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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人景仰爱戴的顾廷龙先生逝世已一周

年。中国虽是一个文化底蕴极深厚的国度, 但

像顾老这样学识渊博, 堪称文献渊薮, 一生热

心于中国图书馆事业, 而又品格高尚的硕学

鸿儒, 却是为数有限的。他的逝世, 是对我国

学术文化事业和图书馆事业的巨大损失。

顾老字起潜, 号　讠多, 江苏省吴县 (今苏

州市) 人, 清光绪 30 年 (1904) 10 月 4 日出

生, 1998 年 8 月 22 日逝世。1924 年毕业于苏

州省立二中。后入上海私立持志大学, 从胡朴

安、姚明辉师攻文字、训诂之学。1931 年毕业

后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部。比他年

长 11 岁的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 是

其族侄, 当时任该校历史系教授。1933 年由

洪业教授介绍, 顾老进入燕京大学图书馆中

文采访部当主任, 从此便与中国的图书馆事

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日寇侵华时的 1939 年

春, 他离北平南下至上海。时张元济、叶景葵、

陈陶遗、李拔可等文化界巨宿为抢救本国古

籍文献以免外流他邦, 在上海着手创办合众

图书馆。他们邀请顾老出任该馆的总干事。解

放以后, 顾老任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 (前身即

合众图书馆)馆长。不久, 上海历史文献图书

馆并入上海图书馆, 顾老任上海图书馆馆长

长达 23 年之久。后继续担任该馆名誉馆长。

顾老精文字训诂学、目录版本学、历史文献

学, 书法亦为世人所重。他著有《吴客
心斋 (大

澄)先生年谱》、《古　文　录》、《尚书文字合

编》四巨册 (与顾颉刚合编)等。他的文集尚待

编辑出版。

顾老系苏州文献大家顾嗣立之七世族

孙。顾嗣立, 字侠君, 清康熙年间人。中举后

于康熙 44 年被召至京师参加宋金元明四代

诗选和《皇舆全览》等书的纂修工作。康熙 51

年中进士后, 又入武英殿参加编纂御纂诸书。

顾嗣立在苏州有秀野草堂, 在京师寓居宣武

门外西上街三忠祠, 亦筑有小秀野草堂, 藏书

极精极富, 朱彝尊为之撰《秀野堂记》。当时,

他请禹之鼎和王原祁各绘有《秀野草堂图》,

在画上和诗者百余人, 一时名传辇下。其中一

幅图卷今藏国家图书馆。顾老出身书香门第,

濡染家学, 这对他后来热心从事图书馆事业

不无影响。1942 年, 他曾将家藏的《秀野草堂

第一图》捐入上海合众图书馆。叶景葵《卷　

书跋》有为该图所作的题记, 云:“余读海盐张

氏《涉园图咏》而跋其后, 顾君起潜以先世侠

君先生《秀野草堂第一图》见示, 属为题记。起

潜盖将踵海盐之美, 举以是图永庋合众图书

馆者也。江浙两大藏书家之遗型, 同时归吾馆

镇库, 曷胜忻幸。《涉园图咏》系出临摹, 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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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草堂落成时第一粉本, 尤称难得。”顾老

