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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盛铎藏书研究的历程与面向

□孙天琪∗

　　摘要　李盛铎木犀轩藏书在近代藏书史、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地位突出,其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

整体归入北京大学图书馆,极大地扩充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善本数量,是中国藏书文化历史

性变革时期的重要事件.近百年间,学界对这批藏书的研究与利用逐渐走向深入,相关成果集中

于版本目录学和文献文化史两个领域,主要包括编制书目、整理题跋、影印珍籍、辩证版本、分析

源流等多个方面.随着李盛铎档案、书札和近代其他藏书家日记、题跋不断被揭示,李盛铎木犀

轩藏书研究迎来了新的机遇,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未来可在撰写提要、整理信札、汇编传记、
影印丛刊诸方面继续探索,力争系统总结版本目录学成绩,研讨近世藏书思想变迁,树立高校古

籍收藏与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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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中国藏书文化在晚清民国时期发生了历史性变

革,其内在转向理路与西方公共图书馆思想融汇,以
开放、实用、流通为要义的新式公共藏书逐渐为士人

群体接纳,“私藏售公”或“私藏捐公”成为一种潮流.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在１９０５年接受方氏碧琳琅馆藏

书,是这一时期较早出现的标志性事件.２０世纪三

四十年代的时局变迁、家族没落,使得鬻售之风渐

兴,典籍的流散速度远超前代.１９４０年,在胡适、袁
同礼、傅增湘、徐森玉、赵万里等人的促进下,李盛铎

木犀轩藏书整体售归北京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北

大图书馆),极大地扩充了其馆藏善本资源,北大图

书馆一跃成为当时国内高等院校图书馆中古籍藏量

和品类最丰富之地.时至今日,古文献收藏已成为

北大图书馆的一大特色,古籍藏量共计十万余种,一
百五十万册,雄居全国高校图书馆之首[１].北大图

书馆收藏的宋元本中有三百零一种为李氏旧藏,稿
抄本、名人校跋本中有近两千种为李氏旧藏,日本版

古籍中的精粹几乎全部为李氏旧藏,书中海量的李

盛铎批校、题跋提升了文物价值与学术价值.毋庸

置疑,李氏木犀轩藏书是中国高校馆藏古籍资源中

最具代表性的一宗,也是北大图书馆珍藏中的精华

和底蕴所在,围绕李氏藏书的研究史是北大图书馆

史的重要组成因素.
民国时期的李氏藏书已广受赞誉,傅增湘认为

李氏藏书在“晚清四大藏书家”杨氏海源阁之上,“今
李氏之书,较杨氏增加数十倍,且苞含鸿博,多属考

览有用之书”[２].李盛铎生前已将所藏敦煌遗书售

予日本,将所藏内阁大库档案售予“中央研究院”.
其身后售归北大图书馆的主要是历代刻本、稿抄本

和日本版汉籍,是其收藏的主体部分,本文即讨论这

一部分的研究情况.
在进入北大图书馆之前,李氏藏书已有数次成

体系著录,存留的多种书目成为了解自光绪以来积

聚历史的最佳途径,亦可视作藏书研究之开端,这一

点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视了.李氏藏书进入北大图

书馆之后,馆方随即开展了细致的馆藏编目整理,于

１９５７年编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载录书

籍９０８７种,５８３８５册,向达在引言中称“这批书籍是

北京大学藏书中最有学术价值的专藏之一”[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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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８０年代,张玉范整理«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

录»,揭示李盛铎题跋,介绍李氏藏书源流及特色,带
动这批珍藏真正进入了研究时期.近年来李氏藏书

中的经史宋元版书、稿抄本、日本版汉籍受到学人关

注,北大图书馆渐次影印了其中一大批稀见珍本,为
学界提供了便利.归纳来看,目前针对李盛铎藏书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版本目录学、文献文化史两个领

域,尤为偏重于珍本个案研究;但因为存世李盛铎档

案、信札、批校等藏书相关资料尚待整理,影印或数

字化影像远远不能满足研究需求,目前尚缺乏版本

目录学和藏书史方面整体性的探究成果,未来仍有

很大的研究空间.

２　李氏藏书归入北大图书馆前的著录与利用

传统的私家藏书研究尤为注重对藏书目录和藏

书题跋的发掘与考索,藉此探绎藏书源流、特色、思
想.藏书家对个人珍藏进行著录、校勘、题跋的过

程,往往涉及得书经过、善本分类、版本鉴定、校勘题

识、价值品评,实则是其藏书研究的最原始起点.李

盛铎家学渊源深厚,具备极高的版本目录学功底,尤
为注重博取.个人近六万册藏书中品类宏富,既有

珍稀罕睹秘籍,又有杂学百家之编,范围既广,蕴蓄

遂闳.李盛铎在古籍鉴藏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

验,所作题跋颇有黄丕烈、顾广圻风范.正因为李盛

铎历时数十年热衷于亲自钤印、题跋、校勘,在书中

积攒了丰富多样的信息,使得这批藏书有了更高的

文化价值.晚清民国时期由李盛铎、袁克文、傅增

湘、缪荃孙等藏书大家共同组成了京城书籍交往圈

子,相互之间的借读、借校、题跋、版本探讨十分频

繁,诸家书目、信札、日记中记载了对木犀轩藏书的

利用情况,在研究李盛铎藏书流变及思想时不容

忽视.

