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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論文以《馬端臨及其《文獻通考．經籍考》之文獻學研究》為題，


共分作七章，可以分為三大內容，一是馬端臨的部分：論述馬端臨之家世


生平、家學淵源、師承關係和交遊。二是《文獻通考》的部分：包括探究


《文獻通考》之撰述旨趣、書名釋義、類別性質、出現契機、體制與編排、


版本、歸納版本系統和比較版本之間的優劣。三是〈經籍考〉的部分：主


要探討〈經籍考〉的單行本、編排體例、撰述之旨趣、收書之數目、按語


之研究、〈詩序〉之觀點、〈歷代總敘〉之論述涵意、目錄學思想、文獻


徵引、〈經籍考〉與《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


的關係。歷來學界對於上述之內容，有些研究並不深入，抑或者尚未關注。


筆者以廣泛搜羅文獻、詳加考證的寫作方式，皆予以論述剖析，探討馬端


臨及《文獻通考．經籍考》在學術上的成就。
	摘要(英)	This paper is entitled “The Philological Study on Ma Duan-Lin and His Wenxian Tongkao – Jingji Kao” and is composed of seven chapters which contain three major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about Ma Duan-Lin; it expounds Ma


Duan-Lin’s family background, his family profession, his teachers and friends. 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Wenxian Tongkao; it includes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compositional purport of Wenxian Tongkao, the explaination of the book’s title, the character of the category, the juncture of the book’s appearance, the structure, layout and version of the book, the conclusion of the version system and the good-and-bad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versions. The third part is about “Jinji Kao”; this part discusses the offprint of “Jinji Kao,” its style, layout, compositional purport, bibliography and studies on notes, the perspectives of “Shi Xu,” the discoursive implication of “Lidai Zongxu,” the bibliographical thoughts, the citations of literature, and the relatiohship among


“Jinji Kao,” Chongwen Zongmu and Zhizhai Shulu Jieti. The previous scholarship does not have a thorough research into the contents mentioned above, nor has it paid attention to them. With the wide bibliographies I search and collect and my explicit texual research, I discuss and analyse all the


contents above to explore the academic achivements of Ma Duan-lin and Wenxian Tongkao – Jingji K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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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宋〕馬廷鸞：《碧梧玩芳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5 年3


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宋〕程顥、程頤：《二程全書》（〔清〕同治十年（1871 年）六安求我


齋刻本）。


〔宋〕黃庭堅：《山谷集》，（臺北：世界書局，民國77 年2 月《景印摛


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鈔本）。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68


年11 月《四部叢刊正編》影印上海芬樓景印賜硯堂鈔本）。


〔宋〕歐陽修：《文忠集》（臺北：世界書局，民國77 年2 月《景印摛藻


堂四庫全書薈要》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


鈔本）。


〔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上海：上海古書流通處，民國十年辛西


（1921 年）年七月《知不足齋叢書》影印〔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


刊本）。


〔宋〕蘇洵：《嘉祐集》（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11 年（1922 年）12


月《四部叢刊》影印無錫孫氏小淥天藏景〔宋〕巾箱本）。


〔宋〕蘇軾：《東坡全集》（臺北：世界書局，民國77 年2 月《景印摛藻


堂四庫全書薈要》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


鈔本）。


〔元〕周南瑞編：《天下同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5


年3 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元〕陳櫟：《定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5 年3 月《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元〕蘇天爵編：《元文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5 年3


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明〕李蔉編：《宋藝圃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5 年3 月《景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明〕何喬新：《椒邱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5 年3


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明〕周復俊編：《全蜀藝文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5 年3


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明〕胡次焱：《梅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5 年3 月《景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類藁》（民國十三年（1924 年）永康胡氏夢選


樓刊本）。


〔明〕程敏政輯：《新安文獻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5 年3


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明〕楊士奇：《東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5 年3 月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淸〕王棻：《柔橋文鈔》（上海：國光書局，民國三年甲寅（1914 年）


三月）。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3 月《續


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九年（1804 年）史夢蛟刻本）。


〔清〕阮元：《揅經室集》（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八年（1929 年）


《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原刊初印本）。


〔清〕黃紹箕撰、俞天舒輯：《黃紹箕集》（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


《瑞安文史資料第十七輯》，1998 年12 月）。


〔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聖祖仁皇帝御選：《御選宋詩》（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5 年3 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國立故宮


博物院藏本）。


〔清〕聖祖仁皇帝御定：《御定全唐詩》（臺北：世界書局，民國77 年2


月《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


三年（1778 年）鈔本）。


〔清〕厲鶚：《宋詩紀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5 年3 月《景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清〕盧文弨：《抱經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3 月《續


修四庫全書》影印〔清〕乾隆六十年（1795 年）刻本）。


〔清〕顧嗣立編：《元詩選》（臺北：世界書局，民國77 年2 月《景印摛


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鈔本）。


（二）、今人著作


（排列順序：一、依出版日期先後排列。二、日期相同依作者筆劃順序排


列）


〔日〕田中慶太郎、野田文之助：《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東京：文求


堂書店、松雪堂書店，昭和六年（1931 年）九月二十七日）。


梁啟超：《飲冰室專集》（上海：中華書局，民國二十五年四月）。


孫德謙：《漢書藝文志舉例．互著例》（上海：開明書店，民國二十六年


三月《二十五史補編》）。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本）》（臺北：中


華叢書委員會出版，民國46 年8 月）。


陳垣：《校勘學釋例》（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12 月）。


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年4 月）。


杭州大學圖書館編輯：《杭州大學圖書館綫裝書總目》（杭州：杭州大學


圖書館，1964 年12 月）。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善本書目》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57 年6 月）。


