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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藏书与国家图书馆的深厚渊源 

郇斋携港藏书回归知见杂记 

丁瑜  

 

嘉德公司近从海外征获陈清华荀斋遗留的部分藏书，余应邀往观，承嘉德方面之请，为

出版《祁阳陈澄中藏书·海外遗珍》书序，耄耋之躯，未敢重负担肩，兹将前此国家购藏陈

清华携港藏书经过之所知所见，记录如下，聊供方家参考指正。 

 

一、南陈北周两藏家 

陈清华（1894-1978)，字澄中，湖南祁阳人。陈氏以从事金融银行业起家。公余容收藏

古籍善本，受南海宋礼堂潘宗周影响，尤嗜宋元旧椠、明清精抄、名人校跋之本。所藏毛抄、 

黄跋品种之多，非同侪藏家能比。陈

氏藏书初无藉藉名，因得宋廖莹中世

綵堂刊《河东先生 

集》，后又访得潘氏宋礼堂藏有廖刊

《昌黎先生集》，乃不畏周折，以重金

购归插架，使两绝妙宋刻珠联璧合，

此购书之豪举与痴迷，一时传为书林

佳话。按：宋廖莹中为南宋奸相贾似

道之幕客，其所刊之昌黎、河东二集，

字体版式全同，各卷后有篆文“世綵

堂廖氏刻梓家塾”牌记；刻丁有孙沅、

从善、冯奕之等，亦同见于两集。可

知二书同期先后刊版开雕。其用纸选

墨亦十分精善，所谓用抚州萆抄清江

纸，造油烟墨印刷者，即指此二书也。

                                                             
  丁瑜，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文化部科技委员、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理事。

现任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顾问等。1954 年调入北京图馆从事中国古籍整理、善本编目工作，经眼善本古

籍颇多，在古籍版本鉴定、编目、古籍整理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较深造诣。曾经亲历 1965 年郇斋藏书入

藏国家图书馆，此次陈国琅先生转让所藏古籍，受国家图书馆邀请，为鉴定专家之一。此文原载中国嘉德

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印制《祁阳陈澄中藏书·海外遗珍》，经作者和嘉德公司同意转载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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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刻韩昌黎、柳河东集传至今日，已成孤本，开卷犹光洁如新，墨若点漆，让人醉心悦目。 

陈氏因得宋刊台州《荀子》二十卷，前人曾定为北宋熙宁间国子监刻本，后经多方考证，

当为南宋初唐仲友刻于台州之本。此本书品宽广、字大如钱，疏朗阅目，曾为孙朝肃、黄丕

烈、汪士钟、韩应陛诸家收藏。陈氏得此书后，因名其室号“郇斋”。 

三十年代中期以后，陈澄中收书之胜，名重一时，故有“南陈北周”之誉。“北周”即

天津藏书世家周叔弢先生。周叔弢，名暹（1891-1984），安徽东至人。著名的民族实业家、 

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出身书香门第，受其祖父两江总督周馥熏陶，从十六岁即开始买书。其

藏书室曰“自庄严堪”，所藏善本珍稀精美。近代四大藏书楼之旧藏均未能逾其右。而郇斋

藏书能以后起之秀而获“南陈北周”之雅称，足见其藏书品格之精，质量之高及世人对其藏

书之看重。 

 

