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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香四壁陈黄卷 锦绣文章看鸿泥 

——谈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珍藏展及手稿文库建设 

张志清 李小文  

 

一．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珍藏展 

国家图书馆拥有 200 多位近现代名家的 4000 多件手稿。这些珍贵文献自入馆以来，一

直收藏在善本特藏书库中，保管条件虽为妥善，但从未向社会各界进行过展示。今年 3月，

任继愈先生指示要保存好巴金先生的手稿，特别是他用圆珠笔书写的部分。为此，善本部对

巴老的 28 件用圆珠笔书写的文献进行了技术处理，并特制红木书盒进行保存。以此为契机，

我们想到了举办一个手稿展览，一则要感谢向国家图书馆捐献手稿的各界名人及单位，感谢

本馆自 1949 年来从事手稿收集、整理和保管的同志几十年默默无闻的劳动和奉献。二则重

新梳理一下全部名家手稿，探讨保存保护手稿的方式，以及继续建设名家手稿文库的原则方

法。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就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赞同和支持。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的筹备，“国

家图书馆名家手稿珍藏展”终于在 8月 2日与各界读者见面。同日在国家图书馆文津厅举行

了开幕式及名家手稿捐赠仪式，馆长任继愈先生及来自社会各界的文化名人周巍峙、启功、

文怀沙、朱家溍、李慎之、史树青、冯其庸、欧阳中石、袁行霈、宗璞、蔡仲德、常嘉煌（代

表李承仙）等都莅临会场。开幕式上，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同志代表文化部致贺词；国家图

书馆代表宣读了“国家图书馆征集名家手稿倡议书”；之后，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罗常培

的后人、中国近代出版家和著名学者张元济的后人等向国家图书馆捐赠了手稿。展览共展出

了 90 多位名家近 200种手稿，如国内仅存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亲笔书信，毛泽东、董必武、

谢觉哉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珍贵手迹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严复、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

詹天佑、王国维、陈独秀、鲁迅、闻一多、叶圣陶、马叙伦、郭沫若、柳亚子、郑振铎、巴

金、茅盾、丁玲、傅雷、老舍、曹禺、丰子恺、斯特朗等人的手稿都有专柜展示。其中，章

太炎的《邹容传》、康有为的《大同书》、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遗书》、詹天佑的英文

毕业论文、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巴金的《家》、

《春》、《秋》、曹禺的《北京人》、老舍获“人民艺术家”称誉的《龙须沟》、傅雷的翻译作

品《约翰·克里斯朵夫》、丁玲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等都弥足珍贵。展

品中还有柳亚子在国庆一周年时写给毛主席的贺词以及毛主席在国庆 10 周年时在天安门城

                                                             
  张志清，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小文，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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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亲笔签名送给斯特朗的《语录》。布置在展室中央的展柜则集中展示了数十位近现代著

名文史学者、作家、翻译家、科学家的手稿，如作家一类，读者就可以有幸看到鲁迅先生在

《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提到的殷夫、柔石、冯铿三位烈士的手稿；看到 “山药蛋派”代表

作家赵树理的《登记》、马烽的《吕梁英雄传》、“荷花淀”派代表作家孙犁的《风云初记》、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展览的最后，还陈列了近年相继入藏的张元济信札、王世襄手稿、

许宝蘅诗稿、罗常培语言学论稿及郭郛执笔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中国动物学史》

的稿本，以及国家图书馆的前辈学者徐森玉、赵万里、冀淑英等人的手迹。展览展出期间，

接待了众多读者，有 9位名家向国家图书馆捐赠了手稿，社会各界都对这次展览给予了高度

评价。 

二．国家图书馆近现代名家手稿文库建设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 1952 年，王国维的后人就捐献了王国维先生的手稿及信札。不久，

许广平先生又将鲁迅手稿的大部分捐与本馆保存，为国家图书馆收藏名家手稿的历史揭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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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名家手稿文库。当时的馆长冯仲云十分重视

