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敏求记
清代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有解题的善

本书目和版本学专著，继承了前人特别是宋人的书目传统，解题内容侧重于版本鉴定。

收录其藏书中精品634种，专记宋元精刻，为后世研究古籍版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此为清雍正4年赵孟升松雪斋写刻本。

该书是历来被视为古代目录学的经典著作，它在古籍版本学上具有多方面的开拓之功，

直至今日仍是我国目录学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也是古书版本、流传考订的重要工具书。

对图书的次第完缺、古今异同均加标明和注释。书中提出从版式、行款、字体、刀刻、

纸墨等来判定雕印年代。对书中缮写、刊刻质量多有论述，但考证不精。《四库提要》

称其“编次无序，品评多误”。该目几经传抄，谬误较多，后由管庭芬、章钰广证博

引，成《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4卷。《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它"见闻既博，辨别尤

精"。《四库提要》称其“编次无序，品评多误”。今人瞿凤起编有《虞山钱遵王藏书

目录汇编》，1958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经部分：礼乐、字学、韵书、书、数、小学等6类

史部分：时令、器用、食 经、种 艺、豢养、传记、谱牒、科第、地理舆图、别志等10

类

子部分：杂家、农家、兵家、天文、五行、六壬、太乙、奇门、历法、卜筮、星命、

相法、宅经、葬书、医家、针灸、本草方书、伤寒、摄生 、艺 术、类家等21类

集部分：诗集、总集、诗文评、词等4类。

总计著录图书634种。著录各书均标注卷帙完阙，作者名氏，或述授受源流，或记考证

评论；对于一书缮写刊刻之工拙，版本优劣之辨别论述较多。

《读书敏求记》成书之后，仅有抄本流传。钱曾逝世后，吴兴赵孟升于雍正四年(1726)

雕版印行。后又有乾隆十年(1745)嘉兴沈尚杰刻本、道光五年(1825)仪征阮福小琅嬛仙

馆刻本，及番禺潘仕成刻《海山仙馆丛书》本、1926年长洲章钰刊印校证本等。

钱曾  (1629年～1701年)，字遵王，号也是翁，又号贯花道人、述古主人。虞山(今江苏

常熟)人。父亲钱裔肃和族曾祖钱谦益(见绛云楼)都是藏书家,受其影响,钱曾年轻时即有

志于收藏古籍，访求图书不遗余力。他入清后便无意仕途，顺治十八年(1661年)在江南

奏销案中因欠赋被革去生员。他继承了其父的藏书，后来又得到了钱谦益的绛云楼焚

余之书,使藏书聚至4100余种,其中有很多宋元刻本和精抄本，成为继钱谦益绛云楼和毛

晋汲古阁之后的江南藏书名家。晚年和钱谦益有隙，钱谦益去世后不久，他和柳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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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藏书，亦被其收去，柳如是因此而被逼自缢。钱曾的藏书室先后命名为述古堂

和也是园。他重视宋元刻本及旧抄本，并认真校书，为古籍存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

先后藏书达30余年，自称“食不重味，衣无完彩，摒当家资，悉以藏书”。他还与当

时的毛晋、毛扆父子，陆贻典，季振宜，冯舒，冯班兄弟，叶奕，顾湄等藏书家互通

有无，易书抄校，从而使一些珍本秘籍得以流传。最喜宋版古籍，藏书近5  000种，数

十万卷。建书楼“述古堂”，另有“也是园”、“莪匪楼”。与江浙各藏书家如曹溶、

金俊明、叶树廉、冯舒、毛扆、陆贻典等人，借抄图书。钱氏抄书以其纸墨精良、校

勘仔细而著称，世称“钱抄”，与毛晋抄本媲美。他去世后，藏书大部分归于泰兴季

振宜。其藏书印有“彭城世家”、“述古堂藏书记”、“虞山钱曾遵王藏书”、“钱

遵王藏书”、“莪匪楼藏书”、“钱遵王述古堂藏书”、“克庵”、“传家一卷帝王

书”、“篯后人”等印。子钱沅，字楚殷，继承藏书，有藏书印为“传家一卷帝王

书”等。

注：框14.9 x 11.1公分，9行20字，黑口，四周单边，单黑鱼尾。版心中镌书名，卷次

及类目名称。此PDF包含分章节书签。感谢网友wwu22推荐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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