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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通覽經典系列序
	 閱讀能力的掌握不僅決定學習的競爭力，也攸關國家未來的發展。根據「經濟合作發展

組織」（OECD）主辦 2009 年「學生基礎素養國際研究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以下簡稱 PISA)，臺灣學生的閱讀素養在 68 個國家中排名第 23 名，遠

落後中國大陸上海、香港、韓國、日本、新加坡。這個結果不啻是對臺灣閱讀教育的警示，也

讓圖書館重新省思過去十幾年來全國各界推動的新閱讀運動，不應只是停留在「活動」的層次，

而忽略閱讀力、理解力，以及建構知識的精進。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隨著數位媒體的推

陳出新，數位閱讀儼然將成為強化學生未來競爭力的關鍵之一，但數位資源的落差，卻製造衍

生更多學習者因缺乏閱讀資源而陷入弱勢的循環。因此，當代圖書館如何在知識經濟來臨的時

代，提供民眾優質閱讀環境，同時利用數位服務培育高素質現代國民與世界公民」，進而創造

知識、提升國家競爭力，打造熱愛閱讀的社會，至為重要。

	 政府支持圖書館經營，就如投資國家未來競爭力。回顧數位內容產業在臺灣推行發展已久，

迄今已經超過10年。而國家圖書館自2002年開始參與數位典藏計畫，始終扮演典藏國家文獻、

延伸數位加值的重要角色。在	2009 年 8 月 31 日「數位學習與典藏產業推動計畫」經行政院核

定，由數位內容產業以數位出版為優先發展。在新閱讀時代的時代浪潮下，國圖責無旁貸，除

了要推動國家型數位出版的永久典藏策略，也同時進行數位閱讀的推廣。因此，有鑑於國圖典

藏豐富的古籍文獻與數位影像資源，不僅有助於學者研究，對於提升國民人文素養，展現中華

文明在世界地位，具有恢弘之效益。在政府支持下，國圖率先提出「數位出版品國家型永久典

藏計畫」，建構國家圖書館「數位出版品平台系統」，藉以回應數位閱讀新趨勢。

	 在推廣數位閱讀方面，為提供讀者更優質多元的閱讀環境。國圖也規劃製作「漢學通覽經

典」、「臺灣記憶」等系列電子書，希望透過這套具有豐富知識性的小品電子書，提供不同年

齡層的人閱讀，藉此推廣數位閱讀。除了提供精緻閱讀內容，了解產業界與民眾賞閱、研究需

求，更希望在世界文化舞臺展現臺灣與中華文化精緻與數位閱讀嶄新魅力，同時讓數位資源缺

乏的偏鄉地區民眾，也能透過網路連線及各種電子書閱讀載具欣賞古典與人文之美，精進閱讀

能力。

國家圖書館館長	曾淑賢	謹識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歷來關於晉郭璞《山海經》版本甚多，繪圖亦多，但存世多為木刻版畫。是書係為手繪，

