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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提要 Abstract

贾德纳藏书是布朗大学中文古籍善本的馆藏主体。本文试从中国文献学视角，通过对所藏历代古籍的作
者群体的初步分析研究，揭示这批馆藏文献特点和学术价值。首先，对作者群体的时空分布、学历职业、
社会身份类型等特征进行了归纳统计。其次，对重要史籍的作者的学术成果、作品流传和影响做了举例
说明。再次，根据中国史学史、出版编辑史的发展，阐述这批古籍的文献特点和学术价值。特别结合贾
德纳关于中国传统史学的著述，对其藏书的范围、内容、特点、影响进行概括。最后，以这批古籍的历
代作者群体的学术贡献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意义进行了探讨。

The Gardner Collection is the main collection of rare Chinese ancient books at Brown Univers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studies，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cademic value of this 

collection through a preliminary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author groups of the ancient books collected in the past 

dynasties. First of all, inductive statistics are made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uthor group, such as time and space 

distribution,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and social status type. Secondly, examples are given to illustrate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work circul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authors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books. Thirdly,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and editing, the 

litera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academic value of these ancient books are expounded. Especially combined with 

Gardner's work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bibliography, the scope,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of his collection are summarized. Finall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cholarly contributions of the authors of 

these ancient book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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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布朗大学贾德纳中文古籍善本特藏 The Gardner Collection

美国布朗大学东亚图书馆始建于1960
年代，由哈佛汉学家贾德纳捐赠而发
展。其中中文古籍占贾氏藏书的三分
之一以上，具有很高的文献品质和研
究价值。

贾德纳 Charles S. Gardner
（1900-1966）

（美）王立編：《美國布朗大學中文古籍
目錄》，中華書局，2020
Li Wang, ed，An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in the Brown 

University Library



贾德纳捐赠的中文图书古籍善本大多藏于“贾德纳藏书
房”(Gardner Room)内，其长宽各约6米，呈正方形，三面都
建构组合中式书柜，内藏有经史子集约70多种、5000余册
明清古籍，还有以《四部丛刊》为主的约360多种、4100多
册民国版线装书。这是海外所仅见的一套传统中式书房，古
香古色、典雅精致。

据统计，贾氏藏书中汉文古籍共有明、清古籍刻本、抄本等
共约250种（含复本和合集)、7500册，另有民国版古籍约
700种、5600多册，合计线装书约950种、13100册，占全部
藏书的三分之一以上。

贾德纳藏书房 (Gardner Room)

贾德纳藏书房（Gardner Room，攝影：Ben Tyler）



研究范围以《美国布朗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中华书局，

2020年）为基本资料和指南，对1912年以前馆藏古籍的作者进行

归纳整理。该书共列256款目，按年代最早出版的古籍是《重校正

唐文粹》，明嘉靖六年（1527年）本。《目录》按传统经、史、

子、集、类丛、新学各部分类，除了主款目列出的作者（单人或多

人）外，连合集共448种，作者347人。现从主款目作者中选取可

查到资讯的约230人进行统计分析。

首先，对作者群体的时空分布、学历职业、身份类型等特征进行数

据归纳统计。

二、古籍文献作者群体简析 The Author Group Analysis

研究范围和方法



（一）古籍文献作者群简析-朝代 Author Group--Dynasties

从汉代（3人）开始，经西晋（1人）、南北朝
（各3人）、唐（12人）、五代（1人）、北宋
（10人）、南宋（17人）、元（5人）、明
（34人）、清（141人），人数大致呈递增趋
势。如明清两代合计175人，占比76.1%。可见
尽管在清廷封建文化专制环境下，仍学者辈出，
流派纷呈，大批著作不断问世，学术研究呈现
一定的繁荣。

选样合计：230人



（二）古籍文献作者群简析-地域 （省份） Author Group--Regions

涵盖现今北京、浙江、江苏、江西、湖南、河北、内
蒙古、福建、安徽、四川、河南、山东、陕西、湖北、
山西、广东、天津、上海、贵州、陕西、广西、辽宁
等22个省市自治区。作者人数最多的是浙江（49人）
和江苏（48人）合计97人占比42.1%。可见江浙地区
是近代文化出版学术最发达的地区。

