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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学 类 
 

『先秦诸子集成』: 中国传统经典渊源哲学、文学诸子集其大成；  

有此集成 可不外求矣！ 
 

中国文化凝集了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圣王治世的道统到了春秋战国
时期形成了百家争鸣之局，称继承道统者即儒、道、墨、法等各家的思想，能提出真知
灼见对应时代问题，堪称为中国文化史上思想的黄金时代，其智慧的光辉对几千年来中
国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永恒的价值与影响，兹将该精华提供下
列五种，为研究者不外求之便捷途径，佳惠士林焉. 
 

书          名 册数 价格(台币) 简介页码 

一 易经集成 三百六十二种  1,614卷 195册 288,000 1 

二 墨子集成 九十九种 371卷 46册 83,200 10 

三 荀子集成 九十种 438卷 49册 89,600 13 

四 韩非子集成  七十二种 596卷 52册 99,200 16 

五 老列庄三子集成补编 九十三种 351卷 56册 104,000 18 

六 无求备斋诸子读记  严灵峰着      900  

七 老子崇宁五注  严灵峰辑校着注  700  

八 杜威工具主义对胡适人类哲学的影响 L.Oei
着徐秋珍译 

 600  

九 庄子哲学探究 陈鼓应着      600  

十 易数浅说 黎凯旋着(名山版)      750  
 

诸子集成 简介及详目: 
 

 (无求备斋) 易经集成   4711871494053  严灵峰主编            195册   288,000 

周易为儒家群经之首数千年来为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杂家、兵家等先哲思想
的发源蕴藏着中国人对天文、地理、数学、辨证、音律、医道、方阵、建筑、宗教等的知
识自中西交通以来更受到举世的重视其对人文思想、自然与应用科学方面均有特殊的贡
献。易经集成收录三百六十二种一千六百一十四卷于义理象数三方面之解说，注疏考证之
精华无不搜罗殆尽。版本囊括宋、元、明、清以迄民国，除原刊本外辑佚与纬书尤为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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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一套研究易经的丛书易经集成当为无求于外的易经总汇。 计十五类： 一) 周易 正文 二) 
传注 三) 通说 四) 札记 五) 答问 六) 音义 七) 图说 八) 略例 九)占筮 十) 杂着 十一) 
纬书 十二) 校堪 十三) 辑佚 十四) 汇考 十五) 论辨 

 

易经集成 详目 

一、正文 

书  名 卷数 朝代 着 者 版           本 

周易 一卷   宋刊「八经」巾箱本 

二、传注 

周易注 十卷 魏 王  弼 北宋刊本  附唐陆德明音义  并孟森校勘记 

系辞传  梁 韩康伯 宋刊本 

说卦序卦杂卦附略例 一卷    
梁 韩康伯 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刊仿宋相台本 

唐 邢璹注 每卷末附校勘记 

周易治要 一卷 唐 魏  征 日本天明七年尾张国校刊本 

周易治要 一卷 唐 魏  征 日本昭和十六年宫内省排印本 

周易正义 十四卷 

唐   孔颖达 

宋刊本 

    附校勘记 二卷 明崇祯十二年汲古阁刊「十三经注疏」 

民国三年刘承干刊「嘉业堂丛书」 

附刘承干校勘记二卷 

周易集解 十七卷 唐 李鼎祚 清乾隆二十一年雅雨堂刊本  附唐陆德明音义 

    附音义 一卷 唐 陆德明 清同治十二年粤东书局刊「古经解汇函」本 

易说 附图解 三卷 唐 吕  岩 清光绪三十二年成者二仙庵刊「道藏辑要」本 

周易口诀义 六卷 唐 史  征 清同治十二年粤东书局「古经解汇函」本 

横渠先生易说 三卷 宋 张  载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经解」原刊本 

温公易说 六卷 宋 司马光 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聚珍丛书」本 

周易程氏传 六卷 宋 程  颐 清光绪十年「古逸丛书」景元至正九年积德堂刊本 

附周易系辞精义 二卷 宋 吕社谦  

东坡先生易传 九卷 宋 苏  轼 明万历二十五 年刊「两苏经解」本 

复斋易说 六卷 宋 赵彦肃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原刊本 

周易新讲义 十卷 宋 龚  原 清光绪八年刊「佚存丛书」本 

了斋易说 一卷 宋 陈  瓘 清乾隆四十三年钞本 

吴园周易解、附录 十卷 宋 张  根 清同治七年钱仪吉刊「经苑」本 

汉上易传 十一卷 宋 朱  震 宋刊钞补本 

周易义海撮要 十二卷 宋 李  衡 清同治十二年粤东书局刊本 

郭氏传家易传 十一卷 宋 郭  雍 清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聚珍丛书」本 

东谷易翼传 二卷 宋 郑汝谐 清同治十二年粤东书局刊本 

诚斋易传 二十卷 宋 杨万里 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聚珍丛书」本 

周易本义 十二卷 宋 朱  熹 清光绪九年景宋咸淳刊本 

泰轩易传 六卷 宋 李中正 清光绪八年刊「佚存丛书」本 

童溪易传 三十卷 宋 王宗传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原刊本 

兪氏易集说 十三卷 宋 兪  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原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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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本义附录纂注 十五卷 元 胡一桂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原刊本 

易纂言附首 十三卷 元 吴  澄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原刊本 

周易本义通释 十二卷 元 胡炳文 清同治十二年粤东书局刊本 

大易缉说 十卷 元 王申子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原刊本 

学易记 九卷 元 李  简 清同治十二年粤东书局刊本 

周易集解 八卷 元 龙仁夫 清咸丰元年刊「别下斋丛书」本 

周易会通 十四卷 元 董真卿 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原刊本 

周易大全 二十卷 明 
胡  广 

明建阳坊刊「五经大全」本 
陈仁锡 

易经蒙引 十二卷 明 蔡  清 明重刊补「四库全书」钞本 

易象钩解 四卷 明 陈士元 清道光二十四年刊「守山阁丛书」本 

易因 六卷 明 李  贽 明万历三十五年刊「续道藏」本 

易经注疏大全合纂 六十八卷 明 张  溥 明正雅堂刊本 

周易来注 十六卷 明 来知德 清朝爽堂重刊本 

周易禅解 十卷 明 释智旭 民国四年金陵刻经处刊本 

易说醒 四卷 明 洪守美 清同治十一年重刊本 

易经增注附易考 十一卷 明 张镜心 清光绪五年刊「畿辅丛书」本 

古周易订诂 十六卷 明 何  楷 清乾隆十七年文林堂刊本 

周易爻物当名 二卷 明 黎遂球 清道光三十年刊「岭南遗书」本 

御定易经通注 四卷 清 
胡以渐 

清光绪十七年刊「湖北丛书」本 
曹本荣 

周易说略 四卷 清 张尔岐 清宣统元年善成堂刊本 

周易内传 十二卷 清 王夫之 清道光二十二年守经堂刊本 

仲氏易 三十卷 清 毛奇龄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经解」本 

御纂周易折中附首 二十三卷 清 李光地 清康熙五十四年武英殿原刊本 

周易本义爻征 二卷 清 吴曰慎 清道光二十六年刊「惜阴轩丛书」本 

周易本义注 六卷 清 胡  方 清道光三十年刊「岭南遗书」本 

周易述 二十一卷 清 惠  栋 清乾隆二十一年雅雨堂刊本 

周易述补 四卷 清 江  藩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经解」 

周易述补 五卷 清 李林松 清光绪十四年刊「皇清经解续编」本 

周易集传 十卷 清 孙星衍 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周易略解 八卷 清 冯  经 清道光三十年刊「岭南遗书」 

易章句 十一卷 清 焦  循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经解」本 

易象通义 六卷 清 秦笃辉 民国十二年刊「湖北丛书」本 

周易姚氏学 十六卷 清 姚配中 清光绪十四年刊「皇清经解读编」本 

周易集解纂疏 十六卷 清 李道平 清光绪十七年长沙思贤讲舍刊本 

六十四卦经解 八卷 清 朱骏声 民国四十七年排印本 

周易集解补笺 四卷 清 林庆炳 清光绪十一年刊本 

周易旧注 十二卷 清 徐  鼒 清光绪十二年日本刊本 

易说求源 十二卷 清 武运隆 民国七年排印本 

邵村学易 二十卷 清 张其淦 民国十五年排印本 

周易集解补释 十七卷 清 曹元弼 民国十六年刊本 

周易古义 七卷  杨树达 民国十八年排印本 

周易古史观 二卷  胡朴安 民国三十一年「朴学斋丛书」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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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古经今注 四卷  高  亨 民国三十六年排印本 