革命文献和手稿特藏的建设，采纳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先生提出的收集新善本要兼顾思想

性、历史性和艺术性等三个条件，并指示在新善本之外另辟手稿专藏，以保存近现代革命家、

作家的手稿墨迹。据从事手稿征集的冯宝琳先生回忆说，当时征集手稿的方式大体有三种：

一是通过组织写信征求；二是登门拜访当面动员；三是托熟人代为转达，俟时机成熟再进行

征求。在手稿收集原则上，采取了入藏代表作手稿和全部手稿并举的方针，“一是征集著名

作家学者的代表作的原稿，虽然仅仅是一两种，但这是作家毕生精力的最佳成果，是具备珍

藏条件，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另一种方法是慎重寻求著名作家学者的全部手稿”，作为

整体加以珍藏。为此，冯先生不辞辛苦，积极奔走，先后征集到大批珍贵的名家手稿。如通

过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同志热情联系，闻一多夫人高孝真女士捐赠了闻一多先生全部手稿

及部分画稿、印谱共计 171 种 255 册；吴晗同志也捐赠了他改写的名作《朱元璋传》。为征

集郭沫若先生在重庆创作的五个历史名剧《屈原》、《南冠草》、《棠棣之花》、《孔雀胆》、《筑》，

冯先生还亲自到郭老家中整理手稿目录，按类按年代进行编目工作，使手稿征集得以顺利完

成。通过冯先生的细心访求，巴金先生慨然寄来他的代表作手稿《家》、《春》、《秋》，并和

国家图书馆结成了友谊。1957 年，毛主席那篇著名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发表后，冯

宝琳先生立即设法找到了李淑一同志，从她手里征集到记有这首词的毛主席的亲笔信。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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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第一次征集到毛主席的手迹。1958 年，郑振铎先生的夫人高君箴女士捐赠了郑先生全

部藏品，包括手稿、日记、信札等，更加丰富了馆藏。为征求左联作家柔石、殷夫和冯铿三

位烈士的手稿，冯先生付出了艰巨的劳动，经过不间断的奔走联系，最终感动了许广平和冯

雪峰先生，使三位烈士的手稿得以入藏本馆，也使左联作家的手稿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为征

集梁启超的手稿，冯先生找到了当时在北大图书馆的梁思庄先生和梁令娴女士，得知梁启超

先生的手稿和名贵金石拓本全部都在北京，于是一并进行了征集工作，使梁启超饮冰室文稿

连同收藏的珍贵碑帖拓本全部入藏本馆。在梁先生的手稿中间，还发现了清末著名诗人黄遵

宪的《人境庐诗草》墨迹和清末改良派著名代表康有为的书札，获得了意外之喜。五、六十

年代，经冯宝琳先生努力征求入藏的，还有曹禺的《北京人》、柳亚子的《南社纪略》、茅盾

的《团的儿子》、《复工条件》、叶紫的手书日记和叶圣陶先生的手稿等，其他入藏的有章太

炎的《邹容传》、陈独秀的《孔子与中国》、丰子恺的漫画《阿 Q 正传》、丁玲的《太阳照在

桑乾河上》、老舍的《龙须沟》、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傅雷的翻译作品等等，使本馆的手

稿专藏很快达到千余种，为国家图书馆藏书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思考五、六十

年代冯宝琳先生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在于有领导和专家的支持，有切实可行的采访原则和

方法，有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有采访者本人不辞辛苦的努力工作，还有冯先生通过学习读

