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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探《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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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ting Jing Shi Tu Shu Guan Shan Ben Jian Ming Shu Mu—
An Investigation of Wang Mao-Rong’s Compilation Histor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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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Zhen-Yue2

摘　要

1912至1913年江瀚擔任京師圖書館館長時期，館方編過兩部《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
目》。長久以來學者將二者混為一談，認為兩部書目都是江瀚所編，統稱為「江目」。兩部

書目現存有四種版本，分藏中國國家圖書館與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斯道文庫。通過調查現存版

本及對照文獻記載，可以證實江瀚時期所編《簡明書目》有簡本、繁本兩種。其中簡本書目

應為館員王懋鎔所編，而繁本書目是江瀚以簡本書目為底本，依據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

本書目》批改重編而成。文中並鉤沉王懋鎔生平，補敘王懋鎔編纂善本書目的一段館史。

關鍵字： 江瀚、王懋鎔、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圖書館史

Abstract
During Jiang Han’s (江瀚) tenure as director of the Jing Shi Library from 1912 to 1913, the 

library compiled two “Jing Shi Tu Shu Guan Shan Ben Jian Ming Shu Mu (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
目).” For a long time, scholars have confused the two versions, believing that they were both compiled 
by Jiang Han and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as “Jiang Mu” (“Jiang’s Version”; 江目). Nowadays the 
two bibliographies exist in four edition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in Beijing and in the 
Keio Institute of Oriental Classics in Japan respectively. Via a survey of the extant editions and a 
comparison of the documentary records, it can be confirmed that the “Jian Ming Shu Mu” compiled 
during Jiang Han’s tenure exists in two types: a simplified version and a comprehensive version. The 
simplified version was compiled by Wang Mao-Rong (王懋鎔), a librarian, while the comprehensive 
version was compiled by Jiang Han using the simplified version as a base and reworking it according 
to Miao Quan-Sun’s (繆荃孫) “Qing Xue Bu Tu Shu Guan Shan Ben Shu Mu (清學部圖書館善本
書目).” The article also briefly describes the biographical data of Wang Mao-Rong and provides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his compilation of the Jian Ming Shu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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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records and written evidence, 
during the Jing Shi Library’s period of operation, 
six versions of bibliographies were compiled 
under the superv is ion of Miao Quan-Sun  
(繆荃孫 ) ,  W a n g  M a o - R o n g  (王懋鎔 ) , 
J iang Han (江瀚), Xia Zeng-You (夏曾佑),  
Zhang Zong-Xiang (張宗祥), and Shi Xi-Yong 
(史錫永). Researchers have extensively analyzed 
four of the bibliographies—Miao Quan-Sun’s 
Qing Xue Bu Tu Shu Guan Shan Ben Shu Mu 
(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 X i a Z e n g-Yo u ’ s 
Jing Shi Tu Shu Guan Shan Ben Jian Ming Shu 
Mu (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 Zhang Zong-
Xiang’s Jing Shi Tu Shu Guan Shan Ben Shu Mu 
(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 and Shi Xi-Yong’s Jing 
Shi Tu Shu Guan Shan Ben Shu Mu Lu (京師圖
書館善本書目錄). While the analysis can help 
better understand the four bibliographies, further 
clarification is needed to examine the versions of 
Jing Shi Tu Shu Guan Shan Ben Jian Ming Shu 
Mu compiled by Wang Mao-Rong and Jiang Han. 
This study analyzed these two bibliographies and 
their compilers by considering the known versions 
of these bibliographie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se works.

Wang Mao-Rong and Jiang Han’s versions of 
Jing Shi Tu Shu Guan Shan Ben Jian Ming Shu 

Note. To cite this article in APA format: Lin, Z.-Y. (2023). Revisiting Jing Shi Tu Shu Guan Shan Ben 
Jian Ming Shu Mu—An investigation of Wang Mao-Rong’s compilation history. Journal of Li-
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21(1),169-194. https://doi.org/10.6182/jlis.202306_21(1).169 [Text 
in Chinese].
To cite this article in Chicago format: Zhen-Yue Lin, “Revisiting Jing Shi Tu Shu Guan Shan 
Ben Jian Ming Shu Mu—An investigation of Wang Mao-Rong’s compilation history,” Jour-
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21, no. 1 (2023): 169-194. https://doi.org/10.6182/
jlis.202306_21(1).169 [Text in Chinese].

Extended Abstract

Mu were compiled during Jiang Han’s tenure as 
the director of the Jing Shi Library (1912–1913). 
In the past, scholars often confused these two 
bibliographies and believed that both were 
compiled by Jiang Han, with the two versions 
often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as Jiang Mu (Jiang’s 
version). Four versions of these two bibliographic 
works are known to exist:

Version 1. Anonymous. (1913). Jing Shi Tu 
Shu Guan shan ben jian ming shu mu. Lead print 
edition of Jiao Yu Bu Bian Zuan Chu Yue Kan (教
育部編纂處月刊). Be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hilosophy and Collectanea sections are 
handwritten)

Version 2. Anonymous. (n.d.). Jing Shi Tu 
Shu Guan shan ben jian ming shu mu.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Handwritten)

Version 3. Jian, Han. (1918). Jing Shi Tu 
Shu Guan shan ben jian ming shu mu.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Handwritten)

Version 4. Jiang, Han. (n.d.). Jing Shi Tu 
Shu Guan shan ben jian ming shu mu (Han 
Jiang ed.). Tokyo: Keio Institute of Oriental 
Classics. (Handwritte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during Jiang Han’s 
tenure as the director of Jing Shi Library, the 
library compiled two versions of Jing Shi Tu 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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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 Shan Ben Jian Ming Shu Mu: a simplified 
version and a comprehensive version. Versions 
1 and 2 of the bibliography contain information 
presented in a more concise form, whereas Versions 
3 and 4 contain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In 1918, the cataloging department of the Jing 
Shi Library concluded that the simplified version 
of bibliography was compiled by Jiang Han as 
his “first compilation,” while the comprehensive 
version of bibliography was compiled by Jiang 
Han as his “second compilation.” Since the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consistently considered 
Jian Han to have compiled both simplified and 
comprehensive versions. For example, Versions 
1, 2, and 3 are documented as “compiled by Jiang 
Han” in the catalogue of the Bei-Jing Tu Shu Guan 
Pu Tong Gu Ji Zong Mu: Mu Lu Men (北京圖書
館普通古籍總目‧目錄門). Version 4, which was 
discussed in a 2013 article by Takahashi Satoshi, 
is a handwritten manuscript by Jiang Han, and 
Version 3 is a copy of this manuscript.

To analyze the simplified and comprehensive 
versions of the bibliographies,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of their compilation must be established. 
Xu (2019) investigated how the process of 
bibliography compilation developed from being 
comprehensive to being simplified. He argue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version of the bibliography 
was more similar to Miao Quan-Sun’s Qing 
Xue Bu Tu Shu Guan Shan Ben Shu Mu and was 
compiled earlier than the simplified version. Xu 
cited the comprehensive version’s similarity 
to Miao Quan-Sun’s bibliography as evidence 
of its coming earlier because he believed the 
comprehensive version was based on Miao Quan-
Sun’s bibliography and the simplified version was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version. However, 

Jiang Han’s draft of Version 4 of the bibliography 
revealed that he made corrections to the simplified 
version of the bibliography by referencing Miao 
Quan-Sun’s Qing Xue Bu Tu Shu Guan Shan 
Ben Shu Mu to develop the comprehensive 
version of the bibliography. Jiang Han signed the 
comprehensive version with the phrase “re-edited 
by Jiang Han of Changting,” which proves that 
Jiang Han compiled it. The format and content of 
the simplified version are notab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comprehensive version personally 
compiled by Jiang Han. Therefore, the simplified 
version was likely compiled by library staff.

