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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通过对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地区甘州、肃州二地现存四种藏书记及其所附书目的解读�发现明清时期河西走廊
学校图书传播事业总体比较滞后�而且逐渐趋于保守、科举化。而这种变化�又和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时代特点�以及国家统治思
想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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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图书出版事业历史悠久�早期以金石、竹简和绢帛作
为书写载体的时代�只是贵族和士人阶层的活动。隋唐以来�
随着雕版印刷的发明和纸张的大量使用�这种局面逐渐有所变
化�图书出版开始转变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这种局面的变
迁�到明清时代即告完成。据统计�明代的图书出版�仅官方记
载的书目 （重复不计 ）即达 29000种�清朝更是超过此数。①在
图书出版最为繁荣的江南地区�拥有庞大的职业出版群体和读
者�并涌现出一批像毛晋、王世贞、钱谦益、黄丕烈这样的藏书
家和学者。图书出版事业和文化生活的活跃�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明清时期话本小说和戏曲的勃兴。

就广袤的帝国国土而言�谈及明清时期的图书出版�论者
往往仅就江南一隅而言。如果要全面了解明清图书出版以及
教育的发展�这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占有国土面积比例很高
的边疆地区�其图书出版和教育的发展又是什么样子？这是值
得我们关注的课题。因为文献的缺乏和人们关注的不够�迄今
对于明清边远地区的图书传播和教育事业缺乏具体深入的研

究。笔者在翻阅河西走廊方志资料时�捡出四篇记录明清时期
该地区图书出版和教育事业的重要文献———官方 “藏书记 ”
（贮书记 ）及其所附书目�恰巧可以弥补该地区图书出版和教育
研究的不足�从而也可以对明清时期图书出版事业和教育发展
研究的地域偏差作一小小的补订。

一、明嘉靖 《陕西行都司儒学尊经阁贮书记》
河西走廊南靠高峻雄伟的祁连山 （又名南山 ）�北有绵长古

老的北山 （包括合黎山、龙首山及其东延余脉 ）为天然屏障�中
间夹有宽约5—50公里、海拔1000—1600米的狭长地带�因位
于黄河以西而得名。②汉武帝北击匈奴�设置武威、张掖、酒泉、
敦煌河西四郡�从此河西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河西走廊作为当
时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承担起汉唐盛世与西域联系的枢纽�
尤其在唐代前期�其经济、文化达到了顶点�出现了凉州 （今武
威 ）、甘州 （今张掖 ）、沙州 （今敦煌 ）这样一些国际性大都会。③
《皇明杂录》记载：“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
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尽管 “天下富庶者无如陇
右 ”的说法�虽有夸张之处�但也可以反映出包括河西走廊在内
的陇右地区的经济繁荣程度。④在文化上�今敦煌莫高窟、酒泉
文殊寺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以及武威天梯山石窟�都是这一

时期开凿。
但这种经济、文化兴盛的局面�随着唐朝以后丝绸之路的

衰微而趋于萧条。从唐代后期吐蕃进据河西�迄洪武五年 （公
元1372年 ）明朝进军甘肃�河西地区久经战乱�政权更迭�文化
发展处于一种比较滞后的状态。⑤明朝建立后�陆续在全国设立
了十三布政使司�加上南北二京�即所谓的 “两京十三省 ”。在
边疆地区�又有都司、行都司的军事机构。⑥明代在河西走廊的
军事建置�主要是陕西行都司�治所甘州 （今张掖 ）�其辖地与河
西走廊大致相符。⑦明代河西走廊现存方志主要纂修于万历时
期�到清康熙年间又重新整理刊刻。其中�《重刊甘镇志》即为
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 《重刊甘镇志》纂成于明万历后期�在其
《建置志·学校》中�收录了明巡抚都御史陈棐所撰的 《陕西行
都司儒学尊经阁贮书记》这篇重要文献。⑧该文献是陈棐于嘉
靖戊午年 （嘉靖37年�公元1558年 ）�在巡抚甘肃都御史的任
上所作�详细记录了河西走廊官方收藏图书的来源及现存状
况�并附录了一份详细的图书目录。

