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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湖州是人文荟萃之地和典籍聚散中心 ,不仅藏书文化源远流长 ,而且著述繁富。本文立足于藏书 ,对湖州丰盛的藏书与

繁荣的著述之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认为这种互动关系对内表现为:学者因著述的需要而藏书;藏书家因藏书而成为学者。

对外则表现为:藏书家之间互通有无 ,以利于收藏刊刻;学者借阅湖州藏书而成就自我 ,撰写出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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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zhou Collecting and Writing Books in the Interac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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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uzhou is a place of a galaxy of humanit ies and the center for collect ing and spreading an cien t book s and records , w hich has not

on ly a long history of book-collect ion cu lture , but also rich in books w ri ting.In this paper , based on books collect ing of H uzh ou , the au tho r

w ould like to have a further s tudy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 , which is rich in b ook s col lecting and prosperous in books w ri ting , t o the au tho r

's opinion , the internal expression of w hich is that th e sch olars collected books becau se of the need of thei r w ri ting and the books collectors

b ecame scholars because of thei r books collect ing , w hile the external expression of w hich is that th e collectors sh ared thei r books , w hich was

very helpfu l to collect ing and ins cribing so that scholars b orrowed books f rom th e collect ion of Huzh ou to accomp li sh themselves and w rite

academic w 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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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藏书的兴盛与著述的繁荣

湖州藏书文化发轫于南朝时期的沈约 , 至今已有 1 500多年的历史。据《梁书》沈约本传记载 , 沈约

“好坟籍 , 聚书至二万卷 , 京师莫比“ 。①另据《湖录》沈约本传称:“约家藏书十二万卷。”两处记载虽有出入 ,

但从《隋书·经籍志》所载宋、齐、梁三代官藏图书最多为七万卷而言 ,沈约“京师莫比”的藏书量是非常之

可观的 ,他无疑是当时浙江乃至全国最大的藏书家。

在沈约“开浙江收聚之先声”后 ,湖州藏书进入了一个健康发展的历程。正如有些学者认为的“在浙江

地区 ,宋以前藏书家主要分布在浙西的吴兴地区和杭州 , 在浙东则主要在绍兴地区” [ 1] (P22), 吴兴地区出现

的许多大藏书家 ,其影响波及全国。据王增清先生考察 ,湖州历史上的藏书活动经历了四次高潮 ,分别集

中于两宋 、明朝、清乾隆嘉庆年间和清末民初四个时期 , [ 2](P154-155)这在中国地域性藏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在这四次高潮中 ,湖州地区涌现出了为数众多在江南地区乃至全国都十分有名的藏书家、藏书楼。北宋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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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年间的沈思、沈偕父子 ,时人称其“黄金散尽为收书” 。① 南宋的陈振孙年轻时就注意对图书的收集 , 据

周密《齐东野语》云:“今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 ,盖尝仕于蒲 ,传录夹漈郑氏 、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

千一百八十余卷。” ②其个人藏书超过了南宋官修目录《中兴馆阁书目》所著录的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 ,

在国家藏书之上。湖州两宋藏书还必须提到的是客寓湖州的叶梦得和周密。叶梦得晚年退居湖州 ,“平生

好藏书 ,逾十万卷 ,置之霅川弁山山居 , 建书楼以储之 , 极为华焕” 。③ 周密原籍济南 , 四代客寓吴兴 , 自述

“吾家三世积累……冥搜极讨 , 不惮劳费 ,凡有书四万二千余卷 ,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一千五百余种。” ④有

“书种” 、“志雅”二堂 ,以祖孙三代藏书名闻天下。

到了元朝 , 中国整体的藏书状况虽难以与两宋相比 ,但湖州的赵孟頫确是大藏书家 ,其所藏宋刻本《汉

书》 、《后汉书》为后世藏家称绝。进入明朝后出现了茅坤“白华楼” , “藏书甲海内 , 练市新购书楼 ,凡数十

间 ,至于充栋不能容。” ⑤其孙茅元仪编有《九学十部目》 , 可见藏书范围之广。又沈节甫“薄富贵而厚于

书” ,有“玩易楼” 。姚翼的“玩画斋”藏书也达万卷以上。另外 ,潘曾紘 、臧懋循、徐幼文、朱国桢 、凌濛初 、董

说等都是著述宏富的学者 ,这都得益于他们自己丰富的藏书。入清后 , 湖州藏书楼主要有刘桐的“眠琴山

馆” ,聚书达十万。严元照的“芳椒堂”也有万卷藏书 ,且多宋元刊本。许宗彦继承祖上藏书 ,有“鉴水止斋”

