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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本溯源温州书藏

王盈盈

瑞安市图书馆　浙江温州　325206 

摘　要：汉朝，瓯地建立“东海国”；唐朝，温州开始出现本地的文人学士；宋朝，“邹鲁”文化学风在温州兴起；温州

的藏书文化也随之逐步呈现。造纸术、印刷术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使得成本低廉、保存方便的纸质书籍在社会开始流行。

温州经济的繁荣、人口的增长、文化学风的兴盛使得温州逐渐出现官方藏书、佛寺藏书、书院藏书和私家藏书。本文从温

州文化学风兴起、社会发展、科举的改革印刷术的兴起、造纸业的发展、书藏的来源和书目及温州最早的官学、佛寺、书

院及藏书家、藏书规模等方面分析温州的藏书文化。

关键词：文化；书藏；藏书家

1. 文化学风兴起

根据《温州历史概述》记载：汉朝（公元前 192 年）

在瓯地（今温州、丽水、台州）建立“东海国”，定都温州，

封驺摇为东海王（俗称东瓯王）。温州自此奠定了行政区域

的建置的基础，也是温州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行政建置。唐

代，温州开始出现本地的文人学士，最早有文献记载为盛唐

时期的书画家、诗人张諲。据孙延釗的《温州藏书家考》记

载：“自皇祐三哲，接续于洙泗，元丰九儒，承流于伊洛，

述造寖繁，絃诵斯盛。”随着温州的文化风气开始转变，形

成了浓厚的苦读重教的社会风气。根据孙诒让的《温州经籍

志》中的统计，宋代，温州本土的文人学士的文化学术创作，

经史子集共 546 部，4070 卷，可见文学创作之丰。

2. 社会的发展奠定了藏书的经济基础

温州的生产文化在东晋立郡前后，得到迅速的发展，

出现了“八辈蚕”（刘宋郑缉之的《永嘉郡记》有记载）、

驰名全国的东瓯窑（潘岳的《笙赋》中记载）、船场（《方

舆纪要》记载）等，都呈现了当地较高的社会生活水平。丘

迟的《永嘉郡教》里称永嘉郡为“一都之巨会”，可见，此

时的永嘉已经呈现大都会的盛况。隋唐五代时期，温州的生

产文化进一步发展，据《隋书·地理志》记载，温州的蚕丝

生产发达，有土布（列入“土贡”）、“鸡鸣布”等。宋朝，

作为温州历史上的辉煌一页，北宋诗人杨蟠在《咏永嘉》里

写道：“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可见温州当

时的社会繁华程度。

3. 科举的改革

宋代，朝廷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取消了门第限制，

取消了“释褐试”；设置了弥封、誊录、锁院、别试、复试、

殿试等环节；更改了考试的内容。这些制度的改革，使得宋

代的科举选拔制度更加的公平，也使得宋代成为白衣举人的

社会，极大地刺激了寒门学子的求学积极性，形成了浓厚的

苦读重教的社会风气。

4. 印刷术的兴起

北宋时期，印刷术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藏书文化

的发展。雕版印刷术在宋朝盛行，成为当时刻书的主要途径，

官方刻书风靡一时，出现了“京本”、“杭本”等不同的刻本。

宋代的温州，其雕版印刷术的水平也较高。根据《温州史话》

记载，其宋时的温州府衙雕版印刻本有《白石诗卷》、《周

礼井田谱》、《仪礼》等书。北宋时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该技术在传播中逐渐改良，并传播到了温州。

5. 温州最早的官学、佛寺、书院及藏书家

随着温州社会的逐步繁荣，温州地区官学、佛寺、书

院逐渐出现，随之而来的就是官学藏书、佛寺藏书、书院藏

书、藏书家等各类藏书体系的兴起。因为温州文化等各方面

的发展起步较晚，所以藏书文化的出现相教于浙江的杭州等

地都要晚一些。

5.1 温州最早的官学

根据《温州市志》记载：温州府学建立于东晋太宁初年，

称永嘉郡学。平阳县学建于晋太康年间，乐清县学建立于唐

朝，永嘉县学建立于北宋元祐三年，瑞安县学迁建于北宋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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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元年，泰顺县学建于明景泰三年。为教学需求，府学、县

学皆有藏书。

5.2 温州最早的藏书家

孙延钊在《温州藏书家考》记载：“温州学风，肇兴

于汳宋，故据书综览之家，前此罕有闻者。”可见，温州的

私家藏书风气始于宋代。温州地区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私人

藏书家为乐清的万世延，记载于南宋大臣王十朋的《梅溪前

集》卷二中的《东平万府君行状》。《温州藏书家考》记载：

“乐清王忠文公称东平万氏葺屋积书，我郡私门庋阁之见于

载籍者，此殆其滥觞欤！”可见，万世延确为温州私人藏书

第一人。

5.3 温州最早的佛寺

据《浙江省宗教志》记载，温州的第一个佛寺是崇安

寺（唐朝改为开元寺），于东晋太宁三年建立。自此开始，

到宋代，温州寺庙已达 200 座。关于开元寺的经书在《温州

市志》卷宗十宗教里有以下记载：五代时，因天台宗文献不

全，羲寂在吴越王钱俶帮助下从高丽、日本引回天台宗文献。

宋代时，开元寺置藏院收藏经书，同时建御书阁收藏帝王所

赐的御书。

5.4 温州最早的书院

书院原为藏书、修书之地，五代后，成为私官性质的

教学之所。一般由名师设立，或讲授理学、或博习经史阁章、

或考课三类。宋代的书院具有讲学、祭祀、藏书等特点。据《温

州市志》记载，温州的第一所书院为王开祖创办的东山书院。

北宋皇祐年间（1049-1053 年），王开祖于华盖山上讲学，

因华盖山又称东山，后世称王开祖的讲学处为东山书院。

6. 书藏的来源及书目

6.1 官方书藏的来源及书目

官方藏书的来源主要有：朝廷颁赐、私人捐赠、抄录、

刊印。朝廷颁赐的一般为法令等，据《浙江藏书史》记载：

宋代，温州府、州、县等官方办公衙署都有藏书处，收藏法

令。宋代的真宗和高宗赐书籍给各州县学。学校教授内容以

儒家书籍为主，《四书》、《五经》、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等成为基本读本收藏。据《温州市志》记载：元延祐年间赵

