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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周余姣

摘　 要　 潘天祯，版本目录学家，其一生为我国古籍整理和保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尚未见研究

其生平、著述与贡献的专文。 文章对其早年求学与从事图书馆职业的相关史实进行了梳理，对其在古

籍保护事业上的贡献进行了概括，如担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副主编，倡议编辑《中国古籍现存书目》，
致力于古籍的收藏、保存和利用等。 在个人著述方面，潘天祯参与了古籍研究领域内一些悬而未决的

问题的讨论，如“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否是锡活字本”等，并积极推动对汲古阁藏书的研究，也指出了

前人研究中的不足，其严谨的学术态度给后人以深刻的印象。 参考文献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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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天祯（１９１９—２００４），版本目录学家，曾担

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副主编，获 “突出贡献

奖”，为我国古籍整理和保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

献。 目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主编顾廷龙、副
主编冀淑英等人都获得了学界研究人员的普遍

关注，但迄今尚未见研究潘天祯生平、著述与贡

献的专文。 笔者曾受命为潘天祯编写一人物介

绍短词条，现依据可见的材料，拓展成篇，以概述

其生平、贡献与学术成就。

１　 潘天祯生平

１ １　 早年求学

１９１９ 年 ５ 月潘天祯出生于四川省荣昌县（今
为重庆市荣昌区），岁余丧母，家贫，父亲靠经营

小本生意为生［１］（编后记） 。 １９３８ 年入读成都府属联

立中学（现为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该校为当

时的名校。 １９４１ 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时在重

庆）历史系就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贺昌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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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二人为四川老乡，且还是成都联立中学之校

友。 其时，中央大学历史系的名师还有沈刚伯、韩
儒林等。 １９４５ 年贺昌群任系主任，同年潘天祯也

毕业留校任历史系助教。 该年贺昌群曾有诗《赠
潘谈二君》，诗云：“于今因见古人情，情如江海义

如云。 五更鼓角天初晓，三巴风雨送归人。” ［２］ 此

诗中的“潘”即潘天祯，“谈”即谈运泽，二人当时

均为中央大学历史系助教。 谈运泽在校时师从

韩儒林教授治蒙元史研究［３］ ，１９５０ 年后任职湖北

省教育厅，曾为湖北教育学院图书馆负责人。 在

校期间，潘天祯还曾与昌彼得（后来成为台湾地

区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同学，二人时常饮酒，相
处非常融洽［４］ 。 １９４７ 年初，潘天祯受贺先生指导

写作的学术研究长文《东吴之开发与山越之关

系》 ［５－６］发表，论述长江流域开发史上东吴平讨山

越这一值得探讨的史实，展现了其在史学研究上

的成绩。

１ ２　 图书馆职业生涯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２７ 日，贺昌群被任命为国立南

京图书馆馆长，３ 月到馆工作。 潘天祯于 １９５０ 年

随其师贺昌群进入国立南京图书馆工作，开始其

图书馆职业生涯。 １９５４ 年，贺昌群北上，担任社

科院图书馆副馆长，潘天祯仍留在南京图书馆工

作，历任采访部兼特藏部副主任、参考研究部副

主任、古籍部主任、副馆长等职。
１９５２ 年，贺昌群曾组织人员将原中央图书馆

运往台湾地区的善本书籍 １３ 万册编印成《国立

南京图书馆善本书草目》八厚册备查［７］ ，这是该

馆在古籍保护事业上的一件大事，虽古籍被运往

台湾地区，但编成目录至少有目可查。 １９５４ 年

春，潘天祯与王庸、邱克勤、钱亚新奉派前往北京

学习、参观，途经济南时参观山东省立图书馆，在
北京时参观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人
民大学图书馆等［８］ 。 同年国立南京图书馆改为

