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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的社会史》征引文献分编 

                                                                                  

                                                                               ◎ 宋凯 

 

一、工具书及索引目录 

 

《书林清话》（附《书林余

话》），叶德辉著，北京：中华书

局，1957，1999 年第 4 次印刷。

这是所有认真学习中国书史的人

首先想到的重要参考著作。 

《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北

京图书馆编，5 卷本，北京：书目

文献出版社，1989。这是大型图

书馆目录最为完善的范例。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996，此为全国性的汇集了 781

所图书馆馆藏的善本书目录。 

《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翁连

溪编，七册，北京：线装书局，

2005。此书为《中国古籍善本书

《书籍的社会史》一书是美籍学者周绍明先生研究中国书籍在公元 1000 年至 1800 年之间发

展变化的一部著作，该书由山东大学著名学者何朝晖教授翻译成中文并于 2009 年出版发行，在国

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书不同于国内大多数偏重介绍古籍版本的著作，而是更多关注书籍与

技术、经济及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穿插其中的各种文化现象亦颇为有趣，如藏书家之间的交游及

其对待自己藏书的态度，“敬惜字纸”在书籍史上的影响等等。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试图理清以下问题：第一，在最一般的的情况下一部书是怎样印刷的？

为什么在中国这种雕版印刷的方式作为书籍印刷的主要技术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第二，印本书

在中国什么时候、如何取代手抄本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式？第三，印本书的采用给帝国晚期书籍的

流通、消费和利用带来了什么变化？第四，中国学者什么时候、如何解决了书籍获取的问题？第

五，中华帝国晚期识字者和文盲如何理解对识字能力和书籍的利用，他们是如何跨越社会分野的？ 

显然，作者是通过一个个相互联系的、新颖的小课题来一步步研究中国书籍的社会史的，其

关注中国书籍历史的侧重点令人耳目一新，当然完成每一个小课题都是不容易的，作者为使每一

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审慎的分析，在征引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作出合理的解

释，使人豁然开朗。笔者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一方面深受作者思考中国书籍社会史发展变化的

启发，另一方面对此书所征引的丰富文献深感惊叹，尤其是大量国外研究汉籍的著作，令人大开

眼界，今就《书籍的社会史》一书所征引的文献进行简单分编，并过录书中介绍性文字，实为读

书笔记一种，又为积累的过程。此为初编，以待增补，日积月累，以期增长知识，扩大视野，现

简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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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更新本，增加了百分之十

五的款目。不过本书存有一些问

题，可参见沈津《一部剽窃、篡

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伪劣

图书——评〈中国古籍善本总

目〉》，台湾《书目季刊》第四十

卷第二期（2007 年）。 

台湾《台湾公藏善本书名索

引》，台北：“中央图书馆”，1971。

此书为台湾“国家图书馆”和其

他图书馆的馆藏善本书目。 

日本《静嘉堂汉籍分类目

录》，东京，1930；《静嘉堂文库

宋元版图录》，2 册，东京：汲古

书院，1992。此书的宋元善本比

上书有更为详细的介绍；《尊经阁

文库汉籍分类目录》，东京，1934

和 1935，为位于东京的重要汉籍

收藏单位尊经阁的汉籍目录；《内

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东京，

1956（1971年有修订本），为东京

重要汉籍收藏单位内阁文库的汉

籍目录。尊经阁与内阁文库的藏

书目录对明版书还几乎未作系统

的工作。 

美国《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

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沈津编

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此书为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部主

任沈津撰写，为哈佛燕京学社所

藏善本书极具专业水准的目录。

“中国善本书项目”，致力于编纂

一部包括中国国内外每一部善本

的尽可能完整的目录，并提供在

线服务，此项目由艾思仁领导，

以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

馆为基地，取得过显著的成绩。 

 

二、雕版、活字印刷及相关目录 

 