This study also verified that Wang Mao-
Rong was the compiler of the simplified version 
of the bibliography. According to the account of 
Xia Zeng-You, both Jiang Han and Wang Mao-
Rong compiled Jing Shi Tu Shu Guan Shan Ben 
Jian Ming Shu Mu. However, according to Xia, 
Wang Mao-Rong’s bibliography was compiled 
after Jiang Han’s. This may be explained by the 
simplified version of Jiao Yu Bu Bian Zuan Chu 
Yue Kan (教育編纂處月刊) being published after 
Jiang Han was no longer director of the library 
and Jiang Han’s revision of the simplified version 
based on Miao Quan-Sun’s Qing Xue Bu Tu Shu 
Guan Shan Ben Shu Mu leading Xia Zeng-You 
to misunderstand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of the 
compilation of the simplified and comprehensive 
versions of the bibliography. Wang Mao-Rong 
worked at Jing Shi Library from 1912 to 1913, 
until he passed away suddenly at the end of 1913. 
Before joining Jing Shi Library, Wang Mao-
Rong had edited and compiled Jiang Nan Tu Shu 
Guan Shan Ben Shu Mu (江南圖書館善本書目). 
Wang drew from his experience in compiling this 
bibliography to simplify and adapt Miao 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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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s Qing Xue Bu Tu Shu Guan Shan Ben Shu 
Mu into the Jian Ming Shu Mu, the simplified 
version of the bibliography.

The results of the current study’s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during Jiang Han’s tenure as the 
library director, the first Jian Ming Shu Mu 
(simplified version) of Jing Shi Library was 
compiled by the library staff member Wang Mao-
Rong. Although Jiang Han has typically been 
assumed to be the compiler of this version of 
the bibliography—which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Jiang Mu (Jiang’s version), it was actually 
compiled by Wang Mao-Rong. Jiang Han revised 
Shan Ben Shu Mu (simplified version) based on 
Miao Quan-Sun’s Qing Xue Bu Tu Shu Guan Shan 
Ben Shu Mu, adding entries that Wang Mao-Rong 
had omitted in compiling the simplified version 
of the bibliography. This resulted in the creation 
of a second bibliography, the Jian Ming Shu Mu 
(comprehensive version). In 1916, a third version 
was published by Jing Shi Library, Jing Shi Tu Shu 
Guan Shan Ben Jian Ming Shu Mu, by Xia Zeng-
You. The third version was based on Wang Mao-
Rong’s simplified bibliography rather than Jiang 
Han’s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The current 
study’s analysis of the compilation of these 
two bibliographies add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ibrary history related to Wang Mao-
Rong’s compi la t ion of Shan Ben Shu Mu 
(simplified version).

壹、 緒論

清宣統元年（1909），學部奏請創建京

師圖書館，為後來北平圖書館、北京圖書館、

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其創館之初，館藏善

本源自清內閣大庫、歸安姚氏、南陵徐氏、

海虞瞿氏、國子監南學藏書，為後來北平圖書

館「甲庫善本」之基礎構成部分。抗戰中部分

善本隨文物南遷，其後又隨時局變動運美、遷

臺，現分藏北京、臺北兩地。關於原北平圖書

館甲庫善本藏書運美、遷臺之經過，作為當事

人的錢存訓（1967）有詳細的敘述。但原北平

圖書館館藏善本在兩地所藏具體情況，目前尚

未見較為系統的調查結果。昌彼得（2009a、

2009b）將當時運美善本與遷臺數量作對比，

提出了一些質疑；林世田、劉波（2013）對昌

彼得提出的質疑作了回應。盧雪燕（2014）對

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內閣大庫藏書展開調查

統計。而京師圖書館時期所編纂的《善本書

目》，正是追蹤、探討此批善本情況的原始紀

錄。由於史料的缺失，關於京師圖書館時期的

編目情況，目前研究也不是很充分，過去一

般認為只留存有繆荃孫（1844–1919）、江瀚

（1857–1935）、夏曾佑（1863–1924）三人

所編纂的善本書目。如在北平圖書館時期，

《國立北平圖書館書目：目錄類》著錄有三

種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分別為清繆荃孫撰 

《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殘稿2冊、民國

元年《古學彙刊》本）、夏曾佑等編《京師

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民國5年京師圖書館

鉛印本）、江瀚重編《壬子本館善本書目》

（民國7年京師圖書館重鈔教育部藏鈔本）三

者（蕭璋，1934，頁96-97）。《書目長編》

則著錄有繆荃孫、夏曾佑二目，另有「《京師

圖書館重訂善本書目》11冊（稿本）」一種，

不詳撰人（邵瑞彭，1928，頁6b）。在1949

年之後北京圖書館時期，《北京圖書館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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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總目．目錄門》著錄有江瀚《京師圖書

