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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到天一阁参观的游客会
被告知，天一阁的定位是“亚洲第
一、世界第三”的私家藏书楼。为
什么？天一阁博物馆副馆长饶国庆
介绍，排名第一的是意大利马拉特
斯塔图书馆，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家族式图书馆，建于 1452 年。排
名第二的是意大利美第奇家族图书

馆，美第奇家族在欧洲拥有强大的
势力，曾是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
者，1524 年时，美第奇家族图书
馆的藏书量已经超过 1 万册。

天一阁“亚洲第一、世界第
三”的地位确立于 1996 年，当时
黄宗忠、李克西、徐良雄、李建民、
李林、傅西平 6 位学者，对 1566 年以

前创立的全球私家图书馆进行了全
面而系统的调研。结果发现，一共有
272 个图书馆，其中欧洲占 98%以
上，14 世纪至 16 世纪的有 205 个，
占 75%。在亚洲，具有 450 年以上历
史、连续发展、保持原貌原样的藏书
楼，只有天一阁。也因此，天一阁成
为中国藏书文化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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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的创始人是范钦（1506
年-1585 年），字尧卿，号东明。

范钦有两大性格，其一是刚正
不阿。饶国庆说：“这决定了他的仕
途。通过《范钦的宦迹图》，可以看到
他为官的 28 年里去过哪些地方。比
如，嘉靖十一年（1532 年），即他考
上进士那一年，就任湖广随州知州，
范钦做官的起点还是比较高的。嘉
靖十五年（1536 年），范钦就任工部
员外郎，重新回到京城。能够出去外
放又回到京城，说明他做官的水平
还是可以的。”随后，又升工部郎中，
外放任袁州知府，接着到江西任九
江兵备副使。看起来官职一步步往
上升，但实际上离京城越来越远。他
还去过广西、福建、云南、陕西、河
南，然后回到江西。嘉靖三十九年

（1560 年），任兵部右侍郎。
性格决定命运。当范钦在工部

任员外郎的时候，得罪的第一个人
是皇亲国戚郭英。郭英捏造了一些
事实，把范钦扔到监狱里去了。所幸
的是，没过几天郭英自己出事了，范
钦就被放了出来。范钦得罪的第二
个人是权臣严嵩。他出任袁州知府
的时候，严嵩的儿子想把公家的房
子占为己有，范钦阻止了他。严嵩当
时虽然没把范钦怎么样，但梁子是
结下了。随后，范钦刚直的性格又得
罪了盐商，接着得罪了军方。1560
年，范钦升任兵部右侍郎，之前积累

的矛盾和怨恨集中爆发了出来。南
京御史王宗徐等弹劾范钦，嘉靖帝
就下了旨意“回籍听勘”。所以当年
10 月 ，准 备 就 任 兵 部 右 侍 郎 的 范
钦，半路被遣送回了宁波。

范钦的第二个性格是喜藏书。
他“购海内异本，列为四部，尤善收
说经诸书、先辈诗文集”，总量最多
时超 7 万卷（约 2 万册）。

天一阁藏书的来源有哪些？范
钦做了 28 年官，官做到哪里书就收
到哪里。也有部分书籍源自丰坊万
卷楼、范大澈卧云山房。此外天一阁
也刻书，范钦一旦发现比较稀奇、有

价值的书，就刻印出来，这些书有
20 多种，陆陆续续分发给好友。当
然，也有一部分是卖出去的，流传于
日本、美国、英国。清代一个藏书家
把范钦所刻的书，称作“范氏奇书”。

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抄书。古代
抄书之风很盛，范钦与明代文史学
家、“后七子”领袖之一的王世贞
有书籍互抄之约。

天一阁的藏书特色是什么？近
现代版本目录学重要人物赵万里概
括为：“天一阁之所以伟大，在于
保存了有明一代的直接史料。天一
阁的藏书注重实用，除明抄本外，
以明代地方志、科举录、政书及文
集为主要收藏。”

可见，天一阁藏书特色有四：
其一是明代地方志。有 271 种，其

中 185 种是明嘉靖时期的刻本，占
了总量的 70%。271 种里有 172 种
是全国各地的最早志书，其中 84
种是海内孤本。从这个角度上说，
天一阁藏书具备明代国家图书馆或
者版本图书馆的功能。其二是明代
科举录。我国历代科举考试的文
献，以明代保存最为完整，明以前
各代已属寥寥，清代虽然开科多，
而所存不及明代的五分之一。现存
明代科举录的 80%收藏在天一阁，
明代科举录的大量存世，不能不说
是天一阁的功劳。天一阁现存明代
科举文献 371 种，具备国家档案馆
功能。其三是明代政书，也就是官
方文件、法律文书，首批 《天一阁
藏明代政书》 丛刊有 54 种。其四
是明人文集。

