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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清
代
藏
书
事
业
发
达
的
背
景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四大古文明之一。中华文明的传承离不

开书籍。书籍作为文明的载体在我国出现较早。随着书籍的产

生，便产生了藏书活动。藏书活动在我国出现的时间也较早。

据《史记》记载，在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老子就曾担任“周

守藏室之史”。这里所谓的“藏室之史”即是“周藏书室之史也”①。

从这段记载可知，至少在春秋时期，我国就有了官办的藏书机

构，并设置有专职的藏书管理人员。到了清朝时期，我国的藏

书事业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藏书楼数量远较之前时代多；

藏书家人数远较之前时代多；藏书家藏书规模庞大，藏书量在

十万卷以上的藏书家也不在少数；各种藏书思想并存，与藏书

相关的著作大量涌现。清代藏书事业空前发达是与当时的社会

文化背景分不开的。  

一、主流文化的转变刺激了藏书事业的发展  

一个社会的藏书事业发达与否与其社会文化发达与否紧

密联系，文化越发达的社会，其藏书事业越发达。在社会文化

中，主流的社会文化对于藏书事业的发达与否又起着主要决定

作用。这里大致探讨下我国主流文化与藏书事业之间的关系。 

（一）我国主流文化的大致演进流程  

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便

                                                                 
 . [M]. 1959 2140. 



 

成为中国的官方统治学说，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

但是，儒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孟子继承了孔子儒学的精髓

的同时，发展了儒学。他在孔子“仁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仁

政学说。孔子仁学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

仁归焉”。在如何才能做到“仁”上，孔子提出要“非礼勿视，非

礼勿听”①，即不合乎礼的东西不要去看，也不要去听。孟子

在这基础上提出“仁政”说，他针对当时地主阶级激进派推行的

“严刑峻法”的政治措施，提出自己“仁政”的主张。孟子反对当

时新兴的地主阶级改革家商鞅主张积极开垦土地、鼓励私人占

有土地、招徕劳动力等措施，主张通过“井田制”的形式来实现

用自己设想的“仁政”措施，具体做法就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

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

事”②。他所谓的“仁政”措施，就是想“通过‘井田制’的形式来推

行封建制度”③。到了西汉时期，董仲舒又将“大一统”“天人感

应”等思想纳入儒学之中。他认为要实现“一统”就必须要“尊

君”。他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④到了宋、明

时期，程颐、程颢、陆九渊、朱熹、王守仁等人援佛入儒、援

道入儒，充分吸取了释、道精华用于改造儒学，将儒学发展到

理学阶段。理学又大体可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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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将“理”或“心”看为世界的本源。在理学阶段，儒学具有了

哲学性质。但是，由于理学不重视实际研究，专注于探讨虚无

缥缈的性命义理，到了明末清初时期，理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诟病，人们认为王学末流成天只知空谈心性，对于实际事务毫

无用处。吕留良就曾批评王学末流道：“今时讲学之徒，开口高

谈性命，卒遇小事，便不能办，偶然为乡里处分一件公事，便

纷然终日不绝。”①因此，到了清代，中国学术主流由理学转为

专注于实际研究的考据学（亦称朴学、汉学）。  

（二）考据学的兴盛刺激了清朝藏书业发达  

清代，中国学术主流由理学转为专注于实际研究的考据

学。在清朝考据学发达，特别是在乾隆、嘉庆时期。清朝是我

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时期，我国在“学术、文化上呈露

出‘总结期’的特征。这突出表现为规模空前的大型类书、丛书的

编纂，以及众多学者对繁复的古代典籍进行训诂、考订、校勘、

辑佚等细致的整理”。②这种细致工作成就了考据学的兴盛。  

考据学不同于理学。理学专谈性命义理，比较空疏，而考据

学是一门实证科学。考据学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对古籍

文献的校勘、整理、注疏、辑佚书、辨伪书，对古文字的发展演

变、读音研究，对古代典章制度、天文、历算、舆地等的研究，

等等。从考据学的研究范围可以看出来，无论考据学家们是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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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个方向的研究，都离不开大量高质量的图书作为研究对象。