选样合计：230人



选样合计：231 人

（三）古籍文献作者群简析-科考学历 Author Group—Education and Degrees

科考进士以下57人，进士（及以上）95人，皇族
7人，无科考者41人，其他（外国人）14人，不
明者（待考证者）17人。其中有科考的152人，
占比66%。尽管学历科举不是衡量学问的唯一标
准，但作者中众多高科考学历者在一定程度上保
证了著作高质量的学术性。



选样合计： 231 人

（四）古籍文献作者群简析-职官身份 Author Group—Occupations and Status

有官职者168人，皇族7人，无官职平民33人，外
国人5人，不明者（待考证）18人。其中职官身
份者168人加上皇族7人共175人，占全部作者的
76%。在官方机构任职特别是史馆的史官据有大
量史料资源利用进行整理研究的优势，也是保证
古籍质量的重要方面。无官职作者也有很多是优
秀学者。



小结：作者群体的时空分布社会身份特征

 作者所处的朝代以明、清两代为多（76.1%）*
 作者来自的地域以今浙江、江苏为多（42.1%）
 作者出身的科考学历以有科考的为多（66%）
 作者的社会身份职业以有职官的为多（76%）

 还有就是古籍名家名作多，如下所列。

*注: 这批古籍明清作者居多，而其他历代也很多。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

极其繁复，《隋书·经籍志》著录史部凡817种，13264卷。只是后来很多书

籍没有流传下来或被改编。

其次，对重要史籍的作者的学术成果、作品流传和影响做举例说明。



三、历代史书名著名家举要 Examples of Historical Books

《目录》中史部古籍214种，占总数256种的83.6%。另有经部8种、

子部12种、集部6种、类丛部12种、新学部2种、附录2种。大量历

史古籍构成的本馆藏可以说是一部中国重要历史著作集成之缩影。

这些史籍涵盖了史部大部分类别--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杂史、

载记、史钞、史评、传记、政书、职官、诏令奏议、地理、金石、

目录等。

下面略举一些史部类别中重要作者的代表作。

《宋史》百納本选页



史部纪传类：《二十四史》

《史记》（西汉司马迁）、《汉书》（东汉班固）、《后汉书》（南
朝宋范晔）、《三国志》（西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
《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
（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
《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
（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
《旧唐书》（五代后晋刘昫署）、《新唐书》（北宋欧阳修、宋祁）、
《旧五代史》（北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北宋欧阳修）、
《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
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这二十四部纪传体“正史”，总共四千万字左右，分为3249卷，记载了
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明朝末年（1644年）共四千余年的历史，保留了明
亡以前历代王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文献，是研究
中国古代史的宝贵资料。二十四史是历代陆续撰写的，从西汉武帝时
《史记》成书至清乾隆初年《明史》完稿，历时一千八百多年。无论
官修或私修，作者大都是当时的文才俊杰。如司马迁，班固、欧阳修
等都是文史大家，对历代修史有重要影响。



史部编年类：《资治通鉴》及续书

编年类最重要的著作是《资治通鉴》，主编者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
（1019-1086）。《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战国，下终五代，
按年记载，上下贯通。这是中国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名著。自它问
世以来，一向为史家所推崇，对以后的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
光和司马迁并称为“二司马”。

《通鉴》根据丰富的历史资料，整理了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
十三年）到公元959年（周世宗显德三年）1362年的史实，编成一部
294卷的编年史。司马光又编写了《资治通鉴目录》《资治通鉴考异》
《稽古录》等补充文献。其后历代续、补之作纷繁，通鉴书成了专门
之学。如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
录》、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明宗臣篡《通鉴要删》、清毕沅编
集《续资治通鉴》、吴熙载《资治通鉴地理今释》、黄以舟等编《续
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等。以上诸本，本馆都有藏。



