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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文摘要

在唐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和认真组织下，唐代国家藏书成就非凡。唐代统治

者重视文化建设，重视国家藏书建设，实行多种积极政策，设立专门机构和专职

人员进行图书的征集、编著与整理，使国家藏书事业空前发展。唐代国家藏书的

大发展，标志着唐代社会文化的大发展，是唐代精神文化建设的大成就。

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历史学角度对唐代的国家藏书进行较为系

统的论述．全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唐代国家藏书的盛衰．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唐

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国家藏书，积极进行国家藏书的搜集、整理及编著工作，取得

了很大成绩；第二部分从客观和主观等方面对造成唐代国家藏书毁损的原因作了

一些分析。

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唐代的国家藏书机构及其体制。具体研究了唐代的主要藏

书机构，从建置、职官、职掌、藏书量等方面对主要的七大藏书机构分别作了简

要探讨，并对藏书体制作了总体评述。

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唐代国家藏书的特点及其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得失。文章首

先大致介绍了唐代国家藏书的特点，进而着重论述了唐代国家藏书发展对文化建

设起到的积极作用，同时对国家藏书存在的弊端作了简要分析。

第四章主要论述了唐代统治者对国家藏书的认识问题。概括性地总结国家藏

书价值之高，尤其是其中的史籍藏书，为唐代统治者提供了许多前朝兴亡成败的

经验教训，为治理国家提供了鉴戒。从主要皇帝重视史籍藏书的认识上，说明了

唐代统治者对国家藏书的认识水平的确很高。

关键词：唐代：国家藏书；藏书机构；藏书体制：文化建设；藏书价值；认

识水平



， 些奎查兰至主兰丝兰苎

Under the ruler's great attention and organizing conscientiously in the Tang

DyI嗨the achievement of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w蠲outsmding in the Tang

Dynasty．The ruler paid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Tang Dynasty,paid

auention to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consmE'tion,implemented many kinds ofpositive

policies，set up the collection that specialized agency and full-time staff carry on the

。。——books,write and putting in order,make the undertaking of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develop unprecedentedly．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of the

Tang D=m笛哆，mark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social culture ofthe Tang Dynasty,it is a

greatachievement ofthe spiritu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the Tang Dynasty．

This text carries on the comparatively systematic argumentation to the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in the Tang Dynasty in terms of history Oil the basis of forefathers'

research results．The full text divides into four chapters altogether：

Chapter one described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of

the Tang Dynasty mainly．Divided into two parts：First part explain mainly the ruler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in the Tang DY唧It carried on the

collection,arrangement of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and wrote the work actively,have

made very big achievements；Second part from the respect tO causing the reason that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were damaged tO do some analysis in the Tang Dynasty such

as being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Chapter two described the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organization and system ofthe

Tang Dynasty mainly．Main collected books organization of the Tdng Dynasty such its

concrete research,make brief discussion from construction,officials．in charge of,

collected books amount respect to mare seveil major collected books organization

respectively,and has commented overall to the system ofthe collected books．

Chapter three described the characteristic and gain and loss in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of the Tang Dynasty mainly．The article has

roughly introduced the characteristic of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ofthe Tang Dynasty at

first,and then described the positive role played to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development ofthe Tang Dynasty emphatically,the drawback ex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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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at the sarfle time has made a briefanalysis．

Chapter four described the problem of perception to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of

ruler in the Tang Dynasty mainly．Generality summarized value of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high'especially the historical books among them,have offered a lot of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the ancient emperor's success or failure to the ruler in the

Tang D)啷have offered reference in order to manage the country．From the attitude,

which the main emperor paid attention to historical book ofcollected books very much,

it proved that the level of the rulers’understanding to national collected books was

really high very much in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Tang Dynasty；National collected books；Collected books organization；

Collected books system；Cultural construction；Cultural construction；Value of

collected books；Level of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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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二十世纪初叶，随着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的传播，中外学术界开始将有唐一

代的历史作为专门领域进行探讨和研究，迄今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回顾近百年的

学术历程，从整体上考察，不难发现，学术界对唐代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探研得

比较多，成果也最为集中，相比之下，对唐代文化的探研则比较少．这种状况与

唐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很不相称，因此

一必须加强对唐代文化的研究，深入探讨有关唐代文化的诸多课题．一⋯⋯一
唐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鼎盛时期，其藏书文化也蔚为大观，尤其是当

时的国家藏书事业，作为重要的社会发展成果和精神文化成果，对唐代的政治、

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和影响，也是唐代文明乃至中国古代文

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唐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国家藏书建设，对国家藏书重要性

的认识水平很高，使得国家藏书成为唐代藏书文化的突出亮点，因此探索和研究

唐代的国家藏书是很有必要的，也有明显的学术价值。

迄今对唐代藏书文化的研究，以图书馆学界和文献学界取得的成果较多。这

些成果或专门研究藏书家，或研究藏书机构体制，或考证图书的版本、印刷和流

传等，也有藏书史话一类的著述．如研究唐代藏书机构和体制的成果有：郑伟章

先生的‘唐代藏书机构考》1、孙永如先生的‘唐代史馆官员设置初探》。、单永华

先生的《唐代中央藏书体制管窥》3；侧重研究唐代藏书情况与藏书家的成果有：

刘汝霖先生的《隋唐五代时期的私家藏书》‘、蔡晓初和谷茂兰先生的<唐代藏书

述考》5、杨建华先生的‘唐代官府藏书的搜集与整理》‘、韩淑举先生的《隋唐佛

寺藏书初探》7、曹之先生的‘隋唐五代抄书考略》8和《唐代藏书家考略》’、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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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雄先生的《汉唐书厄述略》1及刘玉峰先生的‘说玄宗朝的图书整理与建设'2；

侧重研究图书馆史和目录学的成果有：王派先生的‘唐代图书馆》’、战英先生的

‘唐前期典籍整理与目录学成就》‘、李万健先生的‘唐代目录学的发展及成就)‘；

其他成果还有于青来先生的‘唐代的修史和史料工作片断》‘、黄兆郸先生的‘唐

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初探》7、于桂林先生的<浅探唐代藏书繁荣发展的几点行政因

素》。、冷一江先生的‘唐代官府藏书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和刘文荚先生的‘浅

议唐代藏书事业》10，等等。这些研究涉及到的关于唐代藏书的具体内容比较丰富，

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大多侧重一些具体问题和某一具体时期，还缺乏贯通性，

尚无对有唐一代官、私藏书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成果，专门研究唐代国家藏书的论

著也不多见，特别是历史学界在这一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较少．近年出版的李斌城

先生主编的‘唐代文化)“一书，分为上中下三卷，洋洋150余万言，是迄今研究

唐代文化最为系统和整合的专著，但遗憾的是，该书也没有将包括国家藏书在内

的唐代藏书文化列为专题进行研究，只是在有关章节有所涉及。有鉴于此，本论

文拟从历史学角度，在吸收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唐代国家藏书作为一

个专门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批评赐正．

‘求索’19％年第l期．

郑学糠等主编：‘唐文化研究论戈集'，上海人民出皈社le94年版．

‘四川图书馆学报'19韶年第5期．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年第3期．

‘文献’1995年第l期．

‘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福建图书馆学刊)1989年第1期．

‘河南图书馆学刊)2003年第2期．

‘图书与情报’2003年2期．

‘四川文物'2002年第3期．

中国杜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当奎奎兰至主兰竺笙苎 ．

第一章唐代国家藏书的盛衰

唐代国家藏书呈现出繁荣景象，是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原因的：首先，唐

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推动着文化的不断提

高，也使得藏书文化得到了滋长的土壤，这是国家藏书繁荣最为重要的原因。其

次，唐代科举制度的有效推行，使社会各阶层读书的人日益增多，太学，国子学

一以及地方州县学等官学纷纷设立。教育的大发展，必然要求有足够的图书以满足

需要．最后，唐代统治者深信图书的苑存，有助于治国安邦，因而高度重视国家

藏书建设，不仅出台实行了征集图书、保护图书的政策措施，而且设置专门的政

府机构并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图书的搜集、整理和编著等，为国家藏书的繁荣提供

了切实保障．

一、国家藏书的搜集、整理与编著

(一)唐前期

唐高祖李渊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唐朝立国伊始，他便注意偃武修文，开始

重视国家图书庋藏。武德四年(621年)二月，秦王李世民率军东征王世充，期

间派大将宇文士及回京师长安奏请进围东都洛阳之事，高祖李渊对宇文士及说：

“归语尔王(秦王)：今取洛阳，止于息兵，克城之日，乘舆法物，图籍器械，非

私家所须者，委汝收之．”‘明确指示保护并接收隋朝在洛阳的国家藏书．王世充

投降后，贮藏在东都修文殿、观文殿等处的藏书全部为唐所有，并迅速组织西运

长安，可惜途中遭遇船翻之灾，所运图书损失惨重。《隋书》卷32‘经籍志·序》

载其事云：“克平伪郑(王世充)，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

以船，诉河西上，将致京师。彳亍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不过，

唐初较为成功地接管了隋西京长安嘉则殿等处的藏书。‘新唐书》卷57(艺文志存》

载：“初，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

唐初统治者不仅重视接收隋朝藏书，而且重视图书的购置．武德五年(622

‘‘资治通鉴，卷188武德四年二月条，第5902页．

6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鉴于“丧乱之余，经籍亡逸”的情况，秘书监令狐德桑，“奏请购募遗书，

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略备”1．看来，令狐德菜的建议被

采纳，并取得了初步成绩，国家藏书初具规模．

唐初统治者为求得长治久安，对前代治乱得失的历史经验十分重视，把撰述

前代史的工作也迅速地提上了日程．武德四年(621年)十一月，令狐德桑就向唐

高祖提出了撰述前代六史的建议，说：。近代无正史，梁、陈、齐文籍犹可据，至

周、隋事多脱捐。今耳目尚相及，史有所凭，一易世，事皆汩暗，无所掇拾。陛

下受禅于隋，隋承周，二祖功业多在周，今不论次，各为一王史，则先烈世庸不

光明，后无传焉．”2并强调。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4

唐高祖李渊也深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性，采纳令狐德菜的建议，于武德五

年(622年)十--B颁布‘命萧璃等修六代史诏》，指令由宰相萧璃监修，正式开

始了前六代史的撰修工作。由于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的爆发，这次修

史工作没有来得及在高祖在位期间取得最终成果．

唐太宗即位后，对国家藏书更为重视，不仅派专人到全国各地购募图书，进

行大规模的图书征集，而且十分重视国家藏书的校正与典藏．<唐会要》卷35《经

籍》载：“贞观二年(628年)，秘书监魏征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

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府粲然毕备。”取得了更大成绩．史载参加这次校定工

作的先后有魏征、虞世南、颜师古、李怀俨、崔行功等人，其中魏征、虞世南、

颜师古是核心人物．校定工作前期的重点是对图书进行整理和缮写，后期重点则

是进行文字校勘，多考订儒家经典。当时，宫廷藏书也较丰富，“太宗于后苑作别

馆，贮儒、释、道书数千万卷”．4太宗又以五品以上官员子孙善于书写者为楷书

手，专门缮写图书，以藏于内库，并派宫人掌管．‘还“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

一百人一，‘并要求只有经过认真缮写严格校对而完善的图书，再经监修宰相署名

跋尾之后，方可进贮内库。

在大规模收集、校正图书的同时，唐太宗也十分注重图书编修，尤其注重经

‘旧唐书'卷73‘令狐德藁传'，第2597页．参‘唐会要'眷拍‘经籍'，第751页·

‘新唐书'卷102‘令狐德藁传’。第3983页．

(IEi唐书，卷73‘令狐德禁传'，第2597页．

‘玉海'卷165‘唐别馆'，第3039页．

‘新唐书'卷57‘艺文志序’．第1422页． ．

(119唐书'卷190‘崔行功传'’第49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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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和史书的编修．由于长期以来政治分裂，南北割据，致使儒家经书写本杂出，

文字讹谬情况严重，为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亟须确定一个标准本。史载贞观四

年(630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

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时诸儒传习已久，皆

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己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

莫不叹服。于是太宗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1确定了文字标准本一

一‘五经定本》，使儒学文字混乱的局面归于统一．太宗还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

儒编撰‘五经》注疏。孔颖达等折中当时南北各派经学，‘易》用三国魏王弼注为

主，‘诗》取西汉毛亨传、东汉郑玄注，‘左传》取西晋杜预注，‘书》用孔安国伪

传，‘礼记》用郑玄注，修成‘五经正义》，凡一百八十卷，在含义上对‘五经》

作为统一．《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两书作为政府认可的官书立即颁行于世，

科举中的明经科考试即统一采用此书．两书还作为学校教材大量使用，逐渐平息

了长期以来的经学各派之争．

太宗还继续高祖未竟的修史事业，(IB唐书》卷73‘令狐德柔传》云：“贞观

三年，太宗复敕修撰[前史】，乃令德桑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

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征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

诸代史．”之后，历经数年努力，终于获得成功，贞观十年(636年)正月二十日，

房玄龄、魏征等将修成的前朝五代史进献唐太宗．

唐太宗极为重视历史经验教训，欲览前王得失，多次要求编修史书。贞观五

年(631年)九月，秘书监魏征修成《群书政要》奏上，并作序日：“一书之内，

牙角无遗，一事之中，羽毛咸尽。用之当今，足以殷鉴前古，传之来叶。”2太宗

阅看此书，非常高兴，手诏日：“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

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

矣，不亦大哉!”3对魏征等人大加封赏。贞观十五年(641年)正月，魏王泰组织

修成‘括地志》五十卷。同年十月，尚书左仆射、申国公高士廉等修成《文思博

要》一千二百卷，进呈太宗，太宗大喜，藏于秘府，并赐赏功臣。‘此外，太宗朝

‘‘旧唐书'卷73‘颜师古传'，第2594页．

‘‘全唐文'卷141魏征‘群书政要序)，第1431页．

’‘大唐新语'卷9‘著述第十九'，第133页．

‘‘唐会要'卷36‘修撰'．第7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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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还先后修成了‘国史》、‘高祖实录》、‘太宗实录》、<晋书》等史书，成为一时盛

事．‘五代史恚》虽完成于高宗时期，但其开修也在太宗贞观年间．1

唐高宗和武则天继承了重视国家藏书的传统，积极组织图书的征集和编修．

永徽三年(652年)三月，符玺郎颜扬庭进献其父[颜]师古所撰<匡谬正俗》八

卷，高宗诏令藏于秘阁。显庆元年(656年)七月，太尉长孙无忌，左仆射予志

宁等修‘国史》成，凡八十一卷，奏上，高宗诏藏其书于内府．显庆三年(658

年)五月，高宗命许敬宗监修‘西域图志》，“书成，学者称其博焉”．龙朔三年(664

年)三月，皇太子李弘遣司元太常伯窦德玄，进所撰‘瑶山玉彩》五百卷，高宗

命藏于书府．仪凤元年(676年)十二月，皇太子李贤上所注‘后汉书》，诏付秘

书省收藏。调露二年(680年)二月，高宗诏故符玺郎李延寿撰‘政典》一部，

缮写两本，一本付秘书省，一本赐皇太子．2高宗朝，武后召文学之士周思茂、范

履冰、卫敬业，“令撰<玄览》及《古今内范》各百卷，‘青宫纪要》、‘少阳政范》

各三十卷，《维城典训》、‘风楼新诫》、<孝子列女传》各二十卷，《内范要略》、《乐

书要录》各十卷，‘百僚新诫》、‘兆人本业》各五卷，‘臣轨》两卷，<垂拱格》四

卷，并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3武后还以大臣王方庆家多藏书籍，尝访求

王羲之(右军)遗迹。王方庆奏日：“臣十代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

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已进之，唯有一卷见今在。又进臣十一代祖导、十代

祖洽、九代祖殉、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

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则天御武成殿

示群臣，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赐方庆，当时甚以为荣。‘

与此同时，高宗也十分重视图书的整理、．校定工作，继续进行自贞观时期开

始的校书任务。显庆年问(656年--661年)，高宗“令工书人缮写，计直酬庸，

择散官随番雠校”，5取得了一些成绩。乾封元年(666年)十月，针对“四部群书

传写讹谬，并亦缺少”‘的情况，高宗命东台侍郎赵仁本、兼兰台侍郎李怀俨、兼

东台舍人张文瑾等人充使检校，校毕再缮写。在这次校书中，李怀俨“受制检校

‘唐会要，卷63‘修国史)，第1289页．
‘唐会要'卷36‘修撰'．第766页．

I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第133页．

‘旧唐书'卷89‘王方庆传h第2孵9页．
‘旧唐书)卷190‘崔行功传'。第4996页·

‘唐会要'卷35‘经籍)，第7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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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写四部书进内，以书有污，左授郢州刺史”1，说明高宗对校写图书的要求是非常

