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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繆荃孫 《藝風堂藏書記》於起首之 “藏書記緣起”云：

“今天下稱瞿、楊、丁、陸四大家，目皆高尺許。”① 繆氏語中

“四大家”乃指浙江歸安陸氏皕宋樓、江蘇常熟瞿氏鐵琴銅劍

樓、山東聊城海源閣及浙江杭州丁氏八千卷樓，並稱清季四大

私家藏書樓。就藏書質量而言，瞿、楊兩家號為 “南瞿北

楊”②。據丁延峰統計，瞿氏藏宋元本共３６８種 （其中宋本１７６

種、蒙古刻本一種、金刊本４種、元刊本１８７種），楊氏藏宋

元本共２２５種 （其中宋本１１７種、元刊本１０８種）。③ 四大家

中，丁氏先輩藏書頗豐，然咸豐十一年 （１８６１）毀於戰火。後

以補抄文瀾閣四庫全書聞名，藏書起步最晚，其收藏以四庫著

録本為特色，因此八千卷樓的宋元舊本最少④，稍遜於瞿、楊

二家。能與之頡頏者，唯有以 “皕宋”名樓的歸安陸氏。李宗

蓮在 《皕宋樓藏書志·序》中稱皕宋樓所藏 “宋刊至二百餘

１

①

②

③

④

［清］繆荃孫著，黃明、楊同甫標點： 《藝風堂藏書記》，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３頁。

葉昌熾 《藏書紀事詩》（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汪士鐘閬源”條云：
“藝芸散後歸何處，盡在南瞿與北楊。”見第６１５頁。

丁延峰：《論 “南瞿北楊”的藏書特色》，载 《圖書館理論與實踐，》２００６年
第１期，第１１２～１１５頁。

嚴佐之 《近三百年古籍目録舉要》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云：
“在楊、瞿、陸、丁四大藏書家中，丁氏起家最晚，收藏宋元舊槧最少，僅宋板四十
種，元刊近百，且含三朝遞修印本。”見第１６８～１６９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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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元刊四百餘種”①。其真實數量雖不及其序中所述，然於

私家藏書中亦屬驚人，足以與瞿、楊二家鼎足而立。

《隋書·經籍志》“簿録類”小序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

蓋有目録以為綱紀。”② 自向、歆 《別録》《七略》以降，對國

家藏書進行的整理、編目工作，代不乏人，相關著作前後相

繼。③ 而私家藏目則南朝任昉④肇其始。《梁書·任昉傳》：“昉

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後，

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⑤

宋以後，雕版大興，藏書者眾，私人藏目也隨之增多。清代是

中國古典學術的繁榮期，傳統的目録學在這一階段得到了極大

的發展。承乾嘉之餘緒，陸心源勤於對所藏之書的編目及整

理，既有時代學術風氣的燻染，也有自身讀書旨趣的導引。

據徐楨基先生統計，與皕宋樓藏書有關的藏書目録達十四

種。其中，陸氏及其後裔所編的藏書目有 《儀顧堂書目》《陸

氏藏書目》《皕宋樓藏書志》 《陸心源捐資建閣歸公書目録》

《湖郡陸氏藏書目》《皕宋樓書目》。他人抄編的陸氏之書目有

《歸安陸氏舊藏宋元版書目》《捐國子監書目》《陸氏守先閣書

捐助書目》。⑥ 售書日本後靜嘉堂所編書目有 《靜嘉堂秘籍志》

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清］陸心源著，馮惠民整理：《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中華書局，２００９年
版，第５６３～５６４頁。

李致忠：《三目類序釋評》，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８７頁。

汪辟疆 《目録學研究》（商務印書館，１９５６年版）附 《漢唐以來目録統表》，

其中 《官書目録表》共列漢魏至明末的官書目録有三十二家。

任昉 （４６０—５０８），字彥昇，諡敬子，樂安博昌 （今山東壽光）人。仕宋、

齊、梁三朝。官至梁御史中丞，秘書監，義興、新安太守。工文辭，與沈約齊名，時
人合稱 “任筆沈詩”。著有 《文章緣起》，明人輯有 《任彥昇集》。

［唐］姚思廉：《梁書》，中華書局，１９７３年版，第２５４頁。

徐楨基 《皕宋樓藏書目及其藏書數》（王紹仁：《江南藏書史話》，上海古籍
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９５～１０５頁）一文中作 “《陸氏守先閣藏書捐助書目》”，衍一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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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嘉堂文庫圖書目録 （經學、醫學本草）》① 《靜嘉堂文庫漢

