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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藏书文化的特点及其地位

◆　祝玉芳

　　内容提要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藏书家以百数千计 ,但能集中于一个地区 , 且如接力一般做出显著成就的
并不多见。湖州有幸忝列其中 , 成为闻名海内的藏书之乡 、历史上著名的藏书文化重镇。其中 ,守先待后的文

化守藏精神 , 是湖州藏书绵延不绝 , 薪尽火传的重要原因。本文以湖州藏书特点与历史地位立题思考 , 认为 ,

历史时期的湖州藏书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 , 湖州之地上演的藏书聚散轮回的史剧 ,最终造就

了湖州藏书之乡 、文物之邦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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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州藏书文化渊源有自 , 宛若悠悠苕水 , 源流清远 ,

风化芳香。自南朝沈约开浙江藏书收聚之先声 , 到民初

刘承干殿私家藏书之后 , 湖州藏书薪火相传历 1500余年 ,

成就斐然 , 蔚成书界风景。

一 、湖州藏书的特点

首先 , 千年藏书 ,开先殿后。 就目今所及文献史料来

看 , 湖州地区真正具有藏书性质的历史记录 ,是在东晋南

朝时期。自此以降 , 湖州文化守藏之家 , 代不绝书。这一

时期 , 中国的文化星空上 , 出现了以士家大族为徽记的文

化群体 , 其中吴兴沈氏当属江东翘楚。沈氏一族以藏书

名于世者 , 如沈驎士 ,抄藏书籍至数千卷。 “二十四史”之

《宋书》作者沈约 , 藏书 “至二万卷 , 京师莫比”。作为湖州

文化史上第一次藏书高潮的前奏 、序曲 , 湖州藏书之风至

东晋南朝渐成气候。及至两宋 , 特别是宋室南渡以后 , 湖

州成为海内藏书重地 。叶梦得 ,聚书达 10万卷 , 陈振孙藏

书 5万卷 , 周密藏书自称 “凡有书四万二十余卷 , 及三代

以来金石之刻一千五百余种”。①有元一代 , 随斋程氏嗜藏

图书。杜道坚筑览古楼 , 藏书数万卷。赵孟頫家富藏书 ,

本人亦勤于置书。明清时期 , 湖州藏书呈现规模化。 嘉

靖 、隆庆时期 , 有与天一阁 、天籁阁相比肩 , 著称浙江的玩

易楼主沈节甫 、白华楼主茅坤等。 乾嘉之后 , 有刘桐 “眠

琴山馆” ,严元照 “芳茮堂”, 许宗彦 “鉴止水斋 ”。晚清陆

心源建 “皕宋楼”, 汇集宋本元刊名钞名校 , “藏书艳称一

时” ,号为四大私家藏书楼之一。清末民初 , 湖州藏书再

起高潮 ,有蒋汝藻 “密韵楼 ”, 张钧衡适园 “六宜阁 ”, 而以

刘承干 “嘉业堂 ”藏书楼殿后 , 奏响前图书馆时代私家藏

书事业的尾声 、终曲。

其次 ,此落彼起 , 四次高潮。②湖州藏书的第一次高潮

是在两宋时期 ,据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统计 , 宋代私

家藏书达万卷以上的藏书家共计 214人 ,浙江 32人 , 居第

二位 ,其中湖州 8人(含寓湖人士 2人)。藏书 3万卷以上

的藏书大家 15人 , 湖州即占 3人 , 名列榜首者为叶梦得。

有宋一代 , 在州一级地方行政区划中 , 数列地方藏书之

富 ,可以说无出湖州之右。北宋即有 “藏书万卷 ”的刘涉 ,

“黄金散尽为收书”的沈思 , “尽买国子监书以归 ”的沈偕

等。两宋之际 ,叶梦得于湖州弁山建石林精舍 , 藏书 3万

余卷 ,靖康之变 , 书散大半 ,南渡后重新经营 ,聚书号 10万

余卷 ,为当时最富盛名的藏书家。 南宋有 “聚书万卷”的

丁安议 ,藏书 5万余卷的图书目录学家陈振孙 , 聚书 “多

至十万卷”的贺氏 , 建聚芝堂藏书室的沈介 , 藏书 “不下数

万余卷”的倪思 ,藏书世家之月河莫君陈 、莫汲一族 , “藏

书数万卷 ,作楼贮之”的程大昌 , “三世好古 , 多收法书 、名

画 、古物”的 “吴兴向氏”, 寓居于湖 , “号为史家所藏 , 僻书

尤多”的李心传 、李道传和李性传 , ③建 “书种” 、“志雅 ”藏

书楼 ,积三代之藏 , 有书四万余卷 , 雄冠东南的藏书家周

密等。

湖州藏书的第二次高潮是在明朝。 明嘉靖 、隆化年

间 ,江南出现了四座驰誉海内的藏书楼 , 即宁波 “天一

阁”, 嘉兴 “天籁阁”, 湖州 “白华楼”与 “玩易楼” 。天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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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著名藏书楼 , 湖州独占其二。 茅坤藏书楼达数十间 ,

