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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圖書館中文善本書研究1

A Study of the Chinese Rare Books in Lingnan University Library1

周　旖2

Yi Chow2

摘　要

論文所研究的「嶺南大學」特指以1888年建校的格致書院為前身，一脈發展而來，並於
1952年院系合併時停辦的廣州嶺南大學。嶺南大學圖書館舊藏中文善本書的主體現保存於廣州
中山大學圖書館，是其館藏中文古籍善本之重要來源之一。論文從數量、來源和特色三個層面
對嶺南大學圖書館舊藏中文善本書進行介紹和分析，並通過嶺南大學的辦學方針、教育理念和
學術研究等角度的研究解釋善本館藏特色的成因。嶺南大學圖書館在抗戰爆發前藏有經、史、
子、集各類善本圖書共計174種，善本圖書是以曾釗的舊藏為主體，其來源還包括徐甘棠、潘
宗周、徐紹楨、甘翰臣等人的捐贈，而方志類善本的建設則與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中國方志
的建設有一定的聯繫。館藏中文善本書的特色體現在多明本和抄本，重視對明代史料和明人文
集的收集，在廣東地方志和廣東文獻的收藏方面尤其突出。

關鍵字： 中文善本、廣東地方志、廣東文獻、藏書建設、嶺南大學圖書館

Abstract
The Lingnan University in this article is the Guangzhou Lingnan University, whose forerunner 

was a Christian College built in 1888 and which ceased operations and was largely absorbed into the 
Guangzhou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1952. The Chinese rare books of the former Lingnan University 
Library were by and large merged into the curr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Library and have become 
a major constituent of its rare books collection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quantity, sourc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rare books and shows how the collection development supported th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purposes. Lingnan University Library had 174 kinds of Chinese rare books 
before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It comprised prodominantly Zhao Zeng’s collections and the 
donations of Gantang Xu, Zongzhou Pan, Shaozhen Xu, Hanchen Ga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d influenced the collection of local records in Lingnan. The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isting collection included the following: (1) it comprises a large quantity of prints and 
manuscripts of the Ming dynasty; (2) particularly, it highlights the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records of the 
Ming; (3) geographically it emphasizes Guangdong records.

Keywords: Chinese Rare Books; Local Records of Guangdong Province; Documents on Guangdong 
Province; Collection Developing; Lingnan University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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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引言

「嶺南大學」這一機構名稱可指代廣

州嶺南大學、香港嶺南大學、中山大學嶺南

（大學）學院以及韓國嶺南大學。而論文中

之「嶺南大學」特指以1888年建校的格致書

院為前身，一脈發展而來，並於1952年院系

調整時停辦的廣州嶺南大學。論文中所研究

之中文善本書在嶺南大學停辦後，其主體現

保存於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成為其館藏中

文古籍善本之重要來源之一。

廣州嶺南大學是一所由廣州海內外基

督教人士發起籌辦的教會大學（廣東省檔案

館，全宗號38-1-19）。其特別之處在於她

是20世紀30年代期間中國13所基督教新教大

學中唯一一所不屬於任何教派和組織所有的

學校。嶺南大學，初稱格致書院（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1884年由美籍傳教士香

便文牧師（Rev. B. C. Henry D. D.）及哈巴

牧師（Rev. A. P. Happer D. D.）等向美國長

老會傳道萬國總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提議倡辦，1886

年募得美金25,000美元，是年4月脫離總會另

立董事局主持一切，1888年開校於廣州沙基

金利埠（即今廣州六二三路）。此後歷經停

辦、幾經遷徙，於1904年定永久校址於廣州

河南康樂，校舍不斷增加，學務持續擴充，圖

書、儀器、標本之設備亦日漸完善（李瑞明，

2000，頁19-21）。

20世紀20年代，「非基運動」在中國境

內蔓延，隨著該運動與反帝運動力量的合流

（Latourette，1945，p.348），各行各業紛

紛要求收回相關主權，於教育界即要求收回

教育主權。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嶺南大學成

為中國首個完全收歸國人自辦的教會大學。

1927年1月11日，私立嶺南大學校董會正式

成立，宣佈學校為私立的、中國人主權的，

舉鐘榮光博士為校長（廣東省檔案館，全宗

號38-1-19）。1945年紐約基督教大學聯合董

事會制定中國戰後復興基督教計劃，其內容

包括擬將現有大學分兩等辦理，嶺南大學與

燕京大學兩所學校被列入第一等（嶺南大學

校務會，1945）。

嶺南大學圖書館成立於1906年，其始

為教員閱書參考室，規模甚小，初設於馬丁

堂，與博物標本室合建。其時所藏書籍，多

屬西文，均為美國人士捐贈。隨著書籍日

增，先與博物標本室分離，繼而於1915年遷

入新建成之格蘭堂。1917年嶺南學堂升級為

大學，館務亦隨之逐漸擴充。1919年始設專

職館長之職，聘圖書館專門人才特嘉（Jessie 

Douglass）女士為館長。其上任後，積極整

頓，對於分類、編目、購訂、出納種種手

續，力圖改善。

作為一所由美國傳教士提議創辦的大

學，成立之初的嶺南大學圖書館藏書以英文

書籍為主，但也擁有若干中文藏書，並在歷

年購買和接受捐贈過程中數量有所增加，

但是圖書館始終沒有聘請專人整理中文書

籍，更無從事中文藏書的部門。1919年春，

彭美賚（Owen E. Pomeroy）委任教授陳德

芸襄理圖書館中文藏書事宜，自此中籍部成

立，陳德芸為主任（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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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182（3-6））。中籍部藏書的基礎主要

來自於1920年陳德芸親赴上海北平各處勸捐

所得之16,000餘冊書籍。

1928年，科學院建成後，校址既增，

圖書館遂由格蘭堂遷往馬丁堂二樓全座，稍

事擴充後複得取用一樓、二樓全座及三樓之

一部份。抗戰爆發前，嶺南大學圖書館的藏

書總量占全國大學圖書館之第五名（佚名，

1936）。

1950年6月爆發的抗美援朝戰爭使中美

關係惡化，這一政治上的正面衝突反應在文

化、教育界，表現為中國政府決定加快清理

教育界所受英美文化的影響，學習蘇聯教育

改革的思路，通過院系調整建立起一套「蘇

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大學制度，把私立大學

和教會大學全部改為公立（陳國欽、袁征，

2008，頁128）。嶺南大學在這一場高等教

育改革中最終停辦。

1952年，根據中央院系調整的方針和原

則，嶺南大學與原中山大學、華南聯合大學

和廣東法商學院四所院校的理科各系合併組

成一所新的綜合性大學—中山大學；原中山

大學、廣東法商學院原有的商科和華南聯合

大學的財經學院併入新的中山大學；嶺南大

學文學院除教育系外，文科各系也併入新的

中山大學文學院。嶺南大學文學院的教育系

併入華南師範學院（今華南師範大學）。原

中山大學、嶺南大學、華南聯合大學的工科

各系和廣東省工業專科學校調整組成新建立

的華南工學院（今華南理工大學）。原中山

大學農學院和嶺南大學農學院共同組合成新

建立的華南農學院（今華南農業大學）。原

中山大學醫學院、嶺南大學醫學院與光華醫

學院組成華南醫學院（後稱中山醫科大學，

現為中山大學醫學院）。（陳國欽、袁征，

2008，頁130）

根據以上院系調整的方案，嶺南大學圖

書館的藏書也進行了相應的移交，故圖書館

藏書的流布情況如下：原理科及人文科學相

關藏書的主體現保存於中山大學圖書館，原

善本古籍、「中國問題研究」西文出版物等

專藏的主體亦保存於中山大學圖書館；因原

華南醫學院現為中山大學醫學院，故原分配

給華南醫學院的嶺大醫學藏書亦盡數藏於中

山大學北校區圖書館；原教育類藏書現存於

華南師範大學圖書館；原工科類藏書現藏於

華南理工大學；原農學類藏書現藏於華南農

業大學。

自1952年院系合併至今已有近60年的

時間，期間中國社會又經歷了種種變化，嶺

南大學圖書館被劃分至各個學校的舊藏，因

各種原因多有流入舊書市場中，或以廢紙變

賣，於是藏書一再易手，或存或廢。而當年

嶺南大學圖書館堪稱特色並著稱於世的中文

善本古籍、「中國問題研究」西文出版物、

西文理科學術期刊和1911年至1937年的日報

全份亦難逃厄運，其收藏、建設及至後來的

散佚情況均有待研究和考證。

貳、	館藏中文善本書之數量

據嶺南大學《館藏善本圖書題識》

（何多源，1937，頁1）凡例所言，嶺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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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圖書館將符合如下三條標準的文獻作為

