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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稿約 

一、本刊以報導東海大學圖書館業務動態為主，包括館藏資源介紹及利用、本館

史料的輯述、館員經驗與業務發展報告、活動概況與側記。提供圖書暨資訊

科學新知、專題書目索引選介、圖書出版訊息(包括書刊與資料庫的選介)、

圖書館界相關訊息。 

二、歡迎各界人士惠賜具有學術價值的文章，來稿請附「註釋」及「參考書目」。 

三、館外人士賜稿，本刊一律匿名委送外審，凡經審查合格者，將個別通知刊載。 

四、來稿一經同意刊載，若欲改投他處者，請先告知，以便撤稿作業。 

五、本刊因經費不足，歉難致贈稿費，惟賜稿一經採用，即贈抽印本十本。 

六、賜稿收件於每月月底截止，稿件請用 word 檔或文字檔，逕寄：libnews@mail. 

thu.edu.tw，或郵寄「東海大學 BOX622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編輯收」，並請

惠示作者簡歷與通訊地址、電話號碼，以便連絡。 

七、本刊同時發行紙本式與電子版兩種，電子版連結方式：由「東海大學圖書館

網頁」連結「本館館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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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日誌 

東海大學圖書館民國六十一年日誌  

特藏組  謝鶯興 

3 月 7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開放時間與人事皆有更動。 

按：圖書館開放時間更動的訊息如下： 

圖書館期刊室開放時間更改為：星期一至五，上午八時至下午

五時，星期六上午八時至十二時。又星期日圖書館開放時間提早於

下午二時開放至晚間十時半。該館新館落成後曾於寒假中重新佈置。 

人事方面 

聘朱安安先生為圖書館辦事員。 

3 月 21 日，《簡訊》報導圖書館以「圖書館在大學教育的功能」為題，舉

辦徵文比賽，結果揭曉。 

按：徵文比賽的名次如下： 

第一名陳大維(工工四)及李森隆(中二)，各獲贈禮券三百元。

第二名鄭建新(化工一)，獲贈禮券二百元。 

4 月 7 日，郭代館長函覆唐守謙代理校長有關購置《東方雜誌》全套，因

圖書經費限制暫時無法增購。 

按：臺灣商務印書館阮毅成先生函請查良鑑董事長訂購《東方雜誌》

重印本全套，查董事長轉交唐代理校長，郭代館長專函告知如下： 

Dr. S. C. Tang, Acting President 

Dear Dr. Tang：  

With respect to question of EAST WIND, which is being republished 

by a company here in Taiwan, I would like to comment as follows：  

According to the material, attached hereto, the deadline for ordering 

at the prepublication price is the end of February, 1972. Since the 

publishers are still trying to get orders, it appears that not many people 

are ordering this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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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publication price is listed as NT$50000, or US$1250. This 

is  a  very high pr ice even if  there  is  a  lo t  of  mater ial  involved.  I  

understand there will be 175 volumes. This comes to over NT$285. a 

volume. Of course I do not know what method they plan to use; but 

even if they plan to reset all the type, this seems pretty expensive. 

So far as this year ’s book budget is concerned, except for the 

Chem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every department has spent all or 

nearly all of its budget for the current year. So far as I can tell now, 

there is less than US$2000. worth of new reference material  to be 

up-to-date. We allocated US$3400 for abstracts this year to come from 

the book reserve fund. The total for these periodicals came to over 

US$4200. If  we must call  on this money for these periodicals for 

another year, we shall have almost nothing left in this reserve fund. 

Chen Yu-chung has told me that he must pay money from this fund 

every once in a while for books which were ordered some time ago but 

have been delayed in arriving. Consequently, at no time could this fund 

get very low. 

So, I do not see how we are justified in ordering this material at 

this time. If we were to order for installment paying, the cost would 

go up to NT$64000. 

Mr.  Kao Hsin-fa has made a l ist  of the numbers (not volumes) 

which we do not now have of this periodical. I enclose the list here for 

your reference. As you will see (from the pencil figures I have inserted) 

we already have quite a few issues of this periodical.  To order the 

complete set  will  give us many duplicates.  Of course,  I  realize we 

could not get just  the issues we are missing.  But there is a lot we 

“ought to have” which we cannot get because of the lack of money. 



圖書館日誌  

 3

Sincerely youes, 

Acting Librarian 

P.S. We now have roughtly one-third of the issues of this periodical. 

5 月 30 日，《簡訊》報導聯合董事會通過 1972 至 1973 年圖書及期刊補助

費共美金 12000 元。 

6 月 13 日，《 簡 訊 》刊 載 圖 書 館 有 關 離 校 師 生 還 書 與 在 校 師 生 借 還 書 事 項。 

按：「圖書館規定還書期限」記載的內容如下： 

1.畢業生借書應於 6 月 15 日以前陸續還清。 

2.其他各班同學 6 月 21 日起停止借書，6 月 26 日以前還清。 

3.教職員同仁在 6 月 25 日至 29 日之間，暫停借書還書。 

4.離職之教職員同仁請於 6 月 25 日以前還清借書。 

5.下學年升為四年級之同學，如因暑假研究需要，經其系主任

書面證明書，可准借書四冊，此項借書手續必須於 6 月 26、27 兩

日內辦理完畢，過期不再補辦，如需另借他書，則必須歸還前次所

借之書後始准再借，其手續必須本人親自辦理。 

7 月，胡家源先生於國立中央圖書館印行之《第一次全國圖館業務會議紀

要》撰寫<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一文。 

按：<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內容如下： 

本校於民國四十四年建校，圖書館亦於建校同時建立。 

一、組織 

本館在行政組織上直屬大學校長，館長由校長聘任，綜理館務。

館長下設有館長助理一人，協助館長，處理館務。另設第一、第二

兩組。第一組主管參考、閱覽工作；第二組主管採購、編目事宜。

此外，並設立圖書館委員會及圖書館學報委員會。圖書委員會委員

由校長聘請各行政單位主管及各學院之院長、系主任擔任，以與館

長共同處理政策性之問題及購書經費分配事宜。《圖書館學報》委

員會委員由校長聘請校內專家學者擔任，與館長共同策劃編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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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館學報》出版事宜。 

本館組織編制系統如左： 

┌--圖書委員會 

├--圖書館學報委員會 

│   ┌--助理館長 

校長└--館長-└-------├--第一組-- ┌------流通股 

│(參考閱覽) ├-- 期刊股 

│     └-----參考股 

└--第二組--  ┌----古籍股 

(採編)    ├-----中文股 

└----西文股 

二、人員及經費 

本館現在職員十五人，其中圖書館系畢業者一人，圖書館專科

學校畢業者二人，受過圖書館專業訓練者四人。 

本館經費合併於學校經費。 

三、藏書 

本館現共有藏書 120976 冊，其中古籍 39429 冊(中有善本書

1414 冊，並曾與中央圖書館合編《善本圖書目錄》，現已出版)，

普通中文書 34598 冊，英文書 44233 冊，其他文字書籍 2716 冊。 

書籍以外，本館現在所藏期刊計中文 276 種，外文 302 種，共

578 種(其他陸續訂購及贈送，不定期之期刊，尚未包括在內)。 

本館藏書預計能達十八萬冊，目前藏書數量雖不太多，但均為

精選者，故尚能提供教學研究之用，而無不足之感。尤可感奮及一

提者，本館所珍藏之《西漢文類》刊於宋紹興十年，距今約八百三

十餘年，僅就板本而言，亦足珍貴。另所藏之古籍中，有關目錄、

金石方面的圖書館為數也不少。此外，完整的期刊，豐富的參考工

具書亦為本館藏書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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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編目與分類 

分類：中、日文書均採用劉國鈞分類法；古籍採用北平人文科

學研究所分類法；西文採用杜威十進分類法。 

編目：中、日文採用中央圖書館編目規則，著者號採用王雲五

四角號碼；西文書採用 A. L. A. Catalogaing Rules，並參考 Akers’ 

Simple Library Catologaing，著者號採用 Cutter’s Auther Table。 

五、閱覽 

本館創立之初即推行開架式制度，實行以來人人稱便；雖然遺

失書籍情事時有發生，但其比率只佔千分之三，並不嚴重，衡之教

育價值而言，實有繼續推行之必要，故本館毅然繼續採用開架制

度，校方亦大力技持。 

因採用開架制度之關係，每日借還書數量頗高。以上學年度而言，

一年借書量達六萬餘冊(以八個月計算，寒暑假除外)。為求全校師生

利用圖書館，本館儘量延長開放時間。本館開放時間如后： 

週一--週五   上午 8 時--晚間 10 時 30 分 

週六     上午 8 時--下午 4 時 

週日及例假日 下午 2 時晚間 10 時 30 分 

每周開放時間共計八十九小時 

本館為本身之需要，或為配合外界之要求，曾舉辦多次展覽，為

輔導地方文化事業，推廣圖書館活動，本館亦曾辦理圖書館員講習

班，代辦館員就業訓練，並曾將複本圖書贈送中部地區各級圖書館。 

六、出版書刊 

本館除定期刊行《圖書館學報》外(已刊行十一期)，另有《圖

書館學小叢書》之出版，現已出版者計有： 

1.學校圖書館  王振鵠著 

2.圖書館學術語  王征編 

3.兒童圖書館  皮哲燕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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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歷代名人年譜總目  王實先編 

5.檔案管理概述  張廷樑著 

9 月，萬樂圖先生接長圖書館(見《校史》)。 

按：《校刊》(61.09.30 第 2 版)「新任圖書館館長，萬樂圖接任視事」

云： 

本校新任圖書館館長萬樂圖先生(Mr. Walter Gary)已於上月

間偕其韓籍夫人來校。萬樂圖館長係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圖書館

學碩士，並修韓國歷史，精通中韓兩國語文。萬樂圖館長於 1967

年曾擔任韓國延禧大學圖書館長，旋並曾任韓國國防部圖書館及美

國第八軍圖書館館長多年，對圖書管理業務，卓著經驗。 

萬樂圖館長對記者表示，彼因來校未久一切尚待學習，惟對本

校圖書館在短短十餘年內，能有如此規模，深表贊佩。嗣後當本其

所學竭盡棉力，逐步予以擴充。尤其在參考室及閱覽方面，將力求

充實及使學生在閱讀時，更較方便。 

萬樂圖館長現有男女公子三人，均隨同來校。 

本年度，萬館長接任圖書委員會委員，胡家源先生任委員兼秘書(《簡訊》

61.09.30 第 3 版)。 

10 月 3 日，萬館長發出關於圖書館新措施的公告，籲請全校師生提出意見

或反應(硃筆題《館務通訊》)。 

按：公告內容如下： 

東海大學圖書館      六十一年十月三日 

各位教授：在這裡我們首先要向你們報告有關圖書館的進

展。一切活動都是對於學校教授及學生們的學習更方便一些。因

此我們極欲知道各位的意見與反應。 

首先，我們向各位通知的是，圖書館側門已有「此門不通」

的告示，且已鎖上，這樣為了各位在館內更能自由的參閱書籍，

而不受外界影響。自今年度起，東海圖書館的新措施是依照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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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標準，在各位離館前自動將所帶離的書籍讓在門口的工讀

同學檢示，而不要為難他們，在此特望諸位合作。 

其次，我們希望各位知道本館非常幸運的請到了一位剛自加

拿大回國參加本館工作行列的王麗玉小姐，在參考工作方面她是

內行，自暑假起我們參考室改觀了，不但有了解決疑難的專門人

才，同時我們也擁有一間供人觀瞻的博物室。 

在參考室裏我們增加了一架 Zerox720 的複印，便於各位教

職員及學生們對於書頁遺失與缺補望各位善加利用，每張需費三

元，用於該機器之保養與紙張費用。 

在借書上我們也略有變更，為不使借書之超額與過期(卅

日)，我們會用書面通知。每次教授每人可借書 40 本，講師每

人 30 本，教職員每人可借 15 本，如這辦法實行有效，在下學期

教職員們借書數量上將不受限制。 

其次，在館長室對面新置了一個教員研究室，裏面是些禁

書，如教員須要使用該室，請到本館行政室(館長隔壁)索取鑰匙。 

最後，我們誠須諸位合作，若有任何問題，可投書本館進門

近樓梯左側瀏覽室的意見箱中，館長、圖書館委員及本館工作同

仁將儘量替各位解答。 

圖書館館長  萬樂圖 

10 月 4 日，校 長 謝 明 山 先 生 於 新 生 開 訓 典 禮 上 提 及 東 海 大 學 推 行 通 才 教

育，每 年 以 百 分 之 十 的 鉅 額 經 費，用 之 於 圖 書，讓 莘 莘 學 子 得 以 善 加

利用此一完備的圖書館(《校刊》61.11.02 第 1 版)。 

10 月 9 日，《簡訊》報導圖書館於二樓參考室新增全錄牌最新複印機一台，

並 為 全 校 師 生 服 務，凡 擬 複 印 文 件 者，均 可 申 請，每 張 酌 收 工 本 費 新

台幣三元。 

10 月 14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人事異動訊息。 

按：此次異動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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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原期刊室股長高新發先生調教務處組員，協辦成績，其