“至充栋不能容”。其所刊刻 、编辑《唐宋八大家文钞》, 行

销海内 , “唐宋八大家”之说 ,亦随其书而名冠域中。沈节

甫庋置玩易楼 , 平生酷爱藏书 、校书 , 藉其丰富的家藏 , 曾

编有大型丛书《纪录汇编》二百十六卷 。万历年间 , 藏书

家臧懋循凭依丰富的家藏杂剧秘本 , 辑元剧一百种 ,刊刻

《元曲选》, 成为迄今最重要的完整反映元剧面貌的文本。

王国维誉其 “吴兴《百种》 ,抗皇元之风雅”。④

湖州藏书的第三次高潮是在清乾嘉时期。当其时 ,

有刘桐 “眠琴山馆”, 严元照 “芳茮堂”, 并足而立。嘉庆初

年 , 卢文弨 “抱经堂 ”、吴焯 “瓶花斋 ”等藏书陆续散出 , 刘

桐得以收藏其中一些珍籍善本。与刘桐同时的藏书家严

元照 , 藏书 、爱书近于痴迷 , 人称 “书癖” , 聚书数万卷 , 所

藏以宋元刊本为胜。一代硕儒严可均 、姚文田治学同时 ,

亦致力藏书。文献记载 , 严可均藏书二万余卷 , 其藏书有

一个特点 , 即注重藏书为学问研究服务 , 如此聚藏 , 使其

得以完成对先唐文献典籍的总结。严氏所辑《全上古三

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收录唐以前作者三千四百九十七人

(一作三千五百二十人), 是迄今为止收录唐以前文章最

全的一部总集。

湖州藏书的第四次高潮是在晚清民初。此时 , 公共

图书馆已开始产生 , 私家藏书逐渐式微。然而湖州之地

私家藏书却独标一帜 ,为中国藏书史的谢幕 ,上演了一出

带有总结性质的压轴大戏。这一时期 ,湖州著名藏书家 、

藏书楼先后有姚觐元 “咫进斋”、陆心源 “皕宋楼” 、蒋汝藻

“密韵楼”、张钧衡适园 “六宜阁”及刘承干 “嘉业堂”等。

姚觐元好聚书 , 其咫进斋藏书数万卷 , 多有宋元刊本和名

人精校本。陆心源之 “皕宋楼” , 以收藏大量宋元精椠著

称海内 , 成为当时与聊城 “海源阁” 、常熟 “铁琴铜剑楼”、

杭州 “八千卷楼”齐名的中国四大藏书楼之一。密韵楼主

蒋汝藻 , 聚书承沐家藏。王国维对蒋氏三代世守典藏颇

为推赞 , 称:“今有孟苹 , 然则蒋氏三世之精神风尚 , 虽传

之百世可也。”⑤张钧衡凭依丰厚的经济实力 , 蒐求名家善

本 , 宋元旧椠 ,聚书于适园 “六宜阁” 。其子乃熊(芹伯),

继承父志 , 藏书不辍 , 编定 《芹圃善本书目 》。 其侄张珩

(葱玉)亦受家族影响 , 为现代收藏名家。刘承干系湖州

藏书殿军人物 , 据其 《嘉业藏书楼记》 , “宣统庚戌(1910

年),开南洋劝业会于金陵 ,瑰货骈集 , 人争趋之。余独徒

步状元镜各书肆 , 遍览群书 ,兼两载归;越日 , 书贾携书来

售者踵至 , 自是有志聚书。”刘氏聚书 , 凡二十年 , 在嘉业

藏书楼的全盛时期(1925年— 1932年), 珍本善本 , 计有

宋元刊本 200种 ,明刊本 2000种 , 清刻本 5000种 ,地方文

献 1200余种 , 丛书 220余种 , 抄本 2000种 , 其他类 1200

余种 , 尤以清人文集和史部书为多。聚书同时 , 刘承干刊

刻了《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求恕斋丛书》以及《章

氏遗书》等单行本 , 数量之巨 , 为近代所仅见。鲁迅先生

曾评赞:“《安龙逸史》大约也是一种禁书 , 我所得的是吴

兴刘氏嘉业堂的新刻本。 他刻的前清禁书还不止这一

种 , ……对于这种刻书家 , 我是很感激的 , 因为他传授给

我很多知识。” ⑥

第三 ,藏书精神 , 薪火相传。湖州作为中国历史上私