三、通说 

古周易附古周易考 二卷 宋 吕祖谦 清同治八年刊「金华丛书」本 

易经奥论 一卷 宋 郑  樵 清康熙十九年原刊本 

易说 四卷 宋 赵善誉 清道光二十四年刊「守山阁丛书」 

周易玩辞 十六卷 宋 项安世 清康熙十九年原刊本 

易传灯 四卷 宋 徐总干 清同治七年刊「经苑」本 

读易私言 一卷 元 许  衡 清同治十二年粤东书局刊本 

易学滥觞 一卷 元 黄  泽 民国三十三年复性书院刊本 

读易考原 一卷 元 萧汉中 民国五年刊「豫章丛书」本 

古易考原 三卷 明 梅  鷟 明万历三十五年刊「续道藏」本 

周易说翼 三卷 明 吕  柟 清道光二十六年刊「惜阴轩丛书」本 

学易记 五卷 明 金贲亨 清道光二十六年刊「惜阴轩丛书」本 

易领 四卷 明 郝  敬 清光绪十七年刊「湖北丛书」本 

周易六龙解 一卷 明 管志道 民国三十三年复性书院刊本 

儿易内仪以 六卷 明 倪元璐 清咸丰十一年刊「粤雅堂丛书」本 

周易象数论 六卷 清 黄宗羲 清光绪十九年广雅书局刊本 

周易外传 七卷 清 王夫之 清道光二十二年守经堂刊本 

周易大象解 一卷 清 王夫之 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 

推易始末 四卷 清 毛奇龄 清乾隆五十九年刊「龙威秘书」本 

周易通论 四卷 清 李光地 清乾隆元年刊「李文贞全集」本 

遂初堂易论 一卷 清 潘  耒 日本嘉永二年刊本 

易说 六卷 清 惠士奇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经解」本 

易汉学 八卷 清 惠  栋 清光绪二十二年汇文轩刊本 

系辞传论 一卷 清 庄存与 清道光八年刊「味经斋遗书」本 

周易义说 五卷 清 洪  榜 清道光间梅华书院刊本 

易通释 二十一卷 清 焦  循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经解」本 

易释 四卷 清 黄式三 清光绪十年广雅书局刊本 

易学阐元 一卷 清 姚配中 清光绪八年花雨楼刊本 

易说 一卷 清 陈宗起 清光绪十一年刊本 

易贯 五卷 清 兪  樾 清同治十年刊「第一楼丛书」本 

周易通义 十六卷 清 庄忠棫 清光绪六年冶城山馆刊本 

易象阐微 二卷 清 张之锐 清宣统二年排印本 

周易学 七卷 清 曹元弼 民国四年刊本 

周易鉥 一卷 民 尹昌衡 民国七年「止园丛书」排印本 

周易论略 一卷 民 陈  柱 民国十八年排印本 

周易解题及其读法 一卷 民 钱基博 民国十八年排印本 

易学真诠 一卷 民 黄本溥 民国二十一年排印本 

易学会通 一卷 民 苏渊雷 民国二十四年排印本 

周易哲学 一卷 民 朱谦之 民国二十四年排印本 

科学的易 一卷 民 丁超五 民国三十年排印本 

周易古经通说 一卷 民 高  亨 民国四十七年排印本 

四、札记 

易原 八卷 宋 程大昌 清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聚珍丛书」本 

周易要义 十卷 宋 魏了翁 宋刊本（第三、四、五、六卷原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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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易床头私录 三卷 明 董懋策 清光绪三十二年刊「董氏丛书」本 

周易稽疑 一卷 明 朱睦(木挈) 清顺治四年刊「续说郛」本 

易经说 二卷 明 杨  慎 清乾隆间刊「函海」本 

读易录 一卷 明 薛  瑄 清康熙四十七年正谊堂刊本 

周易稗疏 四卷 清 王夫之 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 

周易札记 一卷 清 徐文靖 清乾隆九年志宁堂刊本 

周易拾遗 十四卷 清 徐文靖 清乾隆二十年志宁堂刊本 

周易古义 二卷 清 惠  栋 清乾隆间淖阳县署刊「九经古义」本 

易经日抄 一卷 清 彭启丰 清乾隆二十九年秋晓山房刊本 

卦气解 一卷 清 庄存与 清光绪十四年刊「续经解」本 

易经考 一卷 清 戴  震 清同治间刊「五经考」本 

读易录 一卷 清 钱大昕 清光绪二年浙江书局刊本 

周易巵言 一卷 清 孔广森 清道光二十三年刊「指海」本 

周易考证 一卷 清 朱  彬 清道光二年宜禄堂刊本 

易札记 一卷 清 李赓芸 清同治十一年刊「炳烛编」本 

周易识余 一卷 清 刘希向 清乾隆二十七年刊本 

易目耕帖 六卷 清 马国翰 清同治十年济南皇华馆书局补刻「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周易补疏 二卷 清 焦  循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经解」本 

易学管窥 一卷 清 章  芝 清道光十二年刊「泾川丛书」本 

读易经 一卷 清 赵郎(雨树） 清道光十二年刊「泾川丛书」本 

周易札记 三卷 清 朱亦栋 清光绪四年刊「群经札记」本 

读易杂说 一卷 清 陈世镕 民国九年房山山房刊本 

周易述闻 二卷 清 王引之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经解」本 

读易札记 一卷 清 宋翔凤 清咸丰三年刊「过庭录」本 

周易解故 一卷 清 丁  晏 清光绪十九年广雅书局刊本 

读易录 一卷 清 郑献甫 清光绪二年刊本 

周易随笔 一卷 清 沈  涛 清咸丰七年刊本 

读易汉学私记 一卷 清 陈寿熊 清光绪十四年刊「续经解」本 

周易旧疏考正 一卷 清 刘毓崧 清光绪十四年刊「续经解」本 

周易平议 二卷 清 兪  樾 清同治十年刊「群经平议」本 

周易杂纂 四卷 清 兪  樾 清光绪五年刊「兪楼杂纂」本 

读易说 一卷 清 黄以周 清光绪二十年刊「儆季五种」本 

周易述闻 一卷 清 林庆炳 清光绪八年刊本 

易说存稿 一卷 清 丁  午 清光绪七年刊「田园杂着」本 

周易经义 一卷 清 易顺鼎 清光绪十年宝瓠斋刊本 

易经说 一卷 清 邹寿祺 清宣统二年刊本 

霜菉亭易说 一卷 清 胡薇元 民国九年刊「玉津阁丛书」甲集本 

读易剳记 一卷 清 关  棠 民国四年刊本 

学易笔谈初集 四卷 民 杭辛斋 民国八年排印本 

学易笔谈二集 四卷 民 杭辛斋 民国十一年排印本 

读易杂识 一卷 民 杭辛斋 民国十一年排印本 

愚一录说订 二卷 民 杭辛斋 民国十一年排印本 

春晖楼读易日记 二卷 民 张  鼎 民国二十七年排印本 

经传诂易 一卷 民 徐  昂 民国三十六年「徐氏全书」排印本 

周易对象通释 二十卷 民 徐  昂 民国四十六年「徐氏全书」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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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新证 四卷 民 于省吾 民国二十八年排印本 

