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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敬观海堂藏书与古籍善本流通
【日】高桥智

“近代思想家文库”汇聚百位名家著述

纪念《华英字典》出版 200周年展览举行

《迦陵谈词》

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出生于北京书香世家，现任南开大学

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代表作品有《迦陵文集》、《王国维及其文

学批评》等。在《迦陵谈词》一书中，作者从王国维《人间词话》的三种

境界谈起，继而赏析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后主、晏殊和吴梦窗等各

位词人的风格特色。作者素养丰厚，所书所论均为读词时真正的心得

和感动，以诗词解读生命，用生命感悟诗词。

（叶嘉莹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11月出版）

《北京三百六十行》

随着时代的变迁，北京的手工艺很多已失传。考虑到此，齐如山先

生（1875—1962）凭一己之力，记录下了一幅幅老北京旧日生活的场景。

本书对旧北京的工商业做了一一描述。共列二十四类，七百四十一行。

齐先生不仅是知名的戏曲理论家，还是历史学家，他的不少著作属于社

会史范畴，且都是活泼新鲜、生动具体的第一手资料。他曾说：“欲研究

经史，不能离开社会。”他摒弃了皓首穷经老一套的做学问之道，而是另

辟蹊径，走向社会，以科学实证的态度，述说各行的详细情形。本书所配

插图为国家一级美术设计师、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师盛锡珊先生所绘。

（齐如山 著 盛锡珊 绘图 中华书局2015年11月出版）

《新世界史》

孙隆基，1945年生于重庆，获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

教于美国、加拿大多所大学。本书是其多年在美国教授“世界通史”

课程讲义的基础上，综合全球史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而写成，是一

部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世界通史。作者在提供准确的基础信息的同

时，突破了传统教科书的叙述方式，问题引导，纲举目张。并且作者

也想借此书改变华语世界在世界通史领域研究的落后状况，提供更

适合华人阅读、理解和传播的世界史读本。

（孙隆基 著 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11月出版）

《马燕日记》

宁夏西海固地区，被认为是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之一。但

是一个小女孩的日记却让这一地方为国外读者所了解。生活在西

海固地区的马燕，从小学四年级起坚持写日记，将自己对上学的渴

望、对辍学的担心等各种情绪进行抒发，直到小学毕业一共写了6本

日记。200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的日记落在一位法国记者手中,

日记中的文字深深地打动了这名记者。他把日记带回法国将其印

刷出版。2003年，《马燕日记》法文版在巴黎出版，很快登上了法国

畅销书榜第一名，随后，荷兰文版、西班牙文版、英文版相继推出。

目前，马燕就读于法国巴黎索邦大学。

（马燕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宋明理学十五讲》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哲学史，已出

