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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叔�, 名暹, 字叔�, 以字行, 晚号�

翁, 署老�。安徽至德县人, 周学海之子。光

绪十七年 (1891) 六月十三日生, 1984 年 2 月

14 日病逝于北京, 享年 94。早年就读私塾, 获

候补通判衔。民国 8 年, 随四叔学熙在青岛,

任华新纱厂常务董事。后历任唐山、天津华新

纱厂董事、经理、总经理、启新洋灰公司董事、

协理、总经理、董事长, 开滦煤矿公司代理董

事长。解放后, 历任全国政协代表、委员、常务

委员、副主席, 全国人大代表、委员、常务委

员, 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 天津市副市长,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等职。有《周叔�遗札》。译

有《康德人心能力论》。

“独于古书秘籍, 则深嗜笃好, 专精奋气,

以肆求索, 若疾病之待药饵, 而饥渴之思食

也。旅津 20 年, 殖业余闲, 无日不以访书为

事。厂肆之人, 苕舟之估, �集其门。内而天

府馆库之旧储, 外而南北故家所散逸, 珍异纷

罗, 供其采择, 由是频岁所收, 宋元古椠殆百

帙, 名钞精校亦称是, 声光腾焯, 崛起北方, 与

木犀轩、双鉴楼鼎足而立, ��且驾而上。噫,

可谓盛矣!”[1 ]

其初, 据《书目答问》以搜书, 多普通版

本。又据《吕阝亭知见传本书目》, 转而收藏善

本。24 岁来津后, 其藏书益盛。1917 年以廉

价“天禄琳琅”旧藏宋本《寒山子诗》, 为藏宋

本之始。自是笃嗜宋元椠本, 不惜以重金购

之。1942 年, 经金元玉、安桂坡、张文通诸家

递藏之宋余仁仲万卷家塾刻本《礼记注》20

卷, 散归上海来青阁, 书贾王富晋携以见示,

字画流美, 纸墨精良, 洵宋刻之上驷。周先生

云:“方斥去明板书百数十部, 尽归陈一甫丈,

既得钱, 乃不遑复计衣食, 急持与王某成议,

惟恐弗及。值当沪币约五万金。昔人割庄易

《汉书》之举, 或尚不足以方余痴; 而支研山人

钱物可及, 书不可得, 虽费当弗校之言, 实可

谓先获我心”[2 ]。周先生售明板书时,“去书之

日, 中心依依”, 有“不胜挥泪宫娥之感”。[3 ]又

曾以 4000 元购宋刻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

当无力买书时, 不得不售股票以购金刊本《通

鉴节要》、宋监本《毛诗》、宋本《衍约说》、陆其

清手钞、王闻远、黄丕烈校跋本《蜕庵集》。聊

城杨氏海源阁因兵祸将书运津出售, 周先生

购得大批宋元善本孤籍, 所藏益富。一时有

“南陈 (湖南祁阳陈清华)北周”之说。

周先生收书“与恒人异趣, 好尚虽挚,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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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格特严。凡遇刻本, 卷帙必取其周完, 楮墨

必求其精湛, 尤重昔贤之题识与传授之源流。

又其必为经子古书、大家名著, 可以裨学术、

供循讽者。至钞校之书, 审为流传之祖本, 或

名辈之手迹, 必精心研考以定其真赝。不幸有

俗书恶印, 点污涂抹之累, 则宁从割舍, 不予

滥收。设遇铭心绝品, 孤行秘本, 虽倾囊以偿,

割庄以易, 而曾不之恤。既收之后, 又亟缮完

补缀, 存其旧装, 袭以金粟之片戋, 盛以香楠之

匣, 牙纤锦帙, 芸芬麝馥, 宝护周勤。故其藏书

不侈宏富之名, 而特以精严自励。有客请观,

必告以澄神端虑, 静几焚香, 恪守赵文敏‘六

勿’之戒。”[4 ]