严格的。

从武周至玄宗即位前，国家藏书的征集、校定工作规模不大，但也没有完全

停止．如文明元年(684年)十月，窖宗敕令：。两京四库书，每年正月，据旧书

闻奏；每三年，比部勾覆具官典，及摄官替代之日，据数交领。如有欠少，即征

后人。”是为防止藏书流散而采取的措施。又如景龙三年(709年)六月，中宗“以

经籍多缺，令京官有学行者，分行天下，搜检图籍”，3并依经、史、子、集为序，

分库储藏图书．

· (--)唐中期

玄宗朝是唐代国家藏书事业的鼎盛时期。唐玄宗“钦惟载籍，讨论坟典”‘，

新辟“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作为校正图籍之所，专设校书郎在院内整理校

定图书．经过贞观以来的长期努力，到开元时藏书大盛。唐人张彦远说：。贞观开

元之代，自古盛时。天子神圣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艺，购求至宝，归之如云。

故内府藏书，谓之大备。”‘

唐玄宗于“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留心”‘，深知图书对维护

统治的重要性。由于年深日久，藏在内府和秘阁的藏书渐致遗逸，并出现残缺混

杂的情况，重新对国家藏书加以整理成为不容拖延的一件大事。开元三年(715

年)，玄宗与右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谈及内库及秘府的藏书问题，日：“内库

书皆是太宗、高宗前代旧书，整比日，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缉，篇

卷错乱，检阅甚难，卿试为朕整比之。”7并颁发《赐褚无量马怀素诏》，以示对整

理藏书工作的郑重。诏文日： ，

朕于百事，考之无如文籍．先王要道，尽在于斯．是欲令经史详备，听

政之暇，游心现览．‘

‘‘旧唐书'卷59‘李袭志传'，第2332页．

。‘唐会要'卷35‘经籍'．第751页．

，‘新唐书’卷4‘中宗纪’第lll页记载。诏括天下图籍”，l唐会要’卷35‘经籍’第751页记载为景云

三年，因唐謇宗景云时期仅有二年，推断可能有误，又据‘册府元龟'卷50‘崇错二'第558页记载为景

龙三年，遂更正为中宗景龙三年．

‘‘全唐文'卷32玄宗‘以今文缮写尚书诏，．第355页·

‘‘全唐文'卷790张彦远‘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第8278页．

‘‘|El屠书'卷8‘玄宗本纪'．第175页．

’‘唐会要'卷35‘经籍'。第752页．

‘‘全唐文'卷鹤‘赐楮无量马怀素诏'，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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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明确地阐明了整理藏书建设的政治目的．在唐玄宗的积极推动下，国家藏书

整理工程于开元五年(717年)十二月正式展开．此次校书规模巨大，秘书省率

先开始工作．

针对。秘书省典籍散落，条流无叙”的状况，马怀素上疏日：

南齐已前坟籍，旧编王俭《七志玑已后著述，其数盈多，《隋志》所书，

亦未详悉．或古书近出，前志阙而未编；或近人相传，浮词鄙而犹记．若元

编录，难辨淄、渑．望括检近书篇目，并前志所遗者，续王俭氍七志》，藏之

秘府．1

玄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任命其为秘书监，总领此次编日工程。玄宗又命“国

子博士尹知章、四门助教王直、直国子监赵玄默、陆浑丞吴绰，桑泉尉韦述、扶

风丞马利贞、湖州司功参军刘彦直、临汝丞宋辞玉、恭陵令陆绍伯、新郑尉李子

钊、杭州参军殷践猷、梓潼尉解崇质、四门直讲余钦、进士王惬刘仲丘、右威卫

参军侯行果、邢州司户参军袁晖、海州录事参军晁良、右率府胄曹参军毋煲、荥

阳主簿王湾及太常寺太祝郑良金等人分部撰次”2．此外，左散骑常侍元行冲、左

庶予齐浣、秘书少监王殉以及卫尉少卿吴兢等二十六人，同于秘阁详录四部书。3

这样，以马怀素为首的编修班子在秘书省开始了搜访遗书、刊正经史和分部撰录

图书的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

与此同时，褚无量也在乾元殿展开了内库藏书的校写工作。为保证校写工作

的顺利进行，玄宗“亲经御简”，“于秘书省、昭文馆，兼广召诸色能书者充”，后

又取前资、常选、三卫、散官五品己上子孙，各有年限，依资甄叙。‘此外，玄宗

还要求秘书省、司经局、弘文、崇文二馆更相检校，补充缺文。5参与此次校写工

作的人员主要有闻喜尉卢侯、江阳尉陆去泰、左监门率府胄曹参军王择从、武陟

尉徐楚璧等人，“卫尉设次，光禄给食”。‘《玉海》卷52<艺文·书目》引《集贤

注记》载：

【开元】五年于东京乾元殿写四部书，【褚】无量充使检校，六年三月五日，

‘旧唐书'卷102‘马怀紊传'，第3164页．参‘全唐文’卷296马怀素‘请编录典籍疏'，第2994页．
‘新唐书'卷199‘马怀素传'，第5681页．

‘|日唐书'卷102‘韦述传’．第3183页．

‘唐会要)卷64‘集贤院'，第1321页．

‘新唐书，卷200‘褚无量传'，第5689页．

(IB唐书'卷102‘褚无量传'．第3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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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以下始入乾元院．

可见开元六年(718年)三月以后，乾元院校书正式开始。乾元殿初期工作

是将内库书按照经、史、子、集四类分库上架排比、清理校刊，约一年后初步完

成．开元六年(718年)八月十四日，玄宗“于秘书省，昭文馆、礼部、国子监、

太常及诸司宫等，借写及整比”，‘向其他的藏书机构及国家官员“大加搜写，广

采天下异本”，2以补充内库藏书。工作规模的扩展，需要人力上的配合，于是，“秘

书丞殷承业、右赞善大夫魏哲、通事舍人陆元悌、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刘怀信、胡

履虚、恭陵令陆绍伯、扶风县丞马利贞，并别敕收入院”。3同年十二月，乾元院

更号丽正修书院，“徙书丽正殿，更以修书学士为丽正殿直学士，比京官预朝会．

复诏[褚]无量就丽正纂续前功”‘．开元七年(719年)九月，开始编目，玄宗详

细制定了编目要求及细则。他说：

比来书籍缺亡及多错乱，良由簿历不明，纲维失错，或须批阅，难可校

寻．令丽正殿写四库书，各于本库每部为目录．其有与四库书名目不类者，

依刘歆《七略》，排为《七志》．其经，史、子、集及人文集，以时代为先后，

以品秩为次第．其《三教珠英》，既有缺落，宜依旧目，随次修补，朕当披览，

无使缺遗．’

从此，丽正殿直学士们奉敕对内库藏书进行了编目整理，取得了初步成果。

马怀素、褚无量去世后，元行冲奉诏代替他们主持秘书省和丽正殿的编目、

校写工作，两处工程合而为一．{lfl唐书》卷102<元行冲传》载其事云：

先是，秘书监马怀素集学者续王俭《今书七志》，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于丽

正殿校写四部书，事未就而怀素，无量卒，诏行冲总代其职．

开元八年(720年)十月，玄宗敕：

学士等入经三年已上，为年深．若校理精勤，纰缪多正，及不详覆，无

所发明，委修书使录奏，别加褒贬．‘

12

‘玉海’卷52‘艺文·书目'引‘集赞注记’，第989页．

‘旧唐书'卷102‘褚无量传'：第3167页．

‘唐会要'卷64‘集贤院’．第1321页．

‘新唐书'卷200‘褚无量传'，第5689页．

‘唐会要’卷35‘经籍'。第752页．参‘全唐文'卷船玄宗‘集书目诏)。第317页·

‘唐会要'卷64‘集贤院'．第1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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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行冲全面负责后，奉敕考黜修书学士中不合格者，把合格的秘书省原修书

学士陆绍伯、马利贞，刘彦直、殷践猷、侯行果、李子钊、王直、毋煲、韦述、

王湾、赵玄默、余钦、郑良金十三人转到丽正院，又新选。朝邑县丞冯朝隐、冠

氏尉权寅献、秘书省校书郎孟晓、扬州兵曹参军韩覃、王嗣林，福昌令张悱、进

士崔藏之入校丽正书”‘．‘玉海》卷52‘艺文·书目》引‘集贤注记》载：“[开

元]八年春，[元]行冲知丽正院，取秘书学士入丽正校勘，通前二十人．”在人员

力量集中后，元行冲采取“通撰古今书目”的方法，根据丽正院藏书量著录书目．

令毋更、!}f述、余钦。总辑部分”，负责总体工作；殷践猷、王惬负责经部编目；

韦述、余钦负责史部编目；毋煲、刘彦直负责子部编目；王湾、刘仲丘负责集部

编目。经广大学者集体努力，开元九年(721年)冬十一月，丽正殿藏书的编目

工程完成，编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藏于内府．该书著录图书凡二千六百五

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2这次整理之后，又有不少新书征集入藏。二十

余年后，毋煲对其中的错误混杂之处，再次进行校正，并增加新书六千多卷，完

成‘古今书录》四十卷，到此时为止，国家藏书达到五万八千一百五十二卷．’

开元十年(722年)九月，元行冲“以衰老罢知丽正殿校写书事”‘，张说奉

敕代元行冲继掌丽正殿修书事，徐坚为副，辅佐张说工作。从开元五年(717年)

十--4至开元九年(721年)十一月，主要是进行编修‘群书目录》这部巨制，

在校写、著述方面进展不大．张说上任后，组织学士们着力于校写和著述图书，

努力扩充藏书数量。‘玉海》卷52<艺文·书目》引《徐坚碑》载：“时秘阁群籍

讹谬，敕召学士详定，公为之刊辑，卷盈二万。”仅徐坚校书就达二万卷，故可推

测大规模校书仍在进行。开元十年(722年)，起居舍人陆坚受诏撰修‘六典》，

玄宗手书白麻纸上，分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司·令以类相从，

撰录以进，但经年未能定。张说知院后，又命毋煲、余钦、韦述修撰，始以令式

入六司，其沿革并入注中．至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李林甫上其书，即今本‘唐

六典》。5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诏改丽正书院为集贤书院，并规定；

‘‘新唐书，卷199‘马怀煮传’．第5682页．
‘‘唐会要'卷36‘修攫)。第767页·
。‘旧唐书'卷46‘经籍志序h第1962页．‘全唐文'卷373毋是‘撰集四部经籍序略'第3791页，记载

数字为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与‘旧唐书'稍有出入．待考·

‘‘旧唐书'卷102‘元行冲传’．第3178页．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下)。第9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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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院内五品己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中书令张说充学士知院事，【右】

散骑常侍徐坚为副．礼郜侍郎贺知章，中书舍人陆坚并为学士，国子博士康

子元为侍讲学士，考功员外郎赵东曦．监察御史成虞业．左补阙韦述．李予

钊，陆去泰，吕向，拾遗毋更，太学助教余钦，四门博士赵玄默、校书郎孙

季良并直学士．太学博士侯行果，四门博士敬会真，右补阙冯骘，并侍讲学

士．1

要求学士们积极编纂各种图书，以在校写、著述方面取得更大进展。张说之

后，萧嵩、张九龄、李林甫继以宰相知集贤院事。《旧唐书》卷97‘陈希烈传》

载：“玄宗留意经义，自褚无量、元行冲卒后，得希烈与风翔人冯朝隐，常于禁中

讲老易。希烈累迁至秘书少监，代张九龄专判集贤院事。玄宗凡有撰述，必经希

烈之手。”《历代名画记》也载：张悱、徐浩、史维则等人。充使博访图书”，“悬

以爵赏，所获不少”，可见集贤院的搜集、校写工作的确取得了不少成绩．

开元十九年(731年)冬，车驾发京师．集贤院四库书，。总八万九千卷，经

库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二卷，史库二万六千八百二十卷，子库二万一千五百四十八

卷，集库一万七千九百六十卷”2，其中，梁、陈、齐、周、隋代古书及贞观、永

徽、麟德、乾封、总章、威亨旧本，再加上新写之书，都分别部类，装饰华里。3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加荣王已下官，敕宰官入集贤院，分写告身以赐之。侍

中裴耀卿因入书库观书，既而谓人日：4圣上好文，书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

充使，学徒云集，观象设教，尽在是矣。前汉有金马、石渠，后汉有兰台、东观，

宋有总明，陈有德教，周则兽门、麟趾，北齐有仁寿、文林，虽载在前书，而事

皆琐细。方之今日，则岂得扶翰捧毂者哉!”‘盖言内库藏书之盛。

天宝三载(744年)六月，。四库更造见在库书目，经库七千七百七十六卷，

史库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九卷，子库一万六千二百八十七卷，集库一万五千七百二

十卷5，迅增五万余卷．天宝十一载(752年)十月，玄宗降敕“秘书省检覆四库

书，与集贤院计会填写■到天宝十四载(755年)，“四库续写书又一万六千八百

‘‘唐会要'卷64‘集贤院'，第1322页．
。‘唐会要’卷35‘经籍'，第7电页．参‘唐会要'卷64‘集贤院'记载集贤院藏书总八万一千九百九十

卷，稍有出入．待考．

’‘玉海'卷52‘艺文l引‘唐集贤院典籍)，第驰9页．
‘ (唐)期肃‘大唐新语'卷1‘匡赞第一’．第l卜12页．
‘‘唐会璺’卷35‘经籍'，第7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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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卷”．1

玄宗时期整理撰修好的四库书装帧十分精美。‘唐六典》卷9‘中书省·集贤

院》日；“四库之书，两京各两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纸

写。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

书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为分别。”用不同

颜色的轴、带、签以别四库书的做法，为清修‘四部全书》沿袭发展，清人以绿、

红、兰、浅兰四色封皮以别经、史，子、集部四库。2

(--)唐后期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相继沦

陷，“乾元旧籍，亡散殆尽”3：玄宗时期建立起来的以集贤院藏书为主的国家藏

书完全被毁．

肃宗，代宗、德宗三朝曾竭力重建国家藏书。‘旧唐书》卷46《经籍志·序》

载：“肃宗、代宗崇重儒术，屡诏购募”。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史官太常少卿于休烈奏日：“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

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在兴庆宫史馆，并放逆贼焚烧。且<国史》、<实录》，圣朝

大典，修撰多时，今并无本。望委御史台推勘史馆所繇，令府县搜访，有人收得

国史、实录，能送官司，重加购赏。若是官书，并舍其罪。得一部，超授官，得

一卷，赏绢十匹。”‘然而数月仅得一两卷。后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韦述以家藏国史

一百一十三卷送官。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七月，集贤殿大学士中书舍人侍郎

平章事元载建议：“集贤院图书，自经寇乱，坠失颇多。请开赎书之令，得一卷赏

一千钱。”5这样国家藏书稍有鸠集。

德宗贞元二年(786年)七月，秘书监刘太真上言：“请择儒者，详校九经于

秘书省，令所司陈设，及供食物，宰臣录其课效。”德宗采纳并付诸实施。但由于

秘书省本设校理官，又别求儒者详定，。费于供应，烦于官僚”，。因此中途被迫停

1‘唐会要’卷35‘经籍’，第753页．参‘唐会要)卷H‘集贤院'第1321页记。四库续写书又一万六千
八百三十二卷”，稍有出入，特考．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第125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旧唐书'卷46‘经籍志序'，第1962页． ．

’‘唐会要'卷∞‘修国史'．第1292页．参‘全唐文'卷365于体烈‘请搜访国史奏’，第3716页，稍有出入．
。‘册府元龟，眷50‘帝王部·祟借术--)，第562页．