明代陕西行都司下辖十二卫、三守御千户所�其主要职责
是守卫河西走廊�防止蒙古的南侵 （“隔断羌戎 ” ）。洪武二十
八年 （公元1395年 ）�明太祖朱元璋即有感于河西地区文化教
育的落后所带来的弊病�在甘州 （今张掖 ）设立了陕西行都司儒
学�以教育武官子弟、培养地方人才。⑨儒学设立后的效果如何
呢？陈棐在嘉靖年间看到的情形是�儒学没有任何藏书�参加
乡试的学生很多甚至没有见过除经书以外的其他文献�地方上
能够处理日常公文往来的人很少。面对这种情况�陈棐遂动用
官银�遣人前往陕西收购图书。图书除直接购买之外�还 “摹印
各府书版 ”。明代刻书风气很盛�各布政司衙门和大多数府、
州、县都有刻书活动。陕西布政使司的刻书无论从种类和数量
上�在明代各地区都居前列。 《古今书刻》分地区著录了明代万
历以前的图书种数�除了京师、南北直隶外�各布政使中陕西刻
书 （109种 ）仅居于江西 （327种 ）和福建 （112种 ）之后�远高于
山西 （41种 ）、云南 （42种 ）等其他边疆地区。⑩所以�行都司去
陕西购买书籍�既节省路途�又可以购得较多的品种�这一点也
可以从 《贮书记》所附书目中看出。除了在陕西直接购买之外�
《贮书记》中还提到另外一个图书来源�即 “摹印各府书版 ”。
前面已经提到�除了布政使司一级的地方机构大量刻书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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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也往往从事刻书活动。陕西布政使司所辖各府�看来也
进行过刻书活动�书版都有保存。陈棐派遣的购书人即用各府
所藏书版�自费翻刻 （摹印 ）�《贮书记》所附书目中有不少陕西
地方文献�很有可能就是这样 “摹印 ”的。甚至连专门记载行都
司的 《陕西行都司志》�也从陕西购买。从而可以看出�至少在
西北地区�明代不设州县的行都司本身并没有专门的刻书机
构�似乎也没有进行过独立的刻书活动�所需图书都从邻近的
布政司辖区购买或翻刻各府书版。 《贮书记》所附书目�除去重
复的�共167种。简单分类�列表如下：

表1　 《陕西行都司儒学尊经阁贮书记》所附书目分析
图书种类 种数 所占比例

经学、理学 35 21％
历史、地理 48 29％
诗文集 35 21％
医学、阴阳 22 13％
军事 7 4％
其他 20 12％
总计 167 100％

　　从上表的简单分类可以看出：一、图书的种类比较丰富。
陕西行都司儒学所购买和印制的书�除了儒学通常必备的经学
和理学类图书外�历史地理、诗文集等其他类别的图书所占比
例也不小。看来�儒学的教育也并不拘泥于读经书�而是希望
对学生进行综合教育。同时�购买不少阴阳、医学等实用图书�
说明行都司儒学的图书不仅供学生阅读�很可能也是一种类似
公共图书馆的作用；二、历史、地理类的图书所占比例最大。陕
西行都司所辖的河西走廊地域�正当明朝国防前线�军事防守
压力不小。〇11陕西行都司儒学建立的目的�主要也是培养教育当
地的武官子弟�希望他们能够文武兼治�从而能够更好地应对
镇守边疆的重任。另外一方面�正德、嘉靖年间�明朝不但丧失
了对哈密的控制面临吐鲁番的蚕食领土压力�而且河套蒙古横
穿河西走廊腹地�进入青海游牧�直接击碎了明朝 “隔断羌戎 ”
的战略部署。陕西行都司儒学藏书中历史、地理类图书所占比
例最大�是与这样一种历史境遇相一致的。三、图书的种类超
过了 《古今书刻》所记录陕西刻书109种�说明当时陕西图书市
场是很繁荣的�除了自己刊刻图书外�还有不少图书品种来自
其他地区。而陕西行都司所购买的图书�正是从这个庞大的图
书市场采购而来。

除了各种图书所占比例值得注意外�还必须分析具体的图
书。通过笔者粗略的检阅�发现除了上面谈到图书品种很丰
富�可以说是无所不包�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是关于明代陕西
的文献很多�如 《陕西通志》《全陕政要》《雍大记》《陕西行都司
志》等记录西北边疆的重要著作�都一一在列；此外�陕西名宦
吕楠、康海等人的著作也很齐全。〇12其中�嘉靖年间谪戍庄浪卫
（今甘肃永登 ）并终老于该地的监察御史包节�所著 《陕西行都
司志》一书�专门记录河西走廊史事�〇13竟然也是从陕西购买
的。这更加证明了明朝陕西行都司下辖的河西走廊地域�并没
有独立的印刷图书的机构。当然�既然是儒学学生�参加科举
还是最重要的事�所以 《文章正宗》《文章轨范》《古文选要》等
一类考试用书�也赫然在列。

