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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四部”，即按我国传统分类法，将所有的书分成经史子集四大门类，“丛刊”即今天通常所说的丛书。说得具体些，《四部丛刊》是一部集中各方面必读书、必备书的小型《四库全书》。Y2S万圣书城

  《四部丛刊》是上个世纪初由著名学者、出版家张元济先生汇集多种中国古籍经典纂辑的。学者们公认此书的最大特色是讲究版本。纂辑者专选宋、元、明旧刊（间及清本者，则必取其精刻）及精校名抄本，故版本价值之高远在《四库全书》之上。多年来，该书一直深受文史工作者推崇，所收书常被用作古籍整理的底本。Y2S万圣书城

   其中包括：Y2S万圣书城

    《四部丛刊》初编（2100册） 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景印本Y2S万圣书城

    《四部丛刊》续编（510册） 民国二十三年（1934）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景印本Y2S万圣书城

    《四部丛刊》三编（500册） 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景印本Y2S万圣书城

  《四部丛刊》是从1919年开始出书，1922年印成，共收书323种（包括二十四史），共8548卷，1926年重印，加《初编》序次，称《四部丛刊初编》。1934年，又继续搜罗宋元明精刊本，印成《四部丛刊续编》，共收书81种（实际为75种），1438卷。1936年，又续出《四部丛刊三编》共收书71种，1091卷。正准备出版《四编》时，因抗日战争爆发而终止。Y2S万圣书城

  以上共计收书504种、3134册、232478页、近九千余万字。每编内皆分经、史、子、集四部。所收书主要来源于上海涵芬楼、江南图书馆、江南书寓及其它藏书家的珍本藏书。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我国新出的规模最大的丛书。Y2S万圣书城

  这部书的编辑出版，张元济先生可谓花了毕生精力，呕心沥血，其功不可没。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处在动乱的年代里，张元济看到中国的文化瑰宝善本古籍遭到损坏：“自咸（咸丰）同（同治）以来，神州几经变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者。”张元济决心藉商务印书馆的经济实力和印刷出版条件，编辑出版《四部丛刊》，其目的为抢救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使其免于沦亡；解决学者求书之难，满足学习所必读之需要。Y2S万圣书城

张元济为了选择当时最好的善本古籍，除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藏古籍外，又费尽心机遍访海内外收藏家、国内外公私所藏的宋元明旧椠，其中既有江南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江苏常熟的铁琴铜剑楼、浙江湖州的嘉业堂等二十多个国内著名图书馆和藏书楼。他还专程赴日本帝国图书馆和岩崎氏静嘉堂藏书楼等访其收藏的中国善本古笈。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基本上搜集了当时的珍本秘籍，把这些珍本秘籍都编印成为体式整齐的开本，编辑成《四部丛刊》初编、续编、三编等大型丛书。它包罗宏富，是最真实最可信的文献资料，抢救了一批中华民族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Y2S万圣书城

  张元济花毕生精力，苦心编辑出版《四部丛刊》之贡献，正如顾廷龙的评价：“影印古籍规模之大，影响之大，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是一件大事，他的功绩是永远不会磨灭的，后人也永远怀念他。”Y2S万圣书城

  1985年3月上海书店印行了包括《四部丛刊初编》、《四部丛刊续编》、《四部丛刊三编》的全三编。Y2S万圣书城

 Y2S万圣书城

Y2S万圣书城

 Y2S万圣书城

Y2S万圣书城

 Y2S万圣书城

Y2S万圣书城

Y2S万圣书城

 Y2S万圣书城

        ·······全书分为三编。初编刊行於1919-1922年，收书350种，共8,548卷，线装2,100册；1926-1929年重印，收书总数、版式装潢与原印相同，但调整了部分版本，再版计为8,573卷，2,112册。重印时还增补了某些残缺的卷叶和序跋，过录名家校语，或比勘旧刻辑成校记附在书后。1936年曾缩印成平装本出版。续编刊行於1934年，收书81种共1,910卷，线装500册。三编刊行於1935-1936年，收书73种共1,910卷，线装500册。Y2S万圣书城

Y2S万圣书城

Y2S万圣书城

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四部丛刊》缘起：Y2S万圣书城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知新温故，二者并重。自咸同以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时者也。上海涵芬楼留意收藏，多蓄善本，同人怂恿影印，以资津逮；间有未备，复各出公私所储，恣其搜揽，得于风流阒寂之会，成此《四部丛刊》之刻。提挈宏纲，网罗巨帙，诚可云学海之巨观，书林之创举矣！覼缕陈之，有七善焉：汇刻群书，昉于南宋后世踵之，顾其所收，类多小种，足备专门之浏览，而非常人所必需，此之所收皆四部之中，家弦户诵之书，如布帛菽栗四民不可一日缺者，其善一矣；明之《永乐大典》，清之《图书集成》无所不包，诚为鸿博，而所收古书悉经剪裁，此则仍存原本，其善二矣；书贵旧本，昔人明训，麻沙恶椠，安用流传，此则广事购借，类多秘帙，其善三矣；求书者，纵胸有晁陈之学，冥心搜访，然其众也，非在一地，其得也，不能同时，此则所求之本具于一编，省事省时，其善四矣；雕版之书，卷帙浩繁，藏之充栋，载之专车，平时翻阅，亦屡烦乎，转换此，用石印但略小其匡而不并其页，故册小而字大。册小则便庋藏，字大则能悦目，其善五矣；镂刻之本，时有后先，往往小大不齐，缥缃异色，以之插架，殊伤美观，此则版型纸色，斠若画一，列之清斋，实为精雅，其善六矣；夫书贵流通，流通之机在于廉价，此书搜罗宏富，计卷逾万，而议价不特视今时旧籍廉至倍蓰，即较市上新版亦减，至再三复行预约之法，分期交付，即可出书，迅速使读者先睹为快，亦便分年纳价，使购者举重若轻，其善七矣。自古艺林学海奚止，充栋汗牛，今兹所收，不无遗漏，假以岁月，更当择要嗣刊，至于别裁伪体，妙选佳椠，亦即盱衡时世之所宜，屡访通人而是正，未尝率而以操觚，差可求谅于当世邦人君子，或欲坐拥书城，或抑宏开邑馆，依此取求庶有当焉。Y2S万圣书城

