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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封三)

二是把历代福建私家藏书作为一个系统与整体，进行全方位与多层面的研究。全面梳理了
福建私家藏书的历史进程及其时代特色，提出福建私家藏书经历了“滥觞于隋唐、勃兴于宋
代、元代沉寂、明代复兴与繁荣、清代鼎盛转而式微、民国余波”的观点。福建私家藏书滥
觞于隋唐，是与当时大量中原移民对福建的经济开发与文化活动的贡献分不开的，尤其是唐
末五代的王审知治闽期间，兴办学校，培育人才，发挥了重大作用。宋代福建，人文昌盛，
私家藏书之风兴起，具有地域相对集中、藏书家多、藏书丰富、校雠精湛、书目完备、藏书
楼出现等特点，元代沉寂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元初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福建政治、经济及社会的
动荡不安。明承元后，朝廷对典籍收藏的重视，对藏书事业的发展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福
建藏家辈出，藏家地域不断扩大，书楼林立，藏章纷呈。明代福建众多藏书家不懈努力，多
方搜罗，钩稽遗逸，校勘典藏，刊布传流。清代福建私家藏书鼎盛，主张藏以致用，把藏书
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在校勘、辑佚以及经学、史学、文学等领域的成就斐然。清代福建藏
书家不遗余力、网罗丛残、精心保管、世代递藏的珍本秘籍多流传至今。民国时期，福建私家
藏书无论是藏书理念还是藏书的时代特色，都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变革和发展，藏书家通过捐赠
或寄存等方式将私藏变为公藏，完成了福建古代藏书楼渐渐地向近代图书馆的嬗变。私家藏书
以各种方式归入公共图书馆或学校图书馆，成为现在福建各大图书馆的珍贵馆藏，既承传了福
建悠久的藏书文化，又服务于当今的社会各界，可见其学术文化功绩与社会历史贡献。

三是对福建古代私家藏书楼号与藏章印文的文化意象作出了具体的阐释。古代传统私家藏
书楼的命名构成了中国藏书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内涵。藏书家对书楼的命名，深得微言大义之
精妙，藏书楼号尽管有时只有那么寥寥几字，却字字匠心，或借典故佳义、引经据典，或表藏
书志向、直抒胸臆，或夸收藏之富、承传先世遗泽，或取字号地居、凸显珍本宝物等。解读福
建私家藏书楼命名的文化意象能进一步加深对私家藏书文化的理解与认识。此外，在藏书上钤
盖印章，也是中国藏书史上特有的藏书文化之一。藏书印原本是书主在书前或书后或书中钤盖
自己的图章，是书主表示所有权的标记，久而久之就成为藏书家的一种藏书习俗，喜欢藏书的
名人雅士无不喜欢在自己的藏书上钤上印章。藏书印章上除名号外，往往还留有别的文字，用
以反映藏书者的修养和气质，让读者感到妙趣横生、韵味无穷。此外，作为古书的一个组成部
分，藏书印还具有以下重要的作用：一是版本鉴别的依据，依据藏书印可以推知一书的版刻年
代：二是提供鉴别版本的线索，依据藏书印可以判断该书出自哪个收藏系统；三是可了解典籍
的递藏和授受源流。藏书印本身也有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尤其珍贵的是，该书在卷首附录了
60页善本书影与名家藏章，使读者能更为直观地品味到佳本秘籍与藏章韵味。

藏书既是文化的积淀，又是文化的推力。从文化形态的角度看，它既有汗牛充栋的藏书、岿
然屹立的书楼等物态文化，又有在长期藏书活动中形成的社会风尚、生活习俗等行为文化及心态
文化。品读《福建历代私家藏书》，仿佛有一种淡淡的墨香扑面而来，令人眷念，其中无不浸透
出福建历代藏书家对典籍文化的深邃蕴涵、志向意趣、藏书心态、闲情逸致。该书除了致力于
学术研究层面，还旨在通过对福建历代藏书家孜孜以求、藏书不辍、日夜披览、乐在其中的叙
事，守住传统藏书文化的深厚底蕴，鼓励读者点亮阅读梦想，引领阅读风尚，推动全民阅读，
营造书香自我、书香家庭、书香校园、书香社会的人文氛围，为实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藏书文化资源。

(张沁兰，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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