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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样式雷图档之一 国家图

书馆藏 清乾隆十五年（1750）， 乾

隆皇帝为了筹备其母崇德皇太后

的六十大寿， 开始在北京西郊修

建第五座大型皇家园林———清漪

园。 咸丰十年 （1860）， 清漪园被

英 法 联 军 焚 毁 。 光 绪 十 四 年

（1888）， 清漪园得以重建， 改称颐

和园。 始建的清漪园与重修的颐和

园都与清末雷姓建筑世家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

清代负责皇家建筑样式的专门

机构被称作“样式房”。 自17世纪

末到20世纪初的两百余年间， 雷氏

家族共有八代几十人供职于清廷样

式房， 其中多人先后担任样式房掌

案， 主持皇家建筑、 内檐装修及家

具器物设计等， 成就斐然。 这一建

筑世家被誉称为“样式雷”， 其绘

制的建筑图样、 建筑模型、 工程做

法等被统称为“样式雷图档”。 现

存于世的样式雷图档逾两万件， 其

中大约四分之三收藏在国家图书

馆。 这些图档基本是在民国年间入

藏国图， 一部分直接从样式雷后裔

手中购得， 一部分从当时的书局、

书社、 书斋等处购得。

国图藏有千余件和颐和园相关

的样式雷图档， 然而其中和清漪园

相关的仅有寥寥数幅。 《清漪园地

盘画样》 便是其中一幅总图， 主

要涵盖了万寿山和昆明湖两部

分， 相对完整地呈现了清漪园

的总体布局。 “地盘样” 相当

于现代建筑设计所称的平面图。

图中主要建筑和景点贴有黄色的

名称标签， 仅水域部分涂成了

黄绿色。 全图绘制精细， 古朴

大气。 有学者根据图上建筑的存毁

年代推断， 此图应当绘制于道光二

十至二十四年（1840-1844） 之间，

绘制者极有可能为第五代样式

雷———雷景修。

样式雷图档作为手工绘制的图

样， 堪称孤本。 即便在世界范围内

的档案文献中， 这样大规模、 全系

统的建筑图档也实属罕见。 它为中

国古代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提供

了极其重要的实证资料， 因此在

2007年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成为世界记忆遗产的一部分。

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已经将馆藏样式雷陆续分卷整理

出版， 其中颐和园卷于2018年颐和

园纪念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二十周年

之际首发。

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

字致远，波兰耶稣会传教士。他是第一个把

中国的中医草药翻译成欧洲文字的西方

人，著述涉及中国动植物学、医药学、地图

学等方面。

1612 年， 卜弥格出生于波兰-立陶宛

联邦王国利沃夫 （今属乌克兰）， 父亲是

波兰国王的御医， 卜弥格从小受到良好的

教育。 1629年卜弥格加入耶稣会， 1642年

踏上了来中国的旅程。 在1645年抵达越南

北圻之时， 清廷正全力剿灭李自成， 局势

动荡， 他只好去海南岛传教。

卜弥格不仅熟悉欧洲医学经典， 对中

国医学和本草学也有着浓厚兴趣。 来华仅

六年，就著有《中国植物志》《单味药》《中国

医药概说》《中国脉诊秘方》《中国地图册》

等多部著作。

《中国植物志》 用当时欧洲医学通用

的拉丁语写成， 于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

这是欧洲发表的第一部关于远东和东南亚

大自然的著作， 也是介绍中国本草最早的

文献， 其影响不言而喻。 法国在1690年、

1768年、 1813年均有该书译本或编译本。

书中介绍的动植物共计29种。 对于每

种动植物， 卜弥格都仔细标注其葡萄牙

文、 拉丁文和中文名称， 生长区域、 形质

特征、 药物制作方法、 治疗的疾病和销售

情况， 并绘有插图， 图文并茂， 十分生

动。 书中对动植物的描述也很有趣， 比如

书中记录了一种被唤作“中国” 的香料，

即桂皮， 他在书中透露， 欧洲商人将桂皮

树译作“又香又甜的中国的树”。

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 中记载

了一种叫“中国木” 的植物， 但不清楚究

竟是何种药物。 卜弥格在 《中国植物

志》 给出了答案 ： 茯苓 （Fo� Lim）。 作

者解说： “葡萄牙人称中国根为Pao� de�

Cina， 欧洲人称它为China。 它大量生长

在云南、 广西和广东省， ……中国人将它

和肉放在一起， 用来做汤也可以做药用，

能治病。 这种根中国人叫白茯苓。”

《中国植物志》 中还介绍了如何分辨

部分药物的真假。 例如， 他在书中介绍

鹿科动物麝时， 写到可以从其身上获

得一种称为麝香的名贵药材以及辨别

真假的方法 ： “辨别麝香真伪的办法

就是把它放在火里烧， 中国人认为， 如

果它烧了后留下的东西像木炭一样，

那就是说它混杂了别的东西， 而不是真正

的麝香。”

卜弥格无疑是西方人研究中国植

物学的开拓者。 正如波兰汉学家卡伊

丹斯基所说： “在欧洲， 不论在17世

纪还是在18世纪， 都没有一个植物学家

能够像卜弥格那样， 根据自己在中国的实

地考察和经验， 撰写和发表此类文章。”

