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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书“澂观堂”匾

谢冬荣

“澂观堂”匾（局部）

古籍馆库房中保存着一块木匾，上书“澂观堂”三字，落款为“水竹邨人”，镌刻“徐

印世昌”阴文方印、“鞠人”阳文方印。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亦作鞠人），

晚号水竹邨人，河南卫辉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曾于 1918—1922 年间出任民国总

统，辞任后隐居天津，潜心著述，主持编纂有《晚晴簃诗汇》《清儒学案》等。澂观堂曾是

松坡图书馆馆址所在，不过其匾额是由徐世昌书写的，之前确实没有听说过。

澂观堂的“澂观”二字源于《宋书》。该书卷九十三《宗炳传》中记载宗炳喜欢游山玩

水，不幸生病，只能返回江陵，他感叹道：“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

以游之。”“澂观”指“澄怀观道”（“澂”同“澄”）的意思。澂观堂位于北海公园北部阐福

寺的东侧，明代为普通值房，清代是皇帝祭佛时休息之所。乾隆时扩建为三进院，澂观堂、

浴兰轩和快雪堂分别是三进院的正堂。

1916 年 11 月 8 日，护国名将蔡锷（字松坡）病逝于日本福冈。12 月 5日，梁启超等人

在上海倡办松坡图书馆。2018 年出版的《梁启超全集》里收录了一通 1917 年前后梁启超致

徐世昌的书札，先生在信中详细阐述了设立松坡图书馆的想法，包括馆舍地点、开馆款项、

藏书来源等，而且还寄去认捐愿书 250 号，希望徐世昌能够提倡、赞助。据此推测，徐世昌

在筹办松坡图书馆时出力不少。不过后来因事故多变，集资不易，梁启超仅在上海成立松社。

1923 年，梁启超上书时任总统黎元洪，重提创设松坡图书馆事。6月，黎元洪下令拨北



总第六十六期

8

海公园快雪堂为松坡图书馆馆址。11 月 4日，松坡图书馆正式成立。松坡图书馆成立之初，

分为二个馆舍：第一馆位于北海快雪堂，专藏中文图书，1925 年 10 月开馆；第二馆位于石

虎胡同七号，专藏外文图书，1924 年 6 月开馆。后因经费问题，出售石虎胡同房产，合并

为一个馆舍。快雪堂馆舍中，澂观堂、浴兰轩所在第一、二进院为阅览室，快雪堂所在第三

进院设有蔡公祠。以徐世昌的地位、书法水平以及前期贡献，梁启超请徐世昌书写“澂观堂”

匾额自是情理之中的事。匾额的具体书写时间，可能是在 1923 年松坡图书馆成立之时，或

者 1925 年正式开馆之时。遗憾的是，遍查《徐世昌日记》，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

松坡图书馆对于弘扬松坡精神、丰富北京市民文化生活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战

乱和经费问题，图书馆难以为继。1947 年 3 月，北平图书馆与松坡图书馆签订合作办法，

由北平图书馆将部分中文复本书寄存于松坡图书馆，供读者阅览。1949 年，经原发起人商

议，将松坡图书馆献给政府，由北平图书馆接管。北平图书馆在此基础上成立快雪堂分馆，

9月 1 日对外开放。上世纪 80 年代，北京图书馆将快雪堂等处交还北海公园，松坡图书馆

就此结束。

“澂观堂”匾额曾一度废弃在文津街院子里，后来才收集到库房中妥善保存起来。虽然

匾额在经历时间的洗礼后略有缺损，但是它见证了松坡图书馆的历史，也是国家图书馆 110

年历史的实物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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