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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圖書館藏未刊稿鈔本．史部》

前言

《滇夷圖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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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典藏範圍包括歷史、考古、文字、人類

學等學門。近年來在服務學界之餘，致力於十八萬餘冊古籍文獻的整理與影印出版。

二○一三年出版了《善本書志．經部》，並與臺灣商務印書館合作印行《子海珍本叢

編》。二○一四年在院方經費的支持下，開始籌劃印行坊間未見或罕見的館藏稿本、

鈔本，並先行選刊了《南洲集》等三十四部集部稿鈔本。二○一五年，同樣在院方的

經援下，傅圖從館藏八百三十餘部史部稿鈔本中，精選五十二部未見刊行者影印出

版，再次將典藏化身千萬，以饗專家學者。

以下就傳統四部分類列表，俾概要介紹本編五十二部稿鈔本。

類屬 書　名 時代 作　者 籍貫

漢書餘論、續錄　稿本 清 丁晏（1794-1876） 江蘇山陽

紀傳類 宋槧漢書殘本考異　稿本 清 錢泰吉（1791-1863） 浙江嘉興

補班馬異同　鈔本 清 周中孚（1769-1832） 浙江烏程

十六國史略　鈔本 清 王筠（1784-1854） 山東安丘

定氛外史　鈔本 明 楊起元（1547-1599） 廣東歸善

京官考察　鈔本 明 吏部

清長江水師營哨官履歷冊、江南

蘇松水師營哨官履歷冊　鈔本
清 佚名

王氏壽言　鈔本 明 佚名

明司理淄川畢公攀輿去思錄

鈔本
明 佚名

在澗樓集　鈔本 清 徐之垣（1595-1655） 浙江鄞縣

傳記類 樞垣日記　稿本 清 景廉（1823-1885） 滿洲正黃旗

蘅華館雜錄六種　稿本 清 王韜（1828-1897） 江蘇長洲

烏里雅蘇臺行程紀事　稿本 清 祥麟 滿洲正黃旗

庚子日記　稿本 清 汪桐采

應潛齋先生年譜　鈔本 清 羅以智（1800-1860） 浙江錢塘

遠遊略　稿本 清 黃表 江蘇蘇州

輔國公恒魯先世功績冊封紀略

鈔本
清 佚名

地理類 欽定方輿路程考略　鈔本 清 錢名世（1660-1730） 江蘇武進

雜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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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茅廳屬各猛地風俗地輿總

集草稿　稿本
清 周正朝 四川達州

烏桓紀行錄　稿本 清 斌良（1784-1847） 滿洲正紅旗

庫車路程事宜、庫車漢奏

稿、歷履、滿文奏稿　鈔本
清 慶林（1785-1839） 滿洲正白旗

龍勝五種圖　鈔本 佚名

滇夷圖說　鈔本 清 高其倬（1676-1738） 漢軍鑲黃旗

地理類 黔苗圖說（甲）鈔本 清 佚名

黔苗圖說（乙）鈔本 清 佚名

黔苗圖　鈔本 佚名

苗蠻圖（甲）鈔本 清 佚名

苗蠻圖（乙）鈔本 清 佚名

黎人風俗圖說　鈔本 清 佚名

朝鮮瑣記　鈔本 清 佚名

嘉靖祀典考　鈔本 明 佚名

濟漕補略　鈔本 明 邵經濟（1493-1558） 浙江仁和

洲課條例　鈔本 明 王侹（1499-1572） 浙江永嘉

湖北兵工鋼藥廠表冊　鈔本 清 朱恩紱 湖南長沙

政書類 嘉靖各部新例　鈔本 明 佚名

淮南二十場產鹽並河道圖

鈔本
清 佚名

河幕撮要　鈔本 清 佚名

河工要覽　鈔本 清 佚名

河防要訣、修防事宜　鈔本 清 陳潢（1637-1688） 浙江錢塘

靖府招　鈔本 明 佚名

西臺建白疏、金星耀奏疏

鈔本
明 金忠士（1556-1618） 南直隸宿松

崇禎朝諭對錄　鈔本 明 莊際昌（1577-1629） 福建晉江

詔令奏議類 賀文貞公條議合集　鈔本 明 賀仲軾（1580-1644） 河南獲嘉

兩垣奏疏、詩文錄遺　鈔本 明 鄒士楷 江西臨川

金川奏稿　鈔本 清 溫福（?-1773） 滿洲鑲紅旗

額勒登保奏議　鈔本 清 額勒登保（1748-1805）滿洲正黃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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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覽表所見，本次五十二部稿、鈔本中，鈔本居多，計有四十部，稿本則有十

