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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名人手稿的收藏、利用和保护 

国家图书馆收藏名人手稿的历史可追溯到新中国建立之后的 50 年代初。1952 年，以国

学大师王国维的后人捐献的王国维先生手稿和不久后许广平先生捐赠的部分鲁迅手稿，为国

家图书馆收藏名家手稿揭开了序幕。 

1954 年国家图书馆为保存重要文化史料，开始向社会各界征集近现代政治家、思想家、

科学家、文化名人及历史人物的手稿，创建名家手稿文库。从此，几代图书馆人为此付出了

辛勤的努力和无私的奉献。尤其是最早从事这项工作的冯宝琳先生，不辞辛苦，积极奔走，

先后征集到大批珍贵的名人手稿。如闻一多先生的全部手稿、部分画稿及印谱 171 种 255

册；郭沫若先生在重庆时期创作的几个历史名剧《屈原》、《南冠草》、《棠棣之花》、《孔雀胆》、

《筑》的手稿；冯先生还以执著的精神，不间断地奔走联系，征集到左联烈士柔石、殷夫、

冯铿等人的手稿遗作。这一时期冯先生征集的珍贵手稿还有：吴晗的《朱元璋传》、曹禺的

《北京人》，老舍的《龙须沟》，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等，为国家图书馆的名家手稿

文库作出了巨大贡献。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现在我馆收藏有 300 多位名人的约 5000

多种手稿。 

上海图书馆也十分重视名人手稿的收藏工作，在新馆开馆的时候，新辟“中国文化名人

手稿馆”，收有中国近当代百余位名家手稿数万件，包括日记、信函、题词、签名等。在今

年上海图书馆建馆 50 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就有“中国文化名人手稿展览”为庆典增光添彩。 

世界上许多著名图书馆都把收集名人手稿当作自己的重要馆藏。而对名人手稿的利用和

保护也是摆在各图书馆面前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法国国家图书馆有专门为专家学者开设的

