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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背景下的“私藏归公”研究

———兼述«书归何处:近代以来藏书文化与社会»的书文化内涵

□王雨潇∗

　　摘要　“西学东渐”以来,随着公共图书馆制度的日益完善,私人藏书“化私为公”成为大趋

势.文章在分析“西学东渐”背景下“私藏归公”理念与行动的基础上,解读王安功所著«书归何

处:近代以来藏书文化与社会»的内容梗概与著述特点,以“书厄”与访书、旧书交易、私藏的保护

与归公三点为中心,梳理近代以来文献的递藏状况;由图书馆新思潮的出现、藏书理念的转变与

藏书史研究的学术演变三个方面,解读藏书文化的转型;基于书香文化价值观、文化转型与社会

史三个理论视角,对我国藏书史研究的角度进行分析与探索,提出藏书史研究需要形成自身研究

范式,并对藏书史研究的未来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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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
渐成风气.传统封建时代的经济与文化受到西方理

念冲击,逐步开始动摇.随着“平等”“开放”的公共

图书馆思想逐步深入人心,近代的藏书事业出现了

多个维度的新变化,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承上

启下的重要阶段.
不同于以往藏书史研究“史料梳理”与“史实考

证”形式的成果,河南师范大学王安功所著«书归何

处:近代以来藏书文化与社会»(新华出版社２０２２年

版,以下简称«书归何处»),以文献递藏线索为基础,
运用大视野、多维度、共时态的组织方式,力图书写

近代以来的藏书史发展与藏书文化演变.
本文对文献递藏与藏书文化转型进行线索整合

与内容解读,分析该书对书香文化价值观、文化转型

与社会史三个理论视角的具体运用,以期为藏书史

研究角度与范式提供参考.

１　“私藏归公”的理念与行动

从１８４０年林则徐翻译«四洲志»,到１９１２年京

师图书馆开馆,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起源阶

段[１].这一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出现主动了

解、吸收西学的趋向,并翻译、出版了数量可观的西

方科学著作[２].西方公共图书馆思想的传入,推动

了中国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即“在形态

上从古代藏书向公共图书馆的转变,在特性上从私

有、封闭、专享向公共、公开、共享的转变”[３].
近代以来,图书馆广收博采的原则和灵活多样

的征书方式,使得民间私人藏书不断流向图书馆.
面对动荡的社会局势与逐步增加的经济压力,藏书

家们认识到自身“守护私藏”的能力存在局限性,“化
私藏为公有”渐成其处理个人藏书的方式[４].但私

人藏书转归公藏有时并非出于藏书家的自觉自愿,
这一过程凝结着许多图书馆人的心血和无私奉献的

精神.可以说,藏书“化私秘为公开”这一发展趋向,
正是在图书馆学家的指引下与少数藏书家的模范示

导下艰难实现的.

２　«书归何处»的内容梗概及著述特点

«书归何处»从文献递藏、文化转型与社会发展

角度,宏观构建了我国近代藏书史研究背景,将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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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这一具体研究领域置于近代社会发展史大环境

中看待,进而探究近代以降典籍与社会、典籍与文

化、典籍与思想之间的关系.

２．１　内容梗概

«书归何处»全书共３３万余言,分为十一章.引

言部分首先回顾了我国藏书文化史研究现状.正文

部分的第一章由中西学的融会与公藏理念的传播两

方面,透视中国藏书文化传统与近代以来社会嬗变

之关系.第二章梳理了近代以来“书厄频发”的文化

创伤.第三章讨论了由旧到新的书业发展,通过个

案展现文人淘书之趣.第四章从兴趣和责任角度分

析了近代域外访书的因果,提出中外书籍互访的反

思.第五章着眼于藏书文化转型,探讨了清末民初

“新知识群体”的开先之举.第六章以“后四库时代”
的耿文光(１８３０—１９０８)为个案,聚焦藏书史研究学

术书写方式的改变.第七章由«藏书纪事诗»展现出

清末民初藏书界的历史记忆与认同.第八章到第十

一章分时段回顾了民国初期至当代私家藏书的保

护、归公、整理与出版情况,介绍了近代图书馆运动、
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体系,展现出私人藏书家“公
藏”意识的觉醒.

余论部分总结了由耕读传家到书香文化价值观

的转向,由此引出近代以来典籍归公对书香文化传

播的推动作用.附录部分的«近代以来典籍递藏统

计简表»,对近代１３６位藏书家的姓名、籍贯、字号、
藏书特点及钤印、藏书流向进行了详实考证与完整

统计.

