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 卷 第 1期 湖州师专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

1 9 9 7年 2 月 J uo
r n a

l fo H
u z

ho
u T e a e

he
r s

Co ll
e g e ( P h iloso p h y a n d 助

c ia l Sc ie n e cs )

V o
l

.

1 9

F
e
b

N o
.

1

1 99 7

湖州藏书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王增清

摘 要 湖州地区藏书事业从南朝沈约开浙江藏书风气之先
,

到清末刘承干殿私家藏书之

后
,

前后历 1 500 多年
,

成就辉煌
。

湖州地区藏书家以其高品位的藏书和 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在中国

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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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浙江收聚之先 殿私家藏书之后

湖州素称
“

文物之邦
” ,

其中绵延不绝而且功勋卓著的藏书事业为这 一美誉增添 了重彩一

笔
。

就客观条件而言
,

只有在印刷术发明并得到普及
,

图书能大量生产后
,

才有可能形成 一定

规模的个人收藏
。

因此
,

在全国范围内
,

第一个私家藏书高潮出现在宋代
。

然而
,

早在南北朝

时期
,

湖州的沈约就有藏书二万卷
, “

京师莫 比
” ,

是浙江最大的藏书家
, “

也是南朝中国藏书第

一大家
’ , ① 。

及至宋代
, “

印售之书既伙
,

藏之者亦因之而众
” ② 。

随着宋室南渡
,

闽浙两地私家

藏书渐盛
,

其 中湖州又是藏书繁富地区之一
,

安吉陈振孙藏书达五万余卷
,

数量之多
,

盖过南宋

初的秘书省之藏
。

南宋末年的周密
,

自称
“

凡有书四万二千余卷
,

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一千五

百余种
” ③ ,

亦堪称当时全国藏书家之冠
。

有元一代
,

湖州藏书事业 不显
,

但赵孟颊 自叙
“

吾家

业儒
,

辛勤置书
,

以遗子孙
” ,

可知赵孟颊也有不少藏书
,

只不过 由于赵以书画名世而使其藏书

不彰
。

我国的私家藏书在明清两代达到高峰期
,

江浙两省更是藏书集中地区
,

从数量上看
,

湖

州又是浙江省位居前列的地区之一
,

而且有不少大家在全国都是有地位和影响的
。

明嘉靖间
,

某坤的
“

白华楼
”

有数十间之多
,

藏书之富
“

至于充栋不能容
” ,

据 《湖录 》记载
,

白华楼藏书在 当

时号称甲于海内
。

与茅坤同时还有一座
“

玩易楼
” ,

楼主是沈节甫
,

在嘉隆年间
,

玩易楼曾与
“

天

一阁
” 、 “

天籁阁
” 、 “

白华楼
”

著称于浙江
。

乾嘉以降
,

湖州的藏书事业更趋辉煌
,

刘桐的
“

眠琴山

馆
” ,

严元照的
“

芳茶堂
” ,

许宗彦的
“

鉴止水斋
”

名扬江南
,

尤其是晚清陆心源的
“

丽宋楼
” ,

以收

取宋版书之多
、

价值之高而被列为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
。

到清末民初
,

在古镇南得相继崛起 了

蒋汝藻的
“

密韵楼
” 、

张均衡的
“

适园
” 、

刘承干的
“

嘉业堂
”

三座藏书名楼
,

在一个小镇上出现这

种文化现象在全国也不多见
。

蜚声中外的嘉业堂藏书楼建成于 19 2 4 年
,

可称是中国私人藏书

史上最后一座藏书楼了
,

它为湖州地区辉煌的藏书事业作了漂亮的总结
。

从南朝沈约开浙江

藏书风气之先
,

到清末刘承千殿私家藏书之后
,

前后历 1 50 0 多年
,

足以证明湖州悠久的文化传

统
。

多方面的成就 全国性的影响

祖国的文化遗产有赖藏书家的悉心收藏和保护才得以流传百世
,

藏书家的这一功绩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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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杀
,

