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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藏书通史》:弘扬藏书文化学的一部力著。
    《中国藏书通史》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学术著作。
它具有三方面优点：　　（1）对中国藏书的历史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上起夏商，下迄20世纪90年代，贯通古今。
既以公藏私藏为主体，又述及书院、寺院藏书。
对于过去很少为人注意的问题，如辽代藏书、金代藏书、明代藩王藏书等等，亦给予一定的地位。
涵盖面之广，是以前同类著作不曾有过的。
 　　（2）指导思想明确，力求对中国藏书的历史进程加以科学说明。
编者认为藏书形态的演进与社会的进步密切关联，并以此为基本线索，划分藏书历史的发展阶段。
在各时期的叙述中，又将藏书情况与该时期的经济文化发展情况、文化政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因而全书逻辑严密，自成体系，资料充实，考订细致。
 　　（3）本书充分吸收已有成果，推陈出新，具有不少新的发现。
在资料和史实考订方面，亦有新的进展。
例如关于元代少数民族藏书家和私家藏书楼特点的资料都很有价值。
 　　因此这是一部中国藏书历史研究的总结性著述，又富有开创性。
它的出版，必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产生积极的作用、有助于中国藏书学，藏书文化学的深入发展
。
 　　中国藏书事业起源甚早，它以逐渐完整的藏书机构为保证，以专门收藏家和研究者的多种专学为
羽翼，以人文主义精神为主要支柱，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结构之一。
于是，叙各代藏书状况者有之，为藏书家志传略者有之，言藏书掌故者有之，纂藏书词典者亦有之，
惟通贯古今且叙事完整者，则未之见。
90年代后期，南北学者分别组成编写队伍，以任继愈先生为首的《中国藏书楼》和以傅璇琮先生为首
的《中国藏书通史》于新世纪初相继杀青。
翻阅两部巨著，为之欣喜不已。
 　 《通史》主编傅璇琮为海内外知名学者，尤长于文献之学，著述闳富。
闻人相告，他躬与其事，于初稿亲加披览，而全书质量遂得以保证。
至所网络英彦，又多为熟悉藏书事业与资料者，是以基础坚实，二美结合，卒成佳作。
 　　书既以通史名，其编制体例必当运以史体。
浏览全书，确乎以史为经，以藏书事业为纬，自先秦迄晚近，分编为八，贯穿古今，使读者有条理清
楚、脉络分明之感。
其尤新人耳目者，则为第八编之设，实为创新之笔。
通史编写，一般多以清代为终端，间有增入近代部分者，而本书则立《二十世纪中国藏书》一编。
不仅记述近代，甚至包容当代，使通史遂成一完璧。
 　　图文并茂为中国图书之优良传统，《通史》卷首所刊精彩图版百余帧，涵盖甚丰，有藏书楼、藏
书家、藏章、善本书影等，足征编著者搜罗之功。
今读其文，参其图，则中国藏书事业之立体形象可了然于心。
 　　史书基础在乎史料之挖掘与利用，《通史》言必有据，征引者不惟有古人著作，亦有今人论述。
而于常见书则多用通行佳本，既增强本书之可征信度，也对后学有所启示，为更深入研究专题提供坦
途。
 　中国藏书文化具有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资料，近20年来，对中国藏书史和藏书文化的研究得到长
足的进步。
《中国藏书通史》就是一部集当前藏书史研究成果之大成的代表性著作。
它在学科建设上的贡献，具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通史》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中
国历代藏书史实的著作。
全书分先秦等8编，阐述四千年来中国藏书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相关的社会历史环境，论述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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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寺观和书院藏书的成就和水平，由此构筑起一个上下贯通、横向观照的完整框架。
书中充分展示了中国公私藏书的具体成就和文化贡献，记载了大批著名藏书家"一生精力，醉心简编"
的动人事迹，总结了数千年藏书事业在图书访求、收藏、整理和传布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内容宏富，
覆盖面极为广泛。
 　　第二，《通史》的编著者以开阔的视野，综合了历史学、图书馆学、文献学、文化史、社会史等
