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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散佚规律性探析
!

李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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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国图书文献有数千年的历史%然而留存至今的万不存一&这些文献的散佚基

本上可以归纳为战争之乱#水火之灾#虫蛀霉烂#禁毁之烈#编修删毁#重经轻技#愚昧无

知#深藏秘阁#复本过少#优存劣汰#传承不守#偷盗抢掠等现象&其中%前三项是天灾等不

可抗力因素外%更多的是人为毁灭和散亡的&

关键词$图书史.藏书史.书籍散佚

图书文献作为一种物质产品%与其它物品一样%必然有制作#收聚#整理#保存#阅读#

散亡的过程&图书从生产和流通的萌芽时期起%就处于一边生产#一边传播#一边散亡的

动态发展中&图书的散亡%固然有自然的原因%更多的是人为的原因&我国的典籍自夏商

时代产生之日起%历经几千年的发展%由于无数次人为的#自然的灾难%使其中的绝大部分

沉没于历史的尘土之中%上古流传至今者万不存一%秦汉至唐流传至今者千不存一%宋元

流传至今者百不存一&从中国雕版印刷之初开始%肇始于初唐%成于五代%盛行于两宋%延

袤于辽#金#夏#元%顶峰于明清%其时间跨度也就是在
#$""

年左右&可是%唐#五代时期的

文献实物流传至今的%已经是吉光片羽%珍稀无比%如敦煌写本卷子等&两宋是中国出版

史上最为灿烂和辉煌的年代%*两宋
*#&

年间刻书出版事业最为兴盛%据不完全统计%官私

刻书
#

万余种%印数当以百万千万计&44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迄今就中国辖区所藏宋

刻完帙#复本#残本通计超不过
#!""

部%可谓万不存一&+

!

我们今天从数千年历史长河中鸟瞰中国书籍散亡故实中%可以看出%历代书籍文献的散

亡%除了它自身的存亡周期外%更重要的是历代人为损毁书籍的现象大大多于自然损毁&

一#战争之乱!!!书籍文献散亡的罪魁祸首

自古以来%历史上的战乱对国家典籍文献的破坏和毁亡%是所有书厄现象中文献毁亡

数量最多的一种&它的标志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毁亡书籍文献的规模宏大%数量之多%影

响深远&

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数千年中%战乱之频繁以数千计%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记载

了各种战争
&#

次&而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
!(!

年间各种战争
(('

次&到了战国时

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
!!!

次&*自剥林木以来%何日而无战1 太昊之难%七十战而后

济.黄帝之战%五十二战而后济.少昊之难%四十八战而后济.昆吾之战%五十战而后济.牧

野之战%血流漂杵&+

"在动荡的战争环境下%新的文化创造与创新不可能%就是已有的文

!

"

李致忠$(中国古籍保护和利用)%载(山东图书馆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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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果也因失去常态保护而备受摧残而毁弃&纵观历史上以数百次的战乱%首当其冲的是对藏书的摧

残和焚毁&所以%朝代的更替%造成文化的分裂和变异%演绎了中国图书文化的曲折历史&数千年来%史

载的重大战争或者改朝换代之际对于文化典籍的摧毁%可以开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如项羽屠城$项羽

入关在咸阳一把大火%秦宫室所藏大批六国之文物#图书文献等被付之一炬&后来的王莽之乱#董卓之

乱#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尔朱之乱#江陵之乱#炀帝之乱#安史之乱#黄巢起义#靖康之乱#绍定之祸#明末

之乱#清兵入关#太平天国#英法入侵#庚子之乱#日军侵华等等%历数这一次次战争之乱%使得先祖典籍

文献湮灭无存%纵观书籍亡佚之故实%兵燹与战乱当是首位之因&王朝的更迭%必然导致图籍的散亡%而

这种亡佚损失的烈度是最高的&

二#水火之灾!!!书籍文献散亡的天然杀手

书籍的保存与传播%除了人为的战争破坏而散佚毁失外%还有不断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蚀%其中最大