史部纪事本末类、地理类

南宋袁枢编有《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创新了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
末”史书体裁。清代官修方略也采用纪事本末体裁，颇便参考。方略为是清
朝官书重要部分之一，所有重大军事活动皆编篡方略，炫耀武功，其收录
大量军事文件。如《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三藩纪事本末》《皇朝武功纪
盛》《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圣武记》《西夏纪事本末》《钦定剿平七省
方疴图说》《平定关陇纪略》等十数种，汇编镇压各地反叛起义和平定边
疆地区的战争。与此相关的地理舆图如《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
地理类图书也有多种收藏。

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例



史部政书类： “九通”和 “会要”（会典）

政书类包括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专书。第一部专著是唐代的《通典》200卷，作者杜佑
（735-812）是唐代重要的政治家、史学家。他开创的“政书”体例影响深远，继作纷出。
宋郑樵（1104-1162）撰《通志》200卷，宋末元初马端临（1254-1323）撰《文献通考》
348卷。其后又各有续书，即清嵇璜等撰《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以及官
修《皇朝通典》《皇朝通志》《皇朝文献通考》，合称“九通”，本馆都有藏。

另有清末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是为“十通”。正如其名所示，这些政书的特点是
会通古今，览历代政治、经济制度，与记载断代典章制度史的另一体裁“会要”（会典）同
源而异流，各司其用。



史部史评类：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在“史法”历史理论和编纂学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作当属唐代史学家刘知机（661-721）的《史通》，本馆藏《史
通通释》是该书最好的注释本。到清代章学诚（1728-1801）的《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继承了这一学术
传统，他们的著作都对传统史学理论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史学思想方面刘知机提倡史家三长：“史才”“史学
”“史识”，后章学诚又加上一长：“史德”，成为良史追寻的又一标准。他主张史家作史要忠实于客观史实，做到“善
恶褒贬，务求公正”。更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目录学主旨。

清代考据学、校勘学大盛，在史评方面最著名要籍是王鸣盛（1722-1797）的《十七史商榷》、赵翼（1727-

1814）的《廿二史札记》 、和钱大昕（1728-1804）《廿二史考异》。钱氏的《十驾斋养新录》更被推为清代第
一的史学名著。王鸣盛云：“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
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 (《十七史商榷》）

清儒多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治学严谨，学派争鸣，如浙东学派、乾嘉学派等，都为当时的古籍整理和史
学发展做出很多成果。



古籍文献整理和目录汇编

历代尤其清代古籍文献整理和目录汇编也十分兴盛，对《古今图书集成》
《四库全书》等大部头古籍和目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的编辑出版
盛况空前。这是和清廷的竭力推行分不开的。很多馆臣名宿参与其中，
如纪昀、阮元、张之洞等一大批知名学者。造成了当时学术思想的一派
繁荣现象。

一些思想家的历史著作展现出杰出的学识和风骨。如明末清初三大儒王
夫之（1619-1692）的《永历实录》、顾炎武（1623-1682）的《天下
郡国利病书》、和黄宗羲（1610-1695）的《明儒学案》等都是时代风
云的代表作。



贾德纳论中国传统史学 Gardner o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贾德纳的代表作《中国传统史学》是西方最早的一部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专著。共分
七章。第一章导言，后六章分别论述了修史的动机、校勘学、史料批评、综合方法、
体裁和分类。该书概括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些特点，并对中西历史写作和研究方式
的差异做了简要的比较。作者在书结尾指出：中国史书的原本性、综合方法和对探
究完整性的坚持不渝是令人尊重和钦佩的。“没有其他古代民族（像中国人一样），
拥有整个过去的记录，如此浩瀚，如此绵延不绝，如此精审”。

该书出版后受到国际汉学界的好评，认为它是理解中国史学的指南，对青年学者有
重要帮助的必读书。当然这部创新著作也有不足，在选取材料和论述方面时有疏漏
不确之处。但对于西方汉学家先驱者来说，能尝试这一课题并掌握大量中文古籍材
料而取得这种成果，实属不易。

《中国传统史学》（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1938；
1961）

“没有其他古代民族（像中国人一样），拥有整个过去的记录，如此浩瀚，如此绵延不绝，如此精审”
"No other ancient nation possesses records of its whole past so voluminous, so continuous, or so accurate.” 



