故編著本書以宣傳台灣。
分為四部份，第一部份為對台灣進步實況報導，一為「如是我觀」，作者主張利用天然資源、科
學力量，開發工業、活絡經濟，以打開國運，二為揭露台灣產業調查會所擬訂的台灣產業計畫要
項，收錄了下村宏 30篇旅行或回憶全台各地風光、產業的漫談。第三部份選編作者的若干論戰
文章，選錄了討論就職、家計、朝鮮自治權擴張、官界異動、照明設施、高砂建築組合等問題的
論戰文章。第四部分則附錄了酒專賣事業的側寫。敘述酒專賣的實施理由、施行概況、衍生問題，
以及廢除酒專賣之理由、改良後的專賣制度。 

97台灣吾見たリ(我所見之台灣) 4711871503953宮地硬介著 新高堂發行 昭和 6(1931)年 1,400 
     作者為雜誌主編，在 1930年渡台，經常在報紙、雜誌上發表見聞及感想，再者由於當

時爆發了霧社事件，亦多所評論，遂將入台一年所著之文整理成書。主要為日本人在台灣
活躍的歷史，以及在台北的見聞，宜蘭頭圍、三星、南方澳及花蓮、太魯閣、吉野移民村
等的遊記，記述北投、八斗子、草山等的文章，還原霧社事件的記事，報導日月潭、基隆、
台北之雨等雜感之文。作者文采甚佳，頗能寫出所見所聞的特點，而且來台時間較淺，亦
較可無包袱的批判，值得研究 1930 年代台灣社會者一讀。 

98僕の見た台灣●樺太 4711871503960 小生夢坊著 東京日滿新興文化協會 昭和10(1935)年1,200 
     作者有感於日本每年增加一百萬的人口，帶來社會、經濟、政治的不安，故主張向南方的台

灣及北方的樺太(庫頁島)移民，舒緩人口壓力，作者在台灣、樺太各地旅行，並將所見發表於
於報紙雜誌，本書即是這些見聞感想文章的集結。包括 77篇小品文，其中台灣 42篇、樺太 35
篇。台灣部份收錄了旅行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合歡山、阿里山、台南等地的雜感，也評
述台灣大博覽會、熱帶產業調查會、東亞共榮協會、地方自治聯盟、國姓爺、川村總督、林獻
堂、陳啟峰等人物與史事，再者，則介紹台灣的稻米、香蕉等特產及事物。本書作者文筆甚佳，
深入淺出敘述台灣、樺太兩地的風光、特產及若干人物史事，頗值得讀者細細品味。 

99再認識の台灣(吾所見之台灣)711871503977小生夢坊著  昭和12 (1937)年                   1,050 
      作者早年以寫小說、刑案、死囚訪問、性愛著名，其後隨著日本帝國向外擴張發展，遂以

研究外地文化自命，經常游走於滿洲、朝鮮、樺太、蒙古、華北、台灣等地，曾著我所見之
滿鮮、我所見台灣樺太、再認識滿蒙、我所見華北，本書為此一系列著作之一。本書收錄了
其在《台灣新民報》發表的六十篇雜論文章，多為對官方政策、官場人物、重大建設、事業
界名人的批判，並頗有批評力道，如他指責日本政黨腐化、國策電影氾濫等。也敘述台灣風
土、物產。作者與台人友好，對台籍名人介紹亦多，他稱讚楊肇嘉為巨人、林獻堂為愛國者，
並推崇台灣新民報的貢獻。此外對台日融合問題多所思考。本書除了可以作為研究日治時期
官場、商界生態的參考外，亦值得研究日本知識份子思考日、台相處之道者的一讀。 

100趣味の台灣 4711871503984  宮川次郎著 昭和16(1941)年                            750  
     本書從趣味的角度介紹台灣，介紹台灣原住民的織布、籠、雕刻、陶器、瓢、玉器等物產、台

灣竹器、木器、玩具及各地具有特色的名產，如基隆珊瑚、士林小刀、新竹米粉、蓪草、大甲藺
蓆、鹿港線香、西螺硯石、嘉義交趾燒、台南錫器、澎湖文石等。也介紹台灣所保存的中國古董、
台灣的香蕉、鳳梨、柑橘等水果。介紹台灣糕餅、蜜餞、麵類等食品、台灣料理、酒、煙的特色，
台灣的烏龍茶、包種茶、紅茶，扶桑花、相思樹、蝴蝶蘭、及蝴蝶種類，介紹台灣的南管、北管
等音樂，具有台灣情調的原住民歌舞及划龍舟、媽祖、城隍爺等祭典。本書作者為久居台灣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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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日人記者，故能對台灣各類名產、器具、物種、音樂、風俗等深入介紹，值得研究台灣特產者
一讀，其在序言中已將台灣視為「鄉土」，更值得玩味。 

101新台灣行進曲 4711871503991 北村兼子著 昭和 5(1930)年                         2,000 
      作者父親北村佳逸為日本孫子兵學譯著家。兼子畢業於大阪外國語學校，其後成為大

阪朝日新聞記者。後以日本代表身分，參加 1929 年柏林「萬國婦人參政權大會」，前往歐
美、中國等地訪問，同時以犀利的筆鋒鼓吹提高婦女的地位。惜在進入日本飛行學校，突
然得急病去世。著有《婦人記者廢業記》、《太空飛翔》等書。1930 年春天其來台半個月巡
迴演講，受到林獻堂、林熊徵等仕紳的熱烈歡迎。在本書中，作者除描述各城市情事，訪
問台灣名流婦女，隨處討論台灣婦女地位之問題，兼子家學淵源，文化素養極高，並且是
堅定的女權運動者，生命雖如彗星短暫，但觀察細緻入裡，論說發人深省，為研究日治時
期旅行文學、女性主義者，不能不讀之著作。 

102樂園台灣の姿 4711871504004 貞包隆造編纂 麗島出版社 昭和 11(1936)年        1,650 
本書分為七部份，敘述台灣之位置、面積、地勢、海峽、平原、山脈、海岸、氣候、地名

等概要。交通要綱，敘述鐵路、官營巴士、郵政、電話、電報、海運、公路、港灣等概況。第三部
份為台灣風光，介紹台灣神社、新高山及八景十二勝之概況。依序介紹基隆市、台北市、新竹市、
台中市、彰化市、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市、花蓮港、台東街、澎湖的沿革、人口、遊覽
名勝。也介紹五州之各項名勝古蹟概況、草山等十八處著名溫泉特色。第七部份敘述台灣特產概要，
包括米、香蕉、柑橘、糖、茶、林業、專賣事業、水產、遠洋及養殖漁業的概況。本書簡明介紹了
中日戰爭爆發前台灣各地交通、名勝古蹟及溫泉、特產的概況，值得研究名勝古蹟者一讀。 

103新制度の台灣 4711871504011 伊藤彩抱編著 大正 15(1926) 年刊本            2,200 
     日本政府在 1921年公布「公制」，開始修訂度量衡，並宣布自 1924年 7 月起實施。不

僅在台北鐵道旅館及各都市舉辦「公制法演藝會」，同時也巡迴演講，本書即為該協會為
宣傳新制度所發行的圖書。作者透過台灣總督府調查課及各州文書課、取得地勢、面積、
土地丈量、物產、距離表等資料，並將舊制換算成公制，書末並附錄日本內地及朝鮮、樺
太、關東州、南洋、主要國家海洋、山岳、河川、湖泊等之長、寬、高換算成公制的資料。
日治時期台灣透過日本，接觸新思想或制度，本書記錄了台灣改行公制，與世界接軌的歷
程，本書可作為研究此一課題者的參考資料。 

104台灣祕話御大典記念 4711871504028 枠本誠一著日本及殖民社發行昭和 3(1928)年  1,450 
     本書內容堪稱是日治中期台灣的《壹週刊》，雖然也有日治初期各報之間的鬥爭、高野孟矩事

件這類要事的分析，但其餘泰半為台灣官商私密軼聞或風流韻事的報導，如日本商人將愛妾贈
予寂寞的總督、嗜舞如命的總督、官員好色風雲榜、官夫人評判記、政商匯萃的淡水高爾夫球
俱樂部、由一介農夫成為千萬富豪的顏雲年、從一般民眾到勳三等的辜顯榮。其次，有民間珍
奇秘聞、男女畸戀殉情，如台北城門迎接日軍的女人陳法、慶應大學生與台灣人女教師的殉情
記、大啖原住民肉做為補藥等。再者亦有不少帶有種族偏見的報導，如：西來庵事件死刑犯絞
死前的醜態、蔣渭水的真面目等。本書揭露了日治中期以前官員、巨商的交際及情色生活，以
及頗多檯面下的私人情誼及秘辛，可以作為研究日治時期政界生活及官商關係的絕佳材料。 

105明朗台灣を語る(台灣之美)4711871504035柴山愛藏編 昭和 12(1937)年           1,250 
      作者為在台落地生根記者，其行腳遍及全台，由其讚美台北街道之美為東洋第一，可知其甚愛

台灣，故能使用淺白、優美的筆觸，述說台灣歷史、地理、政治、產業、教育、交通各方面之美，
其所述歷史如：領台前後、台灣神社、中部大地震、舊都台南、赤崁樓與御遺址、鄭成功故事等，
有關地理者有：雨港基隆、溫泉之北投與草山、寂寞淡水港、南門鎖鑰澎湖島、武陵桃園紅頭嶼等。
對產業亦多觸及如：基隆礦業、台灣茶、米香蕉蜜柑、無限寶庫阿里山、製糖業之展望等。本書作
者以遊記、雜感的方式，趣味介紹台灣各地，似今日之旅遊書籍，讀之可令人細品台灣之美。 

106中部台灣を語る(台灣中部記實) 4711871504042泉風浪著 昭和5 (1930)年          1,450 
    作者感於有關台灣中部的書籍幾為官方編纂的統計性資料，故以流暢、趣味的文筆寫就，本書
分為十六個主題，介紹台中之地位，台中州行政區畫沿革，各郡名勝古蹟、重要家族，學校、神社、
佛、道、天主、基督等各教概況，救恤貧窮、保護病弱、更生人等社會事業，農、牧、水產、工、
商各業成績，台中青果同業組合、青果會社、香蕉貿易概況，主要銀行公司、台中州著名官員、民
間有力人士、新聞界、重要商店、旅館、料理店等。本書作者出身記者，熟悉日治時期台中各類資
訊及文史掌故，值得從事台灣中部區域研究及文史工作者參考。 

107ヵメラから見た台灣(照相機記錄台灣)  4711871504059 幸田春義等編 昭和4(1929)年    900 
     編者認為英國人對於殖民地印度的瞭解，雖販夫走卒亦有一定程度的知悉，而日本一般人卻
對已領有三十多年的台灣所知甚少，故本書透過影像，搭配文字敘述介紹台灣。編者沿著縱貫
鐵路，利用照片，介紹台灣各地的官署、街道、車站、橋樑、港灣、埤圳、農園、鹽場、糖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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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材廠、寺廟、神社、山脈、公園、紀念碑、名勝、移民村等概況，其中，皇族遺跡、原住民
的照片，尤有帝國主義君臨台灣的意味。書末又插述鴉片、食鹽、煙草、樟腦、酒等專賣事業、
各地溫泉的概況，以及泰雅族和賽夏族的傳說。本書收錄珍貴照片頗多，配合文字敘述，加深
讀者印象，值得研究日治時期影像台灣者一讀。 

108台灣學生雄辯集 4711871504066 唐澤信夫編 新高新報社發行 昭和 5(1930)年       1,000 
     本書匯集了台北高等學校、台北一中、新竹中學等校學生的論文或講稿。內容多半為世界

經濟恐慌及日本帝國發展受壓抑下，如何應變的討論，包括：對國家地位及世界局勢的認識，主
張日本領導東洋各國，討論青年的使命，分析糧食不足與海外移民的問題，鼓吹提高婦女地位、
婦女參與經濟，倡議政治上維新改革、經濟上合理化經營，力求生活節約，宣傳發展科學的重要、
宗教改造之必要。目前日治時期所留下之著述鮮少學生之論著，本書彙編了日治中晚期中學生的
論文或講稿，有助於研究此時期青年思想概況。 

109南の枝  4711871504073  庄司總一著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 昭和 18(1943)年          1,350   
      作者之父為醫生渡台至卑南擔任公醫。作者在 1924年台南州立學校畢業後，返回日本

就讀慶應大學，受教於詩人文學家西脇順三郎，展開文學活動，以阿久見謙之筆名發表許多
譯作與小說。中日戰爭爆發後，為舒緩焦慮，開始模仿馬克吐溫式的幽默寫作方式，發表:
我的太陽，並被改編拍成電影。1940年發表《陳夫人》第一部，1942年再出版第二部，由於
該書探討台日融合婚姻，受到台灣文壇的矚目，並在 1943年獲得大東亞文學賞次獎。同年以
文學奉公會之成員來台巡迴演講並出版本書。戰後仍活躍於日本文學界，並在慶應大學講授
世界文學，1961年底病逝。本書敘述其對台灣生活的回憶、戰時文化的看法，惟注意到台灣
實以台人居多數，所有價值非以台人為對象不可，本書堪稱是皇民文學的重要著作之一。 

110極東鴉片問題 (遠東鴉片問題)  4711871504080  赤松佑之編輯 昭和8(1933)年       1,500  
1929年 9 月—1930 年 5月，國際聯盟遠東鴉片調查委員會，派員調查了印度支那、緬

甸、暹邏、印尼、新加坡、馬來聯邦州、北婆羅洲、菲律賓、香港、澳門、臺灣、關東州及
南滿鐵道附屬地等地的鴉片問題概況，本書即為此次調查報告的日文譯本。分為四篇，第一
篇說明國聯派出調查員的緣由，以及徵詢各國政要、法界、醫師、牧師、企業家、地方團體
代表及鴉片患者共 415人，並搜羅 425大件文書的概況。第二篇討論鴉片煙癮者概況，及對
社會各層面的影響。第三篇敍述遠東各國的鴉片管理制度，以及配合海牙鴉片條約(1912
年)、日內瓦鴉片協議(1925年)規定，各國執行相關政策的概況。第四篇為調查委員會的結
論，及各國政府提出的建議。本書所調查者為整個遠東各地鴉片問題的實況，可作為研究日
治時期臺灣鴉片問題時之對照實錄。 

111臺灣阿片癮者の矯正 47118715040967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 昭和 6(1931)年    600 
    本書系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所出版，為殖民政府的鴉片政策辯護。指出鴉片問題是
涉及政治、經濟、醫學、國際各層面的複雜問題，自國際鴉片條約簽訂後，臺灣的鴉片政策亦
受國際監督，1929年總督府頒行「臺灣鴉片令｣，採取由漸禁矯正到完全戒除之道。本書敍述鴉
片的分類；討論吸食鴉片的原因；說明臺灣總督府的矯正政策，設立更生院，公立醫院設置矯
正科。介紹杜聰明博士所發明的除癮藥劑的療效；敍述矯治後的狀況，1930—1931年共有 3,298
人矯正完畢，舉野柳保正林石枝的戒毒成功經驗，作為宣傳；分享矯正者的感想，另外在戒除
者的管理方面，本書簡單扼要說明了官方對鴉片問題的看法，並推崇杜聰明博士發明除癮劑的
功效，作為研究臺灣總督府鴉片政策的寶貴參考資料。 

112 阿片の認識 4711871504103  荒川淺吉編輯 臺灣專賣協會發行 昭和 18(1943)年      1,500 
         作者為臺灣總督府專賣局鴉片股股長，堪稱對鴉片兼具實務與學理之專家。 鴉片專賣制

度在臺灣實施 47年，最初有 17萬人吸食鴉片，到 1943年時僅剩 7 千餘人，臺灣將近 50
年的鴉片專賣經驗，不僅可為後世之參考，也成為制定「南方圈」鴉片政策的依據。本書
共分為六部分，對鴉片之傳入，吸食由來；鴉片煙膏制法、器具及吸食；國際條約及其成
果；鴉片與日本，領台當時的措施、鴉片禁令等；末篇為臺灣的專賣，漸禁政策的實施；
南方圈的鴉片管理狀況、南方各國鴉片政策論。本書不僅詳述鴉片毒害的專業知識，又說
明國際條約及日本帝國之規定，同時也討論臺灣專賣制度，對「南方圈」應擬之政策提出
建言，堪稱日治時期鴉片問題及政策的總結。 

113台灣產業大觀 4711871504110 林進發編著˙民眾公論社發行 昭和 11(1936)年  2,200 
      本書敘述台灣總督府各種獎勵農業之措施、農務行政及農事試驗機關之概況，以及討

論砂糖、稻米、茶葉、鳳梨、柑橘等產業之產銷，其次說明甘薯、花生、苧麻、園藝等各種
農作的情況，再者，刻描畜產、家禽、日本農業移民、金融、林業、礦業、水產、一般工業
等之概況。第二部分為企業及事業之簡介，敘述了台灣銀行等 105家公司及同業組合的發展
簡史及各地事業家簡介，收錄了石原玉意等 221位台灣企業界人士的生平，以及林清忠等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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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活躍於神戶商界的台人實業家生平。本書作者為民眾公論社記者，為日治時期台灣人屈指
可數的產業、人物志編纂者，熟稔台灣各種財經事物及掌故，內容頗有可觀之處。 

114 台灣產業組合史 4711871504127 澀谷平四郎編 產業組合時報社 昭和 9(1934)年 2,350 
     日治時期之產業組合，相當於戰後的合作社，台灣自 1913年實施「台灣產業組合規則」，

經殖民政府指導鼓勵，至 1934年已設立了 430個組合，會員達 30萬人，對台灣庶民經濟、
產業發達貢獻良多。本書共分為八章，敘述產業組合制度的演變、台灣產業組合發達之歷程、
監督者的培養、協會的設立。分述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澎湖、台東、花蓮港等
州廳產業組合的發展史，以及介紹優良產業組合、有功人員及特色等。也討論台灣產業組合
運動的各種動向與合作本質的剖析，深入討論組合內部鬥爭、不當消費事件等各種有待改善
之問題，作者長年從事編印產業組合實務指南，屢獲總督府讚許，堪稱研究日治時期台灣產
業組合的專家，故本書頗值得研究此一領域者一讀。  

115台灣產業組合年鑑 4711871504134澀谷平四郎編 昭和 12(1937)年刊本    2冊  3,400 
    本書為台灣產業組合法實施 25週年之紀念之作，共三章，敘述產業組合發達史：日本本土

信用組合的倡設過程，信用組合法與農業倉庫法的制定與修改，全國產業組合大會、中央會、
中央金庫的概況。台灣產業組合的設立經過創立主旨書、會則、及台灣產業組合大會的概況。
第二章為產業組合界之現況，討論米穀自治管理法，台灣農村土地、米穀運輸、產業倉庫自
治檢查、以及反產組課稅運動、產業組合青年聯盟、醫療利用組合、肥料配給及農事實行組
合、概況。第三章為產業組合事業計畫，敘述產業組合協會及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
雄、台東、花蓮、澎湖等各州廳支會的歲入預算概況。本書作者為研究產業組合問題的專家，
內容頗為詳盡，堪稱產業組合之小百科，為研究日治時期台灣產業組合問題的必讀之作。 

116台灣之產業及其取引 4711871504141 佐佐英彥著 台南新報社 昭和 3(1928)年   2冊  3,500 

    作者係台南新報社的經濟新聞記者，在 1925 年已出版《台灣產業評論》一書，觀察頗
為犀利。本書共分為十篇，為總論，刻描台灣產業、商工業的一般輪廓。討論糖業及金融之關係。
為米業、茶業、青果業、酒業、電氣、金融、信用組合狀況、產業組合、概說港灣、交通狀況，
商業及重要輸入品的銷售狀況，以明一般產業交易的梗概。本書採「百科全書式」的撰寫方法，
內容頗為豐富，對米業、茶業各種產銷問題討論尤為仔細，為研究日治時期台灣米、茶兩業者提
供了寶貴的線索。再者，本書作者曾比較台、日 中小商人的競爭力，指出在商戰中常居下風，並
非一般日商掌握台灣商權的看法，饒富意味。 

117台灣產業之批判 4711871504158大園市藏著 台灣產業之批判社 昭和 2(1927)年      1,800 

      作者為台灣研究的專家，當時對台灣的日本人而言，台灣不僅經濟飽受不景氣之苦，也
受世界性民主思潮鼓舞不斷掀起政治、社會運動，呈現轉型期的動盪不安，在此背景下，頗
有對當時各產業因應經濟黑暗期的批判論述。共為九章及附錄，綜論當時台灣產業政策與組
織所面臨之危機；分述金融、糖業、灌溉、電力、鹽業、工業、青果業、交通運輸業的各種
問題；附錄則討論當時台灣社會情狀。以日本人的立場發言，見到一般日人對台灣經濟、政
治發展「省思」的邏輯，批評文人總督同化政策的不當，對台民過為尊重，給予有心人士煽
動的機會，令日人處於不利地位。同時論述了 1920年代台灣各產業面臨的問題，並討論因應
之道，為研究日治中期台灣產業發展者必須參考的著作。 

118台灣產業之實相 4711871504165  久山文朗編 昭和 7(1932)年                1,900 
      本書敘述台灣經濟各業沿革、發達之徑及當時實際狀況，對農業:說明台灣土性、地勢、

耕地面積、農業戶數及人口、產額等。糖業方面，說明各製糖公司概況。分述茶業、香蕉、
鳳梨、柑橘等業的生產及交易之概況。礦業:說明金、銀、銅、鐵、水銀、硫磺、煤石油、
磷等礦的產銷。林業、水產，描繪沿岸、遠洋、養殖漁業概貌，以及魚產製造、交易實況。
也對金融，敘述幣制改革及台灣各家銀行及、信用組合、信託會社等概況。專賣事業則分述
鴉片、食鹽、樟腦、菸草、酒等專賣事業等。末有交通運輸，說明海、陸運輸及港灣。敘述
工業製造及商貿概況。本書作者在自序中，言產業類著作頗多，本書與他書最大不同在於強
調探討各業之沿革，是故欲觀察日治時期產業演變者，可以將本書做為參考著作之一。 

119台灣產業問題管見 4711871504172 今村義夫著 台南新報社發行 大正13(1924)年版本   2,050 
    作者為報社記者，匯集 1922-25 年發表於報紙的文章。此時期台灣正處於戰時繁榮消
退，經濟不景氣的時代，在自序中言：台灣產業振興是統治台灣不可或缺的基本課題。面
臨經濟轉變期的台灣，究以農業或以工商業會為發展骨幹，成為經濟發展上需解決的問
題，作者以台灣經濟應由農轉為工商的觀點，檢討當時農業經濟的弊病，包括：農村人口
過剩、佃作制度不良、掠奪式耕作導致地力流失、土地兼併之風熾烈、金融機構不足、農
民飽受高利貸剝削、交易組織紊亂、中間商人剝削、農業政策偏重技術改進、農業教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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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農會弊病叢生、農村階級兩極化等。作者從關懷弱者出發，又能犀利指出 1920年代
初期台灣農村經濟的各種問題，顯現日治時期台灣經濟發展史之片段。 

120台灣地方產業報國 4711871504189 屋部仲榮編 昭和14(1939)年版本          16開 1,200 
    本書成於中日戰爭爆發後，目的即在於強調產業報國，故本書首篇即為認識強大母國、堅持
皇民之思想，敘述台灣專賣、通信、鐵路事業。展望各州概況，並介紹了新竹等 7市、文山等
30郡的產業。又介紹東港等 20個模範街庄。討論非常時局下台灣、明治、大日本、鹽水港、台
東等大製糖公司的近況。敘述專賣局台中支局、高雄支局及桃園水利組合事業。評論戶水昇等
13位官員的功績。介紹朝倉良妥等 47位民間有力人士之生平。簡介花蓮港信用組合、花蓮港木
材公司、花蓮港電氣公司、鹽水港製糖花蓮製糖所、吉野移民村等。本書報導了各州、市、郡、
街、庄之產業，以及各地重要官民之簡歷，可以作為研究日治末期台灣區域史者的參考。 

121台灣殖產年鑑 4711871504196畠中正行編˙台灣與海外社發行 昭和13(1938)年2冊 3,150 
    本書分為總論、砂糖、米穀、農產、青果、商業、工業、產業組合、茶業、林產、礦
產、水產等 12編。簡述台灣之地理條件、動植物、水利、生產力、經濟內外情勢；有砂糖
的產業、各製糖公司概況。介紹台灣米的品質、批判米穀政策及相關法規。農產編說明台灣
農業概況。商業編敘述台灣公司數量、資本額、事變後對華貿易概況等。工業編討論台灣工
業產額等。產業組合編介紹台灣產組發展史。青果編敘述各州青果同業組合及聯合會。另有
茶業編、林業編、官營伐木事業概況，礦業編簡介台灣新興礦物及金礦開發概況。水產編討
論振興台灣水產政策、國防與水產之關係。本書以年鑑方式，詳實說明各產業之生產、加工、
貿易、消費概況，對中日戰爭後台灣經濟情勢，及與滿洲之經貿關係討論尤多。 

122台灣拓殖株式會社事業大觀 4711871504202櫻田三郎編輯 昭和十五(1940)年版 1,950 
該會社創立於昭和十年(1921), 為執行日本帝國之殖民擴張政策而成立, 規劃及提升台

灣島內生產事業之深耕與增產, 及取得南支那/中南半島及南洋之資源開發為使命..本事業
大觀以現況說明及擴張計劃為主軸, 該事業之統計資料以台灣總督府之記錄及其他關係文獻
信實者採錄之, 以展現全貌, 配合地圖及相片百餘佐證,對時局有關之環境影響多作評論. 
編撰及資料蒐集由台北帝國大學教授: 移川子之藏氏, 台灣總督府圖書館長: 山中樵氏等為
主導,有事業之分布圖, 主要為台灣事業篇,含農業開墾事業,耕地之拓展,農作物規劃如甘
蔗、蔗糖、米等之生產; 社有地之經營與農民契作產銷, 規劃「番人保留地」試作各種經濟
作物,另有移民事業(含日本人移入 台灣人民之島內移住) 礦業方面：金山之開採, 煤炭坑
掘取與發展鹽業、畜產事業、漁業也有深入說明. 另有海外篇: 含廣東、汕頭、印度支那/中
南半島、 英領馬來西亞、泰國及南洋等地,均為該社擴張之領域, 書末列該會社歷任領導人、
業務組織、業績及大事記一覽、台灣拓殖株式會社法、施行令等.是日本帝國對外經濟掠取與
擴張之執行者,為研究日本戰時歷史重要文獻 

123台灣拓殖會社的誕生—台拓設立經過之議事秘錄 4711871504219 伜本誠一編   2,200 
昭和 11(1936)年刊本; 台灣拓殖會社是政府、民間各出資一半的特殊國策會社，並賦予

發行債券的特權，事業涵蓋農、林、水產、水利、移民等方面，營業地點也延伸到華南、南
洋一帶。台灣拓殖事業包羅亦廣，涉及國防，而拓務省、外務省、總督府的看法也不盡相同，
日本國會特別召開第六十九特別議會加以討論。於 1936年 5月進行協議並通過。在立法過程
中，這些論戰關係台灣在南進國策上的地位，以及台灣統治的根本定位問題。本書分四章，
為大會、眾議院委員會、貴族院委員會、討論過程及兩院的協商過程。作者參考了民間不易
獲得的貴族、眾議兩院委員會議事錄、議事速記錄，並清楚排比各方論戰觀點，彰顯了各政
治勢力的角力過程，給予研究台灣拓殖株式會社設立過程者很大便利，值得細讀。 

124全島實業大會展望 4711871504226宮崎健三編  昭和 12(1937)年刊本         1,700 
    全島實業大會係 1916年舉辦，台北商工會乘「勸業共進會」全台主要實業家聚集台北之機，
聯合台南商工會、台中實業協會、嘉義商工會、高雄商工會、基隆公益社等實業團體創設，其後
每年輪流由各地商工會主辦。殖民政府每屆大會皆會派高官參加，甚至台灣總督亦曾親自蒞會。
至 1936年為止共舉辦 20屆，對凝聚全台實業家意見頗有貢獻。一年一度的會議，讓台、日商工
會代表有機會匯聚一堂，並常聯合向殖民政府爭取權益，使得全台商人有了鬆散聯合的機構。作
者整理了 20屆全島實業大會的狀況，包括舉辦時間及地點、參加商工會及官員、提案委員會及大
會召開經過、提案緣由及刪除原因等，對於研究日治時期台灣商工業者組織者為不可不讀之作。 

125對岸事情與台灣之產業 4711871504233 名嘉真武一編著 昭和 10(1935)年刊本   800 
    1930年台灣產業的產值、貿易額皆已達五億圓，台灣與對岸廈門的經濟也漸有績效，促進
了兩地的經濟，也為「日華經濟合作」奠定基礎，同時台灣即將舉辦「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博覽會」，
亦必須宣傳台灣，故有本書之誕生。分為五大部份，敘述在廈門之日本人及台灣籍民的生活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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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列當地有力之日本人及台灣人，簡介廈門環境衛生、文化、教育的狀況。敘述具有特色的台灣
產業，包括茶、米、樟腦、砂糖、香蕉、木材、金礦、石油、煤礦等業。也說明各州廳氣候、地
形、人口、產業、交通之概況。宣傳台灣博覽會之內容。介紹台灣八景及各地名勝古蹟。本書為
宣傳台灣博覽會及配合日華經濟合作而編纂，不僅概述了台灣產業、各州廳的狀況及名勝古蹟，
同時論及在廈門之日本人及台灣人的動向，可以作為研究日治時期台、廈經濟往來之參考。 

126事業界與內容批判 4711871504240 熊野城造編    昭和4(1929)年                   2,550 
      在爆發經濟不景氣前夕的 1929年，台灣公司投資總資本已達 5億 8千 9 百餘萬圓，實

收資本也達 3億 5千萬圓，可見設立公司在台灣已相當普遍，本書討論此時台灣各公司之
概況，以及其賴以發展的基礎設施。敘述公司企業趨勢，內容包括台灣的貿易趨勢、財政
金融、產業助成設施、專賣事業、交通、土木事業、砂糖、等的概況。介紹公司的沿革及最
近業績之評論，本書將公司分為經營順利與陷入困境兩類公司，作者選擇其中 60家公司，
細說其沿革、董監事、營業概要、決算報告書及概評等，其餘各公司亦簡列其所在地、代表
者、資本額、實收資本等資料。本書對經濟大恐慌爆發前台灣 710家公司給予評述或羅列資
料，為研究此時公司營業概況重要的著作。 

127台中州下產業組合要覽 4711871504257佐藤眠洋編˙台中出版協會 昭和7(1932)年  2,700 
    產業的開發與金融機關產生關聯關係，台中州雖有彰化銀行及各支店，為助長產業、活絡
農村、中產階級金融，殖民政府乃在 1914—1915年大力鼓吹信用組合的設立，至 1932年，台
中州已有將近百個組合，政府亦強調表彰優良產業組合，以助長地方產業及涵養儲蓄及地方自
治精神。本書分十二部分，敘述台中市及大屯、豐原、東勢、大甲、彰化、員林、北斗、南投、
新高、能高、竹山等 11郡的 82個產業組合之概況，包括介紹：設立年代、涵蓋範圍、出資情
況、組合員人數、借貸及損益概況、理監事及職員名錄、經歷、組合沿革等，並附上珍貴的組
合建築物或重要幹部之照片。產業組合為日治時期促進各地金融、產銷、消費活絡的重要網絡，
產組理監事又多為各地方有力人士，戰後這些人也進入地方政治，形成各種派系，本書可以作
為研究台中、彰化、南投轄下鄉鎮政經演變、信用合作社發展歷史的重要參考著作。 

128台灣經濟年報 4711871504264 平山勳著 台灣經濟調查所 昭和 7(1932)年      1,450 
     作者研究遍及經濟、社會、考古各領域，著有臺灣社會經濟史全集，此書為其運用經濟學

理論觀察台灣經濟發展的著作。分為五篇，從經濟學闡述世界爆發經濟大恐慌的原因，從文
獻、統計數據等說明台灣糖業的保護關稅政策及獎勵補助金制度，同時論述領台前後台灣砂
糖的輸出量變化。計算台灣 1931年上半期砂糖、煤碳、茶葉、米穀等重要物資的物價變動。
由都市人口、煤碳消耗量、勞動力等討論台灣的工業化速度，並從銀行放款、工業類別產值、
農工勞動力等分析台灣的工業化程度。由庫存指數、原料半製品及成品輸出、入量、銀行借
款、通貨流通量等數據，分析 1931年上半期台灣景氣的變動概況。本書為日治時期少數能真
正運用經濟學深入分析台灣物價、工業化、景氣變化的著作，值得相關研究者高度注意。 

129戰時下的台灣經濟 4711871504271  林佛樹編 昭和 14(1939)年                1,250 
    本書為戰時時期的台灣經濟基礎論述, 敘述在戰爭體制下，須以國防和興亞經濟作為
建設目標，日本帝國南進國策第一線的台灣，進行經濟、產業擴充、調整的概況，內容包
括：戰時台灣金融、財政、產業、新興工業、農業十年計畫、台灣米穀管理案、糖業、電
源開發、茶業、貿易、證券交易所、商工會議所、煤業、米界等主題。 

130台灣經濟政策論 4711871504288 久保島天麗著 大正 9(1920)年刊本           1,400 
    作者為台灣日日新報記者，曾著台灣大學設置論，鼓吹設立台灣大學，並以此聞名。一
次大戰的戰時繁榮，雖帶來景氣，但通貨膨脹也隨之而至，加上各國為謀經濟復建，不當的
保護政策，使各國陷入激烈商戰，日本、台灣產業界已出現不安之氣氛，再者，台灣為日本
帝國南進的根據地，如何進軍南洋華南市場，利用日月潭水力發電，開發農礦林業資源，以
謀台灣的工業化。作者邀請台灣總督府課局長、稅關長、技師等經濟事務官員，台灣銀行、
台灣商工銀行、新高銀行、三十四銀行等高級主管，三井物產、大阪商船、鈴木商店、台灣
煉瓦等大企業經理階層及林熊徵、許丙、楊潤波等台灣人士紳，撰文提出見解，本書共收錄
37篇論文，篇篇皆有可觀之處，十分值得研究一次大戰後台灣經濟界問題者參考。 

131台灣經濟之基礎知識 4711871504295 林佛樹編纂 台灣經濟通信社 昭和13(1938)年2,500 
本書分為二十四編，以百科全書方式，概述台灣的金融、財政、農業、工業、商業、林業、

礦業、水產、製茶、糖業、專賣、鐵路、郵電、貿易、土地人口、米穀、交易所、肥料等主題之
概況。作者為日治時期著名的經濟記者，積極參與新文化運動，曾與蔣謂水等人成立了青年讀書
會，其後又長期擔任臺灣新民報經濟版主筆，除著本書外，還有臺灣經濟要覧等書，本書涵蓋
主題廣泛，綱舉目張，很適合研究日治晚期台灣經濟者翻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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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對台灣經濟界之展望 4711871504301 林進發著˙民眾公論社 昭和 7(1932)年  1,700 
    本書為金融政策的研究，討論金融政策在經濟上的意義，以日本黃金輸出解禁或輸出禁止
為例，說明通貨緊縮、膨脹對金融政策的影響。次為對台灣農業的考察，引用馬克斯資本論
及當時若干經濟學理論，討論資本主義發展後，大農場取代傳統小農經營的傾向，其次論述
台灣耕地面積、砂糖、茶、米等重要物產的金融系統，並由自耕、佃耕農地面積討論農業經
營型態，再次討論業佃會之概況，米、糖的發展問題。後續概述台灣製糖、運輸倉庫、專賣、
礦、製帽、漁、水泥等業的發展。作者出身記者，曾任實業時代社台灣支社長、民眾公論社
主筆，批評以往經濟論著，多為企業成績報告書之轉載或統計資料之堆砌，故本書企圖以經
濟學理論切入，提高論述深度，值得研究日治時期經濟史者一讀。 

133台灣最近之經濟界 4711871504318 劉天賜著 台灣經濟界社 昭和 8(1933)年      1,450 
    本書為台灣的經濟討論了農村景氣、米穀專業、電力公司外債、東台灣砂金、嘉南大圳輪

作等五大問題。次為農業政策論，論述糖業、茶業的發展現狀與未來；產地產額、政府的獎
勵保護以及台茶將來之發展政策等；概說香蕉業之發展、台灣對日本內地及外國貿易概況、
佃農問題，以及米業概況與台米之使命等。另附錄概述了台灣產業組合起源、意義、目的、
責任制度、及發展概況、運轉資金等，載錄了 1932年 4月—1933年 4月的台灣經濟重要日
誌。本書纂成於日本帝國甫獲滿洲之際，溫暖台灣的物產恰可貿易至寒冷的滿洲，另外日月
潭水力發電工程完工後，台灣產業逐漸由農業轉向工業發展，本書內容可為此台灣產業關鍵
時刻之註腳，值得研究日治時期經濟史者一讀。 

134台灣經濟問題之特質與批判 4711871504325 陳逢源著 台灣新民報社 昭和8(1933)年1,400 
     作者曾在日商公司任職，並參加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因此入獄四個月。其後歷任台灣民報

記者、監事、報社經濟部長，並積極參與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的活動，戰後在台灣政界、
金融界亦居要津，除本書外，有新台灣經濟論、台灣經濟與農業問題等著作。本書檢討總督府的
香蕉政策及運輸受剝削之問題，提出青果組合興革之方。批評總督府鳳梨罐頭統制販售、甘蔗課
稅等政策之不當。反駁台灣總督府砂糖政策、日人設立中央市場論的言論。對台灣米市場、批發
市場、農會等經濟機關，提出應辦或應革之道。也評論台灣銀行、商工銀行等的改革及業績。記
錄金瓜石礦山視察的感想。屢在報章雜誌為台灣人利益發聲，批駁日本官員、學者、記者之論點，
閱讀本書可以瞭解日治時期台灣人的利益之所在，值得研究此時期台灣經濟史者研讀之作。 

135台灣經濟叢書 4711871504332 竹本伊一郎編纂 昭和 8-17(1933-1942)年  10冊 17,300 
     作者 1931年底創立台灣經濟研究會，每月邀請專家執筆討論經濟問題，出版了台灣經濟往來

等論文。本書即為第一年十二輯的集結，收錄中央研究所加福均三博士的天然瓦斯之利用與台
灣工業發展、總督府稅關長西澤義徵的台灣之南洋貿易論、台灣倉庫公司經理中山勇次郎的論
台灣米交易機關」台灣電力公司理事南政吉的論日月潭電力的消化、台北帝大理農學部教授磯
永吉博士的論台灣米產的發達、總督府警務課技手松木次郎的重油與經濟、台灣日日新報社主
筆的總督府財政政策之將來、總督府技師馬場宏景的台灣工業之將來與天然瓦斯、台北商工會
會長後宮信太郎的台灣事業界的特質、台北市中央市場公司董事長木村泰治的中央市場論等論
文。本書各篇論文執筆者確實皆各問題之專家，擲地有聲，值得研究相關問題者拜讀。 

136台灣之金融 4711871504349  高北四郎著  昭和 2(1927)年刊本              1,550 
1927年 7月，台灣銀行突然爆發破產事件，作者利用文獻、及相關統計資料，訪問當事人及

重要官員，就台灣金融恐慌及特殊情況完成此書。第一章為「台灣金融史」，首述領台當時的貨
幣、金融及產業概況，台灣銀行的創立，討論台灣從銀本位轉為金銀雙本位的過程，1923—1924
年台灣金融界的動盪。第二章為「昭和二年台灣金融恐慌」之背景，從鈴木商店爆發危機、牽累
台銀東京分行停業，詳述日本政經界的處理、台灣銀行總店的對策，以及對台灣島內各銀行、信
用組合的影響，末敘總督府介入台銀決定不停業，發行台銀兌換券強制流通，終於合力將情勢穩
定。第三章為「台灣金融」，首有金融圈論述並非內地的延長，簡述台銀之歷史。說明作者對台
銀調查會所提之改革案的看法。台灣農業金融、金融市場、利率、資金流通、公債、信用組合的
概況。附錄有論公設當鋪的功能及企業家之作用。本書成書時很貼近台灣銀行破產事件，保留了
很多當時的一手觀察與文獻，對於研究此一事件的學者言，本書是極佳的參考著作 

137台灣農業論 4711871504356梶原通好著 昭和 7(1932)年刊本                 1,100 
    作者有感於台灣雖號稱「農業國｣，但除了官方的出版品外，幾無農業方面的著作，故

將其多年的農業論文及最新統計資料改寫成書。共十二章，簡介農業之概況及缺乏良好條
件，有賴日本進口;缺乏耕地，面臨耕地無法擴展的困難;小農為主的台灣農業，探討經營
面積不足之問題;農產的種類，由自給自足走向市場生產，外銷農產品的概況;台灣米在紓
解日本米糧不足問題的貢獻以及壟斷的問題;糖業問題;地力衰退與佃農貧困問題分析;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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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展;畜產;園藝作物;山地農業;本書作者為日治時期長期關心台灣農業的專家，不僅對
農民的生活頗有研究，對農村問題更有鞭辟入裡之認識，頗值得研究台灣經濟史者查閱。 

138 台灣米穀經濟論 4711871504363 川野重任著 昭和 16(1941)年刊本           2,050 
日治時期製糖業是殖民政府在臺灣的最重要投資，而臺灣米在 1920年代中期以後亦具有

紓緩日本糧食短缺的功能，1920 年代末期起米、糖兩個部門卻陷入激烈的競爭，如何釐清
並解決「米糖相剋」，成為當時日本學界關注的問題，以東京大學教授川野重任的見解最
具代表性，故本書也成研究日治時期台灣經濟發展的經典著作。本書共分為九章，台灣米穀
問題的意義，米作農業發展的諸歷程，其生產發展諸面向，「米糖相剋」問題，米穀商品化
的機構，米穀交易的跛腳性，市場問題，米價的構成，米穀輸出管制政策的登場。再者，書
末還有四個附錄，包括：台灣米穀需求一覽，台灣米價指數、一般物價指數及米價率，台灣
米穀輸出管理關係法令，此外還有 9張照片、167個統計表及 23個圖表。描繪了米糖諸問題
的各種面貌，分析了產生的原因，近年更引起台灣學界的激烈討論，堪稱日治時期研究台灣
經濟最嚴謹的學術著作，為研究台灣經濟史者必讀之書 

139台灣米研究 4711871504370  江夏英藏著 台灣米研究會發行 昭和5(1930)年刊本2,050 
1930年代，台灣米穀約年產 650萬石，其中 250萬石輸出日本，對解決日本糧食問題貢

獻良多。但介紹米穀交易的著作，卻只有上野幸佐的《糖米年鑑》及佐佐英彥的《台灣產業
及其取引》兩書，本書即在上述背景下完成的。書首述米的重要性，討論米作改良設施的過
程，栽種及輸出日本的概況，米穀檢查制度的演變及各種問題。論說台灣設置米穀交易所的
功過及正米市場的機能。敘述明治、大正、昭和各時期米價調節政策的效果。概說三井物產、
三菱商事、杉原商店、加藤商會等十七個輸出米商的興衰第介紹杉原佐一、井出松太郎、吳
澄淇、許雨亭等十二位米界活躍者的生平。書末還附有九個台灣米穀統計的表格。作者長年
任職於台灣米界巨商—瑞泰商行，具有豐富的實務經驗，並且會說台灣話，故能將台灣獨特
的米穀交易系統娓娓道出，研究日治時期台灣米穀者若細讀本書，必可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140台灣米穀年鑑 4711871504387上野幸佐、蒲田丈夫著 大正 12(1923)年刊本    3,000 
米業的進步，不僅須要農業的改良，也須生產、分配及消費三者通力合作，田總督時代

已開始注意米穀加工、保存、販售、運送的改良，本書作者一為早稻田大學商學士，一為
大阪朝日新聞記者，兩人所編纂之米穀年鑑，即特別重視米政之農、工、商三個環結的敘
述。本書有五章，介紹台灣米作的沿革及將來。改良及增殖，敘述耕地、米作的擴張、品
種改良、施肥獎勵、生產器械改良、病蟲害防治、輸出檢查、農業倉庫、業佃協調等問題。
對農業金融，銀行放貸。米之交易概況。介紹移出同業組合及正米市場組合之概況。在圖
表部分，有台灣米產地圖、86 個有關生產、經濟、價格、貿易、參考、市場對照之表格，
都很有參考價值。書末附錄則為本島重要米穀輸出商及其輸出量統計表。本書為商學專家
所編著，又得總督府農務課提供資料，內容翔實正確，經過仔細計算之表格尤富參考價值. 

141台灣食糧年鑑 4711871504394  林肇編纂 昭和 20(1945)年刊本              2,050 
本書探討糧食農產品，包括米、甘薯、甘蔗、花生、小麥等的生產及其加工概況。糧食

現況戰時糧食對策，及管理、增產、消費、配給統制的概況。糧食行政機構，說明農商局
糧食部、事務所、派出所的功能及任務。對糧食關係團體，介紹台灣食糧協會等 18 個米穀
關係團體，及台灣醬油配給組合等 17個中央糧食生產配給團體，以及地方食糧配給團體。
另對主要糧食公定價格, 各州廳糧食的官定價格。表列全台 131個農業倉庫的概況。糧食
關係法規，台灣食糧管理令及實施規則等管理、檢查、配給、會計等統制法令。附錄有二，
一為昭和 14—18年的糧食關係日誌，二為糧食關係統計，包括土地及耕地、農業戶口、農
業產值、主要糧食農作物生產及加工生產的統計。本書為戰爭末期所編纂發行的糧食年鑑，
也是目前留存的少數昭和 20 年出版品之一，本書可以研究日治末期農業的概況，亦可作為
研究台灣總督府戰時統制政策的材料，值得學者探究。 

142台灣的糖業 4711871504400佐藤政藏著 台灣產業評論社發行 昭和 11(1936)年刊本   1,750 
糖業係台灣產業之大宗，也是日本帝國的重要產業之一，其消長對台灣乃至日本都有重大影

響，糖業之副產品，無水酒精及甘蔗渣製紙也成為國策產業，備受矚目，因此作者編纂本書，
探討台灣糖業的來龍去脈，並報導當時現況。包括：砂糖起源，甘蔗糖業，砂糖種類，世界砂
糖及日本糖業，現在台灣糖業，國策: 台灣糖業及其副產品，各製糖公司現況，赤糖沿革及現
狀，詳述了台灣製糖、新興製糖、明治製糖、大日本製糖、昭和製糖、台東製糖、日糖聯合會
台灣支部的概況，十分有參考價值。另外附錄，一為大阪每日新聞社台北支局所舉辦之糖業座
談會的記錄，一為回憶山田熙對台灣糖業貢獻的文章。本書成於台灣糖業進入戰時體制前夕，
對研究台灣糖業由「準戰期」轉入「戰爭期」，頗有參閱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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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台灣糖業之實際 4711871504417 藤井鄉川著  昭和 7(1932)年刊本           1,300 
作者為報社記者，採取遠觀、綜觀的方式報導台灣糖業，全書分為三部分，第一編為南日本

生命線—台灣之產業，內容有台灣專賣利潤之供給、帝國主義前鋒的台灣銀行、土地制度與「匪
亂」、概觀台灣產業、鳥瞰七大都市、國有鐵路大觀、日台交通路線等章節 及台灣糖業行腳考察
記，分析台灣糖業南北之差異，明治製糖，大日本製糖，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鹽水港製糖，立於稻
米產地奮力向上的帝國製糖，受幸運眷顧的新高製糖，北部製糖代表的昭和製糖等文章。對台灣
糖業的實際，論述了台灣糖業產量之實際成績，並規劃耕地面積、產量及製糖量預估、糖業輸出
等，再次則討論 1933—1934年的甘蔗收購價格。本書編纂於糖價上漲、各製糖公司景氣復甦的
1932年底，值得研究此一時點台灣糖業發展史者一讀。 

144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史 4711871504424 伊藤重郎編 昭和 14(1939)年本    2 冊  6,400 
介紹公司的沿革，描繪領台當時台灣糖業的情形。對公司發起人會、創立總會等創立經過多

作說明。確立台灣糖業政策及日俄戰後的大擴張時代，說明合併台南製糖公司、怡記製糖公司、
及船舶設施、糖產量增加的經過。敘述 1911、1912暴風雨來襲，以及當時的原料對策。視第一
次世界大戰後的飛躍時代，包括：增資、製造方法的改進、甘蔗業的發展、販售情勢。昭和後的
業務擴張時代，內容有：新設或合併工廠,製糖率的提高、砂糖關稅及消費稅的演變。重要幹部
及員工、總公司及東京分公司、業務組織、蔗作農業、工廠、鐵路、製品及販售、公司的公共設
施、報國概況、旁系公司及投資事業等。製糖是日治時期台灣最重要的工業，台灣製糖公司不僅
是殖民政府設立的第一家新式製糖公司，也是規模最大的糖業公司，因此本書之重要性不言可
喻，使用一手資料編纂，同時插入不少珍貴照片，為研究日治時期糖業者不可不參考的著作。 

145台灣糖業年鑑 4711871504431杉野嘉助編纂 昭和3,5(1928,1930)年刊本 3冊  6,100 
作者為台南新報、台灣日日新報二十餘年的經濟記者，對糖業尤有研究，台灣通信社特

聘其編纂本書。當時雖然台灣糖業增產有成，已可滿足日本本土 2/3的砂糖需求，但此時
砂糖與米穀相剋問題已經產生，並正逢經濟恐慌來臨，為求經營合理化，大型新式製糖公
司開始對中小製糖公司進行整併，本書對這兩種趨勢說明頗詳。分為特編、八編、附錄等
三部分。簡述台灣糖業年譜及 1926、1927 年糖業大事。包括：砂糖概念，甘蔗農業，砂糖
工業，日本本土及屬地糖業，世界糖業，砂糖商業，各種問題及最近時事，十二家製糖公
司之由來與現況。附錄則收錄台南製糖股分公司簡介等 16篇文章。本書詳述日治中期以前
台灣糖業的農工生產、銷售及整併歷程、米糖相剋等問題，堪稱此時期台灣糖業發展的百
科全書，值得研究日治時期糖業發展者細讀。 

146砂糖年鑑4711871504448山下久四郎著 日本砂糖協會昭和10,13,15(1935,38,40)年版 3冊 6,300 
本書編纂之時，日本及世界都已進入戰時體制，在各國控制輸出下，世界糖價飆漲，中日戰爭

爆發後，日本實施資金調整法、外匯管理法等統制法令，為配合戰爭國策，糖廠也開始研究製造
無水酒精，日本糖業發展進入蛻變期。本書在蒐集資料十分嚴謹，獲得外國商會、台灣總督府、
中央農林省、大藏省、各殖民地相關官廳及日本糖業聯合會、三井、三菱等公司所提供的資料。
述敘生產、消費、輸出入、需求配給、市場、日糖聯合會協定、代理店市場對策、製糖公司及生
產團體、砂糖交易所及糖商團體、糖稅及糖業相關法規、中央經濟會議、酒精界、世界糖界、美
國、古巴、歐洲、爪哇、滿洲國、中國等國糖業等節。編者整理了各種糖業發展數據的 343個統
計表，十分值得參考。本書概述日本帝國乃至世界糖業的概況，又有豐富簡明的統計表，實為研
究戰爭期日本帝國及台灣糖業問題的重要參考書。 

147 台灣青果年鑑 4711871504455 台灣青果研究會編纂 昭和 7 (1932)年刊本     2,050 
本書可分為四大部分，第一編為香蕉，概述沿革，說明香蕉產業各種機關的沿革及交易的

變遷，介紹日本內地各種收貨、仲介組合、聯合會的概況，說明台灣各州香蕉生產面積、產
值及輸出量，簡介運送沿革及運輸機關狀況，羅列香蕉產銷價格統計表。第二編為鳳梨，介
紹台灣鳳梨罐頭同業組合、鳳梨罐頭工廠表、收獲量及生產價格等表格。第三編為柑橘及西
瓜，包括概述員林、新埔、新竹、永靖等四個柑橘西瓜組合或信用購買販賣利用組合概況，
以及收獲量、產值等表格。介紹大阪青果、昭和青果、台鮮物產等三個公司，台灣青果精製、
中南運輸等指定交易公司的概況。香蕉、鳳梨、柑橘、西瓜號稱日治時期台灣青果四大作物，
其中尤以香蕉最為重要，然而由於總督府政策不定，香蕉產銷機關分合無常，本書有條不紊
將其釐清，為研究日治時期青果業必須參考的著作。 

148台灣民間藥用植物誌 4711871504462  佐佐木舜一著 大正 13(1924)年刊本    2,200 
作者奉殖民政府之命，調查台灣民間藥用植物，出版調查報告。本書以調查報告為底本，

在中央研究所林業部長金平亮三博士、總督府醫學校教授春原三壽吉等人的指導及校閱
下，修訂增補後出版。本書共收錄了 579 種藥用植物，參考台灣總督府殖產局編纂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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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植物總目錄》分類，每種植物皆附日文名稱、分類科別、英文學名、樣貌描述、產地分
布、方言及漢名、效用、用法等。另外本書附有十三張藥用植物照片，書末則有附錄，日
名索引、漢名索引，查閱頗為方便。本書係以官方調查報告為底本，經專家修訂後編纂出
版，收錄藥用植物頗多，解說詳細，非常值得植物學者、漢醫學者參考。 

149台灣專賣事業要覽 4711871504479 橋本白水編著 昭和 7(1932)年刊本        2,350 
專賣制度不僅是殖民政府能夠財政獨立的最重要財源，也兼有產業、社會政策之目的，

鴉片專賣採漸禁政策，以期能逐步消滅癮者，食鹽專賣則對振興荒廢的鹽田很有貢獻，樟腦
專賣乃以收回掌於外人的商權為目的，並確立台灣樟腦工業的世界地位，菸草專賣以自給自
足為目標，酒專賣則透過改良製法，確保了台灣民眾的健康衛生。1932年時，專賣制度每年
已為總督府帶來相當收入，佔歲入將近半數，重要性不言可喻，作者乃以專賣局的調查資料
為基礎編纂本書，作為專賣制度實施三十五年的總結。本書共分概說，沿革，分述鴉片、食
鹽、樟腦、菸草、酒專賣的概況，台灣專賣法規之抄錄，介紹專賣事業官方、民間功勞者，
說明專賣事業特許批發商的概況，敘述酒類輸入商及重要專賣特許批發商人的生平，專賣品
零售商人名錄及營業成績表。本書作者為長年定居台灣的記者，與總督府關係良好，蒐羅豐
富的資料，為研究日治時期專賣制度者必備的參考書。 

150台灣專賣事業年鑑(人物篇) 4711871504486 畠中泰治著 昭和 12(1937)年刊本 1,400 
本書為有關戰時體制下台灣專賣事業發展之論文，以及官方重要訓令、指示之抄錄，內容有戰

時體制下的專賣事業，酒精專賣事業，戰時經濟對國民之要求，合成樟腦與日本樟腦的將來，專
賣局訓令、通牒、指示之抄錄，專賣事業之現況與將來。第二部分則簡述專賣局轄下八個支局、
八個派出所的概況，並收錄酒、菸、鹽專賣特許商人、官員之生平。本書既有中日戰爭爆發後，
台灣總督府對專賣事業調整之概述，以及實際指示，並收錄二百餘位專賣特許商人的生平，為研
究日治中後期台灣專賣制度發展及運作者，值得參考的著作。 

151台灣鹽專賣志 4711871504493松下芳三郎編纂 台灣總督府專賣局 大正14(1929)年刊本 2冊  5,900 
作者為專賣局鹽務課長，為台灣製鹽界要角。他參考了專賣局保管文書、台灣舊慣調查

會報告書、殖產報告、鹽業調查錄、台灣府誌、台灣通史等資料，編成本書。敘述改隸前
的鹽制，說明台灣鹽業自雍正四年實施專賣後的概況，以及劉銘傳的改革。改隸當時的鹽
業。台灣食鹽專賣規則、台灣鹽田規則的制定。說明鹽田的開設修復及補助金。介紹油車
港等十九處甲、乙種鹽田的沿革。及鹽業組織。敘述 1899年至 1906 年食鹽輸入的狀況及
食鹽庫藏的方法。介紹販售的概況及再製鹽、煎熬鹽等種類。說明走私鹽的取締。介紹鹽
專賣的官署。在書中插入了將近 150 個表格，另外還有附錄，載錄台灣的鹽田面積、收藏
數量、採鹽日數、食鹽販售、輸入數量等資料。作者為殖民政府中的食鹽專家，內容詳實，
堪稱日治前期台灣鹽業的百科大全，值得細讀。 

152 布袋專賣史 4711871504509  石永久熊等編纂 昭和 18(1943)年刊本          2,750 
本書由專賣局布袋出張所長石永久熊、鹿港出張所長橋口經夫、鹽業協會主事船木長穗等鹽

業專家執筆，敘述日軍登陸布袋的經過，並整理了布袋出張所職員一覽及大事記。述及「鹽業關
係」，包括鹽業概要，沿革，布袋鹽田消長，食鹽品質改良前後的狀況，食鹽的輸出管理，製鹽
實驗等。收錄日本及台灣之年表、布袋嘴歷史、布袋附近地誌、布袋嘴登陸前後模樣等五篇文章。
「後圖雜錄」，內有日本造船史、日本海運史、布袋港築港促進論等三篇文章。本書由多位鹽業
專家以專賣局布袋出張所為中心，考察台灣鹽業的發展，以小見大，並附有布袋鄉土史的資料，
值得研究日治時期台灣鹽業及嘉義布袋鄉土史者參考。 

153專賣制度の台灣の酒 4711871504516  杉本良著 昭和 7(1932)年刊本   2冊   4,200 
台灣總督府為了衛生保健及財政要求，在 1922年實施酒類專賣，在推動酒類專賣立法

時，曾引起酒商的反對，以及日本國會的激烈辯論，作者當時擔任總督府總務長官的幕僚，
熟知整個過程。其感於專賣局編纂酒專賣史，但實施專賣前各種台灣酒的事跡亦值得記述，
故編著本書，作為酒類實施專賣十週年的紀錄。引用藤本鐵治的研究，說明為 1907 年徵收
製酒稅前台灣酒之狀況，包括各種酒類製法、原料米、藥種、糖蜜、紅白麴、商標、製酒
數量等。日本移入之清酒。麥酒。酒類專賣及酒類營業者，討論專賣制度的立法經過、預
算、法令。酒類指定批發商及其組合。書末還附有索引，以方便查閱。又為官方專家所著，
詳實而可靠，堪稱研究 1922 年以前台灣酒類歷史的大全。 

154 專賣台北支局總覽4711871504523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台北支局著 昭和10(1935)年刊本 2冊   3,650 
專賣局台北支局長岡崎喜亦認為專賣事業的改善發達必須以土地境域為基礎，因此乃特

別組織各分區的食鹽、菸草、酒類特許批發商，編纂本書。分三編，分別簡述專賣局台北
支局、專賣制度沿革、販售機關、同業組合的概況。其下有台北市、文山郡、七星郡、淡
水郡、新莊郡、海山郡、桃園郡、大溪郡、中壢郡等，分別敘述該市郡的地誌及食鹽、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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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酒類特許批發販售的概況，並插入有代表性地標的照片。另簡述製腦業官營的主旨。
本書重點不僅細述各市郡之轄域面積、種族戶口、地勢、交通、風俗習慣、沿革、官署、
銀行公司、教育、衛生、產業經濟、名勝古蹟之概況，更詳實記載鹽、菸、酒三類各特許
批發商區域、沿革、成績的概況，非常值得研究日治時期專賣制度者參用。 

155台灣專賣事業年鑑 4711871504530畠中泰治編纂 昭和11-16,18(1936-41,43)年刊本12冊 19,200 
1935年台灣總督府的預算，歲入中官業收入已高佔 77%，其中半數即為專賣收入，足見專

賣對充實台灣財政收入的重要性。再者，鴉片專賣已實施 40年，食鹽樟腦、菸草、酒類亦分
別有 38年、31年、15年的歷史，作者蒐集資料編纂本書。分為三部份，論說台灣專賣事業的
地位及特質，敘述收支的概況，介紹專賣事業之機關。第二部分為各說，就鴉片、食鹽、菸草、
酒類、樟腦五種專賣品，解說其淵源、沿革、製造、販售、管理、使命等。第三部分為附錄，
簡述歷代專賣局長、庶務課長、鹽腦課長略傳，記述專賣局，官署長、股長名鑑及一覽，1935
年專賣大事日誌，概說各國專賣制度，簡介全台菸草、酒類專賣特許商的生平，介紹國際運通
主要幹部。本書以年鑑方式編纂而成，體系簡明，透過本書極易一窺台灣專賣事業之全貌，值
得研究日治時期專賣事業者一讀。 

156 台灣年鑑 4711871504547 田中一二編  昭和五、十八(1930, 1943)年版   2冊  5,200 
台灣通信社以報導台灣政治、經濟、社會及一般時事為目的，設有調查部，除周刊外，每年發

行台灣年鑑、台灣糖業年鑑。本書共分為 61項主題，介紹各主題之概況，包括：時事日誌、位置、
地勢、山嶽、河川、氣象、住民、都市及名勝、台人風俗、統治、官制、歷代總督施政方針、陸
海軍、法制、裁判及檢察事務、警察及保甲、刑務所、醫事衛生、教育、社寺、社會事業、財政、
金融、貿易、鐵路、專賣、土木事業、糖業、米作、青果、一般農業、礦業、水產、林業、一般
工業、副業、通信、海運、電氣及瓦斯、研究調查機關、原住民、商業、新聞雜誌、銀行公司、
信用組合、府州市街協議會員、街庄長、律師及公證人、公共團體、歐美人士錄、台灣商工信用
錄、台灣觀光指南、演藝等，鉅細靡遺，堪稱台灣自然人文的縮影，每個主題都可以作為研究之
子題，可說是研究日治時期者的絕佳之入門書。 

157台灣株式年鑑 4711871504554 竹本伊一郎編 昭和 6-7(1931-32)年刊本  2 冊  4,600 
本書共分為十四章，一至十一章將台灣島內的企業分為金融業、食品工業、特殊工業、化學

紡織工業、雜工業、物品販賣業、雜商業、交通業、礦業、水產業、農業等部門，介紹各公司
的創設年代、資本額、總股數、重要理監事職員、決算期、股東數、分行派出所、營業報告概
況。第十二章則介紹重要的台灣島外企業，第十三章詳細載錄金融、貿易、財政、商品之經濟
統計，第十四章則分析 1930年台灣島內經濟情勢。本書作者組織台灣經濟研究會，從事經濟問
題研究，以此背景陸續出版本書，並蒐集股份公司的營業報告書，增加了本書內容的充實性。
再者，竹本伊一郎這套企業年鑑所蒐集的營業報告書，列有大股東的持股數及營業成績，對於
重建日治時期各企業歷史很有助益，十分值得參考。 

158台灣會社年鑑 4711871504561 竹本伊一郎編 昭和9-11,13-15年(1934-36; 1938-40)刊本   6冊   14,400 
本書之前身即為竹本伊一郎所編之台灣株式年鑑，改版後內容更加充實，除收錄股份公司的

資料外，也載錄了合資、合名兩類公司的住址、創設年代、資本額、代表社員等資料。除了保
留內外「經濟大觀」、「台灣經濟統計」兩類資料外，也增加了「內外經濟日誌」、各公司之「歷
年營業成績一覽表」。本書作者竹本伊一郎以經濟學者自居，其所編之企業年鑑錯誤較少，被當
時報章雜誌評為企業年鑑的第一名，故為研究日治時期企業發展史者必備的參考書。 

159 台灣銀行二十年誌 4711871504578台灣銀行編纂發行 大正 8(1919)年   2冊  5,600 
本書分三編，第一編為台灣開發與台灣銀行，包括領台當時台灣經濟界、台灣銀行創立、

台灣幣制、財政與國庫、金融等章節。第二編為台灣銀行業務的擴張及成績，對華南南洋日本
人事業的援助等章節。第三編為台灣銀行內部關係，包括組織職掌、重要幹部、行員等。書末
還有台灣銀行法、台灣銀行補助法、台灣銀行定款、歷年每季營業成績對照表等，附有：台灣
銀行總行、支行、重要幹部、台北今昔、台灣銀行券重要產業、水圳等珍貴舊照及重要地圖及
統計表。台灣銀行是日治時期台灣首屈一指的銀行，兼有台灣中央銀行的性質，發行銀行券，
為台灣總督府輔助產業發展最重要的工具，其動向牽動台灣經濟發展，加上大正以前完整敘述
台灣經濟發展歷程之著較少，故本書實為研究日治前期台灣經濟史者必定要參考的著作。 

160 台灣銀行四十年誌 4711871504585 名倉喜作編纂 昭和 14(1939)年刊本  2冊 6,000 
     本書有九章，為總說、設立及開業、組織、公積金、紅利分配、支行、派出所、重要幹

部、行員及事務職掌之概況、銀行券、存、放款、匯兌、信託證券、國庫國債之情形，介紹台
灣銀行對財政、公共事業、金融、產業之貢獻，記述台灣銀行在日本、中國、滿洲、南洋、印
度及歐美的發展、昭和金融恐慌與台灣銀行，以及台灣銀行的整頓，續為七七事變與台灣銀行，
末為結語含台灣銀行年表、台灣銀行法、台灣銀行補助法、台灣銀行定款及七個參考統計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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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資料，配合文字敘述，插入地圖、圖表，及珍貴照片。台灣銀行曾編纂十年誌、二十年誌，
本書即為二十年誌之補編，同時也是日治時期台灣銀行的總結。本書所採用之資料，係參考台
灣總督府之正式記錄，以及相關一手文獻、當事人訪談，資料豐富而正確，照片張張稀罕，為
研究日治時期經濟史者必備的參考資料。 

161 台灣銀行會社錄 4711871504592 杉浦和作編 昭和 9,11-16(1934,1936-41)年刊本 7冊 17,150 
日治時期一共留下了三套企業年鑑，一為台灣實業興信所發行，杉浦和作編纂的台灣銀行

會社要錄，共出版 1923—1942年版，二為高砂改進社、圖南協會發行，千草默仙編纂的會社
銀行商工業者名鑑，共出版 1928—1943年版，三為台灣經濟研究會發行，竹本伊一郎編纂的
台灣會社年鑑，共有 1931-1943年版，本書即為其中第一套企業年鑑。本書以台北、台中、
台南地方法院的商業登記公告為基礎，摘錄各公司住址、創設年代、營業目的、決算等資料，
再加上電話、分行資料而成。本書將公司分為五十四類記載其資料，並有重要經濟統計數據
十三項，另外還附有索引方便檢索。本書資料以法院公告為準，故較具正確性，同時杉浦和
作所編纂之書，在三套企業年鑑中，成書年代最早，所跨年份亦最多，而公司決算資料亦頗
有價值，為研究日治時期企業史的重要史料。 

162 會社銀行商工業者名鑑 4711871504608 昭和3,7,9-18 (1928,1932,1934-43)年刊本   24冊  44,400 
千草默仙編 本書分為公司、商工業者兩類編纂，公司類又分為金融、運輸交通、電力

瓦斯、農工業、保險、礦業、水產、土地建物、土木建築及材料、機械金屬、新聞通信印
刷、各種營業等十二項，分門介紹各公司的地址、電話、創設年代、決算期、資本額、營
業目的、董監事及重要職員之名單、籍貫、住所、電話等資料。商工業者類則分為台北市、
基隆市、桃園街、新竹街、豐原街、台中市、彰化街、員林街、嘉義街、台南市、高雄市、
屏東街、花蓮港街、台東街等十四個地區，其下又按營業項目分類，介紹商工商業的地址
及電話。在兩類資料前本書皆附有日文發音的索引，增加了查詢的便利。利用杉浦和作、
千草默仙、竹本伊一郎三套年鑑，可以重建日治時期企業發展史，而千草默仙所編之書，
蒐錄公司最廣，同時又列有董監事的籍貫，很值得參考。 

163台灣鐵道旅客運賃總覽 4711871504615 昭和16、18(1941,1943)年版 16開     2冊   6,800 
        武澤贇太郎編纂  本書內容包括旅客運費計算方法、各種乘車券通用期間、通行稅等。次為

縱貫線、潮州線、宜蘭線、平溪線、淡水線、台中線、集集線、台東線等鐵路的旅運情況及收
費費表。另為營林所、各糖廠及各交通公司的 22條私設鐵路、基隆輕鐵等 49條私設軌道的旅
客運費表。各地公共汽車、汽船的旅客概況及運費表。日本航空、滿洲航空的旅客運費表。本
書由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出版，內容不僅有台灣鐵路、輕鐵、軌道、公共汽車的旅客運費
計算，也有海運、空運的旅客運費計算，同時還擴及日本本土、滿洲、朝鮮各鐵路的旅客運費
計算，故本書堪稱日治末期日本帝國行旅費用計算的萬用全書，頗值得學者參用。 

164台灣鐵道旅客運賃表 4711871504622武澤贇太郎著 昭和 20(1945)年刊本 16 開 1,700 
本書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規程拔萃」，說明客運費計算方法、特定旅客、團體旅

客及行李運送戰時條例等。第二部分則為，包括：縱貫線、屏東線、宜蘭線、平溪線、淡水線、
台中線、集集線、環狀線、台東線，以及台北鐵道、台灣交通、日本礦業、台灣拓殖、鹽水港
製糖、明治製糖、日糖興業、台灣製糖公司私營鐵路各線的各站運費表。本書由台灣總督府交
通局鐵道部業務課監修，可以作為研究日治末期交通史之參考。另外，本書出版於昭和 20年，
已是日人治台的最後一年，由於此時物資嚴重缺乏，罕有出版品，故本書十分珍貴。 

165 台灣鐵道貨物運賃總覽4711871504639武澤贇太郎編纂 昭和15、19(1940,1944)年刊本2冊  6,400 
本書共分為四編，第一編為鐵道貨物運送規則、補則及細則條文。第二編載記鐵道營業法條文。

第三編登載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運輸規程條文，另外還收錄：鐵路船舶運送規則、私有鐵路貨車使
用費率表、台灣各港口貨物運送費率表、基隆高雄官方倉庫使用費、花蓮港台東貨物運費速查表。
第四編為縱貫線、潮州線、宜蘭線、淡水線、台中線、集集線、平溪線各車站的貨物運費速查表
及營運概況：整車貨物、零散貨物普通及特殊費率的速查。本書為台灣總督府交通局官員所編輯，
可以計算當時的運輸成本，值得研究日治時期經濟史者參考。 

166 台灣鐵道貨物運賃等級表4711871504646武澤贇太郎編纂 昭和15、19(1940,1944)年刊本 2冊  2,600 
本書編纂者為台灣總督府交通局官員，有關交付貨物運送時，查詢貨物歸類、費率、優

惠、手續費、包裝方法。記載其等級歸類、普通貨物 28 類，特別則有 15類。有 15 類優惠
費率。貨物各種手續費率。貨物標準數量。危險品標準包裝表，35種包裝方法。為貨物等
級表品目索引，包括貨物各線鐵路營業里程表、規定要點等。本書為台灣總督府所出版的
貨運費用書，可以做為研究日治時期台灣運輸史或經濟史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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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台灣私設鐵道及承合バス運賃表 4711871504653武澤贇太郎著 昭和19 (1944)年刊本       900 
本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私設鐵路，包括：台灣拓殖、日本礦業、台北鐵道、台灣

交通、日糖興業、鹽水港製糖、明治製糖、台灣製糖等八家公司的私營鐵路運費查詢速查
表及營運概況。第二部分為公共汽車，其下包括局營巴士及私營巴士兩編，私營巴士又收
錄了台北近郊公共汽車、基隆市內巴士、南邦交通公共汽車、蘭陽公共汽車、桃園交通汽
車、台灣軌道汽車、日新商會汽車、台中市巴士、豐原公共汽車、台灣交通汽車、彰化公
共汽車、員林公共汽車、台西公共汽車、嘉義公共汽車、嘉義市內巴士、台南公共汽車、
台南市內巴士、興南公共汽車、新營公共汽車、高雄公共汽車、高雄市內巴士、屏東公共
汽車、花蓮港公共汽車、澎湖交通汽車、新港公共汽車等 26 家公共汽車公司的運費速查表
及概況。本書為總督府交通局官員所編纂，利用本書可以計算運費成本，亦可重建日治末
期私鐵及公車的路線，值得研究經濟史及交通史者參閱。 

 

廿五) ◎有關臺灣之西文譯著 Books on Taiwan in Western Languages: 
 編號     作   者          書    名  及  版  本 /  書 介                    定價(台幣) 

BS3 4711871503014  Books on China 中國書目-臺灣出版及重印西文書目: 1980: A 
Cumulative List with Descriptions of Original and Reprinted Western-Language Titles 
Available from Taiwan. 1980. viii, 308pp. 

