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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上窮碧落下黃泉--綜述藏書家傅增湘聚書之途徑 

趙惠芬 ∗ 

一、前言 

傅增湘，字叔和，晚字沅叔，號潤沅，別號雙鑑樓主人、藏園居士、藏

園老人、書潛、薑奄、長春室主、清泉逸叟、西峰老農。清光緒二十四年(1898)

進士，曾任翰林院編修、國史館協修、京師女子師範學堂總理，民國以後擔

任王士珍、段祺瑞、錢能訓等內閣教育總長、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等職。

傅增湘生平聚書二十萬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鈔、精槧，編撰多部目錄版本學

專著，而丹鉛餘暇，亦選勝登臨，訪求未曾見於記載的碑碣題詠，考定各種

邑勝地志的謬誤，撰成游記十多篇。傅增湘被譽為近代著名的藏書家、版本

目錄學家和刻書家，其藏書之贍富與精美「均足與瞿、楊之藏相發明」 1。又

周松齡說： 

傅增湘是我國近代的藏書家兼學者，一生專精古籍目錄版本、校勘之

學，聞見博洽，收藏宏富，黯熟古書源流，精於鑑別版本，所撰群書

題記，探賾索隱，糾謬拾遺，多發前人所未發……，近代學人，褶若

群星，在版本學、目錄學、校勘學的領域裏，傅增湘無疑是一位較有

影響的學者 2。 

余嘉錫並對傅增湘所撰之《藏園群書題記》推崇備至，他說： 

所作藏書題記，於版本、校讎二者，自道其所得，實能開自來目錄家

所未有。以先生書與四庫提要合而觀之，而後隋志所稱劉向校書論其

旨歸，辨其訛謬者，義乃大備。此豈他藏書家徒以收藏賞鑑名者所能

企及者哉 3。 

除了藏書豐富外，傅增湘亦不祕惜自私，他堅持藏書致用的原則 4，所藏之書

                                                 
∗ 僑光科技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1 袁同禮撰，＜清代私家藏書概略＞，《圖書館學季刊》第 1 卷第 1 期，民國 15 年 3

月，頁 38。 
2 見周松齡撰，＜傅增湘對古籍整理的貢獻＞，《四川圖書館學報》，1983 年第 2 期，

頁 78。 
3 余嘉錫序言，見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續集》，民國 27 年藏園自刊本。  
4 傅增湘曾於《藏園居士六十自述》(1931 年，傅增湘手書石印本))一文提到，一些藏

書家懂得讀書和鑑別，卻將書籍束諸高閣、吝惜流通，以致造成部分典籍散亡，因而

感慨的說：「此其人既以多藏是懼，遂不恤與古人為仇，雖謂之藏書而書亡可也。」

傅增湘堅持藏書致用的原則或本諸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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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校者十居八九，傳播者十居四五」 5，曾自刊《蜀賢叢書》十二種、《雙