家藏书的中心地区之一 , 形成了丰富的藏书文化 , 湖州藏

书家藏以致用的藏书理念 , 体现出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

这种精神具体表现为:

遇贤者与之的开放精神。湖州藏书家的一个主要特

点 ,就是藏以致用的开放理念。南朝时期 ,作为文史大家 、

藏书大家的沈约 , 不仅好藏书 , 亦致力于藏书的利用。

《南齐书》等史料记载 ,沈约注意识拔勤勉笃学之士 , 并在

图书资料方面 ,尽其家藏以提供方便。如临沂人王筠 “清

净好学”, 曾得到沈约的多次赠书 ,藏书界一时传为美谈。

鉴于古往今来藏书家子孙失书 、散书的惨痛教训 , 沈约视

图书为天下之公器 , 提出了 “凡书多与人 ”, “遇贤者与之

为高”等极为宝贵的藏书致用思想。 应当说 , 这种理念和

器局 ,眼光和识见 , 已远远超迈于他那个时代。宋代叶梦

得职任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时 , 曾在南京设 “紬

书阁”, 供仕宦读用。迄清陆心源 , 开放守先阁藏书 , 将藏

书分类 、编号上架 , 方便读者阅览。对外地访书之士 , 提供

膳宿。对此 ,孙诒让之父孙依言颇为称许:“存斋富于藏

书 ,予蒐访乡先生集 , 往往求之存斋 , 存斋所有者 , 不予靳

也。” ⑦

守先待后的传书精神。湖州之成为著名的藏书之

乡 、藏书家胜地 , 端赖于守先待后 、薪尽火传的传书精神。

如沈驎士 , 《南齐书》记载 , 驎士 “遭火 , 烧书数千卷 , 手以

反故抄写 ,火下细书 , 复成二三千卷 , 满数十箧” 。又如赵

孟頫 ,虽以书画名家 , 但亦好聚书 、藏书 , 精藏宋本 《汉

书》, 明清两代先后流传于藏书家 、文学家王世贞 、钱谦益

之手。赵孟頫于藏书曾题款表达自己守先待后的见解:

“吾家业儒 , 辛勤置书 , 以遗子孙。其志何如 , 后人不读 ,

将至于鬻 ,颓其家声 ,不如禽犊。若归他姓 , 当念斯言 , 取

非其有 ,无宁舍旃。”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观书湖州 , 有感

于湖州藏书家历兵火转徙 , 独于经籍 “心好之而力赴之”

的传书精神 ,曾提笔写下神采激扬的 《传书堂记》, 称赞:

“书有存亡 , 惟此传书之精神 ,则历千载而不亡。”⑧

致力乡邦文化建设的爱乡精神。湖州历代藏书家以

眷眷桑梓之情致力家乡的文化建设 , 为蒐集 、编纂 、刊布

乡邦文献作出了贡献。南宋时期 , 陈振孙撰著《吴兴志》 ,

编纂《吴兴人物志》。清代陆心源 , 发起 、主纂同治《湖州

府志》,主纂 、编修光绪《归安县志 》。民初张钧衡刊刻《适

园丛书》、《择是居丛书》, 刘承干刊刻 《吴兴丛书》 、《嘉业

堂丛书》、《求恕斋丛书》等 , 其中《适园丛书》 、《吴兴丛

书》、《嘉业堂丛书》在上世纪 80年代 , 被广陵古籍刻印社

再次重印。地方史志文献的蒐集 、编纂和刊布 , 不仅保存

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而且为后人研究 、总结湖州地方经济

与社会 、政治与文化 , 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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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义捐于公的爱国精神。值得湖州藏书史特书一

