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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竭数载光阴，集众多专家学者的辛劳与智力，《中国藏书楼》问世了。
作为本书的参加者，看到这一宏大项目的完成，不胜欣喜。
中华民族的光辉的历史中就包含着它的灿烂的文化。
图书典籍的兴废聚散，不啻为中华文化发展的记录。
藏书中心的变迁，藏书内容的不断丰富，藏书主人的更迭，都能反映出中华民族发祥、发展、繁荣和
衰落的过程。
本书按我国历史顺序，从古到今清理了一遍。
从以甲骨为载体的古老形式，到印刷精美的雕印；从中央朝廷扩展到全国各地；从上层贵族专有扩展
到民间私藏；从世袭保存发展到借阅流通，这一系列的变化，记录着几千年来我国文化发展前进的过
程。
它从一个侧面描述了中华民族克服困难，发展经济，繁荣文化的经历。
文化典籍是人类社会活动、生产活动、科学创造的记录，不同历史时期的典籍反映着不同社会历史的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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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藏书楼，就其规模、历史和功绩而言，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在为数千年绵延辉煌的藏书事业自豪的同时，常又伴生出深深的遗憾——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全
景式的立体反映中国历代各系统藏书楼、藏书家的著作可供读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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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穆公时，大力倡导“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史记.秦本纪》）。
可是孝公时，秦国就出现了对先古典籍是尊崇还是抵制的争论。
旧奴隶主贵族提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君书·更法》）的复古主张。
而以商鞅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则提出“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商君书·更法》）的进化论观
点。
后者得到孝公的赞同和支持，于是，“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焚《诗》、《书》而明
法令⋯⋯孝公行之”（《韩非子和氏》）。
有人称之为我国最早的书厄。
秦始皇焚书是有其家传渊源的，还算不上创举。
昭襄王时，秦国又开始搜藏典籍，包括《诗》、《书》等，但他与三晋等国用意不同，并不是“慕仁
义而弱乱”，而是“不慕而治强”，藏书的目的不是崇儒，而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尊严以图强盛。
秦王政掌权后统一天下，先将诸侯六国之书搜集到成阳，相国吕不韦使门客利用藏书，编出《吕氏春
秋》，也曾轰动一时。
但在秦统一中国后的第九年，即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又发生了一场师古还是师今的大争论，其结
果就是一场更大规模的“焚书”、“禁书”事件。
当时是为了打击复古思潮，但客观上却使秦国长期积累的、统一六国搜集而来的图书遭受到难以弥补
的损失，焚书也未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秦朝仅存十五年，这说明文化专制是不可能长久的。
据《史记》等古书记载，秦王朝藏书的处所共有四处，即明堂、石室、金匮、周室。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藏书楼>>

后记

中国藏书楼，就其规模、历史和功绩而言，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在为数千年绵延辉煌的藏书事业自豪的同时，常又伴生出深深的遗憾——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全
景式的立体反映中国历代各系统藏书楼、藏书家的著作可供读鉴。
我们都是研究中国藏书史和图书馆史的，深感到中国几千年来的藏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没有藏书文化，便不会有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藏书楼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的主体，因此，研究中国藏书楼的历史，总结中国藏书文
化的经验教训及成就，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发展人类文明，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们深知中国藏书楼实在是一个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写的题目。
所以当1996年底，辽宁人民出版社韩忠良、臧永清两位先生在林辰先生的推荐下，来北京找到我们时
，尽管手头都有任务，我们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一极有意义的课题。
我们对完成这一课题是有充分的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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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藏书楼(套装共3册)》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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