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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城掌故藏家史 别有续编在人间

—
《续补藏书纪事诗四种》整理记

.

徐 雁

我国学者对古代中国藏书的历史资料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整理
,

大致是 以清末学者
、

江

苏吴县人叶昌炽 (字鞠裳
, 1 8 4 7一 1 9 17 年 )着手他 的巨著《藏书纪事诗 》编集为发端的

。

这部成书于一八九 O 年的著作一问世
,

便 以其资料收罗上的博大精深
,

成为当时和后来

治中国古代典籍之学者所不可缺的案头便览
;
它对古代藏书家事迹的搜集和总结

,

更使得藏

书家的文化学术史地位得到了一次集 中的展览
,

从而 为藏书家在学林史传中博得了一席之地
;

尤其可贵的是
, 《藏书纪事诗》为学术界开辟了古代 中国文化的一个新研究领域

,

发达的藏书

历史
、

丰富的藏书史科
,

令近代学术界不得不为之关心瞩 目
。

于是
,

作为历史科学的一部分

的中国藏书史的研究
,

由于叶 昌炽的努力
,

从此开始 了
。

《藏书纪事诗》对于古代藏书研究活动的发创开先作用
,

近人蔡金重在其《藏书纪事 诗 引

得》 中颇多论述
,

略云
:

’
“

是集…… 详述典籍之源流
、

阐扬藏书家之潜德
,

询为不朽之作
。

近杨

立诚之《 中国藏书家考略》
、

陈登原之《古今典籍聚散考》及林阁之《蜂林辑传 》
、

吴晗 之《两 浙

藏书家史略》等
,

皆以《藏书纪事诗》为其滥筋
、 《常昭合志稿》更辟一藏书家栏

,

为志书收藏书

家之先声
。

凡此骨由鞠裳之发阐
,

而诸藏书家得 以不泯没也
。 ”

其实
,

衣藏书纪事诗 》的倡 导作

用尚不止此
,

自后学者编撰的续
、

补藏书纪事诗更是模仿 和发展《藏书纪事诗》这种纪事诗体

藏书家传的直接成果
:

“

余读 (《藏书纪 事诗》 ) 而 少之
,

为益数十人
。

辑录粗就
,

尚待润 色
,

例依叶 书
。

……
”

(《辛亥以 来藏书纪 事诗
·

序的
“

读叶鞠裳 ( 昌炽 )(( 藏书纪 事诗》
.

后依其体续 补一百二十 余首
,

为其晚年未 定 稿
。 ’

似续补 藏书纪事诗
·

引言》 )

恰如台湾学者苏精先生所评论的那样
: “

国人素重典籍
,

但凡读书之家莫不有些藏书
。

因此从

《藏书纪事诗》刊行后
,

数十年来类似的撰述踵接而出
.

… … 内容体例虽然各有所别
,

却都是

效法叶昌炽而作的
,

中国历代藏书文献也因之大备
。 ”

伙近代藏书三十家》叶昌炽篇
.

台湾传记

文学 出版社 19 83 年版 )

· 《续补藏书纪事诗四种 》
,

顾廷 龙先生题签
,

谢灼华老师作序
,

为 《北 京大学学海丛 书》之一种
,

岳龙书

社 1 9 8 7年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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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藏书纪事诗》相
“

类似的撰述
” ,

早在一九七五年 以前
,

台湾学界的同行们即予 以相

当的注意
。

其成绩便是单行本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广东藏书纪事诗》的问世
。

《丛刊》本

编者且述其愿望云
:

`

据 本书序言原注
,

知记广 东藏书故实者
,

尚有东莞伦明撰 《辛亥以 来藏书 纪 事

诗》一卷
,

经 寻访 未得
。

我们馨香祝祷伦著有重现之一 日
。

若 天假机缘
,

亦归 本馆 出版
,

与此书合璧
,

自是使人生平欣慰的 乐事
。 ”

此言发于一九七五年
,

是当 日文海同人在台湾虽对《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予 以搜访而终未及

见者
。

(按
:

伦著虽以广东人氏故
,

记广东藏书家事迹为多
,

但未如
“

文海
”

