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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司刻書是中國出版史上值得重視的一部分，麗江土官木氏刻書是其中的代表。本文

首先對前人言及的毛晉汲古閣代木增刻書等相關問題進行補正。在此基礎上，統計出木氏

刻書一共34種。木氏刻書集中在木氏最為興盛的「木氏六公」時期，刻書地點不固定，刻

書各工序也未必在同地進行。木氏刻書深受明代刻書時尚影響，版本特徵傾向於文人推崇

的蘇州風格，亦少量保留質樸一面。木氏刻書的內容包括木氏著作、家族資料和宗教書

籍，分別是受儒家「不朽」思想與宗教功德信仰的影響。木氏刻書在文字使用上與中國傳

統私家刻書有別，不僅用漢文，同時使用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木氏刻書在中國出版史上佔

有一席之地，在土司地區的文化認同上也具有代表性意義。

關鍵字： 土司、出版史、雕版印刷、少數民族、麗江木氏

Abstract
Woodblock printing activities of chieftain are worthy of attention in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in China. The woodblock printing activities of the Mu (木氏) chieftains of Lijiang (麗江) is a 
representative case. This paper first clarifies some relevant problems which could not be solved 
by previous studie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statistics, there are up to 34 block-printed editions 
published by chieftain Mu. The woodblock printing activities of chieftain Mu took place during the 
reign of Six Masters in the Mu Family (木氏六公). The locations where these books were made were 
not fixed. The character of these editions is Suzhou (蘇州) style appreciated by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i. Originating from Three Immortal Deeds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t concept of merits, 
these books can be divided into Mu’s works,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family and religious books. 
Chinese characters and minority writings both were applied in these book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private printing. The woodblock printing activities of chieftain Mu not only holds a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in China, but also is an important sig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Tusi (土司) areas.

Keywords: Chieftain;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Woodblock Printing; Minority Nationalities; Mu 
Chieftains of Li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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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ded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regarding the 
chieftain system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ublishing has increasingly attracted attention 
in academic circles;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noted the unique cultural phenomenon of chieftain 
woodblock printing. Chieftain woodblock 
printing is a crucial element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ublishing. Therefore, research regarding 
chieftain woodblock printing holds innovat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eftain system,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in China, cultural 
exchange, ethnic issues, and other related topics. 
In particular, the woodblock printing activities 
of the Mu (木氏) chieftains of Lijiang (麗江) 
are highly representative of chieftain woodblock 
printing and thus deserve our attention.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existing research,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physical objects, this study provides 
fresh insight into the woodblock printing activities 
of the Mu chieftains of Lijiang.

Previous discussions regarding woodblock 
printing by the Mu chieftains of Lijiang have 
contained a number of misconceptions. Thus, the 
present paper first seeks to correct previous claims. 
The woodblock print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said 
to be produced by Mu Gao (木高) in the 26th year 
of Jiajing’s (嘉靖) reign were derived from the 
Yongle Southern Canon (永樂南藏) got by Mu 
Gao rather than being printed by Mu Gao himself. 

In the 4th year of Tianqi’s (天啓) reign, the block-
printed edition of the Repentance Dharma of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in the Bodhimanda 
(慈悲道場梁皇懺法) was not actually printed 
by Mu Zeng (木增) but funded and printed by 
religious believers in Lijiang Fu (prefecture) (麗
江府). It was believed that Mu Zeng reprinted the 
Collection of Poems About Snow Mountains (雪山
詩選) during Tianqi’s reign; however, according to 
Tao Gong’s (陶珙) Chong Qin Xue Shan Shi Xuan 
Xu (重鋟雪山詩選序), the reprinting actually 
took place in the 9th year of Chongzhen (崇禎) 
reign or slightly later. Multiple editions of Yun Ke 
Dan Mo (雲薖淡墨) were printed, and in the 12th 
year of Chongzhen reign, Xu Xiake (徐霞客) 
divided this book into eight volumes, whereas 
a six-volume edition had existed previously. 
Subsequently, from the 12th year of Chongzhen 
reign to the 16th year of Chongzhen reign, an 
eight-volume edition was produced and printed by 
Mu Zeng, and an eight-volume edition was also 
produced and printed by Jigu Hall (汲古閣) under 
the commission of Mu Zeng. The block-printed 
edition of Zhi Shan Yun Ke Ji (芝山雲薖集)—part 
of the Yunnan Provincial Library’s collection—
was printed by Jigu Hall under the commission 
of Mu Zeng in the 16th year of Chongzhen reign. 
Woodblock prints produced by Mao Jin (毛晉) 
under the commission of Mu Zeng can be divided 

Note. To cite this article in APA format: Yang, S.-X. (2023). Woodblock printing by the Mu chieftains 
of Lijiang.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21(2), 153-179. https://doi.org/10.6182/
jlis.202312_21(2).153 [Text in Chinese]. 
To cite this article in Chicago format: Sheng-Xiang Yang, “Woodblock printing by the Mu 
chieftains of Lijiang,”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21, no. 2 (2023): 153-179. 
https://doi.org/10.6182/jlis.202312_21(2).153 [Text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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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ded Abstract

into three categories: (1) The Huayan Repentance 
Ritual (華嚴懺儀) Buddhist scripture; (2) five 
personal works of Mu Zeng; and (3) three works 
by Mu Gong (木公), a fifth-generation ancestor 
of Mu Zeng. Single- and block-printed editions 
of the Biographies of Six Masters in the Mu 
Family (六公傳) and Zhong Xiao Ji (忠孝紀) 
were also once available. In particular, the block-
printed edition of the Biographies of Six Masters 
in the Mu Family produced by Mu Zeng existed 
before the 9th year of Chongzhen reign. The 
most acclaimed and unique aspect of woodblock 
printing by the Mu chieftains of Lijiang is their 
use of silver powder to print Buddhist scriptures, 
which constitutes an innovation compared with 
using silver powder to write such scriptures.

The present study identified 34 types of 
woodblock printing by the Mu chieftains of 
Lijiang: 7 created by Mu Gong, 1 created by Mu 
Gao, 2 created by Mu Dong (木東), 22 created by 
Mu Zeng, and 2 created by an anonymous member 
of the Mu family. The woodblock printing period 
lasted 124 years, from the 2nd year of Jiajing’s 
reign to the 2nd year of the reign of Longwu 
(隆武) (Emperor of the Southern Ming). During 
this period, the Mu chieftains cultur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eaked, which is why the 
period is known as the Period of Six Masters in the 
Mu Family (木氏六公). Mu Zeng produced the 
most woodblock books, accounting for 65% of the 
total. Regarding the number of annual woodblock 
prints, the eight types of prints created by Mao 
Jin under the commission of Mu Zeng were most 
commonly applied in the 16th year of Chongzhen 
reign. At that time, famous elites in southeast 
China—such as Chen Hu (陳瑚), Yang Bu (楊補), 
and Wang Dengchao (王登朝)—wrote poems and 

essays in praise of Mao Jin’s prints. Woodblock 
printing by the Mu chieftains of Lijiang did not 
take place at a fixed location; it took place either 
in Lijiang and its vicinity or in Suzhou (蘇州) and 
Ganzi (甘孜) outside Lijiang. The remote location 
of the Mu family,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in 
carving, and the nonsustainable industrialization 
of woodblock printing all contributed to the 
operation taking place at multiple locations, the 
result being that in some cases, different processes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of a single print (e.g., 
design, collating, carving, and printing) may have 
taken place at different locations.

Woodblock prints by the Mu chieftains of 
Lijiang exhibit characteristic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woodblock printing style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Mu chieftains tended to adopt the 
Suzhou style favored by the literati of the time. 
Their woodblock prints were meticulously crafted, 
with clear lines, powerful carving techniques, 
and excellent paper and ink quality. In particular, 
block-printed books produced during Jiajing’s 
reign were exquisitely carved, featuring beautiful 
and refined typography. Three woodblock prints 
produced by Mu chieftains of Lijiang—namely 
Xue Shan Geng Zi Gao (雪山庚子稿), Xue Shan 
Shi Yin (雪山始音), and Xian Lou Qiong Hua 
(仙樓瓊華), which are in the Yunnan Provincial 
Library’s collection—were selected and included 
in the First Batch of the National Directory 
of Precious Ancient Books. In addition, the 
woodblock printing of the Mu chieftains, while 
influenced by the woodblock printing style of 
the Ming Dynasty, retained a certain degree of 
simplicity. The content of these woodblock prints 
includes Mu chieftains’ personal works, family 
records, and religious texts, influenc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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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y and religious merits and beliefs related 
to the Three Immortal Deeds of Confucianism. 
Regarding language, the woodblock prints of the 
Mu chieftains of Lijiang differed from traditional 
private prints in China in the sense that the Mu 
chieftains’ prints contained minority languages in 
addition to Chinese characters. The Lijiang edition 
of Kangyur (甘珠爾), printed in Tibetan by the 
Mu chieftains, is considered the earliest edition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written in Tibetan 
script in the Tibetan region. Considering that the 
Lijiang edition of Kangyur contained few errors 
and constituted a well-organized compilation, its 
quality is considered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Yongle 
(永樂) edition and Wanli (萬曆) edition, both of 
which were printed under imperial decre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 woodblock prints of the Mu chieftains 
of Lijiang hold substantial value in terms of 
document preservation. The quantity and scale of 
the woodblock prints of the Mu Chieftains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because these elements 
provide fresh material and perspectives for the 
study of publishing history and thus occupy a 
prominent place in Chinese publishing history. 
In conclusion, the woodblock prints of the Mu 
chieftains of Lijiang not only fulfilled the needs 
of the renowned and influential Chiefdom of 
Lijiang but also facilitated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shing in frontier regions inhabited 
by minority nationalities. Moreover, through 
their printing, the Mu chieftains unconsciously 
assimilated themselves into the cultural circle of 
mainland literati, and their woodblock prints carry 
a symbolic significance in relation to cultural 
identity within the chieftain region.