省馆后，为减轻该馆藏书负担，文化部等上级机

关指令该馆往外调书。 该年 ５ 月，北京图书馆与

南京图书馆共同拟定了《北京图书馆选提南京图

书馆藏书计划草案》，共提取了 ６１６，３００ 册，其中

大部分是近现代书刊，也有一定数量的古籍，提书

工作于 １９５５ 年 ２ 月结束。 提书造有目录清册 ４
份，在清册末页署“移赠机关南京图书馆，经办人

潘天祯； 受赠机关北京图书馆， 经办人杨殿

珣” ［９］（９９） 。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潘天祯任苏州图书馆馆长。 ７

月参加文化部留苏研究生考试，馆务由丁肇辙代

理，１１ 月即调离［１０］（１７６） 。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１９６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潘天祯在北京文化学院第二期图书

馆研究班学习，同学中有昌少千、李文谟等人［１１］ 。
该研究班结束后，由潘天祯执笔，结合当时学习毛

泽东著作的运动，写下《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图书

馆工作者的首要任务》 ［１２］ 一文。 １９６０ 年，潘天祯

参与点校《江苏省通志稿》，但遗憾的是该稿未获

出版［１３］ 。 １９６２ 年 ２ 月 １２ 日至 ２１ 日，潘天祯陪同

北京图书馆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参观镇江、无锡、
苏州等地的藏书与文博机构。 赵万里在其《南行

日记》有如下记录：“潘天祯同志送我去车站。 几

天来，天祯同志对我工作上帮助，生活上照顾，真
是无微不至。 上车前，除向他致谢外，并请他回到

南京后，向江苏省文化局周邨局长，南京图书馆汪

长炳馆长、陈毅人副馆长代达谢意。” ［１４］ １９７７ 年，
潘天祯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工作，其
时他刚刚做完胃切除手术不久。 １９７９ 年至 １９８４
年，潘天祯担任南京图书馆副馆长［１５］ ，工作更为

繁忙。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
潘天祯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自 １９８０ 年起，潘天祯担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副主编，负责子部的复审和定稿工作，后获“突出

贡献奖”。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在庆祝汪长炳、钱亚新二

老从事图书馆工作六十年的茶话会上，潘天祯回

顾了二老的贡献后强调：“我们应该学习二老热

爱图书馆事业，数十年如一日为图书馆事业献出

心血的工作精神；应该学习二老勇于探索，刻苦钻

研，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１６］ 事实上，潘天祯也

是这样做的。 南京图书馆保留的一份职员信息表

上，在“潘天祯”名字的后面写着“做事认真负责，
但有浓厚的优越感。” ［１７］ １９８７ 年，潘天祯被评为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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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馆员，全国图博六级。 １９９２ 年享受国务院发

放的特殊政府津贴，２０００ 年享受有成就的老专

家、老艺术家的特殊津贴。 ２００１ 年初，自编文集

《陋室存稿》，以《潘天祯文集》为名被收入“芸香

阁丛书”和“南京图书馆百年文丛”出版。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６ 日，因胃癌抢救无效潘天祯于江苏省人民

医院病逝［１８］ 。

２　 潘天祯与古籍保护事业

潘天祯接受的是严格的史学教育，师从名师

贺昌群。 曾担任短暂的史学教学工作，自 １９５０ 年

进入国立南京图书馆起，从事的都是与古籍研究

相关的工作，他的学术人生与“古籍”二字是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其与古籍保护相关的主要工作

如下。

２ １　 担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副主编

１９７５ 年 １０ 月，周恩来总理在病重期间做出

指示“要尽快地把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出来”。
１９７７ 年 ４ 月，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进行编目

试点工作，其后又由上海、浙江、江苏等地进行联

合试点的工作，南京图书馆参与其中。 １９８０ 年 ５
月，由主编顾廷龙、副主编冀淑英和潘天祯领导

的 ３０ 多位编委在北京开始汇编工作。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征求意见稿）开始编

印，顾廷龙负责经部、史部，冀淑英负责集部和丛

书，潘天祯负责子部。 １９８３ 年 ４ 月 ２１—２８ 日，在
安徽黄山召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主任