笔 , 述记 、表彰的具有爱国精神的藏书家无疑是嘉业堂主

刘承干。 1951年 ,刘承干致函浙江省图书馆 ,慨然捐献嘉

业堂藏书楼与剩余藏书:

　　承干平生致力文化 , 搜罗典籍 ,在故乡南浔建立

嘉业藏书楼庋十余万册 , 以供专门学者参考研究 , 会

遭倭寇肆虐遂致停顿 , 藏书亦散失一部分。 承干以

年老仍羁处沪渎 ,抗战胜利后迄未加以检校 , 今幸我

人民政府注重文物 ,蒙派贵馆整理代管 ,承干平生心

事将幸有托 , 书物亦将归得其所 , 曷胜欣抃! 因即愿

将书楼与四周空地并藏书 、书版连同各项设备等盖

以捐献与贵馆 , 永久保存 ,为发展新中国社会主义文

化事业之需要。⑨

作为 20世纪中国最后一座私家藏书楼 , 嘉业堂藏书

楼崛起于民初 , 鼎盛于 20世纪 30年代中期 ,抗战爆发 , 民

族罹难 , 书楼不幸。新中国建立 , 嘉业新生 , 刘承干以藏

书义捐于公的爱国举动 , 使嘉业堂实现了由私家藏书楼

向公共图书馆的历史性转变。

二 、湖州藏书的影响及历史地位

湖州藏书家在前图书馆时代 , 经过一代代学人 、一代

代读书人 、一代代爱书人持之以恒 、坚持不懈的文化守

藏 , 终于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湖州

藏书甲天下。

甲于天下的湖州藏书 , 其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地位 , 概

言之有二:

一是贡献学术 , 影响全国。湖州藏书家致力于藏书

的保护 、利用与传播 , 为祖国文化的传播 、发展作出了历

史性贡献。在此不妨依时代先后 ,择要胪列一二 ,以资说

明:

南朝沈约 , 博通群籍 ,藏书达二万卷 , 其 “遇贤者与之

为高”的藏书致用思想颇具卓识。创 “永明体”, 为 “一代

词宗” 。著作《宋书》,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谓为 “史家

之良规” 。

南宋陈振孙 , 藏书五万余卷 , 著 《直斋书录解题》 , 创

解题一体。白寿彝之《中国通史》谓:“解题内容丰富而明

切 , 或述撰人事迹 , 或论学术源流 ,或考真伪得失 ,而注重

典籍的版本款式 , 为一大特色。”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推

赞:“古书之不传于今者 , 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

者 , 得藉是以辨其真伪 , 核其异同。”又如周密 , 藏书四万

余卷 , 著《齐东野语》、 《武林旧事》 、《绝妙好词》等 , 以诗

词名于当世。吴熊和《唐宋词通论》谓:“宋元之际衍姜夔

一派的 , 就推周密和年辈稍后的张炎为巨子。”《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誉其《绝妙好词》, “宋人词集今多不传 ,并作者

姓名亦不尽见于世 , 零玑碎玉皆赖此以存 , 于词选中最为

善本。”谓《武林旧事》, “南宋人遗篇剩句颇赖以存”。

明代茅坤 , 藏书盛名甲于海内。 以文学称世 , 选编

《唐宋八大家文钞》 ,肯定韩愈 、柳宗元 、苏洵 、苏轼 、苏辙 、

王安石 、曾巩八大家之文学成就。 使唐宋八大家之说自

此流布天下 ,成不移之论。藏书家臧懋循(字晋叔), “家

藏杂剧 ,多秘本” ,编《元曲选》,于元曲保存厥功居伟。王

国维誉其:“元人杂剧罕见别本 , ……此百种岿然独存。

呜呼 ,晋叔之功大矣!” ⑩李昌集 《中国古代曲学史》谓:

“如果没有臧懋循的《元曲选》……等 , 我们将怎样描绘元

剧的`辉煌 ' , 实在不可预料。” “ 《元曲选 》至今还是最重

要的完整反映元剧面貌的文本 , 臧氏的这一历史功绩 , 仍

永远与元剧共存。”

