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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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外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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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二 墨子集成 九十九種 371 卷 46 冊 83,200 10 

三 荀子集成 九十種 438 卷 49 冊 89,600 13 

四 韓非子集成  七十二種 596 卷 52 冊 99,200 16 

五 老列莊三子集成補編 九十三種 351 卷 56 冊 104,000 18 

六 無求備齋諸子讀記  嚴靈峰著      900  

七 老子崇甯五注  嚴靈峰輯校著注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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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莊子哲學探究 陳鼓應著      600  

十 易數淺說 黎凱旋著(名山版)      750  
 

諸子集成 簡介及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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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義理象數三方面之解說，注疏考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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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engwen.com.tw/
mailto:book@chengwe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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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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 日本天明七年尾張國校刊本 

周易治要 一卷 唐 魏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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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經解彙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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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 清同治十二年粵東書局「古經解彙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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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齋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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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光緒九年景宋咸淳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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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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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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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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定易經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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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纂周易折中附首 二十三卷 清 李光地 清康熙五十四年武英殿原刊本 

周易本義爻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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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集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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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樸安 民國三十一年「樸學齋叢書」排印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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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學濫觴 一卷 元 黃  澤 民國三十三年復性書院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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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三十三年復性書院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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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光緒二十二年彙文軒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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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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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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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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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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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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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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札記 三卷 清 朱亦棟 清光緒四年刊「群經札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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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易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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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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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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宋咸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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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數鈎隱圖附遺論九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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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易象數鈎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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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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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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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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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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緯乾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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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經解彙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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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經解彙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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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經解彙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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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經解彙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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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經解彙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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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易緯乾元序制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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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經解彙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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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經解彙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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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經解彙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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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緯札迻 一卷 清 孫詒讓 清光緒二十年刊「札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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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圖帝覽嬉 一卷 清 黃  奭 民國二十三年刊「黃氏逸書考」本 

河圖稽命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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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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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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祖緜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附：孟氏易傳授考 一卷 民 沈祖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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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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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冊彙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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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嘉靖間范氏天一閣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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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經解彙函」本 

干寶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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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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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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嘉靖間范氏天一閣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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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昇 清康熙十九年原刊本 

周易鈎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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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氏易解賸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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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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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經正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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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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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心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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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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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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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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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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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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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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品彙釋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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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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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書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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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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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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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墨子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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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閒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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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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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註墨子菁華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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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閒詁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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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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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本墨子閒詁校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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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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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墨子閒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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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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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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省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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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心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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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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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慾望，若慾望得不到滿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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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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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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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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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情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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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註 二十卷 唐 楊  倞 宋熙寧元刊本 

纂圖分門類題註荀子 二十卷 宋 劉  旦 宋紹興間建陽書坊刊本 

纂圖互註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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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註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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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鑛 

明天啟間刊「六子全書」本 
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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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簡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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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品彙釋評  明 

焦  竤 

明萬曆四十四年刊「十九子品彙釋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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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彙函 一卷 明 
歸有光 

明天啟五年達古堂刊「諸子彙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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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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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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述記    清光緒十年閒雲精舍刊本 

荀子治要  唐 魏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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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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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選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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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譯註   吳則虞 民國五十三年排印本 

四、札記 

荀子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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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補註    清光緒十五年「廣雅書局」刊本 

荀子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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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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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札記  清 朱亦棟 清光緒四年刊「群書札記」本 

荀子校正  清 顧廣圻 清光緒九年「斠補隅錄」刊本 

荀子札迻  清 孫詒讓 清光緒二十年刊「札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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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註訂補   鍾  泰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荀子新證 四卷  于省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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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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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忠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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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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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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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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增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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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增註補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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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標註 一卷  帆足萬里 日本昭和二年排印本 

荀子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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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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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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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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宋乾道元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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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非子批點 二十卷 明 
孫  鑛 

明天啟間刊「六子全書」本 
鍾之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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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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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非子品彙釋評 二卷 明 

焦  竑 

明萬曆四十四年刊「二十九子品彙釋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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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非子彙函 一卷 明 
歸有光 

明天啟五年刊「諸子彙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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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非子雜志 一卷 清 王念孫 清道光十二年刊「讀書雜志餘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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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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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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非子選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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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非子譯註 一卷  吳則虞 民國五十一年排印本 

四、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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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非子札迻 一卷 清 孫詒讓 清光緒二十年刊「札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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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韓非子札記 三卷  陶鴻慶 民國十九年「文字同盟」排印本 

讀韓非子札記 三卷   民國四十八年「讀諸子札記」排印本 

韓非子校書 二卷  于  鬯 民國五十二年「香草續校書」排印本 

韓非子新證 四卷  于省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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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非子要詮 一卷  王蘧常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韓非子 一卷  謝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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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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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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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坂圓 日本享和二年脩文齋刊本 

增讀韓非子附錄 一卷  

定本韓非子纂聞 二十卷  蒲坂圓 日本昭和七年崇文院排印本（又作「松臯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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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藤澤南岳 日本明治十七年大坂松村九兵衛刊本 

眉批乾道本韓非子 二十卷  片山格 
日本弘化二年脩道館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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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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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zh.wikipedia.org/zh-cn/%E6%A5%9A%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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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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外而應養神於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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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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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之弧本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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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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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F%93%E8%A8%80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4%9A%E5%85%AC%E7%A7%BB%E5%B1%B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D%9E%E4%BA%BA%E5%BF%A7%E5%A4%A9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D%9E%E4%BA%BA%E5%BF%A7%E5%A4%A9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A1%E5%91%8B%E8%80%85&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D%A7%E8%B7%AF%E4%BA%A1%E7%BE%8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9%8D36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9%8D28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8%98%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8%98%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E%8B%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0%9D%E6%83%B3%E5%A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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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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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鑛評 

道德經批點 四卷 
宋 蘇  轍注 

明吳興凌氏刊本 
明 凌以棟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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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子選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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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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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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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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華真經旁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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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子郭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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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萬曆三十三年凌以凍刊五色套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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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莊子評點 一卷  曾古峏 民國四十二年香港「岷雲堂叢刊」排印本 

莊子選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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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子集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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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子內篇選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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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注莊子覈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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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子集註 十卷  巖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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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念圖書館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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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子內外篇選註 二卷  福島俊翁 日本昭和七年 – 十三年京都彙文堂排印本 

九、韓國老子、莊子 

老子彙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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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鮮咸興活字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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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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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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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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子天下篇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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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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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等身並執教於臺灣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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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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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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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子哲學探究  4711871494176  陳鼓應著                                   600 

易數淺說  4711871494183  黎凱旋著(名山版)                                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