500 

CRA
S 7 

4711871492936  Wang Pao-hsien.臺灣各圖書館現存叢書子目索引; 前傅斯年圖書館
館員王寶先編 Title and Author Index to Ts'ung- shu in Taiwan Libraries. Part I: 
Title Index, 1975.2 vols.. Part II: Author Index, 1977, Total 3 vol. set 

5,800 

OS 
15 

4711871496385  Robert L. Irick, ed.  An Annotated Guide to Taiwan Periodical 
Literature 臺灣期刊指南, 1972.1973. ix, 174pp. 

1,025 

OS 
28 

4711871492974  Roy Hofheinz, Jr.  A Catalog of Kuang-tung Land Records in the 
Taiwan Branch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廣東省各縣
土地調查冊目錄 

750 

OS 
32 

4711871492943  William Ju, comp.  Union List of Chinese Periodicals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Taiwan 1976 (臺灣各大專院校中文期刊聯合目錄; 前
中央圖書館館長:諸家駿編).xvii, 580pp. 

1,600 

RAS 
12 

4711871503304  William Y. Chen.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Agriculture (中國農業研究書目注釋), 1993. xi, 391pp. 

1,760 

CW1
53 

4711871499980  Bibliography Of The Far Eastern Tropics. (Taiwan: 1938) (臺灣收

藏遠東熱帶地區相關書目) 
900 

Description: A classified list of Western language monographs in eight institutions in Taiwan. The location 
of each work is identified. This bibliography covers the following topics: economics, finance, commerce, 
industry, agriculture, law, politics, sociology, education, religion, history, geography, linguistics, and 
science for the following areas: The Philippines, French Indo-China, Siam, British North Borneo, Sarawak 
Brunei, British Malaysia, British New Guinea, The South Sea Islands and The Netherlands East-Indies. 
CW2
62 

Annual Report On The Trade Of North Formosa 1886-1909, Of South-Formosa 
4711871496521  1887-1909,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 1910-1914. (臺灣貿易年度報
告:1886-1914 英國貿易同業公會編)F Foreign Office Annual Series,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 on Trade and Finance, Edited at the Foreign Office and Board of Trade 
of the United Kingdom. (London) 3 vols. 

3,360 

Description: These annual reports contain specific information, by commodity, concerning trade and 
commerce in Formosa by all nationalities. The date is presented in both narrative and tabular forms, 
with occasional maps. The principal ports included are Tamsui and Keelung in the north, and Tainan 
district in the South. Annual observations on local activity affecting trade and commerce, plus 
assessments of future prospect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each report. 
CW5
5 

4711871496637  Campell, W.  Formosa Under The Dutch(荷蘭統治下的臺灣).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With Explanatory Notes And A Bibliography 
Of The Island. (London: 1903) 

1,120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is work concerns the condition of Formosa under Dutch rule. The first part is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island's trade, religion and topography. The second part concerns the missionary 
work carried out by the Dutch while on Formosa. Part three retells the Chinese conquest of Form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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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 
255 

4711871496453  Pickering, W. A. Pioneering In Formosa (臺灣之開創者).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And Head-Hunting Savages. 
With An Appendix On British Policy And Interests In China And The Far East. With 25 
Illustrations. (London: 1898) 

1,220 

Pioneering in Formosa contains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of foreigners among the natives of 
Formosa before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Part of the book is a travelogue telling of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and scenery, but most of the text deals with the lives of Formosa's various inhabitants. 
CW2
60 

4711871496507  McGovern, J. B. M. Among The Head-Hunters of Formosa(獵人頭

時代的臺灣). (London: 1922) 
1,090 

Written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he authoress, an anthropologist, records her observations after living among 
the aborigines of Formosa for two years, 1916-1918. Divided in two parts, the first is a sympathetic and 
highly personal account of her first encounter with Formosa and its native inhabitants. The second part is a 
straight forward description of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aboriginal tribes which she observed. Topics 
included are: racial stock, social organization,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marriage, illness and death, arts 
and crafts, tattooing and other forms of mutilations and transportation Numerous illustrations. Index. 
CW 
226 

4711871496552  Campbell, W.  Sketches From Formosa (臺灣素描), With 
Illustrations. (London: 1915) 

1,280 

Published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Taiwan. Campbell has 
written and compiled a series of anecdotes concerning his missionary experiences in Taiwan to illustrate the 
daily activities, successes, failures, and rewards of missionary work. The anecdotes also contain a variety on 
the indigenous peopl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the early missionary work by the Dutch. 
CW 
254 

4711871496446  Davidson, J.W.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福爾摩沙史),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 With 
Illustrations And Two New Maps. (Yokohama: 1903) 

1,760 

The author served as a war correspondent with the Japanese Army during the takeover of Formosa in 
1895 and was later appointed United States Consul for Formosa. The product of eight years of 
research, this volume is an exhaustiv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Formosa from Dutch rule in 1514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considerable portion of this work is devoted to a descrip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dustry, and trade in Formosa. Detailed treatment is also given to the inhabitants 
and plant life of Formosa. The Appendix includes data on aborigine dialects, birds, mammals, and 
climate. Extensive index. A valuable source for students of Taiwan history and ethnography. 
CW 
165 

4711871496606  Clark, J.D.   Formosa(福爾摩沙). (Shanghai: 1896) 960 

J.D. Clark having taken most of his information from the Decennial Reports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1882.1891, begins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events around the year 1882, and 
continues in fuller detail of the years between 1885 and 1895, and Japanese occupation. In addition to 
an historical description, the author, seeing Formosa as a rich island,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her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aspects, with much detail on the two cities of Tamsui and Tainan. 
CW 
34 

4711871496644   Imbault Huart, C.    L'ile Formose (福爾摩沙).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Paris: 1893)          

1,760 

This work opens with an extensive annotated bibliography by H. Cordier of works related to Formosa in 
Chinese, Japanese, and European languages The historical portion of this work is based primarily on official 
Chinese accounts of Formosa and European scholarship. The history begins with Chinese raids on Formosa in 
605 A.D. The Dutch occupation, rise and reign of Koxinga and his descendants, Ch'ing conquest, and Japanese 
occupation are discussed in turn. The descriptive portion is devoted to geograph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commerce, the people, and travel in Formosa Maps and illustrations abound. 
ALS 
6 

4711871496408  George Williams Carrington,   Foreigners in Formosa (在福爾摩沙
/台灣的外國人), 1841-1874. 1977. xiv,  308pp. Frontis., map, index 

960 

CW2
59 

4711871496491  Boehm, L.    Formosa (臺灣封鎖下的一個故事), A Tale Of The 
French Blockade Of 1884-1885. China Coast Tales Series VI. No. 10. (Shanghai: 1906) 

900 

A fictional account of life among the family of a British consulate in Kantow, Formosa, allegedly based 
in fact. In an highly entertaining style the author attempts to impart the flavor of life in a treaty port 
before and after the Tientsin Massacre, which led to a French blockade and bombardment of Kantow. 
CW 
261 

4711871496514  Dodd, J.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中法戰爭時北臺灣遭封鎖之日記),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1885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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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1888) 
Recorded by a foreign resident of the period, the events during the Blockade of Formosa by a French 
fleet (1884.85) are given in diary form. The author has also added chapters describing Keelung and 
Camphor districts. 
CW2
63 

4711871496538  Foley, F. J.   The Great Fromosan Impostor (臺灣的大騙徒). 
(St.Louis University: 1968)  

990 

A careful study of the life of a born impostor known as George Psalamanazar (1679-1763) who wrote. An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Formosa in 1704, a best seller in London, and who also passed himself 
off to the elite of Europe as a Formosan prince, until he was ultimately exposed and discredited. On the basis of 
painstaking documentary research the author separates fact and fiction in the life and works of his subject,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being the Memoirs of Psalamanazar. Examples of the subjects own script, thirteen personal 
letters and a hitherto unpublished essay are published in full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appendices. 
CW 
222 

4711871496576  Band, E.   Barclay Of Formosa (長老教會 Barclay 牧師臺灣傳教
史). (Tokyo: 1936)                                 

1,090 

The biography of Rev. Thomas Barclay (died 1935), Moderator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ary in Taiwan from 1875 to 1927. This work focuses primarily upon Barclay's missionary work 
in Formosa before and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t constitutes a history of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through the life of one of its members. 
CW 
258 

4711871496484  Johnston, J.   China And Formosa (中國與臺灣). The Story Of The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With Illustrations And Four Maps. 
(New York: 1897) 

1,380 

An history of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China from its origin in 1836, based on firsthand accounts of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Amoy, Swatow, Formosa, and Singapore and supplemented by a search of Church reports, 
publications, and other document Several chapters are devoted to each of the areas designated above giving an 
account of the people, country,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missionary work. This volume is 
well illustrated with detailed maps of each mission field. The appendix lists the missionaries assigned to China 
between 1847 and 1896, plus additional data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church Index 
CW 
257 

4711871496477  MacKay, G. L.   From Far Formosa (遙遠的臺灣).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 Edited By J. A. MacDonald. With Portraits, Illustrations And 
Maps. (New York: 1896) 

960 

This account of Formosa includes thorough descriptions of geography, animal and plant life, and some 
history. The main portion of the text is devoted to Dr. Mackay's experiences among the Chinese on 
Formosa in his attempts to Christianize them. 
CW 
217 

4711871496569  MacLeod, D.   The Island Beautiful(美麗之島-臺灣). 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North Formosa. (Canada: 1923) 

990 

An account of the Canadian Presbyterian Mission on Formosa. The author concentrates mainly on the 
progress of the mission and the amount and type of work being done by the missionaries. Also included  
information concerning schools, colleges, churches, hospitals, and the work of particular individuals. 
CW 
256 

4711871496460  Landsborough, M.   In Beautiful Formosa (美麗之臺灣). Being A 
Personally-Conducted Tour Of Boys And Girls To View The People, The Scenery, And 
The Work Of The Missionaries In Strange And Lovely Places. (London) 

900 

Written for children, this book contains the author’s impressions of Formosa around 1900. Her aim was to 
inform Western youth about the Christian missionary efforts on Taiwan at this time. Therefore, many of her 
sketches concern the Chinese reactions to the idea of a western God and to the missionaries themselves. 
CW 
209 

4711871496590  Moody, C. N.   The Saints Of Formosa (臺灣之聖徒). Life And 
Worship In A Chinese Church. (London: 1912) 

990 

This volume is a Protestant missionary's account of how converts were won among the Formosans at 
Chang Hwa City, the "fence-sitters," the faith of the converts, those converts who became preachers, and 
the converts' view of the Mother church in the West. 
CW 
224 

4711871496583  Campbell, W.   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臺灣傳教士成功之記述) (London: 1889) 2 vols. 

2,240 

Primarily the history of the Dutch mission in Formosa concerned mainly with the slate of the mission, 
not the people or their culture. The focus of this work is on missionary policies, specific mission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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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ersonal experiences. 
CW 
27 

4711871498754  Latourette, K. S.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中國

基督教傳教史), (London: 1929) 
2,400 

A standard, scholarly reference on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The author begins his history with an 
introduction into the religious background of the Chinese and then covers extensively, the stories of 
Protestants, Roman Catholics, Nestorians and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OS 
40 

4711871502048  Alan Frederick Gates.   Christianity and Animism in Taiwan (臺灣

的基督教與泛靈論) 1979. x, 262pp. Illus. 
1,750 

CW2
64 

4711871496545  Moody, C. N. The Heathen Heart (異教徒之心). An Account Of The 
Reception Of The Gospel Among The Chinese Of Formosa. (Edinburgh and London: 1907) 

990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is work is to describe the conversion process whereby Chinese (i.e. non-aboriginal) 
inhabitants of Taiwan adopted Christianity. The author gives a sympathetic portrayal of life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describes the Chinese residents of Taiwan and their native beliefs. Reasons for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are suggested and the lives of a number of converts are presented. The final portion 
of this work is devoted to the rigors of missionary work, the inability of returned missionaries to 
communicate with European congregations, and the deficient number of missionary workers. 
ALS 
32 

4711871496415  Nancy Ing.   Winter Plum 寒梅:  Selected Fiction from 
Contemporary Taiwan. 1982. xxiv, 500pp. 

1,470 

CW1
58 

4711871496620 Ryozo Kanehira   Anatomical Characters And Identification Of 
Formosan Woods (臺灣樹木結構特性之鑑識). With Critical Remarks From The 
Climatic Point Of View With 300 Micrographs. (Taipei: 1921) 

1,440 

     The present work consits of an anatomical study of Formosan woods, the object being to determine the 
anatomical species, genera and families for the purpose of identifications in practice. The present work 
may also serve as a basis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all the known species. Lastly there is an attempt 
to correlate the anatomical differences with climatic conditions. 
CW 
167 

4711871496613  Takiva Kawakami   A List Of Plants Of Formosa(臺灣植物目

錄))(Taipei, Taiwan: 1910)         
960 

A dictionary of 2,368 species of plants found on Formosa. Complete with diagrams and charts 
ALS 
16 

4711871496439  Paul Vander Meer, Farm-plot Disposal: Lu-liao Village, Taiwan 臺灣

六寮村農場田地分散. 1967. 1982. xvii, 295pp. Pictures, tables, figures, maps, index. 
1,790 

CW 
191 

4711871500334  Provisional Report On Investigations Of Laws And         
Custom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台灣法律與慣習調查報告). (Kobe: 1900) 

1,540 

     Under order of the Governor General of Formosa this study was undertaken in the hope that something 
could be done to improv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 under the Japanese. The study 
discusses various types of rent, tenancy deeds and pledges, and in effect gives the history and details or all 
things falling under the heading of administration. The appendix includes laws, rules and descriptions of 
customs regarding family life, such as guardianship, adoption, marriage and inheritance.  

CW304 Wine For The Gods (獻神) 4711871496361 by WeiYi-min and Suzanne Coutanceau (1976)     1,080 
CW302 Urban Chinese Families: An Anthropological Field Study In Taipei City      1,040 

Taiwan By Mei-chun Tang (臺灣的中國都市家庭) 4711871496378    (1978)           
BAS 2 Lei Shu：Old Chinese Reference Works and A Checklist of Cited Titles          350  
      Available in Taiwan (類書：台灣現藏類書綜表) 4711871496392 Austin C.W. Shu (1973)  
OS21 Neglected Formosa：A translation from the Dutch of Frederic Coyett's           980 

Verwaerloosde Formosa (被遺忘的福爾摩沙 4711871496422  英文本譯自荷蘭文  
 by Inez Beauclair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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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77 號三樓  電話: 02-2362-8032  傳真: 02-2366-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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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號: 字、辭典、百科全書、索引、引得、類書、書目 
Dictionaries、Encyclopedias、Indices、Bibliography works  

一)字、辭典、百科全書… 第 41 頁   二、三)哈佛燕京學社引得及特刊 42-44頁 
Dictionaries & Encyclopedias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Index series 

四)中法漢學研究所通檢叢刊…45     五)中文資料中心引得………………45 
Centre Franco-Chinois D’etudes Sinologiques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Index series 

六)其它索引工具書  …………46     七)類書/中國傳統式百科工具書….47 
Other index works                  Lei Shu, Chinese Encyclopedias  

八)書目類編……………………48     九)中國政府機構名錄(1993)……..…54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Bibliographies    Directory of Chinese Government Organ  

十)書目類/西文圖書………… 55 Bibliographical Boo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書名後之數字 4711871490000 為 <國際商品條碼 / EAN number > 

一) 字、辭典、百科全書 Dictionaries、Encyclopedias 
中文大辭典 Zhong Wen Da Ci Dian  4711871492790         張其昀監修   10 冊 台幣 12,800 

臺北 中國文化大學版,本辭典含字形、字音、字義、詞彙，彙集之富為任何辭書所未逮，本書資料

來源，網羅經史子集，旁采類書、叢書、字書、辭書為依據。本書部首凡二百一十四字，單字四萬九

千九百字、詞彙三十七萬二千，其構造之源流，形、音、義之變遷，皆一一為考證，詞彙之採錄，則

博綜古今文獻，參考各辭書類書，解說力求精確扼要並注明出處，凡古今名物圖表可稽考者悉錄之，

全書十冊都八千萬言，內含索引、筆劃檢字表，查檢便捷為目前發行中中文辭書最完備者。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漢英文言文大辭典)  4711871492813  Giles H.  

  美國名漢學家翟氏 Herbert A. Giles 所編                       1 巨冊 1,760 頁       3,050 

漢字 10,926 字，並附全國各地方言發音，有豐富的文言詞句、古語用法、例句等， 

為迄今最有深度的古文、文言文、漢英大辭典。(CW10) 

Kouyu Primer 英華合璧   4711871492820  Mathews, R. H. 編                    1 冊 1,950 
漢學家麥氏 Mathews 所編漢英實用辭典，含 265 類組合，1,354 漢字， 六千餘詞句，  

附英中、中英檢索，為文法結構良好之現代詞典(CW200) 

漢英造句大字典  4711871492837 A Dictionary to the use of the 2000 basic    1 冊 2,080 
Chinese Characters 中英文本 王定和主編 S Contanceau 協編 1982       (CW307) 
每一字後附麥氏字典編號、羅馬拼音、注音符號，並列明其用法，每一用法至少提供二個以上的普通

話造句，對中外人士均能使用，對國人更有下列優點：簡易查出國字的對等英文、認識更多英文詞彙

及句型、促進英語會話能力、善於表達口譯字及翻譯之技巧，為市面上少有的豐富造句大字典。 
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中國古今人名大字典 (英文版) 4711871492851 1 冊 台幣 3,050 

名漢學家翟氏 Herbert A. Giles 編為最有內容且權威之英文人名大字典 收錄自上古至十九世紀 

http://www.chengwen.com.tw/
mailto:book@chengwen.com.tw
http://www.chengwen.com.tw/tc/cat/ref/ref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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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年之重要人物傳記共 2,579 人。以姓氏排列並附字型大小等 另有索引(CW9) 

Supplementary Index to Giles' 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420 
中國古今人名大字典增補索引   4711871502918  V. Gillis and Yii Ping-ytieh. (RS85)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Washington: 1943-1944)          1,450 
清代名人傳略 (英文版)  4711871494862  漢學家 Hummel A. W. 主編，另知名學者五十人 

協編，收錄清代重要人物八百餘人，以姓氏排列，每人均提供豐富之傳記資料，為研究清朝 

重要史料參考書附多種年表及索引。(CW13) 

漢蒙字典 4711871492844 A Chinese Mongolian dictionary 哈勘楚倫編 1969  1 巨冊  2,600 
編者哈勘楚倫內蒙人，臺灣大學教授編有蒙古歌詞集、蒙漢字典、英文文法、蒙文蘇俄 

在中國等。所編漢蒙字典排檢以漢字筆劃為序，約七千五百餘字，用最新之語彙以直譯 

為主，全書 1,560 頁，為少見實用的現代漢蒙字典。(CRAS5)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牛津大辭典  4711871492882               13 巨冊  50,400  

（英文原版臺灣裝訂）英文字最全之英英字典。 牛津大辭典，牛津大學出版社原版書 1978 ed.  

中華百科全書 Zhong Hua Bai Ke Quan Shu 4711871493070 1981 年刊本      10 冊    25,600 

張其昀監修,中國文化大學編輯 本書為臺灣出版史上第一部新制的新編百科全書。 

旨在彙集當代學術精華，闡明各科思想學術文化，包羅宏富，編纂委員會由宋晞、程光裕、 

易大德任主編、曾乃碩任編輯，分為四十個部門，分欄編輯，各就系統博覽約取。各題目撰寫人為

國內最具權威之學者專家二千餘人擔任，並注明執筆人，每題目如有圖片地圖以占幅十分之一為

準。一至九冊各刊該冊目錄。第十冊為全書總目錄、中華大事記、辭目分類索引、撰著者索引、 

英漢辭目對照表。使用便捷。 

大英百科全書  4711871493087 (1981 年 5th 版 原版 紙本紀念版)         30 冊   69,200 

漢英佛學大字典 4711871492875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 1937      1,100 
  By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Lewis Hodous, An indispensable aid for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texts. 

This volume is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Mahayana terms based on various glossaries and dictionaries of 
Buddhist terms from both China and Japan. The terms are arranged by stroke, then by radical. In addition  
to the Chinese character and definition, the Sanskrit equivalent is given for each term. Indices to radicals, 
difficult characters, and Sanskrit-Pali terms are provided to facilitate use of the dictionary.(CW89) 

科技大百科 (原版）4711871493100                                              15 冊  75,200 

  Mcgraw Hill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 Technology, 5th ed. 1982 (original ed.) 
Grace Wan. A Guide to Gwoyeu Tsyardean. 4711871492868 國語辭典指南(OS3)       350 

最新理解英文法  4711871494039  張方杰主編，黃自來編著           1 冊    600 
中文會話一百四十課(中英對照)  4711871494046  汪合兆男著          1 冊    650  

 
索引、引得、通檢及書目、參考工具書 

 
二) 哈佛燕京學社引得及特刊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inological Index 

Series & Supplement                   64 種 81 冊   總價 台幣 120,850 

授權版「哈佛燕京學社引得及特刊系列」，系由洪業博士 (Dr. William Hung) 所主持之哈佛燕京學

社引得編纂處，於 1930-1950 年代，在北京燕京大學完成編纂出版 (主要編輯者為：田繼宗、聶崇岐、

李書春、趙豐田等) 成為研究中國歷史、文學等領域之基本參考工具書，廣為國內外圖書館及研究者

所收藏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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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                  名 冊數 台幣定價 
1 說苑引得  4711871493124  Index to Shou Yuan. 1 700 

2 白虎通引得  4711871493131  Index to Po Hu Tung. 1 900 
3 考古質疑引得  4711871493148  Index to K'ao Ku Chih Yi. 1 700 
4 歷代同姓名錄引得 4711871493155 Index to Li Tai Tung Hsing Ming Lu 1 700 
5 崔東壁遺書引得  4711871493162 Index to Ts'u Tung-pi Yi Shu. 1 750 
6 儀禮引得附鄭注及賈疏引書引得  4711871493179 

 Index to Yi Li and to the Titles quoted in the Commentaries  
1 1,100 

7 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目引得  4711871493186 
 Index to Ssu K’u Ch'uan Shu Tsung Mu and Wei Shou Shu Mu 

2 2,500 

8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作者引得 4711871493193 Index to the Authors 
in Ch'uan Shang Ku San Tai Ch'in Han San Kuo Liu Ch'ao Wen. 

1 700 

9 三十三種清代傳記綜合引得  4711871493209  
Thirty-Three Collections of Ch'ing Dynasty Biographies. 

1 2,100 

10 藝文志二十種綜合引得  4711871493216 
 Combined Indices to Twenty Historical Bibliographies. 

4 7,950 

11 佛藏子目引得  4711871493223 Combined Indices to the Authors and Titles 
of Books and Chapters in Four Collections of Buddhistic Literature. 

3 6,000 

12 世說新語引得 (附劉注引書引得)  4711871493230 
 Index to shih shou Hsin Yu and to the Titles Quoted in the Commentary 

1 900 

13 容齋隨筆五集綜合引得  4711871493247  
Combined Indices to the Five Collections of Miscellaneous Notes of Hung Mai 

1 1,450 

14 蘇氏演義引得 侯毅編  4711871493254  Index to Su Shih Yen Yi. 1 700 
15 太平廣記篇目及引書引得  4711871493261 Index to T'ai P'ing Kuang Ch 1 1,450 
16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引得  4711871493278  

 Index to the Genealogical Tables of the Families of Chief Ministers. 
1 3,150 

17 水經注引得 4711871493285 Index to the Water Classic and Commentary. 2 3,150 
18 唐詩紀事著者引得 4711871493292 Index to the Authors in T'ang Shih Chi Shih. 1 700 
19 宋詩紀事著者引得 4711871493308 Index to the Authors in Sung Shih Chi Shih. 1 1,600 
20 元詩紀事著者引得 4711871493315 Index to the Authors in Yuan Shih Chi Shih. 1 700 
21 清代書畫家字號引得  4711871493322  

Index to the Fancy Names of the Calligraphers and Painters of the Ch'ing Dynasty 
1 1,700 

22 刊誤引得 4711871493339  Index to the Rectification of Errors of Li Fou. 1 700 
23 太平御覽引得  4711871493346  Index to T'ai P'ing Yu Lan. 1 2,250 
24 八十九種明代傳記綜合引得  4711871493353  Combined Indices to Eighty 

Nine Collections of Ming Dynasty Biographies.  
3 5,000 

25 道藏子目引得  4711871493360  Combined Indices to the Authors and 
Titles of Books in Two Collections of Taoist Literature. 

1 1,900 

26 文選注引書引得  4711871493377 
 Index to the Titles Quoted in the Commentary on Wen Hsuan. 

1 1,400 

27 禮記引得  4711871493384  Index to Li Chi. 1 2,600 
28 藏書紀事詩引得 4711871493391An Index to the Poetical History of Book Collecting 1 1,200 
29 春秋經傳注疏引書引得 4711871493407 Combined Indices to the Titles 

Quoted in the Commentaries on Ch'un-ch'iu, Kung yang, Ku-liang and Tso-chuan. 
1 700 

30 禮記注疏引書引得  4711871493414 
 Index to the Titles Quoted in the Commentaries on Li Chi. 

1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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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毛詩注疏引書引得  4711871493421 
 Index to the Titles Quoted in the Commentaries on Shih Ching 

1 700 

32 食貨志十五種綜合引得  4711871493438  
Combined Indices to the Economic Sections of Fifteen Standard Histories. 

1 2,350 

33 三國志及裴注綜合引得  4711871493445  
Combined Indices to San Kuo Chih and the Notes of P'ei Sung-chih. 

1 2,560 

34 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  4711871493452 
Combined Indices to Forty-Seven Collections of Sung Dynasty Biographies. 

1 1,700 

35 遼金元傳記三十種綜合引  4711871493469 
Combined Indices to Thirty Collections of Liao, Chin and Yuan Biographies. 

1 1,700 

36 漢書及補注綜合引得  4711871493476  Combined Indices to Han Shu 
and the Notes of Yen Shih-ku and Wang Hsien- ch'ien. 

1 3,100 

37 周禮引得 (附注疏引書引得) 4711871493483  Index to Chou Li and to the 
Titles quoted in the Commentaries. 

1 1,550 

38 爾雅注疏引書引得  4711871493490  Index to the Titles Quoted in the 
Commentaries on Erh Ya. 

1 700 

39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作者引得  4711871493506  Index to the Authors in 
Ch'uan Han San Kuo Chin Nan Pei Ch'ao Shih. 

1 700 

40 史記及注釋綜合引得 4711871493513  Combined Indices to Shih Chi and 
the Notes of P'ei Yin 

1 2,600 

41 後漢書及注釋綜合引得  4711871493520  Combined Indices to Hou Han 
shu and the Notes of Liu Chao and Li Hsien. 

1 3,100 

 

三) 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特刊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inological Index Series 
Supplement 

1 讀史年表附引得 4711871493537 Chinese Chronological Charts with Index. 1 1,600 
2 諸史然疑校訂附引得  4711871493544 Chu shih Jan Yi 1 700 
3 明代勅撰書考附引得  4711871493551 Ming Tai Ch'ih Chuan Shu K'ao 1 1,200 
4 引得說  4711871493568 On Indexing. 1 700 
5 勺園圖錄考  4711871493575 The Mi Garden. 1 1,250 
6 日本期刊三十八種中東方學論文篇目附引得  4711871493582  

A Bibliography of Orientalgical Contributions in Thirty-Eight Japanese 
Periodicals with Indices. 

1 2,100 

7 封氏聞見記校證附引得 4711871493599 Miscellaneous Notes of Feng Yen. 2 1,550 
8 清畫傳輯佚三種附引得 4711871493605 

 Biographies of Ch'ing Dynasty Painters in Three Collections. 
1 1,350 

9 毛詩引得 4711871493612  A Concordance to Shih Ching 1 1,200 
10 周易引得（附標校經文） 4711871493629 A Concordance to Yi Ching. 1 1,200 
11 春秋經傳引得（附標校經傳全文）  4711871493636  Combined 

Concordances to Ch'un-Ch'io, Kung-yang, Ku-liang and Tso-chuan 
4 6,100 

12 琬琰集刪存附引得  47118714793643 Yuan Yen Chi Abridged 3 2,700 
13 一百七十五種日本期刊中東方學論文篇目附引得 4711871493650 

Bibliography of Orientalogical Contributions in One Hundred and 
Seventy-five Japanese Periodicals with Indices 

1 2,200 

14 杜詩引得  4711871493667  A Concordance to the Poems of Tu Fu 3 3,700 
15 六藝之一錄目錄附引得  4711871493674  A Table of Contents of Liu Yi 

Chih Yi Lu with Index 
1 2,100 



45 
 

16 論語引得（附標校經文）  4711871493681  A Concordance to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1 1,600 

17 孟子引得（附標校經文）  4711871493698 A Concordance to Meng Tzu. 1 2,100 
18 爾雅引得（附標校經文）  4711871493704 Index to Erh Ya. 1 1,300 
19 增校清朝進士題名碑錄附引得  4711871493711 

 Chin Shih T'i Ming Pei Lu of Ch'ing Dynasty. 
1 2,200 

20 莊子引得  4711871493728  A Concordace to Chuang Tzu. 1 2,900 
21 墨子引得  4711871493735  A Concordance to Mo Tzu. 1 2,900 
22 荀子引得  4711871493742  A Concordance to Hsun Tzu. 1 3,000 
23 孝經引得  4711871493759  A Concordance to Hsiao Ching. 1 700 

上列引得及特刊 Index series & Supplement   64 種 81 冊 總價 台幣 120,850 
 

四) 中法漢學研究所通檢叢刊           15 種 15 冊 總價 台幣 23,800 
CENTRE FRANCO-CHINOIS D'ETUDES SINOLOGIQUES 
1 論衡通檢  4711871493766  Index du Louen Heng. 1 1,400 
2 呂氏春秋通檢4711871493773  Index du Liu Che Tch'ouen Ts'ieou. 1 1,400 
3 風俗通義附通檢4711871493780 Index du Fong Sou T'ong Yi avec texte critique. 1 1,800 

4 春秋繁露通檢  4711871493797 Index du Tch'ouen Ts'ieou Fan Lou. 1 1,400 
5 准南子通檢  4711871493803 Index du Houai Nan Tseu 1 1,800 
6 潛夫論通檢  4711871493810  Index du Ts'ien Fou Louen. 1 1,400 
7 新序通檢  4711871493827  Index du Hsin Hsiu. 1 1,400 
8 申鑒通檢  4711871493834  Index du Chen Kien. 1 1,400 
9 山海經通檢  4711871493841  Index du Chan Hai King. 1 1,400 
10 戰國策通檢  4711871493858  Index du Tchan Kouo Ts'o. 1 1,400 
11 大金國志通檢  4711871493865  Index du Ta Km Kouo Tche. 1 1,400 
12 契丹國志通檢  4711871493872  Index du K'i-Tan Kouo Tche. 1 1,400 
13 輟耕錄通檢  4711871493889  Index du Tcho Keng Lou. 1 1,550 
14 方言校箋附通檢 4711871493896 Index du Fang Yen, avec texte critique 1 2,250 
15 文心雕龍新書附通檢  4711871493902  Index du Wen Sin Tiao Long,avec 

texte critique. 
 2,400 

五) 中文資料中心引得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index series 
1 財政論文分類索引 Cai Zheng Lun Wen Fen Lei Suo Yin, A Classified index to 

Articles on Fiscal Policy (1945-65), compiled by K.S. Yuan and C.H. Ma  CRAS1 

本索引收錄期刊自 1945 至 1965 年, 以臺灣發行之中文期刊為主及少數海
外發行之期刊，搜羅完備; 本體以論文篇目按中國圖書分類法分類，一文
內容涉及二類以上者，則分別於各類互見並附著者、篇名索引, 內容記載
有篇名、著譯者、期刊名稱、卷期頁次及出版日期，出處查檢方便(下列
兩種編輯體例相同 一併說明) 

1 1,950 

2 經濟論文分類索引 Jing Ji Lun Wen Fen Lei Suo Yin, A Classified Index to 
Articles on Economics (1945-65), by K. S. Yuan and C. H. Ma    CRAS2 

2 4,000 

3 貨幣金融論文分類索引Huo Bi Jin Rong Lun Wen Fen Lei Suo Yin, A Classified Index 
to the Articles on Money and Banking (1945-65) by the same authors CRAS3 

1 2,250 

http://www.chengwen.com.tw/tc/cat/ref/ref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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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唐律疏議引得 Tang Lu Shu Yi yin de,  莊為斯編(M4) 4711871493919 An 
annotated index to Tang Lu Shu Yi complied by Wallace Johnson  (M4) 

1 2,250 

5 韓非子引得 莊為斯編  4711871493926 Han Fei Zi Yin De, A Concordance 
to Han-fei Tzu. Complied by Wallace Johnson. 1975 (CRAS13) 

1 3,050 

6 管子引得 Guan Zi Yin De  莊為斯編  4711871493933 A Concordance to the 
Guan Zi complied bby Wallace Johnson, 1970 (CRAS9) 

1 2,250 

7 呂氏春秋引得 Lu Shi Chun Qiu Yin De, A Concordance to Lu Shi Chun Qiu 
complied by Michael F. Carson, 2 vols.  1985 (RAS 7)   

2 3,040 

8 國語引得 Guo Yu Yin De  包吾剛編  4711871493940 A Concordance to the 
Guo Yu. Complied by Wolfgang Bauer. 1974(CRAS11) 

2 2,900 

9 駢字類編引得 Pian Zi Lei Bian Yin De, An Index to the Pian Zi Lei Bian by 
Wallace Johnson. 1966  (M3) 

1 1,600 

10 李賀詩引得,Li He Shi Yin De, 4711871493957, compiled by R. L. Irick  A 
Concordance to the Poems of Li Ho(790-816  (CRAS4) 

1 1,600 

11 古詩索引 Gu Shi Suo Yin, Index to Pre-Tang: A Combined Index to Gu Shi 
complied by Chik-fong Lee 1981 (RAS 4)  

1 1,280 

12 索引本何氏歷代詩話 Suo Yin Ben He Shi Li Dai Shi Hua 馬漢茂編
4711871493964 Index to the He Collection of 28 Shi Hua  (CRAS10) 

2 3,200 

13 韋應物詩注引得 Wei Ying Wu Shi Zhu Yin De  4711871493971 湯姆斯編 A 
Concordance to the Poems of Wei Ying Wu, by T. P. Nielson (CRAS14)(缺書) 

1 1,750 

14 孟浩然詩引得 Meng Hao Ran Shi Suo Yin, A Concordance to the Poems of 
Meng Hao Ran, complied by Paul Kroll and Joyce W. Kroll, 1982, (RAS 5) 

1 1,160 

15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篇名目錄 Quan Han San Guo Jin Nan Bei Chao Shi Pian 
Ming Mu Lu  4711871493988 An Author title Index to Quan Han San Guo Jin 
Nan Bei Chao Shi Pian Ming  (OS8) 

1 700 

16 朝野類要引得 Chao Ye Lei Kao Yin De 4711871493995 An Index to theChao Ye 
Lei Kao by Stephen Hsing-tao Yu.  OS20) 

1 600 

17 法苑珠林志怪小說引得 Fa Yuan Zhu Lin Zhi Guai Xiao Shuo Yin De 
4711871494008  培勃編 (OS18) 

1 600 

18 人物志引得 Ren Wu Zhi Yin De 4711871494015 包吾剛編 A Concordance to 
the Ren Wu Zhi, by Wolfgang Bauer, 1974.  CRAS12)   

1 950 

19 尚書通檢 Shang Shu Tong Jian 顧頡剛編(CW)  4711871493094 A 
Concordance dto the Shang Shu Tong Jian, by Gu Jie Gang 

1 1,450 

六) 其它索引工具書:  Other Indices & Reference works 
唐詩三百首索引  Tang Shi San Bai Shou Suo Yin 4711871493025  1978 年     1 冊   650 

 東海大學圖書館編      

Trindex 三字典引得  4711871492806  Nash, V. 編,(CW72)                  1 冊  1,100 
   整合康熙字典、佩文韻府、Gile 翟氏漢英大辭典三種字典之對照索引，對詞句、 
   音韻之檢索提供方便使用並可對照。 

社會學中文文獻目錄  She Hui Xue Zhong Wen Wen Xian Mu Lu            1 冊   400 

4711871492967 1979 年刊本 臺灣大學社會學會編       

清季中日韓關係資料三十種綜合分類目錄  Qing Ji Zhong Ri Han        2 册  5,150 
Guan Xi Zi Liao San Shi Zhong Zong He Fen Lei Mu Lu 4711871492981      

  1977 李毓澍編 An Annotated Guide to Documents on Sino-Japanese- Korean Relation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Compiled by Lu Yu-shu, 1977. (CRAS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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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各圖書館現存叢書子目、作者索引 Taiwan Ge Tu Shu Guan Xian    3 册 5,800 
  Cun Cong Shu Zi Mu、Zuo Zhe Suo Yin, Title and Author Index to Cong Shu 

 in Taiwan Libraries. Complied by Wang Pao-hsien. 4711871492936 王寶先編  
編者任職於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館員數十年，對館藏之部居、 
類別、行列位置、瞭若指掌、一索即得、有活書目之稱先生當之無愧，著有歷代名人 
年譜總目等，並就臺灣學術機構所藏叢書書目、子目索引之編纂， 而成此巨著，本索 
引收叢書一千五百餘部約書目有四萬餘種，首列書名卷數，次列叢書條目及說明， 
附作者索引，備筆劃檢字表及叢書目錄、藏書地點以利察索。(CRAS7) 

國家圖書館現存廣東省魚鱗圖測調查記錄 Guang Dong Sheng Ge Xian    1 册  750 
 Tu Di Diao Cha Ce Mu Lu 国家图书馆台湾分馆收藏编辑 4711871492974                

   臺灣分館收藏編輯(os28)   

叢書索引宋文子目(CRAS15) Cong Shu Suo Yin Sng Wn Zi Mu 4711871492950 1 册   1,950 
 4711871492950  1977 年刊本 麥克奈編        

中國經濟農業土地水利問題資料 (民國 20-30 年代) 編目分類索引  4711871498501 
  上海中國地政學院編纂 蕭錚博士主編                                  1 册   2,400 

七) 類書 (中國傳統式百科工具書) Lei Shu: Chinese old style reference works 

三才圖會 San Cai Tu Hui   4711871493032  據明萬曆 35 年刊本重印     6 冊  9,280 
  明 王圻纂輯, 王圻字元翰，系嘉靖四十四年進土，曾擢御史，以著述為事，除本書外，有裨史彙編，

續文獻通考等名著，系明代通儒。圻少年嘗從事鉛塹，喜圖史之學，所見象繪，盡皆收錄，其子思
義有父風，搜羅亦勤，益以二三友人相與校輯成帙。以為文字之初系圖畫，非圖畫不足以成道化，
助人倫，家萬變，測幽微，乃付之剞劂，先勒之以圖，後掇之以論說，圖以盡其意，書以盡其言，
兩相印證，益增觀者閱讀之情趣。 

三才圖會一百Ｏ六卷，是書共分十四節，計天文四卷，地理十六卷，人物十四卷，時令四卷，
宮室四卷，器用十二卷，身體七卷，衣服三卷，人事十卷，儀制八卷，珍寶二卷，文史四卷，鳥獸
草木十二卷，取前三卷之篇名，冠其書曰三才。每節先列總圖或總說，再詳分述，必逆其原委，明
其流變，事物異象，賦予詮釋。資料來源有引證他書，有撰者自述；圖像或系舊有，或系自繪，讀
者不易識別。四庫全書亦肯定其旨趣及可供研究之價值。其繪圖幾全為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所引征。  

經濟類編 Jin Ji Lei Bian 4711871493056 明.馮琦編輯 據明萬曆 32 年刊本 20 冊  38,400 
經濟類編為論政書類亦為明版類書之一，馮氏登進士，選入詞館，留心于經國大計，關中秘

書，采秦漢以下鴻儒著作，名臣奏對．旁及諸子百家、部所寓目，以為記，日積月累，笥筴漸滿，
遂手目綴演，逐類分目，成數十篇，采貯宏博，自宮闈以至閭左，兵、農、禮、樂、天時、地利、
人情、物理、凡可佐廟謨裨業故，靡不盡。馮琦，字琢奄，一字用韓。生於嘉靖三十七年 (1558 -1603)。
(明史第二一六卷)  
馮氏仿唐四家類書，貫總類二十，成帝王類二十卷，政治類八卷，儲寶類二卷、宮掖類三卷、臣類
六卷、諫靜類三卷、詮衡類六卷、財賦類四卷、禮儀類七卷、樂類一卷、文學類八卷、武功類十三
卷、邊塞類三卷、刑法類三卷、工類一卷、天類四倦、地類二卷、人倫類三卷、人品類五卷、人事
類五卷、道術類三卷、物類一卷、雜言類二卷，於政治、經濟、社會、國防、地理、人事諸事，均
擇其可足為法者，匯成一編，誠一研讀中國歷史文化之精要資料也。 

圖書編 Tu Shu Bien 4711871493049 明 章潢編，岳原聲訂            30 冊  57,600 
  據明萬曆 41 年刊本重印, 類書，本編分為經義、象緯曆算、地理、人道四部， 第一部為太極，河

圖洛書易卦象、圖書象數、諸儒圖書、五經四書之敘等； 第二部為天道、二十八宿、七政、五辰、
歲星、時令、五運六氣、曆法等； 第三部為天下山川海嶽、大勢圖敘、禹貢九州島、歷代帝王之
都、輿地圖說及各省邊防等； 第四部為人道總說、人身歷略、五臟、脈總、歷代帝王甲子圖、吏、
戶、禮、兵、刑、工、六部曹總敘、官制、宗廟、禮制、樂制等、書末附易象類編及詩學多編、都
一百二十七卷、為明代重要類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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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推本太極萬化之原備，列天地人之道, 匯編為書，綴之以圖，肇編於嘉靖四十一年，成于萬曆

五年(1562-1577)，幾經寒暑，為圖書編。內分一百二十七卷，納容可分四部份： (1) 經義 (2) 天道 

(3) 地道 (4) 人道 

名山藏  Ming Shancang 4711871494770 何喬遠輯 據崇禎十三年刊本重印    20 冊  28,800 
名山藏 (明十三朝遺史)，記載明洪武迄隆慶末的歷史事件，共得三十五篇，可歸為三類： 

1) 政治興替：明代開國前後，分番諸王、分封功臣之始末，及歷朝皇帝、皇后、太子之生平大事。 
2) 制度政策：明代的法律、糧運、軍事、牧馬、監運等制度，暨番屬國之外交、貿易政策。 
3) 人物傳記：歷朝之名臣、名宦、儒者、文士、節女、臆士、方士、高僧、富賈之生平及行誼。 
其編輯體例，不拘於「治亂興衰」的格式，材料的取捨也不決於政治的特殊面。透過本書可就政治
的興衰，和社會各類人物之活動而綜觀洞悉過去整個社會之真相。 

皇明詔令 Huang Ming Zhao Ling; 4711871494329 傅風翔編纂 據嘉靖 27 年版本   4 冊  7,680 
本書二十一卷，按編年體自洪武元年至嘉靖二十六年 ( 1368 - 1547)，集太祖、成祖、仁宗、宣宗、

英宗、憲宗、孝宗，武宗、世宗 諸帝之詔敕令諭(間亦有太后詔)，舉凡即帝位、封諸侯宗室、立皇
后、皇太子、頒律令、大赦天下、頒行憲綱、親征討伐、纂修實錄、戒諭百官、定廟制、諭六部、
募兵、賑災、蠲恤、遺詔等為明朝皇室興衰，官範民風，盡見於此。實為明史最重要之第一手史料。
據此書後序，為傅風翔原刻本為「皇明詔書」。但嘉靖二十七年校補時，則稱「皇明詔令」，蓋第
一篇即為「討張士誠令」也。按王或太子告下之文曰「令」，皇帝通告臣工則曰「詔」，下告文武
諸職則曰敕。此書前部多詔文，後部多敕文，亦可想見諸帝氣宇之不同。是書內容，可備史家採擇
之處極多，或政治得失，或經濟措施，或社會制度，資料壅積；於各帝之氣宇，政風之良窳，朝廷
之政策，均可窺見，實為研究明史所不可缺之史料 

皇明制書 Huang Ming Zhi Shu; 4711871494312 張鹵校刊 據萬曆刊本重印     6 冊 10,880 
張氏將大明令等十四種明代之法制書重刊，以為明代官制、法律之總匯。其大要為:  1)大明令：

倫理、器用、輿服等之規定。 2)大誥：君臣、五常、婚姻、社學、敬天勤民之道。3) 諸司職掌：
述禮部、兵部、刑部、工部、都察院、大理寺、都察府等之職掌。 4) 洪武禮制：太祖在位期之典
禮儀式。 5) 禮儀定式：禮部尚書李原名等所著，始之以朝參筵宴之儀，終之以鞍轡弓矢之制。 6)
教民榜文：洪武三十一年四月戶部刊印， 7) 資世通訓：君道、臣道、勸士農，訓工商，防民勸善
之道。 8)學校格式：校規也。 9) 孝慈錄：以三年之喪制在父母不當異議。 10)大明律。 11) 憲綱
事類：正統四年十月刊布，述司者之權責。 12) 稽古定制：斟酌唐宋制度，定列墳塋碑竭丈尺舅屋
間架及食祿之家，興販禁例，偏類成書。 13)大明官制：分南京京師及各省。 14) 節行事例：在外
郡縣迎接詔赦開讀禮儀等。 

 

八) 書目類  Bibliography Works 
◆ 新 編 臺 灣 及 大 陸 族 譜 目 錄 兩 種 ◆   

1) 美國家譜學會中國族譜目錄   4711871492929              1 冊  1,800 
(Meiguo jai pu xue hui Zhongguo zu pu mu lu ) Chinese Genealogies at the Genealogical Society of Utah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with A brief overview of Chinese genealogical activity, With 
title, surname and locality indices. Compiled by Ted A. Telford, Melvin P. Thatcher and Basil P. 
N. Yang. Taipei 1983;  
本族譜目錄收 3,109 種族譜等資料，附區域分佈、姓氏索引、譜名索引，系美國家譜學會與世界各地
圖書館及相關機構取得之資料製成微縮膠卷後整編而成，其中包括臺灣中央研究院、國史館、國家圖
書館等及大英博物館；美國國會、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胡佛研究院等圖書館；日本國會、內閣
文庫、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圖書館，此目錄收集以中國譜系為主。 
編輯: Ted A. Telford, Melvin P. Thatcher and Basil P. N. Yang  1983 年出版 1 冊 4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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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私藏家譜及地方歷史資料目錄   4711871492912         1 冊  3,200 

(Taiwan ci cang jia zu ji di fang li shih zi laio mu lu) Catalog of Taiwan Local and Family History 
Materials on Microfilm at The Genealogical Society of Utah. with surname and locality indices. Total of 
12,812 genealogies are included. Compiled by Prof. Ted Telford; 2007; LXX + 1128pp     
Ted A. Telford 教授主編；美國家譜學會攝製收藏；(本目錄收錄 12,812 種族譜等資料 附姓氏及分佈
地區索引) 2007 年 11 月出版 1 冊；1198 頁.  

美國家譜學會重視世人生存之歷史記錄，致力於搜集人類活動重要記載，家譜被視為首要領
域，該學會除全球性動員於此工作，加以整編永世保存並提供讀者利用外，亦組織世界紀錄大會， 
定期舉辦會議研討，增強此資料之保存聯繫與共用，堪稱為全球家譜學專業之泰斗。 

該學會始自 1974 年即在臺灣著手族譜搜集之規劃，由譜學專家王世慶先生主持包含田野調查等
專案，復與中華學術院譜系學研究所及中華民國宗親譜系學會合作，擴大組織規模以迄 1985 年完
成，共搜集得族譜約九千餘種，姓氏一百七十餘，連同他處收集者製成微縮膠片並複製後交予該學
會各分館及學術機構，提供讀者利用。本公司與之合作出版，編印此書目錄,嘉惠讀者與有榮焉。 
  本公司於 1983 年所出版該學會「美國家譜學會中國族譜目錄」系之前該家譜學會與世界各地圖 
書館及相關機構取得之資料製成微縮膠卷後整編之目錄，其中包括臺灣中央研究院、國史館、 
國家圖書館等及大英博物館；美國國會、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胡佛研究院等圖書館；日 
本國會、內閣文庫、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圖書館，此目錄收集以中國譜系為主，臺灣僅占少量； 
「臺灣私藏家譜及地方歷史資料目錄」系以當年田野調查所得臺灣譜系資料為主。 

類書：臺灣現藏類書綜表 4711871496392                                   1 冊   350 

內務部古物陳列所書畫目錄 Nei-wu-bu Ku-wu Chen-lei-suo Shu-hua Mu-lu  4 冊  3,840 
  4711871492905; 何煜等纂修 據民國十四年京華印書局刊本重印                    

本目錄專就由奉天熱河行宮移存內務部古物陳列所之書畫逐一編列，所有書畫尺寸印文及書款
收藏印記，方位之上下左右記載特詳。其分類為：書冊、書卷、書軸、附屏、附書橫幅 (清三幀)、附檻
聯 (清二十六聯)、畫冊、畫卷、畫軸、附屏、附畫橫幅、附畫對、書畫合璧、書畫冊、書畫卷十八、書
畫軸四、附屏四十一、像冊十五、像軸八十三、書畫扇一千三百零一、緙絲冊、卷軸、屏、壁衣、計二
百七十九、刺繡冊卷、軸、聯、計一百八十二、藏畫六十八，總計書畫凡四千六百五十一件。 

社會學中文文獻目錄  4711871492967 1979 年刊本 臺灣大學社會學會編     1 冊  400 

清季中日韓關係資料三十種綜合分類目錄  4711871492981                     2 冊 5,150 

   1977(CRAS16)李毓澍編     

臺灣各圖書館現存叢書子目、作者索引 4711871492936 王寶先編 1977 (CRAS7)  3 冊  5,800 
編者任職於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館員數十年，對館藏之部居、類別、行列

位置、瞭若指掌、一索即得、有活書目之稱先生當之無愧，著有歷代名人年譜總目等，並就臺灣學

術機構所藏叢書書目、子目索引之編纂， 而成此巨著，本索引收叢書一千五百餘部約書目有四萬

餘種，首列書名卷數，次列叢書條目及說明，附作者索引，備筆劃檢字表及叢書目錄、藏書地點以

利查索。 

國家圖書館現存廣東省魚鱗圖測調查記錄 4711871492974                       1 冊  750    

  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收藏編輯(OS28)      

叢書索引宋文子目  1977 年刊本 麥克奈編 (CRAS15)                  1 冊  1,950 

中國經濟農業土地水利問題資料 (民國 20-30 年代) 編目分類索引       1 册  2,400 
4711871498501 上海中國地政學院編纂 蕭錚博士主編                                       
係將中國地政學院及嗣後之中國地政研究所選輯自報紙、期刊、各種報告及調查表等有關此  
範圍之原始資料，涵蓋自 1932-1948 年間之經濟、農業、土地、水利之重要文獻。彙整為分 
類目錄。 其主要內容有下列五類六十三種： 

1. 經濟類 (21 種)  2.農業類 (16 種)  3.土地類 (20 種)  4.水利類 ( 2 種)  5.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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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類編 shu mu lei bian 4711871492899  嚴靈峰編       114 冊 179,800 

本類編旨在輯印中、日兩國目錄學各種著作，歷代公、私藏書經歷，版本資料、刻版源流，重要書

籍現藏處所及讀書門徑之類，俱在收羅之列。本編分公藏、私藏、專門、叢書、題識、版刻、索引、

論述、勸學、及日本書目等十類尋檢方便, 其坊間同業已重印者並不收入，可免重複，總計收入二

Ｏ三種如下表：研究圖書館學及書目之珍貴資料。  
    書目類編細目 

一、公藏類 
七略別錄佚文一卷 漢:劉向;清:姚振宗輯錄 民國十八年浙江省立圖書館排印本 
七略佚文一卷 漢:劉歆;清:姚振宗輯錄 民國十八年浙江省立圖書館排印本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二卷 清:葉德輝輯 清光緒二十年長沙 
四庫闕書目一卷 清:徐  松 民國四十六年排印本 
中興館閣書目一卷 宋: 陳揆; 趙士煒 民國四十六年排印本 
中興館閣續書目一卷 宋: 張攀; 趙士煒 民國四十六年排印本 
宋國史藝文志一卷 宋: 趙士煒 民國四十六年排印本 
明書經籍志一卷 明:楊士奇;清:傅維麟 民國四十八年排印本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 清: 于敏中 清同治黎永椿等校刊本 
欽定四庫全書存目十卷 清: 胡  度 清乾隆五十八年刊本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目錄一卷 清: 于敏中 民國二十二年排印本 
補鈔文瀾閣四庫闕簡書目一卷 清: 張宗祥 民國十五年刊本 
尊經閣藏書目一卷 清: 王呈祥 民國二十四年排印本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五卷 清: 阮  元 民國二十年雙流黃氏重刊本 
四庫全書提要分纂稿一卷 清: 邵晉涵 清光緒十七年會稽徐氏重刊本 
四庫目略四卷 楊立誠 民國十八年杭州抱經堂排印本 
進呈書目四卷  民國十年「涵芬樓秘笈」排印本 
四庫各省採進書目六卷 吳慰祖 民國四十九年排印本 
清代禁燬書目四卷 清: 姚覲元編 民國四十六年排印本 
清代禁書知見錄一卷 孫殿起輯 民國四十六年排印本 
故宮善本書目三卷 張允亮 民國二十三年排印本 
內閣大庫書檔舊目補七卷 方  甦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故宮普通書目六卷 江  瀚 民國二十三年排印本 
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八卷 民國四十八年排印本 
國立北京圖書館由滬運回中文書籍目錄一卷 兪涵青 民國三十二年排印本 
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乙編續目四卷 民國二十六年排印本 
國立北平圖書館方志目錄二篇一卷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一卷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中文書目一卷    施廷鏞 民國二十年排印本 
清學部圖書館方志目一卷 清 繆荃孫 民國十二年「古學彙刊」排印本 
上海圖書館善本書目五卷  民國四十六年排印本 
四川省圖書館館藏古籍目錄九卷  民國四十七年油印本重排本 
二、私藏類 
百川書志二十卷 明 高  儒 民國四十六年排印本 
晁氏寶文堂書目三卷 明 晁  瑮 民國四十六年排印本 
徐氏紅雨樓書目四卷 明 徐  火勃 民國四十六年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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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善堂藏書目錄二卷 明 陳  第 民國二十六年排印本 
趙定宇書目 一卷 明 趙用賢 民國四十六年景印本 
菉竹堂書目六卷 明 葉  盛 民國二十四年排印本 
潛采堂竹垞行笈書目一卷 清 朱彝尊 清宣統元年「晨風閣叢書」刊本 
潛采堂宋金元人集目一卷 清 朱彝尊 民國十二年「古學彙刊」排印本 
靜惕堂藏宋元人集目一卷 清 曹  溶 民國十二年「古學彙刊」排印本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一卷 清 汪士鐘 清宣統元年「晨風閣叢書」刊本 
結一廬書目四卷 清 朱學勤 清宣統元年「晨風閣叢書」刊本 
滂喜齋宋元本書目一卷 清 潘祖蔭 清宣統元年「晨風閣叢書」刊本 
鐵琴銅劍樓藏宋元本書目一卷 清 瞿  鏞 清光緒二十一年元和江氏師許室刊本 
海源閣藏書目一卷 清 楊紹和 清光緒二十一年元和江氏師許室刊本 
豐順丁氏持靜齋書目一卷 清 丁日昌 清光緒二十一年元和江氏師許室刊本 
雲間韓氏藏書目一卷 清 韓應陛 清景印本 
奕慶藏書樓書目五卷 清 祁理孫 民國四十七年排印本 
述古堂宋版書目一卷 清 錢  曾 民國二十四年排印本 
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錄彙編十卷  清:錢曾著; 瞿鳳起編 民國四十七年排印本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一卷 清 毛  扆 清嘉慶五年「士禮居叢書」刊本 
天一閣見存書目四卷 清 薛福成 清光緒年間無錫薛氏刊本 
季滄葦藏書目一卷 清 季振宜 清嘉慶十年「士禮居叢書」刊本 
潛采堂全唐詩未備書目一卷 清 朱彝尊 清宣統元年「晨風閣叢書」刊本 
潛采堂明詩綜采摭書目一卷 清 朱彝尊 清宣統元年「晨風閣叢書」刊本 
潛采堂兩淮鹽筴書引證書目一卷 清 朱彝尊 清宣統元年「晨風閣叢書」刊本 
唫香僊館書目四卷          馬瀛撰; 潘景鄭校訂 民國四十六年排印本 
舊山樓書目一卷 趙宗建 民國四十六年排印本 
東海藏書樓書目六卷 王廷揚 民國十年排印本 
揚州吳氏測海樓藏書目錄六卷 吳引孫 民國二十年石印本 
測海樓舊本書目二卷 陳乃乾 民國二十一年冀縣王富晉排印本 
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四卷 何澄一 民國二十一年排印本 
博野蔣氏寄存書目四卷 王重民 民國二十三年排印本 
粹芬閣珍藏善本書目一卷 粹芬閣主人 民國二十三年排印本 
崇雅堂書錄五卷 甘鵬雲 民國二十四年排印本 
香港學海書樓藏書總目錄二卷   
西諦書目五卷  附題跋一卷 趙萬里 民國五十二年排印本 
蒲坂書樓藏書目錄一卷  民國六十六年排印本 
北京文奎堂書莊目錄二卷  民國十四年排印本 
北平文奎堂書目一卷  民國二十六年排印本 
漢口掃葉山房書目一卷  民國十年石印本 
上海中國書店新舊書目一卷  民國十八年石印本 
上海受古書店舊書目錄一卷  民國二十二年排印本 
上海生活書店全國總書目一卷  民國二十四年排印本 
三、專門類 
周秦諸子書目一卷    胡韞玉 民國十二年排印本 
明徑山方冊本刻藏緣起一卷 明 陸光祖等 民國二十一年四川支那內學院刊本 
釋教彙門標目四卷 明 釋寂曉 民國二十年天津刻經處刊本 
開元釋教錄略出四卷 唐 釋智昇 民國二十年天津刻經處刊本 



52 
 

續開元錄入藏錄一卷 唐 釋圓照 民國二十五年四川支那內學院刊本 
續貞元釋教錄一卷 南唐 釋恒安 民國二十五年四川支那內學院刊本 
歷代三寶紀總目一卷 唐 費長房 民國二十六年北京刻經處刊本 
大中祥符法寶錄略出一卷      宋:趙安仁; 趙億 民國二十三年四川支那內學院刊本 
景佑新修法寶錄略出一卷 宋 呂夷簡 民國二十三年四川支那內學院刊本 
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十卷 元 釋慶吉祥 民國二十年天津刻經處刊本 
嘉興藏目錄 一卷  民國九年北京刻經處刊本 
續藏經值畫一 一卷  民國九年北京刻經處刊本 
日本續藏經目錄一卷  民國十年排印本 
道藏精華錄四卷 李  杰 民國十五年上海醫學書局排印本 
醫藏書目一卷 明 殷仲春 清順治十三年刊本 
中國地理圖籍叢考二卷又附錄一卷 王  庸 民國三十六年排印本 
寒山金石林部目一卷 明 趙靈均 清宣統元年「晨風閣叢書」刊本 
現存元人雜劇書錄一卷 徐調孚 民國四十六年排印本 
歷代中國畫學著述錄目一卷 虞  復 民國四十七年排印本 
楚辭書目一卷 姜亮夫 民國五十年排印本 
三國志注所引書目二卷 沈家本 民國 52 年「景印沈寄簃先生遺書」刊本 
世說注所引書目三卷 沈家本 民國 52 年「景印沈寄簃先生遺書」刊本 
續漢書八志補注所引書目三卷 沈家本 民國 52 年「景印沈寄簃先生遺書」刊本 
水經注等古籍引用書目彙編一卷 馬念祖 民國四十八年排印本 
四、叢書類 
書目長編（上、下）二卷 邵瑞彭 民國十七年排印本 
行素草堂目覩書錄十卷 清 朱記榮 清光緒十一年朱氏槐蘆家塾刊本 
彙刻書目初編二十卷 周毓邠 民國八年上海千項堂書局石印本 
彙刻書目二編十卷 周毓邠 民國八年上海千項堂書局石印本 
續彙刻書目十卷 羅振玉 民國三年連平范氏雙魚堂刊本 
叢書書目彙編 沈乾一 民國十七年上海醫學書局排印本 
無求備齋諸子集成彙目一卷 嚴靈峯 民國六十七年排印本 
散落海外周秦漢魏諸子書目一卷 嚴靈峯 民國六十七年刊本 
五、題識類 
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五卷 宋 晁公武 宋淳佑九年刊本 
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後志二卷 宋 趙希弁 宋淳佑九年刊本 
絳雲樓題跋一卷 清 錢謙益 民國四十七年排印本 
重輯漁洋書跋一卷 清 王士禎 民國四十七年排印本 
蕘圃刻書題識一卷 清 黃丕烈 民國八年刊本 
宋元刊本讀書叢錄一卷 清 洪頤煊 清道光二年富文齋刊本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五卷又附錄一卷 清 吳壽陽 清道光二十七年刊本 
經籍跋文一卷 清 陳  鱣 清道光二十七年刊本 
曝書雜記三卷 清 錢泰吉 清道光年間刊本 
持靜齋藏書記要二卷 清 莫友芝 清同治六年蘇州文學山房刊本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十六卷 清 莫友芝 民國年間上海國學扶論社排印本 
雪堂校刊群書敘錄二卷 羅振玉 民國七年排印本 
著硯樓書跋一卷 潘景鄭 民國四十六年排印本 
海日樓題跋三卷 沈曾植 民國五十一年排印本 
涉園序跋集錄一卷 張元濟 民國四十六年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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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盫書跋一卷 葉景葵 民國四十六年排印本 
樸學齋讀書記一卷 胡韞玉 民國十二年排印本 
善本書所見錄四卷 附一卷 羅振常 民國四十七年排印本 
刼中得書記一卷 又續記一卷 鄭振鐸 民國四十五年排印本 
無求備齋序跋一卷 嚴靈峯 民國六十二年排印本 
通志堂經解提要四卷 附錄一卷 關文瑛 民國二十三年排印本 
敦煌古籍敘錄一卷 王重民 民國四十七年排印本 
讀道藏記一卷 劉師培 民國 25 年「劉申叔先生遺書」排印本 
敦煌新出唐本提要一卷 劉師培 民國 25 年「劉申叔先生遺書」排印本 
廣川書跋十卷 宋 董  逌 光緒丁亥朱氏槐廬刊 
廣川畫跋六卷 宋 董  逌 清刊本 
鈐山堂書畫記一卷 明 文  嘉 民國二十六年刊本 
七頌堂識小錄一卷 清 劉體仁 民國二十六年排印本 
桐陰論畫二卷 附一卷 清 秦祖永 清同治三年刊 
桐陰畫訣二卷 清 秦祖永 清同治三年刊 
六、版刻類 
宋元本書目行格表二卷 清 江標 民國三年上海文瑞樓石印本 
十三經注疏影譜一卷 日本 長澤規矩也 日本昭和九年景印本 
文求堂善本書影一卷 日本田中慶太郎  
雲間韓氏藏書目影一卷 清 韓應陞 清影印本 
宋元書影（式） 繆荃孫 民國上海有正書局石印本 
明代版本圖錄初編十二卷       潘承弼; 顧廷龍 民國三十年編印本 
古今書刻二卷 明 周弘祖 清光緒三十二年長沙葉氏觀古堂刊本 
中國雕版源流考一卷 孫毓修 民國十六年排印本 
板本通義四卷 錢基博 民國二十年排印本 
古書版本常談一卷 毛春翔 民國五十一年排印本 
七、索引類 
清代碑傳文通檢一卷 陳乃乾 民國四十八年排印本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一卷  民國五十一年排印本 
八、論述類 
武林藏書錄四卷 清 丁  申 民國四十六年排印本 
皕宋樓藏書源流考一卷 日本 島田翰 民國四十六年排印本 
藏書絕句一卷 清 楊守敬 民國四十六年排印本 
流通古書約一卷 清 曹  溶 民國四十六年排印本 
古歡社約一卷 清 丁雄飛 民國四十六年排印本 
藏書十約一卷 清 葉德輝 民國四十六年排印本 
九、勸學類 
中國目錄學年表一卷 姚名達 民國二十九年排印本 
目錄學叢考一卷 程會昌 民國二十年排印本 
書林揚觶不分卷 清 方東樹 蘇州文學山房排印本 
經籍舉要 清 龍起瑞 清光緒十九年中江講院刊本 
輶軒語一卷 清 張之洞 清光緒元年刊本 
點勘記（上、下）二卷 清 歐陽泉 同治九年刊本 
國學必讀書目一卷 梁啟超 民國四十九年排印本 
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一卷 胡  適 民國四十九年排印本 



54 
 

 
九)中國政府機構名錄 1993; Zhong Guo Zheng Fu ji gou ming lu  10 冊 19,200 
中國國家機構編制委員會、新華社聯合編輯, 香港成文公司出版. 
內容包括自中央部會 /國務院 46 部會 29 直屬機購, 54 國家局及事業單位, 至全國 22
省 3 市 5 區地方廳局, 各機構職能、位址及領導人姓名、電話、巨細靡遺, 全部收錄, 
引領學、商、政界齊登陸, 深入全國各基層, 恰似業務機密大公開, 促進開放引資指
點了明路, 官方編輯資料詳實, 權威性最高, 內容豐富史料性最佳, 為當時最完整之
政府機構綜錄, 分冊內容為: 中央卷兩冊、華北東北卷、華東卷、中南卷、西南西北
卷各兩冊. 為經典之歷史文獻, 從政、經商、學術研究必備之工具書.   

精簡國學基本問答一卷 陸侃如 民國四十九年排印本 
三訂國學用書撰要一卷 李  笠 民國十六年北平樸社排印本 
國學書目治要一卷 張文治 民國十九年上海文明書局排印本 
古今典籍聚散考一卷 陳登原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十、日本類 
日本國現在書目一卷 藤原佐世 清光緒十年「古逸叢書」影印古鈔本 
寬文書目 丸屋源兵衛 寬文九年刊本 
元祿書目 永田調兵衛 元祿五年刊本 
天保書目-本朝諸名家著述目錄 提朝風 天保七年刊本 
天保掌中書名便覽一卷 高井蘭山 天保三年刊本 
唐本類書目錄二卷 一色時棟 元祿十二年林久兵衛刊 
四書現存書目二卷 林泰輔 大正三年排印 
佚存書目一卷 服部宇之吉 昭和八年排印 
經解要目一卷 池田四郎次郎 大正四年研文社排印 
諸子要目一卷 池田四郎次郎 昭和四年松雲堂排印 
日本古刊書目五卷 吉澤義則 昭和八年排印 
關東現存宋元版書目一卷 長澤規矩也 昭和十三年排印 
日本古活字本研究資料一卷 和田萬吉 昭和十九年排印 
史籍年表一卷 伴信友 明治十六年文淵堂排印 
官版書籍解題略二卷 檆山精一 大正十四年排印本 
諸藩藏版書目筆記四卷 東條耕 大正十四年排印本 
古經題跋二卷 竺徹定 大正十四年排印本 
續古經題跋一卷 竺徹定 大正十四年排印本 
譯場列位一卷 竺徹定 大正十四年排印本 
倭版書籍考十卷  大正十四年排印本 
經籍答問一卷 松澤老泉 大正十四年排印本 
德川幕府時代書籍考一卷 牧野善兵衛 大正元年排印本 
漢學者傳記及著述集覽一卷 小川貫道 昭和十年排印本 
慶長以來諸家著述目錄三卷 中根肅治 昭和二十七年排印本 
近世漢學者著述目錄大成一卷  關儀一郎; 關義直 昭和十六年排印本 
國學者著述綜覽一卷 關隆治 昭和十八年排印本 
文求堂展觀書目一卷 田中乾男 昭和二十九年排印本 
文求堂新收書目二卷 田中乾男 昭和二十七、二十九年油印本 
淺倉屋古書目錄二卷 吉田久兵衛 昭和二十七、二十九年排印本 
松雲堂書店古書籍販賣目錄四卷 野田文之助 昭和 28、29、30、32 年油印本 
  又一卷 野田義太郎 昭和四十年油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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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Bibliographical Books in Western Languages 書目類/西文圖書 
編號     作   者               書    名  及  版  本                      定價(台幣)   
BAS 
2 

4711871496392 Austin C. W. Shu, Lei Shu 類書：臺灣現藏類書綜表 Old Chinese 
Reference Works and a Checklist of Cited Titles Available in Taiwan.. 1973. 