繪者不詳，然畫風精細，用色柔和尚雅，為清代少見的彩繪圖本。圖中描繪《山海經》書中靈衹、

神怪等人物造型，其先以墨筆描摹，再彩繪上色。有趣的是，畫家筆法雖極細膩，然所繪龍形

偏向寫意，龍首造型朦朧模糊，顯非出自宮廷之手，而係民間畫家受託之作。每一個神話人物

皆依《山海經》描述而來，畫家雖有所本，但從形象設計到構圖呈現，仍融入許多想像空間的

衍生，像是「南方祝融」，依「獸身人面，乘兩龍」描述塑造，但面貌神情、舉止動作，充滿

想像力，構圖寫意，背景留白，正可呈現出畫家崇尚自然的繪作風格。

畫風細緻的手繪本

	 圖書在流傳過程中，除了文字上的敘述之外，有時候不免需要借助到圖像，以提高讀者的

閱讀興趣，或用來輔助及理解文義。因此，相較於單純僅有文字的抄本或刻本而言，附有插圖

的書籍不僅具有功能上的意義，更重要的是，插圖本身便是一種魅力，足以吸引閱讀者的目光，

甚至甘願掏錢購買或收藏，這便達到出版插圖本的實際目的。

	 一般來說，書籍附有插圖者，按照類型可分成二種：一種是經由木板雕鏤而成的插圖，通

常稱為「版畫」；另一種則是親筆手繪的書籍插圖，這類書籍我們便可以稱之為「手繪本」。

手繪本的價值大多高於一般的普通古籍，這不單單是因為手工製作的緣故；更重要的理由，還

在於手繪本幾乎都是獨一無二的孤本；甚而有部份手工繪本，因為繪製精美，所呈現的藝術美

感及文物價值更超越普通抄本或刻本，成為一種深具特色與價值的圖書。

手工精製的墨繪與彩繪本

	 所謂的手繪本，不見得全書都是插圖，有些圖書的文字及圖像會互為穿插，但不論是文字

或插圖，皆為手寫手繪。依照筆繪上色的顏色，可簡單區分成墨繪本及彩繪本二大類型。若是

單用墨色描寫繪圖者，稱之為「墨繪本」，國家圖書館藏（以下簡稱館藏）《封神真形圖》、《詩

經圖譜慧解》即為單以墨色描繪的墨繪本；而運用絢麗顏料加以彩繪者，則以「彩繪本」稱之，

如館藏的《金石昆蟲草木狀》、《太古遺音》等書，即為雅緻精麗的彩繪本。

簡介



	 但不管是墨繪，或者彩繪，筆繪者多半深具根基濃厚的古代繪畫訓練，運用中國古代繪畫

的山水筆法，或細膩精工的筆觸，思索繪畫主題的構圖及歷來關於晉郭璞《山海經》版本甚多，

繪圖亦多，但存世多為木刻版畫。是書係為手繪，繪者不詳，然畫風精細，用色柔和尚雅，為

清代少見的彩繪圖本。圖中描繪《山海經》書中靈衹、神怪等人物造型，其先以墨筆描摹，再

彩繪上色。有趣的是，畫家筆法雖極細膩，然所繪龍形偏向寫意，龍首造型朦朧模糊，顯非出

自宮廷之手，而係民間畫家受託之作。每一個神話人物皆依《山海經》描述而來，畫家雖有所

本，但從形象設計到構圖呈現，仍融入許多想像空間的衍生，像是「南方祝融」，依「獸身人面，

乘兩龍」描述塑造，但面貌神情、舉止動作，充滿想像力，構圖寫意，背景留白，正可呈現出

畫家崇尚自然的繪作風格。

畫風細緻的手繪本

	 圖書在流傳過程中，除了文字上的敘述之外，有時候不免需要借助到圖像，以提高讀者的

閱讀興趣，或用來輔助及理解文義。因此，相較於單純僅有文字的抄本或刻本而言，附有插圖

的書籍不僅具有功能上的意義，更重要的是，插圖本身便是一種魅力，足以吸引閱讀者的目光，

甚至甘願掏錢購買或收藏，這便達到出版插圖本的實際目的。

	 一般來說，書籍附有插圖者，按照類型可分成二種：一種是經由木板雕鏤而成的插圖，通

常稱為「版畫」；另一種則是親筆手繪的書籍插圖，這類書籍我們便可以稱之為「手繪本」。

手繪本的價值大多高於一般的普通古籍，這不單單是因為手工製作的緣故；更重要的理由，還

在於手繪本幾乎都是獨一無二的孤本；甚而有部份手工繪本，因為繪製精美，所呈現的藝術美

感及文物價值更超越普通抄本或刻本，成為一種深具特色與價值的圖書。

手工精製的墨繪與彩繪本

	 所謂的手繪本，不見得全書都是插圖，有些圖書的文字及圖像會互為穿插，但不論是文字

或插圖，皆為手寫手繪。依照筆繪上色的顏色，可簡單區分成墨繪本及彩繪本二大類型。若是