五、答问 

易童子问 三卷 宋 欧阳修 民国十五年「欧阳文忠集」排印本 

易象意言 一卷 宋 蔡  渊 清嘉庆间「艺海珠尘」本 

易学变通 六卷 元 曾  贯 民国五年刊「豫章丛书」本 

榕村易经语录  一卷 清 李光地 清钞本 

周易答问 一卷 清 全祖望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经解」本 

易经答问 一卷 清 冯登府 清光绪十三年刊「槐庐丛书」本 

周易爻辰申郑义 一卷 清 何秋涛 清光绪十四年刊「续经解」本 

六、音义 

周易音义 二卷 唐 陆德明 清乾隆二十一年雅雨堂刊本（附李鼎祚周易解集内） 

周易音训 二卷 
宋 吕祖谦 

清光绪十三年刊「槐庐丛书」本 
清 宋咸熙 

周易直音 一卷 宋 孙  奕 清光绪七年景明刊本 

易音 三卷 清 顾炎武 清光绪六年刊「音学五书」本 

陆氏周易音义异文 一卷 清 沈  淑 清光绪八年刊「后知不足斋丛书」本 

音义异文补遗 一卷 清 沈  淑 清光绪八年刊「后知不足斋丛书」本 

周易音义考证 二卷 清 卢文弨 清乾隆五十六年刊「抱经堂丛书」本 

易经韵读 卷 清 江有诰 清嘉庆十九年刊「音学十书」本 

易音补遗 一卷 清 沈  涛 民国二十五年刊「十经斋遗书」本 

周易旧音辨证 一卷 民 吴承仕 民国十二年排印本 

易音 一卷 民 徐  昂 民国三十六年「徐氏全书」排印本 

七、图说 

易图 一卷 唐 吕  岩 清光绪三十一年刊「道藏辑要」本（附「易说」内） 

易数钩隐图附遗论九事 三卷 宋 刘  牧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原刊本 

易图说 三卷 宋 吴仁杰 清同治十二年粤东书局刊本 

易图通变 五卷 宋 雷思齐 清同治十二年粤东书局刊本 

易象图说内篇附外篇 六卷 元 张  理 明正统十年刊「道藏」本 

大易象数钩深图 三卷 元 张  理 明正统十年刊「道藏」本 

元图大衍 一卷 明 马一龙 清顺治四年刊「续说郛」本 

易图 一卷 明 田艺衡 明万历间刊「百陵学山」本 

易图明辨 十卷 清 胡  渭 清道光二十四年刊「守山阁丛书」本 

周易爻辰图 一卷 清 惠  栋 清乾隆二十一年雅雨堂刊本 

太极后图说 一卷 明 左  辅 清道光十二年刊「泾川丛书」本 

易卦图说 一卷 清 崔  述 清道光四年刊「东壁遗书」本 

封本图考 一卷 清 胡秉虔 清光绪十四年刊「续经解」本 

易图条辨 一卷 清 张惠言 清光绪十四年刊「续经解」本 

易图略 八卷 清 焦  循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经解」本 

虞氏消息图说 一卷 清 胡祥麟 清同治十二年刊「滂喜斋丛书」本 

玩易篇 一卷 清 兪  樾 清同治十一年刊「第一楼丛书」本 

易楔 六卷 民 杭辛斋 民国十一年排印本 

易数偶得 二卷 民 杭辛斋 民国十一年排印本 

卦气集解 一卷 民 黄元炳 民国三十二年排印本 

释郑氏爻辰补 四卷 民 徐  昂 民国三十六年「徐氏全书」排印本 

爻辰表 一卷 民 徐  昂 民国三十六年「徐氏全书」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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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数释 二卷 民 徐  昂 民国三十六年「徐氏全书」排印本 

八、略例 

周易略例 一卷 魏 王  弼 明万历二十年刊「汉魏丛书」本（并附宋刊王注本内） 

易纂言外翼 八卷 元 吴  澄 民国五年刊「豫章丛书」本 

周易内传发例 一卷 清 王夫之 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 

易例 二卷 清 惠  栋 清乾隆四十年张锦芳校刊本 

周易虞氏略例 一卷 清 李  锐 清光绪十四年刊「续经解」本 

周易释爻例 一卷 清 成蓉镜 清光绪十四年刊「续经解」本 

九、占筮 

易林 十六卷 汉 崔  篆 明正统十年刊「道藏」本 

易林释文 二卷 清 丁  晏 清光绪十六年广雅书局刊本 

易林勘复 一卷 民 徐  昂 民国四十三年「徐氏全书」排印本 

京房易杂问条例法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周易洞林 一卷 清 王  谟 清嘉庆三年刊「汉魏遗书钞」本 

郭璞易洞林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周易古占法 二卷 宋 程  回 明嘉靖间天一阁刊本 

筮宗 一卷 宋 赵汝楳 清同治十二年粤东书局刊本 

春秋占筮书 一卷 清 毛奇龄 清光绪十四年刊「读经解」本 

易筮遗占 一卷 清 李道平 清光绪十七年刊「湖北丛书」本 

改正揲着法 一卷 民 沈善登 民国十一年排印本 

十、杂着 

元包经传 六卷 北周 卫元嵩 明嘉靖间天一阁刊本 

易元包 一卷 清 王  谟 「汉魏遗书钞」本 

卫元嵩易元包 一卷 清 黄  奭 「黄氏逸书考」本 

元包数总义 二卷 宋 张行成 明嘉靖间天一阁刊本 

参同契正文 三卷 汉 魏伯阳 明万历间刊「百陵学山」本 

周易参同契考异 一卷 宋 朱  熹 清道光二十四年守山阁刊本 

参同契测疏 一卷 明 陆西星 民国四年排印本 

参同契口义 一卷 明 陆西星 民国四年排印本 

参同契疏略 一卷 明 王文禄 明万历间刊「百陵学山」本 

古文周易参洞契注 八卷 清 袁仁林 清道光二十六年刊「惜阴轩丛书」本 

古三坟 一卷 明  明万历二十年刊「汉魏丛书」本 

十一、纬书 

易纬干凿度 二卷 

 

郑玄注 

清乾隆二十一年雅雨堂刊本 
清乾隆四十一年「武英殿聚珍丛书」本 
清同治十二年刊「古经解汇函」本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易纬乾坤凿度 二卷 
 

郑玄注 
清乾隆四十年「武英殿聚珍丛书」本 
清同治十二年刊「古经解汇函」本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易纬稽览图 二卷 
 

郑玄注 
清道光十年「武英殿聚珍丛书「本 
清同治十二年刊「古经解汇函」本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易纬辨终备 一卷 
 

郑玄注 
清道光二十七年「武英殿聚珍丛书」本 
清同治十二年刊「古经解汇函」本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易纬通卦验 二卷  郑玄注 
清道光二十七年「武英殿聚珍丛书」本 
清同治十二年刊「古经解汇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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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易纬干元序制记 一卷 
 

郑玄注 
清道乾隆四十年「武英殿聚珍丛书」本 
清同治十二年刊「古经解汇函」本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易纬是类谋 一卷 
 

郑玄注 
清道乾隆四十年「武英殿聚珍丛书」本 
清同治十二年刊「古经解汇函」本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易纬坤灵图 一卷 
 

郑玄注 
清道乾隆四十年「武英殿聚珍丛书」本 
清同治十二年刊「古经解汇函」本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易纬略义 卷 清 张惠言 清光绪十七年广雅书局刊本 

易纬札迻 一卷 清 孙诒让 清光绪二十年刊「札迻」本 

易纬古微 五卷 明 孙  瑴 清嘉庆十四年刊「墨海金壸」本 

河图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河图纬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河图括地象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河图帝览嬉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河图稽命征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河图稽耀钩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河图禄运法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河图挺佐辅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河图玉板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龙鱼河图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河图治开图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雒书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雒书甄曜度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雒书灵准听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雒书摘六辟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河图圣洽符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十二、校勘 

周易举正 三卷 唐 郭  京 清宣统三年刊「宸翰楼丛书」本 

周易考异 一卷 清 王夫之 民国二十二年「船山遗书」排印本 

周易注疏校正  一卷 清 卢文弨 清乾隆五十六年刊「群书拾补」本 

周易略例考证  清 卢文弨 清乾隆五十六年刊「群书拾补」本 

周易章句证异 十二卷 清 翟均廉 清乾隆四十五年钞本 

易读考异 一卷 清 武  亿 清乾隆二十五年刊本 

易经异文释 六卷 清 李富孙 清光绪十四年刊「续经解」本 

周易校勘记 九卷 清 阮  元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经解」本 

略例、释文校勘记 二卷 清 阮  元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经解」本 

周易考异 二卷 清 宋翔凤 清咸丰三年刊「过庭录」本 

李氏易传校补 一卷 清 陆心源 清光绪十年刊「群书校补」本 

易古文 三卷 清 李调元 清乾隆间刊「函海」本 

周易正义校勘记 二卷 民 刘承干 民国七年嘉业堂刊本（附「周易正义」内） 

周易王注宋本校勘记 一卷 民 孟  森 民国年间排印本(附北宋刊本) 

敦煌古写本 

周易王注校勘记 
一卷 清 罗振玉 清宣统三年石印本 

周易要义校勘记 一卷 民 张元济 民国二十一年排印本（附要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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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本周易王注校记 一卷 民 王重民 民国四十七年排印本 

周易考文补遗 一卷 日本 山井鼎物观 
明本享保十五年刊本 

清嘉庆二年阮元小嫏嬛仙馆刊本 

十三、辑佚 

汉魏二十一家易注 三十三卷 清 孙  堂 清嘉庆四年映雪草堂刊本 

汉魏晋唐四十四家易注 五十八卷 清 马国翰 清同治十年济南皇华馆书局刊「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子夏易传 一卷 清 
孙冯翼 清嘉庆十二年刊「问经堂丛书」本 
臧  庸 

子夏易传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孟喜周易章句 一卷 清 王  谟 清嘉庆三年刊「汉魏遗书钞」本 

孟喜易章句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周易孟氏学 三卷 民 沈祖绵 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附：孟氏易传授考 一卷 民 沈祖绵  

京房易传 一卷 清 王  谟 清嘉庆三年刊「汉魏遗书钞」本 

京房易章句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京房易飞候 一卷 清 王  谟 清嘉庆三年刊「汉魏遗书钞」本 