所藏精品甚多。宋本有婺州本《周礼郑氏

注》、建本余仁仲万卷堂本《礼记》、《三礼图》、

《新序》、湖北刻本《建康实录》、《南华真经

注》、《清波杂志》、《陶渊明集》、汤注《陶靖节

先生诗注》、《王摩诘集》、《花间集》、蜀本《二

百家名贤文粹》、绍兴四年释思鉴刻本《景德

传灯录》、宝�本《五灯会元》、《后山诗注》、

《文选》、《庄子注》等。金本有《庄子全解》、《通

鉴节要》。元本有延�南阜书堂本《东坡乐

府》、大德广信书院本《稼轩长短句》、《梅花百

咏》、《梅花字字香》等。钞本有宋钞本《宝刻丛

编》、元钞本《简斋诗外集》、明吴宽手钞本《山

海经》、史载臣手钞《贞白陶先生文集》、朱存

理手稿本《珊瑚木难》、钱谷手钞本《游志续

篇》、汲古阁毛氏影宋钞本《东家杂记》、《酒边

词》、《圣宋高僧诗选》等, 清代有王乃昭、鲍以

文、金侃、张充之、翁木式、吕无党诸入手钞本,

校本有钱谦益、钱曾、毛户衣、叶石君、周香严、

顾广圻、翁方纲、吴牧庵、鲍廷博、黄丕烈等人

手校手跋书。稿本有明范钦辑《杂钞》、清焦循

辑《书义丛钞》、丁晏撰《诗考补注》、林昌彝

《温经日记》、张鸣珂《说文佚字考》、钱大昕

《元进士考》、吴骞《海宁经籍备考》、翁方纲

《竹云题跋节钞》、《虚舟题跋节钞》等。所搜

铜、泥、木活字本 400 余种, 影印、影刻本 460

余 种, 且收英国莎士比亚诗集,“联床盈

架”[5 ]。李宣龚 (拔可)有诗曰:“周侯精赏信人

豪, 插架牙纤手频触; 缥缃尽入蓬莱岛, 海气

无愁暖生酉卜。”[6 ]

其藏书处为: 自庄严堪 (以藏《楞严经》)、

寒在堂 (以藏宋刻《寒山子诗》)、双南华馆 (以

藏宋刻《南华经》两部)、一卷孝经堂 (以藏元

刻《孝经》一卷)、半雨楼 (以藏宋蜀本《王摩诘

集》, 中有句“山中一半雨”, 其他版本误作“山

中一夜雨”)、东稼草堂 (以藏元本《东坡乐

府》、《稼轩长短句》)。又有师古堂, 为族人刻

书藏书之所。其藏印有:“曾在周叔�处”朱长

方、“周暹”白小方、“周叔�手校读书”、“叔�

手校”、“周氏叔�”、“叔�”、“周叔子”、“建德

周氏藏书”、“建德周暹章”、“�翁珍秘”、“自

庄严堪”三枚、“寒在堂”、“孝经一卷人家”、

“同心　、“东稼草堂”、“双南华馆”、“半雨

楼”、“复庐赘姻沪上所得”等。

有《自庄严堪善本书目》, 1985 年天津古

籍出版社出版。于所藏及手校之书, 每有题

识。新近冀淑英辑成《�翁藏书题识》, 共 17

篇。

“治事之隙, 不辍丹铅, 尝观手校群书, 皆

字画端谨, 朱墨鲜妍, 颇具义门风范。”[7 ]手校

书数十种, 大都捐入天津图书馆。其刻书亦

精, 有影印宋书棚本《鱼玄机诗》、影印宋本

《寒山子诗》、珂罗版影印元相台岳氏本《孝

经》及宋书棚本《宣和宫词》、影印《庐　教

集》、《寒云所藏宋本提要》, 刻印《屈原赋注》、

《九僧诗》、《十经斋遗集》、《稼轩长短句》、《东

坡乐府》等。

周先生于书爱护备至, 务使其珠还剑合。

尝购到临清徐坊散出宋岳刻《左传》29 卷, 缺

首卷, 刻意搜求 16 年之久, 终获于嘉定徐氏,

使成完书。周先生欣喜曰:“珠还剑合, 缺而复

完, 实此书之厚幸, 岂仅予十余年好古之愿一

旦得偿为可喜哉!”[8 ] 1949 年 7 月, 以新得宋

刊本《经典释文》卷七捐赠故宫博物院, 使其

原藏书得成完帙。又曾请求上海市长陈毅, 将

宋鹤林于氏本《春秋》第二十六卷从上海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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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拨归北京图书馆, 亦使此书得有延津之合。

又曾从日本以 1000 元日金购宋绍兴本《东观

余论》归国,“不使沦于异域”。

周老重视身后为书觅一稳妥去处。1942

年曾给子孙留言曰:“数十年精力所聚, 实天

下公物, 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 宇内

无事, 应举赠国立图书馆, 公之世人, 是为善

继吾志。倘困于衣食, 不得不用以易米, 则取

平值也可。勿售之私家, 致作云烟散, 庶不负

此书耳。”[9 ]解放后, 先后数次将书献给国家。

1950 年将周先生孝友堂图书 400 余箱、6 万

余册赠与南开大学文学院; 1952 年将所藏精

华 750 种、2672 册捐北京图书馆; 1954 年捐

南开大学图书馆中外文图书 3000 余册; 1955

年捐清代善本 3100 余种, 22600 册与天津市

图书馆; 1972 年捐善本书 1800 余种, 9100 余

册给天津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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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0 页) 　数 3 个, 作报告数 8 篇次,

占专题报告总数的 1ö2; 低信息化水平国家

数 7 个, 作报告 8 篇次, 占专题报告总数的

1ö2。二者集中度相等。这说明无论信息化水

平高低, 都在受到网络信息社会的冲击。

(2) 网络信息社会对不同信息化水平国

家冲击的角度和内容现在有所不同。从报告

上看前者关注信息网络审查方式、远程工作

与学习及个人信息的网络发布等问题; 后者

注意建设新网络的条件、能力和意义, 以及信

息贫困等问题。

总之, 本届 F ID 大会研讨的学术主题是

全球的课题, 但信息化水平不同的国家关心

的层次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随着发展中国家

信息化水平的提高,“网络信息社会中的信息

全球化”就必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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