扩大会议，潘天祯作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复审

工作报告，这次会议还组成以主编顾廷龙、副主

编冀淑英和潘天祯为首的 １０ 人定稿班子。 为了

做好定稿工作，冀淑英、潘天祯和沈燮元等在上

海常住达三四年之久［１９］ 。 对于《中国古籍善本书

目》，三人都付出了极大的辛劳，如顾廷龙从 ７４
岁工作到 ９２ 岁 ， 冀淑英从 ５７ 岁工作到 ７５ 岁，
潘天祯从 ５８ 岁工作到 ７６ 岁［２０］ 。 虽年老多病，但
他们将精力尽瘁于斯，让人感佩。 在整个编纂过

程中，江苏省的工作是进展比较快的，做到了“对
善本书逐本过堂，经两个人签字，验收严肃认真，

保质保量” ［２１］ 。 曾有记载：１９７９ 年 ４ 月，潘天祯

曾率领江苏省善本书验收小组到苏州市各馆验

收［１０］（１８６） 。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潘天祯与沈燮元、
宫爱东应邀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发行

大会和编委会主任委员扩大会议。 １９９４ 年，《中
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出版。

潘天祯负责的子部为上下两册，内页有“一
九九四年十二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字样［２２］ 。
该书著录了 １２，２９４ 种子部善本，分为总类、儒家

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
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小说类、类书类、
释家类、道家类 １５ 大类，其下再分为各小类。 各

书之著录按照《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编例［２３］ 要

求，先书名、次卷数、次编著注释者、次版本、次批

校题跋。 丛书及汇编之书，子目均按照原书目录，
依次胪列。 书后附有藏书单位代号表和藏书单位

检索表，以利查找。 一书有多个藏书单位的，一一

标出。 经过近二十余年的努力，《中国古籍善本

书目·子部》得以问世。 自此，南京图书馆在子

部古籍书目编制上奠定了学术地位，也培养了一

批年轻人，如宫爱东等。 １９９４ 年，国家古籍整理

出版规划小组所主持的《中国古籍总目》 （子部）
［２４］的编纂仍由南京图书馆承担，并由宫爱东担任

总目编纂委员会常务委员。

２ ２　 倡议编辑《中国古籍现存书目》
１９８１ 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

指示》，古籍整理与研究提上日程。 南京图书馆

的汪长炳先生结合当时的状况，也曾提出整理古

籍刻不容缓［２５］ 。 １９８２ 年，《文献》杂志组织了一

次关于古籍整理的笔谈，汪长炳和潘天祯在笔谈

中倡议“充分利用有利条件，趁老一代人尚在的

时机，由国家统一组织编成一部质量较好的《中
国古籍现存书目》，为有计划整理古籍打好基础，
为开展科学研究创造条件，为后代人查考准备工

具，都是十分必要而且有可能实现的” ［２６］ 。 而具

体的设想是：“根据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

经验，我们以为要着重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一、
在中央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强有力的领导下，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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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个人数不多、作风正派、既懂古书编目业务、
又有组织能力的专门班子，负责编目的具体组织

