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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代传承佳椠名抄

过云楼收藏甲天下

过云楼为江南名门望族顾氏
之私家藏书楼，世有“江南收藏甲
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称，
以藏有宋元以来佳椠名抄、珍秘
善本、书画精品闻名遐迩。自清同
治以来，已超过六代，历经百余年
清芬世守、递藏有绪，在中国收藏
史上罕有其匹。

据李勇慧介绍，过云楼始
建于清同治年间，第一任主人
叫顾文彬，道光进士，官至浙江
宁绍台道，他尤其钟情古书画
的收藏，一生殚精竭虑，多方搜
求，积累书画墨迹达到数百件
之多，作品的时间自晋唐至明
清，连绵千年，其中有不少为传
世的赫赫名迹。为了收藏这些
藏品，顾文彬特意营建过云楼
和怡园，在楼园落成后的第六
天，就辞去浙江宁绍台道的官
职，返家燕居，沉潜于书画艺文
之中，怡怡自乐。他在晚年精选
所藏书画250件，编纂成《过云
楼书画记》十卷，著录了他一生
搜集、赏析、研究历代法书名画
的业绩。

“除了古籍文献，过云楼收
藏的名贵书画也多为稀世之
宝。”李勇慧说，这些书画中囊括
明代书画家沈周、文徵明、唐寅、
仇英、吴宽、王宠、祝允明珍品的

《吴门雅集》二十四开册页，元代
画家王蒙的《稚川移居图》，《释
智永真草千文卷》，《米题褚摹兰
亭卷》，《唐写郁单越经卷》，苏轼

《祭黄几道文》，王羲之《右军千
文》，颜真卿、怀素合书墨宝等。
此楼内所藏字画无与伦比，人称

“半壁江山过云楼”。

藏秘之楼喻“烟云”

古籍善本秘不示人

李勇慧说：“当初顾文彬为藏
书楼取名过云楼，是取苏东坡言

‘书画于人，不过是烟云过眼而
已’之意，顾文彬在《过云楼书画
记》自叙中说：‘书画之于人，子瞻
氏目为烟云过眼者也。余既韪其
论，以名藏秘之楼。’”

据介绍，顾文彬三子顾承
最得他喜爱，父子往来书信间
常常探讨藏书之事，顾文彬远
在京城为官也不忘指导儿子前
往各处收藏，并且不计成本。购

《褚摹兰亭序》及《唐人写经》
时，顾承以白银六百两两卷并
获，顾文彬信中称：“汝料及我
遇此尤物，即千金拼得出，真知
我心之言也。”购王羲之墨宝

《右军千文》时，对方出口索价
千两白银，顾承一口应允，顾文
彬非但没有恼怒儿子不还价，
还赞许儿子“深合我意”，并嘱
咐儿子万一对方不让分文就依
了他。购买颜真卿、怀素的至宝
时，顾文彬授意儿子“即使费数
千元，断不吝惜。”而每每购得
新藏，顾文彬都不忘嘱咐儿子
秘不示人，这后来也成了过云
楼的一项“怪例”，书画可以轻
易示人，但古籍善本秘不示人。

李勇慧说：“顾家后人回
忆，在顾家，书的待遇是高于人
的，因为古籍善本每一次拿出
来翻阅，纸张都会因氧化造成
损耗，所以即使是顾家子孙也
很难有机会一睹这些藏书的真
容。因为外界知之甚少，反倒使
过云楼藏书更为稳妥，大部分
得以留传至今。”

傅增湘过目成诵

万卷藏书大白天下

李勇慧介绍，虽然过云楼
藏书秘不示人，但一个偶然的
机会却让它大白天下。而其中
的关键人物就是目录、版本学
大师傅增湘先生。

“过云楼第三代传人是顾
鹤逸，民国期间，顾鹤逸的好友
傅增湘要求借阅过云楼藏书，
顾鹤逸碍于情面不得不答应，
但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即只能
翻阅不能带纸砚抄写，傅增湘
每日观书数种，晚上回去后凭
记忆写下书目，编纂成《顾鹤逸
藏书目》，发表在《国立北平图
书馆馆刊》第五卷第六号上，过
云楼藏书胜景终于大白于天
下。”李勇慧说。

