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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報告： 
歷代目錄對版畫文獻部次分類之研究 
    在中國學術史上圖像文獻一向不是文、史哲必備的典籍，加以傳統觀念對所

謂技藝的不夠重視，因此需要大量圖版說明註解的雜技，難以得到研究者的正

視，依附在文字典籍之後的版畫文獻，更沒有成為有系統的研究命題。事實上，

中國版畫圖像的性質跨越了藝術審美、百工雜技、古物鑑定、文獻出版、區域文

化等不同的學術範疇。只是傳統學術分類是依文字閱讀所延伸而來的學術思維，

將版畫文獻散附於不同的門類範疇中，做為輔助、解說文字的參考圖說，並未有

效的整理成為獨立學門。所以研究版畫文獻勢必要突破現有目錄分類的思維模

式，對現有的版畫文獻重新扒疏整理，才有辦法進一步展開有系統而深入的研究。 
    在雕版印刷術未發明以前，由於圖像傳抄不易，圖像文獻並不如文字一樣易

於保存，再加上以文字為主要表現方式的學術傳統，所以漢代上並未將此表現在

文獻分類上，劉歆《七略》中的數術類雖然有「歷譜」一類的存在，但內容是以

表格方式呈現，並非圖像的思維模式；荀勗因鄭默《中經》更著《中經新簿》，

變《七略》之體而為甲乙丙丁四部時，始在丁部列有「圖贊」一類。危其目至宋

代而亡佚，據現有資料觀察：其重點應該也是以「贊」的文字為主。到南朝‧宋

的王儉撰《七志》時才正式以圖譜為分類標題，據〈隋志〉所載該目分為：經典

治、諸子志、文翰志、軍書志、陰陽志、術藝志、圖譜志。宋‧鄭樵在其著《通

志‧圖譜略‧索象篇》裡說：「漢初典籍無紀，劉氏創意總括群書，分為七略，

只收書不收圖，藝文之目遞相因襲，故天祿、蘭臺、三館、四庫內外之藏，但聞

有書而已，後人之慕劉、班之不暇，故圖消而書日盛。」又說：「劉氏七略，收

書不收圖，唯任宏校兵書一類，有書有圖。宋齊之間，王儉作七志，六志收書，

一志專收圖譜，不意末學而有此作也。」所以鄭橋作《通志》時將圖譜獨立出來

另立「圖譜略」，也正式成為目錄學上將圖譜單一分類理論的開始。其認為「古

之學者為學有要，置圖於左，置書於右，索像於圖，索理於書。」然而，印刷術

未普遍運用以前，書籍的流傳大多靠傳抄的方式，抄寫文字的人未必懂得圖像繪

畫，對圖的重視也未若文字一般，版畫圖像留傳的目的仍是依文字解理為主，難

以依圖像為主要思考原則。鄭樵的另立「圖譜略」重視的還是圖的應用原則，其

依「古今之學術」而將圖譜分為十六類，分別為：「天文、地理、宮室、日器用、

車旂、衣裳、壇兆、都邑、城築、田里、會記、法制、班爵、古今、名物、書」。

其謂：「凡此十六類有書無圖不可用。」這十六類大概不外乎《隋書‧經籍志》

中所收的圖譜種類，而《隋書‧經籍志》中的圖譜若依功能來說，據張舜徽《中

國文獻學》所說約可以分成八大類，分別是「禮制方面、名物方面、文字方面、

儀注方面、人文方面、地理方面、天文方面、醫藥方面」。 
    自雕版印刷術發明並普遍應用在文化出版事業之後，圖像才開始有大量流傳

下來的可能性，像鄭樵般為了保存圖像而將圖譜獨立為一類的主要目的逐漸喪

失，一圖一書的閱讀便利性就成為主要的目的。但隨文附圖和圖像獨立一類，何

者方便閱讀各有不同的論斷基礎，一時難有絕對的說法，所以鄭樵的作法並沒有



形成後世目錄分類的依循準則，版畫圖像仍依文字的學術性質和應用價值，分別

散附於各類之中，隨各類書目所需要圖像的多寡來決定圖像所佔份量的多少。

宋、元、明、清四代不管官修或私藏書目，全部都依「辨章學術，考鏡源流」的

原則所藏書目進行編目部次，並沒有將版畫圖像獨立編成一類，也就是說中國傳

統目錄學裡，並沒有因版畫圖像而產生重大的學術命題。這些版畫文獻得到保存

之後，仍是以參考附圖為主要功能。 
若從現存書目及其藏書狀況而言：由於版畫一直未能成為重要的學術命題，

所以研究者也並不多，民國以來都還處於資料蒐集與考定的階段，例如：魯迅、

鄭振鐸、昌彼得、吳哲夫、周蕪、周心慧等人都在版畫整理考訂上貢獻卓著。但

是在分類部次上面，卻沒有進一步的突破。像鄭振鐸所編的《中國古代木刻畫選

集》是依其收藏版畫考訂之後，再按照版畫產生年代的先後排列；周蕪所編《中

國版畫史圖錄》則是綜合版畫製作年代，和版畫實用功能分類。在說明處提到為

了查閱方便起見，按內容分為「宗教、經籍、傳記、啟蒙故事、日用書類、地理、

園林、科技、歷史外記、譜錄、畫譜、詩文集、小說、戲曲、詞曲」。從這些以

取閱方便而編次的目錄並無法呈現出太重要的學術意義。但也可藉此觀察得到目

前版畫文獻的學術價值仍是以實用，圖像解說為主。除了屬於外圍研究的資料選

錄、考訂之外，對於版畫文獻的研究極少有針對圖像內涵為對像的成果，尤其從

目錄分類上也僅能見其輔助解釋之功能。 
綜合上述：版畫文獻在歷代類目中並未表現出以圖像為主的學術性質，絕大

部份都是依著文字所產生的學術意義，以插圖的方式表現在文獻資料上。若以現

在所能掌握的《四庫全書》底本，版畫文獻比較豐富之處可分為以下幾類： 
一、以文字為主，圖像為附的插圖： 
  1 .百工雜技類：這類版畫包括日用百科、農政、醫藥、科技及雜技藝等。例如：