‘‘唐会要'卷髓‘修国史，，第1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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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止．贞元三年(787年)八月，刘太真又上疏德宗，要求诸道。供麻纸及书状藤

纸一万张”，并“供送当省写经书及校勘五经学士等粮食钱”，1以备缮写图书之用。

德宗采纳了他的建议，积极组织校写藏书．期间，参与校书和编目的著名学者有

蒋义和陈京两人．蒋义及其儿子。编次逾年，于乱中勒成部帙，得二万余卷”．2陈

京长期在集贤院校书．柳宗元‘唐故秘书监陈公行状》云：“【陈】京为秘书少监，

自考功以来，凡四命为集贤学士，在集贤奏秘书官六员，隶殿内而刊校，益理术

遗书，凡增删者，乃作艺文新志，名日‘贞元御府群书新录》。”3做了不少艰苦的

恢复工作．

文宗即位后，继续进行国家藏书的建设。大和四年(830年)，左散骑常侍兼

翰林侍讲学士郑覃侍读禁中，以经籍道丧，从容建议日：“经籍讹谬，博士相沿，

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文宗采纳他的建议，诏“秘阁搜访遗文，

日令添写0 5四库书整理完后，分别藏于十二库，派专人管理。大和五年(831年)，

文宗“权抽秘书省及春坊、弘文馆、崇文馆见任校正，作番次就[集贤】院同校”。‘

到开成元年(836年)，国家藏书聚集到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同年九月，文宗

又敕“秘书省集贤院应欠书四万五千二百六十一卷”，要求“配诸道缮写”。7国家

藏书有了一定的恢复，又初具规模了．但由于这时政治日趋衰落，阶级矛盾日益

加深，国家藏书事业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再也无法重现唐前期藏书事业的繁荣

景象了。

武宗会昌年间(841年--846年)，求书活动寂寞无闻，仅是组织撰写实录。

‘旧唐书》卷18‘武宗本纪》载：

会昌元年四月辛丑，敕：“Ⅸ宪宗实录》旧本未备，宜令史官重修进内．

其旧本不得注破，候新撰成同进．”

【会昌三年】十月，宰相监修国史李绅，兵部郎中史馆修撰判馆事郑亚进重

修《宪宗实录》四十卷，颁赐有差．

宣宗在位期间，每年写三、四百卷，天长日久，卷帙也积累了不少．如大中

16

‘唐会蔓’卷衢‘秘书省'．第1329页．

(IB唐书)卷149‘蒋义传)’第4026页．

‘玉海'卷52‘艺文·书目'引‘唐贞元御府群书新录)，第992页．

(IB唐书’卷173‘郑覃传'，第4490页．

(IB唐书)卷46‘经籍恚序'，第1962页．

‘庸会要’卷64‘集贤院'，第1324页．

‘唐会要)卷衢‘秘书省'，第1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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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851年)十一月，4太子詹事姚康献‘帝王政纂》十卷，又撰‘统史》三百

卷”‘．又如大中七年(853年)十月，尚书左仆射、弘文馆学士崔铉进‘续会要》

四十卷．八年(854年)三月，宰相监修国史魏善修成‘文宗实录》四十卷。然

而，自僖宗广明元年(880年)黄巢起义爆发后，战乱不断，长安屡经兵灾，国

家藏书又尽成灰烬．宋人程俱对此大为叹息，El：“古今文字，皆在禁中。两汉或

徙金马门外，历代不常其处．唐季乱离，中原多故，儒雅之风，几将坠地。故百

王之书，荡然散失，兰台延阁，空存名号．”2

昭宗(889年--904年)即位后，又积极着手国家藏书的征集。(IB唐书》卷

46‘经籍志·序》载其事日：

昭宗即位，志弘文雅．秘书省奏日：。当省元掌四部御韦十二库，共七万

余卷．广明之乱，一时散失．后来省司购募，尚及两万余卷．及先朝再幸山

南，尚存一万八千卷．窃知京城制置使孙惟晟收在本军，其御书秘阁见充教

坊及诸军人占住．伏以典籍国之大经，秘府校雠之地，其书籍并望付当省校

其残缺，渐令补辑，乐人乞移他所．”并从之．

此外，昭宗还采纳左拾遗、起居郎罗衮的建议，高价购买图书。罗衮上疏日：

“古事之效，布在群籍，兹历代所以盛藏书之府，不可一目而阙也。臣伏念秘阁

四部，三馆图书，乱离以来，散失都尽，一为坠阙。二十余年，陛下追纵往圣，

劳神故实，岁下明诏，旁求四海，或遣使搜访，或购以官爵，亦已久矣。然而一

编一简，未闻奏御。加以时玩武事，不急文化，若非别降圣善，无因可致·臣今

伏请陛下出内库财，于都下置官买书，不限经史之集，列圣实录，古今传记，公

私著述，凡可取者，一皆市之．部帙俱全，则价有差等，至于零落杂小，每卷不

过百钱，率不废千缗，可获万卷。倘若稍优其直，则近趋利之人，必当舍难得之

货．载天下之书，聚于京师矣．不惟充足书林，以备宣索。今三朝实录未修，无

所依约，便期因此遂有所得，斯又朝廷至切之务也。”3昭宗从之，命监察御史韦

昌范等往诸道求购，然虽竭力搜辑，终未能恢复旧观。

‘(IB唐书'卷t8‘宣宗本纪'，第630页．
’

(宋)程俱‘膀台故事校证'卷l。第19页．

’‘全唐文J卷828罗寝‘请置官买书疏’。第87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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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藏书的毁损与破坏

唐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国家藏书建设，重视图书的搜集、整理及编著，取得了

显著成绩，但是当时的国家藏书在建立之初和成绩取得之后，也几遭艰厄和毁损

破坏．概括分析造成国家藏书毁损破坏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客观和主观两种主要

情况．

客观原因分为意外所致与兵燹毁损两种。《隋书》卷32《经籍志》载：“大唐

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图书，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行经

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IB唐

书》卷47‘经籍志》也载：“国家平王世充，收其图籍，溯河西上，多有沉没”，

可以说这是意外之劫。

陈登原先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中，对兵燹毁损图籍作了很好的总结．他

说：“大抵新朝之兴，必承兵燹以后。其时为粉饰升平计，乃广开献书之路，盛置

中秘之藏。然一至王朝颠覆，乱者四起，兵戈水火之余，中秘所藏，民间所庋，

必又大受损害。”2可以说，兵连祸接使国家藏书陷于危难倾毁境地。

唐代国家藏书共经过了四次兵祸毁损．

隋炀帝大业末年，李渊率兵进围长安城，长安城成为囊中之物，命李建成、

李世民“率所统兵，依城外部分，封府库，收图籍，禁掳掠”．然而，当时诸军“云

梯竟耸，楼幢争高，百道齐来，千里并进”，“十一日丙辰昧爽，咸自逼城”，李渊

“欲止之而弗及，才至景风门东面，军头雷永吉等已先登而入，守城之人分崩”。

3依当时的情况而言，“封府库，收图籍，禁掳掠”是十分困难的。从《新唐书》

卷57‘艺文志·序》所载“初，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

来看，当时唐军并没有能够很好地保护和接管隋代的藏书，隋代在长安城的藏书

因为这次战争损失的十分严重，由唐代接收下来的藏书较少，可以说因为这次战

乱实际上也造成了唐代国家藏书的重大损失．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国家藏书又遭兵乱。《旧唐书》卷46

‘经籍志·序》称：“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新唐书》

1‘隋书'卷32‘经籍志'，第908页．参‘资泊通鉴’记载为武德四年平王世充，经考证．应以武德四年
为准．

’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眷2，第157页．
’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第37页．

‘(IB唐书'卷46‘经籍志·序'。第t9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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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57‘艺文志·序》也称：。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唐人柳宗元也说：“有唐

惟开元最备文籍．集贤所藏，至七万卷．当时之学士，盖为褚无量、裴煜之、郑

覃、马怀素辈，凡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缺文．而贼逼兴，兵火交焚。两都

灰烬无存，惜哉!”1损失之惨，令人心酸。这是唐代国家藏书所遭受的第二次兵

祸毁损，也是最为惨重的一次。

唐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唐代国家藏书再遭毁损。{liE]唐书》卷46(经籍志’亭》

载日：“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

无存。及行在朝诸儒购辑，所传无几．”后来，尽管有关部门积极购募了图书两万

多卷，但由于时局动荡，京师屡遭兵祸，最后剩下一万八千卷，收贮在京城制置

使孙帷晟的军中，而。其御书秘阁，见充教坊及诸军人占住”，3图书的毁损可想

而知。这是唐代国家藏书遭受的第三次兵祸损失．

昭宗时，被朱温挟持东迁洛阳，内库图书，。又丧其半”．这是唐代国家藏书

遭受的第四次兵祸毁损。

由于主观原因而造成国家藏书损失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几例。

一是李义府对‘氏族志》的篡改和焚毁。(IB唐书》卷82《李义府传》载：“贞

观中，太宗命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

德菜等及四方士大夫诸谏门阀者修氏族志，勒成百卷，升降去取，时称允当，颁

下诸州，藏为永氏。义府耻其家代无名，乃奏改此书，专委礼部郎中孔志约、著

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重修。志约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

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更名为《姓氏录》。由

是缙绅士大夫多耻被甄叙，皆号此书为勋格。义府仍奏收天下《氏族志》本焚之。”3

二是武则天“既废中宗，又立睿宗，实亦囚之”。当时“诸武擅命，唐子孙诛

戮，天下愤之”，李敬业乘机叛乱，“及败后，敬业与敬猷、之奇、求仁、宾王轻

骑遥江都，悉焚其图籍。”‘

三是唐代宗大历二年下诏焚天文、谶纬等书．诏书云：

天文著象，职在于畴人；谶纬不经，蠹深于疑众，盖有国之禁，非私家

所藏．虽裨灶明微，子产尚推之人事；王彤盛验，景略犹置于典刑．况动皆

讹谬，率是矫诬者乎!故圣人以经籍之义，资理化之本，侧言曲学，实紊大

‘原载‘龙成录'卷上，开元藏书七万卷条．今转载自陈登原先生‘古今典籍聚散考'安史之乱条，第185
页．

。‘旧唐书’卷46‘经籍志·序'，第1962页．

’(IBm-t{)卷眈‘李义府传'，第2769页．
’

‘‘新唐书'卷93‘李敬业传'，第38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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猷，去左道之乱政，俾彝伦而攸叙．自四方多故，一纪于兹，或有妄庸，辄

陈休咎，假造符命，私习星历，共肆穷乡之辩，相传委巷之谭，作伪多端，

顺非侥泽．荧惑州县，诖误闾阎，坏纪挟邪，莫逾于此．其玄象器局、天文

图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等，．私家不合辄有．今后天下诸州府，切宜禁断，

本处分明榜示，严加捉搦．先藏蓄此等书者，敕到十日内送官，本处长吏集

众焚毁．限外隐藏为人所告者，先决一百，留禁奏闻．1

不仅如此，代宗还定有奖赏法，即“所告人有官即与超资注拟，无官者给赏

钱五百贯。两京委御史台处分”．2这样的敕命，不但烧毁了许多谶纬类的文书，

连天文类的书都烧毁，告发者赏，被告者受杖决，势必造成乱烧毁的情形，免不

了有玉石俱焚者。这比隋炀帝。搜之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

者至死”3，有过之而无不及．陈登原先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中批评这种做法，

指出。焚书一独夫之淫威也”。可以想见，这次焚书对国家藏书造成的破坏也是
严重的．

四是武宗会昌毁佛，佛教的经典也有不少散失。武宗本就倾向道士，再加上

当时军费支绌，关中、河东等地又连年蝗灾，而寺院经济的过渡发展，剥夺了天

下大半财富，为筹措资金武宗掀起一场灭佛运动。这次灭佛后，天台宗和华严宗

的著作，损失了不少，有些中土已经失传，只能从新罗、日本去转抄过来；只有

禅宗，它是不讲究译经和从事著述的，因此没有受到多大破坏。‘

除了客观和主观的主要原因外，由于管理不严和腐败也造成了国家藏书的损

失，《新唐书》卷81《三宗诸子·惠文太子范传》载：

初，隋亡，禁内图书湮放．唐兴募访，稍稍复出，藏秘府．长安初，张

易之奏天下善工潢治，乃密使摹肖，殆不可辨，窃其真藏于家．既诛，悉为

薛稷取去，稷又败，(惠文太子)范得之，后卒为火所焚．’

这是一个典型的秘府藏书造散失的事例．权臣张易之以假换真，窃取善本，

以后又辗转流传在权贵之家，终致焚毁。玄宗“思革前弊”，命宰相陈希烈兼秘书

监，。令省图书”，可见闻题存在的严重性。后来，代宗也重视这个问题。大历十

四年(780年)九月二十七日，代宗敕日：“秘书省书阁内书，自今后不得辄供诸

局及官人等。每月两衙及雨风，委秘书郎、典书等同检校，递相搜出，仍旧封闭”。

‘从采取的措施看，代宗时期也出现了国家藏书流失的情况。

(IB唐书'卷11‘代宗纪'，第2％页．

(IB唐书)卷11‘代宗纪'．第2髓页．

‘隋书'卷32‘经籍志一’，第94l页．
。

王仲荤：‘隋唐五代史’，第l∞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l∞0年版．

‘新唐书'卷81‘三宗诸子·惠文太子范传'．第3∞l页．

‘唐会舞’卷65‘秘书省’．第1329页．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二章唐代国家藏书的机构和体制

中国古代国家藏书事业的发展，包含着国家藏书机构的设立与发展，也可以

说，国家藏书机构的设立和发展，是国家藏书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桓

帝延熹二年(158年)设立的秘书监，是我国封建王朝设立的第一个主管国家藏

书的专门机构。1后来，历朝历代的国家藏书机构不断增设与完善。到唐朝时，国

家藏书事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唐王朝也在前代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和创新，设

立了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司经局、史馆、翰林院和集贤院等藏书机构，各

机构之f司还形成了较好的工作关系和体制关系，有的机构被后世封建王朝一直承

袭，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将唐朝主要的国家藏书机构分述如下：

(一)秘书省

秘书省，是我国最早设立的典掌国家图书秘籍的政府行政机构，初名秘书监，

梁武帝时更名为秘书省．唐初设立六省，秘书省位列其一，但行政隶属中书省。

到高宗、武周时期，机构名称和官职名称屡次更改。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改

秘书省为兰台，秘书监为兰台太史，秘书少监为兰台侍郎。武周天授元年(690

年)改秘书省为麟台，秘书监为麟台监，秘书少监为麟台侍郎。中宗神龙元年(705

年)恢复秘书省、秘书监和秘书少监名称．2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都设有秘书省。

秘书省是唐代国家藏书事业的具体主管部门．据‘唐六典》卷10《秘书省》统计，

秘书省所藏四部书籍达二千零二十三部，三万二千二百八十四卷。由于秘书省藏

书有正、副、贮三本，故其总量可达九万余卷。3

秘书省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凡国家图籍的征集、收藏、修撰、校刊、著

录等，都在其职掌之内．秘书省设秘书监一入，从三品，秘书少监二人，从四品

上，秘书丞一人，从五品上，“监掌经籍图书之事，领著作局，少监为之贰，丞掌

判省事”4．秘书丞下设秘书郎四人，从六品上，“掌甲乙丙丁四部之图籍，谓之

四库”，5每郎分别掌管一库；设校书郎八人‘，正九品上，“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

1郑伟章：‘唐代藏书机构考'，载‘津图学刊'l明4年第l期．

2(119唐书'卷43‘职官志--)，第1854页．记载天授时秘书监．秘书少监改称麟台监和蜂台少监t中宗神

龙时复旧；‘新唐书)卷鹌‘百官--)，第1214页，记载武后垂拱元年改称，睿宗太撮时恢复原名；‘唐六

典’卷IO‘秘书省，记载同‘旧唐书·职官志，，待考．

’‘唐六典'卷lO‘秘书省'，第185页．

‘‘新唐书'卷47‘秘书省'，第1214页．

‘‘1日唐书)卷43‘职官志--)。第1855页．

‘‘旧唐书)卷43‘职宫志二'，第1855页．参‘新唐书'卷47‘百盲志二·秘书省，第1215页记载校书

郎为十人，‘唐六典)卷10‘秘书省’第194页记载校书郎为八人，两书稍有出入·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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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数为一般常设数，在大规模校写图书时，可以随时增员。史载太宗朝，魏征、