二、郇斋藏书初露世面 

1949 年陈澄中夫妇携部分珍贵藏书定居香港。两年后，传言陈氏将出售藏书并有日本

人意欲收购的消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闻悉后，决定不惜重金

将这批珍贵古籍购回，绝不能流入国外。当即通过香港大公报费彝民社长和收藏家徐伯郊会

同内地的版本目录学专家赵万里先生与陈氏洽商，直到 1955 年才成功的购回了郇斋所藏的

第一批善本。其中就有著名的宋廖氏世綵堂刊《河东先生集》、《昌黎先生集》，以及许多堪

称国宝级的稀世珍品。如北宋刻递修本《汉书》一百卷。此书十行十九字，字体宽广疏朗。

清代学者钱大昕、王念孙所谓北宋景祐监本，即指此书。历经毛晋汲古阁、季振宜、徐乾学、

黄丕烈、瞿氏铁琴铜剑楼递藏。瞿氏书散出后，为陈氏郇斋购得。南宋本至明代即以叶论价，

北宋本更如凤毛麟角，其珍贵稀罕可以想见。况此本尚有元代倪瓒、清代黄丕烈、顾广圻亲

笔跋文，更增其珍贵。 

又如：蒙古宪宗六年（1256）北京赵衍刻本《歌诗编》四卷。此书有黄丕烈跋文称：“金 

刻《李贺歌诗编》四卷，诸家藏书目未之载也。碣石赵衍刊本，每叶二十行，行二十字。其 

为金刻无疑，因急收之。书之奇遇之巧，无有过是者，虽重值弗惜矣”。按：近代《四部从

刊》、当代《中华再造善本》均以此部为底本影印行世。 

再如：蒙古乃马真后元年孔氏刻本《孔氏祖庭广记》十二卷。此书亦有黄丕烈跋曰：“今 

夏五月余自都门归钱塘，何梦华亦自山东曲阜携眷属侨寓于吴中。何固孔氏婿也。其奁赠中

有元版《孔氏祖庭广记》五册，装潢古雅，签题似元人书。因出以相示，余诧为惊人秘笈。

盖数年所愿见而不得者，一旦见之已属幸事，而梦华乃割爱赠之。赠书之日适梦华将返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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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赠以行资三十金。今而后士礼居中如获双璧矣。此书裱托过厚，图画皆遭俗手补坏，因损

装重修，纤细皆还旧时面目。钱少詹之跋，孙观察之看款，皆于梦华时乞题，今悉存其旧。”

按黄跋所言“双璧”乃指此书与宋刻本《东家杂记》二书。 

又如：宋蜀刻本唐人文集中的《李长吉文集》四卷、《许用晦文集》二卷、《孙可之文集》

十卷。按宋孝宗之后，四川眉山地区刻印多种唐人诗集，世称“蜀刻唐人集”。各集版式相

同，皆半叶十二行。各书均钤有元代“翰林国史院官书”长方朱印，明清两代仍藏内府，其

他收藏印记甚少。郇斋旧藏善本中宋蜀刻唐人集多种，其两次售书均有唐人集散出，而以此

次为最。 

此外还有：宋绍定三年（1230）越州读书堂刻《切韻指掌图》、宋淳熙八年（1181）泉 州

州学刻《禹贡论》二卷、《山川地理图》二卷，均是海内孤本，历代藏书家誉为初拓黄庭，

光采照人，为宋刻书中杰作。 

刻本之外，明清旧抄名人批校题跋之本亦为郇斋此次售书之重点。如：明初抄本《孟东

野诗集》十卷，清张文虎校并跋。张文虎号天目山樵，江苏南汇人。博览群书，深研经学历

算，精于校勘。为道咸间著名学者。 

又如名人抄校题跋本有：明抄本《贾长江诗集》一卷，清何焯校并跋。《张司业诗集》

八卷，清钱孙艾、黄丕烈跋。顺治十八年（1661）陆贻典影宋抄《张司业诗集》二卷，此书

陆贻典校并跋，并有黄丕烈跋。陆贻典是汲古阁毛晋幼子毛泉之岳父。其抄本名重书林，况

此本尚经黄丕烈跋，更增其名贵，实抄本中之星凤也。 

 

三、善本书库一角 

郇斋这批藏书回归大陆后，正值国内许多藏书家出于爱国热情，无偿把家藏珍本捐献给

国家的时期，首先倡导者为天津周叔弢先生，步其后者有常熟铁琴铜剑楼后人瞿济苍、北京

双鉴楼傅氏、无悔斋赵元方、宝礼堂潘氏等，都曾将辛勤搜集和世代相传的珍贵古籍无条件

地献给国家。同时国家也不惜重金在国内外采购了大批珍贵善本书。陈氏郇斋藏书即其一例。

为了收藏保管好这批空前集中出现的国宋珍籍，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

在 1956 年调整了善本书库的藏书，将原来善本书库布置的恰如宛委洞府，琅函满架，书香

拂面，卷帙盈目。书阁橱柜鳞次栉比，曲折迴旋，穿行其中，如入迷宫，1955 年新购的郇

斋藏书编目后，按序排入善本库中心的小书库中。小库东西狭长约 15 公尺，南北宽广约二

公尺。西接善本甲库，南通乙库。东达禁库，北邻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之经、史库。小书