于杭州。大学者严可均更是嗜书如命 , 藏书二万余卷。

清朝中叶以后 , 湖州藏书达到顶峰。陆心源有“皕宋楼” 、“十万卷楼” 、“守先阁”等藏书楼 , 藏书达十五

万卷。尤以收藏宋元刊本至六百余种 ,为时所重 , 是晚清全国四大藏书家之一。集中在南浔的还有张钧衡

的“适园” ,蒋汝藻的“密韵楼” 。蒋氏四代藏书 ,其祖上已有“俪籝馆” 、“茹古精舍” 、“求是斋” 、“传书堂”等

藏书楼。“密韵楼”中仅善本就有二千六百六十六部。刘承干的“嘉业堂”更是私家藏书的巨擘 , 全盛时藏

书总量“都计所得约六十万卷 ,费逾三十万。” [ 3](P1408)

湖州藏书立足浙江 , 面向全国。据吴晗先生《两浙藏书家史略》统计 ,在浙江 38个府县中 , 湖州藏书家

总数居第三。又据今人范凤书先生统计 ,在中国藏书家数量最多的十个市县中 , 湖州以总数 95家排名第

五位 ,在浙江地区位列第三。[ 4] (P679)

藏书是文人雅事 ,更是著述的必备条件。对大多数藏书家来说 , 藏书的主要目的就是用于读书治学。

他们藏书 , 不仅是对典籍的占有 ,更重要的是把所藏之书与学术研究联系起来。汇辑编纂之类的著述更是

如此。只有收集到众多的图书资料 , 才能对材料进行去粗取精 ,辨伪存真 ,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学术成果。

这一点在湖州藏书家和湖州学者群体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湖州自古是三吴都会 ,经济的发达 , 环境的清丽

优雅 ,孕育和吸引了众多的学者文人。他们依靠丰盛的藏书 ,汲取营养 ,进行广泛深入的著述活动。笔者

根据宋慈抱先生所著《两浙著述考》进行了定量统计 , 浙江全省三国至近代学者著作总量约为 11 003部 ,

湖州学者著作约为 1 350部 ,占浙江全省的比例为 12.27%。

湖州学者的著述不仅数量巨大 , 而且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宽广 , 囊括了文学、经术、史籍、地志、簿

录、武备、医药、天算 、艺术 、政法 、工农等众多领域。各个领域都有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上占重要地位的经典

之作 ,如史籍类中沈约的《宋书》 ,姚察、姚思廉父子的《梁书》 、《陈书》 , 皆被列入“二十四史” 。工农类有陆

羽的《茶经》 ,是茶文化的渊源经典之作。簿录类有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 , “极为精详” ,是中国目录学

名著。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 ,一出即“盛行海内 ,乡里小儿无不知有茅鹿门者” ⑥。在各自的领域都是

名著经典 ,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湖州藏书与著述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 ,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 ,藏书的最为直接和普通

的目的就是为了便于阅读和治学 , 正如张金吾所说:“藏书者 ,诵读之资 ,学问之本也。”学术研究应该是建

立在对前人成果继承基础上的创新 ,只有积累了一定量的藏书 , 才能为读书治学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另

一方面 ,学者的著述活动反过来又促进和激化了藏书活动的展开 ,从而推动藏书风气愈演愈烈。据《两浙

著述考》专项统计 ,清初至民国这段时期湖州著述数量为 541部 ,占湖州著述总数的 40%。又清初至民国

湖州地区藏书数量达万卷以上者为 18家 ,占湖州有史以来万卷藏书家的 60%。从中可看出在这段时期

内湖州著述活动与藏书事业都达到了鼎盛的时期 ,这种互动关系显得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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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藏书的内部滋润

湖州历史上许多著名的藏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学者 , 他们学术成就的取得主要来自于他们丰厚藏书