又曾将顾嗣立《元诗选》癸集稿本, 明皇甫氵方、

皇甫冲、皇甫氵孝、皇甫濂 (称四皇甫) 的《诗书

卷》, 有顾祖禹、朱用纯、余怀题诗的《马蕃侯

像赞册》等, 均捐入馆。又曾搜访到沈曾植旧

藏的《陈后山集》,“可珍不在希觏本之下也”。

这些都是珍贵的善本或文物。比如《元诗选》,

顾嗣立从康熙 30 年起, 就锐意搜辑元人诗

集, 自元遗山而下, 得 300 家, 凡 1200 卷。在

丰富的藏书基础上, 嗣立于康熙 59 年终于编

成《元诗选》。

顾老本人虽略有藏书, 亦有嗜书之癖, 但

他与以往的藏书家有根本上的区别。他不斤

斤于个人藏书, 而是把毕生精力和心血献给

了国家的藏书事业即图书馆工作上, 可谓“平

生之志与业, 皆在其中”了。解放前, 他目睹政

潮暗淡, 古籍沦丧, 乃秉众擎易举之义, 与诸

先辈擘画, 惨淡经营, 广为搜罗, 聚集遗佚, 使

合众图书馆从无到有, 庋藏秘籍稿本、校本、

抄本等达 25 万册, 金石拓本万余种。他主持

上海图书馆工作后, 使该馆很快茁起沪滨, 与

清末即已轫办的京师图书馆 (今国家图书

馆)、江南国学图书馆 (今南京图书馆)为三大

馆之一。该馆尤以多藏江南文士稿本、批校跋

抄本著称于世, 为文献渊海。在那个政治运动

频仍的年代里, 顾老力任艰辛, 以抢救放佚为

自己的职志。如明万历本《三峡通志》、《严州

府志》, 都是从废纸堆中捡来的。被人用来作

包裹纸的《强学报》第二期、《布尔什维克》报,

也被他抢救并得以影印出版。其他如沈曾植

的门簿、汪鸣銮的收礼籍、明温体仁内阁《票

拟簿》, 汪康年师友手札数十包、科场石朱卷、

孙宝王宣《忘山庐日记》、杭州叶瀚自传《块余

生自记》、张一麟《心太平室集》、费树蔚《韦斋

集》、黄群《敬乡楼诗集》、叶景葵《杂著》、张元

济《序跋集录》及书札、诗文等, 无不广为网罗

珍　, 整理编辑出版。披沙检金, 集腋成裘, 使

上海图书馆藏书日益丰富。顾先生尤其重视

为读者做好服务工作, 于学者研究“小叩小

应, 大叩大应”, 助人为乐, 慷慨无私。

顾老尤精目录版本之学。1927 年春, 他

辍学家居, 专习国学, 应外叔祖王同愈老先生

之招, 馆课其家为塾师。王同愈, 字文若, 号胜

之, 别署栩缘, 苏州人, 清末曾先后任湖北、江

西两省提学使。辛亥鼎革之后, 卜筑槎南草堂

于上海南翔仙槎桥边。王氏与《藏书记事诗》

的作者叶昌炽为挚友。叶昌炽曾从朱学勤处

传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以朱笔录朱学勤

批注, 以绿笔录陆树声 (字叔同, 陆心源之三

子) 批注, 当系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

莫友芝《�亭知见传本目录》之外的又一重要

批注本。王氏亦从叶昌炽处传抄一本。一日,

顾老从王公案头见此书, 倍感兴趣, 乃亟购得

傅增湘藏园所印《　亭知见传本书目》, 将诸

家批注的各种版本, 过录其上, 以便日后校

补。顾老在《王同愈集》序中谈到此事时说:

“此是我从事目录版本之始, 安知竟成为我古

籍整理终身之业”。馆课之余, 他又曾以五色

笔汇录翁宜泉、叶东卿、龚孝珙、潘祖寅、吴清

卿诸家之说于《积古斋款识》之上。外叔祖王

公为之书后, 云:“起潜勤学好问, 有志稽古。

课余辄手一编, 研索六书, 上窥仓籀。闻有家

藏秘籍, 必辗转假归传写。”“美哉备矣! 阮氏

《款识》之批校本, 当无有精于此者矣!”

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 顾老曾为近

现代著名藏书家、校勘家章钰编撰《章氏四当

斋藏书目》三卷。章钰, 字式之, 又字坚孟、茗

理, 别署霜根, 江苏省长州 (今苏州人)人。清

光绪 29 年进士, 曾入端方幕府, 供职吏部、外

务部, 兼职京师图书馆编修。其家有四当斋藏

书 3300 余种, 约 73000 卷。取宋尤袤“饥读之

以当肉, 寒读之以当衣, 孤读之以当友朋, 幽

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之义, 颜其藏书处为四

当。1937 年章氏殁后, 其夫人章王丹芬遵循

遗嘱将藏书悉数寄赠燕京大学图书馆。馆方

即派顾老编纂此目。此目体例得当。每种书

首列书名、卷数, 次列作者姓名、时代、籍贯,

又次列版本、册数, 其后为题识之语。顾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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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各篇题识详录前贤识语及章钰本人识语、

