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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昨天，上海图书馆
宣布，晚清名臣张佩纶手稿等珍贵文献初步清点
完毕，从此正式入藏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表
示，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图书馆所接受的数
量最大、价值最高的一批历史文献捐赠。

今年年初，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
北京大学教授张恭庆先生，与其胞妹张怡、胞弟
张恭慈向上海图书馆无偿捐赠其曾祖张佩纶尺
牍、日记手稿等珍贵历史文献。在昨天的捐赠仪
式上，上海图书馆党委书记穆端正向张恭庆颁
发证书。
经初步清点，张氏昆仲所捐文献含有张佩

纶、李鸿章、李鸿藻、张之洞、王懿荣、柯逢时、陈
宝琛、黄国瑾、于式枚等数十人来往信札计 !""

余册 #$""余通。这批尺牍，揭示了晚清政坛大
量内部运作的秘密，如北洋海军的筹划、朝鲜壬
午事变和琉球问题的处理等等，对后人深刻了
解晚清政治势力纵横捭阖的格局、洋务运动的
艰难曲折、近代海军和海防的建设，都提供了极
其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此外还有张佩纶《涧于日
记》底稿、诗文杂稿、《管子学》手稿以及朱学勤
《结一庐日记》等多种稿抄本近 !%"册，亦极为
珍贵。
早在 !&$"年初，张佩纶之孙、张氏三兄妹之

父张子美先生曾向上图捐赠善本古籍 ##& 种
'(#%册，其中宋元本就多达 )"余部 $""余册，
多为传世仅见或罕见之本，上图自此收藏宋元古
籍善本的数量仅次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一举奠定
了上图在海内外的古籍善本收藏地位。而今，两
批同源的珍贵文物史料都在上海图书馆安家，令
学术界兴奋不已，也在上图乃至上海收藏的发展
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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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于私不如藏书于公
———张佩纶手稿信札捐赠背后的故事

! ! ! !张佩纶!!"#"!!$%&"#是晚清重要大臣$学

者#也是清末著名%清流&代表人物'以纠弹大

臣$振肃政纪名闻朝野#与张之洞$宝廷$黄体芳

合称%翰林四谏&#毕生致力于研究'管子(#擅长

奏议)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与李鸿章是早年旧

识* !"""年#李鸿章将 (&岁的长女李经璹!小

名菊藕#)"**!)$)("嫁给张佩纶作填房#两人

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张志沂!)"$*!)$+&"是近

代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父亲*

!相!关!链!接!

!张恭庆!中"+张恭慈!右"和张怡在捐赠仪式上展示曾祖张佩纶手稿 记者 郭新洋 摄

! ! ! !张佩纶信札和手稿本世纪初就有人
愿以 !千万元起拍价承接拍卖，时至今
日，其市场价格之高更是难以想见。而令
人感佩的是，张氏兄妹将这批珍贵的信
札手稿，全部无偿地捐赠给了上海图书
馆。昨天上午，记者在宾馆专访了张恭
庆、张恭慈兄弟。

没有账目的捐赠
张恭庆告诉记者，其父张子美先生

在去世前就嘱咐兄弟俩，要仔细保管、妥
善处理这批信札手稿。今年，张恭庆年近
八旬，弟弟恭慈也年逾古稀，兄弟俩一直
惦记着为这批材料找个好归宿。张恭庆
携家人参观福建师范大学（其前身由另
一位晚清重臣、张恭庆的外公陈宝琛始
创）时，在图书馆里看到了一块额匾，上
面写着“藏书于私，不如藏书于公。”由此

激发了张恭庆的捐赠念想。
回去后，张恭庆和弟弟张恭慈经过

认真讨论达成共识，又得到胞妹张怡的
同意，太太和弟媳也支持“无偿捐赠”这
一倡议。于是，张恭庆和胞弟胞妹自然而
然地想到，将家藏张佩纶信札和手稿悉
数捐赠给上海图书馆，而选择落户上图
的原因，很大程度是由于父亲曾在上世
纪 $"年代向上图捐赠过古籍善本。

这次捐赠的珍贵文献近 '""册，而
捐赠前，张氏兄妹并未清点信札和手稿
的确切数量，因为他们信任上海图书馆。
这些材料本用 %只大型樟木箱存储，经
过上海图书馆编目，残简断篇皆著录无
遗，光目录条就印了 (&张 *#纸。上图
副馆长周德明说，之所以将捐赠仪式延
后至今，就是忙于清点整理这批捐赠物，
上图生怕辜负捐赠人的信任。

历经磨难的文献
这批信札手稿和古籍能躲过战乱，

是修史者之福。张恭庆记得，小时候家中
有满墙的书，但古籍和手稿则是秘密安
放的。抗战时期，父亲张子美不与日寇合
作，在银行当职员，大户人家也常揭不开
锅，但从没有动过卖这批古籍的念头。
“父亲极为珍视这些宝贝，我们甚至没有
在家里见过那批上世纪 $"年代捐赠给
上图的古籍，也没见过这些手稿信札。”
而后，这批信札手稿也幸运地躲过

了“文革”浩劫，在抄家后被统一储藏。
“文革”结束后，张家以私人通信的名义
完整地取回了这批物资。除古籍被捐赠
外，张恭慈和太太江融冰常年照料手稿
信札，一直保存完好。只有在晒书往书里
夹入防蠹页时，恭慈夫妇才会瞄上几眼。
“有些信我们也看不明白。”近年来，有人
在夫妇周围吹风，说这批文物价值不菲，
张恭庆和张恭慈始终没有动摇过。

整理有序的手稿
张恭庆介绍说，#$""通、!""余册信

件整理有序，不仅有张佩纶收到的信件，
还留下了他邮寄出去的信件，这让史料
有了连贯性，极具考证价值。这要归功于
张佩纶之子、祖父张志潜先生的精心收
集装裱，他甚至从通信对象那里回购了
张佩纶邮寄出的信件。本报记者 乐梦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