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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段筱春:说故宫藏本季振宜《全唐诗》　　《故宫珍本丛刊》是由故宫博物院整理编辑，从北京故宫博
物院藏书中选取了一千一百余种珍本图书和一千七百余种清代南府与升平署剧本与档案，由海南出版
社出版影印行世的一部大型丛刊，这部丛刊的影印出版使许多深藏内府的孤本秘笈能为一般学者研究
利用，可以说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举！　　在这部丛刊的卷首，有著名文物鉴定专家朱家溍的长《
序》，详尽介绍了这部丛刊的编辑原则和选印范例，其中特别提到在选印的孤本书籍中，“有一部精
写本季振宜编《全唐诗》七百十七卷。”并附印了此精写本的彩色照片。此彩色照片的《说明》介绍
说：　　《全唐诗》季振宜写本，清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精写本，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刻
印框栏，行格，版框19.4cm×14.8cm，细黑口，左右双边，双对黑鱼尾。有康熙十二年季氏自序及跋
语，略谓是集有唐二百九十九年及五代五十年之时（春按：“时”疑为“诗”字之误），凡得人一千
八百九十五人，得诗四万二千九百三十一首，经始于康熙三年，断手于十二年。原为常熟钱谦益所辑
，后季振宜得其残稿于钱氏族孙遵王，遂踵事收拾而成七百十七卷，目录五卷。书成未刊。钤有“沧
苇”诸印及汪士钟藏印。康熙年采进宫中，为康熙年内府编纂《钦定全唐诗》的底本之一。　　笔者
曾因工作之便，得以纵览新出版的《故宫珍本丛刊》，但在《丛刊》影印的季振宜写本《全唐诗》中
并未发现有“‘沧苇’诸印及汪士钟藏印”。这是什么缘故呢？　　其实由钱谦益、季振宜递辑的《
全唐诗》传世的共有三种：一为原稿本，现存台湾“中央图书馆”，1976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将
其影印出版，题为《全唐诗稿本》，此书为钱谦益、季振宜递辑《全唐诗》的底本。它或整书、或剪
贴地汇入了各种唐人别集或总集，并有三种颜色的校雠文字，此本目录后有顾崧于康熙十四年九月晦
日所撰《书〈唐诗目录〉后》一文，云：　　⋯⋯先生乃奋然罗列各家之集及唐宋人选本，上至武德
，下迄五代，人自为集，冠之以传，条晰次第，会合其全，而又以所藏宋本、秘钞校雠同异，误者正
之，疑者释之，编葺数年，方获成稿。随命书佣缮录正本，将付枣梨，以广其传。全唐之诗，庶几备
矣。先生之功，不亦伟哉！幸此稿先已赠余，得藏余所。⋯⋯　　据顾崧《书〈唐诗目录〉后》知季
振宜在成稿后曾缮录一正本，而将其原稿本赠于顾崧。顾崧，字维岳，号“憩闲主人”，为明、清之
际苏州书画收藏大家，因与季振宜交谊甚厚，故季氏生前将其凝聚了一生心血的《全唐诗》稿本举赠
给他。顾崧虽然是苏州书画收藏大家，也有很多珍本秘笈经其转手，但他本人没有一部确切的收藏目
录传世，所以这部原稿本在顾崧之后再也没有人提及。今捡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影印的这部《全唐诗稿
本》，在季振宜自序首页钤有“蒋祖诒”、“濲孙秘籍”、“晓沧藏书”三印。“濲孙”为蒋祖诒字
，是近代吴兴藏书家蒋孟频（汝藻）的长子，蒋汝藻因得宋刻周密诗集《草窗韵语》，故彦其藏书为
“密韵楼”。知此书曾归密韵楼收藏，到了民国二十九年（1940）前后，郑振铎在刘体智（字晦之）
处见到此书，经反复协商，终于台湾为“中央图书馆”购得，今藏台湾该馆。　　据此书影印本卷首
所载刘兆佑《御定全唐诗与钱谦益季振宜递辑唐诗稿本关系探微》的介绍，原稿本首函书标题有“季
沧苇选百衲本《全唐诗》，海内孤本，共百十九册，赞侯珍秘，保世题”，而在季振宜自序后又有题
识一行，云：“己巳仲秋长洲章保世拜观。”并钤“保世”印记。这“章保世”为何人？“己巳”为
何时？文献难征，都已经不可考了。　　在顾崧的《书〈唐诗目录〉后》之后，还有一篇“长洲周麟
”的题辞，云：　　维兄闲居无他嗜好，每优游于图书彝鼎间，以寄其性情意趣之所至。游迹半天下
，与泰兴季氏交最逆。侍御捐馆后，为文述知己之感，令阅者泪下沾襟。又尝为余言沧翁生平纂著甚
富，即所见类集《全唐诗》，十年始成，备极大观，副本存憩闲堂中。吴江俞无选《唐诗正》，适余
下榻楼头，借登中、晚未经见者，厘为《续遗》四卷。卯岁杪秋，维兄重加编辑，于自述内获见赠言
，因次原韵，所识风雅未坠之云尔。　　据周麟题辞，说“副本存憩闲堂中”，而“憩闲堂”正是顾
崧的堂号，可见周麟所谓“副本”是相对于季氏原稿本而言的，所以存于憩闲堂中的“副本”应当就
是顾崧提及的季氏命书佣缮录的“正本”（即清稿本）。季振宜缮录出“正本”（清稿本）的目的正
