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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工作总结

善本组文献采访工作总结

李 坚

一、善本

2020 年购买善本 2 种 17 册件，包括明隆庆刻本《宫台遗稿》不分卷（1册），和清咸

丰刻本《中外新报》十六期（16 册）。

明隆庆刻本《宫台遗稿》系明嘉靖间名臣胡守中所撰，各主要书目没有记载，十分罕

见。

清咸丰刻本《中外新报》，1854 年由外国

传教士在宁波创办，是中国首批中文外报之

一，比香港的最早中文报纸《遐迩贯珍》（1853

年）晚不到一年，比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六

合丛谈》（1857 年）早三年。该报木刻雕版印

刷，半月刊，印数不多，但发行范围较广，省

内以宁波、杭州为最多，省外在上海、香港、

北京都有销售点，甚至还远涉日本、美国、英

国等地。

《中外新报》内容涉及新闻、宗教、科学、

文学等，新闻来源多摘译外报，内容涉及太平

军、捻军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等，具有重要的

文献价值。

该报存世量很少，据研究者称，国内未见有藏，国外也较罕见。本批《中外新报》共

16 期（16 册），包括第 1 至 9号、11 至 14 号，第二卷第 5号、第 6 号，第五卷第 1 号。每

期 4 页（偶有 5 页）。出版时间分别为：第 1 至 14 号出版于咸丰四年（1854），第二卷第 5

号、6号出版于咸丰五年，第五卷第 1号出版于咸丰八年。

其中最难得的是包含有创刊号（第一号）。目前学界关于《中外新报》的创办时间有 1854、

1858、1859 等不同说法，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见到创刊号，只能依据其他期号推测。此创

《中外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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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号一出，可使目前的争议尘埃落定。另外，创刊号中列出凡例，说明该报的宗旨，对于此

报的研究不无帮助。

二、新善本

新善本采访 53 种 56 册件。

1. 从机构手中洽购了一批文献，包括新善本 20 种 23 册件。其中较有特色的有中国共

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

以及解放战区时期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华北军区司令部出版的多种军事教范和操典等。

2. 从私人藏家处购藏革命文献 33 种 33 册件。比较重要的有：《第六次大会后的政治工

作》，系上海无产阶级书店 1929 年 10 月秘密出版的六大后的中央文件集；托名晚清小说家

刘鹗《老残游记》的《庆祝济南解放特刊》清样稿本；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编印的《国

徽图案参考资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诞生过程中的重要文献资料；黄藻编《黄帝之魂》，

系辛亥革命时期有着重要影响的反清革命著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编印的《拥护省港罢工》，

系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出版物。此外，新中国成立前夕，由社会问题研究所编印的对国民

党革命委员会、中国青年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等各党派的多种

调查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三、精装精印

精装精印采访 30 种 30 册件，包括从北京文雅堂采购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

献》《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黑水城文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

等 29 种 29 册，以及古籍馆办公室移交的中央档案馆所藏《商鞅徙木立信论》高仿复制件一

种。

四、名家手稿

2020 年度名家手稿采访总数为：538 种 4189 册件。详情如下：

（一）捐赠

1、杨铸捐赠杨晦手稿等珍贵文献 86 种 3314 册件

杨晦（1899—1983），现代作家，文艺评论家。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曾与冯至、陈

炜谟、陈翔鹤等人共同组织新文学团体沉钟社，创办新文学刊物《沉钟》，出版《沉钟文艺

丛书》。抗战爆发后，先后在西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任教。1949 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

授。长期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

本次捐赠文献包括杨晦先生新文学运动时期的译稿《悲多汶》《当代英雄卷五普林赛

司·玛利》，写于抗日战争烽烟中的《雅典人台满》《曹禺论》，1939 年参加战地采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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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的粤北战役资料，1949 年从香港辗转返回北京时所作日记，解放后在北京大学教授中

国文艺思想史课程时撰写的讲义收集的资料等。另有杨晦师友沈尹默、周作人、顾随、废名、

臧克家等书信手稿，绝大部分写于上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从未刊载过。此批文献具有极珍

贵的历史学术价值。

2、阎守扶捐赠阎宗临手稿 7 种 12 册

阎宗临（1904—1978），山西省五台县人，历史学家。1937 年获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毅然回国，先后任教于山西大学、广西大学等校。抗战胜利后任教于中山大

学，兼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兼历史研究所所长。1950 年任教于山西大学，历任山西师范

学院副教务长、山西大学研究部主任、山西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山西省政协委员等职。阎