壹、 緒論
近年來，土司制度以及中國出版史的研

究日益受到學界重視，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土司

刻書這一獨特文化現象。事實上，土司刻書是

中國出版史上值得重視的一部分（註一）。

研究土司刻書，對土司制度、出版史、文化

交流、民族問題等相關研究，均具有創新意

義。其中，麗江土官木氏在雲南諸土官中最為

「知詩書，好禮守義」（張廷玉等，1974，頁

8100），木氏的刻書活動是土司刻書的代表，

值得我們予以關注。

隨著木氏所刻書籍實物的發現，李一氓

〈明崇禎本《雪山始音》《玉湖遊錄》《芝山

雲薖集選》《嘯月函詩選》〉、黃裳〈西南訪

書記〉、王堯〈藏文大藏經麗江－裡塘版甘珠

爾經述略〉、鄭偉章〈毛晉代麗江木增刻書略

述〉等論著先後涉及木氏刻書，但或簡單介紹

版本，或只談到部分刻書情況，未能做到全面

研究。鄭衛東在全面研究木氏刻書上作出寶貴

嘗試（鄭衛東，2011，頁198-210），但多匯

集成說，且統計未全。有鑒於此，本文將在前

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梳理史料和考察實物，對

麗江土官木氏刻書的相關問題給予新的認識。

貳、 木氏刻書前人說法補正
從元蒙哥 3年（ 1 2 5 3）阿琮阿良迎降 

忽必烈，受封茶罕章管民官，到明洪武15年

（1382）阿甲阿得（木得）歸附明朝，欽

賜木姓，受封麗江土知府，再到清雍正元年

（1723）土知府阿揮阿住（木鍾）降為土通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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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止。麗江納西族土官木氏一直作為麗江地

區的最高長官，相對自主地管理該地區，計

傳二十二世，凡四百七十載。自嘉靖年間至

明朝結束的六世，為木氏之興盛期，文教發

達，經濟富庶。這六世土司的漢文姓名為：

木公、木高、木東、木旺、木青、木增，稱

「木氏六公」。前人述及木氏刻書，往往有

一些相沿訛誤之處，今首先對前人說法進行

補正。

一、 木高嘉靖26年（1547）刻佛經說考實

萬斯年民國30年（1941）至31年間在

麗江調查，於白沙光明殿見到《華嚴經隨

疏演義鈔》卷3，云：「嘉靖26年木高刻，

有木高題識。」（萬斯年，1944，頁123）

又，《雲南省志．出版志》：「嘉靖26年，

麗江土知府世祿長子木高在芝山解脫林刊

印了《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126卷。」

（雲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2000，頁52）

《麗江納西族自治縣志》說法相同，並稱：

「今縣圖書館存有殘卷」（李汝明，2001，頁

718）。據此，則嘉靖26年木高刻印了《華嚴

經隨疏演義鈔》和《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

今檢麗江市古城區圖書館（原麗江縣圖

書館）藏《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卷115，

刻本，墨印，經摺裝，千字文編號「啓

五」，末有朱印木高題識，稱：「木高誠

請佛寶大藏尊經全輪，永奉家堂。」末署

「大明嘉靖26年龍集丁未春吉旦世祿長子 

木高頓首謹識」。表明木高於嘉靖26年請來 

《大藏經》一部，而非刻經之意。區圖書館

尚有刻本《大智度論》卷72（千字文編號

「仁二」）、《經律異相》卷16（千字文編

號「俠六」）、《四教義》卷3（千字文編

號「弊十」），卷末皆有上述朱印木高題

識。將此四部佛經與《永樂南藏》比對，

版式字體一樣，千字文編號亦同，知此四

部佛經為《永樂南藏》零冊，木高所請者為 

《永樂南藏》。今雖未見萬斯年所見《華嚴

經隨疏演義鈔》卷3，但可斷定即是同樣情

況。上述萬斯年、《雲南省志》及《麗江納

西族自治縣志》之說未確。

二、 木增刻《慈悲梁皇懺法》說考實

麗江市古城區圖書館藏明天啓 4年

（1624）刻《慈悲道場梁皇懺法》卷10，經

摺裝，寫刻，字體古拙，卷末題記：「天啓4

年歲在甲子仲春吉旦，麗江府重刊于芝山解脫

林，板存本寺。」《麗江納西族自治縣志》據

以著錄為：「明天啓4年，木增重刊《慈悲梁

皇懺法》漢文經卷一部」（李汝明，2001，

頁718）。《麗江地區志》說法同（麗江地

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2000，頁584）。蓋

以刊刻及藏版地點為木氏營建並隱居的廟

宇芝山解脫林，而此題記又稱「麗江府重

刊」，故認定此本是時任土司木增所刻。

但我們審視原書，卻並非如此。卷末

題記前有「捐資刻經善信」名單。筆者曾於

書肆見此版本《慈悲道場梁皇懺法》其他

卷冊，鈐「妙明居記」，蓋鶴慶妙明居（註

二）流出者。每冊後亦皆有「捐資刻經善

信」名單，或題「麗江府捐資刻經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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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名單所列信眾各不相同，然大率皆「和」

姓，如「和合女」、「和揮仲」、「和魯

奴」等，或以「阿」開頭，如「阿也堯」

等。可知名單所列為麗江府信眾，大抵皆納

西族人。可見此本非天啓4年木增所刻，而

是天啓4年麗江府信教民眾集資刻成。

三、 木增重刻《雪山詩選》時間

木公撰，楊慎選訂《雪山詩選》，道光

《雲南通志稿》稱「天啓間，元孫增重鋟」

（阮元等，1835，卷193，頁14），民國

《新纂雲南通志》沿襲之（龍雲、周鍾嶽，

1949，卷74，頁12），定木增重刻《雪山詩

選》在天啓年間。

木增重刻本現已不存，但《滇繫．藝

文略》收有陶珙所作序言《重鋟雪山詩選

序》，稱「持徹師所結《曹溪一滴》，與

公問飲光拈花處」（師範，1887，卷24，

頁75），該序言應作於《曹溪一滴》得名

之後。陶珙崇禎9年（1636）所作《曹溪一

滴緣起》稱「昨年徹公與家不退南來⋯⋯余

題之曰《曹溪一滴》」（釋周理，1987，頁

267），知《曹溪一滴》得名於崇禎8年，這

是《重鋟雪山詩選序》撰寫時間的上限。

《重鋟雪山詩選序》後有小注「此為南工部

郎時所作」（師範，1887，卷24，頁75），

據康熙《寳慶府志》，陶珙「以南水部郎出

守寶郡」（梁碧海、劉應祁，1684，卷24，

頁18），是崇禎「十年任」知府（梁碧海、

劉應祁，1684，卷5，頁35），故陶珙任職

南工部在崇禎10年以前，這是《重鋟雪山

詩選序》撰寫時間的下限。所以，《重鋟

雪山詩選序》撰於崇禎9年左右，木增重刻 

《雪山詩選》當在崇禎9年或稍後。

四、 諸本《雲薖淡墨》的刊刻時間

上海圖書館藏刻本《雲薖淡墨》8卷

（索書號：線善827927-34），《四庫全書

存目叢書》據以影印。此本舊定為崇禎11

年木懿、喬等刻本。今按，此本卷1首葉題

「男懿、喬、參、宿同刊」（木增，1997，

頁287），半葉9行20字。左右雙邊，白口，

對魚尾。方體字。前有某氏手跋、木增刻

書告白、楊汝成序、閃仲儼序、崇禎11年 

楊方盛序、傅宗龍序、木增引。卷 6為 

《莊釋義》。前有趙士春序、崇禎16年毛晉

《釋莊義序》。毛晉序云：「（木增）復以

所著《芝山》、《淡墨》諸集，並得讀公

大父雪山先生之遺文，且俾予得泚筆於公

所著《釋莊義》之弁。」（木增，1997，

頁465）卷8後有王御乾跋。因有崇禎16年 

毛晉序言在書中，故此本絕非11年所刻可

知。又，木懿、木喬是兄弟二人。此本應定

為明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8卷本。

《四庫全書總目》「存目」類收錄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雲薖淡墨》為6卷本 

（魏小虎，2012，頁4152）。據《徐霞客

遊記》，崇禎12年2月間，徐霞客西遊至

麗江，曾幫助木增校訂是書，「連校類分

標，分其門為八」（徐弘祖，2007，頁875-

8 7 7）。則6卷本為徐霞客校訂重編前之

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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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省圖書館藏有一明末刻本《雲薖