的滋润。但要注意的是 , 他们一个人兼有的这两种身份 ,存在着明显的先后问题。

(一)因著述的需要而藏书

在这种情况下 , 他首先是学者 , 然后才渐渐地成长为藏书家。其藏书的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学术

著述。著述之兴 ,首先必须有书 ,但由于古代中国 ,官府藏书一般是不对外开放的 ,能够利用官府藏书的人

微乎其微 , 所以就必须自己收藏图书。从某种程度上说 ,私家藏书的出现 , 主要就是适应学术著述的需要。

我们追述肇始湖州藏书风气的沈氏家族 ,可以很清楚地看清这一特征。沈麟士归隐山中后 , 开门授徒 , 藏

书不辍。晚年家中遭逢火灾 ,数千卷典籍化为灰烬 ,为著述仍毅然抄书 , “复成二三千卷 ,满数十筐” 。① 著

有《庄子内篇训》 、《五经注》等著作多种。与沈麟士同族而稍后的沈约 ,早年 “好百家之言” , ②为学出入经、

史、子 、集之间 , 以其多方面的学术成就及历史影响受到当下学界的瞩目。而这些成就的取得如果没有大

量的藏书作为前提条件是很难做到的 , 所撰《宋书》就是在广泛收集和继承前人著述所得的基础上进一步

整理 、补充而成的。

南朝末年 , 史学大家姚察也是一位藏书家。虽然藏书的确切数量今已无从查考 ,但内容大致是“九流 ,

《七略》之书 ,名山石室之记 ,汲郡、孔堂之书 , 玉箱金板之文” 。这些藏书也是源于著述的需要 , 他一生笔耕

不辍 , 与儿子姚思廉撰成《梁书》和《陈书》等。明朝茅坤的藏书分“九学十部目” ,其中“兵学”藏书与茅坤善

用兵 、有实战经验有关 ,并且为茅坤孙茅元仪编撰《武备志》等奠定了基础。“文学”藏书则被茅坤充分利

用 ,编有《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六十四卷。该书规模弘大 ,体例严密 , 批评周详。比茅坤稍晚的臧懋偱 ,毕

