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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吾庐汇刻》

前言

　　厦门素有“海滨邹鲁”之誉，文教昌明，人文荟萃，才俊辈出，灿若群星，故自唐代开发以来，
鸿章巨著，锦文佳作，层见叠出，源源不绝，形成蔚然可观的厦门地方文献。作为特定地域之人文精
神的载体，这些文献记录了厦门地区千百年来之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讲述着厦门地区千百年来之政
教民生与人缘文脉，是本地宝贵之文化遗产，更是不可多得的地情信息资源，于厦门经济建设之规划
与文化发展之研究，具有彰往考来的参考价值。　　然而，厦门地处滨海扼要，往昔频遭战乱浩劫，
文献毁荡散佚颇多，诸志艺文所载之厦门文献，十不存三。而留存于世者，则几成孤本，故藏家珍如
拱璧，秘不示人，这势必造成收藏与利用之矛盾。整理开发厦门文献，是解决地方文献藏用矛盾的有
效手段。它有利于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之传播，有利于发挥地方文献为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之作用
，从而促进地方文献的价值提升。因此，有效地保护、整理与开发利用厦门地方文献，俾绵延千百年
之厦门地方文献为更多人所利用，已成当务之急。　　保护人类文化遗产是图书馆的重要职能之一，
而开发利用文献资源更是图书馆的一个重要任务。近年来，厦门市图书馆致力于馆藏地方文献的搜集
、整理与开发，费尽心思，不遗余力。为丰富地方馆藏，他们奔走疾呼，促成《厦门地方文献征集管
理办法》正式颁布，为地方文献征集工作提供法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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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吾庐汇刻》

内容概要

《爱吾庐汇刻》内容简介：开发利用厦门地方文献，俾绵延千百年之厦门地方文献为更多人所利用，
已成当务之急。保护人类文化遗产是图书馆的重要职能之一，而开发利用文献资源更是图书馆的一个
重要任务。近年来，厦门市图书馆致力于馆藏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开发，费尽心思，不遗余力。
为丰富地方馆藏，他们奔走疾呼，促成《厦门地方文献征集管理办法》正式颁布，为地方文献征集工
作提供法规保障；为搜罗地方珍本，他们千里寻踪，于天津图书馆搜得地方名士池显方的《晃岩集》
完本，复制而归，俾先贤文献重返故里；为发挥馆藏效用，他们更是联袂馆人，群策群力，编纂《厦
门文献丛刊》，使珍藏深闺的地方文献为世人所利用。厦门图书馆人之努力，实乃可贺可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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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吾庐汇刻》

章节摘录

　　物之历累千年而不敝者，其物必神，其遇有数，而人以数十年易朽之躯，敝敝焉欲与相终始，则
惑之甚者也。然好之斯欲得之矣，欧阳公云：“足吾所好玩而老焉。”盖释然而未释然欤！　　余近
获西汉古鉴一枚，以建初尺度之，径七寸九分，厚二分有半，唇倍之，今官平重二十八两九铢六十黍
。背作瓜皮色，唇剥如蛭，面绿斑，或大或小，或密或疏，如泛’7止之萍，随风聚散，鲜潆可爱。
背中为小青龙钮，铁环贯之。钮上一方印，缪篆20不可识。钮下一凹圜，如鉴而有光。右侧书“大汉
平津侯”，左侧书“元朔五年造”，凡十言，文杂篆隶。其体制与世所传迥异，而年寿较久，奇物也
。按：平津侯为公孙氏封爵，元朔为汉武帝年号，班史称武帝初即位，公孙氏年六十，以贤良文学两
拜博士，由博士而御史大夫而丞相，其封平津侯在元朔三年十月乙丑，《外戚恩泽侯表》详载之。是
则元朔五年，乃武帝即位之十七年，即公孙氏请为博士置弟子员之年，去今道光二十二年壬寅，盖千
九百七十三年也。　　古物之存于世者希矣，宋、元之画本，晋、唐之碑帖，近者才数百年，远者不
过千年，求之尚百不得一，即得之，或赝而不真，况越二千年之久哉。昔六一居士著《集古录》，以
不见西汉书为憾，此则真西汉人书也。《宣和博古图》载汉鉴若干，无铭者半，有铭者亦无年号可稽
，此则纪代、纪号、纪年也。翁覃溪学士《两汉金石记》，载汉鉴有年号者二：一为哀帝元寿元年，
一为桓帝永康元年，当时已诧为希世宝。今自元朔至元寿，尚多一百二十二年，更至元朔至永康，尚
多二百八十九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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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吾庐汇刻》

精彩短评

1、收集的厦门的书，具有史料价值，可惜这个系列的书我那天居然在旧书摊上看到好多本，真是可
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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