言专
“

记广东藏 书

故实者
” 。

) 为呼应北京书 目文献出版社出版马同俨先生校注本叶昌炽《藏书纪事诗 》
,

我北京大

学学海社以学术之公心
,

播秘籍之不传
,

将经年寻觅所得的秘本《藏书纪事诗》的续著
、

补著

和仿作汇为一编
,

总其名日
: 《续补藏书纪事诗四种》

。

目前
,

整理工作稍稍告竣
,

兹将其间情

况综合报告如下
:

近代广东藏书家伦明 (字哲如
, 1 8 7 5一 1 9 4 2年 )撰有两种

,

一为《续藏书纪事诗》 ,

据 自述

知其
`

补纪事诗数十人
” 。

(((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叶吕炽篇 ) ; 一为《辛亥 以来藏书纪事诗》
,

曾

披载于1 9 35
、 1 9 3 6年天津《正风》杂志

,

收集藏书家一百余人
。

但据郑逸梅老人介绍
,

是诗后因

《正风》停刊而失续
,

只有尚有流传的稿抄本是足本
。

稿本尚存人世
,

但不知保存何处
。

江苏

藏书家王套 (字佩挣
, 1 8 8 8一 1 9 6 9年 )撰有《续补藏书纪事诗》一卷

,

收罗藏书家一百余人
、

发

为一百二十余篇纪事诗
,

仅见有油印本 (刻写 )流传于苏沪一带
。

苏州图书馆保存有几册
,

但

也不知稿藏何方
。

安徽学者吴则虞 ( 1 9 13 一 1 9 7 7年 )也撰有一种
,

称《续藏书纪事诗》 ,

分地域分

别补续清及近代藏书家三百六十人
、

发为纪事诗二百七十篇
,

于我们知见的续著 中 卷 铁 址

大
。

署为十二卷
,

稿 本尚存
。

其中仅四川藏书家部分七首曾载《四川图书馆学报》一九七九年

第四期上
。

广东藏书家徐绍桑 (字信符
, 18 7 9一 19 4 1年 )另撰有一种

,

题名《广东藏书纪事诗》 ,

收录自明代而后广东地区藏书家五十余人
、

发为纪事诗五十四篇
。

此外
,

江西藏书家刘声木

拟撰《续藏书纪事诗 》一种
,

曾于其《直介堂丛刻 目》中公布此项计划
,

但在一九三六年尚未见付

梓
,

至今未见刻本流传
,

竟不知其成稿与否及稿藏情况
。

此外尚有广东藏书家莫伯骥 (字 天

一
, 1 8 7 8一 1 9 5 8年 ) 撰有 《藏书纪事 诗 补续》 手稿一种

,

据说已毁于抗日战争期间的 兵 火

中
。

总之
,

有关《藏书纪事诗》的续著
、

补著和仿作
,

或系稿本
,

或系抄本
,

冤集甚为不易
;

且据我们此次工作的体会
,

大概作 出除上述我们所知见者之外
、

尚有若干种仍秘藏于人间的

假设
,

当不会是不切实际的推想
。

我们强调这一点
,

是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
,

即《续补藏书纪

事诗 》既不止是我们此次校注的这四种
,

则我们 的工作远未结束
;
所有续著的合璧

,

尚祈望于

前辈的指引和同志的努力
。

(一 )

由于知而未见的缘故
,

我们这里只谈此次经手整理的四种
,

即:

伦明撰《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 ( 以下简称 《辛亥诗》 ;

王套撰《续补藏书纪事诗》 (以下简称《续补诗》 ) ;

徐绍集撰《 J一东藏书纪事诗 ))( 以下简称《厂
`

东诗》 ,

吴则虞撰《续藏书纪事诗 )}( 以下简称《续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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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上述四种著作
,

我们感到它们的一个共 同点都继承 了叶昌炽创设 的纪事诗体藏书家

传的体式
,

即
“

领以绝句
、

缀以事迹
、

必要时殿以按语
”