但如果只限于收藏而不利用
,

其文献价值就发挥不出来
,

一旦遇到国难家故
,

还会造成 巨

大损失
,

这种现象在藏书史上也不乏其例
,

但 由此而责怪藏书家也有失公允
,

因为造成藏书损

毁和散佚往往是不得 已的
,

而不是藏主的初衷和本意
。

然而
,

如果能充分利用藏书
,

让 其产生

新的成果
,

进一步发扬光大文化和学术传统
,

则更值得肯定和赞誉
,

在湖州的藏书家 中正有一

批学识渊博的人物为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

现择要数列
,

以资佐证
:

时代 藏书家 成 果 与 评 价

南朝 沈 约 创
“

四声八病
”

之说和
“

永明体
” ,

著 (宋书》
、

(晋书 )
、

(齐纪 ) 等
。

“

他博通群籍
,

藏书达二 万卷
,

有关于 文 学
、

史学
、

文字学

等方面的专著
。 ”

(蔡尚 书《中国文化史要论》 )

南宋 陈振孙 藏书五万余卷
,

著《直斋书录解题 )
。

《直斋书录解题》
“
不仅创为解题一休

,

而 其内容亦涉及甚

广
。 ”

(来新 夏《古典 目 录学浅说》 )
“

古 书之不传于今者
,

得藉是以 求其崖略
,

其传于今者
,

得

藉是以辫其真伪
、

核其异同
,

诚考证之 所必 资也
。 ”

( (四 库提

要》 )

南宋 周 密 藏书四万 二千余卷
,

皮置
“

书种
” , “

志稚
”

两堂
,

著 <草窗韵语》
、

《草窗词 》
、

(齐东野语 》
、

《武林 旧事》
、

《癸辛杂识》等
。

“

宋元之际衍姜夔一派的
,

就推周密及年辈稍后 的张 炎为

巨子
”

(吴熊和 《唐宋词通论》 )
。

《武林 旧事》“

是书 乃于其入元后
,

追忆杭州都城旧事而作

… … 征武林 掌故 者
,

多于 斯取材
”

(周 中孚 《郑堂 读书记 补

逸》 )
。

明代 茅 冲 明代著名文 学家
, “

唐宋派
”
古 文大 家之一

, “

白华楼
”

藏书在

当时号称 甲于海内
。

选编《唐宋八 大 家文钞 )
、

(史记钞 )
,

著有

《茅鹿门先生文集》等
。

《唐宋八大 家文针 》
“

其书盛行海 内
,

乡里 小儿无 不知有茅

鹿门者
”

( 《明 史
·

茅冲传》 )
。

明代 藏悉循
“

家藏杂剧
,

多秘本
” ,

选编《元 曲选 》
。

“

在 中国 文 学史上对保存和流传元 曲有重 要贡献的人
,

他

就是 《元 曲选 》的编 幕者藏愁 循
”

(顾 志兴 《浙江藏 书家藏书

楼》 )
。

清代 严可均 藏书二万 卷
,

著有 ( 说 文声类》
、

《说 文校议 》
、

《铁桥漫稿 )等
,

样

《全上古三 代秦汉三 国六朝 文 》
。

“

严可 均是清代的考据学家
、

校勘学家
,

一 生所著书和 所

辑书
,

积稿 等身
,

为保 存中华民族 文化 作出 了贡献
”

(洪焕椿

《浙江文献丛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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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藏书家 成 果 与 评 价

清代 陆心源 藏书十五万 卷以上
, “

素缥湘恢
,

部居类汇
,

遂为江南之望
” ,

有

宋刊本二 百种名
“

研 宋楼
” ,

为晚清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
。

“

陆心源不仅为藏书家
,

还是一位学者
,

编著有 <仅顾堂文

集》
· , ·

… 总称为 (潜园总集》共九 百四十 种
,

他所刊刻 的 (湖州

丛书 ) (十 万 卷楼丛书 )在近代出版史上有一 定影响
。 ”

(顾志兴

(浙江藏书家藏书楼 })

清代 刘承干 清末民初 的
“

嘉业堂
”
可 与宁波

“
天 一 阁

”