库中南侧排放玻璃书柜七个，内存蔡氏捐献善本和新购郇斋藏书。北侧排放玻璃书柜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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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周书弢先生捐赠的部分善本，及潘氏宝礼堂捐赠珍籍。宝礼堂镇堂之宝宋绍熙二年两浙

东路茶盐司刻《礼记正义》七十卷。潘氏以重金购置之宋刻巾箱本《八经》十卷亦存于同一

柜中。此二书均为二十年代购自袁克文手。袁克文曾辟“八经室”为藏书处，足证对是书之 

重视。这些善本珍籍可称之为宝中之宝，善中之善。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今日随着国

家图书 馆的发展，善本书库迁往新址白石桥，有了更科学的设备和管理。文津街原善本书

籍的琅嬛福地已移作他用。虽然如此，但每当路经北海文津街看到图书馆静穆的碧瓦红墙，

不由萌发出“从此西城踪迹少，屈指收藏数谁家；况有赵宋景祐本，赏奇差足慰生涯。”的

感叹。 

 

四、郇斋再次售书 

岁月如流，十年之后，陈氏郇斋再次售书的消息又传到北京。这时已是 1963 年，郑振

铎局长在文化部副部长任职期间因公殉职。王冶秋继任文物局局长。王对古籍版本也是一位

具有真知灼见的专家，深知郇斋藏书的品级质量。因此对这批珍籍的流向十分关注。他及时

报告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在总理亲自过问下依然请版本目录学专家赵万里先生南下接洽收

购。赵在五十年代洽购郇斋藏书时，已知陈氏在大陆尚有大量的清刊本及抄校本。因此提出

全部收购的建议。由于种种原因，经过两年之久，最后只购到香港的旧拓碑帖七种、善本古

籍十八种。 

1965 年 11 月 13 日下午，这批珍籍运送到北京。那天是个星期六，天灰濛濛地，空气

湿润而阴冷，似要下雪的样子。车到北京站，赵万里先生下车即回家去了。文物局的金先生

提着一把黄灿灿的香蕉守着四只蓝灰色的硬塑箱在等待接站。当我和林君与司机把箱子搬上

汽车，金先生提着在北京市场上很难见到的香蕉离去时，很是吸引了站前南来北往旅人的眼

球。 

这批书籍碑帖虽仅有 25 种，但多为天壤间之至宝。陈氏为之名号“郇斋”的《荀子》

就是在这一次购回大陆的。此书雕镂之精，不在北宋监本之下。清黎庶昌刻《古逸丛书》之

《荀子》即据此本影刻。宋淳熙间，台州守唐仲友动用公使库钱，指令蒋辉、王定等丁匠十

八人雕版印制《荀子》、《扬子》二书。借刻书之机，唐仲友命金婆婆诱使要挟匠人蒋辉伪造

会子版，私印会子（宋代钱钞）二十次，共印二千六百余道。唐仲友因此为朱熹弹劾罢官。

此故事之背景虽为官僚间之政治斗争。但从另一侧面记录了宋版《荀子》刊印的经过，为后

世人鉴赏此书提供了更多的遐想。 

又有《梦溪笔谈》二十六卷，元大德九年（1305）陈仁子古迂书院刻梓于敬室。此书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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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精美，用纸装潢特异，开本特大而印版版面窄小，蓝绫蝶装，版本精湛堪与《荀了》相颉 

