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值上海图书馆（简称“上图”）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办上图老馆长、著名目录版本学家顾廷龙先生
（1904—1998）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纪念活动，作为顾老大弟子，沈津应上图陈超馆长之邀，回到“娘家”。在参
观馆内陈列的古籍版本时，沈津如数家珍，动情地说：“这些珍本的积累，都与上图几代人的努力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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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上图，沈津满怀感激之情，他在上

图工作了整整三十年，在这里他遇到了恩师

顾廷龙先生。一九五九年十月，还是初中生

的沈津，被召进上图做临时工，虽然每天的

工作是整理图书，却开启了他与书籍打交道

的崭新人生。他的勤奋好学，引起了上图领

导的关注。第二年三月，为了培养青年专业

人才，沈津幸运地成了上图馆长、目录版本

家顾廷龙先生的学生，开始了“一对一”的传

帮带，学习古籍、碑帖、手札的整理、编目、鉴

定、保管等。一边工作，上图领导一边给他

创造条件，安排他上夜校补习高中，语文就

是原《上海戏剧》主编、著名编剧何慢讲授，

给沈津打好了文字功底。之后，他又考入武

汉大学图书馆专业函授班，系统学习高等院

校的图书管理课程。

上世纪七十年代，顾老把他带到自己的

办公室，让他坐在对面的一张办公桌前。这

样，他面对面在顾老身边工作多年，耳提面

命，亲聆教益，何幸如此。每天，顾老会开一书单，让沈

津去书库查找，找到后叫沈津先看看，说说此书的概

要，然后顾老就该书的版本、内容等，做一些提示，告诉

他可按什么线索去查，找哪些工具书或参考书。如此

年复一年，对各种工具书均能运用自如，更学会鉴别何

谓抄本、校本和稿本了。顾老有时会拿起一件清代学

者的手札，告诉沈津这字写得如何，这一点这一画有破

绽，不是本人所写，是后人仿的。藏书家或学者在题跋

时，常常打好腹稿，一气呵成，笔墨连贯自然。由此，顾

老要他每天练字一小时，兴致来了，顾老还会拿起笔，

临几行字给他作示范，他看顾老如何运笔，默记于心，

之后遍临《孟法师碑》《倪宽赞》等。顾老是书法家，曾

参加中国和上海书法家代表团两度访问日本。耳闻目

染，心追手摹，已成著名目录版本学家的沈津先生，现

在也常获书法展览方的邀请，求字者更是络绎不绝。

他曾写过《顾廷龙先生书扇》《顾廷龙先生书法二三

事》，还编著《顾廷龙书题留影》一书。

那时，顾老工作甚忙，有时顾不过来，就请他的两

位助手，上图特藏组的潘景郑先生，原著砚楼主人，另

一位瞿凤起先生，原铁琴铜剑楼后人，两位都是国内重

要的目录版本专家，来辅导沈津等年轻员工，有时单独

面授，有时上小班课，都对沈津起到重要的启蒙作用。

2004年，为纪念顾廷龙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沈津先

生花了两年多时间，撰写出版了七十多万字的《顾廷龙

年谱》。二十年后，为纪念恩师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他

对原著进行大量增补，字数整整翻了一倍，一部一百四

十五万字的《顾廷龙年谱长编》将在今年出版。他说：

“我和顾老相处三十年，做先生的学生是我的缘分。这

本书是带着我对先师的感情去写的，是我一生中最重

要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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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担任上图馆长的顾廷