二部。其中清代少數民族生活圖冊八部和《淮南二十場產鹽並河道圖》係彩繪本，本

編特以全彩刷印，俾便參酌利用。另《輔國公恒魯先世功績冊封紀略》、《庫車路程

事宜》、《廣州都統任內漢奏摺冊》三鈔本均係滿漢合璧。不過，請讀者留意，漢文

本結束的次頁不是滿文本的開端，而是其末頁，因為滿漢書寫方式不同，漢文是縱向

由右至左，滿文則是縱向由左至右。

本編收錄紀傳類三部，雜史類二部，傳記類十二部，地理類十三部，政書類九

部，詔令奏議類十部，職官類一部，金石類二部。明人著作十四部，清人三十六部，

二部編纂時間未詳。以下就根據傳統的分類方式，依序略述個別典籍的特色及史料

價值：

本編所收紀傳類均為清人編撰且與《史記》、《漢書》相關的著作。《漢書餘論》

及《續錄》，丁晏撰，乃論述《史記》、《漢書》兩書採用不同體例的得失，比對兩書

文字的異同，並指出班固匡補《史記》闕遺之功。《宋槧漢書殘本考異》，錢泰吉

撰，以吳騫家藏宋刊《漢書》殘存十四卷為底本，參酌汲古閣本、武英殿本等書校

刊。《補班馬異同》，周中孚編，舊題《補班馬異同稿》，今依其卷端題名改，係針對

倪思《班馬異同》所缺的部分續補，書前所附馮登府〈周鄭堂明經傳〉一文，與馮氏

《石經閣文初集》一書所收差異處頗多。

本編收錄雜史類兩部。《十六國史略》附《司馬溫公總論》、《十六國總論》，王

筠撰，首敘十六國開國與亡國之君，次述各國建都所在與遷都之地，最後，敘述十六

國之興衰起落。《定氛外史》，楊起元撰，記述嘉靖至萬曆間粵東山區盜賊橫行的原

因及其據點，以及地方士民如何動員紳民，製造輿論，以爭取朝廷派兵討賊的策略；

其中〈駕禍十三村〉與〈白頭兵叛〉二文對顧言與俞大猷的行事為人提供了不同面向

的記載，均不見他書。前者記惠州知府顧言、肇慶府同知呂天恩殺害十三村村民事，

後者述俞大猷麾下兵丁搶劫民家事。

詔令奏議類

廣州都統任內漢奏摺冊、

廣州將軍任內漢奏摺底冊、

廣東省滿文題奏稿本、廣州

滿文題奏稿本　鈔本

清 奕湘（1796-1881） 滿洲正紅旗

吳昌壽等奏稿　稿本 清 吳昌壽（1810-1867） 浙江嘉興

四川奏議公牘　鈔本 清 岐元（1829-1891） 滿洲正紅旗

職官類 復舊制　鈔本 明 蹇義（1363-1435） 四川巴縣

簠齋金文手稿　稿本 清 陳介祺（1813-1884） 山東濰縣

諸城金石志　稿本 清 尹彭壽 山東諸城
金石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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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記類資料一直是學者研究歷代人物的重要史料。近年來學者嘗試利用各類人物