善本圖書：一為圖書館歷年所藏之元、明

刊本及舊抄、稿本；二為清代刊本中的稀

見佳本，如《粵海關志》、《粵閩巡視紀

略》等；三為各流傳較少的刊本、抄本和

稿本。對於流傳廣泛的書籍，即使價值昂

貴，亦不作為善本。

論文所研究的嶺南大學圖書館館藏中

文善本書以抗戰爆發前的收藏為主，原因有

二：第一，嶺南大學圖書館所藏善本書絕大

多數入藏於抗戰爆發之前，而在1937年到

1952年嶺南大學停辦這15年間，因先後經歷

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受戰後經濟和局勢

的影響，入藏的善本圖書數量不多；第二，

抗日戰爭期間，館藏善本圖書多有損毀、丟

失，實際較戰前已不甚完整，1952年院系調

整時藏書又被調撥分配，故抗戰爆發後直至

嶺南大學停辦這一階段善本圖書的增益、散

失情況有待繼續深入研究。

據對嶺南大學1937年版的《館藏善本圖

書題識》的統計，在抗戰爆發前圖書館藏有

經、史、子、集各類善本圖書共計174種，

11,302卷，另不分卷者654冊，其中以明刻

（刊）本為最多，抄本次之，館藏最早的版

本為元刊本。在所有善本書中，史部數量

為最多，其次為子部，再次為集部，而經部

善本圖書數量為最少；若以二級類目觀之，

則屬地理類的方志善本數量為最多，其次多

者分別為明別集類和類書類。各類中文善本

圖書的數量分佈情況與嶺南大學的辦學方針

和教學理念，以及圖書館歷年來在藏書建設

中重點建設的學科相吻合。戰前嶺南大學圖

書館館藏善本圖書的具體統計資料如表一所

示，對於每種圖書的統計，若分卷則統計卷

數，不分卷則統計冊數，並以數字加「c」

表示冊數。

參、	館藏中文善本書之來源

嶺南大學圖書館館藏中文善本書的來源

主要為徐甘棠、潘宗周、徐紹楨和甘翰臣四

人所贈，另有圖書館從廣東藏書家順德溫氏

後人和書肆處所購溫氏及南海曾釗舊藏。而

順德溫氏、徐甘棠、潘宗周、徐紹楨和甘翰

臣等人的藏書中亦多曾釗故物，就《館藏善

本圖書題識》的著錄觀之，在174種館藏善

本圖書中，鈐有曾釗藏書印的善本圖書達70

種，而其他未鈐有曾釗藏書印的圖書中亦有

屬於曾釗者，故可以說嶺大的善本圖書是以

曾釗的舊藏為主體。現將善本圖書的各來源

分述於下。

一、 曾釗面城樓舊藏

嶺南大學圖書館大批購入曾釗舊藏主

要是在1935-1936學年度，據這一年度的館

務報告記載，時圖書館以極低廉的價格購入

曾釗舊藏佳本頗多，如明刊本之《兩朝從

新錄》、《昭代典則》、《夏桂洲先生文

集》、《思玄集》、《想玄集》、《屏山

集》、《馮琢菴文集》、《百可亭摘稿》、

《韋蘇州集》、《祝氏集略》、《彌雅翼》

（正德本棉紙）、《邱文莊公集》、《禮記

集說》（棉紙）、《禮記注疏》（棉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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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抗戰前嶺南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圖書統計

分類
抄本 稿本 元刊本

明刻
（刊）本

明評閱本
清刻
（刊）本

民國印本 合計

種數 卷冊 種數 卷冊 種數 卷冊 種數 卷冊 種數 卷冊 種數 卷冊 種數 卷冊 種數 卷冊

經
部

易類 2 18 1 4 3 22
禮類 3 157 3 157
春秋類 2 42 2 42
四書類 1 4 1 4
樂類 1 10 1 10
小學類

2 36 1 4c 3 78 3 44 9 158
+4c

小計
5 64 1 4c 10 285 3 44 19 393

+4c

史
部

正史類
2 250

+5c
1 85 2 493 5 828

+5c
編年類 4 254 2 63 2 317
紀事本末類

1 1c 1 5 2 5
+1c

雜史類
3 26

+1c
3 281 6 307

+1c
詔令奏議類

4 12
+27c

2 323 6 335
+27c

傳記類
1 1 2 34

+1c
3 35

+1c
地理類 8 768 6 71 12 272 1 22 27 1,133
政書類 2 100 4 358 6 458
目錄類 1 4 1 4
史評類 1 101 3 40 4 141
小計

27 1,516
+34c

21 932
+1c

2 493 15 600 1 22 66 3,563
+35c

子
部

儒家類
2 30 1 1c 1 66 4 96

+1c
兵家類 4 59 3 263 7 322
農家類 2 20 2 20
天文演算法類 3 42 1 72 1 42 5 156
術數類 2 130 2 130
藝術類 1 20 1 20
雜家類 1 30 4 153 1 50 6 233
類書類 10 2,274 10 2,274
叢書類

2 498c 1 71 3 886 6 957
+498c

小說類 1 64c 1 64c
道家類 1 1 8 2 8
小計

15 281
+498c

3 38 22 2,853
+65c

6 1,044 46 4,129
+564c

集
部

唐別集 1 20 2 10 1 30 4 60
宋元別集 1 4 2 64 3 68
明別集

18 311
+4c

2 65 20 376
+4c

清別集 1 23 3 53 4 76
總集類

1 1 2 17 3 2,222
+48c

6 2,240
+48c

詩文評 2 270 2 270
詞曲類 1 20 3 20 4 40
小計

4 48 27 592
+4c

12 2,390
+48c

43 3,130
+52c

合計
51 1,909

+532c
1 4c 3 38 80 4,762

+70c
2 493 36 4,078

+48c
1 22 174 11,302

+65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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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頖宮禮樂疏》等三十餘種（圖書館，1937

年1月15日，頁133-135）。加之在1935-1936

學年度前後陸續購入的曾氏藏書，到抗戰爆

發前嶺大圖書館館藏善本中有其舊藏至少不

下70種。何多源在為嶺南大學《館藏善本圖

書題識》所作的自序中有言：

益年來順德溫氏舊藏曾釗抄本善本逐

漸流出，此種抄本善本，多為宋明史書，明

人文集，近日絕少流傳者。本館以其罕見

傳稀，且不少為國內孤本，而亦為研究明

史之重要史料，故特為儘量購求，而舊藏主

人亦以本館藏有此種圖書較其私人保存為

有用，亦願以較通行本為廉之書價讓與本

館。（何多源，1937，頁1）

曾釗（1793-1854），字勉士，又字敏

修，廣東南海人士，1825年（道光五年）選

乙酉科拔貢，官合浦教論，調欽州學正，

1826年秋舉學海堂學長（徐信符，1963，頁

16）。曾釗是清代廣東地區的著名藏書家，

同為粵省著名藏書家的吳蘭修曾言：

嶺南地淫，易長蠹魚，藏書無至二百年

者，吾家守靜堂藏本多於勉士，而舊槧不及

焉，勉士嘗云：當無聊時，閱古人書目，亦

自快意。可想見其癖好矣。（吳蘭修，年代

不詳；轉引自徐信符，1963，頁17-18）

周連寬在《廣東藏書家曾釗》一文中則

評價道：

清嘉慶、道光兩朝，廣東出了許多著名

的學者，或以詩文雄於時，或以經學道行為

世所宗仰，或以史地金石之學見稱於當代，

而藏書之富，則以曾釗為最。⋯⋯昔洪北江

謂藏書家有數等，即考訂家，校讎家，收藏

家，賞鑒家，掠販家。葉煥彬則謂考訂校讎

可合併之，統名著述家。除掠販家已入市賈

之流，為學者所恥為之外，舉上述諸家而褒之

者，吾粵曾勉士，可當之而無愧。（周連寬，

1963年12月22日）

曾釗一生喜讀書，亦喜藏書，每遇古本

輒愛不釋手，「即力所不及，亦必多方購求

之。既得之後，又必寢食其中，校訛正謬，

剖析異同」 （周連寬，1963年12月22日），

故所藏圖書「多有題跋，丹黃殆遍，經勉

士審訂者，鈐一｀善本’二字印章」 （徐信

符，1963，頁16）。其藏書之所初名「古輸

廖山館」，後因地方潮濕、狹窄，又築「面

城樓」儲之，所藏圖書一般鈐有「面城樓藏

書印」、「曾釗之印」、「曾氏珍本印」、

「曾釗印」、「曾釗面城樓藏書印」、「勉

士」。

曾氏因博通掌籍，故長於訓詁，著有

《周禮注疏小箋》和《面城樓集》。陳璞在

《面城樓集序》中云：

勉士劬於學，考據精確，最長於核證典

禮，辨證經傳。生平抱用世志，戰守兵法，

無不研究。道光辛丑、壬寅間，夷事孔棘，

制府祁摃，檄令修碉築壩，募勇團守。旋因

議款，敵兵不至，而所支帑不能報銷者至

三十二萬余金，傾家不償，坐此免官，藏書

數萬卷，並質於人。（陳璞，1886；轉引自

徐信符，1963，頁18）

此文中所述及之事即指鴉片戰爭時期，

曾釗受命帶兵抵禦外敵，修築蚺蛇洞等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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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釗為恂恂儒者，而胸羅十萬甲兵，其為