的杀手就是水火的破坏&

水火之祸对于历代公#私家藏书的毁坏可称*灭顶之灾+%最早的如先秦时期的皇宫大火%宋#卫#陈#

郑四国之都城内皆遭遇到大火%这次大火%国家*三日哭%国不市+&鲁哀公三年%鲁国城内的司铎不幸起

火%殃及到桓#僖二宫%孔子心疼不已&那是%由于古代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限%一旦遇火%束手无

策%任回禄肆虐%文献荡然&从古至今%凡藏书之家%无论皇家大院还是民间小楼%无不注重水火的防御%

然而%水火之事%防不胜防&如唐初第一大图书散佚事件%就是隋代在洛阳的藏书副本多达
'

万卷%李世

民荡平王世充时%只剩下
'"""

余卷了%下令由宋尊贵将所获图书%昼夜用船载监运至长安%可惜运书之

船在*西致京师%经砥柱舟覆%尽亡其书&+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

#"#$

"四月%荣王元俨宫失火%这场大

火%延及到内藏左藏库朝元门#崇文院#秘阁等处%使三馆秘阁藏书多数焚烬%所剩无几&宋神宗元丰七

年!

#"'(

"因洛阳大水%众多公#私藏书之家的书籍*率漂没放失+.陆游称$*本朝藏书之家%独称李邯郸

公%宋常山公%所蓄皆不减三万卷%而宋书校雠尤为精详%不幸两遭回禄之祸%而方策扫地矣&+

"

水火之厄对书籍的破坏%从先秦到清末%仅仅皇家藏书楼失火的次数有史可查的就有近
#"

余起%著

名的如明代文渊阁#清代的紫禁城内乾清宫#交泰殿的火灾&还有数以百计的民间藏书楼的火灾%这些

大的水火之灾%损失书籍达百万卷以上&书的命运其实很有戏剧性的%就跟人的命运一样%有的经历千

年而价值倍增%有的转瞬消失&据明代笔记记载%明代权相严嵩在被抄家之时%竟然家藏有宋版书
&'$*

部&而现今举一国之藏宋版书%包括全帙#复本#残本也不超过
#!""

部%且残书破卷甚多&由明末至清%

距今亦不过四百余年%这些宋版书已经亡佚了近十分之九%可见历代战争#水火对图籍的损毁程度之烈&

三#虫蛀霉烂!!!书籍文献散亡的隐性灾害

历代书籍在收藏的过程中%虫蛀霉变现象是十分突出和严重的&无论地域之南北%时间之冬夏%古

时候在没有温度#湿度控制的自然环境下%图书纸张的老化现象和速度亦是十分惊人&古籍多以纸本传

世%除了面临着水浸#火烧的天灾外%霉变#絮化#鼠啮#虫蛀等次生灾害都是书籍的大敌&其中%虫蛀最

是防不胜防&

即使在官府藏书体系中%藏书霉烂与虫蛀现象依然严重&据郑燮所记$*昔欧阳永叔读书秘阁中%见

数千万卷皆霉烂不可收拾%又有书目数十卷%亦烂去%但存数卷而已%视其人名皆不识%视其书名%皆未

见%夫欧公不为不博%而书之能藏秘阁者%亦必非无名之子%录目数卷中%竟无一人一书识者%此其自焚自

灭为何如%尚待他人举火乎1+

#

古人认识到虫害与腐烂对古书的损毁极大%所以对书库的选择#书架的材质#中草药的防虫#驱虫

等%也有了相当的经验和广泛的应用&这些预防之法%只能是加强了书籍的保护%延长了书籍的寿命%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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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慢性的*书厄+现象&