偶笔等。顾老本人亦多加按语和考证, 多附同

时代文献家之生平资料。20 年来, 我为搜集

资料, 撰写《文献家通考》一书, 读到顾老该

目, 如获至宝, 抄录鲜见资料甚多。我感到, 这

是近现代水平很高的书目之一。顾老从 30 年

代起, 还在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许多目录版

本学文章, 如我所读到的即有《唐鹪安藏书考

略》、《安雅广娄藏书目录跋》、《女郎 妙境藏书目

录跋》、《梁溪余氏负书草堂秘籍书目后记》等

约数十散篇。这些文章皆有关近现代文献传

递源流, 颇有学术价值。如果能尽快将他的这

些文章结集出版, 将大大有功于学术研究。

顾老任上海合众图书馆总干事时, 一时

社会名流如张元济、叶景葵、李宣龚、蒋鸿林、

叶恭绰、胡朴安、顾颉刚等均将自己的珍贵藏

书捐入该馆, 顾老一一为之编撰书目, 并写题

跋、后记。解放后, 他长期主持上海图书馆工

作, 曾组织编撰《中国丛书综录》, 著录丛书

2797 种, 并详录各书子目。这部《综录》填补

了目录学史上的一个空白, 是非常实用的重

要参考工具书。他又曾组织专家, 对上图馆藏

的古籍善本书, 一一校读原著, 鉴别版本, 编

纂成《上海图书馆善本目录》。顾老对中国文

献事业及目录学贡献最巨的, 当数他在耄耋

之年主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975 年 10

月, 周恩来总理重病之中, 非常关心这项巨大

的目录学工程, 指示:“尽快把全国善本书目

编出来。”1980 年 5 月, 国家组成编委会, 由

顾老任主编。这次大规模编目, 将全国 782 个

单位所收藏的 57500 余种善本古籍, 汇集编

成一部大型书目。这部囊括全国范围内的古

籍善本书目, 今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顾

老在垂暮之年, 终于乐观其成, 如释重负。煌

煌巨著, 将长久有功中国学术文化和图书馆

事业。

顾老虽是当今学界泰斗, 然而为人却极

为谦逊温和, 尤乐于奖掖后进。我对顾老仰慕

已久, 很想有机会能当面请教。1986 年, 我到

上海、杭州、南京、苏州、扬州、宁波等地访读

秘籍时, 行前曾请南开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

来新夏先生写了一封便函, 介绍我去拜访顾

老。我从苏州到上海后, 一天晚上就到淮海中

路顾老的寓所去拜访。此时他已 83 岁高龄,

对我虽素不相识, 但看了来先生的介绍后, 对

我接待非常热情。他的书库里插架图书极富,

墙上悬挂着王同愈的手迹和所题画扇, 非常

雅致。我向他请教许多问题, 如叶昌炽《缘督

庐日记》手稿 42 册现在藏于何处? 那部自清

初以来经冯文昌、江立、鲍廷博、阮元、韩泰

华、汪讠咸、赵魏、潘祖荫等人递藏过的宋本

《金石录》十卷, 这些人都先后不约而同刻同

一藏书印“金石录十卷人家”钤于其上, 今亦

不知流落何处? 顾老一一给我指点迷津。他

不以我为后生浅陋, 与我畅谈至深夜时分。

1997 年 12 月 6 日, 我正在校读《文献家

通考》初校样时, 又驱车至北京北郊的北苑去

看望他老人家。此时他已从上海来到北京, 就

养于其子顾诵芬院士家中。顾老先生又乐与

我接谈。这时他已年届 94 岁高龄, 仍然精神

矍铄, 身体健朗, 目力有神, 仅左耳略背。我告

诉他老人家, 经过近 20 年的努力, 我跑遍全

国 30 家大型图书馆, 手抄了大量线装古籍资

料, 在此基础上撰写成了一部 130 余万字的

《文献家通考》(清至现代部分) , 收录清初以

来的文献家 1500 余名, 引用线装古籍达

1460 余种, 即将由中华书局分上中下三册出

版发行 (现已出版)。他得知以后, 非常高兴,

