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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一辑：从1－12，1987年第一版，1991年2印，印数1－100；
第二辑13－23，1991年1版1印，印数1－100 。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大量明清时代名家稿本。
这些稿本，都是海内孤本，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本丛书汇集了数十家清人手稿，装订为23册。
定价：2800元
第一册:《汪荣宝日记》 正文1157页 定价：140元。
 汪荣宝（1878－1933）曾任京师大学堂教习、清廷民警部参事、民政部右参议。
宣统时为资政院议员、宪法协理大臣，起草宪法，为清末立宪派的核心人物。
该本日记起于宣统元年正月初一，终于民国元年十二月三十日，比较全面反映了立宪派的活动。

第二册：《药炉集旧六卷.弟鲭小纪.查悔余文集》 正文790页 定价：115元
《药炉集旧六卷》 郭杰撰 郭杰，字人杰，自号注韩居士，福建侯官人。
此书原为嘉业堂旧藏，卷一、二为杂考，卷三为碑石、墓志，卷四为书目提要，卷五、六为杂录。
                  《弟鲭小纪》 薛传均撰。
薛传均（1788－1829）清嘉庆时诸生，精研经学、小学。
此书系汇集方言俗语之作，取材以读经所说为主，参以”耳目所及”、“故老所讨论”。

《查悔余文集》 查慎行撰 。
这部文集为未刊稿本收文约120篇。

第三册：《孙文靖公奏牍稿本》 正文938页 定价：125元
孙尔准（1770－1832）叔平，又字莱甫，号戒庵。
江苏无锡人。
尔准予乾隆六十年(1795)秋乡试中举；嘉庆十年(1805)，登进士榜，初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编修。
十四年(1809)奉命协助编纂《全唐文》，后又编纂《永定县志》。
十九年(1814)出为福建汀州知府。
后又历任江西按察使、福建布政使、广东布政使、安徽巡抚等职。
道光三年(1823)，调任福建巡抚。
道光五年(1825)九月，孙尔准擢任闽浙总督。
道光七年(1827)，孙尔准回京述职。
宣宗嘉其“治台湾匪乱，悉合机宜” 自京返闽途中，道经莆田。
他亲自勘察和主持重修了那里的防海水利工程木兰陂。
因其阅历丰富，又为封疆大吏，《奏牍稿本》涉及到当时的各个领域：造船、练兵等，尤其是对台湾
的记录更为珍贵。

第四册：《从戎偶笔》 正文1281页 定价：145元 。
《从戎偶笔》巩生文撰。
巩生文，清代乾嘉时人，原为陕西大荔县属吏，后奉调经略大臣额勒登堡军营办理文墨事宜。
《从戎偶笔》系撰者随军日记手稿。
记事始于嘉庆五年（1800）至七年（1802），其时清军正镇压川楚数省的白莲教起义。

第五册：《戊辰奏牍三卷.盛伯羲杂记》 正文：409+176 定价：115元。

《戊辰奏牍三卷》 陈希曾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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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希曾，乾隆进士，官内阁学士、工部右侍郎、兵部右侍郎、文颖馆副总裁，此稿为按目排比奏稿，
记载了京师修建工程、漕运、造船、赋税、征收等情况，是研究清代中期经济的宝贵资料。

《盛伯羲杂记》盛昱撰。
盛昱，字伯熙，隶满洲镶白旗。
光绪二年进士，既，授编修，益厉学，讨测经史、舆地及本朝掌故，皆能详其沿革。
累迁右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
                   有著作《椼华阁遗集》、《访碑录》等，《盛伯羲杂记》是其未刊遗稿。

第六册：《郭则云遗稿三种》 正文419＋706＋97 定价：135元
郭则云（1981－1947）清光绪进士，历任浙江温处道、政事堂参议、铨叙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等，
著述很多，小说著有《红楼真梦》。
这里收入三种：《家乘述闻》、《竹轩零拾》、《杂稿》，其中《杂稿》为论诗之作，《零拾》为杂
记，所记多礼俗考据等。

第七、八册 ：《鄂庚垣手书日记》 两册正文1584页 定价：210元。

鄂多台（1863—？
）历任民初参议院议员、军部咨议员、蒙藏院委员等，爵号镇国公。
这本日记系鄂多台手写，记事起民国元年迄民国十年四月，所记内容多涉政局变动等。

第九册《劳乃宣公牍手稿.崇雅楼自传稿本.伍尚书条呈手稿.兰墅制艺.钝夫年谱四卷》 正
文203+114+30+127+260页。
定价：100元
《劳乃宣公牍手稿》。
乃宣（1843—1921）撰。
1871年中进士，1879年至1900年先后在河北临榆、南皮、完县、吴桥等地任知县。
1901年10月至1902年任浙江求是大学堂总理，1902年至1903年6月任浙江大学堂总理。
1908年任宪政编查馆参议。
1911年11月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后又兼任学部副大臣。
本书多记光、宣间事，涉及中外交涉、工程、赋税等诸多方面。