作为一种自然现象中的书籍风化#虫蛀#霉烂#鼠啮等%尽管它们对古籍文献的破坏烈度没有如水火

之灾那样瞬间损失多%但它们对于书籍的慢性侵蚀却是非常严重%加上古人藏书珍秘不宣%少有人经常

阅读%珍籍锁在柜中数月数年不开%一旦遭遇蛀虫#鼠啮%这部珍贵的书籍就基本上报销了&

四#禁毁之烈!!!书籍文献散亡的次生灾害

自秦代(挟书律)发布之日起%历朝历代的藏书与著书%都有着很大的风险%尤其是文字狱猖狂时期%

一不小心就犯禁被杀头&秦汉时期以禁毁儒家(诗)#(书)和*科禁内学及兵书+为主%导致了先秦文献的

灭亡%使得研究先秦历史的文献资料产生了断层.魏晋时期以禁毁谶纬#星象天文#阴阳#方技书籍为主%

导致了古代天文学研究和古代科技发展的衰败%严重破坏了文化生态环境.唐宋时期以禁毁历书#兵书#

史书#佛道之学等为主%导致了*独尊儒术+的一家之言%政治与文化上的独裁精神开始蔓延.明清时期的

禁书与焚书%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禁毁图书和文字狱政策%让文人学子及其藏书家战战兢兢%如履薄

冰%导致了一律以儒家学说为经典%不能越雷池半步%严重禁锢了国人思维%打压了知识分子创新#张扬

的个性&

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禁毁图书的法令而造成图书的亡佚%是中国图书亡佚数量仅次于战争中的损失&

唐代杜牧在分析唐代禁兵书时指出$*因使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

不比数&呜呼' 亡失根本%斯最为甚'+

!

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前后历时十年%收书
*($%

种%

%$"""

余卷&但在编辑过程中被销毁和

禁绝的图书就达
!(""

多种&即使收入书中的图书也被*抽改+#*抽毁+得面目全非了&民间因此祸而私

自烧毁的则是更不知其数&*遂著为功令%销毁禁书#逆书&督抚牧令%望风希旨&前后禁书无算&私家

几于不敢藏书%实秦火以来一大厄&+

"

五#编修删毁!!!书籍文献散亡的人为之厄

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不仅仅是一个搜罗书籍的样板%更主要的是它借修书为名%而删改#禁毁了

数以万计的图书&这种以编修书籍为名而删毁图书的%并非是乾隆的发明&为了编纂文献而人为剔除

文献的鼻祖是孔子%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熟娴地运用此法%他在编订(诗)#(书)等文化活动中的行为中%

删削毁掉了十分之九的上古文献&到了两宋时期的秦桧#蔡京等人%亦有删削正史#野史的记录&以至

于在太平天国时期的洪秀全%更是肆无忌惮地删改经典书籍&历史上一切书厄的制造者%兵燹战争并不

是首要的%它只是一个主要的外在因素而已&而真正的内在因素的书厄%恰恰在于人自身&历代文献亡

佚并非仅仅是战争的破坏#水火的淹焚等客观原因%而且还有更多是是人为的毁灭图书的因素&张舜徽

先生提出了三个新论$不亡于公而亡于私%不亡于憎而亡于爱%不亡于黜而亡于修$

尝试论之%古书散佚之原%盖不亡于公而亡于私%不亡于憎而亡于爱%不亡于黜而亡于修%

存亡聚散之迹%可得而数也&

西汉以前%诸子百家%百花齐放%中国学术界的学术自然生态未被破坏%诸子及其学人的各种思想异

彩纷呈%活力四射&建元元年!前
#("

"%汉武帝上台不久%董仲舒就提出了统一学术思想#罢黜诸子百

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建议将不属于(六经)和不合于孔子的学说%一概废绝不用%专用儒术&这个思路

颇为汉武帝所欣赏%这是建立中央集权政策的极好方策&唐初%李世民即命颜师古考订五经!即(诗)#

(书)#(易)#(礼)和(春秋)"文字%撰成(五经定本)%令孔颖达注解五经经文和注文%孔颖达就以大儒的姿

态出现%主持撰成(五经正义)%然后以官书的形式颁行全国%作为士人读书及应试的教科书&此书一出%

魏晋六朝*诸家之说%存者无几&+文献的编修及其删毁%是建立在统治阶级需要的基础上的&这种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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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结果%是导致文献散亡的一个原因之一&从孔子到乾隆的修书%都是有意识和无意识兼而有之&

