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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钱谦益藏书活动、藏书特色的简要概述，阐述了钱氏“好古尊宋”的藏书旨趣及对虞山藏书派的

影响，总结了钱氏作为“读书者之藏书”的典型代表，在开启常熟藏书之风气、版本目录学之研究、藏书之精抄流布及

藏书精神的发扬光大等诸方面对虞山藏书派的贡献，以进一步彰显钱谦益作为虞山藏书派代表人物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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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山藏书流派，是源远流长的虞山画派、诗派、琴

派、印派、书派诸学术文化流派之一，它崛起于明嘉靖

之际，明末清初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诸多虞山藏书家真

正形成了特色鲜明、具有一定辐射和影响力并在中国

明清藏书史上享有独特历史地位的一个藏书流派。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

涧遗老，江苏常熟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探花，官

至礼部尚书，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史学家、藏书家。作

为一代藏书大家，学界普遍把钱谦益尊奉为虞山藏书

派的代表人物，如当代学者黄裳在《书林漫话——与

刘绪源对谈录》一文中谈道：“藏书的确有流派，明清

之际出现的虞山（常熟）派与浙东派的区别，就是一个

值得注意而又恰恰为过去的研究者所忽略的问题。

虞山派的代表是钱谦益，及他的族孙钱遵王，还有毛

子晋和季沧苇，都是很有名的藏书家”［1］73。那么钱谦

益和虞山藏书派究竟有何某种关联？学界为什么会

把他奉为虞山藏书派的代表人物？根据笔者查阅已

有的相关文献资料，以往的目录学家、藏书史学家包

括当代学者似乎对这些诸多疑惑鲜有深入的阐述，本

文旨在通过对钱谦益藏书活动、藏书特色及其对虞山

藏书派的影响和贡献的阐释和梳理，进一步彰显钱谦

益作为虞山藏书派代表人物的历史地位。

一、钱谦益的藏书活动及其藏书特色

（一）钱谦益的藏书活动

钱谦益受家学影响，从小就酷爱读书，博文好学，

为读书而藏书是他最初的动机所在。纵观钱氏一生

的藏书活动，亦如他一生跌宕起伏的政治命运一样，

既有其藏书递增的鼎盛时期，也有其藏书聚散流变的

衰败时期。如果把绛云楼火灾作为其藏书规模的一

个分界点，那么之前，是钱氏藏书活动的巅峰时期，之

后，随着其年事已高，藏书的逐渐散出，钱氏的藏书活

动也开始走向了衰落期。

钱氏的藏书途径主要有收购、借抄、受赠三种路

径。收购主要是从书商、书市那里购买自己喜欢的图

书，对于那些版本质量好的稀缺图书，甚至不惜重金

购买。如钱谦益《跋宋版前后汉书》云：“赵文敏家藏

前后《汉书》，为宋椠本之冠，前有文敏公小像。太仓

王司寇得之吴中陆太宰家。余以千金从徽人赎出，藏

弆二十余年。”［2］1780另外，钱谦益藏书增益还得益于明

末清初常熟地区故家藏书的散出，他先后收购了邑人

刘凤、钱允治、杨仪、赵用贤四家散出的图书，使其藏

书规模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抄写图书也是钱氏图

书增益的重要途径。对于那些自己喜爱的又买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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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只能通过亲自抄写的办法加以收藏。钱谦益早