２．１　李氏藏书的来源与聚散

对李氏藏书的来源与聚散问题,学界已有清晰

的认识.张玉范«李盛铎及其藏书»讲述较为全面:
道光时曾祖李恕在江西德化辟“木犀轩”藏书十万

卷,皆毁于太平天国战争.李盛铎祖父李文湜、父亲

李明墀亦喜藏书,北大馆藏中有“李明墀”“李氏玉

陔”藏印者均为见证.李氏藏书真正初具规模是在

光绪五年左右收得袁氏卧雪庐藏书之后.彼时李明

墀任湖南巡抚,盛铎随宦居湘,经朱逌然介绍得卧雪

庐珍藏.从光绪初年到民国初年,李盛铎广搜曲阜

孔氏、意园盛氏、聊城杨氏数家典藏,又在岛田翰帮

助下从日本购回大批国内久佚或不常见之古本,一
跃成为近代藏书家之翘楚[４].高洋«木犀轩藏书聚

散考»在张玉范论说基础上总结了六大藏书来源,即
“巧取卧雪珍本、两度日本访书、劫馀敦煌写卷、挽救

内阁档案、刊印图籍、书肆访书”[５].
总体来看,李盛铎购藏珍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

时期,一是早年随父亲李明墀居湘期间,二是戊戌后

任驻日公使期间,三是民国初期.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退出政坛的李盛铎因经济困难数次售书,柳向春«木
犀轩藏书两次夭折的售卖»[６]和栾伟平«李盛铎与周

叔弢的藏书抵押关系小考———兼述北京大学图书馆

之钤“周暹”印善本来源»[７]两篇文章已有介绍.李

氏身后藏书由其第十子李滂管理,高田时雄«李滂与

白坚———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流入日本之背景»详
细介绍了李滂的生平经历[８].李滂继承了乃父治学

传统,所作«近世藏书家概略»品评三十余位藏书大

家事迹,家藏善本信手拈来,递嬗演变叙述翔实.李

氏藏书主体最终于１９４０年以四十万元价格售予北

京大学,部分零本现存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等处.

２．２　李氏藏书目录编制及其作用

李氏自光绪以来编制了数种藏书目录,这些目

录虽大多是简记书名、卷数、版本的登记目录,但可

追溯李氏藏书渐趋丰富的历史进程,是探讨其藏书

源流的重要参照,这一点在前人研究过程中被忽

略了.
李氏早期购藏之书,可通过国家图书馆藏抄本

«木犀轩书目»窥览.此目二册,分箱编号,著录书名

册数,集部书籍为多.封面有李盛铎十子李滂题记:
“先文和公侍先王父中丞公侨居邗江时,读书思过斋

中,此目即斋中所蓄之书,泰半毁于癸巳之火矣[９].”
此目大约成于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李盛铎任江南道监

察御史之时.但常见之书居多,所收卧雪庐珍籍并

未存于此处.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谈及,“知木斋扬

州寓庐火,藏书二百箧尽为祝融氏所收.中多明人

集部世间不经见之本,亦江左文献之厄也”[１０].这

份目录大概就是叶昌炽所记“二百箧”者.
今北大图书馆藏有各类目录十余种,多是李盛

铎亲自编定.«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稿本一册,有
李盛铎“丁亥年手书”题识,著录书籍６００余种,成于

１８８７年前后;«麐嘉馆行箧书目»稿本一册,封面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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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铎题识“宣统壬子四月录于北京寓邸”,著录书籍

６００余种,成于１９１２年;«麐嘉馆续藏书目录»稿本

一册,著录书籍２００余种;«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四
册,末署“甲子五月一日抄毕”,著录书籍２０００余种,
成于１９２４年前后;«木犀轩藏书目录»油印本残存三

册,属于插架目录;«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油印本十

二册,著录书籍一万余种;«木犀轩宋本书目»稿本一

册,著录宋本１０８种;«木犀轩元本书目»稿本一册,
著录元本９４种;«木犀轩宋本书目»«木犀轩元本书

目»铅印本合一册,著录宋本１１３种、元本１０２种;
«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稿本一册,著录敦煌