遺缺由流動股長胡元鈞先生接任。胡先生遺缺由林儒行先生接替。

新聘王翔燕小姐負責圖書館出納台。 

10 月 24 日 ，《 簡 訊 》 報 導 附 設 於 圖 書 館 二 樓 閱 覽 室 之 芳 威 廉 夫 人 紀 念 博

物 館業已整理完畢，並正式開放。 

11 月 7 日，《簡訊》報導設於圖書館內之芳威廉夫人紀念博物館，現正由

文學院杜院長清點各項物品中。 

11 月 10 日，中國圖書館學會函告圖書館繼續舉辦第三屆圖書館週事。 

按：中國圖書館學會函(總發第 015 號)載： 

事由：函請繼續舉辦第三屆圖書館週，共襄盛舉由。 

一、謹為貫徹總統推行中華文化復興運動之號召，本會繼續舉

辦第三屆圖書館週。 

二、茲隨函附上「中華民國第三屆圖書館週實施綱要」兩份，

敬希惠予支持按照活動項目盡力籌辦。至標語、書簽，刻

正在設計印製中，日內另行寄贈(本屆統籌印贈不辦加印)。 

三、請查照辦理並盼將辦理成效見告為荷。 

「中華民國第三屆圖書館週實施綱要」內容如下： 

一、圖書館週目的 

1.倡導大眾讀書風氣 

2.發揮圖書館的功能 

二、圖書館週活動重點項目 

1.共同項目 

A.介紹圖書館的設施和資源 

B.撰寫專論刊登報章 

C.舉辦各種展覽 

D.洽製電視、廣播節目 

E.張貼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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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圖書館 

A.製作壁報、漫畫、標語 

B.放映電影 

C.舉辦讀者座談會 

D.發動捐書運動 

E.其他社教活動 

3.學校圖書館(包括設置圖書館學系之各校) 

A.舉辦徵文比賽，以「圖書館之利用」為題，由各校訂定

辦法分別舉辦之(大、中學) 

B.製作壁報(中學) 

C.舉辦講演比賽(中學) 

D.舉辦學術性講演，鼓勵學生多加利用圖書館之資源(大學) 

E.舉辦圖書展覽(大、中學) 

F.鼓勵學生參觀各圖書館之設施(大、中學) 

三、圖書館週時間：民國 61 年 12 月 1 日至 7 日 

四、主辦單位：中國圖書館學會 

五、參加單位：國立中央圖書館、各省、市圖書館，各縣、市

圖書館，各鄉、鎮圖書館，各學校圖書館，各機關圖書館 

11 月 18 日，修正「全國基督會(基督教)大專院校圖書館館際互借簽約書草

案」。 

按：草案內容如下： 

本館等為發揚學術，增加圖書流通效能起見，特訂全國基督教

會(基督教)大專院校圖書館館際圖書互借合作辦法，合作試行以發

展圖書館事業，其互借合作辦法如下： 

第一條：全國各基督教會(基督教)大專院校圖書館，增進圖書

流通促進學術研究起見，特訂定本合作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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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本辦法暫以私立東吳、東海、輔仁大學及中原理工學

院圖書館為限。 

第三條：凡參加本辦法之各校師生借閱圖書，而該校圖書館(簡

稱甲館)無此書時，除第四條所列者外，可由甲館代向藏

有該書之其他各館(簡稱乙館)轉借。 

第四條：雙方圖書館對於左列圖書資料，原則上不得申請借

閱，但得申請複印： 

1.國內出版物或本地已有翻印版之圖書。 

2.期刊雜誌。 

3.參考書。 

4.珍本、善本圖書以及手稿。 

5.版本特大不易包裝或易於破者(除非由甲館派員索借)。 

6.已有印本或微片可供借閱之學位論文打字底稿。 

第五條：館際借書以五十冊為限，由甲館定期以書信或派員至

乙館索借(時間另定之)，借期一月，期滿還清後再借。 

第六條：乙館借出圖書，如遇有需要無論已否到期，經通知甲

館後應即送還。 

第七條：甲館代讀者向乙館借書由甲館對乙館負責，凡還書及

賠書手續等概由甲館辦理之。 

第八條：圖書互借以借書單為之，借書單格式另訂之。 

第九條：讀者如污損或遺失所借圖書須由甲館負責於兩月內購

得原書賠償(國外圖書為四月)，如該書已絕版或無法購

得該書，須照原價三倍償還，如損毀或遺失全套之部分

應照全套價格賠償。 

第十條：本辦法經各館徵得各該校有關單位(硃筆改成「校方」)

同意後實施之，修訂時亦同。 

11 月 21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自 10 月 4 日上課開始至 11 月 13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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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 40 天的閱覽統資料。 

按：該統計表的內容如下： 

圖書館閱覽統計(自 10 月 4 日上課開始至 11 月 13 日止共計

40 天) 

項     目 每天平均數 最多一天 最少一天 

進出圖書館總人數：

49805 人 

1245 人 2042 人(10 月

30 日) 

7 人(11 月 13

日) 

進出參考室總人

數:5114 人 

128 人 313 人(10 月

12 日) 

30 人(11 月 13

日) 

進出期刊室總人

數:7925 人 

198 人 378 人(11 月 7

日) 

13 人(11 月 13

日) 

出納檯借書總

數:12826 冊 

320 冊 1338 冊(10 月

4 日) 

45 冊(11 月 13

日) 

Xesox 複印總

數:4860 份 

121.5 份 209 份(10 月

24 日) 

2 份(10 月 10

日) 

參考詢問題總數:303

題 

7.5 題   

註：還書未計，估計約等借書數，因借必還 

11 月 25 日，《簡訊》報導萬館長及胡家源先生出席在台南成功大學召開之

全國大學院校圖書館館長會議。 

按：《 校 刊 》(62.01.15 第 6 版 )「 大 專 院 校 圖 書 館 長 年 會，萬 樂 圖 館 長

稱獲益良多」云： 

全國大專院校圖書館館長年會，於 61 年 11 月 25 日在臺南成

功大學召開，本校圖書館館長萬樂圖先生偕同該館胡主任家源前往

與會，萬樂圖館長於會畢返校後對本刊記者說，此項年會極具意

義，使彼對全國大專院校目前圖書館事務有進一步之瞭解，俾作為

本校圖書館今後業務之借鏡，深感獲益匪淺。攜回之資料中，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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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專院校圖書館概況統計數字，經本校圖書館同仁予以整理後，

列表刊登於後(參見 62.01.15 條)。據萬館長表示，其中統計數字，

或非完全正確，惟亦可供讀者明瞭目前各院校之圖書館一般情況云。 

11 月 28 日 ，《 簡 訊 》 刊 載 圖 書 館 配 合 12 月 1 日 至 7 日 的 圖 書 館 週 活 動 ，

舉辦論文比賽。 

按：此次論文比賽公告及辦法如下： 

圖書館定自 12 月 1 日至 7 日為圖書館週，特舉辦論文比賽辦

法如後： 

論文題目：假如我是圖書館長 

字數：最低不得少於一千字，中英文均可 

截止日期：12 月 5 日 

揭曉：成績評定後於 12 月 11 日揭曉 

獎品：錄取前三名，分致獎金：第一名新台幣五百元，第二名

新台幣三百元，第三名新台幣二百元。 

文中如有寶貴意見，而可行者，當由該館採納實施。 

歡迎同仁及同學踴躍參加，共襄盛舉。 

12 月 1 日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務通訊》第二號出刊。 

按：《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務通訊》原為英文稿，亦有中文譯稿，中文譯

稿內容如下： 

在本館上期《館務通訊中》，我們曾強調館內工作幾點新措施，

本期報告中，我們將奉陳下列事項，使大家對圖書館近況有一瞭

解。 

我們得感謝謝校長的題字，這項題字懸掛在圖書館進門處，這

不但增加美觀，同時也使大家知道圖書館的所在地點。 

十一月份的前兩週，我們曾為一年級新生舉辦一項「圖書館簡

略介紹」課程在外文系主任謝培德教授及系內諸位先生協助之下

得以順利完成，此項課程舉辦的目的在使新生認識館內諸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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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圖書館服務工作有一初步瞭解，此後當他們有問題時，就知

道找什麼人幫忙，雖然這項工作增加了本館同仁的負擔，但我們

卻認為人與人之間的聯繫是非常重要，即使是超過了本身工作負

擔，我們也樂於效勞。 

有些教員先生及同學們曾要求本館也為他們舉辦一次，為了滿

足他們的好奇心，我們很樂意接受這項要求，茲排定日程於下：

12 月 4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10 分，12 月 6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20 分，12 月 8 日(星期五)上午 11 時 10 分。願意參加者屆時請到

圖書館館長室接洽。 

此外，我們也願意為任何一班級或單位作相同的簡報，只要是

圖書館所能做到的，我們都願意為任何一個學生、社團服務，如

果你們興趣是游泳、集郵、攝影或是觀察飛鳥，我們可以提供一

些這方面的資料。任何特別班級或學生社團如有此項需要時，請

與館長直接聯絡洽辦。 

我們希望大家藉參加圖書館舉辦的論文比賽的機會寫出你們

的意見，因為能提供意見比起參加競賽是有意義得多，如果你們

所提供的意見很寶貴，我們一定採納，並予以實施。實際上大家

本身的利益與圖書館的工作推進是密不可分的，所以請多多的發

表高見。 

從學生休息室意見箱內，我們收到下列諸項建議： 

外二讀書會建議：「參考室內可否備置製版用的影印設備以便

利同學影印資料時省得到總務處來回奔跑。」 

圖書館館長答覆如下：「外二讀書會的同學們：你們也許知道

全錄(Zerox)複印機每影印一份資料費用三元，如果要印很多份的

話，最好先行製版，然後再複印，製版複印與照像影印一樣的清

晰，但費用要省得多。當然我們也要考慮試行你們的建議，但是

照像製版的技術有點複雜，而且費用也貴一點，經過若干損失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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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停止這樣做了。但總務處王敦儀先生對這方面技術很在行，

有關照像複印整個程序完全由他一手包辦。只要給他原稿，他會

替你照像複印，要多少印多少(這份《通訊》就是照這個辦法複印

的)，照這個辦法做的好處就是在技術上有任何的差錯而印壞了，

不要你們一分錢。」 

工工系四年級陳潭同學建議：「館長先生：學生休息室之設甚

好，美中不足乃室中兩張書桌有破壞情調之感，盼能移走，並盼

利用此室作展覽之用，似如前幾天的攝影展覽，又此室內可否供

應些茶水(咖啡)？」 

館長回覆如下「陳同學，俗語說：『得寸進尺』、『得隴望蜀』，

不是我潑冷水，在圖書館內設茶水供應站，或咖啡室嗎？難呢！

當然這個想法很好，但是在館內那裡可以找到這麼一間合適的空

房呢？如果非要不可，我們只有將學生休息室移作此用了！你是

知道的，本校現有 1600 多學生，平均每天進出圖書館的約有二千

人次，下學年學生增至二千人，那麼按比例，平均每天進出圖書

館人數將達二千五百人次，我們正在擔憂圖書館將會越來越擠了

呢！雖然如此，但我們並不放棄，努力去尋找一間合適的房間改

作咖啡室之用，使學生有一個休、輕鬆的處所，這樣讀起書來，

才會有好的成績，對不對？我認為這是一項有價值的投資，值得

一試！但必須稍待時日。」 

外二讀書會建議：「圖書館所能否在每一間閱覽室及各層書庫

內放一部大字典(中英文)？」 

館長回覆如下：「目前不太可能，等我們經費充足時，不妨一

試，屆時我們將在每一間閱覽室放置一部備用，在我們不能這樣

做以前，只有把大字典放在適當的處所--參考室。」 

除了上述諸建議以外，我們也收到其他的建議函件，其中有些

是建議人親自送來的，有些是由休息室建議箱內收取的，建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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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是關係到圖書館佈置的問題，俟下學期再行研討吧！ 

