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专专：中国读者对李约瑟

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比较

熟悉，但可能不会想到他拥有丰

富的汉籍收藏，请莫弗特馆长先

介绍一下李约瑟线装书收藏的

概况。

莫弗特：我所在的图书馆拥

有西方最大的私人藏书之一，即

李约瑟先生的汉籍收藏。他并非

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家，他收集这

些书籍，并非因其稀有性或版本

精美， 而是为了研究中国的科

学、技术和医学史所用，这点从

藏书中的注释、标记的段落和制

作的签条可知。

李约瑟最早的中文藏书可

能是 1938 年鲁桂珍送他的，是

中国人学习古代汉语的童蒙读

物， 他在这些书上做了大量批

注。 1943年他前往中国，在重庆

的英国大使馆建立了中英科学

合作馆，他的工作使他在中国访

问了 330多家组织机构，并接触

了大量政治人物、科学家、人文

学者和普通百姓，这使他后来有

机会收集中文书籍，例如傅斯年

曾送给他《天工开物》的印本。他

返回欧洲后，尽管中国当时的战

乱带来了种种困难，但竺可桢和

李书华等朋友仍在继续帮他广

收书籍。

1949 年以后， 李约瑟多次

来中国学术访问，就藏书而言最

重要的是 1952 年 、1958 年和

1964 年。 中国科学院的老朋友

再次帮他购买不少书籍。如果没

有这批收藏，可能也就没有后来

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和医学

史的大量文章。 在此意义上，它

是中英学术合作和文化交流的

一座丰碑。

宋专专：徐艳老师在剑桥大

学访学时也去拜访过李约瑟研

究所，您能否圈点一下这批藏书

的特别之处？

徐艳：我是 2013 年 6 月到

9 月在剑桥大学东亚系访学。剑

桥大学东亚系有悠久的中国学

研究的传统，我们都知道的“威

妥玛式拼音法”，相关的两位学

者威妥玛和翟理斯， 都是东亚

系中国学最早的创始人。 李约

瑟研究所在整个剑桥大学的建

筑群里是非常另类的， 剑桥大

学的建筑都有上千年历史 ，混

合了各个时期的建筑风格。 李

约瑟研究所是偏东方风格的 ，

他和他夫人的墓碑就在研究所

的菩提树下。

世界上可能再也找不出另

一个这样的图书馆， 它完全是

以李约瑟的皇皇巨著 《中国科

学技术史》为中心，对书进行分

类。 图书馆内的李约瑟藏书本

已有编目， 也收在剑桥大学图

书馆的总编目中。 但莫弗特馆

长邀请我查看了他收藏的古籍

中尚未被整理的部分， 我们发

现其中一些善本的版本考订尚

未完成。

当时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很

多书里面夹着批注，这种书被自

然使用的状态，只有在一个保存

非常完善的私人图书馆里才能

看到。就些批注让我觉得很接近

李约瑟先生：他在什么地方和什

么人交往，他看到什么书，有些

什么想法， 都写在这些批注里。

所以我当时想根据李约瑟的其

他资料，比如日记、索引卡片等，

做一个李约瑟的藏书纪事考。

宋专专：我们知道陈正宏老

师对这批汉籍进行了详尽的调

查和著录，请您简单谈谈整个编

目过程。

陈正宏：其实我最初对这个

收藏的整理，兴趣并不大。 从编

目的角度来讲，最希望整理没有

编目过的收藏。李约瑟的藏书已

经有一个线上目录，另外，他的

汉籍收藏中，有一块很重要的收

藏是中医方面的书，中国中医研

究院的郑金生教授在很多年前

已经对中医书籍做过一个比较

好的书目。 我当时在法国编目，

抽空去了剑桥，看过这批汉籍后

发现， 还是值得重新整理一下。

首先，已有的线上汉籍目录是个

英文目录， 而且只是个书名目

录，没有版本信息，也丝毫看不

出李约瑟为何对这些书有兴趣。

第二，李约瑟的书里确实有些不

错的书，和我们以前理解的普通

汉籍很不一样。

跟莫弗特馆长讨论以后，我

们商定，主要是编李约瑟藏书中

古籍部分的目录， 分两步走：首

先把全部古籍过一遍，把善本挑

出来，编一个善本图目，这一步

已经完成，最近由中西书局出版

了《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

科学史图书馆藏汉籍善本图目》

（简称 《善本图目》）； 在此基础

上，把所有大约不到 700种古籍

编一个普通的目录。

李约瑟的书籍非常有意思。

中国古籍包括经史子集，他收藏

的绝大部分是子部的书，而且子

部中有很多奇怪的书。集部的书

则几乎没有，后来发现了清代同

治年间嵩申考进士的一个朱卷。

朱卷类似于我们高考的考卷，考

取进士后，为了光宗耀祖，就把

考卷出版，出版过程中又把祖宗

十八代和自己的简历全部附上。