建造炮臺，殫精竭慮，創「之」字型台，

以勾股之法測定炮臺射線，極富現代科學原

理。然因事起突然，動工倉促，未及逐一收

集工程憑證，故事後清理帳目，不能報銷者

達32萬余金，又因祁摃故去，對立者以此事

訐之，以致曾釗被免職，傾家蕩產亦不足抵

償缺欠，故其藏書全部散出。（周連寬，

1963年12月22日）

曾釗面城樓藏書散出後，大部分為順

德龍山溫澍梁所得，其藏書之處名「漱綠

樓」，另一部分則入於順德大良龍鳳鑣的六

篆樓。溫澍梁為溫汝適、溫汝能之族人，

清代龍山溫氏家族聲名顯赫，一直晴耕雨

讀，詩書傳禮，溫汝適曾官至兵部侍郎

（李健明，2007年2月2日）。《群書跋·萬

卷菁華前集》云：「溫氏族人有澍梁者，

善收藏，頗稱富有，而以出自面城樓者為善

本」。龍鳳鑣，字伯鸞，官某部員外，其

家族亦「累代顯宦，藏書豐富，六篆樓所

藏，不少精槧」 （轉引自徐信符，1963，頁

61-62），其中既收有李文田太華樓藏書，

又收有曾釗舊藏部分。

後來溫氏藏書、龍氏藏書亦陸續流出，

其中部分為嶺南大學圖書館收入，故嶺大圖

書館抗戰前所藏曾釗舊藏中，除鈐有曾氏各

類藏書印以外，還有20種善本圖書上同時鈐

有溫氏各類藏書印，如嶺南溫氏印、嶺南溫

氏珍藏印、嶺南溫樹材珍藏印、龍山溫氏珍

藏印、漱綠樓藏書印、漱綠樓書畫印、漱綠

樓印、順德溫季材之印、順德溫氏藏書印、

順德溫氏家藏印、順德溫氏所藏金石書畫之

印、順德溫氏印和溫澍梁藏書印；有5種善

本圖書上同時鈐有龍鳳鑣各類藏書印，如六

篆樓藏書印、六篆樓印和六篆山堂印。

此外，依據嶺南大學圖書館1935-1936

學年度館務報告可知，《館藏善本圖書題

識》中收錄的《夏桂洲先生文集》、《馮

琢菴文集》、《韋蘇州集》和《邱文莊公

集》，雖未著錄曾氏藏書印，但是也為曾氏

舊藏。另有《兩朝從新錄》、《彌雅翼》和

《禮記注疏》亦為曾氏舊藏明代佳本，但在

《館藏善本圖書題識》中未有著錄。而嶺

大圖書館所藏溫澍梁舊藏中的《歷代名臣

奏議》、《兩浙海防類考續編》、《千一

疏》和《五朝小說》，以及六篆樓舊藏中

的《經籍志》、《何氏類鎔》、《古今逸

史》、《唐詩紀》和《觀象玩占》等書上

未鈐有曾釗藏書印，故是否為曾氏舊藏尚

不可知。

二、 徐甘棠贈書

《館藏善本圖書題識》中所載有17種

書籍為嶺南大學校友徐甘棠捐贈，其中11

種為明代刊本，多為曾釗、溫澍梁和龍鳳

鑣舊藏。徐甘棠（1875-1935），廣東花縣

人，早年肄業於培英學校，聰穎強記，刻苦

卓絕，獨好西學，「年最少而成績為全校

冠」。1897年被聘為格致書院教員，並始於

教學之餘專攻國學，研習詩詞。1905年，徐

甘棠一方面兼任夏葛醫學院化學教授，一

方面「以國內西學僅具皮毛，欲求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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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從外國求之不可」，而在嶺南學堂學習

英文。1907年徐甘棠赴美留學，為籌集學

費而在美擔任青年會總幹事兼《大同日報》

記者，積極宣揚革命，主筆三年，稍有餘

蓄，即入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Oklahoma）學習數學，獲學士學位後入西

北大學研究院，獲數學碩士學位。1917年徐

甘棠回國，1918年受聘於商務印書館，編輯

數學及大學辭典，旋任江蘇省教育會月刊總

編輯，月刊停辦後就南京高師數學教授職。

1921年徐甘棠返粵，擔任廣東高師數學教

授，高師改組為廣東大學後，出任數學系主

任，後又擔任工專、執信、培英等校教授，

兼教務主任。廣東大學改國立中山大學後，

徐甘棠受聘為教務主任兼教授，不久又赴南

京，歷任教育廳秘書、民政廳秘書、南京立

法院秘書。1927年後徐甘棠返回廣東，先後

擔任廣州工務局局長秘書、市府秘書長兼教

育局長、市立第二中學校長、培英教務長、

中大教務主任、建設廳秘書長。1932年，鄒

魯重掌國立中山大學，徐甘棠再次被聘為教

授，兼廣東通志館主任。1935年5月31日，

徐甘棠因急性腎炎病逝（黃受照，1935年6

月30日，p.278-279）。

徐甘棠的文章「氣格蒼古，上追秦

漢」，中年以後對國學研究饒有興趣，並由

此產生搜集古籍的愛好，積書數萬卷，以經

史子集為最多，其中不乏海內孤本，漸成廣

東知名藏書家。徐甘棠去世後，其夫人羅秀

雲將其所遺中西文藏書贈予嶺南大學圖書

館，計西文書80冊，以數學書籍為主；中文

書1,222種，20,057冊（嶺南大學，1936年11

月29日，頁82），其中包括叢書54種，類書

9種，經籍64種，史乘77種，方志123種，文

集250種，雜類645種（圖書館，1935年9月

30日，頁18-19）。其贈書中有明代汲古閣

刊本的《中州集》、清內府刻本桃花紙的

《（御纂）朱子全書》等善本17種，書上鈐

有「徐甘棠藏書印」。所贈清道光刻本《粵

海關志》流傳頗少，是研究清代廣東海關制

度、設置及貿易情況的重要參考文獻；明正

德戊寅（1518年）刊本《四川志》為海內外

孤本，朱士嘉《中國地方志綜錄》載海內外

圖書館所藏《四川志》只有嘉靖本、萬曆

本、康熙本等，刊刻年代均晚於徐甘棠贈給

嶺南大學圖書館的《四川志》。

三、 潘宗周贈書

潘宗周（1867-1939），字明訓，廣東

南海人。少時供職上海洋行，後任滬英租界

工部局總辦，經商成巨富，以鉅資藏書，尤

重宋刻，編有《寶禮堂宋本書錄》四卷，

附錄一卷，收入二十年所積宋版書99種107

部，元本6種6部，是書目由張元濟作序

（潘祖蔭、潘宗周，2007）。潘宗周藏書之

處名為寶禮堂，藏書上一般鈐有「南海潘明訓

珍藏印」。徐信符《廣東藏書紀事詩》中載：

宗周雖執業商廛，壯歲獲交宜都楊守

敬，慨然有收書之志。喜儲宋槧，初以百種

為限，後已逾限矣。其眼識極高，元明以

下，視之蔑如也。從袁克文購得宋刊《禮

記》，乃南渡後三山黃唐所刻，舊藏曲阜



91

嶺南大學圖書館中文善本書研究

孔氏，海內傳為孤本。潘氏適構新居，因

顏其堂曰「寶禮」。（徐信符，1963，頁

115-116）

明清以來的廣東藏書家中，以宋本收

藏著稱者惟有豐順丁日昌之持靜齋，潘氏寶

禮堂則為後起者。寶禮堂藏書中有楊守敬舊

藏，亦多黃丕烈「百宋一廛」、汪士鐘「藝

芸精舍」、郁松年「宜稼堂」、楊氏「海源

閣」、韓應陛「讀有用書齋」散出之物，袁

世凱洪憲失敗後，所藏善本舊槧十之六七為

潘氏所得。

嶺南大學圖書館共藏有元本3種，分別

為《（纂圖互注）荀子》、《（纂圖互注）

揚子法言》和《沖虛至德真經》，均為潘明

訓所贈，而此三種書在《寶禮堂宋本書錄》

中均無著錄。其中《沖虛至德真經》為楊守

敬舊藏，有宜都楊氏藏書印、楊印守敬、楊

氏小像和弘前醫澀汪氏藏書記朱印。楊守敬

的藏書曾以國幣三萬五千元鬻諸國民政府，

後政府將大部分藏書交與故宮博物院保存，

並由該院何澄一編成《觀海堂書目》付梓行

世，嶺大圖書館所藏《沖虛至德真經》為此

書目內未載之書，《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

書目》中亦未載有此本（何多源，1 9 3 7，

頁5 5 - 5 6）。此外，收入嶺南大學圖書館

《館藏善本圖書題識》的潘明訓贈書還有

明刊本《（東萊先生音注）唐鑒》、明萬

曆鄭雲齋刊本《（箋注決料）古今流源至

論》、吳門繆曰苞仿宋刊本《李太白集》

和清乾隆三年五色套印內府刻本《（御

選）唐宋文醇》。

四、 其他捐贈來源

嶺南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除來自

前述徐甘棠和潘宗周的大宗捐贈外，得自徐

紹楨和甘翰臣的捐贈亦不少，何多源在《館

藏善本圖書題識》自序中有言珍藏善本有賴

於徐甘棠、潘宗周、徐紹楨和甘翰臣所贈。

在《館藏善本圖書館題識》中，著錄有

「徐固卿贈」者計有6種，其中4種為明本，

2種為舊抄本，《資治通鑒》、《宋元通

鑒》均為明天啟年間陳仁錫評閱本，而明萬

曆刊本《南征錄》則為清宗室怡府明善堂舊

藏。徐紹楨（1868-1934），字固卿，廣東

番禺人。其先父徐子遠曾參總督節署慕，而

嫺於經術，家富藏書，藏書處名為通介堂、

水南樓、攓雲閣。徐紹楨繼承家學，收藏甚

富，中光緒甲午科（1894年）廣東鄉試舉

人，嗜書並精版本研究，雖歷任軍職、戎馬

一生，卻始終書卷相隨。徐紹楨於光宣間在

南京治兵，於後湖湖神廟之左建藏書樓，藏

書不下20餘萬冊，因辛亥起義，藏書盡為張

勳所焚。民國成立，徐紹楨歷任南京衛戍總

督、孫中山廣東軍政府廣州衛戍總司令、總

統府參軍長、廣東省長和內政部長等職，並

重新搜求圖書，寓居北平時期，與琉璃廠書

肆來往最密，所藏複充牣，著有《學壽堂題

跋》。其晚年因境遇所迫，藏書散佚，珍本

無存（徐信符，1963，頁112-114）。

甘翰臣是在滬經商的廣東中山人士，曾

擔任上海公和祥碼頭買辦、怡和洋行總辦，

並擔任嶺南大學上海分校的校董（司徒榮，

年份不詳）。甘翰臣生前在上海築有非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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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園，好藏金石書畫，與滬上文化界素有往