資料建置資料庫，並據以建構歷代人物的社會網絡。然而，如此建成的網絡其實僅是

一張關係圖，各關係間的具體內容尚需仰賴日記、年譜等傳記類資料填補。本編所收

履歷冊有二，一是明吏部編的《京官考察》，收錄天啟二年（1622）北京兵部、刑

部、工部、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國子監、順天府等部門現任及前任正

貳官的履歷冊。一是《清長江水師營哨官履歷冊》附《江南蘇松水師營哨官履歷冊》

（舊題《清中興水師將校戰績錄》，原依書前白石題記定名，今依內容更訂），為光緒

五年（1879）長江水師提標中軍等十一營、光緒十年長江水師湖口鎮標華陽營營哨官

履歷冊，以及光緒三年江南蘇松水師鎮標四營營哨官履歷冊。前者可補史書部分明人

生平資料之不足，甚或修正其錯誤，而後者則是研究長江水師這個尚待開展課題的重

要資料。

《王氏壽言》乃收錄明代蘇州儒醫王觀及其妻錢氏的相關文獻資料，包括王鏊、

祝允明、唐寅、沈周等致王觀詩文，以及錢氏八十大壽，徐縉、文徵明等致贈之壽

序。王觀與父兩代均曾任太醫院醫士，與沈周、祝允明、唐寅等人遊，時相往來，子

娶祝允明女、侄娶文徵明女。《明司理淄川畢公攀輿去思錄》乃鈔集明萬曆二十六年

至三十年（1598-1602）間，松江府人稱頌畢自嚴於松江推官六年任內治績之詩文，

包括攀輿圖序、相送詩文、去思碑、去思碑記、德政碑記、生祠記等。各碑所列地方

人士，包含鄉宦、舉人、官生、生員、廩生、武舉、鄉老、亭老、鄉約、商人等，為

萬曆中期上海重要的地方史料。《在澗樓集》係徐之垣的生平傳記資料，乃其後人所

輯，包含自撰年譜及自傳兩篇，以及後人友朋所撰徐氏事蹟、墓誌、傳記、事蹟考辨

等文字，文中除反駁全祖望對崇禎十五年（1642）徐氏於張獻忠攻破廬州城時未能守

城，卻「衣婦人衣而逃」的批評，以及擔任湖廣巡按任內剿賊無方的爭議外，並提出

對全祖望各項言行的質疑，以及記載全氏的死因。

本編所收日記數量不少。《蘅華館雜錄》六種為王韜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至

咸豐五年（1855）在江蘇錦溪及上海的生活與交友記錄，其中並鈔錄不少詩作，為其

他王氏作品集所未收錄（圖一）。王韜的日記一直受人注意。這六種稿本先前已有人整

理、標點，於《歷史文獻》上發表，讀者可據以對讀。哻《樞垣日記》乃景廉於光緒

七年（1881）九月至十一月及八年七月至九月，入值軍機處的日記，摘記每日處理

各方奏摺事由，類似軍機章京所記之隨手登記檔，極具查考價值，而其所記承旨（見

面／見面改批）或諭旨發送（廷寄／明發）方式也有助於我們理解清代，尤其光緒朝

的公文流程。《烏里雅蘇臺行程紀事》係祥麟於光緒十二年（1886）四月至十三年十

二月，擔任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的日記，包含赴任行程、任內公事往來、私人記事、

哻 陳正青整理，〈王韜未刊日記、雜錄〉，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歷史文獻（第十二輯）》（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頁 245-329；同氏著，〈王韜未刊日記、雜錄〉（續），《歷史文獻（第十三輯）》

（2009），頁 23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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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信件、經濟狀況與心情轉換等記錄；其任職期間正值中俄兩國唐努烏梁海的邊界

