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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林

张宗祥先生的一生为保

存、 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作出了

不懈努力 ， 取得了丰硕成果 。

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除

了补抄、 手校 《文澜阁四库全

书》 的巨大文化工程， 他还留

下了著作 60 多种， 500 余卷。

特别是他亲手抄校 、 辑录善

本 、 珍本 、 孤本古籍 280 多

种 、 2100 余卷 。 其中瑰宝即

影抄宋元刻本 ， 即将以高仿

真 、 原 尺 寸 套 色 印 行 出 版

（《张宗祥影抄宋元刻本影印丛

书 》）， 此诚学术界 、 出版业 、

图书馆及古籍爱好者所值得庆

幸之盛事。

张宗祥先生影抄宋元刻本

具有宝贵的文献价值、 重要的

学术价值和考据价值。 这套丛

书的出版对继承并发扬中国的

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广的现实

意义。

张宗祥先生于 1919 年任

京师图书馆主任 （即今国家图

书馆馆长 ）， 其时正值清政府

皇家秘籍转变为公共图书的

关键时刻。 他负责接收清理属

于皇家天禄琳琅秘籍的三个

部分的全部典藏 。 第一 ，是皇

宫内苑藏书 ，包括宋元明清的

谱牒 、档案和藏书 ；第二 ，是内

阁藏书和档案 ；第三 ，是翰林

院藏书 （大都已损失 ，不过还

追回了部分 《永乐大典 》）。 此

外 ，还有采进之书 ，其中最重

要的是 8000 卷敦煌卷子 。 介

绍这一情况是想说 ，张先生一

生所抄近万卷书 （今存 2000

多卷 ），没有一卷是随便抄的 。

他抄的书 ，除了必须是重要而

有价值的书之外 ，还必须是孤

本 ，或难得一见的珍本 、善本 ，

独一无二的稿本等等。 张老先

生不仅几乎读遍中国古籍 ，

而且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 已

经几乎读遍了所有版本 。 他

留给我们的 2100 多卷书 ， 卷

卷都是从中千挑万选的宝贝 。

再有 ，一部分底本已随故宫博

物院和中央图书馆迁台湾时

带走 ; 另一部分留在民间的底

本也作为 “四旧 ”被糟蹋殆尽 ，

所以留下的这批 “宝贝 ”就更

加珍贵 ， 更有必要出版流传 ，

开发利用了。

兹再就《张宗祥全集》中所

含诸书，择要介绍如下：

《水经》三卷，汉桑钦撰，明

杨慎辑；影抄明刻本。

《水经注 》四十卷 ，北魏郦

道元、善长撰；影抄宋刻本。

所谓 “影抄 ”， 相当于今

日之彩色照相版 ， 字体 、 尺

寸、 版式、 钤印甚至蠹孔、 蛀

斑一一照描。 此二书关系到近

二百年来， 至今仍在争论的一

件学术上的大公案 。 《水经

注 》 是中国古代有名的地理

书， 但在 1000 多年的流传中，

辗转传抄 ， 经文和注文混杂 ，

弄到读不懂 、 讲不通的地步 。

这部书讲到 100 多条大河及

1200 多条支流 ； 经注混杂的

地方有 500 多处。 到清乾隆年

间， 杭州人赵一清发现了一个

以前治 《水经注》 的人未见过

的本子， 据此找到区分经注的

方法 ， 并将此事向全祖望请

教 。 全祖望花了五年时间校

订， 到死没有完成。 赵一清接

着又做了九年， 也死了， 也还

没有完成； 但留下了一部赵校

全注的 《水经注》 本子。 到修

四库全书时， 浙江省就把这部

赵校全注的 《水经注》 进了上