２．２　著述特点

«书归何处»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著述特点.
其一,具有明确的组织线索.该书以文献递藏

为出发点,先后梳理了近代以来藏书外流、旧书交

易、中外书籍互访、藏书家捐书建馆、私家藏书归公

等文献递藏情况.每章主题之间具有学术逻辑性,
从中可管窥我国藏书文化转型与社会发展状况.

其二,话题与个案相交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作者关注整体社会环境下的文献递藏与藏书文化转

型,思考典籍在文化、社会和学术生活中所扮演的历

史角色;列举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私家藏书归公案

例,梳理私藏流向,分析其原因并总结其带来的

启示.
其三,具有问题意识,聚焦藏书史发展中的“变

化”.关注近代藏书文化,就必须关注藏书文化近代

以来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以及这些变化背后的社会、
文化与思想[５](３０).该书每一章的设置分别聚焦于诸

如“私藏归公”、藏书事业发展、藏书史学术书写转变

等“文化转型”主题,从动态的历史演进中归纳不同

时期藏书史的阶段性特点.
全书从文献递藏出发,以近代“文献递藏”“文化

转型”与“社会发展”三条线索为组织方式,以“话题

＋个案＋启示”为叙述方式,以藏书史发展中的“变
化”为切入点,生动展现近代藏书事业发展状况,分
析其与文化、社会发展的深层关系,并对藏书史研究

范式进行反思.

３　近代文献递藏的揭示

文献是藏书活动的基本对象,对文献的搜集访

求、典藏保护和传承传播,是历代藏书活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社会变迁、文化传播、观念转型的直观

体现.该书借由近代文献递藏状况入手,分别围绕

“书厄”与域外访书、古旧书交易、私藏保护与归公三

个中心进行整理论述.

３．１　以“书厄”与域外访书为中心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藏书文化一直以稳定性

和自足性为主流.经过西方外力压迫与殖民主义掠

夺,加之农民战争的蒙昧特质,大量文献资源与藏书

设施被毁,形成了近代藏书史乃至学术发展史上的

文化创伤[５](５６).
«书归何处»在第二章«文化创伤:书厄频发的社

会殷鉴»中,分别回顾了近代“甲骨东渡”与“敦煌西

流”的国殇,及以铁琴铜剑楼、皕宋楼为代表的私家

藏书流散.作者在回顾“书厄”史实的同时,思考文

献流散的发生原因与对文化造成的冲击力.第四章

«兴趣与责任:域外访书的因果»,详细考证、梳理了

杨守敬(１８３９—１９１５)于清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出使日本

后的访书之路.其访书活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中日

文化交流的通道,引发了清末民初近五十年的东瀛

访书活动[６].此后,傅云龙、罗振玉、缪荃孙、王国

维、董康等学者皆赴日本访书.此外,张元济、胡适、
王重民亦为重现敦煌文献之面目前赴后继.

正如作者所言,近代“书厄”与域外访书一起构

成了近代藏书史的重要论题,二者本质上互为因果,
具有两位一体的特性[５](１１３).“书厄”作为近代史中

的文化创伤,造成了中国典籍文献的散佚与损失,但
随之而来的域外访书活动却又有利于藏书文化的交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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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播与转变,推动其良性发展.该书由“书厄”与
域外访书这一角度入手,总结文献递藏与流通状况,
探究藏书史的别样维度.

３．２　以古旧书交易为中心

近代以来的“书厄”造成古旧书资源流入民间,
满足了其交易、流通的前提条件.作者以古旧书业

的兴衰与转型为线索,梳理了基于古旧书交易的文

献递藏.在第三章«中西并存:旧书业的壶里春秋»
中,首先以地域为划分标准,分别介绍了北方琉璃厂

与南方新旧书业的兴起、发展与转型,随后梳理了近

代书局的发展,分析了出版业对传统书业发展模式

的冲击,体现社会转型这一大趋势对传统书业的直

接影响.
书肆是藏书家觅求藏书的重要场所,书商是书

籍与藏书家结缘与离散的媒介,其个人素质与经营

方式等,均能反映出民众对藏书这一文化活动的好

恶[７](２６６).以文献递藏为中心来解读近代旧书业的

转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书商与藏书家之间、
书肆与书肆之间的文献流通.书商与藏书家之间通