問題嚴重，日記中頗多著墨。《庚子日記》係長蘆鹽商汪桐采於庚子拳亂期間的日

記，不僅記錄與鹽業相關的資料，還記載拳亂危害各地的實況，反映出部分天津商人

仇視拳民、畏懼八國聯軍、怨怪朝廷的心理，為庚子拳亂提供了一個少見的商人視

角。

本編傳記類資料另收錄明末清初理學家應撝謙的年譜──《應潛齋先生年譜》。

道咸間，羅以智為表彰鄉賢，乃根據前人有關應撝謙的紀述，綴次年月，編成年譜。

文中除簡述其家族世系、生平事蹟、師友淵源、生徒關係與突顯應氏立身大節外，特

別論述其尊朱黜王、崇儒闢佛的立場。《遠遊略》係清初擔任過南北十二家商舖總掌

櫃的黃表，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至三十一年間追述其個人與家庭變故，包括從

軍、經商、交友等過程，以及當時重大事件、傳聞、軼事等（圖二）；書中亦摘錄時

人之著作，如尤侗〈募建橋疏〉、汝欽恭〈招撫銅山僧道纘〉等，未見他處收錄。《輔

國公恒魯先世功績冊封紀略》乃記載輔國公恒魯先世之功績錄，漢滿文各一冊。全書

首述恒魯先世裴揚武，次敘其第四子福喇塔以下子孫至第五世恒魯止，惟主要以康熙

十三至十五年（1674-1676）福喇塔征討耿精忠戰事為敘述焦點。

本編所收地理類典籍頗豐，共計十三部。《欽定方輿路程考略》，錢名世等奉敕

編纂，今僅殘卷傳世（圖三）。其所載各縣水路、小路、山道等路程，遠較《天下水

圖一：王韜撰《蘅華館雜錄》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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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路程》等書詳盡。康熙四十四年（1705）奉敕開館，修書過程中更名為《皇輿全

覽》，書成時間當不晚於康熙五十七年；而是書與同時間進行測繪的《皇輿全覽圖》的

關係，頗令人好奇。本編所收三種殘本，當為修書早期的本子，全書按行政轄區劃分

綱目，依省、府、州縣次序，記其與京師、省城、府治距離、四至八到、廣袤沿革、

山川古蹟等。而他館所藏，無論《考略》或《全覽》，無論稿本或刊本，均在直省之

下，以路程為行文主脈，不按府州縣政區依序記述。本書甲種舊題《浙江方輿路程考

略》，係浙江省殘本。《思茅廳屬各猛地風俗地輿總集草稿》，舊題《履勘滇邊事紀》，

今依卷端題名改。本書為周正朝輯雲南思茅廳各猛地官職品級、道里、路程、源流、

物產、風俗、人物、家譜等相關資料，並附有騰永龍順普思沿邊圖等十九幅輿圖與部

分說明，透露不少清末民初雲南邊地景況，相當珍貴。《烏桓紀行錄》係斌良於道光

十七年十二月六日（1838年 1月 1日）至十八年四月三日（1838年 4月 26日）出使

土爾扈特的日記，記載沿途地理、氣候、人文、風俗、民情等資料。此外，本稿亦收

其沿途詩作二百五十首，其中多首未見收入《抱沖齋詩集》，這些詩作當有助於學者對

其邊塞詩的研究。《庫車路程事宜》等四種為慶林於道光十三（1833）、十四年庫車辦

事大臣任內的相關文字資料，包括京都至庫車的行路各站的距離、履歷、滿、漢文奏

稿等。其中漢文奏稿另附道光五、十三年數次覲見道光帝的過程，除了詳載談話內容

外，並以小字旁記二人的動作，如記慶林的「踫頭」、「連次踫頭」與道光皇帝的「言

圖二：黃表撰《遠遊略》 圖三：錢名世等奉敕編纂《欽定方輿路程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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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流淚不止」、「言至此大笑」等，極其生動。滿文奏稿的內容多於漢文奏稿，乃