淡墨》殘卷（索書號：滇甲355/4048），

存卷3至卷6。半葉8行18字。四周單邊，白

口，單上魚尾。方體字。孫太初定為 6

卷本（孫太初，1992，頁118），黃裳只

定「崇禎刻」（黃裳，2018，頁149）。今

按，此本所存卷3至卷6與崇禎16年汲古閣

代刻8卷本卷3至卷6分卷、內容皆相同，知

其卷數原為8卷，舊定為6卷本誤。但此本

卷3至卷6與崇禎16年汲古閣代刻8卷本版式

不同，卷6《釋莊義》分上下欄，且前無

毛晉序。徐霞客崇禎12年將《雲薖淡墨》分

為8卷，故此本刊刻時間應在徐霞客分定卷

目後，汲古閣本刊刻前，即崇禎12年至16年

間。應作明崇禎12年至16年間木增刻8卷本。

至於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雲薖淡

墨》6卷（索書號：線普長60627），一冊，

未見。若真屬6卷本，則刻書時間當在明 

崇禎12年徐霞客分卷之前，當為木增所刻。

五、 雲南省圖書館藏《芝山雲薖集》刻本

雲南省圖書館藏刻本《芝山雲薖集》

只存卷1（索書號：滇甲436/4080.1），前

後有缺葉。前有天啓3年周延儒序、張邦紀

序、傅宗龍序。「卷首有木增刻書告白一

則，崇禎1 3年敕諭一道，《六公傳》及 

《忠義 [紀 ]（傳）》一卷，今另裝為一

冊。」（孫太初，1992，頁116）黃裳定為

「崇禎刻」（黃裳，2 0 1 8，頁1 4 9），

王水喬定為「天啓3年木增刻本」（王水喬，

1992，頁102），雲南省圖書館網站定為明末

刻本。另裝之冊，王水喬定為「崇禎雲南刻

本」（鄭衛東，2011，頁204）。

今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芝山雲薖

集》鈔本二種。一種前有崇禎元年董其昌

序、天啓3年周延儒序、張邦紀序、傅宗龍

序。係民國30年許，萬斯年影錄自木土司

家藏刻本（萬斯年，1944，頁114）。另一

種前無序，但有《六公傳》及《忠孝紀》。 

鄭偉章考證這二種鈔本係鈔自崇禎16年汲古

閣代木增刻《芝山雲薖集》，汲古閣本當包

括《六公傳》、《忠孝紀》及董、周、張、

傅四序（鄭偉章，2009，頁119）。

鄭偉章未見雲南省圖書館藏刻本。今檢

該刻本周延儒序頁碼為「十八」，知其前有

缺序，當即董其昌序。其前又有《六公傳》

及《忠孝紀》。與鄭偉章所推測的汲古閣本

相符。此外，雲南省圖書館藏刻本《芝山雲

薖集》前木增刻書告白與崇禎16年汲古閣代

木增刻《雲薖淡墨》書前告白相同。因此，

雲南省圖書館藏刻本《芝山雲薖集》是崇禎

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本。

六、 毛晉汲古閣代木增刻書

關於毛晉汲古閣代木增刻書，以鄭偉章

研究為備，開列書籍：《華嚴懺儀》、《芝

山雲薖集》、《雲薖淡墨》、《釋莊義》、

《雪山詩選》、《山中逸趣》、《竹林野

韻》、《嘯月函空》、《翠君錄》（鄭偉章，

2009，頁115-119）。然開列書籍有訛誤與缺

失，試為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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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

《芝山雲薖集》、《雲薖淡墨》二書，書前

皆有木增刻書告白：「偶成《雲薖集》、

《山中逸趣》、《竹林野韻》、《嘯月函

空翠居錄》以及《雲薖淡墨》諸集，業經

請政于名公鉅卿，有序有跋。」（木增，

1997，頁267）《雲薖淡墨》卷6前崇禎16年

毛晉《釋莊義序》：「先是，公以唐一行

禪師《華嚴懺》屬予流通，俾東南淄素普

被法施，得未曾有。予幸而得僭筆焉。至

是，公復以所著《芝山》、《淡墨》諸集，

並得讀公大父雪山先生之遺文。」（木增，

1997，頁465）據此可知毛晉代木增所刻書有

三類。

(一) 宗教類書籍

《大方廣佛華嚴經海印道場十重行願

常徧禮懺儀》42卷、《華嚴海印道場九會

請佛儀》1卷（以下行文時或簡稱《華嚴懺

儀》）。今存明崇禎13年至14年汲古閣刻

本，收入《嘉興藏》。

(二) 木增個人著作5種

《芝山雲薖集》、《山中逸趣》、 

《竹林野韻》、《嘯月函空翠居錄》、 

《雲薖淡墨》。按，《芝山雲薖集》、 

《山中逸趣》、《雲薖淡墨》今有刻本存世。

《雲薖淡墨》卷6為《莊釋義》，鄭偉章單

獨列出《釋莊義》未確。《嘯月函空翠居

錄》未見刻本，但雲南省圖書館藏有鈔

本（孫太初，1992，頁118），鄭偉章作

「《嘯月函空》、《翠君錄》」誤。

(三) 木增五世祖木公著作

木公號雪山。木增崇禎間重刻的木公

著作，李一氓舊藏的有2種，即：崇禎16年

重刻本《雪山始音》、崇禎間木增重刻本 

《玉湖游錄》。又有雲南省圖書館藏明末

重刻本《萬松吟卷》1卷，與明崇禎16年汲

古閣代木增刻《芝山雲薖集》版式、字體、

紙墨相同，孫太初認為「疑是木增重刻」 

（孫太初，1992，頁113）。

因此，這3種書應該都屬於崇禎16年汲

古閣代木增刻「雪山先生之遺文」。鄭偉章

開列《雪山詩選》，但並無實物及文獻證

據，本文不列入。

七、 《六公傳》、《忠孝紀》單刻本

《六公傳》，全稱《明麗江知府木

氏雪山端峰文岩玉龍松鶴生白六公傳》， 

馮時可撰。《忠孝紀》，全稱《雲南木大

夫生白先生忠孝紀》，蔡毅中撰。方國瑜

云：「馮、蔡二人所作單刻本，瑜得木氏家

藏本錄之。」（方國瑜，1984，頁477）是 

《六公傳》及《忠孝紀》曾有單刻本傳世。

《六公傳》云：「不肖自吳來滇⋯⋯

而君嘗避嫌自遠，及不佞捧表出境，君使

一介布幣千里外，令不肖傳其先五公。」 

（馮時可，1 9 9 8，頁5 5 9）知此篇作於 

馮時可離任雲南之時。馮時可官雲南參議

在萬曆38年（1610）至約萬曆40年間（註

三），故是篇蓋撰於萬曆4 0年。徐霞客 

崇禎 9年曾致信陳繼儒：「前從函丈讀

《木氏世傳》」（徐弘祖， 2 0 0 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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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8）。因此，《六公傳》應有崇禎9年之

前木增刻本。

《忠孝紀》末有「崇禎元年夏5月5日」

蔡毅中題署。文中有：「孝廉（凌應蛟）

百拜謝曰：得先生（蔡毅中）一言，大夫 

（木增）足稱不朽矣。即剞劂以為大夫壽

籍，以報我父子生成之恩云。」（蔡毅中，

1998，頁563）木增，字長卿，又字生白，

號華岳，曾救凌應蛟之父，蔡毅中於崇禎元

年應凌應蛟之請撰成此紀，單刻本不久即刻

成以祝壽。木增生於萬曆15年8月17日（作

者不詳，2001，頁51），因此知《忠孝紀》

有明崇禎元年5月至8月間凌氏刻本。

八、 銀粉印佛經

木氏刻書中最為人稱道且最為特殊的

印刷方式是銀粉印。萬斯年在麗江調查到 

萬曆27年木增刻《大乘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經》1卷，據云係「用瓷青綿紙以銀粉印

出」（萬斯年，1944，頁123）。張秀民評

論萬斯年記載的木增銀粉印說：「五代、

宋、明曾有不少泥金、泥銀書寫的《大藏

經》，或佛道經，但用銀粉直接印在紙上，

這在中外印刷史上可能是空前的。」

（張秀民、韓琦，2006，頁374）

今實物不知是否存世，故工藝難以考

究。但在麗江民間流傳著木增用金粉銀粉

印刷佛經的故事。據喇嘛榮登講述，《甘

珠爾》初刻完成，喇嘛們用紅土印刷驗證

效果，受到木增的責怪。喇嘛們回答：

「老爺說得對，老爺印刷是會用金粉銀粉印

刷，我們只不過檢驗一下我們的工藝。」 

（許存仁，2016，頁155）

萬曆年間，麗江存在用泥金書寫佛經的

現象。如，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有明萬曆

27年麗江府羅春泥金寫本《妙法蓮華經》7

卷（索書號：善223.73/854）。萬曆43年，

木增用泥金寫《妙法蓮華經》（張秀民、 

韓琦，2006，頁374）。萬斯年曾在麗江拉

市壩指雲寺獲見藏文大藏經一部，「底地

黑漆，字以金銀粉寫出」（萬斯年，1944，

頁122）。木氏可能受金銀粉書寫佛經的啟

發，創造性地採用銀粉進行印刷。

無獨有偶，差不多在木增用銀粉印佛

經的萬曆年間，出現一種「造金銀印花箋

法」，見於《遵生八箋》、《考槃餘事》。

即用處理過的雲母粉等材料調白芨水，刷版

印刷得銀色印花，在上述過程中加入薑黃則

可得金色印花。今人樊嘉祿等人對該工藝進

行過復原（樊嘉祿等，2002，頁55-57）。

傳統的描金箋是用金粉銀粉在紙上勾描圖案

而成，跟泥金寫本一樣。造金銀印花箋採用

更為廉價的雲母等原料，以更為高效的製作

方式印刷，是對傳統描金箋的一種革新。不

知木氏用銀粉印刷佛經，採用的是這種人造

銀來印，還是直接用真銀粉印刷，因未見實

物，具體工藝如何難以判斷，但相對泥金泥

銀書寫佛經來說是一種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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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刻書的種類和數量
一、 漢文類

