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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張　河村秀穎　　　

河村秀根　補逸

益根　校註

世父樂壽庵先生穎。先訓葎庵先生

惜倉庫醫疾二篇闕逸不傳。及讀政事

要略。知醫疾粗存。鈔出為卷。又讀令

集解。拾其遺逸。共納在篋底。今加校

註。以備遺亡。庶幾全篇遂出以傳于後

世。庚午暮春。益根識。

此跋的大意是：河村益根的伯父秀

穎以及益根的父親秀根（葎庵），廣

讀並精查《令集解》、《政事要略》等

書來收集「倉庫令」與「醫疾令」的遺

文，然後將其成果傳給益根，經益根校

注後，於「庚午暮春」刊行。內閣文庫

本《倉庫令、医疾令》版心的「葎菴
藏」既是「河村秀根藏」的意思。此處

的「庚午暮春」，瀧川政次郎（1966）

以為是寬延 3年（1750年）庚午年，

但利光三津夫（1967）指出，河村益根

死於 1820年，享年 64歲，不可能在

1750年出版，所以此處的庚午應該是

文化 7年（1810年）庚午，利光的學

說目前已成定論。

圖 3：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典
藏《倉庫令、医疾令》末
頁

圖 4：國立臺灣大學特藏組典藏
長澤文庫本《令巻八　醫
疾令比校　長澤伴雄自
筆》最後一張表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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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長澤文庫本《醫疾令比校》卷
尾的意義及版本探討

 

圖 5：國立臺灣大學特藏組典藏
長澤文庫本《令巻八　醫
疾令比校　長澤伴雄自
筆》末頁

長澤文庫本《醫疾令比校》與內閣

文庫本《倉庫令、医疾令》的差異，
除了有無紅筆的加註之外，其最大差異

在於長澤文庫本《醫疾令比校》的末頁

（圖 5）內容，內閣文庫本《倉庫令、

医疾令》並不存在此頁。茲將長澤文庫
本《醫疾令比校》的末頁（即最後一張

的裏頁）全文抄錄於下：

文化十歳次癸酉年十二月廿日借石
井正敏藏本寫得之

 伴信友（花押）

右二令以白文本比挍之（白文本考

説別記之句讀訓點共寫之）
天保七甲申年六月晦日寫得比挍畢

 長澤伴雄（花押）

又，同為鈔本的静嘉堂文庫本《逸
令》，不但全書的內容（包括紅筆註

記）與長澤文庫本《醫疾令比校》幾乎

完全相同，而且末頁亦極為相似。静嘉
堂文庫本《逸令》為鈔本，封面寫著

「逸令　伴信友校正　完」，第一頁有

「梅舍之記」之朱方印與「靜嘉堂藏

書」之長方朱印。此外，二書（静嘉堂
文庫本《逸令》與澤文庫本《醫疾令

比校》）在「倉庫令」與「醫疾令」之

間，均有一頁寫著「厩牧令第二十三  

今存在人間」。茲抄錄静嘉堂文庫本
《逸令》末頁如下：

文化十歲次癸酉年十二月廿日借石

井正敏藏本寫得之 伴信友

右二令以白文本比挍之

白文本考說別記之

句讀訓點共寫之 信友又記

比較長澤文庫本《醫疾令比校》與

静嘉堂文庫本《逸令》，除了靜嘉堂
本沒有長澤伴雄的比校文字及簽名花押

外，最值得注意的是，二者皆有伴信友

的「文化十歲次癸酉年十二月廿日借石

井正敏藏本寫得之」等字。但長澤文庫

本有伴信友的花押（抄寫），靜嘉堂文

庫本則無。靜嘉堂文庫本雖然沒有伴

信友的花押（抄寫），但是伴信友的

「友」字，二書均寫成「又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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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另一方面，在「右二令以白文本

