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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wo books can be used not only as textbooks ,but

also as reference books for researchers in history of Chinese libraries ,book

history ,history of culture ,et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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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 ASS NUMBER　G256. 1

　　由袁咏秋、曾季光两位先生主编 ,北京大

学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出版的《中国历代图书

著录文选》和《中国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及名家

藏读叙传选》(以下分别简称“文选”、“叙传选”

或合称“二书”) ,是国家教委文科教材编写规

划审定的文献资料书 ,意在为高等学校图书档

案专业师生提供博览历代藏书、治书渊源大略

之资。弘扬中华图书文化的意识 ,明显地贯穿

其中。诚如“文选”前言所述 :“编辑意向重在

浓厚文化意识 ,传播读书种子及书香风尚”。

二书相互联系 ,又如书名题示 ,各自贯穿一

条主轴线。“文选”以“著录”为主线 ,鉴于历代典

籍渊萃在中秘 ,诸史如汉、隋名志 ,就原著裁篇别

出 ,以著于录 ;无志之史 ,其有后世补志或精研翔

实论评之作 ,或虽非官书而为官录所甄采 ,或私

家撰述有裨于治学治书者 ,一并选录。

“叙传选”则以藏读著述及名家遗闻轶事

为主线 ,具体体现于经籍与教化、古籍之源流

故实及博稽著述、雅尚图书等内在蕴含 ,而以

中国历代藏书机构沿革为之冠 ,表明了编纂者

的高远立意及卓尔见地 ,用以构架二书眉目清

爽 ,文化之义著焉。

中国是图书大国 ,有关藏书、读书的论著 ,自

成体统 ,滋益代代学子 ,而且不断拓宽增广。二

书主编视野开阔而措意搜求 ,本着由博而约的精

神 ,精心采撷 ,精致编缀 ,使许多散篇佚章 ,百衲纟

由序 ,形成有内在联系的有价值的图书文化系

列 ,不仅便于披览 ,便于旁索广求 ,且于古今中外

图书文化交流史上架起了一座索绪天桥 ,因而是

两部不可多得的极富活力的撰著。

中国是国家藏书和私家藏书并重的国家。

国家藏书制度起源很早 ,自汉代开始大收篇

籍 ,置写官 ,使刘向父子校书秘阁 ,于是总群书

而奏其《别录》、《七略》,班固删其要为《汉书·

艺文志》,于是而有诸史艺文经籍志。三国六

朝以后 ,后起之书方兴日异 ,类分部次不能不

有所变迁 ,然自《汉志》六略至《隋志》四部迄清

之《四库》目 ,千百年间 ,虽小有增损 ,但大体沿

用无以易 ,因刘略班马剖析艺文 ,总绪百家 ,有

意推本者仍六经六艺之旨 ;六艺其辞为文 ,其

理则通于类 ;分类乃学者之至要。《七略》始创

之光 ,及其流为四部 ,中经历代簿录家苦心纟由

绎排比之迹 ,“文选”均有论列。

国家藏书机构演变发展到近代 ,逐步走上科

学化的道路。“叙传选”专辟“近代图书馆运动及

国家图书馆早期规模”一目 ,收录自同文馆、京师

大学堂、南洋公学等所属图书机构的设置至国家

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创建与发展的文献近

百件。其中有三件特别值得一提。

其一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第一馆、第二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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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及概况》,略述清季设于什刹海广化寺 ,后