写卷４３２件.
此外,国家图书馆藏民国抄本«木犀轩收藏旧本

书目»、民国铅印本«木犀轩藏宋本书目»«木犀轩藏

元本书目»;芷兰斋韦力先生有稿本«木犀轩收藏日

本旧版书目»、写本«木犀轩藏书记»[１１];日本京都大

学有抄本«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２０世纪三四十

年代待售期间,«学瓠»杂志于１９３６年第７期刊登了

«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写本目录»,«民鸣月刊»于１９３７
年第１０期刊登了«德化李氏木犀轩善本书目»,傅增

湘编成«德化李氏木犀轩藏书目录»稿本一册,李滂

编有«木犀轩售书目录»稿本十二册.
不难发现,这些目录贯穿了李盛铎整个收藏生

涯,不同书目之间的著录差异即为其藏书数量的变

迁过程,编目过程中的类属调整、版本研判、零散札

记等信息也是考察李盛铎版本目录治学经验的一种

新颖途径.

２．３　晚清民国寓京文人的书籍交流

晚清民国时期的寓京文人存在着一个书籍交流

群体,缪荃孙、江标、袁克文、叶昌炽、傅增湘、张元济

等人的日记中对此有记载.其间借读、借校、借抄、
题诗、作跋、代购、辑印之事不断,扩大了典籍文化传

播范围,提高了典籍利用率,是研究近代藏书文化不

可忽视的现象.
李盛铎因官位、资历较高,在这个群体中影响较

大,袁克文、傅增湘、徐森玉皆为其弟子.例如,袁克

文在１９１５至１９１６年间与李盛铎的书籍交往最为频

繁,常借李盛铎藏书进行版本比对,李盛铎则为袁克

文新收善本提供版本鉴定意见,或判定版刻年代,或
鉴别藏印真伪,或略论版本价值,或分析源流更迭,
或简述学人往事,或估算收购价格,或给出收藏建

议.两人亦师亦友,书籍交往具有互补性,今国家图

书馆袁克文旧藏宋元本中多有李盛铎跋语,袁克文

转呈之稀见本,李盛铎常留观录副.
从李盛铎与傅增湘、缪荃孙、袁克文、叶昌炽等

人的往来函札中可以看出,李盛铎的版本鉴定是从

实物出发,基于个人丰富的收藏品类和经眼阅历,重
点从字体、纸张、版式、印次、装潢、翻刻等角度鉴赏,
佐以历代书目著录,综合判定版刻年代、刊印地点、
版本质量,显露出卓越的版本学功底.傅增湘对李

盛铎执弟子礼,得以遍览李氏藏本,«藏园群书经眼

录»中尽载李氏精善之书,在与张元济的书信往还中

也时常提及.１９３７年傅增湘撰«审阅德化李氏藏书

说帖»向公藏单位荐购,列举了宋元本、明刻本、旧抄

本、名校本、日本高丽旧本中的精品,并称“李氏奋数

十年之精力,成此大观,群推为文章之渊薮,学海之

津梁”[１２].这些颇具影响力的藏书家的记录,从另

一视角反映了李氏藏书的地位与价值,不仅可以从

他们提到的一部又一部古籍中发现近代藏书聚散线

索,还能为宏观总结李氏藏书特色与思想提供佐证,
在今后的研究中值得引起重视.

３　版本目录学视域中的李氏藏书面貌

李氏藏书以版本精善、品类丰富著称,所以基于

版本目录学视角的研究是主要方向.李氏藏书的具

体数量和类别调查、李盛铎题跋搜集与整理以及具

有典型特征的宋元本、日本版汉籍、稿抄本研究均取

得了不少成果,展现了李氏藏书的生动面貌.

３．１　李氏藏书归入北大图书馆及编目过程

关于李氏藏书归入北大图书馆的经过,栾伟平

«木犀轩藏书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前前后后»一文

结合北京大学图书馆档案对相关史实梳理较为全

面[１３].１９４２年下半年,李氏藏书拨交工作完成,随
即进行了编目整理.栾伟平«木犀轩藏书的整理、编
目与书目出版»[１４]一文介绍了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５７年之

间的点收、编制流水号、编目工作,肯定了吴丰培、华
忱之、张心沛的贡献;细致梳理了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９
年,在赵万里具体指导下编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

氏书目»详情,介绍从事实际工作的有常芝英、宿白、
冀淑英、赵西华四人,最终成书由常芝英在１９５７年

完成.«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直至今日仍是

了解李氏旧藏最重要的目录书.１９９０年,北大图书

馆古籍部最终清点李氏专藏计９３０３种,５９６９１册,
其中善本书５００５种,３２３６７册[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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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李氏藏书题跋及书录整理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李氏藏书真正进入了

