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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 !" 据称是当今存世最完
整的一套# 在梵文文献收集方
面" 博德林开始时主要依靠牛
津大学的东方学教授马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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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欧洲搜
集"成效极为显著#

()*+

年时"

博德林已成为欧洲梵文抄本数
量居于第二位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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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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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末"博德林又从考古
学家郝爱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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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购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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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梵文和帕拉克里语手
稿" 其中有些手稿是极为罕见
的写在桦树皮上的文献# 在波
斯文献的收集方面" 博德林也
毫不逊色#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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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购得
的 威 廉'乌 斯 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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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爵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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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波斯手
稿尤为珍贵#在这些手稿中"有
一部

,8+.

年奥玛'海亚姆的
(鲁拜集!异常精美# 而大约同
时期的一部抄本薄伽丘 (十日
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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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完成于佛罗伦萨 "

系插图本"也是精美绝伦"五百
多年过去"风采不减#

为了能够聚集更多有价值
的珍贵书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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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博德林
成立了 )博德林之友 *+ 这是
一个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
)朋友圈*" 他们为博德林购买
和捐赠了大量的珍贵图书# 斯
威夫特的 (布商的来信 !" 蒲
伯的 (论批评 ! (夺发记 ! "

斯特恩的 (项狄传 !" 斯摩莱
特的 (蓝登传 !" 约翰逊博士
的 (漫游者 ! (闲人 !" 华兹
华斯的 (抒情歌谣集 ! (素
描!" 雪莱的 (麦布女王!" 汤
尼生的 (两兄弟诗集 !" 司各
特的 (威弗利 ! " 柯勒律治的
(克丽丝德蓓 ! (忽必烈汗 !"

这些书的初版本" 都是由 )博
德林之友* 购买后赠送给图书
馆的# 其中有些书" 像雪莱的
(麦布女王 ! " 初版本极为少
见" 寻寻觅觅将这些书海中的
一颗颗金粒找到并汇集" 着实
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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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牛津学者安东
尼'伍德曾如此评价博德利爵
士,)毋庸置疑"托马斯'博德利
将与他的国家一样不朽 #* 博
德利的朋友弗朗西斯'培根也
赞扬他的图书馆是 )将知识拯
救于滔滔洪水的方舟 *# 博德
利当然值得赞扬" 他创建的图
书馆使得大量有可能消失于历
史烟尘之中的珍贵书籍得以保
存下来 " 称其图书馆为 )方
舟* 恰如其分# 其实" 因热爱
知识而进入博德林图书馆工作
的每一位馆员都值得颂扬# 如
果 没 有 尼 克 尔 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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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任馆
长& 的眼力与魄力" 博德林就
没有玛格丽特王后福音书 %当
时只花了

+

镑 &" 也不会有埃
及藏经洞中的希伯来文献" 更
不会有那么多的古希腊莎草纸

文献# 如果没有图书馆员斯特
里 克 兰'吉 布 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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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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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莎
士比亚第一对开本也不可能传
奇性地重新回归博德林 # 此
外" 牛津本校的学者与牛津的
毕业生 " 也是重要的贡献者 #

以布尔迪厄的理论分析" 他们
都是社会诸)场域*中的精英阶
层")社会资本*雄厚"这使得他
们能够接触到人类优秀的知识
与文本" 留下青春印记的母校
和图书馆" 常常成为他们晚年
捐赠书籍的对象#这些人"共同
铸造了今天的博德林#

万川归海 ! 学术与

收藏互为促进

博德林的藏书" 每年都有
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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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 " 仅馆藏印
刷书籍已超过

9.

万册# 自
,?

世纪初期起" 包括博德利本人
在内" 历任馆长即为扩大图书
馆场地而奔波# 老博德林图书
馆方庭北面" 原来是牛津大学
出 版 社 所 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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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满足图书馆扩充
需要 " 出版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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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搬离
了这幢大楼" 还把所藏的萨缪
尔'约翰逊博士的藏书捐给了
博德林. 老博德林图书馆南面
的拉德克利夫图书馆" 由拉德
克利夫爵士捐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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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建
成" 系英国第一座圆形穹顶图
书馆" 以收藏医学及科学类图
书见长" 但因管理不善" 图书
馆停滞不前" 经过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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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为博德林的阅览室. 老博
德林图书馆初成立时居于二楼
一隅" 其底层是牛津大学考试
学院" 系牛津学生举行重要考
试和开办各类讲座的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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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经过与校方
长期商谈" 考试学院在高街上
另择新址" 原场地也让给了博

德林+ 后来" 博德林还在拉德
克利夫阅览室和老博德林图书
馆之间的地下挖建了一个地下
书库 %可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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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册 &" 并
修建了连接二者的地下通道 +

@.