颃。卷首有“文渊阁印”、“东宫书府”、“万历三十三年查讫”朱印，可证其为明代内阁藏书，

入清曾为艺芸精舍汪阆源收藏。 

此外尚有宋蜀刻本唐人集《张承吉文集》、元刻本《尔雅》。明初刻本《全相二十四孝诗 

选》、《朱淑真断肠诗集》、《元任松乡集》、明弘治本《盐铁论》。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焦氏

易林》、《小学五书》、《词苑英华》、《鲍氏集》、范氏天一阁旧藏明刻本《泰山志》、黄丕烈校

跋《断肠全集》、清孙星衍校、洪亮吉、顾千里跋清抄本《水经注》等。碑帖有：宋拓《蜀

石经》、《二体石经》、《东海庙残碑》、《佛教遗经》、宋拓残帙 《大观帖》和《绛帖》，以及

海内外闻名的五代拓本《神策军碑》等。 

 

五、为期一天的展览鉴赏会 

郇斋第二次售书较第一次所售书的数量少，但品质却并不逊色。更难得的是购买这批书

籍时，正是国家经历了困难时期，经济刚刚起步恢复，却又处在狠抓阶级斗争的萌动之际，

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正在深入。在如此形势下购到这批文化遗产就倍增艰险。万幸在周

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指示下，终于从香港买回来这批珍贵书帖。运回不久即安排了一次内部展

览，邀请有关中央领导和极少数的专业人员参观。地点在北京图书馆三号楼的会议室，室中

西侧和室中央摆放几张三屉桌，桌面铺上白布把新购到的碑帖书籍平放在桌上，加上一张说

明卡，标出书名、版本。由善本组和金石组指定二个人值班，展室门一直是关着的。由赵万

里主任和左恭副馆长亲自接待来宾。既没有开幕词，也没有座谈会。徐平羽、杨秀峰、吴仲

超、郑裘珍、谢国桢、王冶秋、唐弢、丁秀等知名人士都曾光临。下午三时，康生也来了。

这时赵万里回家午饭休息尚未回馆。康生的到来，使馆长和值班人员大为紧张，急派人接赵

来馆。康生对这批书帖发表了不少意见，尤其对陈列的碑帖看得更为仔细。值班人曾向他推

荐介绍五代北宋拓唐柳公权书《神策军碑》，他较认真的欣赏浏览了卷中的十几方藏印及题

记。但对宋拓《蜀石经》更为注意，展出的九册他都逐册检阅。除对其中原宋拓《左传》、

《谷梁传》、《公羊传》、《周礼》很仔细的观赏外，对配补的清本刻印本一册和题写的《蜀石

经题跋姓氏录》也未曾轻易放过。他对《蜀石经》浏览的时间是最久的。 

 

六、宋拓《蜀石经》 

郇斋旧藏回归大陆展出后，又经过若干天的一个星期六，赵万里先生对我说，下班以后

留下来，还有些事要办。就是要我协助他把《蜀石经》九册提出清点登记，然后装箱。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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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绪后，他才说明周总理要看《蜀石经》的事。时库中只有我们三个人在等待消息。夜渐深，

灯光黯淡，古老的书架偶而发出咯吱吱的声齐，时间过的分外慢，直到晚十一时王冶秋局长

来了。他让我带着箱子陪他到中南海。 

出文津街北京图书馆，过马路即是中南海北门，经紫光阁，经游泳池，车停在甬路西侧，

把箱子送到厅房内。王局长和值班秘书谈话，总理让把书留下。之后司机送我出中南海，已

是夜半，街上已阒无一人。 

《蜀石经》留在总理处，不久“文化大革命”事起，图书馆业务已基本停顿。赵万里主任被

迫害病瘫在床，借出的《蜀石经》再无人提起。不料在 1969 年 8 月 18 口，又是一个星期

六的上午，两位穿军服的中年人提着一个蓝灰色的硬塑箱到了北京图书馆“革委会”。我被

叫到办公室，马上看到了郇斋藏书用的箱子，原来很久以前周总理借阅的宋拓《蜀石经》九

册，又完整的还回来了。 

《蜀石经》初刻于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广政元年（938），故又称《广政石经》，毕工于北

