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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朝鲜版汉籍善本》

内容概要

本丛书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朝鲜汉籍收藏品中精选出珍本古籍14种。主要包括以下两类：一类是中国
人编著的在朝鲜出版的善本古籍，共有9种。如朝鲜瓢活字本《论语集注大全》，不见于海内外馆藏
，存世极为罕见；明嘉靖年间朝鲜活字本《圣训演》，是书中国本早已不传，幸赖此朝鲜本得以存天
壤间 ； 明正德嘉靖间朝鲜乙亥字活字本《盛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萃》，傅增湘旧藏。一类是朝
鲜人用汉文编著并在朝鲜出版的善本古籍，共有4种，如朝鲜孙肇瑞编《格斋庚韵唐贤诗宋贤诗》，
佚名编《十抄诗》等，多有唐宋佚诗佚句。另有别编一种 ，为清罗以智钞本《日下题襟合集》，系晚
清中朝文人诗词唱酬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现存朝鲜汉籍总量较少，难以形成特色。只有北京大学
图书馆因为特殊的历史因由，馆藏朝鲜汉籍具有孤本、珍本多的特点。这套丛书包括有刻本、抄本、
瓢活字本、铜活字本等多种版本类型，比较典型地代表了朝鲜版汉籍的方方面面，是国内近年来难得
的以此为特色的影印丛书。本丛书由北京大学图书馆朱强馆长作序。所选每种珍籍除影印全本外，由
该馆古籍部专家撰写提要，从书志学角度对每书版本、内容及珍贵性作了较为充分的揭示。
●延伸阅读：
北京大学图书馆朝鲜版汉籍与养安院藏书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朝鲜版汉籍馆藏品种，诸多名人经眼收藏，因此留下很多藏印，其中最早的藏印是
日本养安院。这其中有些典故很值得言说一番。
养安院是16-17世纪日本一代名医曲直濑正淋（1565－1611）的藏书楼名。丰臣秀吉侵入朝鲜时，广肆
搜夺朝鲜珍善书本，使“其国典籍为之一空”（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把大批朝鲜珍籍带回日本
。后来丰臣宠爱的养子宇喜多秀家的夫人得了“奇疾”。宇喜多秀家是安土桃山时代的忠勇双全的名
诸侯，他的夫人也是丰臣的养女。曲直濑将其治愈。丰臣秀吉感激之余，把带回的图书数千卷赠给了
曲直濑。曲直濑不久又因治愈後陽成天皇，得“养安院”的赐号，从此便以此作为藏书号。杨守敬《
日本访书志》中就特别提到说“日本医员多博学，藏书亦医员为多”。曲直濑应该就是一个早期的例
子。丰臣氏为日本近世之枭雄，但一介莽夫，居然会想到以书籍作为贵重礼物，这大概和他嗜好喝茶
，将茶壶当礼物送给他的武将一样奇怪。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朝鲜本如《洪武正韵》《圣训演》《格
斋赓韵唐贤诗宋贤诗》等皆源出于此，并钤有“养安院藏书”印记。这些书后来又转入其他日本藏书
家之手。比如《黄氏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史补遗》一书上有向山黄村（1826－1905）的印记。清末黎庶
昌在日任公使期间，亦四处访书，得到此本，收入《古逸丛书》。
杨守敬曾说：“当我元明间，日本收藏家足利官学而外，以《金泽文库》为最古，今日流传古本，泰
半为其所遗。次则养安院，当我明季时，亦多宋、元本，且有朝鲜古本。”这句话可见养安院藏书的
价值和特色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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