Y2S万圣书城

四部丛刊目录：Y2S万圣书城

 周易九卷附略例一卷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略例（魏）王弼撰（唐）邢璹注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尚书十三卷 （汉）孔安国传（唐）陆德明音义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毛诗二十卷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周礼十二卷 （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 据明翻宋岳氏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仪礼十七卷 （汉）郑玄注 据明徐氏翻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纂图互注礼记二十卷 （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附春秋二十国年表一卷 （晋）杜预撰（唐）陆德明音义。附（□）□□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十二卷 （汉）何休撰（唐）陆德明音义 据宋建安余氏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春秋谷梁传十二卷 （晋）范宁集解（唐）陆德明音义 据宋建安余氏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孝经一卷 唐玄宗注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论语十卷 （魏）何晏集解 据日本正平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孟子十四卷 （汉）赵岐注 据宋大字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尔雅三卷附音释三卷 （晋）郭璞注。音释（□）□□撰 据宋本景印。经部小学类 Y2S万圣书城

◎ 京氏易传三卷 （汉）京房撰（吴）陆绩注 据明天一阁本景印。经部易类 Y2S万圣书城

◎ 尚书大传五卷附序录一卷辨讹一卷 （汉）伏胜撰（汉）郑玄注（清）陈寿祺辑校并撰序录辨伪 据陈氏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诗外传十卷 （汉）韩婴撰 据明沈氏野竹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大戴礼记十三卷 （汉）戴德撰（北周）卢辩注 据明袁氏嘉趣堂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春秋繁露十七卷 （汉）董仲舒撰 据武英殿聚珍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经典释文三十卷附校勘记三卷 （唐）陆德明撰。校勘记（民国）孙毓修辑 据通志堂经解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方言十三卷 （汉）扬雄撰（晋）郭璞注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释名八卷 （汉）刘熙撰 据明翻宋书棚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说文解字十五卷 （汉）许慎撰（宋）徐铉等校定。 据北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 （南唐）徐锴撰 卷一至二十九据述古堂景宋钞本卷三十至四十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 （宋）陈彭年等重修 据元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广韵五卷 （宋）陈彭年等重修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仪礼疏五十卷（原缺卷三十二至三十七） （唐）贾公彦等撰 据清汪士钟翻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春秋正义三十六卷 （唐）孔颖达等撰 据日本景印正宗寺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尔雅疏十卷 （宋）邢昺等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周易集传（一名汉上易传）十一卷 （宋）朱震撰 据宋本缺卷配汲古阁景宋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周易要义十卷（原缺卷三至六） （宋）魏了翁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 （宋）吕祖谦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礼记要义三十三卷（原缺卷一至二）附校勘记一卷 （宋）魏了翁撰。校勘记，张元济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春秋传三十卷附校勘记一卷 （宋）胡安国撰。校勘记，张元济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东莱吕太史春秋左传类编六卷附校勘记一卷 （宋）吕祖谦撰。校勘记，胡文楷撰 据旧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公是先生七经小传三卷 （宋）刘敞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读四书丛说八卷 （元）许谦撰 据元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群经音辨七卷 （宋）贾昌朝撰 据景宋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急就篇一卷 （汉）史游撰（唐）颜师古注 据明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汗简三卷 （后周）郭忠恕撰 据冯舒手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龙龛手鉴四卷 （辽）释行均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切韵指掌图一卷 （宋）司马光撰 据景宋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五卷条式一卷 （宋）□□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尚书正义二十卷 （唐）孔颖达等撰 据日本景印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礼记正义残九卷（存卷五、卷六十三至七十） （唐）孔颖达等撰 据日本景印古钞本及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周易郑康成注一卷 （汉）郑玄撰（宋）王应麟辑 据元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诗本义十五卷郑氏诗谱补亡一卷 （宋）欧阳修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诗集传二十卷 （宋）朱熹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二十卷 （宋）聂崇义集注 据蒙古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中庸说残三卷（存卷一至三） （宋）张九成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张状元孟子传残二十九卷（存卷一至二十九）附校勘记一卷 （宋）张九成撰。校勘记，张元济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复古编二卷 （宋）张有撰 据景宋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班马字类五卷附补遗又附校勘记一卷 （宋）娄机撰。补遗（宋）李曾伯撰。校勘记，张元济撰 据汲古阁景宋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竹书纪年二卷 （梁）沈约注 据明天一阁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前汉纪三十卷 （汉）荀悦撰 据明翻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后汉纪三十卷 （晋）袁宏撰 据明翻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 （宋）司马光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 （宋）司马光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 （宋）司马光撰 据北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司马温公稽古录二十卷 （宋）司马光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资治通鉴外纪十卷目录五卷 （宋）刘恕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资治通鉴释文三十卷 （宋）史炤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 （宋）袁枢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汲冢周书十卷 （晋）孔晁注 据明嘉靖二十二年章檗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国语二十一卷 （吴）韦昭注 据明嘉靖翻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战国策十卷 （宋）鲍彪校注（元）吴师道重校 据元至正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晏子春秋八卷 （周）晏婴撰 据明活字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刘向古列女传七卷续列女传一卷 （汉）刘向撰。续（□）□□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五朝名臣言行录十卷三朝名臣言行录十四卷 （宋）朱熹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吴越春秋十卷 （汉）赵晔撰（宋）徐天祜音注 据明弘治邝璠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越绝书十五卷 （汉）袁康撰 据明双柏堂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华阳国志十二卷 （晋）常璩撰 据明钱谷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水经注四十卷 （后魏）郦道元撰 据武英殿聚珍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大唐西域记十二卷 （唐）释玄奘译（唐）释辩机撰 据宋藏经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史通二十卷附札记一卷 （唐）刘知几撰。札记（民国）孙毓修辑 据明张鼎思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贞观政要十卷 （唐）吴兢撰（元）戈直集论 据明成化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尽言集十三卷 （宋）刘安世撰 据明隆庆翻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孔氏祖庭广记十二卷 （金）孔元措撰 据蒙古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一卷附校勘记一卷 （宋）张栻撰。校勘记，张元济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南唐书三十卷附校勘记一卷 （宋）马令撰。校勘记，张元济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南唐书十八卷附音释一卷校勘记一卷 （宋）陆游撰。音释（元）戚光撰。校勘记，张元济撰 据明钱谷手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吴越备史四卷附校勘记一卷 （宋）范坰（宋）林禹撰。校勘记，张元济撰 据吴翌凤手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大清一统志五百六十卷附索引 清嘉庆二十五年敕撰。索引（民国）□□撰 据进呈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麟台故事五卷（原缺卷四至五）附校勘记一卷 （宋）程俱撰。校记，张元济撰 据进呈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作邑自箴十卷 （宋）李元弼撰 据景钞宋淳熙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金石录三十卷附校勘记一卷 （宋）赵明诚撰。校勘记，张元济撰 据吕无党手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新唐书纠缪二十卷 （宋）吴缜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编年通载残四卷（存卷一至四） （宋）章衡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太宗皇帝实录残二十卷（存卷二十六至三十五、卷四十一至四十五、卷七十六至八十） （宋）钱若水等撰 据宋馆阁钞本旧钞本宋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元朝秘史十卷续集二卷 （元）□□撰 据景元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明史钞略残七卷 （清）庄廷鑨撰 据石门吕氏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罪惟录九十卷 （清）查继佐撰 据手稿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东山国语不分卷 （清）查继佐撰（清）沈仲方补述 据海宁张氏铁如意馆传录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吊伐录二卷 （金）□□撰 据钱曾述古堂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三辅黄图六卷附校勘记一卷 （汉）□□撰。校勘记，张元济撰 据元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天下郡国利病书不分卷附顾亭林先生年谱一卷 （清）顾炎武撰。年谱（清）吴映奎（清）车持谦撰（清）钱邦彦校补 据手稿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洛阳伽蓝记五卷附校勘记一卷 （后魏）杨炫之撰。校勘记，张元济撰 据明如隐堂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为政忠告四卷 （元）张养浩撰 据元本景印。子目：牧民忠告二卷、经进风宪忠告一卷、庙堂忠告一卷 Y2S万圣书城

