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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

（以下省稱為《輯錄》），是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省稱為「史語所」）為

慶祝建所八十周年，特將傅斯年圖書館（以

下省稱為「傅圖」）珍藏的古籍題跋輯錄成

編，提供國內外學者得以方便的利用古籍題

跋文獻資源，此一舉措，從學術公器的角度

言，甚是明智，值得讚賞。

筆者翻閱這部自2004年3月始議，2008年8

月問世的3冊套書，內容分敘論、題跋釋文及

圖版，體例周延，印刷精美，是同類古籍題

跋出版書籍中少見的精品，尤其令人激賞。

題跋的出現雖早在唐代，至宋代，文

士如歐陽修、蘇軾及黃庭堅等人亦有題跋之

作，文字明快，時含理趣。然就一部書撰寫

題跋的風氣，則與明代刻書發達和藏書風氣

的形成有關，此時學者、刻書家、藏書家，

甚至販書者（書賈），都喜歡在書的末葉或

空白的地方，寫上一段文字。這些文字，稱

為題跋或題記。清代考據學盛，學者

在整理與研究典籍時，撰寫題跋、題

記，更是蔚為風氣。

題跋的內容，無所不包。有敘說一書

的特色；有說明古籍流傳的經過；有記述校

勘的過程，風格多樣，具有豐富的文獻與學

術價值。如本書A032圖版：「購此書時實無

資，書肆索錢五千，僅得二千。謀諸婦，以

珠十餘粒，質三千。珠價實值數倍，以易贖

寡取之，然究未能贖也。為購此書者吳君

至，言購之於書客吳叟；叟未幾以遊湖死於

道，思之尚為悼嘆。嗟乎！購一書艱難若

此，子孫不知惜，或借人，甚或散失，真足

痛恨，故書以告之。」這是清朝乾嘉學者，

經學家焦循購買明崇禎汲古閣刊本《十三經

注疏》後手書題記，記載其購得此一佳槧，

不惜「賣珠易書」的曲折經過；同時亦可藉

此瞭解當時的書價行情。

清代學者喜撰題跋，所謂「得異本必手

自校正，跋而藏之」，成為學者和藏書家的

習尚。對名家的題跋尤其重視，像乾隆年間

的藏書家黃丕烈（1763-1825），他每得一本

祕笈，都會寫上題跋，由於內容包羅萬象，

掌故甚多，因此凡是有黃氏題跋的書，都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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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珍貴，稱為「黃跋本」。此編《輯錄》即

收有兩則黃丕烈的精美題跋，這些題跋對考

訂古籍的形制、內容、遞傳及特點，確實具

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中研院史語所係傅斯年先生於民國17年

（1928）10月在廣州成立，次年3月遷移至

北平。創所初期，雖受限於經費，仍大力購

置善本圖籍，蓋著述必須依賴豐富的藏書基

礎。筆者曾閱讀過一封民國18、19年間，傅

斯年致李濟先生的信札，略云：「濟之兄：

近來出現了許印林一大批稿子，皆為研究所

得之。第一次，《筠清館金文》（全批並及

吳海豐之四代手蹟），價八十。第二次，

《印林遺 》，二十九冊（內手稿四冊，清

本十餘，有陳簠齋校記）價五百五十。第三

批為《 古錄》之稿本（此書妙極，大可做

文章）價二百六十。此皆在他人全不知曉之

狀態中為我們買到，其價又廉，真自研究所

買書以來第一快事也。此君地位，與孫仲容

伯仲之間，乃最早之金文大師，而其箸作不

傳，可恨！（中略）弟一星期中每日看到上

午一二時，為之精神不支。此外朱彭壽君一

批當中，為研究所擇去不少。第一次九百元

許，已於舊年前辦妥。第二批中有稀見及奇

□（註：無法辨識）文集叢書及史學書，亦

約千元。以上二事，共約兩千元，此次請款

之因也。弟斯年頓首。（信札原件，今藏傅

斯年圖書館）」

這封信不僅證說史語所勤於蒐訪善本古

籍，也看到傅斯年先生究心治學的精神，史

語所因有這樣的傳統，且持續至今，才有蜚

聲國際的學術成果。

七七事變後，史語所的全部圖書文物

西遷，由長沙而昆明，復遷移至川西的李

莊，才不用再顧慮戰火。1949年史語所播遷

來臺，珍貴的圖書文物，又全部搬到臺灣。

1960年12月20日是傅斯年先生逝世十周年紀

念日，夫人俞大綵女士，將傅先生遺書約一

萬兩千餘冊，全部捐贈史語所，史語所為紀

念傅斯年先生大我為公的精神，因此將新建

的圖書館，定名為「傅斯年圖書館」。

其實傅先生個人的藏書應不只此數，

筆者曾讀過王叔岷先生的《慕廬憶往》（臺

北：華正，1993年），以及《屈萬里先生文

存》（臺北：聯經，1985年），書中屢屢提

到傅先生自賣藏書的窘況。在〈敬悼傅孟真

先生〉一文，有「從七七事變以後直到現

在，他無日不在過著窮苦的生活。在四川，

一到窮得沒辦法時，就去賣他心愛的書。他

除了以書易米以濟自己的眉急之外，還賣書

去周濟朋友，甚至周濟到一個滿頭癩瘡的八

歲乞兒。」、「他想盡方法給他貧病的屬員

弄錢，然而他卻為自己的生活而屢次賣他心

愛的書。」傅圖既是紀念傅斯年先生，當然

也吸納與蘊藏著傅先生許多不平凡的事蹟。

傅斯年（1896-1950）是山東聊城人，由

於和同城的楊家有親戚關係，馳名海內的海

源閣藏書，可以任他閱覽。所以在未入北京

大學之前，他已經是「讀書破萬卷」了。傅

氏有極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政治立場，此於其

批語、題跋文字中處處可見。如在清朝錢謙

益撰《牧齋有學集》，傅氏題記云：「此老

行事奇醜，斯文之恥辱，人倫之敗類也。然

卅載風流，數朝掌故，其書固不可刪，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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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彰其醜焉。二十年五月。」這是不恥錢謙