多门学科的方法，对中国藏书史展开跨学科、多方位的研究。
如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路径，通过对各时期社会生产技术、经济水平、政治形势等客观实际的历史分
析，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影响藏书事业盛衰的社会因素，由此奠定了藏书文化研究的正确方向。
再如运用文献学的方法，深入阐明了藏书家在编目、题跋、校勘、辨伪和版本鉴定等方面的业绩。
通过有关图书流通、书业活动、藏书世家等方面的论述，提供了许多生动的社会史内容，至于贯穿全
书的对于藏书数量、藏书质量、书楼建设、藏书风尚、习俗和观念、藏书的文化贡献等内容的分析，
则为读者展示了中国藏书文化史多姿多彩的画面。
 　　第三，《通史》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出发，既注意对藏书史研究发展大局的宏观把握，又注意对本
学科的研究体系进行理论概括。
最后一章《方兴未艾的中国藏书史研究》，宏观把握了近百年来中国藏书文化研究的成果和发展走向
。
在此基础上，又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建立"中国藏书学"或"藏书文化学"的创议，并在《导论》中对中国藏
书史及藏书文化的基本概念、学术范畴和研究体系进行了梳理和概括，标志着中国藏书史和藏书文化
研究已经有了渐趋成熟的理性规范，为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中国藏书通史》的作者们为藏书史事研究采用了通史的体式，在历史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论
述，史料运用丰富，关注到藏书事业进展的方方面面，把自古迄今的藏书活动作为一门学问来把握，
可见编著之难能可贵。
 　　本书上起先秦王室文献书籍的收藏和管理，下迄刚刚过去的20世纪我国藏书状况，首先讲述西方
公共藏书观念的东渐，中国藏书观念的革命，对西方公共藏书制度的借鉴，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
的创建，公私藏书事业在社会动荡中的发展，文人学者与工商实业家藏书的崛起兴盛，以及军阀战乱
与日寇侵略战争中藏书的厄运，一直讲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藏书事业。
这是至今藏书著述中所罕见的系统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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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册 导　言 第一编　先秦藏书　　第一章　我国藏书的起源　　　第一节　夏王室文献的收藏　　
　第二节　商王室文献的收藏　　　　一、商王室藏有文献　　　　二、商王室文献保藏的处所　　
　　三、商王室文献的管理　　　　四、商王室文献的利用　　　第三节　周王室藏书　　　　一、
周王室藏书丰富　　　　二、周王室藏书的处所　　　　三、周王室藏书的管理　　　　四、周王室
藏书的利用　　第二章　周代诸侯国和私家藏书　　　第一节　周代诸侯国官府藏书　　　　一、诸
侯国拥有藏书　　　　二、诸侯国藏书的处所　　　　三、诸侯国藏书的管理和运用　　　第二节　
私家藏书的兴起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藏书家　　　　二、诸子藏书的来源和特点　　　
第三节　藏书分类理论的奠基　　　　一、诸子对前人分类成果的继承　　　　二、诸子对典籍分类
的研究 第二编　秦汉藏书　　第一章　秦代藏书　　　第一节　秦代官府藏书　　　　一、秦代官府
藏书的聚散　　　　二、秦代官府藏书的机构　　　　三、秦代官府藏书的处所及其分类编目　　　
第二节　秦代私家藏书　　　　一、秦代私家藏书的大浩劫━━秦始皇“焚书”　　　　二、秦代的
著名藏书家　　第二章　汉代藏书　　　第一节　西汉官府藏书　　　　一、西汉官府藏书的搜集与
整理　　　　二、西汉官府藏书机构、典藏处所及其利用　　　第二节　东汉官府藏书　　　　一、
东汉官府藏书的搜集与整理　　　　二、东汉官府藏书机构及其利用　　　第三节　两汉私家藏书概
略　　　　一、西汉私家藏书　　　　二、东汉私家藏书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藏书　　第一章　魏晋
南北朝官府藏书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的图书典藏与散佚　　　　一、三国、两晋的图书典藏　
　　　二、南朝的图书典藏　　　　三、十六国、北朝的图书典藏　　　第二节　魏晋南北 朝官府藏
书的整理与编目　　　　一、三国整理官府藏书与编目　　　　二、两晋整理官府藏书与编目 　　　