版多部专著。该书是他多年来讲授宋明理学的心得和总结。宋明

理学亦称“道学”，是指宋明时期居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传统。本书

详细介绍了理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理学发展中的重要论题、人

物及文化事件，展现了这一时期儒学思想的蓬勃景象和精神气质。

杨立华表示，该书并非对前人研究成果的一般性概括，“在关键处有

个人研究的新见”。

（杨立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斯通纳》

一部被多家出版社退稿的小说，在作者43岁时，终于被一位年轻

的编辑识中，但因销量不济，很快绝版。50年来，这本书却疯狂流传于

二手书店。蒙尘50年重新出版，却受到众多好评与名家推荐。《纽约

客》刊发书评：“《斯通纳》出版50年后的畅销，是献给被亏欠的艺术一

次迟来的正名。”这部小说通过讲述美国密苏里州一个农家子弟通过

自身的努力成为一名大学老师的经历，展现了凡人中的勇者如何生

活，用爱、认同、信任等唤起读者对每个个体存在的意义的思考。

（【美】约翰·威廉斯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好像这一年总在下

雨，从江南到江北。我已

经好久没有回申村了。朱

赢椿说要去看看。他正在

给我设计《匠人》。

从南京到申村将近

250 公里，开车要 3 个小

时。去申村的这天，下着

雨，有阵子很大，雨刮器疯

一样地转，视线依然被模糊

了。就在这大雨包围着的

小小的空间里，我给朱赢椿

说着申村600年的往事。

到家的时候，雨却停

了。我带着他去村子里转。在东汕河边，

遇到了铁匠的儿子红荣，红荣已80多岁，

正在地里耕田。朱赢椿对他产生了特殊的

兴趣，两人相谈甚欢，红荣甚至邀请他到河

边的家里小坐。

离红荣家不远，是织布匠徒弟的家。

这徒弟也已经老了，刚去世。织布机竟然

被家人劈了当柴烧了。

朱赢椿到织布匠家转了一圈，一无所

获，转身去我的伯母家。伯母看到我们来，

高兴地迎出来，不知道该如何招待，忙忙地，

要去洗锅烧饭。我几乎每次回来，都看到她

在灶台旁忙来忙去。我的伯父不在了，伯父

就是我书里说的“杂匠”。事实上，活着的时

候，有点游手好闲。死了，就埋在他家屋子

的旁边，时时都能看到。朱赢椿对申村的

这种葬俗很不理解。他问我，你们不怕

吗？这个问题，我们都没想过。因为几乎

每家屋子的旁边，都有一两座坟茔。对于

申村人，人鬼的距离不大，是混处的。

之后，我们又去了申村的祠堂、我的已

经颓圯的小学，还有不远处的教堂。

书里所有申村的照片，都是这一天，

朱赢椿拍摄的。还有每篇文章前面的那些匠

人们用过的工具，也是从申村一件件找过来，

实地拍摄的。这个工作一直做到天黑。朱赢

椿一边拍摄，一边跟我快活地说笑。我们当晚

就返回了南京。朱赢椿说他在申村有种苍凉

的感觉。我有的，却是一种浓浓的失落感。

原先那么多美好的东西，都不在了。

《匠人》封面是一张木刻。我去随园书

坊——朱赢椿的工作室，发现他的工作台

上放着一块木板，旁边是一堆小花卷般的

木花，他雕刻时留下的。木板上雕着两个字

“匠人”，就是现在封面的样子。朱赢椿把油

墨细细地涂在木板上，然后慢慢印在一张宣

纸上面。夜里11点了，外面依然是下着

雨。宣纸放在桌旁边干着。我们喝着茶。

原本以为书就这个样子

了。谁想到，接下来，才是大

费周折。朱赢椿说电脑打出

来的字不好，没有人的气息，

要写。每个匠人的名字，都要

写出来。朱赢椿拿了一把窄

窄的刷子，写了“木匠”二字。

我立即想到他所说的“人民的

字”。他一口气写了“木匠”

“瓦匠”“铁匠”等十几个名字，

一张张挂在墙壁上。

“像不像？”

“不像你写的，像店铺门

口的招牌。像没练过书法的

人写的。”

“这就对了。这是人民的字。”

他准备了很多很奇怪的工具。“剃头

匠”是用刀片写的。“铁匠”是用一支没把的

圆头毛刷子写的。“织布匠”是用一把小油

漆刷子沾了水写的。“瓦匠”是用一片窄窄

硬硬的薄纸写的。还有塑料、铁皮、树枝等

等，几乎每个名字都用不同的材料，不同的

手段写出来。

现在，就是你看到这个样子的字了。

既是人民的字，又是艺术的通感。看到这

个字，即使你不认识，你也能猜出他是做什

么的匠人。

书的设计已经完成了，跟出版社也谈

妥了出版时间。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去随

园书坊了。朱赢椿又给我打电话，让我过

来坐坐。这是个阳光很好的晴天。进了篱

笆的院门，我走到内院木门的外面，还没有

敲门，就听到里面扔东西的声音。门一开，

看到朱赢椿把为封面做的那个木刻的板

子，扔在地上。他歪着头，看了一会儿，又

捡起来，装着随意的样子，朝阳光底下扔过

去。他看了一会儿，捡起来，就蹲在院子里，

拿刀重又在这木板上刻起来。

如此，另一种感觉的封面出现了。“匠

人”两个字是黑的。字的背后是明亮的，像

是透出了阳光。而这阳光的下面，是一条

伸向远方的路，又像是一条闪着波光的河。

设计这本书的整个过程，不像是在完

成一件工作，而像在进行一趟冒险的旅行，

时时都有意外。书放在这里，可是里面有一

种张力，他吸引着你走入其中。朱赢椿像一

个顽皮的孩子，带着一种期待，在旁边看

着你能不能发现他隐藏其中的秘密，并随

时准备发出一种密谋者的大笑。

（本文为申赋渔著《匠人》一书的后

记，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该书已由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于2015年7月出版）