《崇雅楼自传稿本》。
李烈钧（1882──1946），1905年留学日本学陆军，不久加入同盟会。
1910年回国，先后任讲武堂教官和陆军小学总办。
武昌起义后，被推为安徽都督。
次年改任江西都督。
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主张武力讨袁，掀起“二次革命”。
失败后逃亡日本。
1915年到云南参加护国运动，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进军两广。
1917年护军政府成立，任参谋长。
后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1946年病逝。
本书记事起辛亥革命，迄西安事变。

《伍尚书条呈手稿》。
伍廷芳（1842—1922），1874年留学英国，获得大律师资格。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

，1880年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
1882年正式进入李鸿章幕府，1896年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任公使。
1902年应召回国，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
与沈家本共同主持修订法律。
1907年再次出任驻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公使，两年后回国。
辛亥革命爆发后，伍廷芳在上海宣布赞成共和。
旋任南方民军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派出的北方代表唐绍仪举行南北议和谈判。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司法总长。
临时政府北迁，退居上海。
1916年出任段祺瑞内阁外交总长，次年代总理，旋因拒绝副署解散国会令解职出京。
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
1921年任广州军政府外长兼财政总长。
北伐战争时，曾代行总统职权。
1922年孙中山兼任广东省长。
同年6月23日，逝。
这个条呈系甲午之战时所上，凡十一条五千言。

《兰墅制艺》 高鹗撰 此高鹗即修改《红楼梦》之高鹗，此书为他所作的八股文集。

《钝夫年谱四卷》 胡传撰。
提起胡传，声名不著，但他的儿子胡适却大大的有名。
在年谱后有胡适所题长跋。

第十、十一、十二册 《吕海寰杂抄奏稿》 正文3052页 定价：115＋145＋105元。

《吕海寰杂抄奏稿》。
吕海寰（1843—1927），清同治六年（1867）中举，后任兵部员外郎十余年，光绪二十年（1894）任江
苏常镇通海道。
以善办外交闻名。
光绪二十三年，李鸿章专荐吕海寰为驻德国、荷兰大臣。
回国后任工部尚书。
光绪三十年（1905）创办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直接目的在于救护日俄交战双方伤兵及东北战地难民出境医治。
光绪三十三年，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吕海寰任会长。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批准中国红十字会立案，2月正式获得承认。
10月，政府以袁世凯总统令形式任命吕海寰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此后，吕海寰领导红十字会在国内主要进行救灾事宜，如1912年浙江水灾，1917年皖北大水，1919年
苏、浙、皖、鄂水灾的救、医、赈，均成绩斐然。
1920年9月，年事已高的吕海寰辞去了会长职务，仍被公推为名誉会长。
此后定居天津，1927年1月病逝，享年85岁。

该书共三册，分别为《奏稿》、《来往函电》、《往来信稿.译文》，对近代史上的义和团运动、变法
利弊、路矿权利等均有记载。

第十三册《庚子辛丑海军纪闻.夷艘人寇记.浙江英法战事纪略.林之望庚申日记》正文：549页定价：82
元。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

《庚子辛丑海军纪闻》佚名撰共分四册：庚海备记、海军记要、倭患直记、庚子海军记闻，是1840年
、1841年鸦片战争史料汇编。

《夷艘人寇记》魏源撰是《道光洋舰征抚记》的祖本。

《浙江英法战事纪略》李应珏撰分为两卷：上卷《英事记略》重点记载鸦片战争中的浙江沿海战争；
下卷《浙中英法战事纪略》记述中法战争期间浙江战事。

《林之望庚申日记》林之翼撰作者于庚申（1860年）任内城团防之职，其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
，英法联军进攻和侵占北京，本日记对当时北京的形势和签约经过均有生动记载。

第十四册《津案纪略.常胜军案略.咸丰要录》正文：782页定价：115元。

《津案纪略》佚名。
(曾国藩幕僚)撰该书记载了曾国藩自1870年5月25日奉上谕到天津处理教案至是年9月23日处理完教案离
开天津时止。
《常胜军案略》谢光寿撰主要记载谢端、谢敬组织和雇佣常胜军与太平天国作战事。
《咸丰要录》吴廷燮撰是书为编年体的咸丰朝大事记。
吴廷燮，光绪二十一年(1895)科举人，辛丑(1901)署太原府同知。
次年，署太原府知府。
民国成立后，为袁世凯大总统府秘书。
清史馆开，赵尔巽聘为总纂。
在馆日，撰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5朝本纪，大学士、军机大臣、疆臣、藩部、部院大臣5年
表。