◎ 故唐律疏义三十卷附律音义一卷校勘记一卷 （唐）长孙无忌等撰。音义（宋）孙奭等撰。校勘记，张元济撰 据宋本音义据景宋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四卷附志一卷后志二卷二本四卷考异一卷 （宋）晁公武撰。附志考异（宋）赵希弁撰 据宋淳佑袁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隶释二十七卷附校勘记一卷 （宋）洪适撰。校勘记，张元济撰 据明万历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十二卷 （清）王澍撰 据清雍正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孔子家语十卷 （魏）王肃注 据明翻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荀子二十卷 （周）荀况撰（唐）杨倞注 据黎氏景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孔丛子七卷附释文一卷 （汉）孔鲋撰。释文（□）□□撰 据明翻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新语二卷 （汉）陆贾撰 据明弘治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新书十卷 （汉）贾谊撰 据明正德十年吉藩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盐铁论十卷 （汉）桓宽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刘向新序十卷 （汉）刘向撰 据明翻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说苑二十卷 （汉）刘向撰 据明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扬子法言十三卷附音义一卷 （汉）扬雄撰（晋）李轨注。音义（宋）□□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潜夫论十卷 （汉）王符撰 据述古堂景宋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申鉴五卷 （汉）荀悦撰（明）黄省会注 据明嘉靖四年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徐干中论二卷 （汉）徐干撰 据明嘉靖四十四年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中说十卷 （隋）王通撰（宋）阮逸注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孙子集注十三卷 （宋）吉天保辑 据明嘉靖三十四年谈恺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六韬六卷 （周）吕望撰 据景宋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吴子二卷 （周）吴起撰 据景宋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司马法三卷 （周）司马穰苴撰 据景宋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管子二十四卷 （周）管仲撰（唐）房玄龄注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邓析子二卷 （周）邓析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商子五卷 （周）商鞅撰 据明天一阁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韩非子二十卷 （周）韩非撰（□）□□注 据景宋钞校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齐民要术十卷 （后魏）贾思勰撰 据明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二十四卷 （唐）启玄子（王冰）注（宋）林亿等校正（宋）孙兆重改误 据明翻北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黄帝素问灵枢经十二卷 。 据明赵府居敬堂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王翰林集注黄帝八十一难经五卷 （明）王九思等撰 据日本活字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新编金匮要略方论三卷 （汉）张机撰（晋）王叔和集（宋）林亿等诠次 据明嘉靖俞桥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注解伤寒论十卷 （汉）张机撰（晋）王叔和编（金）成无己注 据明嘉靖二十四年歙汪氏主一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新刊王氏脉经十卷 （晋）王叔和撰 据元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三十卷 （宋）唐慎微撰（宋）寇宗奭衍义（金）张存惠重修 据金泰和晦明轩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周髀算经二卷附音义一卷 （汉）赵爽注（北周）甄鸾重述（唐）李淳风等注释。音义（宋）李籍撰 据明秘册汇函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九章算术九卷附音义一卷 （晋）刘徽注（唐）李淳风等注释。音义（唐）李籍撰 据清微波榭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太玄经十卷附说玄一卷释义一卷 （汉）杨雄撰（晋）范望注。说玄（唐）王涯撰。释文（宋）林瑀撰 据明万玉堂翻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易林十六卷 （汉）焦赣撰（□）□□注 据元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墨子十五卷 （周）墨翟撰 据明嘉靖三十二年唐尧臣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尹文子一卷 （周）尹文撰 据明覆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慎子内篇一卷外篇一卷补遗一卷逸文一卷附内篇校文一卷 （周）慎到撰。补遗逸文（民国缪荃孙辑。校文（民国）孙毓修撰 据江阴缪氏蕅香簃写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鹖冠子三卷 （宋）陆佃解 据明翻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鬼谷子三卷附录一卷 （梁）陶弘景注 据明正统道藏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秦）吕不韦撰（汉）高诱注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 （汉）刘安撰（汉）许慎注 据景钞北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人物志三卷 （魏）刘邵撰（后魏）刘昞注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颜氏家训二卷 （北齐）颜之推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白虎通德论十卷 （汉）班固撰 据元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论衡三十卷 （汉）王充撰 据明通津草堂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风俗通义十卷 （汉）应劭撰 据元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群书治要五十卷（原缺卷四、卷十三、卷二十） （唐）魏征等辑 据日本尾张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意林五卷逸文一卷补二卷 （唐）马总辑。逸文（清）周广业辑。补（清）李遇孙录 据武英殿聚珍版本逸文补据别下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西京杂记六卷 （晋）葛洪撰 据明嘉靖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世说新语三卷附校语一卷 （刘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校语（清）沈岩撰 据明吴郡袁氏嘉趣堂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山海经十八卷 （晋）郭璞撰 据明成化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穆天子传六卷 （晋）郭璞注 据明天一阁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唐段少卿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 （唐）段成式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弘明集十四卷 （梁）释僧佑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广弘明集三十卷 （唐）释道宣撰 据明万历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法苑珠林一百二十卷 （唐）释道世撰 据明万历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翻译名义集七卷 （宋）释法云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老子道德经二卷 （周）李耳撰（汉）河上公章句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冲虚至德真经八卷 （周）列御寇撰（晋）张湛注 据北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南华真经十卷附札记一卷 （周）庄周撰（晋）郭象注（唐）陆德明音义。札记（民国）孙毓修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抱朴子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 （晋）葛洪撰 据明嘉靖四十四年鲁藩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云笈七签一百二十二卷 （宋）张君房撰 据明正统道藏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张子语录三卷后录二卷附校勘记一卷 （宋）张载撰。校勘记，张元济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龟山先生语录四卷后录二卷附校勘记一卷 （宋）杨时撰。校勘记，张元济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三卷纲领一卷 （元）程端礼撰 据元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棠阴比事二卷 （宋）桂万荣撰 据景元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图画见闻志六卷 （宋）郭若虚撰 据宋本配元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法书考八卷 （元）盛熙明撰 据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啸堂集古录二卷 （宋）王俅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饮膳正要三卷 （元）忽思慧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容斋随笔十六卷续笔十六卷三笔十六卷四笔十六卷五笔十卷 （宋）洪迈撰 据宋本配明弘治活字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梦溪笔谈二十六卷附校勘记一卷 （宋）沈括撰。校勘记，张元济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愧郯录十五卷 （宋）岳珂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云溪友议三卷附校勘记一卷 （唐）范摅撰。校勘记，张元济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云仙杂记十卷 （唐）冯贽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挥麈前录四卷后录十一卷第三录三卷余话二卷 （宋）王明清撰 据汲古阁景宋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清波杂志十二卷附校勘记一卷 （宋）周煇撰。校勘记，张元济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桯史十五卷 （宋）岳珂撰 据元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括异志十卷 （宋）张师正撰 据景宋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续幽怪录四卷 （唐）李复言撰 据南宋书棚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潜虚一卷 （宋）司马光撰 据景宋钞本景印。附：潜虚发微论一卷（宋）张敦实撰 Y2S万圣书城

