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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读者方便找到需要的家谱，这个任务很重”

顾廷龙先生《苏东坡法书石刻目录》整理记

著名图书馆事业家、古籍版本目录

学家、书法家顾廷龙先生，1904年11月

10日出生于江苏苏州。今年是他诞辰

120周年。

顾廷龙1932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

学研究院国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之

后即投身于图书馆事业，先后担任燕京

大学图书馆采访部主任、上海私立合众

图书馆总干事、董事。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后，历任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委

员、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上海图

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顾廷

龙在图书馆园地勤奋耕耘近70年，视图

书文献为生命，将自己一生都贡献给了

图书馆事业。

1995年10月4日，为加强上海市的

图书情报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市府决

定，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

究所宣告合并，成为上海市人民政府的

一个直属机构，也是第一个省市级的图

书情报联合体。因工作需要，我自安徽

调回上海任馆（所）党委书记，马远良任

馆（所）长。

新馆所领导班子成立后，我们在抓

好馆所合并各项工作、筹备新馆开放等

工作的同时，十分重视历史文献的抢救

整理工作。1995年12月30日，馆所即成

立历史文献抢救整理领导小组，由我任

组长，成员有马远良、陈燮君、王世伟、吴

建中以及古籍部、近代文献部的负责

人。旋于1996年1月9日，馆所召开历

史文献抢救工作动员会，会上宣布成立

抢救工作运行班子，由党委副书记王世

伟担任组长，整个抢救工作分阶段进

行。由陈先行担任碑帖、拓片抢救整理

小组组长，整理工作地点设在长乐路书

库；胡德担任家谱抢救整理小组组长，整

理工作地点设在龙吴路书库。

上海图书馆抢救历史文献的工作也

得到上海市政府的重视。市政府财政每

年拨出100万元专款支持，上海图书馆

抢救历史文献的各项工作加快了进度。

1996年12月20日上午，上海市在位

于淮海中路1555号的上海图书馆新馆

知识广场举行新馆开馆庆典仪式。长住

北京的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顾廷龙专程

前来为新馆开馆剪彩。号称位居世界十

大图书馆之列的上海图书馆新馆开馆成

为上海市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盛事。

顾廷龙老馆长看到新馆所的面貌

非常高兴，对新馆所重视历史文献的抢

救整理工作，更是十分欣慰。新馆所开

馆第三天，顾老就约我一起前往上图长

乐路书库和南京西路上图老馆古籍库。

我们驱车先来到位于长乐路、富民

路口的上图长乐路书库。在长乐路书库

门前，顾老一口苏州话，深情简要回顾了

自己1939年应叶景葵、张元济邀请，来

到现在的长乐路书库、当年称合众图书

馆担任总干事，1952年合众图书馆捐献

市政府改称历史文献图书馆，1962年成

为上海图书馆长乐路书库的近60年发

展历程。

在长乐路书库里，顾老介绍了在合

众图书馆、历史文献图书馆时期，曾有一

些社会名人、家族将私藏文献捐赠委托

图书馆保管。比较重要的有：

李鸿章完整文稿。顾老指出：由吴

汝纶编辑的《李文忠公全书》只是李鸿章