《群書類要事林廣記》、《天工開物》、《授衣廣訓》、《農書》、《農政全書》、《救

荒本草》、《銅人腧穴針灸圖經》、《耕織圖》等，都是圖文相互補充說明，以

輔助技藝傳授的相關事務。 
  2. 考古名物類：這類版畫在傳統目錄上以金石類居多，如：《考古圖》、《宣和

博古圖》、《諸器圖說》、《西清古鑑》等。書中所佔圖像的比例頗高，可是都

是為了名物鑑定而存，所以所繪刻版畫都以忠於原作為主，並沒有太多藝術

上的自由發揮，更不以圖像為主要審美探討，一切圖像的存錄都是以紀實為

目的。 
  3. 文學插畫類：這類版畫可分兩部份，一是在通俗文學興起之後，隨著通俗

視覺審美特性而產生的小說、戲曲版畫為主。如：《全相武王伐紂平話》、《全

像忠義水滸志傳評林》、《全像武穆經忠傳》、《繡像評點今瓶梅》、《剪燈餘

話》、《三遂平妖傳》等。由於歷代帝王大多以教化為因不喜小說的發展，所

以通俗文學的插畫都流通在民間通俗讀物。至於另一部份依傳統詩、詞而產

生的圖像審美版畫，是以詩、詞的境界為思考的版畫類目，例如：《唐詩畫

譜》、《詩餘畫譜》等。因詩而畫，在詩與畫相通的本質上著力，以求相通的



意境。都是文學與圖像相互發明的具體文本。 
  4. 宗教文宣類：這類版畫在一定程度上仍有插圖的性質，如《陀羅尼經咒圖》、

《三教源流搜神大全》、《佛說阿彌陀經》等，或是在經卷的扉頁，或是宗教

宣傳傳單。事實上，宗教版畫本來就是版畫產生的重要源頭，延伸而來的宗

教版畫隱然是版畫文獻的大宗，在版畫文獻的分類上，則全然依其宗教性質

而分。 
  5.經典圖像類：這類版畫是以傳統經典典籍為主，所繪刻的內容多以人物繡

像、禮制器物。如《孔子家語圖》、《纂圖互注禮記》、《聖跡圖》、《歷代古人

像贊》等。 
二、以圖像為主，文字為附的版畫 

1. 為保存古代畫跡：雕版印刷術的發明使得文獻可以有效而迅速的流傳，特

別是融合繪、刻、印而成的的版畫，讓古代繪畫名跡得以適當的傳模下來，

如明代顧炳的《歷代名公畫譜》，描摹自晉顧愷之以來，到明王廷策為止共

一百零六家，作品一百零六件。除了審美之外也加強了繪畫教育的臨摩範

本。 
2. 對自然生態的描摹 ：如宋伯仁《梅花喜神譜》、李衎《竹譜》、高松《竹譜》、

汪孝懋《梅史》等。這類畫譜是介於對自然景物的紀實，和繪畫教學二者

之間，跟隨著文化史中對自然景物的投射，產生對梅、蘭、菊、竹等植物

不同生長狀態的描摹紀錄，也讓學畫者有可資學習臨摹自然花草的範本。 
3. 以教人習畫為主的範本：這類版畫結合傳統畫論將中國繪畫推向另一高

峰。如胡正言的《十竹齋書畫譜》、周履靖的《畫藪》、王概的《芥子園畫

傳》等。內容除了山水、人物、屋宇、蟲魚鳥獸等畫科外，也加入繪畫基

本技法，讓繪畫教育有更完備的學習過程。 
4. 歷史圖記：這類版畫以地圖為主，比較多是地方志裡所附的地圖，雖然仍

是在文字紀錄之後，但也大多有獨立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如《吳江志》、《武

夷志略》、《九華山志》、《赤壁圖志》、《徽州府志》等。 
5. 箋譜、酒牌：這類版畫以民間娛樂為主，或是文人書信工具，或是紙排娛

樂。如《蘿軒變古箋譜》、《水滸頁子》、《戲曲酒牌》等 
6. 帝王歌功頌德所用：最具有代表性的版畫作品莫過於清乾隆為了表彰自己

的武略成就，送到法國以銅版鐫刻印製的《十全武功圖》。 
總合而言：版畫是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後所產生，對文獻傳播具有絕對推展功能議

題，然而，以文字為思考脈絡的學術史及因之而生的目錄部次，並未能適時反應

出版畫文獻的特性，大多以插圖形式附於其間，或有以圖像為閱讀對像的版畫創

作，在傳統文獻類目中仍散附於各部類。是以重新扒疏版畫圖像的文獻價值，將

可為學術研究另一種新的思維和命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