扩及中海居仁堂之京师图书馆即第一馆 ,与庚

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设于北海的北京

图书馆即第二馆筹组合并事宜。其二是《1909

～1949 年北京图书馆纪事》。前者详于机构组

建 ;两馆筹划合组 ,历时多年其间 ,合组之议一

度中辍 ,数易馆名 ,表明“要用美国退还的赔

款”“也是非同小可的事”(鲁迅语) 。后者详于

图书庋藏及两馆合组后诸多实务而脉络分明。

两者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中国图书馆和它的国

家共命运———“被近代化”的历史 ;同时也表明

在国家积贫积弱之际 ,人们期盼吸收西方文化

新精神的积极性。北图在其筹办之初 ,承内阁

大库之遗 ,随即咨调各省官书 ,通行各省检送

立案出版图书 ,1916 年 10 月 3、4、5 日接连三

咨全国征集各省新志、地志、金石拓片、碑碣石

刻等 ,受赠承受外国政府官书、出版物 ,定期交

换馆员 ,聘请外籍专家等。新建馆舍、�皇典

丽 ,盛极一时。

其三是钱存训《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籍运美

经过》专文。先生曾先后主持北京图书馆南京

分馆、上海分馆馆务 ,1937 年受命于国难中 ,主

要任务是保护北平馆南迁善本图书。珍珠港

事变前 ,为万全计 ,奉命策划 ,联络秘密运送这

批善本去美保存 ,25 年后返回台北等经过情

形。先生学究古今 ,文擅中西 ,坐拥书城 ,本可

多享书福。无奈际遇“二战”,半个多世纪中先

生亲历目睹却是这批宋金元明历代宝传下来

的稀世之珍的迁徙流散或还非其主的命运 ,文

中精神窘迫 ,惊心动魂之情景跃然纸上。

“文选”之“历代图书著录名著、论评”目

下 ,刘向父子、郑樵、王应麟、章学诚等十几位

名家名著为本目之所宗自不待言 ,而古代丛

书、类书之形制成书亦多有其悠久历史和优良

特点 ,亦治目录学者所有事。梁启超《图书辞

典簿录之部 :官录及史志》、傅增湘《国立北平

图书馆善本书目序》、刘国钧《中文图书编目条

例草案·导言》等一批近现代著述亦择要收入。

以上两端表明 ,二书既重本源 ,亦重流绪 ,

而不执泥于古今厚薄之度。

中国向以私家藏书著称 ,且名家辈出 ,向

歆以私藏与中秘相参校 ,官私相补 ,互通有无 ,

等等 ,自来蔚为风尚 ;民间藏书者不可胜数 ,历

代公认藏书名家亦无法尽录 ,只能举要。“文

选”设“私家撰述各类书目举要”一目 ,举自欧

阳修《集古录》至曹秋岳《静惕堂书目》三十余

家 ,晁公武郡斋、陈振孙直斋、黄虞稷千顷堂、

瞿镛铁琴铜剑楼等自在其中。所举各家 ,录文

亦有所择别。如范氏天一阁录阮元《宁波范氏

天一阁书目序》、乾隆谕旨、钱大昕《天一阁碑

目序》等 ,并举《李氏易传集解十七卷后附王氏

略例乙卷》《汉上周易集传十一卷卦图三卷丛

说一卷》二种为例 ,使见目如见书 ,足以显其特

点。“叙传选”之“私家收藏之聚散与流传”目

下 ,有刘汝霖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家藏

书》、《唐书所载诸家藏书》及袁同礼所撰宋、

明、清藏书概略等数篇。既有一代综述 ,又有

典型证说 ,详略有致 ,其迹昭昭。“叙传选”又

录有日本学者岛田彦桢《百百宋楼藏书源流考并

购获本末》及藏书家董康附言 (按 :百百宋楼为晚

清陆心源藏书处 ,藏书 15 万卷之多 ,内有宋版

书 200 部 ,极为名贵。陆氏卒后 ,其子于 1907

年以 11. 8 万圆售予日本岩崎氏 ,藏静嘉堂文

库) ,为私家藏书之特写。岛田氏以中国宝藏

入籍日本为“人世之大快事”,董康则“太息者

累月”。编者采录着笔于此 ,以不忘国家积贫

积弱时图书之又一厄也。

办理四库全书圣谕“文选”录入 11 则 ,除纂

辑起意、丛书定名等通常事项外 ,有两则较为

引人注目。一为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谕《宗泽集》、《杨继盛集》等书中“夷”“狄”等不

必改为“彝”“敌”,并云 :“若有心改避 ,转为非

理 ,如《论语》‘夷敌之有君’、《孟子》‘东夷西

夷’,又岂能改易 ,亦何必改易 ?”一为乾隆四十

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谕所进明代徐必达《南州

草》等所谓“违碍应毁书籍”的处置 ,认为“《南

州草》所载奸商奸�结贿欺君诸疏 ,俱持论不

挠 ,极为抗直”,“诸臣在胜国言事 ,于我国家间

有干犯之语 ,彼自为其主 ,不宜深责”。四库全

书 3000 余种图书 ,确有删改之处 ,存目 6000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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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确有价值较高而未刊之书 ,所毁图书确有