虞世南、颜师古相继担任秘书监负责搜书、校书和写书时，就曾“别置雠校二十

人，书手一百人”1，以备校写所需。高宗显庆年间(656年一661年)，置详正学

士四人，正九品下，“掌雠校典籍，刊正文字，皆辩其纰缪，以工四库之图史焉”．

2详正学士职掌与校书郎相近，不过侧重正定文字讹谬，故也称之为。正字”。典

书八人，负责四库书的典藏以及图书出纳，每库设两人．楷书手是适应抄书而设

置的，负责缮写图书，人员按是否进行大规模校写书籍而定，有时十人，有时多

达八十人甚至一百人。为适应校写藏书，秘书省还设置熟纸匠、装潢匠各十人，

笔匠六人，专门从事造纸、装帧和造笔工作．1比外还设有主事一人，令史四人，

一书令史八人，亭长六人，掌固八人。 一⋯⋯～一一一一 一

秘书省下辖两个机构：一是著作局。隋朝称为著作曹，唐初改曹为局，掌编

撰史籍、撰写文章。著作局设著作郎二人，从五品上；著作佐郎二人，从六品上，

分判局内日常事务。还设校书郎二人，正九品上；正字二人，正九品下；书令史

一人；书史二人；楷书手五人；掌固四人，‘从事具体工作。为便于直接控制史书

修撰，唐太宗时于禁中别置一史馆编修五代史书，这样著作局的修撰史书之任遂

转移到史馆，只剩下“修撰碑志、祝文、祭文”5之任了．二是太史局。太史局是

专掌天文、历书、计时的机构。太史局原称太史令，隶属于太常寺，隋时改隶秘

书省，独立为太史曹，炀帝时改称太史监。唐初才正式称为太史局，仍设于秘书

省下。之后名称屡次更改。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时称秘阁局；则天久视元年

(700年)称浑仪监；睿宗景云元年(710年)时改为太史监，不久又复为太史局：

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时正式改为司天台。6太史局设太史监一人，从三品；少

监二人，从四品上7；丞一人，正六品上；主簿二入，正七品上；主事一人，正八

品下。。太史局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机构，与图籍特别是历朝实录的修撰与使用有

密切关系。

唐太宗非常重视国家藏书事业的发展，十分看重秘书监的人选，先后担任秘

书监的令狐德桑、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等人，都是饱学之士。贞观十五年(641

‘|日唐书)卷190‘崔行功传'。第4996页．

‘唐六典’卷lO‘秘书省'．第199页．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55页． ·

‘新唐书'卷盯‘百官志二'．第1215页．

‘旧唐书'卷柏‘职官志二'。第1855页．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t第l踮5页．

太史监，原为太史局令，从五品下，乾元元年改为监，升为从三品，嗣殷中秘书品秩：太史少监t原为太

史丞。从七品下．乾元升为少监，与诸司少监卿同品秩．‘新唐书'卷4‘百官二’第1215页-记载太史

监为正三品。少监为正四品上：‘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55页，记载太史监为从三品，少监品

秩没有记载．根据。监同殿中秘书品秩，少监与诸司少监卿同品”，故推断太史监为从三品，太史少监为

从四品上，特考．

‘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第1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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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蔚太宗在任命颜师古担任秘书监的诏令中说，“秘书望华，史官任重，选众

蔻举，掰代谈滚”，嚣羧爨吉。学瓷流略，运兼爽嚣，瑕霹嚣书，逐经岁净，朱紫

既辨，箸述有成，宜正名器”1，才有资格担任秘书监．可见秘书省的官员在唐初

莛华羹之选，必骞孚宵众望戆大壤或名驻君毒螯接袭逡往。鑫魏裂天数詹，强秘

书监、少监的人选渐趋午杂，张易之、张昌宗、武承嗣等嬖臣都担任过此职．巾

寨蘩，方圭郑蔫愚夯特蒙爨宠，技授予秘睾篮之积，莛凑范强烈反对说：“警思蹲

是方伎庸流，挝足以比综前烈?臣恐物议谓陛下官不择才，澄以天秩加子私爱，

怪陛下少麓馕簿。”萄怒鞋人瓣秘书鉴驭任夔饕重。
秘书省的官员中，秘书郎从六品上，官位不算很高，却是清望之窗．校书郎

蓬丸鼓七，是壤壤丸品害裁孛袋寒一级抟文职小富，部是仕途奖职。艨我科举联

士，考中者一般授予县生簿、县尉等，少数人才有幸进入秘书省等清黧之地。因

建秘书省是皇鬻身边驺交镕，缀容易受裂选拔秘舞迂；嚣且他嬲从事的是正定经

史的学米工作，有机会饱读秘锵省和其他馆阉所藏的图籍，学娩上可太获长进，

霪瑟鸯些入宁愿较长时闽邋担谯秘书黯、校书鼯，警农秘书省读书，也不愿升迁

他官．如白居翁任校书郎时曾作诗日；“幸逢太郎代，必子好文儒；小入难大用，

典校在秘书；傍钱万六予，胃绘夯有余；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表达心满

意足豹心情。膳代中尉期，越来越重视文宫，宰裙、六部海书、侍郎等官员多冠

以馆湖大学士、学士、直学士之称号，面这些入有不少就是从校书郎做起的。如

张说、杜牧、张九龄、刘从一、李纾、权德爽、李赣、柳公簿、柳公载、元穰、

自居易、段文罄、郑畋、李商隐，都楚先担任校书郎，然后才～步步做到宰栩或

其他商官的。

’

《二)弘文铭

， 腐朝仿效前朝设或文馆，网罗文士，以备顾阍，初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馆

离镱《发。唐代掰设立文馆育文学镭、酝支馆、豢文键、史络、集瑟院、籍辕貔、

广文馏等馆，其中，弘文馆是较早设巅和影响较大的一个．

弘文馆，始置于崭祖武德飚年(621年)芷月，秉门下密，在西索长安、家

都洛粥都畜它的规均。弘文镶名称屡次变更，原名修文馆，武德九年(626筝)

正式改为弘文馆，中索神龙元年(705年)，避孝敬皇帝讳，改称昭文馆，神热二

年(706年)，又改失黪交镕，辔宗景云二年(711年^、复为鼹文馆，别玄宗拜元

+t垒藉文}卷{炎宗l授簇舜吉秘书羲锯》，莽Sl菱。

。‘旧臆书，卷9l‘桓彦范传’，第2930页．

’郑伟掌；‘唐代藏书帆构考》，第128鞭，‘津圈攀刊'1984年1--2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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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719年)，依腰为弘文馆。

弘文馆作为一个负责国家藏书的机构，与秘书省有很大的区别。秘书省是主

管国家藏书行政事务的领导机关，弘文馆则是集顾问机关，学校，图书馆职能于

一身的机构．《唐会要》卷64《弘文馆》载：“太宗初即位，大阐文教，于弘文殿

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于殿侧置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虞世南、褚

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宿直。听朝之隙，

引入内殿，讲论文义，商量政事，或至夜分方罢。”唐人李肇《翰林志》也载：“贞

观初，置弘文馆学士，听朝之隙，引入大内殿，讲论文义，商校时政，或夜分而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罢．。

弘文馆学士一般都有原来的官职，一旦加以学士之称，就可出入禁中，宿直

内殿。这实际上是把一些才学之士置于顾问的地位。弘文馆是皇帝的文馆，除了

网罗文学之士以备皇帝顾问外，还是贵族子弟学校．弘文馆中“有四部书及图籍”，

专门招收皇族、宰相、散官一品、京官三品以上子弟，从事教学，名额三十员．1

太宗贞观元年(627年)，“诏京官职事五品已上子嗜书者二十四人，隶馆习书，

出禁中书法以授之”。2高宗仪风中(676年--679年)，又“以馆中多图籍，置详

正学士校理之”．3穆宗长庆三年(820年)二月，弘文馆“奏请添修屋宇，及造书

楼”．‘这些都说明，弘文馆确实是唐王朝的一个重要藏书机构，且藏书数量很大。

馆中藏书除供皇帝随时披阅外，还供学士、直学士及生徒使用，近似于现在的图

书馆。’

弘文馆的职官系统及其职掌是这样的：有学士、直学士若干人，五品以上为

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四月，正式设大学士四人，

学士八人，直学士十二人，以宰相兼领大学士，检校馆务，号为“馆主”。5史载

最初担任馆主的是褚遂良，其后是刘稀之、范履冰等人。由于武后时“馆中学士，

多以罪被贬黜”，致使馆中无学士主持馆务，睿宗景云元年(710年)时，由门下

省派给事中一人。权知馆事”。给事中，正五品上，“若弘文馆图书之缮写、雠校，

‘新唐书)卷44‘选举志'。第1160页．

‘新唐书'卷47‘百官志=·弘文馆)，第1209页．

‘唐会要)卷64‘弘文馆'，第1316页．

‘唐会饕'卷64‘弘文馆'．第1318页．

‘新唐书'卷47‘百官志--)，第1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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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课而察之”‘．学士、直学士负责“详正图籍，教授生徒．凡朝廷制度沿革，礼

仪轻重，皆参议焉”2．

弘文馆学士、直学士在唐初是华望之选，地位显赫．‘翰林故事》曰：“贞观

中，秘书监虞世南等十八人，或秦府故僚，或当时材彦，皆以弘文馆学士会于禁

中，内参谋猷，延引讲习，出侍舆辇，入陪宴私，十数年问，多至公辅，当时号

为十八学士．”’

弘文馆作为藏书机构，承担着聚书、校书的重任，因此馆中设有详正学士若

干人，正九品下，掌校理勘正图籍文字；校书郎若干人，从九品上，掌校理典籍、

刊正错谬；楷书十二人。掌抄写图书；典书二人，掌典藏、出纳图籍。此外还设

有令史二人，亭长二人，掌固四人，搦书手三人，笔匠三人，供进笔二人，熟纸

装潢匠八人，4从事具体工作．

(三)崇文馆和司经局

崇文馆，原名崇贤馆，是唐太宗贞观年间为皇太子李治设置的文馆，隶属东

宫。唐太宗为秦王时，秦王府设文学馆，招募了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陆德

明、孔颖达等十八人。他们成为太宗后来取得太子地位和登基为帝的得力助手。

太宗登基之后，对他们相当尊崇，不仅授予他们弘文馆学士、直学士之称，还使

他们“食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宿直阁下．每得引见，讨论文典。得入馆者，

时人谓之登瀛州”5．后来这些人多至宰辅之位。由于深知太子身边招募学士的重

要性，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为皇太子李治正式设立崇贤馆。显庆元年(656

年)三月，崇贤馆正式设置学士称号，并置生徒二十人．此后，崇贤馆就相沿下

来，成为一个固定的文馆．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八月二十七日，避太子名，

改崇贤馆为崇文馆。．太子是未来帝王的继承者，自当备受重视，东宫之中，特别

设立典存经籍之所，一来可见帝王栽培继承者的苦心，二来也表明了帝王重视图

籍的态度．

崇文馆学士、直学士无常员，人数不定，官品同弘文馆学士、直学士．崇文

‘旧唐书'卷43‘职官袁--)，第18“页．

(18唐书)卷43‘职官志--)。第lB48页．

‘玉海'卷165‘宫室·馆·弘文馆’，第30“页．

‘新唐书'卷盯‘百官恚--)。第1210页．

‘庸会要’卷64‘文学馆，，第1319页．

‘唐会要'卷斛‘祟文馆’．第1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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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学士职掌“东富经籍图书，以教授诸生”1。馆内学生二十人，皆是贵族和达官

子弟。唐朝中央的学校除了国子监管辖国事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

书学、算学)以外，还有两所专门招收皇族、宰相、散官一品，京官三品以上等

官员的子弟的学校，即是弘文馆和崇文馆。崇文馆的性质与弘文馆基本相近，既

然作为学校之一，必然有藏书以作教材之用．‘玉海》卷165‘宫室·馆》引‘两

京记》载日：。东宫宜春门外有左春坊，坊南有崇贤馆，明皇居东宫，馆中起书阁，

重复以著典籍。”又开元时褚无量在东都乾元殿东厢校写四部书，玄宗曾诏褚无量

借崇贤馆藏本抄写以补充内府书。据此推测，崇文馆确为唐政府的又一藏书机构．

崇文馆除收藏图书外，还有校写书籍的任务，有一套主持藏书，校书和抄书

的职官系统。崇文馆设校书二人，从九品下，“掌校理四库书籍，正其讹谬”2．

校书原称“雠校”，开元七年(719年)改为校书郎，其官品相较秘书省、弘文馆

的校书郎而言略低。崇文馆还有书直一人，令史二人，书令史二人，典书二人，

揭书手二人，楷书手十人，熟纸匠一人，装潢匠二人，笔匠一人，3从事具体工作。

司经局是东富专掌经籍图书的机构。司经局隶属于左春坊，是东宫属官。它

几经变动，龙朔三年(663年)改称桂坊，罢隶左春坊，领崇贤馆，比御史台，

咸亨元年(670年)复隶于左春坊。‘新唐书》卷49‘百官志》载日：“司经局，

掌经籍，出入侍从，图书上东宫者，皆受而藏之。”‘唐六典》卷9《中书省》也

载日：“唐代藏书，“秘书、弘文、史馆、司经、崇贤，皆有之。”开元中，褚无量

校书丽正殿，也曾借司经局藏书缮写以充内库，司经局也是唐王朝的一个藏书机

构。

同崇文馆一样，司经局不仅有典藏图书之职，还有校写、制作书籍的任务。

其职官系统是这样的：洗马二人，从五品下，“掌四库图籍缮写刊辑之事”1；文

学三人，正六品下，“掌分知经籍，侍奉文章，总辑经籍缮写、’装潢之功，笔札给

用之数，皆料度之”‘；校书四人，正九品下；正字二人，从九品上，“掌典校四

库书籍”。‘此外，还有书令史二人，书史二人，楷书手二十五人，典书四人，掌

固六人，装潢匠二人，熟纸匠、笔匠各一人．7

‘旧唐书'卷44‘职官恚·东言亩属'。第1908页．

‘唐六典'卷26‘岽文馆'，第472页．

‘新唐书'卷柏‘百官志四·东宫官'，第129,1页．

‘|El唐书’卷44‘职官志·东宫官属'，第19∞页．

‘唐六典'卷26‘司经局’．第474页．

‘旧唐书’卷44‘职官恚·东富官属'．第19∞页．

‘新唐书’卷帕‘百官志四·东宫官’，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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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馆

唐代建立的修史机构有两个：一是隶属于中书省的。秘书内省”，专修前代史；

二是隶属于门下省的“国史馆”(简称。史馆”，后改隶中书省)，专修本朝史．

秘书内省设置于贞观三年(629年)，是为修撰五代史而设立的．‘唐会要》

卷63‘修前代史》载日：“至贞观三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旧

唐书》卷189‘敬播传》也载，敬播。贞观初，与颜师古、孔颖达等于秘书内省

修《隋书》”．秘书内省修史工作的主管部门是著作局，但主修史官以他职兼任，

无史官名号，也无定员，因事而设。《唐会要》卷63‘修前代史》载日：。贞观十

年正月十二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征、散骑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

百药、孔颖达、礼部侍郎令狐德桑、中书侍郎岑文本、中书舍人许敬宗等，撰成

周、隋、梁、陈、齐五代史．”1由以上所录修史者及其官衔可以看出，参与修撰

五代史的史官均以本职官兼修史之任．

秘书内省还设有修史学士，以辅佐主修史官完成修史任务。‘旧唐书》卷73

《邓世隆传》载日：。贞观初，【邓世隆]与崔仁师、慕容善行、刘颚、庚安期、敬

播等俱为修史学士。”邓世隆等人均是以修史学士的身份参与五代史的修撰工作

的。秘书内省应还设有稽书手、典书、掌固、熟纸匠之类的人员，但因资料缺乏，

无从考知。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修撰完毕后，秘书内省便被取消了．

史馆正式设立于贞观三年(629年)，主要负责编修实录和国史。长期以来，

国史修撰都是由秘书省著作局负责的，前人一般都将著作局称作“史馆”或。史

阁”，可见以前著作局的主要职责就是撰修国史。太宗即位后，为加强对修史工作

的管理，单独组建史馆，把史馆直接控制在自己手中，从而使史馆从秘书省下分

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文馆。“贞观三年(629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