阁主性格与藏书特色

藏书楼建成后，范钦希望它能
够传承久远，把防火放到了第一位。
除了根据易经“天一生水”取“天一
阁”为名外，其建筑也是按照易经里

“天一地六”布局的，并挖了一个水
池叫“天一池”。天一阁的核心宝书
楼和居住区，通过防火墙、通道等有
意识地加以隔开，范钦的这个举动
很有先见之明。

天一阁在书籍保护上也想尽办
法，曝书防潮即是一种。天一阁的书
橱是可以两面打开的，达到通风的
效果，而且门板可以卸下来。每年 6
月后会晒书，书就放在卸下来的门
板上。

此外还采用芸草避蠹、英石吸
潮的方法。芸草不是中国原产，是张
骞出使西域后引入的。范钦在广东、
广西一带做官的时候，发现当地人
把它烘干点燃，有驱蚊效果。范钦觉
得味道比较独特，就夹在书里带了
回来。英石产于广东英德，范钦把英
石放在宝书楼里，是为了吸潮，但英
石的吸潮效果还需进一步研究。

饶国庆介绍：“对古籍影响最大
的是温湿度，如果湿度超过 60%，虫

就会从卵里出来。我们今天怎样保
护古籍？主要是控制湿度，把湿度控
制在 40%-60%之间。古人没有现在
的条件，只能改善房子的结构，或者
借 助 一 些 外 力 ，对 书 进 行 保 护 。”
2010 年新库房造好以后，天一阁的
藏书全部迁入恒温恒湿的库房。

除了书籍保护外，范家还有自
己特别的书楼管理制度。范钦的儿
子范大冲常年跟在父亲身边，天一阁
的很多刻书是由他主持完成的，他比

较能够理解父亲的用心。所以分家
时，面对藏书楼和万两白银，他选择
了前者。范大冲接手藏书楼后，定下
了“书不出阁，代不分书”的规矩。

范家的书楼管理制度，从范钦、
范大冲起，就一直处于完善中。制度
第一条是“烟酒切忌登楼”，第二条
是“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
三次”。饶国庆说：“据统计，范家进
宝书楼的钥匙分掌在五六个后代族
人手里，要拿到藏书，必须把范家后
人几方全部聚在一起。”如果“私领
亲友入阁及擅开橱者，罚不与祭一
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
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这

些制度保障了天一阁能够很好地传
承十三代。

“女子不能登楼”的规矩是“隐
蔽式”的，并没有写入制度之中，
但民间传播较广，其中以清代钱绣
芸的故事最为出名。钱绣芸是宁波
知府的侄女，非常仰慕天一阁，她
听说天一阁藏书外人不能看，于是
想办法嫁到了范家。没想到，她嫁
的是范氏旁支，最后还是无缘天一
阁藏书。临终留言：“我之所以来汝
家者，为芸草也。芸草既不可见，
生亦何为？君如怜妾，死葬阁之左
近，妾瞑目矣！”这是天一阁历史上
最悲凉的故事。

书籍保护与书楼管理

天一阁建成时，有 7 万余卷藏
书，为什么到民国时只剩下 1.3 万
卷？有两位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民
国时期史学大家陈登原写的《天一
阁藏书考》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天一
阁的专著，他指出，“天一阁的藏书
劫难一共经历了三次，分别是洪杨
之前、洪杨之时、洪杨之后”，“洪杨”
指的是太平天国。但他的这个“三劫
说”并没有被学界公认，反而是冯贞
群的“五劫说”影响更广。

冯贞群认为，第一劫在明清易
代之际，损失较少。第二劫是修《四

库全书》的时候。进呈上去的书有
643 种，原来是答应要归还天一阁
的，最后被四库馆的人陆续分掉了，
仅有 3 种书回到了天一阁，还是通
过民间途径买回来的。这次进呈古
籍，使天一阁的荣誉达到顶峰，但同
时也是天一阁散书比较大的一次。
第三劫在鸦片战争之际，有千余卷
散佚。第四劫是太平天国时期。太平

天国军队进驻宁波，盗贼乘乱破墙
入阁，潜运藏书，天一阁宋版书就是
在这时候大规模散佚的。最后一劫
在民国时候，无良书商雇小偷进入
天一阁，范家当时管理不是特别周
全，被偷走了 1000 多部古籍。天
一阁遭此“五劫”，所剩古籍不到
原来的五分之一。

如今，天一阁能够再续辉煌，是靠

其他藏家及后裔陆陆续续的捐赠、“海
纳百川”发展起来的。“经统计，天一阁
现有藏书约 16 万册，其中善本古籍
5000部3万册8万卷，碑帖5000种2万
卷，其他书画5000种。”饶国庆介绍。