《中国植物志》 使得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关

注中国动植物， 并开始将中国的动植物标

本、 花卉种苗送往欧洲， 让中国医学传向

西方。

此部《中国植物志》 来自瑞典藏书家

罗闻达的罗氏藏书， 现藏于上海图书馆。

卜弥格与《中国植物志》

清漪园地盘画样

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卷

南朝宋沮渠京声译 五代后唐天

成二年 （927） 刻本 《佛说观弥勒

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简称《弥勒上生

经》《上生经》。 本经叙述弥勒菩萨命

终往生兜率陀天， 教化诸天， 昼夜

六时说法。 宣说天宫庄严妙丽， 清

净快乐， 往生兜率陀天、 称念弥勒

菩萨名号诸种功德利益。

魏晋间， 弥勒经典传入中原，

以翻译和抄写弥勒经典、 绘制弥勒

形象、 开凿和供养弥勒造像为内容

的信仰活动， 在中国社会各阶层逐

渐传播， 形成弥勒信仰， 并演化成

为中国佛教的净土信仰。

沮渠京声， 祖先天水郡临成县

胡人， 先在高昌郡求得 《弥勒上生

经》 等经典， 到凉州译出。 北魏攻

陷凉州时， 沮渠京声避祸刘宋后，

将 《弥勒上生经》 等传写出来， 成

为弥勒信仰主要经典之一。

该件外观成卷轴装。 首残尾全，

总长115厘米， 框高22.7厘米， 纸幅

高26.5厘米。 上下单边， 目前残存

四版： 八、 九、 十、 十一。 卷尾后

有“功德主讲上生经僧栖殷” “雕

经人王仁珂” “天成二年 （927） 十

一月日邑头张汉柔” 三行题记。 卷

尾存原木轴， 轴头涂棕色漆。 本件

雕版印刷 《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

经》， 卷末保存了三行题记， 为雕版

印刷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这种形式，

成为后代雕版印刷典籍常常习用的

模式。

本件题记为“天成二年” 雕，

其雕版时间较咸通九年 （868） 《金

刚经》 晚五十九年， 是目前世界范

围内所知第二件有明确纪年的早期

雕版印刷书籍， 也是国内保存有明

确纪年最早的一件。

字体保留许多唐代俗写风格；

其雕版风格具有典型北方地区的特

点， 粗犷、 古朴。 纸张成分以构皮

纤维为主， 帘纹比较细密， 纸张厚

薄均匀， 韧性较好。

从版式行款分析， 这是一件雕

版技术与印刷、 装潢工艺成熟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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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举办中华传统晒书活动

本报讯

由国家图书馆（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主办，中国邮政集

团公司、 中国集邮总公司协办，北

京国图创新文化服务有限公司承

办的“思想启蒙，致敬经典———中

华传统晒书活动暨中国古代思想

家邮票主题产品发行”活动不久前

在国家典籍博物馆成功举办。来自

国家图书馆、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中国集邮总公司、中国科学院国家

科学图书馆、 中国民族图书馆、清

华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

市海淀区文化和旅游局、江西省图

书馆、绍兴图书馆、摩点众筹等单

位的领导和嘉宾，以及业界同仁等

七十余人参加了活动。

本次活动主要分为“诵经典”

“晒技艺”“晒创新”三个环节。 在

“诵经典”环节，来自国家图书馆

和阳春小学的诵读者共同吟诵

《道德经》《论语》《荀子》《传习录》

《少年中国说》等经典篇章；在“晒

技艺”环节，由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的修复老师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为

大家现场展示了传统古籍的修复

技艺；在“晒创新”环节，由国家图

书馆藏《庆赏昇平》衍生出的虚拟

人物———状元郎为大家详细介绍

了古代思想家邮票主题产品《汲

古通今———古代圣贤智慧典记》。

现场还举行了邮票主题产品揭幕

仪式。

《汲古通今———古代圣贤智

慧典记》 邮票主题产品是由国家

图书馆与中国集邮总公司基于国

家图书馆藏中国古代思想家珍贵

典籍和中国邮政集团发行的12位

中国古代思想家邮票联合推出的

主题文创产品，集邮册、手账、阅

读笔记、 日历、A R 互动等多项功

能于一体， 产品内含12位古代思

想家邮票、国家图书馆建馆110周

年限量藏书票、A R 明信片、 典籍

长河、宣纸《道德经》与《劝学篇》

拉页、楠木书签、水晶镇纸等，并

具备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的

名篇诵读、名家互动、知识擂台、

排行榜单等功能，此外，还有一份

国家图书馆推荐的， 基于国家重

点文化工程———《中华传统文化

百部经典》的阅读书单。

“古籍保护传统技艺展示与体验活动”

