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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可喜收获
——读《中国藏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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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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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任主编、萧东发教授

任执行主编的《中国藏书楼》已由辽宁人民出版

社出版。它系统地梳理了中国藏书的历史, 从多

侧面总结了中国藏书文化, 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的又一可喜收获。

中国藏书文化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 是中华

民族瑰丽的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殷

商时代收藏甲骨开始, 几千年来, 总有人钟情于

对图书、典籍的收藏。这一历史现象呈现着两种

意义: 其一是积极地推动着中华民族文明的进

步、文化的发展。在以图书为最主要的文化载体、

知识载体和信息载体的时代里, 书籍的收藏和传

播也就是文化、知识和信息的收藏与传播, 是文

明的保存与再生的根本。其二是对藏书的热衷体

现了中华民族对文明的趋赴和追怀。因为图书质

料的特殊性, 加之难以预测、难以尽数的天灾人

祸, 在中国古代, 收藏和保存图书是一项极为艰

辛的事。珍稀典籍一批批地毁于火灾、兵燹、劫掠

等灾祸之中。然而, 在古代中国, 图书每遭到一次

大的劫难之后, 总有人抖擞起精神, 再去搜求。这

就是中国古代爱书人的“西绪弗斯情结”。也正因

为这样的精神和“情结”代代相传, 中国才有了保

存基本完好的书上的历史。

因而, 研究中国藏书的历史, 其意义决不仅

仅是对往昔辉煌的一种追怀, 它更是对一种伟大

的精神历程的总结, 以及对这种精神得以传承的

渴望。

然而, 对中国藏书之历史和文化的研究, 我

们始终做得不够好。尽管历史上曾不断有人涉足

这一领域, 他们或传或述或赞或论, 并有一定建

树, 但是, 他们的工作都存在这样的局限: 资料堆

积多, 理论探析少; 个体评介多, 总体把握少; 就

事论事多, 纵横贯通少。因此, 我们就始终没能见

到一部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藏书史、藏书文化的

著作。

但这并不意味着历代学者们在这一领域所

做的工作就没有意义。没有大量的资料为基础,

是很难对藏书史和藏书文化做全面系统的梳理

和研究的。我们眼前的这部煌煌一百数十万言的

《中国藏书楼》, 也是在大量借鉴、吸纳了前人的

研究成果基础上著就的。我想, 作者们对此是不

会否认的。

这就形成了《中国藏书楼》除拓荒性之外的

第一个特点: 资料上集大成。《中国藏书楼》广泛

搜集了先前有关藏书史、藏书楼研究的资料, 再

对其中有价值者进行甄选, 并赋予它们新的价值

和意义。这是对此领域稍有研究的人便一看可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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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书楼》的第二个特点是体例上有重

大突破。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是藏书论,

分别从藏书观、藏书来源、图书售卖、藏书与借

书、藏书与刻书、藏书与书厄、藏书与版本、藏书

与书目、藏书与校勘等诸多角度全面地发掘中国

藏书文化的丰富内蕴。中编是中国藏书楼史, 系

统地梳理了中国藏书楼发展、演变的历史。在这

一编里,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藏书发展的历

史流程, 可以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佛道寺观藏

书、书院藏书等四个重要藏书体系的沿革中, 透

视到中国藏书文化的精髓, 领悟到中国藏书文化

的沧桑变化。下编是中国藏书楼大事记和藏书

楼、藏书家索引, 这一部分既是进入中国藏书史

的一个导引, 也是一部微缩的中国藏书楼发展

史。

《中国藏书楼》的第三个特点是学术上有新

见。本书各篇章多有标新立异之处, 如对历代私

家藏书的是非功过, 历来众说纷纭, 而本书的评

价却力排众议, 又不失公允。

《中国藏书楼》的第四个特点是学术性、知识

性和可读性的较好结合。这本书是给专家看的,

因为它论述深湛, 时有新说; 也是给藏书爱好者

和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看的, 因为它内涵丰

富、知识含量大; 还是给一般读者看的, 因为它平

朴、深入浅出。能做到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的

完美结合很难, 但《中国藏书楼》一书却做得比较

好。这可能同作者、编者们有着强烈的文化普及

欲望相关, 更得益于写作文风的平易、自然。这是

一种可贵的追求, 因为一本书的价值只能在阅读

中体现出来, 一本书再精深, 不能被读者所接受,

传播面窄, 也难实现其社会价值。

《中国藏书楼》的第五个特点体现在内容与

形式的较好结合上。这里, 我不谈其既古雅又现

代的封面设计和版式设计, 只说其图文并茂、图

随文行的编排方式。本书配图近 200 幅。这些插

图都是较为难见的藏书楼影、藏书家像、珍善本

书影和珍稀藏书印影。因为它们的加入, 这部书

顿然鲜活起来, 形式之美得以充分体现。不仅如

此, 因为这些插图均为随文的珍稀书影、楼影、人

像, 读者阅读时的真切感、直观感、质量感也就此

生成了。这就是好的照片的价值。

在这篇书评行将结束的时候, 我突然感到,

我的评论文字是苍白的, 对《中国藏书楼》这样一

部大书, 仅凭这样简短的文字是难以揭示其精髓

的。读者的阅读才能补此缺憾。那么, 就去阅读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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