◎ 野菜博录三卷 （明）鲍山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图画考七卷 （元）盛熙明撰 据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独断二卷附校勘记一卷 （汉）蔡邕撰。校勘记，张元济撰 据明弘治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古今注三卷附校记一卷 （晋）崔豹撰。校记，张元济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困学纪闻二十卷 （宋）王应麟撰 据元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墨庄漫录十卷附校勘记一卷 （宋）张邦基撰。校勘记，张元济撰 据明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太平御览一千卷 （宋）李昉等撰 据宋本景印缺卷据日本聚珍本配补 Y2S万圣书城

◎ 小字录一卷 （宋）陈思撰 据明活字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丞相魏公谭训十卷附校勘记一卷 （宋）苏象先撰。校勘记，张元济撰 据旧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南村辍耕录三十卷 （元）陶宗仪撰 据元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景德传灯录三十卷 （宋）释道原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文始真经三卷附校勘记一卷 （周）尹喜撰。校勘记，张元济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通玄真经十二卷附校勘记一卷 （周）辛鈃撰（唐）徐灵府注。校勘记，张元济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新雕洞灵真经五卷附校勘记一卷 （周）庚桑楚撰（□）何粲注。校勘记，张元济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楚辞十七卷 （汉）王逸章句（宋）洪兴祖补注 据明翻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蔡中郎文集十卷外传一卷 （汉）蔡邕撰 据明华氏活字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曹子建集十卷 （魏）曹植撰 据明活字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嵇中散集十卷 （魏）嵇康撰 据明嘉靖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陆士衡文集十卷 （晋）陆机撰 据明正德翻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陆士龙文集十卷 （晋）陆云撰 据明正德翻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笺注陶渊明集十卷 （晋）陶潜撰（宋）李公焕笺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鲍氏集十卷 （刘宋）鲍照撰 据毛斧季校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谢宣城诗集五卷 （南齐）谢朓撰 据明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梁昭明太子文集五卷 （梁）萧统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梁江文通文集十卷附校补一卷 （梁）江淹撰。校补（清）叶树廉辑 据明翻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徐孝穆集十卷 （陈）徐陵撰 据明屠隆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庾子山集十六卷 （北周）庾信撰 据明屠隆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寒山诗一卷附丰干拾得诗一卷 （唐）释寒山撰。附（唐）释丰干（唐）释拾得撰 据景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王子安集十六卷附录一卷 （唐）王勃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杨盈川集十卷附录一卷 （唐）杨炯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幽忧子集七卷附录一卷 （唐）卢照邻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骆宾王文集十卷 （唐）骆宾王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陈伯玉文集十卷 （唐）陈子昂撰 据明弘治杨澄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张说之文集二十五卷补一卷 （唐）张说撰 据明嘉靖十六年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二十卷附录一卷 （唐）张九龄撰 据明成化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分类编次文五卷 （唐）李白撰（元）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赟补注 据明郭云鹏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二十五卷附杜工部年谱一卷 （唐）杜甫撰（宋）□□集注。附（宋）吕大防（宋）蔡兴宗（宋）鲁訔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六卷 （唐）王维撰 据元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高常侍集八卷 （唐）高适撰 据明活字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孟浩然集四卷 （唐）孟浩然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唐元次山文集十卷拾遗一卷补一卷 （唐）元结撰。补（民国）孙毓修辑 据明正德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颜鲁公文集十五卷补遗一卷附行状一卷碑铭一卷旧史本传一卷新史本传一卷附颜鲁公年谱一卷 （唐）颜真卿撰。附（宋）留元刚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岑嘉州诗七卷 （唐）岑参撰 据明正德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画上人集十卷 （唐）释皎然撰 据景宋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刘随州文集十卷外集一卷 （唐）刘长卿撰 据明正德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韦刺史诗集十卷附录一卷 （唐）韦应物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毘陵集二十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 （唐）独孤及撰 据清赵氏亦有生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钱考功集十卷 （唐）钱起撰 据明活字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唐陆宣公翰苑集二十四卷 （唐）陆贽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权载之文集五十卷补刻一卷附校补一卷 （唐）权德舆撰。校补姜殿扬辑 据清大兴朱氏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 （唐）韩愈撰（宋）朱熹考异（宋）王伯大音释 据元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四十三卷别集二卷外集二卷附录一卷 （唐）柳宗元撰（宋）童宗说注释（宋）张敦颐音辩（宋）潘纬音义 据元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刘梦得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唐）刘禹锡撰 据武进董氏景印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吕和叔文集十卷 （唐）吕温撰 据述古堂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唐张司业诗集八卷 （唐）张籍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皇甫持正文集六卷 （唐）皇甫湜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唐李文公集十八卷 （唐）李翱撰 据明成化十一年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欧阳行周文集十卷 （唐）欧阳詹撰 据明正德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孟东野诗集十卷 （唐）孟郊撰 据明弘治十二年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唐贾浪仙长江集十卷 （唐）贾岛撰 据明翻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歌诗编四卷集外诗一卷 （唐）李贺撰 据金本集外诗景北宋本景印（初次印本无集外诗） Y2S万圣书城