过直接或间接交易实现了文献流通,使各类书籍汇

入淘书者手中.书商与书商之间的文献流通则体现

在我国古旧书业在不同区域的交流互动.如南北书

肆交流的兴替发达体现着中国藏书文化中心的衰

长;书肆经营的数量、规模、书刊品类等较大粒度的

记录,则是不同时期社会群体阅读需求、社会风气的

直观体现;古旧书市货源及行业发展的转变,也昭示

着近代社会巨变的酝酿过程.
这一交流与融合过程不仅实现了文献流通,更

是南北地区文化差异与经营方式的碰撞与融合.书

籍的跨区域流转,虽然受政局、经济水平等条件限

制,但其对中国近代藏书文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３．３　以私藏保护与归公为中心

近代公共藏书机构设立以来,随着“视图书为天

下之公器”观念的树立,私藏转为公藏逐步为藏书家

所认同.该书详细整理了近代以来１３６位藏书家所

藏典籍的递藏与归公简表,直观、真实地展示私家藏

书的流转过程与最终去向.由表格可见,除战乱中

毁于兵燹,以及藏书家本人去世后私藏散出、流入旧

书市场或远渡海外之外,大量的私藏经历各种流转,
最终通过出售、捐赠或寄存等形式汇入各地公共图

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

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社会变化无常,大量的古

籍在战火中灰飞烟灭.私人藏书家在此环境中守护

珍藏的能力微弱,借助国家、社会力量保全藏书成为

必然趋势.１９４９年后,更多的私家秘藏公诸海内,
汇入公藏,为传播文明与开启民智提供助力,不少曾

经的私藏古籍被整理出版,化身千百.该书以袁同

礼(１８９５—１９６５)、郑振铎(１８９８—１９５８)等文化界人

士为个案,梳理其典籍抢救义举的同时,体现出当时

社会发展大环境中典籍聚散离合之命运.又梳理了

藏书家周叔弢(１８９１—１９８４)、潘世滋(１９０６—１９９２)、
潘景郑(１９０７—２００３)将自身所藏捐公的过程,并从

私家藏书文化的角度,探寻典籍归公的成就与意义.
总体而言,历代“书厄”造成的文化创伤,警醒也

激发了数代藏书家的民族情感和忧患意识,藏书理

念的更新势在必行,典籍归公成为历史大势.私藏

典籍从四面八方汇入公藏,直观体现出了“化私秘为

公开”的中国近代藏书发展特征.

４　藏书文化转型的解读

晚清至近代,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至藏书事业之

中,形成了清政府、洋务派、维新派与西方传教士四

种力量互相交织的状态[１].这一时期藏书文化的转

型,主要体现在图书馆新思潮的出现、藏书理念的转

变与藏书史研究的学术演变三个方面.

４．１　图书馆新思潮的出现

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学者要与西方学

者拥有共同的研究潮流,才能在世界研究领域中掌

握话语权,并且要有属于自己的学术体系[８].在建

立自身学术体系迫切性的推动下,读书人与藏书家

的思想逐步改变,为新图书馆运动与私藏捐公的浪

潮作了铺垫.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前后,新图书馆运动在全国展

开,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这时,图书

馆界出现了一批具有近代图书馆知识的专门人才.
其中不少人曾留学海外,较全面地掌握了西方近代

图书馆的管理制度和服务精神;也有部分学者对中

国传统藏书文化有较深刻的把握,立足本土图书馆

事业发展,着力于教育体系的建设与人才的培养.
这些图书馆学专门人才对图书馆的基本原则、服务

对象、职能等基础性方面予以揭示,构建了我国公共

图书馆发展的奠基性理论[９].该书在第八章«保存

国故:民初图书馆运动与藏书文化»部分,对我国现

代图书馆学家的学科建设贡献、学术影响力与人生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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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分别进行了梳理,以表格的方式呈现出我国现

代图书馆学家的群体特征.
正是先进知识分子宣传、倡导、奏请、兴办和主

持近代图书馆,培养中国图书馆学人才,才为中国近

代图书馆的创建与藏书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经验资

料、舆论基础、思想准备和政府支持.

４．２　藏书理念的转变

藏书家的职业特点,是其在晚清新政后最先转

化为知识分子的重要原因,因为他们最先接触西学

而获得知识更新.科举制度的废除与“西学东渐”的
影响,是推动藏书家藏书理念转变的重要原因[１０].

该书在第五章与第八至十章由清末藏书家“捐
书建馆”风气说起,提出晚清公共图书馆运动与私藏

归公潮流是近代图书馆事业“现代化”启动和发展的

两个重要面向,也是晚清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

化”转型实践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５](１４５).随着

“公藏”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不少人士开始了由私藏

转向公用的新尝试.正如王献唐(１８９６—１９６０)所
言:“诚以图书文化之构成,乃吾中华民族四千年来

全体努力之总和,亦当公布于全民族,不能使之集中

于某一所在也[１１].”其具体可由两个方面加以体现.
其一,在私藏基础上成立图书馆,向社会或公众开

放.其二,将私藏以出售、捐赠或寄存的方式转归公

藏[７](３６６－３６７).公共图书馆思想的进一步传播,营造

了图书公益流通的浓厚氛围,传统守藏观念式微,公
共藏书理念逐渐成为时代潮流.