研究时期.张玉范从北大馆藏李氏书中辑出李盛铎

手书题跋１７３篇,附录国家图书馆袁克文旧藏本中

的李盛铎手书题跋１３篇,编为«木犀轩藏书题记»;
同时整理李盛铎手稿«木犀轩藏书书录»(又称«李盛

铎藏书书目提要»),将二者汇为«木犀轩藏书题记及

书录»,１９８５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印行.张玉范在

整理前后撰写了«李盛铎及其藏书»«李盛铎与木犀

轩藏书»[１６]两篇文章,对李氏藏书源流和特点总结

的十分到位.１９９８年北大图书馆编成«北京大学图

书馆藏善本书录»,其中选载的１３０种珍本书影大多

数为李氏旧藏,并附有简要叙录[１７].２００８年姚伯岳

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刻善本偶录»,其中选取的

嘉靖四年刻本«申鉴»、万历十九年刻本«河防一览»
等珍本为李氏旧藏[１８].国家图书馆袁克文旧藏本

中还有一批李盛铎题跋,«木犀轩藏书题记»中未予

收载,孙天琪«国家图书馆藏李盛铎题跋辑释»[１９]进
行了补充.

３．３　李氏藏书中的宋元本研究

宋元版书是典籍从写本时代过渡到刻印时代的

最初形态,文本校勘质量总体较高,并且在书法、纸
张、装帧上考究,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艺术价值、经
济价值.从明中叶开始渐兴收藏和鉴赏宋元本之风

气,标志着古籍版本学走向成熟,如今的古籍版本学

和藏书史研究依然注重对宋元本的揭示.傅增湘在

«审阅德化李氏藏书说帖»中列举了«尚书孔传»«春
秋胡传»等精湛完善的宋元本二十余种.向达在«北
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引言中指出了李氏旧藏

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周礼疏»、南宋初期建阳

刻本«史记»等宋元本的特点,并称“李氏书中属于纯

版本性的古书甚多,在雕版史和书史中有特殊地位

的也不少”[２０].«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李氏旧藏宋本

«尚书»«周礼疏»«京本点校附音重言重意互注周礼»
«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后汉书»廿余种,均
受到研究者重视.如张丽娟在研究宋代经书注疏刊

刻时分析李盛铎藏本多属早期印本,特别是宋刊宋

印八行本«周礼疏»在传世诸本中刷印时间最早[２１];
元十行本«附释音尚书注疏»是难得的元刻元印本,
保留了元十行本初始面貌等等[２２].这些藏本校勘

价值巨大,杜泽逊、顾永新、乔秀岩等在相关研究中

亦有涉及.

３．４　李氏藏书中的日本版汉籍研究

日本版汉籍是李盛铎收藏的一大特色,约占收

藏总量的百分之十,因此北大图书馆也成为日本版

汉籍在中国的收藏重镇.１９４８年编印«北京大学图

书馆善本书录»之时,由宿白选取李氏藏书中的和刻

本４７种,并予以简短提要,后来摘编为«北京大学图

书馆藏朝鲜、日本善本书录»[２３].１９９５年出版的«北
京大学图书馆日本版古籍书目»以及２０１４年影印的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版汉籍善本萃编»均以李氏

旧藏为主要收录对象.赵昱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

藏李氏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版古籍书目»统
计李盛铎旧藏日本版古籍数量共计９２０种,其中子

部医家、释家两类数量最多[２４].赵昱的博士论文

«北京大学李盛铎旧藏之和刻本经部文献研究»整体

介绍了李氏旧藏日本版汉籍的数量、种类、版本特征

与优劣,选取«诗经»和«春秋»学若干个案,“分析论

述他们对于中国古代经学的继承以及与日本近世汉

学的递嬗关系”,是目前这一领域最深入的作品[２５].

３．５　李氏藏书中的稿抄本研究

除宋元本、日本版汉籍之外,稿抄本也是李氏旧

藏中的主要特色,其中一些精品个案的价值逐渐被

揭示.如:«永乐大典顺天府»是现存最早的北京

地方文献,原本亡佚,幸得缪荃孙在光绪十二年至十

四年间从嘉靖副本中抄出卷七至十四,后归李盛铎.
张玉范撰文介绍了由来及史料价值[２６],徐苹芳据以

点校整理[２７].王天然注意到李氏旧藏抄本«结一庐

书目»著录内容丰富,可补刊本失收之目与讹误.而

且李氏旧藏抄本正文之后附有跋文一则和附目一

篇,对于讨论朱学勤藏书和版本目录学思想颇有帮

助[２８].朱天助认为李盛铎过录宋兰挥旧藏抄本«直
斋书录解题»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撰文阐述藏本特