在陕西师大图书馆举办

本报讯

为扩大古籍保护影

响，提高大学生古籍保护意识，配

合2019陕西师范大学读书节，陕

西省图书馆（陕西省古籍保护中

心） 联合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近

日举办了“传承文化， 致敬匠

心———古籍保护传统技艺展示与

体验活动”。活动现场位于陕西师

范大学长安校区图书馆。

古籍修复技艺现场展示环

节，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修复

工作人员带来了各种不同原因

导致破损的古籍， 在现场对其

进行修复。 雕版印刷体验环节，

在现场老师的指导下， 同学们

一一上手，调墨、涂版、盖纸、刷

版，一套流程下来，精美的雕版

书页就制作了出来。

碑石拓印体验环节， 选取的

碑石为林则徐所撰《题杨太真墓》

七绝。 同学们在碑拓老师的指导

下， 小心翼翼地进行了拓碑的各

项工作，做出了许多漂亮的拓片。

古籍书叶摹写环节，选取了《永乐

大典》和《四库全书》中的个别书

叶供同学们摹写。

本次活动是陕西省古籍保护

中心响应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倡导

“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活动”的一

次实践。

广西举办少数民族

古籍保护成果展

本报讯

为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10 月19日至31日，由广西

古籍保护中心和广西少数

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共

同举办的“八桂遗珍，秘典

重光———广西少数民族古

籍保护成果展” 在广西图

书馆展出。

本次展览宣传展示了

70年来广西开展少数民族

古籍普查、 抢救、 搜集、整

理、保护、翻译、出版、研究

等工作取得的成就，让观众

了解广西各民族珍贵的文

化遗产，坚定文化自信。

展览将广西存世的少

数民族古籍按文种分门别

类地进行介绍， 集中介绍

了壮族鸡卜经、麽经、师公

经书、道公经书、巫经、字

书、卦书、剧本、歌本、医书

和毛南族土俗字古籍、喃

字古籍等具有代表性的珍

贵少数民族古籍和近年来

整理出版的成果。 展览还

以轮展的方式展出广西近

年来抢救、 搜集到的珍贵

少数民族古籍实物50种，

其中壮族医书《祖传秘方》

尤其引人注目： 其为古壮

字、汉文合璧，记录常见疾

病的“民间疗法”，内文附

有治病符、护身符、人体穴

位图等图文， 是典型的壮

族民间巫术与医药方法相

结合的书籍， 同时它还是

发现的第一部由古壮字抄

写的医书。

配合本次展览， 广西

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还在

展厅设置了碑石传拓、雕

版印刷、 线装书装订体验

活动。 读者可以自己拓一

张拓片、印一幅画、制作一

本线装书，感受古人智慧、

增加古籍保护意识。

《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

藏书文化展在宁波图书馆开展

本报讯

10月31日， “文脉

颂中华” ———《中华善本百部经

典再造》 藏书文化首展在宁波图

书馆新馆开幕。 展览由中国古籍

保护协会指导， 宁波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主办， 宁波图书馆、 嫏嬛

书房承办。

本次展览以“书” 为史 ，

“让历史说话”， 旨在全面展示中

国的刻书、 印书、 藏书文化和造

纸术、 印刷术在中华文明传承中

的历史作用； 更是首次从篆刻、

书法、 版画、 版本及装帧形式等

多种角度， 系统梳理中国特有的

古书艺术之美。

书藏古今， 是宁波的记号。

藏书是文化积淀的结果， 又是文

化发展的阶梯。 《中华善本百部

经典再造》 选目102种， 与浙江

有关者达42种， 可谓三分天下有

其一， 其中7种又与宁波相涉。

在宁波图书馆举办“文脉颂中

华” 首展， 使读者可以零距离感

受古籍的魅力和精神。 通过实景

实物直观呈现， 让深锁在图书

馆、 博物馆里的传世经典走近大

众， 以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

文化自信。

藏书之人深知， 一页宋版值

万金。 善本古籍的价值不可估

量， 其本来面目更是难得相见。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所展示的

书影， 是应用了华宝斋“善本延

印” 技术的再造品。 从每一部

《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 丛书

的善本中， 选取最精美、 最具

代表性的书页， 以传统宋代文

人书画的装裱形式加以呈现，

旨在帮助读者直观认识古籍的

版本形式、 风格、 字体、 印章

等内容元素， 让读者零距离欣

赏、 品味古书之美。 同时， 藏

书的展出注重视听结合， 每幅

卷轴附以二维码， 读者可扫码

收听关于书籍的介绍导读， 让

宋影元章触手可及。

此外， 宁波图书馆在开幕

当天推出 《元日诗汇辑》 线装

书制作体验， 通过线材与纸张

的结合， 带领读者们体验传统

手工艺之美， 感受实体纸本存

在的价值。

读者纷纷表示， 本次展览

不但高雅， 而且亲切。 通过观

展不但能领会藏书的文化和哲

理， 而且更让人们知道自己从

哪里来， 了解国家文化家底的

宏富浩瀚。

本次展览将从2019年10月31

日持续到2020年2月9日。

《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

是2014年获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办公室立项的“藏书

文化传播体系建设” 项目的子项

目。 出版方为华宝斋、 浙江人民

出版社。 丛书首次有体例、 有系

统、 有规模地把中华传统文化核

心经典以再造形式出版， 保留了

元典的原貌， 在古籍出版史上具

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四期福建省拓片修复与装帧

培训班”在厦门大学图书馆举办

本报讯

“第四期福建省拓片

修复与装帧培训班” 近日在厦门

大学图书馆顺利开班。 本次培训

班由福建省古籍保护中心主办，

厦门大学图书馆承办，为期13天，

来自福建省图书馆、 福建省档案

馆、 福建省博物院、 福建师范大

学、 三明学院图书馆及厦门大学

（包括图书馆、人类博物馆和马来

西亚分校图书馆） 等多家古籍收

藏单位的20名学员参加了此次培

训班学习。

迄今为止， 福建省古籍保护

中心先后策划举办了古籍保护各

类培训班。 本期举办的全省拓片

修复与装帧培训班， 在文献修复

理论指导下， 注重拓片的修复与

装帧实操。

尤值得一提的是：本期培训

班是省中心首次在高校举办相

关主题的业务培训，充分体现出

省中心对福建省高校古籍保护

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此举对全省

特别是高校历史文献的保护暨

修复工作必然产生积极的影响

和作用。 厦大历史系的部分同学

也积极申请参加了本期培训班

的旁听学习，显见古籍修复技艺

的研习与传承在高校中也不乏

吸引力及拥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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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长访谈

Interview

□本报记者 才佳玉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祖国西南边陲， 是以壮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

域，除了保存有大量的汉文古籍之外，还蕴藏着丰富的少数民族古籍。 这些

少数民族古籍和汉文古籍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广西各族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保护好这些珍贵古籍，既是提升广西文化软

实力的过程，也是增进各民族对祖国、对中华民族、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认同的过程。

记者：近几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

在古籍整理与保护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

韦江：

近年来，广西古籍保护中心在古

籍整理与保护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

1. 完成全区收藏单位古籍普查工作，

掌握广西存世古籍基本情况。

广西建立了全区古籍普查平台， 积极

组织各项普查培训工作， 采取动员收藏单

位自行登记和派专家下基层辅导“两条腿

走路”的方式，至2017年12月完成了全区45

家收藏单位27000多部古籍的普查登记工

作，全面掌握了全区古籍的数量、版本、分

布、保存现状等基本情况，如期完成了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布置的任务， 结束了长期以

来全区古籍“家底不清”的状况，标志着广

西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2.加大散落民间的少数民族古籍的搜

集力度。

与汉文古籍多收藏于公藏机构或收藏

家手里不同，广西少数民族古籍具有“小集

中、大分散”的特点。 这些古籍多藏于民间

艺人、师公、道公等手中，古籍对于他们而

言是工具，因此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少数

民族地区有着遗物随葬、焚烧的习俗，古籍

常被付之一炬；传承的断裂，前人离世后，

后人不了解这些古籍的用途， 古籍被作为

废纸卖掉； 境外学术机构的收购……种种

原因导致少数民族古籍不断流失。 针对这

些情况， 广西在基层组建了一支民间少数

民族古籍搜救队伍， 及时发现散藏于民间

的少数民族古籍， 动员所有者将古籍捐赠

给公藏机构。通过“复制件换原件”等办法，

近年来广西收集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古籍文

献，将它们的原件集中保管在公藏机构，同

时让复制件继续在民间发挥其原有的作

用，不仅保护了民族古籍，也使得它们承载

的民族文化得以活态传承。

3.积极争取财政投入，探索共管、托管

等方式，改善古籍存藏条件。

各收藏单位积极对古籍书库进行改

造，购置樟木书柜，添置温湿度控制设备。

广西图书馆、桂林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图

书馆、 柳州市图书馆也借新馆建设或改扩

建之机，对古籍书库进行标准化建设，配置

了恒温恒湿、新风设施，极大地改善了保管

保护条件。

针对一些公藏单位古籍保管条件较

差，短期内没有改造条件的情况，广西图书

馆先后与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 自治

区党委办公厅图书馆签署协议， 将这些单

位所藏古籍交由广西图书馆保管或者托

管。 广西图书馆在地方民族文献中心设定

专门区域和书柜集中存放保管， 在确保不

会出现损坏的情况下， 可以向读者提供查

询服务。

4.加强人才培养，提高古籍修复水平。

为提升古籍修复的水平和能力， 在积

极投入资金添置古籍修复设施设备的同

时，广西积极培养古籍修复人才，通过“送

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培养了一批高层次

的专业修复人才。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前，广

西没有1名高级职称修复师，至2017年底高

级职称的修复师已增至5人，建立了一支老

中青相结合的人才队伍。2018年和2019年，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广西连续两年举办全