兴致极浓地翻阅我带去的初校样。他说, 这是

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 将有功于中国的文献

事业和学术研究工作。他还说了许多赞扬的

话, 使我感到惭愧。我说, 我还是有许多问题

需向您老人家请教。他又告诉我一些重要的

线索。比如, 他说于　, 字香草, 上海南汇人,

其遗稿原本赠南京图书馆, 传抄一部赠上海

图书馆。他又说到, 章氏四当斋藏书, 新中国

成立后, 由其子章元善从燕大领回, 送到了北

京图书馆。又问我是否写了叶景葵、潘景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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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说叶氏鉴别字体笔迹很敏锐, 他收藏的稿

本很多。我答, 这两人是近现代或当代著名的

文献大家, 我都已为他们写了较多文字。言谈

还涉及到袁芳瑛卧雪庐、袁思亮、梁溪余氏负

书楼等情况。这次, 我请益又颇多。快到中午,

为了不使老人疲劳, 我就起身告辞。他把我一

直送到大门口。

1998 年元旦后第三日, 我又去北苑向老

人拜节, 并专访顾老先生本人的文献活动经

历。他问我, 拙著是否已有人题书名。我说,

已请启功先生题签。我恳请老人家给拙著题

辞。他就挥毫赐书, 字体大小不同的两张题

词, 以供我选择:“为文献家通考题词: 阐献徵

之潜德, 述典籍之源流。”落款均书小字一行,

为“一九九八年一月顾廷龙时年九十五”, 并

钤以“廷龙”小白方印。他对我叙述了他从事

文献事业的经历后, 再三对我讲,“文革”后由

他主持编辑而成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现

已正式出版, 我终归看见了, 这是一件大事。

好多单位, 好多人参加, 组织这么大工程, 真

不容易, 总算成功了。我终观其成。可见这是

令老人家一生中最感骄傲、最为关心的一项

业绩。他还从书房里把新近出版的由他和顾

颉刚先生合编《尚书文字合编》四巨册搬出来

给我看。顾老在这部书后记里说, 该书将现存

海内外的《尚书》各种版本合编起来, 比如有

汉、魏、唐石经本, 宋晁刻《古文尚书》本, 写

本, 敦煌本, 吐鲁番本, 和阗本, 高昌本, 清刻

通志堂本, 日本岩崎本、神田本、岛田翰本、内

野本、观智院本、古梓堂本、天理本、足利本和

日本影写本等, 各种版本可谓网罗殆尽, 穷极

天人。该书纸张和印刷都极为精美, 顾老颇为

欣赏, 也感到十分欣慰。我又询问老人, 一生

做人做学问最深的体会是什么?他不加思索,

爽朗地说:“‘无我。’做人做学问要遵循‘无

我’。”这是何等深奥的人生哲学道理啊! “无

我”, 方能静心寡欲, 不争名, 不图利, 一往直

前地去研习学问, 必能有所成就;“无我”, 方

能谦逊恭和, 虚怀若谷, 尊重他人, 尊重客观,

才能品格高尚。经我请求他老人家再一次泼

墨为我书写了“忘我”两个大字横幅。真乃蓬

荜生辉, 曷胜感幸! 我将永远珍藏, 并铭记于

心。

不意时隔数月, 即闻顾老仙逝的噩耗, 我

伤心何极!他给了我这多教诲和恩惠, 而我的

《文献家通考》在他有生之年尚未出版, 还来

不及赠送他一套, 不知如何感谢他才好。在他

逝世周年之际, 我怎能不撰文缅怀他, 追思他

为国家作出的贡献, 追思他的为人和为学, 追

思他的高尚品格和情怀。

郑伟章　国际商报社副社长。通讯地址: 北京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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