色并辑录了天头李氏校记[２９].蔡芷瑜发现李氏旧

藏程乙本«红楼梦»部分版面与通行本有差异,通过

校勘认为李氏旧藏本是程乙本系统中经过改进的后

期刷印本[３０].李更关注到李盛铎题跋«类说»残抄

本与通行明天启刻本在编卷、条目、文字、标目诸方

面的差异,细致梳理了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藉此对

天启本的由来做了新的分析,并认为李跋本对釐清

«类说»一书的版本递嬗关系十分重要[３１].张鸿鸣

关注了李氏旧藏中的影抄本,通过钤印与递藏之迹

判定李氏所藏汲古阁影宋抄«九僧诗»系伪作[３２],通
过对校众本发现李氏所藏影抄本«相台岳氏刊正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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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三传沿革例»的源头是相台岳氏家塾刻本,并借以

探讨了古书从影抄到影刻的流变过程[３３].这些学

者着眼于个人治学兴趣,用专业的眼观探讨李氏旧

藏的版本价值,从细微的视角充实了李氏藏书研究

范围,为全面总结李氏藏书特色及思想提供了借鉴.

４　文献文化史中的李盛铎及其形象

李盛铎是近代藏书史中的名家,«中国著名藏书

家传略»«文献家通考»«中国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
«中国私家藏书史»«近代藏书三十家»«沽上琅嬛:天
津藏书楼和藏书家»«近代江西藏书三十家»等书中

均有简要传记资料,介绍其藏书、刻书经历.有学者

注意到了生平事迹中的抵牾之处,并予以辩驳.比

如,李盛铎卒年有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５年、１９３７年等多种

说法,王 菡 考 证 “李 盛 铎 卒 年 必 在 癸 酉 年

(１９３４)”[３４],而吴密通过讣告和天津«益世报»新闻

报道明确了李盛铎卒于１９３７年２月４日,还发现了

讣闻所附带的哀启中对其生平履历、病重情形的精

当概述,纠正了前人沿用多年的错误观点[３５].李盛

铎藏书为世人称赞,但其在晚清民初政局中的作为

和影响却是毁誉纷纭,«春冰室野乘»等晚清笔记小

说中记录了诸多野史异闻,将其描绘成“官迷”,以往

的李盛铎藏书研究中也时有征引.随着中国社会科

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李盛铎档案影印公布,李盛铎

的形象得到了更多解读.尤其是其两次出使日本,
借机回购大批宋元本和日本版汉籍,在中日文献文

化交流中有突出贡献,最受学者表彰.

４．１　李盛铎与中日文献交流史

李盛铎早年在上海结识岸田吟香,是时岸田捆

载东瀛旧籍舶沪售卖,十余年间李氏得旧刻古抄甚

夥,也因此与日本版古籍结缘,逐渐累积成藏书中的

一大特色.辛壬鼎革后,李盛铎奉袁世凯之命再度

赴日考察经济,光绪、民国间两次日本之行对其藏书

扩充至关重要.在日本期间,李盛铎与版本目录学

家岛田翰相识,回购了一批宋元珍本,又载归大量日

本古抄本、古刻本、古活字本.文廷式«东游日记»中
有相关记载.高洋«李盛铎日本访书记»回顾了李盛

铎访书始末与成果,并指出“不能忽视他在中日文献

交流史上的重要作用”,同时强调清末民初赴日官员

的访书活动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中有特殊意义[３６].
王燕均«日本版古籍与北京大学图书馆»介绍了北大

藏日本版古籍的来源、地位与价值,“‘李氏藏书’中

的日本版古籍的收藏占据了北大图书馆现有日本版

古籍馆藏的绝大部分.李氏藏书版本类型全,几乎

涵盖了和刻本古籍发展史上各个主要阶段的代表性

版本.如‘春日版’‘五山版’‘俞氏版’‘博多版’‘庆
长、元和敕版’‘伏见版’‘骏河版’等”[３７].赵昱在撰

写博士论文«北京大学李盛铎旧藏之和刻本经部文

献研究»过程中也引用了上述文章,并完善了很多细

节.李盛铎还与内藤湖南、羽田亨等日本学者有交

往,高田时雄«明治四十三年(１９１０)京都文科大学清

国派遣员北京访书始末»一文中的“与李盛铎的因

缘”一节有所交代[３８].