清代严可均 ,藏书二万余卷 , 精考据之学 , 著有《铁桥

漫稿》、《说文类考》、《四录堂类稿》。其最大成就 ,以一人

之力 ,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许少峰等撰作

整理说明谓 “此书第一次汇辑唐以前的文章 , 是对先唐文

献典籍具有总结性的一件伟业 , 对学术界 、文化界功不可

没 ,称得上是一部功业甚伟的宏篇巨制。”陆心源藏书十

五万卷以上 , 庋置皕宋楼 、十万卷楼 , 专藏宋元版及明版

秘刻精本 ,另于潜园别建守先阁 , 以储寻常钞帙。 其中皕

宋楼为晚清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 陆氏于文献学 、历史

学 、方志学多所研究 , 编纂《仪顾堂题跋》、 《群书校补》 、

《皕宋楼藏书志》 , 著作 《宋史翼 》、《元祐党人传 》, 修撰

《湖州府志》、《归安县志》, 刊刻 《十万卷楼丛书》。 同时

义捐国子监图书一百五十种。 陆氏逝后 , 藏书尽售日本

静嘉堂文库 ,其中十六种藏书被日本列为 “重要文化财”。

晚清民初刘承干 , 近代藏书家巨擘 , 建嘉业堂藏书

楼 ,被誉为民国私家藏书第一人 。鼎盛时期藏书达 1.3万

部 , 18万册 , 60万卷。 缪荃孙 《嘉业堂丛书序 》称 , 当时

“诸收藏家多佚出之本 , 无不归之。”刘氏还广为刊刻文献

旧典 ,抢救 、保存文化遗产。李性忠 《嘉业藏书楼》称 “刘

承干对祖国文化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创建嘉业

藏书楼 ,保存了一大批古籍 , 二是雕版印书 , 使不经见之

籍广为流传。”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 , 将嘉业堂和

天一阁誉为浙江乃至全国藏书楼中两颗明珠。

不难看出 ,上引南宋至晚清民初湖州几位藏书家的

事迹及其学术贡献 ,其影响早已越出湖州界 , 而具有全国

性乃至世界性。 如陆心源之皕宋楼藏书 , 虽所称二百种

宋本非为实数 ,但其所藏宋元刊本之珍贵 , 诚非虚言。如

北宋版《白氏六帖事类集》 ,南宋蜀刻大字本《周礼》, 南宋

汴刻本《说文解字》均系海内外孤本 。其藏书精华尤以史

部为丰 ,如宋淳熙耿秉本《史记》 ,宋绍兴本《汉书 》, 残蜀

大字本《汉书 》、《后汉书》, 宋刻本 《吴书》 , 宋刻中字本

《唐书》 , 宋刻本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 , 宋刻本 《历代故

事》等 , 皆系珍本秘籍。光绪末年 , 陆氏藏书舶载东去 , 国

内学人为之扼腕。二十年后著名学者 、出版家张元济远

赴东瀛 ,将皕宋楼部分珍籍善本照相制版 ,在 《四部丛刊》

等书中影印面世。陆氏所藏十六种珍贵刊本 , 后被日本

政府列为 “重要文化财” 。皕宋楼藏书以其极高的版本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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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确立了国际著名私家藏书楼的地位。

以湖州藏书家为代表的中国私家藏书群体 , 在信息

不畅的年代搜访 、整理 、考订 、收藏 、刊刻文献典籍 , 实际

扮演了传承 、延续学术文化命脉的重要角色。

二是造福桑梓 , 形成浓厚的乡邦文化气息 , 促进 、带

动湖州教育文化发展。 首先 , 图书藏以致用 , 流通益人。

如《吴兴备志》作者董斯张 , 撰志之初 , 苦于资料匮乏 , 藏

书家 、刻书家闵元衢闻讯后 , 于家藏图书资料选近五百种

慨然奉借。不仅如此 ,他还发动闵氏家族兄弟子侄 , 助力

襄赞 , 并将其所掌握的有关资料给予董氏。 《吴兴备志》

的撰著 , 堪称那个时代湖州藏书家图书致用理念实践的

典范。至陆心源 , 为便利湖郡广大学子读用 , 将 “守先阁”

