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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廷博年谱》

前言

中华载籍，为数浩繁，相沿至今，虽时有增损，但至今犹能拥有十数万部册古籍，实非易易。其所以
得垂世久远者，端赖先人之善于保护。保护措施不外二途：即藏书与刻书。藏书者，罄资财搜购典籍
，以防散失损伤；刻书者，再造古籍，繁衍古籍，不致孤善灭迹。前人或藏或刻者多，而藏刻兼具者
鲜。明清以来藏书刻书并行不悖者渐盛，藏书家又多立说鼓吹，如清初曹溶之《古书流通约》倡言刻
书之益，有推动之功。清代刻书几成藏书家之美德，于是藏刻纷起，而鲍廷博之既藏又刻，钟情典籍
，尤为著名，为学人所熟知。鲍廷博字以文，号渌饮，又号通介叟、得闲居士。祖籍安徽徽州府歙县
西乡长塘村。以父祖经商于浙江而寄寓杭州，并出生于斯土。迨父母离世，即迁居浙江桐乡乌镇杨树
湾，而鲍廷博始终以徽人自命。他少习会计，又勤学耽吟。因科举不利，蹉跎岁月，遂绝意仕进，而
从事藏书刻书事业，成为清代前期一大藏书家和刻书家，体现了徽商“贾而好儒”的特点，达到了“
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完美结合。鲍氏正规藏书始于廷博之父思诩，思诩业贾浙杭，而颇好书，建
知不足斋以庋藏。廷博承欢膝下，以孝事父，进而力购前人所藏典籍，日积月累，遂成大家。鲍氏藏
书来源，大抵不外购进、传抄、获赠三途。购进可考者始于乾隆十六年（1751），有各种宋元善本及
名家所藏；传抄为与人交流互补，据知约有二百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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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廷博年谱》

内容概要

《鲍廷博年谱》内容简介：中华载籍，为数浩繁，相沿至今，虽时有增损，但至今犹能拥有十数万部
册古籍，实非易易。其所以得垂世久远者，端赖先人之善于保护。保护措施不外二途：即藏书与刻书
。藏书者，罄资财搜购典籍，以防散失损伤；刻书者，再造古籍，繁衍古籍，不致孤善灭迹。前人或
藏或刻者多，而藏刻兼具者鲜。明清以来藏书刻书并行不悖者渐盛，藏书家又多立说鼓吹，如清初曹
溶之《古书流通约》倡言刻书之益，有推动之功。清代刻书几成藏书家之美德，于是藏刻纷起，而鲍
廷博之既藏又刻，钟情典籍，尤为著名，为学人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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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廷博年谱》

书籍目录

序言凡例卷首  “知不足斋奚不足，渴于书籍是贤乎”——一代书宗鲍廷博卷一  清雍正六年至乾隆三
十六年(1728—177 1)    一岁至四十四岁卷二  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九年(1772—1784．)    四十五岁至五十
七岁卷三  乾隆五十年至六十年(1785—1795)    五十八岁至六十八岁卷四  嘉庆元年至十年(1796—1805)    
六十九岁至七十八岁卷五  嘉庆十一年至十九年(1806—1814)    七十九岁至八十七岁卷六  谱后纪要：嘉
庆二十年至2005年(1815—2005)附录一  质朴清淡情亦豪——读鲍廷博《花韵轩咏物诗存》附录二  鲍廷
博传记资料辑录附录三  乾隆开四库馆鲍家进呈书目附录四  鲍氏知不足斋抄校本书辑目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综合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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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廷博年谱》