京氏易传笺 三卷 民 徐  昂 民国三十二年排印本 

费氏古易订文 十二卷 清 王树枬 清光绪十七年文莫室刊本 

周易郑康成注 一卷 宋 王应麟 元刊本附张元济跋 

郑氏周易 三卷 清 惠  栋 清乾隆二十一年雅雨堂刊本 

周易郑注 附录 十三卷 清 丁  杰 清嘉庆二十四年刊「湖海楼丛书」本 

周易郑注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郑玄易解附录 一卷 明 胡震亨 明万历间刊「秘册汇函」本 

周易郑氏义 二卷 清 张惠言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经解」本 

陆绩京氏易传 三卷 汉 陆  绩 明嘉靖间范氏天一阁刊本 

陆公纪易解 一卷 明 姚士麟 明天启三年刊「盐邑志林」本 

陆公纪京氏易注 三卷 明 姚士麟 明天启三年刊「盐邑志林」本 

陆氏周易述增补 一卷 明 姚士麟 清同治十二年粤东书局刊「古经解汇函」本 

干宝易解 一卷 明 姚士麟 明天启三年刊「盐邑志林」本 

周易虞氏义 九卷 清 张惠言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经解」本 

周易虞氏消息 二卷 清 张惠言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经解」本 

虞氏易礼 二卷 清 张惠言 清光绪十年花雨楼刊本 

虞氏易事 二卷 清 张惠言 清光绪十四年刊「续经解」本 

虞氏易言 二卷 清 张惠言 清光绪十四年刊「续经解」本 

虞氏易候 一卷 清 张惠言 清光绪十四年刊「续经解」本 

周易虞氏学 六卷 民 徐  昂 民国三十六年排印本 

九家易解 一卷 清 王  谟 清嘉庆三年刊「汉魏遗书钞」本 

九家易集注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周易荀氏九家义 一卷 清 张惠言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经解」本 

徐邈易音注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张氏易注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褚氏易注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周氏易注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何妥周易讲疏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庄氏易义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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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果易注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崔憬易探玄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薛虞易音注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卢氏易注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关氏易传注 一卷 
后魏 关  朗 明嘉靖间范氏天一阁刊本 
唐 赵蕤注 

陆希声易传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三易备遗 十卷 宋 朱元升 清康熙十九年原刊本 

周易钩沉 二卷 清 余萧客 清道光二十年重校刊本 

易义别录 十二卷 清 张惠言 清道光九年刊「皇清经解」本 

易义考逸 一卷 清 孙  彤 清嘉庆十二年刊「问经堂丛书」本 

易杂家注 一卷 清 黄  奭 民国二十三年刊「黄氏逸书考」本 

汉易十三家 二卷 民 胡薇元 民国九年刊「玉津阁丛书」本 

李氏易解剩义 三卷 民 李富孙 清光绪十三年刊「槐庐丛书」本 

连山 一卷 民 马国翰 清同治十年济南皇华馆书局刊本 

归藏 一卷 民 马国翰 清同治十年济南皇华馆书局刊本 

归藏注、附连山 一卷 
晋 薛  贞 

清嘉庆三年刊「汉魏遗书钞」本 
清 王  谟 

归藏 一卷 清 洪颐煊 清嘉庆间刊「经典集林」本 

十四、汇考 

周易考 八十五卷 清 朱彝尊 民国十五年排印本 

水村易镜 一卷 宋 林光世 清同治十二年粤东书局刊本 

易经正讹 一卷 
明 胡应麟 明万历三十四年新安吴勉学刊「笔丛」本 

民  民国十八年北京朴社排印本 

周易汇考 一卷 清 陈梦雷 清雍正四年「古今图书集成」聚珍排印本 

汉儒传易源流 一卷 清 纪  磊 民国十二年嘉业堂刊本 

周易通考 一卷 民 张心澄 民国二十八年排印本 

读易别录 二卷 清 全祖望 清乾隆间刊「知不足斋丛书」本 

十五、论辩 

清代易说考辨集 一卷 清 阮元等 清道光五年至光绪十一年刊本 

周易辩论集 一卷 民 李镜池等 民国二十年北京朴社排印本 

易学讨论集 一卷 民 李翊灼等 民国三十年排印本 

无求备斋易论 一卷 民 严灵峯 民国四十一年排印本 

 

(无求备斋)墨子集成  4711871494084   严灵峰主编                 46册 83,200 

墨子本名翟  鲁国人（约生于周定王初，公元前 468年至周安王中，公元前 376年）， 
春秋末战国初期的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平民出身曾做宋国大夫，为了实践其政
治主张，他身体力行率徒奔波于宋、卫、楚、齐、鲁、魏等国，立学说收徒讲学墨子一
书从亲士、兼爱、非攻等七篇为其早期著作，后四篇主要是尚同、天志、节用、非乐等
理论。系统地反映出墨子兼爱、非攻等十大命题，其中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基
本点。内容广博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家逻辑
思想和科学技术成就的珍贵资料。 

墨子的学说和主张，代表了下层平民的利益。墨子本人非常刻苦自励，戒除各种休
闲娱乐餐饮劣等食物。他们认为只要是有利于天下的事，即使是赴汤蹈火也都愿意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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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墨子的学说也成为当时的显学。墨子一生奔走救世的精神令人敬佩；但是他的学
说不分亲疏一视同仁的兼爱非常崇高却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至于以功利的观点否认
音乐的功能以及粗浅的宗教思想，则是他的学术思想体系立论较为薄弱的地方。其思想
虽曾盛极一时但似不合时宜，后期就逐渐日趋式微。 
    本集成收录墨子著作九十九种三百七十一卷。分为白文、注解、语译、音韵、节要、
评玷、校释、札记、考证诸类版本为明代杭州叶氏翻宋刊本、明正统道藏本等明刊十二
种、清乾隆武英殿聚珍本等清代刊本十九种、日本刊本四种、其余为民区刊本。所收资
科齐全弥足珍贵为治墨学者无求足备矣。 
 

墨子集成 详目 
书  名 卷数 朝代 着 者 版         本 

墨子 十五卷 周 墨  翟 明正统十年刊（道藏）本 

诘墨 一卷 汉 孔  鲋 
明杭州叶氏翻宋刊本 

清道光间刊（指海）本 

墨子治要 一卷 唐 魏  征 日本天明七年尾张国校刊本 

日本昭和十六年排印本 

墨子节录 一卷 唐 马  总 清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聚珍本 

清道光间刊（指海）本 

墨子节钞 一卷 元 陶宗仪 民国十六年上海涵芬楼排印本 

墨子校定 十五卷 明 唐尧臣 明嘉靖三十二年刊本 

墨子批校 六卷 明 茅  坤 明隆庆间童思泉刊本 

日本宝历七年重刊本 

墨子类纂 一卷 明 沈  律 明隆庆元年含山县儒学刊本 

墨子批选 二卷 明 李  贽 明万历三年刊（李氏丛书）本 

墨子删定 一卷 明 潜庵子 明万历五年刊（子汇）本 

墨子品节 一卷 明 陈  深 明万历十九年刊本 

墨子玄言评苑 一卷 明 
陆可教 

明刊本 
李廷机 

墨子品汇释评 一卷 明 

焦  竑 

明万历四十四年刊本 翁正春 

朱之蕃 

墨子评点 一卷 明 
归有光 

明天启五年刊本 
文震孟 

墨子奇赏 二卷 明 陈仁锡 明天启六年三径斋刊本 

墨子与墨者 一卷 清 马  骕 清康熙九年刊（绎史）本 

墨子大取篇释 一卷 清 傅  山 清宣统三年刊本 

墨子汇考 一卷 清 
陈梦雷 

清雍正四年铜活字本 
蒋廷锡 

墨子注 十六卷 清 毕  沅 
清乾隆四十八年刊（经训堂丛书）本
日本天保六年松元氏重刊本 

墨子经说解 一卷 清 张惠言 清乾隆五十七年手稿本 

墨子韵读 一卷 清 江有诰 清嘉庆十九年刊本 

墨子书札记 一卷 清 朱亦栋 清光绪四年武林竹简斋刊本 

墨子丛录 一卷 清 洪颐煊 清道光二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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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杂志 六卷 清 王念孙 清道光十二年刊本 

墨子刊误 二卷 清 苏时学 清同治三年刊本 

墨子平议 三卷 清 兪  樾 民国十一年李氏念劬堂刊本 

墨子校记 一卷 清 戴  望 民国五年排印本（未完） 

读墨子札记 二卷 清 陶鸿庆 
民国六年文字同盟排印本 

民国四十八年中华书局排印本 

墨子斠注补正附考定墨子经下篇 三卷 清 
王树枬 

清光绪十三年莫室刊本 
吴汝纶 

点勘墨子读本 十六卷 清 吴汝纶 清宣统元年衍星社排印本 

墨子闲诂 十五卷 清 孙诒让 
清光绪二十年苏州毛上珍聚珍木活字本 

清宣统二年（定本）重刊本 

墨子注 七十一篇 清 王闿运 清光绪三十年江西官书局刊本 

墨子笺 十五卷 清 曹耀湘 清光绪三十二年湖南官书局排印本 

墨商 三卷 清 王景曦 清宣统二年永嘉王氏刊本 

墨子校书 一卷 清 于  鬯 民国五十二年排印本 

墨学微 一卷 清 梁启超 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墨子学案 一卷 清 梁启超 民国十年排印本 