(一) 木氏著作之屬

1. 《雪山始音》2卷，木公撰，張志淳批點。

明嘉靖2年刻本。2冊。黃綿紙印。半葉

8行15字。左右雙邊，白口，無魚尾。楷體

字，但「字體古拙而較小」（黃裳，2018，

頁148）。前有嘉靖2年張志淳序。雲南省圖

書館有藏本。

又有明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本，

未寓目。李一氓舊藏。據李一氓題跋，此

本半葉8行15字。前有嘉靖2年張志淳序、 

崇禎16年顧錫疇序、蕭士瑋序。係木增重刻 

（李一氓，1981，頁154）。

2. 《隱園春興》1卷，木公撰。

明嘉靖6年刻本。黃綿紙印。半葉8行15

字。左右雙邊，白口，無魚尾。楷體字，字

體秀麗。前有張合《隱園春興班》、嘉靖元

年木公自序，末有嘉靖6年木公自跋。雲南

省圖書館有藏本。

3. 《雪山庚子稿》1卷，木公撰，張含批點。

明嘉靖22年刻本。黃綿紙印。半葉8行

16字。左右雙邊，白口，無魚尾。楷體字，

字體較大。前有嘉靖22年李元陽序，末有 

張含識。雲南省圖書館有藏本。

4. 《萬松吟卷》1卷，木公撰。

明嘉靖22年刻本。黃綿紙印。半葉九

行十五字。左右雙邊，白口，無魚尾。楷體

字。前有嘉靖22年楊慎序。後有嘉靖22年

木公自跋。雲南省圖書館有藏本。

又有明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本。半

葉8行15字。左右雙邊，白口，單上魚尾。

序跋、內文與嘉靖本同，改用方體字，唯 

楊慎序仍舊式。雲南省圖書館有藏本。

5. 《玉湖游錄》1卷，木公撰，李元陽批點。

明嘉靖24年刻本。黃綿紙印。半葉8行

15字。四周單邊，白口，無魚尾。版心較

寬。楷體字。前有嘉靖24年賈文元序。後有

嘉靖23年木公自跋、嘉靖24年張含序。雲南

省圖書館有藏本。

又有明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本，

未寓目。李一氓舊藏。據李一氓題跋，此本

半葉8行15字。前有賈文元、張含序。後有 

木公自跋（李一氓，1981，頁154）。

6. 《仙樓瓊華》1卷，木公撰，楊慎批點。

明嘉靖25年刻本。黃綿紙印。半葉8行15

字。左右雙邊，白口，無魚尾。楷體字。前

有嘉靖25年楊慎序。雲南省圖書館有藏本。

7. 《雪山詩選》3卷、目錄1卷，木公撰， 

楊慎選訂。

明嘉靖28年刻本。一冊。黃綿紙印。

半葉8行16字。左右雙邊，白口，無魚尾。

楷體字。前有嘉靖28年楊慎序，稱「將鍥

之玉湖精舍以傳」（木公，1549，序，頁

1-3），知刻書地點為麗江之玉湖精舍。雲

南省圖書館有藏本。

又有明崇禎 9年或稍後木增刻本。

未見。據陶珙《重鋟雪山詩選序》， 

《（道光）雲南通志稿》誤作「天啓」，說

見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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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玉水清音》無卷數。

木青撰。明末木增刻本。未見。乾隆

《雲南通志》：「子增刻其詩曰《玉水清

音》。」（鄂爾泰、靖道謨，1736，卷21，

頁46）《千頃堂書目》著錄是書（黃虞稷，

1983，頁684）。

9. 《芝山雲薖集》，木增撰。

明天啓崇禎間刻本（無卷數）。崇禎

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本《芝山雲薖集》前有 

崇禎元年董其昌序、天啓3年周延儒序。周

序稱：「因較付諸梓，遠貽以示余，兼屬余

序其端。」（木增，1643，卷首，頁20）則在

崇禎16年以前，至少有一天啓崇禎間刻本。

又有雲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16年汲古

閣代木增刻本（4卷首1卷、目錄1卷），存

卷1。董其昌改閱批點，周延儒、張邦紀參

訂，傅宗龍校正。半葉8行18字。四周單

邊，白口，單上魚尾。方體字。書口上鐫

「雲薖集」。書眉上刻評。

10. 《芝山雲薖集選》無卷數，附《嘯月函

詩選》無卷數。木增撰，陳繼儒選。

明崇禎9年刻本，未寓目。李一氓舊

藏。據李一氓題跋，此本半葉8行18字。

前有崇禎9年董其昌序、崇禎9年陳繼儒序 

（李一氓，1981，頁155）。

11. 《雲薖淡墨》。木增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間刻 6卷本

（索書號：線普長6 0 6 2 7，刻於崇禎1 2

年之前）。

雲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12年至16年間木

增刻8卷本（索書號：滇甲355/4048），存卷

3至卷6。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

增刻8卷本（索書號：線善827927-34）。 

楊汝成校，閃仲儼閱，梁甲壯對。

12. 《山中逸趣》1卷。木增撰，唐泰訂，

章台鼎評。

明崇禎1 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本，雲

南省博物館藏。一冊。未見。據孫太初所

記，半葉9行20字。書眉上刻評。黃綿紙印 

（孫太初，1992，頁117）。前有章台鼎

序，崇禎10年唐泰序。後有崇禎12年徐弘祖

篆書跋，梁之翰跋。雲南省圖書館藏傳

鈔本。

13. 《嘯月函空翠居錄》無卷數。木增撰。

明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本。未見。

據《雲薖淡墨》前木增刻書告白（木增，

1997，頁267）。 

14. 《竹林野韻》無卷數。木增撰。

明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本。未見。

據《雲薖淡墨》前木增刻書告白（木增，

1997，頁267）。

15. 《光碧樓選草》無卷數。木增撰。

明末刻本。未見。《（道光）雲南通

志稿》著錄：「修撰張懋修序」（阮元等，

1835，卷193，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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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族資料之屬

1. 《明麗江知府木氏雪山端峰文岩玉龍松鶴

生白六公傳》1卷。馮時可撰。

明崇禎9年之前木增刻本。《忠孝紀》

單刻本則由凌氏所刻。說見前。

2. 《皇明恩綸錄》1卷。佚名輯。

白沙木氏舊藏明崇禎間蘇州刻本（刻

於崇禎12年後）。據周汝誠所見，此本每葉

周匝刻龍紋，朱色印，本文大字墨色印。是

書凡收明廷頒賜木氏之聖旨誥命41道，最早

為洪武15年嘉獎土知府木得投誠之聖旨，最

晚為崇禎12年加封木懿妻之誥命（方國瑜，

1984，頁476）。或許是崇禎間木增託汲古

閣代刻。

又有南明隆武2年（1646）冬重刻本。

《皇明恩綸錄》一書，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清代鈔本，雲南省圖書館藏近代鈔本，均

有「隆武二年冬重刻」字樣，當來自鈔寫

所據原刻。據萬斯年所見，「原本木刻朱

印，藏白沙木氏家」（萬斯年，1944，頁

115）。最早為洪武15年給木得之聖旨，最

晚為南明弘光元年（1644）褒獎木懿之誥命 

（林超民，2014，頁242）。時間跨度大於蘇

州本。蓋木氏增加崇禎12年後內容而重刻者。

(三) 宗教書籍之屬

1. 《金光明經》卷4。

明嘉靖31年木高刻，經尾有木高題識。

舊藏麗江城內華藏都（萬斯年，1944，頁

123）。因《金光明經》有數種卷數不同之

文本，無法確定此本卷數。

2. 《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妙經》1卷。

明隆慶5年（1571）木東刻，有木東題

識（萬斯年，1944，頁123）。

3. 《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

尼經》1卷。

明萬曆 2年木東刻，有木東題識。 

周汝誠及真如菴各藏一卷（萬斯年，1944，

頁123）。

4. 《大乘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1卷。

明萬曆27年木增刻，有木增題識。用

瓷青綿紙以銀粉印出（萬斯年，1944，頁

123）。

5. 《華嚴經並隨疏演義鈔》90卷。釋澄觀撰。

明萬曆38年至39年木增大理雞足山刻

本。高奣映《鷄足山志》載木增《華嚴經

並隨疏演義鈔序》，稱木增刻唐釋澄觀撰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謀欲印

施流布。以庚戌（萬曆38年）首夏經始，鳩

工剞劂⋯⋯命僧聚徒為敷演之，俾聯輝接

焰，轉照將來，旋刊旋講，以辛亥（萬曆39

年）季夏之朔告成。」（高奣映，2003，

頁446-447）知此本刻於萬曆38年至39年。

釋德清《麗江木六公奉佛記》：「公刻

《華嚴大疏》於雞足」（釋德清，2002，頁

562），《華嚴大疏》即《華嚴經隨疏演義

鈔》，知此本刻於雞足山。木增既得命僧人

旋刊旋講，則刻書地點當在木氏自家廟宇大

理雞足山悉檀寺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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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方廣佛華嚴經海印道場十重行願常徧

禮懺儀》42卷、《華嚴海印道場九會請佛

儀》1卷。西夏一行沙門慧覺撰。

明崇禎13年至14年汲古閣代木增刻本。

收入《嘉興藏》。序文半葉9行18字，正文

半葉10行20字。白口，無魚尾。四周雙邊。

前有崇禎14年錢謙益序，崇禎14年毛鳳苞

（毛晉）序。卷1末尾有牌記。牌記及卷端

題署以是書為唐之一行和尚所撰，實為西

夏僧人一行（白濱，2006，頁76-80）。卷

1及卷42末尾有木增刻書題記云：「敬奉 

《大方廣佛華嚴經三昧懺儀》一部，共42

卷，61冊。直達南直隸蘇州府甞熟縣隱湖南

村篤素居士毛鳳苞汲古閣中，鳩良工雕造。

起于崇禎庚辰孟夏，終于辛巳 春，凡一

載功成。今寘此版於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藏經

閣。」（一行慧覺，1987，頁13、553）

7. 《依楞嚴究竟事懺》2卷。釋禪撰。

明崇禎間木增刻本。半葉10行20字。

無魚尾，白口。四周雙邊。卷下末尾有釋禪

跋語。卷上末尾題：「創建牟尼菴大檀越大

方伯二品服色麗陽奉佛弟子木增捐資刊。」

（釋禪，1987，頁412）據《木氏宦譜》，

木增於崇禎4年陞廣西布政使司右布政， 

隆武2年卒（作者不詳，2001，頁49-51）。

則崇禎4年後方可稱「大方伯二品」，故是

本當為崇禎刻本。此本收入《嘉興藏》，版

式、字體皆與《華嚴懺儀》同，或許是汲古

閣代木增刻。

二、 藏文類

(一) 麗江版藏文《大藏經》

《甘珠爾》102卷。明萬曆34年至天啓元

年木增麗江刻本。54函。白綿紙印。經摺裝。

藏文朱印。拉薩大昭寺藏（戈阿干，1990，

頁28）。通稱為麗江版藏文《大藏經》，一

名裡塘版。前有藏文索引，萬曆42年六世 

噶瑪活佛曲吉旺秋藏文《大藏經序》。又有

木增漢文《三藏聖教菩提願頌》，天啓3年

4月初八日木增漢文《三藏聖教序》：「繕

錄翻刻，鳩工集材，自萬曆34年佛成道日

經始，天啓元年9月竟工。廣行印刷，流通

遐邇。」（王堯，1986，頁77）述其刊版

時間。這部《甘珠爾》由木增出資，邀請

噶瑪活佛曲吉旺秋主持校審，以蔡巴《甘珠

爾》為底本（王堯，1986，頁73-75）。據 

《歷代噶舉派活佛高僧傳》記載：「六世紅

帽系活佛昂吾卻吉旺秋，應麗江木氏土司邀

請，到中甸指導新刻《甘珠爾》版。」並

且《甘珠爾》版是運至康司寺舉行的開光儀

式（蘇郎甲楚，2007，頁39）。則麗江版 

《甘珠爾》刻於麗江管轄下的中甸，康司寺

在今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鎮康司村。

(二) 藏文佛書

方國瑜云：「聞重慶西南博物院鄧少琴

言，院藏佛書，有藏文喇嘛教經典，為甘孜

大寺經院雕版，有漢文題記，為明季麗江土知

府木增監造，刻字及繪像甚佳。」（方國瑜，

1984，頁1223）蓋木氏施造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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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刻書的時間和地點
通過以上爬梳，可知木氏土司所刻圖書