购买这些图书并没有专项的经费预算�而是都御史从自己
办公开支 “纸牍银 ”中节省出来的。据同书 《岁计志》记载�当
时甘镇 （包括甘州五卫、山丹卫、高台守御千户所 ）各衙门全年
的办公经费 “廪给柴烛银 ”�一共是1860两。〇14 《贮书记》只是说
动用 “本台纸牍银若干两 ”�从甘镇匮乏的财政状况判断�这里
所谓的 “若干两 ”大概就是一二百两的样子。正是这些数额并
不大的经费�从陕西购买和 “摹印 ”了167种图书�除去运费等
额外支出�估计每种书的售价应当在一两银子以内�这也从一
方面大致反映了当时西北地区图书价格水准。

从 《贮书记》来看�明朝嘉靖以前�甘镇地区的图书传播和
文化教育事业是很落后的。即使从陕西购买了100多种图书
后�与甘州作为一个省级辖区都会的地位�也是不相称的。正
是这种落后的图书传播状况�导致了明朝陕西行都司地区文化
教育的极不发达。整个明朝�河西地区中进士的人不过五人而
已。〇15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明代河西走廊图书出版几乎是
一片空白�所需图书基本都需要从邻近的陕西布政使司购买。
其购买方式�包括出资印刷各府州县所藏的书版。这种图书出
版和收藏的不发达�直接造就了河西走廊地区文化教育的不
振。二、就陕西行都司儒学藏书本身来看�有种类丰富�注重当
代和当地文献�以及历史、地理类图书比例最高等一些特点�这
些特点与其所处边疆地区的时代背景是相互印鉴的。

二、清乾隆 《三学藏书表》、《陈洧川藏书目附记》
明朝灭亡后�迄雍正三年 （公元1725年 ）�清朝在河西地区

都沿袭了明朝陕西行都司的建置。雍正三年�清朝废除陕西行
都司及所辖卫所�改隶甘肃布政使司 （治兰州 ）�甘州五卫更名
甘州府。从明末到雍正年间�河西地区战火屡起�文化事业发
展并不顺利。清顺治五年 （公元1648年 ）�河西地区遭遇米剌
印、丁国栋部暴动�尊经阁藏书毁于战火。顺治十三年�恢复陕
西行都司儒学�以培养人才。而尊经阁直到康熙二十四年 （公
元1687年 ）�才由甘肃巡抚等衙门捐资兴建完成�“巨丽高敞�
甲于河右�而藏书故阙如也 ”〇16。此时清朝与准噶尔战事正酣�
无暇顾及图书文化事业的兴办。

随着清朝在河西统治的稳固�尊经阁的图书逐渐恢复。成
书于乾隆四十四年 （公元1780年 ）的 《甘州府志》卷七 《学校》�
就保留了一份当时的藏书目录 《三学藏书表》。〇17所谓 “三学 ”�
是甘州府、张掖县、山丹县儒学的合称。从表文内容来看�尊经
阁的图书并不是主动去采购得来的�而是主要来源于 “郡邑所
颁 ”�即朝廷所赐。 《三学藏书表》共记录图书53种�其内容如
下表：

表2　 《三学藏书表》所附书目分析
图书种类 种数 所占比例

钦定、御纂图书 19 35．9％
十三经 13 24．5％
二十一史 21 39．6％
总计 53 100％

　　 钦定、御纂图书19种分别是 《谕旨录》《圣谕广训》《钦定
书经》《钦定诗经》《钦定春秋》《御纂周易折中》《钦定性理》
《御纂朱子全书》《钦定礼记义疏》《钦定春秋之解》《钦定释义
折中》《钦定周易述义》《钦定大清律》《钦定四书问》《乐善堂
全集定本》《御制文初集》《御制诗初二集》《资治通鉴纲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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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驳吕留良四书讲义》。从上表和钦定、御纂书目可以看
出：一、图书品种单一、数量少。 《三学藏书表》所列图书品种�
与明嘉靖年间尊经阁藏书相比�显得非常单一。后者除了一些
全国通行的官方文献外�有不少史地、军事、阴阳、天文、文集等
类著作�而前者仅有钦定御纂等全国通行的文献。从数量上
讲�乾隆时期的53种�也远逊于嘉靖时的 167种。二、图书内
容集中在官方教化方面�缺乏反映时代特色的文献。与嘉靖尊
经阁书目相比�乾隆尊经阁书目完全是官方所颁图书�没有能
够反映时代特色的地方文献。这种整齐划一的书目�也是清朝
努力灌输官方思想的一种表现。