工作；二、要大力培训一批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知

识、有比较顺利地阅读唐宋人文章的能力、基本

上掌握古籍编目特点的干部队伍，各省都要有，
这是保证编目质量，顺利进行工作的关键；三、由
于历史原因或帝国主义的掠夺，我国古籍散佚在

国外的不少，要通过各种渠道复制回国，寄存国

外的要收回；四、邀请台湾省有关单位和有关人

士参加编目，共同为编成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

古籍现存书目》贡献力量。” ［２６］ 该建议提到海外

中华古籍的回归问题以及联合台湾地区的力量

编目，非常有远见，但限于条件，当时未被采纳。
直到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古籍

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上，与会者又提出应着手编纂

《中国古籍总目》和《中国古籍总目提要》，并由国

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持。 ２０１３ 年，《中国

古籍总目》终得出版，汪长炳、潘天祯这一倡议才

最终实现。

２ ３　 为图书馆做好古籍及其他文献的收

藏、保存和利用工作
１９６７ 年，南京图书馆得悉镇江一家造纸厂准

备将各单位清理送交的大批旧书化为纸浆，即派

潘天祯、纪维周、朱偰、杜信孚等 ４ 人前往挑选，后
从堆积如山的旧书刊中，挑选出旧平装书、古籍

等分装三卡车运回馆内整理入藏［９］（９８） 。 潘天祯

还曾为南京图书馆购买重要古籍多种，如 １９９２ 年

促成南京图书馆以 ４０ 万元人民币购买苏州顾氏

过云楼藏书，共 ５００ 余部 ３０００ 余册，并完成了该

藏书的部分编目整理工作［２７］ 。 实际上，１９９１ 年

秋南京图书馆即购得顾氏过云楼藏书 ５４１ 部［２８］ 。
为做好古籍的保护工作，潘天祯从 １９５０ 年就

关注过古籍修复工作。 文革后，潘天祯将邱晓刚

引入古籍修复的领域［２９］ ，并向修复国手张士达举

荐邱晓刚、杨来京、毛俊义，使邱晓刚等得以成为

张士达之关门弟子和一代修复能手。 在古籍利

用方面，潘天祯为太平天国史料编委会、农业遗

产研究室、紫金山天文台、南京师范大学等多个

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提供专题资料，受
到广大研究人员好评［３０］ 。 此外，对于其他文献利

用需求，潘天祯也予以方便。 据孔夫子旧书网一

份材料显示①，１９６５ 年 ６ 月 １２ 日潘天祯应《农业

机械文摘》编辑室请求，帮忙核对南京图书馆所

藏 １９６２—１９６５ 年有关杂志、论文集的目录。

３　 潘天祯著述述略

潘先生勤于笔耕，为文多为万字以上的长文，
其论著多系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编目实践

工作中认真思考、仔细推究而来。 《潘天祯文集》
收入了其大部分论文，翻阅该文集可知其所关注

的领域主要是书史、藏书史和印刷史等，有小中见

大、考订精细、论据充足等研究特点。

３ １　 关于“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否是锡

活字本”论争
　 　 潘天祯治学严谨，不著一字空文，多考证之

文，如考证无锡会通馆是锡活字，反复论证。 早在

１９５８ 年，印刷史专家张秀民先生在其《中国印刷

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文中提出：“至于明朝是否

沿用锡活字印书，文献未详。 不过《华燧传》有

‘范铜板、锡字’一句，华氏会通馆除铜字外，似乎

也铸过锡字。” ［３１］但限于资料，张先生未能坚持己

说。 潘天祯在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过程

中，对古代活字印本进行过一些探索。 他认为：
“古代的铅活字印本，大致已经失传；至于锡活字

印本，不但没有亡失，而且是我国现存的最古的汉

文活字印本。” ［１］（５５） 他于 １９７９ 年撰写的《明代无

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本》一文，以四篇不同的

华燧传记为主要论据，证明锡活字本的存在。 该

文发表后，张秀民先生曾与之往返商榷，潘天祯又

著有《再谈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本》《三
谈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本———答张秀民

先生》二文反复申说。 后还曾于 ２００１ 年撰《四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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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华燧锡活字