◎ 沈下贤文集十二卷 （唐）沈亚之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李文饶文集二十卷别集十卷外集四卷补一卷 （唐）李德裕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元氏长庆集六十卷集外文章一卷 （唐）元稹撰 据明嘉靖三十一年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 （唐）白居易撰 据日本元和活字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别集一卷 （唐）杜牧撰 据明翻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姚少监诗集十卷 （唐）姚合撰 据明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唐李义山诗集六卷 （唐）李商隐撰 据明嘉靖二十九年毗陵蒋氏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李义山文集五卷 （唐）李商隐撰 据旧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温庭筠诗集七卷别集一卷 （唐）温庭筠撰 据清钱曾述古堂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丁卯集二卷 （唐）许浑撰 据景宋写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唐刘蜕集六卷 （唐）刘蜕撰 据明吴氏问青堂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唐孙樵集十卷 （唐）孙樵撰 据明吴氏问青堂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李群玉诗集三卷后集五卷 （唐）李群玉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碧云集三卷 （南唐）李中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唐李推官披沙集六卷 （唐）李咸用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皮日休文集十卷 （唐）皮日休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唐甫里先生文集二十卷 （唐）陆龟蒙撰 据黄丕烈校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玉川子诗集二卷外集一卷 （唐）卢仝撰 据旧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司空表圣文集十卷 （唐）司空图撰 据旧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司空表圣诗集五卷 （唐）司空图撰 据唐音统签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玉山樵人集一卷香奁集一卷 （唐）韩偓撰 据旧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桂苑笔耕集二十卷 （唐）崔致远撰 据高丽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唐黄先生文集八卷附录一卷 （唐）黄滔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甲乙集十卷 （唐）罗隐撰 据宋书棚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白莲集十卷附风骚旨格一卷 （唐）释齐己撰。附（唐）释齐己撰 据景明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禅月集二十五卷 （唐）释贯休撰 据景宋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浣花集十卷补遗一卷 （前蜀）韦庄撰 据明正德朱子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广成集十七卷 （前蜀）杜光庭撰 据明正统道藏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徐公文集三十卷 （宋）徐铉撰 据黄丕烈校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河东先生集十六卷 （宋）柳开撰 据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王典州小畜集三十卷附札记一卷 （宋）王禹偁撰 据景宋写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宋林和靖先生诗集四卷补一卷 （宋）林逋撰 据景写明黑口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河南穆公集三卷遗事一卷附校补一卷 （宋）穆修撰。校补（民国）孙毓修撰 据述古堂景宋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政府奏议二卷尺牍三卷附录十三卷附范文正公年谱一卷补遗一卷言行拾遗事录四卷范文正公鄱阳遗事录一卷 （宋）范仲淹撰。年谱（宋）楼钥撰。补遗（□）□□撰。 据明翻元天历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河南先生文集二十八卷 （宋）尹洙撰 据春岑阁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苏学士文集十六卷附校语一卷 （宋）苏舜钦撰。校语（清）何焯撰 据清白华书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温国文正公文集八十卷 （宋）司马光撰 据宋绍兴三年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直讲李先生文集三十七卷外集三卷附直讲李先生年谱一卷门人录一卷 （宋）李觏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陈眉公先生订正丹渊集四十卷拾遗二卷附录一卷附石室先生（文同）年谱一卷 （宋）文同撰。年谱（宋）家诚之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南丰先生元丰类稿五十卷附录一卷 （宋）曾巩撰 据元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宛陵先生集六十卷拾遗一卷附录一卷 （宋）梅尧臣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伊川击壤集二十卷集外诗一卷 （宋）邵雍撰 据明成化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欧阳文忠公文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一卷 （宋）欧阳修撰。年谱（宋）胡柯撰 据元本景印。子目：居士集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易童子问三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表奏书启四六集七卷奏议十八卷河东奉使奉草二卷河北奉使奉草二卷奏事录一卷濮议四卷崇文总目叙释一卷于役志一卷归田录二卷诗话一卷笔说一卷试笔一卷近体乐府三卷集古录跋尾十卷书简十卷附录五卷 Y2S万圣书城