鑑樓叢書》十種、影印唐孔穎達《周易正義》十四卷、漢揚雄《方言》十三

卷、宋司馬光《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宋王應麟《困學紀聞》二十卷、

元佚名《南臺備要》一卷《烏臺筆補》一卷、唐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六

卷、清朱錫庚《朱少河雜著稿本》、《公孫龍子》三卷、《尹文子》二卷、

舊題程本《子華子》十卷、漢黃石公《黃石公素書》一卷、宋陸佃《鶡冠子

解》三卷等書，又主動提供藏書給商務印書館輯印的《四部叢刊》、《百衲

本二十四史》、《續古逸叢書》或與朱祖謀、董康、徐世昌、陶湘、張芹伯、

吳昌綬、王大隆等人刊印流傳古籍，較諸其他扃鐍甚密的藏書家的表現，實

不可同日而語。 

二、聚書途徑分析 

傅增湘生平聚書二十萬卷，在「先世留貽不盈萬卷」 6的情況下，有如此

宏 富 的 藏 書 ， 除 了 勤 於 訪 求 圖 籍 外 ， 清 代 末 年 民 國 初 期 的 時 勢 變 動 也 對 於 傅

增湘搜集群書提供了優越的條件。在當時公家藏書如四庫進呈本、四庫底本、

《 永 樂 大 典 》 本 ， 被 八 國 聯 軍 掠 奪 、 摧 毀 ， 部 分 流 落 民 間 四 處 星 散 ； 而 私 人

藏 書 家 亦 有 因 連 年 兵 禍 、 世 族 中 落 ， 主 人 去 世 後 ， 後 人 難 以 世 守 而 散 出 ， 如

端方、盛昱、徐坊等人；有的則因兵燹之禍而蒙受蹂躪，如楊氏海源閣藏書，

除 此 之 外 ， 如 范 氏 天 一 閣 、 盧 氏 抱 經 樓 、 丁 氏 持 靜 齋 、 缪 氏 藝 風 堂 、 莫 氏 郘

亭 等 藏 書 亦 相 繼 而 散 ， 故 傅 增 湘 常 將 自 己 的 藏 書 收 藏 成 績 歸 結 於 「 非 材 之 力

所 能 堪 ， 實 緣 時 會 之 幸 值 也 。 」 至 於 傅 增 湘 如 何 徵 訪 圖 籍 ， 今 根 據 《 雙 鑑 樓

善本書目》、《雙鑑樓藏書續記》、《藏園群書題記》、《藏園群書經眼錄》所載，

詳加鉤稽，另參考《藏園居士六十自述》，共得五種方式，雖不足以道盡傅增

湘搜求圖書的方式，或可略窺其梗概。 

(一)繼承先祖藏書 

傅增湘藏書有小部分是承自先人遺緒，其在《藏園居士六十自述》提到：

「家世儒素，終身冷官，先世留貽不盈萬卷。」 7至於詳細內容為何？僅能從

傅增湘《雙鑑樓善本書目序》看到以下記載： 

昔先祖北河公雅嗜儒素，丁離亂之會，銳意以收書為事，曾得興文《涑

                                                 
5 見傅增湘撰，《藏園居士六十自述》，1931 年，傅增湘手書石印本，頁 16。 
6 傅增湘撰，《藏園居士六十自述》，1931 年，傅增湘手書石印本，頁 15。 
7 傅增湘撰，《藏園居士六十自述》，1931 年，傅增湘手書石印本，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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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為莫邵亭、吳摯甫所激賞，是為余家藏書之始。 8 

筆者按：興文《涑鑒》，指的是傅增湘祖父傅誠留下的最重要的典籍--元興文

署本《資治通鑒》。這部書也是後來傅增湘據以命名其藏書之樓的「雙鑑」之

一。此部書曾被莫友芝讚為「萬葉鉅編」，吳摯甫表為「三世善守者」9，可知

其珍祕程度。以下依據《藏園群書經眼錄》所載，略記其體制： 

《資治通鑑音註》二百九十四卷，元胡三省撰。 

元刊本，十行十二字。注雙行，黑口，四周雙欄。中縫作「通鑑幾」

或「通鑑第幾卷」，上記大小字數，下記刊工姓名。前王磐興文署新刊

資治通鑑序，次胡三省新註資治通鑑序。首行題「資治通鑑卷第一」，

次三行題「朝散大夫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理檢史上護軍賜紫金魚袋

臣司馬光奉敕編集」，四行題「後學天臺胡三省音注」。鈐有「曹溶」

朱、「潔躬」白、「小酉齋」白、「三餘堂圖書印」朱、「懷玉印信」、「趙

氏億孫」 10。 

(二)購買 

購 買 乃 圖 書 徵 訪 方 法 中 ， 最 為 普 遍 且 有 效 的 一 種 。 傅 增 湘 的 藏 書 沒 有 像

李 盛 鐸 等 藏 書 家 採 取 整 批 購 藏 某 一 藏 書 家 典 藏 的 方 式 ， 而 是 勤 於 訪 求 書 肆 ，

傅增湘說： 

余閱肆數十年，凡生平未見之書，恆廣搜遠討，務以一得寓目為快 11。 

根 據 傅 增 湘 自 撰 的 藏 書 題 記 和 與 友 朋 來 往 的 書 札 記 載 ， 其 交 易 年 深 的 書 肆 有

北 京 地 區 的 文 友 堂 、 藻 玉 堂 、 會 經 書 坊 、 邃 雅 書 坊 、 文 德 堂 、 翰 文 齋 、 宏 遠

堂 、 正 文 齋 、 聚 珍 堂 、 多 文 書 坊 、 鏡 古 堂 、 樸 書 齋 、 通 學 齋 、 道 古 堂 、 觀 古

堂 、 保 古 齋 、 積 寶 齋 、 述 古 堂 、 文 祿 堂 、 帶 經 書 坊 等 ， 另 外 諸 如 蘇 州 的 修 本

堂 、 靈 芬 閣 、 鳴 琴 室 ， 杭 州 的 文 元 書 坊 、 何 長 兒 書 肆 ， 南 京 狀 元 境 書 肆 ， 上

海 的 利 川 書 屋 、 來 青 閣 、 中 國 書 店 、 古 書 流 通 處 ， 四 明 的 千 頃 堂 書 坊 ， 溫 州

的 墨 香 移 ， 日 本 的 東 京 文 求 堂 等 ， 都 是 其 經 常 流 連 駐 足 之 處 ， 足 跡 遍 及 著 名

文化興盛之區及荒攤冷肆。由此可知，傅氏酷愛典籍之深及訪求之勤且廣。 

由 於 傅 氏 經 常 走 訪 書 肆 、 廠 市 ， 故 結 識 不 少 書 估 ， 在 購 買 書 籍 ， 提 供 買

                                                 
8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年，頁 1407。  
9 傅增湘撰，《藏園居士六十自述》，1931 年，傅增湘手書石印本，頁 12。  
10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錄》，北京：中華書局，1983 年 9 月，頁 237 至 238。 
11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年，頁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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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消息方面，獲得不少方便。如〈校靖康要錄跋〉云： 

