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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清话》

内容概要

《书林清话》十卷、《书林馀话》二卷，是清末学者叶德辉在版本目录学方面的代表之作。 《书林清
话》十卷，原于清末刻成，后经三次修订，以1920年长沙观古堂第三次修订本为最佳。《书林清话》
一书为读者提供了关于古代雕版书籍的各项专门知识。著者根据丰富的资料，用笔记体裁说明书籍和
版片的各种名称，历代刻书规格、材料以及工料价值的比较，印刷、装订、鉴别、保存等方法，并叙
述了古代活字印刷、彩色套印的创始和传播，各时代的著名刻本，刻书、钞书、卖书、藏书的许多掌
故。《书林馀话》二卷，原是未完成的稿本，由叶德辉的侄子叶启盔在他死后铅印出版。此书主要是
对《书林清话》中事关历代刻书掌故、琐记及相关内容未尽载者，凡采宋、元、明、清诸家说部、笔
记等书，汇辑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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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清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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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清话》

章节摘录

　　书林清话卷一：　　总论刻书之益：　　昔宋司马温公云：&ldquo;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
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无穷之计。&rdquo;吾按：此
数语，元孔行素《至正直记》亦引之，世皆奉为箴言。然积德而子孙昌大，或金根伏猎之见讥，亦非
诒谋之善。故余谓积德、积书二者当并重。且温公虽有是言，而其好书亦有深癖。宋费衮《梁溪漫志
》云：&ldquo;温公独乐园之读书堂，文史万馀卷。而公晨夕所常阅者，虽累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
。常谓其子公休日：&lsquo;贾竖藏货贝，儒家惟此耳！然当知宝惜。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
晴明　　日，即设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曝其脑，所以年月虽深，终不损动。至于启卷，必
先视几案洁净，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尝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渍及
，亦虑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而覆以次指捻面，捻而挟过，故得不至揉
熟其纸。每见汝辈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图、老氏犹知尊敬其书，岂以吾儒反不如乎？当宣
志之。&rsquo;&rdquo;是侧温公爱书，可云笃至。其谆谆垂诫，又何尝不为子孙计哉！虽然吾有一说
焉：积金不如积书，积书不如积阴德，是固然矣。今有一事，积书与积阴德皆兼之，而又与积金无异
，则刻书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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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清话》