也許你們需要一幅地圖，現在讓我們來討論地圖的問題吧！一

位愛國心很重的同學問到圖書館內為何沒有本國地圖？我們感到

很慚愧，現在自是有了全國大地圖及台灣省大地圖，這兩幅大地

圖懸掛在靠近出納台的地區，此外在參考室內另備有地球儀一隻，

在舊館還備有一幅世界大地圖。 

如果你有什麼問題，請記住通知圖書館，只要我們知道你需要

什麼，我們將盡力而為，藉論文比賽而提出你的要求是一個很好

的辦法，而且機會難得，更何況你還可能得到獎金五百元呢！ 

圖書館週訂於 12 月 1 晊 7 日舉行，本館並於 12 月 4 日(星期

一)邀請師大圖書館長王振鵠教授蒞校演講，王教授畢業於美國田

納西州皮巴第學院，獲有圖書館學碩士學位。講題是：「期刊雜誌

在通才教育上的重要性」，地點及時間：圖書館期刊室，晚上 7 時

30 分開始，歡迎屆時踴躍參加聽講。 

12 月 4 日，晚 上 7 時 30 分，圖 書 館 為 配 合「 圖 書 館 週 」活 動，特 請 師 大

圖 書 館 館 長 王 振 鵠 教 授 在 期 刊 室 主 講「 期 刊 雜 誌 在 通 才 教 育 上 的 重 要

性」(Role of Periodicals in the Liberal Educat)(《簡訊》61.12.05)。 

12 月 5 日，《簡訊》報導圖書館在期中考期一週做出的進出館人數統計。 

按：該項統計資料如下： 

11 月 20 日至 26 日止(期中考前一週)進出圖書館總人數為

12888 人，平均每天為 1841 人(以往為 1245 人)。 

週一至週五每天均在 2000 人以上 

週六及週日亦超過一千人。 

較之以往，平均每週超出約 4000 人以上(以往平均每週總人

數為 8715 人) 

12 月 6 日，下午 3 時，建築委員會召開會議，商討到圖書館內部空間規劃

事宜(《校刊》61.12.18 第 2 版)。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35 期  

 16

按：《校刊》報導內容如下： 

本校建築委員會於六日下午三時，在會議室召開會議，商討

有關校園各項建築事宜，…… 

2.圖書館請求擴展現閱報室之過路，向兩旁擴充加寬，俾期刊

室可移來前面。經討論決定如次： 

A.可以擴展。 

B.應不妨礙其旁房舍之通風與取光。 

C.併請建築系籌繪。 

D.圖書館前水池，已失意義，併請建築系設計改修。 

3.辦公室加建問題，決定如下： 

A.辦公室以獨立並擴大現有容量為準，圖書館左右兩側，

改作辦公室，不適當，應不考慮。 

B.辦公室東側房，應全撥與教務處使用，加建櫃臺，充實

設備。 

C.辦公室右側，全部撥與訓導處與勞作室使用。總務處、

會計室搬離。 

D.另在現總務處辦公室後加建辦公室一列，南北與文學院

前後相齊，長寬規格均為原建築樣式。 

12 月 12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統計自 10 月 4 日至 12 月 3 日間，進出及

使用圖書館的統計表。 

按：該次閱覽統計表內容如下： 

圖書館閱覽統計(自 10 月 4 日至 12 月 3 日，計兩個月內) 

項目 平均每週 

進出圖書館總人數:85033 人 9448 人，最多一天 2722 人，11

月 30 日 

進出參考室總人數:8632 人 959 人 

進出期刊室總人數:12618 人 140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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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出書籍總數:20119 冊 2235 冊 

Xerox 複總數:7004 份 778 份 

參考詢問題總數:492 題 48 題 

期刊室借出資料複印數:337 次 38 次 

註：還書未計，估計等於借書數。 

12 月 12 日，《簡訊》報導圖書館教員研究室內備有英文打字機一架，供同

仁進研究室時利用。 

圖書館此時仍肩負提供場地做為校內各項活動之用。如：11 月 28 日，圖

書館提供場地，以陳列視聽教室大樓的模型。12 月 5 日，下午七時三

十分，歷史學系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教授劉廣京博士在圖書館 102 教室

演講「咸同平亂與經世思想」(The Confucian Statecraft and The Ch‘ing 

Restoration，以上皆見《簡訊》)。 

12 月 26 日，《簡訊》報導美國新聞處將有關環境衛生書籍與彩色圖畫一批，

借予本校圖書館，供全校師生參閱。 

按：關於美國新聞處借書供本校師生參閱訊息如下： 

台中美新處圖書館借予本校圖書館有關環境衛生書籍批供

本校師生閱覽。其中部份屬於參考書者，存放參考室，供眾參閱

不予借出。可予借出部份，可向該館出納檯辦理借閱手續，惟借

出期限為三天，到期必須歸還。 

美新處頃提供本校彩色圖書 21 幅，分置圖書館參考室、期

刊室、書庫及閱覽室等處，供眾欣賞。 

12 月 26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週徵文比賽的成績。 

按：圖書館徵文比賽成績如下： 

第一名外文系二年級范瑞珠 

第二名創意社 

第三名中文系三年級李森隆 

12 月 30 日，圖書館配合元旦假期，自當日(星期六)中午 12 時起，至元月

2 日止閉館，元月 3 日(星期三)8 時起照常開放(《簡訊》61.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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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務工作 

館藏和刻本簡明目錄--子部‧說叢類暨類書類 

特藏組  謝鶯興 

說叢類 

○和○善皇明世說新語八卷八冊  明李紹文撰  日本寶曆四年(1754，清乾隆

十九年)京都萬屋仁右衛門刊本       C12.1/(p)4020 

附：日本寶曆甲戌(四年，1754，清乾隆十九年 )阿波亦彎<明世說序>、

明陸從平<皇明世說新語序>、<附釋名>、<皇明世說新語目錄>、<

附名公校閱姓氏>、日本寶曆甲戌(四年，1754，清乾隆十九年 )羽

波祐昌<題明世說後>。 

藏印：「高微堂」方型硃印，「鷹嶽館圖書記」長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板框 14.5×24.7 公分。

板心上方題「明世說新語」，魚尾下題「卷之○」及葉碼。 

卷 之 首 行 題「 皇 明 世 說 新 語 卷 之 ○ 」，次 行 題「 雲 閒 李 紹 文

節之甫撰」，卷末題「皇明世說新語卷之○終」，封底以墨筆題「矢

島氏」，下鈐「高微堂」方型硃印。 

扉葉右題「雲間李紹文先生撰  不許飜刻   千里必究」，左

題「皇都書林兩三人嘗聞有皇明世說新語以類王弇洲先生刪定新

語 補搜索多年然以舶上來希未有得之予近幸得此本刊行惜乎卷

之三 有脫簡失八行以無別本闕如惠顧君子有觀全本令予補之幸

甚  洛東八坂宮前肆明井長舒誌   貫器堂梓」，中間書名題「皇

明世說新語」，並鈐有文魁星圖像圓型硃印。 

書末牌記題「寶曆四年甲戌(四年，1754，清乾隆十九年 )十

一月吉旦」，「書林  京都  萬屋仁右衛門梓行」。 

按：字句間見日文訓讀，書眉間見墨筆音釋。 

○和塵餘二卷一冊  明謝肇淛撰  日本皆川愿校訂  日本弘化三年(1846，

清道光二十六年)皇都書林菱屋孫兵衛刊本   C12.5/(p)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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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日本寬政戊午(十年，1798，清嘉慶三年 )皆川愿<麈餘序>、日本寬

政八年(1796，清嘉慶元年 )三宅芳隆<麈餘敘>、明謝肇淛<麈餘引

>、明萬曆丁未(三十五年，1607)趙世顯<麈餘序>。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九行，行十八字。板框 13.5×19.4 公分。

板心上方題「麈餘」，魚尾下題「卷○」及葉碼，葉一之板心下方

題「章陸刊」。 

卷之首行題「麈餘卷之○」，次行題「陳留謝肇淛輯」，卷末

題「麈餘卷之○終」。 

書 籤 題「 謝 肇 淛 麈 餘   上 下 」，書 末 版 權 頁 依 序 題「 弘 化 三

年(1846，清道光二十六年 )丙午初夏」、「御幸町御池下ル町」、「皇

都書林  菱屋孫兵衛」。 

按：字句間見日文訓讀。書末廣告題「麈餘  明謝肇淛輯  皆川淇園

先生校訂  全二冊」，書中附皆川愿<序>，故據以題為「日本皆川

愿校訂」。 

類書類 

○和○善卓氏藻林八卷八冊  明卓明卿撰  王世懋校正  日本三雲義正新四

郎訓點  日本元祿九年(1696，清康熙三十五年)攝陽書肆翰林堂藏

版          C14.11/(p)2167 

附：明萬曆辛巳(九年，1581)皇甫汸<卓氏藻林序>、明萬曆庚辰(八年，

1580)卓明卿<卓氏藻林自序>、<卓氏藻林凡例>、<藻林目錄>、日

本元祿戊寅(十一年，1698，清康熙三十七年 )三雲義正新四郎<跋

卓氏藻林>。 

藏印：「折居藏書」、「折居藏印」、「盟故堂」方型硃印，「望月藏禁門

外」長型硃印。 

板式：無魚尾，四邊單欄。無界欄，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

行二十字。板框 14.5×19.6 公分。板心上方題「卓氏藻林卷之○」，

板心下方題類別(如「天文類」)及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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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卷之首行題「卓氏藻林卷之○」，次行題「武林卓明卿澂

甫編輯」，三行題「吳郡王世懋敬美校正」，卷末題「卓氏藻林卷

之○終」。 

封面書籤題「卓氏藻林○」，硃筆題各冊收錄之內容(如第一

冊題「天文」、「地理」 )。 

扉 葉 左 題 「 元 祿 九 年 (1696，清康熙三十五年 )丙 子 中 夏 穀

旦」，右題「攝陽書肆  名倉翰林堂藏板」，中間書名題「卓氏藻

林」。 

按：字句間見日文訓讀。三雲義正新四郎<跋卓氏藻林>云：「此書世有

未刊行者，書肆某將鏽諸梓，就予而圖之，其意酷勤，遂不得辭，

略加檃栝，且作訓點，以與之後之覽者為是正焉。」故據以著錄：

「日本三雲義正新四郎訓點」。 

○和 (新刻)事物紀原十卷五冊   明胡文煥撰   日本皇都書肆五車樓藏版菱

屋孫兵衛刊本         C14.11/(p)4709 

附：明正統十三年(1448)閻敬<事物紀原序>、<新刻事物紀原上卷總目

>、<新刻事物紀原上卷目錄>、<新刻事物紀原下卷總目>、<新刻

事物紀原下卷目錄>、<皇都書肆五車樓藏板略書目>。 

藏印：無。 

板式：雙 白 魚 尾，四 邊 單 欄。無 界 欄，半 葉 十 行，行 十 九 字；小 字 雙

行，行十九字。板框 13.7×19.2 公分。板心上方題「事物紀原卷○」，

魚尾間有「○」記，板心下方為葉碼。 

卷 之 首 行 題 「 新 刻 事 物 紀 原 卷 之 ○   ○ ○ 部 共 ○ ○ ○ 事 」，

次行題「錢唐  胡文煥  德甫  校正」，三行為各部名稱次第及

「凡○○事」，卷末題「事物紀原卷○終」(卷五至八及卷十等卷 )。 

書末牌記依序題「江戶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  七」、「大坂心

齋橋北久太郎町   河內屋喜兵衛」、「書肆」、「同心齋橋博勞町角

河內屋茂兵衛」、「同心齋橋安土町  河內屋和  助」、「同心齋橋

北ク寶 寺 町   敦 賀 屋 彥   七 」、「 京 御 幸 町 御 池 南   菱 屋   孫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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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 

按：字句間見日文訓讀。「皇都書肆五車樓藏版略書目」下題「京御幸

町御池下ル   菱屋孫兵衛」等字。 

○和○善五雜組十六卷十六冊  明謝肇淛撰  日本寬文元年(1661， 清順治十

八年)刊本          C14.12/(p)0433 

附：明李維楨<五雜組序>。 

藏印：「多田一角芙員」方型墨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欄。無界欄，半葉九行，行十八字。板框 13.5×

19.4 公分。板心上方題「五雜組」，魚尾下題「卷○」及葉碼。 

各卷之首行題「五雜俎卷之○」，次行題「陳留謝肇淛著」，

卷末題「五雜俎卷之○終」。卷十六末葉題「寬文改元辛丑(1661，

清順治十八年 )仲冬」。 

第二冊內葉鈐「來源：購 16 本」、「書價：日幣 1200」、「52

年 8 月 22 日」長型藍印。 

按：字句間見日文訓讀。 

○和圓機活法八卷二冊  日本山崎昇編輯  日本明治十四年(1881，清光緒

七年)大阪響泉堂銅刻尚書堂藏版     C14.2/(q3)2226 

附：日本明治辛巳(十四年，1881，清光緒七年 )長愿<圓機活法引>、日

本明治十五年(1882，清光緒八年 )市邨謙<圓機活法序>、<鼇頭韻

學圓機活法總目>、<尚書堂新刊藏版書目錄>。 

藏印：「靜芳堂」、「彰芳堂」、「錦洞」長型硃印，「孛蹊氏藏書記」、「山

陽西備尹江東崖住」、「安非氏東堂圖書印章」、「市邨謙印」、「士

牧尹」、「安寬」、「字仲栗」、「靜芳書房」方型硃印，「明治壬午(十

五年，1882，清光緒八年 )發行」圓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上下雙欄。分上下兩欄，下欄半葉十行，行二十五字；