六#重经轻技!!!书籍文献散亡的间接书厄

重经轻技就是倍加推崇儒家的经典著作和书籍%大肆贬低和扼杀那些自然科学以及科学创新和发

明发现#生产制造的著作&重经轻技思想的源头是产生于孔子%樊迟向他请教如何种粮种菜的技能%他

鄙视地说%我不是种粮种菜的老农' 这个观念流传至汉唐儒家的固化后%形成了一种轻视民生#鄙视六

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畸形文化生态圈%非常不利于国民科技创新思想的发展%由此而来的是

不重视科技著作的著述#流播与传承&

秦始皇焚书时规定$兵书#农书#医书等实用#技术之书不在焚毁之列&但是%到了西汉以后%经过董

仲舒等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把儒家经学书籍放在了至尊的位置%而打杀和压制其它学派的

著述%那些为明令严禁的被列入焚书之列的诗#书一类的经典著作%到汉初便次第出现在百姓的视野中

了&而在秦焚书时大加保护的医学#占卜#种树#农桑等书籍%反而逐渐淡出了藏书家的收藏范围%(汉书

艺文志)编纂完成之时%竟然没有一种医学#占卜#种树#农桑的著作著录在案%更不谈能延续至今&早在

春秋末期%便有鲁国墨翟的(墨经)和齐国人著的(考工记)问世%这是当时手工业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发

明发现的总汇&然而%从秦汉至隋唐的千余年间%没有一部科学技术大著流传&直到宋代以后%才有了

如(营造法式)#(天工开物)#(本草纲目)等著作传世%这就是受了*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

!思想

的影响&第一是班固受儒家经典*士以儒为尊+的影响%认为这是小道小技%有意识地没有收录这些科技

图书%不足以著录&第二是经过官方主流文化的打压%这些科技著作的确失传了%当时的人也不愿意再

去撰写这些农桑#种树的*雕虫小技+著作了&马端临说的很明白$昔秦燔经籍%而独存医药卜筮种树之

书%学者抱恨终古&44若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未尝废锢%而并无一卷流传至今者&以此见圣经

贤传%终古不朽.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

&儒家经学被官方视为*圣经贤传%终古不朽+%而科技#医学#

农桑之类的书籍%是属于*小道异端%虽存必亡+&这种歧视科技#独尊儒术的不良学术生态环境%在西汉

以后%受到董仲舒为首%孔颖达#朱熹等人的影响%继续恶化%形成了对诸子百家的排挤与压制%极度轻视

科技著作%造成科技著作大量亡佚&(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似乎早就料到他的著作是不会得到当世

儒家和官员们重视的%对士大夫重经轻技#无视民生的科举制度极为不满%所以%他在该书卷首愤然写

道$*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

#后来%果然不出所料%(天工开物)在中国大

地上失传了%

#)!&

年才从日本得到翻刻本&

#)$!

年%在国家图书馆中%得到一部由宁波藏书家李庆城捐

赠的完整无损的崇祯十年!

#&*%

"初刻本&博物学家徐霞客也似乎早就知道博物之学绝不能会入经儒之

学之列%遂不应科举%不入仕途&

这种重经轻技的文化导向%严重地误导和阻碍了社会进步%凡是涉及技艺方面的书籍%人们总是不

加重视%只是关注五经六典%儒家典籍成范本&祝文白分析道$*盖自制艺之业盛行%士之欲求功名利禄

者%势不得不专攻此书以为进身之阶%于是五经旁训之外%不复知有九经#十三经%更无论四库书籍

矣&+

$因无人愿意对科技进行研究和发明发现%导致了科技类的书籍迅速散亡%这也是中国在古代被动

落后的根源所在&

七#愚昧无知!!!书籍文献散亡于野蛮之途

历史上%无论是皇亲权贵之人%还是藏书著书之家%对于典籍不存敬畏%总有那么一些愚昧糊涂之

事%往往还就发生在这些所谓的士大夫甚至皇帝身上&华佗不惧强权者%遂得罪于太祖曹操%临死之时%

*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0&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佗死后%太祖头风未除%太祖

-

"!#

-

!

"

#

$

韩
!