宗临先生在世界文化史、中西交通史、山西地方史等研究方面都有开创性的、卓越的成就。

本次拟捐赠手稿，主要是欧洲古代及中世纪史研究论著，这一论题是阎宗临先生在高校

任教四十余年讲授的主要课题，这批手稿保存完整，具有很高的学术和史料价值，已由阎守

扶、宋若云整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

3、刘力群捐赠斯诺等国际友人签名本及相关资料共计 30 种 44 册叶，舒暲捐赠埃德

加·斯诺著作、David Guest签名本《远东前线》1种 1册

刘力群先生曾任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第四届常务理事，现任陕西、武汉、北京大学等斯

诺研究中心顾问，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 5S+研究院院长。多年来致力于收集、研究、宣

传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海伦·斯诺、索尔兹伯里等国际友人的著作、签名本等珍贵文

献。1947 年埃德加·斯诺题赠给英国考文垂市市长哈德金森的《红星照耀中国》，1942 年斯

诺题赠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总干事浦爱达的《为亚洲而战》，1963 年斯诺为安娜·路易

斯·斯特朗 77 岁生日题赠的《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斯诺致德籍国际友人王安娜书信

手稿等。

此外，经刘力群先生宣传动员，93 岁高龄的埃德加·斯诺资深研究学者舒暲先生也向

我馆捐赠埃德加·斯诺著作、David Guest签名本《远东前线》1 种 1 册。本书是英国剑桥大

学学生、英国共产党员 David Guest（1911-1938）的遗物，书籍扉页有 Guest的签名。Guest1938

年加入国际纵队前往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不幸于 1938 年 7 月在埃布罗河战役中牺牲，

其战友在此书扉页记录了他的牺牲过程，以志纪念。

（二）购买

1、袁同礼书信手稿等馆史资料 135 种 260 册件

此批文献主要为：袁同礼致王重民书信，王重民在法、英拍摄敦煌写经账目材料，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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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界、学术团体、学者、书店书商与王重民通信，王重民英文信稿文稿等。

袁同礼致王重民书信手稿粘贴保存于四个硬皮笔记本中，应是由王重民或其夫人刘修业

保存、整理的。书写时间集中于 1936 年 2 月至 1948 年 2 月，其内容主要涉及平馆拍摄影印

敦煌文献、太平天国史料、永乐大典等流散海外珍贵典籍，抗战全面爆发后平馆馆务变化，

平馆存沪善本书运美，抗战时期在海外收集西文战时史料，收集西南地方民族文献等。此外，

王重民从 1934 年至 1947 年 2 月，在巴黎、伦敦、华盛顿等地长期从事图书馆交换工作、访

求珍贵古籍文献，与海外汉学家、图书馆界、留学海外的中国学人颇多业务交往与学术交流，

他们的通信中也不乏本馆馆史乃至现代学术史的重要史料。这批文献数量较大，保存完整，

关涉国家图书馆馆史、中国现代学术史、抗战史等重要事件，内容丰富详实，具有较高的文

献和史料价值。

2、朱峙三藏札等手稿文献 214 种 392 册叶

朱峙三（1886—1967）原名鼎元，字峙山，湖北鄂城人，勤于治学，长于书画。武昌起

义后，一度出任鄂军政府内务部书记官和黄安县书记官。抗战时期任湖北省政府代理主任秘

书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政府参事等职。

此批文献大多数写于民国年间，也有写于新中国成立后。主要包括朱峙三家书，朱峙三

老师杨鸿发、黄桂芬、沈塘、程松年以及两湖总师范学堂同学许学源、张祝南、夏宗言、张

之鹤等人来信。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武昌首义以后直至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经历和感受。

（三）划拨

文物局划拨郑振铎徐伯郊等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往来信札 65 种 166 叶

这批文献的通信时间为 1952 年 8 月 25 日至 1961 年 7 月 9 日（电报至 1961 年 7 月 17

日），通信双方是北京的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代表郑振铎（通信集中在 1952 至 1953 年）、王

毅（通信集中在 1955 至 1961 年），以及香港的“秘密收购小组”主要成员徐伯郊。其内容

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关怀和支持下，郑振铎为代表的文博工作者致力于征集、

收购文物，并以香港为窗口积极回购流散海外国宝文物的史实。这组往返信札虽不完整，存

在一些空白，但大体而言双方往复关系明确，许多内容可以相互呼应，反映出抢救流散香港

文物的诸多重要信息，是了解那段历史的珍贵史料。其中除郑振铎致徐伯郊的 13 通信札曾

经整理出版外，其余均未被揭示过。

此批文献由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无偿捐赠给国家文物局，文物局划拨给国家图书

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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