小字雙行，行二十五字。板框 7.3×8.1 公分。上欄無界欄，半葉十

二行，行八字；小字雙行，行十六字。板框 7.3×3.8 公分。板心上

方題「圓機活法」及韻名次第，魚尾下題「卷○」、門類名及葉碼，

板心下方題「尚書堂藏版」。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35 期  

 22

卷 一 之 首 行 題「 鼇 頭 韻 學 圓 機 活 法 卷 ○ 」， 次 行 題「 大 日 本

信陽赤城山崎昇編輯」，卷末題「鼇頭韻學圓機活法卷○終」。 

<圓機活法引>及卷一首葉之欄外題「大阪高麗橋柟檀木  響

泉 堂 銅 刻 」書 籤 題「 鼇 頭 韻 學   圓 機 活 法   山 崎 昇 編 輯   乾 (或

坤 )」。 

卷末版權頁上半葉依序題「明治十四年(1881，清光緒七年 )

六月八日  版權免許」、「明治十四年十月十八日  別製本御屆」、

「 明 治 十 五 年 二 月 八 日   刻 成 發 行 」、「 長 野 縣 平 民 」、「 編 輯 人

山崎昇」、「大阪府東區龍造寺町十八番地」、「大阪府平民寄留」、

「 出 版人  本信太郎」、「大阪府東區北久太郎町四丁目八番

地」，下半葉依序題「東京發兌書肆  甘泉堂  山中市兵衛」、「同

丸 善 商 社   丸 家 善 七 」、「 同   玉 山 堂   稻 田 佐 兵 衛 」、「 同   文

玉圃  吉川半七」、「西京發兌書肆  尚書堂  本定二郎」、「同

尚古堂  本九兵衛」、「大阪發兌書肆  積玉圃  柳原喜兵衛」、

「同  文海堂  松村九兵衛」、「同  文榮堂  前川善兵衛」、「同

斯文堂  北村孝七」。 

按： <圓 機 活 法 引 >云 ：「 浪 華 尚 書 堂 主 人 常 憾 之 ， 訂 正 挍 讎 」， 板

心 下 方 亦 題「 尚 書 堂 藏 版 」，欄 外 小 字 題「 大 阪 高 麗 橋 柟 檀 木   響

泉堂銅刻」，故著錄為「大阪響泉堂銅刻尚書堂藏版」。  
 

七月份新增院系圖書一覽表 

採編組  陳婷婷製 

單位 冊數 

外文系 48 

教育學程中心 17 

工業工程系 75 

法律系 18 

歷史系 222 

哲學系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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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系 58 

數學系 11 

中文系 266 

 

單位藏書：數學系 2004 年 7 月新書通報(中文圖書) 

採編組  陳婷婷製 

書名 登錄號 索書號 

不動點定理 C370042 310.1/1183/1993/ / 

有限域 C370049 313/3144/1999/ / 

走出混沌 C370048 319.1/0035/1999/ / 

抽屜原則及其他 C370047 310.8/7762/v.10/ / 

科克曼女生問題 C370045 310.105/6068/1993/ / 

連續統假設 C370040 315.1/1180/1993/ / 

置換多項式及其應用 C370043 313.64/1214/1993/ / 

數學歸納法 C370046 310.8/7762/v.6/ / 

線性代數(第三版) C269855 313.3/5790-04/2000 二刷/ / 

質數判定與大數分解 C370041 313.6/1214/1993/ / 

黎曼猜想 C370044 313.66/4545/1993/ / 

 

單位藏書：教育學程中心 2004 年 7 月新書通報(中文圖書) 

採編組  陳婷婷製 

書名 登錄號 索書號 

日本教育制度：現況趨勢與特徵 C364974 520.931/1033/2003/ / 

比較終身教育 C364970 528.44/4432-04/2003/ / 

教育史 C364977 520.9/6002/ /v.1 2001 十七刷 

教育史 C364978 520.9/6002/ /v.2 2003 十五刷 

教育哲學 C364979 520.11/7732-01/ /2002 二刷/ 

教育哲學：分析的取向：an analytical 

approach C364976 520.11/4052/2004/ / 

教育財政與教育發展 C364980 520.1856/4432-01/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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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教育思潮 C364973 520.19/2834/ /2002 三刷/ 

新課程建構式教學理論與實踐：語文、社

會、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 C364981 523.407/4325/2002/ / 

新課程建構式教學理論與實踐：數學、健

康與體育、自然與生活科技 C364982 523.407/1084/2002/ / 

綜合教育小法規 C364969 526.22/2632-01/2004/ / 

臺灣語言教育政策之回顧與展望 C364975 800.92/7584/2001/ / 

課程改革：反省與前瞻：backward and 

forward C364985 521.7/4412-03/2003/ / 

課程基礎理論 C364984 521.7/0702-01/2004/ / 

課程發展與設計=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design C364983 521.7/0702/2004/ / 

學校整體課程經營：學校課程發展的永續

經營 C364972 521.7/4436-01/2002/ / 

歷史教學理論與實務 C364971 523.34/2681/2004/ / 

 

單位藏書：法律系 2004 年 7 月新書通報(中文圖書) 

採編組  陳婷婷製 

書名 登錄號 索書號 

公司法實例研習 C364988 587.2022/8031/ /2004 二刷/ 

公司債法理之研究：論公司債制度之基礎

思維與調整 C364991 587.255/0042/2003/ / 

公司債法理之研究：論公司債制度之基礎

思維與調整 C364992 587.255/0042/2003/ / 

明代中央司法審判制度 C371037 580.926/1767/2002/ / 

法治國家與表意自由：憲法專論(三) C364999 581.07/3430-02/2003/ / 

法治國家與表意自由：憲法專論(三) C365000 581.07/3430-02/2003/ / 

社會國之法理基礎 C364993 547.7/4420/2001/ / 

社會國之法理基礎 C364994 547.7/4420/2001/ / 

國際安全與國際法 C364989 579.36/4636/2003/ / 

國際安全與國際法 C364990 579.36/4636/2003/ / 

程序保障與闡明義務 C364997 586.1/0843/2003/v.1/ 

程序保障與闡明義務 C364998 586.1/0843/2003/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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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法與訴願程序解說 C371035 588.15/4440-01/ /2003 二刷/ 

訴願法與訴願程序解說 C371036 588.15/4440-01/ /2003 二刷/ 

資訊公開與司法審查：行政法專論 C364995 588.07/3430/2003/ / 

資訊公開與司法審查：行政法專論 C364996 588.07/3430/2003/ / 

憲法：權力分立 C364986 581.24/4412/2003/ / 

憲法：權力分立 C364987 581.24/4412/2003/ / 

 

單位藏書：外文系 2004 年 7 月新書通報(中文圖書) 

採編組  陳婷婷製 

書名 登錄號 索書號 

GEPT 全民英檢中級口說模擬測驗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C364801 805.189/3432/2004/ / 

GEPT 全民英檢中級口說模擬測驗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N055677 805.189/3432/2004/ / 

GEPT 全民英檢中級口說模擬測驗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N055678 805.189/3432/2004/ / 

GEPT 全民英檢中級寫作模擬測驗 C364802 805.189/2541/2004/ / 

GEPT 全民英檢中級閱讀模擬測驗 C364803 805.189/2549/2003/ / 

反動與重演：美國文學史與文化批評 C364824 874.2/6627-01/2001/ / 

引經據典說英文 C364806 805.121/8084/ /1999 二刷/ 

末世之家 C364830 874.57/2584-01/2003/ / 

伊利莎白女王時期的英國=Elizabethan 

England C364819 741.243/1051/2000/ / 

伊底帕斯在科羅納斯：神話英雄的誕生 C364807 249.7/9010/ /1996 二刷/ 

全民英檢中級聽力模擬測驗 C364804 805.189/3432-01/2004/ / 

全民英檢中級聽力模擬測驗 N055679 805.189/3432-01/2004/ / 

全民英檢中級聽力模擬測驗 N055680 805.189/3432-01/2004/ / 

安蒂岡妮：墓窖裡的女人 C364808 883.557/6025/ /2003 九刷/ 

托福字彙 600 分 C364798 805.1894/0804-01/ /2002 七刷 

利西翠妲：男人與女人的戰爭 C364809 883.555/0749/ /2001 三刷/ 

希臘悲劇 C364810 871.34/7282/ /2003 十四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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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格曼儂：上古希臘的殺夫劇 C364811 883.555/0492/1997/ / 

表演藝術與方法 C364835 981.5/2294-01/ /1999 二刷/ 

近代西洋文學：新古典主義迄現代 C364814 870/6025/ /2003 六刷/ 

哈洛‧品特戲劇研究 C364836 873.55/0051/1994/ / 

美國文學一六○七~一八六○：殖民地時

代到內戰前夕：American literature：from 
the old colonial days to civil war C364823 874/2507-01/2000/ / 

背起文學行囊：造訪英倫名家=Traveling 
with English literature C364820 741.9/6621/2003/ / 

英文句法精義 C364840 805.169/2647/ /2003 二刷/ 

英文用法探索：平凡中的不平凡= A 
treasure chest of English usage C364838 805.12/2647/1999/ / 

英文字彙贏家：走出 GRE 字彙迷宮= Mega 
essential GRE vocabulary C364839 805.12/2647-01/2000/ / 

英國文學史略 C364818 873.9/4545/1995/ / 

英國簡史 C364821 741.1/4438/ /2001 三刷/ 

神聖的詠嘆：但丁導讀 C364812 877.413/7500/ /2000 二刷/ 

馬克白(逐行注釋新譯本) C364837 873.4336/9054/1999/ / 

現代歐美文學概述 C364815 870.9/2177/1996/v.1/ 

現代歐美文學概述 C364816 870.9/2177/1996/v.2/ 

船蛸 C364827 887.157/4084/2002/ / 

最重要的 100 個英文字首字根 C364799 805.1/0804/ /2003 十二刷/ 

最重要的 100 個英文字首字根 C364800 805.1/0804/ /2004 九刷/ 

奧托蘭多城堡 C364828 873.57/5000/2002/ / 

新編西洋文學概論：上古迄文藝復興 C364805 870/6025-02/ /2003 四刷/ 

新編俄國文學史 C364817 880/7741/ /1999 二刷/ 

聖經故事 C364813 241/1123/ /1999 三刷/ 

碧廬冤孽 C364829 874.57/4004-03/2002/ / 

遠離塵囂 C364826 873.57/0030-014/1999/ / 

劇場遊戲指導手冊 C364833 980.16/9154/ /2002 六刷/ 

編劇高手=Writing scripts for stage & screen C364832 812.31/4444/2003/ / 

魯拜集 C364822 866/2008/ /2003 四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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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的結構：敘事性結構和劇場性結構 C364834 980.1/1254/ /2003 四刷/ 

戲劇原理 C364831 980.11/4214/2004/ / 

縱橫英文時空：暢遊古今典故 C364825 805.121/1036/2002/ / 

 

2004 年 7 月流通量統計表--人次統計 

資訊組  張菊芬製 

日期 借書 還書 教學用書 續借 預約 取消預約 合計 

7 月 1 日 64 65 0 2 4 9 144 

7 月 2 日 35 35 0 1 9 7 87 

7 月 3 日 0 0 0 0 5 8 13 

7 月 4 日 0 0 0 0 3 2 5 

7 月 5 日 66 73 0 0 8 5 152 

7 月 6 日 86 73 0 1 13 8 181 

7 月 7 日 82 55 0 1 3 3 144 

7 月 8 日 77 57 0 1 6 7 148 

7 月 9 日 62 44 0 0 3 2 111 

7 月 10 日 0 0 0 0 3 1 4 

7 月 11 日 0 0 0 0 4 3 7 

7 月 12 日 90 85 0 2 18 7 202 

7 月 13 日 59 49 0 1 20 4 133 

7 月 14 日 96 65 0 0 13 2 176 

7 月 15 日 60 51 0 0 4 6 121 

7 月 16 日 77 51 0 1 7 1 137 

7 月 17 日 0 0 0 1 3 2 6 

7 月 18 日 0 0 0 0 3 2 5 

7 月 19 日 73 59 0 0 16 6 154 

7 月 20 日 59 51 0 1 10 5 126 

7 月 21 日 77 42 0 0 33 7 159 

7 月 22 日 61 72 0 1 14 3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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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3 日 79 77 0 0 6 2 164 

7 月 24 日 0 0 0 1 2 2 5 

7 月 25 日 0 0 0 0 5 4 9 

7 月 26 日 66 101 0 1 1 3 172 

7 月 27 日 54 65 0 6 10 3 138 

7 月 28 日 73 75 0 2 11 4 165 

7 月 29 日 69 54 0 1 8 2 134 

7 月 30 日 65 68 0 3 5 12 153 

7 月 31 日 0 0 0 0 6 1 7 

總計 1530 1367 0 27 256 133 3313 

 