TWD350 

CW 
71 

4711871499188 Tchang, Le P.M. Synchronismes Chinois (2357BC－1904).(中西對照
編年表 2357B.C. – 1904)  Chronologic Complete Et  Concordance. Avec L'Ere 
Chretienne De Toutes Les Dates Concernant L'Historie De L'extreme -Orient (2357 
Av. J.C.-1940 Apr. J.C.) Varietes Sinologiques No.24. (Shanghai: 1905) 

 2,020 

This monumental work provides a synchronized list of the Chinese cyclical year, Christian year, and 
reign years, for Chinese, Anaam, Korean, Mongolian, etc., dynastic reigns. During such periods as the 
Ch'un-ch'iu, Chan-kuo, and Nan-Pei Ch'ao, when a multiplicity of states existed in China, the reign years 
of the rulers of the various states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chronological table. The table is preceded by 
character and alphabetical indices to Nien-hao with the dates which they encompass. The table is 
followed by an index to the names and reigns of the various sovereigns. 
CW 
128 

4711871499737  A Classified List of Reference Books In The Reading Rooms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With Index. (北平國家圖書館閱覽室參考書
分類目錄:  (Peiping: 1932) 

1,440 

A classified list of Western language reference material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up to March 
15, 1932. Topically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method and arranged alphabetically 
within each topic. LC classification numbers are given after each entry. Index. 
CW 
130 

4711871499751 Kwei, C.B. Bibliographical And Administrative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Incorporation of Chinese Books In American Libraries 美國中文圖
書館書目與管理問題. (Peiping: 1931) 

TWD740 

A work of potential interest to Asian librarians, general librarians, and persons interest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Based on a survey of major collections in six libraries in Canada and the U.S. The author 
outlines the history of each collection, its special features, physical plant, and classification scheme. An 
historical survey of writing and printing in China gives details on the various methods by which books 
were produced and bound, and includes a translation of the 1914 Law of Publication. Special sections 
are devoted to the forematter and text of Chinese work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lassification scheme is 
outlined and special problems posed to the Western librarian in charge of Chinese collections are 
discussed. The author also includes an extremely useful glossary of Chinese bibliographical terms. 
OS 32 
 

4711871492943 William Ju, comp. A Union List of Chinese Periodicals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Taiwan 臺灣各大專院校中文期刊聯合目錄
1976.xvii, 580pp.  

1,600 

CW 
24 

4711871498723 Cordier, H. Bibliotheca Sinica (漢學研究西文書目).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a l’Empire Chinois. Paris:1904-1906, 
Supplement & Index, (1922.19214) 5 vols 

10,880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Sinological studies, this work is a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of Western 
language journal articles and monographs, with citations of book reviews and some annotations, relative 
to the study of China from the beginning of Western scholarship on China until the early 1920's. The 
entries are divided topically and arrange chronologically within each topic. The work is divided into five 
major parts: China proper (geography, history, literature, customs, etc.); foreigners in China;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hinese in foreign lands; and tributary countries of China (Manchuria, Mongolia, III, 
Tibet, Liu-ch'iu and Korea) 
BS 1 4711871502994 Ernst Wolff, Chinese Studies: A Bibliographic Manual中國研究書目

手册. 1981. xiv, 152pp. 
1,160 

BAS 
1 

4711871503069  A Checklist of Reference Works in Teng and Biggerstaff Now 
Available in Taiwan 臺灣參考書核對清單 

350 

CPS 
2 

4711871502987  Cho-yun Hsi, Bibliographic Notes on Studies of Early China. 古
中國研究書目注記 1982. viii, 98pp. Index. 

1,160 

OS 2 4711871501744  Ronald Dimberg, Edward L. Farmer, Robert L. Irick.;  A Ming 
Directory 明代研究名錄 1968.  

  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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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 
3 

4711871503076  A Descriptive Catalog of the Ming Editions in the Far Easter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Compiled by Chik-fong Lee. 華盛頓大
學遠東圖書館明版書目 1975, svii, 53pp. 

420 

BS 3 4711871503014  Books on China: 1980: A Cumulative List with Descriptions of 
Original and Reprinted Western-Language Titles Available from Taiwan. 中國書目
-臺灣出版及重印西文書目： 1980. viii, 308pp. 

500 

OS 15 4711871496385  Robert L. Irick, ed.   An Annotated Guide to Taiwan Periodical 
Literature, 臺灣期刊指南 1972.1973. ix, 174pp.   

1,025 

BAS 
4 

4711871503083 Nai-tung Ting and Lee-hsia Hsu Ting, Chinese Folk Narratives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 中國民間故事書目指南 1975. xiii, 68pp. 

420 

RAS 
12 

4711871503304 William Y. Chen.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Agriculture, 中國農業書目注釋 1993. xi, 391pp. 

1,760 

CW 
153 

4711871499980   Bibliography Of The Far Eastern Tropics 臺灣收藏遠東熱帶地
區相關書目 (Taiwan: `938) 

900 

A classified list of Western language monographs in eight institutions in Taiwan. The location of each work 
is identified. This bibliography covers the following topics: economics, finance, commerce, industry, 
agriculture, law, politics, sociology, education, religion, history, geography, linguistics, and science for the 
following areas: The Philippines, French Indo-China, Siam, British North Borneo, Sarawak Brunei, British 
Malaysia, British New Guinea, The South Sea Islands and The Netherlands East-Indies. 
CW 
90 

4711871499355  Cordier, H. Biblotheca Indosinica), 中南半島研究西文書目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a Ia Peninsule Indochinoise (Paris: 1912) 5 vols. 

TWD11,2
00 

A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of western language journal articles and monographs, with citations of 
book reviews and some annotations; relative to the countries of the Indo-Chinese peninsula from the 
beginning of western scholarship until 1912. The countries included are Burma Assam, Siam, Laos, 
Malayan Peninsula, French Indo-China, Cambodia, and Tchampa. The entries are arranged 
chronologically by topic. Topics include geography, natural history, history, government, legal systems, 
religion, science and art, language, literature, customs, foreign relations, economy, etc. Volume Five is 
an author and subject index. 
OS 12 4711871501829  G. Raymond Nunn & Do Van Anh, comps. Vietnamese, Cambodian, 

and Laotian Newspapers) 越南、柬埔寨及寮國報紙聯合目錄 : An International 
Union List. 1973. xiii, 104pp. 

450 

OS 13 
 

4711871501836 G. Raymond Nunn, comp. Burmese and Thai Newspapers 緬甸泰
國報紙聯合目錄 : An International Union List. 1973. xii, 44pp.  

350 

OS 14 
 

4711871501843  G. Raymond Nunn, comp.  Indonesian Newspapers 印尼報紙聯
合目錄 : An International Union List. 1973. xv, 131pp.  

350 

CRA
S 17 

4711871503311  Austin C. Shu. Modern Japanese Authors in Area Studies 日本現
代區域研究作家名錄 : A Name list. 1978. xii, 131pp.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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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號中國法律相關書籍目錄  
 

本公司已出版相關中國法制史及歷代律、例及相關法律類書籍多種， 
自唐律以降有明、清律例、昭令、各部則例及民國大理院、行政法院、修訂法律館
所編之法律草案彙編，頒布法律、法令之國民政府公報、總統府公報 26 種，匯為
法學研究之基本素材，為法學界及圖書館所必備，簡目如下: 
 

 1 中國法制史論文集中國法制史學會編印  民國 70 年 ……………………58              
2 固有法制與現代法學  薩孟武等著 民國 67 年  ……………………… 58    
3 唐律各論 戴炎輝著 民國 77 年   ……………………………………… 58 
4 明律集解附例 據光緒 34 年修訂，法律館重刊本重印  ……………… 58 
5 皇明制書 張鹵校刊 據萬曆刊本重印  ………………………………… 58 
6 皇明詔令 傅風翔編纂 據嘉靖 27 年版本重印  …………………………59 
7 明政統宗 涂由編輯三來父校訂 據萬曆四十三年刻本重印  ………… 59 
8 大清律例彙輯便覽 戴炎輝點校 據光緒 29 年刊本重印  ………………59 
9 皇朝政典類纂 席裕福纂 據光緒 29 年刊本重印  ………………………59 

10 欽定吏部則例 清吏部刊本 據光緒 12 年刊本重印  ……………………59 
11 欽定工部則例 翁同龢等纂 據光緒 10 年工部刻本重印  ………………60 
12 欽定禮部則例 特登額等纂 據道光 24 年刊本重印  ……………………60 
13 欽定戶部則例 清 承啟、英傑等纂修 據同治 4 年校刊本重印  ………60 
14 欽定戶部漕運全書 清托津，福克旌額等纂修 據嘉慶 16 年刊本重印…60  
15 欽定戶部海防鄭工新例章程 據光緒 15 年刊本重印 ……………………61 
16 讀例存疑重刊本 薛允升原著、黃靜嘉點校 據光緒 31 年刊本、民國 59 年校刊本……61 
17 刑案匯覽 清．鮑書芸、祝慶祖等輯 據光緒 12 年刊本重印  …………61 
18 駁案新編 全士潮輯 據乾隆 40 年刊本重印  ……………………………61 
19 粵東省例新纂 清．黃恩彤、寧立悌等纂修 據道光26年刊本重印………………..…62 
20 沈家本年譜 張國華、李貴蓮合編 1991 年版  …………………………………….. 62 
21 大理院解釋例全文、大理院判決例全書 郭衛編輯 據民國 20 年刊本印   ……62 
22 行政法院判決彙編 行政法院編印 據民國 61 年版重印  ………………62 
23 法律草案彙編 修訂法律館編輯 據民國 15 年刊本重印  ………………63 
24 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 廣州 1922年1月-1925年6月 …………………………63       
25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民國 14-37); 國民政府文官處出版 ……………  63 
26 中華民國總統府公報初編總統府公報室 (民國 37–69)    ……………64 
26 中華民國總統府公報續編總統府公報室 (民國 70–109)   ……………64 
27 中華民國行憲以來之立法院  彭樹勛編 民國 75 年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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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書簡介: 
1 中國法制史論文集  4711871494275  中國法制史學會編印 民國 70 年版            800 

收錄有戴炎輝撰: 唐律十惡之溯源、島田正郎著林茂松譯: 中國近代的徒刑 之成
立、佐伯富著柯明良譯林茂松校訂: 士大夫與潤筆、劉令輿撰: 中國大赦制度、張瑞
楠撰: 中國固有法上之復讎 / 比較法制史研究。 

2 固有法制與現代法學  4711871494268  薩孟武等著 民國 67 年版              1,540 

薩孟武等撰、台灣大學法律學系主編 民國六十七年初版 本書係戴炎輝先生七秩華
誕祝賀論文集，分法理學、法制史、憲法、行政法、民事法、刑事法五類。 作者為
薩孟武、馬漢寶、戴東雄、黃茂榮、李鴻禧、姚瑞光、洪遜欣、林文雄、林茂松等
法學專家等。 

3 唐律各論  4711871494299  戴炎輝著 民國 77 年版                                1,540 

原作「唐律通論」於民國 54 年初版，本書係增修版，名為唐律各論。唐律承前代之
法，尤其漢代法，亦為啟後之大律，宋刑統以後到清律倣之。唐律各篇之主要內容
為罪名的規定，是本書論述之中心，各篇之沿革見於編首之疏議。分十一編:為衛禁
律、職制徨、戶婚律、廢庫律、擅興律、賊盜律、鬥訟律、詐偽律、雜律、捕亡律、
斷獄律等，並附通例、罪名索引。 

4 明律集解附例  4711871494305  據光緒 34 年修訂 法律館重刊本重印         5 冊  7,680 

此書沈家本序於光緒 34 年, 依據明萬曆三十八年刻本重刊, 以三十卷終，計分: 名律
例(總則)四十七條。吏律三十三條，戶律九十五條，兵律七十五條。刑律一百七十一
條，工律十三條，總計四百六十條。各條律文內有雙行小字者為法定解釋; 次為「纂
註」; 即法理與適用範圍之註解; 再次為「備考」，為適用「律」文與否或可比照引
用之註解; 最後為「條例」。每「律」往往附有若干例。萬曆年間頒佈者則另標。「律」
反映立法的基本精神，「例」為適應時代需要而作的補充或變更，後者有優先適用的
實效。稱為「集解」者，意即包括前人已有之註解。明律雖然在編纂和改變古制方面
凌越前古，但因司法權不統一，例如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皆造成慘刻酷案直
至亡國乃已。 

5 皇明制書  4711871494312  張鹵校刊 據萬曆刊本重印                     6 冊  10,880 

張氏將大明令等十四種明代之法制書重刊，以為明代官制、法律之總匯。其大要為: 1)
大明令:倫理、器用、輿服等之規定。2)大誥: 君臣、五常、婚姻、社學、敬天勤民之
道。 3) 諸司職掌: 述禮部、兵部、刑部、工部、都察院、大理寺、都察府等之職掌。
4) 洪武禮制: 太祖在位期之典禮儀式。 5) 禮儀定式: 禮部尚書李原名等所著，始之
以朝參筵宴之儀，終之以鞍轡弓矢之制。 6)教民榜文: 洪武三十一年四月戶部刊印， 
7) 資世通訓: 君道、臣道、勸士農，訓工商，防民勸善之道。 8)學校格式: 校規也。
9) 孝慈錄: 以三年之喪制在父母不當異議。10)大明律。11) 憲綱事類: 正統四年十月
刊布，述司者之權責。12) 稽古定制: 斟酌唐宋制度，定列墳瑩碑竭丈尺舅屋間架及
食祿之家，興販禁例，偏類成書。13)大明官制，分南京京師及各省。14) 節行事例:
在外郡縣迎接詔赦開讀禮儀等。 
 

6 皇明詔令  4711871494329  傅風翔編纂 據嘉靖 27 年版本重印                4 冊  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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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二十一卷，按邊年體自洪武元年至嘉靖二十六年 ( 1368 - 1547)，集太祖、成祖、
仁宗、宣宗、英宗、憲宗、孝宗，武宗、世宗諸帝之詔敕令諭 (間亦有太后詔)，舉
凡即帝位、封諸侯宗室、立皇后、皇太子、頒律令、大赦天下、頒行憲綱、親征討
伐、篡修實錄、戒諭百官、定廟制、諭六部、募兵、賑災、寬恤、遺詔等為明朝皇
室興衰，官範民風，盡見於此。實為明史最重要之第一手史料。據此書後序，謂傅
風翔原刻本為「皇明詔書」。但嘉靖二十七年校補時，則稱「皇明詔令」，蓋第一篇即為「討
張士誠令」也。按王或太子告下之文曰「令」，皇帝通告臣工則曰「詔」，下告文武諸職則
曰敕。此書前部多詔文，後部多敕文，亦可想見諸帝氣宇之不同。是書內容，可備史家採擇
之處極多，或政治得失，或經濟措施，或社會制度，資料壅積; 於各帝之氣宇，政風之良窳，
朝廷之政策，均可窺見，實為研究明史所不可缺之史料。 

7 明政統宗  4711871494343 涂由編輯三來父校訂 據萬曆四十三年刻本重印     7 冊  11,840 

本書編輯義例，旨法春秋，志取左傳，以編年記事仿續通鑑鋼目體，敘太祖高皇帝
肇業之始，迄穆宗莊皇帝延祚之謨 (1341-1572)，凡二三一年間諸帝之大事如諭旨、
詔令、記傳、實錄之綜錄封賞、遣使、軍事、法律、疏奏、水利、屯田、海運、災
異等皆備載。書中之大字為綱目，雙行小字為敘事，夾有撰者之評論。涂氏編輯是
書，參考當時冊籍有皇明玉牒，皇明詔令等，共一七八種，內多現今未見之史料，
原書列有目錄。凡小傳、雜記、題辭、奏疏、論策、率皆收錄。涂氏之史識史德亦
甚傑出，如「無所考者不得書，有所諱者不敢書，嬖于好者不可書，家乘是而疏譽
者不敢摘也，野史非而疏毀者弗敢庇也，其齟齬而兩有證者，又當兩存之。」如「敘
載人物之賢否，言行之臧否，要皆考據群籍直書，不能虛美隱惡以重穢史之咎。」
尤有進者，此書體裁雖似左氏春秋注，然附卷所載名公議論，於兵農錢稽，九邊土
馬登耗之數，太倉水衡冏寺會計盈縮之額，水利屯田河渠海運等利病之往蹟，皆有
論述，非可僅視為狹隘之帝王實錄。序文之後有「御製目錄」，係各帝在位期間編
纂或著述之目錄，並有內容簡介。 

8 大清律例彙輯便覽 4711871494350 戴炎輝點校 據光緒 29 年刊本重印    15 冊   28,800 

大清律例自清初順治以降各朝均有開館纂修，條例亦增刪釐正，本書係光緒二十九
年清末最新刊本，其所收錄附例資料最為完備共一千五百七十三條，有律目、諸圖、
服制、各例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督捕則例等都四十二卷，
除律文原有圈點，律例及引用的註釋亦經法學家戴炎輝先生予以標點及校正，益增
使用的方便及價值。 

9 皇朝政典類纂  4711871494336 席裕福纂 據光緒 29 年刊本重印         30 冊   30,400 

是書為席裕福所纂之清代政典大全，起自順治，止於光緒末年。所收如田賦、戶役、水利、
漕運、錢幫、鹽法、征權、市易、礦政、倉庫、國用、選舉、學校、職官、禮、樂、兵、刑、
象緯、方輿、郵政、外交等類凡五 00卷。其內容或擷自官書，或採諸私撰，每則不予增刪，
其後必註所出，或加按語引用書目，自聖訓以下官私記述等共八百二十一種，卷秩浩繁，條
目清晰，體例嚴謹，為研究有清一代典制史必備材料。 

10 欽定吏部則例  4711871494367 清吏部刊本 據光緒 12 年刊本重印         2 冊  7,040 

吏部則例於雍正十二年經律例館修輯告竣。乾隆三年御史陳豫朋條奏重修。翌年吏
部奉旨詳加纂輯，七年成書。全書共分五部: 一)滿官品級考; 二) 漢官級考; 三 銓
選滿官; 四) 銓選漢官; 五) 處分則例。自後照十年重修向例，乃有乾隆五十五年及
道光二十三年諸年纂輯。光緒十二年吏部復議重修，本書部光緒十二年例則之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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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容為公式、降罰、升選、舉劾、赴任、離任、本章、印信、限期、歸旗、事故、
曠職、營私、書役、倉場等十五目。原書共五十二卷。 

11 欽定工部則例  4711871494374 翁同龢等纂 據光緒 10 年工部刻本重印    1 冊   4,480 

本書據清嘉慶十八年 (1813)刊本，依社會形勢之變遷，規制之沿革，舊例或有裁撤增
刪，新案與舊例不符則改例從案或另纂新條，於光緒十年(1884 年)刊行，都 120 卷。
雍正九年，工部奏准並詳定工程作法及物料價值，編篡條例，輯成工程作法七十四卷，
內庭工程作法八卷、簡明作法二卷、物料價值四卷，俱校刊頒行。乾隆十三年工部奏
准纂輯工部即例五十卷，乾隆三十三年復有物料價值則例之纂，工部作業乃有所遵循。 
乾隆五十八年工部奏准續纂，要分六門及通例，於嘉慶四年刊行，嘉慶十七年再為續
纂。光緒十年翁同龢主工部，奏准續修，盡收嘉慶十七年後之諭旨、條奏及隨時辦理
章程。 本刻本工部四司，其中管繕司二十卷含壇廟、宮殿、城垣、公廨、營房、物料、
保固等。虞衡司十卷含錢法軍需、雜料。都水司五十三卷含河工、海塘、水利、江防、
船政、關稅等。屯田司十卷含陵寢、墳瑩、薪炭等。另製造庫、通例等二十三卷。 

12 欽定禮部則例  4711871494381  特登額等纂 據道光 24 年刊本重印        2 冊  6,720 

禮部則例於清乾隆廿九年奉旨纂修，乾隆三十五年告竣。後每間十年續為纂校刊，現
存者三種。本書為道光廿一年奏准續修本，得卷二百另二，於道光廿四年由禮部刊行。
內容計有:一) 儀制清吏司: 有授受大典、朝賀、恭進、尊封、大婚、臨幸、冠服、親
征、命將、官學教育、考試事例、學制員額、鄉試、會試等一百○二卷。含朝賀通例
等一○五目; 二) 祠祭清吏司:祭祠道例、壇廟通例、告祭、大喪、官民喪、服制、卹
典、朝賈、襲封、賞賜等八十八卷。 三) 主客門，含朝貢通例等二十一目; 四) 精膳
門，含大和殿廷宴等二十五目。為研究有清一代制度史必備資料。 

13 欽定戶部則例  清．承啟、英傑等纂修 據同治 4 年校刊本重印          14 冊  23,200 

戶部為錢糧總匯例案較繁，有關成例案件，戶部逐次分門別類編輯成書，乾隆二十
六年貴州巡撫周人，驥條奏編纂戶部例案，刊刻通行，俾有所遵，首部戶部則例於
乾隆四十一年告竣，刊刻通行共得例二千七百二十九條。其後賡繼纂輯，凡十五次
纂輯成書。咸豐年間應行入例事件積累漸多，除五口通商、洋稅章程事宜等另鈔備
查外，乃由戶部增刪續纂共例二百五十一條分為十六門，於同治四年完竣。十六門
目為戶口、田賦、庫藏、倉庾、漕運、錢法、鹽法、茶法，參課、關稅、稅則、稟
祿、兵餉、蠲卹、雜支、通例。為研究有清一代制度史必備 4711871494398 

14 欽定戶部漕運全書  4711871494404  清．托津，福克旌額等纂修        8 冊 13,600 

據嘉慶 16 年刊本重印   

雍正十二年，御史夏之芳奏准纂輯漕運全書，並定十年續修一次，至乾三十二年始有漕
運總督刻本。以後每屆十年續纂條例，仍係繕寫正本，具題頒發倉場總漕各一部，並令
照本繕寫，轉發各糧道及坐糧廳一體遵行。嘉慶十年復屆續修之期，御史倪琇以鈔寫多
誤，奏准刊刻頒發。是書乃不因鈔寫之舊，並由十年進而續纂十六年以前例案，一體增
截。先依性質類別再按省、府、州、縣等地區規範。是書共分十八門: 一) 漕糧額徵 二) 
徵收事例 三) 兌運事例 四) 白糧事例 五)通槽運艘 六) 督運職掌 七) 補選官丁八) 官
丁稟糧 九) 貼費雜款 十) 計屯起運 十一) 漕運河道 十二) 隨漕解款十三) 京通儲糧 
十四) 截撥事例 十五) 撥船事例 十六) 採買搭運 十七) 奏銷考成 十八) 挽運失防。 

15 欽定戶部海防鄭工新例章程  4711871494411                     2 冊   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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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光緒 15 年刊本重印;  咸同軍興後，需餉浩繁。海防之議行，預算益見龐大。而清

廷苦於各省地丁錢懾迄未復額，例入減少，出款倍增，乃大開捐例，以資挹注。而有

清吏治之壞，遂呈不可挽回之勢。是書為戶部所輯，所收多清末捐例章程等，而以鄭

工及海防條例為主。書中所載條例，計分一) 海防新例及銓補新章 二) 鄭工新例及銓

補新章 三) 新章 四) 條款等項目，並附京員五品外官四品以下文職及有關武職捐補

銀數。廣開官位以換捐輸，或遇缺選補及保舉人員或逢封典升銜，分別依新例賣官花

樣章程，依品級職銜定有銀數報捐以籌餉項，後因海防吃緊籌建海軍及鐵路建設等由

經費至鉅，乃依鄭工事例鄭工捐改為海防捐並創海防新例銓補章程，其加捐花樣過班

章程及選補班次均依鄭工例方式籌餉及海防，為治清末政治及制度史必備參考資料。 

16 讀例存疑重刊本薛允升原著、黃靜嘉點校據光緒 31 年刊本民國 59 年校刊排印 5 冊 9,280                         

清光緒三十一年原刊(1905)，民國五十九年校刊排印本(1970)本書作者薛允升
(1820~1901)為清代法學大家與沈家本 (1840~1913)同為清代法學承先啟後的最重要人
物。薛氏自成進士後即進入刑部，由司曹以迄侍郎、尚書。前後四十年始終獻身於傳
統法制史的研究。 律者常經也、即一成不變謂之律，條例乃一時權宜也，因時變遷
律外有例、自明初既然，以條例修附各律條之後，清代因襲之而更發達。薛氏以其半
生心血著作「讀例存疑」最為世人重視。舉凡清代制定法的解釋與通用，傳統法制演
變的軌跡，清代例的繁複與支離互有歧異者一一疏証而明通之，扶其可否，溯厥源流，
兼引前人成說而參與末議，詳細剖析，一方面供執法者之參考，另方面供修例之準據，
此外薛氏直接參與及見証、對清例適用情形的析述，有助於對當時實際法制全貌的認
識。本書依據清光緒三十一年刊本重刊，由法學教授黃靜嘉編輯、校勘、標點並附薛
允升傳及清律條例編號及標目稿。閱者查檢便捷。4711871494428 

17 刑案匯覽 4711871494435 清．鮑書芸、祝慶祖等輯 據光緒 12 年刊本       11 冊   17,280 

大清律例節經增補修纂，其用在隨時隨事比附變通，盡其律例之用。清代刑名匯於刑
部，各案均加核議，遇有可疑必援彼証此，毫釐律例之用，期盡情與法兼顧。是書輯
歷年成案，分門別類，按照清律例門類編次。全書臚陳案以為依據，徵說帖以為要歸。
一切謹按通行，無不具備。是書首列赦款章程，共後按卷分列門類。使用材料為二: 1) 
乾隆四十九年至道光十三年刑部說帖，共收二千八百餘件; 2) 嘉慶十八年至道光三年
成案，共收一千四百餘件; 3) 乾隆元年至道光十三年通行，共收六百餘件; 4) 刑部自
行存記五百餘件; 5) 道光九年至十四年邸鈔二百餘件; 餘擷坊本所見記、平反要、駁
案彙鈔、駁案新編彙所入各案五十餘件。其續增部份，所收多為道光中說帖、成案、
通行、邸鈔、奉堂交館案、例無專條案、共計一千六百七十餘件。另新增刑案匯覽，
則收道光廿二年至光緒十一年間: 一) 歷年部頒新訂專條及隨時變通酌辦通行章程; 
二) 邸鈔及名臣奏議隨筆之有關材料; 三)軍興後之特殊成案;以及戊午順天科場案
等。是輯合初續及新增為一書，不惟閱讀稱便，仰且有前後校查比較之便。 

18 駁案新編  4711871494442  全士潮輯 據乾隆 40 年刊本重印               8 冊  13,250 

是書所輯，要皆遵奉上諭指駁或內外臣工援奏案准永為定例之判例，新編起自乾隆三
年，止於乾隆四十九年; 續編起自乾隆四十九年，止於嘉慶朝。凡遵駁正者; 十之八
九; 其中照駁覆審，有始略終詳，因疑得真。惟期詳慎得當，仍照原議結者，亦所必
錄。每案先有關督撫原題於前，後錄諭旨，次駁及內外衙門原奏，並每案摘敘事由，
按律分類。為治清代刑律之基本參考資料。 

19 粵東省例新纂  4711871494459 清．黃恩彤、寧立悌等纂修              2 冊   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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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道光 26 年刊本重印 

道光二十五年元月，黃恩彫任粵撫，以該省幅員遼闊，政務煩鉅，而無省例可資遵循。
而各省吏治民風不免互異，為因地制夷，於是有省例之設以佐部例之不備，又位置東
南邊疆，外辦事宜卷跌繁多，乃請寧立悌、陶復謙等人鈞考舊牘，討論新章，就粵東
外辦章程等按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分門別類，截至道光二十五年纂輯成例，
將詳議年月原委註明其原議，並逐條加以按語備資查考。纂成是書，共得八卷。計分
委署、調補、功賞、計典、計冊 (以上吏例)、蠲卹、錢糧、田賦、倉穀、交代 役食、鋼
鉛、廉俸、私鹽、器補、稅餉 (以上戶例) 典禮 書院、憲書、例頁、文閱、武場 (以上
禮例)、緝捕、黎猺、承襲、驛傳、船政、換防 (以上兵例)、承緝、盜賊、到配、監獄、
檢驗、秋審、審斷、賊罰、赦免 (以上刑例)、祠宇、貢院，營房 水利 救火硝磺 (以上
工例)等六類四十六目，為研究清代地方史不可或缺。 

20 沈家本年譜  4711871494909  張國華、李貴蓮合編 1991 年版             1,500 

21 大理院解釋例全文、大理院判決例全書 4711871494466         3 冊   9,600 
郭衛編輯 據民國 20 年刊本重印               

大理院解釋例全文:民國元年，北京政府成立。改組遜清大理院，置為最高司法審判
機關，並操統一解釋法律之權，以迄於民國十六年。此一時期中，北京政府轄下各
級法院，於民刑事件之疑義滋多，大理院每不憚長篇累牘，論述學理，引證事實，
詳予解釋。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後，大理院改組為最高法院。然歷年所為解釋例，除
與現行法令牴觸者外，部份仍予沿用。其意蓋以法學之研究，惟理是求，鑑往知來，
但本捨短從長之義，並無古今中外之分，法界人土郭元覺識此，乃窮耕歷年北京政
府公報，盡擷大理院解釋例文，於往返公文四千餘篇中。得例二千零十二條，輯為
兩冊付梓，以為當世法家參考，原書於民國十九年六月出版。 
大理院判決例全書: 前書編輯人郭君以「大理院解釋例」雖經輯就，而該院歷年判例
未予整理，不無厥失。乃據北京政府大理院編印之「判例要旨匯覽」正、續集。並
遍蒐北京政府時代有無條文可據之判例。刪繁補闕，輯為一書，首尾具備。盡收北
京政府大理院十餘年判決實例，完整無缺。內中以民法、商法、暫行刑律、民刑訴
訟條例、法院編制法等判決例份量最多。是書於民國二十年六月出版。本社以上述
「大理院解釋例全文」、「大理院判決例全書」雖屬北京政府司法典籍，然就法學研究
觀點言．並不失其參考價值，故予重印，以為法學研究參考資料。為便于檢查，本社並
添印「大理院解釋例全文」「大理院判決例全書」檢查表一種．一併附於書後。 
 

22 行政法院判決彙編  4711871494473  行政法院編印                   1 冊   1,600 

                               據民國 61 年版重印          

為匡救各級官署解釋或執行法規失當，自民國十九年三月起，乃有訴願法之立，民
國廿一年十一月復制定行政訴訟法。其目的除保障人民權利外，亦寓維持法規尊嚴
之意。其後雖屢經修正，然立法本意並無變更。據訴願法規定，人民不服官署處分
者，得向上級官署提起兩次之訴願。經提起再訴願仍不服其決定，或逾三月不為決
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民國卅六年夏，行政法院就歷年受理案件，輯
為判法彙編一種刊行。起于民國二十二年，止于民國三十六年，完整無缺。是輯計
分兩部份: 第一編實體部份包括土地、水利、倉儲、稅捐、關務、鹽務、礦業、營業、
商標、教育、交通、考銓、其它等十三類。第二編程序部份則分行政訴訟及訴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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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每案均按原被告、判決主文、事實及理由詳為排列，書前並附目錄。訴願及行
政訟法立法原意至善，制度亦行之有年。此一制度果經充分利用，不惟個人權益可
穫適當保障，並可促進法治主義之成功。 

23 法律草案彙編 4711871494480 修訂法律館編輯 據民國 15 年刊本重印      2 冊  4,000 

光緒二十八年，清廷始設修訂法律館，命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出使美國大臣伍廷芳
為修訂法律大臣，著手法律之修訂。伍廷芳以兼辦外務部事務，旋派為出使墨西哥、
古巴大臣，法律修訂工作，實由沈家本主其事。光緒三十三年，清廷復命候補侍郎
俞簾三及大理寺卿英瑞為修訂法律大臣，佐沈家本處理法律修訂事宜。宣統元年，
部份商律草案成;宣統三年，民律前三編草案亦告擬就。民國成立後，北京政府於民
國初年再組法律編查會，繼續進行法律之編查及修訂工作，旋改稱修訂法律館。自
民初至民國十四年，先後輯成草案多種，陸續經北京政府公佈實施。本書所收，為
宣統元年至民國十四年歷次所輯法律草案原文及理由書等附件，分民事、商事、刑
事三大部份。 其民事部份，計民律第一次草案，成於宣統三年，含總則、債權、物
權、親屬、繼承各篇; 民律第二次草案成於民國十四年，篇次如前;民律第三次草案
親屬篇成於民國十四年;強制執行法草案成於民國四年。商事部份，商律草案第一篇
總則及法商行為草案成於宣統元年; 公司法草案成於民國五年; 票據法五次草案分
別成於民國二、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年;海船法草案成於宣統元年;破產法草案成
於民國四年;公斷法草案成於民國十二年。刑事部份之修正刑事草案成於民國五年;
刑法第二次修正案成於民國七年;改定刑事法第二次修正案成於民國八年。我國近代
法律之修訂始自清末，為求法治主義之逐漸完善，主其事者率皆慎重其事。觀所擬
法律草案內條目，其精神容有為配合當時社會環境而發者，然於法律條文文義之推
敲，則末稍輕率出之也。 

24 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 廣州 1922年1月-1925年6月         12 冊    19,200 
   民國十年(1921)05 月 04 日軍政府撤銷後, 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 並以大元帥名 

在桂林設大本營, 準備北伐。民 11 年 01 月 30 日開始發行《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 
公報。要目: 宣言、法規、大元帥令、訓令、指令、公文、公電、佈告、批示等。 

25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4711871496651                    222 冊  312,000 
國民政府文官處出版        

民國十四年年七月一日, 大元帥府改制為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公報」乃繼「海陸軍
元帥大本營公報」之後發行之政府命令、法規等正式記錄, 同時名為「國民政府公報」
「國民政府公報」自民國十四年七月一日發行，每週出版兩次。十五年十二月後，
因北伐軍事關係暫停印行。十六年五月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恢復出版。唯自十七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起，改為每日出版一次。其後國民政府歷遷洛陽、重慶等地，發行
訖未中斷。  「國民政府公報」內容包括宣言、訓詞、政府命令、處令，院令、部
令、訓令、指令、委任令、法規、公函、通告、代電、及附錄等項，為研究當代政
冶、外交、法制、軍事及文教史不可或缺之參考資料。 
本社以「國民政府公報」乃當代重要典制文獻，除具高度史料價值外，於政府締造
之艱鉅經過尤多記錄，故決予重印，以昭國人。惟「國民政府公報」卷帙浩繁，求
其首尾無缺者幾不可得。乃幸得有關方面協助，遍訪各公藏處所，陸續整補以全此
篇。  三十七年五月二十日，行憲開始。國民政府公報，改為總統府公報 

26 中華民國總統府公報初編  4711871496668               150 冊   26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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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公報室 收錄民國 37 年至 69 年(1948-1980),   
民國 36 年，國民政府結束訓政時期, 頒行憲令, 經普選產生國民大會, 依據憲法於民
國37年5月20日總統府在南京成立, 即日出版「總統府公報」, 後續在臺北印行,   總
統有下列之職權: 1)依法公佈法律，發佈命令。2)依法行使締結條約及宜戰購和之權。 
3)宣佈戒嚴及解嚴。   4)行使大赦、特赦、減刑及複權之權。5)任免文武官員。6)
授與榮典。6)發佈緊急命令。依此職權，總統實為法律、命令、締約、任免官員之發
佈任免者，乃政府之最高權力機構，一切最高決策及所有法令、規章、人事，皆出
「總統府公報」，即記載此類法令、規章、人事及一切出自總統府之檔。按「總統
府公報」之體例，有下列各項: 
1) 總統令: 包括指令、訓令、代帚、函等，某中法令之公佈、規章之制定、 

人事之任免，皆依原件轉錄。 
2) 院令: 五院所有公告、議決、判令，椅載於其中，乃中央政府五院所發佈 

檔之總錄。 
3) 部令: 行政院所屬各部會之署令，及其它四院所屬各部之函電，皆錄於其中。 
4) 專載: 登錄有關中央及地方政府之組織法。 
5) 特載: 登錄國民大會及其它有關機關之諮文、函牘等。 
6) 公告: 行政法院判決、公務員懲戒議決書等。 
7) 法令解釋。  8)某他: 如聘書、聲明、宣言、公告等。 
揆其體例，則「總統府公報」之內容，包括政洽、經濟、財政、法肆、軍事之文獻，
不僅所有最高之決策、法令、人事，記載靡遺，即如國籍之取得．歸化與註銷，公
務員之獎、懲與通緝，稅率表，社團之組織，行政法院判決書，更改姓名，著作物
版權之登記、禁書之發佈，…等，無不具載。據此，則「總統府公報」實為一切文
獻之淵數，乃當代史之原始資料也。茲重印編為精裝一五Ο冊發行，以供國內外各
圖書館暨國內各行政機構典藏參考之需。「總統府公報」為在臺灣近三十餘年最重
要之文獻記錄。 

27 中華民國總統府公報續編 4711871496668 總統府公報室編   373 冊 726,000 

繼初編之後,收錄自民國 70 年至 109 年,增編條目時序索引、條目分類 

索引,查檢便捷,是中央政府文獻之淵籔,當代重要檔案資料,更是一部中華民國政府 

行政全書。 
      

28 中華民國行憲以來之立法院   4711871494282  彭樹勛編   1986        1,600 

本書作者供職立法院資料室三十餘年，就立法院之組織與會議及職權行使加以分析整
理，分成四篇，共二十二章四十萬餘言，第一篇為立法機關之溯源及其制度演變等，
第二篇為行憲後立法院之組織與會議，第三篇為立法委員職權之行使，第四篇為立法
程序。附錄有甲: 法規、乙:第一屆立法院院長副院長姓名表、丙:立法院立法委員名單、
丁: 參與資料，堪稱為完備的立法院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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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號: 政府公報、戰爭史、時事報刊 71 種 

     

一) 戰爭史: 1-4: 開國/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剿「匪」戰史  (4 種 65-66 頁)  

二) 政府公報: 5-17 (13 種 66-70 頁)  三) 時事報刊:18-71 (54 種 72-78 頁) 
 

 

           公報、戰史、時事報刊 簡介: 
一) 戰史類 4 種 
 
1 開國戰史(辛亥革命戰史) 4711871530010『國防部史政局』編纂  4 冊  台幣 10,880 
   道光二十年(1840)中英鴉片戰爭失敗後, 辱訂南京條約, 首啟不平等條約之端,     
  帝制之專制與外侮之刺激, 迸發太平天國之義舉, 復有英法聯軍之役, 攻入北京,    
  迫訂城下之盟, 光緒二十年(1894), 中日之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割地喪權, 八國聯軍 

之役慘敗簽訂辛丑合約, 中國淪為次殖民地, 有志青年紛紛群趨革命陣營, 海內外革
命力量相互結合,孫中山先生乃以興中會為中心, 擴大組織成立同盟會, 自此革命風
潮一日千里, 遍地同聲普天響應, 孫先生領導十次義舉再接再厲, 終至辛亥武昌首役, 
一舉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 
   清朝既覆,民國肇興建設方始, 然民初袁世凱挾北洋軍閥自重,倒行逆施毀棄約法, 
解散國會稱帝, 乃有二次革命討袁成功, 民國幸告不綴, 洪憲帝制雖告廢止, 反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民主共和國肇造,軍閥割據稱雄,歷經袁世凱稱

帝、清廷復辟之變,乃至軍政府成立,以迄北伐,一統中國,繼以抗日之役引

發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歷經亙古未有的大變,期間階段性戰史有:開國、辛

亥革命、北伐、抗日、剿匪戰史等四種。  

政府公報之發行: 清末之  政治官報/內閣官報(光緒33-宣統3年);北洋

政府之國民政府公報(民國 1-17 年), 臨時公報(民國 1-2年); 臨時政府公

報(民國 2年); 護國軍紀事(民國 5年); 軍政府公報(民國 6-7年); 陸海軍

大元帥大本營公報(民國 11-14);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民國 14-37年);

「中華民國總統府」公報(收錄民國 37-109 年), 對歷史文獻之提供與研究,當

為學界所借重,圖書館及治史者所必備。另附此時期相關時事報刊:清議報、

皇帝魂、自立報、中華新報等,總共 71種. 

http://www.chengwen.com.tw/
mailto:book@chengwe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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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繼承專制遺毒, 方興未艾, 重者有: 1917 年張勳復辟, 馮國樟徐世昌及段祺瑞之
毀法,曹錕賄選等, 軍閥割據民不聊生, 1922 年孫中山為貫徹護法主張, 率師弭平陳炯
明之亂, 組織大本營於廣州為北伐及一統全國之策源地. 開國歷程至為艱辛, 將其全
盤戰史分述成書, 垂範於後世足供千秋之景仰。各篇要旨如下: 前清末葉情勢、國民
革命運動興起, 十次起義經過及武昌首義、各省光復及中華民國創立、二次革命與討
袁之役、護法與北伐之準備… 附錄及戰史圖兩百有餘,極具史料價值… 

2 北伐戰史 4711871495821『國防部史政局』編纂               5 冊  台幣 22,400 
     記述國民革命軍北伐作戰之史實, 起於 1924 年止於 1928 年全國統一, 以記事   
   為經編年為緯, 對每一會戰之敘述, 按當時軍事態勢、部署及作戰經過,得失情況 
   作歸納與評述, 期間對黃埔官校建軍、第一、二次東征、出師北伐之決策、攻克 

   兩湖、底定江浙、容共與清黨、寧漢分裂、渡江北伐與濟南事變、東北異幟、 

   一統全國等, 均詳為記述, 編末附陣亡將士墓表. 各章節及戰役有套色攻守圖表 
   及照片插圖, 更便利閱讀與研究。 

3 中日戰爭史略 4711871530027『國防部史政局』編纂             4 冊      12,800 
    1931 年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後，侵佔中國東北，扶持成立傀儡滿洲國，此後陸
續在華北、上海等地挑起戰爭衝突。1937 年 7 月更發動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
爆發。1941 年日本復發動太平洋戰爭，國民政府正式對日宣戰，並與美、英、蘇等
結成同盟國，對抗日本等軸心國。1945 年美軍攻入日本本土、日本戰敗向同盟國無
條件投降；國民政府代表同盟國接受日本降書，贏得抗日戰爭之最終勝利。 
    本書記錄了兩國戰爭起因、經過及軍事攻防套色攻守圖五十餘幅, 對戰時政治
機構政略運用, 經濟建設方案及資源開發, 財金措施之概要、戰時教育與文化作戰之
推動, 敘述甚詳. 其軍事作戰以一二八淞滬之戰起, 平津之戰、平綏、平漢鐵路沿線
戰役, 太原、徐州、武漢等會戰, 後有南昌、桂南、棗宜、豫南、上高、晉南等中期
主要戰事, 及續後之滇緬區、浙贛、鄂西、常德、長衡、湘西等會戰,空軍、海軍戰
役等, 對中美外交及軍事之合作記錄甚詳以訖勝利、受降及復員。為記錄詳實之抗
日戰史。 

4 剿匪戰史 (國共戰史) 『國防部史政局』編 中華大典編印會出版  6 冊 25,600 
   1927 年北伐期間，國民黨宣佈清黨, 國共兩黨寧漢分裂，展開了國民黨國民革命 

   軍與共產黨人民解放軍長期之『圍剿與解放戰爭』 (雙方互以匪及幫貶稱對方) ， 
    1936 年西安事變後，國共雙方在日本侵略中國期間達成合作抗日協議，停止內戰,  
   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共全面開戰。經過遼瀋、徐蚌、平津等諸多戰役後，國民黨 
   軍被擊敗，共產黨 1949 在北京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整個中國大陸。國民黨 
   國民政府於 1949 年 12 月被逐至臺灣迄今。所發生戰役, 套色攻防戰圖附于各章 

   節中,可詳盡解讀。   
 
二)  政府公報類 13 種    

5 政治官報附內閣官報 清光緒 33 年 -宣統 3 年(1907-1911)   54 冊   58,880 
光緒三十三年(1907 年)七月，清政府成立憲政編查館，辦理有關憲政編制法規要政

等事項, 發行「政治官報」，為清政府的官方公報, 舉凡上諭、章奏、法制、章程、

條約、駐外使領報告、及緊要新聞，均予分類選錄刊載，採日報形式。宣統三年(191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5%86%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4%B8%80%E5%85%AB%E4%BA%8B%E8%AE%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6%9D%B1%E5%8C%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B%BF%E6%B4%B2%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F%AF%E5%8C%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6%B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97%A5%E6%88%98%E4%BA%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B9%B3%E6%B4%8B%E6%88%98%E4%BA%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8%87%E8%81%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7%9B%9F%E5%9C%8B_(%E7%AC%AC%E4%BA%8C%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D%B4%E5%BF%83%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6%9C%AC%E5%9C%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0%E6%9D%A1%E4%BB%B6%E6%8A%95%E9%99%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0%E6%9D%A1%E4%BB%B6%E6%8A%95%E9%99%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B0%91%E9%9D%A9%E5%91%BD%E8%BB%8D%E5%8C%97%E4%BC%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5%85%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85%B1%E4%BA%A7%E5%85%9A%E9%9D%A9%E5%91%BD%E6%A0%B9%E6%8D%AE%E5%9C%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8%8B%8F%E5%8C%BA%E7%AC%AC%E4%BA%94%E6%AC%A1%E5%8F%8D%E5%9B%B4%E5%89%BF%E6%88%98%E4%BA%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E%BD%E6%B2%88%E6%88%98%E5%BD%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6%B4%A5%E6%88%98%E5%BD%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89%E7%B7%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A3%E7%B5%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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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 月，廢除軍機處成立內閣時，改名為《內閣官報》，於 1912 年停刊。 

6 國民政府公報 (北洋政府) 4711871530058 民國 1-17 年(1912-1928) 294 冊   547,200 

武昌起義革命成功, 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被推選為臨時大總統, 為促使滿清順利退

位, 讓位與袁世凱, 袁氏擔任總統後, 定都於北京, 廢民國篡改國體稱帝, 擬竊取革

命果實, 國人反對發動護國戰爭迫使袁取消帝制後，北京政府分裂為三個主要割據勢

力，直系(吳佩浮)、皖系(段祺瑞)、奉系(張作霖)。而此時期，孫中山在廣東成立新的

國民政府，創辦黃埔軍校, 組建國民政府軍事力量, 通過北伐弭平了北洋政府的三個

勢力，張作霖易幟中國一統。北洋政府於 1912 年 5 月 1 日發行政府公報，直至 1928

年 6 月 13 日北伐一統中國, 為國民政府公報所替代, 歷任總統及主要執政為:袁世

凱、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顧維鈞、張作霖等。 

7 臨時公報 4711871530065 北京共和政府發行 1911-12                1 冊   800 

  發行期間：自 1911 年 12 月 26 日至 1912 年 04 月 26 日; 1911 年 10 月辛亥革命
成功, 清帝於 1912 年 2 月退位, 袁世凱組織北京臨時政府時所刊行, 以迄袁世凱就
任臨時大總統發行「政府公報」止。發行地點：北京。刊載通告、報告、佈告、照
會、電報、來函、傳單、命令、規約、廣告、批呈、公呈、公函、公啟、公約、呈
文、證明、規則等類。 

8 臨時政府公報 1-58 號 南京 1912 年1月29 日～1912年4 月5日   3 冊  2,560 
南京臨時政府系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政府, 1911 年 11 月初,在南京推舉孫中山

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黎元洪為副總統, 成立臨時參議院, 並於 1 月 29 日在南京

發行臨時政府公報, 門類: 諮文(大總統諮參議院文、各部諮各省都督文等) 令示: 

(宣言書、教令、部令、指示、訓令、各官署告示等) 法制(修正臨時政府組織大綱、

法律、官制及辦事規則、各局所章程等) 紀事、電報。4711871530072 

9 洪憲公報 政事堂印鑄局刊行   4711871530089                   8 冊  7,940 
袁世凱稱帝，推翻共和，復辟帝制，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並下令廢除民國紀

元，改民國 5 年（1916 年）為“洪憲元年”，史稱“洪憲帝制”。期間發行洪憲公報。 

10 護國軍紀事  上海 1916     4711871530096                    4 冊  4,480 

     民國肇造, 袁世凱於 1912 年就任臨時大總統後, 違背臨時約法, 主使暗殺宋教
仁, 罷免不滿其政策的都督, 革命黨遂起而討袁, 是為『二次革命』；革命失敗, 袁
氏改號洪憲元年, 竊國稱帝, 導致西南民軍聲討, 雲南都督蔡鍔為護國第一軍總司
令, 前江西都督李烈鈞為第二軍總司令與唐繼堯等組成國軍合力討袁, 袁氏部屬段
祺瑞、馮國璋等先後疏離袁, 袁見眾叛親離, 乃與護國軍妥協, 宣佈取消帝制, 仍欲
保留總統職銜,不被接納,憂憤發病而死, 護國之役遂告結束。此紀事詳述其始末。 

11 軍政府公報 1-79 號 4711871530102 

南京 1917 年 9 月 17 日至 1918 年 5 月 14 日 1 冊 台幣 1,920 
        民國初年有國會解散、清廷復辟之變；段祺瑞、張勳同惡相傾, 大總統亦被廢, 國

統中斷, 國會非常會議議長吳景溓等召開非常會議于廣州, 民國六年八月三十日成

立了廣州軍政府, 選舉前臨時大總統孫文為海陸軍大元帥, 此公報自孫大元帥 191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B%8D%E6%A9%9F%E8%99%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A%87%E6%97%8F%E5%86%85%E9%98%81
http://www.baidu.com/s?wd=%E6%8A%A4%E5%9B%BD%E6%88%98%E4%BA%89&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5%AD%99%E4%B8%AD%E5%B1%B1&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5%BE%90%E4%B8%96%E6%98%8C&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6%AE%B5%E7%A5%BA%E7%91%9E&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9%A1%BE%E7%BB%B4%E9%92%A7&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5%BC%A0%E4%BD%9C%E9%9C%96&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baike.baidu.com/view/84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7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95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1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45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5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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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月 1日就職由公報處發行.次年 05月 10日, 廣州軍政府改組, 孫中山辭海陸軍大

元帥職, 軍政府公報停刊, 主要內容有: 法規、特別公牘、命令、佈告、公函、批示、

諮文、公電、啟事等。  

12 參議院公報  民國七年 (1918)  4711871530119                 三冊  4,000 
        1911 年 12 月 10 日，辛亥革命軍宣佈 17 個省代表于南京召開各省都督府代

表聯合會會議，商討組建臨時中央政府事宜。聯合會推選孫文為臨時大總統，並改

國號為中華民國，1912 年為中華民國元年。孫文就任臨時大總統後，各省督府代

表聯合會代行參議院職權，改選議長並正式通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

臨時參議院於南京 正式開幕，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自行解散。 臨時參議院通過

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4 月 2 日臨時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遷至北京，4 月 4 日議

決該院遷至北京此為第一次臨時參議院時期. 
第二次是在粉碎張勳復辟之後，到第二屆國會（安福國會）成立之前。該臨時參議

院於民國六年（1917 年）11 月 10 日成立。選王揖唐任議長，1918 年 8 月 12 日，

即第一屆國會（民元國會）期滿日，臨時參議院解散。本公報系第二屆之參議會時

期所發行之公報, 時間為民國七年。 

13 外交公報 民國 10-17 年 (1921-1928) 4711871530126               40 冊 67,200 
民國十年七月於北京創刊，每月刊行。收錄有關我國外交工作之法規、行政命令、
公函、文書、以及對外貿易、海外華人活動、簽訂之條約等資料，並包含國際外交
與政治事務之報告與譯文。民國十七年五月更名為「外交部公報」。另出版有一至
四十二期﹙十年七月至十三年十二月﹚總目錄。 

14 交通官報  郵傳部圖書通譯局官報處編 4711871530133           8 冊 12,160 
宣統 1-2 年(1909-1910)共發行 30 期 

15 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 4711871530140  廣州 民國11-14年     12 冊  19,200 
      民國 11(1922)年 05 月 04 日軍政府撤銷後, 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 並以大元帥名 
    義在桂林設大本營, 準備北伐。1922 年 01 月 30 日開始發行《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 

公報。要目: 宣言、法規、大元帥令、訓令、指令、公文、公電、佈告、批示等,至民國
14 年 6 月 30 日改制為國民政府公報。 

16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4711871496668國民政府文官處出版1925-48        222 冊  312,000  
   1925 年 7 月 1 日, 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改制為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公報」乃繼  
  「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之後發行, 「國民政府公報」自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 
   發行, 每週出版兩次。 

1927 年 5 月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其後遷至洛陽、重慶等。「國民政府公報」內容包括宣
言、訓詞、政府命令、處令，院令、部令、訓令、指令、委任令、法規、公函、通告、代電、
等項，為研究當代政冶、外交、法制、軍事及文教史不可或缺之資料。1948 年 5 月 20 日行
憲開始, 國民政府公報，繼為「總統府公報」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E%9B%E4%BA%A5%E9%9D%A9%E5%91%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7%9C%81%E9%83%BD%E7%9D%A3%E5%BA%9C%E4%BB%A3%E8%A1%A8%E8%81%94%E5%90%88%E4%BC%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7%9C%81%E9%83%BD%E7%9D%A3%E5%BA%9C%E4%BB%A3%E8%A1%A8%E8%81%94%E5%90%88%E4%BC%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99%E6%96%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99%E6%96%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7%9C%81%E9%83%BD%E7%9D%A3%E5%BA%9C%E4%BB%A3%E8%A1%A8%E8%81%94%E5%90%88%E4%BC%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7%9C%81%E9%83%BD%E7%9D%A3%E5%BA%9C%E4%BB%A3%E8%A1%A8%E8%81%94%E5%90%88%E4%BC%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6%B0%91%E5%9B%BD%E4%B8%B4%E6%97%B6%E6%94%BF%E5%BA%9C%E7%BB%84%E7%BB%87%E5%A4%A7%E7%BA%B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97%E4%BA%AC%E5%8A%9D%E4%B8%9A%E5%9C%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7%9C%81%E9%83%BD%E7%9D%A3%E5%BA%9C%E4%BB%A3%E8%A1%A8%E8%81%94%E5%90%88%E4%BC%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AC%E4%B8%B4%E6%97%B6%E5%8F%82%E8%AE%AE%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6%B0%91%E5%9B%BD%E4%B8%B4%E6%97%B6%E7%BA%A6%E6%B3%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A0%E5%8B%8B%E5%A4%8D%E8%BE%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7%A6%8F%E5%9C%8B%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6%8F%96%E5%94%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5%85%83%E5%9B%BD%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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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華民國總統府公報初編 民國 37-68 年 總統府公報室編 150 冊 台幣 268,800 
(1947年, 國民政府頒行憲令, 國民大會于1948年5月20日選舉總統,「總統府」在南京成立, 並
出版「總統府公報」, 次年續在臺北印行, 此「總統府公報」記載公佈法令, 任免文武官員等歷

史檔案，包括政治、經濟、財政、法律、醫學等之文獻，記載靡遺, 為研究之用所需, 「總統

府公報」之體例，有下列各項: 
1)總統令: 包括指令、訓令、法令之公佈、規章之制定、人事之任免等… 
2)院令: 五院所有公告、議決、判令，椅載於其中，乃中央政府五院所發佈檔之總錄。 
3)部令: 行政院所屬各部會之署令，及其它四院所屬各部之函電，皆錄於其中。     
4)專載: 登錄有關中央及地方政府之組織法。 5)特載: 登錄國民大會及其它有關 
機關之諮文、函牘等。6)公告:行政法院判決、公務員懲戒議決書等。7)法令解 

釋。8)某他: 如聘書、聲明、宣言、公告等。據此，則「總統府公報」實為一切文獻

之淵藪，當代史之原始文獻記錄也。重印編為精裝一五Ο冊發行，以供國內外各圖書館

暨國內各行政機構典藏參考之需。4711871496651 
 

18中華民國總統府公報續編 民國 70-109 年總統府公報室編 373冊 726,000  

 繼初編之後,收錄自民國70 年至109 年,增編條目時序索引、條目分類 索引, 
 查檢便捷,是中央政府文獻之淵籔,當代重要檔案資料,更是一部中華民國政府行政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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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關時事報刊 54 種 
清末太平天國拳亂, 釀成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議和賠款, 清廷威信掃地, 國勢危殆, 

孫中山先生革命風潮自此萌芽, 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 相繼辦理刊物, 鼓吹革命, 最
早有中國旬報, 是陳少白在庚子事件前一年所創辦, 開革命風氣之先, 東京留學界結合
內地學界附和, 各省風潮從此漸作, 東京之劉承禺、張漙泉等發起國民報 鼓吹革命, 上
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附合, 十九、二十世紀交接頃, 革命刊物有國
民報、浙江潮、警世鐘等, 在上海有革命軍、黃帝魂、俄事警聞、警鐘日報等陸續擁出, 
奠下辛亥革命成功之基, 民國肇造, 各地軍閥割據稱雄, 引發內戰與北伐統一之役, 繼
有抗日戰爭之史實, 這段時期是中國面臨亙古未有的大變, 對歷史之文獻之提供與研究, 
此編當為學界所借重, 圖書館及治史者所必備矣。 

 

編號 報  刊  名 出版地 創刊時間 冊數 台幣 頁次 

18 蘇報 胡璋、陳范、章士釗等創辦 上海 1896 光緒 22 年 1 800 7 
19 蘇報案紀事 上海 1896 1 480 7 
20 時務報 梁啟超、康有為主持 上海 1896-98 8 11,940 7 
21 清議報 梁啟超編 日本橫濱 1898 光緒 24 年 12 23,360 8 
22 群報擷華  清議報社編 日本橫濱 1898 1 480 8 
23 中國旬報 21-22; 25-37 期 陳少白主編, 香港 1900 光緒 26 年 1 9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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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國民報彙編 1-4 期 東京 1901 1 480 8 
25 遊學譯編 1-12 期 陳天華、楊守仁等創刊 東京 1902 3 2,560 8 
26 浙江潮 1-10 期 孫翼中、蔣方震等創刊 東京 1903 光緒 29 年 5 4,160 8 
27 湖北學生界 / 漢聲  1-6 期 劉成禺等 東京 1903 2 2,880 9 
28 江蘇 1-12 期  秦毓鎏、黃宗仰創辦 東京 1903 6 4,480 9 
29 黃帝魂 黃藻編 上海 1903 1 720 9 
30 俄事警聞  1-73 號 蔡元培、葉瀚等編 上海 1903 1 800 9 
31 警鐘日報  1-338 號 蔡元培等編 上海 1904 光緒 30 年 5 4,480 9 
32 中國日報 1201-2371 號; 陳少白、馮自由等創辦 香港 1904 4 6,720 9 
33 訄書 章炳麟撰 上海 1904 1 800 10 
34 國民日日報彙編 1-4 集  章士釗、陳由已等編 上海 1904 2 1,760 10 

35 二十世紀之支那 田桐、宋教仁等編 東京 1905 1 800 

三種合

裝一冊 

10 

36 洞庭波 章太炎、張家鼎、楊守仁等創辦 上海 1906  

37 漢幟  章炳麟、陳家鼎、景定成等創辦, 東京 1907 

38 民報 1-27 期  張繼、章炳麟、田桐、宋教仁等編 東京 1905 8 7,200 10 

39 雲南 1-23 期 吳琨、張窗西等編 東京 1906 1 800 10 
40 江浙鐵路風潮 1-2 冊 上海 1907 光緒 33 年 1 960 11 
41 民呼日報 1-92 號 于右任、範光啟等編 上海 1909 宣統 1 年 2 3,360 11 
42 民籲日報 1-48 上海 1909 1 1,920 11 
43 民立報 于右任,宋教仁等編 1-33 冊 1-8270 號 上海 1910 33 60,800 11 

44 新譯英國政府刊佈中國革命籃皮書陳國權譯  1912 民國 1 年 1 800 11 

45 民國彙報 上海 1913民國2年 1 1,440 11 
46 中華新報 465 至 796 號 張季鸞創辦 上海 1917民國6年 9 13,120 12 
47 中國革命實地見聞錄 池亨吉 上海 1928 民國 17 年 1 720 12 
48 辛亥革命與列強態度 王光祈譯 上海 1929 1 960 12 
49 太平雜誌 月刊 1-3 期 發起人: 田桐、張繼等 上海 1929 1 800 12 

50 東北叢刊 遼寧省教育廳 1-19 號 遼寧 1930民國 19年 10 25,600 12 

51 東北集刊 國立東北大學 1941-1942 1-4 號 三台 1941民國 30年 2 3,840 12 

52 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 1-4 號 
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 

南京 1932民國 21年 4 7,230 12 

53 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 5-8 號 
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 

南京、
昆明 

1937民國 26年 4 8,060 12 

54 邊事研究 第 1-4 卷邊事研究會 南京 1934民國 23年 9 20,480 12 

55 邊疆事情 第 1-4 卷邊疆事情社 南京 1935 1 2,690 12 

56 開發西北 第 1-4 號開發西北協會編印 南京 1934 8 18,240 12 

57 西北問題論叢  2-3 輯; 蘭州 1942 民國 31 年 1 1,920 12 

58 西南邊疆 第 1-18 號 昆明、成都 1938民國 27年 4 9,220 13 

59 制言半月刊 第 1-47 號 蘇州 1935民國 24年 14 33,920 13 

60 十年來之中國經濟建設 南京 1937 1 1,920 13 

61 戰時教育方針 國民政府教育部編印 陳立夫著 南京 1938 1 80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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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中國農民銀行四川省經濟調查報告 1-7
喬啟明等主持，應廉耕等編輯 

重慶 1941 1 1,920 13 

63 戰時交通 王沿津編著 重慶 1943民國 32年 1 800 13 

64 長沙會戰紀實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編篡組編印 長沙 1940 1 960 13 

65 抗戰建國六周年紀念叢刊中央執委會編篡 重慶 1943 1 1,440 13 

66 戰時中國報業  程其恒編著 馬星野校訂 銘真出版社 1944民國 33年 1 800 13 

67 海軍抗戰事蹟  海軍總司令部編譯處編輯 重慶 1944 1 1,280 13 

68 抗戰以來婦女問題言論集  陳庭珍編輯 重慶 1945 1 1,440 14 

69 南洋學報 1-20 期 新加坡  南洋學會 新加坡 1940民國 29年 10 24,320 14 

70 五十年來的世界 潘公展 重慶 1945 1 960 14 

71 第一屆立法委員名鑒 南京臺北 1948 及續增補 1 1,280 14 

相關時事報刊 18-71 號 54 種簡介: 
18 蘇報  胡璋、陳范、章士釗等創辦  上海  1896              1 冊  台幣 800 
      蘇報為胡璋先生(鐵梅)光緒二十三年創刊於上海, 在駐滬日本總領事館註冊, 憤

官場之腐敗,主張始屬保皇后變為革命, 延吳稚暉等為主筆, 與章炳麟、蔡元培等所
組織, 為革命運動之指導者, 其同志有徐錫麟、馬忠漢、陳伯平、秋瑾等實行家, 借
蘇報鼓吹革命, 又有鄒容組愛國學社, 發行革命軍一書, 章為之序, 蘇報亦為文張之, 
說明此書內容, 清廷大怒, 立將蘇報嚴行封閉, 並逮捕相關人等…      

19 蘇報案紀事 上海   1896                                 1 冊      480 
       亦名癸卯大獄記, 即蘇報被禁, 陷相關人等之文字獄, 內容有: 康有為:哀哉無國

之民；燕人:論中國當道者皆革命黨、讀革命軍、介紹革命軍, 讀嚴拿留學生密諭有
憤, 滿州員警學生之歷史、釋仇滿、嗚呼保皇黨、虛無党、賀愛國學社之獨立、敬
告國民議政會諸君、革命駁議,, 論仇滿生等紀事.. 

20 時務報,  1896-98 梁啟超 康有為主持                       8 冊    11,940 
       清光緒 22 年(1896)創刊於上海，晚清維新運動中影響較大的報刊, 主編梁啟超提

出了「喉舌論」，影響極大。由於張之洞的阻撓，命汪康年兼主筆職務，梁啟超憤然
離職由康有為主持出版業務。1898 年 7 月底，光緒帝詔命改為官報，汪康年拒不遵
命, 8 月 8 日停刊，共出 69 期。 

        時務報為維新派人士推行變法新政的主要陣,藉此與維新變法人士進行聯繫，並設
置許多學會團體, 衝擊了清王朝不允許政治結社和集會的傳統，使得維新宣傳由文字走
向了實踐階段, 時務報開闢了面向世界的視窗, 其中「域外報譯」以英文、日文、法文、
俄文等 92 種外文報刊，出版譯稿 1706 篇，關於科學知識 145 篇, 被稱為「新知新學萬
花筒」。時務報第一次詳細介紹諾貝爾和諾貝爾獎。這些文章把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介
紹給中國的有識之士，為中國科技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21 清議報 4711871497405 梁啟超編, 出版地:日本橫濱 清光緒 24-27年1898-1901 12 冊  23,360     

 光緒廿四年戊戌政變失敗後, 維新派人土梁啟超等東走日本, 在橫濱創辦清議報
(The China Discussion), 為改革運動喉舌。清議報創始於光緒廿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1898), 終於光緒廿七年十一月十一日(1901), 為時三整年, 刊期一百。消議報側重宣
導民權、介紹西方學說、揭發宮廷穢秘, 其主旨則在廣民智、振民氣, 有自強運動, 繼
之以維新運動。 

22 群報擷華 1927 清議報社編 1898-1901                         1 冊   4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6%B5%B7%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8%8A%E6%88%8C%E5%8F%98%E6%B3%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A%B7%E6%9C%89%E4%B8%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89%E7%BB%AA%E5%B8%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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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錄全國及國外出版發行之報紙含: 選報、上海新聞報、上海中外日報、上海蘇
報、各國變法功效法、上海普通學報、上海商務日報、上海時務報、 天津日日新聞、
北京強學報、膠州報、湘報、汕頭嶺東日報、香港中國日報、香港中國旬報、香港
迴圈報、澳門知新報、桂林廣仁報、新加坡天南新報、叻報、三藩市文興日報、 檀
香山新中國報、橫濱開智錄: 論帝國主義之發達及二十世紀世界之前途. 有關革新救國
之論,。 

23 中國旬報 21-22; 25-37 期, 陳少白主編, 出版地:香港, 清光緒 26年(1900) 1 冊   900 
       主要內容為: 國是、鼓吹錄、清國官文、邦交、各國時勢、紀亂、南/北省大事

記等, 議論所涉廣泛, 相關國家大事拾零、廣東惠州亂記事、聯軍赴粵、聯軍駐華計
數、法擴津界、俄占鐵路中俄交涉、中俄有約、東三省失守始末、軍事叢談、罷市
余聞、章程照錄、浙亂又啟、記湖北武備學生事、福建保護條約、汕頭交涉、議和
情形等, 對內政措施諸多評議, 國際列強外交弱勢因應之方, 讓讀者瞭解國內外大
事, 清廷施政之無能, 針砭時政以圖救國。    

24 國民報彙編 1-4 期 東京 1901 清光緒 27 年                     1 冊  480 
      本報始創于辛醜(1901年), 稱:長獅一吼百獸震恐, 蓋吾國開幕民族主義之第一出, 

至此始交排場, 播革命之種子, 光焰萬丈開作璀璨自由之花, 如祥雲之布護我同胞
之精神, 賴以招蘇我同胞靈魂, 為之震盪…爰匯為此編, 其內容為:社說-說國民、亡
國篇、時論: 二十世紀之中國; 滅亡論; 外論: 論清國財政, 對清策. 譯編: 美國獨立
檄文、歐洲近代哲學、革命新論 …叢談: 民權、天賦權與強權之說, 俄國政體, 孟
德斯鳩之論支那, 東方病人, 自由之民… 

25 遊學譯編  1-12 期 陳天華、楊守仁等創刊   東京   1902-03       3 冊 2,560 
此編為湖南留日學生陳天華、楊守仁等於光緒 28 年 10 月(1902), 創刊于東京, 編

者群將所見所學有關日本，俄羅斯及歐美等國之政治、經濟、外交，財政、教育、
軍事、科技、歷史、地理、傳記、哲學等有利國家圖強、改善人民生計之論述、學
說，陸續譯以供國人讀之, 期能 
喚起國民精神之進化，以求民族之發，甚幸也。  

26 浙江潮 1-10 期 孫翼中、蔣方震等創刊  東京  1903             5 冊 4,160 
       此月刊為在日本留學生組織「浙江同鄉會」師生所創辦, 以亡國之痛匹夫有責, 

忍將冷眼睹亡國於生前, 以日日激刺于吾國民之腦, 以發其雄心, 以養其氣魄奔入
於世界, 西望故鄉, 願青年之壯志如浙江潮以自警; 並著眼全體國民有關為議題立
言, 其門類有:社說、論說、學術(政法、實業與經濟、哲理、教育、軍事、歷史地理、
科學、文學) 世界大勢、國際政局、極東經營) 叢談、記事(中國近事、各國近事)  要
皆切實可為我用、增長智識激發志氣為宗旨。   

27 湖北學生界 / 漢聲  1-6 期 劉成禺等  東京 1903             2 冊  2,880 
以輸入東西之學說, 喚起國民之精神為宗旨, 由湖北留學日本同人創辦, 名之湖北學生界,初以

就學所在及擇門分任選譯, 後增見聞及專業論述其要目如下: 論說、學說、政法、教育、經濟、實

業(農學、工學、商學) 理科、醫學、史學、地理、小說、詞藪(楚風集、楚言集) 雜俎、 時評、外

事、國聞、留學紀錄、湖北調查部紀事。至第五期後改以漢聲之名出版發行至八期。  

28 江蘇 1-12 期  秦毓鎏、黃宗仰創辦 東京 1903-06              6 冊   4,480 
       以大聲呼曰我愛支那者，我支那無所有, 所有者唯腐敗, 而腐敗者我江蘇之特色, 

而談腐敗者又我江蘇雜誌之特任, 時時提斯我江蘇人者有社說、記事、補我江蘇人
之不足, 以助我江蘇人者有記言、譯篇、時論。 概目: 社說(對於列國之侵略,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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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經營, 各租借之治外法權,  通商之外國工商家, 對內地之實業家, 對軍人 對勞動
社會等之學說、政法、教育、軍事、實業、科學、衛生、 哲理、地理、史傳)、時
論、小說、記言、記事、調查錄等。  

29 黃帝魂 黃藻編 1903                                         1 冊   720 
編者曰何以稱黃帝者, 謂天者為之始也, 父母者人之本也,吾雖不欲誦吾黃帝功德, 書中宏 

議具在, 方法井然, 舉而行之惟吾同胞, 此黃帝魂之真義也，摘錄其目: 黃帝紀年說、君禍、論 

髮辮原由、正仇滿論、說漢種、王船山史說申義、中國滅王論、義和團與中國之關係、代滿政 

府籌禦漢人之策、俄據滿州後之漢人、孫逸仙與白浪庵滔天之革命談、革命之原因、駁革命駁 

義、黃河、駁康有為書、覆張之洞書、閱湖南官報、蘇報案等救國之論矣。 

30 俄事警聞  1-73 號 蔡元培、葉瀚等編 上海 1903-04             1 冊   800 
       俄國出兵佔領東省, 謂嗚呼; 有二萬萬方裡之曠土為白人所侵佔, 國人乃蠕蠕

蠢蠢, 惜生命如故, 貪富貴如故, 爭意氣如故, 各國實行瓜分之條約, 敵聚我分, 國
亡矣, 俄人者專行侵略主義, 而我國之外交軟弱, 賄賂之公行, 於是始於密約, 終
至強佔, 致東三省非複我有矣, 此非俄人專其咎, 實我同胞之無抵抗力有以速也, 
乃特設警聞, 以喚起國民使共注意, 各自就其地位猛省之也, 他日舉以相證, 本社
各篇所言之義務, 不能盡其十一, 而同胞身受之禍, 國人豈能酣睡不覺耶.   