本报讯 由群言出版社出版的小

说《伊舞华裳》日前面世。作者崔天醍，

现居北京，作为一名青年作家，她文风

复古、深刻尖锐。

全书以传统服饰为主线，讲述了明

宪宗年间，官家小姐郁雪鸿经历父亲离

世、堂兄夺产、情郎悔婚等一系列变故，

而迈入宫门，又经历了新帝继统、伐边

征战、权臣更迭、宦官擅权等重重磨难，

最终成为后宫除皇后外最为尊贵的女

人的传奇故事。

（龙 坪）

台北故宫的善本中心，是清代藏书

家 杨 守 敬（1839—1915）收 藏 的 观 海 堂

本。其收藏的最大特色是，既有宋元古

椠本的旧藏，也有通过森立之等人购入

的日本室町时代及其以前的古钞古刻

本。杨氏藏书在量和质上都非同一般，

即使说其带走了日本汉籍的大半也不

为过。杨守敬这样的藏书家的出现，并

不单是“嗜好”可以解释的现象，而是明

末至清初藏书文化的发展，同日本书籍

文化及书志学、校勘学的兴盛和衰退等

要素相重合。

观海堂本的由来

杨 守 敬 的 藏 书 钤 有“ 飞 青 阁 藏 书

印”“星吾海外访得秘籍”“宜都杨氏藏

书记”的藏书印，每书之首附有他 70 岁

时的肖像照。杨守敬在金石、目录、地

理学方面造诣很深，尤其以翻刻中国已

佚、日本流传的古写古刊本《古逸丛书》

为最。1880 年，他应驻日公使何如璋之

邀来日，并与日本的汉学者来往，为流

传在日本的中国古籍的博大精深而叹

服，继而与翌年来日的公使黎庶昌共

议，在东京的公使署中开版刷印《古逸

丛书》。另外，杨守敬还向经历了日本

古书研究风气由盛而衰、硕果仅存的版

本学（书志学）者森立之学习日本的版

本学，并致力于古书的搜集。当时，森

立之把江户后期狩谷棭斋、多纪苣庭等

主持的古书研究会的成果汇总，纂成善

本解题书《经籍访古志》，并准备编纂增

补和图录。这对于杨守敬来说，是意想

不到的知遇。1884 年归国时，他将《经

籍访古志》著录的大量古写本和古刊本

捆载而归。

据 1932 年编纂的《故宫所藏观海堂

书目》的袁同礼序，1915 年杨氏去世，其

藏书被民国政府以三万五千银元买去，

一部分藏于松坡图书馆（1916 年梁启超

为纪念蔡锷倡建），主要的书籍移往北

京故宫西侧的寿安宫，并设立专用的书

库保存和公开。之后，故宫的文物随政

治的变动而辗转，因为预见到日军的

进攻，1933 年决定从北平迁往上海。数

月间经过了 5 次转移，由火车搬运到南

京后，一部分留在南京，其余由水路移

送上海的法租界。1667部 15906册的杨

氏观海堂本就这样从北平运往上海。随

即战况告急，1936年又运回南京，保存在

道观朝天宫。之后，南京陷落，观海堂本

被运往重庆、成都，分别在巴县、乐山、峨

眉三地避难。日本投降后，于 1947 年终

于被运回南京。但书籍的转运并未止于

此，翌年南京中央博物院成立，之后，故宫

文物又被运 往 台 湾 。 1948 年 至 次 年 ，

2972 箱的文物在台湾基隆港卸货，由铁

路运往台中，1966 年迁往建于台北外双

溪的新馆。这样，杨氏故去后约半个世

纪，观海堂本终于有了安住地。

近代图书善本收藏情况

在理解了观海堂藏书意义的基础

上，下面对近代图书善本在中国和日本

收藏的概况作一简述。

17 世纪前期，即明末，中国的图书

史迎来了大变革期。明代以宫廷为中

心的大型出版事业已近尾声，书籍普及

则通过民间书肆达到极盛。在学者方

面，追求贵重典籍的风气开始增强，由

各类文人、藏书家珍藏保留下来的宋元

善本，开始向一部分学者手里集中。当

时，钱谦益(1582—1664)的绛云楼是江

南以宋元善本宝库而著称的代表。绛

云楼的藏书被其族孙钱曾所继承。钱

曾是江苏虞山（今常熟）人，当时的虞山

是藏书家的天地。时代稍早的毛晋汲

古阁藏书楼也在虞山，藏书为其子毛扆

继承，与钱氏藏书为“双璧”。虞山还有

陆 贻 典 、叶 树 廉 、冯 舒 等 活 跃 的 藏 书

家。附近的藏书家有江苏太仓吴伟业、

苏州金俊明、浙江秀水曹溶等，他们互

相交流并借阅钞校各自的藏书。之后，

清初称为“北王南朱”的朱彝尊的曝书

亭、王士祯的池北书库，亦十分著名。

但以钱氏为中心的江南藏书家群体，因

珍藏的宋元善本最多，而形成一大沙

龙。钱曾在其中亦为突出的藏家，著录

其精华藏书目录的《读书敏求记》收入

很多宋元善本，作为版本学的典范而得

到很高评价。

之后，钱氏、毛氏的书散出，被同时

代的泰兴季振宜、昆山徐乾学所收藏。