2004 年 7 月流通量統計表--冊數統計 

資訊組  張菊芬製 

日期 借書 還書 教學用書 續借 預約 取消預約 合計 

7 月 1 日 174 136 0 3 4 11 328 

7 月 2 日 97 74 0 6 9 8 194 

7 月 3 日 0 0 0 0 5 12 17 

7 月 4 日 0 0 0 0 3 2 5 

7 月 5 日 221 138 0 0 8 5 372 

7 月 6 日 243 186 0 1 14 10 454 

7 月 7 日 218 147 0 5 3 3 376 

7 月 8 日 204 147 0 3 7 7 368 

7 月 9 日 236 119 0 0 4 7 366 

7 月 10 日 0 0 0 0 3 1 4 

7 月 11 日 0 0 0 0 4 4 8 

7 月 12 日 284 176 0 5 20 10 495 

7 月 13 日 166 115 0 5 21 5 312 

7 月 14 日 265 182 0 0 15 4 466 

7 月 15 日 175 156 0 0 4 8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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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6 日 219 118 0 1 7 3 348 

7 月 17 日 0 0 0 2 3 4 9 

7 月 18 日 0 0 0 0 4 4 8 

7 月 19 日 226 138 0 0 17 7 388 

7 月 20 日 197 134 0 1 10 5 347 

7 月 21 日 218 101 0 0 35 12 366 

7 月 22 日 140 309 0 1 15 4 469 

7 月 23 日 237 225 0 0 6 4 472 

7 月 24 日 0 0 0 4 2 2 8 

7 月 25 日 0 0 0 0 6 4 10 

7 月 26 日 200 285 0 2 1 4 492 

7 月 27 日 150 260 0 23 11 6 450 

7 月 28 日 153 164 0 7 12 10 346 

7 月 29 日 209 178 0 2 8 5 402 

7 月 30 日 232 219 0 23 6 17 497 

7 月 31 日 0 0 0 0 7 4 11 

總計 4464 3707 0 94 274 192 8731 

 

2004 年 7 月流通統計--讀者身份排行 

資訊組  張菊芬製 

身份 借書 還書 指政借書 續借 預約 合計 

專任教師 290 447 0 0 11 748 

專任助教 90 66 0 0 2 158 

數學系專任教師 7 3 0 0 0 10 

職員 270 181 0 0 25 476 

非專任人員 59 109 0 54 0 222 

非編制內人員 38 91 0 36 0 165 

退休人員 3 0 0 0 0 3 

博士班學生 162 114 0 0 11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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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學生 1244 1316 0 1 29 2590 

學士班學生(日) 1738 960 0 3 148 2849 

學士班學生(２) 277 142 0 0 35 454 

學士班學生(進修部) 130 71 0 0 8 209 

特別生 58 41 0 0 2 101 

志工 0 7 0 0 3 10 

中區合作館師生 84 148 0 0 0 232 

私立綜合大學合作館 2 0 0 0 0 2 

臺灣大學圖書館 0 0 0 0 0 0 

傅斯年圖書館研究人員 0 0 0 0 0 0 

校友 12 11 0 0 0 23 

捐贈者３ 0 0 0 0 0 0 

未定義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總計 4464 3707 0 94 274 8539 

 

2004 年 7 月借閱排行榜--單位借閱排行 

資訊組  張菊芬製 

排行 單位系所 借閱次數 續借次數 小計 

1 中國文學系 543 24 567 

2 社會學系 307 1 308 

3 歷史學系 227 4 231 

4 政治學系 210 9 219 

5 建築學系 174 7 181 

6 美術學系 171 0 171 

7 外國文學系 158 0 158 

8 企業管理學系 152 0 152 

9 哲學系 148 3 151 

10 經濟學系 150 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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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社會工作學系 143 4 147 

12 會計學系 139 0 139 

13 國際貿易學系 123 0 123 

14 統計學系 104 0 104 

15 日本語文學系 101 2 103 

16 工業設計學系 93 0 93 

17 食品科學系 90 0 90 

18 工業工程學系 90 0 90 

19 圖書館 84 0 84 

20 資訊科學系 83 0 83 

 

2004 年 7 月圖書借閱排行榜 

資訊組  張菊芬製 

排行 題名 索書號 登錄號
借閱次數 

含續借次數 

1 States and markets / 337/St81/2003/ / W243847 3 

2 Strategies of qualitative inquiry 300.72/St82d/2003/ / W243895 3 

3 一個地方 857.83/2771/2003/ / C343936 3 

4 
中共財政金融改革的影響與

臺商因應策略 561.92/7727/ / / C238276 3 

5 
世界經濟中的華人角色與臺

灣經濟發展研討會 552.287/5042/ / / C164034 3 

6 亞森‧羅蘋全集 
876.5708/7480/ /v.15 

2003 十五刷/ C345807 3 

7 
東亞金融危機對亞太區域安

全的影響 561.93/4481/ / / C244044 3 

8 

東南亞金融風暴對印尼、泰國

臺商的衝擊與因應策略之比

較分析 558/2698/ / / C245400 3 

9 海蒂 815.9/4034-1/v.7 2002 C319588 3 

10 華僑經濟年鑑：東協篇 
577.2058/5042-02/20

01/ / C288708 3 

11 盧森堡公園的一天 
815.9/3008-01/ /2002

二刷/ C32828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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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用文 802.79/4613-01/2002 C309362 3 

13 ...年佛學研究論文集 220.7/2592/y.1996/v.2 C192115 2 

14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 

from theory to politics / 342.73001/G875/1996 W178817 2 

15 
Comparativ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306.2/C738/ / / W086484 2 

16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democrac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Europe and America. 321.82/F914/ / / W200497 2 

17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s : 

pragmatism and the role of 

judicial review in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 342.73/L664/2000/ / W222639 2 

18 

Constitution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 : writing the new 

constitutional history / 342.73029/C766c/2002 W236625 2 

19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its 

roots and trends. 724.9/H542/ / / W090459 2 

20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 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 / 321.8/H366d/1995/ / W180321 2 

 

訊息 

東海大學圖書館大事記 

民國 93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07.14 期 刊 組 施 麗 珠 小 姐 參 加 科 資 中 心 國 外 資 源 組 於 台 中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圖

書 館 視 聽 室 舉 辦 的「 建 構 西 文 核 心 期 刊 資 源 共 享 機 制 計 畫 座 談 會 」。 

07.20 新任校長程海東博士由林教務長陪同視察各單位，於上午 11 時蒞館

參觀，代館長簡報圖書館概況。 

07.30 上午 9 時於路斯義教堂舉辦新舊校長交接典禮，代館長依例備妥圖書

館各項清冊移交。 

下午 1 時 30 分，前董事長吳清邁博士陪同前校長吳德耀夫人參觀校

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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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十二種見於別集類的宋人孟子著述 

僑光技術學院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陳惠美 

一、前言 

九十二學年度筆者以<兩宋以前孟子著述存佚考>為題，申請學校的專

題研究案 1，檢核資料過程當中，經常運用東海圖書館館藏資料，而興整理

之思。因於撰寫專題結案報告之際，順帶整理東海館藏《孟子》相關著述，

並略考其板本，別為<東海圖書館藏孟子書目(一)>、<東海圖書館藏孟子書

目--漢至唐之部>二文 2，藉《館訊》先行刊布，提供相關研究者參考。 

由於計畫先就朱彝尊《經義考》3「孟子類」著錄兩宋以前之著述予以

考察，作為基本書目，再擴及蔣復璁《孟子集目》4、鄭卜五《孟子著述考》

5等書，因此即仿《經義考》著錄存佚之例，註明各書存、闕、未 見、佚 ；

然 而，每 每 有《 經 義 考 》逕 曰「 存，若 干 卷 」，而 核 對 書 目 著 錄 卻 未 見 單

行者。其後經由朱彝尊偶附之按語，搭配全文資料庫，從子部、集部中析

出多種《孟子》著述，今整理原收錄於別集類當中的十二種宋人《孟子》

著述，考述各書之作者、流傳狀況，從中亦可窺知「互著」、「別裁」法的

運用。此外，由於所見仍多東海館藏資料，於各條書名、出版資料後，繫

附索書碼，以便讀者考察。 

二、十二種分述 

1.司馬氏光《疑孟》一卷，見《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第七十三卷，《四部

叢刊》本，上海涵芬樓景印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紹熙刊本，商務印

書館，D02.3/1779 

                                                 
1 僑光技術學院，92 年度獎助教師專題研究計畫案，計畫編號：92A-087。 
2 陳惠美<東海圖書館藏孟子書目 (一 )>，《東海大學圖書館訊》新三十一期，

頁 31-48，民國 93 年 4 月。陳惠美<東海圖書館藏孟子書目 ----漢至唐之

部>，《東海大學圖書館訊》新三十二期，頁 40-47，民國 93 年 5 月。  
3 《四部備要》本，台北中華書局，民國 70 年。 
4 蔣復璁《孟子集目》，《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第 2 卷第 2 期，1926 年 10 月。 
5 鄭卜五《孟子著述考》，台北國立編譯館出版，2003 年 0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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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南宋紹興二年(1132)劉嶠<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序>、南宋紹興三年

(1133)劉嶠<進司馬溫公文集表>、<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目錄>、清

黃丕烈<跋>。 

藏印：「瀧川氏圖書記」長型硃印。 

板式：白口，雙魚尾，單欄。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字。板框 14.2×9.3

公分(縮印本)。上魚尾下題「溫公文○○」(或「溫公○○」、「司

馬文○○」、「溫公文集○○」不等)，下魚尾下為葉碼，板心下方

有刻工名字。各卷首尾皆題「溫國文正公文集卷○○」。 

按 ： 一 、 司 馬 光 (1019-1088)字 君 實 ， 陝 州 夏 縣 人 。 司 馬 光 年 幼 時 ， 持

石擊破水缸救友的故事，廣為傳頌；其年甫冠，中進士甲科，

聞喜宴上不願戴花，為當世所稱；至其編《資治通鑑》，則於

史 學 影 響 深 遠 。 相 關 事 蹟 見 《 宋 史 》 卷 三 百 三 十 六 <司 馬 光

傳 >6。 

二、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五下「《疑孟》一卷」云：「右

溫國司馬文正公光所著也。公疑《孟子》之書有非軻之言者，

故 為 《 疑 孟 》 十 有 一 篇 」 7； 宋 ‧ 姚 福 亦 云 ： 「 溫 公 平 生 不 喜

孟 子 以為偽書，出於東漢，因作疑孟論。」8則司馬光之著此書，

則為《孟子》接受史當中，非孟、疑孟的系列。此書雖僅一卷，

其後卻引起對話，如宋‧余允文《尊孟辨》、宋‧朱熹＜讀虞

隱之尊孟辨＞、清‧陳鐘英《答疑孟》、清‧匡援《疑疑孟》

等均是。 9 

                                                 
6 元脫脫等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據故宮藏本照相縮印本，台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 72 年。 
7 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五下<拾遺>(葉五十)「《疑孟》一卷」條，《書目續編》

本，台北廣文書局，民國 56 年 12 月初版。 
8 姚福之說，乃評司馬康等《孟子節解》，兼及司馬光之書，然則司馬光疑《孟子》

為偽，而著《疑孟》，為當時人所知。姚福語，轉引自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

三十三，葉四＜司馬氏康等孟子節解＞條。 
9 余允文、朱熹之說，見《晦庵集》卷七十三，詳參本文第 5 條；匡援《疑疑孟》，

收入《十室迂談九編》，為《匡劍堂先生遺稿》之一，民國間抄本，中國國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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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 宋‧邵 博《 聞 見 後 錄 》卷 十 一 收「 司 馬 光《 疑 孟 》一 卷 」，

題「右題司馬文正公疑孟」 10、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五下<

拾遺>載「《疑孟》一卷」二書記載，司馬光此書似已有單行的

情形，其後宋‧王應麟《玉海》卷四十一 11、元‧馬端臨《文獻

通考》卷一百八十四亦均載《疑孟》一卷 12。今見《說郛》所收

即《疑孟》一卷，屬單行系列。 13 

然在另一方面，此書又另入別集中。朱熹《晦庵集》卷七十三有<

讀 虞 隱 之 尊 孟 辨 >14，乃 朱 熹 為 說 余 允 文《 尊 孟 辨 》兼 收 <溫 公 疑 孟

上>。此外，《疑孟》一卷，收入司馬光集中。《文淵閣四庫全書》

八 十 卷 本 《 傳 家 集 》 15， 卷 七 十 三 亦 收 錄 此 書 。 《 四 庫 全 書 總 目 》

「提要」云：「是集凡賦一卷、詩十四卷、雜文五十六卷、題跋疑

孟史剡共一卷、迂書一卷、壺格策問樂詞共一卷、誌三卷、碑行狀

墓表哀辭共一卷、祭文一卷。」 16今核原書，<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以下題「元豐五年(1082)作」，<性猶湍水>以下題「元豐八年(1085)