岁科名，中年又曾四度进京为官，常行走于内阁衙门

之间，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很多质量上乘的内府

官藏本。如明天启四年（1624 年），钱谦益还朝，以太

子谕德兼翰林院编修充经筵日讲官，纂修《神宗实

录》，期间钱谦益利用史官职位之便，抄写了不少罕见

的珍贵的古籍。“余于内阁钞李焘《长编》，只卷初五大

本，余不可得”［3］1514；“闻《清教录》刻成，圣祖旋命庋藏

其版，不令广布。今从南京礼部库中钞得，内阁书籍

中亦无之。”［2］1803可见，钱氏一生抄写了大量的稀有古

籍珍本。钱谦益一生交游，朋友满天下，藏书交换在

朋友、藏书家间也为常事，特别是一些晚辈学者为了

得到钱谦益的提携与指教，投其所好，纷纷主动以书

相赠。这样，钱氏通过多种途径，年复一年，日积月

累，藏书规模不断扩大，他的藏书场所也随着藏书数

量的不断扩充和增加，从最初的荣木楼、拂水山庄、半

野堂，直至后来的绛云楼，几经变迁；到了绛云楼时

期，其藏书规模已经达到了空前鼎盛时期，据何焯统

计，绛云楼藏书多达三千九百多部，成为当时江南藏

书首富。可惜庚寅之火几乎把其一生的藏书焚烧殆

尽，焚于火的具体数字已无从稽考，钱谦益在《宋本汉

书跋》中痛心地说：“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

也。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足见其损失

之惨重。绛云劫后，烬馀诸书逐渐散出，举其大者，一

归其族孙钱曾所有，一归松陵潘柽章所有。［4］169

（二）钱谦益的藏书旨趣及特色

大凡每个藏书家都有其特有的藏书旨趣和爱好，

那么钱谦益的藏书旨趣和爱好又是什么呢？笔者把

它归结为“好古尊宋”，由此也形成了钱氏藏书的特

色，即好宋元刻本、钞本和稿本。叶德辉在《书林清

话》卷九：“吴门书坊之盛衰”条中称：“国朝藏书尚宋

元板之风，始于虞山钱谦益绛云楼、毛晋汲古阁。”［5］221

钱谦益弟子曹溶在《绛云楼书目题词》中称：“所收必

宋元版，不取近人所刻及抄本，虽苏子美、叶石林、三

沈集等，以非旧刻，不入目录中。”［6］2 为搜求宋元旧

本，其不惜一掷千金，如以“千二百金”购“一书失一

庄”的宋刻《两汉书》，以二十千购“如获珍珠般”的高

诱注《战国策》等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7］。可见钱

谦益对宋元刻本的喜好程度。此外，自宋元以来，世

上流传下来的一些钞本、稿本已相当稀少，因为书写

端正、装帧精美，其版本价值、文献价值有的甚至比宋

元刻本还高，这种难觅的传世之宝自然也在钱谦益的

收藏对象中。钱谦益为何如此珍视宋元旧刻旧钞？

一是书籍镂版，精于两宋，延于金元，几经劫火，存者

不多；二是明朝末年滥刻古诗文集和刻书者好以己见

臆改删削古籍已成风气，重视宋元旧刻旧钞的收藏，

也是保全古书本来面貌的一个最好方法。

二、钱谦益对虞山藏书派的影响和贡献

（一）钱谦益藏书旨趣对虞山藏书派的影响

一种流派体现的是一种风格，一种特色。虞山藏

书派在藏书行为方面自然也有其独特而鲜明的风格

和特色。从毛晋、钱曾、季沧苇、陈揆、张金吾等一大

批虞山派藏书家，都“好古尊宋”，在藏书方面都表现

出偏好宋元古本、钞本和稿本的行为特征。钱谦益的

族孙钱曾，从小就深受钱谦益的影响，简秀娟在《钱谦

益藏书研究》所述：“谦益影响了遵王自幼读书之法、

收藏观念与聚书征集方向，遵王‘佞宋’、撰《读书敏求

记》开赏鉴书志之先河，与谦益精于辩识、亦未始渊

源……谦益以长者之尊，起教导与实际作用，对遵王

成就有莫大裨助”［8］345。钱曾在《述古堂藏书目》序中

自述“生平所酷嗜者，宋椠本为最”。［14］1毛晋壮年从游

于钱谦益，在藏书、刻书活动等方面也从绛云楼主人

那里得益匪浅，毛氏曾高价计页酬钱购求宋椠本和旧

抄本；张金吾也重古本，他在《爱日精庐藏书志》中称

“止取宋元旧椠及抄帙之有关实学而世鲜传本者。”［9］4

两朝帝师翁同龢在《虹月归来图》题跋中叙述瞿氏铁

琴铜剑楼藏书特点为：“瞿氏三世聚书，所收必宋元旧

椠，其精者尤在经部。”［10］79应该说，虞山派的诸多藏

书家的这种“好古尊宋”的思想和行为，或多或少地受

钱谦益藏书旨趣和理念的影响，也正是这一独具的鲜

明特色，使虞山藏书派成为有别于以天一阁为代表的