书所拥有的独到眼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重新开展这项工作所应具备的。 

六十年代入藏本馆的手稿中，应当特别提到徐志摩和陆小曼手稿的入藏。陆小曼病逝于

1965 年 4 月，身后萧条。弥留之际，嘱侄女陆宗麟将自己和徐志摩的一些遗物转给同济大

学陈从周教授。这里面有陆小曼编辑的《志摩全集》的排印样本和纸版、梁启超先生的集宋

词长联、陆小曼所画山水长卷、以及她与徐志摩的一些手稿、遗物等。陈从周含泪接受了这

些遗物，并在顾廷龙先生的帮助下于 1966 年将其中的《志摩全集》排印样本，以及徐志摩

的《爱眉小札》、《眉轩琐记》、《西湖记》手稿、诗作和陆小曼的日记捐给了我馆，梁联和陆

卷则归浙江博物馆收藏。未及数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收藏于徐志摩堂侄徐炎炎处的《志摩

全集》纸版十包就在运动中遗失了一包。日后，陈从周先生在回忆文章中说：“如果我不是

这样做，恐怕（手稿）今天也都不存了。在‘文革’期间，我时时忆及它。‘四人帮’打倒

了，居然仍留人间，我私慰总算对得起志摩、小曼了。”文革期间，全国不知有多少人被抄

家，也不知有多少名家的墨宝手迹被毁，而保存在我馆的所有手稿都安全度过了危险期，这

不能不说是国家图书馆对社会的重要贡献。 

七十年代，在征集名家手稿面临困难的时候，我馆把征集重点转移到革命领袖的手稿，

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手迹上面。当时在许多同志的努力下，先后入藏了 23 种毛主席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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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迹。这批珍贵手迹连同 50 年代冯宝琳先生征集到的毛主席书信稿后来被中央档案馆调走，

为感谢我馆的贡献，国家将这些手迹用珂罗版仿真复制了三份，留给我馆一份作为纪念。七

十年代后期，是本馆入藏名家手稿的又一高峰。巴金先生继五十年代捐赠了《家》、《春》、

《秋》等手稿以后，1979 年又将《随想录》等一批手稿及自己收藏的其他名家手稿捐献本

馆。这个时期，入藏本馆的还有陈垣的手稿。 

八、九十年代，我馆仍然十分重视手稿特藏库的建设，并于九十年代初在社会各界的支

持下，在分馆建立了名家签名本专藏文库，并成立了名家文库组进行征集工作。经过几年的

努力，名家文库组共遴选出当代 60 位名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征集工作，共收集了 39 位名

家的 212 种签名本和 3 种手稿，整理制作了大量的档案资料。1995 年，名家文库组撤消，

藏品转归善本部，特设名家文库专藏进行收藏与管理。 

2001 年，凝结着几代国图人汗水收集的名家手稿终于得以展出。在展览前举办的座谈

会上，馆内老专家们对举办这次展览和所挑选的展品给予了较高评价，并表示一如既往地支

持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文库的建设。伴随着展览，善本部还设计印制了精美的征集书。众多

名家或后人把国家图书馆当做了他们捐赠手稿的首选之地，如语言学泰斗罗常培先生的女儿

罗圣仪捐赠了罗常培先生的全部手稿六大箱；张元济先生的后人张祥保无偿捐赠了精心装帧

的张元济先生的信札 60 余通。今年共有 10 人向国图捐献了手稿，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手稿

征集工作得到了馆领导和社会知名人士的响应。任继愈馆长亲自向捐赠者颁发证书，启功、

文怀沙等先生也欣然命笔，对征集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几十年来，在社会各界及出版单位

的大力支持下，经过本馆几代人的努力，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文库更加丰富、更有特色。 

三．新时期名家手稿文库的建设 

随着国家日益强盛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收藏机构认识到名家手稿的重要价

值，都在努力征集。对于从整体上保存珍贵文献来说，这是好事。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一些名

家手稿走进市场，发生价格与价值的偏离，给我们目前的征集工作造成了一定困难。但同时

也应看到，目前仍有大量珍贵的名家手稿保存在私人手中，有待征集。市场也提供了许多收

藏信息，社会法律制度日益健全。况且我们是国家图书馆，代表国家进行征集工作，具有无

可比拟的权威性，只要调整好名家手稿的征集原则，修订完善名家手稿的征集制度，搞好编

目、阅览、典藏、保护、修复等配套工作，把握时机，扎扎实实地做工作，名家手稿征集仍

是大有可为之事。 

1． 名家手稿征集的原则和方法 

名家手稿的征集应坚持以下几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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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国家图书馆设立名家手稿文库并进行手稿征集工作，是代表国家收藏、保管和利