去 。 四库馆臣一共 60 人 ， 清

一色的翰林 。 后来人手不够 ，

又增加了五人， 三个进士、 两

个举人。 其中的一个举人名叫

戴震 ， 字东原 。 他虽只是举

人， 但学问和才华却是全部馆

臣中最拔尖的几个之一。 他负

责的是周礼和古代算学的部

分 。 他自己一向研究 《水经

注 》， 此时听说宫内有一部很

好的 《水经注》 而且皇帝还特

地题了诗 ， 于是他提出申请 ，

要求看一看此书 。 但上面认

为 ： 从翰林手中把书调给举

人， 不行。 因此戴东原始终不

承认看过赵校全注的 《水经

注 》。 四库成书 、 散馆后 ， 戴

自己出资刻了一部 《水经注》。

1777 年 ， 戴东原死 ， 此时赵

已死了 13 年 ， 全已死了 23

年。 争论是从他们的学生辈开

始的。 争论的一方说戴抄袭了

全、 赵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则

尽力为戴辩白 ， 说他没有抄 。

前者有魏源、 王国维、 余嘉锡

等， 后者有段玉裁、 胡适和日

本的森鹿三等人； 中间还有息

事宁人的， 有梁启超、 张元济

和张宗祥先生。 张宗祥先生抄

录的 《水经 》 不带注的单行

本， 从未见过著录， 是所有卷

入争论者所未见。 宋版 《水经

注》 虽然不能解决争论的所有

问题， 但也一定有助于问题的

解决 。 2003 年 ， 浙江大学陈

桥驿教授在 《水经注图》 一书

的序言中， 专门谈到了这场争

论， 但没有提到张先生的无注

本 《水经 》。 此书的影印出版

将受到地理学界尤其是国内外

研究 《水经注》 的学者的极大

关注。

《世说新语 》三卷 ，宋刘义

庆撰， 梁刘孝标注； 影抄北宋

本，日本内阁藏本。

《合校世说新语 》 三卷 ，

谱一卷、 考异一卷、 注引书目

一卷、 佚文一卷。

今本 《世说新语》 为六卷

本。 此书三卷本国内从未见著

录，可能唐代已流入日本。每卷

前后有 “金泽文库 ”印记 ，首页

有 “秘阁图书”、“帝室图书”之

章。 据说为未经后世增损的真

本， 其可宝贵亦人所共赏。 清

末， 由一个偶然的机会被田伏

俣从日本内阁影抄携归。 1938

年在武汉从徐行可手中影录 。

今徐本已不知去向， 是册极可

宝也。

合校本《世说新语》由张宗

祥先生以三卷本、陆游十卷本、

王世懋刻本、凌瀛初刻本、汪氏

考异、诸家谱系及唐写残卷，历

时 30 余年校补写定，真可谓力

求尽善尽美者也。

《周昙咏史诗 》三卷 ，唐周

昙撰，影抄北宋或晋天福本。

明权相严嵩被抄家时 ，得

宋版书 6853 部。传至今日全世

界所存不过 1000 部左右，又多

为残本和复本， 而且基本上为

南宋刻本， 能确定为北宋本的

仅仅十几种。此为北宋本，或为

更早于北宋的天福本， 其宝贵

可知也。

《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四

卷，宋苏东坡撰，影抄宋本。

此本抄于 1919 年前后，原

书缺一页， 由张宗祥据别本手

写补全。为将此书刻版，张宗祥

将手写的《李长吉诗集》书版卖

掉。 今长吉诗集的书和书版均

已佚失，而《东坡先生和陶渊明

诗》 的书版被时任教育总长的

傅增湘买走，后携去台湾，今存

否不详 。 书中有山海经诗 13

首，第十一首咏精卫，有一句为

“形夭无千岁”， 但有人认为此

句是“刑天舞干戚”。 这一争论

起自南宋，至今未有结论。争论

双方所根据的只是宋以来的笔

记资料， 谁也没有见过宋版书

的原文。鲁迅杂文中采用“刑天

舞干戚 ”。 今本大学教程也用

“刑天舞干戚”，其实都是误用，

张宗祥所录宋版原字为 “形夭

无千岁”，乃与所咏对象“精卫”