交 相辉映
,

鼎盛时期

藏书达五十 七万余卷
。

刊 (嘉业堂丛 书》
、

(吴兴丛书 ) 等共二

百几十种
,

约三 千卷
, “

所致孤秘
,

枣梨以 引
,

于是老濡之占毕
,

介士之孤愤
,

系一线于 不坠
,

主人之功尤不可没也
”

(胡道静 )
。

“

刘承干作为近代的藏书家和 出版家
,

对中国文化事业的

贡献是多方 面的
,

这一点随着时 间的推移越来越 为我们 所认

识
。 ”

(顾志兴 (浙江藏书家藏书楼 ) )

以上择要选取的几位湖州藏书家在文化史上所作 出的贡献及其所处的地位
,

决不只是局

限于湖州地区之内
,

而是全国性甚至是世界性的
。

如陆心源之
“

丽宋楼
” ,

虽号称两百种宋本

而非为实数
,

但其所藏确有不少堪称精品
,

如蜀大字本《左传》
、

残蜀大字本 (汉书》及 (后汉书 )
、

宋耿秉本 (史记 )
、

宋一经堂本 《后汉书》
、

淳佑湖州大字本 (通鉴纪事本末》等在当时已属罕见
,

更有宋汁刻本 《说文解字》等书系海内孤本
。

陆氏后人动议 出售藏书时
,

著名文化人张元济曾

想悉数收购
,

但当他筹资十万赶赴湖州时已被 日本岩崎氏先人一步舶载东去
,

此事引起全国学

术界震惊
,

张元济
、

鲁迅
、

缪荃孙等为之顿足扼腕
。

张元济先生为宏扬中国文化
,

二十年后又赶

赴 日本静嘉堂文库
,

将丽宋楼的部分珍善本照相制版
,

在 (四部丛刊》等书中影印面世
。

丽宋

楼的变故是湖州乃至中国文化的不幸
,

但也反映 了它以其不 凡的版本价值所确立的著名藏书

楼地位
。

应该说明
,

有的藏书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还不只所举之例
,

如旧 中国
“

历史语言研究所
”

在

校勘 (明实录 )过程中
,

曾访得嘉业堂收藏的宁波
“

抱经楼
”

抄本
,

补辑和纠正了底本的缺佚与错

讹
,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皇皇巨著 (明实录》校印本
,

其中就有嘉业堂的一份功劳
。

由于文章篇幅

所限
,

诸如此类
,

不能悉数尽列
。

还应该说明
,

有作为的藏书家还不止上列几位
,

有些人物如明

代凌檬初
、

清代俞榷等
,

由于他们各以版刻
、

文学等成就名世
,

而不以藏书家列
,

据有关专家推

论
,

他们也应当富有藏书
。

我们仅从藏书家这个角度来看湖州人物在中国文化舞台上的地位

和影响
,

就足以令今天的湖州人引以为自豪的
。

总结历史经验 光大文化传统

我们对历史的总结和研究当然不是为了炫耀光辉的昨夭
,

而是为了吸取历史的经验去创

造更加灿烂的今天和明天
,

那么
,

我们可以从湖州藏书家的业绩中得到什么历史经验呢 ? 我以

为至少有以下三点启示
:

一
、

私家藏书的兴盛与湖州地区的经济发达
、

文化繁荣密切相关
。

史家认为
,

从三国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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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
,

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水平 已赶上或超过中原地区
。

永嘉南渡使文化重点 由北方向东

南转移
,

及至宋室迁都临安后
,

江浙更成为经济文化繁富地区
。

明代中叶以降
,

湖州已成为资

本主义萌芽最先出现的地区之一
,

这一切都为文化教育事 业的发展营造 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

就个人条件而言
,

藏书活动要以一定的家庭资财作保证
。

纵观湖州地区的藏书家
,

多数是非官

即商
,

由家境优裕而收藏图书
。

如沈约
、

叶梦得等曾官居高位
,

而近代蒋汝藻
、

张均衡和刘承干

等都为南得巨富
。

正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域环境和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
,