31 警鐘日報  1-338 號 蔡元培等編 上海 1904-05                 5 冊   4,480 
     本日報以宋季仇遼聯金, 而據其國之半者, 金也, 方今列強環伺, 相抵相蕩, 
以迫而取償於我, 甲午之役拙於日本, 政府聯俄以排之, 又由俄以及德法, 為我干
涉索回遼東, 聯俄派泰然自足, 及乎膠威旅大之事既見, 聯俄黨之積毒, 反緣之大
發, 庚辛以降, 俄人駐兵不撤, 無不深惡痛疾於俄人, 本刊以此為動機, 因以激國
民自立, 以文明攘夷之舉動, 於是有俄事警聞之作, 吾國積弱之因, 政府之因循, 
此乃國民之志薄而見短, 徐以醒其自伐之迷夢, 以進於同力之範圍, 則本報所期望
者, 擴張警聞也.    

32 中國日報 1201-2371 號; 陳少白、馮自由等創辦 香港 1904-08 四大開  4 冊  6,720     
中國日報,是孫中山革命期的重要報刊之一,1900 年 1 月 25 日創刊。它是興中

會最早在香港創辦的報紙, 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成為該會的機關報,對革命的宣
傳和組織活動起了重要作用,鼓吹中國人,號召中外,蔚為大革命之風,領導海內外
輿論以傾覆清廷, 1907 年 5 月潮州黃岡之役、惠州之役,固亦以中國報館為總機關
之地也。此報實不啻為全國革命黨人之總樞紐,辛亥革命後,中國日報報社遷往廣
州,1913 年軍閥龍濟光攻佔廣州後,該報被其封禁停版。  該報重要欄目有: 論
說、評論、國內新聞、外國新聞、要聞、來稿、來件、傳奇、輯譯、雜俎、諧文、
突林、燈謎、詞苑、專件、電報等。是研究辛亥革命的珍貴資料。 

33 訄書 章炳麟撰 1904                                       1 冊   800 
 章炳麟（1869-1936）, 清末到民初, 相繼現身力促社會進化的改革者, 堅決反

清的革命思想家, 捍衛民國的反帝制復辟鬥士。他於二十世紀初期，不斷編纂的同
一著作《訄書》初刊本、重訂本, 通過《訄書》結集映現的歴史實相的考察, 探討
辛亥革命前後中國思想文化領域若干異說或疑義, 將對認知帝制中國的末世史, 有
所裨益。章氏以「自古用異國之人才謂客卿」而今有客帝者如滿州之入主中夏是也」
稱之謬, 攘逐滿洲在今日,。有原學、訂孔、儒墨、儒道、顏學、清儒、公言、官統、
定律、經武、原教、地治、尊史、解辮法等六十三篇   

34 國民日日報彙編 1-4 集  章士釗、陳由已等編 上海  1904     2 冊  1,760 
        發刊詞謂: 國者民之集合體, 輿論者造因之無上乘也, 故將圖國民之事業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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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造國民之輿論, 蓋輿論者, 必須具有轉移社會, 左右世界之力者也, 一紙之出可
以收全國之視聽, 一議之發可以挽全國之傾勢, 言論為一切事實之母, 必有民族之
觀念, 故以「國民日日報」之組織及言論, 以餉我同胞, 以當今狼豬縱橫, 主人失其
故居, 卻願做彼公僕, 為警鐘, 以此報之問世為國民之重生之日也。 其內容有: 社
說、講壇、外論、警聞、政海、學風、實業、短評、 世界要事、地方新聞、書評、
談苑、文苑、小說等。  

35 二十世紀之支那 田桐、宋教仁等編 東京 1904 (下列三種 35、36、37合裝一冊)                          
    衙種、後素、黔首、尚武生等創辦, 以愛國主義之基礎,            一冊  800 

得以建設新國家, 使二十世紀之中國趨為世界強國, 其要目為: 圖畫、論說、學說、
政法、歷史、軍事、實業、叢錄、譯叢、文苑、雜俎、時事、時評等.. 為民報之前
身。 

36  洞庭波 章太炎、張家鼎、楊守仁等創辦  上海  35、36、37合裝一冊 
     章太炎等創辦, 有論著、圖畫、學術、譯叢、時評、文苑、譚苑、附錄等 

   37  漢幟  章炳麟、陳家鼎、景定成等創辦, 謂而後乃今將樹漢幟, 頃者漢族同志, 居於此義, 創一

報以發揚光大, 漢之國徽, 推倒滿旗之色線, 於是以漢幟定名, 推斯志也; 有圖畫、論說、譯叢、

時評、時諧、小說、文苑、附錄等。 35、36、37 合裝一冊 

38 民報 1-27 期  張繼、章炳麟、田桐、宋教仁等編  東京 1905-1910       8 冊    7,200 
        1905 年秋季, 孫逸仙先生由歐美抵日京, 召集同志會議革命進行方略, 定黨名為中國同盟會, 

總部成立于東京, 並決議創辦民報, 以振揚革命理論及抱負, 進爾以躋世界於大同, 留學之士多
傾心革命而蓬勃發展, 以訖於 1910 年，功在革命: 民報主要編輯人: 張繼、章炳麟、陶成章、汪
精衛; 主要撰著人有: 胡漢明、陳天華、朱大符(執信)、汪兆銘、馬君武、汪東、宋教仁、章炳
麟、劉光漢、黃侃、湯增壁、陳去病、蘇元瑛、雷昭性、田桐、周作人、汪同用、馮自由、葉夏
聲、周仲良、廖仲愷等…    

39 雲南 1-2-3 期 吳琨、張窗西等編  東京 1906-1908             1 冊    800 
        編者謂: 雲南雜誌是雲南有志之士為雲南謀為國家謀者, 苦心孤詣抱有絕大希

望者, 心存圖救亡之策, 為故鄉父老引頸翹足所期待, 是留學東京人等枯腦焦心日
夜經營者, 以為思想是萬事之根本, 曰新聞雜誌, 以文明高尚之思, 如親承懇切之
教心領會, 潛移默化,以滇事之危急, 改良思想之切, 乃努其棉薄之力 以出此編.. 
其宗旨首重改良思想: 有國家思想, 團結思想: 公義進取、興實業、立地方自治、 男
女平等思想.. 目錄有: 論著、譯述、文苑教育、科學、調查、滇緬界事述略、時評、
論滇省舉辦徵兵、論地方自治精神、中外大事表等。 

40 江浙鐵路風潮 1-2 冊  上海 1907                         1 冊     960 
    自蘇杭甬鐵路借款事起, 江浙人士怵于切膚之痛, 奔走呼號群起立爭, 振臂一呼全國響應, 

斯實由人民程度漸進, 知有國家思想激發, 是編萃蕙各報, 計分九篇為: 蘇杭甬全案、延寄
章奏、官場函電、兩省拒款函電、兩省開會紀事、兩省集股情形、時論、雜錄。  

41 民呼日報 1-92 號 于右任、範光啟等編 上海 1909 年 5 月至 1909 年 8 月   
       本報為于右任 1909 年 5 月 15 日創辦於上海公共租借  四大開 2 冊  3,360 
    並出任社長，聘請範鴻仙、徐血兒、戴天仇等為撰述。該報以「大聲疾呼, 為民請

命」為宗旨, 批評腐敗官員, 揭露社會陰暗面。甘肅饑荒後, 該報進行了詳細報導
和評述, 對總督升允大加抨擊。要目: 社說、外論、叢錄(小說、天聲人語、傳記) 紀
事 (宮門抄、上諭、電報)新聞、外評、來函、叢談、詩話、諧文、圖畫、佚史、文
苑、金市、錢市、糧食等市況等( 1909 年 10 月 3 日改名民籲日報續刊) 

http://zh.wikipedia.org/zh-tw/5%E6%9C%8815%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8A%E6%B5%B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A4%BE%E9%95%B7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C%83%E9%B8%BF%E4%BB%9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E%90%E8%A1%80%E5%84%B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8%B4%E5%A4%A9%E4%BB%87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4%98%E8%82%83%E9%A5%A5%E8%8D%9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87%E5%85%81&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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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民籲日報 1-48 上海 1909 年 10 月 3 日 至 1909 年 11 月 19 日     四大開 1 冊   1.920 

《民呼日報》停刊兩月後，于右任在法租界創辦《民籲日報》。並在上海各報刊廣告：「本
社近將《民呼日報》機器生財等一律過盤, 改名《民籲日報》, 以提倡國民精神, 痛陳民生
利病, 保存國粹, 講求實學為宗旨」創刊之初改由朱少屏任發行人, 範鴻仙為社長, 景耀月為
總編輯, 創刊不久, 日本前任首相伊藤博文在哈爾濱遇刺身亡, 《民籲日報》連續發表文章
表示其罪有應得, 歌頌刺客安重根為「血性男兒」, 引起日方不滿, 指令其駐滬領事館照會
法租界當局, 將《民籲日報》於1909年11月19日停刊 

43 民立報 于右任, 宋教仁等編 上海  1910-1911 年 ( 1- 2993 號);  共 33 巨冊  總價: 60,800 

        于右任在沈縵雲資助下於 1910 年 10 月 11 日創辦《民立報》。該報仍以民字  
   開頭, 表示與《民呼》、《民籲》一脈相承, 人們遂稱這三張連續出版的報紙為「豎三

民」, 于右任自任社長, 吳忠信、童弼臣任總經理, 宋教仁任總主筆, 范鴻仙、景耀
月、邵力子、章士釗、葉楚傖、張季鸞、陳其美、呂志伊、馬君武等為編輯。1911
年 7 月 31 日領導長江流域革命活動的「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成立,  確定
民立報為其機關報。 謂:言論、民族、國家相輔相成, 提倡吾國民自立之精神, 以民
立報者力求為正確之言論, 要目: 社論、新聞(國會、國際、政治、行政、外交、實
業、內政、各地新聞報導等) 宮門抄、上諭、要折、專電、譯電、世界叢談、通告、 
雜錄、傳記、小說、天聲人語、佚史、文苑、筆記等。 

44 新譯英國政府刊佈中國革命藍皮書  陳國權譯述  1912      1 冊    800 
        主要內容為: 自 1911 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起至十二月止, 英國駐北京公使、各

地總領事外交官員及英軍水師統帥等軍方, 對中國革命軍動態評估與清廷之互動
及向英國外交部所做之報告及英國外交部之指示回文等。 

45 民國彙報 上海 1913                                         1 冊   1,440 
     民國成立, 輿論大昌, 新聞事業日益發達, 唯國民不能遍閱報章, 故宜有匯選之作補助之,得

使言論勢力刊之成書, 可通觀全國言論界之趨向, 及了然於政治社會消長, 影響久遠, 本報
選錄全國報章之精華, 編篡統系之記載, 採擇嚴謹材料, 以月報體按月發行, 內容含 言論部
(政治、法律、外交、財政、邊事、軍事、交通、教育、實業、學術等) 記事部(國內及國外); 
法令部: (總統命令、院令、部令、公牘; 雜篡部: (史傳、演辭、小說等。 

46 中華新報 465 至 796 號 張季鸞創辦 上海 1917 年 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四大開 9 冊   13,120  
       《中華新報》系當時政學系（楊永植、張群等組織的政治團體）的機關報，1915

年 10月創刊於上海。1916 張季鸞和康心如北上應邀「中華新報」總編輯並兼任上海
「新聞報」駐北京記者。後因刊載安福系政府和日本非法簽訂「滿蒙五路中日借款合
同」的消息，揭露了段祺瑞內閣賣我國寶貴資源的行為, 而觸怒了徐樹鑃, 「中華新
報」和北京六家報紙、通訊社同時被關閉。1919 他擔任上海「中華新報」的總編輯。
季鸞自兼數職, 相當艱苦, 民國十三年(1924), 終因不能維持而被迫停刊。要目: 社
論、專論；本館專電；時評：大總統令、譯電、東方通訊社電、各地快信、國內外緊
要新聞、歐戰要訊、內政、 外交、諧文、劇評、地方新聞、本地要聞、雜俎、文苑、
譯乘、外匯、金市及重要物資商情等。  

47 中國革命實地見聞錄 池亨吉 上海 1928                    1 冊     720 
    光緒三十三年( 1907) 孫逸仙先生指揮革命軍在雲南起事, 擊破河口、臨安、開化等

十餘城, 進逼至昆明首府, 其勢甚為強烈, 此篇作者「斷水樓主人」與孫逸仙先生
偕行, 往來于南清及法領安南間, 于突破鎮南關要塞之役, 曾臨陣目擊革命之舉事, 
撰寫該起義見聞, 本書除了保存精確的革命史料, 又替一般捨身救國的烈士們留下
許多史跡, 尤關於孫總理之言行及長函短牘, 偉論微言也被保存許多, 關於黃克
強、胡漢明諸同志之記載, 甚有價值, 並附孫逸仙所著「革命潮」及「建國方略」, 
其要目有: 孫序、雲南革命軍由來、預定行動、檄文、鎮難關之活劇、法國人之中
國革命觀、戰場的第一炮聲、天成的自由鄉、清朝軍官之意向、雲南革命軍狀況等。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8A%E6%B5%B7%E6%B3%95%E7%A7%9F%E7%95%8C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6%B0%91%E7%B2%BE%E7%A5%9E&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C%B1%E5%B0%91%E5%B1%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9%AF%E8%80%80%E6%9C%8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7%A5%E6%9C%AC%E5%85%A7%E9%96%A3%E7%B8%BD%E7%90%86%E5%A4%A7%E8%87%A3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C%8A%E8%97%A4%E5%8D%9A%E6%96%8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3%88%E5%B0%94%E6%BB%A8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8%BA%E5%AE%A2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E%89%E9%87%8D%E6%A0%B9
http://zh.wikipedia.org/zh-tw/11%E6%9C%8819%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2%88%E7%BC%A6%E4%BA%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191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10%E6%9C%8811%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0%B4%E5%BF%A0%E4%BF%A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B%A5%E5%BC%BC%E8%87%A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E%8B%E6%95%99%E4%BB%8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9%AF%E8%80%80%E6%9C%8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9%AF%E8%80%80%E6%9C%8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82%B5%E5%8A%9B%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AB%A0%E5%A3%AB%E9%92%8A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F%B6%E6%A5%9A%E4%BC%A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C%A0%E5%AD%A3%E9%B8%BE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9%88%E5%85%B6%E7%BE%8E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0%95%E5%BF%97%E4%BC%8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A9%AC%E5%90%9B%E6%AD%A6
http://zh.wikipedia.org/zh-tw/1911%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1911%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7%E6%9C%8831%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AD%E5%9B%BD%E5%90%8C%E7%9B%9F%E4%BC%9A%E4%B8%AD%E9%83%A8%E6%80%BB%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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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辛亥革命與列強態度 王光祈譯 上海 1929                           1 冊      960 
        譯者將德國駐華公使致德國政府及德國外部致駐中國公使之訓令, 及以德國為主, 德國駐

美大使, 駐日大使致柏林外交部函電, 美國駐德國大使與柏林外交部, 德國外交部與各駐在國大
使等之函電及訓示, 譯成中文, 可瞭解列強對辛亥革命之態度..   

49 太平雜誌  月刊 1-3 期 發起人: 田桐、張繼等 上海 1929                 1 冊      800 
敷布五權憲法, 以端風化正人心, 收拾時局, 永致太平為宗旨, 有論文、建都篇、 

選舉、中央分治、地方兵制、 國計民生、學術、民權、筆記、革命閒話、文苑、大事記等。 

50 東北叢刊  4711871497030  遼寧省教育廳 1-19 號  遼寧 1930-31         10 冊    25,600 
    收東北作家作品和東北有關著述。分通論、學術、專著、文苑、雜俎、紀事、通訊、書評、別錄、

插圖 10 類。收金毓黻《東北釋名》、寧思承《滿洲字義考》、陳思《辛稼軒先生年譜》等。附
《作者略曆》。 

51 東北集刊  4711871497047  國立東北大學 1941-1942 1-4 號               2 冊    3,840 
52 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  4711871497146  1-4 號 南京 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 1932-36            

                                                                      4 冊    7,230 
53 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 5-8 號 南京、昆明 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 1937-49  4 冊    8,060                                                   
54 邊事研究  4711871497078  第 1-4 卷  南京 1934-37 邊事研究會          9 冊   20,480 
55 邊疆事情  4711871497085   第 1-4 卷 南京 1935   邊疆事情社          1 冊    2,690 
56 開發西北  4711871497054  第 1-4 號 南京 開發西北協會編印  1934-35    8 冊   18,240 
57 西北問題論叢  2-3 輯;  1942-43                                1 冊   1,920 
       開發西北必真切研究認識 應興應革之各種問題, 此論叢由中央訓練委員會西北問題 

研究室所編印, 1942-43 年, 出版要目為: 建設西北之我見與鞏固國防、西北經濟建設之根本問題、 
西北文化問題研究、西北精神之歷史研究、黃河上游地質概略、開發西北應先建設甘肅及基本研 
究、 甘肅國民教育普及問題、甘肅省之資源生產及物價管理鳥瞰、甘肅農家土地利用分析、稻 
作區種法在甘肅、水利法與西北水利法規輯要、改善西北畜牧問題商榷、戈壁行軍之特徵、甘肅 
各種統計彙編、西北問題研究室一年工作報告等, 有二、三兩輯。. 

58 西南邊疆  4711871497061  第 1-18 號  昆明、成都 1938-44              4 冊   9,220 
59 制言半月刊  4711871496880  第 1-47 號  蘇州 1935-1937             14 冊 33,920 

創于 1925年，由章炳麟主編，孫世揚、潘承弼、沈延國任編輯，共出六十三期。 

60 十年來之中國經濟建設 南京 1937                             1 冊   1, 920 

    此書於 1936 年所編, 系國民政府發表之提倡經濟建設之概要, 由汪英賓策劃, 朱應膨、應成一等編篡，
曾養甫、徐恩曾等編輯, 目的在推進經濟建設計畫, 記載 1936 年以前十年間之鐵道、公路、水利、農
業、工業、礦業、林墾、漁牧、航業、郵政、電政、稅務、貨幣、金融等類別之建設報告 

61 戰時教育方針 國民政府教育部編印 陳立夫著 1938          1 冊    800 
        對日抗戰初始, 國民政府教育部擬定抗戰時期之教育方針, 主要綱要: 抗戰建

國綱領(庚)教育、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各級教育實施方案 –附國民參政會關於政
府交議各級教育實施方案之意見, 教育部戰區中小學教師服務團工作概況等。  

62 中國農民銀行四川省經濟調查報告 1-7 1941 喬啟明等主持，應廉耕等編輯 1 冊  1,920 
       農民銀行為謀洞悉四川省農村經濟情形, 于 1941 年成立四川省農村經濟調查委員會, 做研究

調查報告, 主要項目有: 自然環境、租佃制度、農場經營、糧食生產成本、食糧運銷費用、農產

品價格、農業金融現況、農村物價、抗戰對農村經濟影響、結論與建議等。  

63 戰時交通 王沿津編著  1943                                1 冊    800 
本書為抗戰建國綱領叢書之一, 要目: 總論(戰時交通的理論與範圍、政策與經

濟關係)、我國戰時的交通統制、我國戰時的交通組織、我國戰時的交通法規、戰時
的郵政與電政、戰時之鐵路與公路、戰時之水運、戰時之航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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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長沙會戰紀實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編篡組編印 1940            1 冊    960 

民國二十八年九月(1939),日軍以十八萬之眾, 六路會攻長沙, 戰區司令長官薛伯陵洞悉虜 

情, 合圍設伏, 殲敵三萬, 不失寸土, 創空前勝利, 輯成此篇. 要目: 會戰紀要、會戰經過概況、各

報對長沙會戰全盤之記述、論長沙會戰之意義、論我軍勝利之原因與關鍵者、論勝利以後之工作

與任務者、慰勞與祝賀、附會戰圖八幅、分析概見表三種。 

65 抗戰建國六周年紀念叢刊 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宣傳部編篡 1943  1 冊   1,440 
        要目: 抗戰六年來之宣傳戰、抗戰六年來之外交、抗戰六年來之黨務、抗戰六

年來之教育、抗戰六年來之財政金融、抗戰六年來之日寇、抗戰六年來之內政、抗
戰六年來之軍事、抗戰六年來之工礦等 

66 戰時中國報業  程其恒編著 馬星野校訂 1944                 1 冊    800 
       本書著重於抗戰以來新聞事業橫斷面之介紹, 間亦也對縱面深入敘述,  

對全國二十八省的新聞事業含各地報社及通訊社之調查, 及各地新聞界組織與  
活動情形敘述外, 對蒙古、西藏兩地方及重慶上海等大都市分別另述之  

67 海軍抗戰事蹟  海軍總司令部編譯處編輯 1944                1 冊   1,280 
       要目: 海軍抗戰紀實(三年來海軍抗戰工作之檢討與發展方針、1940 年間海軍戰

績檢討、江陰抗戰記、海軍抗戰紀略、海軍在上海之抗戰工作等)、 論述(海軍與國
防、抗戰期間封鎖長江水道與水雷防禦之價值、抗戰過程海軍對國家之貢獻、抗戰
三年海軍戰略與戰術之檢討、從國防觀點論海軍建軍等)、 艦隊戰績(江陰之血與淚、海軍
光榮戰史、平寧逸端四艦戰鬥報告、中山艦薩艦長師俊事略)、炮隊戰績、雷隊戰績、洞庭
湖之怒吼、大孤山血戰實紀、敵後佈雷遊擊工作成績卓著員兵一覽表等)。 

68 抗戰以來婦女問題言論集  陳庭珍編輯 1945                1 冊    1,440 
中國婦女運動發軔於辛亥革命前至五四運動傳遍全國, 至北伐成功全國統一, 

遂以扶持婦女之發展為政策, 抗戰發生, 由於戰爭洪流之激蕩,  有關婦女對問題之
言論, 散見於報章雜誌日多, 也有精闢見解與深湛理論者, 足供研討婦運及社會問
題者之參考, 及足以反映婦女運動之新趨勢, 編者搜集自 1937至 1944年間各報章雜
誌有關婦女問題之論文三十三篇, 分類編輯而成此珍貴資料,. 要目有: 專載: 婦女之
革命責任、婦女運動概述:婦女運動之理論基礎、婦女參政問題、婦女法律問題、婦女
職業問題、婦女教育問題、婦女修養問題、家庭與兒童等。. 

69 南洋學報  4711871497092  1-20 期 新加坡  南洋學會 1940-64       10 冊     24,320  
70 五十年來的世界 潘公展  1945                                 1 冊       960 
       要目: 潘公展:五十年來的中國與世界、陳石孚:五十年來的世界大勢、胡秋原:五十年來的民

族問題、楊幼炯:五十年來的民主趨向、程紹德:五十年來的經濟動態、盧於道:五十年來的科學進

展、楊人楩:五十年來的英帝國、何鳳山:五十年來的美國、西門宗華:五十年來的俄國…等。 

71 第一屆立法委員名鑒 編委會編印 1948 及後續增補 南京、臺北   1 冊     1,280 
        此名鑒錄有自 1948 年南京選出之第一屆立法委員及至 1972 年止, 在臺灣地區 

增補當選者之名鑒, 有籍貫、當選單位、學、經歷、照片等. 按第一屆立法委員法定名
額為七七三人, 實際選出總名額為七六○人, 增補選名額為一一人, 共為七七一人, 訖
1972 年辭職者六三人, 視同辭職者一五○人, 依法註銷名籍者五三人, 死亡出缺者一六
一人, 情況不明者二九人,留在香港者二人, 遞補者一一二人, 綜計來台報到委員及在台
增補委員十一人, 委員人數為五五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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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通史                                  

二十六史  廿六史編刊館  ……………………………………………… 
 

二  唐、宋朝史料 : 
唐律各論   戴炎輝著  ……………………………………………………………… 

宋本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宋 .陳均撰  宋紹定二年木刻本…..…………..   
太平治跡統類宋. 彭百川撰 據民國三年適園叢書本刊本重印 ………………… 
 

三  明朝史料: 
三才圖會 明.王圻纂輯 據明萬曆 35 年刊本重印 ......……………………………… 

經濟類編 明.馮琦編輯 據明萬曆 32 年刊本重印……. ………………………………   

圖書編 據明萬曆 41 年(1613)刊本重印  明.章潢編，嶽元聲訂………………………   

名山藏  何喬遠輯 據崇禎十三年刊本重印. ..  ………………………………………     

皇明詔令  傅風翔編纂 據嘉靖 27 年版本重印  …………………….………………     

皇明制書  張鹵校刊 據萬曆刊本重印 ..…….………………………….……………     

明政統宗  塗由編輯三來父校訂 據萬曆四十三年刻本重印……….….……………    
皇明經世實用編  馮應京輯 據萬曆三十年刊本重印 …….…….….……………    

明律集解附例    據光緒 34 年修訂法律館重刊本重印 …………….……………  

國朝列卿記（明）雷禮纂輯，雷瀅瀛、雷條增纂據明代刊本重印….…..   
本朝分省人物考（明）過廷訓纂集 據天啟二年刊本重印 …………………………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舒赫德等撰 據乾隆四十一年刊本重印 .………………  

續表忠集  趙起士纂輯 據康熙年刊本重 …….………………………………………  

鄭開陽雜著   鄭若曾撰 據康熙三十一年刊本重 …………………………………  

皇明泳化類編續篇  鄧球輯 據隆慶四年刊本重印  …………………………… 

李漁全集 馬漢茂編輯 含: 一家言 閒情偶集 笠翁傳奇 無聲戲 覺世名言(十二樓)…… 
      

四 清朝史料 
清代硃卷集成   顧廷龍主編 上海圖書館珍藏 1993 初版…………….………  

皇朝政典類纂  席裕福纂 據光緒 29 年刊本重印 …………………………………   

大清律例匯輯便覽  戴炎輝點校 據光緒 29 年刊本重印  ………………………     

頁碼  
 

8 1  
 
 

8 2  
8 2  
8 2   

 
8 2  
8 2  
8 3  
8 3  
8 3  
8 3  
8 4  
8 4  
8 4  
8 4  
8 4  
8 4  
8 5  
8 5  
8 5  
8 5  

 
 

8 5  
8 6  
8 6  

http://www.chengwen.com.tw/
mailto:book@chengwen.com.tw


80 
 

欽定吏部則例  清吏部刊本 據光緒 12 年刊本重印  ……………………………    

欽定工部則例  翁同龢等纂 據光緒 10 年工部刻本重印.…………………………       

欽定禮部則例  特登額等纂 據道光 24 年刊本重印 ……....……………………….    
欽定戶部則例  清．承啟、英傑等纂修 據同治 4 年校刊本重印 …………………   

欽定戶部漕運全書  清．托津，福克旌額等纂修 據嘉慶 16 年刊本 …………  

欽定戶部海防鄭工新例章程   據光緒 15 年刊本重印 ………….…………... 

讀例存疑重刊本薛允升原著、黃靜嘉點校 據光緒 31年刊本、1970校刊排印 ……   

刑案匯覽  清．鮑書芸、祝慶祖等輯 據光緒 12 年刊本重印.. ……………………  

駁案新編  全士潮輯 據乾隆 40 年刊本重印 ………………………………………   

粵東省例新纂  清．黃恩彤、寧立悌等纂修 據道光 26 年刊本重印……………… 

清代外交史料 (嘉慶、道光朝) 故宮博物院編 1968年重印  …….…………………   

清議報  梁啟超編 光緒 24-27 年刊本 …………………………………………….… 

海國圖志  魏源等輯 據道光 27 年刊本重印……….…………………………………  

翁同龢日記排印本翁同龢撰 趙中孚編輯 1979 年刊本 …………………………  

沈家本年譜  張國華‧李貴蓮合著 1991 年版  …………………………………… 

萬木草堂遺稿及外編、續集康有為著 蔣貴麟編 1978-83 年初版…… ……  

康氏先世遺詩  朱師九江佚文  合集   康有為編注………………………  
  清代名人傳略 (英文本) Hummel, A.W. 編 1977 年版 ………..…………………….   

中國方略叢書   三十種 …………………………………………………  

清末民初史料叢書  五十五種 115 冊 ………….....…………………………  
 

五 民國史料: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國民政府文官處出版 1925-1948…...…………… 

中華民國總統府公報初編 總統府公報室 民國 37-69 年,………………… 

中華民國總統府公報續編 總統府公報室 民國 70-109 年,……………… 

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上海中國地政學院編篡…...………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臺灣中國地政研究所編篡 …...……………….. 
大理院解釋例全文、大理院判決例全書郭衛編輯 民國 20 年刊本…………… 

行政法院判決彙編  行政法院編印 1972 年版 …...………………………………  

法律草案彙編  修訂法律館編輯 據民國 15年刊本重印……..……………………      

沈家本年譜張國華‧李貴蓮合著 1991年版  ……..………………………………   
高陶事件始末  陶恒生著 2001年版 .………………...………………………..……    

中俄外蒙交涉始末  呂秋文著 1987 年版    ………………………………… 

中英西藏交涉始末   呂秋文撰 1999年版 .……………………………………. 

近世東三省研究論文集  趙中孚撰 張存武輯編 1999 年….………… ……  

臺灣史上的人物  楊雲萍著 1981 年版  …...….…………………………………  

臺灣詩薈 連雅堂主編 民國 13 年 2 月至 14 年 10 月共十二期 ………..…………… 
三六九小報 趙雅福創辦 民國 19 年 9 月~24 年 9 月……………………………… 
洪棄生先生遺集胥端甫編輯 1970 年刊本.……….………………………………… 
抑盦詩詞集  胥端甫著 1973 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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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燮的人格與風格丁履譔著 民國 66 年版…………………………………………. 

一個與世疏離的天才-郁達夫  ………………………………………….. 
中國期刊彙編 ……………………………………….……………………………… 

六 西洋全史 黎東方博士校閱，紐先鍾、葉伯棠、馮作民等十餘位學者編撰 …………… 

古代希臘史研究論集 王任光、黃俊傑編 ………………………………………………. 
文藝復興時代 王任光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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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通史 : 
仁壽本二十六史  4711871494497  胡為克等編                         70 冊 89,600 

1957 年，胡偉克先生會同國內知名學者設編刊館，精選史籍善本影印，提供學術界使用。複蒙張曉
峰先生俞允，將國防研究院所點校刊正之清史一併編入，總為二十六史，成中華民族正史之全。中
國歷史悠久史書眾多，雕版始創於五代，故宋以前史書皆為鈔本，多存其名而少流傳，宋太宗淳化
五年，選官分核史記、前後漢書，並開雕於杭州，此北宋監刻史籍之始，亦即正史有刻本之始。下
逮政和年間，垂百二十年，十七史之刻始成。及靖康之難，文籍多為金人擄去，宋朝南渡後又得重
雕，監中之闕書次第鏤板，此即所謂紹興間重刊北宋監本也，元承宋緒，刻書之風亦甚，以大德間
九路所刻史籍最為知名。明有二十一史之刻，清有殿版二十四史之刻，此正史匯刻之大略也。然識
者閱書，每取宋元，非僅嘉其刊刻之精，繕鈔之雅．更因其校勘精麤，保存舊文，可以據之正後世
刻本之脫漏舛誤。茲為求美觀實用起見。特選用七十磅印書紙，將原書景印成十六開本，字體大小
適中，清楚悅目。偶有原書殘缺不朗處，悉加描勾謄正，並編傳記索引贈送贊者，提供查檢之便，
茲將所據版本列述於後: 

 
編號 書     名 卷    數 版              本 冊數 
1 史紀集解 壹佰參拾卷 北宋景佑監本配南宋重刊北宋監本 2 
2 漢書 壹佰貳拾卷 南宋福唐郡庠重刊北宋淳化監本 2 
3 後漢書 壹佰貳拾卷 南宋福唐郡庠重刊北宋淳化監本 2 
4 三國志 陸拾伍卷 南宋紹熙刊本 1 
5 晉書斠注 壹佰參拾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 3 
6 宋書 壹佰卷 南宋紹興間江南重刊北宋監本 2 
7 南齊書 伍拾玖卷 南宋紹興間江南重刊北宋監本 1 
8 梁書 伍拾陸卷 南宋紹興間江南重刊北宋監本 1 
9 陳書 參拾陸卷 南宋紹興間江南重刊北宋監本 1 
10 魏書 壹佰拾肆卷 南宋紹興間江南重刊北宋監本 3 
11 北齊書 伍拾卷 南宋紹興間江南重刊北宋監本 1 
12 周書 伍拾卷 南宋紹興間江南重刊北宋監本 1 
13 隋書 捌拾伍卷 元饒州路學刊本 2 
14 南史 捌拾卷 元大德刊本  2 
15 北史 壹佰卷 元信州路學刊本 2 
16 舊唐書 貳佰卷 南宋紹興刊本配明聞人詮重刊本 2 
17 新唐書 貳佰伍拾卷 北宋刊小字本 3 
18 舊五代史 壹佰伍拾貳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四庫全書原輯本 2 
19 五代史記 柒拾伍卷 南宋刊小字本(或南宋慶元刊本) 1 
20 宋史 肆佰玖拾陸卷 元杭州路刊本 9 
21 遼史 壹佰拾陸卷 元杭州路刊本 1 
22 金史 壹佰參拾伍卷 元杭州路刊本 2 
23 元史 貳佰拾卷 明洪武刊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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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新元史 貳佰伍拾柒卷 東海徐氏退耕堂刊 4 
25 明史 參佰參拾貳卷 清乾隆武英殿刊本 6 
26 清史附人名索索引 伍佰伍拾卷 國防研究院清史編纂委員會修訂本 9 
27 傳記引得 不分卷 成文出版社 1 

二 ) 唐、宋史料 : 

唐律各論  4711871494299  戴炎輝著 1988 年版                          2 冊 1,550  
原作「唐律通論」於 1965 年初版，本書系增修版，名為唐律各論。唐律承前代之法，尤其漢代法，
亦為啟後之大律，宋刑統以後到清律仿之。唐律各篇之主要內容為罪名的規定，是本書論述之中心，
各篇之沿革見於編首之疏議。分十一編:為衛禁律、職制徨、戶婚律、廢庫律、擅興律、賊盜律、鬥
訟律、詐偽律、雜律、捕亡律、斷獄律等，並附通例、罪名索引。 

宋本皇朝編年綱目備要  4711871494756  宋.陳均撰 宋紹定二年木刻本 2 冊  5,150  
本書記載自北宋太祖建隆元年至欽宗靖康二年(西元 960~1127)。陳均字平甫，號雲嚴，莆田人。作
者以編年式，取日曆實錄及李燾通鑒長編，刪繁撮要勒成一帙，兼采司馬光、徐度、趙汝愚等十數
家之書，博考互訂，始自太祖至欽宗凡九朝事蹟。欲其篇帙省約，便於尋閱，故苟非大事則略而不
書，林岊序謂:「取司馬氏之綱，而時有修飾，取李氏之目而頗加節文」足以括其體例，然實以通鑒
綱目為式，特據事直書，不加褒貶耳。其謹撫諸帝紀及文公綱目，參訂立為正例、雜例十五條，其
餘變例有概括不盡者，隨事斟酌而書之。 

太平治跡統類  4711871494763  宋. 彭百川撰 據民國三年適園叢書本刊本重印 3 冊 7,700 

彭百川，眉山人，是書凡八十八門集三十卷，皆宋代典故通考，載中與以後事，此本乃朱彝尊自焦
竑家書本鈔傳。紹興中江少虞作皇朝事實類苑，李攸又作宋朝事實，與百川此書皆分門隸事，其義
例約略相近，然少虞書采摭雖富而徘諧鎖一一兼載，體例頗近小說。攸書於典制特詳，記事稍略。
惟此書於朝廷大政及諸臣事蹟敍述頗為完備，可與史傳相多考，而取其可以考見端委者，與李心傳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均一代記載之林矣。 

三 ) 明代史料 : 

三才圖會  4711871493032  據明萬曆 35 年刊本重印 明.王圻纂輯         6 冊 特價 9,280  
王圻，字元翰，上海人，系嘉靖四十四年進土，曾擢禦史，因杵時相罷官，築室松江之濱，以著述
為事，除本書外，有裨史彙編，續文獻通考等名著，系明代通儒。圻少年嘗從事鉛塹，喜圖史之學，
所見象繪，盡皆收錄，其子思義有父風，搜羅亦勤，益以二三友人相與校輯成秩。以為文字之初系
圖晝，非圖畫不足以成道化，助人倫，家萬變，測幽微，乃付之剞劂，先勒之以圖，後掇之以論說，
圖以盡其意，書以盡其言，兩相印證，益增觀者閱讀之情趣。  
三才圖會一百０六卷，是書共分十四節，計天文四卷，地理十六卷，人物十四卷， 
時令四卷，宮室四卷，器用十二卷，身體七卷，衣服三卷，人事十卷，儀制八卷，珍寶二卷，文史四
卷，鳥獸草木十二卷，取前三卷之篇名，冠其書日三才。每節先列總圖或總說，再詳分述，必逆其原
委，明其流變，事物異象，賦予詮釋。資料來源有引證他書，有撰者自述; 圖像或系舊有，或系自繪，
讀者不易識別。四庫全書亦肯定其旨趣及可供研究之價值。其繪圖幾全為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所引征。 
木社影印此書，取其提供廣泛有系統趣味盎然之資料，而中國文物之大體亦可見乎一斑。至如數據取
捨論述，雖間有語涉荒誕，(如言君予國，如言世界地理) 尚不失其歷史價值。書中所載有關明代風
俗繪圖，自有存真可資籍考處。帝王肖象僧侶群像可發思古之幽情，而國器民用時令宮室身體衣服璽
寶禮制，皆可窺中國前近代文化生活之一般，至天文蟲魚鳥獸草木，亦關乎中國自然科學之資料也。 

經濟類編  4711871493056  明.馮琦編輯 據明萬曆 32 年刊本重印             20 冊 24,000 

經濟類編為論政書類亦為明版類書之一，馮氏弱冠即登進士，選入詞館，然留心于經國大計，關中
秘書，采秦漢以下鴻儒著作，名臣奏對．旁及諸子百家、部所寓目，以為記，日積月累，笥筴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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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遂手目綴演，逐類分目，成數十篇，采貯宏博，自宮闈以至閭左，兵、農、禮、樂、天時、地
利、人情、物理、凡可佐廟謨裨業故，靡不盡。馮琦，字琢奄，一字用韓 。生於嘉靖三十七年 (1558 
-1603)。(明史第二一六卷)馮氏本擬有以申論，另成一家之言，由其弟馮緩合諸門人，就事有重複，
文有參差處，略加詮次，惟仍准原編以校。一無增損，仿唐四家類書，貫總類二十，成帝王類二十
卷，政治類八卷，儲寶類二卷、宮掖類三卷、臣類六卷、諫靜類三卷、詮衡類六卷、財賦類四卷、
禮儀類七卷、樂類一卷、文學類八卷、武功類十三卷、邊塞類三卷、刑法類三卷、工類一卷、天類
四倦、地類二卷、人倫類三卷、人品類五卷、人事類五卷、道術類三卷、物類一卷、雜言類二卷，
於政治、經濟、社會、國防、地理、人事諸事，均擇其可足為法者，匯成一編，誠一研讀中國歷史
文化之精要資料也。 

圖書編  4711871493049  明.章潢編，嶽元聲訂 據明萬曆 41 年(1613)刊本重印   30 冊 36,000 

類書, 章氏江西南昌人, 平生精力盡在此書, 其悼斯道之不明, 憫正學之日晦, 推本太極萬化之原備, 列天地人
之道彙編為書, 綴之以圖, 肇編於嘉靖四十一年, 成于萬曆五年(1562-1577), 幾曆寒暑, 為圖書編. 
本編分為經義、象緯曆算、地理、人道四部, 第一部為太極、河圖洛書易象卦、圖書象數、諸儒圖
書、五經四書之敘等, 第二部為天道、二十八宿、七政、五辰、歲星、時令、五運六氣、曆法等, 第
三部為天下山川海嶽, 大勢圖敘, 禹貢九州島島島, 歷代帝王之都, 輿地圖說及各省邊防等, 第四部
為人道總說, 人身經略, 五臟脈總, 歷代帝王甲子圖, 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槽總敘, 官制宗廟、禮制、
樂制等, 書末附易像類編及詩學, 都一百二十七卷, 為明代重要類書之一 。 

名山藏  4711871494770  何喬遠輯 據崇禎十三年刊本重印                   20 冊 18,000 

名山藏 (明十三朝遺史)，記載明洪武迄隆慶末的歷史事件，共得三十五篇，依其性質可歸為三類: 
1) 政治興替: 明代開國前後，分藩諸王、分封功臣之始末，及歷朝皇帝、皇后、太子之生平大事。 
2) 制度政策: 明代的法律、糧運、軍事、牧馬、監運等制度，暨藩屬國之外交、貿易政策。 
3)人物傳記: 歷朝之名臣、名宦、儒者、文士、節女、臆士、方士、高僧、富賈之生平及行誼。 
同時，此書並不專注重「朝代興衰」之類記述，而忽略歷史的多面性。其編輯體例，不拘於「治亂
興衰」的格式，材料的取捨也不決於政治的特殊面。透過本書可就政治的興衰，和社會各類人物之
活動而綜觀洞悉過去整個社會之真像。 

皇明詔令  4711871494329  傅風翔編纂 據嘉靖 27 年版本重印                4 冊  4,800 

本書二十一卷，按邊年體自洪武元年至嘉靖二十六年 ( 1368 - 1547)，集太祖、成祖、仁宗、宣宗、
英宗、憲宗、孝宗，武宗、世宗諸帝之詔敕令諭 (間亦有太后詔)，舉凡即帝位、封諸侯宗室、立皇
后、皇太子、頒律令、大赦天下、頒行憲綱、親征討伐、篡修實錄、戒諭百官、定廟制、諭六部、
募兵、賑災、寬恤、遺詔等為明朝皇室興衰，官範民風，盡見於此。實為明史最重要之第一手史料。
據此書後序，為傅風翔原刻本為「皇明詔書」。但嘉靖二十七年校補時，則稱「皇明詔令」，蓋第
一篇即為「討張士誠令」也。按王或太子告下之文曰「令」，皇帝通告臣工則曰「詔」，下告文武
諸職則曰敕。此書前部多詔文，後部多敕文，亦可想見諸帝氣宇之不同。是書內容，可備史家采擇
之處極多，或政治得失，或經濟措施，或社會制度，資料壅積; 於各帝之氣宇，政風之良窳，朝廷
之政策，均可窺見，實為研究明史所不可缺之史料 

皇明制書  4711871494312  張鹵校刊 據萬曆刊本重印                       6 冊 10,880 
張氏將大明令等十四種明代之法制書重刊，以為明代官制、法律之總匯。其大要為: 1)大明令:倫理、
器用、輿服等之規定。2)大誥: 君臣、五常、婚姻、社學、敬天勤民之道。 3) 諸司職掌: 述禮部、
兵部、刑部、工部、都察院、大理寺、都察府等之職掌。4) 洪武禮制: 太祖在位期之典禮儀式。 5) 
禮儀定式: 禮部尚書李原名等所著，始之以朝參筵宴之儀，終之以鞍轡弓矢之制。 6)教民榜文: 洪
武三十一年四月戶部刊印， 7) 資世通訓: 君道、臣道、勸士農，訓工商，防民勸善之道。8)學校
格式: 校規也。9) 孝慈錄: 以三年之喪制在父母不當異議。10)大明律。11) 憲綱事類: 正統四年十
月刊佈，述司者之權責。12) 稽古定制: 斟酌唐宋制度，定列墳塋碑竭丈尺舅屋間架及食祿之家，
興販禁例，偏類成書。13)大明官制，分南京京師及各省。14) 節行事例:在外郡縣迎接詔赦開讀禮儀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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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政統宗  4711871494343  塗由編輯三來父校訂 據萬曆四十三年刻本重印     7 冊  7,400 
本書編輯義例，旨法春秋，志取左傳，以編年記事仿續通鑒鋼目體，敘太祖高皇帝肇業之始，迄穆
宗莊皇帝延祚之謨 (1341- 1572)，凡二三一年間諸帝之大事如諭旨、詔令、記傳、實錄之綜錄封賞、
遣使、軍事、法律、疏奏、水利、屯田、海運、災異等皆備載。書中之大字為綱目，雙行小字為敍
事，夾有撰者之評論。塗氏編輯是書，參考當時冊籍有皇明玉牒，皇明詔令等，共一七八種，內多
現今未見之史料，原書列有目錄。凡小傳、雜記、題辭、奏疏、論策、率皆收錄。塗氏之史識史德
亦甚傑出，如「無所考者不得書，有所諱者不敢書，嬖於好者不可書，家乘是而疏譽者不敢摘也，
野史非而疏毀者弗敢庇也，其齟齬而兩有證者，又當兩存之。」如「敘載人物之賢否，言行之臧否，
要皆考據群籍直書，不能虛美隱惡以重穢史之咎。」尤有進者，此書體裁雖似左氏春秋注，然附卷
所載名公議論，于兵農錢稽，九邊土馬登耗之數，太倉水衡冏寺會計盈縮之額，水利屯田河渠海運
等利病之往跡，皆有論述，非可僅視為狹隘之帝王實錄。序文之後有「禦制目錄」，系各帝在位期
間編纂或著述之目錄。 

皇明經世實用編  4711871494817  馮應京輯 據萬曆三十年刊本重印         5 冊 9,280 

馮應京，字可大，盯胎人。萬曆二十年進士，為戶部主事，褶湖廣僉事。明朝論政書，以幹元亨利
貞五集為類二十八卷，成于萬曆三十一年，計幹集十卷，收太祖禦制心法九章及祖訓、官制類; 元
集二卷，收薦僻取士類; 亨集二卷，收任官陟遷類; 利集四卷。收重農經武、任人導和類; 貞集九卷，
收分科教試類。集諸家文之大齊。另輯有月令應義等。 

明律集解附例  4711871494305  據光緒 34 年修訂法律館重刊本重印          5 冊 4,800 

此書沈家本序於光緒 34 年, 依據明萬曆三十八年刻本重刊, 以三十卷終，計分:名例律 (總則)四十
七條。吏律三十三條，戶律九十五條，兵律七十五條。刑律一百七十一條，工律十三條，總計四百
六十條。各條律文內有雙行小字者為法定解釋; 次為「纂注」; 即法理與適用範圍之批註; 再次為「備
考」，為適用「律」文與否或可比照引用之批註; 最後為「條例」。每「律」往往附有若干例。萬
曆年間頒佈者則另標。「律」反映立法的基本精神，「例」為適應時代需要而作的補充或變更，後
者有優先適用的實效。稱為「集解」者，意即包括前人已有之批註。明律雖然在編纂和改變古制方
面淩越前古，但因司法權不統一，例如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皆造成慘刻酷案直至亡國乃已。 

國朝列卿記  4711871494794  (明 )雷禮纂輯 ,雷瀅瀛、雷條增纂 ,     25 冊  51,200 

收錄自洪武六年至萬曆二十年間(1368- 1592)，共三千三百人，幾歷任中書省、禦史、台殿閣，部、
院、府、司、寺、監各堂上官及總督、巡撫之文臣，皆循世系，錄為年表，列傳紀表其行實。總計
一百六十五卷，依次為中書省匹巷，弘文館、侍臣、殿閣三卷，內閣六卷，詹事府五卷，翰林院四
卷，六部四十六卷，禦史台、都察院十二卷，通政司九卷，大理寺卷，總督巡撫三十二卷，大常寺
六卷，四夷館二卷，順天、應天府四卷，光祿寺六卷，太僕寺六卷，鴻廬寺三卷，國子監七卷，尚
寶司一卷。此書之內容不僅可提供吾人就時間的連貫，綜觀明代政治的興衰，典章文物的創廢，更
可就時間的差距，比較不同人物之經歷，而分析考究明代政策制度的沿革、實施、及評斷其得失。
同時此書附有本社編印之人名筆劃索引，更利查閱參考之用。 

本朝分省人物考  4711871494787  （明）過廷訓纂集 據天啟二年刊本重印  30 冊  59,000 

本書收錄自洪武迄萬曆初年間之人物傳記(1368- 1620) 總共五千一百餘人，附新編人名索引，其收
錄方式不問其遭遇之顯晦，不限其官品之門類，擇其事功、文章，德業聞譽彪炳者，依省府地域之
別而輯成。內分一百十五卷，為: 北直隸十卷、江西十三卷、福建六卷、湖廣八卷、河南十卷、山
東五卷、山西四卷、陝西四卷、四川三卷、廣東三卷、廣西霎南貴州三卷。 
是書之編輯體例，不同於一般傳記，它看重於人物的評價。所載人物列其字型大小出生地、先世、
科分、功名、事功、爵位、官評、鄉評等，為名符其實之明代人名傳記大辭典。(本書收錄人名經
查約三成與國朝列卿記相同)。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4711871494824 舒赫德等撰 據乾隆四十一年刊本重印   2 冊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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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書系乾隆帝念明季殉節諸臣各為其主，義烈可嘉，更冀以褒闡忠良，風示未來，遂命大學土九卿
等集議，將明惠帝建文靖難及晚明殉節諸臣匯為一編，用資表彰。舒赫等於四十年十一月初十奏旨，
翌年十一月初八書成進呈，御賜「勝朝殉節諸臣錄」，交由武英殿刊行。本書稽考史乘，以明史及
輯覽為主，參以大清一統志及各省通志，計得殉節諸臣，其立身始末卓然可傳入專諡者三十三人，
其平時無甚表現而慷慨致命入通諡者千五六百人，微官末秩諸生韋布及山樵市隱不能一一議諡並祀
于所在忠義祠者二千二百四十九人。均列姓名，考證事蹟，注明資料出處，分為封疆殉節，甲申殉
節。福王殉節，唐王殉節。魯王殉節，桂王殉節，寇難殉節等項。書尾附有本社編印之人名索引，
按筆鏟及首部排列，甚易查閱。 

續表忠集  4711871494831  趙起士纂輯 據康熙年刊本重印                   3 冊 4,800 

趙吉土，順治舉人。康熙間任山西交縣令。縣有交山，向為巨盜淵藪，起士設計進捕，盜首先後就
擒，以功官至國子監學正。有寄園寄所集等。是書收晚明天啟及崇貞年間(1621-1645) 因閹禍死難或
抗流賊喪生忠義事蹟八卷，個別入傳者兩百餘人，合傳猶在其外。新安汪紫滄為之序。四庫全書未
著錄而僅存其目者，或以其卷首載汪灝所為序故也。 

鄭開陽雜著  4711871494848  鄭若曾撰 據康熙三十一年刊本重印             2 冊 3,200 

本書為江防海防之軍事論述，涉外及於日本、朝鮮、安南、琉球等，鄭若曾字伯魯號開陽，昆山人，
文康玄孫。嘉靖貢生。師魏校，又師王守仁，興歸有光、唐順之亦相互切磋。後佐胡宗憲平倭寇，
以功授錦衣世蔭，不受。歸而著書，有籌海圖編、江南經略等。是書為開陽五世孫起泓就前述諸書
刪汰重編，合為一秩，計有萬里海防圖論二卷、江防圖考一卷、日本圖篡一卷、朝鮮圖說一卷，安
南圖說一卷、琉球圖說一卷、海防一覽圖一卷、黃河圖議一卷，蘇松浮糧議一卷。 

皇明泳化類編續篇  4711871494800  鄧球輯 據隆慶四年刊本重印          1 冊 1,680 

全書收時文十七卷，其中文翰十卷，屯政二卷，貞逸、使命、冠服喪服各一卷。文翰之類所收文或
關社稷大義、或關謨訓大典、或關禮樂 猷大或關書史大作、或關休戚大計、或關倫理大坊、或關
幽貞大致，後附雜錄。屯政類則收太祖以下有關屯政訓諭論述;貞逸類則附人物傳略事蹟;使命類亦
然。而冠服喪服之類則詳收有關典制式樣。治明代政治址會史者，不可不據為參考。 

李漁全集  4711871498044  馬漢茂編輯 (Dr. Helmut Martin)           15 冊 19,200 
       李漁字笠翁，號笠道人(明萬曆39年至清康熙19年)、清初戲曲小說家，其作品獨

具一格，形式不拘於時尚，內容不流空洞。本書乃馬漢茂博士，經多年搜集，又承
國內外圖書館之協助提供，將笠翁全部作品，就不同版本加以比較，及時間先後，
加以系統化編輯而成，此書共分六部份: 

一) 一家言: 十卷，清雍正芥子園原本，內含傳記、雜說、詩、賦，其特色在於「寓
道德於詼謔，藏經術於滑稽，極人情之變，亦極文情之變。」 

二) 閒情偶集: 六卷，芥子園原本，笠翁討論戲劇理論，表演技巧之傑作。 

三) 笠翁傳奇十種; 清康熙世德堂藏版，內十首戲曲，多寓言於閨閣，格調清新，
刻劃細緻。 

四) 無聲戲: 清康熙偽齋主人序本，其類十二篇小說，多寓勸戒之意。 

五) 覺世名言(十二樓): 清順治刊本，含十二篇短篇小說，成書於無聲戲之後，但
意境、手法更見成熟與豐潤。 

六) 附篇: 附有六篇對笠翁作品考證與批介之論文，極富學術研究價值。 

四) 清朝史料 

清代硃卷集成  4711871494855  顧廷龍主編 上海圖書館珍藏 1993 初版   420 冊 608,000 

本集成收錄清代八千餘創造歷史的文武百官履歷、傳記、譜系、撰述、行誼於此。"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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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乃科舉新中式的舉人、進士等都將履歷、科份、試卷刻印，主要由三個部份所組成: 
一 履歷: 登本人姓名、字號、排行、出生年月、籍貫、撰述、行誼，並載本族譜系，

最簡為祖妣三代。亦有上自始祖下至子女、同族尊長、兄弟侄輩以及母系、妻系
無不載入。凡有科名、官階、封典，著作亦注入名下。再錄師承傳授如受業師、
問業師、受知師之姓名、字型大小、科名、官階以示學問淵源有自。 

二 科份頁: 載本科科份、中式名次、主考官姓名官階與批語等。 
三 科舉文章:是一種菁華的文學體裁，追求修辭技巧形式的完美，是研究文學的第一

手材料。在考官的評語中，可辨別清代取士的標準，及清代教育狀況。 
本書集科舉文獻、傳記檔案、文學、教育資料之大成，清代文武百官履歷、傳記
撰述、行誼盡收於此。為學術研究極待開發的重要歷史文獻，各圖書館、研究所
所必備。 

皇朝政典類纂  4711871494336  席裕福纂 據光緒 29 年刊本重印           30 冊 30,400 

是書為席裕福所纂之清代政典大全，起自順治，止於光緒末年。 所收如田賦、戶役、水利、漕運、
錢幫、鹽法、征權、市易、礦政、倉庫、國用、選舉、學校、職官、禮、樂、兵、刑、象緯、方輿、
郵政、外交等類凡五 00 卷。其內容或擷自官書，或采諸私撰，每則不予增刪，其後必注所出，或
加按語引用書目，自聖訓以下官私記述等共八百二十一種，卷秩浩繁，條目清晰，體例嚴謹，為研
究有清一代典制史必備材料。 

大清律例匯輯便覽  4711871494350  戴炎輝點校 據光緒 29 年刊本重印   15 冊 28,800 

大清律例自清初順治以降各朝均有開館纂修，條例亦增刪厘正，本書系光緒二十九年清末最新刊
本，其所收錄附例資料最為完備共一千五百七十三條，有律目、諸圖、服制、各例律、吏律、戶律、
禮律、兵律、刑律、工律、督捕則例等都四十二卷，除律文原有圈點，律例及引用的注釋亦經法學
家戴炎輝先生予以標點及校正，益增使用的方便及價值。 

欽定吏部則例  4711871494367  清吏部刊本 據光緒 12 年刊本重印           2 冊 7,040 

吏部則例于雍正十二年經律例館修輯告竣。乾隆三年禦史陳豫朋條奏重修。翌年吏部奉旨詳加纂
輯，七年成書。全書共分五部: 一)滿官品級考; 二) 漢官級考; 三 銓選滿官; 四) 銓選漢官; 五) 處
分則例。自後照十年重修向例，乃有乾隆五十五年及道光二十三年諸年纂輯。光緒十二年吏部復議
重修，本書部光緒十二年例則之一部。其內容為公式、降罰、升選、舉劾、赴任、離任、本章、印
信、限期、歸旗、事故、曠職、營私、書役、倉場等十五目。原書共五十二卷。 

欽定工部則例  4711871494374  翁同龢等纂 據光緒 10 年工部刻本重印       1 冊 4,480 

本書據清嘉慶十八年 (1813)刊本，依社會形勢之變遷，規制之沿革，舊例或有裁撤增刪，新案與舊
例不符則改例從案或另纂新條，於光緒十年(1884 年)刊行，都 120 卷。雍正九年，工部奏准並詳定
工程作法及物料價值，編篡條例，輯成工程作法七十四卷，內庭工程作法八卷、簡明作法二卷、物
料價值四卷，俱校刊頒行。幹降十三年工部奏准纂輯工部即例五十卷，乾隆三十三年複有物料價值
則例之纂，工部作業乃有所遵循。 乾隆五十八年工部奏准續纂，要分六門及通例，于嘉慶四年刊
行，嘉慶十七年再為續纂。光緒十年翁同龢主工部，奏准續修，盡收嘉慶十七年後之諭旨、條奏及
隨時辦理章程。 本刻本工部四司，其中管繕司二十卷含壇廟、宮殿、城垣、公廨、營房、物料、
保固等。虞衡司十卷含錢法軍需、雜料。都水司五十三卷含河工、海塘、水利、江防、船政、關稅
等。屯田司十卷含陵寢、墳塋、薪炭等。另製造庫、通例等二十三卷。 

欽定禮部則例  4711871494381  特登額等纂 據道光 24 年刊本重印            2 冊 6,720 

禮部則例于清幹陸廿九年奉旨纂修，乾隆三十五年告竣。後每間十年續為纂校刊，現存者三種。本
書為道光廿一年奏准續修本，得卷二百另二，于道光廿四年由禮部刊行。內容計有:一) 儀制清吏司: 
有授受大典、朝賀、恭進、尊封、大婚、臨幸、冠服、親征、命將、官學教育、考試事例、學制員
額、鄉試、會試等一百○二卷。含朝賀通例等一○五目;二) 祠祭清吏司:祭祠道例、壇廟通例、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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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大喪、官民喪、服制、恤典、朝賈、襲封、賞賜等八十八卷。 三) 主客門，含朝貢通例等二
十一目; 四) 精膳門，含大和殿廷宴等二十五目。為研究有清一代制度史必備資料。 

欽定戶部則例  4711871494398 清．承啟、英傑等纂修 據同治4年校刊本重印     14冊 23,200 

戶部為錢糧總匯例案較繁，有關成例案件，戶部逐次分門別類編輯成書，乾隆二十六年貴州巡撫周
人，驥條奏編纂戶部例案，刊刻通行，俾有所遵，首部戶部則例於乾隆四十一年告竣，刊刻通行共
得例二千七百二十九條。其後賡繼纂輯，凡十五次纂輯成書。咸豐年間應行入例事件積累漸多，除
五口通商、洋稅章程事宜等另鈔備查外，乃由戶部增刪續纂共例二百五十一條分為十六門，于同治
四年完竣。十六門目為戶口、田賦、庫藏、倉庾、漕運、錢法、鹽法、茶法，參課、關稅、稅則、
稟祿、兵餉、蠲恤、雜支、通例為研究有清一代制度史必備 

欽定戶部漕運全書 4711871494404清．托津，福克旌額等纂修 據嘉慶 16 年刊本  8 冊 13,600 

雍正十二年，禦史夏之芳奏准纂輯漕運全書，並定十年續修一次，至幹三十二年始有漕運總督刻本。
以後每屆十年續纂條例，仍系繕寫正本，具題頒發倉場總漕各一部，並令照本繕寫，轉發各糧道及
坐糧廳一體遵行。嘉慶十年複屆續修之期，禦史倪琇以鈔寫多誤，奏准刊刻頒發。是書乃不因鈔寫
之舊，並由十年進而續纂十六年以前例案，一體增截。先依性質類別再按省、府、州、縣等地區規
範。是書共分十八門: 一) 漕糧額征 二) 徵收事例 三) 兌運事例 四) 白糧事例 五)通槽運艘 六) 
督運職掌 七) 補選官丁八) 官丁稟糧 九) 貼費雜款 十) 計屯起運 十一) 漕運河道 十二) 隨漕解
款十三) 京通儲糧 十四) 截撥事例 十五) 撥船事例 十六) 採買搭運 十七) 奏銷考成 十八) 挽運
失防。 

欽定戶部海防鄭工新例章程  4711871494411 據光緒 15 年刊本重印      2 冊 3,440 

威同軍興後，需餉浩繁。海防之議行，預算益見龐大。而清廷苦於各省地丁錢懾迄未複額，例入減
少，出款倍增，乃大開捐例，以資挹注。而有清吏治之壞，遂呈不可挽回之勢。是書為戶部所輯，
所收多清末捐例章程等，而以鄭工及海防條例為主。書中所載條例，計分一) 海防新例及銓補新章 
二) 鄭工新例及銓補新章 三) 新章 四) 條款等專案，並附京員五品外官四品以下文職及有關武職
捐補銀數。廣開官位以換捐輸，或遇缺選補及保舉人員或逢封典升銜，分別依新例賣官花樣章程，
依品級職銜定有銀數報捐以籌餉項，後因海防吃緊籌建海軍及鐵路建設等由經費至巨，乃依鄭工事
例鄭工捐改為海防捐並創海防新例銓補章程，其加捐花樣過班章程及選補班次均依鄭工例方式籌餉
及海防，為治清末政治及制度史必備參考資料。 

讀例存疑重刊本 4711871494428 允升原著, 黃靜嘉點校 據光緒 31 年刊本, 1970   5 冊 9,280   

清光緒三十一年原刊(1905)，民國五十九年校刊排印本(1970)本書作者薛允升(1820~1901)為清代法學大

家與沈家本 (1840~1913)同為清代法學承先啟後的最重要人物。薛氏自成進士後即進入刑部，由司曹以

迄侍郎、尚書。前後四十年始終獻身于傳統法制史的研究。律者常經也、即一成不變謂之律，條例乃

一時權宜也，因時變遷律外有例、自明初既然，以條例修附各律條之後，清代因襲之而更發達。薛氏

以其半生心血著作「讀例存疑」最為世人重視。舉凡清代制定法的解釋與通用，傳統法制演變的軌跡，

清代例的繁複與支離互有歧異者, 一一疏證而明通之，扶其可否，溯厥源流，兼引前人成說而參與末議，

詳細部析，一方面供執法者之參考，另方面供修例之准據，此外薛氏直接參與及見證、對清例適用情形

的析述，有助於對當時實際法制全貌的認識。本書依據清光緒三十一年刊本重刊，由法學教授黃靜嘉編

輯、校勘、標點並附薛允什傳及清律條例編號及標目稿。閱者查檢便捷。 

刑案匯覽  4711871494435 清．鮑書芸、祝慶祖等輯 據光緒 12 年刊本重印    11 冊  17,280 

大清律例節經增補修纂，其用在隨時隨事比附變通，盡其律例之用。清代刑名匯于刑部，各案均加
核議，遇有可疑必援彼證此，毫釐律例之用，期盡情與法兼顧。是書輯歷年成案，分門別類，按照
清律例門類編次。全書臚陳案以為依據，征說帖以為要歸。一切謹按通行，無不具備。是書首列赦
款章程，共後按卷分列門類。使用材料為二: 1) 乾隆四十九年至道光十三年刑部說帖，共收二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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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餘件; 2) 嘉慶十八年至道光三年成案，共收一千四百餘件; 3) 乾隆元年至道光十三年通行，共收
六百餘件; 4) 刑部自行存記五百餘件; 5) 道光九年至十四年邸鈔二百餘件; 餘擷坊本所見記、平反
要、駁案匯鈔、駭案新編匯所入各案五十餘件。其續增部份，所收多為道光中說帖、成案、通行、
邸鈔、奉堂交館案、例無專條案、共計一千六百七十餘件。另新增刑案匯覽，則收道光廿二年至光
緒十一年間: 一) 歷年部頒新訂專條及隨時變通酌辦通行章程; 二) 邸鈔及名臣奏議隨筆之有關材
料; 三)軍興後之特殊成案;以及戊午順天科場案等。是輯合初續及新增為一書，不惟閱讀稱便，仰
且有前後校查比較之便。 

駁案新編  4711871494442 全士潮輯 據乾隆 40 年刊本重印                    8 冊  13,250 

是書所輯，要皆遵奉上諭指駁或內外臣工援奏案准永為定例之判例，新編起自乾隆三年，止於乾隆
四十九年; 續編起自乾隆四十九年，止于嘉慶朝。凡遵駁正者; 十之八九; 其中照駁覆審，有始略終
詳，因疑得真。惟期詳慎得當，仍照原議結者，亦所必錄。每案先述有關督撫原題於前，後錄諭旨，
次駁及內外衙門原奏，並每案摘敍事由，按律分類。為治清代刑律之基本參考資料。 

粵東省例新纂  4711871494459  清．黃恩彤、寧立悌等纂修 據道光 26年刊本重印  2冊 2,750 

道光二十五年元月，黃恩雕任粵撫，以該省幅員遼闊，政務煩巨，而無省例可資遵循。而各省吏治
民風不免互異，為因地制夷，於是有省例之設以佐部例之不備。粵東幅員遼闊、政務煩巨又位置東
南邊疆，外辦事宜卷跌繁多，乃請寧立悌、陶複謙等人鈞考舊牘，討論新章，就粵東外辦章程等按
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分門別類，截至道光二十五年纂輯成例，將詳議年月原委注明其原議，
並逐條加以按語備資查考。纂成是書，共得八卷。計分委署、調補、功賞、計典、計冊 (以上吏例)、
蠲恤、錢糧、田賦、倉穀、交代 役食、鋼鉛、廉俸、私鹽、器補、稅餉 (以上戶例) 典禮 書院、
憲書、例頁、文閱、武場 (以上禮例)、緝捕、黎猺、承襲、驛傳、船政、換防 (以上兵例)、承緝、
盜賊、到配、監獄、檢驗、秋審、審斷、賊罰、赦免 (以上刑例)、祠宇、貢院，營房 水利 救火硝
磺 (以上工例)等六類四十六目，為研究清代地方史不可或缺。 

清代外交史料  4711871494879  (嘉慶、道光朝) 故宮博物院編 民國 57 年版    2 冊 3,050 

民國十九年故宮博物院就大內存檔中搜集有關與各國交涉文書，輯為道鹹同三朝轉辦夷務始末一
種，為治近百年外交史之基本材料。稍後故宮博物院複就大內檔卷續為搜輯，擷錄雍正、乾隆、嘉
慶、及道光十五年前軍機處存檔中有關外交文書，按年編次，以補前書之不足。是輯為嘉慶元年至
道光十五年部份，其體例悉如籌辦夷務始末，為治近代前期涉外史學者不可或缺之原始材料。 

清議報  4711871497405  梁啟超編 光緒 24-27 年刊本                        12 冊 23,360 

梁啟超於戊戌政變失敗走避日本，創辦清議報旬刊(The China Discucion)。蓋自強運動，繼之以維新
運動。改革方法容各有異，然諱病忌醫不為根本之更張則如一。光緒廿四年戊戌政變後，維新派人
士梁啟超東走扶桑，創辦清議報，以為改革運動喉舌。清議報創始於光緒廿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終
於光緒廿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為時三整年，刊期一百。消議報側重宣導民權、介紹西方學說、揭發
宮廷穢秘，其主旨則在廣民智、振民氣。主要撰稿人為梁任公，餘多為保皇份子之亡命海外者。 