季、徐二氏的书之后除流向民间外，经

学者何焯的介绍，多数被清朝的内府、

怡 府（康 熙 帝 第 十 三 子 允 祥 府 邸）收

入。清朝从乾隆中期开始，经过《四库

全书》的编纂，虽然推想起来民间善本

的移动较为平稳，但宋元善本却被最有

名 的 藏 书 家 黄 丕 烈（1763—1825）所 收

罗。黄氏收集了 200 种宋善本，是因为

他打算把钱曾《读书敏求记》中著录的

全部书籍“一网打尽”。

从乾隆末年至嘉道年间，江南周锡

瓒、袁廷栲、顾之逵与黄氏一起，活跃在

善本的收集活动中，清初藏书的盛况得

以复活。他们的藏书在道光年间被汪

士钟、韩应陛收藏，汪氏的书又被上海

郁 松 年 、常 熟 瞿 镛 、山 东 杨 绍 和 所 继

承。继而，郁松年的善本被丁日昌和陆

心源购得。这样，晚清形成了瞿镛、杨

绍和、陆心源、丁丙四大藏书家。

咸 同 年 间 ，收 得 怡 府 藏 书 的 朱 学

勤，湖南湘潭的袁芳瑛等清末藏书家，

将善本再度聚集起来。经过暂时的安

定，光绪之后，在清末的变革时期，这

些藏书家的书又全部散出。在陆心源

的藏书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流入日

本静嘉堂文库之时，藏书的公共保存

观念出现了。通过张之洞、端方、缪荃

孙的努力，近代图书馆事业兴起。端

氏 参 与 了 南 京 江 南 图 书 馆 的 设 立

（1907），张 氏 参 与 了 北 京 京 师 图 书 馆

的设立（1909），缪氏主管两馆。于是，

丁丙之书入藏江南图书馆（南京图书

馆的前身），丁日昌之书入商务印书馆

涵芬楼，袁氏之书经藏书家李盛铎入

北京大学……重要的藏书被各机关保

存 。 民 国 初 年 至 20 世 纪 中 叶 ，张 钧

衡、蒋汝藻、刘承干、邓邦述等以宋元

善本为主致力收藏。现在除刘氏书一

部分散出，张钧衡、邓邦述书藏于台北

以外，其他几乎全部藏于北京和上海。

认识到散失于日本汉籍的重要

以宋元善本为中心的流动是中国

图书史的主流，而要据此认识日本所

藏汉籍古刻古钞本的交流，应当说十

分困难。日本的汉籍善本，是指 17 世

纪初至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以

前出版和钞写的文献。但是，其价值

为中国学者所理解花费了相当长的时

间。藏书家最早在目录中著录日本古

刊本的，是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此

书目所载何晏《论语集解》也就是正平

版《论语》。钱氏评价其价值优于现行

的文本。实际上，该本随前述的善本流

动而辗转多处，现在为日本静嘉堂文库

所藏。见到此书的话就知道，钱氏旧物

是“正平版《论语》”的传抄本，但钱氏

根据此书从朝鲜购入而误认“正平甲

辰”为朝鲜年号。尽管尚未意识到这是

日本古刻本，但此著录影响了黄丕烈、

陆心源等藏书家，并使其开始重视日本

的古刻本古写本。从日本传入的宽延

三年（1750）出版的《论语义疏》（根本逊志

编）、延享元年（1744）出版的《古文孝经》

(太宰春台编），因为是中国散失之书而收

入《四库全书》，并得到很高的评价。实际

上杨守敬以前，日本古写古刻本汉籍的身

影在中国的出现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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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静）近日，由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中国

近代思想的现代化历程——“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教育部和北京大

学等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学者，就“中国近

代思想的现代化历程”展开了讨论。

2010 年，“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丛

书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承担的一