◎ 嘉祐集十五卷 （宋）苏洵撰 据景宋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 （宋）王安石撰 据明嘉靖抚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附东坡纪年录一卷 （宋）苏轼撰（宋）王十朋注。纪年录（宋）傅藻撰 据宋务本堂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六十卷 （宋）苏轼撰（宋）郎晔注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栾城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 （宋）苏辙撰 据明嘉靖蜀藩活字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栾城应诏集十二卷 （宋）苏辙撰 据景宋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豫章黄先生文集三十卷 （宋）黄庭坚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后山诗注十二卷 （宋）陈师道撰（宋）任渊注 据高丽活字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张右史文集六十卷 （宋）张耒撰 据旧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淮海集四十卷后集六卷长短句三卷 （宋）秦观撰 据明嘉靖小字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石门文字禅三十卷 （宋）释惠洪撰 据明径山寺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济北晁先生鸡肋集七十卷 （宋）晁补之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浮溪集三十二卷 （宋）汪藻撰 据武英殿聚珍版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增广笺注简斋诗集三十卷无住词一卷附正误一卷附简斋先生年谱一卷 （宋）陈与义撰（宋）胡稺笺注并撰正误。年谱（宋）胡穉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简斋诗外集一卷 （宋）陈与义撰 据元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于湖居士文集四十卷附录一卷 （宋）张孝祥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目录二卷 （宋）朱熹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止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附录一卷 （宋）陈傅良撰 据明弘治十八年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梅溪先生廷试策奏议五卷诗文前集二十卷后集二十九卷附录一卷 （宋）王十朋撰 据明正统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攻愧集一百十二卷 （宋）楼钥撰 据武英殿聚珍版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象山先生全集三十六卷 （宋）陆九渊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盘洲文集八十卷附录一卷拾遗一卷附札记一卷 （宋）洪适撰。札记，张元济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石湖居士诗集三十四卷 （宋）范成大撰 据清爱汝堂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诚斋集一百三十三卷 （宋）杨万里撰 据景宋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渭南文集五十卷 （宋）陆游撰 据明华氏活字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涧谷精选陆放翁诗集前集十卷须溪精选后集八卷别集一卷 （宋）陆游撰。前集（宋）罗椅选。后集（宋）刘辰翁选。别集（明）刘景寅选 据明弘治十年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水心先生文集二十九卷 （宋）叶适撰 据明正统十三年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十卷 （宋）魏了翁撰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五十一卷 （宋）真德秀撰 据明正德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白石道人诗集二卷集外诗一卷歌曲四卷歌曲别集一卷附录一卷附诗说一卷 （宋）姜夔撰 据江都陆氏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后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 （宋）刘克庄撰 据赐砚堂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文山先生全集二十卷 （宋）文天祥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二十卷附录一卷 （金）赵秉文撰 据汲古阁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滹南遗老集四十五卷续一卷 （金）王若虚撰 据旧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遗山先生文集四十卷附录一卷 （金）元好问撰 据明弘治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 （元）耶律楚材撰 据景元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秋涧先生大全集一百卷附录一卷 （元）王恽撰 据明弘治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剡源戴先生文集三十卷 （元）戴表元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松雪斋文集十卷诗文外集一卷 （元）赵孟頫撰 据元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静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 （元）刘因撰 据元小字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淸容居士集五十卷 （元）袁桷撰 据元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牧庵集三十六卷附牧庵年谱一卷 （元）姚燧撰。年谱（元）刘致撰 据武英殿聚珍版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道园学古录五十卷 （元）虞集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翰林杨仲弘诗八卷 （元）杨载撰 据明嘉靖十五年翁氏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揭文安公全集十四卷补遗一卷 （元）揭傒斯撰 据旧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范德机诗集七卷 （元）范椁撰 据景元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渊颕吴先生文集十卷附录一卷附札记一卷 （元）吴莱撰。札记（民国）林志烜撰 据元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金华黄先生文集四十三卷附札记一卷 （元）黄潜撰。札记，张元济撰 据元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圭斋文集十六卷 （元）欧阳玄撰 据明成化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柳待制文集二十卷附录一卷 （元）柳贯撰 据元至正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萨天锡诗集二卷 （元）萨都剌撰 据明弘治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句曲外史贞居先生诗集五卷 （元）张雨撰 据景钞元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九灵山房集三十卷 （元）戴良撰 据明正统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倪云林先生诗集六卷附录一卷 （元）倪瓒撰 据明天顺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东维子文集三十一卷 （元）杨维桢撰 据鸣野山房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铁崖先生古乐府十卷铁崖先生复古诗集六卷 （元）杨维桢撰 据明成化五年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宋学士文集七十五卷 （明）宋濂撰 据明正德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二十卷 （明）刘基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淸江贝先生文集三十卷诗集十卷诗余一卷 （明）贝琼撰 据明洪武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苏平仲文集十六卷 （明）苏伯衡撰 据明正统七年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高太史大全集十八卷 （明）高启撰 据明景泰元年徐庸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高太史凫藻集五卷扣舷集一卷 （明）高启撰 据明正统九年长洲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逊志斋集二十四卷附录一卷 （明）方孝孺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匏翁家藏集七十七卷补遗一卷 （明）吴宽撰 据明正德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阳明先生集要 （明）王守仁撰 据明崇祯施邦曜本景印（初次印本）。子目：阳明先生年谱一卷（明）施邦曜撰。理学编四卷。经济编七卷。文章编四卷（明）施邦曜评辑 Y2S万圣书城

◎ 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 （明）王守仁撰 据明隆庆本景印。子目：传习录三卷附朱子晚年定论。文录五卷。别录十卷。外集七卷。文录续编六卷。年谱三卷附录二卷 Y2S万圣书城