墨经校释 一卷 清 梁启超 民国十二年排印本 

墨子拾补 二卷  刘师培 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原墨编 一卷  张采田 民国元年刊本 

墨子精华 一卷   民国三年排印本 

墨子新释 三卷  尹桐阳 民国八年（起圣斋丛书）排印本 

墨子 一卷  章炳麟 民国八年刊（章氏丛书）本 

墨子小取篇新诂 一卷  胡  适 民国四十二年排印本 

墨子经说新解 一卷  张  煊 民国七年排印本（未完） 

评注墨子菁华录 一卷  张之纯 民国七年排印本 

墨辩论文集 一卷  伍非百 民国十二年排印本 

儒墨之异同 一卷  王桐龄 民国十一年排印本 

墨子闲诂笺 一卷  张纯一 民国十一年排印本 

墨学分科 一卷  张纯一 民国十二年排印本 

墨子集解 十五卷 
 

张纯一 
民国二十一年排印本 

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定本墨子闲诂校补 二卷  李  笠 民国十四年排印本 

墨子学说 一卷  胡韫玉 民国十二年排印本 

墨子经说上篇浅注 一卷  胡韫玉 民国十二年排印本 

墨辩疏证 七卷  范耕研 民国三十二年排印本 

墨经通解 五卷  张其锽 民国二十年独志堂排印本 

续墨子闲诂 四卷  刘  昶 民国十四年扫叶山房石印本 

墨经新释 一卷  邓高镜 民国二十年排印本 

名墨论集 一卷  章行严 民国十五年排印本 

墨子选注 一卷  唐敬杲 民国十五年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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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经综释 一卷  支伟成 民国十四年排印本 

墨子刊误刊误 二卷  陈  柱 民国十七年排印本 

墨学十论 一卷  陈  柱 民国十七年排印本 

墨子研究论文集 一卷  栾调甫 民国四十六年排印本 

墨子哲学 一卷  蒋维乔 民国十七年排印本 

墨学通论 一卷  孙思仿 民国十六年排印本 

墨经易解 一卷  谭戒甫 民国十八年排印本 

墨辩发微 一卷  谭戒甫 民国五十三年排印本 

墨子考索 一卷  罗根泽 民国四十七年排印本 

墨辩新注 二卷  鲁大东 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墨子辩经讲疏 六卷  顾  实 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墨经悬解 二卷  陈无咎 民国二十四年排印本 

墨学源流 一卷  方授楚 民国二十六年排印本 

白话译解墨子 一卷  叶玉麟 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墨子新笺 一卷  高  亨 民国五十年排印本 

墨经校诠 五卷  高  亨 民国四十七年排印本 

墨子哲学 一卷  郎擎霄 民国十三年排印本 

墨经哲学 一卷  杨  宽 民国三十一年排印本 

墨子新证 一卷  于省吾 民国二十七年排印本 

墨子文选 一卷  张默生 民国四十六年排印本 

墨子通考 一卷  张心澄 民国三十五年排印本 

墨子校注 十五卷  吴毓江 民国三十二年排印本 

墨子 一卷  陆世鸿 民国三十六年排印本 

墨子城守各篇简注 一卷  岑仲勉 民国三十七年排印本 

墨子读本 一卷  谭正璧 民国三十八年排印本 

墨子的形式逻辑 一卷  詹剑峰 民国四十五年排印本 

墨辩的逻辑科学思想分析 一卷  江奠基 民国五十年排印本 

墨子的科学（力学与光学） 一卷  陈奇猷 民国五十二年排印本 

墨子非乐篇译注 一卷  吉联抗 民国五十七年排印本 

墨子译注 一卷  吴则虞 民国五十三年排印本 

墨子思想体系与各篇内容分析 一卷  严灵峰 民国六十四年排印本 

 

(无求备斋) 荀子集成   4711871494077   严灵峰主编             49册   89,600 

荀子 名况，战国时期赵国人（公元前 313年－前 238年）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
代表人物之一孔子中心思想为「仁」，孟子为「义」。荀子继二人后提出「礼」，从社会
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荀子和孟子的「性善」说，相反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
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则必争」。因此主张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须要「师
化之法礼义之道」，通过「注错习俗」、「化性起伪」，才可以为善。荀子也反对天命、鬼
神迷信之说，肯定了「天行有常」即自然运行法则，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提出「制
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荀子》一书共 32篇）劝学篇第一、尧问篇第三十二， 内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0%8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8%98%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B5%B5%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9%8D313%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9%8D238%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0%9D%E6%83%B3%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5%99%E8%82%B2%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4%92%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4%92%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D%9F%E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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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总结和发展了先秦哲学思想，是对先秦各学派一个批判性的总结；以民间文学形式宣
传为君、治国之道。而荀子的政治思想是主张「礼治」。他积极鼓励以礼乐制度来节制
人之情欲，以克服人的恶性。其文学著作〈赋篇〉包括五篇短赋是一种散文的赋体，被
学者认为是中国辞赋文体的来源之一。他曾经传道授业战国末期两位最著名的 韩非、
李斯都是他的入室弟子，是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荀子集成 详目 

一、白文 

书  名 卷数 朝代 着 者 版   本 

荀子 二十卷 明 许宗鲁 明嘉靖六年樊川别业刊「六子书」本 

荀子 三卷 明 谢其盛 明万历六年吉藩崇德书院刊「二十家子书」本 

荀子 二十卷 明 吴勉学 明万历间新安吴勉学刊「二十子」本 

荀子 一卷   清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所刊「子书百家」本 

二、注解 

荀子注 二十卷 唐 杨  倞 宋熙宁元刊本 

纂图分门类题注荀子 二十卷 宋 刘  旦 宋绍兴间建阳书坊刊本 

纂图互注荀子 二十卷 宋 龚士卨 宋景定元年刊「六子」本 

校刻杨注荀子 二十卷 明 顾  春 明嘉靖九年世德堂刊「六子」本 

荀子注订正  明 
虞九章 

明万历间刊本 
王震亨 

荀子批点 二十卷 明  明刊本 

荀子评点 四卷 明 
孙  矿 

明天启间刊「六子全书」本 
钟  惺 

荀子笺释 二十卷 清 谢  墉 清乾隆五十五年刊「抱经堂丛书」本 

荀子笺释 十卷   清嘉庆九年姑苏聚文堂刊「十子」本 

荀子笺释 二十卷   民国十九年上海中华书局「袖珍古书读本」排印本 

荀子集解 二十卷 清 王先谦 清光绪十七年刊本 

荀子集解 二十卷   民国二十五年上海世界书局「诸子集成」刊本 

荀子点勘 二十卷 清 吴汝纶 清宣统六年衍星社排印本 

荀子简释 二十卷  梁启雄 民国四十五年古籍出版社修正排印本 

荀子简注 三十二卷  章诗同 民国六十六年排印本 

三、节本 

荀子类纂 一卷 明 沈  律 明隆庆元年含山县儒学刊本 

荀子品节 二卷 明 陈  深 明万历十九年刊「诸子品节」本 

荀子品汇释评  明 

焦  竤 

明万历四十四年刊「十九子品汇释评」本 翁正春 

朱之蕃 

荀子玄言评苑  明 
陆可教 

明光裕堂刊「诸子玄言评苑」本 
李廷机 

荀子汇函 一卷 明 
归有光 

明天启五年达古堂刊「诸子汇函」本 
文震孟 

删定荀子  清 方  苞 清乾隆元年刊「抗希堂十六种」本 

荀子节录  唐 马  总 清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聚珍丛书」本 

荀子节录    清道光间刊「指海」本 

荀子述记  清 任兆麟 清乾隆五十二年遂古堂刊「述记」本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5%88%E7%A7%A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F%A9%E9%9D%9E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D%8E%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0%9D%E6%83%B3%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5%99%E8%82%B2%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4%92%E5%A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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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述记    清光绪十年闲云精舍刊本 

荀子治要  唐 魏  征 日本天明七年尾张国校刊本 

荀子治要    日本昭和十六年宫内省排印本 

荀子选 二卷 清 张道绪 清嘉庆十六年人境轩刊「诸子文萃」本 

荀子著书  清 马  骕 清同治七年姑苏亦西斋刊本 

荀子文粹 五卷 清 李宝洤 民国六年排印本 

荀子菁华录 一卷  张之纯 民国七年排印本 

荀子选注   叶绍钧 民国十九年排印本 

荀子精华    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白话译解荀子   叶玉麟 民国三十六年排印本 