　三、南朝整理官府藏书与编目　　　　四、北朝整理官府藏书与编目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官
府藏书的利用与流通　　　　一、魏晋南北朝官府藏书的利用　　　　二、魏晋南北朝官府藏书的流
能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的秘书监制度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　　　第一节　魏晋南北
朝私家藏书概述　　　　一、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的发展　　　　二、魏晋南北朝的社会风尚与文化
发展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的主要藏书家　　　　一、魏晋主要藏书家　　　　二、南朝主要藏
书家　　　　三、北朝主要藏书家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寺观藏书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的寺
院藏书　　　　一、佛教的传入和寺院藏书的兴起　　　　二、三国、西晋的佛典和寺院藏书　　　
　三、东晋、十六国的佛典和寺院藏书　　　　四、南北朝的佛典和寺院藏书　　　第二节　魏晋南
北朝道观藏书　　　　一、东汉的道教与道经　　　　二、三国、西晋的道教与道经　　　　三、东
晋、南朝的道教与道观藏书　　　　四、十六国、北朝的道观藏书 第四编　隋唐五代藏书　　第一章
　隋唐藏书的社会文化背景　　　第一节　国家统一、文化发展与藏书　　　第二节　重书政策为官
藏成就之推动力　　　第三节　皇室与国家内外藏书格局之定型　　第二章　隋唐五代官府藏书　　
　第一节　隋代官府藏书　　　　一、隋代官府藏书的形成　　　　二、隋代两京官府藏书之处所　
　　　三、隋代官府藏书的建设管理　　　　四、隋代官府藏书的沦失　　　第二节　唐代官府藏书
　　　　一、唐初官府藏书之聚集　　　　二、唐代官府藏书的主要处所　　　　三、唐代官府藏书
的补充校理　　　　四、唐代官府藏书的庋藏编目　　　　五、晚唐官府藏书之衰落　　　第三节　
五代官府藏书　　　　一、长安、洛阳藏书中心的消解　　　　二、五代官府藏书机构与处所　　　
　三、五代刻书事来之兴起与官府藏书　　第三章　隋唐五代私家藏书　　　第一节　隋唐五代私家
藏书地域分布　　　　一、隋唐京师长安　　　　二、洛阳　　　　三、其他地区　　　第二节　隋
唐五代藏书家主要成分　　　　一、官藏机构职员之私藏　　　　二、皇室宗亲及诸王藏书　　　　
三、诸州刺史等地方官吏藏书　　　第三节　隋唐五代私家藏书社会风气　　　　一、藏书致用的几
种方式　　　　二、酷嗜书画的藏书时尚　　第四章　隋唐五代寺观和书院藏书　　　第一节　隋唐
佛道经本与政府典藏　　　　一、写经的普及与数量增长　　　　二、佛道大藏的形成与完善　　　
　三、政府收藏佛道经本的处所　　　第二节　隋唐五代寺观藏书　　　　一、隋代主要寺观藏书 　
　　　二、唐代大寺名观藏书　　　　三、五代时期寺观藏书　　　　四、唐五代敦煌寺观藏书　　
　第三节　隋唐寺观藏书制度及使用　　　　一、经藏制度在唐代的确立　　　　二、寺观藏书的使
用　　　第四节　唐代书院藏书的兴起 第五编　宋辽夏金元藏书　　第一章　宋代藏书的社会文化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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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第一节　重文政策与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　　　第二节　科举教育的发展对图书需求的增加
　　　第三节　雕版印刷的广泛运用加快了图书的生产与流通　　第二章　宋代官府藏书　　　第一
节　宋代皇室及中央官府藏书机构　　　　一、宋代皇家藏书　　　　二、宋代国家图书馆━━馆阁 
　　　　三、宋代其他中央藏书机构　　　第二节　宋代中央官府藏书的数量与来源　　　　一、宋
代中央官府藏书的大致数量　　　　二、宋代中央官府藏书的来源　　　第三节　宋代中央官府藏书
的整理、保管与利用　　　　一、宋代中央官府藏书的编目整理　　　　二、宋代中央官府图书保管
措施　　　　三、宋代馆阁图书的利用与借阅　　　第四节　宋代地方官府藏书　　　　一、宋代地
方行政管理机构　　　　二、宋代地方官府藏书处所　　　　三、宋代地方官府藏书的来源　　第三
章　宋代士大夫的私家藏书　　　第一节　宋代私家藏书风气的普及　　　　一、藏书家人数众多，
数倍于前代　　　　二、藏书活动从北到南延续不断　　　　三、收藏图书内容丰富、各具特色　　
　第二节　承沿数代的宋代藏书世家　　　　一、宋代藏书世家概况　　　　二、宋代藏书世家的地
区分布　　　　三、宋代藏书世家家庭成员及共特点　　　第三节　宋代藏书家对图书的整理研究　