最早向天一阁捐赠且有记录
的，是民国时期两位王氏后人向天
一阁捐赠了《西清王氏族谱》。1957
年，又有镇海人张季言向天一阁捐
赠 古 籍 530 部 14390 册 63981 卷 。
1962 年，伏跗室捐赠 3750 种古籍，
计 10万卷。之后，又有杨容林 （清
防阁） 的 579 部 5842 册 15312 卷古

籍 和 孙 翔 熊 （蜗 寄 庐） 的 909 部
4138 册 13881 卷古籍入藏天一阁。
另一位藏书家朱赞卿先生向天一阁
共捐赠 8903 部古籍，计 53399 册 17
万卷，占目前天一阁藏书总数的三
分之一。天一阁的善本，有一半出自
他的捐赠，可谓贡献巨大。

饶国庆总结说：“天一阁是中国
藏书文化的杰出代表，收藏和传播
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藏书文化的
因子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国
学堂，有删节。此为线上讲座。）

书楼之劫与海纳百川

天一阁博物馆供图

现存明代科举录的80%收藏在天一阁

桑金伟 文/摄

慈溪沧田原有两个自然村，分
别 叫 “ 三 十 弓 村 ” 和 “ 廿 四 弓
村”，它们因村东畈的土地东西宽
三十弓和廿四弓而得名。

这类“弓字号”地名在慈溪的
原高王、新界、潮塘、沧田等乡较
多，在那一带，“弓”成了地名的
后缀，形成了别有趣味的“数字+
弓”取名格式。“弓”前面的数字
有“七”“十二”“廿四”“三十”

“六十”等，其中“三十弓”的地
名出现的频次相对较高。这种地名
虽无地域特色，却有着独特的历史
痕迹。

此 “ 弓 ” 非 彼 “ 弓 ”。 这 些
年，我着力寻找与弓相关之人事，
费力不少，收获甚微。弓实在是太
冷 门 了 ！《现 代 汉 语 词 典》 在

“弓”字的义项下，倒收列得十分
明了：作为名词，它是“丈量地亩
的器具，用木头制成，形状略像
弓 ， 两 端 的 距 离 是 5 尺 。 也 叫 步
弓。”作为量词，它是“旧时丈量
地亩的计算单位，1 弓等于 5 尺。”

我第一次见到弓，是支农期间
的 1971 年，那时匆匆赶路，见农
民正用弓量地。近半个世纪过去
了 ， 如 今 到 处 寻 找 却 无 缘 再 见 。
问 询 人 们 时 总 以 为 是 弓 箭 的

“弓”。去年末，熟人相告：在慈
溪白沙街道“写志办公室”里挂
着一张弓。我终于见到了弓的实

样。
弓的结构很简单——两条

腿和一杆手柄。两条腿的间隔
就是 1 弓；手柄转动使弓的两
条 腿 一 前 一 后 地 “ 走 起 来 ”
进 行 丈 量 。 弓 的 操 作 简 单 ，
与圆规等分线段的做法相同。
因 此 有 些 地 方 称 其 为 “ 步

规”，在山东有的地方又叫“叉
尺”，也有叫“五尺杆子”的。其

实“五尺杆子”丈量时是横卧地上
的，每量一杆必须在地上做记号。

而弓的脚底有铁钉，丈量时只消把
脚钉浅插入地即可，不必做记号。
因此将弓称作“五尺杆子”是不确
切的。

弓起源于何时，不得而知。据
载，弓的发明与“步”有关，在弓
发明前，人们用“步”来量地。人
的两足开步的间距为 1 步，这 1 步
就成了 1 弓的长度，所以弓也叫步
弓 。“ 五 尺 为 步 ， 步 二 百 四 十 为
亩，亩百为顷”，这在 《明史 （志
第五十三） 食货一》 已写明了。因
1 弓为 5 尺，2 弓合 10 尺即 1 丈，故
弓又称作“丈弓”。

我在博物馆里见过一本 《顺治
六年丈量地亩红册》，该红册登记
翔实，是难得的清早期官方地亩文
献。它记载了村上几百户主各占地
之数量：如“七甲韩三用 长壹佰
步 阔捌步 积捌佰步 地叁亩叁
分叁厘叁毛 至贾良孝”（注释：
七甲，地块号；韩三用，户名；积
是长与阔之乘积，实应为“平方
步”，毛即毫；与另一户贾良孝接
壤）。

当时感到疑惑的是：清时，弓
应已普及，为何仍用“步”计量土
地 ？ 也 许 此 “ 步 ” 正 是 1 弓 的 代
称？更有惑者：如 1 弓为 1 步，这
个“步”是不是太大了？更何况古
人比今人矮小。有人认为，古文
里，迈出 1 足为“跬”，迈出 2 足才
是 1 步 。 这 1 步 其 实 就 是 2 个 正
步。一般来说，成人日常走路，大
概 1 步是 60 厘米；若按部队军训步
伐，1 步是 75 厘米，2 步则 150 厘
米，这就接近“五尺为步”了。