 从内容上看，这批馆藏大多是明清学术精品，包括了几乎所有当时知名学者的重要著作，较全面地反
映了当时的中国学术史。仅从前面所举的部分名家名作看，更是明证。

 从类别上看，经、史、子、集、类丛各部类都有，而以史籍为主,，涵盖从“纪传”“编年”到“金石”“目录”
绝大部分史部子类，可以说囊括了中国历史学术的最基本的文本读物。

 丛专题文献上看，以清代典章制度、边疆方略图志居多。贾德纳的哈佛博士论文是研究中国清代制度
史和边疆史的，题为“A Chapter of the Basic Annals from the ‘Draft Tsing History’”(《清史稿·康熙本纪》
译注, 1935)。因此侧重这方面的史料是一大特色。

 从版本上看，虽无宋元旧椠，但大部分都是版本精选、印刷精良且保藏完好的明清善本，非常难得。

 从文化特色上看，贾德纳藏书房由中国传统书柜所组成,，集装祯艺术和实用功能于一身，为海外所独
存，弥足珍贵。

作为汉学家、目录学家贾德纳先生有独到的学术慧眼和对中文古籍的鉴赏力，因此其收藏具有独特的文
献品质、学术价值和影响。著名哈佛汉学家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认为，贾氏藏书大概是“美国最好
的个人汉学图书馆藏”。这一特藏文献要更好地利用为图书馆读者服务。

四、文献特点和学术价值 Litera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s

“美国最好的个人汉学图书馆藏”
“the best private Sonological coll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中国学》（Chinese 
Studies in America, 1935)

《中华读书报》2019.4.3

“美国大学的中文图书馆将成为学者们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
“The Chines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will be the indispensable instrument of scholarship”

“无论在这场世界性的灾难中将会出现什么样的邪恶，至
少会有一种善的东西来反对它：美国大多数人相当震惊
地意识到，中国人民将和我们一样拥有一个明确的、基
本相似的未来。其中的联系或许部分地以自律、中庸、
实用常识和对个体尊严的尊重来体现。 我们已经认识到
了我们民族的无知、我们的狭隘、我们的本土观念，同
时我们又渴望光明，渴望研究这种表面看起来陌生但在
深层却和我们自己的文明基本相像的中国文明。很显然，
明天将对那些可以讲中国的通用语言的人，对那些可以
阅读她的现行书面语言的人，对那些掌握了将她发展了
2500年的巨大的传统文化遗产进行简明阐释的知识的人
产生强烈需求，这种需求将是前所未有的。只有今天的
审慎思考和仔细准备才能满足明天的需求。美国大学的
中文图书馆将成为学者们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

—— 贾德纳《美国中国学的未来》(1944)



五、对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意义
The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从这批史籍的历代作者群体的学术贡献来看，可以使我们对中国史研究有所启发。
首先，他们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从古到今的记录，其撰述作品大都体现了中国史学的优良
传统。这包括：

 学契天人，会通古今。以整体观来考察社会历史的变迁以明道求真，探索历代治乱兴
衰的因果关系。

 实事求是，经世致用。通过考证等方法尽量客观地求解历史人物、事件、典籍等文本
记载的种种疑难问题。

 德才学识，史家修养。以对历史的责任感提升学识专业素养，以秉笔直书扬善贬恶的
态度对待史实撰述。

其次，历代史家传承下来如此厚重的史料和浩繁的阐释，以图解决现实人生和社会政治问题。
受长期的封建政权和儒家正统思想影响，中国古代史学尽管无法脱离社会时代的局限性，但
留下宝贵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方法可供参考。特别是清中后期的学术活动和思潮为新旧史学的
交替作了准备，在史学发展上有积极意义。



五、对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意义（续）
The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cont.）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

最后，通过对这些作者群体及其史籍著述的初步
分析，使我们不仅更加明确贾德纳中文古籍藏书
的文献特点和学术价值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
而且还能以史为鉴，开拓视野，辨识风云，寄望
未来，更深的理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所表达的中国史学思想脉络和文化
蕴意。



谢谢大家!
Thank You!

li_wang@brown.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