《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瞿冕

良编，济南：齐鲁书社，1999。

通过此书可全面获得关于雕版书

籍生产的许多技术特性的详细历

史资料。 

《古籍宋元刻工姓名索引》，

王肇文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0。《明代刻工姓名索引》，

李国庆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8。此二书是目前已知宋、

元、明雕版工匠（主要是刻工）

的最全名录。 

《中国版刻综录》，杨绳信

著，咸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这是一部综论印刷的新颖著作，

首次列出了从唐代到清末所有朝

代出版的书籍。该书分别按朝代、

出版者类型、出版者名称、出版

时间顺序，构成了 1912 年前出版

物目录，范围涉及国家图书馆的

三部目录、其他大型图书馆的十

一部目录和以前已经出版过的三

部书目或论著，是唯一一部试图

对国内的出版记录进行总体编年

排序的目录学著作。 

《长泽规矩也著作集》，长泽

规矩也著，东京：汲古书院，1984。

在中国之外，长久以来日本就是

目录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许多学

者精通中国书籍的研究。从 1930

直到 1970 年代，著名的书目学家

长泽规矩也事实上研究了所有历

史时期中国和日本的中文书籍的

生产，汇编为十卷本的目录学研

究著作《长泽规矩也著作集》，该

书对于藏书家和社会史家同样有

用。 

《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宿

白著，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肩朴集》，李致忠著，北京：北

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关于印

刷的早期历史，可以看以上两部

著名的文集。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

传》，托马斯·卡特著，1925。此

书包含大量信息，是讨论印刷术

发明的技术特性的基础。 

《中国印刷术的初兴》，伯希

和著，1953。这部著作许多意味

深长的论断有待仔细探讨。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

化学及相关技术·第一分册纸和

印刷》，钱存训、李约瑟著，1985。

这本书是作者一生研究和整理中

国古籍的结晶，它涵盖了从墙纸

和礼仪用纸到制墨技术和中国书

籍形制和装帧的方方面面。 

《书法与东亚书籍》，牟复

礼、朱鸿林著，1989。此书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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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在中国印刷中的地位。 

《英中对照印刷术语词表》，

大卫·巴克著，1995。此书是印

刷术语词典中的佼佼者。 

《中国印刷史》，张秀民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此书是关于中国印刷史的综述性

著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

书内容宏富，体现了作者广博的

学识，是杰出学者的毕生心血之

作。该书经过韩琦非常到位的修

订和补充，2008 年有浙江古籍出

版社再版。 

《中国印刷》，郭恩、蒙曦编

著，1992，书中有许多中国印刷

品的专业说明和精彩图版，其中

一些出版物是与耶稣会士和其他

西方人合作完成的。 

《中古中国的印刷与出版》，

崔瑞德著，1983。此书对唐宋印

刷的考察，巧妙地引介了许多以

前没有被西方著作提到的中文和

日文著作，是过去几十年在卡特

和伯希和开创性研究的影响下，

西方学者对中国印刷早期历史的

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 

《发现印刷术的女人》，蒂莫

西·巴雷特著，2008。作者先是

从唐代中国的政治和宗教背景，

然后从更广的欧亚大陆的视角来

探讨中国雕版印刷的起源和发

展。其论文《印刷的兴起和传播：

宗教因素新探》，2001，讨论了中

国印刷起源的诸维度。 

《长安东市的印刷业》，

2004。论文作者是日本学者妹尾

达彦，这篇文章是关于唐朝首都

所出版的书籍和其他印刷品的重

要研究的发轫之作，该文还对宋

代以前东亚以外其他地方留存的

印刷品作了一个很好的概述。 

《中国古代版画展》，町田：

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1988。

明代印刷的一个重要侧面，即单

张的黑白或彩色版画，在目前来

说是最好的单卷本。 

 

三、出版及相关目录 

 