４．２　李盛铎与近世藏书家的交往

李盛铎论书尺牍存世数量约有二三百通,涉及

晚清民国藏书家交往细节,记载了大量收藏故事,蕴
含着丰富的藏书思想.曾庸«李木斋友朋信札»[３９]

整理了荣禄、张勋等致李盛铎信札二十一通,其中费

念慈、叶昌炽、袁克文、缪荃孙、傅增湘、宝煕、董康、
蔡元培的信札皆与购藏古籍有关.李小文、孙俊«李
盛铎致袁克文论书尺牍»[４０]释读国家图书馆藏札二

十一通,集中于１９１５至１９１６年两人书籍交往最频

繁的一段时期,涉及大量宋元本流布历史,李红英

«寒云藏书题跋辑释»中多有引用.孙天琪«李盛铎

致袁克文论书尺牍辑补»[４１]补充李、袁两人往还尺

牍,认为两人的书籍交往是晚清民国藏书史中的佳

话.此外,孙天琪还发表了«傅增湘致李盛铎书札十

一通考释»[４２],释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藏李盛铎档案和近年拍卖会所见李盛铎往来书札.
栾伟平«李盛铎李滂父子致王文进信札选注»[４３]释
读北京师范大学藏«文禄堂藏各家手札»所载十七

通,涉及晚年经济窘迫之时与书商的交往.«缪荃孙

全集»«汪康年师友书札»«王懿荣书札辑释»等整理

本中也收录了一些与李盛铎有关的信札.从这些零

散的信札文献出发,串联藏书目录与题跋中的信息,
可以丰富李盛铎藏书历程研究.

４．３　士大夫李盛铎与其藏书之关联

作为士大夫的李盛铎深度参与了清末新政,这
一时期也是其藏书数量迅速积聚的关键时期,相关

话题是藏书背景及其生平经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

分.李盛铎有维新思想,戊戌前曾和梁启超在上海

拟办«公论报».他和康有为、梁启超同为保国会的

发起人和组织者,但李盛铎迫于荣禄、徐桐等顽固派

势力中途退出,戊戌政变酝酿中为求自保转而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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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劾,加速了保国会解散.黄细嘉率先梳理了李盛

铎与保国会的关系,在发起、召开、退会、劾会、入会

动机方面均进行了说明[４４].马忠文利用李盛铎档

案中的梁启超信札,补充了李、梁二人策划«公论

报»、组织保国会的细节[４５].与康、梁决裂后,李盛

铎赢得慈禧信任,迅速出任驻日本公使.清廷预备

立宪之时,李盛铎被委任为出使比利时国大臣,并与

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组成五大臣政治考察团

出洋考察各国政治,陈丹«清末考察政治五大臣出洋

研究»[４６]和潘崇«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４７]是目

前比较完善的研究成果.李盛铎在比利时支持王慕

陶创办远东通信社,编译华报所载新闻,影响欧洲对

华舆论导向[４８].马一«晚清榜眼公使李盛铎驻外事

迹述论»阐述了出使日本、比利时期间的成绩,揭示

了“盛铎持节期间勉力维持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

良苦用心”,认为“其在近代中国文化领域享有盛名,
政治领域极具争议,外交领域则颇有可圈可点之

处”[４９].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藏李盛铎档案看,李盛

铎在内阁大库藏书散出后迅速获取了部分残本,驻
日期间经常通过电报与盛宣怀等探讨时事与书籍收

藏,身居高位为其搜罗善本提供了很多便捷条件,这
些背景在研究其藏书经历时值得细考.

５　李氏藏书研究之不足与拓展领域

５．１　李氏藏书研究的不足之处

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评价李盛铎为“吾
国今日惟一大藏家”[５０],这一称号沿用至今,以至于

李盛铎在今人眼中以藏书家闻名,远远盖过其在晚

清民国政治史中的风云地位.在近代藏书史书写

中,常熟瞿氏、聊城杨氏、归安陆氏、钱塘丁氏组成的

“晚清四大藏书家”名号最响亮,均形成了研究专著.
若从藏书总量、珍本品质、版本意识、利用程度、存藏

状况多方面考量,李氏木犀轩应当与四者并肩.即

使按照洪亮吉“藏书家五等之说”评判,李盛铎也应

排在近代藏书家前列.
«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出版之后,有学者尝

试品评李氏藏书地位,如熊学明、高平«我国近代著

名藏书家李盛铎»[５１]、沈焱«木犀轩李氏藏书特点考

略»[５２]、白化文«北大图书馆与李盛铎»[５３]、冯方«浅
谈李盛铎在收藏古籍中的功过是非»[５４]、刘坤«“木
犀轩”———李盛铎藏书始末»[５５]、许丽雯«近代藏书

家李 盛 铎 与 他 的 木 犀 轩»[５６]、施 亮«藏 书 家 李 盛

铎»[５７]等,因为他们几乎未接触原书和第一手史料,
皆未能超出张玉范«李盛铎及其藏书»一文的论说范

围,常识性、重复性观点较多,学术价值有限.学位

论文«木犀轩藏书聚散考»[５]«近代藏书家李盛铎研

究»[５８]也是基于张玉范观点的延展,整体粗疏简略,
未能分析出独到的藏书思想.现有成果主要是版本

目录学、文献文化史两个视角的个案研究,多以单篇

论文的形式发表,还未能形成整体性的藏书研究专

著,未能突显李氏木犀轩在近代藏书文化史中的独

特地位.
版本目录学研究方面,现有成果解决了藏书源

流、数量、类别、题跋整理等基本问题,形成了可信的

书目文献,侧重对典型的宋元本、日本版汉籍、稿抄

本展开了细致研究.或许是因为外界获取的影印或

电子书影有限,结合原书及历代版本源流对李盛铎

藏书题跋进行深入的解读依然不足,间接影响了对

其版本目录学思想的全方位揭示.对宋元本、日本

版汉籍的研究,重点关注了经部书籍,其余部类的书

籍研究成果较少.李盛铎晚年专注批校所藏珍籍,
撰写了«皕宋楼藏书志校注»«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

