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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收錄已經失傳或罕見的

中國古籍（含個別域外人士著作）110 種，另附錄

相關研究資料 20 餘種，分作經史子集四部，凡 70 冊，3 萬 8 千餘頁，是繼楊守敬

《古逸叢書》以來國內外規模最大的同類叢書。全書以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

金程宇教授藏書為基礎，以日本國會圖書館、國立公文書館等公私藏書為補充，

精選底本、撰寫解題，歷時十餘年告成，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 在東亞漢字文化

圈中，除了中國，古代日本的出版文化也十分發達，該國所刻的中國古籍，學界

常稱為和刻本。和刻本不乏中國已經失傳了珍貴文獻，向為學界所重。雖然自《佚

存叢書》、《古逸叢書》以來，一些叢書收入了部分和刻本，也曾有部分得到影印

或整理出版，但目前為止，尚沒有一部叢書能將這些和刻本“該舉群籍，搜集存

佚”，學者甚感不便。《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的出版，將為學界提供系統而珍

貴的資料。不少文獻為首次影印，十分珍貴。在域外漢籍研究日益高漲的今天，

這項工作對中國古籍整理乃至中國文史研究當可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內內內內容如下容如下容如下容如下：：：：    

   1．影印匯集和刻本中的精品，即中國已經失傳或罕見的和刻典籍。如《春

秋經傳集解》，採用五山版，系覆宋興國軍學刊本，為國內外首次影印。又如《標

題註疏小學集成》，元何士信輯，十卷，五冊，日本萬治元年（1658）覆朝鮮刻本。

此書為元人所輯有關小學注疏之作，國內國圖存元刻本殘本三卷（八至十）、香港

存四卷（四至五、九至十），仍闕五卷，得此本始窺全豹。《增注唐賢絕句三體詩

法》，宋周弼選，元僧圓至注，元裴庾增注，三卷。此書保存了國內久佚的元人裴

庾的增注，《叢刊》採用五山版影印。再如《物初剩語》二十卷，為南宋詩僧大觀

的別集，此書國內久佚，史料價值極高。此外如《二李唱和詩集》、《精刊補注唐

宋千家詩選》、《江湖風月集》、《淮海拏音》、《三寶感應要略錄》、《唐大薦福寺故

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廬山記》（元祿五卷本）、《無文印》、《一帆風》、《真

山民詩集》、《歐蘇手簡》、《遊仙窟鈔》、《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文章一貫》



等，均為佚書，將為學者提供豐富的資料和極大的便利。《叢刊》還收入了一些國

內僅存數本或孤本的典籍，多為《四庫》叢書系列所未收入者，如元《廬山外集》，

僅北大藏有一部，從未影印，此次據和刻本影印，對已經出版的大型叢書，可起

到彌補作用。 

   2．《叢刊》除將這些文獻加以影印外，另逐書撰寫解題，立足於東亞漢籍文

獻，考鏡源流，揭示該書的傳承及文獻價值。尤其是一批編纂時代不明或有爭議

的古籍，編者在解題中均有所表達。如何士信《標題註解小學集成》一書，其作

者有宋元明三說，編者利用尊經閣文庫所藏元版足本，確定其為元代所刊，並結

合國內外所藏珍稀資料，指出何士信為宋末元初建安喜愛文事之儒士。由於何士

信同時是《草堂詩餘》的改編者，其生平長期未詳，解題所揭示的史料以及所作

結論，無疑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3．增補相關研究資料。如《古文真寶》，收入江戶時代學者岡本保孝《古文

真寶顛末考》、中井積德《古文真寶前集雕題》、《古文真寶後集雕題》；又如《聯

珠詩格》，江戶時代有《聯珠詩格名物圖考》刊本，均為首次影印，作為早期的研

究成果值得重視。 

  為將和刻本與他本相比較，《叢刊》還注意收集相關的校勘記。如《林和靖先

生詩集》，附錄民國學者邵裴子所作校勘記。邵氏采錄了五十餘種國內資料校勘，

殘宋本、明抄本、明刊本及宋人筆記等書，資料十分豐富。讀者將之與和刻本比

較，可發現和刻本有許多特有異文，對其價值可有更深入的認識。 

對於篇幅不大的和刻本，如存在不同系統版本，則收作附錄。如《真山民詩集》，

除了正編所收文化九年刊本外，附錄存詩略少而成書在前的栲亭本，以供參考。 

   《《《《叢刊叢刊叢刊叢刊》》》》經過精心設計經過精心設計經過精心設計經過精心設計，，，，具備以下特色具備以下特色具備以下特色具備以下特色：：：：    

   1.珍稀性。包括不少未曾影印的稀見資料，如五山版《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

生集》，活字本《物初剩語》等大部頭書籍，皆首次刊布。附錄二十餘種，也多為

首次刊布者。 

   2.系統性。涵蓋了和刻本的主要形態，五山版、古活字版、江戶初期刊本、

中後期刊本等。而其來源又可劃分為唐鈔本、宋版、元版、明清版、朝鮮本等，

可為收藏、鑑定、研究和刻本提供豐富而系統的資料。 

   3.專業性。編者從事和刻本的收藏與研究已有多年，解題中包含了大量研究

心得。編者熟悉國內外相關研究，故解題所提供之信息皆經篩選，極便學者。 

   4.美觀性。《叢刊》十六開本精裝，採用影印方式出版，最大限度地保存原

貌，其中不少以原書掃描制版，美觀悅目。 

和刻本是中華文化東漸的實物證據，涉及到儒學、歷史、軍事、文學、藝術等諸

多領域。欲研究中華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或者日本對中華文化的吸納，都離不開

對和刻本的調查和研究。《叢刊》將和刻本中的精品匯為一編，不僅具有拾遺補闕

的學術意義，對認真思考兩國的文化未來，也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