籍分類目録》② 《靜嘉堂宋本書影》《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録》。

在為本書搜集材料的過程中，筆者還發現一部收藏於早稻

田大學的 《陸心源藏書目録》，其編纂體例及所收條目與前述

諸目均有一些差異，具體情況將在後面的論述中涉及。

陸氏藏書既豐，兼富善本，勤於研讀，又有述作。書目以

外，還留下大量題跋、考證文章，其中以 《儀顧堂題跋》十六

卷、《儀顧堂續跋》十六卷最見功力。另 《儀顧堂集》中亦收

録相當數量的藏書題跋。除少數關涉金石書畫，這些題跋或考

一字一詞之得失，或證一人一地之闕謬，或辨一版一刻之源

流，或述一書一樓之遞承，雖並非篇篇精鑿、字字珠璣，但都

是得之於書、還益予書的辛苦文字，於深研皕宋樓藏書及陸氏

本人學術均有極高價值。

瞿、楊、丁、陸四家在中國藏書史上有着極重要的地位，

因而一直是學界，尤其是藏書史學領域的重點研究對象。針對

３

①

②

徐楨基云：“昭和四年 （１９２９）靜嘉堂文庫將其經學及醫學書編成書目，其
中不少為陸氏所藏經部及子部書。” （王紹仁： 《江南藏書史話》，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９９頁）案：此處恐有誤，徐楨基先生所要表達的恐怕是 《靜嘉堂文庫
國書分類目録 （佛書、醫學本草）》，詳見本書第三章第二節 “嘉堂文庫對皕宋樓舊
藏的編目”。

徐氏云：“但較為遺憾的是該書未包含子部釋家的書目。”（王紹仁：《江南藏
書史話》，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００頁）案：所缺者尚不止 “子部釋家的
書目”，還有醫學類書。詳見本書第三章第二節 “嘉堂文庫對皕宋樓舊藏的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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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的研究成果也十分豐富①，其中涉及本書研究的對象———

皕宋樓的僅專著就有六部。

一是島田翰撰 《皕宋樓藏書源流攷》。島田翰 （１８７９—

１９１５）②，字彥楨，日本書志學家，精版本目録之學，著有

《古文舊書攷》等，是皕宋樓藏書售予巖崎氏的重要見證人。

據 《皕宋樓藏書源流攷》刊記，是攷由於光緒丁未年 （１９０７）

六月刻於京師③。董康④ 《刻皕宋樓藏書源流攷題識》記島田

４

①

②

③

④

就專著論，則鐵琴銅劍樓有蘭文欽著 《鐵琴銅劍樓藏書研究》（漢美圖書有限
公司，１９９１年版），仲偉行、吳雍安、曾康編著 《鐵琴銅劍樓研究文獻集》（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９７年版），曹培根著 《瞿氏鐵琴銅劍樓研究》（蘇州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仲偉行 《琴劍流芳：鐵琴銅劍樓紀念館》（上海文藝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海源閣有曹景
英、馬明琴主編 《海源閣研究資料》（山東友誼書社，１９９０年版）、李敏善著 《海源閣閒
話》（天津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楊朝亮著 《中國著名藏書樓海源閣》（山東文藝出
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張連增主編 《海源閣》 （山東友誼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丁延峰著
《海源閣研究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八千卷樓有沈新民著 《清丁丙
及其善本書室藏書志研究》（漢美圖書有限公司，１９９１年版）、石祥師著 《杭州丁氏八千
卷樓書事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趙國璋、潘樹廣主編的 《文獻學大辭典》 （廣陵書社，２００５年版）中作
“１８７８—１９１５”。錢婉約據高野靜子 《鬼才書志學家島田翰 （１８７９—１９１５）小傳》考訂
其確切生卒年：“關於島田翰生卒年，日本書籍中亦多有錯誤。如將生年誤為１８７７年
或１８８１年，又將卒年錯為１９１４年等，中國書籍更有因襲之誤。”（錢婉約：《島田翰
生平學術述論》，载 《中國文化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１９７頁）