辛未(民國二十年，1931)夏於廠市魏笙甫許獲…… 12。 

〈宋刊後漢書殘本跋〉云： 

此書出福山王文敏公家，十年前文德堂韓大頭曾舉以相眎，當時喜其

版刻精麗，亟欲收之，而苦於高價難償，旋以千五百金，代王君叔魯

購致之。近歲王君盡斥藏籍，此書歸於鄧君君翔，其後鄧氏又不能守，

遂為聚珍堂劉賈所得。庚午(民國十九年，1930)殘臘，劉賈為債累所

窘迫，欲貶值脫手，余乃以千二百金獲之。 13 

又如〈宋刊巾箱本四朝名臣言行錄跋〉云： 

書出內閣大庫紅本袋中，昔年余於文德堂韓佐泉許收得第三、四卷，

頗自珍祕，不輕示人。 14 

以及〈明本眉菴集跋〉云： 

成化本《眉菴集》十二卷，……癸丑(民國二年，1913)歲，余得之蘇

州鳴琴室楊叟馥堂之手。 15 

有時由書賈登門求售，其效果加倍於傅氏之躬自訪求。如〈柳大中鈔白蓮集

跋〉云： 

昨歲殘臘垂盡，書友魏子敏自津門攜此帙來，云為故人某君篋中物，將

斥之以度歲，因出厚價收之，從此三高僧詩雙鑑樓中咸庋舊本，……16 

此外，縱目攬勝、杖履所至之處，亦兼致訪求。如〈楚國文獻公雪樓程先生

文集跋〉云： 

余自十五年前，歲在庚寅(民國三十九年，1950)，以南游黃山，道出

白下，獲此本於狀元境書肆。 17 

又如〈纂圖互註周禮十二卷〉云： 

昨歲游日本，在東京文求堂書肆見之，喜其氣味古拙，因以廉值得之。18 

                                                 
12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初集》，民國 32 年企轔軒刊本，卷二。 
13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初集》，民國 32 年企轔軒刊本，卷一。 
14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年，頁 180。 
15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續集》，民國 27 年藏園自刊本，卷五。 
16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續集》，民國 27 年藏園自刊本，卷四。 
17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續集》，民國 27 年藏園自刊本，卷四。 
18 傅增湘撰，《雙鑑樓藏書續記》，民國 19 年江安傅氏北平藏園刊本，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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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增湘購書「惜書不惜錢」，聞有異書，必求一見，並時時留意其書動向，

故 多 能 眼 明 手 快 地 議 價 購 歸 ， 為 雙 鑑 樓 購 進 不 少 珍 本 祕 笈 。 如 〈 宋 監 本 周 易

正義跋〉云： 

……後為臨清徐監丞梧生所得，……監丞逝世，遺書散出，余偶訪令

子聖與，幸獲一睹，驚為曠世奇寶，時時往來於懷，旋聞其書業已易

主，廉君南湖曾為作緣，以未能諧價而罷。昨歲殘臘，聞有人求之甚

急，議垂成而中輟，然其旋價高奇，殊駭物聽，余詗知怦然心動，遂

銳意舉債收之，…… 19 

北宋監本《周易正義》「為宋本經部第一，海內無第二本。」 20傅增湘不僅留

意其書動向，並不惜舉債購書，根據他在與張元濟的書信當中說到「此書收

價印價耗至一萬九千元」21，實可與古人割莊以易《漢書》之舉相媲美。而傅

增湘得此書之後，珍愛異常，他说：「雙鑑樓中藏書三萬卷，宋刊秘籍亦逾百

種，一旦異寶來歸，遂巍然為群經之弁冕，私忠寵幸，如膺九錫。」22然而他

並不嚴扃深鐍，秘不示人，曾郵至日本、影印百帙，顯現其寬厚之胸襟與流

通古籍的態度。又如現今典藏在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傅斯年圖書館的

宋蜀刻安人趙諫議本《南華真經注》，卷册有傅增湘手跋二則及藏書詩十首，

對於收得此書的經過記述頗詳，其跋文云： 

蜀刻本為古今藏書家所未見，余辛亥(宣統三年，1911)冬以議和留滯

上海，曾見沈寶硯(巖)手校宋本，所據為安仁趙諫議本，嗣歸於涵芬

樓，余假出臨校於世德堂本，未得終卷而罷，然緣此知《莊子》自世

傳數本又有趙諫議本矣。壬子(民國元年，1912)春聞有宋刻《莊子》

出於滬肆，亟訪藝風老人詢之，云正是趙諫議本，以倉促寓目，祇影

寫首葉存之，即刻入宋元書影者是也。余遣人四索渺然無蹤，悵惘彌

日，後探知此書出秣陵張幼樵家，以兵亂散出，……流出坊肆，為文

祿堂王晉卿所得，……藏園丙部不乏古刊，惟南華獨付闕如，況蜀中

刻梓在天水一朝號為精善，與杭汴並稱，……今是書卷帙完善，……

                                                 
19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年，頁 3。 
20 倫明撰，《辛亥以來藏書紀事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年，頁 21。 
21 張元濟等撰，《張元濟傅增湘論書尺牘》，商務印書館，1982 年，頁 341。 
22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年，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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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為人士所必讀，更屬生平未見之本，……遂毅然舉債收之。 23 