海國圖志  4711871494886  魏源等輯 據道光 27 年刊本重印                   7 冊  12,000 

為中國首部最具規模的世界史地圖書，鴉片戰爭中國戰敗，賠款割地國威大損，魏源以國人對外認
識不足，應付不當，思以補救乃編此書。百年前西力東漸，邵陽魏源輯成是書，為國人留意寰宇大
勢之始。是書序文有言:「是書何以作? 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以制夷
而作」。此數語於我國近百年史之影向既深且遠，不為贅伸。先是林文忠公譯輯四洲志，魏源據四
洲志，並歷代史志及明以來島志，參照當時有關西方圖籍，輯為是書，共得卷六十。卷一魏氏撰籌
海篇四，泛論海防兵事及應興應舉諸端。卷二為圖籍;卷三至四十三詳述宇內各國地理，沿革及風俗
等。卷四十四至四十五為教門、曆法、紀年表。卷四十六至卷五十為總論。卷五十一以後收雜錄，
然多戰船，火輪，炸炮、要塞、測量，彈機，水雷等圃說。贊是書，乃知魏氏頗發前人所未發，於
近代早期國人對西方世界之認識不乏啟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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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日記排印本  4711871494893  翁同龢撰 趙中孚編輯 1979 年刊本       6 冊 13,200  

翁同龢字叔平號瓶生、又號瓶廬、諡文恭，生於道光十年卒於光緒三十年(1830-1904)，江蘇常熟人，
咸豐六年中進士授修撰，服官四十年，歷任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禦史，
刑部尚書，工部尚書，戶部尚書。光緒二十年授軍機大臣，二十一年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等輝
煌的政治資歷，為清朝、同治、光緒之重臣，對中國近代史之影向至巨。本日記原系手寫本，起于
咸豐八年(1858)止於光緒三十年(1904)，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於民國十四年按原本影印出版，為學術界
所倚重。然日記以行草寫成，字跡亦甚潦草，字體大小間雜，閱讀費時推敲，逐敦請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趙中孚先生，整理錄成楷書再重行排印，得以一目了然，並附人名，地名引得，
以利使用者查檢，加惠士林。 

沈家本年譜  4711871494909  張國華‧李貴蓮合著 1991 年版                  1 冊  920 

萬木草堂遺稿及外編、續集 4711871494916 康有為著蔣貴麟編 1978-83 年初版 4 冊 5,650 

康有為 (1858~1927)原名祖詒、字廣夏號更生、一號長素，廣東南海人、亦謂南海先生，康氏初受
教于朱次琦，其學出於宋明理學，而以經世為用為主，奠定理學、政學之基礎，後致力於歷代掌故
研究，有出而用世，澄清天下之志。三十四歲(1891)講學于廣州長興裏即萬木草堂名之。 
光緒二十四年康氏主導戊戌變法、百日維新失敗，脫走海外創保皇黨，以虛君共和制相號召，但終
無所成，康氏天資穎悟，古今學術無所不窺，每有創論常開風氣之先，其著作有張伯楨輯編、康南
海先生遺著匯刊二十二集等。本書萬木草堂遺稿一冊，系匯刊未收之遺著，重新排印為十類，為論
辨、序跋、奏議、書牘、傳志、雜記、演講、辭賦、哀祭、詩詞十類。 
遺稿外編兩冊 則收錄康子內外篇十五篇、萬身公法書籍目錄提要、實理公法全書、民功篇、弟子
職集解、毛詩禮征、所藏中國畫目、宋元板書目、南海先生遺文輯存及函劄等。 
遺稿外編續集一冊: 編者于上兩書完成後，未歇陸續收集，後得日本關西大學 
出祥伸教授等人，將近年來續得康有為旅居東瀛寫贈犬養木堂與柏原文太郎之詩文、書劄、橫縝、
及長沼弘毅 收藏 對聯多件，又大陸學者湯志鈞選輯「康有為政論集」，提供。爰將近年所獲之詩
文、序跋、函劄、通電、演說辭，系年編排，校勘說明，彙編續集，亦所以保存康先生之手澤，以
供學者參考之資雲爾。 

康氏先世遺詩、朱師九江佚文合集 4711871494923 康有為著，蔣貴麟輯 1983  600 

除遺稿、外編外、新收得之詩文、書劄、政論集等續為本書，另康氏先代康炳堂、康贊修為嘉慶、道
光舉人、著有留芳集等。康種芝辦南海等縣團練，才氣橫絕著有元太居士遺稿等。康有為受教于朱九
江，粵中大儒也，其學根柢于宋明，而以經世致用為主，著作等身，並同垂印，俾後之學者有據焉。 
清代名人傳略  4711871494862  (英文本) Hummel, A.W. 編                  1 冊   1,450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 1912) (Washington: 1943-1944)  本書系由漢學家 Hummel 
A. W. 主編, 另知名學者五十人協編, 收錄清代重要人物八百餘人, 以姓氏排列，每人均提供豐富之
傳記資料 ，為研究清朝重要史料參考書附多種年表及索引。 
 

中國方略叢書 三十種(詳細書介見第 139頁第❿號目錄) 212 冊 260,750 
道光年間東南沿海華洋貿易日漸頻繁，東西交通被迫開放，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割地賠款國力益弱，
清朝政府未能精勵圖治民心思變，洪秀全在兩廣等地聚眾起義，勢力迅即擴大，佔有華南、華中大
半地區，建立太平天國是謂粵「匪」。滿清政府受困於太平天國之亂，其他地區亦有乘勢舉事或相
互勾結。在華北地區有撚「匪」，西南地區有回「匪」、苗「匪」，西部地方有回「匪」等之亂，分
別經清軍平定是為平定七省方略。(其他各省方略及相關方略 29 種另有簡介 詳見方略目錄) 

 中國方略叢書細目                     30 種  212 冊  總價 260,750 

1 欽定平定七省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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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欽定剿平撚匪方略   4711871495487 朱學勤等纂 據同治 11 年刊本重印 32 冊 41,600  
1-2 欽定平定回匪方略 4711871495494 陳邦瑞等纂 光緒 20 年刊本 5 冊 6,250  
1-3 欽定平定苗匪方略 4711871495500 陳邦瑞等纂 光緒 20 年刊本 4 冊 5,150  
1-4 欽定平定陜甘新疆

回匪方略 
4711871495517 陳邦瑞等纂 光緒 22 年刊本 30 冊 38,400  

1-5 欽定剿平粵匪方略 4711871495524 朱學勤等纂 同治 11 年刊本 10 冊 10,250  
2 嘉靖東南平倭錄 4711871495531 徐學聚撰 明末抄本影印 1 冊 1,000  
3 金文靖公北征錄,附
北征記 

4711871495548 金幼孜等撰 光緒33年東方學會版本 1 冊 750  

4 萬曆三大征考 4711871495555 第瑞微撰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書 1 冊 750  
5 奉天邊務輯要 4711871495562 李廷玉等撰 民國 6 年刊本 1 冊 1,100  
6 洪經略奏對筆記 4711871495579  光緒24年宏文閣刊本 1 冊 750  

7 皇清開國方略 4711871495586 阿桂等纂 光緒 13 年刊本 2 冊 2,100  
8 平叛記 4711871495593 毛霦撰 康熙 55 年刊本 1 冊 1,050  
9 東南紀事 4711871495609 邵廷釆撰 光緒 10 年刊本 1 冊 1,050 

10 西南紀事 4711871495616 邵廷釆撰 光緒 10 年刊本 1 冊 1,050 

11 明季南略 4711871495623 計六奇輯 康熙 10 年刊本 2 冊 2,900  
12 明季北略 4711871495630 計六奇輯 著者序于康熙 10 年        3 冊 4,150  
13 先撥志始 4711871495647 文秉撰 同治 2 年刊本 1 冊 1,050  
14 南疆繹史 4711871495654 定溫睿臨撰，李瑤勘 道光年刊本 4 冊 5,150  
15 皇朝藩部要略 4711871495661 祁韻士等撰 光緒 10 年刊本 2 冊 2,900  
16 平定關隴紀略 4711871495678 楊昌濬撰 光緒 13 年冊本 3 冊 4,150  
17 山東軍興紀略 4711871495685 作者不詳 光緒年刊本 2 冊 2,550  
18 戡靖教匪述編 4711871495692 石侯編 道光 6 年刊本 1 冊 1,050  
19 保甲書輯要 4711871495708 徐棟撰，丁日昌校 同治 10 年刊本 1 冊 1,000  
20 團練事宜 4711871495715 朱孫詒編 同治 1 年刊本 1 冊 1,050  
21 湘軍志 4711871495722 王闓運撰 宣統一年重刊本 1 冊 1,050 
22 湘軍記 4711871495739 王定安撰 光緒 15 年刊本 2 冊 1,800  
23 湖南苗防屯政考 4711871495746 但湘良輯 光緒 9 年刊本 5 冊 6,400  
24 浙東籌防錄 4711871495753 薛福成輯 光緒 13 年刊本 1 冊 1,300  

 
第二輯       

1 欽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 4711871495760 慶桂、章煦等纂 嘉慶 15 年刊本 69 冊 83,200  
2 御製親征平定朔漠方略 4711871495777 溫達等纂 康熙 47 年刊本 10 冊 13,500  
3 欽定剿捕臨清逆匪紀略 4711871495784 舒赫德等纂 乾隆年間刊本 3 冊 4,200  
4 欽定平定教匪紀略 4711871495791 托澤等纂 嘉慶 22 年刊本 8 冊 10,600  
5 平定教匪紀事 4711871495807 勒保撰 清嘉慶抄本 1 冊 750  
6 襄陽兵事略 4711871495814 吳慶燾撰 光緒 17 年刊本 1 冊 750  

清末民初史料叢書 五十五種                            115 冊 總價 143,000 
本叢書五十五種，收自道光以降、咸豐、同治、光緒、宣統年間及民國初年之史料，其中以奏稿、奏議、
遺書、遺集、全集為主，部份為年譜、紀略、志、記、文集等。共一百一十五冊。清末民初為中國國境
開放，面臨列強侵略、東西交往頻繁的時代，亦為清帝腐敗積弱及革命共和舉造的關鍵時期，悠關中國
之盛衰及民主建立的時刻，本叢書提供對近代及現代史的政治、經濟、外交、法律、文學、哲學、軍事
等頗具體的珍貴史料。含有顯現時代悲情或嘲諷時政的文學、詩賦以及科舉為官，著重體裁的奏、疏、
稟、片，及兼具史傳、藝文的序、跋、銘、詩、表、記、文等堪稱具備。(詳細介紹 另見詳目) 。 

1 籌瞻疏稿 4711871494930 鹿傳霖撰 據光緒 26 年刊本 1 冊 1,250  

2 拙遵園叢稿 4711871494947 黎庶昌撰 光緒 21 年刊本 1 冊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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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劉武慎公遺書 4711871494954 劉長佑撰 光緒 17 年本 7 冊 9,000  

4 劉襄勤公奏稿 4711871494961 劉錦棠撰 光緒 24 年本 4 冊 5,200  

5 李忠節公奏議 4711871494978 李秉衡撰 民國 19 年鉛印本 2 冊 2,900  

6 李忠武公遺書 4711871494985 李續賓撰 光緒 17 年刊本 1 冊 1,500  

7 楊勇愨公奏議 4711871494992 楊嶽斌撰 光緒 21 年刊本 4 冊 5,200  

8 蒿盦奏稿 4711871495005 馮煦撰 民國 12 年刊本 1 冊 1,250  

9 繆武烈公遺集 4711871495012 繆梓撰 光緒 7 年刊本 1 冊 1,400  

10 審安齋遺稿 4711871495029 陳伯瀾著 民國 13 年刊本 1 冊 1,400  

11 張文毅公奏稿 4711871495036 張芾撰 光緒 2 年刊本 2 冊 2,400  

12 譚文勤公奏稿 4711871495043 譚鍾麟撰 宣統 3 年刊本 2 冊 2,900  

13 錢敏肅公奏議 4711871495050 錢鼎銘撰 光緒 6 年刊本 2 冊 2,800  

14 岑襄勤公年譜 4711871495067 趙蕃編 光緒 25 年刊本 1 冊 1,250  

15 退耕堂政書 4711871495074 徐世昌撰 民國 3 年影本 5 冊 6,900  

16 侯官嚴氏叢刻 4711871495081 嚴復撰 光緒 27 年刊本 1 冊 600  

17 籌海初集 4711871495098 關天培撰 道光 16 年刊本 2 冊 3,000  

18 防海紀略 4711871495104 芍唐居士撰 光緒 5 年刊本 1 冊 600  

19 倭文端公遺書 4711871495111 倭仁撰 光緒 1 年刊本 2 冊 1,600  

20 林文直公奏稿 4711871495128 林紹華撰 民國 16 年刊本 2 冊 2,400  

21 粵海關志 4711871495135 梁廷琢等撰 道光刊本 4 冊 5,000  

22 劉武慎公年譜 4711871495142 鄧輔綸、王子受合編  光緒 25 年刊本影印 1 冊 1,250  

23 財政條議 4711871495159 劉世珩撰 光緒 32 年刊本 1 冊 600  

24 隆裕皇太后大事記 4711871495166 敦崇紀 民國 2 年刊本 1 冊 600  

25 郎潛記聞 4711871495173 陳康祺撰 光緒 6 年刊本 4 冊 5,000  

26 辛亥殉難記 4711871495180 吳慶抵修 民國 24 年刊本 1 冊 1,050  

27 耐庵奏議 4711871495197 賀長齡撰 光緒 7 年刊本 3 冊 4,200  

28 湯貞湣公年譜 4711871495203 陳韜編 民國 22 年刊本 1 冊 600  

29 覺顛冥齋內言 4711871495210 唐才常撰 光緒 24 年刊本 1 冊 1,800  

30 沈文忠公集 4711871495227 沈兆霖撰 同治 8 年刊本 1 冊 1,550  

31 吳文節公遺集 4711871495234 吳文鎔撰 咸豐 7 年刊本 4 冊 5,800  

32 裕靖節公遺書 4711871495241 裕謙撰 道光 21 年刊本 3 冊 4,500  

33 蘄水湯先生遺念錄 4711871495258 湯化龍撰 民國 8 年鉛印本 1 冊 1,250  

34 庸盦尚書奏議 4711871495265 陳夔龍撰 民國 2 年鉛印本 5 冊 6,800  

35 趙文恪公年譜附遺集 4711871495272 趙光撰 光緒 16 年刊本 1 冊 1,800  

36 張公襄理軍務紀略 4711871495289 丁運樞等編 宣統 1 年石印本 2 冊 2,400  

37 將吏法言 4711871495296 徐世昌撰 民國 8 年刊本 2 冊 2,400 

38 初使泰西記 4711871495302 志剛撰 光緒 3 年刊本 1 冊 1,600  

39 仙屏書屋初集文錄 4711871495319 黃爵滋撰 道光 28 年刊本 2 冊 2,900  

40 吳白屋先生遺書 4711871495326 吳芳吉撰 民國 23 年刊本 3 冊 2,400  

41 開縣李尚書政書 4711871495333 李宗羲撰 光緒 11 年刊本 1 冊 1,250  

42 毛尚書奏稿 4711871495340 毛鴻賓撰孫葆田編 宣統 2 年刊本 2 冊 2,900  

43 馬端敏公奏議 4711871495357 馬新貽撰 光緒 20 年刊本 2 冊 1,400  

44 多忠勇公勤勞錄 4711871495364 雷正綰纂輯 光緒 1 年刊本 1 冊 800  

45 曾忠襄公全集 4711871495371 曾國荃撰 光緒 29 年刊本 8 冊 10,000  

46 岑襄勤遺集 4711871495388 岑毓英撰 光緒 23 年刊本 4 冊 5,200  

47 饒崧生先生折譜 4711871495395 饒旬宣編 光緒 19 年刊本 1 冊 600  

48 周武壯公遺書 4711871495401 周盛傳撰周家駒輯 光緒 31 年刊本 2 冊 2,400  

49 復庵遺集 4711871495418 許玨撰 民國鉛印本 2 冊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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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水流雲在館奏議 4711871495425 宋晉撰 光緒 13 年刊本 2 冊 3,000  

51 陳文忠公奏議 4711871495432 陳寶琛撰 民國 25 年刊本 1 冊 1,400  

52 陸文慎公奏議 4711871495449 陸寶忠撰 宣統 3 年刊本 1 冊 600  

53 袁世凱之禍黔 4711871495456 劉世傑編 民國 1 年刊本 1 冊 600  

54 民國十年之吳佩孚 4711871495463 改造湖北同志會編 民國 10 年鉛印本  1 冊 800  

55 吳佩孚戰史 4711871495470 得一齋主人編 民國 11 年鉛印本 1 冊 600  

五 ) 民國史料 :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4711871496651   國民政府文官處出版      222 冊  312,000 
1925 年 7 月 1 日, 大元帥府改制為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公報」乃繼「海陸軍元帥大本營公報」
之後發行之政府命令、法規等正式記錄, 同時名為「國民政府公報」「國民政府公報」自民國一
九二五年七月一日發行，每週出版兩次。1926 年 12 月後，因北伐軍事關係暫停印行。1927 年 5
月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恢復出版。唯目 1928 年 12 月 26 日起，改為每日出版一次。其後國民政府
雖遷洛陽、重慶等。  「國民政府公報」內容包括宣言、訓詞、政府命令、處令，院令、部令、
訓令、指令、委任令、法規、公函、通告、代電、及附錄等項，為研究當代政冶、外交、法制、
軍事及文教史不可或缺之參考資料。 
本社以「國民政府公報」乃當代重要典制文獻，除具高度史料價值外，於政府締造之艱巨經過尤
多記錄，故決予重印，以昭國人。惟「國民政府公報」卷帙浩繁，求其首尾無缺者幾不可得。乃
幸得有關方面協助，遍訪各公藏處所，陸續整補以全此篇。  1948 年 5 月 20 日，行憲開始。國
民政府公報，改為總統府公報 

中華民國總統府公報初編 4711871496668 總統府公報室 民國 37-69 年 150 冊 268,800 
民國 36 年，國民政府結束訓政時期, 頒行憲令, 經普選產生國民大會, 依據憲法於民國 37 年

5 月 20 日, 總統府在南京成立, 出版「總統府公報」, 後總統府遷至台灣, 總統府公報續在臺北印
行,  總統有下列之職權: 1) 依法公佈法律，發佈命令。2) 依法行使締結條約及宜戰購和之權。 3) 
依法宣佈戒嚴及解嚴。4) 依法行使大赦、特赦、減刑及複權之權。5) 依法任免文武官員。6) 依
法授與榮典。6) 依法發佈緊急命令。依此職權，總統實為法律、命令、締約、任免官員之發佈任
免者，而總統府乃政府之最高權力機構，國家一切最高決策及所有法令、規章、人事，皆出自總
統府。「總統府公報」者，即記載此類法令、規章、人事及一切出自總統府之檔。按「總統府公
報」之體例，有下列各項: 

1) 總統令: 包括指令、訓令、代電、函等，某中法令之公佈、規章之制定、人事之任免，皆依原件轉錄。 
2) 院令: 五院所有公告、議決、判令，皆載於其中，乃中央政府五院所發佈檔之總錄。 
3)部令: 行政院所屬各部會之署令，及其它四院所屬各部之函電，皆錄於其中。 
4)專載: 登錄有關中央及地方政府之組織法。 
5)特載: 登錄國民大會及其它有關機關之諮文、函牘等。6)公告: 行政法院判決、公務員懲戒議決書等。 
7)法令解釋。8)某他: 如聘書、聲明、宣言、公告等。 
揆其體例，則「總統府公報」之內容，包括政洽、經濟、財政、法肆、軍事之文獻，不僅國家所
有最高之決策、法令、人事，記載靡遺，即如國籍之取得．歸化與註銷，公務員之獎、懲與通緝，
稅率表，社團之組織，行政法院判決書，更改姓名，著作物版權之登記、禁書之發佈，…等，無
不具載。據此，則「總統府公報」實為國家一切文獻之淵藪，乃當代史之原始資料也。茲重印編
為精裝 150 冊發行，以供國內外各圖書館暨國內各行政機構典藏參考之需。主要內容為: 總統令  
院令 部令 專載 特載 公告 法令解釋 
 

 中華民國總統府公報續編 4711871496668 總統府公報室編    373 冊 726,000  
   繼初編之後,收錄自民國 70 年至 109 年,增編條目時序索引、條目分類索引, 
   查檢便捷,是中央政府文獻之淵籔,當代重要檔案資料,更是一部中華民國政府行政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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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4711871498488            201 冊 370,600 
上海中國地政學院編篡      

此文獻為民國二十一年至三十年(1932~41)間, 中央政治學校-地政學院所作之各省縣市調查報告
176 種，及研究論文 168 種， 對研究中國二十世紀早期社會經濟、地方政治制度的學者而言，無
疑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調查資料，這些資料除披露社會真實情況外，還報導了地方政府機構之
組織、城市鄉村生活及農業統計等資料，富準確性，搜集之第一手資料巨集豐，議論則甚為精湛。
這些有獨特歷史性土地問題資料之出版，提供了研究中國現代史上最重要時期的最原始資料。其
主要內容有論文八類一百六十八種，調查報告計十八省一百五十八篇。(另備詳目書介)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4711871498518  臺灣中國地政研究所編纂  50 冊  92,500 

臺灣 1949-1980 年代土地改革、農業發展及經濟政策報告資料) 
臺灣土地改革、農業經濟發展，乃二十世紀開發中國家的典範。蕭錚博士主持的「中國地政研究
所」及其前身「地政學院」的研究、調查，及其所訓練的人員，實肩負了重要的角色。臺灣土地
改革中有關土地立法、政策、地權、徵收、地價、地稅、金融、行政及農業金融、農地利用、農
業經濟、市地利用、工業用地等層面，作深入的探討並加以分析及研究，此一歷史性文獻的編印，
足資政界及學術研究機構利用，洵為研究臺灣農業及經濟史寶貴資料。其主要內容有七大類八十
種。(另備詳目書介) 

大理院解釋例全文、大理院判決例全書  4711871494466  郭衛編輯  

據民國 20 年刊本重印        3 冊  6,000 

大理院解釋例全文:民國元年，北京政府成立。改組遜清大理院，置為最高司法審判機關，並操統
一解釋法律之權，以迄於民國十六年。此一時期中，北京政府轄下各級法院，於民刑事件之疑義
滋多，大理院每不憚長篇累牘，論述學理，引證事實，詳予解釋。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後，大理院
改組為最高法院。然歷年所為解釋例，除與現行法令抵觸者外，部份仍予沿用。其意蓋以法學之
研究，惟理是求，鑒往知來，但本舍短從長之義，並無古今中外之分，法界人土郭元覺識此，乃
窮耕歷年北京政府公報，盡擷大理院解釋例文，於往返公文四千餘篇中。得例二千零十二條，輯
為兩冊付梓，以為當世法家參考，原書於民國十九年六月出版。 
大理院判決例全書: 前書編輯人郭君以「大理院解釋例」雖經輯就，而該院歷年判例未予整理，
不無厥失。乃據北京政府大理院編印之「判例要旨匯寬」正、續集。並遍搜北京政府時代有無條
文可據之判例。刪煩補闕，輯為一書，首尾具備。盡收北京政府大理院十餘年判決實例，完整無
缺。內中以民法、商法、暫行刑律、民刑訴訟條例、法院編制法等判決例份量最多。是書於民國
二十年六月出版。本社以上述"「大理院解釋例全文」、「大理院判決例全書」雖屬北京政府司
法典籍，然就法學研究觀點言．並不失其參考價值，故予重印，以為法學研究參考資料。為便於
檢查，本社並添印「大理院解釋例全文」「大理院判決例全書」檢查表一種．一併附於書後。 

行政法院判決彙編  4711871494473  行政法院編印 1972 年版          1 冊     1,000 

為匡救各級官署解釋或執行法規失當，自民國十九年三月起，乃有訴顧法之立，民國廿一年十一
月複製定行政訴訟法。其目的除保障人民權利外，亦寓維持法規尊嚴之意。其後雖屢經修正，然
立法本意並無變更。據訴願法規定，人民不服官署處分者，得向上級官署提起兩次之訴願。經提
起再訴願仍不服其決定，或逾三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民國卅六年夏，行
政法院就歷年受理案件，輯為判法彙編一種刊行。起於民國二十二年，止於民國三十六年，完整
無缺。是輯計分兩部份: 第一編實體部份包括土地、水利、倉儲、稅捐、關務、鹽務、礦業、營
業、商標、教育、交通、考銓、其他等十三類。第二編程式部份則分行政訴訟及訴願二類。每案均按
原被告、判決主文、事實及理由詳為排列，書前並附目錄。訴願及行政訟法立法原意至善，制度亦行
之有年。此一制度果經充分利用，不惟個人權益可獲適當保障，並可促進法治主義之成功。  

法律草案彙編  4711871494480  修訂法律館編輯 據民國 15 年刊本重印      2 冊  2,500 

光緒二十八年，清廷始設修訂法律館，命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出使美國大臣伍廷芳為修訂法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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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著手法律之修訂。伍廷芳以兼辦外務部事務，旋派為出使墨西哥、古巴大臣，法律修訂工作，
實由沈家本主其事。光緒三十三年，清廷複命候補侍郎俞簾三及大理寺卿英瑞為修訂法律大臣，
佐沈家本處理法律修訂事宜。宣統元年，部份商律草案成; 宣統三年，民律前三編草案亦告擬就。
民國成立後，北京政府于民國初年再組法律編查會，繼續進行法律之編查及修訂工作，旋改稱修
訂法律館。自民初至民國十四年，先後輯成草案多種，陸續經北京政府公佈實施。本書所收，為
宣統元年至民國十四年歷次所輯法律草案原文及理由書等附件，分民事、商事、刑事三大部份。 

沈家本年譜  4711871494909  張國華‧李貴蓮合著 1991 年版                       1,500  

高陶事件始末  4711871495845   陶恒生著 2001 年版 1 冊 精裝                   1,300 

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對日抗戰期間， 高宗武、陶希聖隨汪兆銘自重慶出走次年在上海參與汪組
織與日本和談，在洞悉日本妄圖誘降及及滅門血案中國之野心，對和談運動徹底失望決定脫離，即
在香港大公報揭發汪精衛與日本簽署賣國密約之事實, 此高陶兩人隨汪主和至脫汪之事件謂之「高
陶事件」，高陶隨汪出走，有主和、投敵、臥底、漢奸之說，作者為其次子，以民國二十八年初亦
陷上海險落為人質，後幸有義助者能逃脫至香港，以每有對此事件的緣由經過各有申論，乃就身曆
其境的記億及未發表的父親信件及資料、作印證公諸於世，將此公案來龍去脈作一重現，供現代史
及學者參考焉。 

中俄外蒙交涉始末  4711871495852   呂秋文著 1987 年版                       400 

作者呂氏為中國文化大學教授, 對西藏與蒙古問題素為研究專家 另著有「中英西藏交涉始末」及蒙
古問題歷經俄國沙皇時代及蘇唯埃主義政權之圖謀, 終至與俄結蒙及脫離中國獨立, 除中國主持邊
政人員是否人謀不臧, 其列強紛爭擴張在華勢力之競逐, 中國成為受害者 , 此書自帝俄時期侵華之
野心及中俄交涉經過有詳細敍述, 另俄蒙私定協約 及外蒙獨立問題之北京會議、哈克圖會議、外蒙
徹消自治之中俄交涉經過頗有評議 , 對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議之所謂對華友善之真象及中蘇友好
條約簽定與外蒙關係之解析論述頗豐。 

中英西藏交涉始末  4711871495869  呂秋文撰 1999 年版                       1,300 

近世東三省研究論文集  4711871495876  趙中孚撰 張存武輯編 1999 年版       1,450 

趙中孚遼寧瀋陽人 台大歷史系畢即於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任研究員, 並於 1967- 69 
及 1982 年先後到美國哈佛大學及密西根大學訪問研究, 其研究主題及著作大部份為清代尤其十九
世紀中葉後之東三省歷史, 本書系編者將趙氏歷年所發表近世東三省研究之論文二十三篇、傳記七
篇、書評五篇收錄，有我國東北海疆研究、中俄邊界及各種條約簽定之檢討，中韓邊界之變遷，海
洋法會議與東北海疆權益問題等，資料詳實，文筆簡煉，對近世東三省研究有一定貢獻。 

臺灣史上的人物  4711871495913  楊雲萍著 1981 年版                         650 

本書為著者于民國 1952 年間，應中華日報社之邀約而撰，連載於副刊共得 120 篇 120 人。當時用寫
臺灣「人物」以寫臺灣的「歷史」。除關注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歷史主題外，重視「人」的
存在，乃是著者對歷史的必要貢獻。 本書經楊教授就原撰再作訂補並附錄四篇: (1)人人雜誌創刊前
後 (2)蔣渭水先生之追憶 (3)楊爾康先生之追憶 (4)溪山煙雨樓詩存序。 

臺灣詩薈  4711871496286  連雅堂主編 民國 13 年 2 月至 14 年 10 月共十二期   2 冊 2,100 
民國十三年二月至十四年十月，共發行十二期臺灣詩薈發行於日據時期、由連雅堂光生創辦與主
編，以當時臺灣之漢文廢墜已極、文化消沈，非藉高尚的文學鼓舞，民族前途何堪設想, 而當時之
臺灣詩人輩出，詩社如林，乃集眾人之詩而刊之，則為一時盛事。內容有詩鈔、詞鈔、文鈔、詩存、
文存、詩話、詩畸、謎卷等豐富無比，且每期刊登臺灣先賢遺稿和遺書，以闡發先賢之潛光，資料
珍貴對振興文化最具意義。臺灣詩薈刊行甚早，保存全套甚少，乃全套重印嘉惠士林，書後並附臺
灣詩薈作者簡介二百餘人。 

三六九小報  4711871497412  趙雅福創辦 民國 19 年 9 月~24 年 9 月,         3 冊  8,650 



95 
 

臺灣日治時期發行的報紙，趙雅福創辦，昭和五年九月九日創刊至十年九月六日止，為每逢三、六、
九日出刊的三日報，共出 479 期(1930~1935，民國 19 年~24 年)，內容有時事、史跡、筆記、雜狙、
文藝、文宛、長短篇小說、詼諧之民族雜說如諧鋒、噴飯錄、鬼話、花叢小記、古香雜拾等，知識
教育性者有台語講座、童話、警世短篇、評古錄等。以燦爛的文字致力托意於詼諧語中，諷刺朝政，
見未見之奇文，聞末聞之軼事，堪為當時罕見的時代佳作，廣為流傳的民間食糧 "三六九小報" 

洪棄生先生遺集  4711871496330  胥端甫編輯 1970 年刊本               9 冊  12,000 

洪棄生學名一枝字月樵又字棄生，臺灣鹿港人，生於清同治六年，卒於民國十八年。光緒二十一年臺灣
割與日本，遂絕意仕進不再內渡赴考，潛心于詩古文辭，為淪陷後臺灣國學界之魯靈、光殿，身居棄地
危言危行，挖揚風雅鼓舞民氣，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以遺民終其生，其作品經搜集可歸成三類: 
一 詩詞類: 謔蹺集 7 卷、披晞集 7 卷、寄鶴集 9 卷補遺 1 卷、八州詩草 5 卷、試帖詩集 1 卷、詞集
1 卷，文辭沈麗，筆調清新，詠歎興亡、自抒悲噴之倚，彌漫其間。 
二 文史類: 詩話 7 卷、駢文稿 3 卷補遺 3 卷、古文集 3 補遺 3 卷、書劄 1 卷，制義文 1 卷，其書劄、
策論、帖括等文兼流暢，論詩品、斷史實等貶褒公正。 
三 記述類:八州遊記 12 卷，記其遊歷中原八省之見聞、趣礦。瀛海偕亡記，記臺灣被割據後，保台
抗日之經過。中東戰記 1 卷，中西戰記 2 卷，記清光緒十年，中日為朝鮮，中法為安南，構釁始末。   
同時，此書之特色實具兩端:(1) 就文學的欣賞，可領略到詩人感時之悲，痛亡國之憤，壯士捐驅之
慨，氣吞山河之勢。(2)就史料的記述，可瞭觀臺灣被割據前後之重大史實，進而洞悉當時社會、政
治、經濟狀況。 

抑盦詩詞集  4711871496347  胥端甫著 1973 初版                               750 

著者四川鹽亭人，字抑盦，自幼銳志於學，稚齡諷誦，見稱鄉人，自四川大學中文系畢後，歷任軍
政官職，自川而湘、而鄂、而蘇、而中州、陝甘、而臺灣，以生當亂世，家難國難交其肺俯，寄以
歌吟時有驚人之句，傳誦朋儕，有鴻爪集、抗戰從軍集、南平墾殖集、西北集、瀛洲集、陽明山莊
集、苓山精盧集共十一卷，詩詞一千五百餘首，自成一家。作者另有著作詩史與世運，劉銘傳史話，
劉銘傳抗法保台史，芝山藝談錄，臺灣文學藝術史稿等。  

中國期刊彙編  一 書本型五十種                            233 冊 546,700 
本社積極從事中國研究資料之整編，茲為應學界之需，特將海內外公私所藏之中文期刊次第重

印，以供學者參考。 選印之中文期刊，甚具研究參考價值者，以書本型式重印; 其有保存之價值然
參考頻率較低或篇幅過百者，則以微縮方式攝製為微片(Microfiche)發行。 書本型式重印中文期刊，
以業已停刊之學術性刊物為原則。第 1~50 種中國期刊，包括圖書學 10 種、學報 10 種，國學 10 種、
史學 5 種、地理 7 種、其他 8 種。 

編號        書名              國際商品號碼                 刊本日期 期數            冊數     價格  (NT） 

CPB001 學觚 4711871496675 南京 國立中央圖書館
籌備處 1936.2.15~12.15; Vol.1 No.1-12 2 冊 5,630 

CPB002 
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

年刊 
4711871496682 南京 江蘇省立國學圖

書館 1928.11~1936.10; Vol.1-9 17 冊 43,520 

CPB003 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 4711871496699 杭州 浙江省立圖書館 1932.3.30~1935.12.31; Vol.1-4 12 冊 35,840 

CPB004 遼寧省立圖書館館刊 4711871496705 遼寧省立圖書館 1930.9; Vol.1 1 冊 1,920 

CPB005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

週刊 
4711871496712 廣州 國立中山大學圖

書館 1928.3.6~1929.7.1; Vol.1-7 4 冊 10,560 

CPB006 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 4711871496729 北京 國立華北編譯館 1942.10.1~1943.10.1; Vol.1-2 6 冊 11,840 

CPB007 讀書月刊 4711871496736 北平 國立北平圖書館 1931.10.10~1933.9.10; Vol.1-2 4 冊 8,960 

CPB008 圖書月刊 4711871496743 臺北 臺灣省圖書館 1946.8.15~1947.12.15; Vol.1-2 2 冊 5,120 

CPB009 圖書評論 4711871496750 南京 國立編譯館 1932. ~1934.8;  Vol.1-2 8 冊 20,480 

CPB010 讀書雜誌 4711871496767 上海 神州國光社 1931. ~1933.;  Vol.1-3 16 冊 40,960 

CPB011 學術匯刊 4711871496774 重慶 國立中央研究院 1942.11~1944.12; Vol.1-2 1 冊 2,560  

CPB012 貴大學報 4711871496781 貴州 國立貴州大學 1946.9; No.1 1 冊 1,280 

CPB013 浙江學報 4711871496798 杭州 浙江大學 1947.9~1948.3; Vol.1-2 1 冊 2,300 

CPB014 齊大月刊 4711871496804 濟南 私立齊魯大學 1930.10.10~1931.3.10;Vol.1;No.1-5 1 冊 3,200 

CPB015 齊魯學報 4711871496811 上海私立齊魯大學國
學研究所 1941.1~1941.; No.1-2;  1 冊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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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B016 安徽大學月刊 4711871496828 安慶 安徽大學 1933.2.5~1935.6.15; Vol.1-2 8 冊 20,480 

CPB017 安大季刊 4711871496835 安慶 安徽大學 1936.1.1~1936.11.1; Vol.1 No.1-4 2 冊 5,760 

CPB018 勉仁文學院院刊 4711871496842 北碚 勉仁文學院 1949.6; No.1 1 冊 1,280 

CPB019 廈大學報 4711871496859 廈門 國立廈門大學 1943.1.1~1943.7.15; No.1-2 1 冊 2,560 

CPB020 珠海學報 4711871496866 廣州 珠海大學 1948.5.15~1949.5.15; No.1-2 1 冊 2,690 

CPB021 國故月刊 4711871496873 北平 北京大學文科 1919.6~1919.9; No.1-4 2 冊 4,160 

CPB022 制言半月刊 4711871496880 蘇州 章氏國學講習會 1935.9.16~1937.8.16; No.1-47 14 冊 33,920  

CPB023 國學叢刊 4711871496897 北京 國學書院第一院 1941.3~1944.7; No.1-14 4 冊 9,280 

CPB024 國學彙編 4711871496903 濟南 私立齊魯大學文
學院國文研究所 1932.~1934.; No.1-2 1 冊 2,240 

CPB025 人文科學學報 4711871496910 昆明 中國人文科學社 1942.6~1945.9; Vol.1-3 2 冊 3,900 

CPB026 文史哲季刊 4711871496927 重慶 國立中央大學 1943.1~1943.6; Vol.1 No.1-2 1 冊 2,880 

CPB027 文史匯刊 4711871496934 廣州 國立中山大學文
科研究所 1935.3.1~1935.6.1; Vol.1?No.1-2 2 冊 4,420 

CPB028 文史叢刊 4711871496941 青島 國立山東大學 1934.5; No.1 1 冊 1,280 

CPB029 人文科學論叢 4711871496958 臺北市 臺灣光復文化財團 1949.2.28; No.1 1 冊 2,300 

CPB030 文史薈刊 4711871496965 台南 台南市文史協會 1959.6.25; 1960.12.15; No.1-2 1 冊 1,660 

CPB031 史學論叢 4711871496972 北平 國立北京大學潛社 1934.7; 1935.11; Vol.1-2 1 冊 3,070 

CPB032 史學叢刊 4711871496989 北平國立師範大學史學會 1931.6.6; Vol.1 No.1 1 冊 1,420 

CPB033 史學專刊 4711871496996 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文科
研究所歷史學部 1935.12.1~193.;Vol.1-3 6 冊 13,440 

CPB034 志林 4711871497009 三台國立東北大學 1940.~1944.10; No.1-7 3 冊 7,680  

CPB035 史董 4711871497016 三台教育部第五服務
團研究部 1940.8; 1940.9 No.1 1 冊 2,050 

CPB036 地理雜誌(方志月刊) 4711871497023 南京 國立中央大學地理系 1928.7~1935.12 14 冊 25,280 

CPB037 東北叢刊 4711871497030 遼寧 遼寧省教育廳 1930.1~1931.8.30; No.1-19 10 冊 25,600 

CPB038 東北集刊 4711871497047 三台 國立東北大學 1941.6~1942.8; No.1-4 2 冊 3,800  

CPB039 開發西北 4711871497054 南京 開發西北協會 1934.1.15~1935.12.30; Vol.1-4 8 冊 18,240 

CPB040 西南邊疆 4711871497061 昆明、成都 西南邊疆
月刊社 1938.10~1944.6; No.1-18 4 冊 9,220 

CPB041 邊事研究 4711871497078 南京 邊事研究會 1934.12.1~1937.;Vol.1-4 9 冊 20,480 

CPB042 邊疆事情 4711871497085 南京 邊疆事情社 1935.9~1935.12; No.1-4 1 冊 2,690  

CPB043 南洋學報 4711871497092 新加坡 南洋學會 1940.6~1964.12; Vol.1-20 10 冊 24,320 

CPB044 中國民族學報 4711871497108 臺北 中國民族學會 1955.8~1963.4; No.1-3 2 冊 3,460 

CPB045 學術季刊 4711871497115 臺北 學術季刊社 1952.9.20~1958.6.30; Vol.1-6 12 冊 28,550 

CPB046 書學 4711871497122 北碚 中國書學研究會 1943.7~1945.2; No.1-4 2 冊 3,900 

CPB047 廣倉學會演說報 4711871497139 上海 廣倉學社 1916.7~1916.10; No.1-4 2 冊 3,840 

CPB048 
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

集刊 
4711871497146 北平、南京中央研究院

社會科學研究所 1932.11~1936.5  Vol.1-4 4 冊 7,230 

CPB049 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 4711871497153 南京、昆明、南溪 中央
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 

1937.3~1949.1  Vol.5-8 4 冊 8,060 

CPB050 
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

彙報 
4711871497160 

北平 國立北平研究院 1930.5~1936.11; Vol.1-7 18 冊 38,150 

        
西洋全史  4711871495920  黎東方博士校閱，紐先鍾、葉伯棠               22 冊   19,200 

馮作民等十餘位學者編撰 民國 67 年版 廿五開 16000 頁                                        

古代希臘史研究論集  4711871495937  王任光、黃俊傑編 民國 68 年刊本          640 
編者均任教於台灣大學、輔仁大學等，從事西洋史研究論述卓著，本書係對古希臘史研究專論之譯  
作，計有綜論篇- 地中海世界概論等兩篇; 思想篇- 希臘歷史思想緒言等十篇; 制度篇 – 希臘城邦  
的興起等七篇；附錄 – 古代希臘史研究書目解題. 為古希臘和羅馬文化古典研究提供了導讀之徑。 

文藝復興時代(售缺)  4711871495944  王任光著 民國 68 年刊本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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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號      文 學 類- (八 種)   

                                                                      頁碼                             

一 中國文學批評資料彙編:  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

南宋、金、元、明、清、文學批評之資料總匯 

97 

二 遼金文集：含遼文存、遼文萃、遼文續拾、金文雅、金文最、九金人集等 98 

三 李漁全集：馬漢茂編輯(Dr. Helmut Martin) 含：一家言、閒情偶集、笠

翁傳奇、無聲戲、覺世名言(十二樓) 、附篇六卷等  

99 

四 清代硃卷集成; 上海圖書館館長: 顧廷龍主編, 1993 初版 ◎清代文武百官八千

餘之履歷、傳記、譜系、撰述、行誼盡收於此。硃卷乃清代中試的舉人、進士將履歷、

科份、文章刊刻, 由三個部份所組成: 

100 

五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創作叢刊–研究叢刊 30 種； 創作叢刊 10 種   103 

六 兒童文學創作專集: 許義宗教授主編 共 30 冊   105 

七 金獎少年文學專輯: 榮獲紐伯利、安徒生國際獎之佳作, 張芳杰(台大英

文系主任)主編 10冊 

105 

八 其他文學類相關書籍: 106 

            

一) 中國文學批評資料彙編                                   12 册  15,920 
   A compilation work o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Han to Qing dynasties, selected and       
   edited by Prof. Ye Qing-bing (editor-in-chief) and others scholars.                              

 葉慶炳教授主編 (含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南宋，金代，    

元、明、清代) 柯慶明、曾永義、羅聯添、黃啟方、張健、林明德、邵紅編輯 

有關文學批評之資料散見於總集、別集、史傳、類書、隨筆，每有觀覽難周之歎，

本彙編搜集、整理匯為一編、以利學者研究功莫大焉。文學批評至漢代始有規模，

本彙編所收起於兩漢止於清末，包括文體論、創作編，搜集整論，批評論。各朝均

分敘論與資料彙編兩部分，前者綜編此一時代文學批評特色、流派及其成就，後者

按時代先後排列，便於翻檢並加新式標點，注明原書出版本卷次或加校勘說明，為

目前坊間最完整的一套文學批評資料。其細目如下 
 

1 兩漢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資料彙編 4711871497450 柯慶明，曾永義編 1,120 

http://www.chengwen.com.tw/
mailto:book@chengwe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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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隋唐五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  4711871497467  羅聯添編   1,120 

3. 北宋文學批評資料彙編  4711871497474  黃啟方編  1,280 

4. 南宋文學批評資料彙編  4711871497484  張  健編          2,080 

5. 金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  4711871497498  林明德編     960 

6. 元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上下冊)  4711871497504  曾永義編   2,880 

7. 明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上下冊)  4711871497511  葉慶炳，邵紅編 3,040 

8. 清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上下冊)  4711871497528  吳宏一，葉慶炳編 2,880 

9. 中國文學批評資料彙編選集  4711871497535    560 

 

二) 遼金文集;  (含遼文存、遼文萃、遼文續拾、金文雅、金文最、九金人集等 
 

遼文存 4711871497948  繆荃孫輯 據光緒 22 年刊本重印                1 冊  550 

遼自唐季基於朔季，造邦本席於干戈政治，能資於黼黻，觀市赦罪，則合六典之規； 

臨軒策士，則恪遵三歲之制。其政刑日舉，品式備舉，可見於托克托進遼史表。遼時 

人文之盛，可得而知。故金初無文字，自金太祖得遼人韓昉而言始文，非偶無也。惟 

遼時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見夢溪筆談。是以文字不得流傳鄰境，雖先 

金而文，其存而可得者，竟不及金之什一。及五京兵燹，嫌素掃地，遼之文獻，遂成 

無征，迨元人修三史，致蹈簡略之誚，清江陰繆荃孫氏，以金有「文最、文雅」。而 

遼文之，恐其亡失殆盡。力搜其存者成書。曰「遼文存」。是書搜采不易，除選：龍 

龕手鑒，焚椒錄，星命，國志之外，更取遼時文士如蕭罕嘉努、李澣、王鼎、馬得巨、 

耶意孟簡、張儉、沙門了珠諸士吉光。 

   遼文萃 Liao Wen Cui  4711871497955  王仁俊編 據光緒 30 年刊本重印   1 冊  480 

遼文存刊行後，王仁俊比斠舊稿。審雲自在刊本外，尚餘百餘篇，遂發筴陳書，

搜闕補遺，凡所已刊者，悉予刪落，復遼東行部志，承德府士踵事訂補，都為八

卷，取易序卦傳：「萃」者聚也，以名是書。成「遼文萃」。 
 

遼文續拾 Liao Wen Xu Shi 4711871497962 羅福頤輯 據民國 24 年石印本重印 1 冊  550 

繼遼文存遼文萃之後，續有南海黃任恒補繆氏之書，為遼文補鈞，然黃氏未見文萃，

致與王氏書往往互見。故羅福頤拾三家之遺，並益以近世所出石刻，得文八十餘首。

合為四卷。名日「遼文續拾」又苦前述三家所輯未能合編，爰撮其目及績參所載為匯

目附於書後。諸君子竭其心力，抉隱扶微，洵為耶律氏之功臣矣。 

金文雅 Jin Wen Ya  4711871497979  莊仲方輯 據光緒 17 年重刻本重印    1 冊  960 

金初無文字，自太祖得遼人韓昉而言始文。太宗入忭川，取經籍圖書文宋宇文虛

中、張斜、蔡松年、高土談輩後先歸之，而文字煟興，然猶借才異代也。至蔡珪傳

其父松年家學，遂開金代文章正宗。泊大定明昌之間，趙秉文、楊雲翼主文盟時，

則有若梁襄、陳規、許古之勁直，黨懷英、王庭筠之文采，王若虛、王渥之博洽，

雷淵，李純甫之豪俊……為金文之極盛。及其亡也，則有元好問以宏衍博大之才，

足以上繼唐宋而下開元明。與李俊民、麻革之徒為之後勁，跡其文韋雅渾挺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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軼南宋諸家。有金著述，自元之中葉流傳已渺，好問曾編中州集詩，其時馮清甫亦

輯金文至百餘卷，又蘇伯修三史質疑稱：「金儒士蔡珪、鄭子聃、翟永固、趙可、

王庭筠、趟楓皆有文集行世」。然宋末爭戰不息，兵後往往不存，惜哉。清道光間，

有張金吾，莊仲方諸士認真搜集，卒得保其餘文。莊氏所輯、系以拙軒、淦水，滹

南遺老、莊靖遺山五者為主，取其雅馴，厘為十六卷，附以作者考略，名曰：「金文

雅」。(張氏所輯「金文最」詳見下列書目) 
 

金文最 Jin Wen Zui 4711871497986  張金吾輯 據光緒 21 年刻本重印      1 冊 1,300 

繼「金文雅」後，張氏所輯者更竭意搜訪。凡簿錄雜說，以及金石碑刻一一甄錄，

別其體為四十有二，為卷百二十，金源之文，鉅細咸備，典章規劃，亦瞭可考。

書取公羊會最之義，名之日「金文最」。(光緒年重刻本，凡文已見金文雅者，存

其目不復出，又原篇百二十卷，刪併為六十卷，仍注原卷於題下，以存其真。 
 

九金人集 Jiu Jin Ren Ji 4711871497993  吳重喜輯 據光緒 31 年刻本重印  3 冊  4,640 

編者以金人著述流傳甚少，宋代靖康之後金主中原，文物風流隨萃江表。大河以北有

集傳世者甚少，中原文學輒由北而南，所留遺於北者千百不一二。典午渡江以後，文

物隨遷，訪勤如汲古。幸年代非渺，猶可搜求，山東海豐吳氏，于滹南得祁氏談生堂

鈔本、滏水得曹氏倦圃鈔本。莊靖明秀又斠原刊，因遵武英殿聚本補拙軒，取平定張

氏校刊之遺山，足其樂府四卷為五卷，又以鈔從錢塘丁氏之二妙天籟共成九人八種，

經二十年始匯為一集，計:拙軒集 六卷 王寂 光緒二十年刻 滏水集 二十卷、劄記

二卷、附錄一卷。 趙秉文 光緒三十一年刻 游南集 四十五卷 王若虛光緒十二年

刻  莊埔集十卷 李俊民光緒十六年刻 遺山集 四十卷、附錄一卷、補載、一卷、

年譜四卷、新樂府五卷、 縷夷堅志四卷、元好問 光緒三十一年刻 明秀集 三卷、

明補一卷 蔡松年 光緒三十年刻 二妙集 八卷、逸文一卷、摭遺一卷 段成己 光

緒三十二年刻 天籟集 二卷 白 僕 光緒三十一一年刻 

三) 李漁全集 4711871498044 馬漢茂編輯 (Dr. Helmut Martin)       15 冊 19,200 

       李漁字笠翁，號笠道人(明萬曆39年至清康熙19年)、清初戲曲小說家，其作品獨

具一格，形式不拘於時尚，內容不流空洞。本書乃馬漢茂博士，經多年搜集，又承

國內外圖書館之協助提供，將笠翁全部作品，就不同版本加以比較，及時間先後，

加以系統化編輯而成，此書共分六部份： 

一) 一家言：十卷，清雍正芥子園原本，內含傳記、雜說、詩、賦，其特色在於     

      「寓道德於詼謔，藏經術於滑稽，極人情之變，亦極文情之變。」 

二) 閒情偶集：六卷，芥子園原本，笠翁討論戲劇理論，表演技巧之傑作。 

三) 笠翁傳奇：十種，清康熙世德堂藏版，內十首戲曲，多寓言於閨閣，格調清    

             新，刻劃細緻。 

四) 無聲戲：清康熙偽齋主人序本，其類十二篇小說，多寓勸戒之意。 

五) 覺世名言(十二樓)：清順治刊本，含十二篇短篇小說，成書於無聲戲之後， 

             但意境、手法更見成熟與豐潤。 

    六) 附篇：附有六篇對笠翁作品考證與批介之論文，極富學術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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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編 --- 

四 ) 清代硃卷集成  4711871494855                   420冊 608,000 

    上海圖書館館長 顧廷龍主編 1993初版 
   本集成收錄清代硃卷八千餘清代文武百官履歷、傳記、譜系、撰述、行誼盡收於此。   

  "硃卷"乃清代新中式的舉人、進士將履歷、科份、試卷刻印。硃卷為三個部份所組成： 

一、履歷、撰述、行誼，並載本族譜系，凡有科名、官階、封典，著作亦注入名 

     下。再錄師承傳授如受業師、問業師、受知師之官階等以示學問淵源有自。  

二、科份頁：載本科科份、中式名次、主考官姓名官階與批語等。  

三、 集清代文學大成：科舉是以駢散文菁華的文學體裁，追求修辭技巧形式的完美，

是研究文學的第一手材料。 

本書集科舉文學菁華、傳記檔案、集其大成，創造清代歷史的八千餘清代文 

武百官功名文章盡收於此、公諸於世，為學術研究極待利用的重要歷史文獻， 

各圖書館、研究所所必備。*附新編人名 

    ○ 完整傳記資料：大量進士、舉人及貢生，史傳不登者，記載母姓、妻系與師 

      承甚為詳盡，傳授記述，硃卷履歷之完整為一大特色。 

 ○ 科舉文學的菁華，其修辭技巧、文章次序條理、邏輯構造之嚴密，發揮盡致 

 ○ 文武百官人事檔：其反應之世系資料，較家譜更真實確切，為研究人口學、社會

學、民俗學、宗族制度不可或缺之歷史檔案 

 ○ 發掘使用的歷史文獻：履歷比登科錄、鄉試錄、會試錄及同年齒錄所載詳盡，可

視為家譜縮本，是極待發掘使用的歷史文獻。 
 
樣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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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創作叢刊                 40 冊  28,800 

   編輯委員:尹雪曼、周錦、姚朋、孫如陵、孫陵、夏志清、夏鐵肩、陳紀瀅、 

            黃章明、葛浩文、趙友培、錢江湖  

三十年代對中國而言是一個內憂外患、思想分歧的時代，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

主義抬頭，由外患沖激演變而成的「五四運動」又導致「新文化運動」。蘇俄十月

革命成功，中國政情發展變動甚巨，從生活到思想都起了變化，這個時代青年徬徨

歧路莫知所依，三十年代作家勿寧是多姿多彩且具狂歡、浪漫，然而畢竟夾雜了政

治味，其作品背影難脫現實與傷痛。本叢刊含創作十本，研究三十本，其細目如下: 
 

   1) 研究叢刊： 
 

編號   作者:           書           名 價格 

1 尹雪曼:五四時代的小說作家與作品 4711871497598 720 

2 周伯乃著：早期新詩的批評  4711871497559 720 

3 陳敬之著：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  4711871497566   720 

4 周  錦編：中國新文學大事記  4711871497573    720 

5 陳紀瀅著：三十年代作家記  4711871497580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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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舒  蘭著：五四時代的新詩作家和作品  4711871497597     720 

7 孫  陵著：我熟識的三十年代作家  4711871497603   720 

8 陳敬之著：卅年代文壇與左翼作家聯盟  4711871497610     720 

9 劉心皇著：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  4711871497627     720 

10 周  錦著：中國新文學簡史  4711871497634   720 

11 陳敬之著：中國文學的由舊到新  4711871497641   720 

12 林煥彰著：中國新詩集編目  4711871497658    720 

13 尹雪曼著：鼎盛時期的新小說  4711871497665     720 

14 陳敬之著：中國新文學的誕生  4711871497672 720 

15 周  錦著：「圍城」研究  4711871497689   720 

16 陳敬之著：首創民族主義文藝的「南社」  4711871497696 720 

17 周麗麗編：中國現代散文集編目  4711871497702       720 

18 陳敬之著：現代文學早期的女作家  4711871497719    720 

19 舒  蘭著：北伐前後的新詩作家和作品  4711871497726     720 

20 周  錦著：中國現代小說編目  4711871497733    720 

21 陳敬之著：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前驅  4711871497740 720 

22 周芬娜著：丁玲與中共文學  4711871497757     720 

23 舒  蘭著：抗戰時期的新詩作家與作品  4711871497764 720 

24 陳敬之著：新文學運動的阻力  4711871497771   720 

25 周  錦著：中國現代文學作家本名筆名索引  4711871497788 720 

26 尹雪曼著：抗戰時期的現代小說  4711871497795     720 

27 陳敬之著：早期新散文的重要作家  4711871497801   720 

28 周  錦著：論「呼蘭河傳」  4711871497818     720 

29 周麗麗著：中國現代散文的發展  4711871497825    720 

30 陳敬之著：「新月」及其重要作家  4711871497832 720 

 

    2) 創作叢刊 
 

1 親屬篇  4711871497849 散文集 陳紀瀅著 720 

2 抹不去的蒼翠  4711871497856 散文集 謝霜天著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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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覺醒的人  4711871497863 長篇小說 孫陵著 720 

4 小雨點  4711871497870  短篇小說 陳衡哲著 720 

5 戰爭與春天  4711871497887  短篇小說 尹雪曼著 720 

6 大姊  4711871497894  散文小說 鄭定文著 720 

7 綠的北國  4711871497900  小品文集 範泉著 720 

8 無聲之聲  4711871497917  散文集 謝霜天著 720 

9 女詩人  4711871497924  短篇小說 孫陵著 720 

10 晞露新收  4711871497931  散文集 繆崇群著 720 

 

六 兒童文學 
 

  1) 兒童文學創作專集 許義宗教授主編 共30冊     

1. 星星的母親   林鐘隆著    2. 四季的風     褚乃瑛著 

3. 秋風姐姐     傅林統著    4. 風雨同舟     傅林統著 

5. 兩顆紅星     黃基博著    6. 小白沙遊記   徐中屏著 

7. 三個歌唱家   邱  傑著    8. 斷翅的天使   帥崇義著        

   9. 吉蘭島       黃郁文著   10. 春華秋實     曾信雄著 

  11. 太陽蝴蝶花   詹  冰著   12. 太海的幻想   詹輝岳著 

  13. 神秘的邀請卡 陳  熒著   13. 金翅膀       范姜春枝著 

  15. 牛車後面     紫  痕著   16. 曙光         龔湘萍著 

  17. 烤窯記       羅枝土著   18. 小草悲歌(上)  張彥勳著 

  19. 小草悲歌(下)  張彥勳著   20. 小小象的想法 林鍾隆著 

  21. 陽光的眼睛   渡  也著   22. 最美的電影   陳芳美著 

  23. 龍的傳人     陳少林著   24. 美麗的醜八怪 陳玉珠著 

  25. 老師的愛心   羅枝土著   26. 明天的希望   林鐘隆著  

  27. 小園丁們     紫  痕著   28. 村女之歌     龔湘萍著 

  29. 老屋(上)      鄭石棟著   30. 老屋(下)      鄭石棟著 

 

  七) 金獎少年文學專輯                         10冊   1,200 

     榮獲紐伯利、安徒生國際獎之佳作, 張芳杰(台大英文系主任)主編  

1. 杜立德醫生 Hugh Lofting著  何曼儀譯 

2. 警犬 Roderic Jeffries著 何曼儀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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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莫名谷的隆冬 Tove Jansson著 丁庸嫺譯 

4. 狼女茱莉 Jean Craighead Geoge著李澤玲譯 

5. 山米與白鶴 Besty Byars著 忻愛莉譯 

6. 貓咪與我 Emily Neville著 黃美金譯 

7. 愛麗絲夢遊記 Lewis Carroll著 李豔惠譯 

8. 大蘿蔔、蝦虎魚 Pearl S. Buck著 黃美金譯 

9. 動物家庭 Randall Jarrell著 章台生譯 

10. 旗術大賽 Glen Rounds著 黃錦蓮譯 

 

八 其他文學相關著作: 
   
  中古文學的文化闡釋  范子燁撰 2011                                   1,280 

范子燁,黑龍江省嫩江縣人, 陝西師範大學文學研究所博士, 哈爾濱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

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教授、首都師範大學中

國詩歌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主要從事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文化之研究。本書要目有:“楂梨桔柚,各

有其美”：《世說新語》語言的審美風格和詩性特徵; 人的自由與仙的優遊：嵇康和阮籍的遊仙

思想與詩歌創作; 魏晉之賦首—成公綏考論; 黍離麥秀與伽藍往事;《洛陽伽藍記》的文化特質與

文體特徵; 論“自然之至音”—中古時代的嘯; 論《江南》古辭—樂府詩中的明珠; 六朝“《江

南》體”詩歌釋證; 仙風道骨與琴韻詩心—對唐琴“九霄環佩”的文化解讀; 浩林·潮爾與胡笳：

中古時代的喉音藝術—對繁欽《與魏文帝箋》的音樂學闡釋; 賈氏譜學與《郭子注》; 昭明文選》

邵氏批語迻錄稿; 郭茂倩《樂府詩集》敘錄、解題按語義例發微等. 穿插許多與內容密切相關圖

片,圖文並茂。  

  中國文學概論 4711871498006 前也直彬等著 洪順隆譯                    800 

  中國人的文學觀念 4711871498013  劉若愚 著 賴春燕                    640                             

  五四論集 4711871498051  周玉山主編                                   720 

  五十年代文學論評 4711871498112  司徒衛著                             480 

  印度對葉慈的影響 4711871498211  N. Kuehn著 徐進夫                    480  

  藍色的謳歌 4711871498235  彭品光著                                  600 

  椅子 4711871498303  梅新著                                           600 

逆耳集 4711871498310  江應龍著                                       600 

說短論長 4711871498327  江應龍著                                     600 

騁懷集 4711871498334  江應龍著                                       600 

魚躍鳶飛 4711871498341  江應龍著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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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文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CHENG WEN PUBLISHING CO., Ltd.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77 號三樓  電話: 02-2362-8032  傳真: 02-2366-0806  

網址: http://www.chengwen.com.tw                                    E-mail: book@chengwen.com.tw   

                                                   2024/03/01 

     第號:      哲 學 類 
 

『先秦諸子集成』: 中國傳統經典淵源哲學、文學諸子集其大成；  

有此集成 可無外求矣！ 
 

中國文化凝集了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聖王治世的道統到了春秋戰國

時期形成了百家爭鳴之局，稱繼承道統者即儒、道、墨、法等各家的思想，能提出真知

灼見對應時代問題，堪稱為中國文化史上思想的黃金時代，其智慧的光輝對幾千年來中

國政治、社會、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留下了永恆的價值與影響，茲將該精華提供下

列五種，為研究者不外求之便捷途徑，佳惠士林焉. 
 