校注»等著作,并在书中批注了大量文字,这些成果

还未见学者关注.李氏热衷于收藏钱谦益、黄丕烈、
顾广圻、戴震、翁方纲、王鸣盛、焦循等知名学者的稿

本、校本,至今仍未形成专题讨论成果.李盛铎所藏

佛教文献和科技文献数量庞大,其中稀见版本的价

值与特色尚有待讨论.
文献文化史研究方面,现有成果关注了中日文

献交流、藏书家交往、清末新政中的李盛铎及其形

象.对比近世其他藏书大家研究进展,李盛铎的生

平与交游、家族书籍收藏经历、作为士大夫的李盛铎

与其藏书之关联等研究重复性观点较多,李氏收藏

书籍的具体过程、往来函札中的书籍交流信息、李氏

木犀轩出版书籍详情等有待发掘.比如,李明墀、李
盛铎父子曾选取个人藏书进行刻印、石印.王昭勇

调查了现存李明墀早年刻书,叙述了«木犀轩丛书»
编刊经过,分析出李氏刻书注重乡贤文献及时贤经

史著述[５９].光绪十三年,李盛铎在上海创办蜚英馆

石印局,印行«皇清经解续编»«古经解汇函»等重要

著作,在中国出版史上颇具标志性,但这段历史仅见

范猛«晚清出版机构蜚英馆考略»[６０]和杨丽莹«清末

民初的石印术与石印本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中

心»提及,仍缺乏细致研究[６１].另外,李盛铎还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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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奇门探索录»,修纂了«德化备志»,这些文献对于

探讨其治学旨趣与学术思想颇有帮助.

５．２　李氏藏书研究的拓展领域

综合分析现有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李盛铎藏书

研究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未来一段时期内可在以

下三个方面继续努力.
首先,推进李氏藏书提要撰写与影印出版.«北

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

录»二书是目前外界了解李氏藏书面貌的主要途径.
李盛铎生前编纂的«木犀轩藏书书录»(又称«李盛铎

藏书书目提要»)共收书１４６４种,“大都为记述原书

序跋、抄校流传原委、前人题记、收藏印记和卷帙编

次、行格 字 数、版 心 题 字、刻 工 姓 名、讳 字、牌 记

等”[６２].不仅著录数量不足总量的六分之一,而且

与理想中的善本书志体例相差甚远.若能集中力量

编纂一部类似«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

文善本书志»的叙录体著作,发挥古典目录学“辨章

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全面揭示９３００余种珍籍的

卷帙信息、版本类型、行款格式、牌记钤印、批校题

跋、递藏流变、书目著录、主要内容,可为李氏藏书研

究走向精深奠定基础,亦可为新时代全国高校古籍

整理工作树立标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

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版汉籍善本萃编»«北京

大学图书馆藏宋元珍本影印丛刊第一辑:汉书»以及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了一批李氏旧藏,可以发现每

当推出一批影印本,学界即能快速产出论题,带动了

文史学者关注这批藏书.未来可分类、分阶段的继

续推出影印本并建立数字化检索数据库.北大图书

馆在这方面经验已非常丰富,２０１２年斥资１．１亿元

人民币从日本大仓文化财团大仓集古馆整体购回

９３１种２８１４３册古籍,迅速编纂了«北京大学图书馆

藏大仓文库书志»«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大仓文库善本

图录»,２０２０年精选１３１种典籍、分六大系列影印出

版«大仓文库粹编»２２８册.此种模式可转移到李氏

藏书上来,为研究者提供更多便利.
其次,加强藏书活动资料整理与研究.李氏木

犀轩藏书活动资料有书目、题跋、批校、档案、年谱、
信札、家谱等类型.书目和题跋已得到初步整理,其
余类型亟待细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