相贴切。

《张宗祥全集》中 22 种 135

卷影写书，均属此类，为最宝贵

之文献。影抄书的价值，一般人

不易了解。 郑振铎《西谛书话》

360 页上说：“书贵旧刊， 实非

仅保存古董也。乾嘉诸老，往往

重视影抄旧本， 几与宋元刊本

等量齐观，良有以也。 ”

每部书皆有张宗祥题记或

校记，有的还有专论，但不与原

书相附， 而散见在先生的各种

著作中。 不过笔者已将这些全

部分类辑出， 将来可与原书一

同印行。 张宗祥影抄本部分书

目为 ：宋刻本有 《周昙咏史诗 》

三卷 （唐周昙撰， 北宋或天福

本）、《世说新语》三卷 （北宋本

原日本内阁藏本 ）、 《大学章

句》 一卷 （宋朱熹撰， 宋大字

版）、《水经注》四十卷、《纂图互

注扬子法言》十卷（汉，扬雄撰，

唐柳宗元、宋司马光等注）、《武

经七书 》六卷 、 《唐李推官披

沙集 》 十五卷 （唐李成撰 ） 、

《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 四卷、

《群经音辨 》 七卷 （唐贾昌朝

撰 ）、 《酒经 》 三卷 （宋大隐

翁撰 ）、 《小百宋一廛书叶一

百十三页》；元刻本有《隶录》七

卷 （宋洪适撰）、《诗法源流》一

卷 （元杨仲弘撰 ）； 明刻本有

《释名》八卷（汉刘熙撰，明翻宋

刻本 ）、《宋纪受终考 》三卷 （明

程敏政撰， 家刻本）、《水经》三

卷（明杨慎辑）、《新语》二卷（汉

陆贾撰，天一阁奇书 ）；清刻本

有 《内典文藏序目 》一卷 （钱谦

益手书本撰 ）、《黼黻图 》 一卷

（清王仲瞿撰 ）、 《国朝五礼序

例 》五卷 （ [高丽 ]中 叔 舟 等

撰 ）； 疑是影抄书 （未见原书

者 ）有 《剡录 》十二卷 （宋高似

孙撰 ）、《群经冠服图考 》 三卷

（清黄世发撰 ）；南宋临安睦亲

坊陈道人刻书六种———《橘潭

诗稿》一卷 （宋何应龙撰 ）、《庸

斋小集》一卷 （宋沈说撰 ）、《学

诗初稿 》一卷 （宋王同祖撰 ）、

《芸居乙稿 》一卷 （宋陈起 [宗

之 ]撰 ）、 《菊潭诗集 》一卷 （宋

吴仲孚撰 ）、《云泉诗集 》 一卷

（宋释永颐撰）。

张宗祥遗著 、遗编大部分

存浙江图书馆 ，也有在海宁图

书馆和家藏本 ，估计还有散存

国家图书馆或其他地方的。 我

在写作 《张宗祥传 》 的过程

中 ， 多次与先生的女儿张玖 、

女婿徐祖鹏 、 孙子张耕 、 外

孙女徐吉联系磋商 。 张宗祥

先生的家属希望笔者促成张

宗祥先生全部遗稿 、遗编陆续

整理出版 。 吾于 50 多年前幸

承先生耳提面命 ，今已垂垂老

矣，犹思发扬先生余辉。 近 20

年来曾多次向有关方面建议

出版先生遗墨 ，今得浙江图书

馆 、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朋友们

的帮助 ，得尝所愿以慰先生在

天之灵。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

学院）

郑绍昌

■

张宗祥先

生不仅几乎读

遍中国古籍 ，

而且其中最重

要的部分 ，已

经几乎读遍了

所有的版本。

———兼谈影抄书的价值

张宗祥先生抄的书，除了必须是重要而有价值的书之外，还必须是孤本，或难得一见的珍本、善本，

独一无二的稿本等等。

张宗祥先生留下的宝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