的部分文稿，其完整文稿资料等一直先

后由其子李经迈、孙李国超保存在上海

华山路复旦公学内的李公祠内，后搬入

重庆南路的震旦大学。顾老发现这批文

稿有三分之二未收入当时吴汝纶所编和

刊行的《李文忠公全书》中，有重要的文

献价值，于是设法争取将这批李鸿章的

完整文稿资料等，收藏保存在合众图书

馆，并加以整理。

“盛宣怀档案”。顾老介绍：作为李

鸿章幕僚，盛宣怀将经手事务记录的公、

私文档均予以保存，内容极为丰富，约有

十五六万件。盛晚年定居上海，“盛宣怀

档案”保存在盛氏祠堂内。1943年，因筑

路盛氏祠堂被拆除，盛家后人通过盛宣

怀生前好友张元济先生，将大部分档案

捐给合众图书馆保存，成为上海图书馆

的珍贵收藏文献。顾老又说：1976年，计

划对“盛宣怀档案”进行整理，为方便整

理，于是把这批资料搬运到南京西路上

海图书馆。

顾老介绍：长乐路书库还收藏有一

些名人资料，如熊希龄档案、郑振铎档

案、唐绍仪档案等。顾老指着库房里并

排的二只木箱对我讲：这只箱子保存的

是熊希龄档案，他做过北洋政府的总理，

他的妻子毛彦文现居台湾；这只箱子保

存的是郑振铎档案，解放后他做过文物

局长。

接着，顾老重点介绍长乐路书库搜

集保存家谱的情况。

他说，家谱是一个家族的档案资料，

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在合众图书馆时，

就开始搜集家谱。土改运动中，顾老看

到家谱等大量珍贵历史文献毁于一旦的

局面，心急如焚，终于说服了当时的“文

管会”，同意历史文献图书馆对家谱等资

料进行民间“收购”。顾老很快组织职工

分头向十多个省、市进发，从造纸厂的化

浆机旁、收破烂的废旧商店中，以及民间

百姓手中，购得了堆积如山的家谱等文

献资料。顾老特别提到：1955年秋某晚

十一时许，上海市文化局社文处徐钊电

告先生，上海造纸工业原料联购处从浙

江遂安县收购了一批约二百担左右的废

纸送造纸厂做纸浆，其中或许有线装

书。顾老获讯连夜赶赴现场察看，发现

“废纸”内有宝。次日，顾老即率员前往

翻检。工作现场是纸屑飞扬的垃圾堆，

顾老和工作人员不顾尘垢满面，汗流浃

背，经过连续十一天的辛勤劳动，抢救出

一大批珍贵历史文献，有家谱、史书等。

这样，历史文献图书馆收藏的家谱就有

六七万册。加上通过其他途径进入上海

图书馆的家谱文献，约有十万册，上海图

书馆成为世界上收藏中国家谱文献最多

的单位。

顾老又说：尽管上图收藏家谱数量

是全国最多的，但由于很多家谱是从造

纸厂、废品站等抢救出來的，破损严重：

有的虫迹斑斑，面目全非；有的缺面少

页，残缺不全。顾老强调指出：像这样破

损的数量很多，估计有一二万册，要组织

技工对家谱一页一页进行修补，同时要

对每部家谱作著录，让读者方便找到需

要的家谱，这个任务很重。

从长乐路书库出来，我们又驱车到

达南京西路上海图书馆老馆，直接来到

三楼存放“盛档”的地方。顾老介绍：

1976年曾请陈旭麓、汪熙、夏东元等大

学老师来到这里，与馆内职工一起选编

“盛档”资料，不过他们只是分类挑选有

关资料编成专集，选编后的资料就堆放

在旁边，今天无法查找原件。顾老说：

现在新馆建好了，条件好了，建议组织

人力将这些资料上架整理，每份资料要

按图书著录要求分类编目，方便读者检

索使用，要让读者找得到原件，这是个

大工程。

回到淮海中路上图新馆后，在领导

班子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要根据顾老的

指导意见，将家谱文献和“盛档”资料作

为馆所抢救整理历史文献工作的重点。

一是成立抢救整理家谱文献和“盛

档”资料的工作小组。由陈建华负责抢

救整理家谱文献小组，冯金牛负责抢救

整理“盛档”资料小组。抢救整理小组成

立后，立即制定计刬，积极开展工作。

二是成立由十多位技工组成的文献

修复小组。根据工作需要，新馆辟专室，

成立师傅带徒弟的由十多位技工组成的

历史文献修复小组，开始对破损家谱和

“盛档”资料进行修补。

三是1997年10月16至18日，由上

海图书馆举办“历史文献的开发与利用”