数万卷藏书分经 、史 、子 、集四部分类上架 , 1882年春 , 开

始向公众开放 , 并向湖州府申请立案 , 允许四方读者来潜

园阅书 , 对来自外地的阅书者提供膳宿 , 深受阅书学人的

欢迎和社会好评。

其次 , 刊刻乡邦文献 , 致力家乡文化建设。 如陆心源

主持编纂《湖州府志》, 撰著《归安县志》。至刘承干 , 刊刻

地方文献可谓不遗余力 ,其造福桑梓的成就与贡献 ,令人

肃然起敬。其中 , 《吴兴丛书》的刊刻 , 即反映出刘承干积

极致力于乡邦文献的抢救 、发掘 , 保护与整理的努力和用

心。 《吴兴丛书》计刊刻经部 13种 156卷 , 史部 10种 185

卷 , 子部 8种 85卷 , 集部 34种 401卷。这部家乡文献丛

书的印行 , 前后历时 16年。著名者如《嘉泰吴兴志》、《吴

兴备志》 、《吴兴掌故集 》、《湖录经籍考 》、 《董礼部集 》、

《落帆楼文集》、《吴兴诗话》等。

三 、藏书散佚 ,史鉴永存

论说湖州藏书 , 除却它是全国知名的藏书之乡 、文物

之邦而外 , 也与湖州藏书在历史时期的流散所产生的冲

击和后发效应有关。勿庸置疑 , 湖州藏书家曾经为湖州

谱写了无愧于这块土地的辉煌的历史篇章 , 为浙江学术 、

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 , 私家藏书由于历史

的原因 , 抵御不了家国变故或自然灾害而造成图书的损

毁或散佚 , 这是一种客观的必然。有学者谓:近代以降 ,

“随着公共图书馆的渐次产生 , 更加速了私家藏书楼衰落

的趋势 , 这种历史规律无法抗拒。但作为民族文化遗产

的古籍 , 它的保存与流向在不同的区域却有着不同的结

果 , 这种现象还是值得认真总结 , 并从中得到一些有益启

示的。” 11

以清代及民初湖州藏书流散为例 , 主要流入京 、沪 、

杭 、宁及日本五个方向。如流入杭州丁氏 “八千卷楼”的

有严元照 “芳茮堂”、许宗彦 “鉴止水斋”部分藏书;流入南

京中央图书馆(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的有张钧衡适园

“六宜阁”、刘承干 “嘉业堂”部分藏书;流入上海商务印书

馆 “涵芬楼”, 后归藏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有蒋汝藻 “密韵

楼”藏书;流入国立北平图书馆 、南京中央图书馆 、复旦大

学 、浙江大学 , 解放后剩余图书捐赠浙江图书馆的刘承干

“嘉业堂”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的陆心源 “皕宋楼”