荀子读本   谭正璧 民国三十八年排印本 

荀子选   方孝博 民国四十八年排印本 

荀子译注   吴则虞 民国五十三年排印本 

四、札记 

荀子补注 一卷 清 刘台拱 清嘉庆十一年扬州阮常生「刘端临先生遗书」刊本 

荀子补注    清光绪十五年「广雅书局」刊本 

荀子补注  清 郝懿行 清嘉庆间刊「齐鲁先喆遗书」本 

荀子丛录  清 洪颐煊 清道光二年刊「读书丛录」本 

荀子杂志 九卷 清 王念孙 清道光十二年刊「读书杂志」本 

荀子存校  清 王懋竑 清同治十二年刊「白田草堂续集」本 

荀子札记  清 朱亦栋 清光绪四年刊「群书札记」本 

荀子校正  清 顾广圻 清光绪九年「斠补隅录」刊本 

荀子札迻  清 孙诒让 清光绪二十年刊「札迻」本 

荀子诗说  清 兪  樾 清光绪二十五年「春在堂全书」本 

荀子考异  宋 钱  佃 清光绪间刊「对雨楼丛书」本 

荀子平议 四卷 清 兪  樾 民国十一年念劬堂刊「诸子平议」本 

荀子斠补 四卷  刘师培 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荀子补释   刘师培 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荀子词例举要   刘师培 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荀注订补   钟  泰 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荀子新证 四卷  于省吾 民国二十七年排印本 

荀子管见   金其源 民国三十七年排印本 

荀子新笺   高  亨 民国五十年排印本 

读荀子小笺   杨树达 民国五十一年排印本 

荀子校书  清 于  鬯 民国五十二年排印本 

荀子读记   严灵峰 民国六十六年排印本 

五、杂着 

荀子韵读  清 江有诰 清嘉庆十九年刊「江氏音学十书」本 

郇卿别传  清 胡元仪 （在王先谦「荀子集解」内） 

荀卿子通论  清 汪  中 （在王先谦「荀子集解」内） 

荀子性善证   姜忠奎 民国九年排印本 

荀子性恶篇平议   冯  振 民国十二年排印本 

荀子学说   胡韫玉 民国十二年排印本 

荀子正名篇诂释   刘念亲 民国十三年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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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研究   陶师承 民国十五年排印本 

荀子非十二子篇释   方  光 民国十七年排印本 

阐荀   陈  柱 民国二十四年北流陈氏十万卷楼刊本 

荀子学说研究   陈大膺 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荀子要诠   王遽常 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荀子评诸子语汇释   梁启超 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荀子正名篇   梁启超 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荀子乐论   吉联抗 民国六十六年排印本 

六、日本汉文著述 

读荀子 四卷  物双松 手稿本 

读荀子    日本宝历十四年京师水玉堂刊本 

荀子断 四卷  冡田虎 日本宽政七年京师水玉堂刊本 

荀子增注 二十卷  久保爱 日本宽政八年京师水玉堂刊本 

荀子遗秉 二卷  桃井盛 日本宽政十二年京师水玉堂刊本 

荀子增注补遗 一卷  猪饲彦博 日本宽政十三年京师水玉堂刊本 

校定荀子菚释 二十卷  朝川鼎 日本宽政十三年江户和泉屋刊本 

荀子述 一卷  朝川鼎 日本昭和八年排印本 

增评荀子菚释 二十一卷  村岗良弼 日本明治十七年东京报告堂排印本 

荀子标注 一卷  帆足万里 日本昭和二年排印本 

荀子补注 一卷  宇野哲人 日本昭和五年排印本 

荀子略说 一卷  安积信 日本昭和八年排印本 

 
(无求备斋)韩非子集成  4711871494091  严灵峰主编               52册    99,200 

韩非子 生于战国时代末期的韩国（今河南新郑），约公元前 281年至前 233年，
为韩国贵族、法家学说集大成者，韩非子师从荀子，其部分理论导源于荀子「性恶论」
思想，认为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无不「畏诛而利庆赏」，喜刑名法术之学，主
张君主应该用法、术、势结合起来治理国家，利用「刑」、「德」二手，使民众畏威而
归利。他综合了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思想，重治国的法术，供君王采用，韩非出使秦国，
建构了一整套极端专制主义，严厉控制人的方法和理论，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中央集权制
国家–秦国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他的著作《韩非子》有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
说难等共五十五篇。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作，在法的方面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提出
「法不阿贵」的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产生了积极
的影响。 在哲学思想方面，主要反映在《解老》、《喻老》两篇中，提出了「理」的
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认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韩非
首次提出了「理」的概念范畴，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在
「解老」一篇，提出了「矛盾」的概念，对人们分析问题、表达思想，至今仍有着深刻
的启发作用，开拓了人们的思路，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思想家。 

本书收录韩非子著作七十二种五百九十六卷。分为白文、注解、节本、札记、杂着
及日本汉文著述六类。其版本包括宋刊本一种、明刊本十四种、清刊本十五种、日本汉
文著述十一种、其余为民国刊本。研究韩非之学集大成。 

 

韩非子集成 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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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文 

韩非子 二十卷 明 张鼎文 明嘉靖三十七年颍东书院刊本 

韩非子 二十卷 明 周孔教 明万历间刊本 

韩非子 二十卷 明 吴勉学 明万历间刊本 

二、注解 

韩非子旧注 二十卷   景宋干道元年刊本 

韩非子旧注 二十卷   明闽刊本 

韩非子旧注 二十卷   明正统十年刊「道藏」本 

韩非子旧注校本 二十卷 清 吴  鼒 清嘉庆二十三年全椒吴氏刊「韩晏合刻」本 

韩非子旧注校本 二十卷   清光绪元年浙江书局刊「二十二子」本 

韩非子旧注校本 二十卷   民国十九年「袖珍古书读本」排印本 

校正韩非子 二十卷 明 赵用贤 明万历十年吴郡赵氏刊「管韩合刻」本 

校正韩非子 二十卷   清嘉庆九年姑苏聚文堂刊「十子」本 

校正韩非子 二十卷   清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刊「子书百家」本 

韩非子集评 二十卷 明 
门无子 

明吴兴凌氏刊「集评」朱墨套印本 
凌瀛初 

韩非子批点 二十卷 明 
孙  矿 

明天启间刊「六子全书」本 
钟之衣 

韩非子集解 二十卷 清 王先慎 清光绪二十二年长沙思贤讲舍刊本 

韩非子集解 二十卷   民国十九年排印本 

韩非子点勘 二十卷 清 吴汝纶 清宣统元年衍星社排印本 

韩子新释 八卷  尹桐阳 民国八年排印本 

白话译解韩非子 二卷  叶玉麟 民国二十六年上海广益书局排印本 

韩非子集释 二十卷  陈其猷 民国四十七年排印本 

韩子浅解 二卷  梁启雄 民国四十九年排印本 

三、节本 

韩非子治要 一卷 唐 魏  征 日本天明七年尾张国校刊本 

韩非子治要 一卷   日本昭和十六年排印本 

韩非子节要 一卷 唐 马  总 清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聚珍丛书」本 

韩非子节要 一卷   清道光间钱熙祚刊「指海」本 

韩非子节钞 一卷 元 陶宗仪 民国十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说郛」本 

韩子类纂 二卷 明 沈  津 明隆庆元年含山县儒学刊「百家类纂」本 

韩非子品节 四卷 明 陈  深 明万历十九年刊「诸子品节」本 

韩非子品汇释评 二卷 明 

焦  竑 

明万历四十四年刊「二十九子品汇释评」本 翁正春 

朱之藩 

韩非子玄言评苑 一卷 明 
陆可教 

明光裕堂刊本 
李廷机 

韩非子汇函 一卷 明 
归有光 

明天启五年刊「诸子汇函」本 
文震孟 

韩非子纂 二卷 明 张  榜 明末刊本 

韩非刑名之学 二卷 清 马  骕 清康熙九年刊「绎史」本 

韩非子文选 二卷 清 张道绪 清嘉庆十九年人境轩刊「文选十三种」本 

韩非子杂志 一卷 清 王念孙 清道光十二年刊「读书杂志余编」本 

韩非子文粹 三卷 清 李宝洤 民国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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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菁华录 一卷  张之纯 民国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诸子菁华录」排印本 

韩非子精华 一卷   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韩非子选注 一卷  唐敬杲 民国十五年排印本 