單用墨色描寫繪圖者，稱之為「墨繪本」，國家圖書館藏（以下簡稱館藏）《封神真形圖》、《詩

經圖譜慧解》即為單以墨色描繪的墨繪本；而運用絢麗顏料加以彩繪者，則以「彩繪本」稱之，

如館藏的《金石昆蟲草木狀》、《太古遺音》等書，即為雅緻精麗的彩繪本。

	 但不管是墨繪，或者彩繪，筆繪者多半深具根基濃厚的古代繪畫訓練，運用中國古代繪畫

的山水筆法，或細膩精工的筆觸，思索繪畫主題的構圖及呈現手法。有的適性隨意，著重於線

條勾勒，刻意營造潑墨山水的筆意氛圍者，像是館藏清代彩繪本《山海經圖》，筆觸及用色並

不繁複，然人物及景物線條隨性自然，彷彿輕筆一揮，便筆隨意至，看似有雲淡風輕的適意，

卻隱然呈現出文人用筆的細膩。

	 有的則是將人物神態、山水景物逐一細摹，一方面表現繪畫上的細琢精工，另一方面則又

務求清靈秀逸，而最具代表性的，當屬館藏精品之一，即明代彩繪本《金石昆蟲草木狀》。此

本為明末著名畫家文徵明的玄孫女文俶所繪，她雖是根據家藏內府《本草品彙精要》原稿附圖

為底稿臨摹而成，然此書圖繪多達一千三百餘幅，不僅將李時珍本草所載各種昆蟲、獸禽、植

物等逐一繪像；更為人所稱道的是，這部作品為文俶費時三年的心血力作，她將多年積累之繪

畫功力投注於上，凡繪花卉蟲蝶、松石林木，甚至人物神態莫不秀逸麗緻、靈活生動。這或許

是她家學淵源，自幼養成的寫生習慣，但卻是她用心之所在，她的作品還被清朝人稱譽為三百

年來江浙地區的「閨秀畫家第一人」，顯見此手繪本的珍貴價值。

追求紙張與顏料的講究

	 由於手繪本比一般版本更為著重圖繪的效果，因此凡是經過筆繪者的巧思構圖，或者展現

細緻精美畫風的書籍，若輔以細緻堅韌的紙張，以及講究的用色染料，更能獲得讚賞及重視，

進而得到收藏家的青睞。故而，對於紙張及顏料用色的注重與否，亦成為考察手繪本珍藏價值

的依據之一。通常來說，墨繪本與彩繪本，除了是以書籍的裝訂形式呈現之外，而紙張及顏料

的使用，都應比照繪畫的規格，與一般刻本有所差異才是。墨繪本及彩繪本得以歷百年之久而

彌新，包括使用上等墨硯研磨墨汁以供上色，或採自礦物、植物顏料粹煉而成各式紅、黃、藍、

綠、灰褐等用色顏料，具有不易褪色，得以歷久恆新的優點。總而言之，畫風細緻，且注重紙張、



講究染料的手繪本，其在文物及藝術價值

上，非但獨一無二，且具有無可取代的珍

貴地位，自不待言。

	 館藏手繪本，多集中於明清兩代，在

數量上達十餘部，種類相當豐富，且有不

少為罕見孤本。像是清康熙年間高儕鶴第

三次手稿本《詩經圖譜慧解》，書中文字

不但是高儕鶴親筆書寫，其中插圖描繪精

細秀逸，部份構圖臨摹著名書畫家王翬等

人的風格手法，是極為珍罕難得的繪本。

此外，尚有多部術數類書籍的彩繪本，像

是相傳為唐代李淳風、袁天罡編的《推背

圖》，由於在民間廣為流傳，因此有各種

抄繪本出現，館內即藏有清末潘氏的墨繪

本；而屬於術數占候類的《天元玉曆祥異

賦》，其中光是精鈔的彩繪本便達五部之

多，原來分屬不同藏書家所庋藏，最後如

江流匯海，入藏本館。其他像是《天元玉

曆璇璣經諸占正集》、《太古遺音》、《御

製天文象占》等各種彩繪本，雖歷時久遠，

然仍保存良好，其文物價值不曾稍減，反

而被時人視若至寶，日益看重。

資料來源：許媛婷，〈百年前的圖畫書－手繪本

和古籍版畫〉，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聚珍擷

英：國家圖書館特藏精選圖錄》（臺北市：國家

圖書館，2009 年）。

書號： 08481	

題名： 山海經圖	

卷數： 五卷	

四部類目：
子部 - 小說家類 - 筆記之

屬 -志怪	

收藏印記：

藏印 :「國立中央圖 / 書

館收藏」朱文長方印 ､

「棟山」朱文方印 ､「安

越 /堂 /藏本」朱文方印	

版本： 清彩繪本	

數量： 1 冊	

圖像： 彩圖	

高廣： ( 匡 18.7	x	13.4 公分 )	