精彩短评

1、看叶的文风，似乎是真性情好学术之人。我隐隐觉得，醉心于学术的清高之人似乎不会对盘剥乡
里那么感兴趣的，仍需深究。就书论书，其中之细致博学，由此成为经典。
2、对版本学的专著都很感兴趣，这本书必读
3、这本书质量很不错，大开本，看起来很是舒服，很不错一本工具书。需要放在床头每天看几张，
经常读一读，受益匪浅，好书。
4、这个版本的书林清话我很满意，选自1920年观古堂刻本为底本，以1957年古籍出版社的铅印本为校
本，保持了作者著述时的引文，可观其原貌。
装帧质量也很好，排版格式合理，左右两边留白较多大，适合做批注札记。
总之，欣欣然爱不释手。
5、开本过大，其他还行
6、版本目录学必读
7、本来是为了凑单的，不想，也是很好的本子。
8、版本目录学的经典之作
9、经典好书，比什么什么图录、知见录之类的书强
10、版本学中的经典好书。内容充实。语言通俗易懂。很多种应该这一本是最有营养的
11、还没读，但书印刷很不错
12、很好 很喜欢  版本学必看
13、书还没有看，不知道内容怎么样，应该还不错吧
14、没读完，不是学版本学的料
15、工具书，好得没的说，应该收藏的一本书。
16、版本目录学必读书目。很经典。值得一看。
17、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也作焕彬)，号直山，一号郋园，湖南湘潭县人。是近代著名的版本
目录学家，大半生从事版本目录学工作，撰有不少影响深远的版本目录学著作，有《藏书十约》、《
书林清话》、《书林馀话》、《观古堂藏书目》、《郋园读书志》等等。其弟子杨树达(1885-1956)评
其版本目录学说他“淹通目录，识别版藏。凡雕刻源流，传本真膺，莫不骈列在胸，指数如画。”祖
居吴县洞庭西山，至其父浚兰，始移籍湘潭f今届湖南省)*光绍十八年(1892)进十*授支部主事。为工先
谦再传弟子*沦学却不苟同*攻讯当时今文师说，排斥康、梁尤厉，在吹清为守旧派人物。者杏《郋园
居文录》、《郋园北游文存》、《郋园书札》、郋园读书志入编有《观方堂汇刻书》、《现古章所刊
书》、《双梅景闇丛书》、《丽度丛书》、《观古堂书B9等多种。pf启伟为编《郎园先生全书》，收
录他的著作较全，其中包括《藏书十约》、《书林情话》等。张舜檄先午评论叶氏。治学于群经、小
学，所造均浅，未足名家。唯所提《书林消话》及(4余话》*称述藏家故实，广采名流燕语，扬榷得失
，语多造微，盖其一生所长，仍在辨簿录异同，审聚刻个古*故所撰《郎园读书志》，亦视他作差胜
耳。”(《清人文集别录》卷二十二)
2 内容
　　《书林清话》为读者提供丁关于古代雕版书籍的各项专门知识，诸如刻书源流、版本名称、校勘
掌故、历代副书家历史、刻书的速闻甚至还谈到书估的作伪手法等等。
　　叙述刻书源流，于南末临安陈氏、明代被古阁毛氏、渭代纳兰性德之通志堂等诸家最称详尽。副
析版本名称，凡书之称册、书之称卷、书之称本、书之称叶、书之称函，阐述皆甚精当。征探讨雕版
起源方面、如书有版刻之姑、刀刻原于金石、巾箱本之始、书肆之缘起、到书有圈点之始、书有节抄
本之姑、刻书分宋元体字之始等等，都有充分的依据；在论述各类别本的特征及其鉴别方面，尤多经
验之谈，正如张舜微先生所说的“阅肆日久，藏书素丰，库掌毕生，不妨精熟，故版本之学*最能名
世”(《清人文集别录》卷二十—)。
　　全书用笔记休裁撰写，颇有”些专题论述如“辑刻古书不始于土应族”、“丛书之刻始于宋人”
、“宋元明印书用公腰纸背及各项旧纸”、“绘图书籍不始于末人”、“洪亮古论藏书合数等”、“
乾嘉人刻丛书之优劣”等考证件文章，车今常为版伞文献工作者所称引。至于那些记录“抄书工价之
席”、“坊估术元刻之作仙”、‘藏书家印记之活”等材料，本来都属藏书掌放。临时翻待，颇欢寻
觅，病手钻来，却不费工夫，《书林清话》中这—类琐碎资料还是很多的，闪而此书问世以后，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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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清话》

广泛流行《对于古籍整理上作者来说，这是一部很有实用价值的书。
　　由十作者的主观及具守rR思想，也发生过一些错误，如他认为杨今敬刻的《太平宜宁记》是伪撰(
《书林清话》第l的页)：坚执自己所孩的九行个《盐扶论》是涂校刻本，个相信涂刻是十行本(《书林
清话》第lzl页)；把为《读书敏求记》作跋的吴炸，误认为字义门的何婶，因而况出“义门以同时人记
当时事”(《书材余话》第16页)的话c这些中华书局d：《出版者说明》中已经捉到。1936年的《文淌
学报》曾刊载李诛著N(书林清话校补》，补正了本书些缺失，但所补正的也还不多o1957年中华书同
山版本书时、附印介书店，pJ供参考。
　　《书林余话》二卷*原是未完成的稿木*是他死后由他侄子叶启进(yin音银))印行的，前有作者厅，
略万：‘余撰《书林消话》刻成后，以前所采宋、元、明人及近今诸家说部、笔记涉于副书之事者，
未得编次收入，义己所论述为前所遗者，拉杂存之书能，其中或有构掌故，或足资谈助，既不忍割弃
，又不成条例，于是略事董理，分上下二卷，名刚余话》，谓不足以续前话也。”据此知《余话》当
为前编补续之作，内容性质亦同。
18、很不错，长见识，作者很博学，不过读这本书需要一定的古文功底，哈哈！
19、很经典的版本学入门书，最近对古籍感兴趣。
20、凡是有关于版本学的，必看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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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清话》

精彩书评

1、清末完成的作品，“至今没有同类著作可以取代，仍是一本了解和研究目录版本学的入门必备读
物。”是因为这书过于成功？还是因为这个科目过于冷僻？也许两个原因都有吧。本书读来，可以觉
得深奥，不知所云；也可以认为通俗易懂，受益匪浅。书中大量罗列的目录版本学方方面面的知识点
，不会如天书般看不懂，但其中的关联、背后的奥妙，或许只有专家才能把玩、体会，从中取乐。我
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书籍爱好者，“到此一游”。书架上也应有这样的成名之作位列其中，呵呵。希
望日后，更多经历、积淀之后，再翻开着数十年前便曾翻阅过的老书时，会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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