国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 通过名

师指导、学习与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培养了

一批民族古籍修复师， 有力地推动了广西

民族古籍修复工作。

5.重视古籍整理、研究、开发，再生性

保护硕果累累。

近年来，广西先后整理出版了《广西文

献名录》《广西壮族自治区珍贵古籍名录》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

录》《芸阁菁华———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

古籍珍品》《广西桂林图书馆馆藏珍贵古籍

名录图录》等一批古籍保护的阶段性成果。

广西图书馆、 桂林图书馆先后提供了

《武鸣县图经》《广西通志》《临桂县志》《广

西一览》 等底本与广西地方志办公室合作

进行《广西古籍丛书》影印出版，目前丛书

已出版了16种30余册， 促进了广西地方古

籍的再生性保护和利用。

广西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办公室牵头组

织的民族古籍也整理出版了《壮族麽经布

洛陀遗本影印译注》《仫佬族地区文书古籍

影印校注》《瑶族梅山经校注》等。其中2013

年出版的《侗族款词》获第三届中华优秀图

书奖、 第六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侗族

琵琶歌》获中国政府图书奖三等奖，并被推

荐列入2014年100种优秀民族图书目录；

2015 年出版的《壮族鸡卜经影印译注》获

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 获得第十八

届广西优秀出版物一等奖。

此外，广西图书馆、桂林图书馆、自治

区档案馆购置了赛数非接触式扫描仪，进

行珍贵古籍的数字化工作。 广西图书馆完

成《重解棺木科》等38部2580拍少数民族古

籍和32部汉文古籍书影扫描工作， 广西师

范大学图书馆也完成《五种遗规》《先文恭

公年谱》等6种陈宏谋著作书影的制作。 目

前， 部分数据化成果可提供读者在馆内使

用， 有效减少了读者阅读对原本文献的损

坏。

记者：如何让更多人了解古籍、阅读古

籍、保护古籍？请谈谈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

馆的古籍推广策略和经验。

韦江：

广西大力开展古籍保护宣传推

广工作，通过展览、讲座、体验活动、网站、

专题报道等多种形式，宣传古籍保护知识，

增强全社会的古籍保护意识。

1.搭建广西古籍保护中心网站。

网站设立了“工作动态”“保护计划”

“保护成果”“古籍普查”“桂苑撷英”“下载

中心” 等栏目， 及时通报古籍保护工作动

态，宣传古籍保护成果，成为广西古籍保护

工作一个重要的窗口。

2.创新古籍保护推广方式。

除了常规的讲座、展览之外，广西图书

馆还不断创新阅读推广方式， 例如在广西

壮族三月三歌节， 广西图书馆举行了广西

“三月三”歌谣文化文献展，推广馆藏珍贵

地方特色歌谣文献。与普通展览相比，本次

展览有“裸”和“闪”两个明显特点，全部为

实物展， 并且现场不设置玻璃展柜和警戒

带，每一本文献都带着它本身的温度，真诚

地展露在读者面前，读者可以自由翻阅；本

次展览只持续短短的两个小时， 既展示了

珍贵文献， 又不至于让珍贵文献长期暴露

导致损坏。

在每年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广西图书馆举行的古籍修复、 传拓体验活

动，已成为活动品牌，每年都吸引数千名读

者参与， 读者在现场观摩资深古籍修复师

的工作，亲自体验修补一叶古籍、拓一张拓

片、印制一张雕版书画、装订一本古籍的乐

趣。地方民族文献中心大楼启用后，还引入

了VR设备， 体验者带上VR眼镜即可走进

古籍的世界， 和古代匠人学习广西特色铜

鼓的制作技艺， 或是前往广西少数民族特

色民居，从细节之处欣赏建筑之美，感受广

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3.通过古籍保护进校园、系列巡展等

活动，让古籍走出“深闺”，走向大众。

早在2014年，广西就在民族文化宫、上

海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和区内各公共图书

馆举办了“八桂遗珍———广西少数民族古

籍保护成果展”系列巡展，集中展示广西民

族古籍和保护成果， 在区内外引起了强烈

的反响。2016年以来，广西还先后选送多部

古壮字古籍和广西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出版

成果参加“民族遗珍 书香中国———中国少

数民族古籍珍品暨保护成果展”，在全国各

地进行进图书馆、进博物馆、进基层、进校

园巡展， 充分展示了广西民族古籍独特的

文化魅力。

2018 年以来，广西还积极开展古籍保

护进校园活动。把古籍保护的展览、修复体

验活动送进校门，先后在广西大学、广西师

范大学等大中小学开展古籍保护宣传推广

活动，培养学生们的古籍保护意识，激发他

们对古籍保护和整理的兴趣， 收到了良好

的社会效果。

这些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广西古籍保护

工作从“深闺”走向开放、走近大众，提升了

公众的古籍保护意识， 大大提高了古籍保

护工作的知名度。

记者：古籍推广如何向新媒体借力？

韦江：

广西不少收藏单位都利用自己

的微博、微信、网站宣传古籍保护。 除了建

立有自治区一级的古籍保护中心网站外，

广西图书馆还不定期在微信端发布古籍保

护活动信息、成果介绍，进行古籍文献的推

介， 吸引读者了解古籍保护、 参与古籍保

护。除了在自己的两微一端宣传之外，有的

收藏单位还借助影响力广的公众号进行宣

传， 例如广西博物馆古籍保护工作者与著

名文宣公众号“喜号”中国生活美学栏目合

作拍摄公益宣传文章及视频，“喜号” 在微

信公众号上发布相关报道《爱“吃鸡”的80

后， 做起这份冷门的工作也可以很入迷》，

向公众科普古籍保护的有关知识， 宣传介

绍古籍保护工作者日常工作情况及馆藏古

籍保护所取得的成就。

记者： 现阶段古籍推广所面临的主要

问题有哪些？ 做好这一工作的有效路径是

什么？

韦江：

现阶段古籍推广所面临的主要

问题主要有：一是经费投入不足。古籍保护

软硬件投入比较大，因而所需经费比较多，

但各级公共图书馆普遍存在业务经费不足

问题，古籍保护工作推进仍有不少困难。二

是人才队伍的建设薄弱。 现阶段古籍推广

整体上仍存在人员不足、水平不高的问题。

三是宣传推广力度不够， 公众认知程度不

高。 虽然开展了一系列的展览、讲座、体验

等活动，媒体也有不少报道，但活动的层次

仍停留在图书馆、博物馆这些相关单位，没

有形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品牌。

为做好以上工作，特提出以下建议：一

是加大古籍保护的资金支持。自治区本级

财政确保古籍保护工作经费不下降，各级

地方政府按要求及时落实到位，将古籍保

护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二是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 加强对现有工作人员的培训，

拓展古籍保护工作人员职业提升渠道，同

时在高校设置相应的学科，为古籍保护机

构输送新的血液。 三是加强宣传推广力

度，提高公众认知程度。 在拓展活动形式

的同时，加强媒体宣传，形成具有广泛影响

力的品牌。

立足民族特色 保护八桂遗珍

访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馆长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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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精装

