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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方 略 叢 書 兩輯共計 30 種 212 冊                   台幣總價 26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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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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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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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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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欽定剿平粵匪方略 朱學勤等纂 同治 11 年刊本 10 冊 10,250  

2 嘉靖東南平倭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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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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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瑞微撰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書 1 冊 750  

5 奉天邊務輯要 李廷玉等撰 民國 6 年刊本 1 冊 1,100  

6 洪經略奏對筆記  光緒 24 年宏文閣刊本 1 冊 750  

7 皇清開國方略 阿桂等纂 光緒 13 年刊本 2 冊 2,100  

8 平叛記 毛霦撰 康熙 55 年刊本 1 冊 1,050  

9 東南紀事 邵廷釆撰 光緒 10 年刊本 1 冊 1,050  

10 西南紀事 邵廷釆撰 光緒 10 年刊本 1 冊 1,050  

11 明季南略 計六奇輯 康熙 10 年刊本 2 冊 2,900  

12 明季北略 計六奇輯 著者序于康熙 10 年        3 冊 4,150  

13 先撥志始 文秉撰 同治 2 年刊本 1 冊 1,050  

14 南疆繹史 定溫睿臨撰，李瑤勘 道光年刊本 4 冊 5,150  

15 皇朝藩部要略 祁韻士等撰 光緒 10 年刊本 2 冊 2,900  

16 平定關隴紀略 楊昌濬撰 光緒 13 年冊本 3 冊 4,150  

17 山東軍興紀略 作者不詳 光緒年刊本 2 冊 2,550  

18 戡靖教匪述編 石侯編 道光 6 年刊本 1 冊 1,050  

19 保甲書輯要 徐棟撰，丁日昌校 同治 10 年刊本 1 冊 1,000  

20 團練事宜 朱孫詒編 同治 1 年刊本 1 冊 1,050  

21 湘軍志 王闓運撰 宣統一年重刊本 1 冊 1,050  

22 湘軍記 王定安撰 光緒 15 年刊本 2 冊 1,800  

23 湖南苗防屯政考 但湘良輯 光緒 9 年刊本 5 冊 6,400  

24 浙東籌防錄 薛福成輯 光緒 13 年刊本 1 冊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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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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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欽定剿捕臨清逆匪紀略 舒赫德等纂 乾隆年間刊本 3 冊 4,200  

4 欽定平定教匪紀略 托澤等纂 嘉慶 22 年刊本 8 冊 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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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定教匪紀事 勒保撰 清嘉慶抄本 1 冊 750  

6 襄陽兵事略 吳慶燾撰 光緒 17 年刊本 1 冊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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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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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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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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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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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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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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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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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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engwen.com.tw/tc/cat/hng/guo/guo16.htm
http://www.chengwen.com.tw/tc/cat/hng/guo/guo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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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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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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engwen.com.tw/tc/cat/hng/guo/2guo6.htm
http://www.chengwen.com.tw/tc/cat/hng/guo/2guo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