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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引 及 參 考 書 目 

 

一、本篇之編排，分為「傳統文獻」、「現代著作」、「學位論文」及

「單篇論文」四類。今人對古籍的注解、整理，也列入「傳統文獻」

一類。論文集以及附錄論文的專書收於「現代著作」類，而不在「單

篇論文」類中。 

二、「傳統文獻」的編排，因本文所撰以《春秋》一類為主，故以《春

秋》為經部第一類，其餘略依《四庫全書總目》的編排為參酌。 

三、「現代著作」與「單篇論文」二類的編排，則以作者姓氏筆劃為序。

「學位論文」的編排，則以論文發表時間先後為序。 

 

 

一、傳統文獻 

 

【經部．春秋類】 

 

《左傳》之屬 

杜預集解：《春秋經傳集解》（影玉田蔣氏藏宋刊巾箱本，上海：上海

書店，1989.3.） 

杜預注：《春秋經傳集解》（相臺岳氏本，臺北：新興書局，1992.6.） 

孔穎達正義：《春秋正義》（四部叢刊續編經部景印海鹽張氏涉園藏日

本覆印景鈔正宗寺本，上海：上海書店，1984.5.） 

杜預集解、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宋慶元

六年紹興府刻宋元遞修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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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預集解、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注疏》（景印清嘉慶二十一年阮元

重刊宋版左傳注疏附校勘記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8.） 

杜預集解、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景印清嘉慶二十一年阮元

重刊宋本左傳注疏附校勘記本，臺北：世界書局，1984.3.） 

杜  預：《春秋釋例》（古經解彙函本，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11.） 

───：《春秋釋例》（世界書局《左傳注疏及補正》據聚珍本排印，

臺北：世界書局，1984.3.） 

孫星華：《春秋釋例校刊記》（收于《左傳注疏及補正》，臺北：世界

書局，1984.3.） 

服  虔：《春秋傳服氏注》（續修四庫全書影浙江書局刻鄭氏佚書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李貽德：《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清經解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

1986.9.） 

嚴  蔚：《春秋內傳古注輯存》（續修四庫全書影南京圖書館藏間酉齋

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吳  澄：《春秋纂言總例》（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清經解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9.） 

惠  棟：《春秋左傳補注》（清經解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8.） 

段玉裁：《春秋左氏古經》（續修四庫全書影經韻樓刻本，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5.） 

姚培謙：《春秋左傳杜注》（續修四庫全書影復旦大學圖書館藏陸氏小

鬱林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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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天游：《春秋夏正》（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翁方綱：《春秋分年繫傳表》（蘇齋叢書：傅斯年圖書館藏） 

陳厚耀：《春秋長歷》（清經解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9.） 

羅士琳：《春秋朔閏異同》（清經解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9.） 

臧壽恭：《春秋左氏古義》（清經解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9.） 

姚文田：《春秋經傳閏朔表》（邃雅堂學古錄：傅斯年圖書館藏） 

吳守一：《春秋日食質疑》（續修四庫全書據浙江圖書館藏嘉慶十三年

刻借月山房彙鈔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1995.） 

鄒伯奇：《春秋經傳日月考》（續修四庫全書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光

緒二十七年正學堂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1995.） 

施彥士：《春秋朔閏表發覆》（續修四庫全書據湖北省圖書館藏道光十

二年求己堂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1995.） 

? ? ? ：《推春秋日食三十七事》（續修四庫全書據湖北省圖書館藏道

光十二年求己堂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1995.） 

王  韜：《春秋朔閏至日考》（續修四庫全書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光緒十五年鉛印弢園經學輯存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1995.） 