館善本簡明書目》3部，京師圖書館編（即 

夏曾佑編）《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

2部（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組，1990，頁

91）。北京圖書館（1987）所編古籍善本

書目〈前言〉中提及京師圖書館編製並

正式出版有繆荃孫、夏曾佑兩部書目。 

寒冬虹（1989）回顧北京圖書館歷年所編

目錄，著錄了繆荃孫、江瀚、夏曾佑所編

三部京師圖書館時期善本書目。全根先、 

王秀青（2013）同樣敘錄了京師圖書館時期

繆、江、夏三部善本書目。全根先、陳荔京

（2013）將民國時期國家圖書館歷年所編

各類書目進行編年，同著錄有繆、江、夏三

目，但文中將夏目繫年在1913年，江目繫

年於1916年，似將二者時間誤倒。李致忠

（2009）主編中國國家圖書館館史回顧了

京師圖書館時期編目情況，除了前面所提及

的繆、江、夏三目外，還提及有館員王懋鎔

編製善本書目的情況，其所依據的應該是 

夏 曾 佑 「 一 為 前 館 員 王 懋 鎔 所 編 」 

（夏曾佑，1916，頁1a）的說法，未指出 

王懋鎔目是否有藏本存世。高橋智（2012）

介紹了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斯道文庫所藏江瀚

《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稿本，該文次

年譯載於《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高橋智，

2012／2013）。徐蜀（2019）對江瀚擔任館

長時期的兩部《簡明書目》進行了研討，但 

徐蜀先生由於未見到斯道文庫所藏江瀚稿

本，似將二者先後次序誤倒。《二十世紀

以來中國古籍目錄提要》著錄有繆荃孫編

「《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江瀚編

「《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京師

圖書館善本書目》」兩條，並謂江瀚所編書

目「該書最初於《教育編纂處月刊》作為附

錄刊出⋯⋯有民國2年（1913）京師圖書館

鉛印本。1916年，夏曾佑任館長⋯⋯又編成 

《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郝潤華、 

侯富芳，2012，頁64-65），則是將江瀚時

期所編《簡明書目》與夏曾佑所編一部合為

一條。

而據梁子涵（1953）經眼著錄，京師

圖書館時期所編善本書目除了前面提到存世

的繆、江、夏三目以外，另有王懋鎔、張宗祥

（1882–1965）、史錫永（?-1927）所編的

三部書目版本：京師圖書館編《京師圖書館

善本簡明書目》（民國間《教育月刊》抽印

本）、張宗祥等編《京師圖書館庚申善本書

目》八卷（北平圖書館藏民國9年鈔本）、

史錫永編《京師圖書館壬戌增訂善本書目》

（北平圖書館藏民國11年鈔本）、佚名《京

師圖書館重訂善本書目》（梁氏慕真軒藏

稿本2冊），並提及有王懋鎔編《京師圖書

館善本書目》在教育部有藏本（梁子涵，

1953，頁417-419）。梁氏提到的這幾部書

目，過去鮮見學者提及。如張宗祥編善本書

目一直以為已失傳，近年在上海圖書館重新

發現一部鈔本（林振岳，2017）。史錫永所

編善本書目則在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

所、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發現鈔本兩部

（林振岳，2022；喬秀岩、宋紅，2018），其

中張宗祥目是書志格式，著錄詳盡，史錫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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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則是在張目基礎上改編而成，二目是京師

圖書館時期編成的兩部善本書志。

由上文所述可知，京師圖書館時期先後

有繆荃孫、王懋鎔、江瀚、夏曾佑、張宗祥、

史錫永等人主持善本編目，至少編纂過六部

善本書目。繆、夏、張、史四部書目，相

關情況已有充分研討，比較清楚。而江瀚任

館長時期編纂的善本書目未正式出版，只有

部分內容在《教育部編纂處月刊》刊載過，

過去或著錄為「京師圖書館編」，或著錄

為「江瀚編」，不如其他幾部書目受到重

視，相關研究還不是很充分。根據夏曾佑

（1916，頁1a）的敘述，可知江瀚任職館長

期間，該館分別由王懋鎔、江瀚編纂過兩部

善本書目。但在過去學者一直將兩部《京師

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籠統稱為「江目」，

不知具體哪部是王懋鎔所編，哪部是江瀚所

編。本文將依據文獻記載及海內外留存的

稿鈔本，對王懋鎔、江瀚所編兩部書目進

行考實。

貳、 江瀚任館長時期的編目記
載與現存版本

民國元年（1912）5月，北京政府成

立，蔡元培任教育部長，改聘江瀚任館長。

江瀚，字叔海，號石翁山民，室名慎所立

齋，福建長汀人，光緒30年（1904）曾赴日

本考察學務，歷任江蘇高等學堂監督兼總教

習、學部普通司行走、京師大學堂師範館監

督兼教務提調、學部參事官。民國元年任京

師圖書館館長，次年改調四川鹽運使。民國

21年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編有《故宮

普通書目》。

江瀚1912年5月23日被教育部任命為京

師圖書館館長，至1913年2月調任四川鹽運

使，在職時間不到一年，期間圖書館編纂

了《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1916年 

夏曾佑向教育部呈送新編善本書目，撰有

〈詳為呈送本館善本書目懇請鑒定事案〉，

提及此前有繆荃孫、江瀚、王懋鎔編過三

部善本書目（夏曾佑，1916，頁1a）。由於

1915年8月以前夏曾佑以教育部社會司司長

兼領館務，圖書館所編書目稿本，大概也

存儲在教育部社會司，而京師圖書館館內

收儲的書目反而不大完備。到了1918年，館

內職員對此前編纂的善本書目情況也不甚

清楚。據此年「京師圖書館目錄課」重抄 

《壬子本館善本書目》書上的識語，教育部

視學趙憲曾（字次原，直隸南宮人）來任圖

書館主任，見到夏曾佑《京師圖書館善本簡

明書目》中提到的繆目、江目、王目等書，

不明所指，詢問館員，無一知者（江瀚，

1918）。可知當時館中存放的善本書目已不

完備，館員對於此前善本書目的編纂情況也

不甚瞭解。在這一年，京師圖書館從教育部

社會司重新鈔出《內閣庫存書目》、《壬子

本館善本書目》等書目，這些書目現在都存

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根據《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總目．目

錄門》（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組，1990，頁

91）著錄，可以查到過去著錄為「江瀚」所

編的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有三部，現藏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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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除此以外，日本慶應義塾大學

斯道文庫在上世紀80年代曾購得江瀚稿本一

部，高橋智〈關於《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

目》及其稿本〉一文有介紹，並揭載書目全

文（高橋智，2012／2013）。筆者分別對以

上書目原本調閱目驗，茲根據館方著錄及調

查情況分敘如次：

一、 目1、《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 民

國2年（1913）《教育部編纂處月刊》

鉛印本  1冊（子、集兩部為抄配）  中

國國家圖書館藏

《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總目．目錄門》

著錄：「《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目錄》， 

江瀚編，民國2年（1913）鉛印本，1冊，

《教育部編纂處月刊》第一卷附錄，子部

集部為抄配（目351.1/27）。」（北京圖書

館普通古籍組，1990，頁91）。中國國家

圖書館所藏這一部是配本，經部、史部為 

《教育部編纂處月刊》連載之鉛印本（參

見圖一），子部、集部為摘鈔本（參見圖

二），二者相配成一部。此外，《中國歷代

書目總錄》著錄有「《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

書目》，京師圖書館編，民國間《教育月

刊》抽印本」（梁子涵，1953，頁417），

即指此本《月刊》鉛印部分。

1913年2月江瀚去任，同年6月至11月

間，《教育部編纂處月刊》第一卷第5、6、

圖一　目1《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 

經部、史部《月刊》鉛印本（簡本）

圖二　目1《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 

子部、集部鈔配本（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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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0、11冊刊載了《京師圖書館善本簡

明書目》，僅刊完經、史兩部。11月以後

《月刊》停刊，子、集兩部未曾刊行。中國

國家圖書館藏本經、史兩部是《月刊》刊載

的鉛印本合訂為一冊，子、集兩部因未刊

行，手抄配全。鈔本子部卷首書名下有小字

「此下擇其罕見者抄之」，可知子、集兩部

條目為節錄。摘鈔本著錄內容亦較為簡省，

僅錄書名、卷數、作者，偶注版本。寒冬虹

（1989）著錄的「江瀚編」善目，提到子、

集兩部係抄配的情況，即是此本。《明清

以來公藏書目彙刊》亦據此本影印（不題撰

人，2008）（註一），實則這部書目的子、

集兩部是摘鈔本，並非完本。該目不題撰

人，館方著錄此本為「江瀚編」，認為該目

是江瀚所編。

二、 目2、《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 民

國京師圖書館鈔本  4冊  中國國家圖書

館藏

《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總目．目錄門》

著錄：「《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目錄》，

江瀚編，民國間綠絲欄鈔本， 4冊（目

351.1/27.2）」（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組，

1990，頁91）。

「京師圖書館」綠絲欄稿紙，半葉十一

行。不題撰人，經、史、子、集各一冊，毛

裝。卷首題「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

次行低一格「經部」，三行低兩格「易

類」。經部始「周易正義十卷略例一卷釋文

一卷」，止「金石韻府五卷」，末題「以

上共計宋本十五部，全者七部。金本二部，

元本二十八部，全者七部」。史部始「史記

一百三十卷」，止「史鉞二十卷」，末題

「以上共計宋本二十二部，全者五部。元本

四十五部，全者九部。」子部始「荀子二十

卷」，止「靈寶聚玄經三卷」，末題：「以

上共計宋本十八部，全者七部。元本二十一

部，全者十二部。」集部始「嵇康集十

卷」，止「滄江虹月詞一卷」，末題「以上

共計宋本二十四部，全者六部。元本二十二

部，全者十部」。書中凡同名且卷數相同者

皆簡稱「又一部」。共著錄書籍865部（參

見圖三）。

圖三　目2《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鈔本

（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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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鈔本子、集兩部內容完整，但書