没有相当数量的高质量书籍，考据学家们无论有多大的能力也不

可能做出什么研究成果。因此，清代考据学的兴盛，扩大了社会

对于图书的需求，有利于清代藏书事业的发展。此外，考据学家

们为了方便学术研究，热衷于藏书。因此，清代的许多藏书家同

时也是学问功底深厚的学者。王桂平认为：“清代江南藏书家大多

学识渊博，著述较丰，既是收藏家，又是刻书家。他们为了读书做

学问而刻书，如果请人代刻，不但豕鱼鲁亥①，各类差错比比皆是，

而且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倒不如自刻方便。”②例如，被称为清代三

大考据学家的王鸣盛、钱大昕、赵翼都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 

总之，当我国主流文化由宋明时期的理学转变为清代的考据

学之后，考据学的兴盛刺激了清代藏书业的发展。藏书事业的发

展又为考据学家们提供了研究的方便，从而又进一步促进了考据

学的发展。因此，在清朝时期，藏书事业与考据学之间关系是相

互促进、互为因果的，从而推动了考据学与藏书事业的共同发展。 

二、印刷术发展和书市繁荣 

（一）清代印刷术空前发展  

我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技术的国家之一。清代中晚期以前，

我国的印刷技术大体包括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大类。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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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雕版印刷发明最早。清中期以前，雕版印刷也是中国印刷

业的主流。当时社会上所印刷的书籍，主要是雕版印刷的，“活

字本的数量仅及雕版书之百分之一二”①。到了清代中后期，石

印技术、铅活字印刷技术等先进的印刷技术传入我国，并逐步

取代雕版印刷成为印刷业的主流。  

1. 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  

蒋元卿认为，直接使中国图书走上雕版印刷一途的，约

而论之，可有下列两种原因，一是经典刻石的盛行。“经典刻

石，始自汉灵帝熹平四年，成于光和六年”，二是大避邪印与

佛像印。当时的道士们所佩戴的枣木避邪大印，有的刻字多

达四百。不过这种避邪印“并无传播之意，故尚不能即谓之印

刷”②。也即是说这种避邪物虽然上面刻有较多文字，但是它

并不是用于印刷。此外，它与用于印刷的雕版还有一个区别

是，雕版上的文字是反着写的文字，而这种避邪印上的文字

是正着写的文字。笔者认为，其实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

已经发明了印章，如秦始皇时期规定，皇帝所用的印叫玺③。

印章的工作原理与雕版印刷的工作原理相同，都是在物体（主

要是石质或木质物体）上反刻文字，然后在所刻的文字上涂上

墨，最后将它压在印刷物（如纸张）的表面，这样在印刷物的

表面上就呈现出正写的文字。因此，印章有可能也为雕版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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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术的发明者一定的启迪。清人李元复说雕镌板印之法“创之

者初不必甚难，以自古有符玺，可师其意，正无待奇想巧思

也”①；近代学者张绍勋也认为“从石碑、印章、符印逐渐演变，

经过无数人的钻研改进，我们的祖先终于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②。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印章对于雕版印刷的发明可能

没有什么启迪作用，例如，魏隐儒认为“李元复说雕版始于六

朝是可以师法古代符玺，并不甚难，这只是李氏主观臆测，

并未提出证据”③。由于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年代久远，现在无

法找到确切证据证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受到过印章工作原理

的启迪，因此，笔者只能说印章的发明有可能为雕版印刷的

发明有所启迪。  

我国雕版印刷技术发明的确切时间现在已经无法考证。我

国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图书是唐朝咸通九年（868）印制的《金

刚经》，它于清朝时期被发现于甘肃敦煌的藏经洞内，后来被

偷运到境外。目前该书被收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院④。从印刷技

术上看，这本书“在技术上已经很进步，表示在此以前必然已

经经过一个很长时期的演进，它比欧洲谷腾堡发明刻印以前的

任何刻书，都要精致”⑤。  

虽然我国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至少要上溯到唐朝时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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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唐朝时期雕版印刷并未得到广泛使用，“版印书籍，唐