益率南明君臣在南京投降清軍的作為。在丁

佛言撰《說文古籀補補》，有題記二則，分

別是：「不學之人，有此不學之書，丁世嶧

但可為刻印匠耳，何曾知文字源流哉？」、

「頃開此帙，見此題語，心懷不安。丁君行

事在進步黨政學系中可謂糞上英矣！吾以為

金文熟而經典不熟，石文熟而史籍不熟，皆

不能有多發明，乃至金石為小道。然丁君自

有才氣，舊題不諒，言之乃急，謹志吾過。

二十年一月四日二時。」又可以看到先生耿

直率真的性格。

史語所刊印此部《輯錄》，書首有王汎

森先生序，說明此書編印的緣起。「凡例」

二十條，詳述收錄原則與編輯體例。全書收

錄最多題跋的作者是鄧邦述，計有115筆；其

次是傅斯年，有55筆。他如吳焯、盧文弨、

彭元瑞、吳騫、黃丕烈、徐時棟、丁丙、李

葆恂、王仁俊、沈曾植、金蓉鏡、葉德輝、

章鈺、羅振玉、王禮培、傅增湘等等，皆是

清代與近代的著名學者及藏書家。

鄧邦述（1868-1939）是金陵望族，累世

都有藏書，藏書樓名青藜閣，其後家道衰

落，藏書散失，到鄧邦述年幼時，已無先世

舊藏。清光緒15年（1889），22歲的鄧邦述

與外舅趙烈文（1832-1893）之女成婚，得以

盡覽岳父在常熟天放樓的藏書，開始接觸宋

元珍槧。31歲成進士，歷翰林院，入湖北巡

撫端方（1861-1911）幕府。端方是清季有名

的藏書家和金石收藏家，鄧邦述因此習得許

多考訂、鑑賞、版本、目錄、金石等專門知

識。光緒32年（1906），鄧氏購得宋刊《群

玉集》、《碧雲集》，欣喜之餘將藏書樓命

名為「群碧樓」。辛亥革命後，鄧氏家境艱

難，居住北京、天津十年，不得不以鬻書維

持生活。民國10年（1921）遷居蘇州，閉門

謝客，專事著述。16年（1927）迫於生計，

通過蔡元培先生的介紹，以五萬元將群碧樓

大部分藏書讓給史語所。鄧氏歷經三十多年

的蒐藏，得此歸宿，較之其他私家藏書，或

流離散失，或付之一燼，亦可含笑了。

此編《輯錄》有三冊，第一冊收釋文，

同時附「書名索引」、「題跋者索引」、

「題跋者年里資料表」，方便讀者檢索。第

二、三冊是可以與釋文對應的圖版，清朗精

美，書卷氣盎然紙上，兼具文學和藝術的趣

味。另有湯蔓媛女士撰〈天祿琳琅外一章

─《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敘

論〉，概述本編所收題跋的內容與文獻價

值，條析縷分，例舉翔實，甚有參考價值。

湯文以「天祿琳琅」稱許史語所傅圖典藏之

美富，當之無愧。

「天祿琳琅」是清乾隆皇帝的私人藏書

處。乾隆九年（1744）詔命內直諸臣，檢閱

祕府藏書，選擇善本進呈御覽，於昭仁殿列

架庋藏，賜名曰「天祿琳琅」。「天祿」一

詞，取漢朝天祿藏書閣藏書故事；「琳琅」

為美玉之稱，就是說內府藏書琳瑯滿目，曾

編有《天祿琳琅書目》記其盛。史語所收藏

善本約四萬餘冊，以清乾隆四十年（1775）

以前刊刻的古籍，和晚近罕見的刊本、稿

本、名人批校本、手抄本、繪寫本等入列

「善本」，茲編收錄，多明清與近代藏書家

批語題跋，珍籍佳槧薈萃，亦琳瑯滿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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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覽此部精美的《善本古籍題跋輯

錄》，頗有感觸，一是早期的善本古籍，多

數是藏書家的私秘，除二三好友可以有條件

的互借互抄外，他人鮮有借閱的機會。但自

清末以來，社會幾經動盪，私人藏書多為公

家圖書館網羅。民國以後，私人藏書目錄漸

少編製，公家藏書目錄如雨後春筍次第出

版，學者得以目驗珍本芳澤，較諸一百年

前，焉能作如此之奢望。

其次是，時代變遷，私家藏書已寥若星

鳳，這些入歸公家典藏的古籍，隨著科技進

步，或製成微縮膠片，或是數位化製成電子

資料庫，雖可服務廣大的讀者，但昔日藏書

家每得一書，必手自點校摩挲，珍重藏 的

樂趣，已不可得。而古籍題跋的「藝術」，

必然式微成為絕響。因此傅圖這套《輯錄》

的出版，不僅達到普遍利用的功效，藉著這

些內容豐富的「題跋」，也是回顧過往的藏

書文化；至於欣賞學者題跋的書法墨趣，今

日可視為另一種別緻地知識生活的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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