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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經分上下卷兩冊，採經摺裝，上下單欄，

字體為約兩公分見方之顏體字。經文採用西元

402年鳩摩羅什（344-413）譯於長安的譯本，

是六種《金剛經》漢譯本中最早也最通行的譯

本。上冊為「法會因由分第一」至「淨業障分

第十六」、下冊則為「究竟無我分第十七」至「應

化非真分第三十二」，將經文劃分為上下部及

三十二分的方式，一般認為是梁昭明太子蕭統

依羅什譯本所作科判，影響甚廣。

姚秦　鳩摩羅什譯
宋開慶元年壽聖寺刊本
每半葉框縱 25，橫 11.4公分
故佛 000458～ 000459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卷末有一段刻經跋文：「太平壽聖寺沙門

延福，奉聖旨校勘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擇吉

開雕，印施名山古剎，永遠讀誦，所集功德，

伏願聖躬萬歲，四海永清，凡屬有生，咸躋

壽域，吉祥如意者，開慶元年（1259）三月

重勘。」

  唐代曾有皇帝賜名佛道寺觀的傳統，如武

后於載初元年（690）稱帝時，發布詔令：命長

安與洛陽兩京、諸州均建大雲寺；玄宗於開元



532024年11月

二十六年（738）亦曾敕兩京與諸州設開元寺

觀各一所。北宋沿襲此制：太宗太平興國三年

（978）敕天下無額寺院若確有房廊、佛像、殿

宇、僧尼等，即賜「太平興國寺」或「乾明寺」

寺額；前者以年號命名，後者以皇帝壽誕節慶

命名（太宗壽誕名「乾明節」，十月七日）。

此類以皇帝壽誕或年號賜額者，有時亦具官寺

性質，如徽宗崇寧二年（1103）十月詔置崇寧

寺，並規定十方住持披剃，賜紫衣、田地、經

藏及恩度童行。英宗治平四年（1067）正月，

詔令天下無敕額然有屋宇三十間以上，且具佛

像者，皆賜「壽聖」寺額（英宗壽誕節名，正

月三日）。當時以壽聖為寺名者，一州曾多至

十數所，「壽聖寺（院）」幾有遍及天下之慨。

紹興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高宗禪讓帝位

予建王趙眘，為宋孝宗，自尊為「太上皇帝」，
群臣上尊號為「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因避其

尊諱，「壽聖」寺額改為「廣福」。然多處壽

聖寺並未依令改名，以「壽聖」為名之寺仍遍

見各地；佛教文獻中為加以區分，常在「壽聖」

寺名前加上地名，如「灃州壽聖寺」、「吳江

壽聖寺」、「烏崖壽聖寺」、「半塘壽聖寺」等。

此經卷末「太平壽聖寺」意為「太平」一地之

「壽聖寺」，該地名應指宋代所置太平州，屬江

南東路（今日安徽省當塗、蕪湖一帶）。推測

此部「奉聖旨校勘」之《金剛經》，可能為南

宋末太平州一帶具官寺性質之「壽聖寺」僧人，

負責將其校勘雕印，後加以流通。（劉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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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為人也如此，其為學乃能如此。

  張洽（1161-1237）是南宋理學宗師朱熹

（1130-1200）深寄厚望、認為少數能傳其「道」

的高足之一。朱熹生前未作《春秋》傳或注，

張洽遂戮力撰成《春秋集註》，持論頗有別於

其師而能成一家之言。史載張洽擔任地方官員

期間，建糧倉、平訴訟、斷冤獄，樂見士大夫

直言朝政得失。他曾獲聘主持白鹿洞書院，重

振講學名聲後便卸職離去；更屢屢稱病推辭朝

臣推薦，不克奉召充任御前講釋經義以備顧問

的學士侍從。尚書省欲派人將《春秋集註》謄

宋　張洽撰
宋德祐元年衛宗武華亭義塾刊本
版框高 24.5，寬 17.5公分　書冊高 33.7，寬 21.2公分
故善 014096～ 014097

春秋集註

寫呈覽，張洽反倒請求仔細修改校訂，延遲近

一年始具狀上繳，可見其處世治學之謹重。

  張洽《春秋集註》初刻於寶祐三年

（1255），不數年書版盡燬。德祐元年（1275）

華亭（上海松江）世族衛宗武（?-1289）重刻於

九峰義塾，欲藉此書固守義塾子弟明辨夷夏之

防的愛國節操；未滿半年，宋恭帝趙㬎（1271-

1323）便向元軍獻璽投降。德祐本《春秋集註》

舉世僅存三部，院藏此帙開版宏闊、字體端整、

刻工嚴謹，全書紙墨勻潔古雅又近乎初印，洵

為宋槧善本之精品。（曾紀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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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部湮沉近六百年，巍然獨存的元刻