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①始印《五经》，已（以）后，典籍皆

为版本”②。由于五代存在的时间短暂，因此，可以推知，版印

书籍的大量出现应在宋代。  

到了明清时期，雕版印刷技术已经发展到十分完善的地

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套版印刷术得到广泛应用  

“所谓套版印刷术，是利用不同颜色，区分不同的内容，

让读者一目了然。其做法是用一块版分两次或多次印刷完成。

比如正文用黑色敷印，眉批眉评、行间评注用红色敷印，在印

刷时，必须使再次加印的版框严密吻合，因而在技术上要比单

纯的一色印刷复杂得多。”③我国的套版印刷术出现较早，已知

现存最早的套色印刷品是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金银色

火焰纹印花纱④。但是，套版印刷在明代后期（17 世纪）以后

才得到了广泛使用。  

（2）“饾版”和“拱花”技术的发明  

到了明代以后，套版印刷还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即“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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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和“拱花”技术的发明。它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

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块小木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

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画图”。所谓拱花技术，“是用凸凹两版

嵌合，使纸面拱起的办法，与现代钢印的效果很相似”①。  

（3）影刻技术的应用  

明清时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影刻的书籍，被称为影刻本。

所谓影刻本是以某本需要刻印的书作为底本，在原书上蒙上

一张透明的纸，“把原书的版式、边栏界行、版口鱼尾以及行

款字数、字体等原样描摹下来，然后再将描摹的书页反贴上

版镌刻，这样雕印出来的书籍，就称之为影刻本”②。影刻技

术的发明与明清时期藏书家们佞宋、佞元有关系。所谓佞宋、

佞元，即是说藏书们酷爱宋版、元版书籍。由于明清藏书家

们佞宋、佞元，但是流传下来的宋版、元版书籍数量有限，

因此，人们便发明了影刻技术，在尽量保证宋元版书籍原貌

的前提下，印刷出更多的书籍。在复印技术发明之前，通过

影刻的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复原宋、元版书籍的本来面目，

将宋元善本化为许多复本，从而保存了古籍的本来面目，保

证珍贵古籍不被佚失。  

2. 传统活字印刷术的发展  

我国传统活字印刷术是宋朝的毕昇发明的。毕昇发明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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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是用胶泥做成。其方法是：  

镕

镕

 

从沈括的描述可知，当时人们使用的活字是用被烧硬的

泥土做成的，而人们不使用木活字是因为当时无法克服木活

字在印刷上的技术难度，也即木活字“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

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①。进入明清以后，木活字开始

得到较广泛使用，说明此时人们已经解决了木活字在印刷中

存在的沾水之后就高低不平，同时又容易与铁板上垫铺的材

料粘在一起取不下来这样的技术问题。明清时期木活字以清

代武英殿聚珍板“最名于世”。从乾隆三十八年（ 1773）起，

清廷以木活字大量印刷书籍，这些书籍被称为“武英殿聚珍板

丛书”②。  

继泥活字、木活字之后，锡活字、铜活字、铅活字（指中

国传统的铅活字印刷术，它有别于清末西方传入中国的铅活字

技术）等金属活字印刷术也逐步得到发展：锡活字可能发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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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大约在元朝初年，一位不知姓名的发明家认为锡的熔点

低，适宜于用字模浇铸活字，于是就发明了锡活字。但是，这

种锡活字印刷术并没有得到广泛运用①。铜活字发明于明代。

明朝时期，在苏州、无锡、南京一带，活字印书盛行，尤其以

无锡华燧和安国的铜活字书最为出名②。铅活字也是发明于明

代，但是，史书中关于铅活字的记载很简略，在陆深的著作《金

台纪闻》中有关于铅活字的记载。但是，中国传统的铅活字并

没有得到大量使用③。  

此外，明清时期还发明了磁活字印刷术。但是，这种磁版

印书也不多见④。  

总体来说，在西方新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活

字印刷术使用得较少，在当时中国占主流的印刷还是雕版印

刷，“活字本的数量仅及雕版书之百分之一二”。造成这一现

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政府对活字印刷重视不够，活

字印刷技术困难，活字制造一次性成本高，印刷数量小时活

字印刷优势难以体现等，都是导致活字印刷长期未被广泛使

用的原因。⑤  

3. 新印刷术的传入  

早在明朝万历十八年（1590），在澳门的天主教耶稣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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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了拉丁文的《日本派赴罗马之使节》一书，这是在我国境

