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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录

邗 （上接 7 版）

捐赠给立命馆大学 ，设立西园

寺文库 。 在编纂 《立命馆大学

图书馆汉籍分类目录 》 时 ，尚

不能明确这册 《锦绣万花谷 》

的版本，从用纸 、字体来判断 ，

刊刻时代不会晚于明代初期 。

静嘉堂文库藏有宋版 《锦绣万

花谷 》， 因此请立命馆大学图

书馆把所藏的 《锦绣万花谷 》

复印后 ，将复印件寄给静嘉堂

文库比对是否同一版本。 后来

收到静嘉堂文库的答复 ，告知

两者并非同一版本。 然而即使

是宋版 ， 也存在着不同的版

本 。 因此对于我校馆藏 《锦绣

万花谷 》的刊刻年代一直心存

疑问 ，认为存在着是宋版的可

能性。

书目文献出版社于 1989

年出版的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

本丛刊》影印了 《锦绣万花谷 》

宋本， 其版本与我校图书馆藏

本完全一致。 1992 年，上海辞

书出版社又影印出版了明嘉靖

十五年 （1536） 本 《锦绣万花

谷 》。 我找到各种版本相互比

对， 确认我校图书馆藏本为宋

本，排除了明本的可能性。 《锦

绣万花谷》 的版本系统较为复

杂， 我后来将寻访到的各种版

本进行了梳理 （芳村弘道：《本

邦傳來の宋版『錦繡萬花谷』》，

京都：中国艺文研究会《学林》，

1996 年第 24 号）。 2012 年，苏

州过云楼旧藏《锦绣万花谷》为

南京凤凰出版集团购得， 现在

也已经影印出版了。 从事文献

学研究， 能够通过不同的版本

找到线索进行比对， 判断出版

本的年代， 各个版本之间的异

同，这些都是很有意义、非常有

趣的工作。

除此之外， 陆心源手校本

《政经》《心经》也给我留下了比

较深刻的印象。 陆心源是清末

四大藏书家之一， 尤以宋本之

多知名于世。 他以家藏宋本校

文澜阁传抄本， 并在文澜阁传

抄本末页题有识语：“右真西山

《政经》一卷、《心经》一卷，从文

澜阁本传录，校以宋本。此本阙

前王迈叙及颜若愚跋， 书中亦

微有不同。今据宋本逐一改正，

并补录前后两序，俾成全璧。光

绪十三年秋八月归安陆心源

识。 ”并钤有“穣棃/馆主”、“陆

氏/伯子”朱文印。 《政经》首页

又有“陆印/树蕃”、“纯伯/读过”