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遂实际上指的是史馆建立

以后，著作局本身不再以修史为主要任务，修史工作由原来的著作郎负责转移到

由史馆派遣史官担任，同时还以宰相监修，此后宰相领衔修史延续成为定制。

唐朝的史馆有两处，即东都史馆和西京史馆。唐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是

西京长安．高宗后期和武周时期，皇帝长住东都洛阳，这一时期东都史馆的地位

’‘唐会要'卷63‘惨前代史’，第1287页．

。‘旧唐书'卷43‘职官志--}．第18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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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重要。在其余时期，皇帝一般都在西京长安。由于高宗后期和武周时期为时

较短，因此地位最重要的还是西京史馆．西京史馆设立后，最初设在门下省北，

后迁至门下省南，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宰相李林甫当权，“以中书地切

枢密，记事者宜其附近”，1于是又移史馆到中书省北。从史馆位置的不断变迁，

不难看出唐朝统治者对史馆的重视程度。‘唐会要》卷63‘史馆·修史官》日：。国

之要者，在乎记事之官。是以五帝玄风，资其笔削；三王盛业，藉以垂名。”在皇

帝高度重视修史工作的情况下，修史官自然成为当时的美差之一．刘知几在《史

通·史官建置》中云：“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风池相接。而馆宇华丽，酒

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唐人刘肃在所著<大唐新语》中也记载日：

。高宗朝，修史学士有十八九人，时长孙太尉以元舅之尊，不肯先饮，其守九品

官者亦不许在后，乃取十九杯一时举饮。”可见当时对史官的尊重。

此外，预修国史被时人看成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情。高宗时，薛元超就以不

能预修国史为终生憾事之一，他说；“吾不才，富贵过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

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2唐朝后期，沈既济，沈传师父子相继居史

馆之职，沈既济预修<建中实录k沈传师预修《宪宗实录》，时人“荣之”，传为

美谈。3更为甚者，蒋义及其子蒋系、蒋伸、蒋偕、其孙蒋兆三代四人跻身史馆，

踵修国史，实旷古未闻，因有“蒋氏日历”之美誉．’

史馆常设监修国史之职。唐代各朝无论有无重大修史任务，都有宰相兼任监

修国史之职。监修国史名称较为固定，除在玄宗至德宗时期一度改称为“修国史”

外，其余时候一直都称为监修国史。监修国史具体职责史无明文，从现有史料分

析来看，大体包括三种：一为引进史馆编撰人员，组织编修国史。如高宗成亨年

问(670年-674年)，大臣许敬宗主持编纂国史，为高宗所不满，于是监修国史

刘仁轨等人“引左史李仁实专掌其事”，5校改史书．中宗景龙年间(707年--710

年)，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入史馆工作，据说是奉了监修国史的“高命”‘．二为负

责指挥修史工作。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四月，侍中韦巨源、纪处讷、中书令

‘唐会要’卷63‘史馆上·史馆移置)．第1285页．

(宋)王谠‘唐语林’卷4‘企菱’-第140页．

(宋)王谠‘唐语韩)卷l‘德行'，第6页．

‘旧唐书'卷149‘蒋X传’，第4029页．

‘唐会要'卷63‘史馆上·修国史'，第1290页．

‘史通'卷20‘忤时第十三)，第5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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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再恩、兵部侍郎宗楚客、中书侍郎萧至忠五人并为监修国史，时为史官太子中

允的刘知几“以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愤然。求罢史职”‘，原因即是监修

过多，意见不统一，不能恰当地对修史人员做出适当的分工，以致造成修史的混

乱．三为参与编修国史，并为修撰的史书把关．高宗时，许敬宗任监修国史，即

撰写了‘高宗本纪》、<四夷传》等史书，宪宗时监修国史裴珀也曾参与过‘德宗

实录》的写作。史书修成以后，在上奏皇帝以前，监修国史还要审正史稿，否则

便不得奏呈皇上．史载宪宗元和时，史官韦处厚撰成‘顺宗实录》三卷，但监修

国史李吉甫认为。未周悉”，又令史官韩愈重修．韩愈与修撰左拾遗沈传师、直馆

东兆府咸阳县尉宇文籍等“共加采访”，“寻检诏敕”，终于修成五卷本新‘顺宗实

录》。韩愈本人对此书评价甚高，认为。削去常事，著其紧于政者，比之旧录，十

益六七。忠良好佞，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即使这样，李吉甫仍然“慎

重其事”，将‘顺宗实录》带回家中，“欲更研讨”．2

唐朝监修国史的名额，各个时期不尽相同，有时一人，有时又有很多人，如

太宗时实行一相监修制，只有房玄龄一人担任监修国史．自高宗、武周后直至玄

宗开元前期，实行的基本上是多相监修制，同一时间往往有数位宰相担任监修国

史。如高宗永徽四年(653年)，担任监修国史的有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

张行成、高季辅、柳爽、来济等七人；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四月，担任监修

国史的有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等五人；玄宗先天元年(712

年)八月，窦怀贞、刘幽求、魏知古、崔淀四人同时被任命为监修国史。从玄宗

开元后期起以迄唐末，实行的又是一相监修制，不过这次又与太宗贞观时期略有

不同，不再是固定由某人长期兼任，而是逐渐演变为某一级别宰相的垄断兼职，

具有身份标志的意味。如在宣宗及其以后诸朝，监修国史例由次相兼任。3

史馆还设史馆修撰和直史馆。史馆修撰是宰相监领之下史馆修史班子中地位

最高的史官．玄宗及其以前，概称为“修国史”，天宝以后改为“史馆修撰”．开

元以后，朝宫无论官阶高低，即使宰相有史才，非官监修国史而任史职者，都以

。兼修国史”称，如玄宗时期的张说、肃宗时的杨绾、李揆。由于官称界限模糊，

造成了尊卑矛盾。如肃宗时，吖于]休烈寻转工部侍郎、修国史，献‘五代帝王论》，

’‘庸会要'卷64‘史馆下·史馆杂录下'，第1306页．

’‘全唐文'卷547韩愈‘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第5549页．

‘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第2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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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甚嘉之．宰相李揆矜能忌贤，以休烈修国史与己齐列，嫉之，奏为国子祭酒，

权留史馆修撰下之。”。可知宰相李揆以工部侍郎于休烈官称“修国史”与自己等

同而不满，于是暂用“史馆修撰”一词以示区别。这样，史馆中的官员在监修国

史、修国史以下，便出现了“史馆修撰”一级。<旧唐书》卷43‘职官志》所云

“天宝以后，他官兼领史职者，谓之史馆修撰”，反映的正是这种变化。宪宗元和

六年(811年)，宰相裴增奏：“登朝官领史职者，并为修撰，未登朝官入馆者，

并为直馆．修撰中以一人官高者判馆事，其余名目，并请不置。”2这样，唐史馆

官员名号正式确定，“兼修国史”取消，“史馆修撰”定名。到晚唐时，“兼修国史”

又复出现，与“史馆修撰”并存．‘唐会要》卷63《修史官》载：“天祜二年五月

二十九日敕，翰林学士、职方郎中兼史馆修撰张荣，今修撰职名稍卑，不称内廷

密重，宣充兼修国史．”3

“史馆修撰”一般都是他官兼之，其员额设置前期较多，如武则天长安三年

(703年)正月，“敕武三思及纳言李峤、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农少卿徐彦伯、凤

阁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直史馆吴兢修唐史，采四方

之志，成一家之言”，‘其中除武三思、李峤为监修国史、吴兢为直史馆外，其余

六人均为修国史(史馆修撰)．唐代后期，史馆修撰人选渐趋固定。“自大历后，

始奏两员修撰⋯．有时任命的史官稍多，还会引起舆论的谴责。文宗大和六年(832

年)二月，以谏议大夫王彦威、户部郎中杨汉公、祠部员外郎苏涤、右补阙裴休

并充史馆修撰，这就违背了“修撰不过三员，或止两员”的先朝旧例，结果“论

者非之”．6到宣宗大中八年(854年)七月，史馆修撰递增为四员。当时史馆修撰、

直史馆各两员，宰相郑郎认为“修史重事，合选廷臣，秩序或卑，笔削不称”，建

议停废直史馆，“更添修撰二员”．’

直史馆是史馆中地位较低的～级史官，因修撰大事征召．直史馆一般以才堪

当修史之任者担任。则天时期，吴兢即以其“励志勤学、博通经史”，。被相辅朱

‘旧唐书’卷149‘于休烈传'，第4008页．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h第1852页．

‘唐会要'卷63‘修史官'．第1300页·

‘唐会要'卷63‘铬国史)，第1291页·

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第2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唐会要'卷63‘修史官'．第1300页·

‘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选任)，第6652页．

‘旧唐书’卷102‘吴兢传’’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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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则、魏元忠所看重，荐入直史馆，参与修国史．自肃宗时起，京兆府的畿县尉

经常被征召参加史馆修史活动，如肃宗对史官柳芳，代宗时史官李书和令狐垣，

德宗时史官崔元受均以畿县尉入直史馆．1元和时期，在监修国史裴珀的建议下，

规定直史馆一律由“非登朝官”者兼任。

直史馆一职，在宪宗以前并无定例。宪宗之后，“以本官直馆者皆为畿县尉”。

2如宪宗元和初年密县尉樊绅、咸阳县尉韦处厚、万年县丞林宝，文宗大和时昭应

县尉蒋系以及僖宗乾符年间蓝田县尉王荛等都是如此。这说明从唐宪宗以后“直

史馆”的任职逐步形成了一定的例规。。“直史馆”人数一般在四人左右，宣宗大

中八年(854年)时，直史馆改为两员。

除了史馆修撰、直史馆等专司修史的官员外，唐代史馆还设有一些为史书修

撰提供各种服务的人员。‘旧唐书》卷43《职官志》载：“楷书手二十五入，典书

四人，亭长二人，掌固六人，装潢直一人，熟纸匠六人。”《新唐书》卷47<百官

志--)对后勤人员也有记载：“有令史二人，楷书十二人，写国史楷书十八人，楷

书手二十五人，典书二人，亭长二人，掌固四人，熟纸匠六人。”两书记载所录有

很大的差别，可能是所据时期的史料不同，或有歧误，但是也基本反映出了史馆

勤杂人员的编制情况。

唐代设立独立的史馆以撰修史书，史馆必须具备自己独立的藏书以备检索。

史馆“掌修国史，皆本于起居注、时政记，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为褒贬

焉，既终藏之于府”4，可见史馆也是唐政府的一个藏书机构．据史料记载，兴庆

宫史馆的藏书，“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

二卷一。这些书在安史之乱中“并被逆贼焚烧，且国史、实录、圣朝大典，修撰多

时，今并无本”5．叛乱平定后，修史官太常少卿于休烈建议搜访这些书，但。数

月惟得一两卷”。从中可以看出史馆藏书重点是史籍，在藏书量上不及集贤院与弘

文馆的藏书，地位不很突出。五代及宋以后，史馆藏书变得越来越重要，达到三

者并驾齐驱的地步．

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第27页t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选任'．第66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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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翰林院

翰林院即翰林学士院，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设置。翰林院参谋机

密，起草诏书，专掌内命。起草一般诏令时，通常由中书舍人掌之，遇到极其机

密的国家大事时，皇帝则遣自己身边的心腹来起草。史载：自太宗时，名儒学士

时时召以草制，如温大雅、魏征、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褚遂良、上官仪等，

都曾被天子请入禁中参预机务，但此时尚未有名号。高宗乾封年间，刘懿之、刘

棒之、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以文词召入待诏，于北门外候召，始号“：lt；f-]

学士”．武周时，苏味道和韦承庆待诏禁中．中宗时，上官昭容用事禁中，独当书

诏之任。睿宗时，薛稷、贾膺福和崔浞又代其任。玄宗即位后，置“翰林待诏”，

以朝官中有词艺学识者充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如张说、陆坚、张九

龄、徐安贞、张珀等，当时都是以翰林待诏的身份被召入禁中的。不久以后，玄

宗又以中书事务繁杂，文书大多雍滞为由，广召文学之士入居翰林，号“翰林供

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正式设立翰林院，

改翰林供奉为翰林学士。‘

翰林学士的地位相当独特，弘文、集贤学士皆有所属，而翰林学士作为天子

私人，“独无所属”，2且深受天子礼遇，有“内相”之称。翰林学士无定员，宪宗

元和时，定额一般不超过六员，3自六部尚书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入选最多的是郎

官、补、遗、记注官等。其中，学士承旨一人，独承密命，位在诸学士之上，一

般由年深德重者担任，后多至宰相之位；学士使二人，由宦官担任，“进则承睿旨

而宣于下，退则受嘉谟而达于上”‘。他们处在皇帝与学士之间，权任不小。翰林

学士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官之上，“深谋密诏，皆从中出，尤

择名士，翰林学士得充选者，文士为荣”。5

翰林院有多处分机构，并且都在离皇帝最近之处，以备皇帝随时顾问。(IEI唐

书》卷4：3‘职官--)载：

天子在大明宫，其院在右银台门内．在兴庆宫，院在金明门内．若在西

‘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第1183页--1184页．参‘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53—1854页·

‘新唐书’卷46‘百宫志一’．第1184页．

囊刚：‘唐代的翰林学士'．载‘文史哲'1985年第3期．

张国刚：‘唐代官制'。第48页．三秦出版社1987年4月版．

(IEI唐书’卷43‘职官志--)，第18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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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院在显福门．若在东都、华清宫，皆有待诏之所．

翰林院是专为皇帝起草诏书和备顾问的机关，也就必须具备有一定数量的藏

书。唐人李肇<翰林志》日：。翰林院南厅五问，中架为藏书南库。出北门，横屋

六间当北厅，通廊东西二问为藏书北库，其二库书各有录，约八千卷，小使主之，

西三问，书官居之，号日待制。”可知翰林院南北都有书库。每库有专人典守，并

有收藏目录。从北库藏书八千卷看，大概为翰林院初设时的藏书。可以说，翰林

院也是唐代的一个国家藏书机构。

(Tk)集贤院

集贤院，全称集贤殿书院，隶属于中书省，是唐玄宗在位期间开展大规模搜

书、校书、写书和编目等工作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一个庞大的机构，有大

量藏书。集贤院的建成，是唐代中期文化事业新发展的标志之一。

集贤院的前身是乾元殿书院(简称乾元院)。内库藏书由于长期疏于整理，已

经残缺散乱，无法很好使用，因此从开元五年(717年)起，正式展开了校写内

库藏书的活动。为了更好地进行工作，玄宗正式设立了乾元院，由褚无量任“乾

元院使”。书院下设刊正官四人，知书官八人，分掌四库书籍的校写工作，并设有

押院中使、刺院等官。此时机构简单，人员也不多。到玄宗开元六年(718年)

十二月，“乾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置使及检校官，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

开元八年(720年)，院内增添文学直、修撰官、校理官、刊正官和校勘官。开元

十一年(723年)，又置丽正院修书学士。这时机构与以前相比扩大了许多。开元

十三年(725年)四月，丽正院正式更名为集贤院。此时集贤院发展成为一个庞

大的机构，其职官系统及其职掌是这样的：设学士四人，直学士十人，院内五品

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负责“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

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

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而考其学术，而申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

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2。其中，学士中又设知院事一人，由宰相担

任；副知院事一人，多为近密之官，如散骑常侍；判院一人，由副知院事兼之；

押院中使一人，“掌出入，宣进奏，兼领中官，监守院门，掌同宫禁”：侍讲学士

‘‘新唐书'卷47‘百官恚='，第1212页．

’‘1日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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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负责辅导皇帝读书，为皇帝讲论文史；待制官若干人，负责起草诏书；修