据傅增湘撰《顾鹤逸藏书
目》可知，过云楼藏书中，宋元

旧椠有50种(其中傅增湘判断
为明本的有9种)，精写旧抄本
有165种，明版书籍149种，清精
印本175种。傅增湘对版本目录
学独具只眼，识见特高，记录在
这个《藏书目》中的多是藏园以
为的珍稀、精善之本，普通线装
书并未收录在内，即便是已列
入其中的，藏园也自言“目录下
漏注尚多”。由此推知，顾氏藏
书总量当在万卷以上。

过云楼树大招风

藏品曾遭日军劫掠

“过云楼虽然藏珍纳宝，但也
‘树大招风’。抗战期间，过云楼藏
品曾遭日军劫掠。”李勇慧讲述了
这一段曲折而惊险的经历。

“清末民初时，过云楼藏品
已被觊觎，日本专门研究中国
古籍版本的岛田翰在经济财阀
支持下企图得到过云楼藏品，
但未能得逞。抗战爆发以后，过
云楼藏品再无宁日。顾家人紧
急商讨应对策略，最终决定先
逃往上海租界，因数量太大，只
能先把部分精品运往上海租
界，其余部分仍藏在家中。”李
勇慧说。

据顾家后人回忆，1938年
初，顾家举家逃往上海租界的
路上遭日军盘问，幸有日本友
人相助，暂时化解危机，但为保
安全，过云楼第四代传人顾公
雄将所有书画装满一车先送往
上海，因没有空余位置，只得将
两个儿子暂留在常熟一小店
里，第二天才派人来接回。

“苏州沦陷后，顾鹤逸之子
顾公雄、顾公硕在朱家园的住所
被日本兵搜查了多日。局势稍平
静后，顾家人返回查看，发现未
能来得及带走的字画被搜出堆
了一地，画芯全被挖走了。当初
出逃前，顾家人还在朱家园天井
里挖了一个地窖，把一部分带不
走的藏品装入铁皮箱埋入地窖。
待抗战胜利后，顾家人挖开地窖
查看，却发现地窖已经浸水，其
中书画受潮霉变，损失惨重。即
便如此，顾家后人还是保留了大
量珍贵藏品，战争期间生活窘
迫，顾家人却从未萌生过典卖的
念头。”李勇慧说。

新中国成立后，顾公雄后
人遵照父亲遗愿将家藏捐赠给
上海博物馆，共捐赠393件书
画、明刻善本和罕见稿本十多
部。顾公雄只继承了家藏的四
分之一，其余藏品分散在其他
子嗣手中。1992年，南京图书馆
向顾氏后人购得四分之三的过
云楼藏书，共计500余部3000余

册，其中，宋、元、明、清历朝版
本都有，包括刻本、抄本、稿本
各种类型。

7年前拍出天价

但并非海内孤本

早在2005年春拍中，过云
楼所藏近500册流传有序、保存
完好的珍贵古籍，包括40册流
传800年罕见的海内孤本宋刻

《锦绣万花谷》，曾拍出2310万
元的价格，这在当时可谓天价。

《锦绣万花谷》是一套什么样的
书呢？

据介绍，《锦绣万花谷》为
中国宋代所编大型类书之一，
作者姓名不详，书前有自序，题
淳熙十五年，知为南宋孝宗时
人。对于坊间所称《锦绣万花
谷》为海内孤本，李勇慧说，坊
间传说拍卖的此书为海内孤本
并不确切，但其完整保存了前
集四十卷、后集四十卷，可算是
此书传世最完整、存卷最多的
宋刻本。

“宋刻本《锦绣万花谷》在
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
也有保存。”李勇慧说，在《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中写道：“陈振
孙《书录解题》载此书，作《锦绣
万花谷》四十卷，续四十卷，而
无后集。黄虞稷《千顷堂书目》
所载，则前集、后集、续集外，又
有别集三十卷。今案序中明言
自九华之归，粗编成为三集，每
集析为四十卷。可知后集为陈
氏偶遗，别集为后人所续增，不
在原编之数……”

