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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史料叢書 全套 55 種 115 冊 總價  (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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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研究近、現代珍貴一手素材，學者圖書館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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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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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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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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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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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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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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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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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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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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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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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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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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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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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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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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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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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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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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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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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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