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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蓉鏡及其批校章宗源《隋經籍志考證》研究



提    要

本文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章宗源著、金蓉鏡批校《隋經籍志考證》為研究對象，

進而處理兩項議題，其一：考證金蓉鏡的生平行事與學術特質；其二，分析金蓉鏡批校《隋經

籍志考證》在目錄學史上的價值與地位。

金蓉鏡的生平行事貢獻，並不表現在為官生涯上，而是在參與地方事務、維護地方利益上。

學術著述方面四部均有，且有刻印叢書；學術特質方面，值得重視者有二：方志學與金石學。方

志學方面，重視古今地方文史的考察，除修訂過去的志書，更應在新撰的志書體例上求取進步。

金石學方面，著重金石作為出土文獻、可用於考證傳世文獻的作用。個人藏書方面，種類不乏精

鈔善本，且大方捐贈藏書以建立圖書館，為藏書家中所罕見者。

《隋經籍志考證》中金蓉鏡的批校（下稱「金批」）可從批校內容，以及引用文獻二方面來

考察。批校內容部分又可分為增補與逕改二方面，增補方面有輯錄佚文、流傳梳理、增補書目、

異同辨析四項；逕改方面指出了章宗源其書的諸多訛誤，可做為校勘使用。其批校思想與一般

目錄學著作針對單一文獻向外考察的做法不同，可能源自於高似孫「聚類相從」的模式，加上

金蓉鏡本身「採摭遺文」的基調，著重性質或內容近似之文獻的關係。

引用文獻方面，金批利用了一百一十種文獻，無論就橫向類別、或是縱向時間的跨度上都

非常廣泛。外部根據時間、地理因素，內部基於行文、卷數差異，推測在版本上，金批可能使

用了《文瀾閣四庫全書》與《徑山藏》，其餘則有叢書本、輯佚本等種類。至於文獻的利用方式，

是以正史類、時間上近隋的文獻，逐漸向外擴展，並旁及小說、雜史等非正式紀錄。

其價值與缺失，由於金批並非以成為架構完整、體例嚴謹的著作為目的，故偶有理解錯誤、

引據瑕疵、批校重出等缺失。理解錯誤多表現在句讀的誤讀，引據瑕疵則是引據不明，批校重

出則是因文字重出導致互相矛盾之處。

本文藉由考證金蓉鏡之生平，及分析金蓉鏡批校《隋經籍志考證》之價值，期望能夠對延

展目錄學研究史的時間下限，並試圖對資訊工程「主題搜索」、圖書資訊「館藏推廣」二方面，

達到啟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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