手稿研究阅览室，环境幽雅寂静，陈设古色古香，每个座位都配备一个宽大的阅览桌，可摆

放不少工具书、参考书，可谓专家级的研究场所。读者借阅时要接受馆方的资格咨询，要详

细问清您是研究什么的，您的课题是什么，带着什么问题来，要看什么资料，等等，都要说

得非常具体，非常细致。 资格认定后，馆方会为读者提供一切便利。专家可以免费在这里

工作一个季度，甚至半年，长期固定地占据一个座位，把东西都堆在大桌面上，不必每天借

每天还，包括提供那些珍贵的手稿。条件只有一个：您必须天天来，资料不准带出馆外，也

不可以复印。舒乙先生去参观的那天，这里竟然二十五个座位都有专家在工作，舒乙先生惊

讶于法国人研究手稿的热情，并为之感动。他说这么多人在研究作家的手稿，如果不是亲眼

所见，是不会相信的。回国后即撰文呼吁建立手稿学。在拉托维亚科学图书馆，藏有 18-20

世纪的名人手稿 14000 余件，是拉托维亚民族历史的珍贵记录。为了保存古籍手稿，拉托维

亚科学图书馆采取了制作电子副本和缩微复制的保护方法，还通过互联网为各国读者提供他

们的古籍手稿目录。现在拉托维亚科学图书馆正在完善图形数据库，对本馆的珍本、古籍、

手稿进行扫描等技术处理。首先他们对拉托维亚教育家、历史学家约翰·克里斯托夫·布罗

特采（1742-1823）的部分作品进行了文字图形数字化处理，其中包括 2500 幅黑白插图和彩



色插图，目前部分图形数据库已上了国际互联网，世界各地的读者都可享用这些资源。人们

可以通过互联网看到布罗特采记录描绘的民族服饰，生产工具，运输工具，钱币图案，以及

徽章、纪念物、房屋、庄园、城堡、教堂、宫殿等等那个时代的图形资料。所有这些工作既

很好地开发利用了珍贵的手稿资源，也更好地保护了这些本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 

二、 建立 MARC 格式的书目数据库 

    在实施名家手稿数字化的进程中，还应实行分两步走的战略。首先要做的仍应是手稿的

书目数据库。这也是我们业务工作的基础。 

对于书目数据库，许多部门已经制作完成，或正在制作着各种类型的书目数据库，无论

在技术上，还是在具体的格式著录上，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是我们开展这

项工作最有利的保证。因此，做好名人手稿数据库的条件十分成熟，很快立项上马应不是难

事。 

但名人手稿又是馆藏中比较特殊的一类藏品，它既不同于古籍善本书，也有别于新善本，

在特藏中自成体系，独具特色。因此在名人手稿数据库的编制中也会出现一些有别于其他特

藏的问题和难点。 

比如捐赠情况的著录，就是其他书目数据库不必著录的款项，而手稿数据库则一定要著

录清楚，捐赠人、捐赠时间以及捐赠人与手稿作者的关系。 

还有笔迹和字迹的记录，一般数据库都不会涉及这个问题，但手稿著录则要把毛笔、钢

笔、铅笔或是圆珠笔的款项记录清楚，因为使用不同材料的书写工具，会产生不同的保存效

果。著录清楚也是为日后手稿的保护和字迹的保护提供参考信息。 

与保存保护有关的还有对纸张的著录，这一点可能除了古籍有一些相应的著录，其他类

型的书籍是没有著录的。手稿数据库如果对纸张进行著录，肯定会给人们提供更多的信息，

但著录中的难题也很多，比如对纸的认识，对纸张年代的分析、确定，科学专业的名称，对

不同纸张的表述等；近现代以来，信纸的台头，笺纸的印花、图案种类繁多，应用广泛，应

如何记录描述得既清楚又科学也颇费思量；对朱丝栏、蓝丝蓝、墨栏、竖栏、横栏、上下双

栏、博古栏、竹节栏、花边以及红格、蓝格、绿格等之外的纸张著录时应如何规范用语，对

以上所有著录先后次序的排列等，都需要认真研究并制定相应的办法，以确保它的可操作性。

当然，工作人员也要加强学习，虚心向专家请教，提高自己对这一行的业务水平， 

再如手稿是名人手书原稿，还是有名人批校的代抄稿，亦或是名人修改过的校样稿的鉴

别与著录，手稿出版情况的著录，一次性支付奖金中每件手稿的价格著录，等等。也都需要

认真思考和讨论。 

总之，有许多款项都是手稿数据库中应该著录清楚，而其他普通书或古籍善本书著录中

不会出现的。因此，还需要我们重新花费脑筋思考和努力探讨。因为做好手稿的书目数据库

十分重要，它是我们进行手稿数字化的基础工程。 

三、关于建立全文影像数据库和手稿资源库的设想 

手稿的书目数据库建成后，以现在的技术，可以直接转换成比卡片目录、MARC 格式

具有更强描述性的元数据，元数据能更好地揭示资源的内部结构，并能更科学地管理好运行

环境、数字版本和收费等方面的事情，从而可以更全面地保存和利用手稿资源。手稿数字化

的进程也会在这个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 



由于名家手稿独具特色，书写不同，笔迹各异，OCR 光学字符识别技术很难进行计算

机认字，也很难将影像数据转换成文本数据，对手稿进行全文检索。另外，读者大约也不会

去检索名家手稿中的某个字，而是会对某个名人的整篇手迹或某篇作品感兴趣。因此，手稿

文献不适合做全文检索数据库，而更适合建立手稿的全文影像数据库和手稿资源库。 
全文影像数据库应有选择地将馆藏名人手稿进行全文扫描，使之成为可以在网上阅读浏

览的文本，同时也为手稿的长期保存奠定基础。为什么是有选择，而不是全部扫描呢？也是

由于手稿文献的特殊性。因为手稿的收藏并不十分整齐单一，藏品中很有一些副本、日记、

信函、字条、卡片等等，不太适宜全部上网展示给所有人看。因此至少近期在做全文影像数

据库的时候，应有选择地进行扫描。 
影像数据库使人们可以在网上一睹名人手泽，但它并没有给我们提供超出手稿本身的内

容。于是，建立手稿资源库就是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如果说手稿数字化是一个逐渐完成的过

程，那么，手稿资源库的建设就是我们将要下大力气去完成的巨大工程。 
根据资源库具有网络化，多媒体功能，快速检索，重组功能等优良特征，使我们有可能

在此基础上将手稿内容多角度、多途径地加工、补充、丰富和扩展，如建立几个相关的专题

资源库与影像数据库连接，使读者使用起来更加方便、高效。 
1.人物专题库：提供手稿作者的肖像，相关人物的照片，介绍手稿作者的基本情况，包

括：生卒年，原名、笔名、室名、字、号，性别，籍贯，民族，主要经历，主要作品，关键

词，分类等。还可增加其他名人对手稿作者的评价文章、回忆文章。条件成熟时可加入相关

的人物传记作品和影视专题片或传记电视剧。 

2.作品专题库：介绍作品的写作背景，发表时间，出版情况，作品梗概，相关评论，获

奖情况，现存版本，初版本的书影等。同时可以把已经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的资料补充进来

（图片、视频、音频资料）。如：郭沫若的剧本手稿《屈原》，老舍的手稿剧本《龙须沟》等，

就可加入话剧演出的剧照、录象和电影、电视剧资料。 

3.事件专题库：记述事件名称，发生时间、地点，事件背景，事件经过。如有相关图片、

记录片等资料，都可进行连接。 

4.地名专题库：介绍作者的故乡，作品中出现的景点，描述的地方，可包括图片、音频、

视频资料。如：鲁迅的手稿《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可加入鲁迅故居的图片和电视纪录片

资料。 使读者对其作品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更生动具体的感受。 

以上几个库的资料可以自己收集、整理、加工、制作，使之更加丰富、完善，也可以充

分利用其他资源库的已有资源。比如人物专题库、事件专题库就可利用舆图组的老照片影像

数据库资源，地名专题库可利用中国地方志资源库中的地名资源库和景观资源库等。总之，

可以充分利用和享受数字化给我们带来的快捷和便利，鼠标一点，就可链接到其他的相关库，

省事又方便。 

凝结着各位专家学者文化名人心血的名人手稿是我馆的重要特藏。收藏和保护好这些珍

贵文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手稿纸张脆化，字迹褪变的现象会越来

越严重，而为保护手稿，我们原则上不对读者提供手稿阅览的做法也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因

此，既要努力保存保护好手稿，又要想办法加强对手稿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研究，出路都只有

一个，就是实现手稿的数字化。所以，建立名家手稿文库的数字化资源库，既是图书馆现代

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对手稿的保存、保护实行的最有效和长期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