所藏李盛铎档案已全数影印出版,包含奏折电稿、名
刺拜帖、购书账簿、往来信札,体量庞大.这批档案

是研究李盛铎与晚清民国政局关系的第一手资料,

也是未来编纂李盛铎年谱、传记的主要史料来源.
其中与盛宣怀、江标、文廷式、沈曾植、费念慈、叶昌

炽、王懿荣、徐乃昌、傅增湘、缪荃孙、袁克文、刘启

瑞、刘承幹、陶睿宣的往来信札中涉及购藏、品鉴书

籍之事,需要下功夫标点整理.国内拍卖会出现过

«清十家致李盛铎书札»«李木斋函札册»两份信札汇

编本,又时常出现与袁克文、傅增湘、缪荃孙等人的

零散信件,均可广泛搜集整理.北大图书馆藏有稿

本«麐嘉居士年谱»«李盛铎印谱»«李盛铎函稿»等,
外界知者甚少,也可予以标点或影印.李氏旧藏中

海量的批校文字更是少见揭示.李明墀编有«李氏

家谱»四卷,存光绪十一年刻本,彼时盛铎尚幼,对追

索家族历史仍有帮助.只有将这些副文本和边缘史

料充分利用,才能发现更多的藏书活动细节,避免在

常识性问题上反复堆砌.据悉,赵兵兵主持的“木犀

轩藏书活动资料整理与研究”已列入２０２３年国家社

科基金青年项目,相信未来几年内在这方面能有显

著改善.
再次,重视藏书思想和历史功绩品评.王安功

对近代藏书书写的视角创新有全面的认识,他认为:
“我们如何就典籍在文化、社会和学术生活中所扮演

的历史角色进行大的历史提问,这是我们必须要正

视的历史现实和可能性问题[６３].”赵益[６４]和程章

灿[６５]倡导结合传统文献学、中国书史和西方书籍史

思路,开展专题性、断代性的书籍社会史、书籍经济

史、书籍阅读史研究,这是李盛铎藏书研究应该持续

努力的方向,争取形成一部整体性的研究专著、一部

体例完善的年谱、一部精彩纷呈的传记.前文提到,
目前对于李盛铎及其藏书的研究还停留在个案介绍

层面,揭示深度与广度远远不能满足学界需求.如

今知见的二百余则李盛铎题跋均已得到整理,再结

合李氏藏书类别、批校文字、函札文稿,可进一步讨

论其版本目录学成绩,分析其对毛晋、黄丕烈、顾广

圻、焦循的推崇与继承,肯定其在近代藏书家中的历

史地位.结合不同时期编纂的藏书目录与政治经

历,可深入探讨李氏藏书的积聚历史与分类演变.
针对李氏藏书中的宋元本、稿抄本、影抄本、批校本、
佛教文献、和刻本,可突破个案研究范式束缚,开展

细致的专题研究,在藏书特色方面寻求更生动的案

例.李盛铎创办上海蜚英馆石印局经过及石印成果

传播情况尚属学术荒地,李盛铎档案中存留的大量

与蜚英馆往还函件是这一问题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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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文化作为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载体,蕴含

着中国文化的精神传承史和时代变迁史,作为翘楚

的李盛铎是研究这一问题的绝佳切入点.结合藏书

家日记、信札,研讨晚清民国寓京文人群体的书籍交

往,从文化转型视角分析近代藏书取向与学术嬗变,
关注传统私家藏书的现代转型途径与思想变化,总
结近代私家藏书的历史贡献和人文精神,既能提升

藏书史研究层次,也能为高校古籍专题收藏与研究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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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ollectionofLiShengduosMuxixuanholdsaprominentpositioninthehistoryof
modernbookcollectionandculturalexchangebetweenChinaandJapan．Hiscollectionwasintegratedinto
thePekingUniversityLibraryinthe１９４０s,greatlyexpandingthenumberofrarebooksinthePekingUniＧ
versityLibrary．ItwasanimportanteventduringthehistoricaltransformationofChinesebookcollection
culture．Inthepastcentury,theacademiccommunityhasgraduallydeepeneditsresearchandutilizationof
thiscollectionofbooks,therelevantachievementsareconcentratedintwoaspects:versioncatalogingand
culturalhistoryofliterature,mainlyincludingcompilingbibliographies,organizingpostscripts,photocopＧ
yingrarebooks,dialecticalversions,andanalyzingthesourceandflowatmultiplelevels．WiththecontinＧ
uousdisclosureofLiShengduosarchives,letters,andothermodernbookcollectorsdiariesandpostＧ
scripts,researchonLisbookcollectionhasusheredinnewopportunitiesandstillhasgreatroomforexＧ
pansion．Inthefuture,wecancontinuetoexploreinwritingsummaries,organizingletters,compilingbiＧ
ographies,andphotocopyingseries,strivingtosystematicallysummarizetheachievementsofversioncataＧ
loging,discussthechangesinmodernbookcollectionideas,andEstablishingaparadigmforcollectingand
researchingancientbooksinuniversities．

Keywords:LiShengduo;PekingUniversityLibrary;Bibliography;ModernBookCollections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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