元印元人文集。

  劉敏中（1243-1318）是元初身歷四朝要職

的名臣，朝廷譽稱「一代真儒」。其人孝慈清

介，氣嚴而和，尤善獎誘後進；每以時事為憂，

卻又無心於顯達。劉氏詩、詞、文章俱精，書

法造詣則「有顏（真卿）、米（芾）風度」；

既辭歸田里，朝廷有大制作，仍遣使以求其文，

並享半俸養老於家。劉氏病逝後十餘年，其婿

魏誼乃託人編次遺文；元統二年（1334）江浙

儒司調撥辦學結餘的經費，始促成刻印二十五

元　劉敏中撰　元　魏誼編
元元統二年江浙等處儒學刊本
版框高 22.1，寬 15公分　書冊高 25.8，寬 18.3公分
平圖 013257～ 013280

中庵先生劉文簡公文集

卷本《中庵先生劉文簡公文集》，內容多能填

補史籍記載之簡省或闕遺，是研究元代社會、

制度、文學的重要材料。

  元刻本《中庵集》傳世絕罕，明初纂修《永

樂大典》時已無緣得見完書，改用其他版本寫

入。民國二十年（1931）國立北平圖書館訪購書

籍時，赫見元槧《中庵集》重現人間，首尾完整

無缺，遂「竭月餘之力，始全部購得」。此帙遞

經怡親王弘曉（1722-1778）、韓泰華、楊氏海

源閣珍藏，寫刻字體多倣趙松雪筆意，楮墨古雅

清朗，書版無修補痕跡，堪稱至寶。（曾紀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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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圖冊葉，圖組，存應天府、鎮江府、太

平府、池州府、徽州府，以及廣德州，圖、表相

配（但廣德州之表僅存半葉，池州府僅存一葉，

不全），表除應天府在首行書「中書省」外，其

餘皆題名在首，下設道里遠近、山川險易、所產

物色共三門。圖繪部份色彩濃重，構圖採俯視

（鳥瞰）視角，地理要素平面、立面參用，各個

明初紙本彩繪
每葉縱 63，橫 66公分
平圖 020923～ 020941

江南各道  
府圖表（存）

不同地理區域也不侷限於焦點或散點透視。每圖

府（州）名一律書寫在右上角邊框位置，四緣標

註北、南、西、東（上、下、左、右），而圖框

的四個邊角，以及四緣方位邊旁，則書寫相對應

表內所載示的：本府道里遠近。就內容言，每圖

皆以府（或州城）為重心，面積佔比很大，其下

縣城亦按相對方位繪出，按〈應天府表〉首行書

「中書省」三字，應天府圖的「宮城」已出現，

〈應天府表〉無江浦、六合、高淳三縣，廣陽縣

未入廣德州等推測，本圖冊應表現明洪武六年到

九年之間（1373-1376）的南京直轄區域，圖繪

年代亦相去不遠，在今日元繪本地圖幾乎不得見

的情況下，相當珍貴。（盧雪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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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樂琴書集成》係明朝初期官方纂輯、匯

