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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私家藏书在中国图书馆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摘要　常熟私家藏书及其学术活动 ,对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图书馆学的发展 ,对目录学、藏书学

及图书刊刻流布 ,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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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熟的私家藏书现象始自宋元 ,盛于明清。宋有郑时、

钱俟 ;元有徐之震、虞子贤 ,明有陈察、杨仪、赵用贤与赵琦

美等 20 多家 ;明清间 ,钱谦益、毛晋誉满江南 ,继有冯舒、冯

班、钱曾等 40 多家 ;至清代中叶后 ,常熟藏书家更是层出 ,影

响甚大。据瞿冕良著《常熟先哲藏书史略》载 ,自北宋郑时

始 ,至 1949 年凡 800 余年间私人藏书家约 225 人。正如吴

晗《江浙藏书家史略》所说 ,“以苏省之藏书家而论 ,则常熟、

金陵、维扬、吴县四地始终为历代重心”,而常熟居首位。范

凤书统计出中国藏书家人数最多的 10 个市县为 :苏州、杭

州、常熟、湖州、绍兴、宁波、福州、嘉兴、海宁、南京 [1 ] ,常熟

居全国之三 ,立于县级之首 ,可见常熟一地私家藏书之地位

是举足轻重的。

从近现代图书馆与藏书楼的关系来看 ,没有藏书楼的

存在 ,就没有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产生。常熟一地久盛不

衰的藏书实践活动与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史有着密切的联

系 ,为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积累了大量有用的经验和资料。

如孙从添的《藏书纪要》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图书管理学奠

定了基础 ;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使目录学的发展达到了一

定的高度 ;毛晋的抄刻书不仅丰富了图书典籍的形式 ,而且

丰富了版刻及藏书学方面的内容等等。常熟的藏书家从历

代藏书家及其藏书活动中 ,总结了丰富的经验 ,创造了许多

方法。有些方法和经验 ,已经提炼为规律性的知识 ,成为科

学的或者是接近于科学的理论 ,在图书馆学产生和发展过

程中做了开拓性工作 ,有着可贵的创新精神。这就足以证

明 :常熟私家藏书在我国图书馆学发展史上的作用是不可

忽视的。

1 　孙庆增《藏书纪要》对图书馆学的贡献

孙庆增 (1692～1767) ,字从添。他的《藏书纪要》详细

介绍了古人藏书的购求、鉴别、抄录、校雠、装订、编目、收

藏、曝书八则 ,被学者们称作是“我国全面论述藏书技术的

第一本专著”。谭卓垣在《清代藏书楼发展史》里评述道 :