愈$(师说)%引自钱伯诚$(韩愈文集导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年%第
'"

页&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中华书局
#)'&

年%第
'

页&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首%中华书局
#)%'

年%第
(

页&

祝文白$(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载(东方杂志)

#)($

年第
#)

期%第
(*

&

($

页&



李玉安 等$中国古籍散佚规律性探析

曰$/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0及后爱子仓舒病困%

太祖叹曰$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

!这部医药圣典%就毁于强权者曹操之手&曹操虽贵为一国之

首%然为其私人恩怨%看不惯知识分子的个性%肆意囚禁和杀戮%竟使得这部天下奇书永远失传&

梁元帝萧绎在江陵焚书
#(

万卷%就是皇帝把国家藏书视为私有物品%一旦政权不保就命手下一把

火把图书和文物而焚之%造成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为的大浩劫&这充分反映了皇帝狭隘的自私%也更

是一种愚昧和无知%导致了无数珍贵典籍的亡佚&

还有个别藏书家一生藏书%得不到家人的支持%甚至有厌恶和抵触行为和语言%这对藏书本身是不

利的&如谢肇膌记载$*宋晏叔原聚书甚多%每有迁徙%其妻厌之%谓之乞儿搬漆碗&余壮年从仕%亦有此

癖%聚书常数万卷%每有移徙%载必兼辆%且怀薏苡之惧&+

"还有如清代藏书家毛奇龄%*毛西河夫人绝犷

悍%西河藏宋元版书甚伙%摩挲不忍释手&夫人病焉%谓此老不恤米盐生计%而般弄此花花绿绿者胡为

也&一日%西河出%竟付之一炬&+

#

藏书家的藏书理念不同%也是历代藏书家的通病%一旦收藏到一些*不合时宜+的书籍%竟自己先焚

之&清代的藏书家石韫玉%只收四书五经经典书籍%见淫书#小书及一切与朝纲不符之书%见到即烧&家

有书库为*孽海+%传收钦定经典及儒家之书%至四万余卷&*我辈著书%不能扶翼名教%而凡遇得罪名教

之书%须拉杂摧烧之&+

$

焚书是无知%葬书则为迷信%导致了不少文献的亡佚&据载%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曾花大

力气将王羲之(兰亭集序)真迹骗到手%临死时让其子将(兰亭集序)法帖殉葬%致使这一*天下第一行书+

的真迹失传&考古发现的古墓葬中%大量的竹简文献的存在%证明古人确有把生前喜好的书籍随葬的习

俗&

#)%!

年和
#)%(

年先后两次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发掘了三座汉墓%出土的帛书计
!"

余种
#!

万多字&

#)%!

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了两座汉墓%在
#

号汉墓中出土了竹简
()(!

枚%内容包括(孙子兵法)#

(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晏子春秋)和(墨子)等大批先秦古籍文献&这些事例告诉世人$肯定还

有大批珍贵典籍随着他们原来的主人埋葬于地下&还有古代的女性由于没有文化%不识图书之珍%随意

扯撕珍贵书籍用于剪鞋样#衬鞋帮#垫酱缸等&

全祖望在其叙述其家藏书渊源时回忆道$*而国难作%里第为营将所踞%见有巨库%以为货也%发视之

皆书.大怒%付之一炬&+

%这些无知之人%眼中只有金银珠宝%除此以外%皆为废品&

八#深藏秘阁!!!书籍文献散亡的秘书之病

古代藏书的封闭管理模式%是图书散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古代私人藏书的发达%给文献保存和

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私人藏书这种封闭的管理模式弊病甚多%书籍基本上是少数人的玩物%阅读

的范围小%传抄的机会就小%把珍籍当做古董来收藏&一旦遭兵燹或者水火之灾%便散落遗失&最为典

型的如唐代藏书家杜暹%其一生藏书达万余卷%深藏秘阁%概不外借&而且在所收藏的每卷藏书后题一

家训云$*鬻及借人为不孝+这就是把自己的藏书置于古董的位置%结果%藏书还是很快就散亡了&

清末著名政治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藏书)一节中指出$*我朝稽古右文%尊贤礼士%车书一统%文