开本：大16开

编著者：（唐）孔颖达疏

定价：840.00元

ISBN：978-7-5013-6715-3

出版时间：2019年6月

装帧：精装

开本：大16开

内容提要

《尚书》是关于中国上古历史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 西汉

初存二十八篇,相传由伏生口授，用汉时通行文字隶书抄写，是为《今文尚

书》。自汉以来，为《尚书》作注疏者便层出不穷。 唐贞观初年，孔颖达与颜

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人奉敕撰《尚书》义训百余篇，称为“义赞”，

太宗诏改为《正义》，是为《五经正义》之一。《尚书正义》搜罗宏富，考订详

赡，保存了原已散失的汉代今文28篇，是研究古史的珍贵资料。日本对《尚

书》的注疏一直多有收藏及传抄、刊刻。 宋刊八行本《尚书正义》在中国曾

失传，日本则存有两部。其中一部宋刻本保藏于日本足利学校。 日本弘化

四年（1847）熊本藩时习馆影刻足利学校藏宋本，使其广为流传，有功学

界。 此次影印日本弘化四年（1847）影宋刻本，为国家图书馆藏永青文库

选印四种之一。

作者简介

孔颖达

（574-648）字冲远。 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 少从刘焯问学。

隋大业初选为“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入唐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

国子祭酒等职。 长于经学，尤精《易》《书》《毛诗》《礼记》《左氏春秋》。 贞观

中，受命领衔编撰《五经疏义》，也称为《五经正义》。孔氏整理《五经》，对南

北朝经学家的见解均取其能切中经义者，故书成之后由政府颁行，成为经

书定本。

“永青文库四种”出版说明

内容提要

《群书治要》是唐贞观五年（631）由魏徵等人奉敕编纂之书，摘录了六十

余种唐前古书，编次五十卷，内容主要为治国要领，因而起名《群书治要》。《群

书治要》早期囿于禁中，手抄传播，流布不广，至宋时已佚。 所幸此书经由日本

遣唐使带到日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被日本历代天皇及

大臣奉为圭臬。 平安时代，日本皇室将它作为帝王教育的必读书，形成系统阅

读该书的传统。 江户时期，《群书治要》从供皇室贵族抄阅，逐渐成为学者研究

的重要书籍。 宽政八年（1796），日本学者近藤守重将三部《群书治要》委托商

船带回中国，是书遂为清朝学者所知。《群书治要》的流通互传是中日两国文化

交流的见证。 此次影印日本天明七年（1787）刻本，为国家图书馆藏永青文库

选印四种之一。

作者简介

魏徵

（580-643）字玄成，唐魏郡内黄（今属河南）人，祖籍钜鹿曲城（今河

北晋州），一说馆陶（今属河北）人。 少孤贫，出家为道士，后随李密等隋末农民

起义军降唐，为太子建成洗马。 玄武门之变后，渐得李世民信任，引为詹士主

簿，官至谏议大夫、秘书监。 以直言敢谏闻名当事，前后陈谏二百余事，为太宗

敬畏。 卒谥“文贞”。

2018 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缔结40周年。6月26日，日本前首相、日

本公益财团法人永青文库理事长细川

护熙先生将36部4175册汉籍无偿捐赠

中国国家图书馆， 延续了两国历史上

“以书会友”的友好交流传统，为中日

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该批捐赠多为中国古代文化典

籍，从儒家到诸子，从历史到文学，类

型多样，保存完整，中日刻本俱在，是

中日文化交往的重要例证。为纪念这

次捐赠，国图特举办“书卷为媒 友

谊长青———日本永青文库捐赠汉籍

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展”， 以中日两

国纵贯千年、源远流长的书籍之路为

主线，展示此批汉籍捐赠的文化内涵

和历史意义。国图还在善本书库内设

立永青文库捐赠汉籍专藏，向读者提

供原件阅览服务；启动了捐赠汉籍数

字化工作，秉承“边建设，边服务”的

原则，陆续面向公众提供数字影像查

阅服务。

作为纪念活动的组成部分， 国图

从捐赠汉籍中， 遴选出四部代表性文

献，委托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

以期满足广大读者阅读和研究之用。

经部选用日本弘化四年（1847）影

宋刻本《尚书正义》。 该书宋刻在中国

失传， 幸由日本熊本藩时习馆影刻得

以流传于世，是日本刊本中的名品。

史部选用日本明治十六年（1883）

东京山中市兵卫刻本《点注十八史略

校本》。德川幕府时期，日本讲习《十八

史略》 兴盛， 诸藩官学多据为童蒙之

书，对日本社会文化影响广泛。

子部选用日本天明七年（1787）刻

本《群书治要》。此书为魏征主持编纂，

用史事资政。 该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

到日本， 被日本历代天皇及大臣奉为

圭臬。 由于该书在我国唐末时即已亡

佚， 直至九百年后的日本宽政八年

（1796）才重为清代士人所知。 中国改

革开放后，习仲勋同志曾为《群书治要

考译》一书题词“古镜今鉴”，明确此书

的警世育人价值。《群书治要》的刊印，

是中日文化交流千年的历史见证。

集部选用清刻朱墨套印本《御制

圆明园诗》。这部汉籍原为清代宫廷画

师为乾隆皇帝《圆明园诗》所作，每景

一图一诗，反映圆明园全盛时期景象，

印制精美，在我国存世稀少，借此次影

印得以推广。

细川护熙先生为这次汉籍捐赠，

曾经墨书题写“文章经国大业不朽盛

事”，以宣明文化典籍的重要功用。 中

日两国自古以来就是舟楫往还、 文化

互鉴的邻邦。 这次精心甄选影印的四

种汉籍， 将继续谱写中日两国文化交

流佳话， 希望能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

喜爱。

群书治要（全五册） 影宋本尚书正义（全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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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图书馆馆藏珍贵古籍之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

（宋开宝八年吴越国王钱俶刻本）

最初， 文献以缮写的方式产

生， 每抄写一遍， 只能产生一

册， 事倍而功半。 因此在印刷术

发明之前， 文献的数量极少， 只

有少数有钱、 有闲阶层才能拥有

一册或一部图书。 雕版印刷术

运用之后， 这种状况才得以彻

底改变。

雕版印刷是先将文字反刻在

木板上， 再板上刷墨、 铺纸印刷

的一种方式。 每块雕版雕刻完成

后， 可一次刷印数百页乃至上千

页， 图书的产生因此变得简易，

图书不再是贵族、 士族阶层的奢

侈品， 知识从此开始向平民阶层

流通。

中国的雕版印刷术产生于隋

唐之际， 完善定型于宋。 目前存

世的中国宋元雕版印刷品不足两

千件， 且多为残本及复本。 因

此， 宋元刻本具有极高的文献

价值和文物价值， 各图书馆及私

人藏书家皆以拥有一部宋元刻本

为傲。

湖南图书馆藏有宋元刻本30

余部500余册， 其中年代最早的

为北宋开宝八年 （975） 吴越国

王钱俶刻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

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 因其来

源于西湖湖畔雷峰塔， 故又称雷

峰塔经。

雷峰塔， 又名黄妃塔， 原为

五代时吴越国王钱弘俶为其妃祷

福所建。 后因一段“白蛇传”