“《藏书纪要》是整个 19 世纪唯一的一部向私人藏书家交代

藏书技术的参考书。令人惊奇的是 ,他所提出的意见一向

为藏书家们谨守不渝 ,直至今日还对现代中国的图书馆发

生着影响⋯⋯假如今后还没有著述来取代《藏书纪要》的地

位 ,那么 ,中国的藏书家们还将在各方面仰仗于它。”应该

说 ,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

然而 ,笔者认为 ,从我国图书馆学角度分析 ,是书还不

仅是一本技术书 ,而且还应是图书馆学的奠基性学说。《藏

书纪要》就是从藏书及藏书楼的管理角度形成的理论 ,它与

图书馆藏书建设中包括的藏书补充和藏书管理两方面内容

是相当一致的 ,也就是说 ,它与图书馆学的重要分支———藏

书组织学或图书管理学一脉相承。

在藏书补充方面 ,孙氏的藏书理论实际上涉及到了广

义的“购书之法”,包含了“购求、鉴别、抄录”。他将明人谢

在杭《五杂俎》中的求书“五难”,发展为“六难说”。既然那

么难 ,如何求购呢 ?他对宋郑樵的“求书八法”和祁承　的图

书搜集方法从另一角度提出自己精到的见解 ,作了重要的

补充。其次 , 对藏书质量的鉴别 ,有其独到的标准。他认为

抄本胜于刊本 ,但必须有抄书的严格要求 ,抄书样本要好。

抄写字样要“笔墨匀均 ,不脱落 ,无遗误。乌丝行款 ,整齐中

带生动 ,为至精而备美。序跋、图章、画像 ,摹仿精雅 ,不可

呆板 ,乃为妙手。抄书者要明于义理者 ,一手书写 ,无脱漏

差误 ,无破体字 ,用墨一色 ,方为最善。”他认为只有这种刊

本 ,才能比刻本更为贵重 ,可为藏书家奉为至宝。他还将校

勘古书看作藏书必要条件之一 ,所述校雠理论操作性极强 ,

对规则、校本来源、校改用材料、粘贴方法等都有明确论述。

这些理论对提高当时私家藏书建设的质量有指导意义。

从藏书管理方面看 ,从最原始的藏书至现代化的图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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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一个藏书的组织管理问题 ,即叶德辉所谓“藏书之宜”。
图书管理学是在古代藏书整理和编目工作中发展而丰富起
来的 ,孙氏把私人藏书目录的编纂和目录体系的完善从理
论上进行了高度概括和详尽阐述。他的编目方法 ,在藏书
管理的历史上是首创。他着重谈了编目问题。

一是“编大总目录”,相似于图书馆的分类目录 ,管理那
些“可流传的本子”。“每类后留空白页”,以便分录后增各
类新书 ,如同我们的分类排架必须预留空间一样。

二是编“宋元刻本抄本目录”,总录成一册 ,谓“不可轻
放 ,恐人借观遗失”,也就相当于我们图书馆的古籍善本书
目录 ,这是从书籍外在载体形式来区分的库藏目录。

三是编“分类书柜目录”。这里分了两个层次来谈 :其
一 ,“以便检查而易取阅⋯⋯”,其中分上中下写柜门背面书
单 ,书本式目录亦一一对应记录书柜内上、中、下层的书名 ,

一目了然。这种固定架号的形式排架法 ,至今图书馆古籍
的排架还在延用着。其二 ,“有人取阅借抄 ,即填明书目上 ,

一月一查 ,取讨原书 ,若一月不还 ,当催归原柜 ,不致遗失”。
这里的分类书柜目录又起到了书籍流通管理的工具作用 ,

可见那时的借阅虽然限于少数读者 ,但已经有“一月”的规
定时限 ,靠书本式排架目录来记录借阅及注销情况。

四是编“书房架上书籍目录”。此目收录一些未订书、
抄补书等 ,这可以说是图书馆分类编目过程中书籍待编入
藏前的过渡书目 ,是临时工作目录。因为这架上书的确是
临时摆放的 ,但也必须设置登记的目录。这就可以想见 ,这
种藏书楼的藏书管理是多么严密、细致 ,我们的图书馆编目
工作也不一定会有这类目录。

除编目外 ,孙氏对藏书保护也特别重视。《藏书纪要》
涉及到了藏书楼的建筑 ;书架书柜等设施制作的美观实用
性 ,连钥匙小方牌如何精工细做、方便开启等都想得十分周
到 ;防鼠害、蚁灾、蠢鱼、防火、防蛀、防霉等 ;曝书的手续、季
节及技术要领等等。实际上至今我国各地许多图书馆中古
籍之保管技术尚没有超过孙氏所描述的那种程度。我们对
于古籍的保护 ,例如古书的维修保护 ,许多细节远没有孙氏
那么重视并研究得透彻。

对藏书的装帧 ,孙氏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论 ,追求尽善 ,

崇尚古朴。曰 :“钱遵王述古堂装订 ,用自造五色笺纸 ,或用
洋笺书面 ,虽装订华美 ,却未尽善。不若毛斧季汲古阁装订
书面 ,用宋笺藏经纸 ,宣德纸染雅色 ,自制古色纸更佳。”

《藏书纪要》是孙从添应许多藏书家“同志者”的要求而
撰成的。这说明 ,常熟藏书家们丰富的藏书实践发展至一
定程度 ,需要有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提升 ,而孙是一位善于
研究总结几乎可达“科学成果”的学者藏家 ,他将丰富的藏
书实践经验凝结成条理系统的理论 ,因而使他成为中国图
书馆学史上里程碑式人物。在他过世后的一百多年中 ,其
理论不仅成为私家藏书之“指南”、“汲古之修绠”[2 ] ,而且对
近现代图书馆及图书馆学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2 　钱曾《读书敏求记》等和目录学的兴盛
刘国钧曾指出 :目录学和图书管理学是图书馆学的两