抄錄道光十四年一月至十一月的二十七件奏摺內容與硃批文字。

地理類中尚有清代西南少數民族生活圖冊八部。其中《黔苗圖說》甲、乙本、

《苗蠻圖》甲、乙本、《黔苗圖》等五種為貴州地區諸族形貌及生活圖像。清嘉慶年間

貴州理苗同知陳浩曾作《八十二種苗圖并說》，後收入李宗昉《黔記》一書中，原書

今已不存。本編五種黔苗圖冊，除《苗蠻圖》乙本外，其餘四種應為陳浩《八十二種

苗圖并說》（習稱《百苗圖》）的傳抄本，但其中《黔苗圖》僅有圖，沒有說明文字。

就技法而言，《黔苗圖說》甲本，繪法最為細膩。《黔苗圖說》乙本、《黔苗圖》，繪

風與一九七三年本所印行之《苗蠻圖冊》相近。《苗蠻圖》甲本（圖四），圖繪細

緻，服飾色彩鮮豔，面貌豐腴，與美國國會藏本《苗蠻圖冊頁》繪風相近。

至於其餘三部繪本，《龍勝五種圖》乃繪廣西東北部龍勝廳之苗人、猺人、獞人、

狪人、獠人等五人物圖，未有圖說，亦不見繪有山水、屋舍等背景。《滇夷圖說》，除

雲南少數民族生活圖像並說文外，尚有「新開鹽井」等五張地圖（圖五），均是雍正年

間雲貴總督高其倬任內所處理的重要事件，極具史料價值，然為一九九一年宋光宇撰

輯《華南邊疆民族圖錄》所失收。由此五張圖判斷，此本圖說可能為高氏任內繪製。

《黎人風俗圖說》係記述海南島的地理形勢、風俗民情等，以及黎人的生活圖像並說

文，筆法較其他藏本為細緻，文字亦較詳盡。

圖四：《苗蠻圖》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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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瑣記》為地理類典籍中

僅有的外國史材料。記述光緒八年

（1882）吳長慶率軍助朝鮮平定壬

午兵變的經過，全書以吳營觀點切

入，詳述其作戰計畫、行軍路線與

接戰情形，是近距離觀察清人處理

事件過程的重要史料。

政書類文獻一直是制度史學者

所依靠的重要史料。本編所收各書

常有實錄、會典所不載者，可補其

不足。巧合的是，本編所收明代政

書多集中於嘉靖朝。《嘉靖祀典考》

（圖六）乃記載明嘉靖九年至十八

年（1530-1539）間國家祀典變革始末，包含郊祀、祭孔、祀先農、祭太廟、祀先蠶等

制度與相關儀注之訂定，以及嘉靖帝生父「入廟稱宗」的措置等，其中卷五「先師」

收錄嘉靖帝所撰文廟祀典，較《明實錄》、《古今圖書集成》記載尤為詳盡。《濟漕

補略》，明邵經濟撰，舊題《濟漕志補略》，今依其卷端題名改。全書記載嘉靖間清江

漕船廠各種弊端的分析及解決辦法，保存不少珍貴罕見的公牘資料，甚多內容為朱家

圖五：《滇夷圖說》

圖六：《嘉靖祀典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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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漕船志》所未收。《洲課條例》，明王侹編，王任職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時曾

