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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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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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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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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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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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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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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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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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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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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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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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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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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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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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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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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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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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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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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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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表忠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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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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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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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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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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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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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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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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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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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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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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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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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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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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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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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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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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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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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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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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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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府公報初編(1948-1980);  4711871496651      150 冊 vols. 268,800 
總統府公報室編輯 收錄自民國 37 - 69 年     

總統府公報續編(1981-2020);  4711871531093      373 冊 vols. 726,000 

總統府二、三局編 收錄自民國 70 - 109 年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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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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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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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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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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其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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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編於 1981 重印編

為精裝一五Ο冊發行多年，1981-2020 年公報於 2021 年 4 月完成重印為 373 冊(16 開大本)，

並新編〈條目分類及筆劃索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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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臺灣七十餘年最重要之文獻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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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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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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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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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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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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伐戰史  4711871495821  國防部史政局編                                5 冊  22,400 

北伐戰史，記述國民政府北伐，統一全國的作戰史蹟，以紀事為經，編年為緯，綴以圖表而輯成，
其內容依次為: 

一 背景: 民國元年至十三年間 (1912 一 1924)，國內外形勢，北洋軍閥割據稱霸、衝突混戰之經過。 
二 準備: 民國十三、十四年間 (1924 一 1925)，國民政府於廣東創設黃埔軍校，建軍並兩次東征，    

奠定北伐根基之始末。 
三 出師: 民國十五、十六年間 (1926 一 1927)，北伐開始至遷都南京的一切戰役的記述。 
四 渡江: 民國十六年、十七年間 (1927 一 1928)，北伐推進渡過長江後，又回師撫平粵省叛亂的    

大小戰役的敘述。 
五 完成: 民國十七年間 (1928)，北伐再度繼續，克復北京、至東北歸順，統一全國的一切戰役 

的記載。 
此書之特點，仍在於對每一戰役，皆按戰前雙方態勢、作戰佈置、經過、得失之順序加以分析說

明，並列圖表。同時歸納研判其政略、戰略、戰術的得失，經由此種分析與綜合，吾人除可清楚
地瞭解當時社會、政治背景外，更能洞悉此期間政治形勢的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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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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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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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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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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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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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燮的人格與風格  4711871495883  丁履譔著 民國 66 年版                     450 

 一個與世疏離的天才-郁達夫  4711871495890  何欣譯 民國 66 年版          450 

 

中國期刊彙編  一 書本型五十種                               233 冊 546,700 

二 卡式微縮(Microfiche ) 二十三種                      3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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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本型十六開 五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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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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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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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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期刊彙編- 卡式微縮(Microfiche ) 二十三種  

編號 書名 國際商品號碼 作者 刊本日期 期數 價格                

CPC001 亞洲學術雜誌 
4711871497177 上海孫德謙主編亞洲學術研

究會印行 
不定期刊 1 卷 1 - 4 期民國 10 年 9 月

~11 年 9 月） 
3,900 

CPC002 公民急進党叢報 4711871497184 上海 公民急進党本部編印 月刊 1 - 4 期; （民國元年 9 月~12 月） 2,920 

CPC003-A 
(國立中正大學)  

文史季刊 
4711871497191 江西泰和 國立中正大學編

印 1 卷 1 - 4 期; (民國 30 年 3 月~12 月)  4,400 

CPC004 民鐘季刊 
4711871497207 

重慶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印 
1 卷 1 期 - 2 卷 2 期; (民國 32 年 4 月

~34 年 9 月) 
13,200 

CPC005 中山文化季刊 4711871497214 重慶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印 1 卷 1 期 - 2 卷 2 期; 民國 32 年 4 月 5,880 



 20 

~34 年 9 月） 

CPC006 國立中山大學日報 
4711871497221 

廣州 國立中山大學編印 
1 - 700 號; （民國 16 年 5 月 9 日~19

年 6 月 4 日） 
17,600 

CPC007 佛學叢報 
4711871497238 上海佛學叢報社編輯有正書

局出版 
月刊 1 - 12 期（民國元年10 月~3 年6 月） 12,700 

CPC008 史學雜誌 
4711871497245 

南京 中國史學會編輯 
雙月刊 1 卷 1 期 - 2 卷 6 期;（民國18 年3

月~20 年4 月） 
7,320 

CPC009-A 法政雜誌 
4711871497252 

上海 法政雜誌社編印 
月刊 1卷7-12期,2 卷1-12期 (清宣統3年7

月~民國2年6月 
12,220 

CPC010-A 教育世界 
4711871497269 

上海 教育世界社編印 
半月刊 124 - 166 期 (清光緒 32 年 4

月~33 年 12 月） 
26,400 

CPC011-A 蒙學報 4711871497276 上海 蒙學報館編印 週刊 3,900 

CPC012-A 雅言 
4711871497283 上海 康濕窘主編雅言雜誌

社印行 
半月刊 1 卷 1 - 6 期（民國 2 年 12

月~3 年 3 月） 
6,850 

CPC013-A 正誼 
4711871497290 上海谷鐘秀主編正誼雜誌社

印行月刊 
1 卷 1-5 期（民國 3 年 1 月~9 月） 6,850 

CPC014 新中國 
4711871497306 

北平 新中國雜誌社編印 
月刊 1 卷 1 期 - 2 卷 8 期; (民國 8 年

5 月~9 年 8 月） 
23,480 

CPC015 先導月刊 (上海) 
4711871497313 

上海 先導月刊社編印 
月刊 1 卷 1 - 6 期;（民國 17 年 6 月

~11 月） 
29,820 

CPC016  新漢口漢口市政公報 
4711871497320 武昌 漢口市政府秘書處編

印 
月刊 1 卷 1 期 - 2 卷 12 期 (民國 18 年

7 月~20 年 6 月 
5,880 

CPC017 仁愛月刊 
4711871497337 

廣州 廣東仁愛善堂宣化部 
月刊 1 卷 1 - 12 期;（民國 24 年 5 月

~25 年 4 月） 
11,240 

CPC018-A 民族雜誌 
4711871497344 

 

上海 嚴繼光主編民族雜誌

社印行 
月刊 1 卷 1 期-2 卷 6 期,3 卷 1 期-4 卷

12 期（民國 22 年 1 月~25 年 12 月） 45,480 

CPC019-A 四川月報 
4711871497351 

重慶 重慶中國銀行編印 
1 卷 1 期-11 卷 5 期 1-66 號民國 21 年 7

月~26 年 11 月 
26,880 

CPC020-A 時事類編 
4711871497368 上海、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

編印 
半月刊 1 卷 1 期-4 卷 12 期民國 22 年 8

月~25 年 6 月 
45,480 

CPC021 時事類編特刊 
4711871497375 南京、漢口、重慶中山文化

教育館編 
半月刊 1-10 期（民國 26 年 9 月~31

年 1 月） 
29,320 

CPC022-A 北洋學報 4711871497382 北京 北洋官報總局編印 17-34 期; （清光緒 32 年） 5,140 

CPC023-A 知新報 4711871497399 澳門 知新報館編印 旬刊 36-47 期;（清光緒 23 年 10 月~24 年 3 月） 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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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書)  4711871495944  王任光著 民國 68 年刊本                        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