34種。為便讀者閱覽，現將上述書籍改依時

間順序排列，如表一。

至此，我們可以清晰看到，以上34種

木氏所刻書，包括木公刻7種，木高刻1種，

木東刻2種，木增刻22種，缺名刻2種。刻書

時間在嘉靖2年到南明隆武2年的124年間，

表一　麗江土官木氏刻書34種列表

序號 書　　名
刻書
主人

刻書時間 刻書地點
寓目
與否

1 《雪山始音》

木公

嘉靖2年 未知 是

2 《隱園春興》 嘉靖6年 未知 是

3 《雪山庚子稿》 嘉靖22年 未知 是

4 《萬松吟卷》 同上 未知 是

5 《玉湖游錄》 嘉靖24年 未知 是

6 《仙樓瓊華》 嘉靖25年 未知 是

7 《雪山詩選》 嘉靖28年 玉湖精舍 是

8 《金光明經》 木高 嘉靖31年 未知 否

9 《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妙經》

木東

隆慶5年 未知 否

10 《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
尼經》

萬曆2年 未知 否

11 《大乘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

木增

萬曆27年 未知 否

12 藏文《甘珠爾》 萬曆34年至天啓元年 麗江中甸 是

13 《華嚴經並隨疏演義鈔》 萬曆38年至39年 大理雞足山 否

14 《芝山雲薖集》 天啓崇禎間 未知 否

15 《明麗江知府木氏雪山端峰文岩玉龍松鶴
生白六公傳》

崇禎9年之前 未知 否

16 《芝山雲薖集選》附《嘯月函詩選》 崇禎9年 未知 否

17 《雪山詩選》 崇禎9年或稍後 未知 否

18 《雲薖淡墨》 崇禎12年之前 未知 否

19 《皇明恩綸錄》 缺名 崇禎12年以後 蘇州 否

20 《雲薖淡墨》

木增

崇禎12年至16年間 未知 是

21 《大方廣佛華嚴經海印道場十重行願常徧
禮懺儀》

崇禎13年至14年 汲古閣代刻 是

22 《雲薖淡墨》 崇禎16年 同上 是

23 《雪山始音》 同上 同上 否

24 《萬松吟卷》 同上 同上 是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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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是木氏文教、經濟最為發達的「木氏六

公」時期。其中尤以木增所刻為多，佔比達

65%。由於木氏歷代大量開礦，不斷向外擴

張，至木增時土司府積累的金銀已經十分

富足，如萬曆38年和47年曾先後向明廷捐

軍餉銀二萬兩和一萬兩（木仕華，2008，頁

414）。明代一卷書的繡梓成本平均為6兩銀

（註四），另算上紙張、裝訂、運輸等費用，

木氏的財政亦足夠支撐刻書事業。而木氏連續

多代崇尚文教的家風，也在木增身上得到積

澱。在木氏土司中，木增著述吟詠最富，結交

名流最廣，積極接受並認同內地文化。在明末

興盛的刻書風氣下，具有經濟基礎而又重視文

教的木增刊刻大量書籍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從年度刻書數量來看，則崇禎

1 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書 8種最為突出。 

崇禎13年，木增慕名遣使，請毛晉刻《華嚴

懺儀》。崇禎14年，常熟水災，毛晉刻書

資金困難。木增遣使「致兼金、琥珀、薰

陸諸品」，購買圖書，「捆載越海而去」 

（毛褒，1947，頁38）。至此崇禎16年，

毛晉代木增刻其自著及先人著述多至8種，

證明二人之間的信任日益加深。據鄭偉章

（2009，頁115）引證，當時東南名士陳瑚、

楊補、王登朝等寫詩作文稱頌木增與毛晉的

書籍之交。可見木增請毛晉刻書還在一定程

度上促進了木氏融入內地士人文化圈。

其次需要討論刻書地點問題。如上所

述，可確定刻書地點的木氏刻書有14種（註

五）。木公刻本《雪山詩選》刻於麗江之

玉湖精舍。麗江版《甘珠爾》刻於麗江管轄

下的中甸。《華嚴經並隨疏演義鈔》刻於麗

江附近的大理雞足山。崇禎刻本《皇明恩綸

錄》刊刻於蘇州，藏文佛書則刊刻於甘孜大

寺。蘇州常熟毛晉汲古閣代木增刻書有9種

（見前文）。

序號 書　　名
刻書
主人

刻書時間 刻書地點
寓目
與否

25 《玉湖游錄》

木增

同上 同上 否

26 《芝山雲薖集》 同上 同上 是

27 《山中逸趣》 同上 同上 否

28 《嘯月函空翠居錄》 同上 同上 否

29 《竹林野韻》 同上 同上 否

30 《依楞嚴究竟事懺》 崇禎間 未知 是

31 《玉水清音》 明末 未知 否

32 《光碧樓選草》 同上 未知 否

33 藏文佛書 同上 甘孜大寺 否

34 《皇明恩綸錄》 缺名 南明隆武2年 未知 否

表一　麗江土官木氏刻書34種列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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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看出，木氏刻書地點並不固

定。一是在麗江及附近，二是在麗江以外之

蘇州、甘孜。書籍的雕版印刷存在時間和

地區的分別。蘇州、甘孜所刻正是出自當地

工匠，反應當地刻書風格特色。但在麗江刻

出之刻本，比如木公刻本《雪山詩選》，卻

如黃裳所說，不是典型的滇刻滇印本的風

格，「這是出於最純熟的蘇州地區的寫樣、

雕版工人之手」（黃裳，2018，頁151）。

因此，孫太初推測「刻工則聘之內地」 

（孫太初，1992，頁115）。

由於木氏地處偏遠，而又追求版刻精

良，但非持續性從事產業化的雕版印刷，勢

必產生刻書地點不固定之現象，甚至刻書

的各工序寫樣、校對、雕版、印刷也未必是

在同地進行。《徐霞客遊記》記載，徐霞客

曾校對木氏刻《雲薖淡墨》之寫樣本：「 

（崇禎12年2月）初四日，有雞足僧以省中

錄就《雲薖淡墨》繳納木公。木公即令大把

事傳示，求為較政。其所書洪武體雖甚整，

而訛字極多，既舛落無序，而重叠顛倒者亦

甚。」（徐弘祖，2007，頁875）所謂洪武

體，即方體字之別稱。這說明當時刻《雲薖

淡墨》，麗江並無寫方體字之人才，乃託

省中昆明寫樣工人書寫，復還麗江校對。 

方國瑜聞於故老曰：「木氏自木公至木增所

作詩文集十餘種，及其他撰述，先後寄至常

熟汲古閣毛晉家，精刻板片，運歸藏於萬卷

樓。」（方國瑜，1984，頁477）（註六）則

木增託汲古閣代為雕版，運版片還麗江印刷。

伍、 刻書的版本、內容和文字
特徵

一、 版本特徵

以上所列34種木氏所刻書，原刻或已不

存，或不知藏處，或未便寓目，筆者得以寓

目的有14種。現據所寓目者討論木氏刻書的

版本特徵。

從版心版框行格來看，嘉靖間木公刻

《雪山始音》、《隱園春興》等7種書，版

心皆為白口，無魚尾。行格多為半葉8行15

字。邊欄多為左右雙邊（見圖一）。這種白

口，左右雙邊，正是典型的嘉靖蘇式刻本的

特徵。

圖一　明嘉靖6年刻本《隱園春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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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內文字體上來看，嘉靖間木公刻 

《雪山始音》、《隱園春興》等7種書皆為

楷體字，寫刻精美。萬曆間木增刻的藏文

《甘珠爾》間或有漢文題記，雖古拙，亦寫

刻。至於崇禎間木增所刻漢文書，則改用方

體字，有的近於瘦長方體字，有的為汲古閣

創製的扁方體字。綜觀明代中後期版刻字體

的演變，正德至隆慶間，版刻字體從自然書

寫的軟體字向刀刻的硬體字過渡，故嘉靖時

期的刻本有的仍舊保留傳統的軟體寫刻風

格，有的則在軟體風格中出現方體字的筆

意。到了萬曆年間，稜角分明、筆道生硬的

方體字正式形成並開始成為刻書主流。天啓

崇禎間，方體字得到進一步發展（趙歆璐，

2019，頁72）。我們發現木氏刻書字體明顯

受到明代版刻字體演變風潮的影響，具有很

強的時代性。

從序跋、評選的作者及卷端題署來看，

木氏所刻書籍多延請名人作序、評選以及

在卷端留名。卷端留名以「批點」、「參

訂」、「校正」等題署出現，表示名人參與

過書籍的編輯加工。木氏嘉靖間所刻書籍

卷端題署尚比較簡單，如明嘉靖24年刻本

《玉湖游錄》卷端題「麗江木公恕卿著，

太和李元陽批點」。更早之明嘉靖2年刻本

《雪山始音》，雖經張志淳批點，但卷端只

署「麗陽木公恕卿著」。至崇禎間則出現繁

複的卷端題署，如明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

刻本《芝山雲薖集》卷端題「麗水解脫道人

木增生白父著，華亭董其昌玄宰父改閱批

點，毘陵周延儒挹齋父、燕山張邦紀瑞石父

參訂，昆明傅宗龍括蒼父校正，男懿、參、

喬、宿同刊」（見圖二）。刊刻書籍時請名

人作序、評選以及在卷端留名的風氣，到明

代後期開始盛行。木氏也因之受到影響，借

名人效應對所刻書籍、書籍作者及刊刻人 

木氏起到廣告宣傳作用。另外，這也是木氏

結交當時名人的方式。嘉靖間所邀請的只是 

楊慎、張志淳、李元陽等雲南籍或流寓雲

南的名人，崇禎間邀請的名人則已不限於

雲南，擴展到內地的士人文化圈，出現 

董其昌、陳繼儒、徐霞客、毛晉等名流。說

明木氏在積極融入全國文化圈。

圖二　明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本 

《芝山雲薖集》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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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評點的位置來看，木氏嘉靖間所刻有