龙先生，提出全面整理上图家产。按顾老安排，

沈津参与《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的编辑项

目工作。每天，他会从特藏库内，调取几十部古

籍，交请潘景郑、瞿凤起两位先生审校，再根据他

们审校修改后的卡片，仔细看哪些地方作了修

改，修改的依据在哪里等。那时沈津年轻单身，

常常在馆里值夜班，利用这个机会，他就继续白

天的看书和卡片工作，做到当天查用的古籍当天

归库。学习版本鉴定，大量接触原件是最好的实

践，这比学校的教科书更直观，更有实效。由此，

沈津先生的版本鉴定功底有了“压舱石”，业务

能力实现了质的跨越。几年下来，他已把上图

当时馆藏的一万余部善本全部过目浏览。

七十年代中期，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尽

快地把全国善本书总目编出来”。国家文物局给

顾廷龙先生委以重任，主编《中国古籍善本书

目》。顾老在北京开会期间，就给沈津和另一位

学生吴织来信：“由北图和我们作试点，这是周总

理病中安排的工作，我们务必努力进行”。此后，

围绕这一项目，沈津先生跟随顾老北上南下，开会、普查、调

研、培训、督办、鉴定等，忙得不亦乐乎。一九七八年在南京召

开第一次编委会，沈津先生担任会务组组长，会内会外，他广

泛接触各地古籍专家。之后编委会下又分设经、史、子、集、丛

五个分编室，他又担任经部副主编，得有更多机会看到各种古

籍善本。按编委会安排，他去成都、重庆、昆明、贵阳四地，指

导西南地区书目的编纂进度，协助鉴定一些疑难版本。短短

一个月，就调阅了一千多部古籍，有一地区，看了三百多部书，

不符合善本收录要求的超过三分之二，可见他这一工作的仔

细至极。许多善本是通过各地图书馆上报的卡片来甄别的，

而卡片上著录的是否真正善本，书名相同的书是否为同一版

本等等，遇到不能从卡片上确认的版本，沈津先生就要到相关

图书馆去看实物，进行鉴别，这样，发现不少卡片上看不出的

问题，如伪造的清代黄丕烈跋，伪造的清代翁方纲手迹等。包

括初审、复审和定稿过程中，都要通过调阅大量原件，来确定

著录篇目。如此，在书目整个编辑到出版的十多年中，沈津先

生查阅、核对的古籍，当也不会少于万册的。

在八十年代中期，沈津先生成为打开国门后首位赴美

进行图书馆专业考察的访问学者。在近两年时间中，他走

遍美国重要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发现了一批国内没有的古

籍珍本，以及其他珍贵资料，如从没见过的数十张新四军老

照片，有陈毅、谭震林等观看战士们操练、生活的照片等，当

时海内外报刊作了大量报道。他在作《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的编纂和美国东亚图书馆藏书》的专题演讲时，原定四十五

分钟讲课后，有十五分钟的解答时间，可听众热情高涨，互

动解答用了七十五分钟还停不下来。沈津先生

还详细介绍了上图的丰富馆藏，令海外学者大

感意外。回国后，沈津先生写了专题考察报告，

以存史料。一九八八年，他被顺利评为中国图

书馆学界最年轻的研究馆员，并担任上图特藏

部主任，统管古籍、文献和徐家汇藏书楼，顾老

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的责任就是要管好上图

这两百万册藏书，这些都是前人留下的珍贵遗

产。”

有了经手瞩目两个大项目各万册以上的古

籍及相关工作研究，以及做访问学者的经历，九

十年代初沈津先生应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吴文

津馆长邀请，再度赴美做访问学者，看了无数古

籍，选出一千四百多种，编写成一百五十万字的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

志》。两年后经哈佛大学哈佛图书馆的严格考

评，他成为该馆正式职员，并担任善本室主任。

想起顾廷龙恩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北平燕京

大学图书馆工作时，还兼任哈佛大学“燕京图书

馆驻平办事处”主任，为该馆采购图书、校目录编

卡片，打下了古籍馆藏基础，沈津先生是不胜感

慨，这实在是一种千载难逢的书缘啊！

上图育我三十春沈津
◆ 韦 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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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津先生清晰地记得，他的第一部版本学

专著《书城挹翠录》，出版于一九九六年。他在

扉页上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恩师顾廷龙先

生暨吴文津先生。”因为顾廷龙先生的关爱，培

养沈津立足我国目录版本学的领域，是吴文津

先生的慧眼，使沈津进入海外最重要的中文善

本殿堂，以此著书立说，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顾老是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创者，在担

任上图馆长期间，尽管行政工作千头万绪，但他

依然保持专家本色，不废专业，不懈钻研，笔耕

不辍，皇皇十卷本《顾廷龙文集》就是最好的例

证。沈津先生以恩师为楷模，追随顾师三十年，

勤于撰述，厚积薄发，著作等身。顾老早时关照

沈津：“不要急于写文章，要多读书多收集资料，

要大器晚成。”正是按照顾师的教诲，沈津先生

直到八十年代进入中年后，才写下第一篇古籍

版本的研究文章，标题还是顾师给起的：《校

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的新发现》。九

十年代开始，他才真正发力动笔撰述，竟一发

而不可收，先后写作出版了十多部重要专著，

计有《伏枥集》《书丛老蠹鱼》《老蠹鱼读书随笔》《沈津

自选集》《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等，包括两部年谱

《翁方纲年谱》《顾廷龙年谱》，辑录一百多万字的《翁方

纲题跋手札集录》，主编或合编的有：四百万字《美国哈

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六册），《日

本汉籍图录》（九册），如此等等。仅沈津先生一人撰述

出版的书籍，其字数容量当在一千万之多。

今年，继一百五十多万字的《沈津书话》（四卷）出版

后，《沈津答客问》《沈津乐道——八十忆往录》也将面世，

在读书界，又会掀起一股“沈旋风”啦！无论是他的版本

目录专著，还是怀人忆事的文章，都

一如顾老的文风，平实而丰厚。虽

然沈津先生读古文，鉴古籍，写起学

术文章来，却没有“之乎者也”的学

究气，也没有高深莫测、诘屈聱牙的

弊病，即使专业论文，他写来也是简

洁流畅，举重若轻，论据说理丝丝入

扣，用最平易的口语，来阐述颇为深

奥的版本知识，真正是深入浅出，读

着便觉亲切。更不用说那些读书随

笔，关于书人书事的短章，犹如篇篇

美文，水乳相融，娓娓道来，给人带

来阅读的愉悦感和获得感。这是传

承有序、一脉相连的优良写作文风，

更是师生间相知相融的一种文缘。

沈津先生曾先后受聘于香港中

文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

馆、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

图书馆等，他说：“是上图培养了我，

饮水思源，我必然会将我所掌握的

各种知识，利用各种机会来报效我

的祖国。”

■沈津和恩师顾廷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