聚歷代典籍中涉及「琴」之文獻彙編。全書未

曾刻印，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前集二十卷，是

人間僅存的孤本。

  此帙乃典型的明初內府鈔本。開本寬綽，

紙色白淨、質地細密；雕版印製朱絲欄框線，

硃色鮮明。每卷裝為一冊，每冊概由一至二人

端楷精寫，字體仿傚沈度（1357-1434）豐潤婉

明　成祖朱棣敕編
明內府朱絲欄精寫本
版框高 27.9，寬 19.2公分　書冊高 35.6，寬 23.3公分
故善 014320～ 014339

永樂琴書集成 麗的臺閣書風；間有表譜圖繪，典雅工緻。全

書紙面皆施以砑光，勻潔悅目。

  《永樂大典》在「平聲」「侵」韻「琴」字

底下，收入《大明永樂琴書集成》23卷（卷 9,512

至 9,534），當即此書初輯全部內容。正統六年

（1441）《文淵閣書目》著錄一部《新編琴書集

成》32冊，註明「殘缺」，應是後出擴增之作。

萬曆三十三年（1605）《內閣藏書目錄》著錄

鈔本《永樂琴書集成》25冊，註曰「不全」、「原

三十冊，今缺五冊」；清初《千頃堂書目》著

錄同書僅存 20卷，稱其「分前、後二集」。據

上述記載推測，此書寫入《永樂大典》後，新

編為前、後二集共 40卷（冊），孤本單傳六百

年，迭有佚失而尤顯珍秘。（曾紀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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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一 百 二 十 卷 漢 譯 本《 大 寶 積 經 》

（Mahāratnakūṭa-sūtra）共四十九會，每會皆為

一部獨立經文，為唐代集新舊譯本之合編：前

二十三會源自魏晉南北朝時期多位譯師之譯

作，後二十六會為唐武后時期抵華的南印度僧

人菩提流志所譯。

  此內府泥金寫本採經摺裝，每卷一冊，十

冊一函，共十二函一百二十冊，各摺頁均採類

同藏經之六行十七字版式。以臺閣體楷書寫於

羊腦牋上，各函首冊皆有經牌贊及佛說法圖，

末冊末頁則有護法韋馱像，卷一之卷首有大明

宣德五年二月初三日〈御製大寶積經序〉，扉

唐　菩提流志譯
明宣德五年內府泥金寫本
每半葉框高 30.4，寬 14.5公分
故佛 000001～ 000040　故佛 000208～ 000247　 
故佛 000343～ 000382

大寶積經 畫後則有唐睿宗御製〈大寶積經序〉。

  明代僧人明河所撰《補續高僧傳》中，

載有明初華嚴宗高僧慧進（追認為華嚴宗第

三十三祖）之生平記述，內容大多源引天順元

年（1457）禮部尚書胡濙（1375-1463）所撰《棲

岩法主大師塔銘》。慧進早年為永樂帝召問《楞

嚴經》大意，敕賜紫衣，命住持南京天界寺，

並於靈谷寺參與編纂《大明三藏法數》。後隨

永樂帝遷都北京，住海印寺，奉旨於該寺主持

《永樂北藏》之雕印。永樂曾應其所請，「親製

經序十三篇。佛菩薩贊跋十二篇。」後敕贈慧

進「梵相釋迦、刻絲觀音、水晶數珠、七佛之

偈。」至宣宗時，「待以國老，」令其負責「對

寫金字《華嚴》、《般若》、《寶積》、《涅

槃》四大部經。」據此記錄，本院所藏此部《大

寶積經》與另一部亦為宣德五年的同款式《大

涅槃經》四十卷泥金寫本（另附兩卷《大涅槃

經後分》）應皆由此位華嚴宗高僧所主持抄寫

完成。（劉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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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圖採傳統山水畫法，描繪黃河自河源星

宿海至出海口，京杭運河全程，淮河全程，以

及長江下游一帶。黃河塗上明黃色彩，相當醒

目，而淮河則施以黃綠，其餘水系則以青色代

替，足見繪者所重者黃、淮二河矣。綜觀全圖

文字註記，除標註城鎮等行政區域之外，尤其

清初綾本彩繪
縱 223.1，橫 472.3公分 
平圖 021566

黃河淮河流域圖
著重黃河兩岸治河工事，若干重點治河區域則

貼上大黃簽，附以文字說明，例如黃、淮、運

交會的白馬湖附近貼註「總一高堰堤在北，為

武家墩開口建閘，洩淮水⋯⋯設有大使官夫，

以資防守。」此外，黃河與京杭運河近乎平行，

以及以形象畫法特別放大突顯京師北京城（標

註「神京」），亦是此圖特色之一。按圖上黃

簽已載清順治九年（1652）黃河在封丘決口事，

以及未繪順治十六年（1659）黃河決歸仁堤，

入洪澤湖，灌高郵、寶應諸湖事推測，圖應表

現清順治九至十六年間，由於繪風近明代地圖，

故繪製年代亦應相去不遠。（盧雪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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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圖採青綠山水畫法，方位上北下南，四