由此可知，傅增湘嗜書之篤及搜訪之勤，雖債卷與藏書相為盈朒，未嘗稍減

其藏書的狂熱。至於其他購自書估或市肆的書籍，整理於附表一。 

此外，傅增湘也常請友人代為搜購古籍，如《藏園群書題記初集》〈宋刊

咸淳臨安志〉條云： 

……今歲王君獻唐自歷下來，言彼中尚有數册求沽，遂挽以代為諧價。

旋斥去它書，勉籌四百金寄之……。 24 

可知傅增湘請王獻唐代為諧價購書。或請友人從中協商，如〈宋本樂府詩集

跋〉云： 

丁巳(民國六年，1917)季冬，余居太平湖醇王舊邸，一日侵晨，鄉人

白堅甫來謁，時余方領邦教，將赴閣議，膏車待發，門者言客夾書來，

亟撥冗延。堅甫搴簾甫入，余迎語之曰：「君所挾必宋版也。」堅甫驚

詫殊甚。披卷一視，目眩神移，即是書也。孤本祕籍，欣訝殆出意表。

堅甫為言：「此閻文介公藏書，其子成叔方索高價。」屬與磋商，久之

未諧。迄於翊年之春，乃由孫伯恆世兄居間，更媵以李卓吾《焚書》，

以千百金議成，此書遂入余篋，巋然為雙鑑樓總集之弁冕。其後堅甫

訊余曰：「吾蓄疑於心久矣，公操何神術，當日未卷而能決為宋版乎？」

余答曰：「此易曉耳！方君挾書入門，外無紙裹，余瞥見書衣為藏經紙

背，光彩燭目，豈有元明本書而忍護以金粟箋者乎？」堅甫輾然曰：「信

如是乎？吾幾疑君能見垣一方矣。」 25 

購求古籍，除勤於訪尋外，獨到的鑑賞力也是不可缺少的，由上例可知，傅

增湘對於古籍的鑑別能力已至爐火純青之地步，無怪乎余嘉錫在《藏園群書

題記續集》序中稱讚其「有以書來者，望而知為何時、何地所刻，幾於暗中

摸索能別媸妍者」 26。 

(三)友朋餽贈 

傅 氏 為 人 和 易 ， 喜 通 賓 客 ， 他 的 交 游 幾 乎 可 以 網 羅 當 時 文 壇 、 書 林 的 著

                                                 
23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年，頁 513。 
24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初集》，民國 32 年企轔軒刊本，卷三，頁 1。 
25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年版，頁 913。 
26 余嘉錫序言，見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續集》，民國 27 年藏園自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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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學 者 、 藏 書 家 ， 例 如 劉 承 幹 、 陶 湘 、 張 元 濟 、 周 叔 弢 、 顧 鶴 逸 等 ， 因 此 他

的藏書也有部份得自友朋餽贈。茲據《藏園群書題記》初集、續集、《雙鑑樓

藏書續記》所載，略舉於下： 

1.見於《藏園群書題記初集》者： 

(1)四庫館寫本《春秋會義》四十卷。其條下云： 

嗣晤宗人治薌言是書光緒時山東有新刻本，因以一部見貽。 27 

(2)元至正刊《通鑑續編》殘本。其條下云： 

朱君翼庵既舉北宋本册府元龜一帙為壽，復媵以元刊陳桱通鑑續編二

卷。 28 

(3)殘宋本《册府元龜》。其條下云： 

頃重陽前日，為余生周甲之辰，朱君翼庵見過，手持所藏宋刊第四百

八十三卷相貽……。 29 

(4)宋本《甲申雜記見聞錄》二卷。其條下云： 

……壬子(民國元年，1912)鬱華閣書散出，仁和吳伯苑購得，為繆藝

風老人七十壽。藝風歿後，其長君子受復以貽余……。 30 

(5)宋紹興本《臨川先生文集》殘卷。其條下云： 

此殘本為劉君翰臣所贈。 31 

(6)鈔本《漢泉漫槀》十卷。其條下云： 

此帙為友人吳門徐君姜盦所藏。……壬申(民國二十一年，1932)三月，

姜盦抱騎省之戚，肅書馳使邀余至津沽為之題主，瀕行持此見貽。 32 

(7)元刊本《邵秋堂集》四卷。其條下云： 

前歲世好劉君翰臣自淮南來，持以相贈……。 33 

(8)宋寫本《楊太后宮詞》五十首。其條下云： 

……頃檢篋藏得影宋人寫本一帙，乃友人瞿良士所貽。 34 

                                                 
27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初集》，民國 32 年企轔軒刊本，卷一，頁 12。 
28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初集》，民國 32 年企轔軒刊本，卷二，頁 1。 
29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初集》，民國 32 年企轔軒刊本，卷四，頁 31。 
30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初集》，民國 32 年企轔軒刊本，卷二，頁 37。 
31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初集》，民國 32 年企轔軒刊本，卷六，頁 1。 
32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初集》，民國 32 年企轔軒刊本，卷七，頁 6。 
33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初集》，民國 32 年企轔軒刊本，卷七，頁 7。 
34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初集》，民國 32 年企轔軒刊本，卷八，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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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見於《藏園群書題記續集》者： 