生精力都用在专题收集元杂剧 ,所编《元曲选》收入了九十四种元人作品和六种明人作品。现存的元人杂

剧不过一百五六十种 ,而绝大部分都是依靠《元曲选》得以保存并广泛流传。作为一位学者型作家 , 臧懋循

编选元曲的目的很明确 , 即汇集元剧杰作 , “以尽元曲之妙 , 且使今之为南音者知有所取则云耳” 。[ 5] (P4)正是

带着这样一种目的 , 他在大量搜集当时散佚在各地的元杂剧基础上 ,与“家藏秘本”参伍校订 , 成《元 曲 选》

一百卷 图一 卷 。 其它 如清 代学 者许 宗彦 、姚文 田 、俞樾 等 , 都 是著 名的 学者 , 也 都 是出 于读 书著 述的 需要 而

藏书 , 并 在 各自 的学 术领 域做 出了 显著 的成绩 。

(二)因藏书而成为学者

这里所论述的藏书家是特指那些专力藏书 , 以 藏 书 为 事业 的 人 , 即 第 一身 份 是 藏书 家 , 然 后 才因 丰 富

藏书的 滋养 而逐 渐成 长为 著述 家 。 据范 凤书 先生 统计 , 在 中 国历 史上 有迹 可查 的藏 书家达 六千 多人 , 但 为

人所知 的却 在少 数 。 在这 部分 为人 所知 的藏 书家 中 , 除 了一 小部 分实 在是 以藏 书之 富而扬 名外 , 大 部分 得

力于能 够借 助藏 书而 在某 些领 域取 得学 术成 就 , 因 立言 而不 朽 。 陈振 孙是 著名 的藏 书家和 版本 目录 学 家 ,

因 推崇 晁公 武《郡斋 读书 志》 , 仿 效其 体制 对 家 藏图 书 编 制 目录 而 成 目录 学 巨 著《直 斋 书录 解 题》56卷 , 共

计 藏 书 3 096种 51 180卷。陈 氏私 藏差不 多抵 得上 南宋 政府 的藏 书 , 而《直 斋 书录 解 题》一 书是 自 汉代 刘

氏《七 略》之 后体 制最 为完 善的 目录 学经 典名 著 。 明朝 嘉隆年 间 , 湖 州 涌现 出如 沈节 甫 、姚 翼等 多位 专职 藏

书家 。沈 节甫为 人“薄富 贵而 厚于 书” , 以 其玩 易斋 藏 书为 基 础 , 编 撰 有 明代 大 型 丛书 《纪录 汇 编》 , 收 明 代

著作一 百二 十三 种 。 另有《由醇 录》 , 收 宋 元明 著作 十二 种三 十三 卷 。 从这 两部 书的 规模可 以看 出 , 沈 节 甫

如果 不是 家有丰 富的 藏书 , 是 很难 从事 这样鸿 篇巨 制的 编撰 的 。

到了 晚清 , 由 于 盐 、丝 业繁 荣 , 湖 州 出现 了 许 多 富 商 , 他 们 不 少人 从 事 藏 书 著 述 。 陆 心 源 祖上 世 代 为

商 , 后 入仕 途 , 花 二十 年时 间完 成皕 宋楼 藏书 。在 湖州 藏书 史 上 , 他 是 陈 振 孙 之外 因 藏 书而 成 为 学者 的 又

一最典 型代 表 。 他著 述繁 富 , 在 文学 、史 学 、金 石学 、地 方文献 等领 域皆 有建 树 。 为其 藏书 而编 撰有 书目 及

藏书题 跋《皕宋 楼藏 书志》 、《仪 顾堂 题跋》等四 种 。 张钧 衡以 盐业 发家 致富 , 性 嗜 藏书 , 在 南 浔建 适园 , 其 中

“六宜 阁”为 其藏 书之 所 。 适园 藏书 多宋 元古 本 、抄 稿本 及“黄 跋本”和“顾校 本” , 为 世 所重 。利 用其 丰富 的

藏书 , 张 氏 刻印 了一 系列 丛书 , 包 括《张 氏适园 丛 书初 编》 、《适园 丛 书》、《择 是 居 丛 书》等 , 共 计一 百 种 。 这

些书 反过 来丰富 了湖 州的 藏书 。张 氏精 于校 雠 , 擅 长版 本 目 录学 , 对 善 本 书都 一 一 疏其 版 本 源流 , 考 校 精

审 , 曾 邀请 繆荃 孙代 编《适 园藏 书志》十六 卷 。 刘承 干从 30岁起有志藏书 , 经 过 半个 多世纪 的苦 心经 营 , 其

藏书 最盛 时有 12 450部 , 16万册 , 60 余万卷 , 其 嘉 业 堂 藏 书 楼 是 中国 藏 书 史 上 规 模 最 大 的 私 人 藏 书 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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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渊 鉴 类 函》卷 九 四 , 中 国 书 店 1985年影印同文书局石印本。
(唐)姚 思 廉 ,《梁 书》卷 三 十 三《王 筠 传》 , 中 华 书局 , 1973。