國立臺灣大學編輯：《國立臺灣大學善本書目》（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民國57 年8 月）。


傅增湘：《雙鑑樓藏書續記》（臺北：廣文書局，民國58 年2 月影印民國


十八年（1929 年）江安傅氏藏園刊本）。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印：《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臺


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民國58 年12 月）。


國立北平圖書館編：《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臺北：進學書局，民國五


十九年（1970 年）十月影印民國二十二年（1933 年）十月國立北平圖書


館本）。


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編印：《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普通本線裝書目》（臺


北：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民國61 年4 月）。


王重民輯錄、袁同禮重校：《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目》（永和：


文海出版社，民國61 年6 月）。


王樹楷：《《四庫全書》簡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63 年8


月）。


吳哲夫：《《四庫全書薈要》修纂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六


十五年十二月）。


江瀚：《故宮普通書目（上）》（臺北：成文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七月


影印民國二十三年（1934 年）排印本）。


張允亮：《故宮善本書目》（臺北：成文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七月影印


民國二十三年（1934 年）一月故宮博物院排印本）。


王樹民：《史部要籍解題》（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11 月）。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臺灣公藏普通本線裝書目書名索引》（臺北：


國立中央圖書館，民國71 年元月）。


武漢大學、北京大學《目錄學概論》編寫小組編著：《目錄學概論》（北


京：中華書局，1982 年3 月）。


柴德賡：《史籍舉要》（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年9 月）。


吳楓：《中國古典文獻學》（濟南：齊魯書社，1982 年10 月）。


許世瑛：《中國目錄學史》（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民國七十一年


十月）。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12 月）。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上冊）．史部》（臺


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民國72 年4 月）。


李曰剛：《中國目錄學》（臺北：明文書局，民國七十二年八月）。


張舜徽：《中國文獻學》（臺北：木鐸出版社，民國七十二年九月）。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編輯：《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書目》（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1983 年9 月1 日）。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9 月）。


杜信孚纂輯：《明代版刻綜錄》（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 年）。


張舜徽主編：《中國史學家傳》（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 年5 月）。


屈萬里：《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臺北：聯經，


民國73 年7 月）。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臺北：里仁書局，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廿五


日）。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臺北：明文書局，民國73 年12 月）。


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12 月）。


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12 月）。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1 月）。


陳清泉等編：《中國史學家評傳－中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年3 月）。


張滌華：《類書流別》（臺北：大立出版社，民國七十四年七月）。


周文駿：《文獻交流引論》（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 年7 月）。


羅孟禎：《中國古代目錄學簡編》（臺北：木鐸出版社，民國七十五年十


月）。


呂紹虞：《中國目錄學史稿》（臺北：丹青，民國七十五年）。


喬衍琯：《宋代書目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四月）。


王欣夫：《文獻學講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九月）。


申暢：《中國目錄學家傳略》（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年7 月）。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七十六年十月）。


王重民：《校讎通義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9 月）。


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7 年）。


魏隱儒：《中國古籍印刷史》（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88 年5 月）。


羅孟禎：《古典文獻學》（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 年6 月）。


倉修良主編：《中國史學名著評介－第二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1990 年2 月）。


吳哲夫：《《四庫全書》修纂之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79


年6 月）。


田鳳台：《古籍重要目錄書析論》（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9


年10 月1 日）。


汪辟疆：《目錄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


頁54。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古籍整理研究所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


書目》（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年2 月）。


昌彼得、潘美月：《中國目錄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八十年十


月）。


李宗侗：《中國史學史》（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民國八十年十一


月）。


喬好勤：《中國目錄學史》（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 年6 月）。


蔡信發等編著：《詩詞曲賞析》（蘆洲：國立空中大學出版社，民國81


年12 月）。


劉葉秋：《類書簡說》（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民國82 年1 月）。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下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4 月）。


李瑞良：《中國目錄學史》（臺北：文津出版社，民國82 年7 月）。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82 年8


月）。


屈萬里：《古籍導讀》（臺北：臺灣開明書店，民國八十二年十月）。


歷史卷編委會：《中國學術名著提要．歷史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1994 年1 月）。


洪湛侯：《中國文獻學新編》（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 年5 月）。


王瑞明主編：《《文獻通考》研究》（香港：學峰文化出版、中州古籍出


版社發行，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周彥文：《中國目錄學理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 年9 月）。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編著：《清代內府刻書目錄解題》（北


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 年9 月）。


周少川：《古籍目錄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年元月）。


張家璠、閻崇東主編：《中國古代文獻學家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出版社，1996 年6 月）。


周予同撰、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6 年7 月）。


戚志芬：《中國的類書、政書和叢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年12


月）。


何廣棪：《陳振孫之經學及其《直齋書錄解題》經錄考證》（臺北：里仁


書局，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十五日）。


畢素娟、熊國禎：《中國古代著名史籍》（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年4


月）。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臺北：國家圖書館，


民國86 年6 月）。


王樹民：《中國史學史綱要》（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9 月）。


河北省圖書館古籍與地方文獻部編：《河北省圖書館館藏古籍目錄》（石


家莊：河北省圖書館，1997 年9 月）。


高路明：《古籍目錄與中國古代學術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年10 月）。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上海：上教育出版社，1997 年12 月）。


余慶蓉、王晉卿：《中國目錄學思想史》（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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