韩非子选 一卷  王焕镳 民国五十四年排印本 

韩非子译注 一卷  吴则虞 民国五十一年排印本 

四、札记 

韩非子校正（拾补） 二十卷 清 卢文弨 清乾隆五十年刊「抱经堂丛书」本 

韩非子识误 三卷 清 顾广圻 （在吴刻「韩晏合刻」本内） 

韩非子丛录 一卷 清 洪颐煊 清道光二年富文斋刊「读书丛录」本 

韩非子平议 一卷 清 兪  樾 民国十二年北流李氏念劬堂刊「诸子平议」本 

韩非子札迻 一卷 清 孙诒让 清光绪二十年刊「札迻」本 

韩非子斠补 一卷  刘师培 民国二十五年「刘申叔遗书」排印本 

读韩非子札记 三卷  陶鸿庆 民国十九年「文字同盟」排印本 

读韩非子札记 三卷   民国四十八年「读诸子札记」排印本 

韩非子校书 二卷  于  鬯 民国五十二年「香草续校书」排印本 

韩非子新证 四卷  于省吾 民国二十七年「诸子新证」排印本 

韩非子管见 一卷  金其源 民国三十七年「诸子管见」排印本 

韩非子新笺 一卷  高  亨 民国五十年「诸子新笺」排印本 

韩非子读记 一卷  严灵峯 民国六十六年「诸子读记」排印本 

五、杂着 

韩非子韵读 一卷 清 江有诰 清嘉庆十九年「江氏音学十书」刊本 

韩非子释义 一卷  梁启超 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韩非子要诠 一卷  王蘧常 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韩非子 一卷  谢无量 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中华书局排印本 

阐韩 一卷  陈  柱 民国二十四年北流陈氏十万卷楼刊「子二十六论」本 

韩非子考证 一卷  容肇祖 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韩非子研究 一卷  王世管 民国十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韩非法治论 一卷  曹  谦 民国三十七年上海中华书局排印本 

韩非子的逻辑 一卷  周钟灵 民国六十六年排印本 

六、日本汉学者汉文著述 

增读韩非子 二十卷  蒲坂圆 日本享和二年修文斋刊本 

增读韩非子附录 一卷  

定本韩非子纂闻 二十卷  蒲坂圆 日本昭和七年崇文院排印本（又作「松皋圆」） 

韩非子解诂全书 二十卷  津田凤卿 日本宽永六年近江屋平刊本 

评释韩非子全书 二十卷  藤泽南岳 日本明治十七年大坂松村九兵卫刊本 

眉批干道本韩非子 二十卷  片山格 
日本弘化二年修道馆刊本 

朝州麎 

韩非子巽毳 二十卷  太田方 日本大正六年东京富山房排印本 

批校宽政刊赵本韩非子 二十卷  青山延寿 日本明治二十五年手校本 

韩子考 一卷  萩原扩 日本昭和八年图书刊行会排印本 

头注韩非子定本 一卷  池田四郎次郎 日本昭和六年东京大明堂排印本 
 
(无求备斋)老列庄三子集成补编  4711871494060   严灵峰主编  56册    104,000 

老子: 据史记一书记载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时代楚国人（今河南省鹿邑县）

http://zh.wikipedia.org/zh-cn/%E6%A5%9A%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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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卒年月不详，曾任周朝守藏室之史，着有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始祖思想家，道家后人
将老子视为宗师。 

老子一书又称道德经、五千言，内容包罗了宇宙观、人生论、认识论、方法论以及
为人处世、治国兴邦等方面，老子的作品精华是朴素的辨证法，例如名句：「祸兮福之
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在修身方面老子是道家性命双修的
始祖，讲究虚心实腹、不与人争的修持。在政治上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不言之教。在权
术上老子讲究物极必反之理。主要著作道德经也称老子。 
 
列子也称列御寇或称列圄寇是战国时早期道家代表人物之一，郑国人，吕氏春秋记

载：子列子贵虚，他认为「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列子
穷，但拒绝郑国暴虐的执政者，子阳馈赠的粮食，其弟子严恢问之曰：「所有闻道者为
富乎?」列子曰：「桀纣唯轻道而重利是以亡！」他认为应摆脱人世间贵贱、名利的羁绊，
顺应大道淡泊名利、清静修道，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唐玄宗天宝年间诏封为「冲虚真人」，
宋宣和加封列子号为冲虚观妙真君。 

列子一书又名冲虚经、冲虚真经是道家重要典籍，所著年代大体是春秋战国时代。
主旨在于宣扬不可炫智于外而应养神于心，达到天而不入顺从自然、达到无用之用的境
界，该书按章节分为天瑞、黄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说符等八篇，每
一篇均由多个寓言故事组成寓道于事。其中较为人熟悉的包括「愚公移山」、「杞人忧天」、
「亡呋者」、「歧路亡羊」等。都带有足以警世的教训也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庄子 名周字子休（一说子沐）生卒年失考(约生于公元前 369年—前 286年）战国

时代宋国蒙人（今安徽蒙城）曾任漆园吏，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
的代表人物之一，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后世将他与老子
并称为「老庄」。他也被称为蒙吏、蒙庄和蒙叟。又尝隐居南华山，故唐玄宗天宝初诏
封庄周为南华真人，称其著书《庄子》为南华经。 

庄子一书是古典珍品之一，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深刻的影响。主要在「道法自然」
的观点，根本精神还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为
老庄哲学。 
  

在道家系统中《列子》和《老子》、《庄子》并称「道家三经」。 唐代时冲虚真经与 

老子之道德真经、庄子之南华真经、文子之通玄真经并列为道教四部经典。    
本书收录老列庄三子著述九十二种三百五十一卷。系补台湾艺文印书馆老子集成、

列子集成、庄子集成之不足而辑印者。以收录中、日、韩三国汉文著述之老、列、庄诸
子之弧本善本、古抄本及稀见本而成。本「补编」以版本为主，孤本有南宋刊本之「篡
图互汪」之老、庄二子以及原系单行之列子；安仁赵谏议宅刊本之南华真经；成玄英南
华真经注疏残本；日本所藏天文十五年钞本之老子河上公章句。无求备斋自藏明刊之安
如山利本之王道老子亿、焦竑之老子道德经批注评林、李腾芳之说庄、清汪光绪之道德
经纂注、日本庆长活字本之老子河上公章句、林希逸老子鬳斋口义、元禄二年真宗本愿
行寺所藏之木刻本、老子经白文、韩国崔立之句解、南华真经皆属世所稀见之善本。 

老列庄三子集成补编  详目  

一、中国老子 

书  名 卷数 朝代 着 者 版         本 

纂图互注老子道德经         二卷 宋 龚士卨 南宋末重刊景定元年本 

纂图互注老子道德经         二卷 宋 龚士卨 明正德十四年仁实堂刊本 

http://zh.wikipedia.org/zh-cn/%E9%81%93%E5%BE%B7%E7%BB%8F
http://zh.wikipedia.org/zh-cn/%E9%81%93%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zh-cn/%E9%81%93%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BE%A8%E8%AD%89%E6%B3%95
http://zh.wikipedia.org/zh-cn/%E6%80%A7%E5%91%BD%E5%8F%8C%E4%BF%AE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81%93%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8%A5%E7%A7%8B%E6%88%98%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F%93%E8%A8%80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4%9A%E5%85%AC%E7%A7%BB%E5%B1%B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D%9E%E4%BA%BA%E5%BF%A7%E5%A4%A9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A1%E5%91%8B%E8%80%85&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D%A7%E8%B7%AF%E4%BA%A1%E7%BE%8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9%8D36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9%8D28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8%98%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8%98%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E%8B%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0%9D%E6%83%B3%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3%B2%E5%AD%A6%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6%87%E5%AD%A6%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81%93%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80%81%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4%90%E7%8E%84%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4%A9%E5%AF%B6_(%E5%94%90%E7%8E%84%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8E%8A%E5%AD%90_(%E6%9B%B8)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D%97%E8%8F%AF%E7%B6%93
http://shop.uneedadv.com/index.php?title=%E5%94%90%E4%BB%A3&action=edit
http://shop.uneedadv.com/index.php/%E8%80%81%E5%AD%90
http://shop.uneedadv.com/index.php/%E5%BA%84%E5%AD%90
http://shop.uneedadv.com/index.php/%E6%96%87%E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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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亿 二卷 明 王  道 明嘉靖四十五年锡山安如山刊本 