, 对 所 藏典 籍的 整理 取得 了令 人瞩 目的 成就 。除 校勘 刻印 外 , 还 亲手 编有《明史 例 案》

19卷、《南唐 书补 注》18卷 、《王 文敏 公遗 集》8卷等 , 辑 录 有《再 续碑 传集》等 。 晚清 湖 州的 这 些藏 书 家的 著

述都 在其 藏书之 后 , 因 醉 心藏 书而 潜心 学问 , 最 后 成为 著作 等身 的学 者 。

纵观湖 州历 代藏 书家 , 大 多 是学 者 、著述 家 , 其 藏书 目的 固然 是为 了学 问 , 但 更值 得注 意的 是因 为藏 书

而受 书籍 滋养成 长为 学者 、著 述家 。藏 书是著 述的 必 备条 件 , 一 个人 要 做 学 问 , 必 定 先 藏 书 、读书 , 方 能 成

一家 之言 。至于 汇辑 、编 纂 、校 勘 、刻 印 之类 , 更 是要 以 宏 富 的 藏 书为 前 提 。无 论 是 公 家 修 撰 还是 私 家 著

述 , 无 不依 靠丰 富的 藏书 , 只 有 以质 高量 众的 图书 为基 础 , 才 能成 就鸿 编巨 制 。

三 、藏 书 的 对 外 辐 射

对内 , 藏 书 家的 活动 滋养 了自 己的 学识和 才能 , 同 时积 淀 了丰 厚 的 家 学文 化 底 蕴 , 培 养 了 一 大批 以 著

述家为 典型 代表 的家 族性 人才 。对 外 , 藏 书的 辐射 性主 要表 现在 藏书 家与 藏书 家之 间 , 藏 书家 与学 者之 间

的关 系上 。具体 而言 , 就 是 :湖 州藏 书家 互通 有无 , 用 来 著 述 ;湖州 人 对 湖 州藏 书 的 借阅 , 最 后 因 此成 为 著

名学 者 , 或 某一 领域 的专 才 ;湖 州的 藏书 对湖 州以 外地 区学 者著 述的 影响 。

(一)藏书家之间的互通有无

由于湖州历代藏书家层出不穷又相对集中在某一历史阶段 , 所 以 藏 书 家 与藏 书 家 之间 必 然 存在 密 切

的联 系 。 考察湖 州藏 书史 可以 发现 , 地 域性藏 书家 集 群的 特 征十 分 明 显 。 前 面已 引 述 王增 清 先 生有 关 湖

州藏书 四次 高潮 的论 断 , 可 见这 样一 种藏 书家 集群 具有 持续 时间 长 , 整 体规 模大 的特 点 。 藏书 家集 群的 出

现 , 增 进了 藏书 家之 间的 交流 。他 们互 通有无 , 使 各自 的藏 书 数量 及 质 量 都得 以 很 大的 改 观 , 并 以此 来 促

进著 述 。

两宋 是湖州 藏书 史上 的第 一次 高 潮 , 其 中 以陈 振 孙 的 名 气 最 大 。 陈 氏 幼年 曾 觅 得“旧 京 本”《玉 台 新

咏》十 卷 , 因 多有 错谬 , 中 年访得 同乡 叶梦 得所 藏抄 本“补亡校 脱” , 终 于 成为 较完 备的 本子 。陈 振孙 与同 乡

周氏 交往 亦密 , 陈 振 孙致 仕还 乡后 , 因 修 撰 《吴 兴 人物 志》 , 搜 集 乡 土 典籍 , 就 曾 向 周 密 之 父 借 阅过 张 先 的