内使用欧洲铅印活字印刷的第一部书，证明当时已经有铅字和

印刷机进入澳门①。由于澳门当时被葡萄牙所侵占，加之使用

这种印刷技术的是外国人，因此，尽管西方活字印刷术很早在

澳门使用，但它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却要晚得多。到了十九世

纪，一些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周边的马六甲、槟榔屿一带采用西

方铅印术、石印术来印刷中文书籍，后来又将这些技术传入我

国的广州、澳门等地。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变成通商口岸，一

些外国传教士开始进入上海传教，同时他们将西方的活字印刷

术和石印技术也传入上海。1843 年，麦都思在上海创立墨海

书馆，并利用西式铅印术和石印术印刷书籍。1860 年，美华

书馆也迁到上海，并在活字印刷技术方面进行了很多革新。在

这两家西方人创办的印书馆的影响下，一些中国人也纷纷设立

出版社、报馆等并采用西式先进的印刷技术印刷出版物②。我

国境内第一个学会石印术的中国人是屈亚昂，他跟传教士马

礼逊的次子马儒翰（即约翰·莫里森）学习石印术，常在澳门

印刷一面经文、一面图画的宣传品。按马礼逊 1807 年来华，

卒于 1834 年推测，屈亚昂学会石印技术的时间应在 1832 年左

右。到了清朝末年，上海的富文阁、藻文书局、宏文书局等中

国人自己开办的印刷出版机构也开始采用五彩石印技术③。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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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上海出现了近百家石印书局，它们出版了大量的石印书籍，

远销全国各地①。上海的墨海书局最早采用西方铅印技术印刷

书籍，此后一些华人也开始仿效设立印书馆，并使用西方铅印

技术②。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后，商务印书馆、成业、美

生、谢文益、南洪泰等印书局相继成立，“铅印营业，于是渐

盛”③。  

4. 清代出版业的发达  

清代图书出版业发达，参与图书出版的实体大体上可以分

为以下几大部分：官府及宫廷、民间书坊、学校及书院、私人。

进入清朝中后期以后，具有现代意义的出版企业开始在中国出

现。由于这些具有现代意义的出版企业采用了先进的印刷技术

和生产组织方式，它们所出版的书籍质量高、价格便宜，因此

到了清朝中后期，它们成为出版业的主流。  

（1）官府及宫廷出版  

“清代的宫廷刻书是在明代宫廷刻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主要由内务府领导，世称‘内府刻书’。因内府刻书以武英

殿为刻书中心，所刻图书统称‘武英殿刻本’，简称‘殿本’。据统

计，清代各朝刊刻的殿本书达七百余种。”④清代武英殿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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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籍中，《四库全书》是其著名的出版品。  

清代内府刻书的机构除武英殿修书处以外，还包括中央六

部、监、院以及苏州、杭州二诗局①等。清代内府印刷书籍采

用了雕版印刷、铜活字、木活字、石印、铅印等多种印刷技术，

出版了包括满、汉、蒙、藏、维文等多种民族文字的图书②。  

自宋代以来，历朝各级地方政府及有关单位都热衷于刻

书。在清代，除内府刻书外，各省、府、州县政府及各有关单

位都刻有不少图书，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黄淮流域、岭南闽

北、四川两浙等地区，官府所刻的书更多。清代地方官府所刻

印的书籍包括地方志、经史子集等四部之书等。到了清朝后期，

各省均先后设置了官书局，这是专门的出版机构，是清代所特

有的历史现象③。官书局所出版书籍范围更加广泛，除本国书

籍外，“各国书籍，凡有益于国计民生与交涉事件者，皆译成

中文，广为流布”④。  

（2）民间书坊刻书  

书坊刻书是书籍生产的基本力量。在各种出版实体中，书

坊的分布最广，影响最大⑤。所谓书坊是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晚

期（唐代—清代）为满足市场需要而进行生产兼营销售印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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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营单位”①。书坊不同于个体经营，它与其他手工业作坊一