撰、校理官若干入，职掌“承旨撰集文章”和。刊正典籍”；留院官、检讨官及其

文学直等官员，均为事务官。直接从事图书事业的是：专知御书典四人；知书官

八人，分掌四库书，每库二人，。知写书、出纳、名目、次序，以备检讨焉”；书

直，写御官一百人，专管抄写书籍；画直八人，掌图画的典藏校写；揭书六人，

书直八人，掌摹写旧书、拓石碑帖；造笔直四人，专管供应笔墨纸张以供写书之

用；装书直十四人，掌书籍装帧工作。1

集贤院职官俸禄各依本官请受．俸外，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

墨三百六十丸，岁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才。2另外又赐

钱一千贯文，以充食本。集贤院供膳丰厚，曾引起中书舍人徐坚的不满。(IN唐书》

卷97<张说传》载：

时中书舍人徐坚自负文学，常以集贤院学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

尝谓朝列日：“此辈于国家何益，如此虚费．”将建议罢之．说日：“自古帝王

功成，则有奢纵之失，或兴池台，或玩声色．今圣上崇儒重道，亲自讲论，

刊正图书，详延学者．今丽正书院，天子礼乐之司，永代规模，不易之道也．

所费者细，所益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玄宗知之，由是薄坚．3

集贤院也与弘文馆、史馆、翰林院一样，在西京、东都的各处宫城内都有分

机构。集贤院一直从事搜书、校书、写书、编目等工作，经过多年经营，藏书增

加到八万余卷，远远超过其他机构藏书，连秘书省的藏书，也“不能处其半”。故

《大唐新语》载日：“【开元】书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新唐书》卷57《艺文志·序》

也载日：“藏书之盛，莫胜于开元”．因此可以说，集贤院是“开元盛世”文化事

业的一个重要标志．

以上对唐代七个主要的国家藏书机构做了简要考察，’当然还应有其他藏书机

构。如国子监“职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为国家最高教育机关，理应有一定

的藏书以供师生教习。据<旧唐书》卷73<孔颖达传》载，太宗曾下诏将‘五经

·‘唐六典，卷9‘中书省'，第206--208页．参‘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第1212--1213页和‘1日唐

书'卷43‘职官志--)。第18S1--1852页．

2‘新唐书’卷57‘艺文志序)。第t422页．

’‘旧唐书'卷97‘张说传’．第3057页．

‘‘1日唐书’卷44‘职官志三'，第18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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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付国子监，说明国子监至少应该贮藏有教材用书。太常寺、礼部也应有藏

书。《唐会要》卷35<经籍》载开元七年乾元殿缉书时，玄宗“降敕于秘书省、

昭文馆、礼部、国子监、太常寺及诸司并官等及百姓等，就借缮写之。”可见，当

时的一些国家机关，尤其是学术性质较强的，大约也还有一定的藏书。

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司经局、史馆，翰林院，集贤院是唐代国家藏书

的主要机构，构成了国家藏书的基本骨架。比较而言，秘书省的地位最为重要。

史载高祖武德七年(626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门下、中

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秘书省为“六省”之一，属国家“一线”机关。

集贤院隶属中书省，弘文馆隶属门下省，史馆隶属中书、门下两省，崇文馆和司

经局隶属东宫，尽管也受重视，但显然是“二线”机关。

上述机构之外，皇帝及门下省、中书省和尚书省也领导和具体参与国家藏书

工作。玄宗发起大规模校书等工作，以宰相监领各馆事务。宋敏求记云：“唐制，

宰相四人，首相为太清宫使，次三相皆带馆职，弘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

殿大学士；依次为相。”2门下省下设起居&g二人，从六品上，“掌起居注，录天子

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季终则授之国史焉”3．门下省还设有给事中四人，

正五品上，负责督察弘文馆图书的缮写和雠校工作。中书省设起居舍人二人，从

六品上，“掌修记言之史，录天子之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以记时政损益。季终，

则授之于国史。”‘史馆负责撰修的国史，就是在门下省和中书省所提供起居注等

的基础上修成的。尚书省所属比部和吏部也较多地参加国家藏书建设工作。比部

设郎中一人，从五品上，员外郎一人，从六品上，“掌勾诸司百僚俸料、公廨、脯

赎、调敛、徒役、课程、逋悬数物，周知内外之经费，而总勾之”，是国家财政审

计机关，也负责对国家藏书机构的审计。《唐会要》卷35《经籍》载，文明元年

(684年)，睿宗敕“两京四库书，每年正月，据旧书闻奏；每三年，比部勾覆具

官典，及摄官替代之日，据数交领。如有欠少，即征后人。”吏部职掌天下官吏选

授、勋封、考课之政令。元和三年(808年)，宪宗颁《访择校书正字诏》。诏文

日：“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左春坊、司经局校书、正字，宜委吏部。自今以

‘‘旧唐书'卷42‘职官志--)，第1783页．

‘张国刚：‘唐代官制k第“页，三秦出版杜1987年版．

’‘旧唐书'卷43‘职宫志二'，第1845页．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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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于平留选人中，加功访择，取志行贞退，艺学精通者注拟。综核才实，维在

得入，不须限以登科，及判入等第。其校书正字，限考入畿县尉簿，任依常格。”

御史台对国家藏书机构行使。勾检稽失”2之职。《唐会要》卷65《秘书省》

载：“开成元年七月，分察使奏：‘秘书省四库见在杂旧书籍，共五万六千四百七

十六卷，并无文案及新写书文历。自今以后，所填补旧书及别写新书，并随日校

勘，并勒创立案，别置纳历，随月申台，并申分察使。每岁末，计课申数并具状

闻奏。”3(IEI唐书》卷17《文宗本纪》也载：“开成元年秋七月戊辰朔，御史台

奏：‘秘书省管新旧书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长庆二年已前，并无文案。大和五

年已后，并不纳新书。今请创立簿籍，据阙添写卷数，逐月申台。”宣宗大中三

年(849年)正月，“秘书省据御史台牒，准开成元年七月敕，应写书及校勘书籍，

至岁末闻奏者，令勒楷书等。从今年正月后，应写书四百一十七卷”‘。大中四年

(850年)二月，集贤院奏：“大中三年正月一日以后至年终，写完贮库及填缺书

籍三百六十五卷，计用小麻纸一万一千七百七张．”大中五年(851年)正月，秘

书省牒报御史台：“从今年正月已后，当司应校勘书四百五十二卷．”‘由上可以看

出，御史台在国家藏书建设工作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总之，唐代国家藏书既有几大具体的藏书机构，又有皇帝的高度重视和最高

领导，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御史台等枢要机构也实际参与工作。可以说，

唐代国家藏书体制是一个在皇帝最高领导之下，各机构既有明确分工职责而又相

互关联的很有效率的体制。

‘唐会要'卷65‘秘书省'，第1329页．参‘唐文拾遗'卷6宪宗‘访择校书正字诏’，第10429页．

‘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第1862页．

‘唐会要’卷∞‘秘书省’。第1330页．

‘唐会要'卷35‘经籍’，第753页．

‘唐会要'卷35‘经籍'，第754页．

‘唐会要)卷35‘经籍)．第7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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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唐代国家藏书的特点及其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得失

一、唐代国家藏书的特点

国家藏书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象征。唐代国家藏书的鼎盛，标志着

唐代社会文化的巨大发展，推动了唐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进步。唐代国

家藏书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统治者高度重视国家藏书，突出表现在任命专使，广为采访购置图书，

并多设藏书机构，延聘才学之士，开展图书的收集、整理、编著与典藏。唐王朝

多次派遣图书使、访书使及采访图籍使一类专使，积极从事图书的搜集工作。玄

宗开元、天宝时期，宰相陈希烈和张悱、萧颖士等人，即以图书采访使的身份，

做了不少具体工作。《唐会要》卷78《诸使杂录》云：。天宝十二载，左相陈希烈

充秘书省图书使。”玄宗以张悱为集贤院判官，“诏以其家所著《魏书》、《说林》

入院，缀修所阙。累擢知图书、括访异书使”。‘秘书正字萧颖士“奉使括遗书赵、

卫问”2，也有不少成绩。有唐一代，这项工作持续不断，直至僖宗时期，董昌兼

任诸道采访图籍使，负责收采地方文献典籍。3至于唐代设置藏书机构以整理编著

图书，并对机构人员编制和职责范围加以具体规范，前文已有详述，兹不赘。

第二，国家藏书包罗丰富，尤重儒学经典。唐代国家藏书按经、史、子、集

四部分库储藏，包罗万象，十分丰富。由于儒家学说是正统思想，唐代统治者及

知识分子对儒学十分崇重。《旧唐书》卷189《儒学上》载：“及高祖建义太原，

初定京邑，虽得之马上，丽颇好儒臣。以义宁三年五月，初令国子学置生七十二

员，取三品以上子孙：太学置生一百四十员，取五品以上子孙；四门学生一百三

十员，取七品已上子孙。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郡五十员，下郡四十员。上县学

并四十员，中县三十员，下县二十员。武德元年，诏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于秘

书外省别立小学。”武德二年(619年)，高租又“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

庙各一所，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具PJ,名闻，详考所宜，当加爵士”，是以“学

者慕向，儒教聿兴”‘。

唐太宗即位后，在门下省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

’‘新唐书'卷89‘张公瑾附传'．第3756页．

’‘新唐书’卷202‘萧颖士传'．第5768页．

’‘新唐书'卷225‘董昌传'，第6466页．

‘‘旧唐书'卷189上‘儒学上'，第4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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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等，各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讲论经义。太宗日：“朕今所好者，惟在尧

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1太宗

还积极发展儒学教育事业，“于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2，国子、太学、四门、广

文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

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

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旧唐书》卷

189《儒学上》也载日：“贞观二年，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

宣父为先圣，颜予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

讲论，一毕，赐以束帛。学生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一又载。贞观十四年，_

太宗诏日：“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

妥、刘炫等，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疏，宜加优异，以

劝后生。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名奏闻，当加引擢。”二十一年，又诏日：“左丘

明、h子夏、公羊高、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

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元凯、范甯等二十一

人，并用其书，垂子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学，可与颜子俱配

享孔子庙堂。”其尊重儒学如此。

唐玄宗朝，“数诏州县及百宫荐举经通之士，又置集贤院，招集学者校选，募

儒士及博涉著实之流”‘，并将学校普及至乡，“令天下州、县里别置学”5。

儒学教育的大发展为儒学经典的收藏提供了巨大要求。贞观初，太宗下令颜

师吉考订《五经》，又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编撰儒家经典的标准读本——《五

经正义》，并令科举考试中明经科统一采用此书。长安三年(703年)，王元感撰

《尚书纠谬》十卷、《春秋振滞》二十卷和《礼记绳愆》三十卷，进献武则天。风

阁舍人魏知古给予了高度评价，日：“信可谓《五经》之指南也。”呵见儒学经典

训释著作的质量。《旧唐书》卷17《文宗本纪》载：“[开成三年冬十月]癸卯，

宰臣判国子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时上好文，郑覃以经义启导，

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经博士，依后汉蔡伯喈刊碎列于太学，创立石壁九经，

诸儒校正讹谬。”这就是著名的“开成石经”。我国古代多次刻经，‘开成石经》是

其中规模最大，且目前保存完好的一部石经。此外，陆德明撰写的《经典释文》、

‘贞观政要)卷6‘慎所好'，第195页．

‘旧唐书’卷189‘儒学上’，第4941页记载为增筑学台—千=百阃，与‘贞观政要'记载有出入·特考·

‘贞观政要'卷7‘崇懦学'，第2l铲_216页．

‘旧唐书’卷189‘儒学上'，第4942页．

于桂林。‘浅探唐代藏书繁荣发展的几点行政因素'．‘河南图书馆学刊'2003年第2期．

‘旧唐书'卷189‘儒学上't第49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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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叔牙撰的‘毛诗纂义》、李鼎祚撰的‘周易集解》、贾公彦撰的‘周礼注疏》和

‘仪礼注疏》以及韩愈和李翱合撰的‘论语笔解》均是专门之学。唐王朝对儒学

经典的整理贡献突出，成绩巨大．

第三，重视宗教藏书。唐代“教兴寄在帝王”，宗教文化受政府的大力扶持，

处于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唐代统治者采取崇儒、尊道及礼佛的“三教并用”政策，

对宗教类藏书予以重视．如高宗时期归心佛道，崇尚义理，在长安城内建立吴天

观，东明观、太清观等宫观收藏道书。麟德元年(664年)，．又命沙门会概等参覆

量校所写一切经，首末三年，共合新旧八百一十六部，四千零六十六卷入藏；命

西明寺道宣撰<大唐内典录》，历代众经传译所从，所出众经总有二千二百三十二

部，译经三百一十部，五百三十八卷。又如武则天以佛教治国，极为重视和支持

佛教经目的整理工作．天册万岁元年(695年)十月，则天命佛授记寺大德僧明

俭检校‘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则天还亲自主持华严经翻译，并为之作序。1此外

则天久视元年(700年)又命奉宸令张易之、秘书监张昌宗和文士李峤等人，撰

修‘三教珠英》，把释儒道典籍的精萃悉收入内，保存了大量道教经书。

唐玄宗尤其尊崇道教。开元十年(722年)，玄宗诏令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及

天下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每年设醮斋祀．开元十九年(731年)，又令五岳

各置老君庙，并一再册封老君。天宝二年(743年)，加太上玄元皇帝号为大圣祖

元元皇帝，天宝八载(749年)，又加太上元元皇帝尊号为大圣祖大道元元皇帝，

天宝十三载(754年)，更加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元元皇帝2，对老子的尊崇达

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道士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不少道士升官晋爵，因而入道做

官被称为“终南捷径”。许多公主妃嫔也纷纷入道为女冠，接受道教封号。与此同

时，道教经典得到朝廷重视。玄宗下令天下士庶均须家藏《老子》一部，并亲自

为《老子》作注，在两京及各州道观刻成碑文，供士人研习。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玄宗设立“玄学博士”，又于两京及各州设“崇玄学”，招生徒研习‘老子》、

《庄子》及《列子》诸书，每年参加明经科考试，与儒家经典一样成为科举考试

的科目。此外，玄宗还派遣使臣，往各州搜集道经，并缮写成帙，于天宝初编成

‘三洞琼纲》，收道经三千七百四十四卷，诏令全国传写．这是中国道教史上由皇

帝出面广收道书，堪定讹误，纂集成藏的第一部道教总集。除此玄宗还编撰‘开

元释教录》，把当时已经流行的佛经5048卷，合为548函，以后代代刻藏，相沿

不改，使汉文大藏经的规模基本定型。据‘开元内外经录》记载，开元时共有佛

‘刘曼春；‘武则天与佛教，，载郑学撩等主编‘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季斌城主编：‘唐代文化’，第7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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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道教书籍2500余部，共9500余卷。‘皇家收藏经书，不仅数量大，而且写经

质量好，同时编著目录，派专人管理，对引进的大量的宗教经书，又进行了巨大

的翻译、抄写、刻印工程，使宗教藏书蔚为大观。

第四，注重史书编纂。由于统治者的重视，正式设立史馆主持修史，唐代史

学有很大的发展。唐代官修八部正史，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标志着中国

古代正史由私修向官修过渡的完成。唐代除了修撰前朝史外，还编修本朝史，有

起居注、实录、时政记和日历等，如‘大唐创业起居注》、‘顺宗实录》等。唐代

史学家还开创了多种史书新体裁——典志体、会要体和史评体。杜佑的‘通典》、

苏冕，苏弁的‘会要》，崔铉的‘续会要》和刘知几的‘史通》，即是新体裁的代

表作。

第五，国家藏书多少与统治兴衰密切相关。国家藏书的聚散与社会的治乱紧

密相关，一般说来，社会安定则书易聚，动乱则书易散．贞观时期和开天盛世，

是唐代最辉煌的时期，稳定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环境，为国家藏书的发展提供了理

想的社会条件，国家藏书达到历史新高峰，总量极大．‘历代名画记》云：“贞观

开元之代，自古盛时”，“内府图书，谓之大备”．《新唐书》卷57<艺文志·序》

也云：“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中唐以后，由于社会一直动荡不安，国家藏书

散失相当严重。国家藏书数量的增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王朝统治的盛衰。

二、国家藏书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得失

唐代国家藏书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继承并发展了前

朝的精神文明成果，使图书得到有效保存、传播和利用，对文化教育事业起了显

著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唐代国家藏书对当时社会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点：