那么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何在？显然�朝廷所颁发的图书
与自由采购的图书之间�两者有很大的不同。明嘉靖尊经阁的
藏书�是都御史陈棐派人去陕西采买所得�而乾隆尊经阁的藏
书�却是朝廷颁赐。 《三学藏书表》之外�府学还藏有乡贤陈史
所捐赠的70余种图书�《甘州府志》的编纂者记录了该书目�即
《陈洧川藏书目附记》。
陈史�字金鉴�甘州府张掖县人。康熙丙子科 （康熙三十五

年�公元1696年 ）举人�任河南洧川令。他鉴于桑梓藏书稀少�
不能启迪后学�遂在任上购书74种�运回故乡�任甘州学子任
意取阅。乾隆年间�陈史之子将这些图书都捐给了书院。〇18从
《甘州府志》的记载来看�这两种官私书目尽管都是为甘州府儒
学所有�但陈史的藏书还 “以资阖郡肄习 ”�作用更广。而且贮
藏的地点�是府学西面的火神庙�这可能是为了方便当地居民
查阅。今据 《陈洧川藏书目附记》�著录的图书有84种�还有一
些书因为书衣损毁�而没有录入。其种类略如下表：

表3　 《陈洧川藏书目附记》书目分析〇19
图书种类 种数 所占比例

经学、理学 25 30％
历史、地理 27 32％
诗文集 18 21％
其他 14 17％
总计 84 100％

　　 从图书种类来看�虽然没有明嘉靖尊经阁书目那样庞杂�
但还是比较丰富的。构成图书主体的是经、史、集三类�其中史
地类在全部图书中的比例超过了经学和理学类图书。并且地
方文献比较丰富�如 《甘肃通志》《肃州新志》《甘镇旧志》等；医
学有 《医宗金鉴》�律学有 《瀛奎律髓》�农学有 《农政全书》�可
以看出陈史在购买图书时�充分考虑到了故乡的实际需要。

从甘州儒学明清两代现存的三种公私藏书目录�可以看
出�清朝直到乾隆年间�无论从儒学的藏书品种上�还是数目
上�都比不上明嘉靖年间的水准。200年间�甘州的图书事业进
步不大�反而有倒退的趋势。但是�河西地域辽阔�仅仅是甘州
一地就可以说明整个地区的状况吗？幸好�现存乾隆 《肃州新
志》也收有一篇藏书记。

三、清乾隆 （肃州 ）《尊经阁藏书记》
肃州 （今酒泉 ）在明朝为肃州卫�清为甘肃省直隶州。该地

区方志�现存最早的是纂成于明万历晚期、重刊于清康熙年间
的 《肃镇华夷志》。〇20该志偏重民族、边防�对文化教育记载比较
简略�没有肃州地区图书收藏情况的记录。100余年后�肃州才

有了第二部方志�这就是由肃州分巡道甘肃布政司参政黄文炜
于乾隆二年 （公元1738年 ）纂成的 《重修肃州新志》。〇21在肃州
第十三册�收录了黄文炜撰写的 《尊经阁藏书记》�并附有一份
藏书目录。〇22在藏书记中�黄文炜记述了购买肃州尊经阁藏书的
情况：

肃州学舍既成�复置阁于明伦堂之东�顾念来学者众�书籍
鲜少�无以开拓其心胸�而增长其智识。时欲遣人远赴江南�以
购求之。适学宪新承天子命来校是邦�鬻书者随至�因购得经、
史、诸子�以迄制义、论策�共若干种�藏诸阁中。

黄氏的叙述�可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一、当时购书的目
的地是江南�而不是距离较近的兰州或西安。这已经与明嘉靖
时陈棐派人去陕西购买大为不同�一方面江南是全国图书刊刻
的中心�品种质量都超出其他地区；另一方面�似乎也可以看
出�清前期陕西地区的图书刊刻已经不能满足一般书院的需
要。二、最终购买到的图书�来自跟随提学副使前来肃州销售
书籍的书商。书商携带书籍前往各边远地区进行销售�在其他
史料中并不多见。至少说明�此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有了很
大进步�书商已经将其目光投向比较偏僻的边远地区�这是河
西走廊历史上图书传播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同时�这些书商
是跟随提学副使前来肃州。提学副使管辖全省学政�每年定期
出巡各府州�考核各地教育发展状况。各地为了应对学政的巡
视�就必须充实本地的图书资料�方能显示对教育的重视。而
书商们正是敏感地把握住了这一点�他们追随着学政的踪迹而
行动�往往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另外�学政也有可能利用自
己的权威�指定一些专门给儒学书院配置图书的书商。三、在
所购书中�强调了 “制义、论策 ”。所谓 “制义、论策 ”�即科举考
试的标准试卷和范文。随后在书目分析中�还要再谈到这个问
题。 《尊经阁藏书记》共记录了74种图书�其种类分布略如下
表：

