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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清末学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首创了有诗有传，综述藏书家渊源递嬗之独特体例，为士林所推
重，缘是而续补者竞起仿效。
其间以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王謇
《续补藏书纪事诗》等，与叶薯比肩。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外二种)》就是汇集了上列伦、徐、王等三家的续作而成。
　　之所以将这三家续作合编为一册，是考虑到这样几个因素：　　首先，是体例相同。
“藏书纪事诗”这种体裁，为叶昌炽所首创。
在撰写《藏书纪事诗》一书时，他采用诗和传相结合的形式，即为每位藏书家，咏七言绝句一首，后
录各条文献，作为诗的注，实即藏书家之纪事及传，必要时殿以按语。
其诗不注重文采，而重在概括描写该藏书家之精神；在注传中，则详细辑录了有关该藏书家的史料文
献；而按语则为作者自己对文献的补充、考释及评论。
收入《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外二种)》的这三种续补之作，基本上都采用诗、传相结合的形式。
只是叶著的注、传均为辑录文献，而这三种续作则多为笔记，因其所记藏书家多为同时代人，笔记体
更为方便，而且，很多记载就取材于作者与传主的实际接触，又多为外人所不知，所以甚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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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末学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首创了有诗有传，综述藏书家渊源递嬗之独特体例，为士林所推重，
缘是而续补者竞起仿效。
其间以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王謇
《续补藏书纪事诗》等，与叶著比肩。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就是汇集了上列伦、徐、王等三家的续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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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梁任公先生启超，壬子归国后，一心治国故。
晚岁友王静安、胡适之诸公，学益进，于师说不能无矛盾。
不止如复辟之役，见于事者相反也。
论者至以孟子斥陈相例之，非也。
先生常言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战。
前日至迈，且觉其非，况三十年之师说，亦何必学汉博士之拘陋哉。
尝欲撰《群籍考》，用朱竹坨《经义考》存、佚、缺、未见四例，而增入辨伪，属稿数岁。
一月，天津来书，以集部相委，余复书略有所诤。
大意谓时代愈迈，耳目难周，存佚无从定。
所云亡云有者，止据书目为断，以故其所亡者，往往发见于唐时。
又辨伪一门，徒滋聚讼，不如听学者自辨，不必下我见。
又书目以解题为要，不可如近人展转稗贩，讹谬杂出。
先生虽未有后命，而书竟因之中辍。
先生尝论《古文尚书》，谓洪良品持论甚好，吾无以难之，可惜自阎百诗作疏证以来，此案已定，不
可翻矣。
或质先生，言东晋至清初，千数百余年之定案，阎氏尚敢翻之，阎氏至今，岁止二百，而云案定不可
翻，究竟主此案者何人？
所持者何理？
先生瞠目不能答。
先生聚书，四部略备，身后并一切遗稿，捐赠北平图书馆，馆中辟一室储之，编有《饮冰室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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