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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藏书三十家》读书笔记
古籍馆典阅组 肖刚

《近代藏书三十家》是台湾学者苏精将自 1979年开始在《传记文学》上发表的一系列

撰介藏书家的文章，于 1983年结集出版的评介专著。2007 年底，接到北京中华书局重印之

邀。从 2008 年元旦开始修订此书，于 2009 年在大陆出版了简体横排本。

苏精，英国伦敦大学博士。曾任中央图书馆编辑、编纂、特藏组主任，目前在台湾清华

大学历史研究所任兼职教授。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十九世纪西方印刷术传入中国的研究，研

究领域从先前的藏书史、印刷史逐渐倾向于十九世纪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图书史和汉学史。

早年专著有《近代藏书三十家》，后来在新领域出版的专著有：《上帝的人马：十九世纪在华

传教士的作为》、《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和《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

《近代藏书三十家》作为一部藏书家学术评传的合集，其撰写的宗旨，是就卒于民国元

年以后的藏书家，撰介其家世生平、藏书聚散经过、所藏内容特点、编印校勘或著述，及与

藏书有关的行实等项，每家并列举参考书目。此次再版修订依然如此，并以不影响原书各篇

的结构与风格为原则，实际上修订包含文字与内容两方面。在文字方面，将全书约 15 万字

重新逐字录入计算机，随录随改，遍及所有三十家；在内容方面，除梁鼎芬与梁启超两家没

有变动以外，其他 28家的内容都有所修订，包含增加、删除、修改及正误四种情形，每家

修订程度不一，少者或许不满百字，多者约有七八百字。如《盛宣怀愚斋》中“愚斋藏书”

一节就增入了有关《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的介绍，并兼及愚斋图书馆藏书的归宿问题。同

时在本来的三十家之外，又新增原书出版后撰写的《周叔弢自庄严龛》一篇（刊登于 1986

年 5 月台湾《传记文学》第 48卷第 5期），但书名仍旧不变。此次修订的主要依据，是 1983

年原书出版迄今作者所见的一些新史料（含研究论著），及其知悉的各方评论原书内容的意

见，弥补了初版的一些缺憾，也间接反映了近三十年海峡两岸在近代藏书史研究上所取得的

丰硕成果。

苏精先生以六年的书城勤苦撰写了《近代藏书三十家》，向国人展示了近代中国名家藏

书的历史面貌及其主人的学术成果。对于近代主要藏书家的介绍极为详备，一个成名了的藏

书之家的本源流末大略俱在。书中先后涉及的近代其他藏书家近百人、有关的藏书著述逾百

种，富有参考价值；尤其是每篇之后详尽的“注释”和全书之末的“参考书目”，尤为我们

指示了进一步研究的线索；所附“索引”，更将有涉于近代书史的事件、书名、人名、室名

乃至专用名辞都作了一般参见，使用十分便当。这体现了台湾学人谨严审慎和着眼读者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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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风，也大力扭转了过去私人藏书史研究著述中一个普遍忽视注明征引资料出处来源的通

病。对于中国藏书史研究来说，它的结集出版以及再版的意义都是巨大的。此书不管在台湾，

还是在大陆，无疑都称得上是一部近代藏书史研究中里程碑式的著作。

《近代藏书三十家》以藏书家个体为对象，进行个案研究。虽然各家资料完备不一，却

边整理边撰写。所收藏书家，大抵以生卒年先后排序，所收人物起自清道光 24 年出生的盛

宣怀，终于 2003年逝世的潘承弼，纵贯了 150年，藏书活动主要集中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

纪上半叶。这正是我国政局发生急剧变化，新旧思想的碰撞对人们产生巨大影响的时期。

苏精先生注重对原始史料的收集，作者收集资料的范围及于香港、日本和美国各大图书

馆，至于岛内的中央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傅斯年图书馆等著名藏书库更为作者所常出

入。因此，素材堪称完备。作者不是简单地将众多原始文献资料辑录罗列了事，而是将丰富

的资料分析综合，重新组章谋篇，融化行文。文章语言明白晓畅、文字仍不失庄重典雅，恰

同学术评传的形式相合，可读性很强。初版中作者将收集到的珍贵的传主冠像和墨迹影印文

间，再版时更是对初版的图片作了很大的增改，尤其是大量传主手迹、藏书印的增入，赐读

者以“读其传而见其人、闻其字”之便，从而使本书的学术评传意味更加浓郁，给读者的印

象愈为形象化，对于读者认识、鉴别传主的笔迹，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书虽然被视为里程碑式的著作，但是也有其不足之处：

此书所论及的私家藏书活动的历史覆盖面还不全不宽，资料的搜罗挖掘还欠一定的深度

广度，还有一些角落被遗漏，还有一些点面需要再去探索和思考。纵观增订本《近代藏书三

十家》，除了保持了初版原有的某些特色之外，在文字处理、史实订正、图片甄选方面，无

疑都更臻完善。但由于此次修订工作“只费了一个月工夫”，虽然在这期间，苏精先生“心

无旁骛，每日自晨至昏专一于此”，然而时间上的匆促，仍不免留下一些遗憾。如叶昌炽一

篇中，对于治廧室藏书的流散，直接经手收买工作的苏州文学山房江澄波先生曾在《书林见

闻》中作了详细记录，叶氏藏书身后归女婿王立勋（心葵）保存，抗战后由叶嗣孙叶锡蕃索

回，由江氏经手售出，其中乡贤别集多由潘承弼选购。王立勋接手藏书时，曾编有书目底账。

据李军所言，叶氏《五百经幢馆藏书目录》一种，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

图书馆均藏有抄本，收书近千种，其中包括碑拓一千多张以及敦煌卷子五卷。

此次修订虽然有些瑕疵，但是瑕不掩瑜。正如书中《后记》所言：苏精先生所著《近代

藏书三十家》开近代藏书史研究之先河，史料宏富，别择确当，议论精辟，眼光独到，文字

简洁雅致，迥出同类著作之上。海内外皆尊为藏书史领域的必读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