浙东藏书派，而成独树一帜的地方性藏书流派。

（二）钱谦益对虞山藏书派的贡献

钱谦益对虞山藏书派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诸多

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开启常熟一带藏书之风气

所谓“读书者之藏书”，简言之，就是为读书而藏

书。钱谦益作为“读书者之藏书”的典型代表，引领和

开启了常熟一带的藏书风气。曹溶跋钱谦益《绛云楼

书目》云：“自宗伯（钱谦益）倡为收书，虞山遂成风俗，

冯氏、陆氏、叶氏皆相效尤，毛子晋、钱遵王最著，然皆

不及宗伯”［6］109。钱谦益独特的个人藏书行为，在常熟

当地是出了名的，“书贾闻风奔走，捆扎无虚日，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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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积充牣，几埒内府”［6］1，足见钱谦益的收藏行为在当

地藏书界乃至书商界的广泛影响。钱曾不仅将钱谦

益的藏书传统发扬光大，其本身也是“读书者之藏书”

的忠实践行者。钱曾除继承了钱谦益绛云楼焚余之

书，自己终身苦读勤藏，藏书达四千一百八十多部，

《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读书敏求记》等著述是

他一生勤读善藏的成果。毛晋也十分重视图书的收

藏，不惜重金购善本，毛晋藏书多至八万四千余册，当

时在常熟一带流传名谚：“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

于毛氏”。张金吾被黄丕烈称为“此真读书者之藏书

也”。他强调“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

藏书”［9］2，他的《爱日精庐藏书志》也是其藏而读的成

果。铁琴铜剑楼主人瞿氏五代，也都是为读书而藏

书，季锡畴在《荫棠先生检书图》题词中称瞿氏“非徒

藏之，而能读之，且义方有训”［11］97。瞿氏数代惟好藏

书，前后历经二百多年，藏书规模恢宏庞大，其藏书楼

被誉为清末四大藏书楼之翘楚。翁同龢也是为读书

而藏书，他为自家祠堂撰联：“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

声还靠读书”［11］97。强调藏书、读书与做端人正士的关

系，他自己终身与书为伴，丹黄未曾离手。客观地说，

为读书而藏书是使常熟一带藏书成风尚的一个主要

内在驱动力。这里我们无意过分夸大钱谦益个人对

常熟地区藏书风气的影响力，因为影响一个地区的藏

书风气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

富庶宽裕的经济基础、崇文重教的良好风尚、商贾书

市的繁荣兴旺等等，但钱谦益的“读书者之藏书”这种

身体力行的收藏行为无疑对常熟一带藏书风气的形

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示范性作用。

2. 带动版本目录学之盛

版本发源于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南宋版本目录

学家尤袤在其自编的《遂书堂书目》中首提版本这个

概念，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版本目录。但几经数世，

未为发扬。到了明末清初，钱谦益、毛晋先后提倡宋

元旧刻，之后这种重视藏书版本的风气越来越盛。钱

谦益一生十分重视对藏书版本的校勘，曹溶《绛云楼

书目题词》记钱谦益“每及一书，能言旧刻若何，新版

若何，中间差别几何，验之纤悉不爽”［6］2。在收藏过程

中凭借他自己广博的知识和版本学方面扎实的功底，

通过对同一种书不同版本间的鉴别、辨伪、校勘等一

系列考证工作，选择版本最精良、内容最完整的书籍

作为自己收藏的对象。他的这种注重藏书版本的思

想，对版本目录学的研究与发展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钱谦益对藏书版本的精心甄别、细致考证的严谨