不当毁者 ,但后人乃至今人指责《四库全书》编

纂者为维护清统治者的狭隘利益而妄加删改

抽毁 ,甚至认为“删去的都是好书”,则属偏颇

之论。近七八年间为编纂《全宋诗》接触过《四

库全书》中几乎全部宋人别集中诗歌部分及有

关资料的陈新先生认为“《四库全书》纂辑伊

始 ,对原书是相当忠实的”,明确不同意“恣意

篡改”说 (详《文教资料》1997 年第二期》) 。“文

选”所录 11 则圣谕 ,较为全面地说明了四库全

书的编纂原则及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处理 ,实为

有识之见。

文字的发明与图书的出现相为踵继 ,都是

奴隶制社会即“文明时代”的产物。“叙传选”

代序《古代中国的文字传播和文化传统》(钱存

训著《书于竹帛》绪论) 历述汉字、印刷术等与

图书的影响 ;“叙传选”第二编摘述有关文字、

笔、纸、印刷及书册制度等资料数端 ,以明相互

关系 ,于此显然之处未多引述 ,而于本编特辟

“古经籍流传与书院”一目。书院是古代教育

的一种组织形式 ,是讲学、读书之所 ,也是藏书

之所 ,一般由某一著名学者创导 ,聚众授受 ,聚

积图书 ,教学相长。该目采撷自孔子第一个创

立私学 ,教以诗书礼乐 ,傅玄请举学校之纲 ,明

其大教 ,长其节义 ;李觏祗举秦汉衰亡故事 ,切

谂学校之有关国家 ,朱熹请敕额并御书于白鹿

书院 ,尤以受赠《汉书》送使藏读乃书院、图书

与教育血脉渊源之典型史实 ,及宋濂之随书纳

忠、王守仁之“经正则庶民兴”等等 ,均“教育为

立国之本”,“文礼教道之结人心”的教育思想

植根之沃土 ,犁地三尺可见 ! 是中华民族辉煌

的历史文化中永恒的宝贵遗产和优秀传统。

一般的史实、史论经过精心的连缀纟由绎 ,读之

令人耳目一新 ,文献足征 ,乃图书与文化教育

互资互证极尽其致之又一端。

二书立足于专业而不囿于专业 ,泛舟书海

而有涯 ;从古代馆阁藏书 ,秘文著述和某些重

大古籍的编纂 ,校理成书及其聚散源流故事 ;

从古者藏读著述中透析中国古籍文化发生、发

展的历史环境及于此环境中长育成就的人、书

和他们的道德事功等等。所选如司马光之致

力于修《通鉴》、王明信 (明清) 之宁守书而不

官 ,王世贞舍一庄而得宋版《汉书》,即以身作

蠹鱼其间 ,黄荛圃 (丕烈) 枯坐书斋 ,呵冻校书

以消寒等等 ,历历可见读书人精神之所注。祁

承火业《藏书约》、《聚书训》强调“经济”,即经世济

民 ,亦即实用。胡应麟反对为藏书而藏书 ,强

调读书颐养。他的《经籍会通》引述“饥读之以

当肉 ,寒读之以当裘 ,孤寂而读之以当朋友 ,幽

忧读之以当金石珍瑟”,这是尤延之为众多治

书人精神之总结 ,亦是引述者自己的感受。

“文选”不拘一格 ,一并录入。二氏所论 ,乃为

从不同角度论述读书与人生的关系。“为振兴

中华而励志研读 (“叙传选”前言) 之立意 ,导向

亦甚切合读书为国 ,为国读书精神。

“文选”和“叙传选”共计 90 余万字 ,含长短

文 700 余篇 (诠释注引用书近 500 种) ,分门别

类、编录条贯 ,宛然一体 ,收纳若干稀有罕见文

章 ,触之犹有余热 ,确为主编者目系心知 ,读书

颐养之羹膏 ,以飨读者 ,可省却不少寻觅之劳。

二书不仅有教学研究参考之功用 ,对研治中国

图书馆史、书史、文化史者亦将于资料编录思

想、撰例等方面有所启发。

“文选”任继愈先生序中希望包括古代图

书著录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能为当前文化建

设服务 ,能对世界文化产生影响。顾廷龙先生

序中希望吸取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 ,

反对民族虚无主义 ,并赞许二书编纂论列颇有

见地。袁咏秋先生所撰两前言 ,阐释中华图书

典藏文化的蕴涵 ,介绍纂述大略 , 是宀为阅读指

导。

作为责编 ,虽曾覃思于斯 ,却仅稍触皮毛 ,

惟愿与读者开发中华典籍之文化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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