書          名 冊數 價格(台幣) 簡介頁碼 

一 易經集成 三百六十二種  1,614 卷 195 冊 288,000 107 
二 墨子集成 九十九種 371 卷 46 冊 83,200 116 
三 荀子集成 九十種 438 卷 49 冊 89,600 118 
四 韓非子集成  七十二種 596 卷 52 冊 99,200 121 
五 老列莊三子集成補編 九十三種 351卷 56 冊 104,000 123 
六 無求備齋諸子讀記  嚴靈峰著      900 126 
七 老子崇寧五注  嚴靈峰輯校著注  700 126 
八 杜威工具主義對胡適人類哲學的影響 L.Oei

著徐秋珍譯 
 600 126 

九 魏晉七家易學之研究 徐芹庭著  600 126 
十 莊子哲學探究 陳鼓應著       600 126 

 

易經集成、墨子、荀子、韓非子、老列莊三子集成 簡介及詳目: 
 

一 (無求備齋) 易經集成   4711871494053  嚴靈峰主編        195 冊   288,000 

周易為儒家群經之首數千年來為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雜家、兵家等先哲思想
的發源蘊藏著中國人對天文、地理、數學、辨證、音律、醫道、方陣、建築、宗教等的知
識自中西交通以來更受到舉世的重視其對人文思想、自然與應用科學方面均有特殊的貢
獻。易經集成收錄三百六十二種一千六百一十四卷于義理象數三方面之解說，注疏考證之

http://www.chengwen.com.tw/
mailto:book@chengwe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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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華無不搜羅殆盡。版本囊括宋、元、明、清以迄民國，除原刊本外輯佚與緯書尤為完備。
備一套研究易經的叢書易經集成當為無求于外的易經總匯。 計十五類： 一) 周易 正文 二) 
傳注 三) 通說 四) 劄記 五) 答問 六) 音義 七) 圖說 八) 略例 九)占筮 十) 雜著 十一) 
緯書 十二) 校堪 十三) 輯佚 十四) 匯考 十五) 論辨 

 
易經集成 詳目 

一、正文 
書  名 卷數 朝代 著 者 版           本 

周易 一卷   宋刊「八經」巾箱本 
二、傳注 
周易注 十卷 魏 王  弼 北宋刊本  附唐陸德明音義  並孟森校勘記 
繫辭傳  梁 韓康伯 宋刊本 
說卦序卦雜卦附略例 一卷    梁 韓康伯 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刊仿宋相臺本 

唐 邢璹注 每卷末附校勘記 
周易治要 一卷 唐 魏  征 日本天明七年尾張國校刊本 
周易治要 一卷 唐 魏  征 日本昭和十六年宮內省排印本 
周易正義 十四卷 唐   孔穎達 宋刊本 
    附校勘記 二卷 明崇禎十二年汲古閣刊「十三經注疏」 

民國三年劉承幹刊「嘉業堂叢書」 
附劉承幹校勘記二卷 

周易集解 十七卷 唐 李鼎祚 清乾隆二十一年雅雨堂刊本  附唐陸德明音義 
    附音義 一卷 唐 陸德明 清同治十二年粵東書局刊「古經解匯函」本 
易說 附圖解 三卷 唐 呂  岩 清光緒三十二年成者二仙庵刊「道藏輯要」本 
周易口訣義 六卷 唐 史  征 清同治十二年粵東書局「古經解匯函」本 
橫渠先生易說 三卷 宋 張  載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經解」原刊本 
溫公易說 六卷 宋 司馬光 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聚珍叢書」本 
周易程氏傳 六卷 宋 程  頤 清光緒十年「古逸叢書」景元至正九年積德堂刊本 
附周易繫辭精義 二卷 宋 呂社謙  
東坡先生易傳 九卷 宋 蘇  軾 明萬曆二十五 年刊「兩蘇經解」本 
複齋易說 六卷 宋 趙彥肅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原刊本 
周易新講義 十卷 宋 龔  原 清光緒八年刊「佚存叢書」本 
了齋易說 一卷 宋 陳  瓘 清乾隆四十三年鈔本 
吳園周易解、附錄 十卷 宋 張  根 清同治七年錢儀吉刊「經苑」本 
漢上易傳 十一卷 宋 朱  震 宋刊鈔補本 
周易義海撮要 十二卷 宋 李  衡 清同治十二年粵東書局刊本 
郭氏傳家易傳 十一卷 宋 郭  雍 清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聚珍叢書」本 
東谷易翼傳 二卷 宋 鄭汝諧 清同治十二年粵東書局刊本 
誠齋易傳 二十卷 宋 楊萬里 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聚珍叢書」本 
周易本義 十二卷 宋 朱  熹 清光緒九年景宋鹹淳刊本 
泰軒易傳 六卷 宋 李中正 清光緒八年刊「佚存叢書」本 
童溪易傳 三十卷 宋 王宗傳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原刊本 
兪氏易集說 十三卷 宋 兪  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原刊本 
周易本義附錄纂注 十五卷 元 胡一桂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原刊本 
易纂言附首 十三卷 元 吳  澄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原刊本 
周易本義通釋 十二卷 元 胡炳文 清同治十二年粵東書局刊本 
大易緝說 十卷 元 王申子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原刊本 
學易記 九卷 元 李  簡 清同治十二年粵東書局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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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集傳 八卷 元 龍仁夫 清咸豐元年刊「別下齋叢書」本 
周易會通 十四卷 元 董真卿 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原刊本 

周易大全 二十卷 明 胡  廣 
明建陽坊刊「五經大全」本 

陳仁錫 
易經蒙引 十二卷 明 蔡  清 明重刊補「四庫全書」鈔本 
易象鉤解 四卷 明 陳士元 清道光二十四年刊「守山閣叢書」本 
易因 六卷 明 李  贄 明萬曆三十五年刊「續道藏」本 
易經注疏大全合纂 六十八卷 明 張  溥 明正雅堂刊本 
周易來注 十六卷 明 來知德 清朝爽堂重刊本 
周易禪解 十卷 明 釋智旭 民國四年金陵刻經處刊本 
易說醒 四卷 明 洪守美 清同治十一年重刊本 
易經增注附易考 十一卷 明 張鏡心 清光緒五年刊「畿輔叢書」本 
古周易訂詁 十六卷 明 何  楷 清乾隆十七年文林堂刊本 
周易爻物當名 二卷 明 黎遂球 清道光三十年刊「嶺南遺書」本 

禦定易經通注 四卷 清 胡以漸 
清光緒十七年刊「湖北叢書」本 

曹本榮 
周易說略 四卷 清 張爾岐 清宣統元年善成堂刊本 
周易內傳 十二卷 清 王夫之 清道光二十二年守經堂刊本 
仲氏易 三十卷 清 毛奇齡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經解」本 
禦纂周易折中附首 二十三卷 清 李光地 清康熙五十四年武英殿原刊本 
周易本義爻征 二卷 清 吳曰慎 清道光二十六年刊「惜陰軒叢書」本 
周易本義注 六卷 清 胡  方 清道光三十年刊「嶺南遺書」本 
周易述 二十一卷 清 惠  棟 清乾隆二十一年雅雨堂刊本 
周易述補 四卷 清 江  藩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經解」 
周易述補 五卷 清 李林松 清光緒十四年刊「皇清經解續編」本 
周易集解 十卷 清 孫星衍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周易略解 八卷 清 馮  經 清道光三十年刊「嶺南遺書」 
易章句 十一卷 清 焦  循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經解」本 
易象通義 六卷 清 秦篤輝 民國十二年刊「湖北叢書」本 
周易姚氏學 十六卷 清 姚配中 清光緒十四年刊「皇清經解讀編」本 
周易集解纂疏 十六卷 清 李道平 清光緒十七年長沙思賢講舍刊本 
六十四卦經解 八卷 清 朱駿聲 民國四十七年排印本 
周易集解補箋 四卷 清 林慶炳 清光緒十一年刊本 
周易舊注 十二卷 清 徐  鼒 清光緒十二年日本刊本 
易說求源 十二卷 清 武運隆 民國七年排印本 
邵村學易 二十卷 清 張其淦 民國十五年排印本 
周易集解補釋 十七卷 清 曹元弼 民國十六年刊本 
周易古義 七卷  楊樹達 民國十八年排印本 
周易古史觀 二卷  胡朴安 民國三十一年「朴學齋叢書」排印本 
周易古經今注 四卷  高  亨 民國三十六年排印本 
三、通說 
古周易附古周易考 二卷 宋 呂祖謙 清同治八年刊「金華叢書」本 
易經奧論 一卷 宋 鄭  樵 清康熙十九年原刊本 
易說 四卷 宋 趙善譽 清道光二十四年刊「守山閣叢書」 
周易玩辭 十六卷 宋 項安世 清康熙十九年原刊本 
易傳燈 四卷 宋 徐總幹 清同治七年刊「經苑」本 
讀易私言 一卷 元 許  衡 清同治十二年粵東書局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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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學濫觴 一卷 元 黃  澤 民國三十三年複性書院刊本 
讀易考原 一卷 元 蕭漢中 民國五年刊「豫章叢書」本 
古易考原 三卷 明 梅  鷟 明萬曆三十五年刊「續道藏」本 
周易說翼 三卷 明 呂  柟 清道光二十六年刊「惜陰軒叢書」本 
學易記 五卷 明 金賁亨 清道光二十六年刊「惜陰軒叢書」本 
易領 四卷 明 郝  敬 清光緒十七年刊「湖北叢書」本 
周易六龍解 一卷 明 管志道 民國三十三年複性書院刊本 
兒易內儀以 六卷 明 倪元璐 清咸豐十一年刊「粵雅堂叢書」本 
周易象數論 六卷 清 黃宗羲 清光緒十九年廣雅書局刊本 
周易外傳 七卷 清 王夫之 清道光二十二年守經堂刊本 
周易大象解 一卷 清 王夫之 民國二十二年排印本 
推易始末 四卷 清 毛奇齡 清乾隆五十九年刊「龍威秘書」本 
周易通論 四卷 清 李光地 清乾隆元年刊「李文貞全集」本 
遂初堂易論 一卷 清 潘  耒 日本嘉永二年刊本 
易說 六卷 清 惠士奇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經解」本 
易漢學 八卷 清 惠  棟 清光緒二十二年匯文軒刊本 
繫辭傳論 一卷 清 莊存與 清道光八年刊「味經齋遺書」本 
周易義說 五卷 清 洪  榜 清道光間梅華書院刊本 
易通釋 二十一卷 清 焦  循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經解」本 
易釋 四卷 清 黃式三 清光緒十年廣雅書局刊本 
易學闡元 一卷 清 姚配中 清光緒八年花雨樓刊本 
易說 一卷 清 陳宗起 清光緒十一年刊本 
易貫 五卷 清 兪  樾 清同治十年刊「第一樓叢書」本 
周易通義 十六卷 清 莊忠棫 清光緒六年冶城山館刊本 
易象闡微 二卷 清 張之銳 清宣統二年排印本 
周易學 七卷 清 曹元弼 民國四年刊本 
周易鉥 一卷 民 尹昌衡 民國七年「止園叢書」排印本 
周易論略 一卷 民 陳  柱 民國十八年排印本 
周易解題及其讀法 一卷 民 錢基博 民國十八年排印本 
易學真詮 一卷 民 黃本溥 民國二十一年排印本 
易學會通 一卷 民 蘇淵雷 民國二十四年排印本 
周易哲學 一卷 民 朱謙之 民國二十四年排印本 
科學的易 一卷 民 丁超五 民國三十年排印本 
周易古經通說 一卷 民 高  亨 民國四十七年排印本 
四、劄記 
易原 八卷 宋 程大昌 清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聚珍叢書」本 
周易要義 十卷 宋 魏了翁 宋刊本（第三、四、五、六卷原缺） 
大易床頭私錄 三卷 明 董懋策 清光緒三十二年刊「董氏叢書」本 
周易稽疑 一卷 明 朱睦(木挈) 清順治四年刊「續說郛」本 
易經說 二卷 明 楊  慎 清乾隆間刊「函海」本 
讀易錄 一卷 明 薛  瑄 清康熙四十七年正誼堂刊本 
周易稗疏 四卷 清 王夫之 民國二十二年排印本 
周易劄記 一卷 清 徐文靖 清乾隆九年志寧堂刊本 
周易拾遺 十四卷 清 徐文靖 清乾隆二十年志寧堂刊本 
周易古義 二卷 清 惠  棟 清乾隆間淖陽縣署刊「九經古義」本 
易經日抄 一卷 清 彭啟豐 清乾隆二十九年秋曉山房刊本 
卦氣解 一卷 清 莊存與 清光緒十四年刊「續經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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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考 一卷 清 戴  震 清同治間刊「五經考」本 
讀易錄 一卷 清 錢大昕 清光緒二年浙江書局刊本 
周易巵言 一卷 清 孔廣森 清道光二十三年刊「指海」本 
周易考證 一卷 清 朱  彬 清道光二年宜祿堂刊本 
易劄記 一卷 清 李賡芸 清同治十一年刊「炳燭編」本 
周易識餘 一卷 清 劉希向 清乾隆二十七年刊本 
易目耕帖 六卷 清 馬國翰 清同治十年濟南皇華館書局補刻「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易補疏 二卷 清 焦  循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經解」本 
易學管窺 一卷 清 章  芝 清道光十二年刊「涇川叢書」本 
讀易經 一卷 清 趙郎(雨樹） 清道光十二年刊「涇川叢書」本 
周易劄記 三卷 清 朱亦棟 清光緒四年刊「群經劄記」本 
讀易雜說 一卷 清 陳世鎔 民國九年房山山房刊本 
周易述聞 二卷 清 王引之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經解」本 
讀易劄記 一卷 清 宋翔鳳 清咸豐三年刊「過庭錄」本 
周易解故 一卷 清 丁  晏 清光緒十九年廣雅書局刊本 
讀易錄 一卷 清 鄭獻甫 清光緒二年刊本 
周易隨筆 一卷 清 沈  濤 清咸豐七年刊本 
讀易漢學私記 一卷 清 陳壽熊 清光緒十四年刊「續經解」本 
周易舊疏考正 一卷 清 劉毓崧 清光緒十四年刊「續經解」本 
周易平議 二卷 清 兪  樾 清同治十年刊「群經平議」本 
周易雜纂 四卷 清 兪  樾 清光緒五年刊「兪樓雜纂」本 
讀易說 一卷 清 黃以周 清光緒二十年刊「儆季五種」本 
周易述聞 一卷 清 林慶炳 清光緒八年刊本 
易說存稿 一卷 清 丁  午 清光緒七年刊「田園雜著」本 
周易經義 一卷 清 易順鼎 清光緒十年寶瓠齋刊本 
易經說 一卷 清 鄒壽祺 清宣統二年刊本 
霜菉亭易說 一卷 清 胡薇元 民國九年刊「玉津閣叢書」甲集本 
讀易剳記 一卷 清 關  棠 民國四年刊本 
學易筆談初集 四卷 民 杭辛齋 民國八年排印本 
學易筆談二集 四卷 民 杭辛齋 民國十一年排印本 
讀易雜識 一卷 民 杭辛齋 民國十一年排印本 
愚一錄說訂 二卷 民 杭辛齋 民國十一年排印本 
春暉樓讀易日記 二卷 民 張  鼎 民國二十七年排印本 
經傳詁易 一卷 民 徐  昂 民國三十六年「徐氏全書」排印本 
周易對象通釋 二十卷 民 徐  昂 民國四十六年「徐氏全書」排印本 
周易新證 四卷 民 於省吾 民國二十八年排印本 
五、答問 
易童子問 三卷 宋 歐陽修 民國十五年「歐陽文忠集」排印本 
易象意言 一卷 宋 蔡  淵 清嘉慶間「藝海珠塵」本 
易學變通 六卷 元 曾  貫 民國五年刊「豫章叢書」本 
榕村易經語錄  一卷 清 李光地 清鈔本 
周易答問 一卷 清 全祖望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經解」本 
易經答問 一卷 清 馮登府 清光緒十三年刊「槐廬叢書」本 
周易爻辰申鄭義 一卷 清 何秋濤 清光緒十四年刊「續經解」本 
六、音義 
周易音義 二卷 唐 陸德明 清乾隆二十一年雅雨堂刊本（附李鼎祚周易解集內） 
周易音訓 二卷 宋 呂祖謙 清光緒十三年刊「槐廬叢書」本 



112 
 

清 宋鹹熙 
周易直音 一卷 宋 孫  奕 清光緒七年景明刊本 
易音 三卷 清 顧炎武 清光緒六年刊「音學五書」本 
陸氏周易音義異文 一卷 清 沈  淑 清光緒八年刊「後知不足齋叢書」本 
音義異文補遺 一卷 清 沈  淑 清光緒八年刊「後知不足齋叢書」本 
周易音義考證 二卷 清 盧文弨 清乾隆五十六年刊「抱經堂叢書」本 
易經韻讀 卷 清 江有誥 清嘉慶十九年刊「音學十書」本 
易音補遺 一卷 清 沈  濤 民國二十五年刊「十經齋遺書」本 
周易舊音辨證 一卷 民 吳承仕 民國十二年排印本 
易音 一卷 民 徐  昂 民國三十六年「徐氏全書」排印本 
七、圖說 
易圖 一卷 唐 呂  岩 清光緒三十一年刊「道藏輯要」本（附「易說」內） 
易數鉤隱圖附遺論九事 三卷 宋 劉  牧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原刊本 
易圖說 三卷 宋 吳仁傑 清同治十二年粵東書局刊本 
易圖通變 五卷 宋 雷思齊 清同治十二年粵東書局刊本 
易象圖說內篇附外篇 六卷 元 張  理 明正統十年刊「道藏」本 
大易象數鉤深圖 三卷 元 張  理 明正統十年刊「道藏」本 
元圖大衍 一卷 明 馬一龍 清順治四年刊「續說郛」本 
易圖 一卷 明 田藝衡 明萬曆間刊「百陵學山」本 
易圖明辨 十卷 清 胡  渭 清道光二十四年刊「守山閣叢書」本 
周易爻辰圖 一卷 清 惠  棟 清乾隆二十一年雅雨堂刊本 
太極後圖說 一卷 明 左  輔 清道光十二年刊「涇川叢書」本 
易卦圖說 一卷 清 崔  述 清道光四年刊「東壁遺書」本 
封本圖考 一卷 清 胡秉虔 清光緒十四年刊「續經解」本 
易圖條辨 一卷 清 張惠言 清光緒十四年刊「續經解」本 
易圖略 八卷 清 焦  循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經解」本 
虞氏消息圖說 一卷 清 胡祥麟 清同治十二年刊「滂喜齋叢書」本 
玩易篇 一卷 清 兪  樾 清同治十一年刊「第一樓叢書」本 
易楔 六卷 民 杭辛齋 民國十一年排印本 
易數偶得 二卷 民 杭辛齋 民國十一年排印本 
卦氣集解 一卷 民 黃元炳 民國三十二年排印本 
釋鄭氏爻辰補 四卷 民 徐  昂 民國三十六年「徐氏全書」排印本 
爻辰表 一卷 民 徐  昂 民國三十六年「徐氏全書」排印本 
河洛數釋 二卷 民 徐  昂 民國三十六年「徐氏全書」排印本 
八、略例 
周易略例 一卷 魏 王  弼 明萬曆二十年刊「漢魏叢書」本（並附宋刊王注本內） 
易纂言外翼 八卷 元 吳  澄 民國五年刊「豫章叢書」本 
周易內傳發例 一卷 清 王夫之 民國二十二年排印本 
易例 二卷 清 惠  棟 清乾隆四十年張錦芳校刊本 
周易虞氏略例 一卷 清 李  銳 清光緒十四年刊「續經解」本 
周易釋爻例 一卷 清 成蓉鏡 清光緒十四年刊「續經解」本 
九、占筮 
易林 十六卷 漢 崔  篆 明正統十年刊「道藏」本 
易林釋文 二卷 清 丁  晏 清光緒十六年廣雅書局刊本 
易林勘複 一卷 民 徐  昂 民國四十三年「徐氏全書」排印本 
京房易雜問條例法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周易洞林 一卷 清 王  謨 清嘉慶三年刊「漢魏遺書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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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璞易洞林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周易古占法 二卷 宋 程  回 明嘉靖間天一閣刊本 
筮宗 一卷 宋 趙汝楳 清同治十二年粵東書局刊本 
春秋占筮書 一卷 清 毛奇齡 清光緒十四年刊「讀經解」本 
易筮遺占 一卷 清 李道平 清光緒十七年刊「湖北叢書」本 
改正揲著法 一卷 民 沈善登 民國十一年排印本 
十、雜著 
元包經傳 六卷 北周 衛元嵩 明嘉靖間天一閣刊本 
易元包 一卷 清 王  謨 「漢魏遺書鈔」本 
衛元嵩易元包 一卷 清 黃  奭 「黃氏逸書考」本 
元包數總義 二卷 宋 張行成 明嘉靖間天一閣刊本 
參同契正文 三卷 漢 魏伯陽 明萬曆間刊「百陵學山」本 
周易參同契考異 一卷 宋 朱  熹 清道光二十四年守山閣刊本 
參同契測疏 一卷 明 陸西星 民國四年排印本 
參同契口義 一卷 明 陸西星 民國四年排印本 
參同契疏略 一卷 明 王文祿 明萬曆間刊「百陵學山」本 
古文周易參洞契注 八卷 清 袁仁林 清道光二十六年刊「惜陰軒叢書」本 
古三墳 一卷 明  明萬曆二十年刊「漢魏叢書」本 
十一、緯書 

易緯幹鑿度 二卷 
 

鄭玄注 

清乾隆二十一年雅雨堂刊本 
清乾隆四十一年「武英殿聚珍叢書」本 
清同治十二年刊「古經解匯函」本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易緯乾坤鑿度 二卷 
 

鄭玄注 
清乾隆四十年「武英殿聚珍叢書」本 
清同治十二年刊「古經解匯函」本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易緯稽覽圖 二卷 
 

鄭玄注 
清道光十年「武英殿聚珍叢書「本 
清同治十二年刊「古經解匯函」本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易緯辨終備 一卷 
 

鄭玄注 
清道光二十七年「武英殿聚珍叢書」本 
清同治十二年刊「古經解匯函」本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易緯通卦驗 二卷 
 

鄭玄注 
清道光二十七年「武英殿聚珍叢書」本 
清同治十二年刊「古經解匯函」本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易緯幹元序制記 一卷 
 

鄭玄注 
清道乾隆四十年「武英殿聚珍叢書」本 
清同治十二年刊「古經解匯函」本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易緯是類謀 一卷 
 

鄭玄注 
清道乾隆四十年「武英殿聚珍叢書」本 
清同治十二年刊「古經解匯函」本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易緯坤靈圖 一卷 
 

鄭玄注 
清道乾隆四十年「武英殿聚珍叢書」本 
清同治十二年刊「古經解匯函」本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易緯略義 卷 清 張惠言 清光緒十七年廣雅書局刊本 
易緯劄迻 一卷 清 孫詒讓 清光緒二十年刊「劄迻」本 
易緯古微 五卷 明 孫  瑴 清嘉慶十四年刊「墨海金壼」本 
河圖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河圖緯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河圖括地象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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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圖帝覽嬉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河圖稽命征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河圖稽耀鉤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河圖祿運法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河圖挺佐輔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河圖玉板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龍魚河圖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河圖治開圖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雒書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雒書甄曜度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雒書靈准聽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雒書摘六辟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河圖聖洽符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十二、校勘 
周易舉正 三卷 唐 郭  京 清宣統三年刊「宸翰樓叢書」本 
周易考異 一卷 清 王夫之 民國二十二年「船山遺書」排印本 
周易注疏校正  一卷 清 盧文弨 清乾隆五十六年刊「群書拾補」本 
周易略例考證  清 盧文弨 清乾隆五十六年刊「群書拾補」本 
周易章句證異 十二卷 清 翟均廉 清乾隆四十五年鈔本 
易讀考異 一卷 清 武  億 清乾隆二十五年刊本 
易經異文釋 六卷 清 李富孫 清光緒十四年刊「續經解」本 
周易校勘記 九卷 清 阮  元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經解」本 
略例、釋文校勘記 二卷 清 阮  元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經解」本 
周易考異 二卷 清 宋翔鳳 清咸豐三年刊「過庭錄」本 
李氏易傳校補 一卷 清 陸心源 清光緒十年刊「群書校補」本 
易古文 三卷 清 李調元 清乾隆間刊「函海」本 
周易正義校勘記 二卷 民 劉承幹 民國七年嘉業堂刊本（附「周易正義」內） 
周易王注宋本校勘記 一卷 民 孟  森 民國年間排印本(附北宋刊本) 
敦煌古寫本 
周易王注校勘記 一卷 清 羅振玉 清宣統三年石印本 

周易要義校勘記 一卷 民 張元濟 民國二十一年排印本（附要義內） 
敦煌本周易王注校記 一卷 民 王重民 民國四十七年排印本 

周易考文補遺 一卷 日本 山井鼎物觀 
明本享保十五年刊本 
清嘉慶二年阮元小嫏嬛仙館刊本 

十三、輯佚 
漢魏二十一家易注 三十三卷 清 孫  堂 清嘉慶四年映雪草堂刊本 
漢魏晉唐四十四家易注 五十八卷 清 馬國翰 清同治十年濟南皇華館書局刊「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子夏易傳 一卷 清 孫馮翼 
清嘉慶十二年刊「問經堂叢書」本 

臧  庸 
子夏易傳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孟喜周易章句 一卷 清 王  謨 清嘉慶三年刊「漢魏遺書鈔」本 
孟喜易章句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周易孟氏學 三卷 民 沈祖綿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附：孟氏易傳授考 一卷 民 沈祖綿  
京房易傳 一卷 清 王  謨 清嘉慶三年刊「漢魏遺書鈔」本 
京房易章句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京房易飛候 一卷 清 王  謨 清嘉慶三年刊「漢魏遺書鈔」本 
京氏易傳箋 三卷 民 徐  昂 民國三十二年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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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氏古易訂文 十二卷 清 王樹枬 清光緒十七年文莫室刊本 
周易鄭康成注 一卷 宋 王應麟 元刊本附張元濟跋 
鄭氏周易 三卷 清 惠  棟 清乾隆二十一年雅雨堂刊本 
周易鄭注 附錄 十三卷 清 丁  傑 清嘉慶二十四年刊「湖海樓叢書」本 
周易鄭注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鄭玄易解附錄 一卷 明 胡震亨 明萬曆間刊「秘冊匯函」本 
周易鄭氏義 二卷 清 張惠言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經解」本 
陸績京氏易傳 三卷 漢 陸  績 明嘉靖間範氏天一閣刊本 
陸公紀易解 一卷 明 姚士麟 明天啟三年刊「鹽邑志林」本 
陸公紀京氏易注 三卷 明 姚士麟 明天啟三年刊「鹽邑志林」本 
陸氏周易述增補 一卷 明 姚士麟 清同治十二年粵東書局刊「古經解匯函」本 
幹寶易解 一卷 明 姚士麟 明天啟三年刊「鹽邑志林」本 
周易虞氏義 九卷 清 張惠言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經解」本 
周易虞氏消息 二卷 清 張惠言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經解」本 
虞氏易禮 二卷 清 張惠言 清光緒十年花雨樓刊本 
虞氏易事 二卷 清 張惠言 清光緒十四年刊「續經解」本 
虞氏易言 二卷 清 張惠言 清光緒十四年刊「續經解」本 
虞氏易候 一卷 清 張惠言 清光緒十四年刊「續經解」本 
周易虞氏學 六卷 民 徐  昂 民國三十六年排印本 
九家易解 一卷 清 王  謨 清嘉慶三年刊「漢魏遺書鈔」本 
九家易集注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周易荀氏九家義 一卷 清 張惠言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經解」本 
徐邈易音注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張氏易注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褚氏易注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周氏易注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何妥周易講疏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莊氏易義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侯果易注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崔憬易探玄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薛虞易音注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盧氏易注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關氏易傳注 一卷 後魏 關  朗 
明嘉靖間範氏天一閣刊本 

唐 趙蕤注 
陸希聲易傳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三易備遺 十卷 宋 朱元升 清康熙十九年原刊本 
周易鉤沉 二卷 清 余蕭客 清道光二十年重校刊本 
易義別錄 十二卷 清 張惠言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經解」本 
易義考逸 一卷 清 孫  彤 清嘉慶十二年刊「問經堂叢書」本 
易雜家注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漢易十三家 二卷 民 胡薇元 民國九年刊「玉津閣叢書」本 
李氏易解剩義 三卷 民 李富孫 清光緒十三年刊「槐廬叢書」本 
連山 一卷 民 馬國翰 清同治十年濟南皇華館書局刊本 
歸藏 一卷 民 馬國翰 清同治十年濟南皇華館書局刊本 

歸藏注、附連山 一卷 
晉 薛  貞 

清嘉慶三年刊「漢魏遺書鈔」本 
清 王  謨 

歸藏 一卷 清 洪頤煊 清嘉慶間刊「經典集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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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匯考 
周易考 八十五卷 清 朱彝尊 民國十五年排印本 
水村易鏡 一卷 宋 林光世 清同治十二年粵東書局刊本 

易經正訛 一卷 明 胡應麟 明萬曆三十四年新安吳勉學刊「筆叢」本 
民  民國十八年北京樸社排印本 

周易匯考 一卷 清 陳夢雷 清雍正四年「古今圖書集成」聚珍排印本 
漢儒傳易源流 一卷 清 紀  磊 民國十二年嘉業堂刊本 
周易通考 一卷 民 張心澄 民國二十八年排印本 
讀易別錄 二卷 清 全祖望 清乾隆間刊「知不足齋叢書」本 
十五、論辯 
清代易說考辨集 一卷 清 阮元等 清道光五年至光緒十一年刊本 
周易辯論集 一卷 民 李鏡池等 民國二十年北京樸社排印本 
易學討論集 一卷 民 李翊灼等 民國三十年排印本 
無求備齋易論 一卷 民 嚴靈峯 民國四十一年排印本 

 
二 (無求備齋)墨子集成  4711871494084   嚴靈峰主編             46 冊 83,200 

墨子本名翟  魯國人（約生於周定王初，西元前 468 年至周安王中，西元前 376 年）， 
春秋末戰國初期的思想家、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平民出身曾做宋國大夫，為了實踐其政
治主張，他身體力行率徒奔波于宋、衛、楚、齊、魯、魏等國，立學說收徒講學墨子一
書從親士、兼愛、非攻等七篇為其早期著作，後四篇主要是尚同、天志、節用、非樂等
理論。系統地反映出墨子兼愛、非攻等十大命題，其中以兼愛為核心以節用、尚賢為基
本點。內容廣博包括了政治、軍事、哲學、倫理、邏輯、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家邏輯
思想和科學技術成就的珍貴資料。 

墨子的學說和主張，代表了下層平民的利益。墨子本人非常刻苦自勵，戒除各種休
閒娛樂餐飲劣等食物。他們認為只要是有利於天下的事，即使是赴湯蹈火也都願意奉獻
犧牲。墨子的學說也成為當時的顯學。墨子一生奔走救世的精神令人敬佩；但是他的學
說不分親疏一視同仁的兼愛非常崇高卻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至於以功利的觀點否認
音樂的功能以及粗淺的宗教思想，則是他的學術思想體系立論較為薄弱的地方。其思想
雖曾盛極一時但似不合時宜，後期就逐漸日趨式微。 
    本集成收錄墨子著作九十九種三百七十一卷。分為白文、注解、語譯、音韻、節要、
評玷、校釋、劄記、考證諸類版本為明代杭州葉氏翻宋刊本、明正統道藏本等明刊十二
種、清乾隆武英殿聚珍本等清代刊本十九種、日本刊本四種、其餘為民區刊本。所收資
科齊全彌足珍貴為治墨學者無求足備矣。 
 

墨子集成 詳目 
書  名 卷數 朝代 著 者 版         本 

墨子 十五卷 周 墨  翟 明正統十年刊（道藏）本 

詰墨 一卷 漢 孔  鮒 明杭州葉氏翻宋刊本 
清道光間刊（指海）本 

墨子治要 一卷 唐 魏  征 日本天明七年尾張國校刊本 
日本昭和十六年排印本 

墨子節錄 一卷 唐 馬  總 清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聚珍本 
清道光間刊（指海）本 

墨子節鈔 一卷 元 陶宗儀 民國十六年上海涵芬樓排印本 
墨子校定 十五卷 明 唐堯臣 明嘉靖三十二年刊本 

墨子批校 
六卷 明 茅  坤 明隆慶間童思泉刊本 

日本寶曆七年重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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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類纂 一卷 明 沈  律 明隆慶元年含山縣儒學刊本 
墨子批選 二卷 明 李  贄 明萬曆三年刊（李氏叢書）本 
墨子刪定 一卷 明 潛庵子 明萬曆五年刊（子匯）本 
墨子品節 一卷 明 陳  深 明萬曆十九年刊本 
墨子玄言評苑 一卷 明 陸可教 

明刊本 李廷機 

墨子品匯釋評 一卷 明 
焦  竑 

明萬曆四十四年刊本 翁正春 
朱之蕃 

墨子評點 一卷 明 歸有光 
明天啟五年刊本 文震孟 

墨子奇賞 二卷 明 陳仁錫 明天啟六年三徑齋刊本 
墨子與墨者 一卷 清 馬  驌 清康熙九年刊（繹史）本 
墨子大取篇釋 一卷 清 傅  山 清宣統三年刊本 

墨子匯考 一卷 清 陳夢雷 
清雍正四年銅活字本 

蔣廷錫 
墨子注 十六卷 清 畢  沅 清乾隆四十八年刊（經訓堂叢書）本

日本天保六年松本氏重刊本 
墨子經說解 一卷 清 張惠言 清乾隆五十七年手稿本 
墨子韻讀 一卷 清 江有誥 清嘉慶十九年刊本 
墨子書劄記 一卷 清 朱亦棟 清光緒四年武林竹簡齋刊本 
墨子叢錄 一卷 清 洪頤煊 清道光二年刊本 
墨子雜誌 六卷 清 王念孫 清道光十二年刊本 
墨子刊誤 二卷 清 蘇時學 清同治三年刊本 
墨子平議 三卷 清 兪  樾 民國十一年李氏念劬堂刊本 
墨子校記 一卷 清 戴  望 民國五年排印本（未完） 

讀墨子劄記 
二卷 清 陶鴻慶 民國六年文字同盟排印本 

民國四十八年中華書局排印本 

墨子斠注補正附考定墨子經下篇 三卷 清 王樹枬 
清光緒十三年莫室刊本 吳汝綸 

點勘墨子讀本 十六卷 清 吳汝綸 清宣統元年衍星社排印本 
墨子閑詁 十五卷 清 孫詒讓 清光緒二十年蘇州毛上珍聚珍木活字本 

清宣統二年（定本）重刊本 
墨子注 七十一篇 清 王闓運 清光緒三十年江西官書局刊本 
墨子箋 十五卷 清 曹耀湘 清光緒三十二年湖南官書局排印本 
墨商 三卷 清 王景曦 清宣統二年永嘉王氏刊本 
墨子校書 一卷 清 於  鬯 民國五十二年排印本 
墨學微 一卷 清 梁啟超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墨子學案 一卷 清 梁啟超 民國十年排印本 
墨經校釋 一卷 清 梁啟超 民國十二年排印本 
墨子拾補 二卷  劉師培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原墨編 一卷  張采田 民國元年刊本 
墨子精華 一卷   民國三年排印本 
墨子新釋 三卷  尹桐陽 民國八年（起聖齋叢書）排印本 
墨子 一卷  章炳麟 民國八年刊（章氏叢書）本 
墨子小取篇新詁 一卷  胡  適 民國四十二年排印本 
墨子經說新解 一卷  張  煊 民國七年排印本（未完） 
評注墨子菁華錄 一卷  張之純 民國七年排印本 
墨辯論文集 一卷  伍非百 民國十二年排印本 
儒墨之異同 一卷  王桐齡 民國十一年排印本 
墨子閑詁箋 一卷  張純一 民國十一年排印本 
墨學分科 一卷  張純一 民國十二年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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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集解 十五卷  張純一 民國二十一年排印本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定本墨子閑詁校補 二卷  李  笠 民國十四年排印本 
墨子學說 一卷  胡韞玉 民國十二年排印本 
墨子經說上篇淺注 一卷  胡韞玉 民國十二年排印本 
墨辯疏證 七卷  範耕研 民國三十二年排印本 
墨經通解 五卷  張其鍠 民國二十年獨志堂排印本 
續墨子閑詁 四卷  劉  昶 民國十四年掃葉山房石印本 
墨經新釋 一卷  鄧高鏡 民國二十年排印本 
名墨論集 一卷  章行嚴 民國十五年排印本 
墨子選注 一卷  唐敬杲 民國十五年排印本 
墨經綜釋 一卷  支偉成 民國十四年排印本 
墨子刊誤刊誤 二卷  陳  柱 民國十七年排印本 
墨學十論 一卷  陳  柱 民國十七年排印本 
墨子研究論文集 一卷  欒調甫 民國四十六年排印本 
墨子哲學 一卷  蔣維喬 民國十七年排印本 
墨學通論 一卷  孫思仿 民國十六年排印本 
墨經易解 一卷  譚戒甫 民國十八年排印本 
墨辯發微 一卷  譚戒甫 民國五十三年排印本 
墨子考索 一卷  羅根澤 民國四十七年排印本 
墨辯新注 二卷  魯大東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墨子辯經講疏 六卷  顧  實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墨經懸解 二卷  陳無咎 民國二十四年排印本 
墨學源流 一卷  方授楚 民國二十六年排印本 
白話譯解墨子 一卷  葉玉麟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墨子新箋 一卷  高  亨 民國五十年排印本 
墨經校詮 五卷  高  亨 民國四十七年排印本 
墨子哲學 一卷  郎擎霄 民國十三年排印本 
墨經哲學 一卷  楊  寬 民國三十一年排印本 
墨子新證 一卷  於省吾 民國二十七年排印本 
墨子文選 一卷  張默生 民國四十六年排印本 
墨子通考 一卷  張心澄 民國三十五年排印本 
墨子校注 十五卷  吳毓江 民國三十二年排印本 
墨子 一卷  陸世鴻 民國三十六年排印本 
墨子城守各篇簡注 一卷  岑仲勉 民國三十七年排印本 
墨子讀本 一卷  譚正璧 民國三十八年排印本 
墨子的形式邏輯 一卷  詹劍峰 民國四十五年排印本 
墨辯的邏輯科學思想分析 一卷  江奠基 民國五十年排印本 
墨子的科學（力學與光學） 一卷  陳奇猷 民國五十二年排印本 
墨子非樂篇譯注 一卷  吉聯抗 民國五十七年排印本 
墨子譯注 一卷  吳則虞 民國五十三年排印本 
墨子思想體系與各篇內容分析 一卷  嚴靈峰 民國六十四年排印本 

 
三 (無求備齋) 荀子集成   4711871494077   嚴靈峰主編       49 冊   89,600 

荀子 名況，戰國時期趙國人（西元前 313 年－前 238 年）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
代表人物之一孔子中心思想為「仁」，孟子為「義」。荀子繼二人後提出「禮」，從社會
脈絡方面出發，重視社會秩序。荀子和孟子的「性善」說，相反認為人與生俱來就想滿
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滿足「則必爭」。因此主張人性本「惡」、「其善者偽也」。須要「師
化之法禮義之道」，通過「注錯習俗」、「化性起偽」，才可以為善。荀子也反對天命、鬼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0%8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8%98%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B5%B5%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9%8D313%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9%8D238%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0%9D%E6%83%B3%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5%99%E8%82%B2%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4%92%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4%92%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D%9F%E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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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迷信之說，肯定了「天行有常」即自然運行法則，不以人們的意識為轉移，提出「制
天命而用之」的人定勝天思想。《荀子》一書共 32 篇）勸學篇第一、堯問篇第三十二， 內
容總結和發展了先秦哲學思想，是對先秦各學派一個批判性的總結；以民間文學形式宣
傳為君、治國之道。而荀子的政治思想是主張「禮治」。他積極鼓勵以禮樂制度來節制
人之情欲，以克服人的惡性。其文學著作〈賦篇〉包括五篇短賦是一種散文的賦體，被
學者認為是中國辭賦文體的來源之一。他曾經傳道授業戰國末期兩位最著名的 韓非、
李斯都是他的入室弟子，是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荀子集成 詳目 
一、白文 

書  名 卷數 朝代 著 者 版   本 
荀子 二十卷 明 許宗魯 明嘉靖六年樊川別業刊「六子書」本 
荀子 三卷 明 謝其盛 明萬曆六年吉藩崇德書院刊「二十家子書」本 
荀子 二十卷 明 吳勉學 明萬曆間新安吳勉學刊「二十子」本 
荀子 一卷   清光緒元年湖北崇文書所刊「子書百家」本 
二、注解 
荀子注 二十卷 唐 楊  倞 宋熙寧元刊本 
纂圖分門類題注荀子 二十卷 宋 劉  旦 宋紹興間建陽書坊刊本 
纂圖互注荀子 二十卷 宋 龔士卨 宋景定元年刊「六子」本 
校刻楊注荀子 二十卷 明 顧  春 明嘉靖九年世德堂刊「六子」本 
荀子注訂正  明 虞九章 

明萬曆間刊本 王震亨 
荀子批點 二十卷 明  明刊本 

荀子評點 四卷 明 孫  礦 
明天啟間刊「六子全書」本 

鐘  惺 
荀子箋釋 二十卷 清 謝  墉 清乾隆五十五年刊「抱經堂叢書」本 
荀子箋釋 十卷   清嘉慶九年姑蘇聚文堂刊「十子」本 
荀子箋釋 二十卷   民國十九年上海中華書局「袖珍古書讀本」排印本 
荀子集解 二十卷 清 王先謙 清光緒十七年刊本 
荀子集解 二十卷   民國二十五年上海世界書局「諸子集成」刊本 
荀子點勘 二十卷 清 吳汝綸 清宣統六年衍星社排印本 
荀子簡釋 二十卷  梁啟雄 民國四十五年古籍出版社修正排印本 
荀子簡注 三十二卷  章詩同 民國六十六年排印本 
三、節本 
荀子類纂 一卷 明 沈  律 明隆慶元年含山縣儒學刊本 
荀子品節 二卷 明 陳  深 明萬曆十九年刊「諸子品節」本 

荀子品匯釋評  明 
焦  竤 

明萬曆四十四年刊「十九子品匯釋評」本 翁正春 
朱之蕃 

荀子玄言評苑  明 陸可教 
明光裕堂刊「諸子玄言評苑」本 李廷機 

荀子匯函 一卷 明 歸有光 
明天啟五年達古堂刊「諸子匯函」本 文震孟 

刪定荀子  清 方  苞 清乾隆元年刊「抗希堂十六種」本 
荀子節錄  唐 馬  總 清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聚珍叢書」本 
荀子節錄    清道光間刊「指海」本 
荀子述記  清 任兆麟 清乾隆五十二年遂古堂刊「述記」本 
荀子述記    清光緒十年閑雲精舍刊本 
荀子治要  唐 魏  征 日本天明七年尾張國校刊本 
荀子治要    日本昭和十六年宮內省排印本 
荀子選 二卷 清 張道緒 清嘉慶十六年人境軒刊「諸子文萃」本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5%88%E7%A7%A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F%A9%E9%9D%9E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D%8E%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0%9D%E6%83%B3%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5%99%E8%82%B2%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4%92%E5%A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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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著書  清 馬  驌 清同治七年姑蘇亦西齋刊本 
荀子文粹 五卷 清 李寶洤 民國六年排印本 
荀子菁華錄 一卷  張之純 民國七年排印本 
荀子選注   葉紹鈞 民國十九年排印本 
荀子精華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白話譯解荀子   葉玉麟 民國三十六年排印本 
荀子讀本   譚正璧 民國三十八年排印本 
荀子選   方孝博 民國四十八年排印本 
荀子譯注   吳則虞 民國五十三年排印本 
四、劄記 
荀子補注 一卷 清 劉台拱 清嘉慶十一年揚州阮常生「劉端臨先生遺書」刊本 
荀子補注    清光緒十五年「廣雅書局」刊本 
荀子補注  清 郝懿行 清嘉慶間刊「齊魯先喆遺書」本 
荀子叢錄  清 洪頤煊 清道光二年刊「讀書叢錄」本 
荀子雜誌 九卷 清 王念孫 清道光十二年刊「讀書雜誌」本 
荀子存校  清 王懋竑 清同治十二年刊「白田草堂續集」本 
荀子劄記  清 朱亦棟 清光緒四年刊「群書劄記」本 
荀子校正  清 顧廣圻 清光緒九年「斠補隅錄」刊本 
荀子劄迻  清 孫詒讓 清光緒二十年刊「劄迻」本 
荀子詩說  清 兪  樾 清光緒二十五年「春在堂全書」本 
荀子考異  宋 錢  佃 清光緒間刊「對雨樓叢書」本 
荀子平議 四卷 清 兪  樾 民國十一年念劬堂刊「諸子平議」本 
荀子斠補 四卷  劉師培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荀子補釋   劉師培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荀子詞例舉要   劉師培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荀注訂補   鐘  泰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荀子新證 四卷  於省吾 民國二十七年排印本 
荀子管見   金其源 民國三十七年排印本 
荀子新箋   高  亨 民國五十年排印本 
讀荀子小箋   楊樹達 民國五十一年排印本 
荀子校書  清 於  鬯 民國五十二年排印本 
荀子讀記   嚴靈峰 民國六十六年排印本 
五、雜著 
荀子韻讀  清 江有誥 清嘉慶十九年刊「江氏音學十書」本 
郇卿別傳  清 胡元儀 （在王先謙「荀子集解」內） 
荀卿子通論  清 汪  中 （在王先謙「荀子集解」內） 
荀子性善證   薑忠奎 民國九年排印本 
荀子性惡篇平議   馮  振 民國十二年排印本 
荀子學說   胡韞玉 民國十二年排印本 
荀子正名篇詁釋   劉念親 民國十三年排印本 
荀子研究   陶師承 民國十五年排印本 
荀子非十二子篇釋   方  光 民國十七年排印本 
闡荀   陳  柱 民國二十四年北流陳氏十萬卷樓刊本 
荀子學說研究   陳大膺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荀子要詮   王遽常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荀子評諸子語彙釋   梁啟超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荀子正名篇   梁啟超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荀子樂論   吉聯抗 民國六十六年排印本 
六、日本漢文著述 
讀荀子 四卷  物雙松 手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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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荀子    日本寶曆十四年京師水玉堂刊本 
荀子斷 四卷  冡田虎 日本寬政七年京師水玉堂刊本 
荀子增注 二十卷  久保愛 日本寬政八年京師水玉堂刊本 
荀子遺秉 二卷  桃井盛 日本寬政十二年京師水玉堂刊本 
荀子增注補遺 一卷  豬飼彥博 日本寬政十三年京師水玉堂刊本 
校定荀子菚釋 二十卷  朝川鼎 日本寬政十三年江戶和泉屋刊本 
荀子述 一卷  朝川鼎 日本昭和八年排印本 
增評荀子菚釋 二十一卷  村崗良弼 日本明治十七年東京報告堂排印本 
荀子標注 一卷  帆足萬里 日本昭和二年排印本 
荀子補注 一卷  宇野哲人 日本昭和五年排印本 
荀子略說 一卷  安積信 日本昭和八年排印本 

 
四 (無求備齋)韓非子集成  4711871494091  嚴靈峰主編         52 冊    99,200 

韓非子 生於戰國時代末期的韓國（今河南新鄭），約西元前 281 年至前 233 年，
為韓國貴族、法家學說集大成者，韓非子師從荀子，其部分理論導源于荀子「性惡論」
思想，認為人與人的關係都是利害關係，無不「畏誅而利慶賞」，喜刑名法術之學，主
張君主應該用法、術、勢結合起來治理國家，利用「刑」、「德」二手，使民眾畏威而
歸利。他綜合了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思想，重治國的法術，供君王採用，韓非出使秦國，
建構了一整套極端專制主義，嚴厲控制人的方法和理論，為中國第一個統一中央集權制
國家–秦國的誕生提供了理論依據。他的著作《韓非子》有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
說難等共五十五篇。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作，在法的方面強調了「以刑止刑」思想，提出
「法不阿貴」的主張「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這是對中國法制思想產生了積極
的影響。 在哲學思想方面，主要反映在《解老》、《喻老》兩篇中，提出了「理」的
哲學概念並論述了它與「道」的關係，認為「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韓非
首次提出了「理」的概念範疇，就是事物的特殊規律，人們辦事應該尊重客觀規律，在
「解老」一篇，提出了「矛盾」的概念，對人們分析問題、表達思想，至今仍有著深刻
的啟發作用，開拓了人們的思路，不愧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大思想家。 

本書收錄韓非子著作七十二種五百九十六卷。分為白文、注解、節本、劄記、雜著
及日本漢文著述六類。其版本包括宋刊本一種、明刊本十四種、清刊本十五種、日本漢
文著述十一種、其餘為民國刊本。研究韓非之學集大成。 

 
韓非子集成 詳目 

一、白文 
韓非子 二十卷 明 張鼎文 明嘉靖三十七年潁東書院刊本 
韓非子 二十卷 明 周孔教 明萬曆間刊本 
韓非子 二十卷 明 吳勉學 明萬曆間刊本 
二、注解 
韓非子舊注 二十卷   景宋幹道元年刊本 
韓非子舊注 二十卷   明閩刊本 
韓非子舊注 二十卷   明正統十年刊「道藏」本 
韓非子舊注校本 二十卷 清 吳  鼒 清嘉慶二十三年全椒吳氏刊「韓晏合刻」本 
韓非子舊注校本 二十卷   清光緒元年浙江書局刊「二十二子」本 
韓非子舊注校本 二十卷   民國十九年「袖珍古書讀本」排印本 
校正韓非子 二十卷 明 趙用賢 明萬曆十年吳郡趙氏刊「管韓合刻」本 
校正韓非子 二十卷   清嘉慶九年姑蘇聚文堂刊「十子」本 
校正韓非子 二十卷   清光緒元年湖北崇文書局刊「子書百家」本 
韓非子集評 二十卷 明 門無子 

明吳興淩氏刊「集評」朱墨套印本 淩瀛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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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子批點 二十卷 明 孫  礦 
明天啟間刊「六子全書」本 鐘之衣 

韓非子集解 二十卷 清 王先慎 清光緒二十二年長沙思賢講舍刊本 
韓非子集解 二十卷   民國十九年排印本 
韓非子點勘 二十卷 清 吳汝綸 清宣統元年衍星社排印本 
韓子新釋 八卷  尹桐陽 民國八年排印本 
白話譯解韓非子 二卷  葉玉麟 民國二十六年上海廣益書局排印本 
韓非子集釋 二十卷  陳其猷 民國四十七年排印本 
韓子淺解 二卷  梁啟雄 民國四十九年排印本 
三、節本 
韓非子治要 一卷 唐 魏  征 日本天明七年尾張國校刊本 
韓非子治要 一卷   日本昭和十六年排印本 
韓非子節要 一卷 唐 馬  總 清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聚珍叢書」本 
韓非子節要 一卷   清道光間錢熙祚刊「指海」本 
韓非子節鈔 一卷 元 陶宗儀 民國十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說郛」本 
韓子類纂 二卷 明 沈  津 明隆慶元年含山縣儒學刊「百家類纂」本 
韓非子品節 四卷 明 陳  深 明萬曆十九年刊「諸子品節」本 

韓非子品匯釋評 二卷 明 
焦  竑 

明萬曆四十四年刊「二十九子品匯釋評」本 翁正春 
朱之藩 

韓非子玄言評苑 一卷 明 陸可教 
明光裕堂刊本 李廷機 

韓非子匯函 一卷 明 歸有光 
明天啟五年刊「諸子匯函」本 文震孟 

韓非子纂 二卷 明 張  榜 明末刊本 
韓非刑名之學 二卷 清 馬  驌 清康熙九年刊「繹史」本 
韓非子文選 二卷 清 張道緒 清嘉慶十九年人境軒刊「文選十三種」本 
韓非子雜誌 一卷 清 王念孫 清道光十二年刊「讀書雜誌餘編」本 
韓非子文粹 三卷 清 李寶洤 民國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韓非子菁華錄 一卷  張之純 民國七年上海商務印書館「諸子菁華錄」排印本 
韓非子精華 一卷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韓非子選注 一卷  唐敬杲 民國十五年排印本 
韓非子選 一卷  王煥鑣 民國五十四年排印本 
韓非子譯注 一卷  吳則虞 民國五十一年排印本 
四、劄記 
韓非子校正（拾補） 二十卷 清 盧文弨 清乾隆五十年刊「抱經堂叢書」本 
韓非子識誤 三卷 清 顧廣圻 （在吳刻「韓晏合刻」本內） 
韓非子叢錄 一卷 清 洪頤煊 清道光二年富文齋刊「讀書叢錄」本 
韓非子平議 一卷 清 兪  樾 民國十二年北流李氏念劬堂刊「諸子平議」本 
韓非子劄迻 一卷 清 孫詒讓 清光緒二十年刊「劄迻」本 
韓非子斠補 一卷  劉師培 民國二十五年「劉申叔遺書」排印本 
讀韓非子劄記 三卷  陶鴻慶 民國十九年「文字同盟」排印本 
讀韓非子劄記 三卷   民國四十八年「讀諸子劄記」排印本 
韓非子校書 二卷  於  鬯 民國五十二年「香草續校書」排印本 
韓非子新證 四卷  於省吾 民國二十七年「諸子新證」排印本 
韓非子管見 一卷  金其源 民國三十七年「諸子管見」排印本 
韓非子新箋 一卷  高  亨 民國五十年「諸子新箋」排印本 
韓非子讀記 一卷  嚴靈峯 民國六十六年「諸子讀記」排印本 
五、雜著 
韓非子韻讀 一卷 清 江有誥 清嘉慶十九年「江氏音學十書」刊本 
韓非子釋義 一卷  梁啟超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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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子要詮 一卷  王蘧常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韓非子 一卷  謝無量 民國二十一年上海中華書局排印本 
闡韓 一卷  陳  柱 民國二十四年北流陳氏十萬卷樓刊「子二十六論」本 
韓非子考證 一卷  容肇祖 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韓非子研究 一卷  王世管 民國十七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韓非法治論 一卷  曹  謙 民國三十七年上海中華書局排印本 
韓非子的邏輯 一卷  周鐘靈 民國六十六年排印本 
六、日本漢學者漢文著述 
增讀韓非子 二十卷  蒲阪圓 日本享和二年修文齋刊本 
增讀韓非子附錄 一卷  
定本韓非子纂聞 二十卷  蒲阪圓 日本昭和七年崇文院排印本（又作「松皋圓」） 
韓非子解詁全書 二十卷  津田鳳卿 日本寬永六年近江屋平刊本 
評釋韓非子全書 二十卷  藤澤南嶽 日本明治十七年大阪松村九兵衛刊本 
眉批幹道本韓非子 二十卷  片山格 

日本弘化二年修道館刊本 朝州麎 
韓非子巽毳 二十卷  太田方 日本大正六年東京富山房排印本 
批校寬政刊趙本韓非子 二十卷  青山延壽 日本明治二十五年手校本 
韓子考 一卷  萩原擴 日本昭和八年圖書刊行會排印本 
頭注韓非子定本 一卷  池田四郎次郎 日本昭和六年東京大明堂排印本  
五 (無求備齋)老列莊三子集成補編 4711871494060   嚴靈峰主編 56 冊  104,000 

老子: 據史記一書記載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春秋時代楚國人（今河南省鹿邑縣）
生卒年月不詳，曾任周朝守藏室之史，著有道德經是道家學派的始祖思想家，道家後人
將老子視為宗師。老子一書又稱道德經、五千言，內容包羅了宇宙觀、人生論、認識論、
方法論以及為人處世、治國興邦等方面，老子的作品精華是樸素的辨證法，例如名句：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在修身方面老子是道家
性命雙修的始祖，講究虛心實腹、不與人爭的修持。在政治上老子主張無為而治、不言
之教。在權術上老子講究物極必反之理。主要著作道德經也稱老子。 
 

列子也稱列禦寇或稱列圄寇是戰國時早期道家代表人物之一，鄭國人，呂氏春秋記
載：子列子貴虛，他認為「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列子
窮，但拒絕鄭國暴虐的執政者，子陽饋贈的糧食，其弟子嚴恢問之曰：「所有聞道者為
富乎?」列子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他認為應擺脫人世間貴賤、名利的羈絆，
順應大道淡泊名利、清靜修道，繼承了老子的思想。唐玄宗天寶年間詔封為「沖虛真人」，
宋宣和加封列子號為沖虛觀妙真君。 

列子一書又名沖虛經、沖虛真經是道家重要典籍，所著年代大體是春秋戰國時代。
主旨在於宣揚不可炫智于外而應養神於心，達到天而不入順從自然、達到無用之用的境
界，該書按章節分為天瑞、黃帝、周穆王、仲尼、湯問、力命、楊朱、說符等八篇，每
一篇均由多個寓言故事組成寓道於事。其中較為人熟悉的包括「愚公移山」、「杞人憂
天」、「亡呋者」、「歧路亡羊」等。都帶有足以警世的教訓也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 
 

莊子 名周字子休（一說子沐）生卒年失考(約生於西元前 369 年—前 286 年）戰國
時代宋國蒙人（今安徽蒙城）曾任漆園吏，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是道家學派
的代表人物之一，老子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者，先秦莊子學派的創始人，後世將他與老子
並稱為「老莊」。他也被稱為蒙吏、蒙莊和蒙叟。又嘗隱居南華山，故唐玄宗天寶初詔
封莊周為南華真人，稱其著書《莊子》為南華經。莊子一書是古典珍品之一，在中國思
想史上留下深刻的影響。主要在「道法自然」的觀點，根本精神還是歸依於老子的哲學。
後世將他與老子並稱為“老莊”他們的哲學為老莊哲學。 

在道家系統中《列子》和《老子》、《莊子》並稱「道家三經」。 唐代時沖虛真經與 
老子之道德真經、莊子之南華真經、文子之通玄真經並列為道教四部經典。  

http://zh.wikipedia.org/zh-cn/%E6%A5%9A%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zh-cn/%E9%81%93%E5%BE%B7%E7%BB%8F
http://zh.wikipedia.org/zh-cn/%E9%81%93%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zh-cn/%E9%81%93%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BE%A8%E8%AD%89%E6%B3%95
http://zh.wikipedia.org/zh-cn/%E6%80%A7%E5%91%BD%E5%8F%8C%E4%BF%AE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81%93%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8%A5%E7%A7%8B%E6%88%98%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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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3%B2%E5%AD%A6%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6%87%E5%AD%A6%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81%93%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80%81%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4%90%E7%8E%84%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4%A9%E5%AF%B6_(%E5%94%90%E7%8E%84%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8E%8A%E5%AD%90_(%E6%9B%B8)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D%97%E8%8F%AF%E7%B6%93
http://shop.uneedadv.com/index.php?title=%E5%94%90%E4%BB%A3&action=edit
http://shop.uneedadv.com/index.php/%E8%80%81%E5%AD%90
http://shop.uneedadv.com/index.php/%E5%BA%84%E5%AD%90
http://shop.uneedadv.com/index.php/%E6%96%87%E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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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收錄老列莊三子著述九十二種三百五十一卷。系補臺灣藝文印書館老子集成、

列子集成、莊子集成之不足而輯印者。以收錄中、日、韓三國漢文著述之老、列、莊諸
子之孤本善本、古抄本及稀見本而成。本「補編」以版本為主，孤本有南宋刊本之「篡
圖互汪」之老、莊二子以及原系單行之列子；安仁趙諫議宅刊本之南華真經；成玄英南
華真經注疏殘本；日本所藏天文十五年鈔本之老子河上公章句。無求備齋自藏明刊之安
如山利本之王道老子億、焦竑之老子道德經批註評林、李騰芳之說莊、清汪光緒之道德
經纂注、日本慶長活字本之老子河上公章句、林希逸老子鬳齋口義、元祿二年真宗本願
行寺所藏之木刻本、老子經白文、韓國崔立之句解、南華真經皆屬世所稀見之善本。 

老列莊三子集成補編  詳目 
一、中國老子 

書  名 卷數 朝代 著 者 版         本 
纂圖互注老子道德經         二卷 宋 龔士卨 南宋末重刊景定元年本 
纂圖互注老子道德經         二卷 宋 龔士卨 明正德十四年仁實堂刊本 
老子億 二卷 明 王  道 明嘉靖四十五年錫山安如山刊本 
老子道德經注解評林 四卷 元 何道全 

明刊本 明 焦  竑 
    附：釋老子 一卷 明 張邦奇 明刊本 
老子道德真經 二卷 魏 王  弼注 

明刊本 明 孫  礦評 
道德經批點 四卷 宋 蘇  轍注 

明吳興淩氏刊本 明 淩以棟批點 

道德真經 二卷 宋 林希逸 
明萬曆十四年刊本 明 程兆莘校 

道德經纂注附音釋           三卷 清 汪光緒 清嘉慶六年刊本 
老子注 一卷 清 陳  澧 民國汪兆鏞手抄本 
老子衍 二卷  李哲明 民國十二年武昌自然室刊本 
補過齋讀老子日記 六卷  楊增新 民國十五年刊本 
繡像道德經 一卷  王育生 民國十九年石印本 
道德經通釋 一卷  余祖言 民國二十五年刊本 
老子道德經 
解題及其讀法 一卷  錢基博 民國二十三年排印本 

老子音釋 一卷  周幹庭 民國二十八年排印本 
馬王堆帛書老子試探        一卷  嚴靈峰 民國七十年節本排印本 
二、日本老子 
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 二卷 漢 河上公 日本慶長間活字排印本 
老子鬳齋口義 二卷 宋 林希逸 日本慶長間活字排印本 
老子鬳齋口義訓點 二卷 日本 林道春 日本寬永六年新刊本 
老子私錄 二卷 日本 三島毅 日本東京二松學舍藏手稿本 
   附：改正本 二卷  久保輗  
三、日本老子古鈔本 
老子河上公注 二卷 漢 河上公 日本天文十五年古鈔本 
老子河上公注 二卷 漢 河上公 日本近衛公爵藏鈔本 
四、老子白文本 
太上道德經 一卷   民國二年杭州東璧齋刊本 
老子道德經 一卷   民國十年四川成都二仙庵重刊經卷本 
老子經 一卷   日本元祿二年真宗願行寺藏刊本 
五、中國列子 
沖虛至德真經注 八卷 晉 張  湛 南宋重刊景定元年「六子全書」本 
列子選注 一卷  唐敬杲 民國十五年「學生國學叢書」排印本 
列子集釋 八卷  楊伯峻 民國六十八年北平中華書局增訂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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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本列子 
列子鬳齋口義點校 四卷 宋 林希逸 

日本萬治二年刊本 
日本 藤原肅 

眉校張注列子 八卷 晉 張  湛 
日本延享四年皇都書林山木平左衛門等刊本 

日本 服部元喬 
列子考 八卷  諸葛晃 日本大正元年東京富山房「漢文大系」排印本 
列子疏證 八卷  柿村重松 日本昭和元年茗溪會館排印本 
七、中國莊子 
南華真經注 十卷 晉 郭  象 南宋安仁趙諫議宅刊本 
南華真經注疏 十卷 晉 郭  象 

南宋刊本缺三至六共四卷以正統道藏本補印本 唐 成玄英 
纂圖互注南華真經 十卷 宋 龔士卨 南宋重刊景定元年「六子全書」本 
南華真經旁注 五卷 明 方虛名 明萬曆二十二年刊本 
莊子南華經 三卷 明 吳勉學校 明萬曆間金陵徐智督刊本 
 附：莊子難字音義 一卷    
莊子郭注 十卷 明 鄒之嶧 明萬曆三十三年小築刊本 
南華經集評 十三卷 明 沈汝紳 明萬曆三十三年淩以凍刊五色套印本 
南華真經義纂 十卷 明 李  栻 明萬曆間刊「道宗六書」本 
說莊 三卷 明 李騰芳 明天啟四年青蓮齋刊本 
莊子南華經解 二十五卷 清 宣  穎 清康熙六十年積秀堂刊本 
南華經解選讀 二卷  周學熙 民國二十一年周氏師古堂刊本 
莊子故 八卷 清 馬其昶 清光緒三十一年集虛草堂刊本 
 附：嚴複莊子評點 一卷  曾古峏 民國四十二年香港「岷雲堂叢刊」排印本 
莊子選注 一卷  沈德鴻 民國十五年「學生國學叢書」排印本 
莊子校釋 二卷  支偉成 民國十七年上海泰東圖書局排印本 
莊子大傳 一卷  陳登澥 民國十八年「七閩叢書」排印本 
莊子義證 三十三卷  馬敘倫 民國十九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莊子集注 五卷  阮毓崧 民國十九年上海中華書局手稿影印本 
莊子新義 三卷  朱文熊 民國二十五年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排印本 
莊子內篇選注 一卷  張默生 民國二十七年上海濟東印書社「子學叢書」排印本 
莊子連語音訓 一卷  徐德庵 民國七十一年排印本 
莊子選譯 一卷  吳則虞 民國五十三年排印本 
八、日本莊子 
莊子口義棧航 十卷  小野壹 日本延寶八年山本景正刊本 
莊子口義愚讀 二卷  渡邊操 日本寶曆十二年植村藤三郎等刊本 
郭注莊子核玄 十二卷  杜多秀峰 日本文化元年壬枝軒刊本 
莊子雕題 十卷  中井積德 日本明治十一年寺町雅文手抄本 
莊子神解 一卷  葛西質 日本文政五年上善堂刊本 
莊子集注 十卷  岩井文 日本文政七年弦升館刊本 
莊子文訣 一卷  馬淵會通 鈔本 
莊子解 一卷  帆足萬里  日本大正十五年帆足紀念圖書館排印本 
莊子解附莊子說 二卷  昭井全都 日本昭和四年東洋圖書館刊行會排印本、附鈔本 
莊子考 五卷  岡松辰 日本明治四十年中野鍈太郎排印本 
莊子內外篇選注 二卷  福島俊翁 日本昭和七年 – 十三年京都匯文堂排印本 
九、韓國老子、莊子 
老子匯纂 一卷 明 沈  律 朝鮮肅宗十八年閔昌道刊本 
句解南華經 十卷 宋 林希逸 

朝鮮鹹興活字排印本  崔  岦 
十、莊子列子古鈔本 
陸德明莊子音義殘卷 一卷   唐敦煌寫本 
莊子鈔殘卷 一卷   唐敦煌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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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日本排印本    日本昭和四年弘文堂「沙州二十六子」排印本 
南華秋水篇 一卷   宋劉敞手書 
日本高山寺藏 
莊子古鈔本 七卷   

日本昭和七年東方文化學院影印本 

舊鈔卷子本 
莊子殘卷校勘記 一卷  狩野直善 日本昭和七年東方文化學院排印本 

列子楊朱篇殘卷 一卷   唐敦煌寫本 
 附：王重民校勘記     
列子楊朱篇殘卷 一卷   唐敦煌寫本 
 附：日本排印本    日本昭和四年弘文堂「沙州二十六子」排印本 
十一、莊子天下篇論著選輯 
莊子天下篇校定 一卷  劉翰棻 清光緒二十四年刊本 
莊子天下篇新解 一卷  廖  平 清光緒三十四年刊本 
莊子天下篇釋義 一卷  梁啟超 民國二十四年排印本 
莊子天下篇疏記 一卷  錢基博 民國十五年排印本 
莊子天下篇釋 一卷  方  光 民國十六年排印本 
莊子天下篇講疏 一卷  顧  實 民國十六年排印本 
莊子天下篇校釋 一卷  譚戒甫 民國二十一年排印本 
莊子天下篇要詮 一卷  王蘧常 民國二十一年排印本 
莊子天下篇箋證 一卷  高  亨 民國二十三年排印本 
莊子天下篇之分析 一卷  張壽鏞 民國三十三年排印本 
莊子天下篇述義 一卷  馬敘倫 民國四十六年排印本 
莊子天下篇注釋 一卷  張默生 民國四十六年年排印本 
莊子天下篇的作者問題 一卷  嚴靈峰 民國七十一年排印本 

六 無求備齋諸子讀記  4711871494114   嚴靈峰著                         900 
嚴氏幼習先秦諸子，偶有所獲，輒作筆記及長益進對文義之抵梧及語句之晦昧，必

悉心求其通達于高郵王氏父子、畢沅、盧文弨、俞樾、陶鴻慶等諸家之說，受賜實多。
其有未安者，自標己見，日積月累漸次成帙。擇其精要以劄記體裁出之，內含老子、列
子、莊子、墨子、旬子、韓非子六家為無求備齋諸子讀記。末附陶鴻慶老子、王弼注勘
誤及補正。 嚴氏治諸子之學逾五十年，著作等身並執教于臺灣大學、輔大、文化大學。
其對諸子資料之搜集及版本之研究當代無出其右，以無求備齋號之。本書末附作者著述
年表七十餘種可見其豐。  
七 老子崇寧五注  4711871494169  嚴靈峰輯校著注                        700 

嚴氏依據宋彭耜道德真經集注，輯王安石、王雱父子及其遼屬、陸佃、劉涇五家老
子殘注，總名崇寧五注。以正統道藏本為底本加以輯錄並互相參校。名家皆以獨立城書
依序匯輯，互不相混以見其內容梗概，並加標點便於閱覽。王氏父子學問詞章為世所重，
其所注老子因有散佚。今輯錄其書，可見一家之學並其遼屬匯為五家之注。凡對老子學
術及思想之研究頗有幫助焉。 

八 杜威工具主義對胡適人類哲學的影響 4711871494107 L.Oei 著徐秋珍譯   600 

九 魏晉七家易學之研究  4711871494152  徐芹庭著                           600 

十 莊子哲學探究  4711871494176  陳鼓應著                               600 

十一 易數淺說  4711871494183  黎凱旋著(售缺)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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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文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CHENG WEN PUBLISHING CO., Ltd.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77 號三樓  電話: 02-2362-8032  傳真: 02-2366-0806  

網址: http://www.chengwen.com.tw                                    E-mail: book@chengwen.com.tw   
                        
                                 2024/03/01 
   

      第號:  藝術類 – 畫冊及個人畫集 目錄 

一) 唐宋元明名畫大觀：1928 中日合辦「東京美術館中國名畫大展」全記錄 

      特輯本 (四開大本 52.5 公分 x 38 公分收錄 221 幅) 2 巨冊  (函套精裝) 4,600    
      續足本 (八開本    31 公分 x 21 公分收錄 614 幅) 2 冊    (精裝)     2,400 

 
  1928 年，中國政府在「日本東京美術館」主辦名畫大展，名畫由中日兩國政 
府與民間提供各半，乃自前清內府故宮之所典守，巨剎之寶鎮，舊家富豪之所 
珍秘，各方收藏家所蓄名跡，踵門求假，爛然並陳同懸一室，凡得六百十有四幅， 
旬日之間聲聞遠揚，於是千餘年深閉潛優不恒經見之寶，一旦光氣畢騰，引日星 
而儷河漢，目習心儀歡喜讚歎不能已，展覽事畢，為公諸宇內，特經名家攝片制 
版印成巨冊，名為「唐宋元明名畫大觀」，意在國寶之普及，觀者得而賞之，學者 
得摹之，饋贈親友得而使之，而世界藝林亦將以是書之發行，得玩索於無盡也。 

    特輯本大本精選精印二二一幅，足供鑒賞臨摹，續足本收錄全部展覽六一四 
  幅名畫，為畫展之全記錄彌足珍貴。 

  

 

 

 

 

 

 

 

 

 

 

 

 

 

 

 

http://www.chengwen.com.tw/
mailto:book@chengwe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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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清宮舊藏曆代花鳥集珍 47118498396   八開本 1 冊 (精裝彩印)    2,400 
 
    臺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莊嚴編輯  
      本冊精品原系清宮舊藏，載于石渠寶笈書中，乾隆鑒賞諸璽亦多處可見，冊  
  中所列名跡多為畫家生平存世之件，如元人盛世昌、明人金湜作品未見他書刊載，  
  計有宋畫十九幅、元畫八幅、明畫五十幅、其餘清畫三十餘，總計百餘幅。為窺 
  知中國花鳥精品特殊成就，有助於傳統國畫之臨摹觀賞與發揚。 

三) 中國當代名畫家集 4711871498402    八開本 1 冊 (精裝彩印)     2,400 
 
    中國美術學會(臺北)主編，馬壽華及評委會鑒定，馬先生道德文章學林稱重，書畫 
  造詣飲譽中外，此畫集之出版旨在宣揚國粹，推介中國繪畫於世界，俾使寰球人士增    
  進對我國繪畫之認識，經徵集慎選當代臺灣及海外名家一百二十人各提供代表作一幅     
  按年齡為序，並附中、英、日文畫家簡介，編印成冊，以成此畫壇前所未有之盛舉。 
 

 
 
 
 
 
 
 
 
 
 
  

四) 內務部古物陳列所書畫目錄  何煜等篡修               4 冊 2,400 
本目錄專就由奉天熱河行宮，移存內務部古物陳列所之書畫逐一編列，所有書畫 尺

寸、印文及書款、收藏印記、方位之上下左右記載特詳。其分類為：
書冊(宋、元、明、清五百八十冊)、書卷 (唐、宋、元、 明、清一
百二十八冊)、書軸 (唐、宋、元、明、清三十三軸)、附屏(清一百
三十六幀)、附書橫幅 (清三幀)、附楹聯 (清二十六 聯)、畫冊(宋、
元、明、清四百二十八冊)、畫卷 (唐、宋、元、 明 、清二百一十四)、
畫軸 (唐、宋、元、明七百二十七軸)、 附屏(明、清三百二十三幀)、
附畫橫幅(清五十幅)、附畫對 (清十二副)、書畫合璧、書畫冊(清一
冊)、書畫卷十八、書畫軸四、附屏四十一、像冊十五、像軸八十三、
書畫扇一千三百零一、緙絲冊、卷軸、屏、壁衣、計二百七十九、刺繡冊卷、
軸、聯計一百八十二、藏畫六十八，總計書畫凡四千六百五十一件。   

 
五) 臺灣畫家個人畫集:    

 

 
 

陳陽春水彩畫集                400 王農畫馬集                 400 
袁天一畫集                    400           高齊潤畫集                 400 

郭燕嶠畫集                    400 林謀秀國畫集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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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❾號: 宗 教 類 (含西文譯著八十種) 

 

一 莊林續道藏  4711871494190  莊陳登雲守藏 蘇海涵編輯  25 冊  台幣 43,200 

莊林續道藏為臺灣道長: 莊、林兩大家族所守藏，為服務信眾所用之法事、科儀手

錄，依其儀式可分為四部份: 

  1. 金錄: 為作醮時敬天祈福儀式 

  2. 黃錄: 為辦理喪葬法事科儀 

  3. 文檢及秘訣亦稱玉訣: 科儀規則，敘錄秘傳正統的紅印道教儀式 

  4. 神霄及盧山: 依自然的通俗儀式，這是來自非經典規範的作法，同時被視為邪            

派之儀式。 

臺灣道眾將道教分為兩派，即依其為生者或往生者提供之法事性質之不同或以祈

禱、符咒、驅邪及治病或作喪葬之科儀之不同而分為烏頭與紅頭派。  

本道藏收錄有: 金錄:五朝醮事有百神燈科、祝聖科儀等五十卷；黃錄:喪事之靈寶頒

赦、過橋、請庫科儀等十九卷; 文檢、秘訣: 茅山咒訣等十卷; 小法: 閭山秘訣、解

蓮妙經等二十五卷，為道教科儀寶錄。 

二 明治大藏經(微縮片 Microfiche) 4711871494206 弘教書院校訂 8 盒 433 片    124,000 

三 漢英佛學辭典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 4711871492875            2,880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Lewis Hodous 編 1 冊                          
本佛學辭典系大乘佛教用語英譯, 引自中文及日本佛教用辭，以部首及筆劃排列， 
另加梵文比對，附索引方便使用。  

An indispensable aid for students of Chinese Buddhist texts. This volume is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Mahayana terms based on various glossaries and dictionaries of Buddhist terms from both China and 
Japan. The terms are arranged by stroke, then by radical. In addition to the Chinese character and 
definition, the Sanskrit equivalent is given for each term. Indices to radicals, difficult characters, and 
Sanskrit-Pali terms are provided to facilitate use of the dictionary. 

四 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及其宇宙觀(德文本) 4711871494213 艾伯華編 民國 60 年刊本     700 

五 尼采與佛教哲學  4711871494220  C. H. Pan 著，石印滇譯                         600  

六 佛教與基督教完全觀(至善)的比較 4711871494237  M. Sumanashanta 著，沈介山譯      600 

七 東西之我觀─論米德，雍格及大乘佛教的自我概念 4711871494244 Thomas 著，徐進夫譯 600 
八 美學新探  4711871494251 丁履譔著                                             600 

http://www.chengwen.com.tw/
mailto:book@chengwe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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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類 有 關 西 文 譯 著 
                     Religions books of China in Western Languages  
Gerenal 綜合性: 
編號     作   者                    書    名  及  版  本                   定價(台幣) 
RS 
79 

4711871502857  Samuel Johnson, Oriental Religions and Their Relations to Universal 
Religion (東方宗教及其與世界宗教): China. 1978. Reprint of Boston: James R. Osgood 
& Co., 1877). (iv), xxiv, 975pp. 

1,320 

CW 
227 

4711871500631  Parker, E. H., China and Religion (中國與宗教), with Illustrations 
(London: 1905) 

1,320 

Written for a layman, this book gives a good, general sketch of religion in China. The author first gives a 
description of the conditions and influences which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ligions. He then 
discusses each religion existing in China: Taoism, Confucianism, Buddhism, Islam, and Judaism. 
Catholicism, Protestantism,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Shintoism. 
CW 
18 

4711871498662  Groot, J. J. M. De,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中國宗教制度). 
Its Ancient Forms, Revolution, History And Present Aspect, Manners, Custom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Connected Therewith, (leiden: 1892) 6 vols. 

3,840 

A classic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In an attempt to illustrate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religion on 
domestic and social life, these volumes present a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Chinese religion. Each of the 
six volumes deals extensively with one pan of the religious system. The first covers death and funeral 
rites; the second, the soul; the third, Taoism; the fourth, ramifications of religion in China, the fifth. 
Buddhism; and the sixth, the State Religion. 
CW 
20 

4711871498686  Groot, J. J. M. De, Sectarianism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hina
中國各教派受苦史. A Page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us.(London:1901)  

1,920. 

