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略说日本汉籍的特色馆藏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汉籍特色馆藏建设的成就

胡晓明馆长



海上书籍之路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而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的儒家
典籍影响又极为深远。

• 千余年前大批遣唐使历尽鲸波之险来到中国，开辟了中日两国文
化交流的“书籍之路”，对于精神文明的交流影响较为深钜。



•我们的近邻——朝鲜和日本早在千百年前，
便随着文化交流的进程，引入了中国儒家传
统典籍，融入了当地的文化，生发出新的内
涵，成为其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部分。而留
在历史上不可磨灭的证据，便是其汉籍的出
版和流传。



•华东师大图书馆是
国内一所重要的东
亚汉籍收藏馆，藏
有日本汉籍文献一
千一百种、朝鲜本
五十种。在数量上
可谓蔚然大观，同
时也是部类齐全、
版本系列完整。



日本汉籍

•日本五山版、古
活字版是东亚汉
籍圈中的代表性
出版物。
•中国儒家典籍很
早就传入日本，
并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成为其官方
主流的文化范本。

江户时期，中国经史
子集的出版物通过长
崎口岸，大量流布扶
桑，成为两国古典精
神流通的载体。京都、
大阪书坊的众多与繁
盛，与中国或无二致。



五山版

•从镰仓时期开始，经过南北朝，直至室町
末期，即13世纪中后期到16世纪，以镰仓
五山和京都五山为中心，出现了五山版，
其中不少就由东渡的中国版刻工人操刀。
五山版以禅宗典籍为主。



古活字版

•到15、16世纪，在中国、
日本和朝鲜半岛汉文化圈
兴起一股活字印刷的潮流。
日本接受了朝鲜成熟的活
字技术，应用到汉籍印刷
中，形成了著名的“古活
字版”。其中就有我们耳
熟能详的《诗经》《史记》
《千字文》等。



自日本川濑一马
《古活字版之研究》



华东师大馆藏日本汉籍的特点：

•1、版本系列比较完整。

•我馆收藏的日本本古
籍文献有五山版、古
活字版，以及此后各
时期的刻本、写抄本。



2、馆藏中不乏鳌头本、套印本、钤印本
等特殊刊刻形式的古籍。

•《芥子园画传》
是清代绘画技法
画谱，在中国画
学者中影响极大，
流播域外，同样
受到欢迎，我馆
收藏日本平安书
肆河南楼套印本。





•日本庆应四年（1868）小
林新兵卫朱墨双色套印本
《孝经参释》不分卷，
用墨色刷印《孝经》原文，
穿插川崎履所撰红色文字。
与中国传统朱墨套印本中
的评点形式不同，此本朱
墨二色文字可一并连读，
《孝经》变得通俗化。



3、从内容上来说，经史子集皆有，部类齐全，
反映了日本对中国典籍的接受程度和方式。

•《文选》一书在
日本影响很大，
版本众多。我馆
收藏有承应三年
（1654）风月庄
左卫门刻本。





•《世说新语》在日
本传布和影响极广，
在江户时期更是盛
极一时，相关著作
迭经翻刻。
•我馆收藏此本有安
永八年（1779）跋
刻本《李卓吾批点
世说新语补》，有
日本学者墨笔校注。



•元禄十六年（1703）
钱屋庄兵卫刻本
《音释文段批评庄
子鬳斋口义大成俚
谚抄》十九卷由毛
利貞斋作注释，并
添加日文假名，以
便于阅读，反映了
日本人“本土化”
中国典籍的努力。



4、特别是收藏了一些历史上在中国流传
不多，而在东亚汉文圈传播较广的汉籍。

•馆藏《古文真宝》和《三体诗法》均有比较完整的
序列。

•馆藏《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三卷，宋周弼选、
元释圆至注、裴庾增注，贞享二年，1685，祯照轩
刻本）一种，讲述诗歌的创作方法和技巧，在中国
几无传本，日本则保存了多种刻本。