态度，无疑也深深影响和感染着诸多虞山派藏书家。

毛晋的“毛刻”在当时可谓名闻遐迩，他在剞刻图书时

不但重视原来图书的底本，而且还十分重视图书的校

勘，毛晋友陈继儒赞扬其“胸中有全书，故本末具脉

络，眼中有真鉴，故真赝不爽秋毫”［11］97。他的这种对

图书版本的高质量、严要求加上其雕刻工艺的精湛，

使他的“毛刻”被业界所热捧。钱曾的《读书敏求记》，

这部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版本目录学的专著，首创版本

体提要目录，它把我国版本目录的发展推向到了一个

新的高度，是一部在我国版本目录学发展史上具有里

程碑性质的目录学著作，在古籍的著录项目、古籍版

本的鉴定方法、善本书目的编制体例等方面都做出了

开拓性的贡献，其影响极其深远。钱曾的这部呕心之

作，虽然是属于他个人在版本目录学方面的学术成

果，但他的创作灵感和学术思想无不受到其前辈钱谦

益等人的熏陶和影响。再看瞿氏铁琴铜剑楼的藏书

质量，就版本价值而言，瞿氏多宋元珍本、孤本及世人

未经见之罕见本，这无疑与清乾、嘉时重视版本和讲

究版本之风大盛有关。从《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看，收

录 1228种善本，其中经部 165种，史部 246种，子部 43
种，集部 474种，著录大多是宋元本，手稿孤本［10］80。瞿

氏收藏的图书版本质量之高可见一斑。可以说，钱谦

益后的诸多虞山派藏书家如陈揆、张海鹏、张金吾、黄

廷鉴、丁祖荫、徐兆玮等，都十分重视对藏书版本的

考证与鉴别。正如严佐之先生在《近三百年古籍目

录举要》一书中所说：“钱牧斋开清季虞山藏书风气

之先河，他藏书为读书、藏书讲究版本的特点，对虞

山几代藏书家的藏书乃至目录、版本研究都有深刻

影响。”［12］5应该说，这种评价还是比较恰如其分的。

3. 精抄流布，泽被后世

明清时期，我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已是相当的成

熟，印刷刊物也十分的普遍，但即使如此，一些文人雅

士还习惯于手工抄书，把抄书作为其练习书法和读书

治学的重要方法，更有一些藏书家把收藏精美的手抄

本作为一大嗜好。同时，精抄秘籍也是明清以来藏书

家所普遍看重的一种增益藏本的方式。钱谦益不仅

酷爱收藏宋钞本和稿本，自己也喜欢抄书，特别是对

一些版本比较好的、一时又难于购得的书，都亲自抄

写。简秀娟在《钱谦益藏书研究》中说：“谦益恒借抄

录，孜孜不倦，己身为表率，进而借书予人精抄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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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地已带动当时与影响了日后抄书风气。”［8］348曹

