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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师藏书与华侨学府结缘
暨南大学有幸收藏章太炎先生藏书，应归

功于已故著名宋史专家陈乐素教授。

章太炎逝世后，生前在苏州寓所的藏书全

部由家人继承和管理。20 世纪 80 年代初，限

于收藏条件、收藏环境等原因，章氏后人有意

将太炎生前藏书捐出，供学人研习之用，并托

太炎弟子、友朋等物色合适的收藏单位。时陈

乐素教授任教于暨南大学历史系，任宋史研究

室（现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前身）主任，深知

太炎学问之博、庋藏之富。当从朋友中得知消

息后，立即联系，通过朋友介绍找到章太炎的

后人，并与历史系李龙潜教授前往苏州章氏寓

所实地考察；经多次商谈，章氏后人同意将太

炎先生的全部藏书让于暨南大学。与此同时，

陈乐素教授向学校报告，建议学校接收这批藏

书。学校很快批复同意并予以经费支持，指示

由学校图书馆负责接收、整理和收藏事宜。图

书馆即派馆员亲自到苏州办理交接手续，在陈

乐素先生的弟子张其凡等人的协助下，这批藏

书很快经上海运抵广州。于是，国学大师的藏

书与蜚声海内外的华侨高等学府结缘，暨南大

学图书馆因之成为国内外完整保存章太炎先生

藏书的首善之地。后来暨南大学李龙潜教授回

忆说：“值得特别介绍的是在苏州，他通过朋

友介绍，在锦帆路 10 号章氏故居，找到了章

太炎的后代，多次商谈，才谈妥条件，如在图

书馆建室珍藏等，让其后代以章氏名义捐赠了

章太炎的全部藏书给暨大，共 3000 余册，其

中善本 445 册。”[1]

2　章、陈二家的交谊
章、陈二家是世交，其较早的社会活动交

集或始于中国地学会。1909 年，近代地理学家、

教育家张相文与白雅雨等 27 人在天津创办了

我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该

会于 9 月 28 日在河北第一蒙养院举行成立大

会，会上张相文被推为会长。翌年，学会会

刊《地学杂志》创刊，该刊为我国最早的地理

学期刊。学会成立不久，张相文就把当时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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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师章太炎、地理学家白眉初、地质学家邝

荣光、水利学家武同举、历史学家陈垣，以及

热爱地理学的教育界知名人士蔡元培等团结在

地学会里，组成了我国第一支研究地理学的队

伍。章太炎、陈垣二先生同为地学会会员，公

事兼私谊当或不乏往还。

其后章、陈二氏更多的交往有待考证，但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章太炎先生和陈垣先生

时有过从。1932 年 3 月间，章太炎北游讲学，

其在北京的门生轮流宴请。4 月 6 日，陈垣等

在谭家（丰盛胡同六号，后迁帅府胡同四十六

号）设公宴，以著名的私房“谭家菜”招待

章太炎。当时出席公宴的人，杨树达有记云：

“（四月）六日。与陈援庵（垣）、尹石公（炎

武）、伦哲如（明）、余季豫（嘉锡）公宴章先

生于谭篆卿家，用粤菜也。”[2]“粤菜”指的是

“谭家菜”。

新中国成立后，章、陈二家的后代也有交

往的记录。1988 年 10 月，陈乐素于“锦帆路

太炎先生故居与章导先生相见……章先生作东

款待乐老”[3]。可见章、陈两家人两代之间交

往密切。

陈乐素（1902-1990），广东新会人，是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陈垣的长子。陈乐