为湖州地 区藏书和

人才优势创造了重要的客观条件
。

二
、

藏书家中的高水平人才
、

高层次交往使藏书得以有效利用并产生新的成果
。

在中国历

史上有名的藏书家数以千计
,

但能够在某些领域作 出显著成就者却不在多数
。

因为有的人藏

书并不是为了做学问
,

他们虽以版本或数量相标榜
,

但只是装点门面
、

徒饱蠢虫而 已
。

笔者曾

将藏书家中有某种作为而列人历史名人的人物作过一个统计
,

其数量 只占 5 % 左右④ 。

可见
,

只有会读书的人才真正懂得收藏
、

懂得利用
,

也才能产生新 的成果
。

本文所列在中国文化史上

占有一席之地的藏书家中
,

大多为举人
、

进士出身
,

沈约
、

陈振孙
、

减愚循等曾任国子司业
、

祭酒

或博士
,

陈振孙
、

严可均等曾为县
、

府学教谕
,

这些职位都是需要有渊博知识和学术地位的人充

卢的
。

他们在学术领域能取得显赫的成就
,

除了 自身有深厚的学问功底以外
,

还与他们游历在

外
,

交往广泛
,

眼界开阔有关
。

与他们结交的有一批颇有地位和名望的专家学者
。

如南朝沈约

与任舫
、

王融
、

萧衍
、

谢眺等著名学者交游
,

被称为
“

竟陵八 友
” ,

他与谢眺
、

王融等人赋诗唱和
,

创立
“

永明体
” ,

对近体诗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

又 如减惫循被滴 归里后
,

与戏曲家汤显祖
、

诗

人王世贞相友善
,

对他鉴别
、

选编 (元曲选》不无关系
。

再如德清藏书家许宗彦
,

也是清代经学

家
,

与他交往并切磋学术的有程瑶 田
、

钱大听
、

段玉裁
、

王艇
、

阮元等
,

都是一代经学大师
,

且有

丰富藏书
。

与严可均至交的姚文田
、

孙星衍也是当时著名学者
。

清末 民初
,

南得适园
、

密韵楼

和嘉业堂不仅为湖州藏书事业添写了光彩的最后一页
,

而且还吸引了一批学界名流
,

在此校勘

图书
、

编撰书 目
、

交流学术
,

如国学大师王国维曾为蒋汝藻编撰了 (密韵楼藏书志 )
,

著名版本 目

录学专家叶昌炽
、

缪荃孙为张均衡编校著录善本书 9 6 0 多部
,

撰成 (适园藏书志》
,

刘承干在选

编
、

刊刻《嘉业堂丛书》
、

(昊兴丛书》
、

《求恕斋丛书》等丛书的过程 中
,

先后延请了当时在史学
、

考古学
、

金石学
、

版本学
、

目录学
、

校勘学等领域里如吴昌硕
、

罗振玉
、

王国维
、

况周颐
、

沈曾植
、

张元济
、

缪荃孙
、

叶昌炽
、

褚德彝等为其鉴定版本
,

精校编审
,

嘉业堂刻书之精为人称道
,

原因也

在于此
。

这种高层次的学者交往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

一是湖州学者和藏书家本身的学术水平

不低 ; 二是湖州藏书确有精品可赏可读
,

除了个人情感以外
,

如果没有高品位的图书所吸引
,

罗

振玉
、

王国维
、

缪荃孙这样的名家大概是不会专 门来南得为张均衡
、

蒋汝藻
、

刘承干编写书 目

的
。

湖州藏书家所取得的高水平学术和文化成果
,

也是同高素质的人才与高品位的藏书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
。

三
、

眷眷桑梓之情融入累累乡邦文献
。

湖州籍的藏书家在外为官或经商者居多
,

他们的藏

书活动有许多是在任上开始的
,

但当他们离职或退休归居故里后
,

都在家乡筑楼储书
。

如南宋

陈振孙曾先后在江西
、

福建和浙江台州
、

嘉兴等地任职
,

所到之处
,

随时留心搜购
、

抄录图书
,

“

兴化任上 回浙后
,

他 已是著名的藏书家 了
。 ” ⑤又 如明代茅坤先任青阳

、

丹徒知县
,

后播升礼

部
、

吏部主事
,

大名副使
,

因故归里后
,

在练市筑
“

白华楼
”