《中国出版文化史》，井上进

著，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02。这是一部论述从周代到清

初中国书文化的出色著作，作者

的主要兴趣是印本如何在宋、元、

明三代在精英圈子里的阅读中取

代手写本。井上进对史料的驾驭、

对旧论题的洞见以及所讨论的问

题范围之广，都使这本书成为了

解中国印刷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基

本读物。 

《宋代图书史论》，王河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

《元代出版考》，田建平著，石家

庄，河北出版社，2003；《明代出

版史稿》，缪咏禾著。此三部书是

综论性的，关于断代出版的有用

著作，汇集了以往的研究成果，

引入了过去一般讨论中国印刷的

著作经常忽略的问题（如道教与

佛教印刷、外文语种印刷、印刷

对外国的影响、装订方式的变化

等）。 

《浙江出版史研究》，顾志兴

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此书涵盖了从 9到 13世纪浙江的

出版史。 

《山西古籍印刷出版史志》，

李晋林、畅引婷编著，北京：中

央编译出版社，2000。此书为宋

代至 20世纪山西的出版记录及其

评注。 

《宋版书叙录》，李致忠著，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4。

此书以一个著名目录学家的眼光

对六十部宋刻本作了详细的描

述。 

《明代版刻综录》，杜信孚

著，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3。此书对明代印本书搜集的

最为全面。 

《少室山房笔丛》，胡应麟

著，上海：中华书局，1958。此

书中有关于明代书籍发行和贸易

最富信息量的史料。 

《中国近代早期的出版、文

化与权力》，周启荣著，2004。该

书汇集了有关明末清初江南地区

的书文化，尤其是关于出版和写

作圈子的大量资料，对于江南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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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士人中商业文化的形成与运转

的论述尤其有用。 

《苏州书坊刻书考》，是叶瑞

宝关于苏州府书坊刻书的研究，

发表在《江苏出版史》，1992 年第

3 期，第 78—149 页；《苏州官家

刻书考略》，为曹正元对苏州官方

出版机构的概述，该论文使苏州

的出版图景完整起来，此文发表

在《江苏出版史》，1992 年第 3

期，第 44—61 页。 

《徽州刻书与藏书》，刘尚恒

著，扬州：广陵书社，2003。安

徽南部徽州府因其印刷传统引起

人们的注意，该书即为介绍和讨

论当地出版活动和出版机构的著

作。 

《徽派版画—16世纪末至17

世纪中叶中国插图书籍研究》，米

盖拉·巴索蒂著，2001。此书更

全面和深入地研究了徽州的图书

出版活动。 

《福建古代刻书》，谢水顺、

李铤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该书综述福建多个出版地

点的印刷活动史，时间跨度从宋

初至清末，重点放在从宋至明闽

北的建阳地区。 

《为利而印：福建建阳的商

业出版者（11 至 17 世纪）》，贾晋

珠著，2002。这是一部研究宋代

印刷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他对“出

版流行书籍”的中心现存印本资

料的掌握是无与伦比的，是用西

文撰写的致力于研究中国一个地

区的书籍生产的首部著作，作者

论述详尽周密，辅之以敏锐的历

史分析，使她能超越得出超越以

往研究宋代出版的历史学家的论

断。 

《文化中的商业：清代和民

国时期的四堡书业》包筠雅著，

2007。这部著作描述了从 16 世纪

末到 20世纪中叶福建四堡地区以

及广东、广西和江西南部的图书

出版和发行活动。 

 

四、藏书家、藏书楼及藏书活动

目录 

 

《藏书纪事诗》，叶昌炽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于

1909。此书是关于 10 世纪初至 20

世纪初 100 多位藏书家极其丰富

的传记资料汇编，一般认为叶氏

这部便于利用的概览性著作是关

于中国藏书家最可靠、资料最丰

富的书。该书的续作伦明《辛亥

以来藏书纪事诗》收入了民国时

期 155 位藏书家的资料。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

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李

希泌、张树华编著，北京：中华

书局，1982。此书收录了关于中

国藏书楼的一些重要史料，并且

使用方便。 

《中国藏书家辞典》，李玉

安、陈传艺编著，武汉：湖北教

育出版社，1989。这部书关注私

人藏书楼的创建者和楼主，简明

而又特别实用，时间跨度为秦代

至 20 世纪末。 

《中国藏书通史》，傅璇琮、

谢灼华编著，宁波：宁波出版社，

2001。 

《中国藏书楼》，任继愈主

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中国私人藏书史》，范凤书

著，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

这些多卷本的著作不仅详细而全

面地考察了每个朝代的大小藏书

家，而且在中文著作中首次讨论

了诸如藏书家与商人的关系，对

皇室宗藩的研究，直至藏书家所

受到 16世纪倭寇入侵和明清之际

动荡局势的影响等问题，这些著

作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藏书家》杂志，创办于 1999

年，至今受到读者喜爱。 

《南宋馆阁录》，陈骙著；《续

录》佚名著，北京：中华书局，

1998。 

《麟台故事校正》，程俱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0。 

《南宋的皇室藏书，1127—

1279》，约翰·H·温克尔著，1974。 

此三部书是关于宋代政府藏

书及其历史研究的最好著作。 

《<永乐大典>及其辑佚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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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顾力仁著，台北：文史哲出