表4　 《尊经阁藏书记》所附书目分析
图书种类 种数 所占比例

经学、理学 20 27％
制义、论策 41 55％
其他 13 18％
总计 74 100％

　　这份书目最大的特点�就是浓郁的科举气息。制义、论策
竟然占据了整个藏书的半壁江山 （55％ ）�剩下的主要是经学、
理学 （27％ ）�其他图书比例很低 （18％ ）。史地类的书更是少
得可怜�只有 《明史纪事本末》和 《广舆记》两种。这与明嘉靖
时史地类书籍占据重要地位的状况�相差甚远。而就在这 41
种科举用书中�又有许多不同�可以称得上是荦荦大观：有讲历
年试题的�远的如 《隆万大小题选》《天崇大小题选》等�近的如
《国朝墨卷文订》《近科大题文宪》《本朝小题文宪》�因为清朝
沿袭了明朝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式�所以明朝后期的考题在百
年后还有一定的生命力；有各选家选定的范文集�如 《汪选庆历
读本》《陈大士稿选》等�最多的还是选名家的范文�如明代著
名学者归有光的 《归震川全稿》《归震川稿选》�唐顺之的 《唐荆
川稿》�名头最大的还是 《王文恪公稿》�王文恪即明成化十一
年 （公元1475年 ）状元、后来成为内阁大学士的王鏖；还有分析
考卷内容的�如 《考卷质疑集》《考卷商后集》《考卷裁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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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无所不包�巨细无遗。从光绪时续修的 《肃州新志》所记载
的科举情况看�清朝乾隆以前100年间肃州共有4名举人�乾
隆至光绪前不到150年时间内就有超过20人中举。〇23从这个比
例看�肃州藏书偏重科举是收到了实际成效的。而正是有了对
科举的极端重视�商人们才会携带大量科举用书前往肃州销
售�科举文献应当是当时图书销售中最畅销和利润最大的品
种。

无论是乾隆甘州府藏书目录中钦定、御纂类图书的丰富�
还是肃州儒学藏书中的科举文献的超重比例�都从某一种意义
上反映出国家对地方意识形态控制趋于严格�并且科举考试文
献逐渐成为儒学学生诵读学习的中心内容。

四、结论
通过对现存明清河西走廊方志中记录的四篇学校藏书目

录 （甘州三篇�肃州一篇 ）的对比�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作为省级地区的都会和地区重镇�明清时期甘州、肃州

儒学藏书�种类和数量上都比较匮乏。其中数量最多的明朝嘉
靖时期行都司儒学藏书�也仅有200多种�这与当时蓬勃发展
的图书出版事业并不相称。其原因主要在于丝绸之路逐渐衰
微�河西走廊距离内地遥远�文化信息很难到达�图书运输不
便�以及官方图书经费的不足。

二、明朝嘉靖至清朝乾隆年间�河西走廊地区学校图书收
藏总体趋势是趋向保守和科举化。从嘉靖年间史地类、应用类
图书在藏书中的较高比例�到乾隆年间钦定图书、科举用书的
泛滥�可以看出国家对地方意识形态的控制在逐步加强�同时
学校完全沦为科举的渊薮�图书品种的多元结构被打破。

三、从四篇学校藏书目录的特点可以看出�河西走廊从边
疆向内地的逐渐转化。河西走廊在明朝处于国防的最前端�长
期面临战争威胁。学校藏书特点是注重史地知识尤其是本地
文献和实践类图书的收集�其目的在于培养文武兼具的实干型
人才。而随着清朝逐步平定西北和疆域的扩张�河西走廊的边
疆性质逐渐消失�雍正三年 （公元1725年 ）遂裁撤陕西行都司
及其下属卫所�而代之以布政司和府州县的行政体系。因此�
在学校教育上�逐步强调对朝廷官方思想的接受�大量钦定、御
纂图书的颁发恰好说明了这一点。而学校教育的重心也完全
转向 “应试教育 ”�种类庞杂的科举用书占据了学校藏书的主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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