用这些珍贵文献。名家手稿文库的收藏须反映高水准，收藏名家代表性作品的原稿或反映名

家创作（或学术）的整体风貌，力求避免不够水准的手稿入藏。 

第二，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的征集范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

著名军事家；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著名无党派人士；著名的革命烈士；社会科学领域各学

科的学者、作家（选择征集）；自然科学领域各门类的科学家（选择征集）；海外著名学者；

历史名人。手稿的征集还应注意收集本馆著名专家学者的代表性手稿，以便保存馆史资料。 

第三，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文库的收藏内容是：名家的代表作手稿；具有史料价值的名

家日记、书信；名家代表作的题辞本和题跋本；著名人物的老照片。 

第四，有偿捐赠和无偿捐赠相结合；捐赠与市场购买相结合，完善捐赠或购买时的法律

手续。为手稿捐赠者举办适当的捐赠仪式，每年定期举办捐赠展览。 

以上征集原则与过去相比，在手稿征集范围和收藏内容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过去只注

重征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手迹，扩大到现在征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著名人士的手稿；从过去

只注重国内名家，扩大到征集海外名家的手稿；从过去单一政治面貌的名家，扩大到各类政

治面貌的历史名人；从过去只征集社会科学领域名家的手稿，扩大到自然科学领域的名家。

而社会科学领域的征集范围，也从政治、文学、史学、哲学等传统领域，扩大到经济、法律、

科学、军事、音乐、体育等更广泛的领域。另外，注重收集馆内著名学者的代表作手稿是保

存馆史资料的重要举措，这项工作应该扎实稳健地进行，并在具备一定规模和条件合适的时

候建立“国家图书馆文库”。在收藏内容上，除名家代表作手稿外，特别标明收集具有重要

史料价值的书信、日记、题跋本和老照片，目的是保存人们往往不注意的珍贵文献，从而使

我们征集的手稿更加具备收藏和利用价值。 

由于我们是代表国家征集名家手稿，对征集到的手稿要有高度负责的精神，除完善相应

的法律手续外，要通过举办捐赠仪式、制作精美的捐赠证书、证书附带手稿照片和收藏照片、

每年定期举办当年新收手稿的展览等多种方式，让捐赠者满意放心。 

征集名家手稿的方法多种多样，五、六十年代冯宝琳先生总结出来的三种办法，今天仍

然适用。这些办法都体现了一个“主动”的特点，要求从事手稿征集的工作人员不怕困难，

主动出击，善于与人打交道，肯于吃苦、不怕受委屈，还要认真读书、学习，了解名家代表

作和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寻找手稿下落的线索。另外，征集人员对目前还不够知名的作家或

学者的作品要有独到锐利的眼光，能够发现其中最有价值、值得收藏的作品。 

目前，在手稿征集实践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解决手稿与实物资料整体入藏时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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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一系列矛盾。以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手稿入藏为例，2001年 6 月 12日入藏的罗常

培遗物共六大箱，除手稿外，还包括罗先生几十年来学习、工作中使用过的一些资料，如小

学、中学、大学时期的作业、作文、笔记、试卷、试题；在市立一中任校长时的地租契约、

讲义、点名册、积分册等；建国初期的聘任书、任命书、请柬、邀请函、出席会议的代表证、

嘉宾条、工作报告、计划、总结等，以及地图、卡片、调查表、信件、通讯录、职员录，可

谓包罗万象。虽然我馆对入藏什么样的手稿有严格规定，但对名家或名人家属提出的类似整

体捐赠的要求，我们往往处于被动状态，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样的收藏也往往会给编目、整