來，與康有為、葉恭綽，朱祖謀、梅蘭芳、

程硯秋等人均有交情。抗日戰爭勝利後，其

女甘恕先曾將其生前收藏的30多件廣東文物

交前廣東文獻館館長簡又文攜歸廣州，其中

包括現藏於廣東省博物館的「劉猛進碑」

（廣東文化網，2009）。嶺南大學圖書館抗

戰前藏有的善本圖書中，有3種為甘翰臣所

贈，分別為明黃國琦刊本《冊府元龜》、清

康熙四十九年內府刊本《淵鑒類涵》和殿板

初印《（欽定）全唐文》。

作為一所大學圖書館，其收藏的善本

圖書必然是多年來涓滴搜羅而致，嶺南大學

圖書館所藏的善本圖書除通過各種管道而購

得的曾釗、溫澍梁、龍鳳鑣舊藏，以及得自

徐甘棠、潘宗周、徐紹楨和甘翰臣贈書外，

還有其他相當廣泛的來源。如哲學史家、

民俗學家容肇祖就曾為嶺大圖書館搜購文

獻，館藏明刻官書精品《春秋經傳》、舊抄

本《光孝寺志》、清道光南海吳氏筠清館

刊本《石雲山人集》等都來自容肇祖的搜

購，其中《光孝寺志》書有容肇祖題跋，

《石雲山人集》書前有容肇祖手錄之該書

作者吳荷屋傳。

由於當時對採訪文獻的文字記載有限，

而保存下來的檔案和相關文獻亦非齊全，因

此很難一一查析每種書的具體來源。但由館

藏善本圖書上鈐印的藏書章，或可窺見藏書

的淵源，以下所列即為館藏善本圖書上鈐有

的除曾釗、溫澍梁、龍鳳鑣、徐甘棠和潘宗

周藏書印以外的其他家藏書印：陳灃印、蘭

甫印、登齋藏書印、棟臣印、方氏碧琳琅館

藏書印、馮鈐士印、衡陽常氏藏書印、弘前

醫澀汪氏藏書記朱印、黃芝仙印、璜川吳氏

圖書印、汲古閣印、靜觀亭圖書印、毛氏子

晉印、明善堂所藏書畫印記、明善堂珍藏書

畫之印、南海式之蘇氏所藏印、南海蘇氏藏

書印、南海蘇式印、晴臬印、湯子壽讀書

印、吳琯圓形小印、吳氏家藏印、錫山李氏

珍藏之印、陽湖陶氏印、楊守敬小印、楊氏

小像、楊印守敬、宜都楊氏藏書印、趙氏鑒

藏印、朱彝尊印和竹垞藏本印。

五、 方志類善本書的來源

據表一《抗戰前嶺南大學圖書館館藏

善本圖書統計》資料可知，嶺大圖書館在抗

戰前藏有中文善本書共計174種，其中地理

類的善本書共計2 7種，超過史部善本書種

數的三分之一，為數量最多的二級類目。另

據中山大學圖書館藏嶺南大學檔案縮微膠捲

Reel36中的檔案List of Rare Books in Chinese 

to be Filmed顯示，1940年2月嶺南大學圖書

館將一批館藏中文善本圖書製成縮微膠捲，

其中明清兩代修纂的廣東各地方志數量已達

89種，較之1937年出版的《館藏善本圖書題

識》中收錄的種數多出了62種之多。這從一

個側面反映出嶺大圖書館在藏書建設過程

中，對地方志收集的重視程度。從來源上來

看，嶺大圖書館所擁有的方志類善本書多來

自於搜購，並以曾釗舊藏為主。而以目前筆

者所掌握檔案資料線索分析之，嶺大圖書館

對方志的採購或與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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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存在一定的聯繫。

廣東省檔案館收藏的嶺南大學檔案中，

有一通1919年9月2日中籍部主任陳德芸向特

嘉館長彙報中文書籍整理的手續及將來之計

劃的信函（全宗號38-4-182），函中言：

⋯顧中籍分部，迄無善法，經史子集

既不適宜包羅新籍，若仿杜威十目類書法按

之，舊籍又多未合，今擬按照施永高先生所

列書目，暫用舊法，其新籍可編入舊門類

者，仍行附入，⋯

函中所言之「舊法」是指當時美國國

會圖書館對中文書所採用的五部分類法，而

函中提及的施永高（Walter T. Swingle），

又作施永格，是美國農業部的植物學專家、

農林學專家，有志於把中國的優良蔬果種

子移植到美國，他發現中國地方志有關於土

壤和植物的記載，於是向美國政府建議擴大

對中國方志的收集（李華偉，年份不詳）。

1918年4月至1919年7月間，施永高代表美國

國會圖書館到中國各省採訪地方志，搜購了

大量典籍。他通過張元濟等版本目錄學專家

的幫助，收集了413種地方志，其中包括2種

省志、87種府志、324種縣志，既有官修地

方志，亦有非官修地理著作，其中很多即使

在中國都已經非常罕見（特木勒、居蜜，

2006）。回國以後，他仍繼續為美國國會圖

書館間接地採購，直到1928年止。美國國會

圖書館現藏的中國舊方志，有一半以上是

1928年以前入藏的，該館大規模的入藏中

國方志要歸功於施永高（李華偉，年份不

詳）。

嶺南大學圖書館擁有施永高所列之書

目，除參考其分類法以外，也將其作為購書

的參考，以施永高當時在中國國內搜集書籍

的類別觀之，或可推測嶺南大學圖書館在當

時購入了大量方志類的文獻，而其目的也是

為支援該校農科教學和研究。另據《嶺南大

學文獻目錄：廣州嶺南大學歷史檔案資料》

（李瑞明，2000）的英文檔案索引可知，

施永高在1919-1921年間以及1928 -1929年

間，與嶺南大學的格蘭（W. Henry Grant）

先生、晏文士（Dr. Charles K. Edmunds）校

長和香雅各（Rev. James M. Henry）校長有

多通往來函件，故據此也可推測兩所圖書館

之間在方志收藏方面應該存在一定的聯繫，

而具體情況仍需要在獲取此方面檔案內容之

後做深入研究。

六、 1937年後對廣東藏書家舊藏的訪購

抗戰爆發後至嶺南大學停辦的15年間，

嶺南大學圖書館也陸續購入了若干廣東藏書

家散佚出的舊藏。李文田泰華樓藏書的精華

在抗戰期間運存香港，廣州、香港相繼淪陷

後，藏書流散，但寄存於北平燕京大學的明

代野史得獲保全，周連寬和容庚曾赴平拜訪

李文田之孫李勁庵，為嶺南大學圖書館選購

明人集部及其他明刻本數十種，取價均廉。

又有李勁庵清理出水漬損失的圖書一大批，

依重量計價出售，周連寬為嶺大圖書館選得

有李文田朱筆批校之圖書如下（周連寬，

1986）：

1. 《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七卷，清陳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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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咸豐陳氏刻；