索書號： 310.22	08481	

原書館藏地： 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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脛
國

為

人

冑

有

竅

為
人
交
脛

在

 
 

國

東

在
穿
胸
東



三

  

首

     

國

長
臂
國

一

身

三

首

其

人

手

垂

下

在

鑿

齒

東

地

在 
 

 
 

東



三
身
國

奇
肱
國

一
首
而
三
身

其
人
一
臂
三
目
有
陰
有 

陽
能
做

在
海
外
西
南

飛
車
從
風
速
行
在
一
臂
國
北



長
股
國

無
啟
國

一
云
長
腳
腳
過
三

為
人
無
肥

丈
在   

常
樹
之
北

在
長
股
東



一
目
國

利
國

一
目
中
其
面
而

為
人
一
手
一
足
反
膝
曲

居
在  

龍
之
東

另
居
止
在
一
目
國
東



聶
耳
國

毛
民
國

為
人
耳

     

長
行
則
以
手

為
人 

身
生
毛

攝
持
之
在
無
腸
國
東

在
海
外

東

北



梟
陽
國

人
國

人
面
長
唇
黑
身
有
毛
見
人

人

面

魚

身

無

笑
亦
笑
笑
則
唇
掩
其
目

 
 

在

建

水

西



小
人
國

一

臂

民

人
長
九
寸

一
手
一
足
一
目
一

在
大

鼻
孔
在
大
荒
之
西



三
面
人

釘
靈
國

人

頭

三

邊

各

有

面

其
民
從
膝
己
下
有
毛

無
左
臂
居
大
荒
山

馬
蹄
善
走
在
康
居
北



狌
狌
狀
如
禺
而
白
耳
伏

行
人
走
出
招
搖
山



鹿
蜀

狀
如
馬
而
白
首
其

 

文
如
虎
而
赤
尾

  

佩

  

其
皮
宜

子
孫
出
杻
陽
山

類

狀
如
禺
而
白
耳
伏

行
人
走
出
招
搖
山



猼
訑

九
尾

  

狐 狀
如
羊
九
尾
四
耳

孤
身
九
尾
能
食

其
目
在
背
出
基
山

人
出
青
邱
山



長
右

猾

  

裹
狀
如
禺
而
四
耳

    

見
則
大
水
出
長
石
山

狀
如
人
而
彘 

鬣 
音 
如   

 

木
見
則

駢
雅
云
長
右
狌
狌
舉
父
三
獸
皆
禺
類

其
縣
有   

出
堯
光
山



彘
狀
如
虎
而
牛
尾

 

音
如
吠

犬
是
食
人
出
浮
玉
山

狀
如
羊

  

而
無
口

出
洵
山



蠱
雕

羬
羊

狀
如
雕
而
有
角
是

狀
如
羊
而
馬
尾

食
人
出
鹿
吳
山

出
錢

 

來
山



蔥
聾

豪
彘

狀
如
羊
而
赤

其
狀
如
豚 

白

毛
大
如

鬣
出
符
禺
山

笄
而
黑

 

端
出
竹
山



   

如
麢
羊

狀
如
鹿
而
白
尾
馬
足

似
羊
而
大
細
角
有
圓
繞
蹙
文
夜
間

人
手
四
角
出
阜
塗
山

懸
角
水
上
以
防
患
翠 
山
多
興
獸



土 舉
父

狀
如
羊
四
角
是
食

狀
如
禺
文
臂
善

人
出
崑

 

崙
之
邱

投
出
崇
吾
山



猙天
狗 狀

如
赤

 

