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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万里先生著述目录 

古籍馆普通古籍组 樊长远 

 

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别号芸盦、舜盦，浙江海宁人。曾就读于东南大学中文

系，师从吴梅学习词曲，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助教，习版本、目录、校勘、

金石、词曲等学。1928 年入今国图前身北平北海图书馆工作，任中文采访组、善本考订组

组长，并任编纂委员和购书委员会委员，后又任北图善本特藏部主任。工作期间，请益于徐

鸿宝，又与傅增湘、周叔弢等人交流切磋，勤奋钻研，学识日进。从 1929 年到 1949 年，赵

先生在图书馆工作之外，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和通讯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图

书馆和文献馆专门委员，并在北大、清华、辅仁等大学兼职任教。 

赵先生是我们的老前辈，从事善本采访、编目、典藏工作长达近半个世纪，为本馆善本

书库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经手、过目善本古籍数十万部，眼别真赝，心知古

今，明了其源流演变，洵为一代版本目录学大家。 

目中所列，俱以刊布时间为序，不作分类。未见确切出版时地者，如其早年词曲之作《斐

云词录》《夕阳琴语》、于北大兼课时讲授词史之讲义《词概》和《词学通论》、于清华国文

系讲金石学之讲义《中国金石学》等，不予列入。他曾领导整理北京大学所藏李盛铎藏书，

但书目整理前后多次易手，故《北京大学藏李氏书目》亦不列入。赵先生典守善本书库数十

年，于经手之书间有题跋识语，如馆藏目录中，《金小史》八卷卷前有罗振常、赵万里题识。

又大连图书馆所藏渐西村舍刻本《湛然居士文集》有赵万里题识。如此之类，有待辑录。他

又曾主编《大公报·图书副刊》等刊物，除进行组稿外，自己也写了不少古书题识和书评文

字，亦待搜罗。 

赵先生著作丰富，本目不免挂一漏万，纠缪补缺，有待于博闻君子。 

1、 《旧刻元明杂剧二十七种序录》，《清华学报》第二卷第二期，民国十四年十二月（1925）。 

2、 《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记》，《清华学报》第三卷第一期，民国十五年六月（1926）。

又收入《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文学卷（一）》，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 年。又《民国期

刊资料分类汇编·敦煌学研究》，孙彦、萨仁高娃、胡月平选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年 4 月。 

3、 [辑佚]《<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它》，《小说月报》第十九卷号外，1928 年 3 月。 

4、 《<永乐大典>七皆台字韵残帙跋》，《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2 集第

23 期，1928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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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目录》，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王静

安先生纪念号”，1928 年 4 月。 

6、 《王静安先生年谱》，同上。又收入《晚清名儒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年。又

《民国王静安先生国维年谱》，《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二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年。 

7、 《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同上。又见《文字同盟》第四号，1927 年，题《王静安遗著

目录》。 

8、 《说苑斠补》，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论丛》第一卷第四号，1928 年。 

9、 《馆藏善本书提要》：《刘随州诗集》（明抄本）、《封氏闻见记》（附斠补，明抄本），《北

京图书馆月刊》第一卷第二号，民国十七年六月（1928）。 

案：本杂志从一九二八年五月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共出版十一卷六十一号。

其名称曾几次更改，第一卷第一至四号名为《北京图书馆月刊》；第一卷第五号

（一九二八年九至十月）至第二卷第六号名为《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三卷

第一号（一九二九年七月）至第六号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四卷第一

号（一九三〇年一、二月）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赵万里时为主编之一。 

10、 《馆藏善本书提要》：《封氏闻见记续》（明抄本）、《重广会史》（日本影宋本）、《册

府元龟残卷》（北宋刊本），《北京图书馆月刊》第一卷第三号，民国十七年七月（1928）。 

11、 《金刻版画跋》（拟题），《北京图书馆月刊》第一卷第四号，民国十七年八月（1928）。 

12、 《馆藏善本书提要》：《芦浦笔记》（黄丕烈手校本），同上。 

13、 《馆藏善本书提要》：《大唐六典》（日本享保中校订本）、《西汉贯制丛录》（旧抄本），

《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一卷第五号，民国十七年九月十月（1928）。 

14、 《跋向滈乐斋词》，同上。 

15、 [辑佚]《宋词搜逸之一》（贺方回《东山词》），同上。 

16、 《馆藏善本书提要》：《南齐书》（宋刊明印本）、《辛稼轩词》（写本），《北平北海图

书馆月刊》第一卷第六号，民国十七年十一十二月（1928）。 

17、 《刘申叔著述目录》，同上。 

18、 [辑佚]《宋词搜逸》之二（李易安漱玉词），之三（陈亮龙川词），同上。 

19、 《古写本战国策残卷跋》（拟题），《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二卷第一号，民国十