中也有兩處漏抄，一為「趙清獻文集十六卷  

宋趙抃撰宋刊本」下漏抄「范忠宣集二十五

卷」一條，而誤將後者存卷寫在接前者條目

之下。一為「止齋文集五十二卷附錄一卷」

下漏抄「梅溪先生前集二十卷後集三十卷奏

議四卷」一條，誤將後者作者、存卷等內容接

寫在前者條目之下。又鈔本天頭有兩處墨筆批

語。「大元海運記□卷（海虞瞿氏書）」條原

著錄作「元胡書農撰，傳鈔本」，批校者用

墨筆將撰人改為「清胡敬自《永樂大典》輯

出」，並於天頭批曰：「《大元海運記》，

清胡敬自《永樂大典》輯出，敬字書農，浙

江人，此云元胡書農，大誤。此書□藏有一

部，鈔自杭州丁氏八千卷樓。」1916年刊行

的夏曾佑《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已遵

改。又「秘書省續編二卷（歸安姚氏書）」

條天頭有批語：「□□有鈔有鈔本，近杭州

丁氏有刊本。」未詳何氏所批。

此本即前所舉目1的完整鈔本。經核其

內容，經、史兩部與《月刊》所刊完全相

同，而子、集兩部內容完整，可能即是前目

摘抄所依據的底本。該目與目1一樣不題撰

人，館方過去著錄為「江瀚編」。

三、 目3、《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五

卷  江瀚編  民國7年（1918）京師圖書

館鈔本  5冊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總目．目錄門》

著錄：「《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目錄》五

卷，江瀚編，民國7年（1918）京師圖書館

綠絲欄鈔本，5冊，書衣題《壬子本館善本

書目》（目351.1/27.1）」（北京圖書館普

通古籍組，1990，頁91）。此目又見著錄於

《國立北平圖書館書目．目錄類》：「壬

子本館善本書目，江瀚重編，民國7年京師

圖書館重鈔教育部藏鈔本，5冊」（蕭璋，

1934，頁97）。又梁子涵《中國歷代書目

總錄》著錄有「北平圖書館藏民國7年京師

圖書館重鈔教育部藏鈔本5冊」（梁子涵，

1953，頁418），即此本。另有「教育部藏

鈔本5冊」（梁子涵，1953，頁418），即此

本傳抄所據之底本，今下落不詳。

「京師圖書館」綠絲欄稿紙鈔本，半

葉十一行，稿紙與目2同。外封題「壬子本

館善本書目」、「長汀江氏重編」、「共五

冊」，各冊書名下以「金木水火土」五字分

別編號。書前有民國7年京師圖書館目錄課

識語。卷端題「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卷

第一」，次行下署「長汀江瀚重編」，三行

低一格「經部」，四行低兩格「易類」，次

正文。始經部「周易兼義十卷略例一卷釋文

一卷」，止集部「滄江虹月詞一卷」。史部

分上下卷，共計五卷五冊（參見圖四）。

此本為京師圖書館目錄課據教育部社會

司藏本傳抄，書前有1918年京師圖書館目錄

課識語：

今年南宮趙次原先生來任館事，注

重歷年籌備未完事宜，于善本尤加

之意焉。見前年排印之善本書目所

引繆目、江目、王目等書，徧詢館

員，未有知者。旋於《古學彙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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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獲見繆目印本，又於本館文書室

內得殘本江目兩冊，均簡單殊甚，

不過大輅椎輪而已。最後至教育部

社會司查檔，始知江前館長瀚曾編

善本書目兩次，排印本所據之江

目，乃第一次所編者，無怪其多疏

略也。乃以江氏第二次重編五冊繕

鈔存庫，以垂永久而備考查云。中

華民國七年五月八日京師圖書館目

錄課識。（江瀚，1918）
識語中所謂「本館文書室內得殘本江

目兩冊」，即1913年《教育部編纂處月刊》

刊行經、史兩部者，因為子、集兩部未刊，

故稱為「殘本」。而「排印本」當係指夏曾佑

《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1916年鉛印

本。此目外封題「長汀江氏重編」，卷首署

「長汀江瀚重編」，可知編者為江瀚。這部

書目與前所敘目1、目2內容有出入，著錄內

容較前者詳細，京師圖書館目錄課認為前後

兩部書目都是江瀚所編，故稱此本為「江氏

第二次重編」，而外封書名題作「壬子本館

善本書目」，以區別前者。「壬子」為民國

元年（1912），即江瀚任館長之年。這是京

師圖書館用於區別歷年所編善本書目的命名

方法，在梁子涵（1953）著錄中，張宗祥所

編書目名為《庚申善本書目》（庚申為民國

9年）、史錫永所編名為《壬戌增訂善本書

目》（壬戌為民國11年），都採用了相同的

命名方法。

四、 目4、《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五

卷  江瀚編  稿本  5冊  日本慶應義塾大

學斯道文庫藏

「京師圖書館」綠絲欄稿紙，半葉十一

行，稿紙與目2、目3同。卷端有「江都薄氏

鑒藏書畫記」白文方印、「慶應義塾大學斯

道文庫藏書」朱文長方印。此本為江瀚批改

稿本，從稿本可以看出，江瀚是在一個謄清

本的《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上進行批改，

而用作底本的謄清本內容與前面所敘目1、

目2相同。底本卷端原題「京師圖書館善本

簡明書目」，江氏墨筆添加「卷第一」，下

加署「長汀江瀚重編」，並在原來底本行間

圖四　目3《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 

鈔本（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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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入行款、藏印等內容，部分書籍分類有所