名人評點的書籍《雪山始音》、《玉湖游錄》

等書，評語以小字雙行刻出（見圖三）。而到

了崇禎年間所刻書籍，則出現書眉上刻評，

見於明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本《山中逸

趣》、《芝山雲薖集》（見圖四）。書眉上刻

評，是從萬曆年間開始盛行的刻書方式。

從印刷技術上來說，木氏所刻書籍採

用的多是傳統的單色印刷。但也有木氏特殊

的印刷方式銀粉印。還有雙色套印技術，見

於白沙木氏舊藏崇禎間蘇州刻本《皇明恩綸

錄》，每葉周匝刻龍紋，朱色印，本文大字

墨色印。套印在遼代就已發明，但直到明代

後期才得以廣泛應用。而這項明代後期流行

的套印技術在木氏刻書中也有體現。

從紙張上來看，木氏刻書多用一種特

製黃綿紙印刷。唯木增刻書所印黃綿紙較

木公刻書時黃綿紙的纖維雜質減少，可能

是由於造紙工藝的進步。黃裳判定此種黃綿

紙在「蘇州地區的出版物偶有使用」、「與

典型的雲南皮紙則是完全不同的」（黃裳，

2018，頁150）。天啓年間，木氏始將造紙

人員引進麗江。《李氏宗譜》云：「始祖 

李先常⋯⋯寄居鶴慶松桂辛五營村，以

造紙為生，後被土知府木氏聘請為紙

師，移居獅子山下玉水河畔積善村。」 

圖四　明崇禎16年汲古閣代木增刻本 

《芝山雲薖集》評點

圖三　明嘉靖24年刻本《玉湖游錄》評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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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有為，2007，頁35）至乾隆《麗江府

志略》記載麗江造紙「粗厚，包物最堅

固」（管學宣，2011，頁277）。納西語稱

「紙」為「孫素」，意為「官家擦用具」

（李瑞泉、楊傑升，1988，頁89）。可推定

最初引入麗江生產的紙張品質不高。木氏刻

書印刷用紙應該來自外地。

通過上述討論可以看出，木氏刻書的版

本特徵深受明代刻書風尚的影響，而且傾向

於文人喜用的蘇州本風格。所刻書籍版刻精

良，行格舒朗，刀法有力，紙勻墨佳。尤以

嘉靖時期的寫刻本刊刻精美，字體俊秀。雲

南省圖書館藏木氏刻書《雪山庚子稿》（見

圖五）、《雪山始音》、《仙樓瓊華》，入

選《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不過，木氏在受明代刻書風尚影響的同

時，亦少量保留質樸一面。比如黃裳提到，

《芝山雲薖集》卷端題署坦率承認經董其昌

「改閱」（黃裳，2018，頁150）。又如明

嘉靖28年刻《雪山詩選》，此選集是從木公

各詩集中選詩，各詩集先前已經名人批點，

故選詩時連帶移錄各詩原有批點，將圈點加

於文字右側，並在每處圈點之下用雙行小注

嚴謹注明「某某點」（見圖六）。

二、 內容特徵

通過爬梳木氏所刻書，我們可以發現

木氏刻書的內容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木氏著

作，二是家族資料，三是宗教書籍。

刊刻木氏著作和家族資料，是因為 

木氏受傳統儒家教化思想的影響。從《木氏

宦譜》、《六公傳》等記載來看，木公、 

木高、木青、木增等土司都如傳統文人士大

夫一樣，喜吟詠著述，嚮往歸隱。古人常恐

身沒而名不見稱於後世，因此，刊刻自己

或先輩的著作是間接留名後世的方式。而刊

刻家族資料，以保存弘揚一家之史料，則是

直接留名的途徑。在這樣的情況下，刊刻 

木氏著作和家族資料以追求「不朽」，甚至

不惜重複刊刻，成為木氏土司的選擇。所

以，馮時可、董其昌稱木增是「滇雲世臣

有志三不朽者也」（陳繼儒，1615，卷6，

頁22）。

圖五　明嘉靖22年刻本《雪山庚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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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刻宗教書籍，是因為木氏受宗教信

仰的影響。《六公傳》載：「木氏世受浮屠

法」（馮時可，1998，頁559）。《滇南聞

見錄》稱木氏：「富有一方，僭擬王侯， 

崇奉佛教，所在營建寺廟，極其華麗。」

（吳大勳，1998，頁19）木氏在麗江建福國

寺、皈依堂，在雞足山建悉檀寺，又上疏請

《大藏經》。在鶴慶建最勝園。省城昆明附

近亦有木氏所建寺廟。木氏已然成為佛教

的大檀越、大護法。佛教以抄經、刻經傳

布佛教思想為功德。虔誠信奉佛教之木氏

亦必有刻印佛經之願望，以傳布佛教思想，

積累功德。木增《華嚴經並隨疏演義鈔序》

云：「第恨獨得之心不懭，津梁之勢弗普，

而宇宙之大，繕錄之艱，烏得家傳人誦？謀

欲印施流布。」（高奣映，2003，頁446） 

明崇禎間木增刻本《依楞嚴究竟事懺》卷上

末尾題：「用助此功德，所願壽躋籛鏗，

雲仍爪□者。」（釋禪，1987，頁412）汲

古閣代木增刻本《華嚴懺儀》卷1末尾牌記

云：「南中木道人棲志林泉，雅好淨業，每

逢經懺，留意搜尋⋯⋯刊傳于世。敢以仰質

高明，弘慈改正，共成濟世津梁，同證菩薩

覺路。」（一行慧覺，1987，頁13）卷1及

卷42末尾木增刻書題記云：「祈流通諸四

眾，歷劫熏修，見聞此法，永持不捨。所願

一乘頓教，徧布人寰，三有羣生，俱明性海

者耳。」（一行慧覺，1987，頁13、553）

此皆可證木氏因宗教信仰而刻書。

三、 文字特徵

至於木氏刻書的文字特徵，則是不僅用

漢文刻書，同時也使用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刻

書。這是木氏有別於中國傳統私家刻書的一

個主要方面。

一是利用藏文刊刻佛經。最著名的就

是麗江版《甘珠爾》。木氏土司不僅信奉漢

傳佛教，而且信奉藏傳佛教，與噶瑪噶舉

派關係密切。據藏文資料記載，萬曆10年，

時任土司木旺有刻印《甘珠爾》之願望，

不過沒有實現（白羲，2013，頁102）。這

項事業最終由木旺的孫子木增完成。藏文

《大藏經》分作《甘珠爾》和《丹珠爾》兩

部分，《甘珠爾》為佛語部，《丹珠爾》為

圖六　明嘉靖28年刻本《雪山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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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疏部。麗江版《甘珠爾》是藏區刊刻藏文

《大藏經》的最早版本。雕版刻印的藏文

《大藏經》，此前有刻於南京的永樂版《甘

珠爾》，同時期的有刻於北京的萬曆版《甘

珠爾》、《丹珠爾》。經中國藏學研究中心

校勘，從錯字較少，編譯有序角度來看，麗

江版《甘珠爾》品質高於永樂版和萬曆版 

（李德成，2014，頁345）。故木氏麗江版

《甘珠爾》在藏文《大藏經》歷史上具有重

要地位。

二是用漢字記少數民族語言刻書。明 

嘉靖6年刻本《隱園春興》前有張合《隱園

春興班》。《隱園春興班》用漢字寫成，

但難以全部讀懂，一般認為是用漢字記錄的

少數民族語言。黃裳稱「是納西族還是白族

或別的什麼文字，就不知道了」（黃裳，

2018，頁148）。明代類似用漢字記少數民

族語言的，最著名的是景泰年間用漢字記白

語的《山花碑》。但據筆者判斷，《隱園春

興班》並非白族語言，具體是哪種民族語

言，尚需進一步考證。

陸、 刻書的意義
木氏刻書有眾多意義，在出版史和文化

認同上的體現尤其突出。

一、 木氏刻書在中國出版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作為土司刻書的代表，木氏刻書可以

為出版史研究帶來新的素材與思考。通過上

述研究，可以發現木氏刻書集中在「木氏六

公」時期，且刻書地點不固定，在版本、內

容和文字上具有獨特的特徵。其中，空前絕

後之銀粉印，則是木氏刻書給中國出版史帶

來的新印刷形式。

木氏刻書之數量和規模不可小視。

據上述統計，從嘉靖2年到南明隆武2年的

124年間，木氏刻書34種。純從種數上說， 

《明代藩府刻書研究》所統計的33家藩府，

只有5家藩府的刻書種數超過木氏土司。寧

藩刻112種，周藩刻55種，蜀藩刻45種，楚

藩刻38種，趙藩刻36種（陳清慧，2013，頁

112-113）。但木氏所刻《甘珠爾》一藏，有

54函之多，是大型刻書工程，其規模恐怕不

是明代諸藩所能比擬的。

木氏刻書有保存文獻之功。既保存了 

木氏的詩文著作及家傳、誥命等資料，為研

究土司制度提供了材料。又保存了佛教孤

本文獻《華嚴懺儀》。而木氏所刻麗江版 

《甘珠爾》則是藏區刊刻藏文《大藏經》的

最早版本，且品質高於明代御敕刊刻的永樂

版和萬曆版。

二、 木氏刻書在土司地區的文化認同上具有

代表性意義

麗江土司接受內地傳來的儒家教化，

接受傳統士人的生活理念，吟詠著述，纂輯

家族榮耀。因儒家「不朽」思想的影響，有

了出版木氏著作與家族資料的需求。在宗教

功德思想的影響下，也有傳佈宗教典籍的願

望。內地傳來的刻書技術，正好滿足了麗江

土司揚名不朽、弘法傳道的需要，同時還促

進了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出版事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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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上文提到天啓4年麗江府信教民眾集