古文真宝
• 馆藏《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署
有元黄坚、林桢等辑，为日本正保三年
（1646）书林丰兴堂刻本。

• 《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后集》有日
本宽文六年（1666）山本长兵卫刻本及日
本延宝五年（1677）书林平乐寺村上勘兵
卫刻本。

• 另外还有《校本古文真宝后集》为日本安
政四年跋（1680）文德堂刻本。



江户时期和刻本《画本古文真宝后集》



• 馆藏《画本古文真宝后集》，署有台藤应著，旭辉斋画图，是嘉
永三年（1850）东都书林玉山堂学而堂刻本。每篇绘图一到三幅
不等，原文汉字右侧傍注日文假名读音，题下与文末原有笺注以
日文意译，文字之间多所损益。图绘简洁生动，与正文合看、对
比，极富有文人趣味。



馆藏日本汉籍精选介绍：

•《大川和尚语录》

•南宋普济语录

• 元恺编 五山版



•五山版以禅宗典籍为主，这部语录即其中之一。《大
川和尚语录》后来又收入《续藏经》，是流传较广的
版本。但取与馆藏五山版相校，可以发现《续藏经》
本鲁鱼豕亥之处所在多有，依赖刻梓时间较早而文字
精善的五山版的留存，才能还其本来面目。日本川濑
一马氏《五山版研究》定该书版本年代“不晚于南北
朝（按，1336——1392年）早期，或许可以追溯到镰
仓末期”。细按馆藏此本，卷端页与日本书陵部藏本
相同，为初刻。因地理之便，五山版刻工多为福建人，
但这部《语录》首篇《大川和尚住庆元府妙胜禅院语
录》深得中国宋刻浙本神韵，弥足珍贵。



《标题句解孔子家语》三卷
附《新刊素王事纪》一卷
《圣朝通制孔子庙祀》一卷

•元王广谋句解

•庆长四年（1599）

•古活字版



•此本为著名的伏见木活字版。德川家康在
庆长四年（1599）到十一年（1606）间积
极推动木活字的印刷，三要接受德川家康
的命令进行木活字的出版工作。书有眉栏，
《新刊素王事纪》中有整版印刷图像。日
本古活字印本吸取了朝鲜活字的字形特征。
但朝鲜活字排字工整，墨色均匀，经常很
难辨别与刻本之间的差别。日本古活字做
不到这一点，倒字、歪字和墨色参差的现
象比较常见。



《新刊鹤林玉露》十八卷宋罗大经撰
古活字版 三册
• 《鹤林玉露》是一部文学评论典籍，
议论精当，每见隽语，在日本同样
得到推崇。在庆长元和时期，坊间
就有该书的古活字印本出现（公元
1622年以前）。日本古活字印本吸
取了朝鲜活字的字形特征。但朝鲜
活字排字工整，墨色均匀，经常很
难辨别与刻本之间的差别。日本古
活字做不到这一点，倒字、歪字和
墨色参差的现象比较常见。这部
《鹤林玉露》就是如此，但阅读起
来，也觉得别有趣味。



《绘本通俗三国志》七十五卷 日本
天保七年至十二年（1836——1841）
群玉堂刻本

•《三国志演义》的完整日译本出
现于日本元禄年间。湖南文山以
李卓吾批评本《三国志演义》为
底本，并添加部分文字，翻译出
《通俗三国志》。江户时期，与
学习唐话的热潮相联系，出现了
多种改编本、摘要本和插图本。
此本所绘插图，技法独特，人物
的容貌或服装多为日本式。