印书的探索始末》，并质疑缪咏禾《明代出版史

稿》中的观点。 但潘天祯的观点并未得到其他学

者的认同，曹之认为“潘氏不因袭旧说，自成一家

之言，精神可嘉，然有以下数端可商榷” ［３２］ ，不赞

同其说；同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副主编的冀淑

英也 认 为 “ 华 氏 会 通 馆 的 印 本 为 铜 活 字 印

本” ［３３］ 。

由于古代印刷的实物和工具较为缺乏，相关

的研究只能凭借一些零星文字记载，学者们在此

方面的研究要取得确证极为艰难。 潘天祯曾对

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提出较多问题［３４］ ，张秀

民曾予以回应［３５］ ，潘天祯又予以再商榷［３６］ 。 上

一代学者治学严谨多类此，如张秀民先生对于雕

版印刷开始于唐初贞观说，也曾在十年间通过再

论、三论加补记的方式不断申说论证［３７］ 。 对于

“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本”这一观点 ２０ 余年的坚

持，潘天祯也曾说明其心路历程：“当时编辑怕引

起论争，要求删掉，笔者未允。 确如编辑所料，拙

文发表二十多年来，获得许多学者的关注，引起

不少争论，笔者又写了《再谈》和《三谈》，现在面

对的是《明代出版史稿》这部大著……笔者年逾

八旬，体弱多病，查书也不方便，只能在陋室再写

一点，作为《四谈》……” ［３８］ 当然，潘天祯也意识

到“如果没有从华燧墓中发掘出当时的活字实

物，或用现代科技检验出印本上的金属品种，讨

论可以告一段落了” ［３８］ 。 其治学的严谨、孜孜求

证可见一斑。 他指导的函授学生徐苏回忆了他

指导论文时说的话：“糊涂呀！ 研究要以论据说

话，不是以推论说话。 论文怎么能这样写，不作深

入的研究，搜寻有说服力的实证，用统治者不重

视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这样的推论，就能作为活

字印刷术发展缓慢之因的结论吗？ 你是混论文，

而不是做论文！” ［３９］ 这充分体现出其治学的严谨

态度。 ２００７ 年，“南京图书馆百年文丛”系列的同

仁文集将潘天祯《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

本》一文收入［４０］ ，可见学界同仁仍认可此文为其

代表作。

３ ２　 对汲古阁藏书的研究

明代的汲古阁在我国藏书与印刷史上占有

重要的地位。 该阁主人毛晋不仅藏书，而且还刻

书、抄书，使汲古阁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

名词。 有鉴于汲古阁在我国书史上的地位，潘天

祯特别注意对汲古阁及相关人士的研究。 他认为

“明清之际，常熟毛氏汲古阁是我国突出的私家

出版兼藏书事业的室名，历时约百年，中外鲜有。
起万历之季，毛晋创业，迄顺治十六年晋卒，垂四

十年。 主要继承者是晋幼子毛扆，享高寿，终生从

事校补家刻，访求传抄宋椠名钞，至康熙五十二年

阁业始衰。 可惜迄今无一部系统的汲古阁史，是
我国书史的遗憾，有待补撰。” ［１］（２８２） 为此他的研

究涉及毛晋、毛扆等人的生平事迹、汲古阁藏书的

去向、汲古阁本《说文解字》的刊印源流、《汲古阁

珍藏秘本书目》研究等等，较为深入。 潘景郑在

校订毛晋《汲古阁书跋》时也曾为毛晋子孙搜辑

部分遗文，搜辑毛扆二十六篇［４１］ 。 潘天祯在此基

础上广肆搜稽毛扆书跋，共得百篇，按四部排列，
略加附注，注明出处，辨析出《诗经阐秘》等三种

是伪跋［１］（２８２－３２７） 。 这也是潘天祯在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对汲古阁研究的贡献。
对汲古阁的研究是书史和印刷史研究领域

的一项重要专题，如今也得到较多年轻学者的注

意，不少硕士学位论文以此为题，如赵鑫的《毛晋

毛扆书跋研究》 ［４２］ ；也有相关的研究被立为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如近几年的“汲古阁藏书、刻书、
抄书研究”“汲古阁刊刻集部书籍研究” “汲古阁

汇纪”等研究，假以时日，当可朝着潘天祯所谓的

“系统的汲古阁史”前进了。

３ ３　 为前人研究指谬

据徐忆农回忆：“潘先生常说，有问题的东西

才值得写，并强调要从第一手材料出发，实事求

是，不要人云亦云，更不要迷信所谓‘权威’的说

法。 他时常向我们介绍老一辈史学家陈寅恪、陈
垣、顾颉刚等先生的治学方法，尤其赞赏陈寅恪先

生 主 张 的 搞 学 术 研 究 要 有 ‘ 独 立 之 精

神’。” ［１］（编后记） 诚如所说，在潘天祯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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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多辨析考证之文。 其另一篇重要学术论文是