藏书。

有清一代及民初 , 湖州藏书散佚状况 , 概如上述。藏

书聚散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 , 考察它的流变过程 , 总结历

史经验 ,汲取历史教训 , 自有积极的史鉴意义。

启示之一:藏书的聚散 、流变 , 一定意义上是学术思

想 、文献信息的传播过程。

从历史上看 ,每一次大的社会剧变 , 往往也是文献典

籍的存亡之秋。 由于藏书的星云流散 , 客观上使更多范

围 、更广泛意义上的士人 , 获得了一种奇书共赏 , 互通有

无的时空新境 ,使得人们在一个社会分化 、改组的动荡时

代 , 通过偶得典籍的阅读与利用实现了文化的另类传递

与共享。这种大变动时代带来的文化发展的此消彼长 ,

促进了从分散走向整体历史时代的实现。

人类历史一再证明 ,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流动。 历史

上藏书的一次次聚散 , 也是藏书家代代经历的图书聚而

复散 ,散而复聚的一次次文化轮回。只是每一次轮回 、传

播的时空坐标点不一 , 由此最终造成了中国文化满天星

斗 ,文化人物众星丽天的辉煌气象。湖州之地上演的藏

书聚散轮回的史剧 ,也最终造就了其作为藏书之乡 、文物

之邦的历史地位。湖州藏书家利用自己丰富的藏书 , 凭

依厚实的经济财力 , 典藏 、博览 , 编印 、刊刻了诸多品质俱

佳的图书。如明代著名出版家族晟舍闵氏与凌氏 , 其中

凌氏一族以刻印集部之诗文 、戏曲类图书为多 , 晚清民初

之张钧衡 、刘承干则以丛书形式集中刊刻所藏善本 , 如

《适园丛书》 、《择是居丛书》 、《吴兴丛书 》和 《嘉业堂丛

书》等。

启示之二:藏书散佚警示后人 , 要增强文化安全意

识 ,重视文化典籍保护。

文献典籍是一个民族思想认识和文明发展的结晶 ,

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积淀之所在 , 是风雨苍黄的历

史岁月中思想大哲 、文化先贤以文本载体形式传留给一

个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 , 文献典籍

既是一个民族文化身份的识别标志 , 也是一个民族赖以

守望的精神家园 , 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尊和自信的精神

渊薮。由于文献典籍的不可再生性 ,使得它倍加珍贵。

随着上世纪末 ,文化安全问题的日益凸显 , 世界各国

都开始高度关注本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 并以此作为

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府文明与进步程度的标识。因

此 ,文献典籍的安全 , 关系重大 , 关乎国家文化安全保障

和国家根本文化传统的维护 , 不可等闲视之。湖州作为

历史上著名的藏书之乡 , 既有传流于今的嘉业藏书楼作

为湖州藏书文化的标识和骄傲 , 也曾经历了近代史上皕

宋楼藏书舶载东渡异国的精神剧创。一百年前 , 正是中

华民族经历转型阵痛的特殊历史时期 , 皕宋楼主陆心源

后人面临着捐巨资助赈后 ,自身企业经 (下转第 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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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Agreement———theEffectiveRegulationModesofGenderRelations (76)
PanPing(EducationSchool, ZhejiangUniversity, Hangzhou310028)

Abstract:Asacontemporarymodeofregulatingtheconflictsbetweentheindividualandsociety, thein-
dividualandthenation, thesocialagreementwillplayanimportantroleintheregulationofgenderrelation.It
seemstohaveabundanttheoreticalvalueandextensiveapplicationprospectstogenderrelationregulation.
Withthedevelopmentofsocialpracticeandthegradualenrichmentofthesubjectofsexualrelations, boththe

traditionalconceptoftheagreementtheorist' s“realityagreement” mode, andthe“idealagreement” modeof
Rawlswillfurtherpenetratethefieldofgenderrelations.Theywillserveasaneffectiveapproachtosolvethe
conflictbetweenthemaleandfemale.However, sinceintheclassictextofthesocialagreementthought, the
male-willprevailed, itisalsonecessaryandmeaningfultogetridofmale-powerthoughtinthesocialagree-

menttheoryinthemale-thinking.Atthesametime, thefeminisminsistedonthebasicprincipleofagree-
mentspiritof“equality, freedom, self-chosen” inbuildingaharmoniousgenderrelations.

Keywords:Socialagreement, Therealityagreement, Theidealagreement, Feministcriticism.

Students' ExercisesinMassMedia:HistoricalDecodingof
ACulturalPhenomenonintheTransformingChina (81)

FangWeiping(ZhejiangNormalUniversity, Jinhua321004)
Abstract:Duringtheyearsbetween1898 and1919, alongwithChina' sgreatsocial, culturalandedu-

cationalchanges, newspapersandmagazinesappearedlikemushrooms.Someofthempaidspecialattentionto
schooleducationandthepublicationofstudents' exercises, amongwhichtheStudents' Magazine, established
in1914, wasthemosttypicalandimportant.Thestudents' exercisespublishedintheearlyissuesofthemag-
azinebearvividpresentationoftheprofoundsocial, culturalandeducationalchangesthen, andoftheyouthful

spiritsthatwerequitedifferentfromthoseinoldtimes.Besides, byactivelyengagingthemselvesintothecon-
tentsmakingofthemagazine, thestudentsthenalsoenhancedtheirmedialiteracyandmediaparticipationca-
pability.

Keywords:Students' Magazine, Schoolexercises, Media

CompareontheTaxRightSystembetweenMedievalChineseandWesternCountries (88)
YangShiqun(HumanitiesSchool, EastChinaUniversityOfPoliticsandLaw, Shanghai200042)

Abstract:ThereismuchdifferentconstructionontaxrightsystembetweenMedievalChineseandwestern
countries.Searchafterthecauses, studytheconsequencesandwecanseeabsolutedifferentinfluenceson
bothdevelopment.ItisoneofimportantsourcesaboutsocialdevelopmentofMedievalWesternEurope, but
ancientChinahadnorelatedgene.