章节摘录

嘉庆十八年（1813），嘉庆皇帝軜琰又亲自过问鲍刻《丛书》进行情况，并特恩赏给举人，“俾其世
衍书香，广刊秘籍”，这些都是对他极大的鼓励和影响，使他自己不仅为藏书、刻书，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还告诫子孙“无负天语”之恩宠，继志续刊。第二，鲍廷博生活在浙江，活动也多在浙江、
江苏间，江浙是素称经济和文化发达，人文荟萃地区，藏书、读书、刻书的风气盛行，于明清两代尤
为炽烈。以浙江言，明代杭州地区有洪楩清平堂、郎瑛七修堂、高濂妙赏楼，嘉兴地区有项元汴天籁
阁、项笃寿万卷堂、冯梦祯快雪堂、李日华六研斋、沈节甫玩易楼、姚翼玩画斋，宁波地区有丰坊万
卷楼、范氏天一阁、范氏（大沏）卧云山房，绍兴地区有钮纬（石溪）世学楼、祁承欉澹生堂，金华
地区有宋濂青萝山房、胡应麟二酉山房等等，皆是名播海内的大藏书家和藏书处。流风所及，至清尤
盛，清代杭州地区有龚佳育父子的玉玲珑阁，吴焯父子的瓶花斋、赵氏兄弟的小山堂、厉鹗的樊榭山
房、杭世骏的道古堂、沈廷芳的隐拙斋、卢文弨的抱经堂、孙宗濂的寿松堂、汪氏父子的振绮堂、汪
氏飞鸿堂、汪辉祖的环碧山房、郁礼东啸轩、汪氏（日桂）欣托山房、何元锡的梦华馆，嘉兴地区有
曹溶的静惕堂、吕留良父子的明农草堂、朱彝尊的曝书亭和潜采堂、吴之振的黄叶村庄、马思赞的道
古楼、查慎行的得树楼、汪森昆仲的裘杼楼、张氏涉园、周春的著书斋、金氏文瑞楼、吴氏拜经楼、
陆烜的奇晋斋、陈鳣的向山阁等等。相毗连的江苏，清代著名藏书家有昆山徐氏传是楼，常熟钱氏绛
云楼，苏州吴氏璜川书屋、黄氏士礼居、顾氏思适斋、顾之逵的小读书堆、吴氏古欢堂，金陵有黄氏
千顷堂、袁枚的所好轩，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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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廷博年谱》

后记

昔年撰《徽州刻书与藏书》和《安徽藏书家传略》时，很想为鲍廷博作一较全面的专题论述，只因琐
事蝟集，心绪不整，始终未动笔。前两年读顾志新先生大著《浙江藏书史》（全二册，2006年10月杭
州出版社），又萌发作《安徽藏书史》念头：一是安徽为历史上文献之邦，名在全国前列，应该如同
浙江一样有此同类著述，而我作为皖人更应有此职责；二是我有前二著作基础，心想只要加上历史上
安徽官府藏书、书院藏书、寺院藏书资料，就可以成编，做起来省事多了。同时我的《安徽藏书家传
略》也可藉此找到正式出路（《传略》曾摘要刊于安徽《图书馆工作》1998年1月至2001年3月各期）
，可仍基于上述原因，不曾动笔。2007年，安徽大学图书馆郑玲先生惠寄她点校的近人王立中《鲍以
文先生年谱》（2006年5月黄山书社出版的《清代徽人年谱合刊》，两册），亮我眼目，因为我知道杨
殿殉先生的《中国历代人物年谱总录》、来新夏先生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谢巍先生的《
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均未著录“鲍谱”，所缺由来已久。王氏所撰《鲍以文先生年谱》，原是
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手稿本，今得以面世，这是大快人心事。该谱起自鲍廷博之生年（清雍正六年
，1728），迄其卒年（嘉庆十九年，1814），然王氏于这位享年87岁高寿的藏书、刻书大家，通篇谱
文包括保留的眉批、夹注在内，只有万馀字左右，显然过于单薄，其所缺鲍氏行年记录过半，有的虽
有事迹而过于简略，失去丰富内涵，有的年份所记根本未涉及鲍氏事迹。这让我深深感到王氏首创有
功，记实有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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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廷博年谱》

编辑推荐

《鲍廷博年谱》是由黄山书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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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廷博年谱》

精彩短评

1、草草翻查一过。人不列的条目，到底是完全没注意，还是已经辨认出那是个伪书？但在不能证明
鲍氏跋文为伪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列入谱中吧？而且附录的《知不足斋抄校本书辑目》也明明列了这
本哇！收作附录的时候，不需要一一与自己谱中所记核对过吗？不过捏，要一个年谱作者对谱主所校
刻题识的每本书都很了解（譬如按语里《咸淳临安志》的简介明显直承《总目》而误），也太不近人
情了是不？在三星与四星间矛盾了好久⋯（估计像我这种拖延症患者都做不出个成样子的年谱呢！所
以⋯还是推荐吧⋯）
2、很不错，很给力，值得购买! OY!
3、很好的资料，是鲍廷博研究的重要基础。鲍氏是清代藏书家、刻书家。鲍抄是公认的善本。
4、好书，值得一看。对此有关注者需备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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