2. 《古今尚書經說考》三十三卷，《敘錄》

一卷，清陳喬榷撰，同治刻；

3. 《腳氣集》二卷，宋章茗水撰，寶顏堂秘

笈本；

4. 《地球韻言》四卷， 清張之洞編，光緒

二十八年廣州明道堂刻；

5. 《問奇類林》三十五卷，明郭良翰撰，明

萬曆六年刻；

6. 《外國師船表》十六卷，清許景澄撰，光

緒十二年石印。

徐信符的南州書樓抗戰期間亦運往香

港，寄存於香港大學，並以港幣9,000餘元之

價格售出含宋元刻本在內的善本一批。抗戰

後餘存圖書運返廣州。1948年徐信符病逝，

其女又選出善本一批，分裝十箱運往澳門，

將除廣東文獻以外的書籍售予澳門富商姚

某。此後周連寬訪南州書樓，為嶺南大學圖

書館選購廣東文獻一批，其中罕見之本包括

（周連寬，1986）：

1. 《粵大記》三十二卷（缺卷一、二、卅、

卅二）， 明郭棐編，明萬曆刻；

2. 《廣州府志》六十卷，清張嗣衍等修，乾

隆二十四年刻；

3. 《粵秀書院志》十六卷，清梁廷柟撰，道

光二十七年刻；

4. 《廣州鄉賢傳》四卷，清潘楳元輯，道光

十九年刻；

5. 《溫氏家集》十二卷，清溫承恭等撰，咸

豐元年家刻，卷端有徐信符題記云：「此

書原版毀於咸豐七年，後欲重刻而未果，

故流傳極少。」

肆、	館藏中文善本書之特色

一、 版本特色

嶺南大學圖書館館藏中文善本書的特色

之一是多明本和抄本。在抗戰前館藏的174

種善本圖書中，明代刊刻之本有80種，抄本

51種，其中多為曾釗舊藏，其數量明本和抄

本各不下35種。在各類明本中，館藏《宋之

問集》的版式、字體與《四部叢刊續編》景

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所藏之本均不相同，

還有諸如淩濛初朱墨本《韋蘇州集》、綠野

堂刊本《許文穆公集》、明萬曆間新安黃一

桂刊本《蒼霞草》、明萬曆南昌胡見原刊

本《頖宮禮樂疏》、明嘉靖壬子三衢夏相寵

摹宋版校刊《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明嘉靖

元年葑溪堂刊本《韓（雍）襄毅公傳》、明

萬曆仁壽堂刊本《（新編簪纓必用）翰苑新

書》、明萬曆鄭雲齋刊本《（箋注決科）古

今源流至論》、明天啟陳仁錫評閱本的《資

治通鑒》和《宋元通鑒》、明黃國琦刊本

《冊府元龜》、明內府刊本《重修玉篇》以

及明隆慶海鹽夏儒刊本《奚襄瑣言》等，這

些明代文獻不但為明史各方面的研究提供了

第一手的資料，也在版本學上為有明一代刊

刻的文獻留存了許多寶貴的實物。

抄本中有殘缺已久的《（咸淳）臨安

志》抄自毛氏所得宋槧本，原書一百卷，嶺

大圖書館藏本存九十五卷，闕卷六十四、

九十、九十八至一百，而該書的振綺堂汪

氏刻本、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本亦闕如上卷，



95

嶺南大學圖書館中文善本書研究

僅有當時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存有九十六卷，

該書為倖存下來的宋人地志中唯獨較詳細者

（何多源，1937，頁25）。館藏抄本《中興

禮書》存三百二十五卷，闕五十五卷，該書

在《四庫全書》中沒有著錄，書世罕傳，清

代徐松曾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一百五十

卷，但未刊行；海寧蔣光煦有家傳抄本，但

未經校勘，訛誤頗多；當時國立北平圖書館

亦有藏本，但缺卷較嶺南大學圖書館藏本的

缺卷多。《館藏善本圖書題識》中言：

此書係高孝兩朝之大典章制度，足以

補正《宋史通考》等書者甚多。書中之郊祀

御劄、明堂御劄、郊祀祝冊、表文祝文各

門，及吉凶禮中所載之表議各篇，均為高

宗時之重要文字，尤可貴者，《宋史．樂

志》所載樂章，有詞無譜，此書樂曲旁注

律呂，他書所無，為研究古樂之重要參考

資料。（何多源，1937，頁35）

其他少見的抄本還有《金史補》5冊，

此書繆荃孫只藏有殘稿2冊，《藝文志二十

種引得》未有著錄，可能未有刊本行世。

《太平寰宇記》為毛晉汲古閣舊藏，流入曾

釗之手，最後為嶺南大學圖書館所得，所藏

之本較上元焦氏、昆山徐氏、秀水朱氏等藏

本所缺均少，且每卷末附校正一頁。《太乙

統宗寶鑒》館藏二十卷，續編十二卷，此書

《四庫全書》列入存目，僅二十卷，《讀書

敏求記》中記載錢曾家藏有2本，故嶺大所

藏之抄本可能為當時最全者。另有守經堂影

宋抄本《三朝北盟會編》、四庫傳抄本《齊

民要術》、明紅格抄本《觀象玩占》、滿漢

對照之稿本《大清全書》等，均為精心繕寫

之本。

關於廣東雕版刻書始於何時，已難考

察。1941年，黃慈博在《廣東文物》上發表

《廣東宋元明經籍槧本紀略》一文，記載宋

代廣東刻本17種，元代廣東刻本3種，明代

廣東刻本不下百種，周連寬則言明初廣東刻

本以及清代道光前廣東刻本流傳下來者已不

多（周連寬，1986）。而嶺南大學圖書館保

存了大量廣東各地方志和粵人文集，方志包

括廣州、番禺、南海、順德、東莞、從化、

龍門、增城、香山、新會、三水、新寧、

清遠、新安、韶州、曲江、樂昌、翁源、英

德、博羅、鶴山、惠州、歸善、雷州、瓊郡

等地，這些郡縣方志舊刻的留存，保存了廣

東各地刻書的實物；粵人文集中有不少明清

兩代廣東刻本，尤多明萬曆年間和清道光年

間刻本，明萬曆刊本《百可亭摘稿》九卷，

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雙邊白口，上單魚

尾，白棉紙，所刻字體清朗，堪稱廣東刻本

中的精品（何多源，1937，頁60）。粵人文

集中還有不少廣東藏書家私家刊刻之本，如

清康熙三閭書院刊本《廣東文選》、道光南

海吳氏筠清館刊本《石雲山人集》等。這些

文獻為研究廣東刻本的用紙、版式、字體，

以及廣東刻書事業情況，提供了實證參考。

二、 明代史料和明人文集

葉德輝《藏書十約》中關於購置文獻

之法寫道：「置書先經部，次史部，次叢

書。」（葉德輝，1957，頁43）而嶺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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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在中文古籍方面的購書政策十分不

同於傳統的藏書觀，與其他圖書館亦相異。

嶺大圖書館對各類文獻的參訪均受學校辦學

方針和教育理念的影響，依據學校的課程設

置和教學、研究方案進行選購，注意文獻的

材料價值和研究價值。嶺南大學的辦學方針

一貫堅持發展實用科學，注重與廣東社會的

融合，即使在20世紀30年代的國學研究熱潮

中，亦有冷靜的態度和相應的辦理政策。因

此嶺南大學圖書館所藏中文善本圖書中經部

數量最少，史部圖書數量最多，尤其重視明

代史料和明人文集的搜集，前者的數量占史

部善本圖書數量超過三分之一，後者的數量

占集部善本圖書數量的一半。

據對《館藏善本圖書題識》的統計，

嶺南大學圖書館抗戰前收有明代史料善本

24種，明代兵書善本2種，明人文集善本21

種。明代史料善本中有編年類2種，紀事本

末類6種，詔令奏議類4種，傳記類2種，地

理類6種，政書類4種，其中不少為清代的禁

毀書籍，在當時已絕少流傳。如明萬曆年間

陳于廷刊之《紀錄彙編》三種，二百一十六

卷，共66冊，明代沈節甫輯，采輯嘉靖以前

明代君臣雜記，分卷編次，以同一史實集

中，因現存元至明初期間史料匱乏，此彙編

實有管窺之效，足為研究明史之參考，清代

該書被列入禁毀書目，流傳甚少。

《今言》四卷，明鄭曉著，刊於明嘉靖

二十一年，書前有鄭曉自序，每半頁八行，

行十六字。此書記明代洪武至嘉靖一百八十

餘年間國政朝章、兵戎邦計等方面的史事，

凡344則，其中的許多記載可補史之缺佚，

正史之謬誤，為研究明代前期社會的政治、

經濟、軍事、文化，提供了寶貴資料。目前

海內外各圖書館所藏的《今言》一書有嘉靖

四十五年項篤壽刻本、萬曆四十二年彭宗孟

刻本、清順治三年李際期宛委山堂刻本等9

種版本。根據臺灣的國家圖書館中文古籍書

目資料庫檢索的結果可知，現存《今言》

較早版本的有美國伯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

館明嘉靖四十五年項篤壽刻本，臺灣國家圖

書館和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明嘉靖

四十五年刊本，其他各圖書館所藏均為嘉靖

四十五年以後的版本，從時間上來看均晚於

當時嶺南大學圖書館的藏本。

史部詔令奏議類下的《大明宣宗章皇

帝寶訓》十二卷二冊，為舊抄本，現已被中

山大學圖書館收藏，據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

古籍善本書目顯示，大陸其他圖書館再無藏

本。據臺灣的國家圖書館中文古籍書目資料

庫檢索聯合導航系統顯示結果可知，僅台北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有明刊本的五卷，東京

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有五卷，即所藏之卷

數遠少於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現藏的舊抄本

十二卷。《館藏善本圖書題識》中載：

此書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故宮善本書

目均未載，內閣藏書目錄則有以下之著錄：

「帝訓一冊全，宣宗章皇帝御制，首君德，

終馭夷，凡二十四條，分四卷，抄本。」查

本館所藏凡十二卷，首敬天，終馭夷狄，

凡七十三條，較內閣藏本多八卷，即多49

條，據千頃堂書目則載此書凡十五卷正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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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修，今館藏卷數雖較千頃堂書目所載者少

三卷，然遍查各家書目，均無著錄，即內閣

書目亦僅存四卷，查內閣書目係明孫能傳等

編，可知明代此書已殘缺不完，今館藏之本

想已成人間孤帙矣。（何多源，1937，頁

18-19）

其他如抄本《皇明誥敕》、抄本《歷

朝奏疏》、抄本《郭給諫疏稿》、明嘉靖元

年葑溪堂刊本《韓（雍）襄毅公傳》、明崇

禎間刻本《皇明世法錄》、明萬曆廿三年刊

本《荒政彙編》等均為版本極罕見的明代史

料。明刊本《三鎮邊務總要》五卷，由明人

李如樟編纂，其曾任都指揮簽事及廣西延

綏總兵官，其兄如柏任薊鎮副總兵，並官鎮

遼東，是書記載了明代沿長城一線的遼鎮、

薊鎮和昌鎮的邊防、戍務情況，有關道裡險

夷、形勢沖緩、夷酋多寡、住牧遠近等問題

具編其中（何多源，1937，頁29），是研究

明代邊防事務、邊關社會及北方遊牧民族的

珍貴資料。嶺大所藏之本現存中山大學圖書

館，經檢索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古籍善本書

目聯合導航系統，未發現大陸其他圖書館有

藏，檢索臺灣中文古籍書目資料庫發現臺灣

的各圖書館及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圖

書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等機構也無

該書。而清乾隆重刊本《吳江水利考》，為

明代沈氏所作，書前有嘉靖沈啓序，王世貞

所撰傳贊，書中記載蘇、松、常、鎮、杭、

嘉、湖七郡水利，總結明代治水的經驗和教

訓。《明史·藝文志》中，《吳江水利考》作

四卷，嶺南大學圖書館藏本為五卷，卷首有

吳江水利圖，該書現存中山大學圖書館，南

京圖書館未有藏本，就筆者所查尚未見大

陸其他圖書館或臺灣的圖書館有藏，國外

如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圖書館也均

無是書。

嶺南大學圖書館亦收有不少明代兵書，

其中可稱為善本者有《紀效新書》十八卷和

《水師輯要》一卷，均為舊抄本。《紀效新

書》是戚繼光在東南沿海平倭戰爭期間練兵

和治軍經驗的總結，全書分六秩（禮秩、樂

秩、射秩、御秩、書秩、數秩）十八篇，由

朿伍篇始，至水兵篇結束，各系以圖而為之

說，對於研究明代之兵法、兵士操練及兵營

制度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尤其是書中記錄了

戚繼光調任浙江抗倭期間東南沿海的地形、

我情與倭情，其史料價值自不言而喻。《水

師輯要》內容包括船式說、各船說、配船水

兵、趕繪船備用器械、配駕官兵等，保留了

明代各類船舶之說明和圖解，尤其是對澎湖

海戰前後明鄭在役的戰船詳加剖析，亦足作

為明史研究之參考資料。

注重對明人文集的收藏也是嶺南大學

圖書館館藏特色之一。在傳統藏書觀念中，

詩文集為等而下一類的文獻，尤其是明代的

作品，更不足取，在清代葉德輝的《藏書十

約》中集部之購置顯然為最次一等，明代祁

承 則認為：

蓋文集一事，若如今人所刻，即以大地

為書架，亦無可安頓處，惟聽宇宙之所自為

消磨。則經幾百年而不消磨者，自有一段精

彩，不可埋沒也。（祁承 ，年代不詳；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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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黃裳，1979，頁99）