《扬州诗局杂考》。 潘天祯于 １９８２ 年春节开始起

草该文，８ 月改稿，１０ 月以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三次

科学讨论会论文小册子形式印刷，论文编号为第

５９ 号。 后正式发表在《图书馆学通讯》１９８３ 年第

一期上。 文中根据曹寅、李煦两家档案及有关史

料，介绍了扬州诗局的始末及刻书情况，对所谓

“殿版”“康版”作了考证，指出了金植、陶湘、谢国

桢之误［９］（２３５） 。 １９９３ 年，潘天祯还曾撰写《〈扬州

诗局杂考〉后记》，继续跟进该研究，前后历十余

年。 又如学界有观点认为［１］（１１１） “《萝轩变古笺

谱》约早于《十竹斋笺谱》十九年” “《十竹斋笺

谱》是受《萝轩变古笺谱》影响”，潘天祯经过认真

分析，提出“在没有确凿证据以前，仅凭笺谱序年

先后，将饾版与拱花的发明创造归之萝轩，显然

证据不足；反之，认定应属胡正言，也欠更确切的

证据。” ［１］（１１６）其他如对《容斋逸史》的作者洪迈进

行订补［１］（２２－３４） ，在张静庐的基础上考订中国近代

第一份女报———《女学报》 ［１］（１９６－２００） ，商榷张秀民

的《中国印刷史》 ［１］（３５－５４） ，质疑谢国桢仅凭天一阁

藏本《杏花村志》扉页所钤印的“金陵十竹斋发

兑”就认定 “是书由金陵胡曰从十竹斋开雕刊

刻” ［１］（１０８－１２２）的观点等等。 潘天祯心细如发，为学

颇有老吏断狱之风，有疑处决不放过。 在论文中，
潘天祯主张言必有据。 其行文中常见有“作为学

术问题讨论可以，但不能作为印刷术发明时间的

可靠依据”“作为旁证可以，仍不是直接的可靠证

据” ［３６］ 。 因此，在论述中，潘天祯也很注意提供证

据，常道“因未见原书，不便讨论”。 为此，他尽可

能在其论文中提供相应的影印件以为说明。 如

其在探讨《题奏事件》时附录了 “《题奏事件》乾

隆三十八年版”“南图藏公慎堂活字印单张”几种

活字影印件［４３］ ，以为凭证。 潘天祯还补充了对胡

正言、毛扆的家世生平的研究，丰富了我国印刷

史的人物研究。
潘天祯的这些研究，跟南京图书馆丰富的古

籍特藏有莫大的关系，如该馆的馆藏精品有明代

活字印本《璧水群英待问会元》、明活字本《晏子

春秋》、清道光二十六年翟金生泥活字印本《仙屏

书屋初集诗录》等；明代彩色套印版画的代表作

《十竹斋书画谱》、清芸叶盦刻六色套印本《杜工

部集》、明万历四十八年闵齐伋刻三色套印本《楚
辞》等；明“汲古阁”刻本《筠溪牧潜集七卷》、“汲
古主人”递藏的明代抄本《乐府雅词三卷拾遗二

卷》以及中国最早的妇女报纸《女学报》等［４４］ 。

由此也可看到，研究必须建立在丰富的文献的基

础上，不能有任何投机取巧的想法。

４　 结语

关于潘天祯先生的著述，辛德勇曾评价“个

别学者如江苏的潘天桢（祯）先生，虽然提出过很

好很重要的新见解，但却根本不被撰述通论性著

述者特别是那些研究印刷史和版本史的大专家

所理睬。” ［４５］这也是让人比较遗憾的地方。 笔者

认为可能跟潘先生所做的研究多是纠谬，未能建

立系统的体系以及总体上著述相对较少有一定

的关系。 充当“学术警察”，固然可以纠谬拨乱，
但于系统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有所妨碍。 总体著

述相对较少，是因为潘先生非常严谨，分外注意个

人学术论文与集体产物的分界线，正如他所言：
“工作上的问题，和有关同志共同处理，所写材

料，不辑入此稿。 工余探索的问题，苟有所得，写
成小文，与学界交流，虽尝尽绵薄，实不足以言著

作。” ［１］（自叙） “《书目》 （指《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乃集体编辑，理当统一著录，参加工作者有不同意