　　　一、数量可观的私家藏书目录　　　　二、开私家藏书提要目录先河的分类编目　　　　三、
校雠图书，发扬扫灰尘精神　　　　四、著录研讨，首建雕版图书版本之学　　第四章　宋代书院藏
书与寺观藏书　　　第一节　宋代书院藏书的发展　　　　一、宋代书院藏书事业的发展 　　　　二
、宋代书院藏书楼纪略　　　　三、宋代书院藏书的特点　　　第二节　宋代的寺观藏书　　　　一
、儒佛道的融合与宋代宗教的盛行　　　　二、宋代寺观对佛道典籍的收藏　　　　三、宋代寺观中
的其他藏书　　　　四、宋代寺院对私家藏书的寄存　　第五章　辽、西夏、金时期藏书　　　第一
节　辽代藏书　　　　一、辽代的官府和学校藏书　　　　二、辽代的私家藏书　　　　三、辽代的
寺院藏书　　　第二节　西夏藏书　　　　一、西夏藏书的历史背景　　　　二、兴庆府藏书　　　
　三、黑水城藏书　　　　四、西夏藏书的特点和价值　　　第三节　金代藏书　　　　一、金代官
府藏书　　　　二、金代私家藏书　　　　三、金代寺院和道观藏书　　第六章　元代藏书　　　第
一节　元代藏书的社会文化背景　　　　一、元代的文化政策　　　　二、元代发达的南北出版业　
　　第二节　元代官府藏书　　　　一、元代官府藏书的主要来源　　　　二、集庋藏刻印为一体的
元代图书管理机构　　　第三节　元代私家藏书的复兴　　　　一、以江浙、大都为中心，汉族为主
的藏书家队伍　　　　二、注意防潮、防火、防盗的私家藏书楼　　　　三、私藏图书的利用与流通
　　　第四节　元代书院藏书的继续发展　　　　一、书院藏书事业的继续发展　　　　二、元代书
院藏书楼纪略 　　　　三、元代书院藏书的特点　　　　四、元代书院藏书建设的制化　　　第五节
　元代的寺院和道观藏书　　　　一、元代的寺院藏书　　　　二、元代的道观藏书 第六编　明代藏
书　　第一章　明代藏书的社会文化背景　　　第一节　明代经济发展对藏书的影响　　　第二节　
明代文化发展对藏书的影响　　　第三节　明代刻书业和图书流通业的发达对藏书的影响　　第二章
　明代官府藏书　　　第一节　明代官廷藏书　　　　一、明代官廷藏书的来源和建设　　　　二、
明代官廷藏书的整理　　　　三、明代官廷藏书的衰落　　　　四、明代官廷藏书的影响 　　　第二
节　明代中央官府、地方官府藏书　　　　一、明代朝廷各部院刻书藏书　　　　二、明代地方官府
藏书　　第三章　明代私家藏书的历程　　　第一节　明代私家藏书的发展阶段与地域分布　　　　
一、明代私家藏书的发展阶段　　　　二、明代私家藏书的地域分布　　　第二节　明初江浙私家藏
书的兴起　　　　一、宋濂青萝山房藏书　　　　二、叶盛菉竹堂藏书　　　第三节　成化以降藏书
风气的发展　　　　一、长洲朱存理、杨循吉、都穆、顾元庆等诸家藏书活动　　　　二、华亭何良
俊藏书活动　　　　三、上海陆深绿雨楼藏书　　　第四节　嘉靖、隆庆之世藏书的繁荣 　　　　一
、以范钦、项元汴为代表的浙江藏书家　　　　二、以王世贞、唐顺之为代表的江苏藏书家　　　　
三、以李开先、高儒为代表的北方藏书家　　　第五节　万历至崇祯私家藏书的昌盛　　　　一、雄
视东南的江苏钱谦益、毛晋等藏书家群体　　　　二、浙江祁承[火/業]等藏书家　　　　三、福建陈
第、徐[火/勃]等藏书家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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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藏书通史（套装上下册）》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学术著作。
它具有三方面优点：（1）对中国藏书的历史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上起夏商，下迄20世纪90年代，贯通古今。
既以公藏私藏为主体，又述及书院、寺院藏书。
对于过去很少为人注意的问题，如辽代藏书、金代藏书、明代藩王藏书等等，亦给予一定的地位。
涵盖面之广，是以前同类著作不曾有过的。
（2）指导思想明确，力求对中国藏书的历史进程加以科学说明。
编者认为藏书形态的演进与社会的进步密切关联，并以此为基本线索，划分藏书历史的发展阶段。
在各时期的叙述中，又将藏书情况与该时期的经济文化发展情况、文化政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因而全书逻辑严密，自成体系，资料充实，考订细致。
（3）本书充分吸收已有成果，推陈出新，具有不少新的发现。
在资料和史实考订方面，亦有新的进展。
例如关于元代少数民族藏书家和私家藏书楼特点的资料都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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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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