随着藏书理念的转变,私人藏书家“爱国为公、
服务民众”的意识更加强烈而自觉,难以计数的私家

藏书以百川汇海之势汇聚各级各地公共图书馆、学
校图书馆等图书收藏机构.

４．３　藏书史研究的学术演变

在趋新的文化制度下,新派知识人、老派读书人

对书籍的认识皆发生着变化,新的藏书史写作范式

层出不穷.该书第六章、第七章独立于整体的“私藏

归公”主题,聚焦于藏书史研究的范式与学术书写方

式的发展演变,具有一定的专题性.
作者通过分析“后四库时代”的“学术转向”与学

术发展背景,以学术史的视角揭示了耿文光的藏书

偏好及其藏书的共性特征.耿文光的学术观点已有

古典集成性到现代性转化的特质;其“目录门径说”
思想更是具有传统学者面对新的思潮冲击依然坚守

传统的“代表性”,诠释了小标题“稽古为新”;其藏书

目录思想的核心是恪守«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传

统,也对“西学东渐”有充分的条目安排,有一定的个

案和先导意义.
该书的第七章引入“文化记忆”研究理念,分析

清末以来藏书史书写方式的改变.文化记忆的历史

性与共时性维度决定了历史和社会的双向阐释路

径,记忆研究因此也与民族认同、文化复兴及社会问

题密不可分[１２].作者首先以叶昌炽藏书史撰述中

的“宋代叙述”为起点,对«藏书纪事诗»的体例特色

与“开创性价值”进行解读.复又以藏书为中心,对
宋代文人学子群体与文化发展状况进行研究,认为

其创新了藏书史研究的学术书写形式,也体现出了

晚清时期藏书史书写的创新性特征.

５　藏书史研究理论视角的探索

近代藏书史研究是区域性、断代式探析与宏观

式通论性撰述的并行发展,由区域断代式向综合通

论式逐步深入[５](１－４).现阶段的藏书史书写划分标

准不外乎体例、题材、方法、视野等,对近代藏书史研

究的著述也主要区别于研究理论视角的不同.该书

作者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藏书史研究引入

新的理论视角,分别以书香文化价值观、文化转型与

社会史三个理论视角进行书写.

５．１　书香文化价值观视角

该书以“书香文化价值观”视角为切入点之一.
此种价值观视角的产生基于古人对典籍的文化想象

来展开,即将原本的防蠹香料“抽象化”为一种专门

的文化符号,以半虚构的方式将其构筑为一种“隐喻

式”的文化象征[１３].由书香文化价值观视角回溯近

代乃至古代的藏书活动,可探究不同时期人们对书

籍本身与藏书、读书活动的定位,形成一个具有“价
值评判倾向”的文化体系.

该书所论述的文献递藏、流通过程,不仅仅是对

典籍的实体命运的梳理,更是构筑出由此生发的一

系列文化演变与社会发展,涉及到不同时代、地域、
群体之间人文内涵的碰撞与融合.作者以文献递藏

展开,关注其与藏书家生涯发展、藏书政策改变等相

互交织的关系,从而逐步增加新的线索,构建起文献

递藏与文化发展的线索关系网.
伴随着典籍的流传,大量的藏书、阅读行为出

现,书香文化在“感情上或认知上”逐步成为“普遍认

同的文化现象、活动和传统习俗,象征一种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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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价值观”[１４],隐喻良好的社会想象和人文追

求.书香文化也由实体形态无限接近意识形态,从
而进一步凸显了象征的历史维度.

５．２　文化转型视角

文化转型视角着眼于近代新旧文化与思潮冲

突、融合再到创新的过程.作者认为,近代文化转型

跨越了“总结性思潮的出现”“新理念的引入与新旧

思潮冲击”及“新模式替代(包含)传统模式”三个

阶段.
该书将文化转型视角运用于近代藏书领域的研

究,主要体现在公共图书馆理念的引入与传播方面.
由文化转型视角来剖析近代藏书史,以“变”这一标

准评判各种社会力量与群体,将会出现多个并列的

动态链条体系.正如前文论述,近代藏书文化的转

型,主要有新思潮的出现、藏书理念的转变与学术研

究的转变三部分.总体来看,伴随着西学的冲击,知
识分子的认知转变,学术教育体制改革、近代学术共

同体逐渐形成,传统读书人的治学取向也发生了较

大的变化.这样才出现了典籍的“化私为公”、藏书

理念的“由私密至开放”、学术研究的“稽古为新”,进
而使近代藏书文化出现嬗变.