(1)金刊本《尚書注疏》殘本。其條下小注云： 

余藏卷第十八殘本，乃浭陽張君庾樓所貽。 35 

3.見於《雙鑑樓藏書續記》者： 

(1)明鈔本《文獻通考》殘本一百八十九卷。其條下云： 

余見此於廠市文友堂，以殘編敗帙無人垂眄，遂以廉值得之。適同學

邢君贊亭先收得經籍考十許卷，更輟以見贈。 36 

(2)明刊本《大明輿地名勝記》二百七卷。其條下云： 

……嗣於內城聚珍堂書坊獲見全帙，為友人朱逖先捷足得之，逖先知

余之渴欲得此也，因此所藏半部相讓……。 37 

此外，亦有互贈之例。如《藏園群書題記初集》〈明本薛濤詩跋〉條下云： 

余於甲寅(民國三年，1914)春遊滬瀆，獲見於沈乙盦海日樓中，樊山

前輩方題小詞其上，於愛翫不忍釋手。隔歲，乙盦遂輟以見貽，余檢

弘治本山谷別集報之。 38 

(四)與人交換而得 

傅氏與人交換而得的書，在《藏園群書題記》初集、續集、《雙鑑樓藏書

續 記 》 皆 有 記 載 ， 如 ：《 藏 園 群 書題 記 續 集 》〈 宋 刊 虞 平 齋 本 百 家 注 蘇 詩 跋 〉

條下云： 

……近歲流落津沽，為秋浦周叔弢所獲。前日忽馳書見告，言欲得藏

園秘笈數種，願以是書為酬。余欣然允諾，因檢取明鈔本《席上輔談》

(有金俊明、黃蕘圃跋)、明鈔《賓退錄》(有孫岷自跋)、舊鈔《邵氏

聞見錄》(為陳西昀所校)，皆前輩名蹟，而為君家所無者，手攜往津，

鄭重相付，於是務本書堂之精槧，遂載歸雙鑑樓中。…… 39 

又〈中唐十二家詩跋〉條下云： 

洎歲在乙丑(民國十四年，1925)，作客吳閭，晤葉奐彬同年，談及其

                                                 
35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續集》，民國 27 年藏園自刊本，卷一，頁 4。 
36 傅增湘撰，《雙鑑樓藏書續記》，民國 19 年江安傅氏北平藏園刊本，卷上，頁 16。 
37 傅增湘撰，《雙鑑樓藏書續記》，民國 19 年江安傅氏北平藏園刊本，卷上，頁 18。 
38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初集》，民國 32 年企轔軒刊本，卷五，頁 32。 
39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續集》，民國 27 年藏園自刊本，卷四，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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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適有此集，慨允以他書相易，因載以歸。…… 40 

據上文，可知《中唐十二家詩》一書是和葉德輝交換而得，但不知以何書交

換？暫且闕疑待考。此外，傅增湘為了一部足與原有「雙鑑」鼎峙而三的宋

刊小字本《通鑑紀事本末》，先後尋覓十餘年歷經幾番曲折之後，才以千金代

價，加上兩部古籍的副本為禮 41，再加上人情請託，終得到宗舜年的首肯，此

種求書的精神，使得雙鑑樓有與眾不同的收藏 42。 

(五)傳鈔影錄 

古 人 常 需 要 傳 鈔 或 影 錄 書 籍 ， 是 因 為 有 些 珍 貴 秘 笈 坊 間 無 法 買 到 ， 只 得

從 藏 家 借 來 傳 鈔 、 影 錄 ； 或 有 一 些 書 前 代 刊 刻 之 後 ， 便 未 再 刻 ， 欲 得 其 書 ，

則 須 借 鈔 、 影 錄 ； 又 有 些 書 後 代 雖 有 重 刻 ， 然 脫 誤 妄 改 已 失 原 貌 ， 此 時 只 得

傳鈔、影錄舊本，方能窺其全貌；書有殘本，知道別人有全本，亦託其鈔錄。

倫 明 在 《 辛 亥 以 來 藏 書 紀 事 詩 》 說 ： 傅 增 湘 遇 書 「 篇 篇 題 跋 妙 鉤 玄 ， 過 目 都

留副本存」43，因此，在傅增湘的藏書中，亦不乏傳鈔、影錄之例。或向書坊

或藏家借來，如《藏園群書題記續集》中的《皇朝末造錄》、《崇禎遺錄》 44，

即傳鈔順德李芍農藏本而來。而《藏園群書經眼錄》中《【正德】常州府志續

集》八卷 45、舊寫本《國史唯疑》十二卷 46、原稿本《苞桑叢識》一卷 47、明穴

硯齋寫本《家世舊聞》二卷 48等，皆是傅增湘影錄的珍本。又傅增湘有時請子

姪抄寫，在《藏園群書題記》曾多次記載，例如〈元刻樂府詩集校記〉云： 

昨歲見寒雲主人收得陸校此本，良為忻慕，然苦無元本可臨，悵惘而

己， 二月至南中，於蘇州見此本，喜其元刻初印，無一補板，以重價

收之。從主人假陸校原本移錄，十許日而畢。原本用朱、青、墨三色

筆，茲亦仍之， 缺葉手自鈔錄，亦間屬內侄淩渭卿補之。 49 

                                                 
40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續集》，民國 27 年藏園自刊本，卷五，頁 13。 
41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初集》，民國 32 年企轔軒刊本，卷二，頁 4。此二本為明