八年一月（1929）。 

20、 《馆藏善本书提要》：《苏轼东坡词》（影写明抄唐宋百家词本）、《蔡伸友古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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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抄本），同上。 

21、 [辑佚]《杨元素本事曲佚文再补》，同上。 

22、 [辑佚]《宋词搜逸》之四（李石方舟词），同上。 

23、 《馆藏善本书提要》：《宋元词钞》（传钞汲古阁本），《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二

卷第一号，民国十八年一月（1929）。 

24、 《馆藏善本书提要》：《典雅词》（缪艺风旧藏写本），《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二

卷第二号，民国十八年二月（1929）。 

25、 《陈元靓岁时广记跋》，同上。 

26、 [辑佚]《宋词搜逸》之五（阮阅阮户部词），之六（陈克赤城词），同上。 

27、 [辑佚]《永乐大典内之周美成佚诗》，《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二卷第三、四号合

刊“永乐大典专号”，民国十八年三四月（1929）。 

28、 [辑佚]《永乐大典内辑出之佚书目》、《补正》，同上。 

29、 《记永乐大典内之戏曲》，同上。 

30、 [辑佚]《二金人词辑》（吴激东山乐府、耶律履文献公词），同上。 

31、 [辑佚]《宋词搜逸（续）》（张先张子野词、范成大石湖词、张辑清江渔谱、蔡枏浩

歌集、张孝忠野逸堂词、周端臣葵窗词稿、万俟绍之郢庄词），同上。 

32、 [辑佚]《永乐大典内之元人佚词》（耶律铸双溪醉隐词、卢挚疏斋词），同上。 

33、 《馆藏永乐大典提要》，同上。 

34、 《北魏江阳王元继墓志附说》（拟题），署舜盦学人，《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二

卷第五号，民国十八年五月（1929）。 

35、 《征求王静安先生遗文手札启事》，《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一号，民国十

八年七月（1929）。（又见本卷第二号）。 

36、 《水浒传双渐赶苏卿故事考》，同上。 

37、 [辑佚]《王伯良曲律缺文》，同上。 

38、 《记明如韦馆刻本砚笺》，同上。 

39、 [辑佚]《渑水燕谈录佚文辑补》，同上。 

40、 [辑佚]《宋词搜逸（续）》（吴儆竹洲词），同上。 

41、 《书目丛刻第一集目录》，同上。 

42、 《俄境库尔库次克所出唐镜二品跋》（拟题），《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五

号，民国十八年十一月（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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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辑佚]《李德裕佚文：滑州瑶台观女真徐氏墓志铭并序》，署云。同上。 

44、 《<花月痕>小说的作者》，同上。 

45、 《贵阳陈氏书目跋》（拟题）。同上。 

46、 《明钞本宝文堂书目跋》（拟题），《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六号，民国十

八年十二月（1929）。 

47、 [辑佚]《马子严古洲词校辑》，《北大图书部月刊》第一卷第二期，民国十八年十二

月（1929）。 

48、 《北平图书馆善本书志》（明别集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一号，民

国十九年一二月（1930）。又同卷第四号、第五号。 

49、 《记长乐郑氏影印明刻新编南九宫词》，署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四

号，民国十九年七八月（1930）。 

50、 《国立北平图书馆展览会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五号，民国十九

年九十月（1930）。 

51、 《宋刻淮海居士长短句跋》，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影印原秦氏家藏宋刻本后附，民国

十九年（1930）。又收入《影印善本书序跋集录》，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中华书局，1995

年。 

52、 《墨谱校记》，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影印本《李孝美墨谱》后附，民国十九年（1930）。

又收入《影印善本书序跋集录》。 

53、 《太平清调迦陵音跋》，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影印本《太平清调迦陵音》后附，民国

十九年（1930）。 

54、 [书信]《致张元济函》四通，民国二十年七月十六日（1931），又二十四年十月十

八日（1935），二十五年三月三日（1936），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1937），《张元济全

