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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莱顿汉学中心图书馆藏汉文古籍略记 
古籍馆经典文化推广组 曹菁菁 

 
莱顿汉学中心（Sinological Institute at Leiden University）于 1930 年由莱顿大学的汉学家

戴闻达（J.J.L. Duyvendak）创建。戴闻达创建该中心时，希望将其建设成欧洲的汉学研究重

镇，现在看来，他的愿望已经实现。荷兰政府为了避免人力财力的浪费，将所有的中文书调

至该中心图书馆，由此莱顿汉学中心图书馆成为荷兰唯一收藏汉文书籍的图书馆。根据 1984

年马大任的统计，莱顿汉学中心的图书馆在藏书量上仅仅次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是西欧

第二大汉籍图书馆。12010 年，莱顿汉学中心图书馆与日文和朝鲜文图书馆合并，称为东亚

图书馆（Eastern Asia Library)，所有图书及期刊均并入该馆。笔者曾于 2008 年访问莱顿汉

学中心图书馆，对其所藏的汉文古籍的情况略知一二，今备述于此。 

汉学中心图书馆的藏书虽然多达 26万册，但是汉文古籍的数量却是有限的，大概在 3000

种左右。可以分为几种专藏： 

1.高罗佩专藏（The Van Gulik Collection） 

高罗佩（1910-1967）是荷兰著名汉学家，外交家，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对中国文

化的研究颇具眼光，卓有成就。20 世纪三十年代，高罗佩出使日本和中国，收集了很多汉

文古籍。高罗佩的藏书多达 2500 种 10000 余册，其中主要是文学类书籍，尤以明刊本通俗

小说为主，此外，由于高罗佩夫妇对古琴很感兴趣，所以还搜集了三十多种琴谱，其中有几

种不见于中国国内公藏。高罗佩的藏书大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入藏汉学中心图书馆，到目

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目录。在高罗佩的收藏中，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件： 

     A.彩色精绘抄本《推背图》。 

 

                                                             
1 Ma, John T.：Chinese collections in Western Europe : survey of their technical and readers’ 
service. Zug : Inter Documentation Co. AG,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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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官板影宋抄绘图《尔雅》。开本阔大，图版精美，为海内孤本。 

 
     C.清 1775 年刻本《文房四考》。 

 
     D.《仪礼图》残叶。书页上印有“乾隆御览之宝”与“天禄继鉴”，版心有“仪礼”“卷七”

的字样。这应该是宋元刻本的残叶，且此本曾为清宫所藏。 

 
 

2.古籍专藏（Rare Book Collection） 

这个专藏是一个宽泛的称呼，专指汉学中心图书馆所藏的明清古籍，约有 234 种。这个

专藏有一本荷兰文的目录，编于 1883 年，其中 38 种没有书名。没有书名有两种情况，一是

书籍残缺，当时无法确定书名，二是书籍的封皮被换，上面只写了西文译名。这本目录按照

西方人的概念进行了分类，它分为字典、百科、史学地理、经学、法律、农学舆图、博物医

药、释道、基督文献、伦理、文学、太平天国文献、西籍汉译等类。这本目录没有对外公布，

而且其本身也有很多错误。汉学中心图书馆的高柏（koos Kuiper）目前在整理这部分古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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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很快会有新的明清古籍目录面世。这部分专藏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种古籍： 

     小说戏曲类： 

     A.清初刻本《洪武全传》。《洪武全传》清刊单行本非常罕见。 

     B.清刻本《南北宋志传》。常见的《南北宋志传》为十二卷本及十卷本，莱顿藏本著录

为两卷本，若著录无误，则其有重要的版本价值。 

     B.清刻本《绛袍全传》，罕见。 

     C.清抄本《今古奇观》，不多见，有重要的版本价值。 

     医药类： 

     A.《证类备用本草》1468 年刻本。国家图书馆也藏有 1468 年刻本，不知二者是否为

同一版本。 

     太平天国文献(国内罕见）“ 

    A.《太平礼制》 

    B.《太平条规》 

    C.《天条书》 

    D.《太平诏书》 

 

3.葛氏专藏（Go Collection）： 

这个专藏大约有 273 种近 2000 册，均为线装书，主要刊刻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严格

意义上说，这些书籍只能算是普通古籍。这部分专藏均由印尼侨民葛氏家族捐赠。 

 

4.耶稣会中国布教文献专藏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Collection） 

出于教学与研究的需要，莱顿汉学中心图书馆一直致力于 17 世纪（明末清初）耶稣会

东传天主教的各种材料。对于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人来说，这些材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5.家谱专藏（Clan Genealogies Collection） 

莱顿汉学中心图书馆大概收藏有数百种家谱。这些家谱主要征自印尼华侨家族以及在荷

兰的华侨。大多数为福建、广东两省华侨的家谱。 

 

6.方志专藏（Gazetteer Collection） 

方志专藏部分，既有方志古籍，又有 1980 年以后中国大陆逐年出版的方志。现在方志

的藏书已经多达数千种，但是大多数都是现代出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