鈔《孔文仲集佚文》五卷和《張文宵文稿》一卷。 
42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初集》，民國 32 年企轔軒刊本，卷二，頁 3 至 4。 
43 倫明撰，《辛亥以來藏書紀事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年，頁 42。 
44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續集》，民國 27 年藏園自刊本，卷一。 
45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錄》，北京：中華書局，1983 年 9 月，頁 395。 
46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錄》，北京：中華書局，1983 年 9 月，頁 303 至 304。 
47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錄》，北京：中華書局，1983 年 9 月，頁 309 至 311。 
48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錄》，北京：中華書局，1983 年 9 月，頁 764。 
49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年，頁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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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苕溪集校本跋〉： 

宋劉行簡《苕溪集》五十五卷，宣統壬戌(民國十一年，1922)朱古微

侍郎校定，以付沈杏墅耀勳授梓者也。……頃得見舊鈔本，為磺川吳

氏所藏，十行二十字，卷中提行空格，率遵舊式。因取以校讀一過，

其十六、十七兩卷書、表各篇燦然具存，爰囑內侄淩渭清手寫補入。50 

或集合門生數人分卷抄寫，傅增湘曾自言「余夙嗜唐人集，有見輒錄。」 51陳

子 昂 是 初 唐 大 家 ， 對 於 這 位 鄉 賢 的 詩 文 集 ， 傅 增 湘 當 然 盡 力 羅 致 。 曾 經 有 明

弘治四年(1491)楊澄刻本《陳伯玉集》流入書市，是傳世《陳伯玉集》中較古

的 刻 本 ， 但 此 書 被 另 一 位 藏 書 家 周 叔 弢 以 高 價 收 去 。 於 是 傅 增 湘 從 周 叔 弢 借

來 是 書 ， 並 集 合 門 生 數 人 分 卷 抄 寫 。 在 〈 寫 本 陳 伯 玉 文 集 跋 〉：「 適 其時 北 洋

女 校 生 徒 多 寓 燕 京 ， 乃 分 致 諸 女 士 ， 依 仿 原 本 摹 寫 ， 人 各 一 卷 ， 數 月 乃 成 ，

咸 令 署 名 卷 尾 ， 時 在 丙 辰 (民 國 五 年 ， 1916)十 一 月 也 。 」 52傅 增 湘 的 門 生 分 別

是 陳 翠 碗 、 趙 懋 華 、 趙 懋 芸 、 鄒 筠 英 、 楊 潤 六 、 徐 秀 芳 、 周 芬 、 傅 仕 蓮 、 凌

集 嘉 、 吳 兆 暉 、 史 濟 道 等 ， 其 中 趙 懋 華 「 特 有 遠 志 ， 留 學 德 意 志 ， 卒 授 法 學

博士學位而歸」，頗令傅增湘引為欣幸。 53 

有 時 傅 增 湘 雇 寫 官 抄 書 ， 耗 費 時 日 之 外 ， 所 須 資 金 亦 多 ， 如 〈 大 明 一 統

名勝志跋〉曰： 

昔年在南中得殘本數十冊，欲求底本傳補，不可得也，嗣於內城聚珍

堂書坊獲見全帙，為友人朱逖先捷足得之。逖先知余之渴欲得此也，

因以所藏半部相讓。嗣於廠市搜取零星斷卷以附益之，尚缺浙江三卷，

福建十卷， 湖廣七卷，雲南十四卷，南北訪求，迄無所獲。爰假逖先

藏本，屬寫官繕補，凡三十四卷，耗時一百餘日，麋費至八九十金，

始克裝成。 54 

再如其〈蜀中廣記跋〉曰： 

余近十年來以纂輯《宋代蜀文輯存》，因旁及鄉邦故實，訪求此書甚為

切摯。然歷觀內府藏書及南北藏家，皆邈不可得，……余以待用孔亟，

                                                 
50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年，頁 717。 
51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年，頁 570。 
52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年，頁 571。 
53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年，頁 571。 
54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年，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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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就北平館藏之文津四庫書屬寫官繕錄全帙，閱時經歲，耗資百金，

始得如願以償。 55 

傅 增 湘 藏 書 中 的 傳 鈔 本 或 借 自 公 共 圖 書 館 ， 或 由 子 侄 、 學 生 抄 寫 ， 成 果 可 謂

豐碩。 

三、結語 

傅增湘藏書不論在質或量上，在當時都堪稱甲觀，並自云其藏書雖不及

瞿鏞鐵琴銅劍樓、楊以增海源閣，但卻足以與陸心源皕宋樓、丁丙八千卷樓

相頡頏 56，根據上文，傅增湘的聚書途徑，除少數得之先世留存，主要還是藉

由購買一途，而為搜求古籍足跡遍及各地，著名文化興盛之區及廠甸冷攤，

都是他搜奇覓古之處，從其在《六十自述》中說道：「故二十年以來，屏除百

好，專意於茲。苕水書船，琉璃坊市，狂搜冥索，百出其途。或千里飛箋，

则欣然命駕。聞有奇秘，必多方購致。」即可看到他急如星火、熱切訪書之

情。再則，傅增湘為人平易，交游多為國內文壇書林的著名學者和藏書家，

諸如張元濟、楊守敬、沈曾植、莫棠、徐乃昌等賞鑑名家，亦常為之推薦或

代購圖書，並偶得友朋贈書；另書籍在長時期的流傳過程中，常有離析各處、

成為殘籍者，傅增湘亦積極搜訪，或抄或印將書籍補配齊全。以上僅就傅增

湘藏書志、自述和友朋書信梳理其聚書途徑，犖舉什一，以明其藏書之富贍

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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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其他購自書估或市肆的書籍 