移易，底本中「又一部」皆改作「又」。

全目分經史子集四部，史部分上下，共五

卷五冊，著錄善本866部。此書原為日本 

薄井恭一所藏（薄井恭一是日本書誌學家 

長澤規矩也弟子，多藏有書目），80年代末

為斯道文庫購藏。1989年1月20日顧廷龍致 

高橋智函，即已提到此書資訊：「又見告斯

道文庫新得《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目錄》，

江瀚手校」（顧廷龍，2017，頁671）。前

所敘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目3，正是此部稿本

的謄清本（參見圖五）。

由以上介紹可知，江瀚任館長時期，

京師圖書館編纂過兩部《京師圖書館善本簡

明書目》。目1、目2因為部分內容在《月

刊》刊載過，更為人熟知，此目過去一直被

著錄為江瀚所編，京師圖書館目錄課也稱

之為江瀚「第一次所編者」，即我們過去所

認為的「江目」，因其著錄內容更為簡要，

在本文中暫且稱之為「簡本」書目。目

3、目4因為只有稿鈔本存世，除了部分館

員以外，外人鮮有提及，現存有江瀚稿本

及1918年京師圖書館據稿本謄清的鈔本，

京師圖書館目錄課稱之為「江氏第二次重

編」，其著錄內容詳細一些，本文暫且稱

之為「繁本」書目。

參、 二目先後順序及編纂人

由前文介紹可知，可以獲悉江瀚時期

京師圖書館編過簡本、繁本兩部善本書目，

並且都有版本存世。那麼，兩部書目孰先孰

後？二者是否都是江瀚所編？

首先來看看兩部書目孰先孰後的問題。

1918年京師圖書館目錄課識語稱兩部書目是

江瀚先後兩次所編，簡本是第一次所編，

繁本是第二次所編。這樣的先後次序與我們

現在看到的江瀚稿本面貌也一致，江瀚批改

的底本是鈔胥謄清的簡本書目。江瀚在簡

本書目上進行批改，說明簡本書目編纂在

前，可以證實京師圖書館目錄課的說法不

誤。但是，如果沒有親見江瀚稿本的情況

下，實際上很容易對二本的先後順序產生誤

解。如徐蜀（2019）即對京師圖書館目錄課

圖五　目4江瀚《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 

稿本（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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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法產生了質疑，徐文中稱「簡本書目」

為「殘本」，文中認為「《月刊》停刊，致

使該目成了僅存經史二部的『殘本』，餘稿

亦丟失。國家圖書館古籍館藏有該經部、史

部《月刊》抽印本，子部、集部抄配了少量

條目，以下簡稱江目殘本」。簡本書目實際

並非殘本，只是因為徐蜀先生所見前人敘錄

及叢書影印的都是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目1，

子、集兩部是摘抄，實則另有一部完整的鈔

本目2。「繁本書目」徐文中稱為「江目五

冊本」（即目3），文中並認為京師圖書館

目錄課所稱簡本在前而繁本在後的說法有

誤，徐蜀先生認為繁本在前，而簡本是在繁

本基礎上刪繁就簡，編纂時間在後。「為此

江瀚刪去繆目的解題和過錄文字，使篇幅縮

減過半，故此書目的名稱中出現了『簡明』

二字，這就是五冊本江目。然而，上繳教育

部待審後，不知是教育部還是江瀚本人，仍

嫌書目不夠簡明、體例尚未統一，故再作精

簡，刪除了宋、元、金本的行款和版框尺

寸，這便是江目殘本。」（徐蜀，2019） 

徐蜀先生是從書目編纂由繁到簡的發展規律

角度，推測繁本在前、簡本在後，但江瀚重

編善本書目恰恰是有違常理。如果對照江瀚

稿本，可以一目瞭然，江瀚是以簡本書目作

為底本，對照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

目》進行「回改」，這樣的行為誤導了徐蜀

先生，使其產生了相反的判斷。

江瀚對簡本書目批改的內容幾乎全部出

自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並非

如徐蜀（2019）所猜測，先是根據繆目刪裁

為繁本書目，再進一步精簡為簡本書目。實

際的做法是，江氏以簡本書目為底本，與繆

目對校，批註行款、藏印等內容。而在著錄

分類、體例上，也幾乎逐一恢復了繆目的舊

貌。我們可以原內閣大庫舊藏宋刊本《漢上

易集傳》為例，分列繆目、簡本、繁本書目

三者著錄，以見其異同。

繆荃孫（1912）《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

目》對此書的著錄是沿襲了曹元忠（1909）

《文華殿檢書分檔》的著錄文字，考證十分

詳盡：

《漢上易集傳》十一卷

宋朱震撰。宋刊本。每半葉十行，

行二十一字。高六寸七分，寬四寸

六分。白口。單邊。上有字數，下

有刻工姓名。蝶裝。首二卷均缺，

三卷首行題「周易上經噬嗑傳第

三」，次行「翰林學士左朝奉大夫

知制誥兼侍讀兼資善堂翊善長林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朱震

集傳」。（《郡齋讀書志》作「集

解」，誤。）下卷首行題「周易下

經咸傳第四」、「周易下經夬傳第

五」。第二冊上卷首葉殘脫，中下

卷首行題「周易繫辭上卷第七」、

「周易繫辭下傳第八」、「周易說

卦傳第九」，次行結銜皆同，惟末

卷題「周易序卦傳第十」、「周易

雜卦傳第十一」，皆無結銜。《書

錄解題》謂序稱九傳，蓋合說序雜

卦為一，於此可得其故。「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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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等諱皆缺筆。有「晉府書畫

之印」朱文鈐記。

存三之十一。

簡本書目（不題撰人，無日期）以繆目

為基礎，刪繁就簡，僅保留了書名、卷數、

作者、版本、藏印、存卷等基本內容，並增

加著錄了冊數為「二冊」、舊藏來源為「清

內閣書」：

《漢上易集傳》十一卷（清內閣書）

宋朱震撰。宋刊本。有「晉府書畫

之印」朱文鈐記。

存三之十一。二冊。

江瀚（無日期）重編的繁本書目，以簡

本書目為底本，再根據繆目（前引文劃線部

分）重新補充了行款等內容：

《漢上易集傳》十一卷（清內閣書）

宋朱震撰。宋刊本。[每半葉十行，
行二十一字。高六寸七分，寬四寸

五分。白口。單邊。上有字數，下

有刻工姓名。蝶裝。]有「晉府書畫
之印」朱文鈐記。

存三之十一。二冊。

（說明：方括號內為江瀚稿本中批改加入內容。

此外，原來簡本書目存卷卷數「三之十一」抄作

小字，江瀚將「存三之十一」五字重抄在天頭，

並加批「字大小同」四字在下，指示抄手抄寫

時將「存」字與卷數「三之十一」都抄作正文大

字，不沿用簡本書目卷數抄作小字的體例。作為

稿本的謄清本目3，已遵照江瀚批示樣式，存卷

抄作正文大字。）

此書即《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著

錄的「《漢上周易集傳》十一卷　宋朱震撰  

宋刻本　存九卷（三至十一）」（趙萬里，

1933）一部，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03）。將早期的繆目、簡本、繁本三個書目

著錄內容對比可以看出，江瀚以簡本書目為

底本，據繆目批校，將簡本刪去的行款等內

容重新補入。

此外，江氏重編善本書目時多遵繆目分

類，凡簡本書目與繆目分類不同之條目，多

遵繆目移易位置。如簡本書目原來僅分經、

史、子、集四部四卷，而江瀚批改時將史部分

上下卷，全目分作五卷，皆係暗襲繆目體例。

徐蜀（2019）文中將繁本書目繼承了

繆目的一些著錄差錯，簡本書目則予改正

這一現象，作為簡本在後、繁本在前的證

據。「江目殘本在後，係修訂五冊本而作

的根據，除了圖書館公藏書目發展向簡的

趨勢外，還有一個佐證：五冊本繼承了繆目

一些著錄差錯，殘本則予改正。例如《明史

稿》、《明史曆志稿》，五冊本與繆目均入

正史類，殘本改入別史類，夏目同；繆目、

五冊本《欽定日下舊聞考》均著錄為稿本，

殘本改為抄本，夏目亦同。更重要的一條糾

錯是，繆目經部金刊本《尚書正義》，實為

《尚書注疏》，誤以書前那篇『尚書正義

序』而錯定書名。該書與汪士鐘、瞿氏鐵琴

銅劍樓、陳清華郇齋、國家圖書館先後遞

藏的《尚書注疏》版本相同，後被趙萬里

更改為蒙古刻本（見《中國版刻圖錄》第

269）。江目五冊本亦錯為《尚書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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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本則改正為《尚書注疏》。不可思議的