李勇慧说，《锦绣万花谷》
前集四十卷，后集四十卷，别集
三十卷，国家图书馆存六十九
卷：前集卷一至八、卷十一至十
九、卷二十一至二十五、卷二十
九、卷三十一至三十三、卷三十
五至四十，后集卷二至三十七，
别集卷二十四；《锦绣万花谷》
续集四十卷国家图书馆和北京
大学图书馆各存一部全本；《锦
绣万花谷》别集三十卷北京大
学图书馆存二十七卷：卷一至
二十三、卷二十七至三十。

“此书的宋刻本可算最早
的版本，至于传世的几部宋刻
本，是否为同一版本，如不是
同一版本，谁先谁后，因现在
无法将几个宋刻本同时比对
鉴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
确定。宋刻本之后，此书又有
明弘治五年华燧会通馆铜活
字印本、明嘉靖十四年徽藩崇
古书院刻本、明嘉靖十五年秦
汴绣石书堂刻本、明刻本等版
本。”李勇慧说。

格相关链接

过云楼珍藏

哪些古籍善本？
“过云楼所藏众多的宋元旧

椠，琳琅满目，令人叹为观止；尤
其是大量的精抄、旧抄本，为一
般藏家绝难比拟，其中大部分是
出自名家，如汲古阁毛氏、池北
书库王氏、小山堂赵氏、士礼居
黄氏等。这些抄本或影宋、或精
抄，都是抄取的罕见秘籍，有些
如今已沦为世间仅存之孤本。”
李勇慧说。

据介绍，将《顾鹤逸藏书目》
与现有其他目录，尤其是与《中
国古籍善本书目》核查可知，许
多为目前国内图书馆无藏，如宋
刻本《字苑类编》、宋刻本《胡曾
咏史诗》、宋刻本《续名臣碑传琬
琰录》、抄本《本草元命包》、抄本

《象象金针》、抄本《太白阴经》、
吴骞抄并跋的《诗经泽书》等；更
有大量的是国内仅一两家图书
馆见藏的稀见之本，如抄本《北
征录》、《南渡录》、《今韵正义》、

《韩诗遗说》等；甚至还有许多见
诸各目录的版本是晚于或劣于
顾氏藏书者，如宋刻本《列子口
义》、宋刻本《针灸资生经》等，其
版本价值之高由此可略见一斑。
这些藏书大多精美异常，如明钱
榖精楷手抄《唐朝名画录》一卷，
钱榖，字叔宝，亦是吴中人士，以
精抄图书名于世。顾鹤逸所藏的
这部书是钱叔宝二十八岁时抄
写的，字体娟秀超逸，具有晋人
风致。此书等同于法帖，极为珍
贵。谢国祯先生评此书“一展卷，
而纸白如玉，墨光如漆，铁画银
钩，笔笔俱到，珠光宝气，光彩夺
目，不觉老眼之欲明，为之心旷
神怡，洵吴门之风范，珍贵之文
物也。”

李勇慧说，顾鹤逸藏书，多满
纸丹黄，历代藏家、版本目录学家
浓圈密点，精批细校，毛晋、何焯、
朱彝尊、王士禛、鲍廷博、翁方纲、
吴翌凤、黄丕烈、孙星衍、顾广圻、
莫友芝……难以胜数。这些批校、
题跋，既是藏书家们枕经宿史、精
心校雠的心血结晶，又体现了古
代文化遗产辗转流传之不易，愈
发令人感慨顾氏保藏古籍的可
贵。其中，宋苏辙撰宋刻本《龙川
略志六卷龙川别志四卷》和宋朱
熹、李幼武辑宋刻本《字苑类编》，
后被南京图书馆购得，已入选国
务院2008年3月公布的首批《国家
珍贵古籍名录》。

本报记者 张向阳

6月4日，宋版《锦绣万花谷》全八十卷领衔的179种、1292册过云楼藏

历代古籍善本举槌开拍，以2 . 16亿成交刷新古籍拍卖纪录。据悉，2005年

这批过云楼藏书曾以2310万元成交，创当时中国古籍拍卖最高价。“过云

楼藏书”有哪些历史价值，又有哪些曲折坎坷的遭遇？山东省图书馆副

馆长、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李勇慧博士向记者讲述了

过云楼的如烟往事。

““过过云云楼楼藏藏书书””刷刷新新古古籍籍拍拍卖卖纪纪录录，，省省图图专专家家揭揭秘秘———

百年风雨过云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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