豹
五
尾
一
角

狀
如
貍
而
白

音
如
擊
石
出
章
莪
山

首
出
陰
山



獓讙

狀
如
牛
白
身
四
角
其
毫
如

狀
如
貍
一
目
三

是
食
人
出
三
危
山

尾
出
翼
望
山



蠻
巒

駿

鼠
身
虌

首

音
如

狀
如
馬
而
白
身 

黑
尾
一
角
虎 

牙
爪
音
如
鼓
音

吠
犬
出
剛
山

是
食
虎 

豹
出
中
曲
山



鳥

鼠

同

穴

疏

鳥
名   

鼠
名    

共

狀
如
馬
一
角
有

 
錯

一
穴
在
今
渭
原
縣

可
以
辟
火
出
帶
山



諸
犍

山

狀
如
豹
而
長
尾
人
身
牛
耳
一
目
行
則
銜
其
尾
居
則
蟠
其

狀
如
犬
而
人
面

 

善
 

投
見
人
則
笑
其
行
如
風
見
則
大
風

尾
出
單
張
山

出
獄
法
山



諸

懷馬
牛
形
四
角
人
目
彘
耳

牛
尾
而
白
身
一

是
食
人
出
北
嶽
山

角
出
旄
水
中



狍

鶚
羊
身
人
面
目
在
腋
下
虎
齒

狀
如
麢
羊
四
角
馬
尾

人
爪

 

是
食
人
出
鉤
吾
山

而
有
距
出
太
行
山



天

馬
飛

鼠
狀
如
白
犬
而
黑
頭
有

狀
如
兔
而
鼠
首
以

肉
翅
能
飛
出
馬
成
山

其
背

 

飛
出
天
池
山



獂

狀
如
羊
一
角
一
目
目

牛
形
三
足

在   

後
出
泰  

山

出
乾
山



羆從

從
狀
如
麋
其
川
在

狀
如
犬
而
六

尾
上
出
倫
山

足
出
拘
狀
山



朱

獳
獙

獙
狀
如
狐
而
魚
翼
見
則

狀
如
狐
而
有
翼
見

其
國
有
恐
出
耿
山

則
大
旱
出
姑
逢
山



蠪

蛭
峳

峳
狀
如
狐
而
九
尾
九
首

狀
如
馬
而
羊
目
四
角
見

虎
爪
出
鳧
麗
山

則
國
多
狡
客
出  

山



蜚馬

腹 狀
如
牛
而
白
首
一
目
蛇

人
面
虎
身
音
如
嬰

尾
見
則
大
疫
出
太
山

兒
是
食
人
出
伊
水



并

封 狀
如   

  

大
而
有
麟
其
毛

狀
如
彘
前
後
皆
有
首

如
彘
鬛
出
滽
滽
之
水

黑
色
出
巫  

國
之
東



乘

黃

騶

虞

狀
如
狐
其
背
上
有
角
乘
之

狀
如
虎
而
五
彩
畢
具
尾

  

長

於

身

乘
之

壽
二
千
歲
出
白
民
國

日
行
千
里
出
林
氏
國



夔旄

馬 狀
如
牛
蒼
身

 

而
無
角
一
足

狀
如
馬
而
足
有
四

出
入
必
有
風
雨
出
流
波
山

節   

毛
出
南
海
外



踢

雙

雙

獸
形
左
右
有

三
青
獸
合
體
為
一

首
出
流
沙
河

亦
出
流
沙
之
東



狀
如
雞

 

而
三
首
六
目

六
足
三
翼
出
基
山



鴸瞿

如
狀
如
鴟
而
人
面
人
手
見

狀
如
鵁
而
白
首
三

則
其
縣
多
放
士
出
權
山

足
出
濤
過
山



顒橐

狀
如
梟
人
面
四
目
有
耳
見

狀
如

  

梟
人
面
一
足
冬

則
天
下
大
旱
出
令
丘
山

見
夏
蟄

出

羭
次
山



鸓鳧

徯 狀
如
鵲
赤
黑
兩
首
四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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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雄
雞
而
人
面
見

出
則
可
以
禦
火
出
翠
山

則
有
兵
出
鹿

 

臺
山



蠻

蠻
畢

方

狀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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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一
翼
二
目
相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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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雕
一
足
赤
父
青
質
白

乃
飛
見
則
大
水
出
崇
吾
山

喙
見
則
有
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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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章
莪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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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一