素传承了父亲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成为宋

史和文献学研究之大家。鲜为人知的是，他还

是图书馆界的前辈。他非常重视图书资料的搜

集、整理与研究，对图书馆业务也很熟悉。20

世纪 50 年代初，浙江师范学院图书馆新建，

陈乐素为第一任馆长，对该校图书馆的创建和

发展贡献良多。1979 年南下广州，为暨南大学

历史系创办宋史研究室，1983 年扩建为暨南大

学古籍所（现“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在他

担任宋史研究室主任和古籍所所长期间，又为

系、室、所搜集购置了大量的图书，其中有线

装古籍近 300 种，3300 余册。而最大宗、最具

价值者当属章太炎藏书。暨南大学拥有了国学

大师的这批藏书，不但丰富了古籍馆藏，为教

学科研提供了文献保障，而且大大提升了学校

图书馆在业界的地位和影响。在全国古籍普查

中，暨南大学图书馆有九部古籍入选《国家珍

贵古籍名录》，成为国宝级文物。其中明正德

间司礼监本《晋书》和清康熙间本《白沙子全

集》即系自章太炎藏书。

3　太炎藏书的文献价值
暨南大学十分重视章太炎的藏书，既在图

书馆设专室妥善收藏，又组织专人对图书进行

分类、编目、加工。先成卡片目录一套，后编

印《暨南大学图书馆章太炎先生藏书目录》一

册。章太炎藏书落户暨南大学后，学校因此接

待了数批海内外专家学者，有幸目睹这批藏书

的专家学者均表示了欣羡之情，对其文物和学

术价值给予高度评价。本着“保存好文化名人

的藏书就是保存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的

认识，图书馆十分重视对这批藏书的整理研

究，在文献调查的基础上，拟定了整理研究计

划。1999 年，经贺仁近馆长的推荐，申请到校

长机动基金的资助，整理研究工作正式启动。

几年间，课题组对太炎藏书批语进行全面的研

究整理，共整理出经太炎先生批注的图书四十

余种，辑录题跋批注近八百条。内容涉及语言

文字学、宋明理学、历史学、文学、佛学、医

学诸方面。辑录整理工作完成后，接着对太炎

批语进行研究，为各书撰写内容提要，内容包

括该书作者简介、主要内容以及太炎批本所据

版本、批注数量、批注内容、学术价值等。其

间，课题组成员积极撰写文章，利用参加全国

学术会议和出差的机会，推介太炎藏书，引起

文化学术界的关注。2005 年，课题组成功申请

到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

会直接资助。2012 年 10 月，整理成果《章太

炎藏书题跋批注校录》由齐鲁书社正式出版。

2013 年 8 月，成果荣获 2012 年度全国优秀古

籍图书一等奖。

章炳麟（1869-1936）一生著述丰富，被

尊为经学大师。著述除刊入《章氏丛书》《章

氏丛书续编》外，部分遗稿刊入《章氏丛书三

编》。自 1982 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

《章太炎全集》，网罗繁富，是目前收录太炎遗

文较为齐备的集子。近期该社更将太炎藏书批

语收录到《全集》中，免遗珠之憾矣。太炎生

前丰富的藏书从未公开，仅知其《遗嘱》提

及一二，未见编制目录，数量种类亦未见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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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据出让于暨南大学后的藏书统计，凡 321