学术研讨会，会议内容涉及历史文献开

发与利用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信息技

术与历史文献的开发与利用等。

1998年8月22日，顾老在北京人民

医院逝世，享年95岁。今天可以告慰他

老人家的是，二十多年里，家谱文献和

“盛档”资料的整理与开发都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绩。

在家谱整理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

于2000年5月出版了《上海图书馆馆藏

家谱提要》，计220万字，收录了11700种

家谱。这是一部全面反映上图馆藏家谱

且具内容提要的重要工具书，获第三届

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二等奖。自2001

年开始，上海图书馆家谱整理进入第二

阶段，即编纂《中国家谱总目》，将分散在

世界各地的中国家谱编撰成一部联合目

录，其难度可想而知。在海内外近700

家家谱文献收藏单位、千余名编纂人员

参与下，投资 300余万，历时 8年，于

2008年12月，《中国家谱总目》由上海古

籍出版社出版，凡10册，1230万字，收录

全世界收藏的中国家谱52401种，608个

姓氏，是迄今为止揭示海内外收藏中国

家谱最完整的提要式专题目录。先后荣

获2009年度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

2010年上海市第十一届图书奖特等奖，

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

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等奖项。上海

图书馆不仅在家谱目录整理方面取得显

著成绩，在家谱内容开发上也获得重要

成果，陈建华主持编纂的《中国家谱资料

选编》历时10年，于2013年11月由上海

古籍出版社出版，共18册，计1930万字，

为一部具有较高利用价值的家谱原始资

料集。该书荣获2013年度全国古籍整

理图书一等奖等奖项。

上海图书馆在“盛档”整理方面，也

是硕果累累。“盛宣怀档案”整理组成立

后，即按图书馆对档案文献整理的规

范，对“盛档”进行了一页一页整理编目

工作，至2005年底完成全部编目。2006

年9月，上海图书馆启动了“盛档”原件

的全文扫描，至2008年8月，“盛档”全

文扫描工作宣告完成，建立《盛宣怀档

案元数据库》，数量达157564件，可供查

阅的档案达78万7千拍（页），上海图书

馆《盛宣怀档案元数据库》荣获上海市

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科学进步三等

奖。2008年12月，上海图书馆与国家

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签约，承担《盛宣

怀档案选编》编纂工作。历时六年，从

“盛档”中精选编成《盛宣怀档案选编》，

共100册，2014年6月由上海古籍出版

社 出 版 ，荣 获 上 海 图 书 奖 二 等 奖

（2013—2015）。

在顾廷龙老馆长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的时候，我们深切缅怀顾老为图书馆事

业做出的丰功伟绩，追思他的高风亮节，

学习他的高尚人品。顾老关于整理家谱

和“盛档”工作的指导精神，更是激励一

代又一代的上图人为保存、整理、研究、

开发历史文献而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2024年9月

（作者为上海图书馆原党委书记兼
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本文承陈秉仁、冯
金牛、胡德提供资料）

1997年10月上旬，我与陈先行兄从

沪至京，住北苑，一道协助顾诵芬院士为

拟编的顾廷龙先生《文集》汇稿并编目。

之后，同随顾先生返沪。将近一周时间，

我吃住在他的淮海寓所，继续理董、搜集

文稿。在与顾老朝夕相处期间，话题亦

及书艺。顾先生说：“于历朝书家中，尤

好苏轼书法,学之数十年，很相信苏轼

‘大字结密而无间，小字宽绰而有余’之

说，心摹手追，惜未能一似。我酷好金

石、碑帖之学，所见甚夥。曩曾草成《苏

东坡法书石刻目录》卡片，你带回看看，

有可取否？如有用，不急编入《文集》，先

加整理，待有机会可单独出一册。”随后

在书房内取出数叠卡片交我。

我返榕后，亟将近千张卡片逐一拜

读，倍感顾先生所编《苏东坡法书石刻

目录》（以下简称《苏目》）有极高文献价

值。从此目录可详实窥见苏轼所流传

的存世与史载的法书石刻，为研究苏轼

文学艺术提供了便捷途径。顾先生于

古文字研究，撰有《说文废字废义考》，

编有《古匋文孴录》，而于书学研究，则

编有《苏东坡法书石刻目录》，显见文字

学家与目录学家的治学方法和功力。

先生亦是当代著名书法大家，于书法中

之唐宋诸名家，最重苏轼书法艺术，从

临摹其碑帖至研治其书学，为掌握苏书

全貌，进而编撰《苏目》，纳入学术研究，

正是一位文献学家所具有的眼光与学

识的体现。顾先生曾编有数本书目，但

为书法家法书石刻编目，则此一册。而

为古代独个书法家法书石刻编目的，迄

今也未见，《苏目》亦属首编之目。

《苏目》所收资料源于金石类书

目、碑版法帖、刊物、抄本、古籍与域外

书籍等。目录编次基本以文体分类。

每目一卡片。大部分卡片是利用打字

废纸裁制而成，写在背面。这些纸上

所打字年月，均在1978年，从中可知顾

先生编此目时间在此前后。严佐之教

授在《秋日长思起潜师——写在顾廷

龙先生110周年冥诞之际》（刊2014年

11月11日《文汇报 笔会》）一文，也有

详细回忆1979年顾老嘱其将散见在各

种文献的苏东坡石刻书迹搜辑起来，

并亲笔写就“东坡书迹辑目”纂辑提纲

交与他的往事。

用卡片编目，早在1937年，先生

即以此方法编纂《章氏四当斋藏书

目》；1958年，编印《中国丛书综录》亦

同。1997年10月，顾先生赠我《章氏

四当斋藏书目》一书，并专就此事跋于

书内云：

此书为引得校印所排印，即以卡片
付印，较为迅速，从始编至出版，仅十阅
月。后来沪编印《丛书综录》，胡道静兄
亦采此法，以草卡付排。胡君驻印刷
厂，付排、打样、送校、成书甚速……