世纪
@.

年代" 洛克菲勒基
金会捐资

9.

万英镑 " 牛津校
方开始在宽街的北面筹建博德
林新馆---这就是

@.

世纪
9.

年代落成的威斯特图书馆+ 图
书馆的持续扩充为来自四面八
方的书籍找到了安居之所+

回首遥望" 四百年的博德
林图书馆确实完美地体现了博
德利爵士 )建一座学术性公共
图书馆* 的理想+ 事实上" 博
德林图书馆的馆藏书籍真正做
到了学术与收藏齐头并进+ 从
收藏方面看" 上述提及的很多
著名珍本 / 善本 " 甚至是孤
本 " 无论是购买 " 还是捐赠 "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牛津大
学学者的帮助下获得的 # 例
如 " 王后学院教授阿奇博尔
德'塞 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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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知名的亚述问题研
究专家 / 语言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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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将个人收集/ 源自卡纳克神庙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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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份陶片捐赠给了图
书馆" 使后者的陶片收藏称冠
全球" 为其他学者的研究奠定
基础# 前述马隆等人捐赠的英
国早期英文印刷品" 则使牛津
成为早期英国文学研究的重
镇# 事实上" 很多馆藏著作可
能在图书馆中沉睡多年" 而研
究者与他们的不期而遇" 往往
开启一个学术研究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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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

年代 " 尚在剑桥读书
的 杜 德 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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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德林图书馆发现了 (新锲
三藏出身全传 !" 这部万历年
间由阳至和编/ 福建建阳书商
朱苍岭刊印的小说" 后来被称
为阳本 (西游记!"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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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中后期由乔治'伯克利勋爵捐
赠给图书馆的 # 杜德桥的到
来" 唤醒了沉睡了三百多年的

阳本 (西游记 !" 他据此撰写
了多篇考证 (西游记! 祖本的
论文" 并以此作为博士论文论
题" 后来还出版了专著" 收入
)剑桥中华文史论丛*# 同样是
在

,?

世纪五六十年代 " 博德
林获得了英国著名海洋法专
家 / 藏 书 家 约 翰'塞 尔 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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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几乎全部藏
书 # 这次难得的捐赠卷帙浩
繁" 包括大量珍稀文献" 既有
墨西哥的抄本" 又有诸多东方
学文献# 鉴于藏书数量众多且
价值非凡" 图书馆专门在汉弗
莱图书馆旁辟出空地用于其书
存放与陈列" 这就是迄今仍在
使用的塞尔登角# 由于塞尔登
个人的知识兴趣" 他还收集了
不少地图" 其中有一幅中国地
图 #

@..-

年 " 美国学者巴彻
勒在牛津进行学术研究" 偶然
发现了这张沉寂

J*.

余年的地
图" 他据此撰写了 (伦敦, 塞
尔登中国地图与全球都市的崛

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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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时任牛津大
学邵逸夫汉学讲习教授的著名
汉学家卜正民也据此写出 (塞
尔 登 先 生 的 中 国 地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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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
书从不同的视角出发" 探讨全
球贸易的发展" 引发诸多探讨
与争议#

T T T

博德林图书馆是一座知识
的海洋" 她是由成千上万名对
知识与书籍有着虔敬之心的爱
书人共同构筑的知识王国# 四
百多年来"通过各种方式"四面
八方的书籍持续不断地汇聚于
牛津小城"汇入博德林之海"成
就了一座伟大的图书馆" 书写
了一个又一个士林传奇# 在可
见与不可见的未来" 这种传奇
还将继续00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副

教授#牛津大学访问学者$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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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写

作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 图

片除注明外# 均来自博德林图

书馆数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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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牛津地图$ 这是博德林图书馆所藏最为古老的牛津地图$

馆藏的
!$

世纪晚期航海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