样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到了清代，有的书坊的经营开始了向

资本经营集团化发展的趋势。有的书坊最终发展为规模十分庞

大的、具有出版社性质的经营实体。例如，洞庭山席氏所经营

的书坊扫叶山房到清末时已在苏州、上海彩衣街、沪北等多地

设有刻书处②。除此之外，吕留良的天盖楼刻局、张作南的退

补斋书局等书坊也都最终发展成为具有出版社性质的经营实

体③。由于印刷业的发展，清代书坊十分普遍，全国各地都有

书坊分布④。  

（3）书院刻书  

书院是最早产生于唐代的一种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

它是在书籍大量流通于社会之后，读书人以书为中心进行藏

书、校书、写书、刻书、读书、教书等活动，进行文化积累、

研究、创造和传播的必然结果⑤。书院刻书在我国古代出版史

上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类型而存在的。书院刻书的目的主要是为

教学服务。因此，书院所刻印的书籍主要是配合课程教学的教

材、参考读物以及配合教学管理的书院文献等。  

在清代，书院也是重要的图书出版机构。清代书院刻书较

其他朝代书院刻书多。当时，从事刻书的著名书院有二三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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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书院刻书数量庞大。例如，学海堂共刻书 3334 卷。广雅

书院所附设的广雅书局共刻书 5746 卷。南菁书院所附设的刻

书局仅所刻的《皇清经解续编》就多达 1430 卷①。据不完全统

计，四川尊经书院共刻书 1912 卷，575 册②。  

（4）私人刻书  

中国的藏书家、官僚、地主、富商等历来有刻印书籍的传

统。在这些热衷于刻书的人群中，很多人士都是藏书家。学者

萧东发认为，“中国出版史上颇有影响的私人刻书家，几乎都

是著名藏书家”③。  

在清代，由于藏书家所刻印书籍质量好、刻印书籍数量庞

大，因此，藏书家刻书在清代出版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清代藏书家热衷于刻书是当时特定社会形势下的一种历史现

象，它与考据学（亦称朴学、汉学）兴盛、书市图书质量差、

藏书家希望刻印书籍泽被后世等因素相关。清朝时期，考据学

成为中国学术的主流。考据学家们从事音韵、训诂、辑佚书、

辨伪书等研究工作都需要大量高质量的书籍作为研究对象。没

有大量高质量的书籍，考据学家们无论有多大的能力也不可能

做出什么研究成果。虽然这些学者型藏书家从事学术研究所需

书籍有一部分可以通过书市购买，但是，研究所需的许多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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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本、抄本只能从其他藏书家处获取。他们为了能够从其他藏

书家处获得自己所需书籍，便将自己所藏的珍贵图书刻印出

版，并用它们向其他藏书家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图书。学者顾志

兴也认为，清代藏书家“刻书为增加自己藏书，亦可作交换用，

己有所赠，人必有馈”①。当时书市提供的图书质量差，无法满

足考据学家们的研究需求也是他们热衷于刻书的一大原因。清

代书市中的图书多为书坊所印制。书坊印书以盈利为目的，有

的书坊为获取利益，不惜偷工减料，牺牲图书质量。清代藏书

家卢文弨就曾抱怨书市中图书“真伪不分，雅俗不辨，或删削

而非完善，或脱误而鲜校雠”。例如，一部《风俗通》本来有

10 卷，而有的书坊所印制的《风俗通》却仅有 4 卷②。藏书家

叶德辉说，书坊为获暴利常用明版书冒充宋版书，它们“或抽

去重刊书序，或改补校刊姓名，或伪造收藏家图记，钤满卷中，

或移缀真本跋尾题签，掩其赝迹”③。即使是官印书籍，其质量

有时也不尽如人意。例如，叶德辉认为清朝宫廷出版的武英殿

聚珍版丛书编辑潦草④。由于书市中图书质量差，藏书家们有

时为了获得理想书籍，只能自己印制。  

在清代，许多人将刻印书籍看成泽被后世的善举：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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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①；张海鹏主张“藏

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

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②；叶德辉认为刻书

是“积书与积阴德皆兼之，而又与积金无异”③之事。在刻印书

籍泽被后世思想的影响下，清代许多人士都热衷于刻书。  

清代私人刻书不以营利为目的，他们十分注重书籍的印刷

质量，所刻印书籍质量较高，“疏误少而精本多”④。此外，清

代私人刻书数量也十分庞大：在清代，仅江苏、浙江、安徽三

省参与刻书的藏书家就有 367 人⑤。许多藏书家终身从事刻书

事业，所刻书籍众多。例如，张海鹏所刻的书有：《学津讨原》

丛书收书 170 种，共 1410 卷；《墨海金壶》收书 115 种，共 700

余卷；《借月山房汇钞》收书 135 种；《太平御览》1000 卷⑥，

其刻书总量高达数千卷；张金吾所刻书包括：《续资治通鉴长

编》500 卷、《金文最》120 卷、《诒经堂续经解》1436 卷等⑦；

藏书家毛晋前后招进刻工数百人，刻书有 604 种之多，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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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板逾十万块①。清代私人刻书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高，私家