种，3923 册。按四部计，则经部 44 种（批注

6 种），329 册；史部 49 种（批注 5 种），1140

册；子部 105 种（批注 25 种），522 册；集部

58 种（批 注 9 种 ），387 册。 另 有 丛 书 65 种

（批注 19 种），1545 册。

章太炎藏书内容丰富，四部悉备，构成了

一个较完整的图书资料体系。太炎先生所藏

多为通行之书，可见其收藏图书但求裨于实

用，非斤斤于版本。据太炎遗嘱：“余所有书

籍，虽未精美，亦略足备用，其中明版书十余

部，且弗轻视。”[4] 在出让于暨南大学图书馆的

藏书中即有《百川学海》等 11 部明刻本，加

之清乾隆以前的刻本，属善本范围者凡 28 种。

而散落于藏书中尚未公开发表的太炎题跋、批

注等遗文 1，尤为珍贵，具有重要的文物和学术 

价值。

藏书中多有章太炎题写的手迹，包括眉

批、封面题签、书中夹条、篇章句读等形式。

太炎长于书法，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书家。所

藏《白沙子集》《二林居集》《李翰林集》《浪语

集》（以上小篆）、《荆川文集》《徐灵胎医书》

《伤寒明理论》《类证活人书》《金匮心典》《问心

堂温病条辨》《世说新语》《思辨录》《历代钟鼎

彝器款识法帖》（以上行草）等书封面都有其亲

笔题签，数量占全部藏书三分之一以上，且多

钤有“太炎”“章炳麟”“章炳麟印”“馀杭章氏

藏书”“菿汉老子藏书”诸印 2。行楷、行草、篆

书等，各体皆精，从中可以看出太炎藏书之源

流以及他对印章的要求和眼光。他的小篆取法

《说文解字》，点画位置率真稚拙，形成了其篆

书的风格特征。他的行书喜作狭长形，古意盎

然，亦以率真为主要特征，鲁迅书法中亦可见

章书的痕迹，艺术价值甚高。

值得一提的是，这批藏书中还有少量与太

炎先生交往的名人手迹，如所藏《王临川全

1  仅见章太炎弟子沈延国有《章太炎先生手批〈二林

居集〉辑录》，收入钱仲联主编的《明清诗文研究

资料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文前说明：

“《二林居集》手批本，久藏苏州章氏故居，公子孟

匡，倩抄一卷。”此手批本现为暨南大学收藏。

2  杭州章太炎纪念馆藏有章太炎印章十数枚。

集》中有梁启超朱笔校语，《等不等观杂录》

封面有章氏门生吴承仕“奉语章先生”等题赠 

笔迹。

章太炎在《说新文化与旧文化》中认为

“我国古学，论其大者，不过是经、史、小学、

诸子几种”。[5]“中国学问中最要紧的就是这

几种。此外，虽然还有许多门类，但不是切要

的。”[5]310 从其藏书内容看，正体现了他的这

一观点。在经部藏书中，除易、礼、毛诗、春

秋、四书外，小学（文字、音韵）类图书，如

《尔雅义疏》《释名疏证》《说文徐氏新补附考证》

《说文外编》《广韵》《集韵》《经典释文》以及日

人冈井慎吾《五经文字笺正》等，共有 20 种，

约占所藏经部文献的 45%。而在史部藏书中，

更多的是诸如《小学考》《筠清馆金石文字》《历

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古籀拾遗》以及大量的

古泉、钱谱等书。这类文献正是太炎早年治学

的着力点。章太炎不以治史为主，但其史学根

底深厚，在 20 世纪初，他是对“近世”史学

颇有造诣的学者。太炎收藏史籍凡 1100 多册，

然所作批注仅见《汉书  补注》《水道提纲》等

三五部，批语十余则。章太炎曾说：“我从前倾

倒佛法，鄙薄孔子、老、庄，后来觉得这个见

解错误，佛、孔、老、庄所讲的，虽都是心，

但是孔子、老、庄所讲的，究竟不如佛的不切

人事。”[5]309 因之子部藏书则广涉老子、庄子、

列子、文子、墨子等著作，尤以医学和佛教典

籍为大宗，这两类文献数量超过了子部全部藏

书的 60%。可见太炎对医学和佛学研究用功 

甚勤。

不重天文，这是太炎先生读书的一贯特

点，所以藏书中有历算而没有天文类图书。他

在谈及读书门径时说：“全史三千多卷，现在

要人全读，是不可能的事，《资治通鉴》和

《通典》《通考》，都合起来，不过六七百卷，可

以读完的。不过这个里面，也有许多不可以读

的，如五行、天文等类，用处很少。”[5]308 在所

藏《思辨录辑要》中，针对陆世仪开列的包括

天文、地理类的读书书目，太炎批注质疑曰：

“天文书习之何用？”[6] 其鲜明的阅读倾向可见。

又如藏书中无戏剧类书。而小说类书中仅有

《世说新语》《阅微草堂笔记》，前者可归为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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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后者可归为神怪类，还称不上如《聊斋志

异》《金瓶梅》等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就是在这

仅有的两种宽泛意义上的小说批注中，太炎也

是透过小说中所描绘的故事情节去做历史、哲

学、医学方面的考察，表明太炎以学者和思想

家而不是以文学家的眼光去读小说，或者，即

算以文学家的身份读小说，也是以诗词文赋为

传统文学正统来衡量。

章太炎是以清代朴学的传承人和发扬者自

我期许，开始他的学术和民族革命生涯的，早

年标举“实事求是”之学，等视九流诸子，不

独尊儒学。中年援佛证庄，体验到了建构自己

哲学世界过程的高度精神愉悦，并进而以《齐

物论释》为枢机，以庄证孔，以不齐为齐，开

始重新坦然容纳诸多价值的同时并存，重新认

识新旧儒学的价值。晚年对儒学浓重的现实精

神感召多有认同 [7]。太炎藏书中，虽然没有明

确标记何书得于何时何地，但一般而言，有治

学研究的需要才有购买收藏的动机，藏书大体

涵盖了太炎早、中、晚年学术研究所需的主要

参考文献，可从侧面进一步了解太炎读书兴

趣、治学门径、学术渊源、学术观点、书法风

格及其思想嬗变轨迹等等。

将太炎藏书体系构成与其学术取向联系起

来考察，无疑可以为太炎学术思想等方面的研

究提供更多的确证资料。

太炎博通经史百家，收藏书籍目的在于“备

用”，故其藏书封面、书眉、卷首末空白处亦多

有批注、序跋、题记等手迹。所撰评语、题记，

长则百余字，少则寥寥数语，悉庄重不苟。批语

内容或发疑，或正误，或解惑，或纠谬，随手

之间，颇多精义，反映出太炎学问的渊博、识

断的精审及其学术思想变迁等情况。据统计，

藏书中经太炎批注、句读、题耑的书籍有 60 余

种，600 余册，批语、序跋、题记近 800 条。

从太炎藏书批注内容上考察，可见其学术

思想触角涉及经学、文字学、音韵学、哲学、

史学、诸子、佛学、文学、医学等诸多领域。

批注中所表达的思想观点，揭示了太炎学术渊

源及其思想嬗变轨迹，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认识

章太炎的全新的、独特的、更为宽广的视域。

暨南大学图书馆很珍惜在陈乐素先生努力

下得到的章太炎藏书。图书馆古籍部除了悉心

保护之外，还进行适当的研究与开发，最大限

度地发挥它的文献作用，为教学科研提供服

务。关于章太炎藏书，除了已整理出版《章太

炎藏书题跋批注校录》，我们还计划做以下两

件事：（1）影印出版《章太炎藏书珍本丛刊》；

（2）建立“章太炎藏书及研究文献数据库”。

整理研究大师秘藏，公之于众，嘉惠学林，此

乃文化学术界之期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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