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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载由北京中华书局主

持! 国外图书馆机构共同参与

的 "海外中文古籍总目# 项目

已经启动 "越来越多的国外图

书馆书库里的中文古籍家底会

被揭示$

除了美国国会图书馆% 纽

约市公共图书馆外! 就美国大

学中的东亚图书馆而言! 收藏

中国古籍丰富且有特色的是哈

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哥伦

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 耶鲁大

学东亚图书馆% 普林斯顿大学

葛思德东方图书馆! 芝加哥大

学远东图书馆% 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东亚图书馆等$

各东亚图书馆所藏中国历

史文献% 古籍! 多是在上个世

纪#$年代末至%$年代期间所收

集 ! 在 &$年代初至 '$年代 !

又从中国台湾地区陆续买到一

些 $ 包括善本书 % 明清文集 %

地方志% 类书等$ 这些图书中

有一部分是如今中国大陆以及

台湾地区% 香港特区所未收藏

者 "也正是由于这些图书文献

吸引了欧美地区的许多学者 %

专家专门来到这些东亚馆! 查

阅他们所需要的资料 "以利他

们的研究 $ 近十多年中 " 国内

的访问学者及文史学者 " 包括

一些出版社也多涉足东亚馆 "

去寻觅难得稀见的文献 " 收获

颇丰$

这些图书馆的蒐集方式 !

大致上有三种& 一是采购! 当

年派专人或设立办事处大量采

购! 或购自私人大宗收藏! 甚

或在二次大战后! 从日本购买

中国汉籍$ 如哈佛燕京图书馆

当年在北平大量购买图书! 如

今保存在该馆中的十多箱三十

至四十年代在北平各书店的购

书发票" 都用大本子予以黏贴$

二是捐赠! 如清代末年! 美国

驻华外交官在华所得! 后携回

美国 ! 再赠送的 $ 三是交换 !

现在国际交换渠道较多! 但在

当时就比较薄弱! 所以绝大部

分图书都是买来的$

根据目前所能看到的统计

材料 " 我们可以知道美国收藏

的中国古籍善本在一千种以上

的 " 应为美国国会图书馆!$$$

部%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部% 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

东方图书馆(($$部$ 一千部以

下的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

亚图书馆)$$部 % 芝加哥大学

远东图书馆%$$部 % 哥伦比亚

大学东亚图书馆*&$部 % 西雅

图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

部 % 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 '&

部% 康奈尔大学华生图书馆*$

部 % 纽约市公共图书馆($$部

左右$

对于普通线装书来说 + 数

量应大于中文古籍善本多多 "

但直到今日 " 却无人能作出较

为精确的统计 " 笔者曾对哈佛

燕京馆存放在普通书库中的古

籍全部点过一遍" 约在()$$$部

左右$ 而据 "普林斯顿大学葛

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旧籍书

目 ' 所披露 ! 当在 *)$$部 !

加州伯克利东亚图书馆约!*$$

部上下$ 又其他如国会图书馆

的普通书库中古籍数量庞大 !

笔者无暇全数清点 ! 在该馆

其他书库內也有不少未编之

书! 所以数字很难估出$ 早年

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昌彼

得先生曾估算全美所藏中文古

籍约在,$万册左右 " 这个数字

或有偏高 " 根据笔者的资料似

乎不超过-$万册$

美国的东亚馆乃至国会图

书馆! 除 "普林斯顿大学葛思

德东方图书馆中文旧籍书目 '

!台湾商务印书馆 # (,,$年 ""

外 ! 没有一本专门的古籍目

录 "数十年来 ! 读者全靠书名

卡片% 作者卡片或由此而形成

的书本目录 .古籍及新旧图书

混排/ 以及用计算机来检索馆

藏有否! 如若一字不合或拼音

有误! 那就无法得知他所需要

图书的讯息了$

二

限于文字的限制! 我只能

对几个重要的东亚图书馆的收

藏作一些初步介绍$

哈佛燕京图书馆

这是属于哈佛大学图书馆

系统中的一个分馆 + 成立于

0,*)年 + 至今已有近,1年的历

史了 + 早年曾由哈佛燕京学社

资助! 在北平地区大量购买图

书! 所以积之数十年! 通过贸

易及其他途径! 现在的藏书已

有(11多万册了 $ 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之后! 当时的馆长专

门到日本的东京! 购买了许多

图书 ! 其中有不少是中国古

籍 $ 明末乃至清代迄今为止 !

哈佛燕京图书馆应该只有三任

馆长 ! 第一任馆长是裘开明 !

他打下了 (燕京 ) 藏书的基

础! 第二任馆长是吴文津! 第

三任馆长是郑炯文$

我曾在上个世纪的(,)'%

(,)-年去过四次 (燕京 )! 因

此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 后来 !

从(,,*年%月底开始 ! 一直到

*1((年的*月底! 我在 (燕京)

呆了()年! 这使我对该馆的馆

藏有了更多的知晓$ 该馆收藏

的中国普通古籍包括丛书'-1

部 + 清至民国诗文集 ()!*部

*这个数字不包括已移到密集

书库的小部分线装书 + 据估

计约在 %11部左右 + $ 此外 +

在善本书库内尚有一些不属

于善本的普通古籍 + 如韩南

教授赠送的宝卷类图书 (!!

部 % 2345藏书*1%部 % 各类印

谱00'部 % 宗教类古籍&&&部 %

齐氏兄弟 *耀珊 % 耀琳 + 藏

书 &1%部 $ 也就是说 + 该馆普

通古籍约在0)111部左右 $ 如

果加上馆藏善本书宋元明刻本

0&11部% 清代善本*%*-部% 善

本方志-*&部等+ 全部相加约在

*0111部左右$

这些收藏! 就国内的大学

图书馆来说 + 或仅次于北京大

学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 +

而对于省市一级的公共图书

馆 + 较燕京多的也只有十来家

哈佛燕京图书馆第一任

馆长是裘开明#这位华人图书

馆专业人员打下 $燕京 %藏书

的基础&

早在 0,)&年!前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率先提出!希望能将在美国的中国古籍善

本编成联合目录!俾使海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专家都能充分利用各东亚馆所藏历史文献资料!这

个倡议得到了不少有识之士的赞同" 汤一介先生也曾在 #应注意对流失在国外的我国古籍进行调

查了解$ 一文中呼吁% &'(把一些重要的我国流失于国外的古籍影印回来! 加以整理出版! 这

对于我们开展学术研究将是很有意义的)*

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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