根重大支柱[3 ]。
常熟藏书家以精辟的目录学思想和高超的学术造诣创

造了全新的目录形式 ,使用别人从来没有想到的方法来拓

展目录工作的内容 ,这是要有前无古人的勇气和胆识的。
这方面 ,首推创立版本目录的钱曾 ,其《读书敏求记》是版本
目录的奠基之作。

钱曾 (1629～1701) ,继承其父钱裔肃藏书及本家曾祖
钱谦益藏书 ,又多方搜罗 ,以家藏 4100 余种图书部署甲乙 ,

运用不同体例 ,先后自撰《述古堂书目》四卷、《也是园藏书
目》十卷以及《读书敏求记》四卷。《读书敏求记》收书 634

种 ,援焦氏体例 ,参以己意 ,专记所藏宋元精椠或旧钞 ,每书
之下标明卷帙完阙 ,古今异同 ,并详考授受源流 ,还兼及作
者、作品的评论 ,刊刻之工拙 ,版本之优劣。《读书敏求记》
提出从版刻、刀法、字体、行款、刻工、纸张、墨色来比较科学
地确定雕印年代 ,从祖本、子本、原本、修本来定版本价值的
理论 ,最初确立了鉴定古籍版本以物质形态和版刻风格等
外在形式来衡量的标准。传世之后 ,开创了清代学者注重
版本、编撰善本书目的风气 ,从而为古籍版本学的发展奠定
了扎实基础。此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版本目录的专
著”[4 ] ,对古籍版本研究富有参考价值。

此书在中国目录学和版本学发展史上都曾起过重大的作

用。王重民在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提出《总目提要》“汲

取了清代《读书敏求记》和朱彝尊及常熟派校书家所写题跋记

的方法和形式”。康熙之后 ,产生的众多善本书目和题跋记等

著作 ,就是受《读书敏求记》影响的结果。吴焯在《读书敏求

记》跋中说 ,他接受了马寒中赠予的《读书敏求记》,才能借助

这一版本目录工具 ,顺利进行校勘 ;清代海宁州学训导钱泰

吉 ,读了《读书敏求记》后 ,才知道经史子集四部的大致情况 ,

使他有意于收藏图书 ,最后成为著名藏书家[5 ]。

钱氏之外 ,张金吾、毛　、瞿镛等对目录学的贡献 ,都是

很大的。

张金吾 (1787～1829)的《爱日精庐藏书志》则创立了另

一种目录形式。《爱日精庐藏书志》详细记载了一代藏书名

家的秘藏 ,使许多失传的古本得以留档存案。张氏创制的

“藏书志”这种目录新体制 ,在中国目录学史上颇具研究价

值。杨守敬在撰写《藏书绝句》时 ,就运用了不少张氏书志

的记载。

毛　所撰《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一卷 ,以时代的划分 ,

标出宋本、元本、旧抄影宋、校宋本等 ,详载某书刻于何时何

地、一页多少行、一行多少字 ,以及字形大小、墨色浓淡 ,便

于鉴证 ,成为最早的著录较完备的善本书目 ,为后世藏书家

鉴赏及利用提供了参考 ,开目录学中一书别标宋本、元本之

先河 ,在目录学史上也是具有开创性的。

瞿镛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是近代目录学史上又一

硕果。其所录每书之下 ,记卷帙存缺、行幅字数、序跋印记 ,

并校雠异本文字 ,形成较完善的解题目录 ,成为后世整理古

籍 ,考辩存佚的重要依据。“读一书可得数书功用 ,在近世

藏书志中 ,尚没有超过他的”[6 ]。今天 ,有人把钱曾《读书敏

求记》、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

等称为最重要的研究版本学的文献 ,可见 ,常熟藏书家的目

录学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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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毛氏刻书抄书和藏书学的发展
有了图书才有藏书 ,藏书即是藏书楼的基础 ,人们对图

书的认识不断深化 ,其思想学说和理论方法 ,形成了图书学
及藏书学研究成果。如果从狭义角度说藏书是一种被动收
藏行为的话 ,那么抄书与刻书便是藏书家们的主动行为。
伴随着藏书家们对校雠、目录、版本研究、抄写、雕印、出版
这些生动的藏书实践过程 ,推动了藏书、藏书楼以及藏书事
业及其理论的发展。而此中 ,常熟藏书大家们在图书抄刻
传播方面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