督理蘆政三年，鑑於「爭之不息，由法之不一也」，乃彙整嘉靖以前蘆政相關公文、

法令而成，可與《大明會典》、王圻《續文獻通考》互為補充，是考察明代蘆政制度

的重要資料。《嘉靖各部新例》乃彙輯嘉靖年間新定禮部、刑部、兵部條例之原題奏

疏、誥敕、舊檔，不同於張時徹與蕭世延、楊本仁、范欽等分別編成的《嘉靖新例》

僅錄新定例文的作法，有助於理解新例文的訂定背景。

本編所收清代政書以河工相關手冊為多，計有《河幕撮要》、《河工要覽》、《河

防要訣》、《修防事宜》等，可能均為河工官員、幕僚依自身工作心得增減或改寫前人

治河經驗的工作手冊。《河幕撮要》乃乾隆年間河東河道幕僚輯錄從事河工所應注意

的細節，如估計堤工、廂埽報料、領用夫工、題估題銷等，以及各項工程報部摺式、

錢糧與物料奏銷月報細目、各式祭文、祝文範本等。各式收錄資料止於乾隆五十五年

（1790）。《河工要覽》內容分為「治河約言」、「河工備考」、「雜抄」三部分，前二

者與前人治河論述多有雷同，但亦有未見於他書之資料。《河防要訣》與《修防事宜》

二書合集。《河防要訣》，除〈植柳六法〉與〈修建石工法〉二篇外，其餘均抄錄自

清初陳潢的治河文字；〈植柳六法〉係明人劉天和所撰，而〈修建石工法〉則未見於

其他相關論著。《修防事宜》主要輯錄前人關於埽法、廂法、壩工、堤工、水勢、工

程、支河、引河、堤防等河工工法，部分內容輯錄者根據其實際經驗而有所修改。

此外，清代政書另有《湖北兵工鋼藥廠表冊》十三種與《淮南二十場產鹽並河道

圖》二部。前者係宣統二年（1910）朱恩紱奉命考察湖北兵工廠的造呈報告表冊，對

此廠的興建始末、員工履歷、收支、物料以及生產技術等各項有全面性的記錄，實為

探討清末兵工事業的寶貴史料。後者是彩繪淮南通、泰二州二十處鹽場之製鹽與運送

流程，並附說明文字，與嘉慶、光緒所編《兩淮鹽法志》部分圖、文有差異，繪圖筆

法較為細膩。

自從上個世紀八○年代以來，檔案典藏機構陸續開放檔案，甚至建置全文影像資

料庫，愈來愈多的學者重視檔案的史料價值，紛紛用之探討政治、社會實情。檔案是

當年送進衙門的公文書，本編所收錄的詔令奏議其實就是這些公文書的底稿或抄件，

可以補檔案的缺漏。本編收錄明人詔令奏議五部。《靖府招》乃嘉靖二十七年（1548）

刑部等衙門審理靖江王朱邦薴屢疏求給祿米本色，言語忿激，跡涉要脅一案，以及廣

西巡按御史徐南金劾奏其諸違法事項的相關記錄。靖江王在明初封藩中極為特殊，以

郡王的身分，而享有近乎親王的待遇。透過本書，或可一窺明王室與封藩間關係的變

化。《西臺建白疏》乃金忠士於萬曆三十年（1602）、三十一年任廣西道監察御史時

所上奏疏，內容多與萬曆朝之稅監、礦稅事有關，亦另涉訐奏李應策、勸諫君王當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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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並寬惠施政、條陳治河之策等疏。此書於乾隆年間被列為「應銷毀書」，流傳甚

罕。書末附其長子金星耀於崇禎四年（1631）間所上奏疏二封。《崇禎朝諭對錄》乃

莊際昌等起居注官記錄崇禎元年十月十一日（1628年 11月 6日）至二年三月二十六

日（1629年 4月 19日）的五次召對，以及楊鶴記錄就任總督陜西三邊軍務前的就職

措施答問，楊鶴記錄未見他處記載，另五次召對記錄雖多為《頌天臚筆》與《崇禎長

編》所收錄，但二書刪改頗多，且錯誤不少，本書保留原本用詞，可據以訂正。《賀

文貞公條議合集》，賀仲軾於天啟、崇禎間擔任鎮江知府及武德兵備道副使的奏疏，

涉及海防、封疆、開爐鑄錢等事。《兩垣奏疏》附《詩文錄遺》係收錄崇禎九年至十

二年（1636-1639）鄒士楷擔任兵科給事中、戶科右給事中的奏疏，主要聚焦於治術、

朝覲、邊防等議題，疏後多鈔錄御旨，並附詩文一百七十九篇，未見其他館藏。

至於清人詔令奏議，本編亦收錄五部，其中四部多涉邊區軍事征戰，另一部則屬

刑事案件審理。《金川奏稿》係溫福於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五日（1773年 5月 25日）