資刻《慈悲梁皇懺法》一事。明代自主私刻

繁榮，但雲南僻遠，以官刻居多，家刻、坊

刻並不發達（李孝友，1998，頁24、28）。

在土司治下出現信眾集資刻書，離不開木氏

刻書的引導與支持。從這個角度講，木氏刻

書是木氏及其所在的土司地區對內地文化產

生認同的體現。

而當書籍刻成，傳布四方，內地的士

人也會對木氏土司的為人及著述作出回應，

不自覺地將木氏土司納入士人的文化圈。如 

楊慎評價木公：「以文藻自振，聲馳士

林。」（木公，1543，序，頁1）徐霞客 

曾致信陳繼儒：「前從函丈讀《木氏世

傳》，始知其裒然賢者，何第夜郎之翹楚

乎。乃信九夷之思我聖人，固非虛語。」

（徐弘祖，2007，頁1148）說明木氏家傳刊

行後給江南士人帶來賢明印象。而木氏刻書

產生於邊疆地區的特殊性，格外受到士人的

歡迎。《雲薖淡墨》刊行後，「以其出自蠻

陬，故當時頗傳之云」（魏小虎，2012，頁

4152）。後來編修的總集，如錢謙益《列朝

詩集》等，亦將木氏詩作收入其中。這說明

內地士人亦接受木氏的著作與事跡。

因此，土司地區的文化認同方式是中

央王朝和土司地區的雙向選擇，或者說是士

人文化圈與土司文化之間的相互接受，內地

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相互交流。這種雙

向選擇、接受與交流，建立在以儒家教化

為基礎的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下。麗江土官 

木氏刻書，在這種雙向選擇中正好充當了

橋樑作用，作為土司刻書的典型代表，在土司

地區的文化認同上具有劃時代的代表性意義。

註釋

註一： 僅以雲南而論，麗江木氏、姚安 

陶氏、武定鳳氏等土官均有刻書活

動。麗江木氏以銀粉印書，武定鳳氏

刻印彝文，皆為獨特現象。

註二： 妙明居，佛教寺院，位於雲南省鶴慶

縣龍華山。該寺北廂房牆上有〈妙明

居碑記〉，記載明末麗江土知府木增

捐修妙明居之事。

註三： 馮時可後任雲南右參議者為倪壯猷。

《明神宗實錄》卷472萬曆38年6月

乙酉條：「陞南京廣東道御史王霖為

山東僉事，廣東僉事馮時可為雲南右

參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1964-1966，頁8909）《明神宗

實錄》卷503萬曆40年12月丁酉條：

「雲南參議周汝觀、倪壯猷各稱病乞

休，部為覆請，許之。」（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4-1966，頁

9552）則馮時可任雲南右參議在萬曆

38年至約40年間。

註四： 劉衛武、劉亮通過考察明代刻工與寫

工的工食、書版價格及其他工價，

得出明代繡梓成本為平均每百字0.05

兩銀（劉衛武、劉亮，2009，頁68-

70）。我們試以一葉400字，一卷30

葉來進行估算，則一卷書的繡梓成本

平均在6兩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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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五： 嘉靖24年木公刻本《玉湖游錄》，

《雲南書林史話》稱：「卷末右下角

的絲欄內，還鐫有『玉湖精舍』的印

記，標明刻印地點。」（李孝友，

1998，頁251）今檢原書，卷末絲欄

內印記為木公名號「玉湖釣客」，

並非「精舍」。此本刻於何處，暫無

直接證據。又，黃裳通過版本、紙張

等的比對，同時結合木增託汲古閣刻

《華嚴懺儀》一事，認為他在雲南省

圖書館見到的木氏家集11種「是把文

稿寄到蘇州刻印」（黃裳，2018，頁

150）。但據其中的嘉靖28年木公刻

本《雪山詩選》前楊慎序，知此本刻

於麗江之玉湖精舍，故未必所有家集

都是蘇州刻印而來。

註六： 方國瑜述故老之言，又謂：「咸、同

兵燹樓燬，圖籍與板片蕩然無存。」

（方國瑜，1984，頁477）但道光

《雲南通志稿》據《麗江縣採訪》

云：「（萬卷樓）中凡宋明各繕本以

數萬計，羣書鋟板亦能備其大要。

今樓廢，書亦散失。」（阮元等，

1835，卷212，頁19）似雕版毀於 

道光15年（1835）以前。

參考文獻References
一行慧覺（1987）。大方廣佛華嚴經海印道

場十重行願常徧禮懺儀。在明版嘉興

大藏經（卷15）。新文豐。【[Yi Xing 
Hui Jue] (1987). [Da fang guang fo Hua 

Yan Jing Hai Yin Dao Chang shi chong 
xing yuan chang bian li chan yi]. In [Ming 
ban Jia Xing Da Zang Jing] (Vol. 15). 
Shin Wen Fe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Yuan Dynasty; in Chinese)】

王水喬（1992）。明代麗江木氏主要事跡及
其著述考。文獻，1992(2)，100-109。
【[Wang, Shui-Qiao] (1992). [Ming dai 
Li Jiang Mu shi zhu yao shi ji ji qi zhu shu 
kao]. The Documentation, 1992(2), 100-
109. (in Chinese)】

王堯（1 9 8 6）。藏文大藏經麗江－裡塘
版甘珠爾經述略。中央民族學院學

報，1986(3)，71-77。【[Wang, Yao] 
(1986). [Zang wen Da Zang Jing Li Jiang– 
Li Tang ban Gan Zhu Er Jing shu lue]. 
Zhongyang Minzu Xueyuan, 1986(3), 71-
77. (in Chinese)】

木公（1543）。萬松吟卷（明嘉靖22年刻
本）。【[Mu, Gong] (1543). [Wan song 
yin juan] ([Ming Jia Jing 22 nian ke ben]). 
(in Chinese)】

木公（1549）。雪山詩選（明嘉靖28年刻
本）。【[Mu, Gong] (1549). [Xue shan 
shi xuan] ([Ming Jia Jing 28 nian ke ben]). 
(in Chinese)】

木仕華（編）（2008）。麗江木氏土司與
滇川藏交角區域歷史文化研討會論文

集。中國藏學。【[Mu, Shi-Hua] (Ed.). 
(2008). Proceedings of symposium on 
history and culture as well as Lijiang 
chieftain Mu family in the junction area on 
the border of Yunnan, Sichuan and Tibet. 
China Tibetology. (in Chinese)】



176

圖書資訊學刊　　第21卷 第2期　（2023.12）

木增（1643）。芝山雲薖集（明崇禎16年刻
本）。【[Mu, Zeng] (1643). [Zhi shan 
yun ke ji] ([Ming Chong Zhen 16 nian ke 
ben]). (in Chinese)】

木增（199 7）。雲薖淡墨（四庫全書存
目叢書，子部 1 4 5）。齊魯書社。
【[Mu, Zeng] (1997). [Yun ke dan mo]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zi 
bu 145]). Qilu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 i shed in the Ming Dynas ty; in 
Chinese)】

戈阿干（1990）。觀看木土司向大昭寺捐贈
的大藏經。麗江文史資料，9，28-32。
【[Ge A Gan] (1990). [Guan kan Mu Tu 
Si xiang Da Zhao Si juan zeng de Da Zang 
Jing]. [Li Jiang Wen Shi Zi Liao], 9, 28-
32. (in Chinese)】

毛褒（1947）。先府君行實。國立中央圖
書館館刊，1947(4)，38。【[Mao, Bao] 
(1947). [Xian Fu Jun xing shi]. Journal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1947(4), 
38.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in Chinese)】

方國瑜（1984）。雲南史料目錄概說。中
華書局。【[Fang, Guo-Yu] (1984). [Yun 
Nan shi liao mu lu gai shuo]. Zhonghua 
Book. (in Chinese)】

白羲（編）（2013）。西方納西學論集。
民族。【[Bai, Xi] (Ed.). (2013). [Xi fang 
Na Xi Xue lun ji].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白濱（2006）。元代西夏一行慧覺法師輯
漢文《華嚴懺儀》補釋。西夏學，1，
76-80。【[Bai, Bin] (2006). [Yuan dai Xi 
Xia Yi Xing Hui Jue fa shi ji Han wen ‘Hua 

Yan Chan Yi’ bu shi]. Xixia Studies, 1, 76-
80. (in Chinese)】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

（1964-1966）。明神宗實錄。在明實
錄（96-122冊）。【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Ed.). 
(1964-1966). [Ming Shen Zong shi lu]. In 
[Ming shi lu] (Vol. 96-122).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in Chinese)】

阮元、王崧、李誠（1835）。雲南通志稿
（清道光15年刻本）。【[Ruan, Yuan], 
[Wang, Song], & [Li, Cheng] (1835). [Yun 
Nan tong zhi gao] ([Qing Dao Guang 15 
nian ke ben]). (in Chinese)】

李一氓（1981）。一氓題跋。生活．讀書．
新知三聯。【[Li, Yi-Mang] (1981). [Yi 
Mang ti ba]. SDX Joint. (in Chinese)】

李汝明（2001）。麗江納西族自治縣志。
雲南人民。【[Li, Ru-Ming] (2001). [Li 
Jiang Na Xi Zu zi zhi xian zhi].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李孝友（1 9 9 8）。雲南書林史話。雲南
人民。【[Li, Xiao-You] (1998). [Yun 
Nan shu lin shi hua].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李瑞泉、楊傑升（1988）。麗江造紙。麗江
文史資料，6，89-92。【[Li, Rui-Quan], 
& [Yang, J ie-Sheng] (1988). Li j iang 
papermaking. [Li Jiang Wen Shi Zi Liao], 
6, 89-92. (in Chinese)】