白文印， 为陆心源长子陆树藩

藏书印。 陆心源《仪顾堂题跋》

卷六亦提及将宋刊本与文澜阁

传抄本对校， 宋本卷首有臣冯

翼白文方印、 孙氏凤卿白文方

印，为孙凤卿旧藏云云。这部文

澜阁传抄本， 就是我校文学部

所藏之本。

陆心源殁后 ，陆树藩将陆

心源藏书整体售予静嘉堂 ，然

而宋本 《心经 》《政经 》却不见

于 《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

录 》。 长泽规矩也先生曾在其

著作中提及 ，陆心源的藏书实

际上并未全部移交静嘉堂文

库 ，双方的当事人之间或许存

在着私下运作的可能性 ，因此

在静嘉堂文库以外的日本其

他藏书机构 ，也偶或能见到陆

氏旧藏。 《政经》《心经》的宋本

和手校本未入静嘉堂文库 ，恐

怕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据傅增湘 《藏园群书经眼

录 》卷七 《真文忠公政经 》中著

录的藏书印线索 ， 可知宋本

《政经 》自皕宋楼流出后 ，先后

由张鸣珂 、蒋凤藻收藏 ，但此

书现藏何处则尚属未知 。 《嘉

业堂善本书影 》 卷四收录了

《心经 》 书影 ， 对书影上的藏

书印进行分析 ，可知宋本 《心

经 》在陆心源殁后 ，经张鸣珂

转为刘承幹所有 ， 现藏台湾

“国家图书馆 ”。 阿部隆一先

生在 《增订中国访书志 》中对

这部宋本进行了解说 ，却没有

指出该书就是陆心源旧藏。

由于宋本的存在 ， 陆心

源手校本 《政经 》 《心经 》的文

本价值谈不上特别重要 。 然

而 ，通过书中的朱笔校勘 ，我

们能切实地感受到陆心源严

谨的治学态度 。

近代中日学术交流

研究

文汇报 ：近代中日学术交

流是先生的研究方向之一 ，您

所著的 《书舶庸谭译注 》对董

康 《书舶庸谭 》 中涉及的人

物 、文献作了详尽的考订 。 在

译注过程中 ， 您对董康在学

术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有着怎

样的看法 ？

芳村弘道 ：董康曾多次访

问日本 ，《书舶庸谭 》就是他访

问日本期间所写的日记 。近代

中国赴日本访书的学者 ，杨守

敬 、李盛铎等人可算作是第一

代 ， 其后的董康亦步武前人 ，

将日本的汉籍介绍到中国 。比

如 《古逸丛书 》中影刻了日本

所藏旧钞卷子本 《文馆词林 》；

在 《书舶庸谭 》中 ，董康提及他

在高野山访得 《文馆词林 》弘

仁钞本 ，并在珂罗版技术专家

小林忠治郎的帮助下 ，以珂罗

版的方式影印出版 。

《文馆词林 》是许敬宗编

撰的诗文总集 ， 成书于唐代 。

全书至北宋即已亡佚 ，部分残

卷保存在日本 。阿部隆一先生

著有 《文馆词林考 》，对我的研

究影响很大 。我之前并没有跟

从老师进行系统的文献学科

的学习 ，但在学习前辈学者著

作的过程中受到了不少启发 。

自 1988 年起 ， 我开始了译注

《书舶庸谭 》 的工作 。 当时我

在冈山县的就实女子大学任

教 ， 译文与注释陆续发表在

《就实语文 》 上 。 一开始用的

底本是四卷本的 《书舶庸谭 》，

翻译完毕之后 ，考虑到 《书舶

庸谭 》九卷本与四卷本版本不

同 ，内容存在着增删 ，文字也

有出入 ，于是又根据九卷本重

译 。所用底本以二十余年前在

神保町的山本书店购得的董

康旧藏本为主 。这部董康旧藏

本是诵芬室 1939 年刊本 ，钤

有董康 “宝鼎香浓 /绣帘风细 /

绿窗人静 ”朱文方印 ，以及 “课

华庵 ”朱文椭圆印 。 此外参校

了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出

版的王君南 《董康东游日记 》

整理本 ， 以及台湾世界书局

1971 年影印的 《书舶庸谭 》九

卷本 。

藏书的兴趣与心得

文汇报： 南京大学金程宇

教授主编的 《和刻本中国古逸

书丛刊 》 中 ，《古文孝经标注 》

《玉篇残卷》（三种之一）、《新刊

音释校正标类蒙求》《新编群书

类要事林广记 》 《笺注欧苏手

卷》 使用了您的私人藏书作为

影印底本， 能否分享一下藏书

的经历和心得？ 其中这部南宋

陈元靓编纂的《事林广记》是内

藤湖南批校本， 可否具体介绍

一下？

芳村弘道： 要说藏书的兴

趣，可真是久远的事情啊。 也许

人总会有一点收集什么的癖好

吧。 我小时候喜欢收集昆虫，小

学二年级开始， 对着昆虫图鉴

学习昆虫的名字。 从高中起，热

情开始集中在收藏汉籍上 ，一

直持续到现在。 高中和大学的

时候，因为零用钱有限，为了买

书而去努力打工赚钱， 终于能

够购得喜欢的书， 那种喜悦的

心情，回想起来真是印象深刻。

这些年来， 随着汉籍书价的持

续上涨， 藏书成了一种奢侈的

爱好。

《事林广记 》是在鹤本书

店 购 得 的 ， 为 元 禄 十 二 年

（1699） 京都今井七郎兵卫 、

中野五郎左卫门刊本 ， 其所

据底本为元泰定二年 （1325）

刊本 。 泰定本保留了 《事林广

记 》早期版本系统的面貌 ，在

中国久已亡佚 ， 因此元禄本

是很重要的版本 。 在鹤本书

店所见的元禄本 《事林广记 》

内页有着 “共十本 。 壬寅正月

念四 ，炳卿 ”的题识 。 内藤湖

南 字 炳 卿 ， 壬 寅 年 即 1902

年 。 书中又用相同的字迹书

写批注 ， 提及以明洪武本校

录八思巴文 ， “此书有洪武壬

申仲春梅溪书院重刊本 ，编

次体裁 ，已多异同 ，盖 《至元

译语 》 删去不存 ， 今对校如

下 ”云云 ，可知这部 《事林广

记》原是内藤湖南的旧藏。能有

缘购得，真是非常高兴。

文汇报：关于购书与藏书，

是否有一些难忘的经历？

芳村弘道：最难忘的经历，

当属 1995 年时，我在名古屋的

一家旧书店里无意中发现一册

《文章正宗 》的残本 ，书品相当

破旧 ， 但根据用纸与字体 ，能

判断出这是元末明初的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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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陆心源手校本

《政经 》《心经 》 书影

（书影转载自芳村弘

道《陆心源手校本〈政

经·心经〉》， 京都：中

国艺文研究会 《学

林》，1985 年第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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