老子道德经注解评林 四卷 
元 何道全 

明刊本 
明 焦  竑 

    附：释老子 一卷 明 张邦奇 明刊本 

老子道德真经 二卷 
魏 王  弼注 

明刊本 
明 孙  矿评 

道德经批点 四卷 
宋 苏  辙注 

明吴兴凌氏刊本 
明 凌以栋批点 

道德真经 二卷 
宋 林希逸 

明万历十四年刊本 
明 程兆莘校 

道德经纂注附音释           三卷 清 汪光绪 清嘉庆六年刊本 

老子注 一卷 清 陈  澧 民国汪兆镛手抄本 

老子衍 二卷  李哲明 民国十二年武昌自然室刊本 

补过斋读老子日记 六卷  杨增新 民国十五年刊本 

绣像道德经 一卷  王育生 民国十九年石印本 

道德经通释 一卷  余祖言 民国二十五年刊本 

老子道德经 

解题及其读法 
一卷  钱基博 民国二十三年排印本 

老子音释 一卷  周干庭 民国二十八年排印本 

马王堆帛书老子试探        一卷  严灵峰 民国七十年节本排印本 

二、日本老子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 二卷 汉 河上公 日本庆长间活字排印本 

老子鬳斋口义 二卷 宋 林希逸 日本庆长间活字排印本 

老子鬳斋口义训点 二卷 日本 林道春 日本宽永六年新刊本 

老子私录 二卷 日本 三岛毅 日本东京二松学舍藏手稿本 

   附：改正本 二卷  久保輗  

三、日本老子古钞本 

老子河上公注 二卷 汉 河上公 日本天文十五年古钞本 

老子河上公注 二卷 汉 河上公 日本近卫公爵藏钞本 

四、老子白文本 

太上道德经 一卷   民国二年杭州东璧斋刊本 

老子道德经 一卷   民国十年四川成都二仙庵重刊经卷本 

老子经 一卷   日本元禄二年真宗愿行寺藏刊本 

五、中国列子 

冲虚至德真经注 八卷 晋 张  湛 南宋重刊景定元年「六子全书」本 

列子选注 一卷  唐敬杲 民国十五年「学生国学丛书」排印本 

列子集释 八卷  杨伯峻 民国六十八年北平中华书局增订排印本 

六、日本列子 

列子鬳斋口义点校 四卷 
宋 林希逸 

日本万治二年刊本 
日本 藤原肃 

眉校张注列子 八卷 
晋 张  湛 

日本延享四年皇都书林山木平左卫门等刊本 
日本 服部元乔 

列子考 八卷  诸葛晃 日本大正元年东京富山房「汉文大系」排印本 

列子疏证 八卷  柿村重松 日本昭和元年茗溪会馆排印本 

七、中国庄子 

南华真经注 十卷 晋 郭  象 南宋安仁赵谏议宅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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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真经注疏 十卷 
晋 郭  象 

南宋刊本缺三至六共四卷以正统道藏本补印本 
唐 成玄英 

纂图互注南华真经 十卷 宋 龚士卨 南宋重刊景定元年「六子全书」本 

南华真经旁注 五卷 明 方虚名 明万历二十二年刊本 

庄子南华经 三卷 明 吴勉学校 明万历间金陵徐智督刊本 

 附：庄子难字音义 一卷    

庄子郭注 十卷 明 邹之峄 明万历三十三年小筑刊本 

南华经集评 十三卷 明 沈汝绅 明万历三十三年凌以冻刊五色套印本 

南华真经义纂 十卷 明 李  栻 明万历间刊「道宗六书」本 

说庄 三卷 明 李腾芳 明天启四年青莲斋刊本 

庄子南华经解 二十五卷 清 宣  颖 清康熙六十年积秀堂刊本 

南华经解选读 二卷  周学熙 民国二十一年周氏师古堂刊本 

庄子故 八卷 清 马其昶 清光绪三十一年集虚草堂刊本 

 附：严复庄子评点 一卷  曾古峏 民国四十二年香港「岷云堂丛刊」排印本 

庄子选注 一卷  沈德鸿 民国十五年「学生国学丛书」排印本 

庄子校释 二卷  支伟成 民国十七年上海泰东图书局排印本 

庄子大传 一卷  陈登澥 民国十八年「七闽丛书」排印本 

庄子义证 三十三卷  马叙伦 民国十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庄子集注 五卷  阮毓崧 民国十九年上海中华书局手稿影印本 

庄子新义 三卷  朱文熊 民国二十五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排印本 

庄子内篇选注 一卷  张默生 民国二十七年上海济东印书社「子学丛书」排印本 

庄子连语音训 一卷  徐德庵 民国七十一年排印本 

庄子选译 一卷  吴则虞 民国五十三年排印本 

八、日本庄子 

庄子口义栈航 十卷  小野壹 日本延宝八年山本景正刊本 

庄子口义愚读 二卷  渡边操 日本宝历十二年植村藤三郎等刊本 

郭注庄子核玄 十二卷  杜多秀峰 日本文化元年壬枝轩刊本 

庄子雕题 十卷  中井积德 日本明治十一年寺町雅文手抄本 

庄子神解 一卷  葛西质 日本文政五年上善堂刊本 

庄子集注 十卷  岩井文 日本文政七年弦升馆刊本 

庄子文诀 一卷  马渊会通 钞本 

庄子解 一卷  帆足万里  日本大正十五年帆足记念图书馆排印本 

庄子解附庄子说 二卷  昭井全都 日本昭和四年东洋图书馆刊行会排印本、附钞本 

庄子考 五卷  冈松辰 日本明治四十年中野锳太郎排印本 

庄子内外篇选注 二卷  福岛俊翁 日本昭和七年 – 十三年京都汇文堂排印本 

九、韩国老子、庄子 

老子汇纂 一卷 明 沈  律 朝鲜肃宗十八年闵昌道刊本 

句解南华经 十卷 
宋 林希逸 

朝鲜咸兴活字排印本 
 崔  岦 

十、庄子列子古钞本 

陆德明庄子音义残卷 一卷   唐敦煌写本 

庄子钞残卷 一卷   唐敦煌写本 

  附：日本排印本    日本昭和四年弘文堂「沙州二十六子」排印本 

南华秋水篇 一卷   宋刘敞手书 

日本高山寺藏 

庄子古钞本 
七卷 

  
日本昭和七年东方文化学院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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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钞卷子本 

庄子残卷校勘记 
一卷  狩野直善 日本昭和七年东方文化学院排印本 

列子杨朱篇残卷 一卷   唐敦煌写本 

 附：王重民校勘记     

列子杨朱篇残卷 一卷   唐敦煌写本 

 附：日本排印本    日本昭和四年弘文堂「沙州二十六子」排印本 

十一、庄子天下篇论著选辑 

庄子天下篇校定 一卷  刘翰棻 清光绪二十四年刊本 

庄子天下篇新解 一卷  廖  平 清光绪三十四年刊本 

庄子天下篇释义 一卷  梁启超 民国二十四年排印本 

庄子天下篇疏记 一卷  钱基博 民国十五年排印本 

庄子天下篇释 一卷  方  光 民国十六年排印本 

庄子天下篇讲疏 一卷  顾  实 民国十六年排印本 

庄子天下篇校释 一卷  谭戒甫 民国二十一年排印本 

庄子天下篇要诠 一卷  王蘧常 民国二十一年排印本 

庄子天下篇笺证 一卷  高  亨 民国二十三年排印本 

庄子天下篇之分析 一卷  张寿镛 民国三十三年排印本 

庄子天下篇述义 一卷  马叙伦 民国四十六年排印本 

庄子天下篇注释 一卷  张默生 民国四十六年年排印本 

庄子天下篇的作者问题 一卷  严灵峰 民国七十一年排印本 

无求备斋诸子读记  4711871494114   严灵峰着                              900 

严氏幼习先秦诸子，偶有所获，辄作笔记及长益进对文义之抵梧及语句之晦昧，必
悉心求其通达于高邮王氏父子、毕沅、卢文弨、俞樾、陶鸿庆等诸家之说，受赐实多。
其有未安者，自标己见，日积月累渐次成帙。择其精要以札记体裁出之，内含老子、列
子、庄子、墨子、旬子、韩非子六家为无求备斋诸子读记。末附陶鸿庆老子、王弼注勘
误及补正。 严氏治诸子之学逾五十年，著作等身并执教于台湾大学、辅大、文化大学。
其对诸子资料之搜集及版本之研究当代无出其右，以无求备斋号之。本书末附作者著述
年表七十余种可见其丰。 
 

老子崇宁五注  4711871494169  严灵峰辑校着注                            700 

严氏依据宋彭耜道德真经集注，辑王安石、王雱父子及其辽属、陆佃、刘泾五家老
子残注，总名崇宁五注。以正统道藏本为底本加以辑录并互相参校。名家皆以独立城书
依序汇辑，互不相混以见其内容梗概，并加标点便于阅览。王氏父子学问词章为世所重，
其所注老子因有散佚。今辑录其书，可见一家之学并其辽属汇为五家之注。凡对老子学
术及思想之研究颇有帮助焉。 

杜威工具主义对胡适人类哲学的影响  4711871494107  L.Oei 着徐秋珍译    600 

庄子哲学探究  4711871494176  陈鼓应着                                   600 

易数浅说  4711871494183  黎凯旋着(名山版)                                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