是書初刻於北京，崔建明 《陸心源和皕宋樓》 （《黃河文學》，２００７年第１１
期，第９６～９８頁）一文稱：“造成這一悲痛事件的罪魁禍首島田翰回到日本後，得意
忘形地撰寫了 《皕宋樓藏書源流攷並購獲本末》一文，藏書家董康為警醒國人，於

１９０７年在上海翻譯此文刊印。”甚不確，據光緒丁未年董刻本刊記改。

董康 （１８６７—１９４７），字授經，自署誦芬室主人。江蘇武進人。光緒十六年
（１８９１）進士。歷任刑部主事、法律館纂修。民國時期，曾任大理院院長、司法總長、

財政總長。抗戰期間附偽，抗戰勝利后被捕，病死獄中。藏書頗富，藏書處名誦芬
室。所藏以宋元及明嘉靖前古本為主要特色，並着眼於民間的戲曲小說。民國時期，

其書部分售予日本人，部分轉讓其他藏書家及售予北平圖書館 （現藏於台灣 “中央”

圖書館），而致力於刻書印書。著有 《書舶庸譚》，多記其海外訪求古籍事。曾為劉承
幹編撰 《嘉業堂藏書提要》，與王國維、吳梅校訂 《曲海總目提要》。刻板與影印有
《誦芬室叢刊》初、二編各七種。《盛明雜劇》初、二編各三十種，《石巢傳奇》四種，
《五代史平話》等四種，以及 《皕宋樓藏書源流攷》等。



緒
　
論

翰囑其將是攷附梓於島田氏游中國觀瞿、楊、丁、陸四藏書家

所記之 《訪餘録》內事。《皕宋樓藏書源流攷》成稿於光緒三

十三年 （１９０７）“皕宋樓事件”發生後不久，卷首有汾陽王智

庵儀通題詞十二首。島田氏於 《皕宋樓藏書源流攷》中對皕宋

樓藏書淵源、增益過程、藏本價值、東渡始末論述頗詳。傅增

湘 《靜嘉堂文庫觀書記跋》中稱是攷 “於存齋生平搜訪之勤、

古籍流傳緒次、述之綦詳，並歷舉某書得諸誰氏，其為值幾

何。窮源竟委，推波助瀾，泛濫至七千餘言”。雖然如傅增湘

所說，“其文盛自矜詡，於前輩多致譏彈”①，但仍不失為研究

皕宋樓藏書及其東渡的第一手材料。

二是徐楨基著 《潛園遺事：藏書家陸心源生平及其他》。

徐楨基 （１９３３—　），浙江平湖人，係陸心源長房玄外孫。

１９５９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先後在鄭州煤礦機械廠研究室

及蘇州製氧機廠工作。徐先生奉母命整理陸心源及皕宋樓史

料，１９９６年 《潛園遺事》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是為 “皕宋

樓事件”後，陸氏後裔對陸心源及其收藏的全面闡述及對此一

事件的首次公開正面回應。全書主體部分共分十章，分別爲：

一、一生簡況；二、宦海沉浮；三、學術成就；四、建潛園與

古物收藏；五、故舊好友；六、皕宋樓事件；七、潛園與戴季

陶；八、家族簡述；九、潛園及珍藏品之變遷；十、事業有

繼。其中一、二、三、五章述陸氏生平、仕履、交遊及著述情

況。第四和第六章因與皕宋樓藏書有關，因而於藏書史研究最

具參考價值。

三是林淑玲著 《陸心源及其 〈皕宋樓藏書志〉史部宋刊本

研究》。林淑玲，台灣南投人。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５

① ［日］島田翰：《皕宋樓藏書源流攷》：古典文學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３９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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