書名 版本 資料來源 

《纂圖互註周禮》十二卷 高麗古刻本 《雙鑑樓藏書續記》卷上，頁 1 

《南北史精語》十卷 鈔本 《雙鑑樓藏書續記》卷上，頁 13 

《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

八卷 
舊鈔本 《雙鑑樓藏書續記》卷上，頁 14 

《文獻通考》殘本 明鈔本 《雙鑑樓藏書續記》卷上，頁 16 

《劉子》十卷 明鈔本 《雙鑑樓藏書續記》卷上，頁 29 

《邵氏聞見錄》二十卷 舊鈔本 《雙鑑樓藏書續記》卷上，頁 36 

《邵氏聞見錄》二十卷 明鈔本 《雙鑑樓藏書續記》卷上，頁 38 

《老學庵筆記》十卷 明鈔本 《雙鑑樓藏書續記》卷上，頁 40 

《琴史》十卷 明鈔本 《雙鑑樓藏書續記》卷上，頁 42 

《昭代叢書新編》五十卷

《續編》五十卷《廣編》

五十卷《埤編》五十卷《別

編》五十卷 

？ 《雙鑑樓藏書續記》卷下，頁 3 

《孔毅父文集》二十一卷

《雜說》一卷 
明鈔本 《雙鑑樓藏書續記》卷下，頁 27 

《玉臺新詠》十卷 明刊本 《雙鑑樓藏書續記》卷下，頁 41 

《唐詩品彙》九十卷《拾

遺》十卷 
明刊本 《雙鑑樓藏書續記》卷下，頁 51 

《附釋音周禮註疏》 朝鮮活字本 《藏園群書題記初集》卷一，頁 10 

《春秋經傳集解》殘卷 宋撫州本 《藏園群書題記初集》卷一，頁 10 

《方言》十三卷 宋刊本 《藏園群書題記初集》卷一，頁 14 

《入注附音資治通鑑》一

百卷 
宋本 《藏園群書題記初集》卷二，頁 1 

《西域遺聞》 鈔本 《藏園群書題記初集》卷三，頁 13 

《翰苑群書》 明內府寫本 《藏園群書題記初集》卷三，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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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閫範》 影宋本 《藏園群書題記初集》卷三，頁 27 

《劉子》十卷 明鈔本 《藏園群書題記初集》卷三，頁 35 

徐北溟補註《顏氏家訓》 ？ 《藏園群書題記初集》卷三，頁 36 

《春渚紀聞》 明鈔本 《藏園群書題記初集》卷四，頁 5 

《唐國史》三卷 影宋本 《藏園群書題記初集》卷四，頁 12 

《侯鯖錄》 
盧抱經校舊

鈔本 
《藏園群書題記初集》卷四，頁 16 

《北堂書鈔》一百六十卷 明寫本 《藏園群書題記初集》卷四，頁 22 

《金剛經》一卷 宋刊本 《藏園群書題記初集》卷四，頁 34 

《雲臺編》三卷 明鈔本 《藏園群書題記初集》卷五，頁 26 

《王狀元集諸家注分類

東坡詩》 
宋刊本 《藏園群書題記初集》卷六，頁 8 

《雪山集》殘本 寫本 《藏園群書題記初集》卷六，頁 20 

《客亭類稿》 宋刊殘本 《藏園群書題記初集》卷六，頁 27 

《滹南集》四卷 舊鈔本 《藏園群書題記初集》卷六，頁 34 

《姑蘇雜詠》 明洪武本 《藏園群書題記初集》卷七，頁 16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

成》 
宋刊本 《藏園群書題記初集》卷八，頁 13 

《聲畫集》 明鈔本 《藏園群書題記初集》卷八，頁 29 

龔孝拱手書《小學三種》  《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一，頁 13 

《南齊書》 宋刊本 《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一，頁 23 

《漢紀》 ？ 《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一，頁 27 

《蘇州府志》五十卷 明洪武本 《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二，頁 3 

《都城紀勝》一卷 ？ 《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二，頁七 

《西藏見聞錄》 鈔本 《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二，頁 14 

《北虜風俗》不分卷 明刊本 《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二，頁 21 

《洪範政鑑》十二卷 宋內府寫本 《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二，頁 30 

《書史會要》九卷 明洪武本 《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二，頁 35 

《老學庵筆記》十卷 明鈔本 《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三，頁 2 

《澄懷錄》二卷 明鈔本 《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三，頁 8 

《太平廣記》五百卷 明刊本 《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三，頁 16 

《列子鬳齋口義》二卷 宋刊本 《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三，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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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泉子集》六卷（ 鈔本 《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四，頁 1 