而受到人们的憎恶， 在感慨

白素贞对爱情坚贞执着的同

时， 人们也在责备着法海和

尚的多事。 1924年， 雷峰塔

终于在经历了千年的风雨飘零

后轰然倒塌。 鲁迅先生为此特

作 《论雷峰塔的倒掉》 一文，

来表达人们无比欢欣的心情。

蜂拥而来的人们在废墟中并

未 找 到 被 镇 压 的白娘子， 却

在一些塔砖侧面的小孔里发现了

一卷小小的经卷。 大多数经卷被

心情沮丧、 讹以为塔中有“金

砖” 的民众践踏成泥， 只有少数

幸存下来。

钱弘俶为吴越国最后一位国

王， 面对北宋政权的咄咄逼人，

钱弘俶审时度势， 决定称臣入

贡， 并为避宋帝讳而耻辱地将自

己的名字改为“钱俶”。 开宝七

年 （974）， 宋太祖赵匡胤平江

南， 钱俶出兵策应， 被授天下

兵马大元帅， 仍称吴越国王。

然而所有的一切， 都不能使

吴越国苟延残喘 。 宋太宗太

平兴国三年 （978）， 钱俶入朝

被扣， 不得已， 举所据两浙十三

州之地归宋， 国灭。

此经卷卷端镌“天下兵马大

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

四千卷 ， 舍入西关砖塔， 永

充供养。 乙亥八月日纪”。 后为

一幅小巧的“文殊菩萨讲图”，

再后为经文。 “乙亥” 为北宋开

宝八年 （975）， 此时距赵匡胤黄

袍加身仅十五年， 尚未真正统一

全国。

目前存世的宋代雕版印刷

品多为南宋时所刻， 湖南图

书馆所藏北宋初年刻 《一切

如 来 心 秘 密 全 身 舍 利 宝 箧

印陀罗尼经》 对我们了解北

宋初期 政 治 概 况 及 中 国 古

代 印 刷 术的发展、 古籍装帧

形式的变化， 都有着重要的参

考价值。

（供稿： 湖南图书馆馆长贺美华）

黑龙江省图书馆

纸韵书香，馆藏撷珍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黑龙江省图书馆存 《大般

若波罗蜜多经》 第三百六十三

卷， 唐写本， 卷轴装， 装裱成

长卷， 全长924厘米， 高23.8厘

米， 硬黄纸， 凡十六纸， 一纸

长58.3厘米， 每纸三十行， 行

十七字， 共四百七十三行， 乌

丝栏， 原经卷首题“大般若波

罗蜜多经第三百六十三卷 赟”，

卷末题字“虞山邵氏兰雪斋收

藏”。 另外钤“长宜子孙” （朱

文） 及“松年所藏” （白文）

印， 在邵松年题跋中钤有“邵

氏伯子” （朱文）、 “松年伯

英 ” （白文）、 “松年所藏”

（白文）、 “邵福瀛印” （白

文）， 共六方印。

此件经卷入选第一批 《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 由著名收藏

家杨守敬从日本购回， 又经清

代工于书法和收藏的邵松年及

其子递藏， 足见此经卷的珍贵，

可谓玄圃积玉， 洵足宝也。

《韵府群玉》

黑龙江省图书馆存 《韵府

群玉》 二十卷， 二十册。 元代

阴时夫撰， 阴中夫注， 元元统

二年 （1334） 梅溪书院刻本。

该书匡高21.3厘米， 宽12.8厘

米。 半叶十行， 小字双行， 行

二十九字， 四周双边， 黑口，

单鱼尾， 目录后有“元统甲戌

春梅溪书院刊” 牌记。 前有封

面， 刊有梅溪书院刻书广告之

语， 为他本所不存， 最为珍贵，

后有黎庶昌跋文并钤印。 书中

还钤有“清川氏图书记” “森

氏开万册府之记” 朱文方印 ，

可见此书曾流入东瀛， 经日本

著名版本学家、 《经籍访古志》

之作者森立之收藏。

黑龙江省馆所藏此书乃传

世最早版本， 是全省首批被收

入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的三

种古籍之一， 也是全省唯一入

选2008年全国古籍特展的展品。

《国朝诸臣奏议》

《国朝诸臣奏议》， 宋赵汝

愚辑， 宋淳佑十年史季温福州

刻元明递修本， 一册， 匡高

21.4厘米， 匡广16.5厘米。 半

叶十一行， 行二十三字， 小字

双行同。 白口， 双黑鱼尾， 左

右双边。 原书共一百五十卷，

馆存卷六十一至六十二。

该书递经倪瓒、 袁忠彻、

陆完、 朱大韶等名家珍藏 ，

后 被 “天 禄 琳 琅 ” 收 藏 。

“天禄琳琅” 为清皇家藏书处，

藏品均为清宫藏书的精华部

分 ， 编有 《天禄琳琅书目》。

该书入选 《第二批国家珍贵

古籍名录》。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多彩、弥

足珍贵的文化宝藏。 古籍文献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对其传

承、保护均给予高度重视。

黑龙江省图书馆经过数代古籍工作者的辛勤访求、不断积累，形成门类齐全，

明清版本为主、特色鲜明的古籍馆藏。 珍稀文献有唐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黎

庶昌跋元元统二年梅溪书院刻本《韵府群玉》、“天禄琳琅” 旧藏宋刻元明递修本

《国朝诸臣奏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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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馆藏精粹 传扬民族文化

广西图书馆馆藏珍品展示

早在西汉时期， 广西壮族自治区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节点， 中外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 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历史人文传统。 广西现今留存的古籍， 是历史的见证， 更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 广西图书馆是国

家和自治区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其前身为创建于1931年的广西省立第二图书馆。 历经80余载春秋， 在一代代

馆员的不懈努力下， 构建了特色鲜明的馆藏体系， 其中8万余种地方文献和11万余册古籍为广西图书馆馆藏精

华。 截至2018年， 广西图书馆共有21部汉文古籍先后入选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是广西入选 《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 最多的汉文古籍收藏机构。