第十五册《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筹夷丛牍.成山堂公牍》正文：700页定价：125元。

《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翁同和撰是翁同和在光绪九至十年担任军机大臣期间的值班日记，为四十册
本的《翁文恭公日记》以外的亲笔手稿。

《筹夷丛牍》佚名撰辑录洋务运动和中法战争的史料。

《成山堂公牍》唐炯撰唐炯（1829年一1909年）1862年，唐炯募集两千新兵，在四川南部与太平军将
领石达开多次接仗。
1862年末，因病被迫回到成都。
1866年，赴陕西，协助其友陕西巡抚刘蓉抗击捻军。
1868年，唐炯及其率领的川军六千人，被派往贵州北部，镇压苗民起义但是，由于贵州军队妒忌其功
，1870年，唐被迫让出指挥权。
1877年，在四川改革盐政。
唐炯主持建立的一个新机构直接售盐给消费者。
废除少数盐商专卖传统方法，政府税收由此大为增长。
1882年，唐炯擢云南布政使。
是时法国正侵入安南北部，唐炯受命协助总督岑毓英加强云南南部边界防务。
秘密地支持在安南北部的黑旗军将领刘永福抗击法国侵略者。
1883年，清政府，任命唐为云南巡抚，兼领云南军队，防卫边界，奉令在必要时增援刘永福。
但是唐炯于9月1日命守边部队从边界后撤一小段距离，从而铸成大错。
1883年下半年，刘永福战败，唐炯因影响土气受责，翌年初被逮，囚于北京，1885年初，被判"斩监侯"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

。
但是，1886年末，唐炯被赦，受命戍云南，交岑毓英差遣。
1887年初，赏巡抚衔，督办云南铜矿、铅矿。
1894年，唐炯因十六年前在四川督理盐务有贪污行为而受劾，降三级。
但唐炯在此后九年中为铸币厂解送铜料有功，1906年致仕时，蒙恩恢复巡抚衔。
1909年年初，逝。
由于唐炯历经多次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因此，唐炯的公牍和信函就成为重要的史料。

第十六册《光绪军机处事由档录要》正文：835页定价：135元。

由三部分组成:
1,《甲午军机处事由档录要》：主要记载朝鲜交涉和中日甲午战争；
2，《辛丑军机处事由档录要》：主要内容为：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的签订；
3，《庚子军机处事由档录要》第十七册《俄游日记.俄程日记.惩斋日记.东三省边防奏稿》。
正文：1061页定价：155元。

《俄游日记》缪祜孙撰该日记起自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三日，终于光绪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其实缪祜
孙奉派至中国驻俄使馆供职。
《俄程日记》杨宣治撰该日记起自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终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其时
作者随湖北布政王之瑜参加沙皇亚历山大的葬礼。

《惩斋日记》杨宣治撰起自光绪十三年九月初一，终于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其时作者供职于总
理各国事务衙门。
《东三省边防奏稿》穆图善撰穆图善，自1885年至1882年任办理东三省练兵事宜钦差大臣。
此书收录了穆图善等筹划练兵、选将、筹饷、设防诸事宜的
奏稿。

第十八册《护法纪程.护法日记.大树堂来鸿集》正文：697页定价：110元
《护法纪程.护法日记》吴宗慈撰。
吴宗慈（1879～1951），光绪二十三年（1897）参加乡试名列第一。
宣统二年（1910），参加殿试，名列文科第二；任建郡中学堂（今南城一中前身）监督（校长），后
任江西省视学。
武昌起义爆发时，任《江西民报》主笔，率先登载武昌起义与九江响应独立的文件布告，自撰社论《
满城风雨近重阳》，呼出“满清政府从此长辞矣”而震惊报坛。
1913年，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兼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主编《醒华报》。
此后，出任四川将军署秘书长、巡按署秘书、政务厅厅长。
1917年，赴广州参加非常国会，受孙中山之命任川滇劳军使，前往调停川、滇两军。
随后，任军政府列席政治会议秘书兼交通部主任秘书，参谋部秘书长。
1919年，出任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理事兼书记长，主持起草宪法，至1924年北伐开始时止。
1929年，转向投身实业。
1936年秋，应聘为中山大学研究院与文学院教授，专门讲授《清史》、《中国民族同化史》、《方志
学》等课程。
1939年，任西南联大教授，讲授《通史》、《中国文化史》、《清史》、《七十年来中日交涉史》等
课程。
1940年12月，应约为重修《江西通志》筹备委员会主任、《江西通志》馆馆长兼总纂、江西省文献委
员会主任委员，直到1949年2月。
1950年1月，受聘为江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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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逝。
本书就是他参于护法战争中的记录。