朝鲜汉籍

•朝鲜很早就致力于儒家汉籍的引进，
立太学监，《论语》、《孝经》均为
必修科目。

•约从十一世纪开始，“官版”刊刻书
籍盛行，应科举需要，大量翻刻中国
经史书籍。馆藏朝鲜刻本《四书集
注》、《礼记集说大全》、《诗传》
都是代表性的文本。



•木活字本《（御定）大学类义》则反映了
朝鲜王朝修订中国典籍以迎合本国政治需
要的意图。
•朱熹《大学章句》引入朝鲜，被奉为儒学
圭臬。中宗时期，《大学衍义补》曾经成
为经筵朝讲教本。
•从这些朝鲜本中，可见中国典籍在域外的
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亦可见新的出版情
景在形制和文本上给传统古籍带来了怎样
的变化。





•华东师大图书馆一直致力于馆藏古籍的保护和管理，
以科学的仪器、材料，专业的方法，创造适宜的收藏
环境，更好地保护东亚汉籍。之前曾多次举办专题展
览，向校内外师生宣传东亚汉籍知识，达到教育普及
的目的，学者亦籍此开展学术讨论、研究。这对于提
高我校学生对韩国文化的认识，宣传我校在海外的形
象，增进双方之间的友谊，都是大有裨益的。高校图
书馆更应该在研究型图书馆和特色收藏的取向上建设
馆藏。图书馆的服务好不好，一部分就体现在藏书眼
光上。华东师大图书馆的东亚汉籍收藏将进一步拓展，
资源共享，为更多研究者服务。



• 2016年12 月 3 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参与策划、展览的“芸
香四溢——明代书籍文化的世界影响”古籍特展在宁波著名的天
一阁博物馆云在楼开幕。本次展览以明代刊印古籍为主体，从装
帧（线装书）、字体（宋体字）和内容三个方面展示了中国古籍
在东亚和西方的影响力。



特展和学术交流
活动，是向海内
外宣传和展示我
校资源、科研优
势的契机，展示
了近年来我馆特
色馆藏建设的成
就，有助于促进
文化交流，提升
我馆的形象和影
响力。



• 我校参展古籍有八种，其中六种为最具特色的东亚汉籍。其中，
李昆秀著《寿斋遗稿》是朝鲜景宗初期（ 1723 ）铸造后期校书
馆印书体活字正祖年间印本，书皮书“故友余唾”四字，愚斋图
书馆旧藏。国立暨南大学图书馆旧藏《邵亭文稿》为金永爵撰，
铸造全史字印本，卷末有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张丙炎跋语，叙
述中朝诗人的交游故事。其余四种分别为：朝鲜时代刻本《剪灯
新话句解》，朝鲜时代后期刻本《少微通鉴节要》，朝鲜时代五
铸甲寅字铜活字本《详说古文真宝大全》和日本嘉永三年
（ 1850 ）刻本《画本古文真宝后集初编》。



《邵亭文稿》

•国立暨南大学图书馆旧
藏《邵亭文稿》四卷为
金永爵撰，朝鲜活字本，
铸造全史字印本，卷末
有同治六年（１８６７）
张丙炎跋语，叙述中朝
诗人的交游故事。



馆藏汉籍精选介绍：

•李昆秀著《寿斋遗稿》八卷

•是朝鲜景宗初期（1723）铸造后
期校书馆印书体活字正祖年间印
本，书皮书“故友余唾”四字，
愚斋图书馆旧藏。

•李昆秀，字星瑞，号寿斋。初任
庭试郎即隶翰院兼奎章阁待教，
后以御史按平山疑狱遍兼两西州
县，颇得圣宠。书皮书“故友余
唾”。





中国古书的扶桑故事





新的工作目标：

一、进一步利用各种机会访求新的日本汉籍。

二、是深入地对其进行学术研究，对于汉籍文本的异同，版本的源
流都写了详细的提要。

三、充分利用学者资源，通过办展览，开研讨会等形式扩大域外汉
籍的宣传力度，可联合和刻本、朝鲜本办一个大型的域外汉籍展
览。

四、是可定期或不定期举办有关和刻本的系列讲座，推动汉籍善本
的普及。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