广西图书馆馆藏汉文古籍涵盖经、 史、 子、 集等各类内容。 其中清康熙年间编印的 《陇州志》 八卷首一

卷、 《海丰县志》 等都是当地存世最早的方志。 馆内佛教古籍的收藏颇具特点， 明刻 《妙法莲华经》、 明天启

刻《楞严经疏证广解》 均刊刻较早。 明万历至清乾隆间刊刻的 《径山藏》 所收录的经书中， 不少品种稀有， 尤

为珍贵。

地方学者的藏书、 著述是广西图书馆的特色专藏。 收藏有明清时期祖籍或客籍广西的人士著述， 如王鹏

运、 龙启瑞、 陈弘谋、 郑献甫、 张鹏展、 蒋冕、 封祝唐、 苏时学、 钟毓奇等。 这些地方名人著述与地方史志典

籍较为系统地反映了明清以来广西经济、 社会、 文化的发展。

作为以壮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 广西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古壮

字古籍则是广西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馆藏古壮字古籍中有3部入选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这些珍贵馆藏见证了广西历史、 民族文化， 为地方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春秋四传三十八卷

纲领一卷提要一卷

列 国 东 坡 图 说 一

卷春秋二十国年表

一卷诸国兴废说一

卷 明嘉靖十一年

（1532）建宁府刻本

该刻本有“陆

锡熊印”“健男”等

印，是《四库全书》总

纂官之一陆锡熊的

藏书。

使韩笔记一卷（清）芷云撰 清光绪二十

八至二十九年（1902-1903）稿本

该稿本封面题： “壬寅夏五月芷云

识于汉城使馆”， 稿纸为朱丝栏， 版心

有“瑞松堂制”。

资治通鉴纲目集览

五十九卷（元）王幼

学撰 明内府刻本

该刻本板框宽

大，行格疏朗，字大

如钱， 纸墨俱佳，刻

印精良，有“吴兴刘

氏嘉业堂藏书印”

“刘承干字贞一号翰

怡”等印。 嘉业堂为

清代著名藏书家刘

承干的藏书楼。该刻

本入选第二批《国家

珍贵古籍名录》。

六 子 全 書 六 十 卷

（明）顾春辑 明嘉靖

十二年（1533）吴郡

顾春世德堂刻本

该刻本有木书

匣 ，上刻“明刻珍

本/ 世德堂六子/镜

吾藏读”字样。 叶德

辉《书林清话》将其

列入明代私家版刻

之精品。

楞严经证疏广解十卷（唐）释般剌密帝译（明）凌弘

宪点释 明天启元年（1621）三色套印本

该印本为民国时期广西学者陈柱的藏书，有

“守玄阁”“柱尊陈柱”等印。 该印本入选第二批《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

文苑英华一千卷

（宋）李昉等编 清乾

隆内府写文澜阁四

库全书本

该本原装帧保

存，为四库零帙。

送五海壹科（古壮字） 清抄本

壮族师公经书， 主要是记录传度师傅、 监度师

傅等入坛时， 召请四值功曹临坛。 该唱本对传承者

有记录， 是师公家族传承方式的重要文字记载， 对

研究壮族古代文化艺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该唱本

入选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入□(坛)初开唱（古壮字） 清抄本

该抄本以古壮字墨书誊录， 多为七言排歌

式唱词， 押头脚韵或腰脚韵。 抄本文字保存完

整清晰， 抄写年代为清代， 是壮族师公唱本代

表性经典。 该抄本入选第五批 《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

王龙唱和词（清）王鹏运（清）龙继栋撰 稿本

王鹏运（1849~1904），清代著名词人，广西临桂

（今桂林）人，原籍山阴（今浙江绍兴）。 工词，与况周

颐、朱孝臧、郑文焯合称“清末四大家”。 稿本有龙榆

生、冼玉清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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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图书馆珍贵古籍选介

选善编目 弘扬文化

□靳伯云 李锡凤

石家庄市图书馆现存古籍16

万册（包括民国线装书及古籍影

印本），这些藏书的来源，可追溯

至石家庄解放初期。 1947年石家

庄解放，从冀南军区图书馆、晋冀

鲁豫边区图书馆（后改为华北政

府图书馆）等解放区图书馆（室）

调进一批古籍， 这批古籍是解放

区文化工作者在极其艰苦的环境

下从社会上收集起来的， 其中不

乏珍善之本。 因为当时我市尚未

建立图书馆， 这批古籍暂存于石

家庄文化馆图书室。 1958年7月1

日，石家庄市图书馆正式成立，这

批古籍移交我馆， 为我馆开设古

籍部打下了典藏基础。之后，又从

社会上陆续收集一些流散的古

籍， 最终使古籍典藏量达到了今

天的16万册。

由于当时多方面的原因和条

件所限， 这批古籍一直没有进行

全面的清理。直到七十年代初期，

国务院成立了古籍整理小组，开

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古籍普查选

善工作。 我馆也着手对古籍进行

全面的整理、编目、选善，由我馆

副馆长、 研究馆员刘家珍先生总

揽其事， 并从社会上聘请了一批

学识渊博的文史工作者参与古籍

版本的鉴定、 选善工作。 在这期

间，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成员、古

籍版本专家冀淑英先生、 丁俞先

生等都曾先后亲临我馆指导工

作。经过几年的努力，我馆选送了

一批古籍，经审定有34种640册编

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代表书目有我馆独家收藏的

明弘治四年罗氏竹坪书堂刻本

《周易传义大全》二十四卷、明万

历刻本《湟中牍》七卷附《家食稿》

一卷、 明天啓五年三山书林周鸣

岐啓新斋刻本《易经讲意纲目集

注》四卷、明末金陵光启堂刻三色

套印本《新刻顾隣初先生批点四

书大文》五卷、明万历刻本《学林

就正》四卷、《新刻三苏论策选粹》

八卷等。此外，藏有省级古籍善本

600 余种， 近万册， 独家收藏有

《（康熙）邢台县志》和抄本《璧山

县志》等。 选善之后，我馆有了较

为固定的古籍整理编目人员，初

步建立了古籍卡片式目录。

2006 年， 在图书馆改扩建

时，充分考虑古籍的藏书规模、古

籍的保护与利用等方面的情况，

参照国家文化行业标准中有关古

籍库房环境及管理的要求， 对古

籍特藏库房给予了重点考虑和设

计。 现古籍特藏库设在新建楼5

楼，面积达530平方米。 特藏库中

安装了独立的恒温恒湿空调系

统、 火灾和110自动报警系统、自

动灭火系统、漏水检测系统、温湿

度记录仪、空气净化器、防紫外线

窗帘等。2010年，将全部古籍移入

樟木书橱。现有的古籍书库环境、

条件基本达到了恒温、 恒湿、防

尘、防光、防老化的效果，对古籍

存放起到了保护作用。 2010年5

月， 我馆被国务院命名为第三批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2012～2015年， 我馆对1911