毛晋 (1599～1659) ,可称得上是明代晚期最著名的藏
书家兼刻书家。他刻书的目的是要使人能“得见宇宙之大
全 ,故于经史全书 ,勘雠流布 ,务使学者穷其源流 ,审其津
涉。其他访佚典 ,搜秘文 ,皆用以裨补其正学”[7 ]。“子晋本
有田数千亩 ,质库若干所 ,一时尽售去 ,即以为买书刻书之
用。创汲古阁于隐湖”[8 ]。他刻书的资金除售卖已刻书来
周转外 ,还售去良田以作补充。毛晋所刻图书 ,均为传世精
品。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所据底本质量上严格把关 ,多采用
宋本作底本 ,且经精审精校 ,有精良的版本作底本就有流传
的价值。二是用纸讲究。其印书纸张 ,每年都从江西专门
定做 ,厚的叫“毛边”,薄的叫“毛太”,这种纸直到几百年后
也还很有名气。三是精挑刻工 ,“其时银串每两七百文 ,三
分银刻一百字”[9 ]。自明万历末迄清顺治初的 40 余年中毛
氏刻书达 600 多种 ,其中以《十三经注疏》、《十七史》、《文选
李善注》、《六十种曲》及《说文解字》等为最著名 ,当时就有
“毛氏之书走天下”的美传。

毛氏刻书不仅在当时当地繁荣了图书市场 ,而且波及
了全国各地 ,引发了吴中地区藏书家的刊刻高潮 ,推动了文
化发展 ,推动了版刻事业和藏书事业的前进 ,也影响了以后
数代人对历史藏书文化传播的重视。

“影宋抄”是毛晋对图书文化发展的又一重大贡献。
毛氏深知宋本书将日渐稀少 ,决心以推行其流布为己

任 ,创造了“影宋抄”的方法。“罕见而藏诸他氏不能购得
者 ,则选善手以佳纸墨影抄之。”“影宋抄”就是将质薄而坚
韧的纸复在宋刻本上照其点画行款一笔不苟地摹写 ,这样
的摹写本酷似原本。孙从添《藏书纪要》说 :“汲古阁影宋精
抄 ,古今绝作 ,字划、纸张、乌丝、图章 ,追摹宋刻 ,为近世无
有能继其作者。”毛氏使抄书推向了一个质量巅峰 ,也是图

书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
由于影宋抄保持古本原貌 ,使濒于灭绝之书得以流传

久远 ,其功莫大焉。上海图书馆珍藏中的毛氏影宋抄本《南
宋六十家小集》52 册 ,纸墨精洁 ,字划严整 ,影抄的都是宋人
集子 ,如今宋本不见传世 ,仅赖毛氏影宋本以延续。当代著
名图书馆学家来新夏先生说得好 :许多藏书家“不惜巨资大
量地精工传抄 , ⋯⋯特别是毛抄更是驰名遐迩 ,这种一时成
风的抄书活动的文化现象 ,极大地丰富了藏书文化的内
涵。”[10 ]

常熟藏书家兼刻书者还带有前赴后继的色彩 ,精神执
著。明代胡震亨于万历年间曾辑刻丛书《秘册汇函》,但此
书未刻全 ,残版后归汲古阁 ,毛氏据此扩而增之 ,加刻成《津
逮秘书》,嗜书者偶得之 ,视为拱璧。至清代张海鹏又在汲
古阁本基础上 ,精选、补充自购善本 ,再借各家之本 ,增订而
成《学津讨原》,使许多几将绝世书籍得以流传。其侄张金
吾于嘉庆己卯 (1819)印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520 卷 ,也
是私家木刻活字印书中十分有影响的。

刻印书籍自然推动了私家藏书的发展与普及。常熟藏
书家们普遍从事自家藏书的校勘研究、编辑刻印等 ,为我国
图书史的研究提供了生动而丰富的资料 ,对当时和以后的
学术文化发展贡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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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82 页)这种期待值往往不易被发现或者说是不容易

被体现的。为了对图书馆系统进行合理调控 ,馆员必须主

动了解和掌握读者的期待值 ,并努力开发这种期待值。

读者的期待值主要来源于读者的反馈。可以按照反馈

的深刻性把反馈分为感性反馈和理性反馈。感性反馈往往

是不深刻的 ,它是来源于读者的浮浅的、表面的感受。馆员

应努力调动读者反馈的积极性 ,采取必要措施诸如发放调

查提纲、设计调查表格、编制调查问卷等使读者的感性反馈

上升为理性反馈。除了调查了解之外 ,尚需对读者的反馈

信息进行分析、归纳和提炼 ,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准确

获取读者的期待值。依据读者的期待值并结合图书馆的客

观实际 ,制定具体规划和方案 ,以实现对图书馆系统的整体

调控。由于这种调控是以读者的期待值为依据的 ,故调控

后的图书馆无疑将能更好地适应读者的需求。事实上 ,只

有定期了解读者的期待值并不断对图书馆系统实施调控 ,

才能使图书馆系统始终处于最佳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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