溶在其《流通古书约云》云：“彼此藏书家，各就观目

录，标出所缺，先经注、次史逸、次文集、次杂说，视所

著门类同，时代先后同，卷帙多寡同，约定有无相易，

则主人命门下之役，精工缮写，校对无误，一二月间，

各齐所钞互换。”［8］348这段文字描述，给我们呈现出了

当时藏书家们互相借阅、校对、传抄的那种场景。钱

谦益本人的“钱钞”精美工整，在当时也很有影响，被

叶德辉所著《书林清话》中列为明以来抄本最为藏书

家所秘宝者之一，其抄本的眉心均有“绛云楼”三字做

标记。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常熟一带的藏书家抄写

成风，出现了一大批较有影响的抄本家，如马弘道、何

大成、毛扆、叶树廉、叶奕、陈煌图、孙潜、冯武、陆亮、

陆琪、鱼元傅、陈祖范、蒋侯、张光基、张蓉镜、席鉴、黄

廷鉴、瞿绍基、陈揆、张金吾、翁心存、王振声、瞿庸、赵

宗建、赵文、丁祖荫、徐兆玮等诸家。［13］46传抄之风的

盛行，促进了我国古籍文献在一定范围内的传播与交

流，特别是对一些具有较高学术性、思想性的古籍文

献资料起到了很好的传承和保存作用，使我们这些后

辈们得以重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的珍贵古籍文

献典籍，他们对古籍文献的精抄流布，泽被后世，功在

千秋。

4. 藏书精神的光大发扬

钱谦益的藏书精神主要体现在爱书、惜书和对藏

书事业的敬业上。钱氏酷爱读书，一生以书为伴，枕

席经史，沉湎青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正是饱读

了大量的图书，才成就了他明末清初东南文坛的霸主

地位。为了读书，他不惜斥巨资求购、广购精求天下

奇书，从收藏第一本图书起，一本一本地积聚图书，日

积月累，以致他的藏书富甲一方，期间的个中辛苦，不

是一般人所能体会的，没有对藏书事业的痴迷和热

爱，要达到如此恢宏的藏书规模是难于想象的，所以

他对自己的藏书分外的爱护和珍惜，对那些很有收藏

价值的珍贵文献，一般不轻易示人。当然站在藏与用

的角度看，我们不赞同对自己的藏书秘不示人、束之

高阁的藏书观念和态度，但也不能一味地指责钱氏的

这种惜借的做法，而应该站在历史时代的角度客观地

看待这种藏用观。正是钱谦益的这种爱书、惜书，对

藏书事业的敬业精神激励着虞山派的藏书家们，为他

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和榜样。钱曾视图书比官

职、金钱更贵重，为了他的藏书事业，可以说是倾竭家

资，沥尽心血，他自少年至终老，辛苦一生，节衣缩食，

苦读勤藏，共收书四千多种，数万卷之多，他在《述古

堂书目序》中说：“竭予二十余年之心力，食不重味，衣

不完彩，摒当家资，悉藏典籍中。”［14］1一个官场无名，

一介布衣之身，竟能藏到这么多的珍籍，实在难能可

贵。毛晋为收藏宋本《姚少监诗集》，广搜博访十有余

年，真可谓“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后从饧笼中获此

本，“大喜过望”，“击节欣赏三日夜”［15］53。瞿氏藏书得

以五世连绵，百年不散，一因藏书有方，二因护书有

功。为了保护图书，他们可谓殚精竭虑，历尽了千辛

万苦，真可谓“宁舍腴田百十亩，不弃秘笈一两橱”。

所以每个藏书家的背后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辛酸藏

书经历，都凝聚了他们一生的心血和汗水，他们对待

自己的藏书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倍加珍惜和爱

护，有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来加以保护，

正是他们的这种可贵的藏书精神，一代又一代相互感

染影响着，为我国的藏书事业做出了莫大的贡献，使

我国许多极其珍贵、优秀的中华文化典籍得以很好地

传承和保存下来。

三、结 语

钱谦益，这位三百多年前曾名赫一时的历史人

物，他的身影随着时光的流逝已渐渐离我们远去，那

曾经的荣木楼、佛水山庄、半野堂、绛云楼、红豆山庄

等等，这些象征其生活、读书、休闲的建筑、场所，有的

早已化为灰烬，有的也已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难觅

当年踪迹。作为虞山藏书派的代表人物，钱谦益正是

以他对虞山派藏书家的独特影响和贡献，才奠定了他

在虞山派藏书家中独一无二的、无可替代的历史地

位。我们应该铭记和缅怀他对我国古籍文献宝藏的

传承和保护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尤其他那种为读书而

藏书的理念对我们当下开展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

会、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养仍具有较强的时代意义

和很好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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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 Qianyi and the School of Yushan Book Collection
HU Song-qinga, CAO Pei-genb

(a. Library, b. Party Committe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shu 215500, China)
Abstract: By giving a brief overview of Qian Qianyi’s collection activi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nfluence of Qian’s purport of adoring ancient classics and worshipping the books of the Song Dynasty on the
School of Yushan Book Collection, summarizes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school in many respects such as creating an
atmosphere of collecting books in Changshu, researching edition bibliography, copying and disseminating books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spirit of book collection as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readers’book collection”and fur⁃
ther highlights his historical status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chool of the Yushan Book Collection.
Key words: Qian Qianyi；the School of Yushan Book Collection；adoring ancient classics and worshipping the
books of the Song Dynasty; readers’book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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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und Division and Convergence of
Ancient Chinese Tones in Xushi leiyin zihui

FENG Qing-q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224002;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Xushi leiyin zihui is a dialectal rhyming dictionary, which represents Yancheng dialectal pronunciation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go. The book gives five tones. If we research from the point of ancient Chinese tones,
we can realize their sources. Ancient Chinese level tones divide into level tone and rising tone. Ancient Chinese
falling-rising tones divide into falling-rising tone and falling tone. Ancient Chinese falling tone mainly converges
on falling tone, but a small part belongs to level tone. Besides, Ancient Chinese entering tone converges towards
one tone category.
Key words: Xushi leiyin zihui; ancient Chinese tones; sound division and conv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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