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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論語>古鈔本綜合研究：影印日本<論語>古鈔本三種（套裝共 3 冊）》經《論語善本書

影》（大阪府立圖書館 1931）第三十九影印，是可靠的清原博士家訓點本，也是安田文庫中

最具價值的鈔本，曾經《經籍訪古志》著錄，為狩谷棭齋求古樓舊藏。《經籍訪古志》編纂於

幕末時期（19 世紀中葉），著錄了十四種《論語》古鈔本，幾乎全部為求古樓所藏，而安田

文庫藏書就如同求古樓再世。 

 此書原裝外封與書葉用紙相同，外層又重裝了藍色外封。裝幀為包背裝，但書脊處不涂 

漿糊，是室町時代末期（15-16 世紀）流行的裝幀形式。外封上用墨筆題書名“論語一之五”、

“論語六之十”，書寫時代與正文相同，或即出自同一人。重裝外封上有室町時代書簽，墨筆

題“論語六之十何晏集解”（見彩頁），第一冊原書簽剝落，以朱筆題“論語一之五”。卷首有

何晏序三葉，題作“論語序／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正文第一葉題“論語學而第一（低三格）

何晏集解”，次行以“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起，何晏注用小字雙行。自第二篇起各篇題

名中都有章數，如“論語為政第二凡二十四章何晏集解”，僅第七篇作“論語述而第七舊三十

九章／今三十八章何晏集解”，第十一篇作“論語先進第十一鄭廿三章／皇廿四章何晏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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