李德成（2 0 1 4）。藏傳佛教史研究．當
代卷。中國藏學。【[L i, D e-C h e n g] 
(2014). [Zang chuan fo jiao shi yan jiu: 
Dang dai juan]. China Tibetology. (in 
Chinese)】



177

麗江土官木氏刻書考述

吳大勳（1998）。滇南聞見錄。在方國瑜
（編），雲南史料叢刊（第12卷）。
雲南大學。【[Wu, D a-X u n] (1998). 
[Dian Nan wen jian lu]. In [Fang, Guo-Yu] 
(Ed.), [Yun Nan shi liao cong kan] (Vol. 
12).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in 
Chinese)】

作者不詳（2 0 0 1）。木氏宦譜。雲南美
術。【Anonymous. (2001). [Mu sh i 
huan pu]. [Yun Nan Mei Shu].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in 
Chinese)】

林超民（2014）。薪火相傳，繼長增高：
方國瑜冥誕 110周年紀念文集。雲南
大學。【[Lin, Chao-Min] (2014). [Xin 
huo xiang chuan, ji zhang zeng gao: Fang 
Guo-Yu ming dan 110 zhou nian ji nian 
wen ji].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師範（1887）。滇繫（光緒13年雲南通志局
刻本）。【[Shi, Fan] (1887). [Dian xi] 

([Guang Xu 13 nian Yun Nan Tong Zhi Ju 
ke ben]). (in Chinese)】

徐弘祖（2007）。徐霞客遊記。上海古籍。
【[Xu, Hong-Zu] (2007). [Xu Xia Ke you 
j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in Chinese)】

高奣映（2003）。雞足山志。雲南人民。
【[Gao, Weng-Ying] (2003). [Ji Zu Shan 
zhi].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唐有為（2 0 0 7）。麗江姓氏考。高等教
育。【[Tang, You-Wei] (2007). [Li Jiang 

xing shi kao]. Higher Education Press. (in 
Chinese)】

陳清慧（2013）。明代藩府刻書研究。中國
國家圖書館。【[Chen, Qing-Hui] (2013). 
Research on the royal families and their 
publication activities.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陳繼儒（1 6 1 5）。陳眉公先生全集（明
萬曆43年刻本）。【 [C h e n,  J i -R u] 
(1615). [Chen Mei Gong xian sheng quan 
ji] ([Ming Wan Li 43 nian ke ben]). (in 
Chinese)】

孫太初（1992）。鴨池夢痕。雲南人民。
【[Sun, Tai-Chu] (1992). [Ya chi meng 
hen].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鄂爾泰、靖道謨（1736）。雲南通志（清乾
隆元年刻本）。【E’ertai, & [Jing, Dao-
Mo] (1736). [Yun Nan tong zhi] ([Qing Qian 
Long yuan nian ke ben]). (in Chinese)】

許存仁（2016）。八旬拾花：麗江古寺文
化。雲南民族。【[Xu, Cun-Ren] (2016). 
[Ba xun shi hua: Li Jiang gu si wen hua]. 
Yunnan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梁碧海、劉應祁（1684）。寶慶府志（清康
熙23年刻本）。【[Liang, Bi-Hai], & 
[Liu, Ying-Qi] (1684). [Bao Qing Fu 
zhi] ([Qing Kang Xi 23 nian ke ben]). 
(in Chinese)】

張廷玉等（1974）。明史。中華書局。
【[Zhang, Ting-Yu] et al. (1974). [Ming shi]. 
Zhonghua Book.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in Chinese)】



178

圖書資訊學刊　　第21卷 第2期　（2023.12）

張秀民、韓琦（2006）。中國印刷史。浙江
古籍。【[Zhang, Xiu-Min], & [Han, Qi] 
(2006).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ing.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黃虞稷（1 9 8 3）。千頃堂書目（景印文
淵閣四庫全書，676）。臺灣商務。
【[Huang, Yu-Ji] (1983). [Qian Qing Tang 
shu mu] ([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676]). The Commercial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in Chinese)】

黃裳（2018）。書海滄桑。江蘇鳳凰文藝。
【[Huang, Shang] (2018). [Shu hai cang 
sang].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in Chinese)】

萬斯年（1944）。迤西採訪工作報告。圖
書季刊，1944(2/3)，112-125。【[Wan, 
Si-Nian] (1944). [Yi Xi cai fang gong zuo 
bao gao]. Books Quarterly, 1944(2/3), 
112-125. (in Chinese)】

雲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2000）。
雲南省志‧出版志。雲南人民。【[Yun 
Nan Sheng Di Fang Zhi Bian Zuan Wei 
Yuan Hui]. (Ed.). (2000). [Yun Nan Sheng 
zhi: Chu ban zhi].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馮時可（1998）。明麗江知府木氏雪山端峰
文岩玉龍松鶴生白六公傳。在方國瑜

（編），雲南史料叢刊（第5卷）。雲
南大學。【[Feng, Shi-Ke] (1998). [Ming 
Li Jiang zhi fu Mu shi Xue Shan Duan 
Feng Wen Yan Yu Long Song He Sheng 
Bai liu gong zhuan]. In [Fang, Guo-Yu] 
(Ed.), [Yun Nan shi liao cong kan] (Vol. 

5).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in 
Chinese)】

趙歆璐（2019）。明代版刻宋體字研究——
淺析宋體字成為明中後期書籍字體的

重要價值。收藏與投資，2019(10)，72-
75。【[Zhao, Xin-Lu] (2019). [Ming dai 
ban ke Song ti zi yan jiu –– Qian xi Song 
ti zi cheng wei Ming zhong hou qi shu 
ji zi ti de zhong yao jia zhi]. Collection 
& Inves tmen t , 2019(10), 72-75. (i n 
Chinese)】

蔡毅中（1998）。雲南木大夫生白先生忠
孝紀。在方國瑜（編），雲南史料叢

刊（第5卷）。雲南大學。【[Cai, Yi-
Zhong] (1998). [Yun Nan Mu da fu Sheng 
Bai xian sheng zhong xiao ji]. In [Fang, 
Guo-Yu] (Ed.), [Yun Nan shi liao cong 
kan] (Vol. 5).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in Chinese)】

管學宣（2011）。麗江府志略。在上海圖
書館（編），上海圖書館藏稀見方志

叢刊（卷228）。中國國家圖書館。
【[Guan, Xue-Xuan] (2011). [Li Jiang Fu 
zhi lue]. In Shanhai Library (Ed.), [Shang 
Hai Tu Shu Guan cang xi jian fang zhi 
cong kan] (Vol. 228).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in 
Chinese)】

鄭偉章（2 0 0 9）。毛晉代麗江木增刻書
略述。文獻， 2 0 0 9 ( 4 )，11 5 - 11 9。
【[Zheng, Wei-Zhang] (2009). [Mao Jin 
dai Li Jiang Mu Zeng ke shu lue shu]. The 



179

麗江土官木氏刻書考述

（投稿日期Received: 2023/4/27　接受日期Accepted: 2023/6/27）

Documentation, 2009(4), 115-119. (in 
Chinese)】

鄭衛東（2011）。文明交往視角下納西族文
化的發展。雲南民族。【[Zheng, Wei-
Dong] (2011). [Wen ming jiao wang shi 
jiao xia Na Xi zu wen hua de fa zhan]. 

Yunnan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樊嘉祿、張秉倫、方曉陽、劉靖（2002）。
造金銀印花箋法實驗研究。中國印

刷，2002(7)，55-57。【[Fan, Jia-Lu], 
[Zhang, Bing-Lun], [Fang, Xiao-Yang], 
& [Liu, Jing] (2002). [ Zao jin yin yin 
hua jian fa shi yan yan jiu]. China Print, 
2002(7), 55-57. (in Chinese)】

劉衛武、劉亮（2009）。明代繡梓成本考。
圖書館雜誌， 2009(9)，68-70, 47。
【[Liu, Wei-Wu], & [Liu, Liang] (2009). 
On the engraved woodblock cost in Ming 
Dynasty. Library Journal, 2009(9), 68-70, 
47. (in Chinese)】

龍雲、周鍾嶽（1949）。新纂雲南通志（民
國38年鉛印本）。【[L o n g, Yu n], & 
[Zhou, Zhong-Yue] (1949). [Xin zuan Yun 
Nan tong zhi] ([Min Guo 38 nian qian yin 
ben]). (in Chinese)】

魏小虎（2012）。四庫全書總目彙訂。上
海古籍。【[Wei, Xiao-Hu] (2012). [Si 
Ku Quan Shu Zong Mu hui ding].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in Chinese)】

蘇郎甲楚（2007）。蘇郎甲楚藏學文集。
雲南民族。【[Su Lang Jia Chu] (2007). 
[Su Lang Jia Chu Zang Xue wen ji]. 
Yunnan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麗 江 地 區 地 方 志 編 纂 委 員 會 （ 編 ）

（2000）。麗江地區志（中冊）。雲
南民族。【[Li Jiang Di Qu Di Fang Zhi 
Bian Zuan Wei Yuan Hui]. (Ed.). (2000). 
[Li Jiang di qu zhi] (Vol. 2). Yunnan 
Nationali t i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釋周理（1987）。曹溪一滴。在明版嘉興大
藏經（卷25）。新文豐。【[Shi, Zhou-
Li] (1987). [Cao Xi yi di]. In [Ming ban 
Jia Xing Da Zang Jing] (Vol. 25). Shin 
Wen Fe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in Chinese)】

釋德清（2 0 0 2）。憨山老人夢遊集（續
修四庫全書，1 3 7 7）。上海古籍。
【[Shi, De-Qing] (2002). [Han Shan Lao 
Ren meng you ji] ([Xu xiu Si Ku Quan 
Shu], 1377).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in Chinese)】

釋禪（1987）。依楞嚴究竟事懺。在明版
嘉興大藏經（卷19）。新文豐。【[Shi, 
Chan] (1987). [Yi Leng Yan jiu jing shi chan]. 
In [Ming ban Jia Xing Da Zang Jing] (Vol. 
19). Shin Wen Fe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in 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