第一，催化和促进作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印刷术的发明，藏书事业即在

其中起到催化和促进作用。发明源于需求，正是缘于社会对书籍的广泛而大量的

需求，印刷术的发明才得以萌发并逐渐成熟和广泛应用．唐代国家藏书的发展，

使得国家对印刷产生了迫切的需要。根据文献记载和实物化验，唐代造纸原料已

经采用麻类、楮皮、桑皮、藤皮、瑞香皮、木芙蓉皮等多种原料，并开始用竹造

纸．随着原料来源的扩大和造纸技术的提高，纸的产量不断增加，造纸术发展到

。‘全唐文'卷373毋受‘撰集四部经籀序略't第3791页．

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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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产纸地区遍及全国。据‘旧唐书》卷40‘地理志》记载，常州、杭州、越

州、婺州、衢州、宣州、歙州、池州、江州、信州、衡州等十一个州是当时贡纸

的主要地区。1由于国家具备了印刷术应用与发展的纸、墨、石刻、捶拓等物质基

础和技术条件，因此唐代后期印刷术逐渐普及。穆宗长庆四年(824年)，诗人元

稹为自居易编诗集《白氏长庆集》，并作序：“白氏长庆集者，太原人自居易之所

作⋯⋯二十年间禁省观，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

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又自注日：“扬

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所谓“模勒”，一般解释为雕

版印刷．说明当时唐代社会文化知识很普及，元、白诗作，一开始就在民间广泛

流传，且已经应用了印刷术。柳砒在其‘家训》序中也谈到：“中和三年(883

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

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

浸染不可尽晓。”柳丑匕是唐代著名藏书家柳仲郢之子，黄巢起义后，随僖宗逃入

成都避难，看到城内书铺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售卖．这说明，唐代后期印刷的书

籍种类日渐增多。当时的成都地区已拥有相当数量的经营刻印和销售书籍的坊肆。

2唐代国家藏书的发展，使图书市场供不应求，很大程度上催化了印刷术的产生，

促进了文化市场的发展。

第二，延续文化的作用。图书不仅是保存文化和传播知识的载体，而且是思

想交流和思想统治的工具，所以历代有不少帝王重视图书的编纂工作，唐代帝王

则更为重视，前文已述。唐代国家藏书，以政府的人力、财力进行藏书建设，有

专门机构，有专官负责，收藏数量大，保护条件优越，对于文化的保存和传播有

着巨大贡献。唐代国家藏书包罗丰富，注重保持文化的完整性，这对延续文化也

有重要意义。

第三，培养人才的作用。唐代国家藏书建设规模巨大，成就辉煌，锻炼和造

就了大批人才。首先，任职于国家藏书机构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在对图书进行搜

集、整理、校勘和著述过程中，锻炼开拓了自己的修养和才识。而国家藏书的不

断丰富，又为他们进一步的提高提供了优越条件。在这期间，不仅成就了许多目

1郑如斯，萧东发：‘中国书史’．第118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李璃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关于印剜术起源于中晚唐说的内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1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录学家、历史学家、诗人和书法家，还成就了一些在政治上具有远见卓识的名臣。

如任职于秘书省的李商隐、任集贤殿正字的柳宗元、任翰林院供奉的李白、待制

集贤院的杜甫及任秘书省校书郎的自居易等人，无不得益于国家藏书的陶冶，成

为名扬天下的诗人、文学家、思想家．又如弘文馆学士姚思廉、崇贤馆学士令狐

德桑和李延寿、秘书省秘书监魏征和颜师古以及史馆著作佐郎刘知几，他们都曾

在国家藏书机构参与编修史书，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修史经验，成为一

代著名的史学家，而且注重吸取前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成为唐皇帝不可或缺

的咨询顾问。其次，不在国家藏书机构任职，但受益于国家藏书的教育、陶冶和

启迪而成为名家的也不计其数。如地理学家贾耽，充分利用国家藏书机构的地理

学图书，分析研究了全国各地的图经，先后撰写了‘皇华四达记》10卷、《古今

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6卷、‘贞元十道录》lO卷、

<吐蕃黄河录》4卷1等许多重要的地理学著作，并制成‘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

图》和《海内华夷图》，全面总结和反映了当时地理科学的水平，成为当时重要的

地理和军事资料，对后世极具参考价值。如宰相李吉甫充分利用国家藏书资料，

撰成了<元和国计簿》和‘元和郡县图志》，成为有名的学者．又如段成式在任秘

书省校书郎期间，广泛阅读了朝廷官方收藏的图书，“秘阁书籍，披阅皆遍”，在

此基础上，撰写了以“奇诡谲怪”著称的<酉阳杂俎》2。段成式在书中对非洲诸

国的记录不仅远远超出了前代，而且在数量内容上大大多于现存的唐代官方记载，

促进了当时对非洲诸国的深入了解。因受益于国家藏书，还成就了不少科学家，

促进了唐王朝科学事业的发展。如深明星历的历史学家、数学家李淳风，同时又

是天文学家，他研制出铜制表里三层的浑天仪是天文仪的一大突破。制造黄道游

仪和覆矩图的僧一行，发现了太阳在黄道上运动速度随季节变化的规律，在世界

上第一次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还发现了星宿的位置与古代的差异。一行还利用

国家藏书，参考天竺历法，全面研究了我国历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制成了

大衍历，’_直沿用至明末才被新的历法取代．苏敬等人大量利用国家藏书中的医

学资料，编成‘唐新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制成的药典．撰写‘备急千金

要方》的孙思邀，撰<外台秘要》的王焘都是充分利用国家藏书成其大业的。3唐

代丰富的国家藏书为人才辈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第1"／'54页，中嗣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舨．

’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第1757页．
。

，冷一江，‘唐代官府藏书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第81页，‘图书与情报'2003年第2期．参胡戟主编：‘=

十世纪唐研究)．中嗣社会科学出版杜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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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提高文化素质和智力水平的作用．唐代统治上层中诸如帝王、后妃、

王子及文臣武将，由于经常阅读国家藏书，文化造诣和学识修养造诣有了明显提

高．诗作方面，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中宗李显、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肃

宗李亨、德宗李适、文宗李昂、宣宗李忱、昭宗李晔与章怀太子、韩王元嘉、信

安王褡以及文德皇后、则天皇后、上宫昭容、杨贵妃、宜芬公主等人，均有诗作

传世；书法方面，太宗草书屏风、高宗的飞白、睿宗的草隶、玄宗的八分章草以

及肃宗、代宗、宣宗的行书，颇有工力；音乐方面，高宗曾自制‘庆云之曲》，而

玄宗既能作曲，又能指挥；著书学识方面，魏王泰主持编纂的‘括地志》，章怀太

子注‘后汉书》，高宗好‘孝经》，睿宗喜爱文字训诂之书，玄宗注‘道德经》，代

宗专攻‘易》、<礼》，文宗喜读《贞观政要》，这对一代文化的发展颇有影响．文

臣武将中才学之士更是不乏其人，武将中熟读‘左传》与‘孙子兵法》者不少，

如哥舒翰、高霞寓、李靖、裴行俭、马季龙等。大将郭元振有文集二十卷传世。

两浙节度使钱之瑾，有诗千篇，辑其三百篇为‘锦楼集》，享名于世。1文臣中六

部二十四司的郎官，都是唐中央政府中舞文弄墨的职事官，他们只是一般的中级

文职官员，但他们都有著述的能力，如考功员外郎马怀素、起居郎沈俭期、户部

员外郎宋之问等都是当代名家。较高的文职官员如博士，学士和翰林学士等，是

从事著述的高级儒臣，尤其是翰林学士，以文学言语备顾问，出入侍从，为皇帝

所礼遇优宠。他们组成当代著述的群体，在国家藏书的陶冶熏陶下，不断有所贡

献，带动了整个社会上层文化素质的不断上升。

第五，促进思想文化交流的作用。唐王朝中外文化交流相当频繁，其中唐朝

国家藏书文化的繁荣发展，更是引起了当时周围诸国的关注，他们在外交上频频

遣使入唐，学习唐朝先进的思想文化，吸收唐朝先进的文化成果。以下仅以日本

与朝鲜半岛的新罗为例。

唐代昌明的文化对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日本通过遣唐使来唐朝学习各

个领域的知识，全面移植唐朝文化。日本遣唐使聘请唐儒者教授儒家经典，并通

过各种途径搜求唐朝典籍携回日本．介绍留学生和学问僧来唐朝学习，是遣唐使

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留学生们一般被安排在国子监，系统学习中国古代经典及

唐代典章制度，在唐学习时间大多在十年以上，有些甚至长达--=十年，由于他

吴枫：‘关于唐代历史文献的再认识'，第174页，载‘吴枫学术文存'．中华书局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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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深受唐朝文化的熏陶，归国时还带回大量图书仪器，对日本吸取唐朝文化做出

了重大的贡献。如玄宗开元五年(717年)来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返国的

留学生吉备真各，在唐期间学习了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书法、天文、

历学、兵事、礼仪、祭祀、建筑等各学科的知识，并将唐朝的一些重要著作带回

了日本，为日本制定典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他带回的唐朝典籍主要有<唐

礼》一百三十卷、‘乐书要录》十卷、《大衍历经》一卷、‘大衍历立成》十二卷，

大多都是与礼乐制度相关的著作，对日本建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入唐学问僧除

了学习佛教经典外，还通过朝拜礼圣、寻求名师、参加各类法事活动、搜集佛典
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一一 一 一 一

及各种圣物等途径，从事移植唐朝佛教的活动。空海作为学问僧，来唐的目的虽

然是为了研究佛学，但他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并不限于佛教。除了将大批佛教

经典带回日本，他还带回《刘希夷集》、‘王昌龄集》、‘朱千乘诗》、‘贞元英杰六

言诗》、《杂诗集》、<诏敕》等大批诗文作品和唐代书法作品。1此外，与吉备真备

同时来唐返国的学问僧玄防，归国时带回佛经五千多卷：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

年)来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返国的最澄，归国时带回‘大唐圣教序》’《真

草千字文》、《天后圣教碑》、王羲之‘十八帖》、欧阳询书法、王献之书法、《梁武

帝评书》等石拓多种2．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再逐一例举了．总之，他们

都对唐朝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新罗也积极吸收中国唐朝的文化成果，不断发展本国的民族文化。从唐朝初

年起，新罗就派遣大批留学生来唐首都长安就学．新罗神文王二年(高宗永淳二

年：公元682年)，仿照唐朝设立国学，国学内设置国子司业、博士、助教等职衔。

唐朝的科举制度对新罗的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记载，新罗国学“教授之法，

以《周易》、《春秋左氏传》、‘文选》，分而为之业，博士若助教一人，或以《礼记》、

《周易》、《论语》、<孝经》：或以‘春秋左氏传》、《毛诗》、‘论语》、‘孝经》；或

以《尚书》、《论语》、<孝经》、‘文选》授之。诸生读书以三品出身，读‘春秋左

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音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

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能兼通五经、

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3由于新罗将中国的儒家经典作为太学生必读

。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中日文化交流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第6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第。18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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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籍，因此中国的儒家经典如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大量地流入新罗．如

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新罗遣使来唐“请‘礼记》并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

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赠送给新罗．‘新罗

也派出许多学问僧来唐朝求法取经，如僧元晓在唐研究法相宗，僧义湘在唐研究

华严宗，他们归国时带走不少宗教经典，对新罗宗教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这种文化上的交流不是单方受益的问题，唐朝也从周围各国的文化中吸

取了不少精华，然后再加以发展，进而再互相交流，这样就促成了思想文化上的

不断融通和升华，推动了唐朝和周围诸国文化的发展。

唐代国家藏书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国家藏书建设是一种文化建设，也是一种政治建设，是一种政府行为。

唐代国家藏书建设按照统治者的策略和逻辑来进行。凡是符合他们的理想和需求

的，自然是在收藏之列。否则，则予以限制或者禁毁。因此，图书在选择入藏的

时候，有着明确的标准，而且执行得非常严格，有时候甚至将一些与标准不合的

图书任意毁坏。这种做法，势必把不合标准的图书摒除在国家藏书之外，局限了

国家藏书的范围。

其次，国家藏书疏离群众。封建统治者建设国家藏书的目的，是藉国家藏书

之苑存，以谋求修齐治平之道，且强调其学术性，所以自始以来，从未考虑过传

播文化知识于下层民众之间，强调国家藏书要为政治服务。

再次，国家藏书使用范围比较狭窄。贮藏于内库的图书附属于宫廷，一般人

很难接触到。最有机会使用国家藏书的，是在藏书机构任职的官员，人数也有限。

唐代国家藏书一般只为社会上层服务，为在国家藏书机构供职的人员提供便利。

因此，为了进入国家藏书机构，以便饱览藏书，有的人就设法去当书手．(IB唐书》

卷192‘阳城传》载：“阳城，字亢宗，北平人也。代为宦族。家贫不能得书，乃

求为集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昼夜不出房。经六年，乃无所不通。”2但是，像

阳城这样的毕竟也是少数。

1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第6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IH唐书'卷192‘阳城传'．第5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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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唐代统治阶级对国家藏书的认识

唐代统治者深信图书的茏存，有助于修齐治平，对治理国家大有裨益。《隋书》

卷32‘经籍志·序》言：“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

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

者将落焉。”深刻揭示了经籍图书的内涵和功用，把它看作是圣哲贤人的智慧结

晶，具有极为广泛的社会功能。序文还指出：“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

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敲，皆为治之具也。”又把

经籍藏书看作经世济民和治理国家的工具。总之，国家藏书。其教有适，其用无

穷”．‘反映了唐初统治者对国家藏书的高度重视。

唐代统治者重视国家藏书，尤其重视国家史籍藏书，尤其重视史书的鉴戒和

教育作用。由于史书是关于社会发展兴衰成败的记录，提供了不少前朝兴亡的经

验和教训，使统治者既可借鉴前朝的治国经验，又可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唐代

统治者致力于史书的整理与编著，注重从历代治乱兴衰中总结经验和教训。

武德五年(622年)十二月，高祖颁布‘命萧踽等修六代史诏》。诏书道：“司

典序言，史宫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

贻鉴将来。⋯⋯朕握图驭宇，长世字民，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

轸悼，有怀撰次，实资良直。⋯⋯务加详霰，博采旧闯，义在不刊，书法无隐。”

2诏书清楚地表明了高祖对史书的认识，即“考论得失，究尽交通，所以裁成义类，

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这同时也是其修史的目的。这一思想成为唐代

统治者关于国家藏书的指导思想。 ．

高祖重视修撰前朝历史，目的在于“握图驭宇，长世字民”，尤其对隋朝历史

的修撰，则具有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一个。甲兵强盛”、“风行万里”的封建王

朝，在很短的时间内，竟然。率土分崩”、。子孙殄灭”．3这样触目惊心的现实，

不能不引起唐初统治者的警惕和深思。这次修史活动是唐代的第一次官方史学活

动，肇创了唐代官修前朝正史的先河。

。‘隋书'眷32‘经籍志·序'．第903页．

‘‘|日唐书'卷73‘令狐德菜传'。第2597页．

’‘腮唐书'卷7l‘魏征传'，第25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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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对国家藏书更为重视．太宗认为，只有常常阅览古代史籍，才能。知

风化之本，见理政之源”，1且“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书内”，2因此“正观己

来，手不释卷”．太宗还要求大臣们在公事之闲也必须阅读历代史籍，他说：。人

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史载贞观三年(629年)，李大亮为

凉州都督时，太宗曾作书告诉他：“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

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观典籍。兼赐卿苟悦‘汉纪》一部，此书叙

致简要，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5太宗为

使所有子弟。见前言往行”，又于贞观七年(633年)命魏征“录古来帝王子弟成

败事，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以赐诸王”．6他还亲撰<帝范》十二篇，向皇

太子传授“修身治国”之道，日：“圣躬阐政之道，备在其中矣。”’

太宗对图书建设高度重视．贞观三年(629年)，太宗于中书省置秘书内省，

诏房玄龄、魏征等人撰修前代史书。贞观十年(636年)正月，五代史书修成奏

上，太宗欣喜万分，对此大为嘉奖，日：“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

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

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

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

8这里所说的“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

龟镜”，从当时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可谓道出史籍藏书的真谛。太宗亲自指导撰修

史书的工作，要求：“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

须备载”，9以求达到“彰善痒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

这无疑是一种提倡。正是在太宗的提倡下，统治集团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蔚成

风气，对唐初政治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唐太宗重视历史鉴戒作用，重视史籍藏书的政治作用，注意总结历史上的经

