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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藏三种普通古籍 

杜  萌 

 

化学易知 

《化学易知》二卷十九章，英国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编。清光绪五年（1879）

广州真宝堂刻本。一册。牌记题“益智书会发售”。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黑口，四周双

边，双鱼尾。开本 25.9x15.7cm，板框 18.2x13.6cm。 

傅兰雅为英国传教士，1860 年来华，在香港圣保罗学院任教，后来辗转担任京师同文

馆英文教习、上海英华书院校长、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创办上海格致书院，创刊《格致

汇编》，担任上海益智书会委员，翻译了上百部西方科技著作，为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

播做出了很大贡献。 

《化学易知》是傅兰雅众多科学译介书籍之一，主要目的是提供给中国人学习化学的门

径，语言浅近，通俗易懂。上卷八章，专论化成类，讲述六十四种原质（即化学元素）的出

处、取法、形性；下卷十一章，论生长类之质，主要讲述对象为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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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及其加工品的化学成分与化学性质。文字部分为传统雕版印刷，化学器具图与实验图为

石版印刷，刻画线条纤毫毕现，十分精细。 

清末中国尚无化学元素用字，傅兰雅与其助手徐寿一起，根据化学元素拉丁字母的读音，

结合汉字形声字的造字方法，为化学元素创造了新的汉字。本书中可见者，如“硒、碲、炭、

矽”等，许多都为中国人接受，成为现代化学元素用字。 

本书出版者“益智书会”，成立于 1877年，成员以热心传播西方科技的英美传教士为主，

其正式名称为“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化学易知》就是傅兰雅在此机构担任委员时所编。

傅兰雅翻译或编纂的化学类书籍，除《化学易知》外，尚有《化学鉴原》《化学须知》等。 

 

 

典制类林  

 

《典制类林》四卷，清唐式南编。清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四册。半叶九行，行二

十五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开本 25.4x16.1cm，板框 17.8x12.8cm。 

唐式南，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清雍正、乾隆年间，字吕铮，华亭（今上海松江）人，

曾在安徽阜阳担任文教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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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前有乾隆三十年唐式南自序、例言与目录，目录页末尾有“从弟用炎男康成、康补

校阅”，部分页眉有小注，主要标注生僻字注音及异体字。 

自序记录成书过程与编纂目的，序中提到，《典制类林》的编纂受到周世樟《五经类编》、

江永《四书典林》的影响，此二书“专于四子书中取类”，但对于初学者而言，则“不免望

洋之叹”。因此，唐式南编纂此书，“惟顾初学作文者，因流溯源，以通经学古为务”，总之，

是一本为初学为文者提供的入门类书。全书共分 156条类目，将历代典制中的所用器物及名

词按类目分条，并详加注释，注释征引书籍达到一百五十四种，是一部颇为实用的典章制度

词典。 

本书于唐式南自序后，题有“江宁张玉林镌”，张玉林为乾隆年间著名刻工，江宁（今

江苏南京）人。刻书字体采用软体写刻，笔势柔和，字划清晰，刻印优美，是清代刻书中的

精品。 

国图所藏此本《典制类林》无书名页，据相同版本《典制类林》图像资料可知，本书书

名页题有“敬直堂藏板”。据《中国古籍总目》及其他馆馆藏信息可知，是书又见藏于山东

图书馆、南京图书馆。 

 

 

孤山先生实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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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山先生实纪》三卷，朝鲜李在珉辑。1916 年朝鲜木活字本。一册。半叶十行，行

十八字，白口，四周双边，双鱼尾，版心题“孤山先生实纪”。书衣无题签，书名为手写墨

字“孤山实纪”。开本阔大，行格疏朗，装订方式为五眼单线，是朝鲜本一贯风格。开本 30.9 

x 20.8 cm，板框 19.9 x 18.2 cm。 

孤山先生，全名李三老，字仲儒，生于李氏朝鲜王朝明宗十五年（1560），即明嘉靖三

十九年，卒于仁祖二十三年（1645），即清朝顺治二年。尝率领义士抵抗日本夷人入侵，后

建孤山精舍，寓此以为读书养性之地，年八十六卒。李在珉为其裔孙。 

本书前有柳必永序，后有安钟彰跋，卷末有牌记，题“丙辰菊月清溪刊印”。全书共三

卷，卷一收孤山先生所作诗、书，卷二为附录、年谱，卷三为宗族、同僚或友人所作挽诗、

遗事、家状、行状、墓志铭、墓碣铭、清溪书院上梁文、奉安文、常享文。 

实纪类文献是朝鲜古籍中较为常见的一类，其目的在于存先贤之懿德。传主所作文字往

往较少，宾客友朋间相互酬答、题赠，与传主卒后由宗族后裔或名士所撰墓志铭、行状等，

是此类文献的主要组成部分。就目前所见朝鲜实纪类文献，其刊成年代大多集中在二十世纪

初期。 

此外，本书刊刻时间为 1916年，是日本殖民统治朝鲜时期。书中《年谱》一节以明朝

年号纪年，且于《家状》中，言孤山先生知“皇明不祀，每闻辄慷慨呜咽，欲起敌忾而老矣，

无及焉。”是当时朝鲜社会与民众对明朝深挚情感之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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