集》第二卷《书信》，商务印书馆，2007 年。 

55、 《舜盦经眼书录之一》，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31 年 5 月。 

56、 《海源阁藏书经眼录（一）》，《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五号，民国二十年

九十月（1931）。 

案：据冀淑英先生《保护古籍 继往开来——记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先生》

一文介绍，“现存赵先生旧稿‘群书经眼录’中，还有内阁大库书经眼录，昭仁

殿景阳宫藏书经眼录，海源阁藏书经眼录，以及上海涵芬楼、南京国学图书馆、



业务研讨 

37 
 

浙江省立图书馆、平湖葛氏守先阁、吴县吴氏百嘉室，及零散的宋、元刻本、写

本，明、清刻本、抄本的经眼录等若干篇。”（《冀淑英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

社，2004 年。） 

57、 [辑佚]《校辑宋金元人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国二十年（1931）。 

58、 《影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国风》半月刊第三卷第二期，1933 年 7 月。 

59、 [书评]《不列颠史书志都铎尔期》、《都铎尔期之地理学》、《法国近代作家艺文志》，

署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七卷第六号，民国二十二年（1933）十一十二月。 

60、 《两宋诸史监本存佚考》，《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1933 年。又收入《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 

61、 《（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四卷补遗一卷，民国二十二年（1933）刻本。分

三种：甲种夹连纸，乙种绵连纸，丙种连史纸，分别有朱印、蓝印、墨印本。又收入《明

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古籍影印室辑, 2008 年。又《旧京书影·北平

图书馆善本书目》，(日)仓石武四郎编拍，赵万里撰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年。 

62、 《芸盦群书题记》：《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残本九章算术、五曹算经、数术记遗》

（宋刻宋印本），《大公报·图书副刊》1933 年 12 月 7 日，《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八

卷第三号转载。 

63、 《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八卷第一号，民国二十三

年一二月（1934）。 

案：赵先生曾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重编天一阁书目，稿似不存。 

64、 《从天一阁说到东方图书馆》，《大公报·图书副刊》1934 年 2 月 3 日。《国立北平图

书馆馆刊》第八卷第一号转载。 

65、 《芸盦群书题记》：《蔡中郎文集》（明万历刻本）、《中吴纪闻》（明汲古阁刻本）、

《大戴礼记》（元刻本）、《程幼博墨苑附人文爵里》（明万历刻本）、《礼记》（宋刻宋印

本）、《刘向新序》（明刻本）、《高常侍诗》（唐写本）、《颐庵居士二集》（明嘉靖刻本），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八卷第三号，民国二十三年五六月（1934）。 

66、 《宋椠周礼郑注跋》，文禄堂主人王晋卿影印李氏木犀轩旧藏南宋建安刻本后附，

1934 年。又收入《影印善本书序跋集录》。 

67、 [书评]关百益辑《河南金石志图第一集》，《清华学报》，1936 年第 2 期。 

68、 《野菜博录跋》，《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北平图书馆藏景宋钞本《野菜博录》后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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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五年（1936）。又收入《影印善本书序跋集录》。 

69、 《华阳集跋》，《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北平图书馆藏明万历刊本《华阳集》后附，民

国二十五年（1936）。又收入《影印善本书序跋集录》。 

70、 《默堂先生文集跋》，《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北平图书馆藏景宋钞本《默堂先生文集》

后附，民国二十五年（1936）。又收入《影印善本书序跋集录》。 

71、 《莆阳黄仲元四如先生文稿跋》，《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明嘉靖刊

本《莆阳黄仲元四如先生文稿》后附，民国二十五年（1936）。又收入《影印善本书序

跋集录》。 

72、 《蚓窍集跋》，《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北平图书馆藏明永乐刊本《蚓窍集》后附，民

国二十五年（1936）。又收入《影印善本书序跋集录》。 

73、 《稿本今乐考证跋》，北京大学影印马廉藏姚燮稿本《今乐考证》后附，民国二十

五年（1936）。又《大公报·图书副刊》122 期，1936 年 3 月 19 日。又收入《影印善本书

序跋集录》。 

74、 《汉魏六朝冢墓遗文图录》十卷附补遗后记，文字一册,图版二册，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石印本，1936 年。 

案：此书后扩编为《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1956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75、 [辑佚]《清真集校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十一卷第一号，民国二十六年二

月（1937）。 

76、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部分 

案：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全三十八册，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整

理，齐鲁书社，1996 年）所列，赵先生所撰提要为：第四册七八四页上至八〇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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