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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源阁旧藏珍本入藏国家图书馆述略 

刘  波  

 

聊城海源阁为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经杨以增、杨绍和父子两代极力搜罗，藏书宏富，

多孤本秘籍。杨以增(1787-1855) ，字益之，号至堂。道光二年(1822)进士，官至江南河道

总督。杨绍和(1830-1875)，字彦合、勰卿，同治四年(1865)进士，曾任翰林院侍读。杨氏

父子笃好藏书，海源阁收藏古籍数十万卷。另特辟宋存书室，专藏宋版旧籍，附以元刻及精

抄精校本。海源阁藏书精品多得自汪士钟艺芸书舍、端华怡府乐善堂。 

汪士钟字春霆，号阆源，长洲人，家豪富。乾嘉时期苏州“藏书四友”黄丕烈士礼居、

周锡瓒水月亭、袁廷梼五研楼和顾之逵小读书堆旧藏多归汪士钟所有。咸丰年间，汪氏藏书

散出，其经史佳本多为杨以增所得。 

端华，咸丰帝临终所指定八位顾命大臣之一，怡亲王胤祥裔孙。清初钱谦益绛云楼藏书

经毛晋与钱曾，徐乾学与季振宜先后收藏，后多归怡府，所藏多珍稀之本。辛酉政变，端华

被杀，怡府藏书散出，杨绍和所得甚多。 

杨氏藏书中珍品甚多，以宋版四经四史最知名，其藏室称“四经四史之斋”。四经为宋

刻《毛诗》、宋婺州市门巷唐宅刻本《周礼注》、宋严州刻本《仪礼》、宋淳熙四年抚州公使

库刻本《礼记》；四史为宋乾道七年蔡梦弼东塾刻本《史记集解索隐》、宋蔡琪家塾刻本《汉

书》、宋王叔边刻本《后汉书》、宋刻本《三国志》。此外，黄丕烈“陶陶室”旧藏宋刻本《陶

渊明集》、《陶靖节先生诗注》等也极为珍贵。 

清末以来，中国社会混乱，海源阁屡经兵燹，藏书逐渐流散。1926 年，杨绍和之孙杨

敬夫定居天津，欲从事工商业。次年，在天津出售海源阁子部、集部珍本 26 种，为多位藏

家零星购得。1928 年春，西北军第 17 师马鸿逵部占聊城，海源阁书略有损失，杨敬夫于

当年冬将海源阁珍籍十余箱运至天津。1929 年 7 月，土匪王金发攻陷聊城，司令部设于杨

宅，大量珍本善本惨遭损毁劫掠。次年，土匪与军队轮番进入聊城，海源阁残存古籍大量受

损。1930 年 12 月，杨敬夫将劫余书籍装成 50 馀箱，运至济南。 

1931 年下半年，杨敬夫经北平琉璃厂藻玉堂经理王子霖介绍，将 92 种珍贵宋元版古

书以 8 万元的价格抵押给天津盐业银行。之后，杨敬夫投资工商业亏损，无力赎还。为防

止这批珍籍流出国门，潘复、常朗斋、王绍贤、张廷谔等人组织“存海学社”，集资赎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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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存于盐业银行。 

海源阁藏书流落市肆，部分公藏机构及周叔弢、傅增湘、李盛铎、刘少山、陈清华、邢

之襄、潘宗周、张乃熊等藏家各购得部分珍品。周叔弢先生二十余年间先后购得 57 种，刘

少山购得 20 种，为私人藏家中所得较多者。 

海源阁运津珍品大多陆续汇入国家图书馆。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海源阁旧藏大批流散书肆，国立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

馆前身）竭力搜罗，于 1931 年度购得 60 余种，均为精校本，馆藏为之生色不少。重要的

有：宋刻本《童蒙训》、黄丕烈校本《文房四谱》、《蜀檮杌》、《建炎时政记》、《宋遗民录》、

《武林旧事》、《林和靖集》、《国朝名臣事略》、《绍兴登科录》、《宾退录》、《唐僧弘秀集》、

《宝晋英光集》、《盐铁论》、《诗律武库》、《舆地广记》、《姚少监集》、《刘子新论》、《毗陵集》、

《清塞诗》、《吕衡州集》、《鸣鹤余音》、《锦里耆旧传》、《李校书集》、《王摩诘集》，上列诸

书《楹书隅录》均著录。此外，又竭月余之力，购得元刻本《刘文简公集》二十四册全套，

该书为怡府旧藏，所录诗文较录自《永乐大典》的四库全书本多数百首，文献价值颇高。北

平图书馆这一时期所得海源阁旧藏，大多为零星购入，如校抄本《文房四谱》、《蜀檮杌》得

自吴兴张乃熊；《童蒙训》购自琉璃厂崇文斋书肆孙瑞卿之手。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立北平图书馆于 1945 年 11 月复馆，为庆祝复馆，筹划购入“存

海学社”存于天津盐业银行的 92 种珍本图书。此事经教育部长朱家骅同意，并拨给专款备

用。北平图书馆随后与学社各股东商议转让事宜，适值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视察平津，

经宋子文与时任天津市长的张廷谔商议，并经各股东同意，将该批图书作价 1500 万元，收

归国有，交北平图书馆收藏。宋子文并要求在北平图书馆内辟“存海学社”，以表彰潘复等

士绅此前购存该批善本书的盛意。 

1946 年 1 月 22 日，北平图书馆派员携款赴天津，将书款 1500 万元交付张廷谔市长。

1 月 28 日，与天津盐业银行点收该批图书，计 92 种 1207 册，分装 7 大箱。2 月 1 日，

天津市派兵护送，运抵北平图书馆。2 月 5 日，行政院驻平办事处、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