达 数十间
,

成为当时江南名楼
。

晚清

刘承干的藏书是依仗丰富家财在上海搜集的
,

积十年之久
,

购得大量书籍 以至于在上海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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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能容纳
,

于是在南得故居旁建
“

嘉业堂
”

藏书楼
,

这座占地二十亩
,

斥资十二万
,

历时五年建

成的藏书楼
,

其建筑规模和形式
,

在私家藏书楼中很有代表性
,

它和宁波天一阁南北对峙
,

成为

至今保存完好的两颗图书馆文化的明珠
。

湖州藏书家以眷眷桑梓之情融入家乡的文化建设之中
,

他们不仅为各个时期的文人学士

保存和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文化典籍
,

有不少学者型藏书家利用 自己或别 人的藏书在不同领域

里取得了重要成就
,

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

也为湖州赢得了声誉
,

而且还有 一些藏书

家为搜集和流布乡邦文献作出了贡献
。

早在南宋期间
,

陈振孙因不满意嘉泰 《吴兴志 )
,

而于淳

佑九年另撰 《昊兴志》
,

据同治《湖州府志 )著录
,

他还纂辑了《昊兴 人物志》
,

可惜因年代久远
,

两

志都没有留传下来
。

在存世地方志中
,

由藏书家参与编修的尚有郑元庆所作的 《石柱记笺释》
,

(四库总 目提要》称
“

其征据考证
,

颇为赡博
” ,

为乾隆朝修志者取资
。

郑元庆更为用力编修的地

方志是 《湖录》
,

因没有及时刊行
,

今仅存
“

经籍考
”

部分
。

湖州地方志中体例严谨
,

材料详备
,

常

被今人查考的是清同治本 (湖州府志》
,

配i宋楼主陆心源是此志的主纂人之一
,

陆心源主纂的

湖州方志还有光绪七年 ( 1 881 )编修的 (归安县志 )等
。

作为一代信史的地方志
,

记载 了一定时

期的历史面貌
,

历代方志构成了一个地方真实的历史长卷
,

为后人总结借鉴前人经验或教训 留

下了文献依据
。

湖州藏书家的另一大善举是利用他们的知识和藏书优势
,

搜集
、

刊刻了一批地

方文献
,

较为著名的有陆心源的 (湖州丛书》
、

(十万卷楼丛书》
、

<吴兴诗存 》
、

《昊兴金石记》 ;张

均衡刊刻印的《适园丛书》
、

《择是居丛书 ) ;刘承干刻印的 (吴兴丛书 )
、

《嘉业堂丛书》
、

(求恕斋

丛书 )等
,

其中 (适园丛书 )
、

(吴兴丛书》
、

(嘉业堂丛书 )进入 80 年代后
,

还被广陵古籍刻印社再

次重印
,

流布全国
。

这些地方志乘和地方文献不仅保存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

也为我们考察总结

湖州地区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资料
,

湖州学者和藏书家所作的贡献功不

可没
。

随着时代的变迁
,

私家藏书 已被公共图书馆所替代
,

馆藏文献作为一项社会事业为公众所

有
,

获取和利用文献信息比旧时代更为方便
。

本文简要总结湖州地区藏书家在中国文化史上

的贡献
,

目的在于
:

一是希望当代的读书少
、
能充分利用图书馆的文献资料

,

踩在前人的肩膀上

去攀登时代的新高 ;二是希望图书馆工作者继续破除藏 书楼的旧 观念
,

用现代的意识
、

现代的

技术和现代的服务水平去塑造现代图书馆的新形象
,

同时也要利用身在
“

书城
”

的优势
,

积极开

展科研活动
,

为我国的学术和文献宝库增添新成果
,

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新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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