首

三

身

其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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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鳥
三
首
六
尾

如 
 

出

三

危

山

善
笑
出
翼
望
山



人

面

鴞

寓

鳥

其
狀
如
鴞
人
面
蜼
身
犬
尾
見
則

狀
如
鼠
而
鳥
翼
其
音
如

大
旱
出
醃   

山

羊
可
以
禦
兵
出   

山



竦

斯

鷺

鳥

狀
如
雌
雉

 

而
人
面
見

狀
如
鳥
人
面
宵
飛

人
則
躍
出

灌
題
山

而
晝
伏
出
北
囂
山



囂

鳥

鶰

狀
如
夸
父
四
翼
一
目

狀
如
鵲
白
身
赤
尾

犬
尾
出
梁
渠
山

六
足
出
太
行
山



酸

與鼠

狀
如
蛇
而
四
翼
六
目
三
足

狀
如
鷄
而
鼠
毛
見

見
則
其
邑
有
恐
出
景
山

則
大
旱
出   

狀
山



鳥

跂

踵

狀
如

梟

而

三
目
有

狀
如
鴞
一
足
彘
尾
見

耳
出
首
山
之
机
谷

則
火
疫
出
復
州
山



鳥

青
鳥
身
黃
赤
足

六
首
出
互
人
國

旋

龜

狀
如
龜
而
鳥
首

虺
尾
出
怪
水



鯥

魚

狀
如
牛
陵
居
蛇
尾
有
翼

其
羽
在
魼
下
出
柢
山

赤

鱬
狀
如
魚
而
人
面

出
英
水



肥

蛇
形
六
足
四
翼
見

則
大
旱
出
太
華
山

文

鰩

魚

狀
如
鯉
魚
鳥
翼 
蒼

文
白
首
赤
喙

常
行
西
海
飛
游
東
海
出
觀
水



䰷

魚

狀
如
鱉
音
如

羊
出
禺
水

蠃

魚

魚
身
鳥
翼
見

則
大
水
出
濛
水



鴽 

魚

狀
如
覆
銚
鳥
首
而
魚
翼
魚
尾
音
如
磐
石
之
聲
是
生
珠
玉

出
濫
水

鯈

魚
狀
如
雞
赤
毛
三
尾
六
足

四
目
食
之
已
憂
出
鼓
水



何

羅

魚

一
首
十
身
食
之

已     

出 

樵
水

鰼

鰼

魚

狀
如
鵲
而
十
翼
鱗
皆
在

羽
端
禦
火
治
癉
出
囂
水



長

蛇

長
百
尋
毛
如
彘
豪
音

如
鼓
析
出
大
咸
山

鱃

魚

狀
如
鯉
而
雞
足

出
懷
澤
之
水



鮨

魚

魚
身
犬
首
音
如
嬰
兒
食
之
已
狂
出
諸
懷
水

肥

遺

一
首
兩
身
見
則

大
旱
出
渾
夕
山



人

魚

狀
如   

魚
四
足
音
如
嬰
兒

食
之
療
痴
出
決
決
之
水

䗤

狀
如
黃
蛇
魚
翼
見
則
大
旱

出
朱
塗
之
水



珠

鱉

魚

狀
如   

六
足
四
目

有

鮯

鮯

魚

狀
如
鯉
六
足
鳥

尾
出
深
澤



薄

魚

狀
如
鳣
一
目
見

則
大
旱
出
膏
水

䱻

魚

狀
如
魚
而
鳥
翼
見
則

大
旱
出
子
桐
水



鳴

蛇

狀
如
蛇
而
四
翼
音
如
磐
石
見

則

    

大
旱
出
鮮
山

化

蛇

人
面
豺
身

鳥

翼
蛇
行
見
則
大

水
出
陽
水



飛

魚

狀
如
豚
而
赤
父
服
之
不
畏

雷
可
禦
兵
出
正
回
水

三

足

龜

出
狂
水
食

之
可
消
腫



巴

蛇

長
千
尋
食
象
三
崴

而
出
其
骨
出
巴
山

陵

魚

人
面
手
足
魚

身
在
海
中



應

龍

龍

身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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