Spurred by the Boxer Rebellion in 1900 and the anti-missionary literature which appeared in the 
European press blaming missionaries for provoking the religiously tolerant Chinese to this sort of 
hostility, de Groot traces the history of sectarianism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1-221 B.C.) to 1900 in order to show that the Chinese, the Government in particular, 
were not tolerant of unorthodox religions and why De Groot has collected and translated many passages 
from classical texts and official documents in a literal manner to make his case. These volumes contain a 
vast amount of information on the many religiously based rebellions in Chinese history. 
RS 
57 

4711871502635  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ites de I'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舊耶穌教會在中國 1552 至 1773 年傳記和參

考書目), 1552-1773.1976.  Reprint of Shanghai: Mission Catholoque, 1932; 1934. . 

1,920 

CW 
174 

4711871500167  Legge, J.,  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 
(中國人對神與心靈之想法).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Defense Of An Essay, On The 
Proper Rendering Of The Words Elohim And Theo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By 
William J. Boone. (Hong Kong: 1852) 

960 

A scholarly rebuttal of Boone's argument that ‘God’ and ‘Elohim' should be rendered in Chinese as 
‘shen’. Boone’s thesis is that the Chinese knew of no single being comparable to the God of Christianity 
and consequently had no word which could be applied to God. Rather, they were polytheistic and used a 
general term ‘shen’ to identify a god or the gods. Boone advocated the adoption of this term into the 
Christian lexicon for ‘God.’ Legge attempts to refute every part of Boone’s argument and to establish that 
the Chinese were properly monotheistic, did in fact identify the Deity as 'Shang-ti' and that 'shen' can 
only be used to translate the English word, 'spirit' or 'spirits'. Legge makes his argument from Chinese 
texts beginning with the Book of Odes and extending down through the various dynasties. This work is 
an example of the theological controversies of the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and of 
special interest to students of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ALS 
13 

4711871501386 Sarah Allan and Alvin P. Cohen., Legend, Lore and Religion in China (中
國的宗教傳說): Essays in Honor of Wolfram Eberhard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1979.  

1,440 

ALS 
26 

4711871501508  Douglas Lancashire.,  Chinese Essays on Religion and Faith (中國人

的宗教與信念論說). 1981. Xii, 298pp. 
1,570 

OS 4711871501867  Clarence Burton Day.,  Peasant Cults in India (印度民間信仰). 1975.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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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xviii, 126pp. Illus. 
CW 
269 

4711871500945  Lobenstine E. C. and Warnshuis, A. L.,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9(中國 1919 年宗教年鑑). Tenth Annual Issue. (Shanghai: 1920) 

1,160 

The editors have organized reports of foreign missionaries concerning the situation in China in 1919. 
Information is included on the student movement, churches and missionary work, evangelism, religious 
education, medical work,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RS 
86 

4711871502925  Rudolf Lowenthal., The Religious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 (中國宗

教期刊). 1978. Reprint of Sinological Series No.57, Peking: The Synodal Commission to 
China, 1940. (viii), vi, 294pp. 7 maps, charts + appendix, 16 folding charts in separate 
case, 2 vols. 

1,600 

CW 
193 

4711871500358  MacGowan, J.,  Christ Or Confucius, Which? Or, The Story Of The 
Amoy Mission(基督或孔子-廈門基督教傳教史). With Numerous Illustrations. (London: 
1889) 

930 

The Rev. John MacGowan, a missionary in Amoy starting in 1863, writes about the beginning of 
Christian missionary work in,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Gospel into Amoy. He relates personal stories of 
conversions and explains the effects Christianity had on the converts lives. The missionary work began as 
one man, sent to Amoy to translate the Bible into Chinese, and by 1889 had grown to include 56 
Churches and preaching stations. 
RS 
77 

4711871502833  J. J. M. de Groot,  Les Fetes Annuellement Celebrees a Etude (中國

民間宗教慶典的研究：廈門歲時記) Concernant la Religion Populaire des Chinois. 
Traduite du Hollandais par C. G. Chavannes.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Inez de 
Beauclair and Harvey Mole. 1977. Reprint of Paris: Ernest Leroux, 1886. xxiv, xxvi, 
400+401-832pp. Frontis., 24 illus. 2 vols. 

1,760 

RS 
6 

4711871502123  W. D. Bernard & W. H. Hall.,  The Nemesis in China (在中國的報應). 
1974. Reprint of 3rd ed., London: Henry Colbum, 1847. xxxii, 399pp. Illus., foldout map. 

800 

CW 
159 

4711871500037  Hutchinson, P.,  A Guide To Important Mission Stations In Eastern 
China (華東重要教會指南). (Lying Along The Main Routes Of Travel), With A Map. 
(Shanghai: 1920) 

900 

This guide book was compiled mainly for those travelers interested in missionary work being done in 
Eastern China. The author organized possible travel routes into eight main routes, with stopping points at 
important mission stations. He gives descriptions of cities and points of interest on all eight routes as well 
as, suggestions for accommodations and ease of travel. The eight routes are: Mukden to Peking, Peking to 
Puchow, and Peking to Hankow, Hankow and vicinity, Hankow to Shanghai, Nanking to Shanghai. 
Shanghai and vicinity. Shanghai to Canton. 

 
Buddhism 佛教 
RS 
45 

4711871502512  Ernest J. Eitel.,  Hand-book of Chinese Buddhism (中國佛教手冊- 
梵中、暹羅緬甸西藏蒙古和日本字典): A Sanskrit-Chinese Dictionary with vocabularies 
of Buddhist terms in Pali, Siamese, Burmese, Tibetan, Mongolian, and Japanese, with a 
Chinese index by K. Takakuwa. 1976. Reprint of 2d ed., rev. & enlarged, Tokyo: 
Sanshusha. 1904. (x), 324pp. 

680 

RS 
59 

4711871502659  Nyanatiloka,,  Buddhist Dictionary (佛學辭典：佛教術語和學說手

冊): Manual of Buddhist Terms and Doctrines. Pali terms and English glosses illustrated 
with extensive quotations from sources. 1977. Reprint of Colombo: Frewin & Co., 1950. 
(vi), vi, 190, (2)pp. Foldout chart. 

740 

CW 
89 

4711871492875  Soothill W. E. and Hodous, L.,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 漢英佛學大辭典. With Sanskrit And English Equivalents. (London: 1937) 

2,880 

An indispensable aid for students of Chinese Buddhist texts. This volume is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Mahayana terms based on various Chinese and Japanese glossaries, or dictionaries, of  Buddhist terms. 
The terms are arranged by stroke, then by radical. In addition to the Chinese character and definition, the 
Sanskrit equivalent is given for each term. Indices to radicals, difficult characters, and Sanskrit-Pali terms 
are provided to facilitate use of (he 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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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60 

4711871502666  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  A Manual of Buddhist Philosophy 
(佛教哲學手冊 -宇宙學). Vol. I: Cosmology. 1977. Reprint of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1923. (viii), 205pp.(缺書)   

870 

CW 
125 

4711871499706  Suzuki, D. T.,  Essays In Zen Buddhism (佛教禪學論說), First And 
Second Series. With 25 Collotype Reproduction Of Old Masters. (London: 1927, 1933) 2 
vols. 

2,400 

Essays in Zen Buddhism Vol. 1 By Daiseiz Teitaro Suzuki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Eastern Buddhist including such topics as: Zen as The Chines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Enlightenment; Enlightenment and Ignorance; History of Zen Buddhism in China, from Bodhidharma to 
the Sixth Patriarch (Hui-neng); Satori; Practical Methods of Zen Instruction; The Meditation Hall and the 
Ideals of Zen Life; and The Ten Cow-Herding Pictures. All of the essays have been thoroughly revised 
and in some parts entirely rewritten and new chapters added. In the second series of Zen essays the chief 
stress has been placed in the study of "The Koan Exercise". "The Koan system has effected a special 
development in Zen Buddhism and is a unique contribution Zen has made to the history of the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When the importance of the Koan is understood, we may say that more than half of Zen is 
understood." Also included in this volume are, "The Secret Message of Bodhidharma",  
"The Two Zen Text Books", and "Passivity In The Buddhist Life". These articles first appeared in The Eastern 
Buddhist, They reappear here after having undergone a thorough revision with new materials added. 
RS 
41  

4711871502475  Willam Woodville Rockhill., The Life of the Buddha 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his Order (佛陀生活及早期指示：其源於西藏) : Derived from Tibetan works 
in the Bkah-hgyur and Batanhgyur, followed by notic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ibet and 
Khoten. 1976. Reprint of the Popular Edition, Lo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1884. (xii), 273pp. 

580 

CW 
176 

4711871500181  Alabaster, H., The Wheel of The Law(法輪): Buddhism. Illustrated 
From Siamese Sources By The Modern Buddhist. A Life Of Buddha And An Acount Of 
The Phrabat. (London: 1871) 

1,220 

"The Wheel of Law or Buddhism is, in this volume, illustrated by three distinct essays or parts,which 
exemplify the Sceptical phase, the traditionary phase, and the ultra-superstitious phase." The first part is a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of a previous essay, entitled "Modern Buddhist," which gives the reader a 
summary of an eminent Siamese Nobleman's ideas on Buddhism and other religions. The second section 
which illustrates the traditionary phase is "Life of Buddha" which commences with events previous to 
Buddha's, last birth and ends with his attainment of Buddahood. It was translated from a popular Siamese 
work "Pathomma Somphothiyan". The third section, describing the ultra-superstitious phase, is an 
account of the "Phrabat or Siamese Footprint of Buddha" In the description of his journey to visit the 
Phrabat the author recounts impressions of the Sismese people, monks and temples. 
CW 
253 

4711871500891  Rockhill W. W. Trans, Udanavarga: A Collection Of Verses From The 
Buddhist Canon (佛教教規詩文集). Compiled By Dharmatrata. Being The Northern 
Buddhist Version Of Dhammapada Translated From The Tibetan Of The Bkah-Hgyur. 
With Notes And Extracts From The Commentary Of Pradinavrman, (London: 1883) 

  960 

The Udanavarga is a collection of verses which usually occur at the end of the sermons or sutras of Gautama, 
which probably were intended to convey the essence of his teachings. The four books and thirty-three chapters 
of the Udanavarga are translated in full. Translation notes accompany the text of the translation. 
RS 
39 

4711871502451  Bunyiu Nanjio., 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 (大藏經中文譯本目錄), the Sacred Canon of the Buddhists in China 
and Japan. 1975. Reprint of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3. (xxxvi), 479pp. 

  870 

RS 
61 

4711871502673 W. E. Soothill.,  The Lotus of the Wonderful Law (絕妙法蓮花經或蓮

花福音); Or the Lotus Gospel, [or] Saddharma Pundarika Sutra, lor] Miao-fa Lien Hua 
Ching. 1977. Reprint of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0. (iv), xii, 275pp.Frontis., illus. 

 
1,280 

CW 
288 

4711871501133  Edkins, Rev. Joseph.,  The Religious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中國

宗教狀況), With Observations On The Prospects Of Christian Conversion Amongst That 
People. 

  
1,150 

Noting the wealth of literature in the West on Confucianism, the author writes to fill a void in previous 
writings in English which have "given too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religions of Buddha and Tao." He do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hree "religions" under such categories as conflicts and coexistence, noti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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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and morality, sin, immortality, and redemption. He further examines Roman Catholic mission 
efforts, and the condition of some minor religious communities such as the Muslims, Jews and Zen 
Buddhists,  The final chapter contains the author's estimation of the religious spirit motivating the 
T'ai-p'ing rebels, who had been active for seven years at the time of writing. 
RS 
36 

4711871502420  James Legge.,  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 (佛教國度記錄；法

顯印度之旅): Being and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 Fa-hsien of his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 (A.D. 399-414) in search of the Buddhist book of discipline,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with a Corean rescension of the Chinese text.1975. Reprint of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66. (xvi), 123, (45) pp. Frontis., illus., foldout map. 

610 

RS 
55 

4711871502611  Yamakami Sogen.,  Systems of Buddhistic Thought (佛教思想制度). 
1976. Reprint of Calcutta: University of Calcutta, 1912. (ii), xx, 316, xxxvipp. 

1,160 

RS 
48 

4711871502543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Buddhist China (佛教中國). 1976. 
Reprint of London: John Murray, 1913. (iv), xviii, 403pp. Frontis. 

800 

RS 
51 

4711871502574  Giussepe Tucci.,  The Nyayamukha of Dignaga: The oldest Buddhist 
text on logic after Chinese and Tibetan materials  (中文及藏文後最古老的邏輯佛

典). 1978. Reprint of Materialien sur Kunde des Buddhismus, 13 Heft, Heidelberg: 0. 
Harrassowitz. 1930. (vi), 72pp. 

740 

RS5
4 

4711871502604  Ernst Waldschmidt., Gandhara-Kutscha-Turfan(中亞、土魯番藝術介

紹): Eine einfuhrung in die fruhmitterliche kunst Zentralasiens. 1976. Reprint of Leipzig: 
Klinkhardt & Biermann, 1925. (ii), 116pp. 66pp of plates.(缺書) 

990 

RS 
53 

4711871502598  Junyu Kitayama.,  Metaphysik des Buddhismus(形而上學的佛教): 
Versuch einer philosophischen interpretation der lehre vasubandhus und seiner schule. 
1976. Reprint of Stuttgart-Berlin: W. Kohlhammer, 1934. (ii), xvi, 268pp 

1,160 

RS 
65 

4711871502710  L. Austine Waddell.,  The Buddhism of Tibet, or Lamaism (西藏之佛教

或喇嘛教): With its mystic cults, symbolism and mythology, and in its relation to Indian 
Buddhism. 1977. Reprint of London: W. H. Alien & Co., 1895. (ii), xx, 598, 
(2)pp.Fronds., illus. 

1,760 

RS 
50 

4711871502567  Giuseppe Tucci.,  Pre-Dinnaga Buddhist Texts on Logic from Chinese 
Sources. (梵文及英文本佛典：譯自中文藏文數據) With an introduction, notes and 
indices. Sanskrit and Engish texts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and Tibetan sources. 1976. 
Reprint of Gaekwad's Oriental Series No xlix, Baroda: Oriental Institute, 1929. (x), xxx, 
338pp. 

1,280 

RS 
43 

4711871502499  Rene Grousset.,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Buddha (佛教之腳步).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Mariette Leon. 1976. Reprint of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1932. (ii), xii, 352pp. Frontis., illus., maps. 

690 

RS 
38 

4711871502444  Thomas Watters and T. W. Rhys Davids and S. W. Bushell.,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玄奘西遊記), 629-645 A.D. 1975. Reprint of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04. (ii), xvi, 401 + (vi), 357pp. Foldout maps. 2 vols. 

1,570 

RS 
2 

4711871502086  Samuel Beal.,  The Life of Hiuen-tsiang (玄奘生平) by the Shaman 
Hwui Li, With an introduction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works of l-tsing. 1976. Reprint 
of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ϋbner & Co., 1911. (ii),xlvni, 218pp.  

610 

RS 
40 

4711871502468  Samuel Beal, Si-yu-ki, Buddhist Record of the Western World (玄奘

西遊記).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of Hiuen Tsiang (A.D. 629) by Samuel Beal. 1976. 
Reprint of the Popular Edition,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n.d. (ii), cxii, 
242 + viii, 369pp. Two volumes in 1 

1,280 

CW 
233 

4711871500693  Hart, V. C.,  Western China, A Journey To The Great Buddhist 
Centre Of Mount Omei With Illustrations (西部中国-峨嵋之旅),.. (Boston: 1888) 

1,220 

The author describes his journey to Mount Omei in great detail, including his preparations, method of 
travel, relations with his crew, and the people in the port cities along the way. He also describes the 
topography of Mount Omei, beliefs connected with the mountain, and its religious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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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 
116 

4711871499614  Beal, S.,  A Catena Of Buddhist Scriptures From The Chinese (中國

佛經).. (London: 1871) 
1,600 

A chronological arrangement of translations from Buddhist texts The author translator assays to present 
pristine Buddhist beliefs concerning Heaven, Hell, and the Universe Selected translations from Buddhist 
canons are then presented to show the evolution of Buddhism as a religion, its progression through 
periods of scholasticism and mysticism, and finally he decline and fall, or the rise of mystical pantheism. 
RS 
58 

4711871502642  Samuel Beal.,  Texts from the Buddhist Canon (佛教教規文本): 
Commonly known as Dhammapada, with accompanying narrative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1977. Reprint of the English and Foreign PhilosophicalLibrary, Vol. xii, Boston: 
Houghton, Osgood, & Co., 1878. (iv), viii, 176pp. 

840 

CW 
108 

4711871499539  I-Tsing,  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As Practiced In India 
And The Malay Archipelago (南海寄歸內法傳).. Trans. By J. Takakusu (Oxford: 1896) 

960 

This book translated by J. Takakusu, reports how Buddhism was practiced in India and the Malay 
Archipelago during the years 671-695. All of the information was gathered by 1-tsing during travels 
through these countries. 
RS5
2 

4711871502581  Otto Rosenberg.,  Die Probleme der Buddhistischen Philosophic (佛
教哲學的問題：譯自俄羅斯版本): Aus dem Russischen ubersetzt von Frau E. Rosenberg. 
1976. Reprint of Materialien sur Kunde des Buddhismus, 7/8 Heft, Heidel berg: 0. 
Harrassowitz, 1924. (iv), xvi, 287pp 

1,220 

 
Taoism 道教 

CW 
178 

4711871500204  Webster, J.,  The Kan Ying Pien(感應篇); Book Of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The Chinese Text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s and Notes. (Shanghai: 
1918) 

740 

The Kan Ying Pien, a short religious tract of popular Taoism, stands as another example of the synergetic nature 
of Chinese folk religion. Webster introduces the use of tract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outlines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popular Taoism. He also discusses the date and authorship of the text, noting that it is variously 
attributed to Lao Tze (6th Cent. B.C.). Ko Hung (4th Cent. A.D.), and to unknown authorship in the 15th or 16th 
century A.D. After an analytical summary of the text, Webster offers the Chinese text translation, and 
grammatical and informational notes. The appendices of this work include a list of phrases from the text which 
have become proverbial and a vocabulary list. A useful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religion. 
CW 
70 

4711871499171  Dore, H.,  Researches Into Chinese Superstitions (中國的迷信研

究).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With Notes, Historical And Explanatory By M.Kennelly 
(vols. 1-8), D.J. Gill (vols. 9-10) and L.F.McGreal (vols. 13) Reprint Of vols. l-10 And 13 
In 5 vols. 

6,080 

Part of the series Varietes Sinologiques, this comprehensive work on Chinese superstitions was first 
published by the Jesuit Fathers of the Shanghai Mission. Rev. Dore visited many parts of. China, studying 
the religions and superstitions of the people. The author made three divisions in this work: superstitious 
practices in general; a biography of gods and goddesses; and a history of Confucius, Lao-tze and Buddha. This 
work covers the subject of Chinese religions and superstitions very thoroughly and is profusely illustrated. 
CW 
97 

4711871499423  Day, C. B,  Chinese Peasant Cults (中國民間信仰-紙神研究). Being 
A Study Of Chinese Paper Gods. (Shanghai: 1940) 

  
1,440 

A valuable detailed study and analysis of the importance and function of "paper gods" (ma-chang) in 
Chinese peasant cults. The paper gods, which are the center of household religious ceremonies, hold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religious attitude of the peasant. In an attempt to interpret the paper god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peasant and to seek out the origins of the paper gods, the author collected over 
2000 paper gods, mostly from northern Chekiang, interviewed numerous villagers, Buddhist and Taoist 
priests, and searched relevant documentary material from the Chinese classics to modern times. The 
findings of this investigation are presented in three parts: (1)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lace of paper gods in 
peasant cults, the social milieu of village sacrifices, and certain peasant ceremonies; (2) a survey of 
religious values sought in cult practices relating to temporal, domestic, and spiritual welfare; and (3) a 
conclusion discussing the affinities between contemporary cult practices and ancient Chinese religion, the 
syncretic growth of peasant cults, and the dis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easant cults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changes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Excellent black and white, and color illust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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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 
103 

4711871499485  Chavannes, E.,  Le T'ai Chan (東嶽泰山), Essai DC Monographic 
D'un Culte Chinois. (Paris: 1910) 

 1,600 

A valuable monograph showing the importance of mountains in Chinese religion and the special place of 
T'ai Shan among the holy mountains of China. Chavannes surveys the religious cult associated with T'ai 
Shan, describes the manmade structures and physical features of the mountain, offers a variety of 
translations (historical texts relevant to the Imperial Feng and Shan sacrifices, prayers offered to T'ai Shan 
from the fifth to eighteenth century, and stone stele inscriptions made by visitors to T'ai Shan from the 
second century A.D.) to illustrate the historical and religious importance of T'ai Shan, and takes note of 
popular beliefs concerning T'ai Shan in folklore, particularly the magical properties of the mountain. The 
appendix to this volume is a separate essay "The God of the Earth in Ancient China," also of great value. 
In this essay Chavannes discusses the multiplicity of earth gods, the altar of the God of the Earth,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ree or grove, and the various functions assigned to the God of the Earth. Richly 
illustrated with reproductions of many of the Chinese texts. 

 

Catholic Christian 天主教 基督教 
CW
215 

4711871500556  Broomhall, M. W. W. Cassels, First Bishop In Western China (中國首

位天主教主教). With Portraits, Illustrations and Maps. (Edinburgh: 1926) 
  
1,220 

A biography of W.W. Cassels (1812-1925), the first Episcopal Bishop in West China, or Szechuan 
Province. Based primarily on the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mission reports, and other writings of Bishop 
Cassels, this biography traces his missionary activity in North and West China from 1885 to his death in 
1925. Many of his personal letters are reproduced in part, or in full, in this volume. 
CW
170 

4711871500129  Jefferys, W. H., James Addision Ingle (Yin Teh-sen), (漢口教區首位

主教) First Bishop Of The Missionary District Of Hankow, China. (New York: 1913) 
  900 

A biography of Bishop Ingle (1867-1903), missionary in Hangchow. Rather than being a narrative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Ingle, this volume is essentially the publication of his personal letters with some edition, 
and the letters of family members and fellow missionaries. In this respect this biography is a major 
departure from typical biographical writing about China missionaries. The activities and reactions of 
Bishop Ingle are presented firsthand without the intervention of time and recall. 
RS 
69 

4711871502758   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China (中國的聖經). 1977. Reprint 
of London: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1934. (iv), xvi, 190, (2) pp. Frontis. 

  990 

CW
225 

4711871500624  Moule, A. C.,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西元 1550
年前在中國之基督徒). With Illustrations. (London: 1930) 

  1,280 

A standard reference for Christianity and foreigners in China. Moule has collected and presents in 
translation original material concerning Christian activity before 1550, some of which is reproduced from 
the original Christian activity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is described. Moule discusses various Christian 
artifacts which had been discovered and translates the inscriptions thereon. The entrance of Nestorianism 
and the founding of Nestorian communities in China is presented from their own records along with 
Marco Polo's comments on the communities which he saw. Moule translates the record of a thirteenth 
century Christian community at Chen chiang (Chinkiang) on the Yangtze River from a text written in 
1333. He also presents documents on the Franciscan Mission, summarizes Christian activity under the 
Yuan dynasty, and gives extracts from the writings of fourteenth century Christian writers in China. 
Scholarly footnotes Index. 
CW
223 

4711871500617  Band, E.,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將目的達成-長老教會傳教史),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7-1947. (London) 

 1,920 

The sto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China. This work begin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the birth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s The author then relates the 
Presbyterian experiences in Amoy. Swatow and Formosa. Also included is a description of the missionary 
efforts in India, Malaya and the home base in England. 
CW
222 

4711871496576  Band, E.,  Barclay Of Formosa (長老教會 Barclay 牧師台灣傳教

史). (Tokyo: 1936)                                 
 1,090 

The biography of Rev. Thomas Barclay (died 1935), Moderator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ary in Taiwan from 1875 to 1927. This work focuses primarily upon Barclay's missionary work in 
Formosa before and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t constitutes a history of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through the life of one of its members. 
CW 4711871496552  Campbell, W., Sketches From Formosa (台灣素描), With Illustrations.  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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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London: 1915) 
Published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Taiwan. Campbell 
has written and compiled a series of anecdotes concerning his missionary experiences in Taiwan to 
illustrate the daily activities, successes, failures, and rewards of missionary work. The anecdotes also contain a 
variety on the indigenous peopl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the early missionary work by the Dutch. 
CW
258 

4711871496484  Johnston, J.,  China And Formosa (中國與台灣). The Story Of The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With Illustrations And Four Maps. 
(New York: 1897) 

 1,380 

An history of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China from its origin in 1836, based on firsthand accounts of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Amoy, Swatow, Formosa, and Singapore and supplemented by a search of Church 
reports, publications, and other document Several chapters are devoted to each of the areas designated 
above giving an account of the people, country,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missionary work. This volume is well illustrated with detailed maps of each mission field. The appendix 
lists the missionaries assigned to China between 1847 and 1896, plus additional data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church Index 
CW
257 

4711871496477  MacKay, G. L.,  From Far Formosa (遙遠的台灣).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 Edited By J. A. MacDonald. With Portraits, Illustrations And Maps. 
(New York: 1896) 

  960 

This account of Formosa includes thorough descriptions of geography, animal and plant life, and some 
history. The main portion of the text is devoted to Dr. Mackay's experiences among the Chinese on 
Formosa in his attempts to Christianize them. 
CW
217 

4711871496569  MacLeod, D.,  The Island Beautiful(美麗之島-台灣). 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North Formosa. (Canada: 1923) 

  990 

An account of the Canadian Presbyterian Mission on Formosa. The author concentrates mainly on the 
progress of the mission and the amount and type of work being done by the missionaries. Also included  
information concerning schools, colleges, churches, hospitals, and the work of particular individuals. 
CW
256 

4711871496460  Landsborough, M.,  In Beautiful Formosa (美麗之台灣). Being A 
Personally-Conducted Tour Of Boys And Girls To View The People, The Scenery, And 
The Work Of The Missionaries In Strange And Lovely Places. (London) 

  900 

Written for children, this book contains the author’s impressions of Formosa around 1900. Her aim was to 
inform Western youth about the Christian missionary efforts on Taiwan at this time. Therefore, many of 
her sketches concern the Chinese reactions to the idea of a western God and to the missionaries 
themselves. 
CW
264 

4711871496545  Moody, C. N.,  The Heathen Heart (異教徒之心). An Account Of The 
Reception Of The Gospel Among The Chinese Of Formosa. (Edinburgh and London: 
1907) 

990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is work is to describe the conversion process whereby Chinese (i.e. 
non-aboriginal) inhabitants of Taiwan adopted Christianity. The author gives a sympathetic portrayal of 
life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describes the Chinese residents of Taiwan and their native 
beliefs. Reasons for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are suggested and the lives of a number of converts are 
presented. The final portion of this work is devoted to the rigors of missionary work, the inability of 
returned missionaries to communicate with European congregations, and the deficient number of 
missionary workers. 
CW
209 

4711871496590  Moody, C. N.,  The Saints Of Formosa (台灣之聖徒). Life And 
Worship In A Chinese Church. (London: 1912) 

990 

This volume is a Protestant missionary's account of how converts were won among the Formosans at 
Chang Hwa City, the "fence-sitters," the faith of the converts, those converts who became preachers, and 
the converts' view of the Mother church in the West. 
CW
224 

4711871496583  Campbell, W.,  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台灣傳教士成功之記述) (London: 1889) 2 vols. 

2,240 

Primarily the history of the Dutch mission in Formosa concerned mainly with the slate of the mission, not 
the people or their culture. The focus of this work is on missionary policies, specific missionar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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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experiences. 
CW
27 

4711871498754  Latourette, K. S.,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中國基

督教傳教史), (London: 1929) 
2,400 

A standard, scholarly reference on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The author begins his history with an 
introduction into the religious background of the Chinese and then covers extensively, the stories of 
Protestants, Roman Catholics, Nestorians and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RS 
70 

4711871502765  Mary F. Bryson.,  John Kenneth Mackenzie (醫學傳教士到中國): 
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 1977. Reprint of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891. (iv), 
xvi, 404,4pp. Frontis. 

1,160 

RS 
12 

4711871502185  Islay Burns., Memoir of the Reverend William C. Burns, M.A.:(一位

英國長老教會牧師回憶錄) Missionary to China from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Church. 
1975. Reprint of New York: Robert Carter & Bros., 1870. (vi), viii, 505pp. Frontis. 

900 

CW
162 

4711871500068  Grist, W. A., Samuel Pollard, Pioneer Missionary In China (在中國傳

教的先驅), With 11 illustrations. (London, New York, Toronto and Melbourne) 
1,120 

This biography of Samuel Pollard (1864-1915), Methodist missionary in Yunnan and Kueichow, is based 
on his personal missionary journal and is exceptionally well written. Pollard's life is traced from his birth 
to missionary apprenticeship and missionary labor among the Lolo and the Miao people (the latter in 
particular), and his burial in the hills where he labored. In addition to missionary experience, important 
events in Chinese history during this period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biography. 
CW
216 

4711871500563  Mrs. Taylor, H., Pasror Hsi, One Of China's Christians (Pasror 席；在中

國的一位基督徒). With Portrait, Illustrations And Map. 4th Edition. (Edinburgh: 1904) 
1,280 

A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Pastor His (died 1896) based on his autobiography and the recollections of 
missionaries who knew him and his work. Beginning with his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this volume 
traces his activities as a convert and propagator of the faith in north China. Written in the wake of the 
Boxer Rebellion, (the author seeks to present to the West an example of a faithful Chinese convert. 
CW
270 

4711871500952  Rawlinson, F., The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中國基督教年鑑

1926)  1926 Fourteenth Issue Of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Shanghai: 1926) 
1,380 

This yearbook surveys topics relating to China generally and is not primarily "mission-oriented” The 
intention behind this approach is to reveal (he spirit of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i.e. its Chinese 
orientation. Therefore, the yearbook reviews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history, religious trends in China, 
Chinese philosophy, education, literature etc. 
CW
268 

4711871500938  The China Mission Hand-Book First Issue (第一版 1896 中國教會特

使團手冊)). (Shanghai: 1896)  
1,760 

This book is a record of missionary efforts in China and an index of all foreign religious societies at 
work in China in 1896. A description of Chinese religions serves as an introduction to 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efforts, suggestions for missionaries, and notes on successes and failures in various areas. 
RS 
71 

4711871502772  Milton T. Stauffer.,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中國基督
教徒之工作):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numerical strength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on 
[sic] of the Christian forces in China, made by the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18-1921. Compiled expressly with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information for effective evangelization of China, this encyclopedic 
compilation includes a wealth of political, geographical, linguistic, ethnological, social, 
economic, and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on China in the years 1918-1921. The extraordinary 
thoroughness of the data collection provides a wealth of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1979. Reprint of Shanghai: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22. (vi), 14, 
469, cxliipp. Hundreds of maps. 

1,920 

RA
S 1 

4711871503199  Adrian A. Bennett., 教會新報目錄導要 Research Guide to the 
Chiao-hui hsin-pao ("The Church News"), 1868-1874, 1975. xviii, 342pp. 

990 

CW
50 

4711871498976  Wylie, A.,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新
教會教徒到中國紀念錄).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Shanghai: 1867)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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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work is a compendium of data on more than 300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their published works 
to the Chinese and to each other. The life of each missionary is briefly summarized, and then followed by 
an annotated list of his published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and in Chinese. Most of the works noted 
are religious in nature in the form of missionary tracts. However, there are references to their secular 
scholarly products as well. Indexed by personal name, titles, and subject of publication 
RS 
72 

4711871502789  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在中國一世紀的新教傳教任務). Centena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 
Edited by D. MacGillivray. 1979. Reprint of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iv), viii, 678, xl, 52pp. Foldout map. 

1,920 

RS 
37 

4711871502437  On Some Aspects of the Doctrines of the Maitreya (Natha) and 
Asanga論的彌勒Natha)和Asanga主義的幾個宗教觀點: Being a course of five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cutta. 1975. Reprint of Calcutta: University of Calcutta, 
1930. (viii), 82, (2) pp. 

360 

RS 
46 

4711871502529  Teitaro Suzuki.  Acvaghosa's Discourse on the Awakening of Faith 
in the Mahayana (大乘起信錄)Translated for the first time from the Chinese version. 
1976. Reprint of Chicago: Open Court, 1900. (xviii), 160pp. 

450 

CW
279 

4711871501041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中國新教會 1877 上海年會記錄),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Shanghai: 1878) 

1,920 

The discussions collected in this book center around Chinese culture and missionary attempts to Christianize 
China. Indigenous Chinese religions, methods of Christianizing, successes and failures are discussed. 
CW
278 

4711871501034  The Occasional Paper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中國內陸教會

不定期報告). From November 1872 To March 1875. With List Of Stations And 
Illustrative Maps. (London- 1875) 

930 

This volume contains a variety of reports from foreign missionaries associated with the China I nland 
Mission. The reports are mainly letters concerning work being carried out, and experiences with Chinese. 
CW
169 

4711871500112  Gratton, F. M.,  Freemasonry In Shanghai And Northern China (共
濟會在上海及華北記錄), 2nd Ed. (Shanghai: 1900) 

740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and annalistic records relating to Freemasonry in Shanghai and North China. 
Material is included concerning the acquisition of meeting places, their dedication, other ceremonies, and 
obituary notices. The history and rules of Masonic charities and charitable institutions are recorded. The 
lodges of the various Masonic constitutions authorized to function in China are identified with lists of 
current and past Masters, and important regulations or- resolutions. Also identified are lodges then dormant 
or extinct. A chronological list of important events in Freemasonry in North China from 1849 to 1899 and a 
directory of Masonic members in North China are included.  This volume was intended as a record of 
Freemason activity and as a handbook for the practice of Freemasonry in Shanghai and North China. 
CW
192 

4711871500341  Finn, J.,  The Jews In China (刀筋教) Their Synagogue, Their 
Scriptures, Their History, etc. (London: 1843) 

740 

Based on mention of Jews at K'ai-feng-fu in the writings of Jesuit missionaries, the author gives the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by Matteo Ricci and subsequent initial contacts. The 
synagogue and religious practices of the Jewish people at K'ai-feng-fu are described according to the 
Jesuit accounts, as are their scriptures.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ty is presented by a translation of 
Hebrew inscriptions on four marble tablets in the synagogue. The author lists European works referring to 
Jews in China. 
OS 
40 

4711871502048  Alan Frederick Gates.,  Christianity and Animism in Taiwan (台灣的

基督教與泛靈論) 1979. x, 262pp. Illus.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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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輯 24 種 120 冊 總價 147,750 
1 欽定平定七省方略    內容簡介在次頁   

1-1 欽定剿念捻匪方略 朱學勤等纂 據同治 11 年刊本重印 32冊 41,600  頁140 

1-2 欽定平定回匪紀略 陳邦瑞等纂 光緒 20 年刊本 5 冊 6,250  140 

1-3 欽定平定苗匪方略 陳邦瑞等纂 光緒 20 年刊本 4 冊 5,150  140 

1-4 欽定平定陜甘新疆回匪方略 陳邦瑞等纂 光緒 22 年刊本 30冊 38,400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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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嘉靖東南平倭錄 徐學聚撰 明末抄本影印 1 冊 1,000  140 

3 金文靖公北征錄,附北征記 金幼孜等撰 光緒 33 年東方學會版本 1 冊 750  141 

4 萬曆三大征考 第瑞微撰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書 1 冊 750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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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洪經略奏對筆記  光緒 24 年宏文閣刊本 1 冊 750  141 

7 皇清開國方略 阿桂等纂 光緒 13 年刊本 2 冊 2,100  141 

8 平叛記 毛霦撰 康熙 55 年刊本 1 冊 1,050  141 

9 東南紀事 邵廷釆撰 光緒 10 年刊本 1 冊 1,050  142 

10 西南紀事 邵廷釆撰 光緒 10 年刊本 1 冊 1,050  142 

11 明季南略 計六奇輯 康熙 10 年刊本 2 冊 2,900  142 

12 明季北略 計六奇輯 著者序于康熙 10 年        3冊 4,150  142 

13 先撥志始 文秉撰 同治 2 年刊本 1 冊 1,050  142 

14 南疆繹史 定溫睿臨撰，李瑤勘 道光年刊本 4 冊 5,150  142 

15 皇朝藩部要略 祁韻士等撰 光緒 10 年刊本 2 冊 2,900  142 

16 平定關隴紀略 楊昌濬撰 光緒 13 年冊本 3 冊 4,150  142 

17 山東軍興紀略 作者不詳 光緒年刊本 2 冊 2,550  143 

18 戡靖教匪述編 石侯編 道光 6 年刊本 1 冊 1,050  143 

19 保甲書輯要 徐棟撰，丁日昌校 同治 10 年刊本 1 冊 1,000  143 

20 團練事宜 朱孫詒編 同治 1 年刊本 1 冊 1,050  143 

21 湘軍志 王闓運撰 宣統一年重刊本 1 冊 1,050  143 

22 湘軍記 王定安撰 光緒 15 年刊本 2 冊 1,800  143 

23 湖南苗防屯政考 但湘良輯 光緒 9 年刊本 5 冊 6,400  143 

24 浙東籌防錄 薛福成輯 光緒 13 年刊本 1 冊 1,300  144 
 
第二輯  共 6 種 92 冊   總價 113,000 

1 欽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 慶桂、章煦等纂 嘉慶 15 年刊本 69 冊 83,200  144 

2 御製親征平定朔漠方略 溫達等纂 康熙 47 年刊本 10 冊 13,500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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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欽定平定教匪紀略 托澤等纂 嘉慶 22 年刊本 8 冊 10,600  144 

5 平定教匪紀事 勒保撰 清嘉慶抄本 1 冊 750  144 

6 襄陽兵事略 吳慶燾撰 光緒 17 年刊本 1 冊 750  144 

  **第一輯 24 種 120 冊 

1 欽定平定七省方略 (含 1-1, 1-2, 1-3, 1-4, 1-5 共五種)                   81 冊  101,650     
   道光年間東南沿海華洋貿易日漸頻繁，東西交通被迫開放，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割地賠款國力益

弱，清朝政府未能精勵圖治民心思變，洪秀全在兩廣等地聚眾起義，勢力迅即擴大，佔有華南、
華中大半地區，建立太平天國是謂粵「匪」。滿清政府受困於太平天國之亂，其他地區亦有乘勢
舉事或相互勾結。在華北地區有撚「匪」，西南地區有回「匪」、苗「匪」，西部地方有回「匪」
等之亂，分別經清軍平定是為平定七省方略。(各省方略另有簡介) 

1-1 欽定剿平捻匪方略  4711871495487 朱學勤等纂 據同治 11 年刊本重印      32 冊  41,600 
咸豐初年，魯豫皖交界處遊民股匪為患，號稱撚。未幾嘯聚數十萬眾，剽光固、穎毫淮徐之

間，官兵不能制。清廷簡大臣督師討伐，以撚眾與太平軍合流，師久無功。同治初太平亂息，撚
眾分東西二股。西撚入陝，複與叛回合流; 東撚則入山東，同治六年為官軍剿平。西撚東趨陜，京
畿震動，旋入山東，為提督劉銘傳等率軍擊平。撚亂漫延七八省，首尾十八年，為清季重大社會
動亂之一，其影響不遜太平之亂。是書為剿平撚亂之詳盡官方紀錄; 卷 
秩浩繁。治近代中國社會動亂史者，不可不備為參考。 

1-2. 欽定平定回匪紀略  4711871495494  陳邦瑞等纂 光緒 20 年刊本           5 冊   6,250 
雲南漢回不合，由來已久。咸豐中，雲南回首馬德新乘中原多事，密結杜文秀、馬如龍等圖

謀起事。咸豐六年叛亂大起，馬如龍等攻城略池，圍省城。杜文秀則據大理，建號平南。滇回之
亂蔓延滇省大半，首尾亦長達十八年。是書為雲南回亂之官方紀錄，起自咸豐五年九月，止於光
緒五年十月。所收率皆與雲南兵事有關之重要章奏上諭等，得卷五十，於光緒二十年付梓。 

1-3 欽定平定苗匪方略  4711871495500  陳邦瑞等纂 光緒 20 年刊本           4 冊   5,150 
咸豐中葉，貴州苗民聚眾謀叛。苗首張秀眉號召苗眾數萬，各地響應，屢陷黔東府縣。時滇

回之亂大起，複有太平餘眾介入，有白號黃號之目，清廷幾有首尾難兼顧之勢。同治初，太平之
亂寢，清廷大舉清剿、席寶田主其事。同治六年席軍次沅州，翌年年初下荊竹園，旋平清江北岸
諸砦。八年正月克鎮遠、施秉。九年三月下施洞，十月下臺拱。翌年複克丹江，凱裏，沅水兩岸
悉平。十一年三路進兵，斬叛苗首領九大白等，降者數萬。四月擒斬張秀眉，亂專遂平。苗亂首
尾十餘年，自後苗種遂靖，不聞烽火。是書專收苗亂兵事有關折諭，起咸豐五年五月，止光緒七
年二月。同治十一年後多苗疆善後有關資料。 

1-4. 欽定平定陜甘新疆回匪方略  4711871495517 陳邦瑞等纂 光緒 22 年刊本  30 冊 38,400  
新疆建省前地處邊陲，除駐防八旗外並無民官之設。乃以漢夷雜居，強鄰覬覦，界內紛爭。陜

甘各省，亦屬漢回間雜多事之區。同治初年，陜西漢回構，漸成叛亂。清廷用兵有年，其勢反熾。
同治七年左宗棠受命平亂，不數年關內悉平。光緒元年。左帥複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三年
三月新疆叛酋帕夏阿古柏死，天山南路平。光緒五年，全境大致底定。六年左公疏請新建省，自
此西北邊陲悉入中國行政系統。是書為光緒二十二所篡之平定西北官疆方紀錄。所收章奏上諭雖
散見諸官檔文集，然排列之詳，所入之盡，則遠為其他材料所不及 

1-5. 欽定剿平粵匪方略  4711871495524  朱學勤等纂同治 11年刊本           10冊   10,250 
平天國之亂，首尾十四年，蔓延中國之半。大兵之後，生命財產之損失無法估計，清廷元氣

大傷。同治一朝雖曰中興，然則回光之照，無補大局。論者多謂卸無西方勢力之侵淩，清廷能否
延續，當亦屬未定也。是書為平定太平之亂之詳盡官方紀錄，所收章奏上諭等件起自道 
光三十年五月，止于同治五年二月，共得四百二十卷。其後附長江水師韋程。為研究太平天國及
湘淮各軍史者必備之參考資料。 

2 嘉靖東南平倭錄  4711871495531  徐學聚撰 明末抄本影印                  1 冊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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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倭患頻仍，自洪武以還，倭寇時擾海疆，北起遼東，南迄閩粵，幾無寧日。嘉靖之世，
侯寇之亂最稱棘手。而小民之好亂卷，動輒嘯聚入海; 失意衣冠，亦複相率為盜。嘉靖二十五年，
朱紈以都禦史巡撫浙江，捕殺通番者數十人，百姓大嘩，紈尋罷卒，而倭患如故。是書為徐學聚
所輯「國朝典匯」中之日本一篇，明末已摘鈔別行。民國二十三年夏，柳詒征氏複為印布，俾論
兵導國者有所考鏡。所輯起嘉靖三十一年，止嘉靖四十三年，附隆慶平倭錄及國朝典匯卷一百六
十九兵部門。徐學聚，字敬輿，蘭豁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副都禦史福建巡撫。 

3 金文靖公北征錄,附北征記  4711871495548 金幼孜等撰 據光緒 33 年東方學會版重印  1 冊  750 
明初蒙古遠遁漠北，而不時南侵，號稱韃靼。韃靼王何魯台，桀驚不馴。成祖即位後，先後於永樂八年，
十二年兩次親率大軍，遠征漠北，破韃靼。未幾西部瓦刺勢張，成祖再於永樂二十二年率軍北征，班師
之際崩於榆木川。北征錄為金幼孜手記，得前後篇，詳記成祖征韃靼始末。北征記為楊榮手記，述成祖
親征瓦刺經過。金幼孜，新淦人，建文進士，以文學見知成祖，北征輒命扈從，隨記所見。宣德時卒，
娰諡文靖。楊榮字勉仁，亦建文進士，曾扈成祖北征，正統中卒，諡文敏 

4. 萬曆三大征考  4711871495555  第瑞微撰 民國 23 年燕京大學圖書館藏書            1 冊  750 
第瑞征，字伯符，萬曆進上。官至南京光祿寺卿。天啟初著是書，思以自效，時瑞微方以黃岡知縣行取
入補兵部職力主事也。神宗朝三大征者，平寧夏破拜父子之亂，朝鮮平倭之役，暨平播州土著之亂也。
是書尤詳朝鮮事，分上下篇。書後並附寧夏，日本及播州總圖。為治明末倭寇史者手邊必備資料。 

5. 奉天邊務輯要  4711871495562  李廷玉等撰 民國 6年刊本                        1冊   1,100 
光緒三十三年東三省改制，徐世昌出任總督。時值日俄戰後，東省邊務百廢待興，長白臨江一帶密

邇韓境，尤不可不事先籌畫，以為之備。是年九月，乃令熟稔邊務之李廷玉等率測繪學生親往查勘。李
廷玉等於十月十四日首途，十二月二十五日回省，就邊地調查所得，總為十篇，輯為奉天邊務輯要一篇。
其內容含邊界、日人在韓經營、越墾韓民、日韓交涉、胡匪、山路江道、商況、鄉約、巡蕃步哨、教育
等項，並附行程紀略。李廷玉於次年署臨江縣令，兼長白設治委員。任內主持勘界多次，而其後長白設
府，安圖、撫松之設縣，率皆李氏定其規模。是書於民國六年刊行，時李廷玉寓居北京。 

6. 洪經略奏對筆記   4711871495579  光緒 24 年巨集文閣刊本                   1 冊   750 
洪承疇，字亭九，福建南安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崇禎十二年清軍伐明，莊烈帝召承疇入

衛京畿，旋移承疇總都薊遼軍務。崇禎十五年承疇喪師松山，被俘降清，編隸鎮黃漢軍。順治入
關，承疇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禦史。同內院官佐理機務。順治二年以原官總督軍務招
撫江南。五年還京，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八年命管都察院左都禦史。十年正月調大學士，五月授
太保，兼太子大師，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土、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禦史，經略兩湖、兩粵雲
貴，總督軍務，撫鎮以下，鹹聽節制。迄順治十七年，南邊底定，承疇實主其事。承疇貳臣，而清廷禮
遇隆渥常者，或不僅如所謂群瞽獲一導者而已，是輯為順治禦授攝政王之洪承疇奏對日鈔筆記撮要。
所論多軍國大計，溯本究源。洞悉利病．光緒廿四年予以刊刻，或以其于主新政者不無借鏡也。 

7. 皇清開國方略  4711871495586  阿桂等纂 光緒 13 年刊本                    2 冊   2,100 
明萬曆十一年，建州女真努爾哈赤掘起，侵擾遼東，三十年間，陸續統一各部女真。萬曆四

十四年、努爾哈赤正式建元，國號後金。拭後迭敗明師，盡取遼西四十餘縣。天啟六年，寧遠一
役努爾哈赤受挫．憤恙而歿，皇太極立．祟禎九年改國號大清．十五年再大敗明師崇禎十七年李
自成陷京師，吳三桂乞師，清軍逐叛眾。入主北京．時皇太極已死，幼主順治在位。有清一朝自
此始。乾隆五十一年，史館編篡開國力略成，凡得三十二卷，摘記太祖太宗兩朝用兵攻入關始末，
為治清初史之基本參考資料。 

8. 平叛記  4711871495593  毛霦撰 康熙 55 年刊本                              1 冊   1,050 
明崇禎四年冬，登州援淩將士李應元部叛于吳橋，挾游璞孔有德回戈東指，連陷東省要邑。

五年三月，兵部侍郎劉宇烈督理山東軍務，敗績於沙河; 巡撫都禦史徐從治傷卒。七月孔有德詐降，
誘執登萊巡撫都禦史謝璉。八月朱大典督軍救萊州，敗賊，進圍登州。六年二月總兵官陳洪範複
克登州，孔有德遁入海。五月孔有德等入遼東降清。孔有德之亂，前後十有八月，登萊各屬糜爛，
民不聊生。時遼東兵事日亟，陝西寇努亦熾，明末任事諸臣庸憤因循有以致之。紀平孔有德之亂
者，除是書外，尚有視師紀、東征紀、圍城紀諸輯。而是書參用諸輯，並間取諸家議論，附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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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書采編年體，起於崇禎四年冬閨十一月，止於崇楨六年七月。文後附朱大典以下平寇優敘名
錄。是書雖屏私撰野乘，然可補正史之不足。治明史或近世中國社會動亂史者．不可不備。 

9. 東南紀事  4711871495609  邵廷釆撰 光緒 10年刊本                           1冊   1,050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率叛軍入京，思宗自縊死。未幾清帝逐流寇揮兵指中原。而明祚不絕，先有
福王立于南京，繼則魯王稱監國于紹興，唐王立于福州。而桂王立于肇慶，為時更長達十四年。
惜乎明臣不思公忠體國，和衷共濟，惟聲色犬馬是逐，攬權逞私為事，乃至土崩瓦解，不復見華
夏衣冠。邵廷采，字念魯，浙江余饒人。年二十為縣學生，恥為應舉之文。後從黃宗畿、王正中
等學。嘗主姚江書院，好從遺老訪明亡故專，著東南紀事、西南紀事二書，是輯得十二卷，卷一
紀唐王、卷二紀魯王，卷三至卷十二收黃黃道周以下五十九人傳，間有闕而未補者。 

10. 西南紀事  4711871495616  邵廷釆撰 光緒 10 年刊本                        1 冊    1,050 
余饒 邵廷采繼東南紀事複撰西南紀事一書，得卷十二。專紀永曆一朝故事。桂王朱由棣，明

神宗嫡孫。崇禎時封永明王，亦稱桂王。唐王聿鍵為清軍所執，巡撫瞿式洡耜等推由輬根監國，
旋立于肇慶，號永曆。永曆二年湘贛川粵義兵踵起，旋為清軍鎮壓。肇慶不保，桂王流落川黔山
區。其後雖有李定國、劉文秀部來歸，而吳三桂等率大軍至。桂王敗走入緬，為緬人執獻 

11. 明季南略  4711871495623  計六奇輯 康熙 10 年刊本                        2 冊   2,900 
錫山計用賓 繼明季北略再為明季南略之輯，是書始于甲申五月福王立于南京，止於康熙乙已永曆
帝被難，凡二十餘年，分十八卷。卷一至卷九紀南都事，卷十記浙江事，卷十一記福建，卷十二
記粵東，卷十三至卷十七記永曆始末，卷十八余紀。除卷一卷二采編年體外，余皆從紀事例，臚
述個別事件。所記雖未稱詳盡，然於正史之偏枯不無匡補。至所謂南明複國諸臣如鄭成功、張煌
言等為擾民之徒，無益大局，則未必盡符春秋筆法，諒系有所顧忌不得不然耳。 

12. 明季北略  4711871495630  計六奇輯 據康熙 10 年刊本重印                  3 冊   4,150 
計六奇輯 據康熙十年刊本重印康熙十年冬，錫山計用賓 輯前朝北都時事大略，總為明季北略一書，勾
劃數十年治亂興亡之事。其中不乏前明軼聞，為正史所無。是書起自神宗丙辰，迄于思宗甲申，凡三十
年，得二十四卷。所記從本末體，凡國家之興廢、賢奸之用舍、用兵之始末、征糧之絀盈，靡所不包。
前四卷於遼東兵事多有叔述，後十六卷則專記流賊始末及北都淪陷情狀，卷二十三補遺，卷二十四則收
五朝大事總論。是書成於康熙十年，去而朝猶近，所記容有隱諱，然可信程度不讓官言。 

13. 先撥志始  4711871495647  文秉撰 據同治 2年刊本重印                       1冊   1,050 
文秉，字蓀符，文震孟子。所撰先撥志始成于康熙季世，後入四庫存目，分上下兩卷、所記皆明
末遺事，上卷起萬曆，止於天啟四年; 下卷起天啟五年，迄於崇禎二年。如妖書挺擊、紅丸、移宮
等案，以及魏忠賢亂政，崇禎欽定逆案之類糜不詳載。是輯所據本乃道光丁未年刻本，同治二年秋，夏
燮重為刊佈，以昭明季信史之存，補明史紀傳之闕。治明末宮廷、党爭史者，不可不備以資參考。 

14. 南疆繹史  4711871495654  定溫睿臨撰, 李瑤勘 據 道光年刊本 重印          4 冊   5,150 
紀南明史實，世推計溫二家書為最詳。溫令貽撰南疆逸史，計用賓作明季南略，或記正史之所闕，或言
正史之所忌。南疆逸史成於康熙中，幹蔭中以書禁幾不傳。道光十年吳縣李瑤得傳刻本，重為勘定付梓，
總為五十卷。卷首載禦制書事、四庫提要、溫氏原序例等，余得紀略六卷、列傳二十四卷、摭遺十八卷、
恤諡考八卷。是蕃之成，南明三朝遺事乃有所據。道光之世，是書重付出刊，原序原例以有「必不可存
之詞」，曾為刪增，以冀詞歸循謹，可以傳世無議。然芟替處十不逮一，無損是書完整。 

15. 皇朝藩部要略  4711871495661 祁韻士等撰 據光緒 10 年刊本重印             2 冊  2,900 
祁韻士，字諧庭，一字鶴皋，壽陽人，乾隆進士。官戶部郎中，坐事戊西疆，尋釋回。著有藩部
要霎、西陲要略、西域釋地等，於山川形勢及古人爵裏姓氏，多所記覽。是輯專紀蒙古內附始末，
自清太祖撫東四盟，迄至高宗綏服准爾，收納土爾扈特，受撫蒙古諸部劃治經過，均予詳考縷述，
得卷二十二。武進李兆洛為序，而是書成於光緒十年。 

16. 平定關隴紀略  4711871495678  楊昌濬撰 據光緒 13 年刊本重印              3 冊   4,150 
同治元年，陜西漢回相互仇殺，始則因細隙構釁，旋因官府措置失當，釀為民變。一時甘陜甯回
民焚官府、奪城池，乃成燎原之勢。清廷先派勝保以欽差大臣入陜平亂，敗績。後繼者多隆阿、

http://www.chengwen.com.tw/tc/cat/hng/guo/guo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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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興阿亦屬師久無功。同治五年，左宗棠由閩浙以欽差銜轉督陝甘，劉典副之。旋以撚軍擾京畿，
回師拱衛。七年左軍再出京西行，五年間逐白彥虎、誅馬化龍，玉門關內悉平。是役之勝，奠定
規複塞北建省新疆之基，意義甚大。是書為楊昌浚所輯左公平定關隴始末，起同治元年太平扶王
陳得才入陜，止同治十二年左軍克肅州。為治近代社會動亂史必備材料 

17. 山東軍與紀略  4711871495685  據光緒年刊本重印                         2 冊   2,550 

是書專記咸豐初山東兵匪之禍始末，惟系以年月，事件歷歷可考。是書首尾二十二卷，卷一記太

平軍北擾京畿之際，豫魯兵事情狀; 卷二至卷九記撚亂; 卷十、巷十一記地方股匪; 卷十二、十三

記邱莘教匪; 卷十四至卷十六記教匪餘緒; 卷十七、十八記幅匪(即土匪); 卷十九記鄒教匪 (同為教

匪，以別邱莘); 卷二十記川淄土匪; 卷十一記黃崖土匪; 卷二十二記團匪 (地方團練轉而為匪者)。 

所記事件或相關屬，或為突發，均予錄入。時間則涵咸豐朝至同治中期。 
18. 戡靖教匪述編  4711871495692 石侯編 據道光 6 年刊本重印                  1 冊   1,050 

勘乾隆末造，白蓮教聚眾為亂，成燎原之勢。嘉慶前期，湖北、河南、四川、陜西及甘肅等省 迭

遭兵亂，赤地千里，至嘉慶九年始予肅清。然已耗餉億萬民不堪命。是書記川陜教亂始末，得卷

十二，卷一至卷八記四川教亂，卷九至十記陜甘楚豫，卷十至十一雜述，記教匪殉難諸人死事情

況及其它，卷十二附述收公牘書劄等。 

19. 保甲書輯要  4711871495708  徐棟撰,丁日昌校 據同治 10 年刊本重印         1 冊    1,000 
周禮倡鄉比，商君行什伍，王安石立保甲，其名雖異，為用則一; 或為弭盜安民、或為編籍賑饑、
或為寓兵于農。清代亦沿用保甲制，設牌頭，甲頭，保長，戶給印牌，上書姓名丁口，出則注其
所往，入則稽其所來，寺觀客棧亦然，一如今之戶籍底冊及其異動紀錄。道光初。徐致初撰牧令
書，先集保甲四卷，以為從政權輿。同治八年，丁日昌重為校訂，刪汰部份，仍分四卷，卷一定
例，卷二成規，卷三廣存，券四原始，為治清代地方制度史者不可缺之基本參考資料。 

20. 團練事宜  4711871495715  朱孫詒編 據同治 1 年刊本重印                    1 冊    1,050 

有清一代 制軍組織龐大，養費糜算。太平之亂起，八旗綠營並潰，而湘淮各勇取而代之。湘軍之

起，始自團練。而湘軍團練之成，則得力朱孫詒。孫詒于咸豐二年署湘鄉縣，羅澤南、王鑫、李

續賓、續宜兄弟皆其選派者也。咸豐八年，朱孫詒撰團練事宜一種，以為主事者參酌之用。是書

詳敘團練之組成，訓練、後勤、紀律、旗式、及籌餉各端，後附同治十二年刊行之有關奏疏及湘

勇源流，治太平天國史及湘軍史重要史料。 

21. 湘軍志  4711871495722 王闓運撰 據宣統 1 年重刊本重印                     1 冊    1,050 
王闔運，字壬秋，號湘綺老人，湖南湘譚人。咸豐初大平亂熾，入曾國藩幕，深稔湘軍將帥及行
陣種切，於光緒十二年撰成湘軍志一書; 得篇十六，詳紀湘軍剿平太平軍及撚苗陝回等亂始末，末
為營制及籌餉兩篇，為研究湘軍之一手素材。書成後曾國荃所以記間有不為湘軍將帥諱者，頗不
懌。然則足證湘綺未嘗曲筆回護也。宣統元年，衡陽喻謙重為翻刻，本書即據此重印。 

22. 湘軍記  4711871495739  王定安撰 據光緒 15 年刊本重印                    2 冊    1,800 
王湘綺繼湘軍志後，東湖王鼎臣複有湘軍記之輯，是書始作於光緒十三年，成於光緒十五年，稿
成後複經曾國荃，郭嵩燾校訂，于同年付刻。是書體例與湘軍志大同小異，得卷十九，後附營制
篇，共二十篇。王湘綺湘軍志既成書于前，曾沅圃再情王鼎臣執筆重為湘軍之記者，蓋以前書所
記不無附會立異之疵。貿則未必。惟本書所記起自道光三十年，止於光緒十三年．通實三十八載．
以湘軍為綱，以它軍戰史附之，較前書更稱詳盡耳。 

23. 湖南苗防屯政考  4711871495746  但湘良輯 據光緒 9 年刊本重印           5 冊    6,400 
西南苗疆自元行土司制．明代承之。清初乃有改土歸流之議，雍正朝鄂爾泰督雲貴，規模粗具．
乾隆之世黔東苗亂起。張廣酒督師討平，再定苗疆。湖南等地乃陸續設置州縣，分任流官。嘉慶
之世湘黔苗民再生事端，旋予討平，光緒五年，但湘良署湖南屬永沅靖道，以案牘散失，于成法
竟不可考，乃訪得屯防被覽抄本十二卷，博征旁校，厘定次第，並增補嘉慶前後文移箋啟及當事
諸人章奏，及歷年防苗事實，分為十門，得卷十五，卷首附湖廣督徐宗瀛，卡寶弟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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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浙東籌防錄  4711871495753  薛福成輯 據光緒 13 年刊本重印                1 冊    1,300 
光緒十年，中法以越事構釁，戰事大起。法海軍毀福州船廠，攻基隆，封鎖長江口以南海十一年
二月間浙東籌防有關文件匯輯成書，總為四卷。卷一收秉牘詳文，卷二收書牘，卷三收咨、移、
劄、照會、告示，卷四收電報。為中法戰爭史之直接材料。薛福成，字叔紜，無錫人。光緒中以
副貢入李鴻章幕。首出使英法義比諸國。 

 

** 第二輯 共 6 種   92 冊   總價 113,000 元  
1. 欽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 4711871495760 慶桂、章煦等纂 據嘉慶 15 年刊本重印    69 冊  83,200 

嘉慶元年，白蓮教亂大起，由湖北蔓延川陝並波及甘肅。始則清廷簡派額勒登保、德楞泰諸人通力清剿，
而叛眾聚合無常，以致三省麋爛，最後終不得不藉堅清壁野及城堡戰略因應，教亂乃于嘉慶九年平息。
計耗帑二億餘兩，撲殺教民數十萬，被害官兵及黎庶更不可以數計。是役乃盛清中衰之始，蓋未幾乃有
天理教及回苗等亂髮生，非特民力大傷，郎清廷之腐敗無能亦由是暴露無遺。是輯收剿平教匪紀錄正續
及附篇共四百卷，詳紀嘉慶元年正月至嘉慶十四年七月兵事種切。為研究川陜教亂之實錄。 

2. 御製制親征平定朔漠方略  4711871495777 溫達等纂 據康熙 47年刊本重印    10冊   13,500 
清太祖努爾哈赤之起，漠南蒙古先被兵威。皇太極在位時期，喀爾喀三部亦先後臣服。康熙初年，厄魯
特蒙古准礍部礍爾丹引兵東犯，漠北三部大潰，托庇中國。康熙帝命礍爾丹返還三部之地，不受。康熙
帝命將出師。康熙二十九年大破礍爾丹。帝親至多倫安撫三部。康熙三十五年，複親征礍爾丹。翌年礍
爾丹兵敗死，三部重歸故土，外蒙臣服。是輯乃綏服漠北詳細紀錄，起自康熙十六年，止於康熙三十年，
得卷四十。自卷十五起，逐日詳記用兵經過，為治近世中國邊疆史不可或缺之直接史料 

3. 欽訂剿捕臨清逆匪紀略  4711871495784  舒赫德等纂 據乾隆年間刊本 重印  3 冊    4,200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山東濤張縣城王倫以清水教號召亡命，乘大軍征金川內地空虛之際，率眾攻
取縣城，連陷城池。高宗命大學士舒赫德督師，左都禦史軍機大臣阿思哈，率健銳火器營兵千人
往剿，倫敗自焚死。王倫之亂雖未成燎原，然乾隆之世用兵耗餉，民力已有不堪之勢。一葉知秋，
清中葉後叛亂踵接，未嘗不自此始。 

4. 欽定平定教匪紀略  4711871495791 托澤等篡 據清嘉慶二十二年刊本重印     8 冊   10,600 
嘉慶十八年九月，河南滑縣天理教以李文成為首，聚眾叛亂，攻取縣城。直隸之長垣、東明，山
東之曹縣、定陶等地教民向應之。而京城教民以林清為首，賄通太監，擬乘嘉慶帝回鑾同時發動。
乃以李文成先期舉事，倉促率眾襲禁城，事敗。天理教之亂蔓延凡三省，帝命那彥成為欽差大臣
剿河南教匪，提督楊遇春、總兵楊芳等率師會剿。是年十月山東監運使劉清大破教民，十一月楊
芳擒斬亂首李文成，十二月克滑縣，事平。是輯所收章奏上諭等起自嘉慶十八年九月，訖于嘉慶

廿一年，共四十二卷。另卷首收禦制文若干篇，中以代序一文詳敘亂事始末。可為索驥之用。 

5. 平定教匪紀事  4711871495807  勒保撰 據嘉慶抄本重刊                      1 冊    750 

書專記嘉慶初三省教亂始末，文字簡潔，紀事清晰，通貫乾隆六十年至嘉慶八年間兵事，後附各

路官兵殲擒倡亂首領諸人姓名及簡要經過，是書所記雖失之過簡，然不乏官書紀錄之所無。研究

嘉慶社會動亂史之重要紀事。 

6. 襄陽兵事略  4711871495814 吳慶燾撰 據光緒 17 年刊本重印                   1 冊    750 

荊襄自古為兵家必爭地，襄樊一隅，尤稱形勝，蓋控鞍樊則扼南北重鎮，居退守進攻之便。光緒

廿七年。吳慶燾寬仲就襄樊形勢，窮耕諸史，泛收歷代用兵經過，總為是書。上起周桓王十七年

下，止明思宗十六年，排比甚詳，按論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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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⓫號 傳記族譜及相關書目 
 

  書名 著  者 價格  頁碼 

1 清代硃卷集成 (八千餘人 ) 顧廷龍主編  608,000 122 
2 臺灣私藏家族及地方歷史資料目錄 Ted A. Telford 主編; 3,200  
3 美國家譜學會中國族譜目錄 Telford、Thatcher、Young 1,800  
4 國朝列卿記   雷禮纂輯 51,200  
5 本朝分省人物考 過廷訓纂集 59,000  
6 翁同龢日記排印本    翁同龢撰 13,200  
7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舒赫德等撰 3,200  
8 續表忠集    趙起士纂輯 4,800  
9 萬木草堂遺稿及外編、續集 康有為著 蔣貴麟編 5,650  
10 沈家本年譜 張國華‧李貴蓮合著 1,500  

11 高陶事件始末 陶恒生著 1,300  
12 臺灣史上的人物 楊雲萍著 650  
13 洪棄生先生遺書    胥端甫編輯 12,000  
14 抑盦詩詞集    胥端甫著 750  
15 清末民初史料叢書55種   143,000  
16 英文本傳記工具書4種    

 

新編 ---首度公開出版發行！ 
 

1) 清代硃卷集成   4711871494855            420冊   台幣608,000 

顧廷龍主編  陳先行  吳織  顧文韻  胡群耘  童芷珍協編  
 

◆ 自康熙至光緒，創造歷史的八千餘文武百官履歷、傳記、譜系、 

    撰述、 行誼及科舉功名、文學菁華盡收於此。清代中式的舉人、進士都 

    將履歷、科份等刻印、齊集此篇偁之硃卷   

      三個主體部份所組成: *附人名索引 

一、履歷: 登本人姓名、字號、排行、出生年月、籍貫、撰述、行誼，並

載本族譜系，最簡為祖批三代。亦有上自始祖下至子女、同族尊長、

http://www.chengwe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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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侄輩以及母系、妻系無不載入。凡有科名、官階、封典，著作亦

注入名下。再錄師承傳授如受業師、問業師、受知師之姓名、科名、

官階以示學問淵源有自。  

二、科份頁: 載本科科份、中試名次、官職科名、主考官姓名官階與批語等。  

三、科舉應試是文學菁華, 追求修辭技巧形式的完美，是研究文學第一手

材料。在考官的評語中，可辨別清代取士的標準，及清代教育狀況。 

本書集科舉文獻、傳記檔案、文學、教育資料之大成，清代文武百官

履歷、傳記撰述、行誼盡收於此, 為學術研究極待利用的重要歷史文

獻，各圖書館、研究所所必備。 

 

◆ 新 編 族 譜 目 錄 兩 種 ◆  
 

2) 臺灣私藏家族及地方歷史資料目錄  4711871492912  1 冊 1198 頁   3,200 
Ted A. Telford 教授主編; 美國家譜學會攝製收藏; 本目錄收錄 12,812 種族譜等資
料 附姓氏及分佈地區索引)2007 年 11 月出版;  
美國家譜學會重視世人生存之歷史記錄, 自 1974 年即在臺灣著手族譜搜集之規劃, 
由譜學專家王世慶先生主持包含田野調查等專案, 複與中華學術院譜系學研究所及
宗親譜系學會合作, 擴大組織規模以迄 1985 年完成, 共搜集得族譜約九千餘種, 姓氏一
百七十余, 連同他處收集者製成微縮膠片並複製後交予該學會各分館及學術機構, 提供
讀者利用.得此「臺灣私藏家族及地方歷史資料目錄」嘉惠讀者。 

 

3) 美國家譜學會中國族譜目錄  4711871492929              1,800  
編輯: Ted A. Telford, Melvin P. Thatcher and Basil P. N. Yang 
本目錄收入 3,109 種族譜等資料 附區域分怖姓氏索引 譜名索引 
1983 年出版 1 冊 428 頁 

  本公司於 1983 年所出版該學會「美國家譜學會中國族譜目錄」系美國家譜學會
與世界各地圖書館及相關機構取得之資料製成微縮膠捲後整編之目錄, 其中包括
臺灣中央研究院、國史館、國家圖書館等及大英博物館；美國國會、哥倫比亞大學、
哈佛大學、胡佛研究院等圖書館；日本國會、內閣文庫、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圖
書館, 此目錄收集以中國譜系為主,。「臺灣私藏家族及地方歷史資料目錄」系以
當年田野調查所得臺灣譜系資料為主。 

4) 國朝列卿記  4711871494794 (明 )雷禮纂輯 ,雷瀅瀛、雷條增纂 ,       25 冊 51,200 
收錄自洪武六年至萬曆二十年間(1368- 1592)，共三千三百人，幾歷任中書省、禦
史、台殿閣，部、院、府、司、寺、監各堂上官及總督、巡撫之文臣，皆循世系，
錄為年表，列傳紀表其行實。總計一百六十五卷，依次為中書省匹巷，弘文館、
侍臣、殿閣三卷，內閣六卷，詹事府五卷，翰林院四卷，六部四十六卷，禦史台、
都察院十二卷，通政司九卷，大理寺卷，總督巡撫三十二卷，大常寺六卷，四夷
館二卷，順天、應天府四卷，光祿寺六卷，太僕寺六卷，鴻廬寺三卷，國子監七
卷，尚寶司一卷。此書之內容不僅可提供吾人就時間的連貫，綜觀明代政治的興
衰，典章文物的創廢，更可就時間的差距，比較不同人物之經歷，而分析考究明
代政策制度的沿革、實施、及評斷其得失。同時此書附有本社編印之人名筆劃索
引，更利查閱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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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朝分省人物考 4711871494787（明）過廷訓纂集 據天啟二年刊本重印 30 冊 59,000 