1997年底至98年初，我开始着手

整理，并在此过程中，曾就《苏目》内一

些不明处，多次电话与通信请教先生。

他不辞高龄，有问必答必复，先后就《苏

目》整理问题致函六封（均载入《顾廷龙

全集 ·书信卷》内）。顾先生在各函札中

指出：

《苏东坡碑帖目录》，此目录系我学
生林苇女士相助编录，我以为尚有参考
之用。林女士现在留美，前言后记必须
提及。
（1997年11月29日札）

《苏东坡碑帖目录》写样，拜阅，甚
好。誊清一份，再看。我想写一序或
跋，说一说我为什么要编此目。现在起
稿中。

目录样很好，但用纸恐较多耳。等
誊录完成后，再行商酌。
（1997年12月19日札）

《苏帖目》祈审阅，如何处理，请
酌夺。苏帖可能不够完整，但亦无法
补充。

东坡云：‘大字结密而无间，小字
宽绰而有余’。此说吾很相信，但现有
放大缩小之法，则不必在书写上用功
夫了，但还要请科学工作者解释之。
一笑！
（1998年3月23日札）

关于《东坡书迹》有些注字，因太简
化，记不清了。此间无书可查。若要到
北图、北大去，我不能独行，家中无人可
陪。即有人陪，我亦怕动。只能闭目冥
思。现在我想到的，我根据的书。

1、《金石彙目分编》二十卷附补遗，
清吴式芬撰，《补遗》子重周、重熹同撰

2、《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民
国缪荃孙撰

3、“续卷”，可能是《续补寰宇访碑
录》二十五卷,刘声木撰（近人），收在
《直介堂丛刻》

这三种书福州“省图书馆”当有
之。一切只好烦酌办。能查则查。刘
声木书当易查吧！

……
“前卷”，“前”字可能指《珊瑚网》，

如有机会到图书馆一查。
“前卷十七”可能是《珊瑚网》的

卷数。
数十年前事，记不清了。此地无

书，入城不易。贵地图书馆一查即知。
（1998年4月16日札。顾先生所答

复的“前卷”“后卷”“续卷”书名记忆有

误，经查，乃是《苏东坡集》中的《前集》

《后集》《续集》）

日前奉手书并校样，不胜感幸！
丁文波先生书法精工，为拙稿增

光，感何可言！晤时乞代致感激之忱，
为叩！
《苏东坡法书石刻目录》兹加一短

跋，敬乞斧正。
《苏东坡法书石刻目录跋》附正
（1998年5月1日札）

我均遵从顾先生所示，进行整理。

《苏目》编撰分二大部分，一为有年月的

法书石刻，一为无年月的法书石刻。当

时，拟照先生主馆合众图书馆时，手书

上版的《补藤花馆石墨目录》版式，特请

福建著名书法家丁文波抄写，于1998年

3月抄毕《苏目》无年月部分，即复印寄

呈顾先生审阅。他见后很高兴，予以称

可，并于四月底撰写了《苏东坡法书石

刻目录跋》，5月1日由京邮示亲笔抄正

的此跋文：

一九一八年之秋，余考入江苏省立
第二中学校肄业。该校因地近草桥，简
称之为草桥中学。一年级有一课为文
字学，有一课为书法，老师皆杨粹卿先
生敦颐。在书法课上，曾讲苏东坡两句
名言，曰“大字结密而无间，小字宽绰而
有余”。其后我爱好苏书，曾在上海图
书馆获睹《郁孤台法帖》，有苏书大字数
叶，气势雄伟，结构严紧，拜观再三，敬
仰不止！后余入蜀，见苏书碑版甚夥，

但刻手精粗不一，因有编辑《苏东坡法
书石刻目录》之想。仰荷同志诸君之相
助，草成此目。访求不周，聊备检阅耳。

一九九八年四月顾廷龙补记，时年
九十又五

但意想不到，先生忽于5月20日发

病，8月22日去世。《苏目》整理中仍有

一些存疑，则未能再得先生解答指教，

故有年月部分的整理稿，就未交丁文波

抄缮，印行之事亦随之搁置，一晃十余

年。每忆先生之嘱托，未能报命，时感

愧疚。

2011年，时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

彭卫国告知，该社已着手编辑《顾廷龙

全集》。之后，我承担了《书信卷》整理

工作。同时，我将顾先生所编《苏目》一

稿内容与整理情况陈述，并请列入《全

集》卷中，得到他的赞同和支持。2016

年下半年，在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刘毅强

副总编、文献编辑室副主任霍丽丽的具

体指导下，我将原整理稿与卡片进行再

次校对。至于各条目文字，仅对卡片在

抄录时所出现的个别明显的错字、漏字

加以订正，而其中有的条目非按原书照

录或于字句稍有删减，我想顾先生作为

版本目录学家自有所考虑，故一仍其

旧。由于书家丁文波因病在2015年逝

世，《苏目》就无法按顾先生生前所愿以

毛笔小楷书抄缮影印，唯有用电脑录入

编印了。《苏目》终于编入《全集》而于

2017年7月面世，这是对顾廷龙先生的

最大告慰了！

顾廷龙（左二）在指导“盛档”整理工作。右一为冯金牛，右二为陈燮君，左一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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