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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望佳女士捐赠文献概述 

 张晓天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近日，启明星辰集团首席执行官严望佳女士将个人收藏的一批道教及民间信仰类文献无

偿捐赠给国家图书馆。此次捐赠共计 268 种 349 册，其中包括线装书 201 种 265 册、平精装

书 67 种 84 册。该批文献皆为本馆缺藏，反映了清代至民国间民间宗教的实际情况，以往学

术界关注较少，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拟举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数种文献予以揭示。 

一、《为学次第书》六卷 

（清）张沐撰。清康熙刻本。9 行 20 字，黑口，四周单边，单鱼尾。1 册。 

 

张沐（1630-1712），字仲诚，号起庵，河南上蔡人。顺

治十五年（1658）进士，康熙元年（1662）授内黄知县，十

八年起授四川资阳县。自幼励志为圣贤，初宗王阳明《朱子

晚年定论》之说，作《道一录》，后作《学道六书》以教门

人，发挥心学，以“一念常在”为主。著作尚有《五经四书

疏略》《溯流史学钞》等。 

此本刊于康熙年间，大约教初学为学之道，尊宋明儒之

说，所谓“二程、朱王子出，能心究孔门之绪，默循次第之秘，

道学微而复彰”。盖清初学问尚未犹乾嘉间之细琐，更偏重“尊

德性”一系。全书分为立志、存养、穷理、力行、尽性、至命

六卷。是书成书较早，首尾完具，保存状况良好，不甚经见，

有较高的文献文物价值。 
图 1 《为学次第书》 

二、《宪天圣学》 

（清）许三礼撰。清康熙刻本。8 行 20 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1 册。 

许三礼（1625-1691），字典三，号酉山，河南安阳人。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授

浙江海宁知县，后累授福建道御史、通政司右参议、太常寺少卿、顺天府尹、兵部右侍郎等

职。初师孙奇逢，后问学黄宗羲。赈灾兴学，所到颇有政声，有“循吏第一”之称。著述颇

丰，有《读礼偶见》《圣学源流》《圣学问答》《政学合一集》等。 

此书康熙间刻本，书名页有“天德随心可达，圣人可学而至”之语，大约与许氏所信奉

之“随处体认天理”同义。罗为赓序中曰“直信批陈，真可令帝天开眼，列圣解颐，尤可喜

道系归真，异宗难乱”，虽为过誉之词，实可见程朱道学在当时知识人中之地位。今人言清

学，受科学主义之影响，尤过偏重其汉学一脉，以考据笺注、训诂音韵褒扬之，然作为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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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看，清人内圣外王、修身穷理之宋学究属其主流，本书为清初思想界一份极好的文献。 

三、《儒家修养法》 

胡朴安撰。民国三十五年（1946）胡氏朴学斋铅印本。1 册。 

胡朴安（1878-1947），本名有忭，学名韫玉，字仲明、仲民、颂明，号朴安、半边翁，

以号行。安徽泾县人。光绪间举人，清末参加同盟会和南社，曾担任中国公学、上海大学等

教授。抗战胜利后任上海通志馆馆长等职。平生嗜学，著作甚多，有《中国训诂学史》《中

国文字学史》《俗语典》等。 

是书为 1946 年胡氏朴学斋铅印本，虽属晚近，但其内容反映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现

代之变迁与传承。所谓“儒家修养”，即宋儒喜言之“修身”，但自西风东渐，尤其民国以

来，以“共和”立国，以“平等、自由”作为价值追求，打破了传统的君臣父子的格局，普

通人精神人格之养成缺乏准绳。胡朴安先生作为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传统儒家士绅，深感

“中国精神既已堕落，物质又未发达，家族既已打破，国族又未建立”之混乱，决心塑造中

国人之人格。“欧美人是法律的人格，或是宗教的人格，中国人是道德的人格……近年习惯

打破，新者未建立，旧者毁灭无余，一千人中九百九十九人无人格”，故提出“朴安主义”，

企望“先建立法律的人格，进而至于道德的人格，更进而至于宗教的人格，始可谓之完人”。 

四、《天儒并论》 

（英）慕维廉撰。清光绪二十二年（1897）福州美华书局铅印本。10 行 22 字，白口，

左右双边，单鱼尾。1 册。 

 

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英国传

教士。1847 年来华，1861 年访问南京，要求向太平天国

传教未果，曾参加《中西闻见录》《中西教会报》的编辑

翻译工作，兼任广学会副董事长、上海教士协会主席、大

英圣书公会副会长等职。著有《中国与福音》《新约圣经

注解》等数种，并译有《大英国志》《地理全志》等书。 

是书曾于《万国公报》连载，常见者多为民国后刊本，

此光绪铅印本较稀见。是书以外国人视角，在尊重的基础

上，平视儒家学说，试图折中基督教与儒教，希望读者“详

阅是书，笃信耶稣，而伦常之理仍不废”。此书反映了晚

清传教士将基督教中国化的尝试，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

研究，不失为一份宝贵的文献。 
图 2 《天儒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