《十咏 图》 , 并 将 过去 撰写 的跋 文书 于 原 图卷 尾 。 元代 藏 书 相 对 于 两 宋及 以 后 的 明 清 来说 , 是 一段 低 潮 时

期 , 但 藏书 家却 不乏 其人 。赵孟 頫就 是一 位以 收藏 宋元 刊本 闻名 的藏 书家 , 所 藏 宋刻 本《汉 书》 、《后 汉书》 ,

一 直 为明 清藏书 家所 称艳 , 曾 辗转 于王 世贞 、钱谦 益 、谢三 宾 、张 晋彦 等 人 之手 。 钱谦 益 认 为两 书“为 宋 椠

本之冠” , “ 以 千 金从 徽人 购出 , 藏 弆 二十 余年” 。后 值囊 中羞 涩 , 只 得出 售 , 有“李 后 主去 国”之 痛 。① “玩 画

斋”主 姚翼 于万 历间 刊刻 过茅 坤的《白 华 楼藏 稿》 十一 卷 、《续 稿》十 五 卷 及《吟 稿》 十 卷 。 茅 坤 与当 时 以 四

色 、五 色套 版印 刷而 享有 盛誉的 湖州 闵 、凌两 家亦 多有 往来 。 闵尔 容采 茅坤 评苏 轼文 , 刻 有 套印 本《苏文》6

卷、《韩文 公文钞》16卷等。 茅坤 也曾 应凌 稚隆 之请 , 写 了《刻 汉 书 评 林序 》。 蒋 汝 藻“密 韵 楼” 在质 量 上 属

上乘 , 大 都 是宋 元明 清的 精刻本 或名 家抄 本 , 这 些 书中 有很大 一部 分是 从同 乡吴 云“两罍轩”所 得 。 蒋汝 藻

虽然 富有 家财 , 但 为 了取 得稀 世珍 本并 不废止 抄书 , 曾 借 阅表 弟 刘承 干 所藏 宋 本《鹤 山 先生 大 全 文 集》 , 亲

手抄 录 , “ 首 尾百 余万 言 , 无 一 笔苟 简 , 绵 历二 年 卒 溃于 成” 。②藏书家之间的这种借抄活动使至为宝贵的珍本、善 本 得以 保存 流传 , 也 提 升了 藏书 家的 藏书 品位 。
值得 注意的 是 , 由 于 社会 历史 中诸 多客观 不利 因素 的 影响 , 湖 州 的 藏 书楼 在 历 史的 发 展 中聚 散 频 仍 ,

许 多 书籍 辗转于 各藏 书家 之手 , 客 观上 提高了 藏书 的 影响 力 , 促 进了 书 籍 的流 通 , 打 破 了据 为 己 有的 传 统

陋习 。 如刘 桐眠 琴山 馆旧 藏的 宋刊 本《五 百家 播芳 大全》 , 后 归乌 程钮 氏所 有 。 在这 个时期 , 陆 心源 因饶 于

家资 , 同 郡 刘氏 眠琴 山馆 、严氏 芳椒 堂 , 及 归安 韩子 蘧 、杨 秋室 、德 清 许 周生 等 家 藏或 多 或 少 为其 所 购 。 这

些客 观上 也有利 于藏 书结 构的 优化 和学 术的 交流 。

(二)学者对湖州藏书的借阅

由于藏书需要有坚实的经济基础 , 所 以 很 大程 度上 被 官僚 和 富 商所 垄 断 , 并 不 是每 个 人 都可 以 聚 书 。

而借 阅则 可以使 为数 众多 的买 不起 或买 不到 书籍 的士 子 有书 可 读 , 增 广 见 识 , 成 就 自我 , 较 好 地 从事 学 术

著述 。

眠琴 山馆主 人刘 桐 , 既 爱 好聚 书 , 又 好与 喜书 者交 往 , 对 来 访 或 求阅 者 无 不 乐于 接 待 , 使 满意 而 归 , 人

皆感之 。乾 嘉名 儒钱 大昕 就曾 借阅 过眠 琴山 馆的 藏书 , 其《竹 汀日 记》曰 :“过南 浔镇 晤刘疏 雨 , 观 所 藏书 有

宋椠《张九 成孟 子解》29卷。” [6](P43)严可均为刘桐好友, 精 考 据 之 学 , 以 27 年之力 , 补 辑 编 成《全上 古 三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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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清)钱 谦 益 撰 , 钱 曾 笺 注 , 钱 仲 联 标 校 ,《绛 云 楼题 跋》 , 载《钱 牧 斋 全 集 o 初学集》 , 上 海 古 籍出 版 社 , 2003。
王 国 维 ,《乐 庵 写 书 图 序》 , 载《王 国 维 遗 书》卷 二十 三 ,《观 堂 集 林》 , 上 海 古 籍 书 店 , 1983。



》746卷。张 鉴曾 课诵 刘家 十余 载 , 得 以纵 观其 藏书 , 著 有《十 三经 丛 说》等 , 凡 三 百 卷 。 范

锴是 刘氏 同镇 之 人 , 辑 有《吴 兴 藏书 录》 , 著 有《汉 口 丛谈 》30卷等。 严 可均 、张 鉴 、范 锴等 人 的丰 富 著述 可

以说 都得 益于刘 氏藏 书的 滋润 。另 外 , 像 计深 、蒋 履泰 、施国 祁 、邢典 等学者 , 也 是刘 氏眠 琴山 馆的 座上客 。

吴昌 硕是诗 、书 、画 、印“四 绝”的海 派宗师 , 湖 州安 吉人 , 曾 在 湖 州藏 书 家 颜 文采 、陆 心 源 两家 为 账 房 。

两家 所藏 古籍古 物 , 上 至 秦汉 , 下 迄 明清 , 极 大 地开 拓了 吴昌 硕的 眼 界 。 尤其 陆 心 源 , 收 藏 有宋 版 图书 200

部 , 并 有 汉 晋古 砖 1 000多块 , 建“ 千 甓 亭”以贮 之 。与 这 些 藏 书家 的 交 流切 磋 , 使 他 有 机会 看 到 了许 多 历