无 论 在 古 代 的 “ 地 亩 红 册 ”
里，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土地改革
时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上，最终
记 载 的 地 亩 单 位 均 为 “ 亩 、 分 、
厘 、 毫 、 丝 、 忽 、 微 ”， 其 中

“丝、忽、微”比较少见。
也有计算得很详细的，如 1919

年 的 《余 姚 六 仓 志》“ 卷 九 、 丁
册”中，详载：“南自周塘，北至

利济塘，东起附场，西至礼三灶，
计地二千二百七十九 亩 二 分 三 厘
三毫三丝三忽，除现输粮地一千
六百零八亩三分二厘八毫八丝八
忽八微⋯⋯乾隆元年报升垦地二
百 二 十 九 亩 九 分 七 厘 六 毫 一 忽 ，
九年报升垦地四百五十九亩九分
四毫四丝九忽六微。”真是丝毫不
忽。

弓 常 作 为 长 度 计
算单位，在《余姚六
仓 志》中 多 处 出
现，如“《胡幽栖
轩 录 本》本 灶
荡 图 ：南 至 周
塘 八 弓 六 ，北
至利济塘十八
弓 八 ⋯⋯” 这
里还出现了不足
1 弓的小数。

由于弓不作为最
终记载的地亩单位，故丈
量后要把弓转换成亩，即用“240
平方步 （弓） =1 亩”来换算。应
该指出，丈量时，步的误差比弓更
大。据载，明代著名数学家程大位
发明了“丈量步车”，它是中国古
代最先进的一种丈量工具，有人
誉此为“世界第一卷尺”。“丈量
步车”是程大位为适应全国实行

“ 一 条 鞭 法 ” 大 规 模 清 丈 土 地 之
需、摈弃步与弓误差大等弊端而发
明的。

令人疑惑的是，既然明代已有
方便准确的“丈量步车”，为什么
清代还在用“步”；20 世纪 50 年代
初的土地改革中仍广泛使用弓。带
着此疑问我请教多人。回答一致：

“丈量步车”闻所未闻。
旧 时 操 弓 丈 量 者 称 “ 步 弓

手”，也称作“丈人”。丈量土地是
件大事，因此“丈人”首先要办事
公道。有一种说法是，后来女婿把
岳父尊称为“丈人”，就是源出于
此。

在寻弓过程中，我结识了两位

“丈人”：1939 年出生的陈克华，家
住慈溪宗汉街道二塘头村，是退休
教师，热心于地方文化写作；1938
年出生的潘根苗，家住慈溪白沙街
道潘余村，是村老年协会会长，熟
知乡情。他俩年轻时都做过“地中
人”，都是“步弓手”。

据他们介绍，除了政府组织的
规 模 较 大 的 土 地 丈 量 外 ，“ 步 弓
手”们平时出手的机会也很多，如
土地的买卖、出租、调换和抵押，
分家时土地的分割，用土地嫁女儿
等。毕竟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
料。

潘根苗回忆，“土改”期间，
他们村上的地，丈量、分配就用了
半年时间，还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
组。陈克华对我说，经他手丈量的
土地不下 5000 亩。

很多地方的弓分为“五尺弓”
和“四尺八寸弓”两种。前者量得
的地称“实地”，后者量得的地称

“虚地”。买卖土地等一般是“实

地”，出租、嫁女的多为“虚地”。
早年农村田地形状不一，几乎

没有端端正正的地块，不同地块只
得采用不同量法。正如我们在平面
几何中求面积时，需要用添加辅助
线方法将不规则的图形划分成矩
形、三角形、梯形等规则图形，分
别计算再求和。这就需要“步弓
手”的经验、技能和认真公正的态
度。过去在丈量时经常会“十量九
不同”，丈量时也会产生“逃弓”
的状况，主要是遇上干结土地等，
致使弓的脚钉溜动，这也容易造成
误差。

弓只不过是丈量地亩时用的长
度单位，而最终需要的是面积单位
市亩，这就需要换算。当年换算时
用算盘，而且常用多位数除法运
算，计算很繁复。后来创立了“飞
归法”，提高了运算速度，减少了
差错。

如 今 ， 人 们 采 用 地 亩 计 量 仪
器，丈量变得方便而准确了。

此
﹃
弓
﹄
非
彼
﹃
弓
﹄

““步弓手步弓手””潘根苗正在用弓丈量地亩潘根苗正在用弓丈量地亩

一张弓一张弓，，一面算盘一面算盘，，是当是当
年量地不可或缺的工具年量地不可或缺的工具

慈溪潮塘老街边慈溪潮塘老街边
的的““三十弓路三十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