可見傳統藏書家對文集一類文獻的收藏

態度。然嶺南大學圖書館卻對明人文集著意

收集，其中原因之一並非在乎這些文集的文

學價值，而是關注其史料價值。自陳寅恪之

後，詩文證史的研究方法被廣泛應用，所以

明人文集的史料價值更加凸顯。傳統藏書觀

念下前人對明人文集的輕視，使得大量明人

文集到近代已成「孤本」，故有幸保存下來

的這類文獻亦顯得彌足珍貴，此也為嶺大圖

書館注意購求明人文集的原因。

嶺大圖書館館藏明人文集中的善本，

許多在清代時已被列入禁毀書目，流傳稀

少，許多藏本至今已寥寥無幾。如明萬曆卅

五年刊本《馮琢菴文集》（又名《馮宗伯文

集》）四卷、明萬曆刊本《李滄溟先生集》

卅二卷、明天啟刊本《邱文莊公集》廿四

卷、明綠野堂刊本《許文穆公集》、明隆慶

海鹽夏儒刊本《奚襄瑣言》四卷、明崇禎刻

清康熙間印《桂洲文集》十八卷、明萬曆刊

本《南征錄》六卷等，在大陸、港、澳、臺

及其他國家的圖書館都已是絕少見之本。

明嘉靖刊本《王氏家藏集》，又名《浚

川集》，館藏十八卷，內含《浚川公移集》

三卷，《浚川駁稿集》二卷，《浚川內台

集》三卷，《浚川奏議集》十卷，清代時

亦為禁書，流傳不多，目前僅知此書在臺灣

的收藏卷數較為豐富，如台北故宮博物院圖

書館藏有嘉靖十五年至四十年刊本四十一

卷，國家圖書館藏有嘉靖十五年至四十年刊

本《王氏家藏集》四十一卷，內台集七卷，

慎言十三卷，雅述二卷，喪禮備纂二卷；海

外則有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明嘉靖間刻本

《王氏家藏集》四十一卷，內台集七卷。另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聯合導

航系統、臺灣中文古籍書目資料庫檢索可

知，目前大陸有多個圖書館以及美國伯克萊

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澳門大學國際圖書館

均有藏，但是殘缺情況不一。比對上述圖書

館的收藏可知，雖然嶺大所藏之卷數並不

多，但是其所藏的《浚川公移集》三卷，

《浚川駁稿集》二卷和《浚川奏議集》十卷

均為其他圖書館所無者，可謂是孤本。嶺南

大學的《館藏善本圖書題識》有言：

此書為清代禁書，故流傳甚少，國立北

平圖書館藏有是書，較本館所藏者多詩二十

卷文廿一卷，但無奏議集公移集駁稿集等，

浙江省立圖書館藏公移集駁稿集，但無奏議

集，范氏天一閣藏有奏議集，但殘缺不完

（見重編天一閣書目），本館所存者想為孤

本矣。（何多源，1937，頁61-62）

三、 廣東地方志與廣東文獻

蘇軾暮年流放嶺南，曾有「九死南荒

吾不恨」的詩句，事實上廣東因僻處南疆，

自周秦以來就被冠以「荒蠻」之名，「雖羲

叔申命於虞書，疆理興於軸周雅，然徵文不

足，考獻無從」（李景星，1937，頁1）。

秦漢之後，嶺南地區相繼置郡，至此「華風

南寖，嶺海文物，遂蒸蒸日上。晉室東遷，

中原文物隨僑郡而南，南北之風會，乃大

殊於昔。隋唐以來，人文蔚起，聲教日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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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自海通以遠，文獻之盛，麟麟炳炳，赫赫

烜烜，昭人耳目，而徵文考獻，纘述代有其

人。是故卷帙浩繁，包羅萬象。」（李景星，

1937，頁1）

然而千年來有關嶺南的藝文典籍因被忽

視而日淪以泯，明代粵人倫以訓曾語「吾邦

自秦漢以來幾二千載，其文獻之錄，」「皆

缺有間矣」，「荒脫而不核」，「叛渙而無

統」（伍崇曜編，年份不詳；轉引自陸鍵

東，2007）。直至明代中葉，「白沙、甘泉

之學」的出現以及稍後的黃佐及其弟子對百

越先賢事蹟的著述、對廣東文物的表彰，才

使嶺南「文化荒漠」的狀態有所改變，並對

廣東學術與人文精神走向產生了深遠影響。

此後歷四百年之人文積累，至清朝嘉慶、道

光年間，大儒阮元督粵，為嶺南帶來了治學

新觀念，廣東學術在沉寂百年後風氣為之

一變。廣東文人間開始了新一輪的「廣東

文獻整理與挖掘」風氣，且此風下貫民國

（陸鍵東，2007）。

但是直至民國時期，廣州的典型形象

仍是東西方貿易的重要港口、「新思潮」與

「革命」的策源地，廣東本土文化與學術仍

然不入主流學術的法眼，故對粵文化的研究

依舊有賴於廣東學人。嶺南大學在當時是廣

東文化研究之中心，陸鍵東在《近代廣東人

文精神與冼玉清學術》一文中曾這樣描述嶺

南大學的學術研究情況：

以可稱為廣東學術重鎮的刊物《嶺南

學報》為例，從民國二十年（1931）起，有

關嶺南文化研究的論文與文獻開始出現，

且逐年增多，並最終形成該刊物風格的一

個大特色。民國二十三年（1934）至二十四

年（1935），《嶺南學報》以兩期的篇幅先

後刊佈「廣東專號」上、下兩輯，集中刊發

十三篇關於「廣東文獻」的研究論文。風氣

下新一代研究廣東文化的年輕學者崛起，其

中有終身對「嶺南文化研究」情有獨鍾者多

人，如冼玉清、饒宗頤、汪宗衍、羅香林、

容肇祖、何格恩等。（陸鍵東，2007）

與學校這一研究重點相應，嶺南大學圖

書館在收集廣東地方志和廣東文獻方面亦不

遺餘力，並日漸形成特色。

方志的價值在於提供纂修當時某一地

區有關自然、社會、人文、天文、地理等各

方面的資料，可供作各種方面學術研究的

參考。嶺南大學圖書館對方志的著力收藏

可上溯到1919年籌建中籍部之時，尤其重視

廣東地方志，其原因就在於地方志中記載的

自然、天文和地理方面的資料對於學校農學

院的教學、研究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進入20世紀30年代後，嶺南大學圖書館加大

對地方文獻的搜羅，或重資購買，或向藏家

借抄，至抗戰爆發前共入藏廣東方志計105

種，涵蓋廣東70餘縣（李景星，1937，頁

253-254），而廣東省下轄縣的總數為94個

（註1）。

據當時的統計，在抗戰前收有廣東方

志數量最多的是國立北平圖書館，計有166

種；其次為上海東方圖書館，計有136種；

再次為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計有1 0 9

種。嶺南大學圖書館擁有的廣東地方志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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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居全國第四，當時的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

擁有廣東方志102種，中山大學圖書館擁有

廣東方志94種，均位於嶺南大學之後。而在

國外，美國國會圖書館在1937年前藏有廣東

方志79種，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漢和圖書

館則為6種，日本內閣文庫則為43種，均不

及嶺南大學圖書館擁有之數量。（李景星，

1937，頁251-252）

在嶺南大學圖書館擁有的眾多廣東方志

中，有不少善本、珍本，甚至孤本，在1937

年出版的《館藏善本圖書題識》中，作為善

本收入地理類的文獻有27種，其中8種為廣

東各地方志，分別為：

1. 博羅縣志  十四卷  清陳裔虞修  清乾隆

二十八年刻本

2. 澄邁縣志  十卷  謝濟韶修  李廣先等纂  嘉

慶二十五年刊本  六冊

3. 鶴山縣志  十二卷  劉繼纂修  乾隆十九年  

四冊

4.  鶴山縣志  十二卷附卷末一卷  徐香祖修 

吳應逵纂  道光六年 五冊

5. 徐聞縣志  十五卷 王輔之  清宣統三年閏六

月  徐城錦文齋刊本

6. 崖州志  廿二卷卷首一卷  鐘元棣修  張

雋、邢定綸等纂  光緒卅四年編修  民國三

年重印本

7. 豐順縣志  八卷  王承鋆修  許普濟、吳鵬

等纂  光緒十年編纂仝年刊印  五冊

8. 長寧縣志  十卷  高炳文修  馮蘭纂  道光

十九年刊本

遺憾的是嶺南大學圖書館上述8種方志

已不知去向。通過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古

籍善本書目聯合導航系統及臺灣的中文古

籍書目資料庫檢索發現，僅臺北故宮博物院

圖書館藏有清乾隆二十八年刊本的《博羅縣

志》十四卷，而乾隆十九年的《鶴山縣志》

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南

京地理研究所有存，其他6種版本在系統中

未見。據《館藏善本圖書題識》的記載，清

宣統三年閏六月徐城錦文齋刊本的《徐聞縣

志》當時只有廣東省立圖書館及嶺大圖書館

有存各一部，現省館一部仍存於館。而經過

對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哈佛大學圖書館書目

的檢索發現，僅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有嘉慶

二十五年刊本的《澄邁縣志》。由此，嶺南

大學圖書館當時苦心搜集的廣東各地地方志

的珍貴程度可見一斑。

據中山大學圖書館藏嶺南大學檔案縮

微膠捲Reel36中的檔案顯示，至1940年底，

因抗日戰爭局勢的惡化，時在香港的嶺南大

學圖書館開始著手將館藏文獻製成縮微膠

片，並由嶺南大學美國基金會黃念美（Olin 

D. Wannamaker）秘書、何士健（Harold 

B. Hoskins）、加利（Melbert B. Cary, Jr.）

負責與美國Committee on Scientific Aids to 

Learning、香港大學等機構聯繫相關事宜。

1940年2月14日，時任嶺南大學教務長的朱

有光致函黃念美，請其籌備經費將函後所附

的91種書籍製成縮微膠片，其中89種為明清

兩代修纂的廣東各地方志。此89種廣東各地

地方志中不包括前述所提收入《館藏善本圖

書題識》的8種方志，可能是抗戰爆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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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基金委員會以及嶺南大學利用國學圖書