《白蓮集》十卷 
明柳大中鈔

本 
《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四，頁 2 

《百家註蘇詩》 宋建本 《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四，頁 5 

《宛丘集》四十三卷 舊鈔本 《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四，頁 12 

《東萊先生詩集》三卷

《外集》三卷 

宋刊本 《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四，頁 22 

《楚國文憲公雪樓程先

生文集》三十卷 
明洪武刊本 《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四，頁 28 

《密庵槀》十卷 明洪武本 《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四，頁 38 

《靜居集》六卷 明弘治本 《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五，頁 2 

《北郭集》十卷 明刊本 《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五，頁 2 

《附釋音尚書注疏》二十

卷 
元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28 

《周禮註》十二卷 
宋相臺岳氏

家塾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45 

《周禮注》六卷 明嘉靖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45 

《纂圖重言重意互注禮

記》二十卷 
宋監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54 

《春秋五禮例宗》十卷 舊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80 

《春秋五論》一卷 明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82 

《論語纂疏》十卷 宋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97 

《爾雃注疏》十一卷 元刊明修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20 

《爾雃新義》二十卷 舊鈔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21 

《廣雃》十卷 
明畢效欽刊

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25 

《增修復古編》十卷 明初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36 

《廣韻》五卷 宋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43 

《魁北排字禮部韻注》五

卷 
元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155 

《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 
北宋刊遞修

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59 

《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 
明正德十年

白鹿書院刊

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63 

《史記索隱》三十卷 明汲古閣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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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集解索隱》一百三

十卷 
元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67 

《北史》一百卷 明初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80 

《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目錄》二卷 
清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82 

《五代史記》七十四卷 宋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82 

《五代史記》七十四卷 宋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83 

《晉書》一百三十卷 影寫宋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209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

卷《考異》三十卷 
宋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235 

《資治通鑑目錄》三十卷 宋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237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五

十卷 
元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242 

《續資治通鑑》□□卷 元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258 

《萬曆起居注》一册 舊鈔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265 

《契丹國志》二十七卷 舊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297 

《大金國志》四十 舊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298 

《輿地紀勝》二百卷 舊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380 

《歷代地理指掌圖》不分

卷 
明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386 

《嘉興府圖記》二十卷 明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409 

《夢梁錄》二十卷 清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430 

《秘書志》十一卷 舊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465 

《舊聞證誤》十五卷 
汲古閣影宋

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515 

《中說注》十卷 北宋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551 

《東宮備覽》六卷 清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562 

《十七史百將傳》十卷 明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568 

《管子》二十四卷 明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570 

《吏學指南》八卷 元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574 

《劉子注》十卷 明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666 

《東觀餘論》二卷 明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735 

《程氏演繁露續集》六卷 舊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742 

《南唐近事》二卷 明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754 



文稿 

 55

《太平御覽》一千卷 明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813 

《妙法蓮華經》七卷 宋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868 

《蒙雃》一卷 紅格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866 

《佛祖統紀》五十五卷 宋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889 

《一切經音義》二十五卷 清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891 

《老子注》二卷 明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896 

《南華真經注》十卷 宋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900 

《抱朴子外篇》五十卷 明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908 

《奚囊廣要》十三種十四

卷 
明巾箱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944 

《新定杜工部古詩近體

詩先後并解末？》七卷

《成？》十一卷《己？》

八卷 

明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054 

《杼山集》十卷 明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054 

《呂衡州文集》十卷 舊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069 

《新板增廣附音釋胡曾

詩注》三卷 
日本活字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100 

《浣花集》十卷 明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109 

《白蓮集》十卷附《風騷

旨格》一卷 
明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110 

《東萊標註老泉先生文

集》十二卷 
宋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154 

《蘇文忠公奏議》二卷

《題跋》六卷《內制》十

卷 

明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166 

《王狀元集百家註分類

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 
宋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168 

《初寮集》八卷 舊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207 

《浮溪遺集》十五卷《附

錄》一卷 
清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209 

《胡澹菴先生文集》六卷 舊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223 

《侍郎葛公歸愚集》十卷 舊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225 

《止齋先生文集》五十二

卷《附錄》一卷 
明弘治翻宋

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234 

《放翁先生劍南詩稿》六

十七卷《目錄》□卷 
宋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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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川先生文集》三十卷

《附錄》一卷 
明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260 

《可齋續稿後集》十二卷 舊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267 

《後村居士詩集》六卷

《逸詩》五卷《詩餘》一

卷 

活字印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270 

《李忠簡公文溪存稿》二

十卷 
明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271 

《魯齋王文憲公文集》二

十卷 
明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278 

《劉須谿先生記鈔》八卷 明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278 

《蛟蜂集》七卷《山房先

生遺文》一卷《蛟蜂外集》

四卷 

明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279 

《春山四六鈔》二卷 舊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286 

《滹南遺老王先生文集》

四十五卷附《續編詩》一

卷 

明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290 

《月屋漫稿》不分卷 舊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300 

《知非堂稿》十一卷 舊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320 

《元音獨步揭文安公詩

集》二卷《補遺》一卷 
清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333 

《番陽俟菴先生文集》三

十卷《附錄》一卷 
舊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349 

《貢禮部玩齋集》十卷 明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354 

《倪雲林先生詩集》六卷

《附錄》一卷 
明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370 

《高太史鳧藻集》五卷 明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387 

《思玄集》十六 明活字印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404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

生合集》十二卷 
明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421 

《雪浪詩》一卷《松寥詩》

一卷《吳裝詩》一卷 
明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423 

《詩紀》一百五十六卷 明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492 

《增奇集》二十□卷 明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518 

《國朝文會初編》 舊寫本 《藏園群書經眼錄》頁 15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