《大树堂来鸿集》冯国璋撰冯国璋，无须多加介绍，此书收录了他所收到的各种函牍信件。

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册《随时录》正文：三册共2323页定价：三册共398元。

《随时录》庄受祺撰信札抄本，均为庄受祺在咸丰年间的各种来往信函、公牍。
其中涉及到清军与天平天国的战争实况和军中内幕。

第二十二册《续碑传集.循良传稿》正文：573页定价：105元。

《续碑传集》、《循良传稿》缪荃孙撰。
《续碑传集》未刊稿本，是为补充《续碑传集》而编辑的清代数百名人物的碑传文。

《循良传稿》是为国史馆所撰的循良类人物传记的未刊稿本。

第二十三册《奎顺奏稿.驻藏大臣升泰奏稿》正文：694页定价：125元。

《奎顺奏稿》奎顺著该书收录了1891年——1896年间奎顺任青海西宁办事大臣时的奏稿及有关上谕等
文件。

《驻藏大臣升泰奏稿》升泰撰。
1888年3月，英军突袭隆吐山驻防藏兵，发动了第一次侵藏战争。
清政府改任升泰为驻藏帮办大臣，令其尽快实现与英国停战议和。
1890年3月17日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共8款。
主要内容有：哲孟雄由英国保护；西藏与哲孟雄以咱利山一带山顶为界；有关游牧、通商等问题，在
本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6个月内，由两国委派大臣再议。
该书收录了升泰1890年——1891年间的部分奏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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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第一册
汪荣宝日记不分卷 汪荣宝撰 景手钞本
第二册
药炉集旧六卷 郑杰撰 景钞本
〓(die)鲭小纪一卷 薛传均撰 景钞本
查悔余文集不分卷 清 查慎行撰 景钞本
第三册
孙文靖公奏牍稿本不分卷 清 孙尔准 撰 景钞本
第四册
从戎偶笔不分卷 清 巩生文 撰 景钞本
第五册
戊辰奏牍不分卷 清 陈希曾 撰 景钞本
盛伯羲杂记不分卷 盛昱 撰 景钞本
第六册
郭则〓(yun)遗稿三种 郭则〓(yun) 撰 景钞本
第七册第八册
鄂庚垣手书日记不分卷 鄂多台 撰 景钞本
第九册
劳乃宣公牍手稿不分卷 劳乃宣 撰 景稿本
崇雅楼自传稿本不分卷 李烈钞 撰 景钞本
伍尚书条呈手稿不分卷 伍廷芳 撰 景稿本
兰墅制艺不分卷 清 高鹗 撰 景钞本
钝夫年谱四卷 附胡钝夫先生临难示子书一卷 清 胡传 撰 清 兄胡嗣〓(ju) 撰附录 景钞本
第十册至第十二册
吕海寰杂抄奏稿不分卷 吕海寰 撰 景钞本
第十三册
庚子辛丑海军纪闻不分卷 □ 阙名 辑
夷艘入寇记二卷 清 阙名 撰
浙江英法战事纪略一卷 浙中英法战事纪略一卷 清 李应珏 撰
庚申日记一卷 清 林之望 撰
第十四册
津案纪略一卷 清 阙名 撰
常胜军案略不分卷 清 谢光寿 撰
咸丰要录不分卷 清 吴廷燮 辑
第十五册
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不分卷 清 翁同和 撰
筹夷丛牍不分卷 □ 阙名 辑
成山堂公牍不分卷 □ 阙名 辑
第十六册
光绪军机处事由档录要不分卷 □ 阙名 辑
第十七册
俄游日记不分卷 清 缪佑孙 撰
俄程日记二卷 清 杨宜治 撰
惩斋日记不分卷 清 杨宜治 撰
东三省边防奏稿不分卷 □ 阙名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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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册
护法计程不分卷 吴宗慈 撰
护法日记不分卷 吴宗慈 撰
大树堂来鸿集不分卷 阙名 辑
第十九至第二十一册
随时录不分卷 □ 阙名 辑
第二十二册
循良传藁不分卷 清 缪荃孙 撰
第二十三册
奎顺奏稿不分卷 清 奎顺 撰
驻藏大臣升泰奏稿不分卷 清 升泰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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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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