專項經費從多方搜購而得的。經檢索中國國

家圖書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聯合導航系統、

美國國會圖書館線上書目檢索系統和哈佛大

學圖書館線上書目檢索系統發現，此89種方

志中的很多在大陸已屬罕見，在美國國會圖

書館和哈佛大學圖書館也少有入藏。

除善本方志外，嶺大圖書館所藏地理類

善本中還包括關於廣東海關、邊防以及專志

方面的文獻，如清杜臻撰《粵閩巡視紀略》

五卷（清康熙經緯堂刻本），明李韡輯、清

康熙李文焰重輯《海珠志》十一卷（乾隆李

琯增刻編次，抄本），清梁廷枬撰《粵海關

志》三十卷（清道光刻本），羅國器輯、馬

符錄編梓《西樵志》四卷（明萬曆刊本），

何厚宣、顧光合修《光孝寺志》（舊抄

本）、清梁廷枬撰《粵道貢國說》（清道光

刻本）等，現均已被中山大學圖書館收藏，

除《粵道貢國說》外，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也藏有上述各書，其他海內外圖書館可能有

藏者不多。

歷代以來所產生並保存下來的有關廣

東之文獻，除了方志以外，還有大量的關於

史地、民族、學術、經政、藝文、社會、教

育、實業和物產方面的文獻，據筆者僅對李

景星收錄於《廣東研究參考資料敘錄·史地

篇初編》中方志以外的文獻加以統計，就得

出文獻369種，其中史地文獻52種，鄉土志

139種，關於名勝古跡之文獻40種，遊記31

種，邊防志2種，輿圖50種，家譜7種，總傳

20種，個人傳記15種，年譜3種。而實際保

存下來的有關廣東的文獻數量必然遠遠不止

如此，因李氏在自序中表示尚有史地篇續編

以及民族、學術等各篇因經費問題尚無法出

版。而李景星對《廣東研究參考資料敘錄》

的編纂，主要還是以嶺南大學圖書館的收藏

為基礎，輔以其他各圖書館之書目加以補

充，可見嶺南大學圖書館在廣東文獻方面收

藏之富。

截止到抗戰爆發前，館藏廣東文獻中

可稱得善本者計有15種。有彙集唐、宋、明

三代粵人所作事理疏議、禮類雜文、事類

雜文、理類語錄和事類語錄的明刻本《嶺

南文獻軌範補遺》（六卷，明楊瞿崍編），

是書現僅中國國家圖書館、山西圖書館、廣

東省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和中央圖

書館臺灣分館有存。有明代粵人之文集，如

陳獻章撰、湛若水注《白沙詩教解》（存八

卷，明隆慶元年刊本），龐尚鵬撰《百可亭

摘稿》（九卷，明萬曆刊本），區越撰、余

一鵬校、周鯤編《區西屏集》（十卷，明萬

曆刊本），區元晉著、郭夢得校《區奉政遺

稿》（十卷，明萬曆四年刊本），李時行的

《李駕部集》（五卷，清乾隆刊本），黃瑜

的《雙槐歲抄》（十卷，明刊本）。

陳獻章，號白沙先生，為有明一代廣東

大儒，後人還稱之為「廣東書壇第一家」，

其所開創的白沙學派對廣東後世的學術與人

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白沙詩教解》是白

沙門中的標準教材，其研究價值不容忽視。

現是書藏於中山大學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

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港、澳、臺等地



102

圖書資訊學刊　　第10卷 第1期　（101.6）

及其他國家的圖書館均未見有藏，《白沙詩

教解》另有乾隆刻本傳世，但頗有異同，其

中明刻本中的《夷狄犯中國》一首乾隆本

無。李駕部為明代「南園後五先生」之一，

生平著述甚多，可流傳下來者僅有《李駕部

集》和《青霞漫稿》，嶺大圖書館所藏的這

部《李駕部集》已被中山大學圖書館收藏，

此外中國國家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

館、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澳門大學國際

圖書館也有收藏。《雙槐歲抄》為筆記隨錄

類文獻，收文220篇，清代時入全毀書目之

內，其中所載之事對研究明代廣東地方勢力

的轉變以及鄉土文化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至所收藏的清代粵人文集數量則更多，

其中重要且傳世稀少者有如記清代禁煙禦夷

情況的《夷氛聞記》（五卷，清梁廷枬撰，

清刊本），《館藏善本圖書題識》云：

由葡人入澳起，逮英人因禁煙肇事議

款開五港後，迄廣東阻遏入城止，所有內外

臣工之奏議，當事禦夷之得失，聲敘極為

明晰，為研究鴉片戰爭不可少之參考書。

（何多源，1937，頁12）

清代廣東著名學者、藏書家的作品，

諸如陳灃的《東塾遺稿》和《東塾類稿》，

吳榮光的《石雲山人詩集》和《石雲山人

集》，溫汝能的《粵東詩海》，以及梁廷

枬的《圓香夢雜劇》等，在當時除廣東一些

私家藏書外，大抵也只能在嶺南大學圖書館

等為數不多的幾所圖書館得以一見。而在今

天，上述各書只有中國國家圖書館、廣東省

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臺灣中央

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館、臺灣東海大

學圖書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等為數

不多的幾所圖書館有收藏，且並非每部都有

入藏。

伍、	結語

嶺南大學圖書館堪稱特色的專藏有四

類，一為系統、完整的期刊收藏，二為1911

年至1937年的日報全份，三為善本古籍，四

為「中國問題研究」西文出版物。在此四類

中，期刊收藏中的西文學術期刊為全國之

首，全份日報收藏在大陸地區圖書館中為少

見，僅有善本古籍和「中國問題研究」西文

出版物在種類和數量上，難與其他以典藏善

本書籍和西文中國學書籍而著稱的圖書館比

擬。但是在其館藏中文善本書中，亦有海內

孤本，為他館所無者，而這些善本藏書除其

書籍本身的價值以外，更體現了嶺南大學所

特有的教育理念和辦學方針，折射出學校在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教會大學國學研究熱潮中

的冷靜堅持與學術獨立的精神，為觀察近代

中國的學術轉型提供了某些側面的視角。

應該說嶺南大學圖書館設立中籍部，

並逐漸入藏了為數不少的中文善本書，是其

辦學目的走向世俗化和中國化的結果，同時

與教會學校採用中文教學的趨勢密不可分。

早在1890年基督教傳教士會議上，狄考文

（Calvin Wilson Matteer）就列舉了用中文

施教的種種優勢：可以消除英文教育的最根

本困難，保證學生學完各項課程；能夠彌補

學生中文知識的缺陷，使之贏得本國地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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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望；有助於學生更有效地應用知識；有助

於學生和其他人進行溝通和擴大影響等（狄

考文，1890；轉引自陳學恂，1987）。廣

東教會學校在這方面是全國領先的，不同

的是，由於粵語是廣東的通用語言，所以

學校一般採用粵語教學。嶺南大學也不例

外，當時大學部還將國文、中國文學等課

程設為選修課。

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嶺南大學雖為教

會大學，但是其具有不屬於任何教會的特殊

性質；嶺南大學又是所有教會大學中，華人

參與學校管理最早、掌握實際權力最大的一

所教會學校，鐘榮光自1899年即協理校務，

學校的各管理階層都有中國人。而嶺南大學

的農科教育更是在廣東省政府、廣東基督教

教育會和一些著名中國商人的支持下成立起

來的。故嶺南大學的世俗化和中國化進程明

顯快於其他教會大學，在商科、農科的教學

方面也更注重結合中國，尤其是廣東的實際

情況，使畢業生能夠滿足中國社會的需要。

正是這樣的教育方針，決定了圖書館非常重

視中文館藏的充實和建設，尤其是關乎廣東

地方志和廣東文獻的收藏，進而為後人留下

了一批寶貴的文獻資源。

總之，嶺南大學一直以來在教育理念和

辦學方針上所堅持的特色，以及後來在「國

學」研究的潮流下所作的相應調整、對嶺南

文化的研究與關懷，對圖書館的藏書建設產

生了既深且遠的影響，使包括中文善本書在

內的各類館藏，在內容和結構方面都形成了

鮮明的「嶺南」特色。反過來透過這些藏

書，可以感受到當時的嶺南大學矗立於中國

的最南端，面朝大海，直面東西方文明衝擊

與交融的風雨，在教育和學術上最先沾染近

現代化的氣息，其辦學理念、教育思想以及

學術研究取向，在當時可能並不合乎潮流、

不為重視，但是於今天看來卻顯得依舊親切

而不過時。如今，嶺南大學已經停辦半個多

世紀，但是其藏書主體仍然保存於廣州之中

山大學圖書館，被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教

師和學生使用。瀏覽當年的目錄、翻閱發黃

的舊籍，嶺南大學作為一所大學所肩負的使

命躍然紙上：保守知識和理想、解釋知識和

理想、探求真理、訓練人才，是為「嶺南精

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大學獨立精神的

弘揚。

註釋

註1： 據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漢和圖

書館館長裘開明在1938年度之後的歷

年館長報告中提交的資料均為廣東省

行政分區總數為108個，或統計的標準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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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ded Abstract

1	 Introduction
The former Lingnan Univers i ty in 

Guangzhou (廣州), China, was one of the 13 

Chinese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the 1930s. 