Keywords:MedievalChineseandwesterncountries, Taxright, Comparativestudy

FeaturesandPositionofHuzhou' sBookCollecting (96)
ZhuYufang(LibraryofHuzhouTeacher' sCollege, Huzhou313000)

Abstract:TherearehundredsandthousandsofbookcollectorsinChinesehistory.Butonlyafewcan
centralizedinoneareaandmakeoutstandingachievements.AnditisanhonorthatHuzhoucanbeoneofthem
tobecomethewell-knownbookcollectingcapitalintheworldandthefamousbookcollectingtowninhistory.
Amongthem, themostimportantreasontomakeHuzhoucontinueitsbookcollectingisthespiritofreserving

booksfirstandcaringthemlater.Thisarticletalksaboutthefeaturesandhistoricalpositionofbookcollecting
inHuzhou.ItshowsthatthehistoricalbookcollectioninHuzhouisoneofthebrilliantsceneryofhumanistic
studyinChineseculturalhistory.Thehistoricalgatheringandscatteringstoriesofbookcollectionshowedin
Huzhou' shistorymouldedHuzhouintoahistoricalplaceofbookcollectingtownandacountryofculturalrel-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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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XianshanCollegeDuringthePeriodfromZhengdeEmperorto
JiajingEmperorwithLiuLinasItsCore (100)

ZhengLiju(ChineseDept.ZhangzhouNormalUniversity, Zhangzhou363000)
Abstract:ThephenomenaoforganizingliterarygroupslastedforalongtimeatXianshanMountainin

HuzhouofZhejiangProvince.FromShaoxiFiveHermitsClubinZhengdetoXianshanYilaoClubinWanli,
almostonehundredyears, therehadaevolvedcoursewithLiuLinasitscore.AfterLiu' sdeath, theXians-
hanClubdiscontinuedsometimes.Laterin32thyearinWanliEmperor, XuFuyuanchairedtheClubandhold

on.ThemembersmaintainedcloserelationswithTheSevenWritersandheldtheConfucianismbasicallyand
richinstyles.

Keywords:Xianshanmountain, LiuLin, XianshanYilaoClub, XuFuyuan, Confucianism

Chenfu' sViewonPoetry (106)
HeFangxing(TaizhouUniversity, Linhai317000)

Abstract:ChenFuwashighlypraisedforhisnoblecharacterandsterlingintegrityintheYuanDynasty,

andmadegreatachievementsinnaturepoemsandpoemsonhistory.Hispoemsarerichininterestandcharm,
whichwerenaturalanduniqueinhisownstyle, showedanaestheticeffortbacktotheTangstyle, andre-

vealedthereformorientationoftheYuanPoetry.However, itisapitythatChenFuandhispoemwritinghave
beenforgottenlongbyexpertsofliteraryhistory.

Keywords:ChenFu, TheliteratureoftheYuanDynasty, Naturepoems, Thepoemsonhistory, The

Tangstyle

TheAestheticContrastbetweenChiGuiHuaandTheIzuDancer (112)
LiuHe(HangzhouAcademyofVocationalScientificTechnology, Hangzhou310006)

Abstract:YuDafuandKawabataYasunarihavemanysimilaritiesinfamilybackground, thecreative
thoughts, theartisticmanifestation, etc.Especially, YuDafu' snovelChiGuiHuaandKawabataYasunari' s
novelTheIzuDancerhavemoresimilaritiesoncharactersmould, plotarrangement, artisticfeatureandthe

characteristicofaestheticperception.Bycontrastbetweenthesetwonovelsfromtheuniqueaestheticangle,
aestheticworkofartandthefemininebeauty, thisarticleexpectstostudythe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on

novelcreationbetweentwoliteraturemasters-YuDafuandkawabataYasunarifromthecharacteristicofaes-
theticperceptionandaestheticawareness.

Keywords:ChiGuiHua, TheIzudancer, Aestheticstyle, Aestheticworkofart, Femininebeauty, Con-
trast

AnEmpiricalResearchonUrbanRuralLabor' sRightsEqualityinNingbo (117)
YangCongmin(NingboCollegeofHealthSciences, Ningbo315104)

Abstract:TheUrbanRuralLabor' istheuniquephenomenonintheprocessofsocialandeconomicde-
velopmentinmodernChina.Weshouldanalyzetheissuesofurbanrurallaborrights, revealreasonsoftheir

benefitdamageandseekaneffectiveandefficientway.Ithasgreatsignificancetoensuretheconstructionof
socialistharmonioussociety.Tosafeguardurbanrurallaborequalrights, thelocalgovernmentsmustundertake
theirresponsibilitiestogivethemmoreprotectioninaspectsofsystemarrangement, rightsequality, socialjus-

tice, socialsecurity, andetc.
Keywords:Ningbo, Urbanrurallabor, Rightsequality, Socialsecurity, Governmentresponsi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