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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发现

重修海源阁

盼流失藏书能“回家”

曾藏书 20 多万卷，遭三次洗劫后几乎书尽楼空

百年海源阁盼流失藏书“回家”
本报记者 张召旭

作为晚清最著名
的四大藏书名楼之一，

聊城市海源阁曾藏书
20 多万卷，因清末民初
的动乱海源阁藏书散
尽，成为空楼。如今，海
源阁图书馆急盼社会
各界人士捐赠海源阁
流失的藏书，希望将散
落在世界各地的海源
阁藏书全部影印或收
集回来，恢复历史上鼎
盛时期的海源阁。

杨家 4 代人

收藏 20 余万卷书

1840年，东昌府大

户杨以增在聊城县祖宅
的东北角，修建了一座

二层楼，这就是与江苏

常熟“铁琴铜剑楼”、浙
江吴兴“皕宋楼”、浙江

杭州“八千卷楼”齐名的

清 代 四 大 藏 书 楼 之

一——— 海源阁。海源阁

馆长李付兴说，藏书楼

上层中间门额上悬挂

“海源阁”匾额，是杨以
增亲手书写的。“杨以增

的父亲杨兆煜老先生，

喜欢读书和收藏古今书

籍。”李付兴说，杨以增

收集古书也可以说是有
家学渊源。

在海源阁刚建成的

最初几年，藏书还不是

很多，后来盛极一时还

因为两次机缘。1848

年，杨以增到江南任江

南河道总督，不论从声

望、地位，还是资财上都

为他广收书籍提供了便

利。他在当地收集的大

批书籍，可以凭身份借

助官方漕运粮船运回老

家，聊城当时是大运河

“九大商埠”之一，有了

这样的便利，“南书北

运”就有了“捷径”。再就

是当时江南一带战乱频

繁，江南旧家藏书大量

散失流入市场，给杨以
增大批收购珍贵善本提
供了机会。

李付兴说，1861

年，慈禧发动宫廷政变，

怡亲王载垣被杀，怡王

府建有乐善堂、明善堂、

安乐堂专门收藏珍贵的

图籍。事发后杨以增的

儿子杨绍和，买了不下
百本宋版善本。在杨绍

和之后，海源阁又经杨

保彝的努力，多方面购

买善本，使得海源阁藏

书更加丰富。当时海源

阁珍藏的宋元明清木刻

印刷古籍4000余种、20

多万卷。“由于当时藏书

概念和现在不同，他们

主要以私人收藏为主，

一般不对外借阅。”李付

兴说，刘鹗曾冒雪前往

海源阁借阅藏书，最终

也没有成功，为此刘鹗

还作了一首诗：“苍苇遵
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

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

深锁琅嬛饱蠹鱼。”

李付兴说，杨敬夫投资

工矿企业时资金缺乏，还将

其中 92 种珍本押于天津盐
业银行。后来杨敬夫生意严
重亏损，无力赎回。抗战胜

利后，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

骅特拨1500万专款收购这
些珍本，该批书共92种，

1207册，被北平图书馆正式

收藏。“除这些以外，杨敬夫

运到天津的旧藏书还有很

多，一般都卖了。”李付兴
说，这些书有一些被国内的

藏书家收藏后，最终转归国

家图书馆。目前，部分海源

阁藏书保存在国家图书馆，

这也是海源阁藏书中最珍
贵的部分，几乎每一本都

是国家文物，1万多卷。还

有一部分藏书目前保存在

山东省图书馆，3万多卷。此
外，在大连、天津、北大等地

的图书馆和台湾故宫博物

院，都有盖有海源阁藏书章

的图书。

1992年，聊城市筹措
资金在原址、仿照原样重

建了海源阁藏书楼。1998

年聊城建立了海源阁管理

处，负责海源阁的宣传、海

源阁古籍文物资料的搜

集、整理等管理工作。海源

阁图书馆在全国范围内征
集并影印了部分原海源阁

藏书。但由于资金来源单

一，缺乏足够的使用资金，

海源阁目前的藏书仅有
500多卷，远不能与其鼎盛

时期比，基本上是一座空

楼。

李付兴说，只有海源

阁的藏书回家了，海源阁

的生命才能够继续延续。

他盼望社会各界人士捐赠

海源阁藏书，将散落在世

界各地的海源阁藏书全部

影印或收集回来，恢复历

史上鼎盛时期的海源阁。

李付兴说，海源阁

自 1 8 4 0 年 建 成 至

1927 年，一直完好无

损。1928 年春，海源阁

首次遭劫。国民党马鸿

逵部占据聊城，海源阁

藏书开始有所损失。当

年冬天，海源阁第四代
主人杨敬夫，精心挑选
了宋元珍本十余大箱
运到天津保存。

1929 年 7 月，匪寇

王金发纠集其残部，与
地方匪徒、兵痞等千余
人进驻聊城。王金发自

封司令，并将其司令部

设于海源阁。王金发命

人将海源阁内的宋元珍
本以及金石书画，择优
掠夺，海源阁损失惨重。

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

长的王献唐到聊城调查

发现，宋本《史记》仅剩

一册，宋本《咸淳临安

志》残余两册。“在那个

年代，宋代珍本是非常

珍贵的，当时有‘一两黄

金一页书’的说法。”

李付兴说，海源阁

第三次遭劫是在 1930

年，匪徒王冠军等占据

聊城，其司令部也设在

海源阁内。根据当时的

报刊记载，王冠军与当

时聊城县的县长王克

昌协议劫取宋元精版

书籍，由王克昌甄别鉴

定，将其精本装入八大

木箱，抬入县府，最后

两人分赃。当时还有很

多书籍被土匪拿来当

柴火烧。

“1930年冬至1937

年‘七·七’事变，杨家

祖宅一直为韩复榘部

队占用。”李付兴说，之

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杨
宅无人驻守，杂草丛

生，很是荒凉。海源阁

的藏书起于战乱，最终

又大部分毁于战乱。在

海源阁藏书印中有一

方“子子孙孙永保用
享”，李付兴说，杨氏家

族美好的梦想在战火

中，随着许多珍本流

失、损毁，最终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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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 衰
经历三次洗劫

几近书散楼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