Its precedent was the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 founded b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1888. In 1927, the administration was taken 

over by the Chinese Christians and the college 

was transformed into the private Lingnan 

University. In 1952, the University was further 

merged with the other three universities in 

Guangzhou and formed the current Sun Yat-

Sen University.

The former Lingnan University Library 

was established in 1906. Its early collection 

was predominantly English books. Not until 

1919 did it establish the Chinese collection 

department. The library collection expa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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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university developed. By the eve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the collection was 

ranked as the fifth largest am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ies. Following the 1952 merger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the former Lingnan 

University library collection was also split 

and absorbed into different universities. 

Among which, the curr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herited the famous Chinese rare 

books collection. This paper researches on 

the quantity, origins of the collection titles, 

and features of the late Lingnan University’s 

Chinese rare books collection.

2	 The	Quantity	of	 the	Chinese	
Rare	Book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ditions of 

the collection before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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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Firstly, most of the Chinese rare books 

in the collection were acquired before the war. 

Secondly, during the war years of 1937 to 1952 

when the university ceased operation, the rare 

books collection suffered from damages and 

loss. The merger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the subsequent collection relocation 

furthered complicated the auditing problems 

of the previous col lec t ions . Therefore , 

the wartime changes of the collection are 

complicated and beyond the scope of this 

paper. The wartime collection history awaits 

future research.

According to a 1937 annotated catalog of 

the library’s rare books holdings (He, 1937, p.1), 

the library defined rare books as: 1, publications 

and manuscripts produced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2, rare and well preserved 

publications of the Qing dynasty; 3, other 

publications and manuscripts in highly limited 

availability. By 1937, the collection contained 

174 multi-volumed works (11,302 volumes) and 

654 single-volumed works.

3	 The	Origins	of	the	Collection	
Titles

A l a rg e p o r t i o n o f t h e r a r e b o o k s 

collection were donations by Gantang Xu (徐甘

棠), Zongzhou Pan (潘宗周), Shaozhen Xu (徐

紹楨), and Hanchen Gan (甘翰臣). The library 

also purchased the former collections of two 

Cantonese book collectors, Zhao Zeng (曾釗) 

of Nanhai, and the Wen family of Shunde (順

德溫氏), Guangdong. Zeng’s former collection 

constituted a large part of the university 

collection. According to the aforementioned 

1937 annotated catalog, of the 174 multi-

volumed works in the rare books collection, 

70 carried book stamps of Zeng. Below is a 

description of significant origins.

3.1	The	former	collection	of	Zhao	Zeng

During 1935 and 1936, the university 

purchased a significant quantity of books 

in Zeng’s former collect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research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Zeng collection was dispersed 

during the Opium War,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collection was acquired by Wen family, which 

later became part of the Lingnan University 

collection. 

3.2	The	donation	of	Gantang	Xu

Xu was a f amous Can tonese book 

collector whose collection contained mainly 

the Chinese classics including quite a few 

books that were the only existing copies in 

China. After his pass away, his wife donated his 

collection to the university, which included 80 

Western books and 1,222 Chinese works (20,057 

volumes in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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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The	donation	of	Zongzhou	Pan

Another book collector who donated 

a large quantity of books to the library was 

Pan, who was famous for his collection of the 

Song dynasty prints. The donation made to the 

university included three specific print titles 

from the Yuan dynasty and multiple prints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3.4	Other	acquisitions

Two other significant donations were made 

by collectors Shaozhen Xu and Hanchen Gan. 

In addition, a contemporary scholar, Zhaozu 

Rong (容肇祖), had systematically collected 

and acquired important work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ity. 

3.5	The	acquisitions	of	the	local	history	collec-

tion

A focus of the rare books collection was 

on local history. In 1937, 27 of the 174 multi-

volumed works in the university’s collection 

were local history. By 1940, the university 

further added 62 local history works into its 

collection and reproduced them into microfilms. 

Judging from the archival records consulted 

in this study, the majority of the local history 

works were from the former collection of Zao 

Zeng. The university’s activeness in collecting 

local history works and its acquisition strategies 

we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he U.S. 

Library of Congress’s Chinese local history 

works collecting activities at that time. 

3.6	The	 post-1937	acquisitions	 from	Canton-

ese	book	collectors

From 1937 to 1952, the library continued 

to acquire the dispersed collections from 

private book collectors such as those of 

Wentian Li (李文田) and Xinfu Xu (徐信符). 

The acquisitions added valuable Ming dynasty 

prints and rare Cantonese literatures into the 

library collection.

4.	The	Features	of	 the	Collec-
tion

4.1	A	 large	 quantity	 of	 prints	 and	 manuscrip	

of	the	Mi	dynasty

A majo r f ea tu re o f the r a re books 

collection was that it contained a large quantity 

of prints and manuscripts of the Ming dynasty. 

Of the 174 multi-volumed works, 80 were 

Ming prints and 51 were manuscripts, many of 

which belonged to the former Zeng collection. 

In addition, the collection featured a large 

portion of prints from Guangdong including 

those produced by private printers and book 

collectors. It served as a valuable resource for 

the studies of printing in th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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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The	Ming	dynasty	literatures

Unlike the other Chinese rare books 

collections which often emphasized more 

on the Confucius classics and less on the 

o ther types of l i t e ra tures , the Lingnan 

University collection was characterized by 

its relatively large proportion of histories 

and l i tera tures for h is tor ical s tudies in 

t he Ming dynas ty. The Ming h i s to r i e s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1/3 of the sub-

collection of history, and half of the literary 

works were by Ming authors.

The Ming literatures in the collection were 

characterized by diverse content and publication 

types, which served as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researching the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o-

cultural conditions of the Ming dynasty. Further, 

a lot of works in the collection were extremely 

rare at the day due to previous bans by the 

Qing emperors. Thi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research value of the collection.

The university’s collection also featured 

a large quantity of Ming’s military documents 

and literary collections. For examples, the 

collection contained works documenting the 

famous Ming general Jiguang Qi’s (戚繼

光) battle experiences and Ming’s military 

naval architectures. In terms of the literary 

collection, the collection’s rich holdings by 

Ming authors distinguished it from the other 

rare books collections in China. The Ming 

literatures had previously been neglected in the 

Chinese book collecting practices due to a long 

de-emphasis of the values of the literatures 

as well as a debasement of the Ming literates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Consequently, 

very few library collections contained literary 

works by Ming authors. Lingnan University, 

a t the t ime of the rare books col lect ion 

building, was influenced by a new wave of 

historiography which viewed literatur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and collect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Ming works which had become the 

only existent copies at the time.

4.3	The	Guangdong	culture	and	local	records

Trad i t iona l ly the sou the rn Ch ina , 

including Guangdong, was relatively neglected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histories. Not until 

the mid-Ming dynasty did scholars attend to 

Guangdong literatures. During the years of 

the Qing emperors of Jiaqing and Daoguang 

(ca. 1796-1850), an interest in discovering 

and organizing local literatures arose among 

the Guangdong intellectuals, and the effort 

continued when Qing was succeeded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e r iod o f the 

Republ ic of China, Lingnan Univers i ty 

was at the center of Guangdong culture 

research. Such an emphasis on Guangdong 

culture also characterized the rare books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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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l ibrary s tar ted to bui ld a 

Chinese collection in 1919, it also began to 

focus on collecting local records of Guangdong 

to support the university’s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agricultures. Prior to the Second Sino-

Japanese War, the library owned 105 different 

local records of Guangdong that covered more 

than 70 counties in the province (Li，1937，

p.253-254), which was the fourth largest library 

collection on the subject matter. In 1940, the 

Lingnan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began to 

reproduce the local records into microfilms, 

89 of which were local records of Guangdong 

produce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owever, 

based on the 1937 annotated catalog, the library 

seemed to have lost 8 different local records of 

Guangdong during the wartime. The existent 

local records in microfilms are now rarely seen 

in any other library.

In addition to local records, the university 

a l so co l l ec ted a s ign i f i can t amount o f 

Guangdong literatures with topics ranging from 

history and geography, ethnicity, intellectual 

and sociopolitical conditions, arts, cultures, and 

education, industries and trade, defense and 

military affairs, and so on. The collection also 

contained important works by the influential 

Guangdong intellect Xianzhang Chen (陳

獻章) and literary works which were either 

banned and destroyed in the Qing dynasty 

or had long been lost. The library owned 

many unique and the only existent titles in its 

collection.

5	 Conclusion
The former Lingnan University’s library 

collection wa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its 

goals in supporting local research interests 

and teaching needs. The building of the 

library’s Chinese collections witness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niversity from a religious 

and foreign establishment into a vernacular and 

Chinese people administered institution. The 

university employed the Cantonese language 

in its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the library 

also adopted a Guangdong-centered approach 

to develop its collection. Consequently, the 

library was able to build a unique and valuable 

collection that characterized the cultur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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