的著作规范
。

其中刻意模仿者为吴则

虞的《续诗》 (它还严格遵循了叶著以辑录为主的特色 )
,

而其余三种在陈述事迹时都采用了笔

记体
。

由于传主时代的不同
,

这种变通应该说是合理的
。

《藏书纪事诗》的续补者同叶昌炽一样
,

对民族文化遗产均持有一种正确的民族立场
。

由

于社会思潮的推动
、

也由于藏书家自身思想的进步
,

二十世纪以后
,

传统的藏书私有
、

子孙

世守的观念已 日趋淡漠
,

恰如伦明言
: “

今后藏书之事将属于公而不属于私
,

今 已萌兆之矣
。 ”

适应这种历史潮流
,

伦明
、

王容等人均以私家藏书捐赠于国家各级公立 图书馆为
“

得所归
” :

万木草堂藏书
: “

自 (康有为 ) 身段而后
,

遗书出售
,

归广西大学图书馆所 藏
,

尚称 得 所

焉
。 ”

(徐信符《广东诗》康有为篇 )

铁琴铜剑楼藏书
:

. “
r

抗战之役
,

世守藏书毁于兵资
,

而行筐精品尚有存者
。

解放后
,

以平

直贡诸北京图书馆
,

得所归矣
。 ”

(王春《续补诗 》瞿熙邦篇 )

《四种》在收录的对象方面同叶著在明清部分略有重复
,

如天一阁
、

阅微草堂
、

铁琴钢剑

楼
、

持静斋等藏书世家
,

盛显
、

曾钊
、

莫友芝
、

王璐荣
、

方功惠
、 ,

李仲约等清季藏书家
。

但

由于著者所处时代有先后之别
,

各自掌握的材料又各有不同
,

因此
,

将《四种》的有关篇目同

原著加以对照
,

在史料上是必有收获的
。

就《 四种》内各书而言
,

则收录上的交叉重复更多
,

如康有为万木草堂
、

梁启超饮冰室
、

李盛铎木犀轩等名家藏书便是
。

在讨论这一 问题的同时
,

我们还注意到
,

无论是叶氏的著作还是《四种》 ,

其收录面同著者

的居游范围大概有很大关系
。

且以《广东诗》为例
,

它列入传目的藏书家自明及近计得五十四

人 (其中八人有诗无传 )
,

而综观《藏书纪事诗》所录
,

则 自宋至清尚不足十人
。

这大抵同 ((广东

诗 》的著者系广东人 氏
、

比较熟悉当地文化及人物掌故有关
,

而叶昌炽是江苏吴县人
,

耳目所

接不及徐氏所致
。

还可往意的是、 由于近代的学界宗师
、

文坛巨子颇多兼为藏书大家者
,

因此《四种》在某

种意义上可 以视作近现代文化学术的稗史笔记观
。

因为如康有为
、

梁启超
、

章炳麟
、

王国维
、

罗振玉
、

黄遵宪
、

柳弃疾
、

马限卿
、

刘师培
、

余嘉锡
、

陈垣
、

傅增湘
、

郑振铎
、

顾颇刚等人

的生平行止
、

学历著述以及有关的掌故逸闻
, 《 四种 》颇多录载

,

假如把《四种》 的钾事绝句同《藏书纪事诗》作一番孤立 的比较的话
,

我们可以看到
,

尽管

它们普遍地都缺乏形象思维和文学神采
,

但在纪事写实方面却不乏可观者在
,

一些诗句常因

其切中了薄书家如心事
、

道出了其藏书的甘苦而为学者所乐于征引
:

`

叫序重修愿英伸
,

续
.

编提要有何人?’.