◎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十七卷新刊外集三卷 （明）唐顺之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震川先生集三十卷别集十卷 （明）归有光撰 据清康熙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亭林诗文集五卷附校补一卷文集六卷 （清）顾炎武撰。诗集校补（民国）孙毓修辑 据清康熙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亭林余集一卷 （清）顾炎武撰 据诵芬楼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南雷文案十卷外卷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一卷子刘子行状二卷南雷诗历三卷附学箕初稿二卷 （清）黄宗羲撰。学箕初稿（清）黄百家撰 据清康熙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姜斋诗文集二十八卷 （清）王夫之撰 据船山遗书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牧斋初学集一百十卷 （清）钱谦益撰 据明崇祯十六年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牧斋有学集五十卷补一卷附校勘记一卷 （清）钱谦益撰。校勘记，姜殿杨撰 据清康熙三年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梅村家藏稿五十八卷诗补遗一卷文补遗一卷附梅村先生年谱四卷世系一卷 （清）吴伟业撰年谱（清）顾师轼撰 据武进董氏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渔洋山人精华录十卷 （清）王士祯撰（清）林佶辑 据林佶写刊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尧峰文钞四十卷 （清）汪琬撰 据林佶写刊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曝书亭集八十卷附录一卷笛渔小稿十卷 （清）朱彝尊撰。笛渔小稿（清）朱昆田撰 据清康熙五十三年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陈迦陵文集六卷俪体文集十卷湖海楼诗集八卷迦陵词全集三十卷 （清）陈维崧撰 据清患立堂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敬业堂诗集五十卷续集六卷 （清）查慎行撰 据清康熙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望溪先生文集十八卷集外文十卷集外文补遗二卷附方望溪先生年谱一卷附录一卷 （清）方苞撰。年谱（清）苏惇元撰 据戴钧衡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樊榭山房集十卷续集十卷文集八卷集外诗三卷又一卷集外词四卷又一卷集外曲二卷 （清）厉鹗撰 据振绮堂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惜抱轩文集十六卷诗集十卷 （清）姚鼐撰 据清嘉庆十二年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戴东原集十二卷附戴东原先生年谱一卷 （清）戴震撰。年谱（清）段玉裁撰 据经韵楼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鲒埼亭集三十八卷外编五十卷附全谢山先生年谱一卷经史问答十卷 （清）全祖望撰。年谱（清）董秉纯撰。经史问答（清）全祖望撰 据清姚江借树山房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鲒埼亭诗集十卷 （清）全祖望撰 据旧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洪北江诗文集六十六卷附洪北江先生年谱一卷 （清）洪亮吉撰。年谱（清）吕培等撰 据北江遗书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孙渊如诗文集二十一卷附长离阁集一卷 （清）孙星衍撰。长离阁集（清）王采薇撰 据清嘉庆兰陵孙氏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抱经堂文集三十四卷 （清）卢文弨撰 据清嘉庆二年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潜研堂文集五十卷诗集十卷诗续集十卷 （清）钱大昕撰 据清嘉庆十一年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述学内篇三卷外篇一卷补遗一卷别录一卷附春秋述义一卷 （清）汪中撰 据汪氏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容甫先生遗诗五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 （清）汪中撰 据汪氏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揅经室一集十四卷二集八卷三集五卷四集二卷诗十一卷续集九卷外集五卷 （清）阮元撰 据清道光阮氏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四卷二集四卷言事二卷补编一卷 （清）恽敬撰 据清同治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定庵文集三卷续集四卷补五卷 （清）龚自珍撰 据吴氏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定庵文集补编四卷 （清）龚自珍撰 据朱氏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茗柯文初编一卷二编二卷三编一卷四编一卷 （清）张惠言撰 据清同治八年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茗柯文补编二卷外编二卷 （清）张惠言撰 据清道光陈善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曾文正公诗集三卷文集三卷 （清）曾国藩撰 据清同治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六臣注文选六十卷 （梁）萧统辑（唐）李善（唐）吕延济（唐）刘良（唐）张铣（唐）吕向（唐）李周翰注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玉台新咏十卷 （陈）徐陵辑 据明五云溪馆活字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中兴闲气集二卷附校文一卷 （唐）高仲武辑。校文（清）何焯撰 据明翻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河岳英灵集三卷附校文一卷 （唐）殷璠辑。校文（民国）孙毓修撰 据明翻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国秀集三卷 （唐）芮挺章辑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才调集十卷 （后蜀）韦谷辑 据钱曾述古堂景宋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古文苑二十一卷 （宋）章樵注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唐文粹一百卷 （宋）姚铉辑 据元翻宋小字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西昆酬唱集二卷 （宋）杨亿辑 据明嘉靖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乐府诗集一百卷 （宋）郭茂倩辑 据汲古阁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皇朝文鉴一百五十卷 （宋）吕祖谦辑 据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中州集十卷中州乐府一卷 （金）元好问辑 据董氏景元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谷音二卷 （元）杜本辑 据旧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河汾诸老诗集八卷附校语一卷 （元）房祺辑。校语（民国）孙毓修撰 据景元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国朝文类七十卷 （元）苏天爵辑 据元至正西湖书院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皇元风雅前集六卷后集六卷 前集（元）傅习辑。后集（元）孙存吾辑 据高丽翻元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皇明文衡一百卷 （明）程敏政辑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文心雕龙十卷 （梁）刘勰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唐诗纪事八十一卷 （宋）计有功撰 据明嘉靖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增修诗话总龟四十八卷后集五十卷 （宋）阮阅辑 据明嘉靖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花闲集十二卷附补二卷 （后蜀）赵崇祚辑。补（□）温博辑 据明万历玄览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乐府雅词三卷拾遗二卷 （宋）曾慥辑 据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十卷 （宋）黄升辑 据明翻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十卷 （宋）黄升辑 据明翻宋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前后集二卷 （宋）□□辑（□）□□注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九卷 （元）杨朝英辑 据元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东皋子集三卷附校勘记一卷 （唐）王绩撰。校勘记，张元济撰 据明钞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宋之问集二卷附校勘记一卷 （唐）宋之问撰。校勘记，张元济撰 据明本景印 Y2S万圣书城

◎ 郑守愚文集（一名云台编）三卷附校勘记一卷 （唐）郑谷撰。校勘记，张文楷撰 据宋本景印Y2S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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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丛刊》是先祖父张元济先生一生学问和古籍影印出版事业中重要成就之一。由二十五位发起人联合署名的《印行<四部丛刊>启》，介绍这部大型古籍丛书特色有七，称为“七善”，其主要之点一是所收皆“四部之中家弦户诵之书，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缺者”，亦即《四部丛刊》为一部古籍基本丛书，是古典文献研究者，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所必读，或主要参考书。二是明清两朝辑纂的《永乐大典》《图书集成》，虽煌煌巨帙，却有不少经剪裁致失典籍原真性之处，而《四部丛刊》“则仍存原本”，使读者可以读到分散于各处藏书楼中难得一见之珍本，此于原书传承及后人之研究，都有明显意义。Y2S万圣书城

具体着手《四部丛刊》出版工程，始于1915至1916年间。《张元济日记》1916年9月25日记有商务领导层“商印《四部举要》事”。1918年，经高梦旦提议，书名改为《四部丛刊》。《四部丛刊》书目先由孙毓修拟出，经张元济审定。底本除涵芬楼藏本如宋刊本《周易》《资治通鉴》等等之外，张元济几乎遍检20世纪初国内各藏书楼书目，每种书择其最优版本，向主人商借。他竭尽所能，从事寻访和收集，将所得珍本摄影成集，此《四部丛刊》版本价值之所在也。Y2S万圣书城

