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四史文獻資料
數據庫 

資源建設項目 



項目申請單位基本情況 ： 
（包括項目合作單位情況）  

 澳門圖協現有540位澳門本地會員，成員單位12個，並與兩岸四地及海外
圖書館單位有密切聯系。 

 

 

項目負責人及小組成員基本情況 ：  
• 王國強: 澳門圖協理事長，澳門大學圖書館副館長 

• 李憑：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客座教授、廣東省圖書文化信息協會名譽會
長、廣府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終身榮譽會長、華南師範大
學二十四史研究中心主任 

• 姜霄：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在讀博士生 

• 朱曉玲：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在讀研究生 

• 馮煒垚：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在讀研究生 

• 潘雅茵: 澳門圖協監事長 

• 梁德海: 澳門圖協副理事長 



項目內容： 
 有鑑於二十四史為中國歷史入門的基礎參考書，自成書至

今世人有不少版本刊行，亦有不少名家批校，為更有系統
地展現二十四史對中國文化的重要性，推動二十四史研究
的風氣，本項目主要目的是構建一個專門與二十四史相關
的文獻資料數據庫，搜集并整理世界各地圖書館現有館藏
中有關二十四史的各古今版本和相關研究書目，並選擇較
為重要版本進行源流考據，預計約有三百多種，並以此基
礎上展開有關二十四史的書目出版、文獻資料及版本流傳
等相關研究。如經費及人力資源許可之下，項目如得到館
藏單位同意，將進行數位化工作，通過軟件功能，對比不
同版本的異同，同時亦可以查找批校者的注釋，以便研究
者窺管二十四史發展的脈絡。 



 

 

項目計畫 ：  

包含策略、實施步驟、時程 

  2016-2017年：開展并完成世界各地圖書館館藏二十四史及其相關書目的搜
集和整理工作。 

 2017-2018年：開展并完成在中國內地圖書館所藏相關版本的著錄工作 

 2019年：完成檢索平台 

 



項目目標及預期成果： 

 

• 搜集和整理世界各地圖書館館藏二十四史的各古今版本和
相關研究書目，并加以數字化，形成一個綜合、系統和全
面的文獻資料數據庫，為廣大對二十四史有興趣的學者及
愛好者提供一個集檢索、參考和研究的線上平台。 

 

• 該數據庫可供使用者查閱二十四史各版本的統計數據、閱
讀文本、批註比對；檢索目前已發表或出版的二十四史相
關著作；了解世界各地二十四史及其珍貴版本的館藏和分
佈情況。 



合作成員單位： 

 澳門大學伍宜孫圖書館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 

 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中國國家圖書館 

 廣東省省立中山圖書館 

 華南師範大學圖書館 

 華南師範大學二十四研究中心 



研究狀況： 

 在相關的研究方面，已經有不少研究部門做了大量的基礎

性工作。 

 1、教育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安平秋

等主持的調研工作，重點項目有《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

元版漢籍影印叢書》（線裝書局，2001-2003）和《中國

典籍與文化研究叢書》（齊魯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已出版3輯

24種）。 

 2、北京外國語大學張西平主持的項目“中國文化海外傳

播動態資料庫”和“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海外的傳

播與影響”。 



 3、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主編的《域外漢籍珍本

文庫》（人民出版社，2009-2011）。 

 另外，還有國家圖書館開展的“海外中華古籍調查暨數字化合作專案”，包

括“海外中華古籍書志書目叢刊”、“海外中華古籍珍本叢刊”兩大海外中

華古籍回歸項目，前者編纂出版海外所藏中華古籍目錄，後者對珍稀古籍採

用模擬影印的形式出版。 



  中華古籍汗牛充棟，但以中華二十四史最具有代表性，因此選擇這套書作為

重點考察的對象，因為： 

 1、它反映的時代最長，上起黃帝，下至明朝崇禎帝。 

 2、參與二十四史寫作的作者隊伍龐大，上起西漢，下至清朝，這些作者都是

各個朝代的精英人物，代表每個時代的文化方向。 

 3、更重要的是，它的內容毫不間斷地反映了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充分地表

明了中華古代文明的不間斷性。 



 4、在二十四史形成的過程中，印製了數量繁多的版本，這些版本反映了不同

階段文化發展的水準，尤其是印刷事業的發展狀況。 

 

 5、在二十四史形成的過程中，伴隨而形成了數量庞大的研究和整理隊伍，他

們對二十四史展開了工程浩大的校勘事業，深刻地反映了不同時期的學術水

準。 



 基礎工作雖然已經作得比較寬泛，但是有待于具體深入地考察與研究，這也

是前人做大量基礎工作的未來目的。而具體的考察與研究則是更加細緻和費

時的工程，因此，只能擇其最有意義者著手。 

 

         本項目擬集中精力將二十四史的海內外典藏情況重點地提取出來，建立

資料庫；在建立資料庫的基礎上，挖掘出其中若干珍貴版本，發現這些版本

在學術上和文物上的重要價值；以及，對這些版本的產生和流傳情況進行重

點的考察與研究，從而形成本資料庫的亮點。相信本資料庫的建立必能嘉惠

學術界。 

 



已完成的相關數據庫： 

 1、涵蓋美洲、亞洲、歐洲、大洋洲的超過50所主要圖書

館的各版本二十四史的收藏情況。 

       2、利用OCLC搜集的《史記》、《魏書》、《宋書》、

《南齊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

及其相關研究書目在世界範圍內的收藏情況。 

 合計超過8000条。 

 以下列举国内和海外各一例，對本項目的意義加以具體说

明。 



 1、中山大學圖書館典藏之明朝南監本 

《北史》，由鈐印表明是日本德川幕府時代漢學家源伊信校勘。其校文4000餘條，
其中不少處為中華書局本未校者。 

（詳李憑《源伊信校勘南監本<北史>考》，《歷史研究》2014-3） 



跋及三枚鈐印 



卷一第一頁及鈐印 



卷一末頁及源氏校記匯總 



源氏手校舉例1-他校及正譌 



源氏手校舉例2-他校及正譌 



源氏手校舉例3-徵引他書 



源氏手校舉例4-補寫 



 2、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典藏明抄本 

《史記》，由序言和鈐印表明收藏者是明朝宰相顧鼎臣，抄寫者是明朝館閣體書
法泰斗姜立綱，後經嶺南書賈何秀峰之手流傳獅城。（詳李憑《新加坡訪史
籍》，《史學集刊》20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