((( 广 东诗》伦明篇 )

“

篇篇题跋妙钧 玄
,

过 日都留副本存
。 ’

((( 辛亥以 来诗》傅增湘篇 )

当然
,

还应该指出的是
, 《四种》的著者在才华学识上达到的高度并不是整齐划“ 的

,

他

们的见解记述也不是尽善尽美的
,

错谬讹误乃至保守落后之处也数不在少
,

但相信 读 到《四

种》的同志当能以剔糟汲华
、

昨鉴成取的正确态度有以处之
。

(二 )

就此次我们汇辑并整理的《四 种》而言
,

它们的史料价值确乎是比较高的
。

它们的合集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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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的意义
,

不仅在于使叶昌炽发创的纪事诗体藏书家传有了貂尾之续
,

而且使近代书林学坛史

迹的研究者有了一个较为丰富的
、

可资凭藉的资料集
。

兹将其史料价值之尤要者分类撮述如

下 :

近代孩家的传记资料 《四种》共收录了近代及那些历 明
、

清两代至近世尚存的藏书楼三

百余种次
,

虽还不是近代私家藏书史的全貌
,

但去其复重可得二百余个私人藏书家的事实
,

证

之其它有关史籍
,

可知近代私家藏书的概貌已经约略具备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

在记述中
,

著者均尽量明其籍贯
、

详其字号
、

述其室阁
、

考其生平
、

集其事迹
、

存其著述
,

因此借 之足

以了解一藏书家的基本素材
,

可以这样说
,

现代意义上的
“

专科传记辞典
”

的重要要素
,

《 四种》

基本上都包容了
。

旅书史实的记录辨正 《四种》收录的藏书家的活动时代距著者往往较近
,

因此多有以传

闻入载者
。

既谓传闻
,

则误植失实者亦自难免
。

而依据《四种》之间的互核互证
,

有时便能澄

清有关的史实
。

如关于清人丁 日昌可曾掠 夺民家藏书
,

为近世藏书史一大公案
,

对此
,

《辛亥

诗》
、

《续补诗》
、

《广东诗 》皆有争辩
。

而通过比较诸说
,

是非曲直便显而 易见了
:

“

江南乱后
,

故家书尽出
,

中承 (丁 日昌 )留意收拾
,

遂成巨观
。

相传有豪夺之事
,

盖陆存斋

诬之
。

存斋据郁氏宜稼堂书
; 及 自闽归

,

其精堑 已为中示所得
,

大赚之
,

因造无稽之言
。

蒋

香生
、

俞荫甫俱有辨
,

不赞述
。 ’

((( 辛亥诗》丁 日昌篇 )据此
,

则公案易断而是非分明了
。

私家藏书的聚散终结 《四种》均不同程度上述及私家藏书的聚散史实
,

可借以考知诸私

家藏书之间的传承关系
,

同时也是考察旧时代私家藏书聚散同社会之关系的可宝贵的资料
:

林石 庐…… 多截金石 书 , 大都为缪艺风 故物
,
以三千金得之于 缪氏后人

。 ”

(《续

补诗》 )

“

陆硕 尧 (鸣冈 )世居上海
,

专收都天踢 而下
,

尽明清辛亥之私家
`

起居 注
’ 、 `

在 日

记
,

一奥… … 窝邱首遇祝融
, … …人谓

`

书神
’

无灵
,

实则陋规积 习
:

救火警士 未遂所

获 ..J 坐视不救
。

已允总稿五千金矣
,
而 中夜无从 支付现钞

,

遂使名 家稿钞
、

校本
、

·

日记真迹火炎昆冈
、

玉石俱 焚矣
。

可胜浩叹 !
”

((( 续补诗》 )

, 要典 . 的流传存毁 《四种》保存了大量的重要典籍 (秘本
、

孤本
、

善本等 )流传存毁的

情况
,

其中既有珍贵的宋堑元版
,

也有罕秘的近人稿抄校本
。

由于其中诸书成书略分先后
,

因此对其记载作一番细致的扒梳工作
,

则一些重要典籍的流传线索
、

存佚状况将是一目 了 然

的
:

“

顺 德李仲约侍邱 ( 义 田 )
, …… 其未刊稿 以 《 元史地名 考》最 巨

,

而 家藏本缺仗将

丰
。

余所 见
,

柯凤孙 家有一册
,

东方图书 馆有一册
,

闻上海某家亦有一册
:

合之可

成完书
。 ’

((( 辛亥诗 )))
`

湘洋衷伯 夔 (忍亮 .)
· ·

… 首得特静斋藏世采堂刻《玮昌黎集》
、

世称
`

宋本集部 第

一
,

者
,

竟奴于 火
。 ”