刻书不仅为后世遗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图书，也成为私家藏书家

藏书的重要来源，从而促进了清代藏书事业的发展。  

5. 书市繁荣  

印刷术的发展，使得书籍印刷变得越来越简便，书籍的价

格也越来越便宜。例如，使用雕版印刷的一本大字本《康熙字

典》售价为 15 元，而一本石印的《康熙字典》其售价仅为 1

元 6 角到 3 元之间②。加之官府、书坊、书院以及私人都积极

从事书籍的出版工作，这带来了繁荣的图书市场。到了清代中

晚期，近代出版机构大量涌现更进一步刺激了图书市场，例如，

在光绪前后，上海新开设之书店如雨后春笋，均采用西法印书，

上海乃代替北京，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中心③。在清代“各刻书

要地有堂号可考的，如北京 112 家，苏州 53 家，广州 23 家，

佛山 12 家”④，这些刻书铺在刻印图书的同时，许多也从事图

书销售活动。清代书市还有一个特点是许多书铺往往集中于街

市某一地区，形成图书销售街区。例如，清代时，北京地区最

有名的书市集中于三个地方，当时人们习惯称之为“一厂二

寺”。其中“一厂”即是琉璃厂，“二寺”即为慈仁寺（今名报国寺）、

隆福寺。慈仁寺在宣武门外，在清朝初年时这里的书市就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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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为兴旺，顺治、康熙年间的文人笔记中时常提及它。隆福寺

书市，最初由一些书摊发展而来①。在“一厂二寺”中，规模最

大，名气最盛的当数琉璃厂书市。琉璃厂是北京的一条文化街，

“为北平书肆菁华所聚”②，“街长里许，百货毕集，玩器书肆尤

多”③，据统计，当时琉璃厂内仅书铺就有三十多家④。由于图

书市场的发达，在清代图书流通渠道类型已经十分复杂，除固

定销售渠道外，也存在大量的流动性销售渠道。固定图书销售

渠道包括固定店铺、书摊、考市售书等；流动图书销售渠道包

括书船、流动售书点、邮局寄送等⑤。此外，在清代还出现了

许多兼卖图书的店铺，例如，苏州华英药房、宁波华美药房、

玉华英药房、汉口中西药房、福州寿人氏药房、况壶天西药房、

山东济南府陆军医院等也在兼营销售商务印书馆的图书⑥。非

书店的店铺兼营图书证明当时书市之繁荣。  

书市的高度发达使得藏书家们获得书籍变得越来越容易。

曹溶认为，由于印刷术发达促进了书市繁荣，“挟资入贾肆，

可立致数万卷”⑦；张金吾也认为，“至于今，辇数千金至市可

立致万卷”⑧；朱彝尊说清代时江浙一带书市发达，“操一囊金，

                                                                 
 . [J]. 1935 29 30.  

 . [J]. 1931 4 176 2.  

 . [M]. . 1998 77.  

 . [M]. . 

1995 1.  

 . [M]. 2015 311.  

 . [D]. 2010 27.  

 . [M]. 1957 35.  

 . • [M]//



 

入江浙之市，万卷可立致”①。由于书市发达，藏书家购书变得

十分容易，导致清代藏书事业较之前时代更为发达。  

总之，清代考据学发达、印刷技术提高、书市繁荣，以

及清代进入中国封建学术文化的总结时期等因素，是清代藏

书事业发达的主要原因，并使得清代藏书事业达到中国封建

社会藏书事业之顶峰。这也是作者以清代藏书文化作为研究

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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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我国藏书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此时，我国藏