凤仪重建温州儒学稽古阁，收藏《温州路学》、《六书故》、

《四书》等。明嘉靖的《瑞安县志》卷二的学校书籍里记载

了学校收藏的书籍，有：《易经本义》、《易经大全》、《书

经集注》等。

6.2 佛寺书藏的来源及书目

佛寺藏书的来源主要有：皇帝和政府赐赠、僧人著述。

“中华十刹”之一的龙翔寺位于温州江心屿，建于唐代，称

普济禅院，南宋时由宋高宗赐改龙翔禅寺（江心寺）。“清辉”、

“荣光”两轩收藏帝王所赐御书。到了元代，政府赐各佛寺《大

藏经》等经书。法师省初主持东林寺、开元寺时著书《五门禅》

等。明代，朝廷印刷《大藏经》、《道经》、《续道经》，

并分赐天下各寺庙收藏。

6.3 书院藏书书藏的来源及书目

书院藏书来源主要有：朝廷赐赠、购置、刊印、著述、

讲义。

宋代的书院具有讲学、祭祀、藏书等特点。如：东山

书院创始人王开祖著《儒志编》是与学生问难的讲稿内容、

浮沚书院创办者周行已的撰作品集《浮沚集》等。元代书院

逐渐向官学靠拢，书院藏书除常用经史书籍外，还收朝廷的

颁令，藏书板。

明代，朝廷认为治国必以教化为先，因此明代各郡县

都设立学校，并向学校赐书，充实学校藏书。如：明代的罗

峰书院于 1518 年，由张璁创建。1528 年，明世宗赐名为贞

义书院，这也是温州历史上唯一的敕建民办书院。根据明嘉

靖《瑞安县志》卷二的书院里对此也有记载：“钦赐大开贤

门四字，恭穆献皇帝睿笔也。”

7. 藏书规模

7.1 官方藏书规模

官方的书藏一般放置于卷房、书房或者阁中。藏书规模

小的建卷房，而藏书规模大的则建阁。如：据明嘉靖年间的

《瑞安县志》卷二的建置里记载：“正厅三间、穿堂一间 ...... 卷

房一间 ......。”嘉庆年间的《瑞安县志》卷二的公署里记载：

“嘉庆元年八月，大堂仪门卷房俱为飓风坍壤，彭署令志傑

详准动帑重建，大堂后为川堂为内堂为卷房为库为赞治堂为

受善堂前为甬道 .......”。清康熙年间的《乐清县志》卷二的

公署里记载：“训导衙 ...... 屋三间圯训导王沆捐建英聚堂并

书屋三间周回披屋有英聚堂记”。可见，官方衙署里都设有

书房收藏文案书籍。

7.2 佛寺藏书规模

宋代时，开元寺置藏院收藏经书，同时建御书阁收藏

帝王所赐的御书。

南宋时由宋高宗赐改龙翔禅寺（江心寺）建有“清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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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光”两轩收藏帝王所赐御书。

7.3 书院藏书规模

书院为收藏书籍，则建阁、楼或者屋，如：仙岩书院、

梅溪书院、贞义书院、聚星书院等都建有藏书处。

仙岩书院是南宋名臣陈傅良学习，藏书的地方。《迁

仙岩书院于屋西怀同志》记载“作屋皆三楹，藏书可万家”，

可见其藏书之多。为纪念王十朋设立的梅溪书院，建有两大

房舍为藏经阁（温州市教育志的书院里可见）。根据《龙湾

区志》里记载：嘉靖十年七月，张璁第一次卸职归田，在书

院旁建舍居住。又在书院内外建御书楼、来青园、富春园等。

《瑞安县教育志》里记载：聚星书院于道光十二年竣工，中

为讲堂，上建魁星、文昌 2 阁，左右厢房和耳房 2 座，书室

58 间，轿夫水井厨房浴室具备。四周围墙，未然壮观。纵

观书院所建藏书处，其藏书规模可见一斑。

7.4 藏书家的藏书规模

《温州藏书家考》著述：“南渡以还，鉅贤辈出，明

清二代，余音犹存，百城之擁，往往而见，少者帙千，多则

卷万”。从中，我们知道温州地区的私家藏书风气蔚然成风，

藏书家的藏书也是颇具规模的：有薛高的“万卷编抄高似

屋”、季应祈“购书数千卷”、姜淮的“图籍纵横三万牍”、

孙衣言的玉海楼、徐献廷的二酉轩藏书楼等。综合以上所述，

随着温州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交，各类生产

技术随之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兴盛，藏书文化也随之出现。

8. 结语

综合以上所述，随着温州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

平逐渐提交，各类生产技术随之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兴盛，

藏书文化也随之出现。温州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官方藏书为

建于东晋太宁初年的永嘉郡学。最早的有文献记载的佛寺藏

书为东晋太宁三年建立的崇安寺（开元寺）收藏的经书。最

早的有文献记载的书院藏书为宋代创办的东山书院。温州最

早的有文献记载的私人藏书家为乐清的万世延。虽然相较于

浙江的杭州等地，其藏书文化出现的较晚，但是规模仍是可

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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