作」，計十二則 17。 

2.蘇氏轍《孟子解》一卷，見《欒城集‧後集》卷六，《四部叢刊》本，上

海涵芬樓景印明蜀府活字本，商務印書館，E02.6/0017v.170-172 

附：明嘉靖二十年(1541)劉大謨<欒城集序目錄>、明嘉靖辛丑(二十年，

1541)王珩<欒城集序>、<欒城集凡例總目>、南宋淳熙三年(1176)<

                                                                                                                         
書館藏；陳鐘英《答疑孟》，收入《欖香小品》，清道光間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

藏。 
10 《叢書集成》本，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年不詳。 
11 <藝文‧孟子>，《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12 <經籍考十一‧經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13《說郛》卷三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14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15 宋司馬光《傳家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16 清紀昀等奉敕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17 按《傳家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及《說郛》本皆十二則，《四部叢刊》本則僅

十一則，缺「孟子謂蚳鼃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已無官守無言責

進退可以有餘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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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文定公謚議>、<欒城集目錄>、<欒城後集目錄>、<欒城第三

集目錄>、南宋淳熙六年(1179)鄧光<後序>、南宋淳熙己亥(六年，

1179)蘇詡<後序>、南宋開禧丁卯(三年，1207)蘇森<後序>、明

嘉靖辛丑(二十年，1541)崔廷槐<欒城集後序>。 

板 式 ： 單 魚 尾 ， 單 欄 。 半 葉 十 行 ， 行 二 十 字 ； 小 字 雙 行 ， 行 二 十 字 。

板框 14.2×9.3 公分(縮印本)。板心上方題「欒城集」(或「欒城

後集」、「欒城三集」)，魚尾下題卷次及葉碼。各卷之首尾皆題

「欒城集卷第○」(或「欒城後集卷第○」、「欒城三集卷第○」)。 

按 ： 一 、 蘇 轍 (1039-1112)字 子 由 ， 年 十 九 ， 與 兄 軾 同 登 進 士 科 ， 又 同

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

之事，尤為切至。事蹟見《宋史》卷三百三十九<蘇轍傳>。 

二、歷來著錄此書，史志、政書、載記，如《宋史‧藝文四‧子類‧

儒家類》、《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四<經籍十一‧經論>、《欽定

續通志‧藝文略‧經部‧四書類》 18、《蜀中廣記》卷九十一<著

作記第一‧經部>19；經學目錄、藏書目，如《經義考》卷二百

三十三、《直齋書錄解題》卷三<語孟類>20、清‧陸心源《皕宋

樓藏書志》卷十 21、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 22，皆作

「《孟子解》一卷」，作者無疑，書名、卷數亦無參差。 

三、《直齋書錄解題》卷三<語孟類>載：「穎濱《孟子解》一卷，蘇

轍撰。其少年時所作，凡二十四章。」參對蘇轍《欒城集‧後

集》卷六<孟子解二十四章>標題小字有「予少作此解，後失其

本，近得之，故錄於此」云云，能知《孟子解》為蘇轍少作。 

四、今存蘇轍《孟子解》有兩個系列，其一收入叢書，如《兩蘇經

                                                 
18 清嵇璜等奉敕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19 明曹學佺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20 宋陳振孫撰，《書目續編》本，台北廣文書局，民國 56 年 12 月初版。 
21 《書目續編》本，台北廣文書局，民國 56 年 12 月初版。 
22 《書目叢編》本，台北廣文書局，民國 56 年 8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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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本、《子學彙函》本、《百部叢書集成》本、《指海》本、《文

淵閣四庫全書》本 23、《四部叢刊》本、《叢書集成新編》本，均

以一卷本的面貌單行。另一則收入蘇轍的文集，今館藏《四部

叢刊》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欒城集‧後集》卷六<孟子

解二十四章>，其內容與收入叢書實相同。 24 

3.徐氏積《嗣孟》一篇，見《節孝集》卷二十八，《文淵閣四庫全 書 》本 ，

台灣商務印書館，R082.1/2767v.1101  

附：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紀昀等<提要>。 

板式：單魚尾，雙欄。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板框 10.7×7.4 公分(縮

印本)。板心上方題「欽定四庫全書」，魚尾下題「節孝集卷○」

及葉碼。卷之首行題「欽定四庫全書」，次行上題「節孝集卷○」，

下題「宋徐積撰」，卷末題「節孝集卷○」。 

按 ： 一 、 徐 積 (1028-1103)字 仲 車 ， 楚 州 山 陽 人 。 孝 行 出 於 天 稟 。 三 歲

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

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裘，啜菽

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登進士第，歷任揚州司戶參軍、楚

州教授、和州防禦夫官、宣德郎監中岳廟，享年七十六。著《節

孝語》一卷、《節孝集》三十卷。事蹟見《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卓 行 ‧ 徐 積 >、 宋 王 稱 《 東 都 事 略 》 卷 一 百 一 十 七 <卓 行 傳 ‧

徐積>。 25 

二、徐積《嗣孟》僅一篇，然《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葉一著錄「徐

氏積嗣孟，一篇，存」，則朱彝尊視其為孟子著述，殆無疑義 。

不過，歷來徐積《嗣孟》並未見載於其他書目、史志，亦未見

                                                 
23 《文淵閣四庫全書》於「經部‧四書類」收錄蘇轍《孟子解》一卷，並撰<提要

>；「集部‧別集類」收錄蘇轍《欒城集‧後集》中，亦有《孟子解》。 
24 《四庫全書薈要》本《欒城後集》卷六亦收《孟子解》一書。 
25 《東都事略》，清乾隆間刊本(東海大學藏)。另，段朝端編《宋節孝先生年譜》，

收錄於《楚州叢書》第一輯；＜徐積行狀＞，宋王資深撰，附《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節孝集》卷三十二。兩文皆徐積生平事蹟載記，可詳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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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叢書或別行；惟朱氏逕載曰「存」，當確見其書。今檢核徐

積傳世文集，終可逆知朱彝尊之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收錄《節

孝集》卷二十八有<嗣孟>一篇外，國家圖書館藏有明喜靖乙丑

(四十四年，1563)淮安知府劉祐修補舊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有明刊本及清宣統三年(1911)刊本等。 26 

然而，今《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錄者為三十卷附錄二卷本；考陳

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別集中>載：「《節孝集》二十卷」，《文

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七<經籍考六十四‧集‧別集>載：「《節孝集》

二十卷」，《欽定續通志》卷一百六十二<藝文略‧文類第十二上‧

別集‧文淵閣著錄‧宋>載：「《節孝集》三十卷《附錄》一卷，宋

徐積撰」，從上述資料知《節孝集》顯然有二十卷、三十卷兩種不

同的版本，則在二十卷本中，《嗣孟》一篇是否亦收入，因未見該

版本，僅能存疑俟考。 

4.余氏允文《尊孟辨》三卷《尊孟續辨》二卷《尊孟別錄》一卷，《百部叢

書集成》本，據清道光錢熙祚校刊《守山閣叢書》本影印，台灣藝

文印書館，HB E02.6/6614-02v.52pt.21，又見朱熹《晦庵集》卷七

十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附：南宋隆興元年(1163)余允文<尊孟辨原序>、<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南宋乾道八年(1172)余允文<尊孟續辨原序>、李紱<書尊孟辯後

>、宋陳振孫<尊孟辨說>、胡玉縉<四庫提要補正>。 

板 式：粗 黑 口，無 魚 尾，左 右 雙 欄。半 葉 十 一 行，行 二 十 三 字。板 框

13.8×9.9 公 分 (縮 印 本 )。 板 心 題 「 尊 孟 辨 卷 ○ 」 及 葉 碼 。 各 卷

之首行上題「尊孟辨卷○四庫全書原本」下題「守山閣叢書經

部」，次行上題「宋余允文撰」下題「金山錢熙祚錫之校」，卷

末題「尊孟辨卷○終」。 

                                                 
26 參「善本古籍聯合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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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余允文字隱之 27，建安人。生平未詳，然觀其書辨李覯、司馬

光、蘇軾等人之說，而朱子有<讀虞隱之尊孟辨>，則余氏殆為

北宋晚期人。 

二、余氏是書，名為《尊孟辨》，僅觀書名，已可略知其著書大端，

至其內容大要，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九「尊孟辨七卷」

條說之甚詳：「以司馬公有《疑孟》及李遘泰伯《常語》，鄭厚

叔《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辯之為五卷，後二卷則王充《論

衡‧刺孟》及東坡《論語說》中與《孟子》異者亦辨焉。」28可

知余氏著書旨在針對北宋諸家疑孟批評孟子的說法提出駁辨，

屬《孟子》由子入經過程中，尊孟一系。 

三、余氏《尊孟辨》，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九作「尊孟辨七

卷」；《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四<經籍考十一‧經論>載曰：「尊

孟辯七篇」；《文淵閣四庫全書》收入，《四庫全書總目》題「《尊

孟辨》三卷《續辨》二卷《別錄》一卷，永樂大典本」；不僅篇

卷有淆誤、流傳卷數亦不一。《四庫全書總目》詳論是書云：「陳

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載是書卷數與今本合。朱彝尊《經義考》

僅云附載《朱子全集》中，而條下註「闕」字，蓋自明中葉以

後已無完本矣。所載凡辨司馬《疑孟》者十一條附《史剡》一

條，辨李覯《常語》者十七條，鄭厚叔《藝圃折衷》者十條。《續

辨》則辨王充《論衡‧刺孟》者十條，辨蘇軾《論語說》者八

條。此後又有<原孟>三篇，總括大意以反覆申明之，其《尊孟

辨》及《續辨》、《別錄》之名亦釐然具有條理，蓋猶完書。今

約略篇頁，以《尊孟辨》為三卷，《續辨》為二卷，《別錄》為

                                                 
27 據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宋朱熹《晦庵集》、宋黃震《黃氏日抄》(《文淵

閣四庫全書》本)，余氏名允文，字隱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作「字隱文」，

當鈔錄之誤。又，《福建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六十八<藝文一‧延平

府‧宋>載「虞允文《尊孟辨》」，「虞」當為「余」之誤。 
28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九<儒家類>「尊孟辨七卷」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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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冠原序於前，而繫朱子<讀余氏尊孟辨說>於後，首尾完

具復還舊觀，亦可謂久湮復顯之秘帙矣。」 

知四庫本內容自《永樂大典》錄出，館臣核對陳振孫《直齋書

錄解題》所載，認為已是「首尾完具，復還舊觀」；然一為七卷、

一為六卷，明明有參差，不知館臣何以做如是言？不過，此本

自《永樂大典》錄出，顯較完整，現存《尊孟辨》一書，皆為

四庫本之流衍，四庫館臣輯佚之功實不可沒。 29 

四、現存《尊孟辨》已趨近舊觀，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

載「《通考》七卷，存、闕」，並繫附「按語」曰：「余氏《尊孟

辨 》五 卷 ， 今 惟 <辨 溫 公 疑 孟 >十 一 條 、 <史 剡 >一 條 、 李 泰 伯 <

常語>十七條、<鄭淑友藝圃折衷>十條，附載《晦菴全集》中。」

30顯然朱氏當時未見單行本，亦以其書已闕，因別為標出附載於

朱熹集內。四庫館臣並據《經義考》所載，推論《尊孟辨》一

書在明代中葉已無完本。然則，《尊孟辨》一書，曾有一段時間

附載於別集中而流傳，直至乾隆年間方有較完整的版本出現。 

5.朱氏熹《讀余氏尊孟辨說》，見《晦庵集》卷七十三，《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台灣商務印書館，R082.1/2767V.1143-1146 

附：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紀昀等<提要>、<晦庵集目錄>、明嘉靖壬辰

(十 一 年，1532)蘇 信 <晦 庵 集 原 序 >、明 成 化 十 年 (1474)黃 仲 昭 <

晦庵集後序>、明嘉靖壬辰(十一年，1532)潘潢<晦庵集後序>。 

板式：單魚尾，雙欄。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板框 10.7×7.4 公分(縮

印本)。板心上方題「欽定四庫全書」，魚尾下題「晦庵集卷○」

及葉碼。卷之首行題「欽定四庫全書」，次行上題「晦庵集卷○」，

下題「宋朱子撰」，卷末題「晦庵集卷○」。 

按 ： 一 、 朱 熹 (1130-1200)字 元 晦 ， 一 字 仲 晦 ， 徽 州 婺 源 人 。 登 紹 興 十

                                                 
29 「善本古籍聯合目錄」所見《尊孟論》皆是「《尊孟辨》三卷《續辨》二卷《別

錄》一卷」。 
30 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五，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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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1148)進士第，官泉州同安簿。淳熙五年(1178)知南康軍。