《四部丛刊》于1919年2月着手印行，1923年3月1日出齐，前后历时四年。全书经部25种，史部22种，子部61种，集部215种，计323种，2100册。1926年至1928年，《四部丛刊》重版一次，一则出于市场需求，二则又有多种更佳版本发现，进行了底本更换。此时张元济已从商务的行政岗位上退休，有较充裕的时间从事古籍校勘、辑印，便产生了再出《续编》的设想，重版的《四部丛刊》随即更名为《四部丛刊初编》，收书仍为323种，册数则增至2112册。Y2S万圣书城

1928年，张元济就拟订了《续编》的书目。不料1932年1月日本侵略军出动军机，炸毁了上海商务印书馆总厂，数日后又纵火焚毁东方图书馆，存于馆内的涵芬楼藏书，除5000余册事先移存租界内银行保管库外，悉数化为劫灰，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一场大浩劫。日军一名头目狂称，炸毁上海闸北几条街，中国人一年半年后便可恢复，只有炸毁商务印书馆这样的机关，中国人便永远不能翻身。我中华传统文化的命运已岌岌可危。此时张元济把“为古籍续命，为古人续命，为中华文化续命”看作自己的民族责任，与持枪战士守卫疆土一样守卫中华文化。他以一人一己之力，用十年时间，同时进行《丛刊续编》《三编》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编校工作，一直工作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十年间，他经历了一生事业几乎全毁于战火和相濡以沫的夫人病逝两次重大打击，然而以自己坚强的意志和不折不挠的毅力，使《丛刊》和《衲史》的进程稳步推进，直到结出硕果。Y2S万圣书城

《四部丛刊续编》收入经部17种，史部11种，子部18种，集部29种，计75种，500册，1934年出版；《三编》收入经部10种，史部16种，子部15种，集部29种，计70种，500册，1935年10月开始出版。Y2S万圣书城

张元济在《四部丛刊三编》完竣之日，即着手《四编》的准备工作。1937年7月22日致吴其昌信曰：“去岁奉九月一日手教，于《四部丛刊四编》应采用各书多多指示，不胜感荷。”亦即1936年9月1日之前，他就给吴其昌等多位学者去信征求《四编》的意见。信中还托吴其昌代为向任赣沈探询明复宋本《鹤林玉露》的版本情况。浙江海盐同乡、历史学家朱希祖曾向张元济建议：“《宋朝大诏令集》等大都颇希望早日出版，有数种书虽系宋元版而学术上似少价值者，以少收为宜。”张元济则表示：“《宋朝大诏令集》颇多讹字，尚须校勘，承属早出，自当赶办，以答盛意。”潘景郑在《<四部丛刊>续集草目题识》中记述，涵芬楼向潘氏滂喜斋借影了一批典籍，印入《续编》，但还有不少并未编入，“惜所印不及十种，尚有借印而未成书者，如《东观余论》《颜氏家训》《诸儒鸣道集》《雍录》《大金国志》等”。Y2S万圣书城

张元济自己收藏并十分珍爱的典籍，则有明隆庆五年叶恭焕手钞本《负暄野录》，系百余年前从海盐张氏涉园藏书中流散之本，由傅增湘在北京为他购得；另一部为明洪武刊本《郑师山集》，“此书为弟所有，极不易得，将俟修补后看能否照相，拟印入《丛刊》也”。这些珍本此时又都进入了他的视野。Y2S万圣书城

张元济1937年2月16日致刘承干信称：“《四部丛刊》四编今岁仍当续出，惟发售预约时期，现尚未定。一俟书目编成，即当呈政。”同年3月6日致丁英桂信曰：“《丛刊》备用之书，如《契丹国志》《名臣碑传琬琰集》《诸儒鸣道集》《崔舍人玉堂类稿》《周益公文集》照存底本可作传真者，乞检出发下一二种（此外或尚有他书），以便续制。”瞿启甲之子瞿熙邦回忆：“尚有再续目录，亦列有十余种（按，指拟向铁琴铜剑楼商借印入《丛刊》四编之书）。垂以抗战军兴，遽告终止。”这些资料都是张元济准备再出《四编》，并在1937年初之前就有了实际操作的佐证。1935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四部丛刊三编预约样本》，其中有“预备续出之书”目录一栏。由是，张元济续出《四部丛刊四编》的计划可见端倪。Y2S万圣书城

经过柳和城兄详细考证，《四部丛刊》未刊书目共列有经部15种，史部35种，子部30种，集部51种，共计131种。其中底本原藏涵芬楼者42种，原藏铁琴铜剑楼者30种，原藏双鉴楼者17种，原藏嘉业堂者5种，原藏滂喜斋者11种，原藏宝礼堂者2种，张元济自藏5种，日本公私藏家6种等。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四郊战火遍地，如此景况下，《四编》出版计划不得不中止，张元济的愿望在他有生之年中无法实现。Y2S万圣书城

今天，可告慰张元济先生者，在中华传统文化复兴有望的形势下，诸专家学者接续先生未竟之事业——辑印《四部丛刊四编》。他们从研究当年的出版计划、入选书目入手，请益于有关专家，再到京、沪等地甚至海外著名图书馆，寻访原计划中所列底本的踪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所幸者，经历1937年以后的战祸和后来的动乱，绝大部分原本典籍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处妥善保存至今。今《四部丛刊四编》按先祖父原拟目，除少量几种未能找到，《册府元龟》《国榷》《明文海》三种大书已有影印本行世不再重复外，入选书达123种，其中经部12种，史部37种，子部28种，集部46种。特别应该称道的是，原藏于日本的5种书籍，编印者极尽努力全部入选。《白氏六帖》与《重广会史》采用品相甚佳之影印本作底本，《通历》以国家图书馆藏清钞本代之，《唐音癸要》与《西汉会要》则也用国图所藏相近版本代之。现《四编》行将问世，既为先祖父未竟事业有续而欣慰，又为中国书店在中华传统文化复兴有望之际，推出此项宏大古籍出版工程，为我中华文化传承添砖加瓦而感佩。谨书数行，附骥卷尾，记述《四部丛刊》成书经过，供读者参考，并祈指正。Y2S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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