比挍之、白文本考說別記之、句讀訓點

共寫之」下面，靜嘉堂文庫本有「信友 

又記」字樣，長澤文庫本則無。

又據中澤巷一、林紀昭（1969）指

出，宮內廳書陵部典藏伴信友自筆校

訂本《關市令義解　補倉庫令医疾令》
（下簡稱伴信友自筆本《補倉庫令医疾
令》）之卷尾以四色墨記載如下：

（墨）

文化十歳次癸酉年十二月廿日借石
井正敏藏本寫得之 伴信友（花押）

（濃朱）

右二令以白文本比挍之白文本考説
別記之 信友又記

（明朱）

句讀訓點共寫之　他日以交替式補

（青）

弘化三丙午年七月二十七日以塙本

并政事要略令交合了

從伴信友自筆本《補倉庫令医疾
令》可以得知，長澤文庫本《醫疾令比

校》與静嘉堂文庫《逸令》，皆是伴信
友抄寫石井正敏藏本（從內容看應是河

村一族復原的葎菴藏版刊本）之後，再

以「白文本」、《交替式》比校及補充

之後的版本。換言之，上述三書之文字

內容雖有稍許差異（其差異容後述），

然而基本上可視為同一版本。亦即，長

澤文庫本《醫疾令比校》與静嘉堂文庫
本《逸令》是直接或間接抄寫伴信友自

筆本《補倉庫令医疾令》而來的。長澤
文庫本雖有長澤伴雄的「天保七甲申年

六月晦日寫得比挍畢」等字樣，但筆者

檢視全書，並無超越伴信友自筆本之

處。至於「白文本」的性質，在中澤巷

一、林紀昭（1969）的論文中有所討

論，此處不再贅述。以下提及伴信友自

筆本的「醫疾令」條文部分，全來自中

澤巷一、林紀昭（1969）論文所抄錄的

伴信友自筆本《補倉庫令医疾令》，在
此不再一一註記。

上文提到伴信友自筆本《補倉庫

令医疾令》、長澤文庫本《醫疾令比
校》、静嘉堂文庫本《逸令》三書之文
字內容稍有差異，此處僅就「倉庫令」

的部分稍加比較。首先是，雖然此三書

的條文順序皆與河村益根所校訂的《令

義解第八本》一致，但伴信友自筆本

《補倉庫令医疾令》與長澤文庫本《醫
疾令比校》在條文前面有以紅筆標示

一、二、三等條文順序重新標號，而且

二書的標號順序相同。例如《令義解第

八本》排列順序第六條的「倉藏受納

條」，伴信友自筆本《補倉庫令医疾
令》與長澤文庫本《醫疾令比校》在條

文前面同樣以紅筆表示「十二」。相對

的，静嘉堂文庫本《逸令》則無此紅筆
標號。

其次，伴信友自筆本卷尾的最後

一句以青筆書寫「弘化三丙午年七

月二十七日以塙本并政事要略令交合

了」，這個句子不見於長澤文庫本及

静嘉堂文庫本。而且在伴信友自筆本
的「倉庫令」部分的鰲頭（頁面的天

欄），經常有以青筆加註的字句，長澤

文庫本及静嘉堂文庫本都看不到。亦
即，伴信友於弘化 3年（1846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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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塙本》以及《政事要略》來完成的青

筆校訂部分，不見於長澤文庫本及静嘉
堂文庫本。另一方面，由於長澤文庫本

在天保 7年（1836年）完稿，因此吾

人可推測，伴信友是在天保 7年（1836

年）左右至弘化 3年（1846年）之間

以《塙本令義解》等書從事最後的校訂

工作的。

另外，中澤巷一、林紀昭（1969）

指出，伴信友自筆本《補倉庫令医疾
令》的卷尾部分，以明朱色寫著「他日

以交替式補」，而《交替式》是在天

保九（1838）年發現的，因此伴信友

以《交替式》來復原倉庫令是在天保

九（1838）年以後，弘化 3年（1846

年）以前。關於這個見解，筆者認為仍

有討論的空間。因為，長澤文庫本《醫

疾令比校》、静嘉堂文庫本《逸令》都
可見到以《交替式》補逸的紅筆加註，

而且加註的位置是與伴信友自筆本一致

的。茲舉一具體例子，伴信友自筆本倉

庫令「凡貯積者，稻穀粟支九年」條文

下方，引出旁線加註補逸條文「交替式

所引　雜種支二年糒支二十年（貯經

三年以上、一斛聽耗一升，五年以上

二升）」，這個加註亦見於長澤文庫本

《醫疾令比校》與静嘉堂文庫本《逸
令》。故此處產生一疑問：為何在長澤

伴雄在天保 7年（1836年）抄寫完成

時，已經看到天保 9年（1838年）才

刊行的《交替式》條文，不是長澤伴雄

的完稿日期有誤，就是發現《交替式》

的日期有誤，此問題仍待日後考證。

伍、結語

為了探討長澤文庫《令巻八　醫
疾令比校　長澤伴雄自筆》的版本來
源，筆者比較了內閣文庫本《倉庫令、

医疾令》）、神習文庫本《令義解巻
八》、明治大學本《倉庫令義解、医
疾令義解、神祇令集解》）、静嘉堂文
庫本《逸令》，以及中澤巷一、林紀昭

（1969）論文所抄錄的伴信友自筆本

《補倉庫令医疾令》。
其中，內閣文庫本《倉庫令、医疾

令》、神習文庫本《令義解巻八》、明
治大學本《倉庫令義解、医疾令義解、
神祇令集解》）三書即是由河村秀穎、

河村秀根補逸，河村益根校訂的葎菴藏

版刊本《令義解第八本　倉庫令補　

厩牧令　醫疾令補》。而臺灣大學典藏
的長澤文庫《令巻八　醫疾令比校　長
澤伴雄自筆》，是由江戶時代學者伴信
友抄寫河村一族復原的葎菴藏版刊本之

後，再以「白文本」、《交替式》等比

校及補充的版本。在長澤伴雄抄寫完成

（1836）之後，伴信友再參考《塙本令

義解》等書以青筆作最後的校正，於弘

化 3年（1846年）完成自筆本《關市

令義解　補倉庫令医疾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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