轨大同&海内藏书之家不胜屈%然子孙未必能读%戚友无由借观%或鼠啮蠹蚀%厄于水火%则私而不公

也&+这就是藏书未能公开的积习%古代藏书家一旦得到珍稀秘本%必是深藏不宣%*有些书本属罕见之

本%如果敞开门户%广为流通%允许人们辗转传抄或刻印%就会变一本为数十百千本%就不会亡佚了&如

果把罕见之本当作私有财产%秘不示人%当作古董欣赏%一旦亡佚%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

诚然%不少藏书家也有刊刻书籍的习惯和愿望%然而藏书未刊!包括编目整理"即散佚的原因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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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家道中落%无力刊印整理藏书.二是家贫无资刻书.三是遭遇变故如战争#水火之灾.四是刻印数量太

少%一遇到兵火即遭劫灰%再无流传的可能&由于藏书家过分看重孤本书籍%不外借%不使之流通阅览和

重印所致&

清代学者曹溶在所著(流通古书约)中亦指出和批判了历代藏书家重收藏轻流通的危害%认为中国

古籍散佚的途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藏书家将其藏书视为私有%不愿公诸于公%致使许多图书成为

孤本&一旦遇到天灾人祸之厄%仅有的一点文化种子则往往不能保全&所以%作者建议藏书家相传抄所

缺图书%或将所藏珍本刻版刊行&关于藏书家深藏秘阁的藏书习惯固然对藏书散亡有着一定的伤害%然

不一定就是必然导致文献散亡的主要因素%只要不遇到极端的天灾人祸%它还是在民间之间相互传播保

存着%不在此家%必在彼家%只是更换了书籍的主人而已&

这种*秘书之病+%一方面反映了藏书家们聚书之苦%藏书之难&鄞县范氏藏书%制定了严格的*代不

分书%卷不出阁+藏书制度.主观愿望是希望子孙永宝%可是在他去世后不久%天一阁藏书在战乱中就开

始陆续散佚和被盗%历清代
*""

年后%直到民国间%天一阁
%

万多卷藏书只剩下
#*"""

余卷了&陈登原

认为%*盖藏家于其所聚之书%如是其幽闭禁锢也&幽闭禁锢之结果%其秘书必至于亡%其存者或至于逸&

名为聚之%其实散之.名为存之%其实亡之&世之有心人%均痛心焉&+

!所以徐煤田 提出了*传播为藏+

的观点%对藏书家们深藏秘阁的保存方法予以批评%是有着学问家战略眼光的&

九#复本过少!!!书籍文献散亡的无意散佚

古代传播文化的物质条件较差%两汉纸张的出现%唐末才有雕版印刷的发明%所以唐代以前的书籍

完全是靠手工抄写%这种抄写书籍在竹简时代的难度可想而知%甚至是不可想象&况且不论竹简#帛书

的材料制作难度%单就是刻字和书写%就已经让现代人望而却步了&唐宋以后%雕版技术的普及%版刻印

刷虽然在制作图书方面快速方便%然终究抵不过各种天灾人祸的侵蚀&由于图书制作方式原始化%造成

图书亡佚%是图书典籍亡佚的自然规律之一&在那个时代%图书的生产是这样繁琐和原始%抄书的质量

和数量不可能有太多的副本%再加上抄书的速度制约了数量&雕版印刷术投入使用之后%宋代图书亡佚

数量就有了骤减&

古籍的传播与保存%当然是越古散佚越多%散乱越厉害&由于古时的简册%在制作方式上数量少#体

积大%再加上材料的原因%厚重难存%阅读不便%保存更是容易遭到虫蛀#编烂%即使是卷轴写本%亦多是

一事一篇!轴"%分篇阅读%利用起来分篇阅读%久之当散乱和腐蚀严重&

还有一些古籍散佚的原因%在于部帙浩繁%流传和保存相当不易&即使没有战乱因素的侵扰%照样

难以流传千古&大部头的书流传不容易%如三国魏文帝曹丕时编的(皇览)千篇%传抄不易%至南北朝时

已不见原书%只有节抄本存世%到隋唐之时%连节抄本也不存在了&又如南朝齐(四部要略)达
#"""

卷#

梁(华林通略)

%""

卷#唐(文思博要)

#!""