本書收錄自洪武迄萬曆初年間之人物傳記(1368- 1620) 總共五千一百餘人，附新編
人名索引，其收錄方式不問其遭遇之顯晦，不限其官品之門類，擇其事功、文章，
德業聞譽彪炳者，依省府地域之別而輯成。內分一百十五卷，依次為: 北直隸十
卷、江西十三卷、福建六卷、湖廣八卷、河南十卷、山東五卷、山西四卷、陝西
四卷、四川三卷、廣東三卷、廣西霎南貴州三卷。是書之編輯體例，不同於一般
傳記，它看重於人物的評價。所載人物列其字型大小出生地、先世、科分、功名、
事功、爵位、官評、鄉評等，為名符其實之明代人名傳記大辭典。 

6) 翁同龢日記排印本 4711871494893  翁同龢撰 趙中孚編輯 1979 年刊本 6 冊 13,200 

翁同龢字叔平號瓶生、又號瓶廬、諡文恭，生於道光十年卒於光緒三十年
(1830-1904)，江蘇常熟人，咸豐六年中進士授修撰，服官四十年，歷任內閣學士，
禮部侍郎，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禦史，刑部尚書，工部尚書，戶部尚書。光緒
二十年授軍機大臣，二十一年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等輝煌的政治資歷，為清
朝、同治、光緒之重臣，對中國近代史之影向至巨。本日記原系手寫本，起于咸豐
八年(1858)止於光緒三十年(1904)，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於民國十四年按原本影印出
版，為學術界所倚重。然日記以行草寫成，字跡亦甚潦草，字體大小間雜，閱讀費
時推敲，逐敦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趙中孚先生，整理錄成楷書再重
行排印，得以一目了然，並附人名，地名引得，以利使用者查檢，加惠士林。 

7)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舒赫德等撰 據乾隆四十一年刊本重印        2 冊 3,200 
是書系乾隆帝念明季殉節諸臣各為其主，義烈可嘉，更冀以褒闡忠良，風示未來，
遂命大學土九卿等集議，將明惠帝建文靖難及晚明殉節諸臣匯為一編，用資表彰。
舒赫等於四十年十一月初十奏旨，翌年十一月初八書成進呈，御賜「勝朝殉節諸臣
錄」，交由武英殿刊行。本書稽考史乘，以明史及輯覽為主，參以大清一統志及各
省通志，計得殉節諸臣，其立身始末卓然可傳入專諡者三十三人，其平時無甚表現
而慷慨致命入通諡者千五六百人，微官末秩諸生韋布及山樵市隱不能一一議諡並祀
于所在忠義祠者二千二百四十九人。均列姓名，考證事蹟，注明資料出處，分為封
疆殉節，甲申殉節。福王殉節，唐王殉節。魯王殉節，桂王殉節，寇難殉節等項。
書尾附有本社編印之人名索引，按筆鏟及首部排列，甚易查閱。4711871494824 

8) 續表忠集 4711871494831  趙起士纂輯 據康熙年刊本重印             3 冊 4,800 

趙吉土，順治舉人。康熙間任山西交縣令。縣有交山，向為巨盜淵藪，起士設計進
捕，盜首先後就擒，以功官至國子監學正。是書收晚明天啟及崇貞年間(1621-1645) 
因閹禍死難或抗流賊喪生忠義事蹟八卷，個別入傳者兩百餘人，合傳猶在其外。新
安汪紫滄為之序。四庫全書未著錄而僅存其目者，或以其卷首載汪灝所為序故也。 

9) 萬木草堂遺稿及外編、續集康有為著 蔣貴麟編 1978-83 年初版 4 冊 5,650 
康有為 (1858~1927)原名祖詒、字廣夏號更生、一號長素，廣東南海人、亦謂南海
先生，康氏初受教于朱次琦，其學出於宋明理學，而以經世為用為主，奠定理學、
政學之基礎，後致力於歷代掌故研究，有出而用世，澄清天下之志。三十四歲(1891)
講學于廣州長興裏即萬木草堂名之。 
光緒二十四年康氏主導戊戌變法、百日維新失敗，脫走海外創保皇黨，以虛君共和
制相號召，但終無所成，康氏天資穎悟，古今學術無所不窺，每有創論常開風氣之
先，其著作有張伯楨輯編、康南海先生遺著匯刊二十二集等。本書萬木草堂遺稿
一冊，系匯刊未收之遺著，重新排印為十類，為論辨、序跋、奏議、書牘、傳志、
雜記、演講、辭賦、哀祭、詩詞十類。 
遺稿外編兩冊 則收錄康子內外篇十五篇、萬身公法書籍目錄提要、實理公法全書、
民功篇、弟子職集解、毛詩禮征、所藏中國畫目、宋元板書目、南海先生遺文輯存
及函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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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稿外編續集一冊: 編者于上兩書完成後，未歇陸續收集，後得日本關西大學出祥伸
教授等人，將近年來續得康有為旅居東瀛寫贈犬養木堂與柏原文太郎之詩文、書劄、
橫縝、及長沼弘毅 收藏 對聯多件，又大陸學者湯志鈞選輯「康有為政論集」，提供。
爰將近年所獲之詩文、序跋、函劄、通電、演說辭，系年編排，校勘說明，彙編續集，
亦所以保存康先生之手澤，以供學者參考之資雲爾。4711871494916 

10) 沈家本年譜 4711871494909 張國華‧李貴蓮合著 1991 年版             1 冊 1,500  

11) 高陶事件始末 4711871495845 陶恒生著 2001 年版 精裝             1 冊  1,300 

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對日抗戰期間， 高宗武、陶希聖隨汪兆銘自重慶出走次年
在上海參與汪組織與日本和談，在洞悉日本妄圖誘降及及滅門血案中國之野心，對
和談運動徹底失望決定脫離，即在香港大公報揭發汪精衛與日本簽署賣國密約之事
實, 此高陶兩人隨汪主和至脫汪之事件謂之「高陶事件」，高陶隨汪出走，有主和、
投敵、臥底、漢奸之說，作者為其次子，以民國二十八年初亦陷上海險落為人質，
後幸有義助者能逃脫至香港，以每有對此事件的緣由經過各有申論，乃就身曆其境
的記億及未發表的父親信件及資料、作印證公諸於世，將此公案來龍去脈作一重
現，供現代史及學者參考焉。 

12) 臺灣史上的人物 4711871495913  楊雲萍著 1981 年版                1 冊  650 

本書為著者于民國 1952 年間，應中華日報社之邀約而撰，連載於副刊共得 120 篇
120 人。當時用寫臺灣「人物」以寫臺灣的「歷史」。除關注社會、政治、經濟、
制度的歷史主題外，重視「人」的存在，乃是著者對歷史的必要貢獻。 本書經楊
教授就原撰再作訂補並附錄四篇: (1)人人雜誌創刊前後 (2)蔣渭水先生之追憶 (3)
楊爾康先生之追憶 (4)溪山煙雨樓詩存序。 

13) 洪棄生先生遺書 4711871496330  胥端甫編輯 1970 年刊本           9 冊  12,000 

洪棄生學名一枝字月樵又字棄生，臺灣鹿港人，生於清同治六年，卒於民國十
八年。光緒二十一年臺灣割與日本，遂絕意仕進不再內渡赴考，潛心于詩古文
辭，為淪陷後臺灣國學界之魯靈、光殿，身居棄地危言危行，挖揚風雅鼓舞民
氣，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以遺民終其生，其作品經搜集可歸成三類: 
一 詩詞類: 謔蹺集 7 卷、披晞集 7 卷、寄鶴集 9 卷補遺 1 卷、八州詩草 5 卷、

試帖詩集 1 卷、詞集 1 卷，文辭沈麗，筆調清新，詠歎興亡、自抒悲噴之倚，
彌漫其間。 

二 文史類: 詩話 7 卷、駢文稿 3 卷補遺 3 卷、古文集 3 補遺 3 卷、書劄 1 卷，
制義文 1 卷，其書劄、策論、帖括等文兼流暢，論詩品、斷史實等貶褒公正。 

三 記述類:八州遊記 12 卷，記其遊歷中原八省之見聞、趣礦。瀛海偕亡記，
記臺灣被割據後，保台抗日之經過。中東戰記 1 卷，中西戰記 2 卷，記清光
緒十年，中日為朝鮮，中法為安南，構釁始末。   同時，此書之特色實具
兩端:(1) 就文學的欣賞，可領略到詩人感時之悲，痛亡國之憤，壯士捐驅之
慨，氣吞山河之勢。(2)就史料的記述，可瞭觀臺灣被割據前後之重大史實，
進而洞悉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狀況。 

14) 抑盦詩詞集 4711871496347  胥端甫著 1973 初版                     1 冊 750 

著者四川鹽亭人，字抑盦，自幼銳志於學，稚齡諷誦，見稱鄉人，自四川大學中文
系畢後，歷任軍政官職，自川而湘、而鄂、而蘇、而中州、陝甘、而臺灣，以生當
亂世，寄以歌吟時有驚人之句，傳誦朋儕，有鴻爪集、抗戰從軍集、南平墾殖集、
西北集、瀛洲集、陽明山莊集、苓山精盧集共十一卷，詩詞一千五百餘首，自成一
家。作者另有著作詩史與世運，劉銘傳史話，劉銘傳抗法保台史，芝山藝談錄，臺
灣文學藝術史稿等。 

15) 清末民初史料叢書  五十五種    115 冊      總價 1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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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叢書五十五種，收自道光以降、咸豐、同治、光緒、宣統年間及民國初年之史料，
其中以奏稿、奏議、遺書、遺集、全集為主，部份為年譜、紀略、志、記、文集等。
共一百一十五冊。 清末民初為中國國境開放，面臨列強侵略、東西交往頻繁的時
代，亦為清帝腐敗積弱及革命共和舉造的關鍵時期，悠關中國之盛衰及民主建立的
時刻，本叢書提供對近代及現代史的政治、經濟、外交、法律、文學、哲學、軍事
等頗具體的珍貴史料。 含有顯現時代真實情境或對清末積弱民初時政批判的文
學、詩賦以及科舉為官，著重體裁的奏、疏、稟、片，及兼具史傳、藝文的序、跋、
銘、詩、表、記、文等堪稱具備。另附書名簡表及簡介如下: 

 

1 籌瞻疏稿 鹿傳霖撰 據光緒 26 年刊本 1 冊 1,250 

2 拙遵園叢稿 黎庶昌撰 光緒 21 年刊本 1 冊 1,400 

3 劉武慎公遺書 劉長佑撰 光緒 17 年本 7 冊 9,000 

4 劉襄勤公奏稿 劉錦棠撰 光緒 24 年本 4 冊 5,200 

5 李忠節公奏議 李秉衡撰 民國 19 年鉛印本 2 冊 2,950 

6 李忠武公遺書 李續賓撰 光緒 17 年刊本 1 冊 1,500 

7 楊勇愨公奏議 楊嶽斌撰 光緒 21 年刊本 4 冊 5,200 

8 蒿盦奏稿 馮煦撰 民國 12 年刊本 1 冊 1,250 

9 繆武烈公遺集 繆梓撰 光緒 7 年刊本 1 冊 1,400 

10 審安齋遺稿 陳伯瀾著 民國 13 年刊本 1 冊 1,400 

11 張文毅公奏稿 張芾撰 光緒 2 年刊本 2 冊 2,400 

12 譚文勤公奏稿 譚鍾麟撰 宣統 3 年刊本 2 冊 2,900 

13 錢敏肅公奏議 錢鼎銘撰 光緒 6 年刊本 2 冊 2,800 

14 岑襄勤公年譜 趙蕃編 光緒 25 年刊本 1 冊 1,250 

15 退耕堂政書 徐世昌撰 民國 3 年影本 5 冊 6,900 

16 侯官嚴氏叢刻 嚴複撰 光緒 27 年刊本 1 冊 600 

17 籌海初集 關天培撰 道光 16 年刊本 2 冊 3,000 

18 防海紀略 芍唐居士撰 光緒 5 年刊本 1 冊 600  

19 倭文端公遺書 倭仁撰 光緒 1 年刊本 2 冊 1,600 

20 林文直公奏稿 林紹華撰 民國 16 年刊本 2 冊 2,400 

21 粵海關志 梁廷琢等撰 道光刊本 4 冊 5,000 

22 劉武慎公年譜 鄧輔綸、王子受合編  光緒 25 年刊本影印 1 冊 1,250 

23 財政條議 劉世珩撰 光緒 32 年刊本 1 冊 600 

24 隆裕皇太后大事記 敦崇紀 民國 2 年刊本 1 冊 600 

25 郎潛記聞 陳康祺撰 光緒 6 年刊本 4 冊 5,000 

26 辛亥殉難記 吳慶抵修 民國 24 年刊本 1 冊 1,050 

27 耐庵奏議 賀長齡撰 光緒 7 年刊本 3 冊 4,200 

28 湯貞湣公年譜 陳韜編 民國 22 年刊本 1 冊 600 

29 覺顛冥齋內言 唐才常撰 光緒 24 年刊本 1 冊 1,800 

30 沈文忠公集 沈兆霖撰 同治 8 年刊本 1 冊 1,550 

31 吳文節公遺集 吳文鎔撰 咸豐 7 年刊本 4 冊 5,800 

32 裕靖節公遺書 裕謙撰 道光 21 年刊本 3 冊 4,500 

33 蘄水湯先生遺念錄 湯化龍撰 民國 8 年鉛印本 1 冊 1,250 

34 庸盦尚書奏議 陳夔龍撰 民國 2 年鉛印本 5 冊 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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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趙文恪公年譜附遺集 趙光撰 光緒 16 年刊本 1 冊 1,800 

36 張公襄理軍務紀略 丁運樞等編 宣統 1 年石印本 2 冊 2,400 

37 將吏法言 徐世昌撰 民國 8 年刊本 2 冊 2,400 

38 初使泰西記 志剛撰 光緒 3 年刊本 1 冊 1,600 

39 仙屏書屋初集文錄 黃爵滋撰 道光 28 年刊本 2 冊 2,900 

40 吳白屋先生遺書 吳芳吉撰 民國 23 年刊本 3 冊 2,400 

41 開縣李尚書政書 李宗羲撰 光緒 11 年刊本 1 冊 1,250 

42 毛尚書奏稿 毛鴻賓撰孫葆田編 宣統 2 年刊本 2 冊 2,900 

43 馬端敏公奏議 馬新貽撰 光緒 20 年刊本 2 冊 1,400 

44 多忠勇公勤勞錄 雷正綰纂輯 光緒 1 年刊本 1 冊 800 

45 曾忠襄公全集 曾國荃撰 光緒 29 年刊本 8 冊 10,000 

46 岑襄勤遺集 岑毓英撰 光緒 23 年刊本 4 冊 5,200 

47 饒崧生先生折譜 饒旬宣編 光緒 19 年刊本 1 冊 600 

48 周武壯公遺書 周盛傳撰周家駒輯 光緒 31 年刊本 2 冊 2,400 

49 復庵遺集 許玨撰 民國鉛印本 2 冊 3,000 

50 水流雲在館奏議 宋晉撰 光緒 13 年刊本 2 冊 3,000 

51 陳文忠公奏議 陳寶琛撰 民國 25 年刊本 1 冊 1,400 

52 陸文慎公奏議 陸寶忠撰 宣統 3 年刊本 1 冊 600 

53 袁世凱之禍黔 劉世傑編 民國 1 年刊本 1 冊 600 

54 民國十年之吳佩孚 改造湖北同志會編 民國 10 年鉛印本  1 冊 800 

55 吳佩孚戰史 得一齋主人編 民國 11 年鉛印本 1 冊 600  
1. 籌瞻疏稿 4711871494930 鹿傳霖撰 據光緒 26 年刊本重印 (分售價格) 1 冊 1,250  

鹿傅霖，字芝軒，直隸定興人，同治元年進士。歷任陜撫、川督、粵督、吏部尚書、大學士、軍機大臣。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時督四川，以川藏逆境土司屢興紛爭，且受制藏官有年，邊防不無窒礙。乃發兵克
定全膽，藉保西藏，以防英俄覬覦。是書收鹿傅霖籌瞻、籌藏疏稿三卷，敷陳多切中時弊。惟以時變頻
仍，所奏多未見諸實施。然每於疏奏間陳述西南邊陲實況，為治近代外交及邊疆民族史重要利料。 

2. 拙遵園叢稿   4711871494947  黎庶昌撰  光緒 21 年刊本       1 冊 1,400 
黎庶昌，字蓴齋，貴州遵義人，出身廩貢。同治中于役安慶大營，見知曾國藩。光緒初，隨郭嵩
出使英國，著「出使英倫記」，頗灼人口。光緒八年任出使日本大臣，于琉球朝鮮等交涉精心擘
劃，不遺餘力。光緒十三年再任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品學精粹，為晚清罕見外交人材。是書收
奏議、論著、雜文、見聞等共六卷。論述見解精闢，于寰宇大勢尤多闡述。奏議亦不乏警語。 

3. 劉武慎公遺書   4711871494954  劉長佑撰  光緒 17 年本         7 冊 9,000 
劉長佑，字印渠，湖南新寧人，拔貢出身。咸豐初太平軍犯長沙，長佑率團練擊走之，自是轉戰
湘贛間。咸豐末長佑以軍功游擢廣西巡撫，于地方多有興革。同治初授粵督，旋轉直督受命剿撚，
以事革。光緒二年複授雲貴總督、十三年卒。是書共三十卷，計卷首一卷、奏稿二十一卷、稟牘
四卷、尺牘二卷、官書及詩文遺事各一卷。 

4. 劉襄勤公奏稿   4711871494961  劉錦棠撰 光緒 24 年本           4 冊 5,200 
劉錦棠，字毅齋，湖南湘鄉人，監生出身，劉松山侄。同治間西北回亂大熾，隨松山轉戰陝甘。同治
十年誅回首馬化滌。光緒初再隨左宗棠征新疆。頗有戰功，卒平阿古柏帕夏及白彥虎，底定西北返陲。
光緒十年授新疆巡撫。十七年免。是書得奏稿十五卷，于新撫任內種切疏奏不憚其詳。起自光緒四年，
訖於光緒十五年，多言吏治、民情及邊務事，為治近代邊疆政治社會史主要原始資料之一。 

5. 李忠節公奏議   4711871494978  李秉衡撰 民國 19 年鉛印本        2 冊 2,900 
秉衡，字鑒堂，奉天海城人。初為縣丞，遷州府，頗收政聲，光緒十一年以越事亟，率軍與馮子
材分任職守，於行陣間不無勳績。甲午戰起，授山東巡撫，光緒二十三年簽川督，未蒞任，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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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教案措置過當，中德交涉枝節橫生故也。光緒二十六年拳亂起，奉召入京，力主戰。及至聯軍
犯順，秉衡兵敗吞金死。是書共十六卷，奏疏起光緒十年，止於二十六年七月。秉衡以守舊著稱，
排斥新政不遺餘力。所收奏議為研究近代涉外事件如膠澳、拳亂等案原始材料。 

6. 李忠武公遺書   4711871494985  李續賓撰 光緒 17 年刊本          1 冊 1.500 
李續賓，字迪淹，湘南湘鄉人、諸生。從羅澤南學，咸豐初太平軍勢熾，再從羅澤南轉戰鄂贛。

咸豐六年克武昌，八年拔九江，授浙江布政使。未到任，複轉戰皖境。同年十月，以眾寡懸殊．

戰歿于三水陣。是書收函牘、遺書、及褒節錄等，函牘多致官文、曾國藩及胡林翼等中興將帥手

稿，為治太平天國史不可或缺之材料。 

7. 楊勇愨公奏議   4711871494992  楊嶽斌撰 光緒 21 年刊本         4 冊 5,200 
楊岳斌，原名載福，字厚庵。湖南新化人。咸豐初，太平軍勢厲，隨曾國藩轉戰鄂贛間，與彭玉
麟並統水師。咸豐八年，擢提督。同治三年，督辦江西皖南軍務。旋授陝甘總督。五年以前敵兵
變措施過當革留。光緒元年，再偕彭玉麟整頓長江水師。九年中法戰起，十一年嶽斌率十二營援
臺灣。十六年卒，諡勇懿。是書收楊嶽斌奏議十六卷，除卷首外，卷二至卷十六要皆為岳賦授福
建陸路提督旨准折奏事後所上疏稿，為治太平天國史主要材料。留意湘軍始末之學者，尤應參閱。 

8. 蒿盦奏稿   4711871495005  馮煦撰 民國 12 年刊本               1 冊 1,250 
馮煦，字夢華，江蘇金壇人。光緒十二年進士。歷任皋、籓、安徽巡撫，光緒三十四年辭免。是
書為門人魏家驊編次，得卷四; 卷一收謝恩折，卷二至卷四之半皆撫皖奏稿，余為江皖查賑奏陳
種切之件。其中于新政措施，滿漢畛域等事頗有敷陳，而所奏宣統間江皖豫災賑質情尤足參考。 

9. 繆武烈公遺集   4711871495012  繆梓撰 光緒 7 年刊本            1 冊 1,400 
繆梓，江蘇栗陽人，道光舉人，曆官州縣，有循聲。咸豐初，淮河以發亂阻梗，繆梓創海運暨重
開劉河口故道，漕米得賴挽運。上海小刀會之亂，梓募勇保浙西。咸豐八年，梓再合總兵李定太
部堵剿太平軍。以軍功擢按察使，並籌槽運要務，頗多建樹。同治初太平軍犯杭州，梓與撫臣羅
遵殿盡心籌畫防務，以援兵不至死難。是書除詩文外，並收函牘等共五卷，其間不乏精闢之見。
于海防、吏治、民生諸弊之指陳尤切其實。 

10. 審安齋遺稿   4711871495029  陳伯瀾著 民國 13 年刊本           1 冊 1,400 
陳伯瀾，早歲師事劉古愚于徑陽書院，後入粵督陶文勤幕。對清末之政局，戊戌變法，辛醜議和皆有
言論, 民國後供職財政部，陳氏稔財經實務，所見亦過人，於鹽政、稅務之設計規劃改革等意見尤切中
時要。惟以際遇多蹔，落拓宦途以終。是書含論說二篇、文鈔二卷。入蜀口記一卷及審安齋詩稿二卷。 

11. 張文毅公奏稿   4711871495036  張芾撰 光緒 2 年刊本            2 冊 2,400 
張芾，字黻侯，陜西涇陽人，道光十五年進土。歷任鄉試考官、學政、江西巡撫。咸豐初，太平軍竄江西，
芾籌糧供餉，並率部堅守南昌，頗著勞績。咸豐四年以言專獲咎革，王茂蔭力保，發交安徽軍營。咸豐十
一年陝西回氛大熾，命督辦團練，防諸叛回。同治元年，于渭南戰歿，諡文毅，是書收奏議共八卷。 

12. 譚文勤公奏稿   4711871495043  譚鍾麟撰 宣統 3 年刊本         2 冊 2,900 
譚鍾麟，字雲觀，湖南茶陵人，咸豐六年進士。歷任杭州府、豫瀋、陝西、浙江巡撫、陝甘、湖
廣總督。咸豐末，陝甘漢回構釁，鍾麟處置得宜，地方免於糜濫。浙撫任內，恤民賑災，清賦整
籍，頗得人心。光緒七年遷陝甘總督，于民俗吏治，尤多整頓。時新疆初設行省，非鍾麟多方協
濟無以立規模也。鍾麟卒於光緒三十一年，是書收奏疏二十卷。 

13. 錢敏肅公奏議   4711871495050  錢鼎銘撰 光緒 6 年刊本         2 冊 2,800 
錢鼎銘字調甫，江蘇太倉人，道光二六年舉人。咸豐中，太平軍據金陵。將窺上海，鼎銘冒死潛往安
慶大營求援，上海得全。太平之亂平，鼎銘再隨李鴻章剿撚，獨任糧草軸重，甚得力，以此見知李鴻
章、張之萬。同治朱鼎銘擢豫撫，任內於練兵治河平匪諸端頗多建樹。光緒元年卒于任，諡敏肅。是
書所收多豫撫任內章奏。大兵之後，百廢待興，太平及撚亂後豫省政治社會狀況，疏奏間頗有陳述。 

14. 岑襄勤公年譜   4711871495067  趙蕃編 光緒 25 年刊本          1 冊 1,250 
岑毓英，字彥卿，廣西西林人，咸豐初以諸生投軍，入滇助剿叛回，同治初，以軍功遊擢滇藩，
旋授巡撫。同治十一年，率軍下大理，滇回平，署雲貴總督，光緒九年實授。未幾中法以越事構
釁，毓英坐貽誤軍機降留。兵事寖，再署巡撫事。光緒十五年五月卒，諡襄勤。是書為趙蕃編撰，
條目清晰，所紀纂詳，於中法之役及馬嘉理案尤多敍述。全書共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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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退耕堂政書   4711871495074  徐世昌撰 民國 3 年影本           5 冊 6,900 
徐世昌，字菊人，天津人，光緒十二年進士。初與袁世凱交，任定武軍訓導。清末入值樞要，歷
任練兵大臣，政務大臣，郵傅部尚書，東三省總督等。是書專收遜清時期世昌奏議函牘，得卷五
十五。其申奏議三十四卷，函牘八卷，電文十三卷，為治清末政治史不可或缺之資料。 

16. 侯官嚴氏叢刻   4711871495081  嚴複撰 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1 冊 600 
嚴復，字又陵，一字幾道，福建侯官人。同治中卒業于福建船政學堂。光緒二年，奉派赴英習海
軍，時郭嵩燾適使英，大賞其才。學成歸，李鴻章以複總海軍學堂。光緒二十四年下詔求才，鴻
章函薦之，未及用而政局猝變。拳亂後捐同知，累保道員。宣統二年賜文科進士，于役學部，再
選為資政院講員。民國十年卒。複精西文; 畢生譯述甚多，西歐政治、法律、經濟、哲學、邏輯、
生物等基本理論多經翻譯成書。是書收文五篇，先後見載于天津國聞報。 

17. 籌海初集   4711871495098  關天培撰 道光 16 年刊本             2 冊 3,000 
關天培。宇滋圃，江南山陽人。由行伍遊升太湖營水師副將。道光六年，初行海運，天培督護漕
船百餘艘北行，優敘。七年擢蘇崧鎮總兵。其後歷任江南提督、廣東水師提督。道光十九年，林
則徐督粵，因煙禁與英構釁，逾年戰端大起。道光廿一年正月，英軍攻虎門，天培中炮死，諡忠
節。是書成于廣東水師提督任初，多論炮臺修築、水師訓練及籌防要務。 

18. 防海紀略   4711871495104  芍唐居士撰 光緒 5 年刊本             1 冊 600 
是書原名「英夷入冠記」，詳紀中英鴉片戰爭經過，兼論中英國力之比較，清廷因應之不當，暨
林則徐措置種切。層次分明，言之有物，不讓夏樊所著「中西紀事」，論剖晰之周全，抑有過之。 

19. 倭文端公遺書   4711871495111  倭仁撰 光緒 1 年刊本            2 冊 1,600 
倭仁，字良峰，蒙古正紅旗人，道光九年進士。同治初以都察院左都禦史入值弘德殿授畝，擢工部尚
書、協辦大學士，十年背文華殿大學士，旋卒，贈太保，諡文端，倭仁講求宋儒之學，身體力行數十
載，學問事功無缺。惟與時人所見趣異，臧否容有過當之處，是書收奏稿十一卷及啟心金鑒一卷。 

20. 林文直公奏稿   4711871495128  林紹華撰 民國 16 年刊本        2 冊 2,400 
林紹華，字贊虞，福建閩縣人, 同治十三年進士。光緒十四年居諫台，以敢言不容于當道，左遷外官，
歷任皋藩。光緒廿八年擢滇撫，署滇督，曆轉黔、桂。宣統間官民都右侍郎。是宙得卷七，卷一諫台
疏奏，卷二為撫滇奏稠，卷三督滇: 卷四撫黔，卷五撫桂，卷六撫豫奏稿，末卷則屬民政部任內疏稿。 

21. 粵海關志   4711871495135  梁廷琢 等撰 道光刊本              4 冊 5,000 
本書實為廣州對外貿易史，上起兩漢。下止清初。詳述諸史所載粵海貿易史實，並就稅則、口岸、

職官、奏課、任費、禁令、兵衛、貢船、市船、行商、夷商諸條深入考校。書中並附圖籍，以便
索驥。為治中外貿易史者必備史料。是書共三十卷，原雕版已絕，特再為重印問世。 

22. 劉武慎公年譜 4711871495142 鄧輔綸、王子受合編光緒 25 年刊本重印 1 冊 1,250 
劉長佑，字印渠，湖南新寧人，拔貢出身。咸豐初太平軍犯長沙，長佑率團練擊走之，自是轉戰
湘贛間。咸豐末長佑以軍功游擢廣西巡撫，于地方多有興革。同治初授粵督，旋轉直督受命剿撚，
以事革。光緒二年複授雲貴總督、八年病免，十三年卒。 

23. 財政條議   4711871495159  劉世珩撰 光緒 32 年刊本               1 冊 600 
劉世衍，字聚卿。光緒末任職財政處，熟稔財經實務。是書乃作者就幣制、銀行諸端，分別敷陳整飭改進
之道。其言雖不盡符近代貨幣銀行理論之極致然於文字之中頗多實際引證，於當時財政狀況不無窺探之便。 

24. 隆裕皇太后大事記   4711871495166  敦崇紀編 民國 2 年刊本      1 冊 600 
民國二年二月，遜清隆裕皇太后病逝北京清宮，飾終之禮綦隆，遺老貴冑齊集，儀節簡肅不苟，
與前朝帝后奉安大典無異。由敦崇手紀喪禮經過，輯為是書。內中除詳列與祭暨經辦喪禮諸人姓
名外，並逐日紀錄大小事件，為研究遜清宮廷制度史主要材料之一。 

25. 郎潛記聞   4711871495173  陳康祺撰 光緒 6 年刊本              4 冊 5,000 
陳康祺，浙江郵縣人，同治十年進土。任職刑部多年，博學多識，尤諳清代掌故。是書成于光緒
初，共十四卷，收有清一代掌故六百九十一則。其記述多可信，然則可補正史之不足。蓋康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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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部曹有年，非有援據，不敢率登也。 

26. 辛亥殉難記   4711871495180  吳慶抵修 民國 24 年刊本金梁增訂   1 冊 1,050 
是書專記辛亥武昌首義前後遜清文武官員及各地駐防旗員等死事情狀。 長沙王先謙為序，慨言「當
茲時事推移，斯文垂喪，洵不可少之書，後之人觀于人才與世運相維繫之故，亦不能無感也」甚
是，然譽死難諸人為「捨生取義，足光史冊」則未必。蓋是非形跡不應並諭，尤不容倒置也。自
史料觀點言之，是書于死難諸人事蹟中不乏記述，或可補辛亥革命史料之未盡者。 

27. 耐庵奏議   4711871495197  賀長齡撰 光緒七年刊本             3 冊 4,200 
賀長齡，字羯耕，湖南善化人，嘉慶十三年進士。歷任府道藩皋，貴州巡撫，雲貴總督。道光廿
六年降豫藩，旋免，道光廿八年卒。長齡資性沈毅，學問純正，敢言敢為，肩任宏巨者數十年。
道光間總督雲貴，滇省回民肇釁，糾黨謀叛，以措置失當左遷。長齡曾親輯皇朝經世文編百二十
卷、孝經輯注及勘學篡言等，皆刊行。是書收奏議十一卷，起嘉慶二十一年，止道光廿六年。卷
十，十一至十二為治早期滇回之亂主要史料。于地方文風吏治、團練、漕運諸端亦多涉論。 

28. 湯貞湣公年譜   4711871495203  陳韜編 民國 22 年刊本           1 冊 600 
湯貽汾，字雨生，江蘇武進人。祖大奎，乾隆時為臺灣鳳山令，林爽文之亂被戕，父荀業同死，貽汾龔
雲騎尉。歷任撫標營守備、遊擊、參將、副將凡三十年。以病告歸，隱居金陵，又越二十載，太平之亂
作，身殉金陵，年七十六。是書為湯氏後人情陳君韜編就，體例謹嚴，條目分明，可為徵文考獻之用。 

29. 覺顛冥齋內言   4711871495210  唐才常撰 光緒 24 年刊本        1 冊 1,800 
唐才常，字佛塵，湖南瀏陽人。少與譚嗣同齊名。稱瀏陽二生，兩湖學堂高材生也。戊戌之變，譚
嗣同遇害，才常憂憤，屢有所謀，光緒廿六年聯軍下北京，兩宮出狩。才常陰結富有會謀舉事，號
稱勤王義師。將攻武漢，事敗被執就死。才常文采出眾，涉獵尤廣，是書收論述三十篇，於各國政
教、外交及公法等頗有闡介。其中公法通義、各國軍種考、及日本寬永以來大事述諸篇尤值一讀。 

30. 沈文忠公集   4711871495227  沈兆霖撰 同治 8 年刊本           1 冊 1,550 
沈兆霖。字郎亭。浙江杭州人。道光十六年進士。曆官內閣學士、侍郎、左都禦史、戶部、兵部
尚書、軍機大臣、署陝甘總督。同治元年七月卒，諡文忠。兆霖位列樞要有年，于度支兵政諸端
不乏獻替。同治初親率大軍剿平撤回，乃班師途中沒于水。是集共得十卷，卷一收奏疏，卷二至
卷三收雜文，卷四卷五收駢體文。卷六至卷十收詩詞，卷首附自訂年譜。 

31. 吳文節公遺集   4711871495234  吳文鎔撰 咸豐 7 年刊本         4 冊 5,800 
吳文鎔，字甄甫，江蘇儀征人，嘉慶二十四年進土。曆官內閣學土，侍郎，湖北、江西、浙江巡撫，雲貴、
閩浙、湖廣總督。咸豐四年，文鎔督師擊黃州太平軍，以輜糧不繼敗績，投水死，諡文節。是集為文鎔子
養原所輯，得卷八十，卷一至卷三十六收奏議，卷三十七至卷六十三收公牘，卷六十四至卷六十八收尺牘、
卷六十九收傳記序等雜文，卷七十收祭文、贊、銘．卷七十一至卷八十則收詩詞賦等，幾無遺漏。 

32. 裕靖節公遺書   4711871495241  裕謙撰 道光 21 年刊本          3 冊 4,500 
裕謙，原名裕泰，字魯山。蒙古鑲黃旗人: 嘉慶二十二年進士。歷任府、道、皋、藩，湖北巡撫、
兩江總督。道光廿一年八月，英軍犯鎮海，裕謙都耶奮戰兵敗投水死，諡靖節。是書除卷首禦制
碑祭文外，得卷十二，所收論政、察吏、訓俗、愛民、崇禮、褒節、重士、緝奸、治水、理盤、
救荒、海防等論述共一百另九篇，文字清晰，史料質值極高。前十一卷為研究清季地方政治、經
濟、社會及民俗提供豐富參考文字，末卷則為鴉片戰爭史之第一手素材。 

33. 蘄水湯先生遺念錄   4711871495258  湯化龍撰 民國 8 年鉛印本   1 冊 1,250 
湯化龍，字濟武湖北蘄水人．光緒二十九年進士，曾東渡習法政。宣統元年湯氏返國，正值籌辦
立憲，乃以英年選鄂省諮議局議長。民國肇建，先後任參議院副議長、內務總長，于立憲政治及
政黨議會諸務，固多擘劃推助，不遺餘力。惟民初政局紊亂，側身其間，不免汀沾。民國七年五
月，湯氏經日遊北美，歸國途次，於加拿大之維多利亞受爼擊，卒年四十有五。是書收湯氏遊北
美書劄十五通，日記一段，演說稿五件。書劄及日記皆湯氏手筆。其演講稿部份或他人筆記，或
錄溫哥華大漢報所述，僅美東留學生懇親會講詞出湯氏手稿。 

34. 庸盦尚書奏議   4711871495265  陳夔龍撰 民國 2 年鉛印本      5 冊 6,800 
陳夔龍。字筱石，貴州貴築人。光緒十二年進士。歷任順天府尹，漕運總督，河南、江蘇巡撫，
四川、湖廣及直隸總督。清末列強環伺，時人侈言改革者所在多有。陳氏膺封疆重寄，于任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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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興革建言亦率多中肯。是書收京兆奏議一卷。清准奏議一卷，大樑奏議四卷，三吳奏議二卷，
兩湖奏議及北洋奏議各四卷，共十六卷。有關清末改革及立憲運動等章奏，自卷九起頗有收錄，
如遵設諮議局籌辦處及辦理情形折籌備立憲預防流弊等折，均屬珍貴史料。 

35. 趙文恪公年譜附遺集   4711871495272  趙光撰 光緒 16 年刊本   1 冊 1,800 
趙光，字蓉舫．雲南昆明人，嘉慶二十五年進士。歷任兵部侍郎，工部、刑部尚書。同治四年卒。
諡文恪。是書為趙光自訂年譜，起嘉慶元年，止于咸豐十年。遺集則收古今體詩六十餘首。散體
文二十篇，奏議一章。自訂年譜所記雖失之簡扼，然體例嚴謹。且記事通典嘉、道、鹹三朝，當
為研究晚清政治史必備之參考資料。 

36. 張公襄理軍務紀略   4711871495289  丁運樞等編 宣統 1 年石印本 2 冊 2,400 
張繡岩，字錦文，天津人，長蘆鹽賈。咸豐三年，太平軍擾直隸，京畿大鏗，張氏效蔔式之輸貲，
饋食養軍，督男擊賊，津門得安。咸豐末葉，英法聯軍北犯，張再辦團防保境。咸豐八年冬張氏
奉旨會辦和約，蒙賞一品封典。是書得卷六，體裁從日記之例，自卷二起，詳記大平軍進擾京畿
種切，訖于咸豐八年天津條約成。所記信而有征，當可補正史之缺佚。 

37. 將吏法言   4711871495296  徐世昌撰 民國 8 年刊本              2 冊 2,400 
徐世昌，字菊人，天津人，光緒十二年進土。歷任遜清練兵大臣，政務大臣，巡警、郵傳部尚書，
東三省總督。民國成立。任國務卿。民國七年，當選北京政府大總統。是書為徐氏親撰，旨在闡論地
方文武官吏為政之道，及事權責任所寄，共分八卷。卷一言督軍，卷二至卷三言省長。卷四至卷八言
知事，援古證今，分條契要，總為一書。中以知事職掌之闡述最詳，為研究近代制度史之重要資料。 

38. 初使泰西記   4711871495302  志剛撰 光緒 3 年刊本              1 冊 1,600 
志剛，部曹出身，總理衙門章京，記名海關道。同治六年，總署請派美卸任公使蒲安臣榷充辦理
中外交涉使臣，報聘各國，志剛、孫家谷同往會辦，是為清廷遣使曆聘歐美各國之始。志剛等於
同治六年十二月啟程。同治九年十月歸國，遍曆歐美各邦，行程十二萬餘裏。是審撮要記錄旅途
經歷，然於重要交涉，如中美商約新增條款之簽訂經過及約文注釋等，則巨細不遺，一併收入。
至所見所聞，則側重各國風土人情，科學技藝及外交儀節等。 

39. 仙屏書屋初集文錄   4711871495319  黃爵滋撰 道光 28 年刊本    2 冊 2,900 
黃爵滋，字樹齋，江西宜黃人，道光三年進土。初為言官，以直諫負時望。道光十八年軔議禁煙，
翌年如所請訂新例。道光廿年，中英以煙禁構釁，黃爵滋力主絕市開戰，以挽國家命脈，一時名
重清流。所著奏議及詩文集行於世，是書收賦、論及其它散體文二百一十首，得卷十六。黃氏固
以詩名，其簡牘小品亦複古樸可讀，不讓儕輩 

40. 吳白屋先生遺書   4711871495326  吳芳吉撰 民國 23 年刊本      3 冊 2,400 
吳芳吉，字碧柳，四川江津人，生於清光緒二十二年，卒於民國二十一年。宣統二年入清華學校，
民元以故輟學。自是流落大江上下，寄情詩文研究。未幾名大噪，就聘西北大學，後轉東北大學
及四川大學任教。吳氏長舊體詩，筆觸富感情，所作「婉容詞」及「護國述」最灼人口。是書收
吳氏詩稿十二卷，歌劇一卷。書劄四卷，雜稿二卷，及附錄一卷。又附吳白屋先生遺書補遺一冊，
收跋一、年表一、詩三十三篇、雜稿六、附錄及「吳白屋先生遺書目錄」等。 

41. 開縣李尚書政書   4711871495333  李宗羲撰 光緒 11 年刊本      1 冊 1,250 
李宗羲，字雨亭，四川開縣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曆汪府州縣、皋、瀋、晉撫、兩江總督，為
中興名臣之一。李宗羲見知于曾國藩，始於總辦江北厘金總局。其後遊擢對圻，莫非湘鄉之薦。
是書收書劄八卷，中以兩江總督倚任最多，其次為山西巡撫、江甯布政使，兩淮鹽運使。卷首附
李宗羲自述、事實、行述、所記雖年譜不及甚祥。 

42. 毛尚書奏稿   4711871495340  毛鴻賓撰孫葆田等編 宣統 2 年刊本  2 冊 2,900 
毛鴻賓，字翔雲，山東曆城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曆官皋、籓、湖南巡撫、兩廣總督。鹹同兩朝，
匪亂踵接，鴻賓于役荊楚江蘇及湖廣，頗收政聲。是書得卷十六，卷一諫垣存稿，卷二團練存稿，卷
三至卷十所收概屬湘撫任內(咸豐十一年二月至同治二年五月)奏稿，卷十一至卷十六則為督粵疏稿。 

43. 馬端敏公奏議   4711871495357  馬新貽撰 光緒 20 年刊本        2 冊 1,400 
馬新貽，字谷山，山東荷澤人，道光廿七年進士。曆官府縣、皋、藩、浙江巡撫．閩浙、兩江總
都督兼通商大臣。同治九年八月于兩江任內遇刺死，諡端敏。是書原為二十卷，經刪校厘定得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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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增遺疏一。馬新貽遇刺，為清季疑案，一時頗有傳聞，其草草結案不興大獄者，諒非無因也。
是書所收奏議起自浙撫任(同治三年九月至同治六年十二月)，止于兩江任(同治七年七月至同治九
年八月)。卷七以下，於口岸事務及自強新政諸端頗有論列。 

44. 多忠勇公勤勞錄   4711871495364  雷正綰纂輯 光緒 1 年刊本      1 冊 800 
多隆阿，字禮堂，滿洲正白旗人。出身披甲，遷驍騎校。咸豐初，太平軍北犯京畿，多隆阿率部

入關，轉戰南北，以軍功遊升正紅旗蒙古都統，荊州將軍。同治初，督辦陜西軍務，率軍摧撚眾。

旋加欽差大臣銜，移師平回亂。同治三年，陣前被創，不治。是書由提督雷正綰纂輯，詳記多帥

督師種切。雷正綰于同治初奉命幫辦軍務，行陣多親歷，所記固非虛應矯飾文字可比。 

45. 曾忠襄公全集   4711871495371  曾國荃撰 光緒 29 年刊本       8 冊 10,000 
曾國荃，字沅圃，湖南湘鄉人，咸豐二年優貢。咸豐六年募鄉勇，擊吉安太平軍。後以軍功遊升，

曆官浙皋、蘇藩。同治元年，合水師圍江寧。二年擢浙撫，績圍江寧。三年七月下江甯，封爵。

同治四年轉晉撫、鄂撫。光緒元年授陝撫，八年署兩廣總督，十年授兩江總督，兼辦通商大臣事

務。是書為曾國荃全集，凡六十四卷，計收奏議三十二卷，書劄二十二卷，年譜四卷，榮哀錄二

卷，文集二卷，批牘五卷，全書共八冊。 

46. 岑襄勤遺集   4711871495388  岑毓英撰 光緒 23 年刊本          4 冊 5,200 
岑毓英，小傳見岑襄勤公年譜，是集收岑襄勤奏稿三十卷，起同治元年五月，訖光緒十四年六月。

卷一至卷七為剿辦滇回軍務奏稿，卷八至卷十六則多論滇省民生吏治及涉外事件，卷十七專論臺

灣事情，卷十八至卷二十八則屬中法兵事及交涉。末二卷言籌剿黑猓始末。 

47. 饒崧生先生年譜   4711871495395  饒旬宣編 光緒 19 年刊本       1 冊 600 
饒旬宣，字嵩生，江西豫章人，咸豐九年，入閩浙總督慶瑞幕，理文案。歷經英桂、吳棠諸任，

專繕奏摺，深稔章奏事件。乃以奏事款式繁多，偶爾違規，輒幹吏議，故倚纂二百數十條，以為

依違之准。是書收奏摺應行注意事項凡八類，體裁於下，依次為禁令、制度、核勘、造作、繕寫、

酌發、包封。自結構以至封裹，巨細不遺，為研究清朝典制史重要材料之一。 

48. 周武壯公遺書 4711871495401  周盛傳撰 周家駒輯 光緒 31 年刊本 2 冊 2,400 
周盛傳，字薪如，安徽合肥人。咸豐三年，太平軍擾合肥，盛傳偕諸兄率團練擊走之。咸豐末，以軍功

遊升千總、遊擊。同治三年，加提督銜，獨領撫標親兵二營。旋率部剿撚，隨李鴻章轉戰兩淮，繼移師

陝西擊平回亂。李鴻章督直，盛傳再率所部屯衛畿輔。光緒八年，折湖南提督。十年丁憂回籍。卒後諡

武牡。是書卷首附年譜，卷一至卷九收公牘，外集卷一收練兵告諭，卷二收書劄，卷三收家書。別集一，

收雜文隨筆。附錄則收詩賦挽聯等，為研究同光時期社會動亂主要材料。治淮軍史者，尤不可不備。 

49. 復庵遺集   4711871495418  許玨撰 民國鉛印本                  2 冊 3,000 
許玨，字靜山，江蘇無錫人 光緒八年治舉業，十年隨張蔭桓使美、日、秘魯。光緒十五年再隨張蔭

桓使英、法、義、比，丁憂歸。光緒二十年複隨楊儒使美，旋自引歸。光緒廿八年，奉使義國，為專

置使節于義國之始。光緒三十一年返國，時朝野主立憲者唱和，許氏獨謂中外立國根本迥異，宜慎所

擇。一時詆訾盈道，殊非始料所及。是書含遺集文集各一; 遺集得卷二十四，收出使公牘、佐軺牘存、

禁煙牘存、詩文、書劄、及家書等，遺集則收各體雜文三卷，詩三卷，書劄五卷，家書節鈔一卷。 

50. 水流雲在館奏議   4711871495425  宋晉撰 光緒 13 年刊本        2 冊 3,000 
宋晉，字錫蕃，江蘇溧陽人。道光廿四年進士，選庶起士，授編修。廿七年擢中允，曆遷光祿寺卿、

倉場侍郎。咸豐軍興，於兵事頗有疏陳，于人才尤多保薦。倉場任內，因偷漏諸弊疏於奏舉，降賠。

同治十二年再遷戶部侍郎，尋卒。是書分二冊，冊一收宋晉奏議二卷，所言多軍國要務，透澈明晰，

要言不繁。冊二收詩稿五卷，俞曲園並為序，有「抒寫性靈，自諧聲律」語，觀其作，信不誣也。 

51. 陳文忠公奏議   4711871495432  陳寶琛撰 民國 25 年刊本        1 冊 1,400 
陳寶琛，字伯潛，福建閩縣人，同治七年進士。遷內閣學士，派充順天、甘肅鄉試考官，甘肅學
政。陳寶琛初以直諫敢言有聲，與張佩綸、張之洞、寶廷等並號清流。甲申法越事亟，朝旨以寶
琛會辦南洋海疆，旋坐所舉非人降詢，自是不出。宣統元年起復原官，尋充帝傳。民國成立，寶
琛居清宮，授讀如故。民國十年，卒於京寓。是書收奏議二卷，所論多防邊禦海、進退大臣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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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根本至計。惟宣統三年後諸件未注日期。 

52. 陸文慎公奏議   4711871495449  陸寶忠撰 宣統 3 年刊本         1 冊 600 
陸寶忠，字伯葵，江蘇太倉人，光緒二年進士。歷任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左副都禦史。光緒三十三年停

職，三十四年回任，旋以病免，歿後諡文慎。是書收奏議十一篇，不及遺疏什一。其中條陳學務及請飭東

三省速舉政要等折，均屬諮詢時政之要者，非毛舉細瑣者可比。寶忠晚年以言事獲譴，非敷陳過當不致此。 

53. 袁世凱之禍黔   4711871495456  劉世傑編 民國 1 年刊本          1 冊 600 
作者劉世傑，民國元年黔省民軍代表，曾赴洪江與湘滇諸軍會議，以定北伐黔軍行止。是書錄電

報及代電數十通，起于民國元年六月十四日，止于同年七月十六日。於民元湘黔滇齟齬之一手材

料。而是書之名「袁世凱禍黔」，則以當時袁氏任周榮儒代楊蓋臣不當，以劉顯治充參院議員尤

乖時勢也，以是黔滇兩軍兵戎相見。 

54. 民國十年之吳佩孚 4711871495463 改造湖北同志會編民國 10 年鉛印本 1 冊 800 
民國十年七月，川湘援鄂戰爭爆發，目的在排直系軍閥王占元，為聯省自治奠定基礎。不意吳佩孚

率軍南下，取兩湖巡閱使而代之，聲勢顯赫，援鄂之戰無結果而終，是書收戰爭前後鄂籍人士對各

省所發電報、宣言、代電及海內外報章評論，凡百餘篇，為研究北洋軍閥及聯省自治史重要史料。 

55. 吳佩孚戰史 4711871495470  得一齋主人編 民國 11 年鉛印本        1 冊 600 
吳佩孚，字子玉，山東蓬萊人，天津武備學堂出身，光緒後期任新軍下級軍官。民國成立，從曹
錕，游升第三師師長。民國七年，北京政府命吳率部擊護法軍，吳於衡州通電請罷內戰。南北議
和未果而直皖戰起，段合肥倒。民國十一年直奉又生齟齬，奉張敗績。吳升直魯豫巡閱使。時曹
錕以賄選見棄於國人，奉皖聯合倒直，以馮玉祥倒戈，直軍敗，吳遁走湖北。民國十五年吳再聯
奉張敗馮系國民軍。同年夏，國民革命軍北伐，於汀酒橋大敗吳軍，吳走四川，遂不再起。是書
成於第一次直奉戰後，所記雖不乏隱揚之詞，然於直皖、直奉及湘鄂等戰事經緯亦多論析，於正
史之偏枯不無補充。 

 
1 5 )  英 文 本 傳 記 工 具 書 四 種  
 
CW 9  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中國古今人名大字典 4711871492851   

    (英文版) 名漢學家翟氏 Herbert A. Giles 編                                 1 冊   3,050 
本人名字典為最有內容且權威之英文人名大字典,  收錄自上古至十九世紀 1900 年之重要人物傳記

共 2,579 人. 以姓氏排列並附字型大小等 另有索引方便查檢 

CW13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1 冊   1,450 
 (Washington: 1943-1944) 清代名人傳略 (英文本)   4711871494862   

本書系由漢學家 Hummel A. W. 主編, 另知名學者五十人協編, 收錄清代重要人物八
百餘人, 以姓氏排列，每人均提供豐富之傳記資料，為研究清朝重要史料參考書附多
種年表及索引。 

RAS 9  Hung-ting Ku.  Censorate-General in Ch'ing China 1644-1911,      1 冊  1,050 
(清代都察院大臣年表)   4711871503274   1986. xii, 179pp. 18.15 
 

M 5 Who's Who in China, 1918-1950.(中國名人錄 1918-1950) 47118715031203 巨冊 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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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⓬號: 農業土地及經濟問題研究資料(初版) 

                                                      頁碼   

     一：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民國50-80年代)  59冊   92,500  157 

     二： 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民國21-29年代)  201冊  370,600  159 

 三： 中國經濟農業土地水利問題資料 篇目分類索引 書本一冊 2,400   162 
 

一)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4711871498518           50 冊  92,500     

     臺灣五○至八○年代土地利用、農業發展及經濟政策報告資料  

--臺北-中國地政研究所編纂 蕭錚博士主編                        
            

臺灣土地利用及農業經濟發展，乃二十世紀開發國家的典範。蕭錚博

士主持的「中國地政研究所」及其前身「地政學院」的研究、調查，

及其所訓練的人員，實肩負了重要的角色。 臺灣有關土地立法、政
策、地權、徵收、地價、地稅、金融、行政及農業金融、農地利用、

農業經濟、市地利用、工業用地等層面，作深入的探討並加以分析及

研究，此一歷史性文獻的編印，足資政界及學術研究機構利用，洵為
研究臺灣農業及經濟史寶貴資料。其主要內容有七大類八十種，如下： 

 

1. 土地立法及土地政策類 ( 2 種) 
殷章甫：臺灣省實施耕者有其田之研討；  陳郁芬：都市平均地權實施績效之評估 

2. 地權及土地徵收類 ( 6 種)) 
劉干雲：高雄縣土地所有權分配調查研究；     陳國棟：新竹縣地權異動調查之研究 

涂義光：土地徵收之比較研究；               趙達文：土地徵收與補償之研究                          

黃志偉：臺灣都市計劃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研究； 金湘泉：臺中縣減租後糾紛案件之研究 

3. 地價及地稅類 (16 種) 
王杏泉：桃園縣地價研究；                   姜  濤：臺中市近十年來地價變動之研究 

侯  鈞：臺灣省三年來地價變動因素的研究；   陳聰周：臺灣農地規定地價之研究 

施行諒：苗栗雲林二縣農地地價研究；         楊蔭華：臺北縣農地價格之研究 

林中森：臺北市地價問題之研究；             吳  村：臺北市土地公告現值之研究 

汪孝先：臺灣省都市土地規定地價之研究；     鄭宏南：臺灣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之研究 

梁義文：臺灣田賦制度之研究；               單光義：臺灣田賦改課地價稅之研究 

http://www.chengwen.com.tw/
mailto:book@chengwe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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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肇家：臺北市空地課稅之研究；             林祖郁：工程受益費之理論與實務 

黃榮長：土地增值稅問題之研究；             洪鍾毓：高雄縣農家負擔之調查研究 

 

4. 土地金融及農業金融類 ( 6 種) 
紀  偉：臺灣土地銀行推行土地金融業務之研究； 李育志：臺灣農貸之分析 
陳金鑫：不動產抵押貸款之研究；             胡寬性：臺灣地區土地債券發行情形之研究 
于鈞慶：臺灣農貸之研究；                   吳福榮：臺灣舉辦農業保險之研究 

5. 農地利用及農業經濟類 (26 種)  
林錦煌：臺灣農場面積與人力利用；          蕭輔導：代耕與擴大農場規模關係之研究    
張樂群：臺灣農業共同經營之研究；          吳筱惠：臺灣耕地碎割問題及其對策之研討 
李博興：農民對擴大農場規模意願與方式之分析研究；  張文水：改進臺灣農場經營面積之研究 
李文德：臺灣農業發展與農業機械化之研究；     陳銘福：臺灣農業機械化與農村經濟建設之研究 
林竹山：如何運用農會組織以推行農業現代化之研究；  黃聲鐘：木柵鄉農家收益研究    
陳山森：臺灣農家所得偏低之研究；          張新慶：澎湖農家經濟分析 
徐明濃．新店溪下游集水區農家經濟分析；    趙抗生：臺灣農林邊際土地整理與利用 
邱遍椒：臺灣農地廢耕問題之研究；          鄭天章：臺灣海埔地開發之研究   
吳容明：臺灣山坡地開發之研究；            陳麗紅：農地變更使用之研究   
韓  乾：土地資源鑑識與農場經營之土地利用；   張芬芬：改善雲林沿海地區農業經營方法之研究 
彭傑士：臺灣土地改革後米谷增產與米價之研究； 陳強：桃園縣新福圳灌溉計畫之經濟研究     
吳昌明：大湖鄉人力利用與社會經濟發展研究； 紀聰吉：農村工業區編定與開發之研究 
林思生：竹山工業區對附近農場經營結構變動之研究； 梁芳男：臺灣省農村社區建設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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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市地利用及工業用地類 (14 種) 
許  松：臺灣住宅問題之研究；           黃榮峰：臺灣地區國民住宅未來發展途徑之研究 
黃榮村：臺灣地區土地使用編定之研究；   陳嘉嗣:住宅問題與政策的研究 
洪再利：臺灣現行市地重劃問題之研究； 魏獻俊：從人地關係的長期趨勢分析臺灣都市更新的重要性 
吳慶玲:市地重劃與細部計劃應如何配合之研究；  張泰煌：臺北市土地使用現況調查研究 
黃正義：臺北市社區建設之研究；       楊磐崇：農業社區住宅用地重劃與住宅更新之研究 
江啟勳：屏東縣里港鄉鄉村綜合發展之研究； 褚明典：臺灣地區現階段工業區開發之研究 
宋清泉：臺灣工業用地之分析研究；         張軍堂：臺灣觀光資源開發之研究 

7. 土地行政類 (10 種)) 
陳志熹：臺灣土地登記之研討；              劉金標：臺灣土地權利變更登記之研討 
謝福來：臺灣土地登記業務簡化問題之研究；  王瑞棟：臺灣未登記土地清理之研究 
吳明鴻：土地登記與強制執行之研究；        吳火焜：臺灣公有土地管理之研究 
楊祖憲：土地行政機關組織改進之研究；      張元旭：我國地籍制度之研究 
陳櫻鶯：臺灣建築改良物登記之研究；        謝吉欽：不動產服務制度之研究 

 

二) 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1930–1941 年代)  201 冊 370,600  

            上海中國地政學院編纂 蕭錚博士主編                                     
此文獻為民國二十一年至三十年 (1932~41) 間，中央政治學校–地政學院所作
之各省縣市調查報告176種，及研究論文168種，對研究中國二十世紀早期社

會經濟、地方政治制度的學者而言，無疑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調查資料，這

些資料除披露社會真實情況外，還報導了地方政府機構之組織、城市鄉村生活
及農業統計等資料，搜集之第一手資料宏豐，議論則甚為精湛。這些有獨特歷

史性土地問題資料之出版，提供了研究中國現代史上最重要時期的最原始資

料。其主要內容有論文八類168種，調查報告計十八省158篇，如下： 

◎ 論 文: 
1. 田賦類 (36 種) 

貴州田賦研究；南昌田賦及其改辦地價稅之研究；察哈爾省田賦研究；廣東全省田賦之研究； 麗
水田賦之研究；永嘉田賦之研究；福建省田賦研究；江西舊撫州府屬田賦之研究；蘭谿實驗縣
田賦之研究；安徽懷寧縣田賦之研究；眉山犍為田賦研究；江都田賦及其最近清賦風潮；江巴
兩縣田賦之研究；資中內江田賦研究；湖南田賦之研究；鹽城田賦及灶課之研究；湖南田賦與
省縣財政；河北田賦之研究；汜水田賦之研究；山東田賦研究；皋蘭田賦之研究；成都華陽田
賦之研究；江寧縣田賦之研究；漢中田賦研究；安徽省田賦研究；金華田賦之研究；衢縣田賦
研究；建德田賦之研究；安徽田賦上畝法研究；甘肅田賦之研究；河南田賦概況；宜屏田賦之
研究；歷城縣田賦之研究；雲南田賦之研究；武昌田賦之研究；蕪湖田賦之研究。 

2. 土地整理類 (24 種) 
青島市地測量及評價之研究；青島市地登記及課稅之研究；四川省土地陳報之研究；河南土地
整理問題：安徽土地整理之研究；開封鄭州兩市辦理土地登記之研究；江蘇土地查報與土地整
理；漢口市土地測丈發照及土地登記之研究；成都華陽地籍整理之研究；雲南之土地整理；皖
南共區土地整理問題；江蘇之土地登記；宋明兩代土地陳報史考；貴州省土地整理之計畫及其
辦理經過；南京市辦理地政之經過；江寧縣土地陳報之經過及其與浙江土地陳報之比較；無錫
之土地整理；四川土地整理計畫及其辦理經過；富順縣辦理土地陳報之經過；黃岩清丈經過及
其成績觀測；杭州縣辦理土地陳報之經過及其成績；浙江省辦理土地陳報及編造坵地圖冊之經
過；湖北省辦理土地陳報之經過；福建省辦理土地陳報之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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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農村經濟類 (30 種) 
青海省帳幕經濟與農村經濟之研究；大冶農村經濟研究；宜賓農村之研究；山西陽曲五臺二縣
農村經濟研究；共區農耕地利用制度之研究；中國屯墾制度與集團農場經營研究；犍為經濟建
設與土地問題之研究；成渝鐵路成都平原之土地利用問題；平湖農村經濟之研究；江蘇鹽墾區
土地利用問題；犍為土地利用之研究；屏山附近各地墾殖之研究；綦江水利工程與土地利用之
關係；湖北省之土地利用與糧食問題；安徽墾殖問題；宜賓土地利用之研究；河南鹼地利用之
研究；廣東省土地利用與糧食產銷；四川糧食問題之研究；甘肅河西農村經濟之研究；雲南省
五縣農村經濟之研究；綦江農村經濟之研究; 犍為農村經濟之研究；巴縣農村經濟之研究；屏山
農村經濟之研究；湖南省土地利用與糧食問題；察哈爾農村經濟研究；八卦州土地利用調查；
自流井土地利用之調查；滇南墾殖事業之調查。 

4. 租佃與房租類 (19 種) 
合肥租佃調查；山西租佃制度；嘉興縣之租佃制度；蕭山租佃制度之研究；舊長沙府屬之租佃
制度；海門啟東縣之租佃制度；黃崗縣之租佃制度；江巴兩縣租佃制度之研究；寶應鎮之佃租
調查；鹽墾區域佃租制度之研究；福建租佃制度；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昆明縣租佃制度
之研究；蘇州無錫常熟三縣佃租制度調查；北陪一帶房租地租之研究；南溫泉房地租之研究；
中國租佃問題之研究；浙江二五減租之研究；洛陽陜州之租佃制度。 

5. 土地制度類 (19 種) 
明代土地問題；江都耕地分配；咸寧土地分配之研究；武功縣土地問題之研究；江蘇沙田之研
究；浙江沙田之研究；湘西屯田之研究；西北屯墾研究；共區田地分配方法與解決業佃問題之
研究；農業與國家；共區土地處理條例之立法的意義及實施成績的觀測；近人土地改革意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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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平湖田制改革研究；江西義圖制之研究；兩浙灶地之研究；太湖湖田之研究；湖南湖西
問題；湖北旗地之研究；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實驗區土地分配。 

6. 地價地稅類 (20 種) 
杭州市辦理地價稅之研究；綦江縣地價之研究；北平市之地價地租房租與稅收；長沙市地價之
研究；成都地價與房租之研究；重慶市地價與房租之研究；長沙市一年來之地價與房租；宜賓
地價之研究；宜昌沙市之地價研究；湘桂鐵路沿線地價之研究；天津市地價之研究；上海市辦
理地價稅之研究；福州廈門地價之研究；武昌漢陽市區地價之研究；粵漢鐵路株韶段沿線之地
價問題；成渝鐵路沿線地價之研究；重慶市一年來地價之變動；漢口市地價之研究； 川滇鐵路
宣昆段地價及土地徵收之研究；上海嘉定南匯奉賢改徵地價稅之研究。 

7. 農業金融類( 8 種) 
江西農業金融與地權異動之關係；    湖北之農業金融與地權異動之關係 
江蘇省農業金融與地權異動之關係；  宜興縣農村信用之概況及其與地權異動之關係 
河南農業金融與地權異動之關係；    武進縣鄉村信用之狀況及其與地權異動之關係 
四川農業金融與地權異動之關係；    銅山縣農村信用及其與地權異動之關係 

8. 市地問題及其它類(12 種) 
南京市之住宅問題；     杭州市土地使用分配之研究；   上海市之都市設計與土地利用 
市地利用之研究；       昆明市房屋問題；             南京市土地徵收之研究 
南京市地區劃利用問題； 漢口市住宅問題；             上海市之都市設計與土地利用 
上海市房租之研究；     成渝鐵路沿線土地徵收之經過； 湘桂鐵路沿線土地徵收之經過 

◎調查報告: 
1. 江蘇省(49 種) 
無錫實習調查日記；常熟漢口武昌實習調查日記；江蘇省常熟縣湖北省大冶縣實習調查日記； 
嘉定實習調查日記；鎮江市縣實習調查日記；阜寧實習調查日記；連雲港實習調查日記； 
鹽城實習調查日記；江都實習調查日記；江蘇省土地局實習總報告；南京市實習調查日記；上海
縣等實習調查日記；江蘇省地政局實習日記；奉賢實習調查日記；江寧縣自治實驗縣實習總報告; 
嘉定縣土地局實習總報告；上海市土地局實習報告；溧陽實習調查日記；丹陽土地局實習總報告；
江寧自治實驗縣實習報告；南京市市政府實習報告；奉賢縣土地局實習報告；江寧自治實驗縣實
習總報告；江蘇山西實習調查報告；江寧自治實驗縣實習總報告；江蘇省土地局南通鹽墾公司實
習總報告；上海市土地局實習總報告；青浦縣土地局實習總報告；鎮江土地局實習總報告；上海
縣實習調查日記；南京市土地登記報告；南通縣城市地價申報七、八、九月份報告書；南京市政
府實習報告；太湖湖田整理處實習調查日記；江北及綦江實習調查日記；上海市實習調查日記；
江蘇省地政局實習調查報告日記；江蘇省山西省實習調查報告；南京市政府實習總報告；南京市
政府實習報告；上海市土地局實習總報告；江都實習調查報告；南京市政府實習總報告；江蘇省
政府實習報告；江蘇財廳實習調查日記；江蘇省地政局實習調查報告日記；上海市實習調查日記；
無鍚實習調查日記。 

2. 浙江省(20 種) 
嘉興實習調查日記；平湖實習調查日記；蕭山實習調查日記；浙江臨海田賦調查日記；永嘉鎮江調查
實習日記；建德鎮江調查實習日記；麗水鎮江調查實習日記；金華鎮江調查實習日記；衢縣鎮江調查
實習日記；平湖實習調查日記；杭州市政府實習總報告；浙江民政廳實習報告；浙江省民政廳實習總
報告；黃岩實習調查日記；浙江省民政廳實習報告；杭州市政府實習總報告；浙江財廳實習調查日記；
杭州實習調查日記；蘭谿實驗縣實習報告；蘭谿實驗縣實習調查報告日記。 

3. 安徽省( 7 種） 
安徽合肥實習調查日記；安徽實習調查日記；當塗和縣實習調查日記；蒙城實習調查日記； 
安徽省財政廳土地整理處實習報告；安徽省土地處理虛實總報告；安徽財廳實習調查日記。 

   4. 江西省( 7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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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實習調查日記；江西省縣實習調查日記；江西臨川實習調查日記；南昌實習調查日記；江西
省田賦清查處實習報告書；江西財廳實習全谿共情調查報告；江西高安靖安實習調查日記。 

5. 湖南省(11 種)  
湖南實習調查日記；湖南濱湖各縣實習調查日記；長沙及湘桂鐵路實習調查日記；湖南長沙等地實習調查報
告；湘桂鐵路實習調查日記；長沙市實習調查日記；湘西屯田調查及巴縣實習日記；長沙市及湘桂鐵路實習
調查日記；湖南省財政廳實習調查報告日記；長沙市實習調查日記；雲南財政廳實習調查報告日記。 

6. 湖北省(10 種) 
湖北實習調查日記；湖北湖南省縣實習調查日記；武昌鄂城等縣調查日記；漢口市實習調查日記；
湖北咸寧實習調查日記；宜昌實習調查日記；漢口市政府土地發照註冊所實習總報告；漢口市土
地發照註冊所實習報告；武昌漢口漢陽實習調查日記；湖北財政廳實習報告。 

7. 四川省(37 種) 
成都實習調查日記；成都等處實習調查日記；樂山等縣實習調查日記；江北巴縣及華江實習調查
日記；嘉定眉山等縣實習調查日記；巴縣江北縣實習調查日記；四川鄒縣實習調查日記；瀘縣及富順
實習調查日記；瀘縣富順實習調查日記；瀘縣富順等縣實習調查日記；嘉定及犍為調查實習日記；成
郡及華陽實習調查日記；樂山眉山實習調查日記；四川樂山實習調查日記；江北巴縣實習調查日記；
四川嘉定及雷波馬屏實習調查日記；江巴兩縣及南溫泉實習調查日記； 
四川富原實習調查日記；樂山等縣實習調查日記；四川重慶及南溫泉實習調查日記；樂山及眉山實習
調查日記；巴縣及重慶市實習調查日記；成都及巴縣實習調查日記；成都市及資中隆昌實習調查日記；
重慶及巴縣實習調查日記；瀘州富順宜賓實習調查日記；巴縣成都簡陽資中實習調查日記；瀘縣富順
及昆明實習調查日記；江北巴縣資中實習調查日記；巴縣成都實習調查日記；重慶市實習調查日記；
彭山縣土地陳報處業務報告；崇寧縣土地陳報處業務報告；重慶市及南溫泉實習調查日記；重慶市及
自流井實習調查日記；樂山眉山犍為實習調查日記；巴縣及重慶市實習調查日記。 

8. 山東省( 3 種) 青島市政府實習總報告；青島市政府實習報告；山東省財政廳實習報告。 

9. 山西省( 1 種) 山西實習調查日記。 

10. 河南省(6 種） 
   鄭州實習調查日記；河南汜水實習調查日記；洛陽實習調查日記；開封鹽務實習調查日記；  
   河南財政廳民政廳及其它機關實習報告；河南省試辦清丈辦事處實習報告。 

11. 河北省(4 種) 
    北平市財政局實習報告；北平市財政局實習總報告；北平實習調查日記；天津市財政局實習總報告。 

  12. 陜西省( 2 種）西安實習調查日記；陝西實習調查日記。 

13. 甘肅省( 3 種）甘肅省縣實習調查日記；蘭州實習調查日記；甘肅實習調查日記。 

14. 察哈爾省( 2 種）張家口實習調查日記；察哈爾實習調查日記。 

15. 青海省( 1 種）西寧等處實習調查日記。    

16. 廣東省(1 種）廣東省地政局調查實習日記。 

17. 福建省( 4 種)  
      福州長樂實習調查日記；福建實習調查日記；閩侯實習調查日記；福州廈門實習調查日記。 

18. 雲南省( 3 種) 滇省調查實習日記；滇省調查實習日記；昆明市及滇省財廳實習調查日記 

19. 貴州省( 5 種） 
貴州財廳實習調查日記；貴州及貴陽實習調查日記；貴州貴陽實習調查日記； 
貴州實習調查日記；貴州貴陽實習調查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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