理和收藏工作带来很大难度。在这方面，对整体价值不高的手稿资料，我们只有对捐赠者耐

心解释馆里有关的制度和规定，坚持不滥收或降格以收；对于能够反映学者整体学术成就的

完整手稿也可以不考虑收藏其他资料带来的不便，从大局出发完整入藏。这些，与工作人员

处理手稿的眼光和技巧往往也是分不开的。 

2． 名家手稿的编目、阅览和典藏 

名家手稿的编目、阅览和典藏既属于图书馆的基础业务工作，也是征集名家手稿的一系

列配套措施和保证。特别是典藏，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保管条件，是促使名家捐献手稿的重要

保证。在这方面，我们比较倾向于对不同名家的手稿集中存放，编号保管，对成体系的手稿

设立专藏，在专藏中区分手稿和相关资料的办法。这样的办法可以使捐赠者放心，使研究者

方便对名家进行研究，同时也解决了手稿和相关资料混杂的情况。 

在手稿编目上，要坚持随入藏，随编目，随建库的原则；坚持用电脑进行操作，保证能

够迅速向利用者提供信息。同时在现有采访编目中，要及时登录帐目，打印卡片，暂时不排

斥传统的卡片目录和目录分类方式。对于底片、记分册、邀请函、便条等与手稿无关的资料，

简单著录即可，以便不影响其他正常的工作。 

名家手稿原则上不对读者提供阅览，遇研究者则应在研究者提出书面报告、经部主任批

准后提供一定范围的阅览。但不能轻易提供照片、日记和书信的阅览。如果提供，需要事先

征得名家本人或捐赠家属的认可，有书面认可书的情况下才能提供。名家手稿拍摄缩微胶片

时，应尽量使照片、日记、书信单独成卷，以便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正常阅览。对名家本人或

捐赠家属，在阅览上应本着全面开放和自由复制的方针提供服务，以保护捐赠者的权益。 

3． 名家手稿的修复和保护 

名家代表作品手稿都是一笔一划写就的，其形成倍尝艰辛，手稿本身是国家和民族引为

骄傲的历史见证。但因为使用的纸张普遍含酸，墨水变质，或手稿饱经沧桑，仅仅几十年间，

很多都出现了纸张脆化，墨迹褪变的现象。如何进行妥善的修复和保护，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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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过去针对名家手稿，曾经作过纸张耐久性实验和酸度检测。在纸张耐久性实验中，对纸

张的耐折度、耐拉力、撕裂度和白度测试，以及在摄氏 105 度条件下 3天、6天、12 天的加

速老化实验下，发现很多手稿已经处于比较严重的老化状态，特别是发现手稿在塑料纸密封

保护状态下，纸张的老化进度反而要快得多，这无疑为我们过去的保护方式敲响了警钟。在

对手稿进行的酸度检测中，也发现了手稿纸张含酸普遍较高。今年 3月，任继愈先生指示对

巴金先生用圆珠笔书写的手稿采取措施进行保护，为此，图保组对采取了多项保护措施，并

专门制作了红木书盒对手稿进行保管。目前看来，手稿保护重要的是脱酸和恢复固定字迹的

工作，这方面有许多先进经验和技术可资借鉴，如陕西档案馆李玉虎研制的“系列褪变档案

字迹恢复与保护剂”可以使严重扩散、褪色的字迹清晰显现，并耐久固定。对手稿的修复也

应提到日程上来，要建立名家手稿的破损记录，设定修复缓急度，建立修复档案，并通过联

网实现对上述过程和阅览、典藏的综合控制。不过，鉴于任何文献都有消亡的一天，我们还

要通过抓紧拍摄缩微胶片或数字化的方式，实现手稿内容和特征的永久保存。 

名家手稿的征集、保存、保护、利用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相信通过我们的辛勤劳动，一定能够使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文库的收藏更加丰富，更有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