卷%都是因为部头过大%传抄不易而早早就不存于世了&明代

的(永乐大典)%因卷帙浩繁达数万册%成书之后%只能在皇家图书馆保存%虽然在嘉靖时有一正一副%但

正本不是毁于兵火就是隐匿于地下%副本也遭到不可抵御的水火#兵燹的灭顶之灾&郑燮指出$*近世所

存汉魏晋丛书#唐宋丛书#(津逮秘书)#(唐类函)#(说郛)#(文献通考)#杜佑(通典)#郑樵(通志)之类%皆

卷册浩繁%不能翻刻%数百年兵火之后%十亡七八矣&+

"

所以%郑樵就反对将古书的散佚一味地归咎于兵燹#战乱等客观因素%认为书籍之亡%是学者自身的

素质妨碍了其流传后世&书籍在一些藏书家手中被视为珍宝%从不外借%不流通%不刻印%把借出与售卖

同视为不孝%造成书籍的散亡&

十#优存劣汰!!!书籍文献散亡的自然法则

在图书亡佚的众多原因中%就是历代图书文献亦存在着优存劣汰的自然散佚现象%这种自然散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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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安 等$中国古籍散佚规律性探析

图书%表现在自身的学术价值不被承认或被时代所抛弃&这就是达尔文提出的生物生存法则$*物竞天

择%适者生存+&郑板桥剖析那些书籍质量不高#早已被人忽视#而事实上已存在的书%因没有人阅读%久

而久之就自己腐烂%被人处理掉的*自烧+现象&

郑燮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历代书籍亡佚的原因$优胜劣汰%自焚自灭&纵观千百年来书籍亡佚

的事件%确实为经典之谈&古典的诗歌流传至今者%当都是脍炙人口之作%千人传颂#万人吟唱之文%永

远不会自灭&有些文献虽然自身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受政治#经济#人的认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

新著作出来后%被逐渐取代了&以范晔的(后汉书)为例%在魏晋前后撰写后汉的史书达二十余家%但范

晔所撰(后汉书)%博采前人之长%所以在*范书+问世以后%而以前二十余家的后汉史书大都亡佚了%唯范

晔的(后汉书)和袁宏的(后汉纪)留存了下来&尽管都是史书%但是编纂者的文笔和治史的风格%决定了

读者的取舍%从而促使淘汰了另类的图书散亡&

在雕版印书未流行之前%书籍的传播主要靠手抄%因此%人们对抄录的书籍底本是根据藏者或抄者

的喜好而有所选择的&质量好的喜闻乐见的流传日广%其它的流传日微%逐渐被淘汰而成佚书&*既然

抄书困难%那么抄书者对于所抄底本必然严加选择%%那些名著就可能争相传抄%弄得洛阳纸贵.而那些

平庸之作遂成覆瓿之物%最后亡佚&+

!如萧统的(文选)%其选编的质量#方法远胜前人%致使其余十余家

相继亡佚&当有文简意赅的图书出现%就会扬弃繁文意杂的图书&这是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十一#传承不守!!!书籍文献散亡的常规之路

清著名藏书家黄宗羲对于藏书之难%是有着深刻体会的$*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

难之难矣&+

"这句话道出了私人藏书家的一个永远的心头之痛&纵观历代藏书之家%除了明代的范钦

藏书制定了严格的藏书制度%藏书长达四百余年外%其余概在数年之百年左右就已烟消云散%诚如黄宗

羲所言$书籍之厄%不必兵火%无力者既不能聚%聚者亦以无力而散%故所在空虚&

清代学者袁枚%醉心于藏书%在他晚年时%将其藏书尽奉送给读书爱书之人%前后总共*散去十之六

七+&为此他专门写下了(散书记)与(散书后记)两文%他认识到藏书散佚现象中%就是后代子孙能否继

承和利用藏书的问题%后代子孙如能守其业%也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富不爱看书%做官以后%有了丰富

