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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拓本介绍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卢芳玉 

 

拓本是我国古代保存文献的发明——传拓术的产物，它产生一千多年来，为保存我国品种繁多、数

量巨大、内容宏富的石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宗教、农业、医学、

艺术、建筑、天文地理以及水文水利等的研究提供了宝贵可靠的资料。 

第二次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共入选拓本 10 种，其中有 8 种来自国家图书馆。入选碑帖皆名碑名帖，以

早拓本为先，名家书写者为重。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保存真迹，流畅自然，有如书圣手书，是最成

功之集字典范。颜真卿书有两种，《干禄字书》被欧阳修赞誉为其小字杰作，《争座位帖》更是被誉为颜

氏行书第一、天下行书第二之法书经典。李邕是有唐一代最负盛名的书家，行书学王羲之，史称“右军

如龙，北海如象”，在开元初年隶书盛行的书坛以行书独树一帜。行书入碑虽始于唐太宗，但是真正把行

书碑刻发扬光大的，当数北海李邕，此次入选的《麓山寺碑》和《李思训碑》（又称《云麾将军碑》），皆

其撰书代表作。赵孟頫书《道德经》系赵氏门客顾信摹勒上石，神采奕奕，仅下真迹一等，堪称小楷精

粹，传世拓本绝少，弥足珍贵。最晚的清拓本《爨龙颜碑》乃清道光年间阮元发现，不但笔力雄强，结

体茂密，且其运笔方中带圆，意态奇逸，深为清人激赏，碑文为研究爨氏家族及晋南北朝的云南史，提

供了宝贵的资料，是现存云南最有价值的晋宋碑刻，此次入选之本为整幅裱本，尤足宝贵。 

此次展出的宋拓 6 种，元拓 1 种，明拓 1 种，皆国家图书馆藏品。其中《干禄字书》是此书存世最

早拓本，世称“蜀本”，亦为此书的存世最早版本，具有不可替代的校勘价值。作者颜元孙出身精通小学

的颜氏家族，继颜之推、颜师古后，应参加科举求取荣禄的实际需要，把通行汉字分为正、通、俗三体，

据四声编定而成，开启字书按声编次之例。此书先以写本流传，至唐大历九年（774），其侄颜真卿出任

湖州刺史时，书录《干禄字书》摹勒

上石，立于湖州刺史院东厅，科举字

典的实用功能和可临可赏的艺术价

值，使得颜书《干禄字书》拓本大受

欢迎，据传“一二工人昼夜传拓不息”，

结果不久石刻即漫漶殊甚。至开成四

年（839）刺史杨汉公资助颜真卿之侄

颜颙依早年拓本重刻，此石曾存湖州

妙墨亭，后亦渐磨灭。以上二石今皆

亡佚，且无拓本传世。此次展出的国

图藏本为宋绍兴十二年（1142）八月

所刻，由宇文时中主持，在原刻本、

重刻本和蜀地流传版刻本互校基础上

刻石于潼川府，世称“蜀本”，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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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蜀本存世除国图此本外，尚有故宫博物院一本。南宋宝祐五年（1257）陈兰孙据蜀本刻版刷印，

原书已佚，仅存明汲古阁影明钞本，今藏国家图书馆。现存最早刻本为明嘉靖六年（1527）孙沐“万玉

堂刻本”，此本多家皆有收藏，北京大学藏本于 2009 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儒家经典刻石始于东汉，规模浩大、气势宏伟的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版本意义的石头

图书，在正定文字、规范学术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此为源头，由政府组织的儒家经典大规模刻

石活动还有六次：三国魏《正始石经》（又称“三体石经”，此经刻后，熹平石经即称“一体石经”或“一

字石经”），唐《开成石经》，十国后蜀《广政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南宋《绍兴石经》，清《乾隆石

经》。此次展出的国家图书馆藏明初拓本《嘉祐石经》，又名《二体石经》、《汴学石经》、《国子监石经》、

《开封府石经》等，北宋嘉祐六年（1061）刊刻于汴梁太学，用楷、篆二体写刻《周易》、《尚书》、《诗

经》、《周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孟子》等九经。原碑已毁，今仅存残石，存世拓本

稀少。此本有四巨册，系清丁晏、刘世珩、李经迈等递藏之明初拓残本。有吴昌硕篆书引首，褚德彝录

丁晏《北宋汴学石经记》并跋，缪荃孙、柯绍忞、叶昌炽、罗振玉等诸多名家题跋、绘图 66 开，对考证

石经的刊刻、版本、文字以及《孟子》入经的相关问题皆有裨益，另有名家钤印近百方，精美绝伦。 

此次名录中拓本所占比重变化最大，第一次入选名录拓本有 71 种，占总数 2392 种的 2.9%，这次入

选 10 种，占总数 4478 种的 0.22%；第一次入选名录的 71 种碑帖拓本中，宋拓种，占总数的，明拓种，

占总数的，这次入选名录的宋拓本 6 种，元拓本 1 种，明拓本 2 种，清拓本 1 种；第一次 71 件是家的藏

品，此次 10 件出自家。 

究其原因，首先是国内几个大的碑帖藏家如故宫博物院、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等都没有申报，

导致很多名碑名帖无缘入选名录，其次很多藏家的碑帖编目基础工作十分薄弱，还有一些藏家对自己藏

品的价值了解不够，不敢轻易申报，从而致使申报少，质量差。 

针对碑帖的这一特殊情况，评审专家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向全国各大图书馆呼吁，培养碑帖

专门人才，先把编目的基础工作做起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也开发了碑帖普查平台，开办了两期碑帖著

录与鉴定学习班，希望培养碑帖专门人才，尽快把全国碑帖存世状况了解清楚，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

想古籍善本一样，编出一个全国的联合目录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