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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清词钞》

内容概要

中国清词总集。编者为今人叶恭绰。全书40卷，共选录3196位词人的8260多首词。是收录清词最多的
选本。给读者俯瞰清词发展变化的轮廓提供了较全面的资料，为保存清词作出贡献。此集有1975年香
港中华书局初版本，1982年中华书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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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恭绰（1881～1968）
字裕甫，又字誉虎、玉父，号遐翁、遐庵，晚年别署矩园，广州番禺人。祖父衍兰，以金石、书、画
、文艺名世，父佩玱，字仲鸾，诗文、篆、隶靡不精究。家学渊源，出身于京师大学仕学馆。生平于
文化学术、考古、书、画无不精湛。搜藏古代创迹，至为丰富。书法用笔运腕，独有心得，雄森苍浑
，自成一家。画则竹石松兰，尤喜画竹，秀劲隽上，直写胸臆。画就辄题诗词。至力艺术运动五十余
年，至老不倦，全国性美术展览及书、画围体靡不参加。文字改革，尤为努力。文献古迹，经其整理
保存者尤多。年八十，先后将所藏书、画、典籍、文物重器尽数捐献于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成
都等市有关机构，以垂永远。编著全清词钞、五代十国文、广箧中词、广东丛书、遐庵词赘稿、序跋
一辑、遐庵汇稿等。
祖父兰台（南雪）为清末翰林，曾官户部郎中、军机章京。父亲中年早逝，在祖父膝下长大，自幼聪
颖，少年时即有佳句名世。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毕业。清末历任邮传部路政司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
。民国后，历任路政司司长、交通部次长、总长、交通部长，并兼理交通银行、交通大学。民国24年
（1935年）“上海市博物馆临时董事会”成立，叶恭绰任董事长。民国25年初《中国古泉学会》成立
，叶恭绰任副会长。建国后，任中国画院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
究馆副馆长。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叶恭绰性喜收藏古籍和文物。他花了大量财力，收藏稀世珍宝，如西周毛公鼎、晋王羲之《曹娥碑》
、晋王献之《鸭头丸帖》、明唐寅《楝亭夜话图》等；收藏了大量乡镇专志、清人词集、清人传记、
名僧翰墨、文物图录，如清人词集有5000余种，《全清词钞》有3196家。
叶恭绰为保护文物不遗余力。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他准备避难香港。临行前，秘密将珍藏
的7箱文物寄存在公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其中一箱就是毛公鼎。民国29年，他的姨太太潘氏为侵
吞财产，大兴讼事，并向日本宪兵队透露了毛公鼎藏在上海的消息。叶恭绰闻讯，急电侄子叶公超去
上海主持讼事，并谆谆嘱托：毛公鼎不得变卖，不得典押，决不能流出国土。毛公鼎终于没被日军掠
去。后来此鼎为发国难财的商人所得，抗战胜利后交“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处理。上海市政府
聘叶恭绰为毛公鼎保管委员会委员，并从军统局领回拨交南京中央博物院保存。
叶恭绰还将大批珍贵古籍和文物捐献给图书馆、博物馆。民国32年将地理类藏书等906种3245册捐赠上
海合众图书馆；珍藏的文物或捐赠，或出售，尽归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成都等有关文化机构收
藏。如《鸭头丸帖》归上海博物馆，《楝亭夜话图》归吉林省博物馆。 （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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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到了一小部分，貌似在图书馆再也找不到了！
2、图书馆借的，翻了前几首，感觉一般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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