是，成書晚江目3年的夏目，卻延續繆目之

誤，仍著錄該書為《尚書正義》。」實際

上，這些都是因為江瀚利用繆目批改簡本書

目，故其內容更接近繆目，從而造成了其次

序在繆目之後、簡本書目之前的假象。在江

瀚稿本中，我們可以看到江瀚在簡本書目上

的修改痕跡，如《明史稿》、《明史曆志

稿》兩條，江瀚批改所根據的底本簡本書目

將之列於別史類之末，江瀚用墨筆圈去（參

見圖六），而重新補鈔到正史類之末（參見

圖七），恢復到繆目的分類舊貌。又如《欽

定日下舊聞考》條，簡本書目原著錄作「舊

寫本」，江瀚墨筆圈去「舊寫」二字，將版

本依繆目改作「稿本」（參見圖八）。《尚

書正義》條，簡本書目已根據該書卷端題名

訂正為《尚書注疏》，江瀚用墨筆將「注

疏」二字依繆目回改為「正義」，並據繆目

補上「每半葉十三行，行大字約二十八，小

字三十五。高七寸一分，廣四寸一分。白口，

單邊，蝶裝」等內容（參見圖九）。以上數處

從稿本都可以清楚看到江瀚修改的痕跡，可證

明江瀚是據繆目將簡本書目「回改」，而非簡

本書目對江瀚著錄差錯的「改正」。

關於第二個問題，兩部書目是否都是

江瀚所編？「繁本書目」因為有稿本存世，

圖六　江瀚將原目別史類之末《明史稿》、

《明史曆志稿》兩條圈去

圖七　江瀚將《明史稿》、《明史曆志稿》

兩條補鈔到正史類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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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跡為江瀚本人親筆，且江氏在卷端加署

「長汀江瀚重編」六字，可以證實這部書目

是江瀚親自重編。但江氏批改所使用的底本

「簡本書目」編纂人，是否如1918年京師圖

書館目錄課所稱是「江瀚第一次所編」？實

際上京師圖書館目錄課的這種說法並未有太

多根據，只是因為過去一直把《教育部編纂

處月刊》刊行過的簡本書目稱為「江目」，

所以新發現的江氏重編本只好認為是「江氏

第二次重編」以圓其說。簡本書目是以繆目

為基礎改編，但在具體分類和分部上有不少

改動。如京師圖書館籌建之初善本最大的來

源是內閣大庫藏書，這批藏書大多為殘本，

館方在整理的時候經常對其中殘本配補，這

些殘書分合時有變動。簡本書目著錄的善本

分類、分合情況即有不少與繆目不同之處，

而江瀚則根據繆目批改簡本書目，將其分

類、分合著錄情況恢復到繆目的原貌。如元

至正9年刊本《周易集說》原為內閣大庫藏

書，存殘本3冊，在清末曹元忠清點內閣大

庫藏書所編的《文華殿檢書分檔》中將其分

為兩部著錄，一部「存《下經》」，另一部

「存《爻傳》上下、《彖傳》上、《象辭》

上下、《文言傳》、《說卦》、《序卦》、

《雜卦》，共兩冊」（曹元忠，1909）。繆

目則將兩部合併為一部著錄：「存《下經》

圖八　《欽定日下舊聞考》條江瀚修改 圖九　《尚書正義》條江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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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爻傳》上下、《彖傳》上一、《象

辭說》上下」（繆荃孫，1912）。簡本書目

則重新將二書拆分為兩部著錄，與曹元忠分

部相同，而江瀚則重新根據繆目，將二者合

併為一部。此書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書號

07），已改裝為5冊。又前所討論的《明史

稿》、《明史曆志稿》兩條，繆目入「正史

類」，簡本書目改從「別史類」，江瀚根據

繆目，重新歸回「正史類」。可以看出江瀚

對這個簡本書目對繆目的改動不甚滿意，按

照繆目恢復了舊貌。這可以說明，簡本書目

與江瀚編目理念並不相同，斷非其本人所

編，應是館中其他工作人員編纂，所以江瀚

才有「回改」恢復繆目舊貌之舉，並在稿本

中特意署名，以示這部批改本才是「長汀 

江瀚重編」。

江瀚擔任館長時，極為推崇前任監督

繆荃孫舊制，對繆氏舊政幾乎照搬不動。民

國元年10月18日吳昌綬致繆荃孫札云：「圖

書館歸江叔海接管，今日往一看，舊物不

缺，增出《大典》六十本，此後當可再去檢

閱⋯⋯江叔海似于公舊政不甚改動，極稱公

原存之件，一物不差。」（顧廷龍，1980，

頁869）在重編善本書目上也是如此，江瀚

致易培基札提到其在京師圖書館的編目

情況：

下走于民國初元孑民先生任教育聘

充該館館長，二年春忽有四川鹽運

使之授，因並辭職，避居天津，未

終其事，至今耿耿。雖在館僅七八

月，然於接續之交保存善本諸書似

不無微勞，並錄繆藝風有《京師圖

書館善本書目》，是其確證。下走

交代時，凡繆氏書目所有者，不唯

未缺一冊，且有增益，可覆按也。

（馬忠文，2013）
江瀚所稱「錄繆藝風有《京師圖書館

善本書目》」，即是指根據繆荃孫《清學部

圖書館善本書目》批改簡本書目一事。可以

看到，江瀚對此前館員變動繆目體例之舉極

不滿意，故依照繆目重新批改一過，恢復舊

目體例。

當然，江瀚對簡本書目的批改也有改進

之處，如繆目所載而簡本書目不載的條目，

也根據繆目補上，如子部天文算學類《命

書》（舊鈔本）一條，即據繆目補上，但未

抄錄繆目所記的存冊情況，夏目重編時重新

補足所存各冊情況。江瀚也有對繆目、簡本

書目分類、序次的改進，如江瀚在子部法家

類修改比較多，《大誥》、《大誥續編》

兩條，繆目、簡本書目原歸子部法家類， 

江瀚改置史部政書類，夏目從之。但同時 

江瀚又將《故唐律疏義》三條移至子部法家

類，繆目、簡本書目皆入史部政書類，夏目

未從江瀚所改，仍歸史部政書類。江瀚又

據繆目補入「《刑統賦》一卷（海虞瞿氏

書）」一條，此條繆目以下諸目皆不載，可

能是涉下《刑統賦解》、《刑統賦注》等書

而衍，因此京師圖書館在謄清江瀚稿本時，

並未抄入江瀚所補此條。又子部小說類，

繆目、簡本書目次序非按作者時代排列， 

江瀚將此類之書重新按作者時代排序，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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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一、二⋯⋯八」，並天頭批註「此類

