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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谷隅考》

内容概要

此书为纯学术书，本书收录作者关于版本目录学论文18篇，包括对清朱彝尊《经义考》一书的研究，
对元陈澔《礼记集说》的版本考订，宋《事文类聚》的成书与版本以及对宋雕佛藏"崇宁藏"、"毗卢藏"
残卷的考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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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谷隅考》

作者简介

沈乃文，1953年12月生于北京，汉族。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留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
先後任编目部副主任、馆长办公室主任、古籍善本部主任。研究馆员。兼任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
员会委员、全国古籍保护评审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文献整理与文献保护分委
员会委员、全国高校古籍保护研究会会长、《版本目录学研究》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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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谷隅考》

书籍目录

自序朱彝尊与《经义考》《礼记集说》版本考米万锺与勺园史事再考戴震与方志及其手稿与胡适跋文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序言《版本目录学研究》出版致词古籍书目的三种功能与传统
目录学的三个层次清代书目题跋选叙——《海王邨古籍书目题跋丛刊》前言藏园落英在北大也谈孔子
剑刻碑陆心源的亲笔信札与书画收藏《事文类聚》的成书与版本《永乐大典》第一五九五七、一五九
五八卷影印前言宋雕“崇宁藏”“毗庐藏”残卷考胡仔与《苕溪渔隐丛话》《清彩枪支本桃花扇》影
印序言关于《岳飞传》与胡适藏书--没有实现邓广铭先生心愿的两件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的价值
及来源附录国家标准《GB3792.7古籍著录规则》修订概要中国图书在版编目的开端中国应建立自己的
古籍书目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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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谷隅考》

章节摘录

　　万钟的回家涉及勺园的修建，洪先生据《日下旧闻》卷二十七所录万钟《勺园稿》中&ldquo;重建
河西务汉前将军关壮缪侯庙记略&rdquo;一文，撰于万历四十年，考按：&ldquo;仲诏&hellip;&hellip;迁
户部主事，升员外，榷税近畿，壬子间事。请告归，当在壬子、癸丑闻。&rdquo;（&ldquo;图录
考&rdquo;条四十五）所断甚是。然而向高既云&ldquo;不数月，又请告归&rdquo;，则以在壬子，即四
十年年肉回家的可能性大。　　道周墓表记载：&ldquo;公治勺园又两年，乃从曹郎。&rdquo;就是说
万钟回家修建勺园历时两年，而后赴任下部缮郎，应该是在万历四十三年。然而是年万钟有邀友人黄
建住进勺园养病事，见&ldquo;图录考&rdquo;条四十一。此外王崇简《青箱堂文集》卷四&ldquo;米友
石先生诗序&rdquo;云：&ldquo;昔万历之季，米友石先生&hellip;&hellip;构园于海淀。&hellip;&hellip;予
时甫舞象。先生召乡大夫宴饮，以予故人子，不弃，预侍左右。因得观其灯，游其园。&rdquo;据文集
所附年谱，崇简生于万历三十年十月，其十五岁时亲见万钟在勺园宴饮，当在四十四年年初。参看薛
冈《天爵堂集》卷六&ldquo;丙辰南归记&rdquo;，已称&ldquo;米仲诏缮部&rdquo;，则四十四年九月薛
冈起程之前，万钟已经销假出任下部缮郎。如此算来，万钟任下部缮郎应在四十四年夏季，其修建并
居住勺园的时间不止两年，而是三年又半。　　其四、米万钟任工部侍郎后的视陶之地清源在什么地
方？　　万钟任工部营缮司员外郎后，视陶清源。天津艺术博物馆今藏万钟绘《古寺云山图》，落
款&ldquo;丁巳[即万历四十五年]秋日写于清源&rdquo;，是万钟在清源的画作。但是清源在哪里呢？　
　徐如翰《檀燕山藏稿》卷十八&ldquo;四奇诗叙&rdquo;记：&ldquo;戊午[即万历四十六年]秋，以犹
子南归，舟山清源，因一函介绍，以数种请教。仲诏答书殷奖，且以四奇诗属和。&rdquo;可知万钟所
在的清源是在自京南下的水道上。薛冈&ldquo;丙辰南归记&rdquo;记其曾从陆路抵清源候舟往聊城，
可知清源是在聊城之北。然而京师至聊城之间的府县，并无清源一名。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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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谷隅考》

编辑推荐

《书谷隅考》为纯学术书。本书收录作者沈乃文关于版本目录学论文18篇，包括对清朱彝尊《经义考
》一书的研究，对元陈澔《礼记集说》的版本考订，宋《事文类聚》的成书与版本以及对宋雕佛藏“
崇宁藏”、“毗卢藏”残卷的考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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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谷隅考》

精彩短评

1、文如其人。沈先生的人很好，很热情。文字里也充满温情。
2、五折买的值!希望有更多的折扣
3、哎呦你怎么不姓沈哪？吴兴沈氏！
4、裝幀用紙圖版都很不錯!
5、有一种至今占据主流的说法，认为中国古代藏书楼是以藏为主，落后；西方现代图书馆是以用为
主，先进；其实是一种肤浅的臆说。首先古代藏书楼是自藏自用，不能用现代公益理念来评判。其次
古代藏书家既收藏，又研究、又校勘、又传抄、又出版，往往穷尽毕生的心血，对于古籍的了解和掌
握的水平，对于古籍的保存和续命的贡献，都是后来通常的图书馆所达不到的。再次古代藏书家周围
都有一个学者圈子，在收藏、研究、校勘、出版等方面频繁交流。以清中期黄丕烈为例，钱大昕在《
竹汀先生日记钞》卷一“所见古书”中，记载与他的书籍交往三十余条；钮树玉在《非石日记钞》中
，记载与他的书籍交往近二十条；可见当年之一斑。如果友人远道而来看书，当年还会提供多日食宿
。这些更是后来通常的图书馆所达不到的了。
6、购买此书的初衷是自己有一套摛藻堂荟要本“经义考”此书是沈乃文先生多年古籍整理心得选录
，繁体横排，排印清晰可人封面简洁典雅，内有插页，亦十分清晰，令人向往。迻录“自序”数言以
飨后来“（北京大學）地下書庫有兩層，約四千平方米，其中密布着滿載古籍的樟木書櫃。地下一層
書庫南出口的過道邊，有一個不大的下沉花園，陽光可以從此透入過道的窗口。二零零零年以後，我
每天就在過道的一個角落裏工作。十年晨昏之間，偶爾因伏案過久喪失了位置感，恍惚覺得是在地面
之上，環繞周圍的古籍層壘如山，而自己置身於書山之谷，俱在陽光照耀之下，感覺十分愜意，油然
而生一種幸福之感。由於熱愛古籍，辛苦平生所欲得到的，如果說還有一點意義，或許就在此吧。”
很好的书，作为业余读者，获益颇丰。向沈先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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