版社，1985。此为顾力仁研究明

代《永乐大典》的著作。 

关于皇室藏书，《中国藏书

楼》第一册和《中国藏书通史》

第一册的论述是目前最完备的。 

《宋代藏书家考》，潘美月

著，台北：学海出版社，1980。

此书对宋代重要的民间藏书家多

有介绍。遗憾的是，关于以后各

朝的藏书家都还没有类似的综述

性的著作。 

两部现存的宋代书目晁公武

《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0）、陈振孙《直

斋书录解题》（《丛书集成》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都是很好的现代版本。 

《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

究》，刘焕阳著，济南：齐鲁书社，

2004。此书为研究晁公武及其家

族的著作，提供了关于晁氏藏书

活动的许多信息。 

《范氏天一阁研究》，蔡佩玲

著，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

1991。此书汇集了范氏天一阁研

究最丰富的资料。 

天 一 阁 有 自 己 的 网 站

（tianyige.com.cn），上面有大

量研究论文、照片和公告。 

《藏书世家》，柳和城等编

著，该书中又关于范氏和其他十

二宗明清家族藏书的丰富资料。 

《铁琴铜剑楼研究文献集》，

仲伟行编著，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7。该书汇集了关于清

代和民国初年著名的常熟瞿氏铁

琴铜剑楼的有用史料和评注。 

《武林藏书录》，丁申著，《丛

书集成》本，上海：古典文学出

版社，1957。此书研究杭州府藏

书。 

《吴中先哲藏书考略》，蒋镜

寰著，苏州：苏州图书馆，1937。

此书研究苏州府的藏书。 

《吴兴藏书录》，郑元庆著，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此书研究湖州府藏书。 

《浙江藏书家藏书楼》，顾志

兴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研究浙江藏书。 

《江浙藏书家史略》，吴晗

著，北京：中华书局，1981。研

究了江苏、浙江两省藏书。 

《苏州藏书史》，叶瑞宝撰，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此书汇编了关于苏州藏书史的资

料，其体例值得借鉴。其重点虽

放在私人藏书家（不同于一般著

作，该书很好地利用了藏书家的

题跋）上，但该书也很少见地包

含寺庙和官学藏书的资料。 

《明代的苏州藏书》，陈冠至

著，台北：明史研究小组，2002。 

《明清江苏文人年表》，张慧

剑编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编年体著作，是有关江苏

阅读和出版活动的十分全面而丰

富的有用资料。 

《弢翁藏书年谱》，李国庆

著，合肥：黄山书社，2000。乃

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李国

庆为周叔弢所作藏书活动的编年

史。 

《中古中国的失落典籍》，杜

德桥著，2000，此书描述了中国

书写和印刷文化遗产的散佚。 

《手写本时代的中国藏书

（十世纪前）》，戴仁著，1991。

此书利用宏富的史料来描述 10世

纪前政府、寺庙和私人藏书的发

展。 

《宋代藏书中的道教文献》，

龙彼得著，此书介绍了宋代道教

的藏书机构。南宋的一些道教机

构在宋代皇室的支持下藏有数量

众多的手写和印刷宗教文献。 

《中国清代藏书的发展，

1644—1911》，谭卓垣著，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5。通过此书可

以从宏观上了解清代的藏书发展

状况。 

《明代书目题跋丛刊》，冯惠

民、李万健著，北京：书目文献

出版社，1994。此书收录了明代

民间藏书的目录以及一些藏书家

的题跋。遗憾的是此书未收录 15

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私人藏书家

杨士奇为他自己的书所作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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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这些题跋收在《东里续集》

（《四库全书珍本》本）中。 

《美国所藏的中国善本》，艾

思仁等编，1984，对于体现中国

出版和藏书精英传统的一些珍贵

载体的流传史作了学术性的评

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