个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编纂委员

会邀请了一大批海内外杰出的中国近

现代史研究专家历时 5 年完成了编纂工

作。该丛书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

在 1840年至 1949年之间的著名思想家，

共百余位。出版方将每位思想家的经

典著述分别汇编成册，以文集的形式呈

现，共计 100卷。

会上，专家们表示，中国近代思想

存在着多样性和复杂性，各种思想交

融、碰撞，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虽

然时隔久远，但它们并不会因此而失去

价值，研究中国近代思想的现代化历

程，在今天看来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

意义。

汤一介遗稿《我们三代人》出版
本报讯 （记者张妮）近日，国学大

师汤一介遗稿《我们三代人》出版座谈

会在北京什刹海书院召开。本次座谈

会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与什刹海

书院联合主办。

汤一介先生（1927—2014）是我国当

代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哲学史家，生

前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孔子

学会会长等职。《我们三代人》是其遗

稿，以三大部分分别叙述了其祖父、父

亲，以及他自己的身世经历、人物关系、

学术著述等内容，用 42 万赤诚文字生动

而深刻地展现出汤氏一门三代知识分

子在中国百年社会动荡变迁中的政治

命运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学术的传

承守望，包括汤氏家训等内容。

汤一介先生夫人乐黛云在序中写

道 ：“ 这 本 书 最 重 要 的 价 值 首 先 在 于

它 展 示 了 一 个 知 识 分 子 真 诚 地 对 祖

国 和 对 祖 国 文 化 的 热 爱 。”中 国 大 百

科 全 书 出 版 社 学 术 著 作 分 社 社 长 郭

银 星 表 示 ：“《我 们 三 代 人》这 部 中 国

读书人的百年缩影，其历史价值会随

着岁月的流逝历久弥新，其学术价值

也定会随着一代代学人的深入体会而

不断放大。”

本报讯 （记者舒琳）日前，由上海

图书馆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资料中心主

办的“从马礼逊到陆谷孙——纪念《华

英字典》出版 200 周年”主题文献展在上

海徐家汇藏书楼正式揭幕。

200 年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耗时

10 余 年 编 纂出第一部多卷本《华英字

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汉英、英汉对照字

典，为来华传教士等人学习汉语提供了便

利，并为后人编纂汉英或英汉字典建立了

参照基础，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里程

碑。如今，由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陆谷孙主

编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于今年 8 月正式

出版了上卷。这是其主编的《英汉大词

典》的姐妹篇。编者以全新的词典编纂理

念，在收词原则、义项分析、例证说明等方

面均体现了当代汉英词典编纂的新水

平。从马礼逊到陆谷孙，他们所编纂的

《华英字典》和《中华汉英大词典》正是

200年中西文化互动的标志。

据悉，此次为期两个月的展览展出

了全套初版马礼逊《华英字典》、陆谷

孙的手稿等 30 余种展现 200 年来汉英、

英汉词典编纂出版概貌的珍贵文献。

小说《伊舞华裳》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