见，可以保留，但不能各行其是，这和学术讨论是

两回事。” ［４６］经这样严格的筛选，属于个人著述的

部分自然相对较少。 尽管如此，潘先生的一些学

术考证，如对汲古阁本《说文解字》刊刻情况的推

测，也获得了学者的认同［４７］ 。 在编制完成《中国

古籍善本书目》 （子部）之余，在一些学术问题上

自出机杼，坚持自我，潘先生独立的学术精神、严
谨的学术态度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自 ２００７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行以来，
我国的古籍整理与保护事业蒸蒸日上，对古籍整

理与保护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物理当引起研究

者的注意。 巧合的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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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副主编，冀淑英为赵万里（字斐云）的弟子，潘
天祯为贺昌群（字藏云）的弟子，都是笔者所要研

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 ［４８］ 的传人，称他们

为“平馆学人二代”实不为过。 赵万里先生还是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顾问之一。 国家图书馆

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出版的“芸香阁丛书”收入顾廷

龙、赵万里、冀淑英、潘天祯四人的文集，四人分别

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顾问、主编和副主编，

赵、冀、潘还是笔者所谓的“平馆学人及二代”。
“遗编一读想风标”，笔者走笔至此，似可想见在

一片芸香之中，潘天祯在其“陋室”中摩挲古籍，
尽显“汲古”之雅意。 本文拟抛砖引玉，希冀学界

同仁对潘天祯其人其学开展更多的研究。

致谢：本文承南京图书馆研究部研究馆员徐

忆农女士审阅并提供相关信息，特此申谢！

参考文献

１ 潘天祯．潘天祯文集［Ｍ］ ．上海：上海科学技

术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 贺昌群．贺昌群文集第 ３ 卷文论及其它［Ｍ］ ．
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６２８．

３ 谈运泽．追忆三则［Ｇ］ ／ ／ 陈得芝，等．朔漠情

思———历史学家韩儒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００：７５－７６．
４ 沈津． 一掬 笑 容 何处 寻，千秋 矩 矱 仰前 形

［Ｇ］ ／ ／ 沈津．书海扬舲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１６：１１－１８．

５ 潘天祯．东吴之开发与山越之关系（一） ［ Ｊ］ ．
读书通讯，１９４７（１３１）：８－１１．

６ 潘天祯．东吴之开发与山越之关系（完） ［ Ｊ］ ．
读书通讯，１９４７（１３２）：６－２４．

７ 乔象钟，许 荏 华． 著 名 史 学家 贺 昌 群先 生

［Ｇ］ ／ ／ 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

文选编纂委员会．南雍骊珠 中央大学名师传

略．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１２２．

８ 钱亚新．钱亚新别集［Ｍ］ ．南京：南京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１３：３０５．
９ 卢子博．南京图书馆志 １９０７—１９９５［Ｍ］ ．南

京：南京出版社，１９９６．
１０ 徐雁，许晓霞．苏州图书馆百年回眸（１９１４—

２０１４）［Ｍ］ ．苏州：古吴轩出版社，２０１４．
１１ 湖北省图书馆建馆八十周年 １９０４—１９８４

［Ｍ］ ．武汉：湖北省图书馆，１９８４：１９６．
１２ 潘天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图书馆工作者的

首要任务［ Ｊ］ ．图书馆学通讯，１９６０（６）：２７
－３０．

１３ 诸葛计．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下） ［Ｍ］ ．桂
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８１９．

１４ 赵万里．赵万里文集 第二卷［Ｍ］ ．北京：国家

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１２：５３５．
１５ 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志续编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

［Ｍ］ ．南京：南京出版社， ２００６：１５６．
１６ 祝贺汪长炳 钱亚新两同志从事图书馆工作

六十年 南图、省学会举行茶话会［Ｊ］ ．江苏图

书馆工作，１９８３（４）：５３－６０．
１７ 韩雨霁．南图晒出钱钟书当年的工资表［Ｎ］ ．

现代快报，２０１７－１２－０２（Ｆ５） ．
１８ 佚名．潘天祯先生逝世［ Ｊ］ ．新世纪图书馆，

２００４（２）：７３．
１９ 顾廷龙．顾廷龙全集 文集卷 上［Ｍ］ ．上海：上

海辞书出版社， ２０１５：３６３．
２０ 骆伟．春华秋实———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的编辑工作历程［Ｊ］ ．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０（６）：
２８４－２８８．