‘玉海'卷26‘帝学·唐太宗观经史’，第515页．

‘贞观政要'卷6‘悔过第二十四'．第205页． ．

‘玉海'卷26‘帝学·唐太宗观经史'，第515页．

‘贞观政要)卷7‘崇儒学第二十七)．第219页．

‘贞观政要’卷2‘纳谏第五'，第59页．

‘贞观政要'卷4‘教戒太子诸王第十--)，第125---126页．

‘唐会要'卷36‘修撰'．第765页．

‘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恩关’．第6657页．

‘贞观政要)卷7‘文史第二十八)'第222页．

‘唐大诏令集)卷8l‘经史·修晋书诏'，第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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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教训．太宗在‘修晋书诏》中说，“朕拯溺师旋，省方礼毕，四海无事，百揆多

间，遂因暇日，详观典府。考龟文于羲载，辨鸟册于轩年。不出岩廊，神交千祀

之外；穆然旒纩，临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繇斯不昧，左官诠事，历兹未

远，发挥文字之本，导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诏文中。大矣哉．

盖史籍之为用也”，无疑是全文的点睛之笔，高屋建瓴地展示了太宗对史籍的看法．

此外，太宗还亲自为宣、武二帝纪及陆机、王羲之传写了赞论。皇帝亲自参与史

书的修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的，不难看出，史籍藏书在唐代统治集团心

目中所占地位的重要。

太宗积极反思历史、总结前代经验教训的特点，也可以在其所诏修的五代史

中找寻轨迹。<隋书》卷4‘炀帝纪》后有论：

【隋炀帝】负其富强之资，思逞元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

规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

官以掩其过．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

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

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

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2

文中以犀利的笔触，剖析了隋炀帝贪狠残忍、剥削无度、穷兵黩武、连年征

战的个人性格和内外政策，致使一个强盛的王朝顷刻覆亡的历史教训。类似这样

教训的史论，在《隋书》中比比皆是。这种对前朝兴亡教训尤其是隋亡教训的总

结，无疑为太宗治理朝政树立了一面可资鉴戒的镜子．

在前朝兴亡经验教训的指导下，太宗经常与大臣们讨论时政得失。‘贞观政要》

卷7<崇儒学》载日：

太宗初即位，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

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哒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

或至夜分乃罢．

(IFI唐书》卷72‘虞世南传》也载日：

太宗重虞世南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虽容貌懦

懊，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妊存规讽，多f'Jt,}l-

·‘全唐文'卷8太宗皇帝‘修晋书诏'，第94页．参‘唐大诏令集’卷8t‘经史，．第467页·

。‘隋书'奄4‘场帝本纪’，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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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El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

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若皆世南，天下何忧不理．”‘

可以看出，太宗与虞世南经常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评论“古先帝王

为政得失”，即太宗所说的“商略古今”．太宗与大臣们反复论述前朝帝王骄矜取

败的历史教训，时刻警惕自己．太宗El：“朕观古来帝王，骄矜而取败者不可胜

数⋯⋯至如晋武平吴，隋文伐陈已后，心逾骄奢，自矜诸己，臣下不复敢言，政

道因兹弛紊。”2“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

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3尤其是隋炀帝的悲惨下场，更是唐太

宗“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诫。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

已～．唐太宗正是在。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的历史教训下，力

戒骄奢，节制嗜欲，克己自励而不敢纵逸。他说：“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

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太宗把鉴戒前代成

败作为自己终身奉行不渝的三件大事之一，太宗日：“朕今勤行三事，望尔史官不

书吾恶。一则远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jqtl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

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7

太宗还常与魏征讨论如何治国。魏征日：“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臣愿当

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

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从前代危、乱、亡的教训中，

求得本朝的安、治、存，这种从亡国取鉴、求治的思想，与太宗以前朝覆亡教训

儆己戒人的想法不谋而合．太宗日：“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

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夫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由此可以看出，

唐太宗不愧是古代的英明君主，作为政治家，他重视总结古今得失成败的经验教

训，重视史籍藏书的鉴戒价值，时时“以古为镜”，正因为此，才出现了“贞观之

治”的繁盛局面。

‘旧唐书)卷72‘虞世南传’，第2566页．

‘贞观政要'卷l‘政体第--)．第23页．

‘贞观政要'卷lO‘灾祥第三十九’，第289_删页．
‘贞观政要'卷tO《行幸第三十七’，第281页．

‘贞观政要'卷8‘辩兴亡第三十四)，第258页．

‘贞观政要’卷8‘务农第三十’．第237页．

‘唐会要'卷∞‘史馆杂录上'。第1301页．

‘贞观政耍'卷8‘刑法第三十--)．第247--248页．
‘贞观政要’卷2‘任贤第三'，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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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宗“以古为镜”的影响下，高宗高度重视史籍藏书的价值，积极组织修

撰史书．高宗显庆元年(656年)‘五代史志》完成，监修国史长孙无忌等同时撰

成‘武德贞观两朝史》，这是修前代史与修国史齐头并进．其后重心完全转移到修

国史上．显庆四年(659年)，高宗以许敬宗所撰国史，“多非实录”，遂对史官刘

仁轨等日：“先朝身擐甲胄，亲履兵锋，戎衣沾马汗，辊鍪生虮虱，削平区宇，康

济生灵．数年之间，四海宁晏，方始归功上帝，临驭下人．昨观国史所书，多不

周悉。卿等必须穷征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1这里，高宗提出

，穷征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的修史原则，虽与太宗提出的“览

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的修史原则略有不同，但也可显示出高宗对史籍藏

书的重视程度：咸亨元年(670年)十月，高宗正式颁布‘简择史官诏》，要求对

史官人选进行严格考察。诏书日：“修撰国史，义在典实。自非操履贞白、业量该

通、谠正有闻，方堪此任。所以承前纵居史官，必就中简择，灼然为众所推者，

方令著述。如闻近日以来，但居此职，即知修撰，非唯编辑疏舛，亦恐漏泄史事．

自今以后，宜遣史司于史官内简择堪任修史人，录名进内，自余虽居史职，不得

辄令闻见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国史等事。”2诏文反映了高宗对史官人选的重视。从

史官选拔的要求逐渐严格来看，高宗对史籍藏书的确是相当重视的。 ．

武则天对撰修史书也很重视。长寿年间(692年--694年)，则天诏春官侍郎

牛凤及修撰唐史，但此次修撰质量不高。长安三年(703年)正月，则天再次下

诏修撰唐史，并为这次修史树立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即“采四方之志，成一家之

言，长悬楷则，以贻劝诫”。3这个修史准则的核心即是鉴戒前朝存亡成败，为当

今治国提供有效借鉴。

玄宗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封建君主。玄宗还在东宫时，就非常留意史籍藏书。

弘文馆学士刘宪对此赞扬日：“自古及今，皆重于学。至于光耀盛德，发扬令问，

安静身心，保宁家国，无以加焉．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绝人之才，岂假寻章摘句，

盖资略知大意，用功甚少，为利极多。“玄宗即位后，对史籍的重视更是达到前所

未有的高度。玄宗认为，“明乎国史，所以宏阐大猷；观乎人文，所以化成天下”5，

‘唐会要’卷63‘修国史'，第1289页．

‘全唐文'卷13高宗‘简择史官诏'，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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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国之载籍，政之本源⋯的新认识，把国家藏书的价值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

面．

玄宗非常明白前朝历史可为后世鉴戒的道理，为此大力开展国家藏书的校理

工程，尤其重视史籍藏书的编著与整理，希望从中能有所受益。吴兢撰写的‘贞

观政要》一书，就是要求李唐后继者以太宗君臣为楷模，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入

手，制订国家政策措施，从而巩固唐王朝统治．吴兢在序言中日；“庶乎有国有家

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

宪章文武而已哉!”这里充分表示出此书具有“焕乎国籍，作鉴来叶”2的作用．

玄宗非常重视这部著作，不仅把它收藏于国家图书馆中，还把它作为宫廷皇子皇

孙们的必读书。唐后期皇帝宪宗、文宗、宣宗，更是把它奉为经典，反复阅读，

苦心研讨。

太宗曾亲自撰写《金镜》一文，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历史借鉴。开元二十四

年(736年)，中书令张九龄上‘千秋金镜录》一书，玄宗赐书褒美日：“朕君临

万邦，多历年所，于今行事，动必见书，循以旧章，传诸实录。⋯⋯或询谋以济

其事，或规讽以成其道。”3可见，玄宗治理朝政也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入手的。

玄宗以后，唐王朝逐渐由盛转衰。由于国力下降，中央权威低落，官方史学

渐趋衰落。尽管如此，唐后期的不少皇帝仍然非常重视史籍藏书的鉴戒作用。如

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史馆修撰沈既济奏日：“史氏之作，本乎惩劝，以正君

臣，以维邦家，前端千古，后法万代，使其生不敢差，死不忘惧，纬人伦而经世

道，为百王准的。”1德宗深以为然。贞元元年(785年)八月，德宗赐马燧宸宸、

台衡二铭，并作序日：“朕每览上古之书，及唐、虞之际，君臣相得，圣贤同时，

日夕孜孜，讲论至道，或陈其鉴诫，或讽以泳歌，焕乎典谟，百代是式，有以见

启沃之道，理化之端，意甚慕之，而未能迨也。顷灵盐节度使杜希全著书上献，

多所规谏，聊为‘君臣箴》，用答其意。河东等道副元帅司徒燧固请勒石，贻阙后

人。朕以文既非工，义又非备，垂诸来裔，良所恧焉。起予者商，因之有作，庶

乎朝夕自儆，且俾后代知我文武殿邦之臣欤．”5贞元十七年(801年)，杜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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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二百卷，进献德宗，日：“臣闻太上立德，不可庶几；其次立功，遂行当

代；其次立言，见志后学。由是往哲递相祖述，将施有政，用义邦家⋯⋯至于往

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1李翰为之作序日：“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觉群

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

必参今古之宜。⋯⋯申高见发明，以示劝诫。”2《通典》中蕴含着“前事之元龟，

足为殷鉴”的思想，德宗览之，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可以看出，德宗也是经常

披阅前朝史书，不断地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一 宪宗也重视史籍藏书的鉴戒功用．元和四年(810年)七月，宪宗“御制‘前

代君臣事迹》十四篇，书于六扇屏风”3，以作为自己施政的借鉴。《唐会要》卷

36‘修撰》载其事日：

上以天下无事，留意典坟，每览前代得失兴亡之事，皆三复其言．又读

贞观．开元实录，见太宗撰《金镜》书及《帝范》上下篇，玄宗撰《开元训

戒》，思继前躅，遂采《尚书》，《春秋后传》，《史记》、班范《汉书》、《三国

志》、《晋书》，《晏子春秋》．《昊越春秋》、《新序》、《说苑》等书，君臣行事

可为龟者，集成十四篇：一日君臣道合，二日辨邪正，三日诫权诤，四日

戒微行，五日任贤臣，六日纳忠谏，七日慎征伐，八日慎刑法，九日去奢泰，

十日崇节俭，十一日奖忠直，十二日修政教，十三日谏田猎，十四日录勋贤，

分为上下卷．上自制其序，日：《前代君臣事迹》．至是，以其书写于屏风，

列之御座之右，屏风六扇于中书，宣示宰臣李藩、裴洎日：“朕近撰此屏风，

亲所观览，故令示卿．”藩等进表称贺．‘

唐人李绛对此表示赞许，Eh“伏以自古圣王，皆忧勤庶政，未尝不取鉴于前

代，致理于当时．昔太宗亦命魏征等博采历代事迹，撰《群书政要》，致在坐侧，

常自省阅，书于国史，著为不刊。今陛下以天纵圣姿，日慎一日，精求道理，容

纳直言，犹更参验古今，鉴美恶，朝夕观览，取则而行．诚烈祖之用心，必致贞

观之盛理。”5“陛下思广天聪，亲览国史，垂意精赜，鉴于化源，实天下幸甚。”‘

宪宗认为，重视前代历史，可以从中吸取统治经验，学到统治权谋，从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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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巩固和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元和十四年(820年)，宪宗谓宰臣日：。听受之

间，大是难事．推诚委任，谓所委必尽心，及至临事，不无偏党．朕命学士集前

代暖昧之事为谤略，每欲披览，以为鉴戒耳．”崔群对El-。无情曲直，辩之至易，

稍怀欺诈，审之实难．⋯⋯陛下详观载籍，以广聪明，实天下幸甚．”1此外，宪

宗还要求大臣们“如有事可备劝诫合纪述者，委其曰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

令其缀录，每季送史馆，以为常例”，2并“所冀直言，尽心无隐，以匡不速，无

以让失为虑”．’由此可以看出宪宗对历史藏书鉴戒作用的重视程度．

唐文宗也高度重视历史经验教训，以匡正得失。史载大和中，文宗迁(右拾

遗)魏善为右补阙，同时诏日：“昔乃先祖[魏征]贞观中谏书十上，指事直言，无

所避讳。每览国史，未尝不沉吟伸卷，嘉尚久之．尔为拾遗，其风不坠，屡献章

疏，必道其所以。⋯⋯吾岂不能虚怀延纳，仰希贞观之理欤?”文宗又谓宰臣日：

“昔太宗皇帝得魏征，裨补阙失，弼成圣政。我得魏蕃，于疑似之间，必能极谏。

不敢希贞观之政，庶几处无祸之地矣．”4从文宗经常翻阅国史及其虚怀纳谏的态

度中，可以看出文宗积极向太宗看齐，希望从前朝成败得失中获得治国良策，把

鉴戒前朝历史经验教训摆到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

唐宣宗承祖训，尝以太宗所撰‘金镜》授令狐绚，使读之。当绚读至“至乱

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时，宣宗止之日：“凡求致太平，当以此言为

首。”宣宗还将《贞观政要》书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可见宣宗也积极

吸取前朝经验教训。

综上可见，唐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历史经验教训对治理国家的重大鉴戒意义，

对国家藏书尤其是史籍藏书的鉴戒价值评价甚高，尤其玄宗时期把国家藏书的价

值上升到治国之本的高度，可以说唐代统治者对国家藏书的认识水平是非常之高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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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其文化事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

水平，其中国家藏书事业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纵观有唐一代，宽松的政治氛围，科举制度的推行，学校教育的大发展及其统治

者的高度重视，有力地推动了唐代国家藏书的大发展．

唐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国家藏书，推行各种有效的政策，积极征集、编著图书，

又设立国家藏书机构对国家藏书进行大规模的校理，按经、史、子、集四部分库

藏书，以不同颜色的轴、带、签装帧图书，装潢相当考究，为后代沿袭发展．唐

王朝统治者深信国家藏书的菀存，有助于修齐治平，治国安邦，较之前代更为深

刻具体地探究了国家藏书的价值，认识水平很高。尤为突出的是，他们以古为镜，

从史籍藏书中积极钻研前代兴亡成败历史，总结经验教-pjI，从中探求当今治国施

政的良方，把国家藏书的价值上升到治国之本的高度。

唐朝的国家藏书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封建统治王朝以儒学为正宗，唐朝也毫

无例外地崇尚儒学，极为重视儒学经典的搜集、整理与编著．除此唐朝也大力扶

持宗教文化，在道教、佛教藏书的搜集、整理与编著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唐王

朝还积极组织前代史、国史、实录等史书的编修工作，又开创多种新体裁史书，

大大推动了唐朝社会文化的发展。

在国家的力量与作用下，唐代国家藏书在文化传播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催化了印刷术的产生，促进了文化市场的发展，使图书得到有效保存、传播和

利用，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显著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此外，它还提高了国

家统治阶层的整体文化素质和智力水平，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博学多识的文学家、

科学家、思想家等，对唐王朝贡献极大．

从唐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国家藏书发展的态度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历史经常使人反省与检讨，因而给人以导航，而藏书又是历史传承的载体，因此

只有高度认识到藏书的价值，才能真正认识历史，才有可能继承各种优秀的历史

文化遗产，才有可能利用历史的深沉的忧息意识。推动社会进步。可以说，藏书

文化是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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