代碑 帖 、名 人书 画真 迹 , 从 而极 大地 提高 了自 身的 艺术 修 养 , 给 他 后 来 的艺 术 成 就奠 定 了 坚 实的 基 础 。 王

国维 与湖 州近代 藏书 家蒋 汝藻 、张 钧衡 、刘承 干 、庞 来 臣等 也 有着 广 泛 而密 切 的 联系 。 他曾 为 蒋 汝藻 私 家

藏书编 目四 年多 , 从 而诞 生了版 本目 录学 上的 一大 名著《传书 堂藏 善本 书志》 。 据学 者统计 , 在 王国 维的 全

部著 作中 , 此 编 目的 篇幅 占据 六分 之一 多 。王 国维 在编 目 过 程中 也 写出 了 一 批极 为 有 价值 的 论 文 ,《两 浙

古刊本 考》 、《五 代两 宋监 本考》两书 亦草 于此 时 。 特别 是对于《水 经注》的研 究 , “ 余 于 壬戌 春见 南林 蒋氏 所

藏《永 乐大 典》大 字韵 字母 四册 , 乃《水经 注》卷 一至 卷二 十 , 即 校于 聚 珍本 上” 。①可以说, 如 果 没 有 丰富 的
第一 手古 籍资料 , 像 王国 维这 样的 国学 大师 , 无 论 有怎 样的 才华 , 也 只 能做 无米 之炊 。

与传统 藏书 家们 有所 不同 的是 , 刘 承 干的 藏书 思想 十分 开明 。他 并不 一味 地醉 心于搜 罗珍 籍 , 据 为 己

有 , 而 是热 心于 将其 传播 于世 。这 使得 许多稀 见善 本 甚至 孤 本在 刘 承 干手 中 得 以流 传 。当 时 许 多著 名 学

者都 曾到 嘉业堂 观书 、抄 书 , 连 当时 一些 国立 图书 馆也 到 嘉业 堂 抄补 遗 缺 。 南 京 省立 国 学 图书 馆 所 藏《明

实录》即抄 自嘉 业堂 , 商 务 印书 馆出 版的《百衲 本二 十四 史》中 的《旧五 代史》也是 借抄 自刘 氏嘉 业堂 而得 以

出版 。 刘承 干不 仅乐 于借 抄 、借 刊家 藏珍 籍 , 而 且 自己 刊印流 传 , 嘉 惠 士林 。为 了刻 书 , 刘 承干 不仅 聘请 良

工 , 而 且还 广请 缪荃 孙 、叶 昌炽 、董 康 、王 国维 这样 的博 学 鸿儒 为 其校 勘 鉴 别 。 刘 氏先 后 刊 刻了 《嘉业 堂 丛

书》 、《求恕 斋丛 书》等 多种 丛书 , 以 及 单行 本《影宋 四史》 、《章 氏遗 书》等 , 共 计 200余种 , 约 3 000卷。嘉 业

堂刊 本大 部分是 用来 免费 赠送 的 , 为 此 刘承干 专门 雇 请了 一 人负 责 送书 事 宜 , 只 要 是有 人 来 讨 , 均 由 他 负

责邮 寄 。 不但国 内著 名图 书馆 、藏 书家 、学者 、名流 来函 即 送 , 就 连 一 些 国 外的 图 书 馆 、藏书 家 和 学者 也 多

受其 惠赠 。建国 后 , 刘 承 干藏 书为 复旦 大学图 书馆 、浙 江省 图 书馆 等 机 构 所得 , 依 然 为 我国 的 学 术研 究 发

挥巨 大的 作用 。

综上所 述 , 湖 州 藏书 文化的 兴盛 , 带 来了 湖州 学术 著述的 繁荣 , 乃 至影 响到 全国 学者的 著述 , 同 时著 述

的繁 荣又 反过来 促进 了藏 书活 动的 进一 步扩 大和 深入 。它 们 之 间存 在 的 这种 相 互 促进 的 互 动关 系 , 共 同

推进 了湖 州乃至 中国 历史 文化 的进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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