２１ 谭祥金．誓将总理遗愿化宏图———全国古籍

善本总目编纂工作进入总编阶段［ Ｊ］ ．图书

馆学通讯，１９８０（１）：２６－３０．
２２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中国古籍善

本书目（子部） （全二册） ［Ｍ］ ．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３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中国古籍善

本书目（经部 １） ［Ｍ］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 １９８６：编例．
２４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

（子部）［Ｍ］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５ 汪长炳．整理古籍刻不容缓［ Ｊ］ ．江苏社联通

讯，１９８２（１）：６－７．

２８

２ ０ １ ９  ４

总第１２４期



２６ 汪长炳，潘天祯．建议编辑《中国古籍现存书

目》［Ｊ］ ．文献，１９８２（１）：１７－１８．
２７ 叶建成．过云楼［Ｍ］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１７３－１７４．
２８ 徐忆农．宋绍定三年钱塘俞宅书塾刻本《乖

崖张公语录》 ［Ｎ］ ．光明日报，２０１３ － ０７ － ０２
（０１３） ．

２９ 邱晓刚．张士达与《蟠室老人文集》［ Ｊ］ ．国家

图书馆学刊，２００７（４）：９３－９４．
３０ 《江苏文化年鉴》编纂委员会．江苏文化年鉴

２００４［Ｍ］ ．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１８．
３１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Ｍ］ ．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６９－７０．
３２ 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Ｍ］ ．武汉：武汉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５：５７２．
３３ 冀淑英．冀淑英古籍善本十五讲［Ｍ］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６８．
３４ 潘天祯．唐、五代江苏印刷史料校释———读

《中国印刷史》札记［Ｊ］ ．江苏出版史志，１９９２
（１）：１０８－１１３．

３５ 张秀民．对《读〈中国印刷史〉札记》的商榷

［Ｍ］ ／ ／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中国印刷及设备

器材工业协会．中国印刷年鉴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北
京：印刷工业出版社， １９９４：３３４－３３５．

３６ 潘天祯．《对读〈中国印刷史〉札记的商榷》之

商榷［Ｊ］ ．江苏图书馆学报，１９９９（６）：２９－３２．
３７ 张秀民．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Ｃ］ ．北京：印

刷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８：３２－５０．
３８ 潘天祯．四谈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

字———华燧锡活字印书的探索始末［ Ｊ］ ．江

苏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２（２）：４５－４９．
３９ 徐苏．把冷板凳坐热———一个图书馆员的感

悟［Ｊ］ ．新世纪图书馆，２０１２（１２）：８５－８８．
４０ 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同仁文集［Ｍ］ ．南

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３２－２３８．
４１ ［明］毛晋．汲古阁书跋［Ｍ］ ．潘景郑，校订．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５：序言．
４２ 赵鑫．毛晋毛扆书跋研究［Ｄ］ ．南京：南京师

范大学，２０１８．
４３ 潘天祯．乾隆、嘉庆年间所印日报《题奏事

件》的发现［Ｊ］ ．文物，１９９２（３）：８２－９１．
４４ 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记忆［Ｍ］ ．南京：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４５ 辛德勇．咸丰九修《毘陵徐氏宗谱》在中国古

代的铜活字印本问题［Ｇ］ ／ ／ 宫晓卫，韦力．藏
书家 珍藏本 １１－１３ 合订本 上． 济南：齐鲁书

社， ２０１４：１１９－１２０．
４６ 潘天祯．再谈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

［Ｊ］ ．北京图书馆馆刊，１９９３（Ｚ２）：６５－７０．
４７ 林宏佳．《汲古阁说文订》写作模式试探：兼

谈汲古阁《说文》的评价［ Ｊ］ ．传统中国研究

集刊（第十一辑），２０１３：２４２－２６７．
４８ 周余姣．以书为师，因业成缘———国立北平

图书馆学人群体研究述略［ Ｊ］ ．图书馆，２０１８
（１）：４１－４７，５８．

（周余姣　 副教授　 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

院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１８

３８

·图书馆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