歷官寶文閣待制。慶元六年(1200)卒，享年七十一。著有《易

本義》、《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註》等數十

種。事蹟見《宋史》卷四百二十九<道學三‧朱熹>。 

二、《 讀 余 氏 尊 孟 辨 說 》一 卷，見《 晦 庵 集 》卷 七 十 三 <雜 著 >，題

「讀虞隱之尊孟辨」，「虞」當作「余」。此為朱子讀余允文《尊

孟辨》的對話，相較於《孟子集注》，實不足以呈現朱子於《孟

子》一書的發明精義；不過，卻因其引述，保存了《疑孟》、《常

語》、《尊孟辨》等部分內容，而為後代輯佚提供了材料。  

6.沈氏括《孟子解》，見《長興集》卷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

商務印書館，R082.1/2767v.1117 

附：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紀昀等<提要>。 

板式：單魚尾，雙欄。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板框 10.8×7.4 公分(縮

印本)。板心上方題「欽定四庫全書」，魚尾下題「長興集卷○」

及葉碼。各卷之首行題「欽定四庫全書」，次行上題「長興集卷

○」，下題「宋沈括撰」，卷末題「長興集卷○」。 

按：一、沈括(1029-1093)字存中，吳興人。博覽古今，於書無所不通。

舉進士第，為揚州司理參軍，編校昭文館書籍。熙寧(1068-1177)

間除太子中允、遷集賢校理、太常丞，同修《起居注》，著有《夢

溪筆談》、《長興集》、《孟子解》等書。事蹟見宋王稱《東都事

略》卷八十六。 

二、沈括《夢溪筆談》，內容廣博，歷來備受矚目；其《長興集》

雖有篇帙脫佚情形 31，然流傳不絕；至其《孟子解》一卷，則未

                                                 
31 《四庫全書總目》載：「長興集十九卷，浙江巡撫採進本」云：「陳振孫《書錄解

題》載括集四十一卷，南宋高希嘗合沈遼、沈遘二集刻於括蒼，題曰《吳興三沈

集》，此本卷末題『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一行，蓋即括蒼所刻本也。……

惜流傳既久，篇帙脫佚，闕卷一至卷十二，又闕卷三十一，又闕卷三十三至四十

一，共二十二卷。勘驗諸本亦皆相同，知斷爛蠹蝕已非一日。」若如館臣所言，

則《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別集類中>載：「《長興集》四十一卷」，《文獻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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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別行刊本。《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逕云「一卷，存」，則

朱氏當確見該書；今檢核《文淵閣四庫全書》，收沈括《長興集》

十九卷本，其卷十九正有<孟子解>一卷，應即《經義考》據以

載錄者。 

7.劉氏安節《孟子》二篇，見《劉左史集》卷三，《文淵閣四庫全 書 》本 ，

台灣商務印書館，R082.1/2767v.1124 

附：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紀昀等<提要>、留元剛<劉左史集原序>。 

板式：單魚尾，雙欄。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板框 10.9×7.4 公分(縮

印本)。板心上方題「欽定四庫全書」，魚尾下題「劉左史集卷

○」及葉碼。各卷之首行題「欽定四庫全書」，次行題「劉左史

集卷○」，三行題「宋劉安節撰」，卷末題「劉左史集卷○」。 

按：一、劉安節(1068-1116)字元承，永嘉人。元符三年(1100)進士，官

至起居郎，擢太常少卿，出知饒州，遷知宣州，卒於官。著有

《劉左史集》 32，事蹟見《明一統志》卷四十八 33。 

二、劉安節《劉左史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收錄，「提要」云：「是

集不知何人所編，前有留元剛<序>。……凡《周禮》十一篇、《論

語》三篇、《孟子》二篇、《中庸》一篇。」其中《孟子》二篇，

未見書目著錄，《經義考》殆亦未考知附錄於別集中而失載，今

為裁出。 

8.程氏俱《孟子講義》，見《北山集》卷二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台灣商務印書館，R082.1/2767v.1130 

                                                                                                                         
卷二百三十六<經籍考六十三‧集‧別集>載：「《長興集四十一卷》」，《浙江通志》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百四十八<經籍八‧集部一‧別集‧宋‧天聖至嘉祐

時人>載：「《長興集》四十一卷」，當皆非足本。 
32 《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別集類中>載：「《劉左史集》四卷」，《文獻通考》卷二

百三十八<經籍考六十五‧集‧別集>載：「《劉左史集》四卷」，《欽定續通志》卷

一百六十二<藝文略‧文類第十二上‧別集‧文淵閣著錄‧宋>載：「《劉左史集》

四卷，宋劉安節撰」，《浙江通志》卷二百四十八<經籍八‧集部一‧別集‧宋‧

元祐至元符時人>載：「《劉左史集》四卷」。 
33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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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北山集目錄>、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紀昀等<提要>、宋葉夢得<

北山集原序>、宋鄭作肅<後序>。 

板式：單魚尾，雙欄。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板框 10.9×7.4 公分(縮

印本)。板心上方題「欽定四庫全書」，魚尾下題「北山集卷○」

及葉碼。各卷之首行題「欽定四庫全書」，次行上題「北山集

卷○」，下題「宋程俱撰」，卷末題「北山集卷○」。 

按 ： 一 、 程 俱 (1078-1144)字 致 道 ， 衢 州 開 化 人 。 以 外 祖 尚 書 左 丞 鄧 潤

甫恩，補蘇州吳江主簿，監舒州太湖茶場，坐上書論事罷歸。

起知泗州臨淮縣，累遷將作監丞，近臣以譔述薦，遷著作佐郎。

宣 和 二 年 (1120)， 進 頌 ， 賜 上 舍 出 身 ， 除 禮 部 郎 ， 以 病 告 老 ，

不俟報而歸。所著有《北山集》等，事蹟見《宋史》卷四四五

<文苑七‧程俱傳>。 

二、《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載程俱是書「四篇，存」，餘未繫附

任何資料，遍檢書目，未見載之，核《北山集》，則見《北山

集》卷二十九，34「孟子講義」四篇具在，然則此又附見別集中

的《孟子》著述之例。 

9.游氏酢《孟子雜解》，見《游薦山集》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

灣商務印書館，R082.1/2767v.1121 

附：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紀昀等<提要>。 

板式：單魚尾，雙欄。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板框 10.9×7.4 公分 (縮

印 本 )。板 心 上 方 題「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魚 尾 下 題「 游 薦 山 集 卷

○」及葉碼。各卷之首行題「欽定四庫全書」，次行題「游薦山

                                                 
34 《文淵閣四庫全書》四十卷本，《四庫全書總目》題「北山小集」。《直齋書錄解

題》卷十八<別集類下>載：「《北山小集》四十卷，中書舍人信安程俱致道撰」，《遂

初堂書目》<別集類>載：「程俱《北山集》」，《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九<經籍考

六十六‧集‧別集>載：「《北山小集》四十卷」，《欽定續通志》卷一百六十二<
藝文略‧文類第十二上‧別集‧文淵閣著錄‧宋>載：「《北山小集》四十卷，宋

程俱撰」，《浙江通志》卷二百四十八<經籍八‧集部一‧別集‧宋‧天聖至嘉祐

時人>載：「《北山小集》四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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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卷○」，三行題「宋游酢撰」，卷末題「游薦山集卷○」。  

按：一、游酢(1053-1123)字定夫，建陽人。元豐六年(1083)登進士第，

歷官監察御史，宣和五年(1123)卒於濠州知州任上。 35著有《中

庸義》、《易說》、《詩二南義》《論語雜解》《孟子雜解》及《文

集》等，事蹟具宋楊時《龜山集》卷三十三<御史游公墓誌銘>36、

宋章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三十二<游酢>37，並入《 宋史 ‧

道學傳》。 

二、《游薦山年譜》(附在文集第四卷末)載游氏「年四十六作《論孟

雜解》」，論孟合稱，且未云卷數；楊時<墓誌銘>稱「《論語》、《孟

子雜解》各一卷」，二者已有參差。詳考其他記載，《宋史‧藝

文志》載「游酢《孟子雜解》一卷」、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一

百十四<游酢傳>題「《語孟新解》各一卷」、朱熹撰《伊洛淵源

錄》卷九收楊文靖公(楊時)<游察院墓誌略>載「《論語》、《孟子

雜解》各一卷」38，皆主《論》、《孟》各一卷；宋章定《名賢氏

族言行類稿》卷三十二載「《論語孟子雜解》」、宋黃震《黃氏日

抄》卷三十六「游御史祠記」載「《論孟雜解》」39、清李清馥《閩

中理學淵源考》卷二載「《論語孟子雜解》」40、清朱軾《史傳三

編》卷五<名儒傳五‧宋‧游酢>載「《論語孟子雜解》」 41、《福

建通志》卷六十八<藝文一‧建寧府>載「游酢《論孟雜解》」42，

則皆論孟合稱，未著卷數。 43 

                                                 
35 《四庫全書總目》＜游薦山集提要＞云：「元豐五年(1082)進士」；楊時<御史游公

墓誌銘>則云：「元豐六年(1083)登進士第」，此處從楊時之說。至其卒年，＜提要

＞僅言「宣和初」，楊時則確言「宣和五年」，此亦從楊氏之說。 
36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37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38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39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40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41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42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43 《游薦山年譜》，見《游薦山集》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宋楊時<御史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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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今見《孟子雜解》，收入游酢《游薦山集》卷一，《文淵閣四庫

全書》本。卷一有《論語雜解》、《中庸義》、《孟子雜解》三種，

僅八條。《四庫全書總目》因言此書「蓋後人掇拾重編，不但非

其原本，且併非完書矣。」 

10.楊氏時《孟子義》，見《龜山集》卷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

務印書館，R082.1/2767/v.1125 

附：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紀昀等<提要>、<龜山集目錄>。 

板式：單魚尾，雙欄。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板框 10.9×7.4 公分 (縮

印本 )。板心上方題「欽定四庫全書」，魚尾下題「龜山集卷○」

及葉碼。各卷之首行題「欽定四庫全書」，次行上題「龜山集卷

○」，下題「宋楊時撰」，卷末題「龜山集卷○」。 

按 ： 一 、 楊 時 (1053-1135)字 中 立 ， 南 劍 將 樂 人 。 幼 穎 異 ， 能 屬 文 ， 稍

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1076)，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

頤講孔、孟絕學，河、洛之士翕然往師之。楊時調官不赴，以

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

四年而顥死，楊時聞之，設位哭寢門。其事蹟詳見《宋史》卷

四百二十八<道學二‧程氏門人‧楊時傳>。 

二、《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著錄是書曰「楊氏時孟子義」，今《文

淵閣四庫全書》本《龜山集》卷八則題「孟子解」，書 名略異 ；

核 《 龜 山 集 》 卷 二 十 五 有 <孟 子 義 序 >， 與 《 經 義 考 》 所 引 <自

                                                                                                                         
公墓誌銘>，見《龜山集》卷三十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宋史‧藝文四‧

子類‧儒家類》載「游酢《孟子雜解》一卷」；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一百十四<

儒林傳九十七‧游酢傳>題「《語孟新解》各一卷」；宋朱熹撰《伊洛淵源錄》卷

九收楊文靖公(楊時)<游察院墓誌略>載「《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宋章定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三十二<游>載著有「《易說》、《詩二南義》、《中庸義》、

《論語孟子雜解》」；宋黃震《黃氏日抄》卷三十六「游御史祠記」載「《論孟雜

解》」；清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二<文肅游廣平先生酢學派‧文肅游廣平

先生酢>載「《論語孟子雜解》」；清朱軾《史傳三編》卷五<名儒傳五‧宋‧游酢>

載「《論語孟子雜解》」；《福建通志》卷六十八<藝文一‧建寧府>載「游酢《易說》、

《詩二南義》、《中庸義》、《論孟雜解》、《文集》一卷。」皆未著卷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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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內容相同，且觀同卷收<書義序>、<論語義序>、<中庸義

序>等，或以「孟子義」為是。 44 

三、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三<經解類>載：「《龜山經說》八卷」

云：「楊時撰，《易》三《詩》、《春秋》、《孟子》各一，末二卷

則經筵講義也。」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五<經籍考十

二‧經解>載：「《龜山經說》八卷」由二書所載觀之，楊時《孟

子義》，在宋元時，為《龜山經說》的一部分。 

除此，《孟子義》尚另入《龜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收《龜山

集》四十二卷本 45，《孟子義》錄於該書卷八；而卷二十五又收<孟

子義序>。然則此書既以《經說》別行，又錄於別集中，流傳於世。 

11.楊氏簡《論孟子》，見《慈湖遺書》卷十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

灣商務印書館，R082.1/2767v.1156 

附：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紀昀等<提要>、<慈湖遺書後序>。 

板式：單魚尾，雙欄。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板框 10.9×7.4 公分 (縮

印本 )。板心上方題「欽定四庫全書」，魚尾下題「慈湖遺書卷

○」及葉碼。各卷之首行題「欽定四庫全書」，次行上題「慈湖

遺書卷○」，下題「宋楊簡撰」，卷末題「慈湖遺書卷○」。 

按：一、楊簡(1140-1225)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1169)舉進士，授

富陽主簿。會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

事蹟見《宋史》卷四百七<楊簡傳>。 

二、楊簡《論孟子》，今見於《慈湖遺書》卷十四＜家記八＞。歷

                                                 
44 《福建通志》卷六十八<藝文一‧延平府‧宋>載楊時「《學庸語孟解》、《易春秋

孟子義》」，似乎楊時既作《孟子解》，又作《孟子義》，然未見其他相關記載，因

以註釋記之，俟考。 
45 楊時著作，歷來著錄多作《龜山集》，或二十八卷，如《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八、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八；或四十二卷，如《四庫全書總目》、《欽定續通志》