正如作者所言,“藏书一事与社会文化关联甚

多.细细考论,宏旨现矣[５](９).”社会文化的转型,在
藏书史研究方面也有着具体的表现.从“私藏捐公”
这一文化现象入手,进而对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思

想的传播与图书馆学产生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
依据中国近代以来藏书文化的转型,可对社会与文

化的近代化进程做一次侧面的查证.

５．３　社会史视角

社会史这一理论视角,将藏书文化与藏书事业

看作社会发展变迁的载体进行深入研究.即既要深

挖藏书文化与藏书事业本身,又要与近代的社会经

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联系起来考察,才能更好

地阐明其发展变迁.
长期以来,藏书史研究汲汲于藏书家个人经历、

藏书掌故变迁等历史事实,而对这些历史事实本身

的社会文化可能性缺乏深入分析,导致其研究方法

无法预流史学主脉,也更难以产出有影响力的学术

成果[５](１).作为社会发展状况的侧面体现,对藏书

史的撰述不仅要注重单个掌故、每个藏书家的记叙

情节,还要注重对文化结构、社会局势等的记述.
此外,当代藏书史研究者须转移研究方向,改变

研究方法,走进历史的深层和微观.藏书与社会文

化互动模式,尤其是整体史、地域史、断代藏书文化

研究,与通史、通论模式相互补充,呈现出藏书史研

究的多样化特点.研究近代藏书史,需从本质上分

析问题,如注意研究“图书馆”这一文化现象的社会

关系[１５],而非其本身的物理形态.故而藏书史研究

不应只聚焦于对文献本身的考证与相关历史事件的

梳理,也应考虑到其背后的社会内涵,拓展藏书史研

究的社会视野.
正是在多维度的理论视角之下,近代藏书史研

究才能不落入“史料堆砌”的窠臼,而是将线性的历

史演变脉络与面状的社会发展样态相结合;在为社

会史研究提供史料支持的同时,也应回归研究初衷,
形成适合自身的成熟的学术范式,进一步突出藏书

史研究的价值.

６　结语

典籍的化私为公也许不能尽为民所用,但这一

举措为开启民智创造了条件.«书归何处»不再局限

于藏书家及藏书事实本身,而是通过物理形态的文

献来沟通其与社会、文化、思想的联系,使之为社会

发展史及其内部的不同领域研究提供有价值的

参考.
需要指出的是,该书第八章将我国现代图书馆

学家划分为“现代图书馆学先驱者”“职业图书馆学

家”“图书馆学攸关者”“图书馆事业活动家”四个类

型与层面,此种分类方式存在概念模糊、各类交叉过

甚的问题,可在参考程焕文“图书馆四代人”理论基

础上进行调整细化.附录部分«近代以来典籍递藏

统计简表»若能分别标明史料来源,将为研究者查证

该藏书家的相关研究成果提供极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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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CulturalConnotationofBooksinWhereBooksGo:LibraryCultureandSocietySinceModernTimes

WangYuxiao

Abstract:SincethespreadofWesternculturetotheEast,withtheincreasingimprovementofthepubＧ
liclibrarysystem,thetrendofturningprivatecollectionsintopubliconeshasbecomeamajortrend．On
thebasisofanalyzingthephenomenonof“privatecollectionreturningtopublic”underthebackgroundof
“Westernculturespreadingeastward”,thisarticleinterpretsthesummaryandcharacteristicsofWang
AngongsWhereDoBooksGo:CollectionCultureandSocietyinModernTimes,focusingon“bookcrisis”

andbookvisits,oldbooktransactions,andtheprotectionandreturnofprivatecollections,sortingoutthe
collectionstatusofliteraturesincemoderntimes;interpretthetransformationofbookcollectionculture
fromthreeaspects:theemergenceofnewtrendsinlibraries,thetransformationofbookcollectionconＧ
cepts,andtheacademicevolutionofbookcollectionhistoryresearch．ItanalyzesandexplorestheperspecＧ
tiveofresearchonthehistoryofbookcollectioninChina,proposesthatresearchonthehistoryofbook
collectionneedstoformitsownresearchparadigm,andlooksforwardtothefutureofresearchonthehisＧ
toryofbookcollection．

Keywords:ClassicsReturnedtothePublic;LiteratureCollection;HistoryofLibraryCollections;LiＧ
brary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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