如顾崧所说，是“将付枣梨，以广其传”，但季氏在撰写《唐诗序》后的第二年即故去，以后是经顾
崧之手，将这部“正本”（清稿本）转售给徐乾学，大概在康熙二十五年四月清圣祖玄烨下诏访辑经
史子集后不久，徐乾学就将他从顾崧处购得的这部季氏《全唐诗》进呈御览了。　　这部誊清的“正
本”（清稿本）进入内府以后，清圣祖玄烨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十九日，即在其第五次南巡
的期间，将其颁发给江宁织造曹寅，并成为了康熙《御定全唐诗》的重要底本。但曹寅所主持的扬州
诗局在利用这部书编纂了《御定全唐诗》之后，并没有将其送还内府，而是重抄了一部送还，这就是
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季振宜《全唐诗》。而季振宜的“正本”（清稿本）在此之后即流落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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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吴县藏书家邓邦述对此有较为详尽的记载，他的《群碧楼书目初编》卷六说：　　《唐诗》
七百十七卷，季沧苇稿本，国朝季振宜编，即《全唐诗》底本。前有沧苇序，又二百九十一卷及三百
四十卷后有沧苇墨笔跋语。沧苇诸印，汪士钟藏印。　　《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卷六亦著录，云
：　　《唐诗》七百十七卷，一百六十册，清季振宜辑。钞本。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
汪士宏、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栗、俞梅奉敕校。有“晚翠堂”、“扬州季南宫珍藏记”、“
树园图书”、“扬州季沧苇氏珍藏记”、“大江之北”、“杏花春雨江南”诸印，又“嘉定钟岩张氏
图书”、“张锡爵”、“钟岩”“〔耳壬〕凉馆”、“爵印”、“中岩父”诸印，又“汪士钟读书”
、“汪东山读书记”二印。　　邓邦述跋云：　　康熙四十四年南巡，诏刊《全唐诗》于扬州，以江
宁织造曹寅董其役，而留翰林官彭定求等十人驻扬校勘。刻成，乃得九百卷。此书其底本也。观书面
及中间朱笔墨签，皆出当日编校诸臣之手。大抵付刊时别写正本进呈，此书仍即发还，故又流转入张
钟岩、汪阆源诸家耳。　　又，傅增湘《藏圆订补吕阝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一六《唐诗》条云：　　
此书同年邓君邦述以重金得之，矜秘特甚，余曾借校数十种，殊多佳胜。内附季氏手札，言送校、写
样。上版之事，知季氏当时固欲籍其雄赀成此伟功也。　　由此可见，“钤有‘沧苇’诸印及汪士钟
藏印”的并不是现藏于故宫的那部抄本，而是流落于宫廷之外的季振宜《全唐诗》“正本”。这正本
最后也由郑振铎于民国三十年（1941）前后为中央图书馆购得，到了1948年前后，南京政府下令中央
图书馆分批将所藏精品运至台湾，其中这部书和其他一批藏品一道，先被运到了香港，暂放在香港大
学冯平山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冯平山图书馆即将这部书和其他藏品一道寄回内地，现收藏于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　　这次《故宫珍本丛刊》所影印的季振宜《全唐诗》，正是扬州诗局依据季振
宜誊清的“正本”（清稿本）重新抄录的。这部抄本，终清之世都不为外人所知，直到民国二十六年
（1937），俞大纲才在故宫图书馆见到这部书。这次《故宫珍本丛刊》将它全文影印，使一般学者都
能够看到它的全貌，只是由于编辑者的一时疏忽，将这部抄本和季振宜的清稿本（即顾崧所说的“正
本”）搞混淆了。现在，传世的三种季振宜《全唐诗》已经影印出版了两种，如果能再将国家图书馆
所藏的也影印出版，相信对于《全唐诗》的研究应该是有所帮助的。　　（本文作者系西南科技大学
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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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都剪了。。。应该把北图本也单独给影印一遍，里面有不少修书时的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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