的藏书%反而不甚研阅.二是兴趣不尽一致%上辈辛勤搜罗的书籍%不一定晚辈都很感兴趣&与其让这些

书籍深庋高阁%任饱蠹鱼%还不如即早散出%供热衷于此领域的士子和应考的学子去阅读使用&如果子

孙不能永守的话%则更是袁枚捐书的理由&他认为%天下没有不散之物&古代有不少藏书家殚精竭虑地

搜集图书%淳淳告诫子孙守之弗失%甚至授以*鬻书不孝+的家训%然藏书家身后%子孙有将书为薪者%有

以书沉水者%与其这样%不如捐出&

十二#偷盗抢掠!!!图书文献散亡的意外之祸

图书散亡的过程中%还有一宗足以导致书籍加速亡佚的事件%就是偷盗抢掠&这种偷盗抢掠来的典

籍并非是为了收藏%而是拿去变卖换钱%其结局都是加速了图书的亡佚&

明代祁承 旷园藏书%名重一时&兵乱后其藏书迁至化鹿寺中%发现其精刻已有数种往往散见于市

肆之中&康熙五年!

#&&&

"%黄宗羲与书贾入山%*翻阅三昼夜&余载十捆而出%经学近百种%稗官百十册%

而宋元文集已无存者&途中又为书贾窃去卫(礼记集说)#!王翶"(东都事略)&+

#当然%书贾窃书比不

得盗贼窃书%书贾好在还能帮助古籍的流通和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书贾的*偷窃+还算不上是书籍的

灭顶之灾&

范钦的天一阁藏书%被认为是藏书保护的楷模%然而也未能脱逃中外盗贼的魔掌&早在道光庚子

!

#'("

"%英军侵入宁被的时候%英军全副武装登阁强行盗取了(一统志)及其它地方志而去%开启了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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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军掠夺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先例&天一阁藏书%自明嘉靖至今凡四百年&吾国藏书家当以此阁为

最久矣&民国三年%有贼雇木工数人%夜登阁顶%去瓦与椽&槌而下%潜入阁中%为大规模之盗书&将书

藏入皮箱中%至夜间运出&如是者数十日&将阁中藏书盗出约十分之八%售于上海各藏书家&

!

外患之余%再加内盗%更是使得珍贵典籍的散亡愈加快速&明清时期%(永乐大典)的散亡%都是与内

贼的出没有着极大的关系&早在明末之时%(永乐大典)就被翰林院的官员们多有攫取%这些保管(大典)

的官员#役夫及在翰林院中供职的翰林学士们%亦撕去了脸上斯文的面纱&这种窃取活动在光绪中叶达

到了顶峰&缪荃荪最早在(艺风堂文集)中所记%翰林们每次盗出%以两本最为合适&因两本(大典)恰如

一棉马褂大小%再多即易被人察觉&由于内盗的猖獗%(永乐大典)由光绪元年的
("""

余册%至光绪十九

年!

#')*

"%在短短的
#)

年中%骤减为
&""

余册&损失十之八九&

更有西方列强在清末民初以各种考古#探险的名义%先后盗走了我国宝贵的敦煌文献#甲骨文文献#

竹简文献等珍贵古籍%罄竹难书%在此不一一列举&

中国典籍的生产收聚与亡佚散乱%也是有着自己的客观规律的&这个规律是一个周而复始运动的

圈子%几乎与(左传-庄公十一年)中所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的怪圈一样%

每个朝代更替之际%在大肆破坏旧王朝的同时%新当朝的帝王就要下诏广收民间各种图书%并有一定的

奖励政策&每当一个王朝没落并陷入战乱之时%官府珍贵的典籍以及民间私人所藏也无一例外地会陷

入极大的灾难之中&

然而%中国典籍无论遇到了多少灾厄之难%它宛如条条小溪大河%任你挖堵拦截%泥沙俱下%它依然

以顽强的生命力%滔滔不绝汇入长江大海&诚如(中国藏书楼)的编者所言$*黄河九曲%中国的藏书事业

同样历经种种磨难曲折#天灾人祸%终以百折不回#万劫不灭之气势%顽强走完了自己漫长而光荣的路

程%并功德圆满地完成了向现代图书馆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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