? ? ? ：《春秋日食辨正》（續修四庫全書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光

緒十五年鉛印弢園經學輯存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1995.） 

? ? ? ：《春秋朔閏表》（續修四庫全書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光緒

十五年鉛印弢園經學輯存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1995.） 

? ? ? ：《春秋歷學三種》王韜撰（北京：中華書局，1959.11.） 

馮  澂：《春秋日食集證》（臺北：商務印書館：民 57.） 

宋慶雲：《春秋朔閏日食攷》（傅斯年圖書館藏曬藍本） 

齊召南：《春秋左傳注疏考證》（清經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9.） 

錢  綺：《左傳札記》（續修四庫全書影錢氏鈍研盧刻本，上海：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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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出版社，1995.） 

陳樹華：《春秋經傳集解考正》（續修四庫全書影盧文弨抄本，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張應昌：《春秋屬辭辨例編》（續修四庫全書影江蘇書局刻本，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梁履繩：《左通補釋》（續修四庫全書影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汪氏振綺堂

刻光緒元年補修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沈欽韓：《春秋左氏傳補注》（續修四庫全書影北京圖書館藏稿本，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焦  循：《春秋左傳補疏》（清經解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9.） 

丁  晏：《左傳杜解集正》（影適園叢書本，上海：上海書店，1994.） 

張聰咸：《左傳杜注辨證》（續修四庫全書影聚學軒叢書本，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5.） 

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北京：中華書局，1987.10.） 

? ? ? ：《春秋左傳詁》（續修四庫全書影授經堂刻本，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95.） 

? ? ? ：《春秋左傳詁》（四部備要據清光緒十四年南菁書院續經解本

校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3.） 

郭鵬飛：《洪亮吉左傳詁斠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4.） 

馬宗璉：《春秋左傳補注》（續修四庫全書影北京圖書館藏清刻本，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上海圖書館藏稿

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5.） 

───：《左傳舊疏考正》（清經解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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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山東尚志堂本，臺北：廣學社印書館，1975.9.） 

高士奇：《左傳記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9.） 

馬  驌：《左傳事緯》（敏德堂刊本，臺北：廣文書局，1979.10.） 

邵  瑛：《劉炫規過持平》（南菁書院叢書本，臺北：新文豐出版社，

1989.） 

姜炳璋：《讀左補義》（同文堂藏板，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 

廖  平：《左傳古義凡例》（光緒丙戌成都刊本，傅斯年圖書館藏） 

駱成?：《左傳五十凡例》（上浣新刊本，傅斯年圖書館藏） 

劉師培：《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

出版社，1997.11.） 

───：《春秋左氏傳傳注例略》（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

社，1997.11.） 

───：《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

社，1997.11.） 

───：《左盦集》（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11.） 

───：《春秋古經箋》（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11.） 

───：《春秋古經舊注疏證》（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7.11.） 

───：《國學發微》（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11.） 

章炳麟：《春秋左傳讀》（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4.） 

? ? ? ：《春秋左傳讀敘錄》（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4.） 

? ? ? ：《駁箴膏肓評》（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4.） 

? ? ? ：《春秋左氏疑義荅問》（成都薛氏崇禮堂章氏叢書續編本，臺

北：世界書局，1982.4.）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臺北：天工書局，1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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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臺北：漢京文化，1987.1.） 

李宗侗：《春秋左傳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3.） 

沈玉成：《左傳譯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9.） 

王叔岷：《左傳考校》（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8.4.） 

程元敏：《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疏證》（臺北：學生書局，1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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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傳》之屬 

 

何  休：《春秋公羊傳》（校永懷堂本，臺北：新興書局，1992.6.）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宋刊本，上海：上海書店，1989.3.） 

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景印清嘉慶二十一年阮元重

刊宋本公羊注疏附校勘記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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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錄 

 271

刊宋本穀梁注疏附校勘記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8.） 

鍾文烝：《春秋榖梁經傳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7.） 

 

【經部．易類】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正義：《周易正義》（景印清嘉慶二十一年阮

元重刊宋本周易注疏附校勘記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8.） 

 

【經部．書類】 

 

孔安國傳、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景印清嘉慶二十一年阮元重刊

宋本尚書注疏附校勘記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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