序次照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等」。此類中

《青瑣高議》一條，天頭另批「董授經有明

刊本」字樣。釋家類《釋氏通鑑》、《禪林

寶訓》、《華嚴原人論解》、《三教平心

論》等條目順序也有所移易。另江瀚所用於

批改的底本簡本書目鈔本，原闕集部別集類

《會昌一品集》、《友林乙稿》、《北澗文

集》、《御製詩集》、《恩紀詩集》、《交

輝園遺稿》諸條，江瀚墨筆補寫在天頭。這

些都是繆目所無而王懋鎔新增入善本書目的

條目，皆見於目2。江瀚所批改的底本簡本

書目失載此數條原因，可能是該本抄寫較

早，尚未增入此數條，江瀚大約據簡本書目

的增訂本在天頭補入此數條。

因此，過去中國國家圖書館著錄編者

為「江瀚」的三部《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

目》，目1、目2兩部簡本書目非江瀚所編，

應出館員之手，過去將此目稱為「江目」是

不準確的。真正為江瀚手定、可以稱為「江

目」的，只有目3、目4兩部繁本書目。

肆、 王懋鎔編善本書目考實

經前文所考可知，江瀚時期兩部善本書

目，繁本書目是江瀚親定，而簡本書目則非

出自江瀚之手，為此前館員所編，關於這部

簡本書目編纂人則需要重新考量。

江瀚的繼任者夏曾佑1916年向教育部呈

送新編善本書目時，提到此前的編目情況，

除了繆目、江目以外，還有一個王懋鎔所編

善本書目。夏目書前〈詳為呈送本館善本書

目懇請鑒定事案〉，介紹此前編纂善本書目

有三部：

善本書目前此編纂者，共有三本。

一為前館長繆荃孫所定，現印于

《古學彙刊》內。一為前館長江瀚

所定，現存鈞部社會教育司及本館

內。一為前館員王懋鎔所編，現存

鈞部圖書室內。三者之中，以繆本

為最詳，而草創成書，不能無誤。

江本、王本，蓋即就繆本蕞錄而

成，所不同者，僅增刪書目十數種

耳。（夏曾佑，1916，頁1a）
此段文字常為學者引述，用於說明

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編纂情況，如傅增湘

《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序〉謂之

「嗣則江君叔海、王君懋鎔，續加葺錄」 

（趙萬里，1933），《中國國家圖書館館

史》敘及此段編目情況（李致忠，2009，頁

21），都是源本夏氏所述，但是從來沒有人

指出過夏氏所稱的「王本」究竟是哪部書

目。梁子涵《中國歷代書目總錄》在所著

錄的夏曾佑目下有案語：「聞夏目之前，有 

王懋鎔編《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教育部

有藏本，附記於此。」（梁子涵，1953，頁

418）但梁氏書中將《教育部編纂處月刊》

的鉛印本《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著錄

為「京師圖書館編」（梁子涵，1953，頁

417），可見其亦未親見王懋鎔所編書目原

本。關於「王懋鎔」其人生平，目前也不甚

詳明，通過查核時人日記等史料，可以勾勒

王氏生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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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昌（？-1913），字懋鎔，湖南善

化人，監生，京師圖書館職員。陳慶年弟

子。生年不詳。據當時同在教育部工作的 

魯迅日記所載，1913年12月31日：「雷志潛

來部言王佐昌病卒於寶禪寺，部與恤金百

元。」（魯迅，1976，頁74）1914年2月9

日：「午後奠王佐昌三元，寄參謀部第五

局盧彤代收。」（頁85）知其卒於民國2年

末。又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光緒34年10

月28日（1908年12月21日）有「發日本淞濱

館王佐昌」（繆荃孫，2014，頁531）的記

錄、陳慶年《橫山鄉人日記》宣統元年6月2

日（1909年7月18日）有「王佐昌自日本東

京來，攜返代購書一箱」（明光，1990）的

記載，可知其人清末曾東渡日本，擅日文，

民國2年5月譯有日本文部省《圖書館管理

法》，連載於《教育雜誌》。

王懋鎔清末在江南圖書館任檢繕，

編校《江南圖書館善本書目》。柳詒徵 

《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概況》曰：「本館

當清宣統二年十一月開始閱覽之前，由編

纂丁國鈞、王懋鎔等編成《江南圖書館善本

書目》一冊，亦名《初校善本書目》。」（ 

柳詒徵，2018，第3卷，頁465）又《國學圖

書館圖書總目》〈序〉曰：「惟丁君秉衡

國鈞、王君懋鎔，先後所編《江南圖書館

善本書目》一冊、《江南圖書館書目》八

冊及《南京圖書局書目》二編二冊。」（ 

柳詒徵，2018，第8卷，頁356）雖然柳氏稱

《江南圖書館善本書目》為丁國鈞（時任典

守）、王懋鎔二人所編，但根據該目鉛印

本題簽下有「王懋鎔初校」的落款，且據 

繆 荃 孫 所 述 「 辛 亥 革 命 後 ， 歸 湖 南 

王君懋鎔主其事，又出善本書目一冊」之言

（梁公約，1918，繆荃孫序），可知《江

南圖書館善本書目》編纂應出於王懋鎔之

手。陳慶年《橫山鄉人日記》還記載了清

末鼎革之際，日人曾至江南圖書館，欲將

館藏善本整體收購送往日本，但為王懋鎔

堅拒一事。宣統3年10月17日（1911年12月

17日）：「有日本木村恒厷、山東仙松、 

新秀丸三人來館，婉商購書，欲盡以善本，

整致海東。以甘言重幣啖王生佐昌，經王生

堅拒。」（明光，1987）其人對江南圖書館

藏書亦有保全之功。

民國元年（1912）蔡元培任教育部總

長，從南方調到了一些部員來北平工作， 

王懋鎔即此年調任到北京。據中國國家圖書

館檔案所記，其在京師圖書館工作之時間為

「1912至1913.10」（北京圖書館業務研究

委員會，1992，頁1363）。在其去世當年， 

王懋鎔尚在任上工作，1913年7月傅增湘

到京師圖書館閱覽，還得到王懋鎔接待，

其《西涯校書記》云：「已而下榻館

中，安硯于喬大壯書室，兼荷王佐昌、 

雷子興雅意招延，得以恣情披撿。」 

（傅增湘，1983，頁214）《魯迅日記》

除了記錄王氏卒年，也還有一些其他相關

記錄，10月1日：「午後往圖書館尋王佐昌

還《易林》，借《嵇康集》一冊，是明 

吳匏庵叢書堂寫本。」（魯迅，1976，頁

64）11月11日：「晚王佐昌來。」（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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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月2 6日：「下午雷志潛來函，責不為 