卷一百六十二、《欽定國子監志》卷五十一。僅《宋史》卷二百八<藝文七‧集類‧

別集類>載：「《楊時集》二十卷又《龜山集》三十五卷」，似重複著錄，卷數亦迥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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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著錄楊簡著作，《直齋書錄解題》卷九<儒家類>載：「《慈湖遺

書》三卷」、《文獻通考》卷二百一十<經籍考三十七‧子‧儒家

>載：「《慈湖遺書》三卷」，屬於三卷本。另有《百川書志》又

有《家記》十卷《記先訓》一卷 46，《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慈

湖遺書》即包括此兩種。統言之，楊簡之《論孟子》，原屬《家

記》十卷，其後編入《慈湖遺書》中，亦是兩種流傳的方式。  

12.施氏德操《孟子發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據北京圖書館藏宋刻

《橫浦先生文集》附刻本，台南莊嚴文化公司，082.1/6008V.154 

附：<孟子發題提要>、宋郎曄<跋>。 

板式：雙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行，行十八字，板框 9.6×7.0 公分(縮

印本)。板心上方有字(字跡不清無法辨識)，上魚尾下題「施先

生孟子發□」，下魚尾下為葉碼，板心下方為刻工。卷之首行題

「施先生孟子發題」，卷末為郎曄<跋>。 

按：一、施德操(生卒年不詳)字彥執，鹽官人。以病廢不能婚宦，坎壈

而歿。其學有本末，主孟子以排釋氏。學者稱為持正先生，與

張九成、楊璇號稱三先生。事蹟見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

六十七<人物八‧施德操>。 47 

二、施德操與張九成游從頗厚，張九成曾為文稱「其發於言辭粹然

可錄」；及施氏卒，張九成為文祭之曰「予生平朋友不過四人，

姚葉先亡，公繼已去」。張九成門人郎曄以其文章學問亦橫浦

輩流，而「平生論纂甚富，未暇褎錄，偶得其孟子發題，輒鋟

木以廣其傳，使學者嘗此一臠，亦可以知先生之大略。」郎曄

將施德操《孟子發題》附於張九成《橫浦集》之後，此為《孟

子發題》刊刻之始，其後亦以此形式傳世。直至朱彝尊《經義

考》卷二百三十四著錄此書，標明「一卷，存」，引郎曄跋語

                                                 
46 《續修四庫全書》本，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觀古堂書目叢刊》本影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47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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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刊刻因緣，又別繫按語，為之表發，注明「今孟子發題一

篇，附載橫浦集後」48，足徵當時仍是附於別集，而 無 單行本 。 

三、《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七，「《孟子發題》提要」云：「宋

施德操撰。……此書所述孟子七篇之旨，大意謂孟子有大功四：

一曰道性善，二曰明浩然之氣，三曰辟楊墨，四曰黜五霸而尊

三王。皆聖人心術之要而孟子直指以示人者。」指出施氏此書

大要，並言其附九成《橫浦集》末，「今析出存目於經部，庶

不沒其名焉。」四庫館臣特意將書目析出，冀不沒其名。今《四

庫全書存目叢書》收入此書，題：「施先生《孟子發題》一卷」。

至此，施德操《孟子發題》一卷，始有別行本。 

四、現存《孟子發題》一卷，其一系列，見《橫浦先生文集》二十

卷，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吳惟明刊本；《橫浦先生文集》二十

卷，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海昌知縣方士騏刊本；《孟子發題》

一卷，據明刻本影印本。另外，則為《孟子發題》一卷，《四

庫全書存目叢書本》，兩個系列並存傳世。 

三、結語  

學術發展隨著流衍長遠，著述漸多，而有分類的必要；然一部書的內

容有時涵蓋較廣，不僅不屬一類，甚至包括有若干著作，若將該書歸於一

類，則其中不同部類的著作又將受忽視，既不便檢閱，著作亦可能漸形湮

沒不傳。明末祁承為避免書籍歸類產生的盲點，提出「通」(將一書中所

收不同全書類別的篇卷析出分載，註明原在某集之內 )、「互」(將內容廣泛

的書互載於幾類之中，一為本類，餘為應收 )的方法，既便檢閱，亦使後來

者知所考求。 49而清代章學誠提出的「互著法」、「別裁法」，則建立更全面

                                                 
48 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葉七。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二<書北

炙輠後>，亦特意標出「彥執嘗著《孟子發題》一卷，子韶之門人郎曄編《橫浦

集》附之卷末」。 
49 祁承＜庚申整書略例四則＞，收錄於昌彼得編《中國目錄學資料選輯》，頁 455

至 470。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73 年 01 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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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論。朱彝尊《經義考》中，有多處運用祁承「通」、「互」法著錄前

人 著 作 ， 50或 於 書 名 下 註 明 ，「 分 見 各 經 」、「 載 某 某 集 」；或 以 按 語 ，標 出

附 見 於 某 某 書 ， 如 本 文 所 討 論 的 施 德 操 《 孟 子 發 題 》、 余 允 文 《 尊 孟 辨 》

均是。 

隨著全文資料庫的建立，搜尋資料，更為便捷；然而，中國經籍浩繁，

欲全數建立，非短期內可竟全功。若能掌握上述「互著」、「別裁」的要領，

設立檢索點當更完密，而能善用已有的全文資料庫。 

本 篇 討 論 的 十 二 種 宋 人《 孟 子 》著 述，或 嘗 有 別 本，或 未 曾 單 行，然

均見於別集之中。各書的篇卷不多，於宋代孟子學的演變，亦無重要的影

響。然文史學術研究，往往如拼圖，斷片的匯集，或可更趨近原貌。本篇

藉由《經義考》著錄運用「通」、「互」之法，而獲較多線索，搭配漢籍

全文資料庫，而初得成果，冀能為相關研究者提供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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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印本，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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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筆記  

台灣純樸美麗的後山---花蓮三日遊 

期刊組  施麗珠 

對 花 蓮 的 記 憶 總 是 停 留 在 多 地 震 、 偏 僻 落 後 的 刻 板 印 象 。 沒 想 到 7

月一趟為期三天的花蓮之旅，以健行的方式重新發掘這個尚未受都市文化

污染的城市之美，發現這個號稱「台灣的後山」的城市，原來是這麼的純

樸與天然。 

花蓮短暫的停留，是借住在朋友家，它位於亞士都飯店的後面，一大

早走出朋友家大門，首先看到的是左邊花蓮高中的的大運動場，往右一瞧

是浩瀚無際的大天空與波光粼粼的大海，健康步道上已有一些早起的人正

享受著散步的樂趣，兩旁的椰子樹在藍天下更顯得高聳，沿著健康步道而

行，可見到海天一色的景緻。我一向居住在西部，每出家門，看到的不是

高樓大廈就是各種交通工具，感觸自然非常的不同，有機會和大自然這麼

近距離的接觸，令人格外的珍惜。 

在 朋 友 的 帶 領 下 ， 頂 著 烈 日 沿 著 「 海 岸 路 」 步 道 漫 步 到 七 星 潭 ， 沿

途 只 看 到一家人在清理門前的環境，以及兩位戴著 La New 健走帽的外來

客，除 此 之 外，在 盛 夏 的 午 後，沿 途 伴 隨 著 我 們 走 過 這 段 人 煙 稀 少 的 路

上，似 乎 只 有 微 風、雲 彩 以 及 隨 風 飄 動 的 樹 葉。好 不 容 易 走 到 七 星 潭 的

入 門 處，在 這 只 能 供 行 人 走 動 的 山 坡 小 徑 上，兩 旁 綿 延 好 長 的 一 段 路 盛

開 的 螫 蟹 百 合，像 極 了 歡 迎 著 慕 名 而 來 的 訪 客 的 迎 賓 隊 伍，十 分 的 壯 觀

與 美 麗。 七 星 潭 新 月 形 的 海 灣 風 景 區 ， 除 了 觀 日 出 、 戲 水 、 撿 石 、 聽 浪

濤 聲、觀 星 、賞 月 外， 還 可 騎 腳 踏 車 在 自 行 車 專 用 道 上 奔 馳。當 翻 滾 的

海 浪 衝 擊 著 岸 邊 各 種 大 小 石 頭 時所飛出的浪花，好似海洋的曼妙舞姿，真

是百看不厭的自然美景。 

7 月 17 日 當 天 參 加 La New 在 花 蓮 太 魯 閣 國 家 公 園 舉 行 夏 縱 谷 健 走 活

動，是 此 趟 花 蓮 之 行 的 重 點，從 太 魯 閣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開 始 出 發，經 長

春 祠 、 寧 安 橋 、 白 沙 橋 、 溪 畔 霸 ， 原 路 返 回 約 十 公 里 健 走 的 活 動 ， 除 了

可 考 驗自己的體力，順便欣賞沿途雄偉壯麗的國家公園美景。La New 在這

活 動 中，一 如 以 往 出 動 了 很 多 的 志 工 來 輔 助 這 次 活 動 的 安 全，用 心 地 安

排 不 同 樂 器 的 演 奏，讓 健 走 的 民 眾 情 緒 得 以 舒 緩。在 交 通 方 面 則 設 有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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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 公 車 接 送 健 走 的 民 眾 至「 新 城 火 車 站 」搭 車 返 家，讓 整 個 健 走 活 動 的

進行有個完滿的結束。 

花蓮的夜晚景色與白天的氣氛截然不同，今年因「星光大道」的落成，

兩 旁 的 椰 子 樹 在 燈 光 的 點 綴 下 形 成 了 亮 麗 的 金 黃 世 界，平 日 就 有 很 多 攜

家 帶 眷 的 民 眾 在 1.5 公 里 長「 海 岸 路 」的 健 康 步 道 上 散 步、觀 夜 景、聽 大

海 的 音 樂等靜態的休閒活動。除此之外，花蓮從 7 月 17 日到 8 月 22 日在

「花蓮、海岸路、星光大道」(亞士都飯店旁)正舉辦「2004 夏至花蓮系列

--星光 洄瀾 愛情海」的活動，有露天咖啡座、露天音樂會及街頭藝人等

系列的表 演，來 帶 動 地 方 觀 光 產 業，讓 來 此 的 觀 光 客 與當地民眾在心靈、

視覺上能放輕鬆，並對花蓮這塊土地有更深入的接觸。當 晚 看 見 一 群 小 學

老 師 帶 著 小 朋 友 出 來 欣 賞 街 頭 藝 人 的 表 演，小 朋 友 開 心 的 與 表 演 者 一 起

大 聲 唱 歌 的 模 樣，使 得 夜 晚 的 活 力 提 升 了 不 少，也 讓 我 留 下深刻的印象。 

去花蓮之前，事先閱讀了《東部之旅》 1、《太魯閣步道》 2來了解「後

山」的文化，館內也有很多介紹花蓮的書籍及有聲影碟資料，如《花蓮，

太 魯 閣 》 3、《 大 地 的 變 貌 9-12 集 》 4、《 花 東 與 島 嶼 》 5等 ， 網 路 上 也 可 搜

尋到很多相關的旅遊資料 6，但是資料再齊全與豐富，若沒有實際去體驗，

就無法感受到真實世界的樂趣，二者應該是相輔相成，讀萬卷書加上起而

行的勇氣，人生資歷的磨練，無形中就累積出來了。 

兩年前曾搭慈濟列車到過花蓮兩天，短暫的停留中對這個被青山綠水

所環繞的「後山」，已有了美好的印象。今年趁著參加 La New 健走活動，

又湊巧碰上這一系列的觀光活動，當地完善的休閒設施與好山好水的天然

環境，使得民眾在這塊乾淨的土地上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這是居住在此

最大的幸福，也是花蓮最大的資產。在這個世外桃源裡，發現過日子原來

是可以這麼簡單，人可以這麼純樸的與山水一起共舞，安和地享受生命中

的每一天。 

                                                 
1 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編印，民國 86 年。 
2 游登良文圖，貓頭鷹出版社，民國 91 年。 
3 吳秀雲文字/高世安攝影，太雅出版社，民國 88 年。 
4 公共電視小組監製/光啟社製作，台視文化，卡帶。 
5 中國國際傳播公司製作，易正文化公司發行，4 捲錄影帶。 
6 如花蓮市公所網址：http://www.hualien.gov.tw 及花蓮縣全球資訊服務網：

http://www.h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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