(同上 )

近代旅书风气的变迁 《四种》的记述为我们研究近代藏书的风气衍变提供了大量依据
。

我国古代藏书基本上是 以前代版本的搜集
、

珍藏和鉴赏
、

利用为主要特征的
,

到了近代则藏

书家的兴趣普遍地有了改变
,

多表现为悉心收集
、

建立
“

专藏
’ ,

为学术研究服务
。

如 山经地

志
,

百工技艺
、

俗文 曲部
、

邸抄闹卷
、

谱碟笔记等以前不为藏书家所重的子
、

史
、

集部僻书
,

在近代则多有藏书家专门搜集入藏
。

溯源考流
,

当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思潮的东渐有关
:

姚方羊… …藏 吴中人物
.

态为 多
,

均不 经 见之 小方志
,

人皆重 之
。 ”

(《辛 亥 诗 )))

`
绍兴王 缝姗

,

余未识其人
。

有杜 国盛 者… …略言其有…… 方志 二十八百 一部 ,

1 2 4

川
. . . . . . . . . . . . . . . .



全国 未收得者止十分一
。 ”

( 《辛亥诗》 )

近代书业的活动实录 叶昌炽在总结古代藏书家活动事实的过程中
,

切实感受到了劳动

阶级对古代文化事业 的贡献
,

因此《 藏书纪事诗》之另一址堪称道处
,

便是他在家刻本中附辑

了书业工匠的劳绩
。

《四种》的著者多继承了这一特点
,

从中大抵可见 1弓贾在
一

占代藏书聚散
、

古籍流通过程里的功过是非
,

同时也是我们研究近代 朽业活动的重要资料
。

如本传中录存了

不少琉璃厂书贾的事迹
,

其中就有
“

厂肆书业称三王
,

神妙犹推玉藻堂
”

的玉藻堂书肆主人王

雨
,

有
“

书目谁云出邵亭
,

书坊老辈自编成
”

的通字斋主人孙耀卿
,

也有
“

五载春明熟老谭
,

偶

谈录略亦能谙
”

的正文斋主人谭笃生等
。

近代书院的藏书事实 有关我国古代书院藏书的资料流传下来的并不很多
,

学者班书阁

先生早年撰写的《书院藏书考》于封建时代书院藏书言之茶详
,

询为权威之作
。

下及近世
,

著

名学人多 胜书院讲席
,

而 以书院藏书 以裨学问为一时风气
。

《四种》于此多所记述 的 有 (()
’ `

东

诗 》
。

据原 flJ
“

编者按
”

称
:

. … …其中所述广稚书局十峰轩
、

广稚书院冠 芜楼
、

菊坡精舍书藏
、

色州丰湖书

藏之 史实
,

均为广东文化教育重要史科
,

尤足珍贵
。 ”

((( 广州 大学学报 》一九四 九年 复

刊号 )

实际上
,

它们更是撰《中国近代书院藏书考 》者所不可缺少的珍贵史料
。

此外如述地方藏书的兴衰隆替
、

藏书家的 目录版本言论等
,

都有丰富的史料可寻
。

(三 )

受时间和资料的限制
,

我们此次的整理主要在于搜集版本
、

校点成文和辅助索引
,

无疑

工作是很不充分的
。

但是
,

就是在这么一点工作 中
,

前辈钱亚新先生屡以教赐
,

顾廷龙先生挥毫题签
,

谢灼华老

师欣然为序
,

更有苏州大学潘树 广老师的热情指点
,

北京大学学海社诸学 友 的尽 心 帮 助
,

又承蒙同窗谭华军学兄暇中为此编制了科学的完整索引
:

这使我深受感动
。

专志于此
,

以抒

i射忱
。

“

书城掌故藏家史
,

别有续篇在人间
。 ”

我深知这一工作远未结束
,

因此足本《续补 藏 书纪

事诗 》的问世
,

尚深深冀瞩于学界前辈的指踪引渡和同志间的通力合作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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