宋宣和六年（1124），前后历时 186 年。其中《易》、《诗》、《书》、《三礼》、《春秋左传》、《论

语》、《孝经》、《尔雅》等十种经书，为广政年间刻成。至北宋初又续刻了《春秋公羊传》、

《谷梁传》和《孟子》。十二经全部刻竣，经石立于成都府石经堂。元、明之间屡遭战乱，

经石湮没无闻，全经拓本也极罕见。郇斋旧藏《蜀石经》计有宋、元两朝拓本之《春 秋左

传》、《谷梁传》、《周礼》各二册，《公羊传》一册，又附清本刻印本《石经》一册，写本《石

经题跋姓名录》一册。这些仅是《蜀石经》全部的不足三分之一，却是现存的《蜀石经》唯

一最佳拓本。清代著名学者金石家翁方纲、段玉裁、瞿中溶、钱大昕、顾千里等数十人为石

经亲笔题款跋文，更增加了原书的文献价值。至若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为什么在日理万机政

治斗争风起云涌的六十年代，指定要检阅这部石经，且留阅经年，那将有待于后人的研究探

讨了。 

 

七、昙花一现的宋版《文苑英华》 

郇斋旧藏中的宋版《文苑英华》十卷一册，在嘉德 1995 年秋季拍卖会上突然浮现出来。

这是一册历经八百年仍保持宋刊宋印宋装的珍籍。卷内钤有宋、明两代官府印鉴。并附有近

代著名藏书家傅沅叔跋文。此书的出现引起文化界、新闻界和收藏家的极大关注。最终却未

能珠还合浦回归故园。而是被外商以 143万元拍得，持归海外，令国人扼腕慨叹。宋本《文

苑英华》在神州大地虽只昙花一现，旋即飘洋而没。但由此引出了书史、古籍书目、大百科

全书中有关《文苑英华》条目改写的问题：此宋版残书存世的卷册究竞还有多少？近一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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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以来，凡有关记载此书存世状况 文献典籍均称原千卷大书，现存世仅有一百三十卷十三

册。自嘉德公司的郇斋旧藏本面世后。随着传媒的介绍又引起对此书存世究竟有若干卷册的

讨论。最后根据 1997 年《文献》第一期，李致忠先生著文称：“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尚有宋版

《文苑英华》十卷一册，恰为此帙中所缺之卷册。”如此纷纭数年之久的宋版《文苑英华》

其现存卷册，可确定为一百五十卷十五册。其收藏者分别为：中国国家图书馆一百二十卷十

二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十卷一册。海外私家藏十卷一册。宋版千卷巨帙大书，今日存世仅此

而已。 

此次嘉德公司从海外征集的二十三种陈澄中藏书，就是当年其携港之剩余部分，内中宋

元佳刻、黄跋毛钞居其太半，均为罕见珍本。感慨当年国家购书之余，惟望这批善本，勿若

《文苑英华》昙花一现，而能留之乡梓，此乃国家文化学术之福祉也。 

 

附： 

周恩来总理关心陈清华藏书的一段轶事 

赵深先生回忆：1965 年陈清华藏书购回馆之后的某一天，当时任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主

任的赵万里先生去馆里上班，下班后很晚没有回来，家人很着急。夜里 12 点后，赵先生坐

图书馆的小车回来，显得很兴奋，说今天在中南海紫光阁向周总理介绍了新买的陈清华藏书。

赵先生说，当天下午，北图奉命到紫光阁，把陈清华书环布在桌了上展示。总理很晚才来，

逐书一一看过，边看边议论，比如某书上有溥仪题字，总理问是不是从宫中出来的等等。赵

先生曾对总理谈到书的价格，说花了国家 20 万元港币，是不是太贵了。总理说，不要紧的！

我们去香港演两天戏，这钱就回来了。赵先生平时不对家人谈图书馆的事，这天实在是太激

动了。 

 (注：赵深先生为赵万里先生长子，此文为赵深先生口述，现任善本部主任张志清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