至六月七日（7月 26日）征討大金川的奏稿，附土司稟詞、番人供單。其在木果木戰

役期間的奏稿，提供討論木果木戰役的另一個觀察角度。《額勒登保奏議》（舊題

《奏稿》），收錄額勒登保於嘉慶六年（1801）正月至六月間督師討伐白蓮教亂的奏摺

抄件（摺中與摺尾的硃批亦以墨筆錄下），描述該戰事鉅細靡遺，國立故宮博物院的

宮中檔及其軍機處檔資料庫未見收錄，惟部分內容被收入《剿平三省邪匪方略》。

《廣州都統任內漢奏摺冊》、《廣州將軍任內漢奏摺底冊》、《廣東省滿文題奏稿本》、

《廣州滿文題奏稿本》乃奕湘於道光十七年至二十五年（1837-1845）間擔任廣州副都

統及廣州將軍的奏摺抄件，雖然大部分關於鴉片戰爭的奏疏內容已為中國第一歷史檔

案館編的《鴉片戰爭檔案史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收錄，但仍有部分

未見收錄，亦不見於本所的內閣大庫檔案與故宮典藏的宮中檔與軍機處檔中，且本書

亦有可刊正《鴉片戰爭檔案史料》訛誤之處。《四川奏議公牘》舊題《馬邊廳公

文》，但考其內容，應為岐元四川成都將軍衙門抄存光緒十四年（1888）間四川省諸

項事務公文書之副本，惟其中多件為同知花映均與副將張祖雲所呈征剿滋擾馬邊廳猓

人諸事。另一部《吳昌壽等奏稿》（舊題《奏稿》）為同治四年至六年（1865-1867）

前後兩任河南巡撫吳昌壽、李鶴年審理刑事案件的奏摺底稿。在三十件底稿中，有二

十一件為京控案件，均不見於本所與故宮的檔案資料庫，亦未見學者利用。

本編所收職官類典籍僅有《復舊制》一部，乃蹇義呈奏永樂帝有關各衙門官員恢

復洪武舊制之造冊文書；雖曰「復舊」，但對明惠帝建文元年至四年（1399-1402）間

官員的裁革有詳細敘述，清楚地記錄洪武至建文年間各衙門官制的變動情形，可與

《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影印出版之《吏部四司條例》相互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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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編最後收錄金石類二部，《簠齋金文手稿》與《諸城金石志》。《簠齋金文手

稿》收錄陳介祺所撰金文考釋及題識。陳氏的釋文頗受清代金石家重視，如吳大澂

《說文古籀補》即徵引甚多，而其題識亦具參考價值，呈現作者的治學理念及對當代

金石同好的品評。《諸城金石志》乃尹彭壽於清光緒初遍訪山東諸城縣境，詳述訪得

吉金、石碑、甎瓦、錢範的器名、金文、釋文、出土村落與相關人物、史書記載。本
書編纂時曾參酌諸城地方縣志，而書成之後，其內容又為當地縣志徵引照錄。

《未刊稿鈔本．史部》能繼集部之後，於二○一五年順利出版，實有賴院方、所

方的大力支持，以及館內同仁的全心協助，尤其珍藏組湯蔓媛女士費心選書，督導提

要寫作、排版編輯、交件付印等工作，以及為本文寫作提供資料，而數典組郭紋秀女

士領導同仁奮力掃描，流通組廖淑媚小姐協助校對，也都功不可沒，謹此致謝。此

外，還要感謝本所檔案館陳熙遠主任及其明清檔案工作室同仁王健美女士。陳主任慨

借由內閣大庫檔案中析出的《欽定方輿路程考略》十一冊，讓本所分存二地的藏本，

得以一同呈現，增添研究參考的便利性；王女士代為譯讀滿文鈔件，供提要撰寫之參

考。最後，要特別感謝本院副院長王汎森院士。王副院長一本初衷，多方協助，並撥

冗檢閱全書前言與提要；沒有王副院長的鼎力相助，本書是不可能出版的。

最後說明編例如下：

1. 本編收錄本館所藏史部稿、鈔本五十二部，大抵依傳統目錄類屬為序，再依作

者年代為次，裝訂成三十六冊。惟次第仍視各冊頁數多寡而稍作調整。

2. 原書天頭地腳如無批註，酌予裁去空白，使影幅不致過小，以利閱讀。

3. 本編各冊逐頁題名下，用（）列出原書冊次或冊名，俾便利用。

4. 原書內之簽條、夾紙，視其大小，仍保留於天頭、左右兩側或次頁。

5. 每部書前均有提要，論述作者生平行略、撰述原由、內容概要、史料價值、流

傳及遞藏情況等。

6. 本編附人名索引，收錄各書編撰者、卷內輯文作者、序跋者及手書題記者，註

明冊次、頁碼，以便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