书的主体大约可分为以下几大部分：官府和皇室藏书、私人藏

书、学校和书院藏书、寺院藏书等。到了晚清时期，图书馆开

始在中国普及，图书馆藏书逐渐成为一大重要的藏书主体。相

较于其他时期藏书文化而言，清代藏书文化具有如下特点。  

一、藏书规模大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印刷出版业的发展，清

代时期藏书规模较之前时代空前扩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1. 藏书楼多  

清代藏书楼分为私家藏书楼和公家藏书楼两大类。据统

计，“清代的私家藏书楼有五百多个”①。  

在公立藏书楼方面，在中央，有皇家藏书楼和中央各机关

藏书楼，在地方各省也设置有藏书楼。在皇家藏书方面：乾隆

年间，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一共抄录了七套，分别储藏于大

内（北京故宫）文渊阁、盛京（沈阳）文溯阁、御园（北京圆

明园）文源阁、热河（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江苏扬州大观

堂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淙阁、浙江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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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文津阁除了藏有《四库全书》外，还藏有《古今图书集

成》①。清高宗时期，清廷将所收集的宋、元、明三代之旧版

书籍庋藏于昭仁殿中，并题曰“天禄琳琅”。乾隆四十一年

（1776）以后，清廷将所得之书存放于御花园之养性斋中②。清

代的皇帝们大都喜欢读书，为了能够随时随地取书阅读，他们

喜欢将各种书籍庋藏于他们时常光顾之处，例如紫禁城内廷、

行宫、苑囿、寺庙等处，在清宫内廷除前文提到的文渊阁、昭

仁殿等处外，摛藻堂、乾清宫、懋勤殿、上书房、古董房、御

书房等处都收藏有大量的书籍。清朝皇室收藏书籍最丰富的时

期是乾隆时期，当时宫廷收藏的图书总数达十万部之多③。  

在各中央机关也有不少藏书楼，例如内阁大库，它隶属于

内阁，是内阁存贮档案册籍的处所④。内阁大库有 2 个，两库

的建筑形制完全相同，其所藏书籍资料分别归属于内阁典籍厅

和内阁满本房（后来又称为满本堂）2 处。据王正功《中书典

故汇记》记载，典籍厅有库房 10 间，存放有红本书、典籍、

关防等；满本房也有库房 10 间，其中 5 间存放实录、史书、

录疏、起居注以及前代帝王、功臣画像等。另外 5 间存放有书

籍、三节表文、表匣以及外藩表文等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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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官方修史机构也藏书丰富。我国历代王朝都十分注重

修史工作。在清代，常设的修史专门机构有国史馆、方略馆、

起居注馆、玉牒馆、武英殿修书处①、实录馆②等。由于编修

史书需要大量书籍、档案等资料作为参考文献，因此各官方

修史机构都藏有大量的图书典籍。例如国史馆为清代修史机

构，它隶属于翰林院③。国史馆内存有大量书籍、档案。为了

便于存放国史馆内的大量书籍、资料，国史馆设有书库④。为

管理国史馆内图书、资料，国史馆设有专职的收掌官、供事

等官员负责图书管理，并规定“书库收藏朱批谕旨、红本、记

注以及各处档案书籍和随时纂出之实录正副本，由‘收掌官一

员，率供事二员专司档簿，注明某书于某日由某处收到，计

若干本。馆中有人领看，亦即收取领条，逐日记明，每届十

日提调官查点一次，倘有遗失破损，惟该收掌等是问’”⑤。方

略馆也是官方修史机构，它负责编修方略类史书。所谓方略

是指清代的战争专史⑥。方略馆为清代时期所特有的一种修史

机构，它最初设置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至乾隆时期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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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设机构①。方略馆设置有收掌官 4 人（满、汉各 2 人），负