办事处派员来馆查验，中文采访组即日起核对登记。北平图书馆特成立专室庋藏，以资纪念。 

这一批 92 种善本书中，有宋乾道七年蔡梦弼东塾刻本《史记》、宋版《毛诗》（存三册）、

淳熙四年抚州公使库刻本《礼记》、建安蔡琪家塾刻本《汉书》、王叔边刻本《汉书》、宋嘉

定四年刻本《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南宋早期蜀刻本《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宋嘉泰元

年筠阳郡斋刻本《宝晋山林集拾遗》、宋绍兴二年至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资治通鉴考

异》、宋淳熙三年建刻本《新编方舆胜览》、元大德八年丁思敬刻本《元丰类稿》、汲古阁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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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西崑酬唱集》、汲古阁抄本《石药尔雅》等等。 

20 世纪 50 年代初，众多私人藏书家纷纷向北京图书馆捐赠图书，其中便有不少海源

阁旧藏，周叔弢先生捐献最多。 

周叔弢（1891-1984），名周暹。著名实业家、藏书家。藏书数万册，多为精善之本。1952 

年，周先生将所藏宋元明珍稀刻本、抄校本 715 种 2672 册捐献给国家，入藏北京图书馆，

其中包括黄丕烈旧藏宋刻本《陶渊明集》、《陶靖节先生诗注》及宋婺州市门巷唐宅刻本《周

礼注》、宋刻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宋鹤林于氏家塾栖云阁刻本《春秋经传

集解》、北宋末蜀刻本《王摩诘文集》、宋刻递修公文纸印本《花间集》、元延祐七年（1320）

叶辰南阜书堂刻本《东坡乐府》、元大德三年广信书院刻本《稼轩长短句》、元至大刻本《梅

花字字香》等。 

刘少山先生（？-1978），名占洪，山东掖县人。私立东莱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并在青岛

经营房地产业。爱好收藏古籍善本，遇珍本流出，常不惜代价购藏。经郑振铎介绍，刘少山

于 1952 年将所藏珍贵图书全部捐给国家，入藏北京图书馆。其中包括宋理宗端平年间刻本

《楚辞集注》、宋蜀刻《昌黎先生文集》、宋淳熙本《史记》等海源阁旧藏 20 种。 

邢之襄先生（1880-1972），字赞亭，河北南宫人。实业家，藏书家。早年留学日本，归

国后曾任直隶优级师范校长、天津市政府秘书长等职，1949 年后担任北京市文史馆首任馆

长，1951 年起为中央文史馆馆员，1960 年任副馆长。1951 年，将所藏珍善本书 437 种 3646 

册全部捐赠北京图书馆。其中有海源阁旧藏 6 种，包括校宋本《纂图互注杨子法言》、精抄

本《说文解字系传》、校明刻本《新序》等。 

傅增湘先生（1872-1950），字沅叔，自号藏园。四川江安人。著名藏书家、目录版本学

家。室名双鉴楼。1944 年，傅先生卧病，将藏书一万六千余卷捐赠北平图书馆。逝世前，

又命家人将珍藏的“双鉴”捐赠给国家，入藏北京图书馆。傅增湘捐赠北京图书馆的藏书中，

有 4 种为海源阁旧藏，其中包括校宋明抄本《刘子注》、宋建安虞平斋务本书堂刊本《东坡

先生诗》（实为元刻本）、宋本《孟东野文集》一至二卷等。 

潘宗周先生（1867-1939），字明训，广东南海人。曾任上海工部局总办，酷嗜藏书，室

名宝礼堂，有宋元版 111 部 1088 册。1952 年，潘宗周先生哲嗣潘世兹先生将宝礼堂藏书

全部捐赠国家，入藏北京图书馆。其中有海源阁旧藏 3 种，包括宋本《咸淳临安志》、《孟

浩然诗集》等。 

此外，北京图书馆从港台或海外购回的陈清华、莫伯骥旧藏古籍中，也有多种海源阁旧

藏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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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清华先生（1894-1978），字澄中。早年留学美国，从事银行业，财力雄厚，收藏宋元

珍本、金石善拓、明清抄校稿本甚多。1949 年，陈氏移居香港。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国

家于 1956、1965 收购两批陈氏藏书，入藏北京图书馆。2004 年，国家再次斥巨资从陈清

华之子陈国琅手中购得善本 20 余种。陈氏所得海源阁旧藏中 6 种的 5 种已归国家图书馆，

其中包括宋咸淳年间廖氏世綵堂刻本《昌黎先生集》、宋乾道七年蔡梦弼东塾刻本《史记》

（存九十二卷，配淳熙三年张杅桐川郡斋刻八年耿秉重修本）等。 

莫伯骥先生（1878-1958），字天一，广东东莞人。岭南富商，致力于藏书，室名五十万

卷楼。抗战期间，藏书转移澳门。60 年代，北京图书馆从其子莫培樾先生手中购入莫氏藏

书 30 余种，其中包括海源阁旧藏宋本《孙可之文集》1 种。 

自上世纪 30 年代以来，海源阁旧藏珍品以购买或捐赠等形式，陆续汇入国家图书馆，

总计达 260 余部。值得一提的是，其中 36 种抗战期间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上世纪 60 年

代移存台北“中央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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