王佐昌請發旅費，其言甚苛而奇。」（頁

73）10月29日，教育部訓令社會教育司轉飭

京師圖書館暫停閱覽，派周樹人等會同該

館館員查點封存藏書，所列舉館員當中有

「王懋鎔」（北京圖書館業務研究委員會，

1992，頁54-55）。王氏在是年末突然而卒。

依據夏曾佑介紹此前所編善本書目的

順序來看，王目在江目之後。且江目、王目

應該是體例極為接近的書目，都是刪減繆

目而成，二者不同「僅增刪書目十數種」 

（夏曾佑，1916，頁1a）。但就目前留存下

來的系列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而言，並不存

在一部對應江瀚之後、夏曾佑之前的書目。而

與江瀚所編書目體例接近的，僅有一部此前館

員所編的簡本書目，即過去被我們誤認為是

「江目」者。那麼有沒有可能夏曾佑也一樣產

生了誤會，所言江目、王目的次序顛倒了？

江瀚1913年2月份去職，今藏斯道文庫

的江瀚稿本應在此之前完成。然而夏曾佑所

編《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並沒有採用

江瀚批改的繁本書目作為底本，而是在簡

本書目基礎上編輯新的善本書目，只是部分

吸收了江瀚批改的內容。1918年京師圖書館

目錄課即已指出夏目的底本是簡本書目，

「排印本所據之江目，乃第一次所編者」

（江瀚，1918）。對比書目著錄內容也可以

證實此說法，如簡本書目著錄重複書籍，

書名都簡省稱「又一部」，江瀚批改時全部

簡化為「又」，同繆目體例，而夏目使用簡

本書目為底本，仍稱「又一部」。又如元刊

明修本《後漢書》（又一部），簡本書目著

錄「傳」在「志」前，「存傳七之二十四、

三十二之四十二、五十一之五十七、志一之

八、又一之七」；而江瀚批改時將「志」存

卷移到「傳」，天頭特別注明「『志』列

『傳』前」。夏目著錄與簡本書目同，未依

江瀚所改。又如前文提及的《周易集說》一

書，簡本書目著錄作兩部，江瀚根據繆目將

兩部合併為一部，但夏目並未依據江瀚的批

改，仍分為兩部，同簡本書目。此外，夏目

中有一些案語，用於說明新目與之前繆目、

江目之異同。案語常舉言繆目、江目與新編

善本書目之異同，而從未舉言「王目」，正

可以說明其重編之底本即為王目。如夏目中

所舉言其目中著錄而繆目所無的各條，皆僅

云「江目有之」，從不云「王目有之」，可

見其將「江目」視為編纂在前的書目。如

《說文繫傳》、《漢書》（元修宋淳化本）

條等，通過江瀚原稿可知，此數條都是從簡

本書目就已開始著錄。但在夏曾佑看來，這

些條目都是從江瀚編目時第一次加入善本書

目之中，故稱「江目有之」。此外，因簡本

書目刊載於《教育部編纂處月刊》的時間在

江瀚離職之後的6月，這可能給了夏曾佑一

個錯誤的印象，即認為簡本書目是江瀚離任

後所編。

之所以讓夏曾佑產生誤判的原因，除了

發表時間的原因，還可能在於江瀚是利用繆

目批改簡本書目，這種不合常理的「回改」

行為造成了一種錯覺：明明是在簡本書目之

後編成的繁本書目，內容體例上卻更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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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目。我們今天能夠知道繁本書目是利用簡

本書目批改而成，是因為有江瀚稿本存世，

從而能一目瞭然。江瀚根據繆目，把簡本書

目分類、複本分併的情況等，恢復到了繆目

原來的樣子。假設夏曾佑看到的不是江瀚稿

本，而是根據江瀚稿本謄清的鈔本，已經看

不出其修改痕跡了，其人很容易會因該本內

容更接近繆目，從而認定繁本書目在前，而

簡本書目在後。這樣的誤會也同樣產生在現

代學者身上，應非偶然。

簡本書目的體例形式也與王懋鎔編校

的《江南圖書館善本書目》相近，目中著錄

記錄冊數以及各書舊藏來源等方式都與之

相仿，而與繆目體例不同。王氏按照《江

南圖書館善本書目》的經驗將繆目精簡重

編，其定稿時間可以推定為1912年7月《永

樂大典》移交後，1913年6月《教育編纂處

月刊》刊載之前。江瀚任期很短，從1912

年5月底至1913年2月，不過短短七八個月

時間。江瀚應是在任上完成對簡本書目的

「重編」，則作為其重編底本的簡本書目

的編纂時間很可能在1912年7月前後。江氏

對於圖書館編目一事，並非十分用心。如

傅增湘致繆荃孫札云：「江叔海充圖書館

長，前日曾來津館參觀。此公於此道不求

甚解，安能任此。」（顧廷龍，1980，頁

577）又吳昌綬致繆荃孫札云：「江叔海似

于公舊政不甚改動，極稱公原存之件，一物

不差。」（顧廷龍，1980，頁869）江瀚致

易培基札也提到「並錄繆藝風有《京師圖

書館善本書目》」（馬忠文，2013）。可

知江瀚推重繆荃孫舊制，因此用《學部圖

書館善本書目》批改簡本書目，大概也是對 

繆荃孫「舊政不甚改動」之舉。而夏曾佑重

編善本書目，相隔已有數年之久，未必能瞭

解當時實情。夏曾佑所稱的王懋鎔編善本書

目「王本」，應該即是曾在《月刊》發表過

部分內容的簡本書目，編定時間在江瀚重編

繁本書目之前。直至1918年，京師圖書館目錄

課重鈔舊目，才稱江瀚批改重編的繁本書目為

「江氏第二次重編」，而此時館中已經沒有人

知道夏氏所稱的「王本」究竟是什麼了。

伍、 結語

由上文所考可知，1921至1913年江瀚

任館長時期，京師圖書館編過兩部《京師圖

書館善本簡明書目》，一為簡本，一為繁

本。簡本書目曾在《教育部編纂處月刊》刊

載過經部、史部內容，這部過去被我們認為

是「江目」的書目，實際上是館員王懋鎔所

編，即夏曾佑所稱「王本」，也是夏氏重編

《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的底本。江瀚

在簡本書目基礎上，根據繆荃孫《清學部圖

書館善本書目》批改，重編為繁本書目，未

曾刊行，只有稿本和鈔本存世，這才是真正

的「江目」（有關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各本

關係，參見圖十）。江瀚利用繆目批改簡本

書目的行為，誤導了夏曾佑等學者，使得後

來者以為繁本書目編纂在前，簡本書目在

後，從而混淆了二目。

正如徐蜀（2019）指出的，京師圖書

館編纂《簡明書目》，是在「重典掌而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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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覽」（夏曾佑，1916，頁2a）需求下的產

物。過去繆荃孫所編《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

目》，並非是一部按照嚴格體例編纂的公藏

書目，繆目臨期倉促，利用曹元忠《文華殿

檢書分檔》、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

諸目合編，體例駁雜，尚未擺脫舊時私家藏

書目錄的形式（林振岳，2015），不符合現

代意義的公藏書目要求，故館中有了編纂

「簡目」的需求。而王懋鎔是這一工作的

執行者，他編纂出了第一部統一體例的《京

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其後江瀚雖對 

王懋鎔精簡過度的做法有所不滿，又按照繆

目恢復了部分善本行款等著錄內容，重編了

一部繁本《簡明書目》。但夏曾佑重編《京

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時，卻摒棄了江瀚

所編的繁本書目，仍然採用王懋鎔所編簡本

書目作為工作底本。夏目是京師圖書館時期

唯一由館方公開發行的完整館藏書目（《清

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雖然印入《古學彙

刊》，但這是繆荃孫個人行為，並非由館方

頒佈）。在1933年趙萬里《國立北平圖書館

善本書目》編纂出版以前，長久以來館外讀

者瞭解該館藏書，主要就是通過夏曾佑這

部書目。該目在民初學術研究、出版上的影

響，在當時學者日記、書札中歷歷可見。而 

王懋鎔正是編定該館《簡明書目》的第一位

圖十　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各本關係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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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行者，其人因英年早逝，但在京師圖書館

編目和發展歷程中所作之貢獻，不應因人事

更迭而湮沒無聞。

註釋

註一： 目1與目2兩部書目過去不題撰人，經

本文考證為王懋鎔編。為遵引用文獻

原貌，作者項照傳統文獻著錄為「不

題撰人」，而非館方著錄之江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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