这就是李约瑟汉籍收藏中唯一

的集部的书。我们后来把这个履

历和上海图书馆编《清代朱卷集

成》中的比了一下，发现作者还

修改过。 具体著录时，根据实际

内容， 把它算在史部的传记类

里，这样比较合适。

整个《善本图目》包括 100

种书，我们分经史之部和子丛之

部。经史 28种，其中经类 11种，

史类 17种。子丛之部分了两卷，

上卷共 43 种，包括儒家、兵家、

农家共 14 种，医家 16 种，道释

类、 附耶教一共 13种； 下卷共

29 种，术谱类 15 种，杂家类 10

种，类书丛书类 4种。 这个分类

是以四部分类为基础， 略加调

整，基本显示了李约瑟藏古籍善

本的特色。

特别要提出的是，医家类是

在郑金生教授所编目录中选了

16 种， 但版本认定上我们有所

修改。 比如其中的《本草纲目》，

原本认定为明刻本，我们研究后

发现是一个清代翻刻本，而且不

全。 比如非常有名的唐慎微《重

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原

来著录是成化年间翻刻，后来我

们请上海图书馆的古籍版本鉴

定专家郭立暄研究员鉴定，认为

要比成化晚一点，是嘉靖年间翻

刻的。

宋专专：李约瑟并不是传统

意义上的藏书家，所藏并非精美

罕见的善本，那么，整体地看这

批汉籍收藏，在?本学意义或其

他方面有什么特色和价值？

陈正宏： 总体而言有这些

特色：一个是藏书跨度非常长，

尽管没有宋本， 但有一个元刻

本， 这个元刻本当然是很晚印

的，下迄晚清的一些石印本，有

些石印本很不错，比如《会通机

器图说》，是光绪年间潘氏愈愚

斋的自印本，中英文对照，也很

漂亮，外面买不到，图书馆也很

少见到。

第二个特点是有域外汉籍

收藏，即除了中国古籍以外，还

有日本、朝鲜的汉文古籍。 我们

研究古籍不仅要关心中国的古

籍， 还要关心受中国影响的周

边国家的汉籍。 李约瑟藏书中

发现了一个朝鲜本， 时间上并

不算太早， 底本大概是朝鲜的

万历时期的，有中国的年号，影

印应该是在 50、60 年代。 它的

稀罕之处在于， 不是韩国影印

的，而是朝鲜影印的。 韩国藏汉

文文献不少， 朝鲜的书我从来

没见过。

第三个特点，多中外名人和

机构赠书。 傅斯年除了送他《天

工开物》， 还送了一个 《周礼郑

注》的影印本，有亲笔签名。还有

像《周易》这本书，书本身无甚特

别， 是个同治刻本的民国重印

本，但递藏关系很有意思，先后

由民国时期教育家何思源 、荷

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收藏 ，有

两人的钤印。 高罗佩是很有中

国情调的，“高罗佩藏” 的印不

止一个，刻得很漂亮，还有一个

他的斋号“芷台”的印。

从藏书中还可看出， 李约

瑟长时间坚持研究中国科技

史， 离不开从民国直到新中国

成立后，中国政府的支持，所以

他的有些书是机构送的。 有些

书上有国立浙江大学图书馆的

藏印， 是当时竺可桢校长代表

学校赠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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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专专

李约瑟和线装书的故事

《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藏汉籍善本图目》，精

选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藏书中的汉籍善本 100

部，加以科学准确的著录，希冀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展示李约瑟对

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并一窥其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经历。 近

日，中西书局编辑宋专专对《善本图目》英方主编、英国剑桥李约瑟

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莫弗特（John Moffett），中方主编、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陈正宏，编委之一、复旦大学古籍整

理研究所教授徐艳，进行访谈，围绕李约瑟汉籍收藏，谈论他作为

西方汉学家的与众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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