緣註四至及往鄰近府縣里程，圖內繪寧波府轄

境之山、水（含海、湖、河），以及海上島嶼

等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方面，則包括府、縣、

衛、所、巡檢司等廣義的住民地，府、縣一般

採俯視角度繪出符合真實情況的城圍（附城

門、城樓），城內設施（塔、寺）立面，衛、

清初絹本彩繪
縱 149.8，橫 148.9 公分 
平圖 021510

浙江寧波府  
屬地理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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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城圍採方框四面城圍，平面，中間點綴立面

房屋一幢，其它人文地理要素，例如橋、寺、

營、烽堠等皆採立面形式圖式符號表現。除一

般地理要素之外，最重要的是浮貼在各地理要

素旁的八十二紙紅簽，簽內註文達七千餘字，

按貼簽內容與圖面人文景觀推測，圖應表現順

治三至十八年間事（1646-1661），圖繪目的可

能是寧波府主事者以繪圖貼簽方式向清廷匯報

軍情，並建議有關寧波一地為防範明末殘餘海

上，比如如鄭成功（1624-1662）等勢力入侵的

軍事布置。按圖繪風格，暨結合表現年代判斷，

圖的繪製時限應不晚於康熙末以後。（盧雪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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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可謂是保存清代

乾隆年間署任臺灣知府蔣元樞（1739-1781）在

臺灣進行各項重要建設之彩繪圖文冊。本圖文

冊內有圖三十九幅，圖說四十幅（內一幅題稱

「記」），共計七十九幅，原則上採一圖一說互

清乾隆年間彩繪本
每幅約縱 33，橫 41.5公分
平圖 020970～ 021048

重修臺郡  
各建築圖說

為搭配。蔣元樞在臺灣任職期間，積極推動各項

公共設施建設，並加強各地防務。無論是興修重

建衙署、學校、廟宇、橋樑、鹽倉、義塚、養濟

院，又或是鞏固城防及修築望樓、隘寮，燈塔、

石岸、兵營、軍工廠等方面，均有所作為。他積

極建設臺灣，其建樹治績，於本院所藏之《重修

臺郡各建築圖說》中，多可獲見。本圖冊的圖文

內容不僅限於臺灣府城，亦繪寫當時臺灣縣、諸

羅縣、彰化縣、鳳山縣、淡水廳、澎湖廳等地與

蔣元樞有關之重要建設。國立北平圖書館於民國

二十二、三（1933-1934）年間購得此圖文冊，

原名為《臺灣建置圖》。（李泰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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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實錄》為一種專記清代皇帝與中央政

府日行公事的編年體官書，有滿、蒙、漢三種

文體。然而，自乾隆朝以降，旗人滿文能力下

降，致使無法直接使用滿文寫作。影響所及，

自嘉慶朝纂修《大清高宗純皇帝滿文實錄》

（daicing gurun i g'aodzung yongkiyangga hūwangdi 

i yargiyan kooli）開始，一改之前先修滿文本，

而後再將滿文翻譯為漢文的方式，轉而先修漢

文本再將其譯成滿文，且幾乎完全扣緊漢文來

滿文本
版框高 23.5，寬 34公分
故官 012617～ 014001

滿文實錄 譯。滿文實錄橫跨太祖至穆宗，儘管國立故宮

博物院（以下簡稱「本院」）所藏並不完全，

但數量仍多達一千多卷，為數可觀。

  本院所藏滿文實錄大多以紅綾為封面，就

史料價值而言，是書記載了清朝中外大事與滿

洲風俗，內容包羅萬象。無論是研究清朝政治

或是滿洲傳統文化，滿文實錄皆為不可或缺的

重要研究材料。尤其清初，部分漢文本《清實錄》

或漏譯，或語焉不詳，此時，查對回滿文實錄

的記載，便有其必要性。而且，滿文實錄歷經

不同皇帝纂修，在滿文文字或語法上，往往隨

時代不同而有所差異，亦為滿語研究提供了珍

貴的素材。（劉世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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