责“章奏文移、治理吏役”。为了保存档案、收藏书籍，在方

略馆还设有大库。方略馆大库除主要收藏有档案、书籍外，

还收藏有大量的舆图和各种物件。方略馆大库所收藏的书籍

主要有两类：一是方略馆所编纂的钦定方略、纪略等书籍；

二是钦定方略、纪略以外的其他书籍，这些书籍以清代官修

的各种书籍为主②；实录馆是负责编纂《实录》《圣训》等史

书的修史机构。为编纂需要，清代实录馆也设置有书库，保

存了大量书籍、档案等资料。实录馆保存的书籍、档案等资

料大致可分为四大类，即官文书、文书汇抄档册、档案史料

汇编、史籍和撰著。实录馆所保存的书籍、档案主要是从京

内外各衙门调取而来③。  

清末新政后，清政府成立了学部。1908 年学部藏书楼建成，

该藏书楼为两层建筑，上层藏中文图书，下层藏外文图书④。  

总体而言，清朝中央层面共有大大小小的藏书处数百处。

它们分布于各宫廷、皇家苑囿、各地行宫⑤，以及各修史机构

等处。  

各地方政府也建有藏书楼。例如：浙江省学台于 1902 年

创办了浙江藏书楼，它是在原有的东城讲舍藏书楼基础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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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而成，由浙江省学台拨白银一万两购买房舍，并重新添买

一些书籍之后形成①；福州府太守程听彝创办了鳌峰藏书楼，

储藏中外新旧书籍。鳌峰藏书楼的书籍来源有两部分，一部

分来自原来的鳌峰书院旧藏书籍，另一部分书籍购自上海，

而购书所需经费白银 2000 两由福州府所筹措②。1907 年江北

淮安藏书楼落成，并由提督荫午帅委派阮广文全权负责管理

淮安藏书楼事务③。1902 年，学台张燮钧筹措白银一万两改

建了杭州藏书楼后，又下令各府一体仿行，筹措经费创办藏

书楼④。相对于中央层面的藏书楼而言，各地方兴建藏书楼相

对较少，规模也相对较小。  

此外，各地方上还有大量以学校（或书院）附设的藏书

楼，它们也属于公立藏书楼。“藏书和讲学、祭祀一起，历来

被称为书院的三大事业”，为了教学需要，许多书院和学校都

藏有丰富的图书。在清代全国各地有确切藏书数目可考的书

院就多达百余所，其数量比唐、宋、元、明四个朝代数量之

总和还多⑤。书院藏书主要是为教学服务，其所藏书籍以教材、

教学辅导书籍和参考书籍为主，因此，学校（或书院）藏书

各类较官府和皇家藏书要单调，其影响力也远不如官府或皇

家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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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私人藏书楼的藏书量大  

在唐代之前，由于图书制作主要是靠人工抄书，图书制作

成本高，导致绝大多数普通人家无力大量购藏书籍，因此，此

时期的图书多是藏于官府兴办的藏书楼，但是“自雕本盛行而

书籍易得，民间镂版，未贡天府者且十之九，由是官书反不若

民间之多”①。到了清朝，随着印刷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和图书市

场的繁荣，藏书家获取图书较之前时代更加容易，因此，各私

人藏书家和他们的藏书楼通常都藏有大量书籍。例如：杨氏海

源阁藏书十几万卷；济南藏书家周永年藏书十万卷，高平藏书

家张承纶藏书二十余万卷②；杭世骏“所藏书，拥榻积几，不下

十万卷”③；瞿镛所积书十余万卷④；扬州小玲珑山馆藂书楼内

藏书十余万卷⑤；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连同他其他藏书处的藏书

总数超过二十万卷⑥；“朱少卿豫堂日使子弟物色之，积数十年，

蓄数十万卷”⑦；藏书家杨守敬一生收藏古书数十万卷⑧；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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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好读书，购藏数十万卷”①；刘承干自述，他在十多年时间里

积书多达五十万册②。袁同礼认为，清代藏书家钱谦益“既得刘

子咸、钱功父、杨五川、赵汝师四家书，更不惜重资，购古书

百万卷，所藏冠于东南，几埒内府”。为了储藏这些书籍，他在

中年时期构筑了拂水山房，到晚年时又构筑了绛云楼，专门用

于庋藏书籍③。至于藏书在十万卷以下的藏书家就更多了。  

3. 藏书家人数众多  

据统计，清代有文献记录的藏书家多达 2082 人，超过了

之前历代藏书家人数的总和。其中，藏书量在万卷以上的就有

543 人④。清代藏书家数量众多与清代印刷业发达，图书价格

相对便宜有关，使得有更多的人有能力从事藏书事业。清代考

据学发达，考据学家人数众多，他们为工作需要大量收藏图书，

这也是清代藏书家人数多的一大原因。此外，清朝时中国封建

文化进入了总结时期，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大力从事大型类

书和丛书的编纂工作，这客观上刺激了藏书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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