年以前的馆藏古籍进行了普查登

记，并编纂了《石家庄市图书馆古

籍登记目录》，2018年5月由国家

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进行

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同时， 还开

展了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 完成

了民国线装文献的整理和普查登

记任务；我馆有10种古籍入选《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28种入选《河

北省珍贵古籍名录》；举办的一系

列古籍文献和民国文献展览等公

共文化活动， 使珍贵的古籍走进

公众的视野， 有效地传播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2015年，我馆被文

化部授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先

进单位”。

1.周易传义大全二十四卷

（明） 胡广 （明） 杨荣辑 明弘治四年

（1491）罗氏竹坪书堂刻本

此书系明永乐间所修《五经大全》中的第

一种，作者融合程颐、朱熹之学，兼取先儒诸家

《易》 注解而融贯为说。 易序后有弘治四年

（1491） 罗氏竹坪书堂长形题记。 总目末页题

“弘治辛亥罗氏竹坪书堂新刊”。 是书永乐之后

翻刻多次，明弘治四年刻本只存十卷（卷一至

七、十六至十七、二十四卷），《中国古籍善本书

目》著录为国内仅存残帙。

2.戴氏集十二卷

（明）戴冠撰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张鲁

刻本

戴冠，明弘治、正德时期信阳作家群主要

成员之一。 是书尽收戴氏遗稿，前有张鲁嘉靖

二十七年续刻戴氏集引，又戴氏诗集序，任良

干于嘉靖十八年（1539）书。卷末有戴氏子戴川

跋，记述是书刊印经过。 是书收录于《四库存目

丛书》中。 钤印有“宝翰堂藏书印”“慕斋鉴定”

等朱印。

3. 河东先生集四十五卷 外集二卷 龙城集二

卷 附录二卷 集传一卷

（唐）柳宗元撰 明嘉靖郭云鹏济美堂刻

本书为柳宗元作品集，收录其大量诗、文、

论、寓言、游记、骚赋等，其中多有传世之作。

字划、行款皆遵宋本，影刻极精，与万历徐

时泰东雅堂覆廖本《昌黎集》俱为明嘉靖本

之代表作，合称明版双壁。卷一书口下注有

章甫言刊，章氏为嘉靖时苏州著名刻工。此

书收录于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钤印有

“严长明用晦甫图书记”“樾山堂藏书印” 阳文

方章，“敦好堂印”“霍山聂氏”“聂氏家藏”等阴

文方章。

4.王氏家藏集六十五卷

（明）王廷相撰 明嘉靖、隆庆刻本

王廷相，明代哲学家和教育思想家、诗人，

“前七子” 之一。 是书是由其本人编定的诗文

集，于嘉靖之后广为流传，为世人所推重。 钤

“绛云楼藏书”章，曾为钱谦益插架之物。

5.何氏语林三十卷

（明） 何良俊撰并注 明嘉靖二十九年

（1550）何氏清森阁刻本

何良俊，字元朗，号柘湖，华亭(今上海松

江)人。 以博学多才闻名于时，自称与庄周、

王维 、白居易为友 ，题书房名曰“四友斋”。

《何氏语林》常与《世说新语》并称，系继《世说》

之后的代表著作，在“世说体”小说中占有重要

位置。

6.史记一百三十卷

（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唐）司

马贞索隐 张守节正义 明嘉靖四至六年

（1525-1527）王延喆刻本

卷前有司马贞索隐序，补史记序，张守节

正义序，裴骃集解序。 集解序末有“震泽王氏刻

于恩褒四世之堂”长方印，目录末页镌“震泽王

氏刻梓”六字，索引后序末有王延喆跋百六字。

清著名版本学家叶德辉称其“明人刻书之珍

品”。 钤印有“莫友芝图书印”“莫有芝”“曾在周

叔弢处”“于印省吾”等名章。

7.佩文斋咏物诗选四百八十六卷

（清）张玉书等辑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

内府刻本

是书为诗总集， 佩文斋为清圣祖书斋名，

故名。此书系康熙亲裁，申命诸臣汇集而成。所

录上起古初，下迄明代，诗从物类，为地理人

事、虫鱼鸟兽草木之诗作。 是书为内府刻本，收

入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校刻精致，纸墨上佳，

书为橙红绫原装，开化纸初印本。

8.《湟中牍》七卷附《家食稿》一卷

（明） 万世 德 撰 明 万 历 二 十 二 年

（1594）刻本

万世德，字伯修，山西偏头关人，明隆庆二

年进士。前有万历甲午万氏自序，次目录。所收

公私函牍，皆万世德平定西番，驻守湟中（今青

海湟中县）之作。 其中有剿抚番虏及获罪落职

经过诸多史料。 后附《家食稿》一卷，乃罢官居

家之作，亦多湟中旧事委曲。《湟中牍》为其自

刻书。 明清时，湟中皆未修志，是书当以为重要

的地方史料。

9.新刻三苏论策选粹八卷

（明）李时渐辑 明万历五年（1577）刻本

李时渐，字伯鸿，号盘石，又号梦觉先生，

明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山东寿光人。 卷前有三

苏选粹序，明万历五年（1577）滇西杨应东识。

是书选辑苏洵、 苏轼、 苏辙父子三人之“论”

“策”两种，凡百篇。 存世稀少，见收于《四库全

书存目丛书》。

10.刻曾西墅先生集十卷

（明）曾棨撰 明万历十九年（1591）刻本

曾棨，字子棨，号西墅，永丰龙潭(今江西永

丰)人。 有“江西才子”之誉。 明成祖永乐二年

（1404）甲申科状元。 与进士二十八人入文渊

阁进学，明代选庶吉士之制自此始。 后以副

总裁，参修《永乐大典》《天下郡邑志》。 四库别

集存目二收《西墅集》十卷，亦为万历中永丰知

县德清吴期炤选录本。 此本为《四库存目丛书》

底本。 藏章有“苍岩山人书屋记”“家在清风明

月之间”。

【精品举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2019年11月8日 ■责编 袁 江 ■美编 王 卉

16

古籍史话

Story

投稿邮箱:linzongzheng@163.com

承先启后的江瀚《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

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简史（二）

江翰 （1853-1935）， 字叔海， 福建长汀人。

1904 年赴日考察教育， 回国后历任江苏高等学堂

监督、 学部总务司行走、 学部参事官。 1912年5月

至 1913 年 2月， 任京师图书馆第二任馆长 。

1914年任北京政府政事堂礼治馆总编纂， 1915

年任参政院参政。 1928年任京师大学代理校长

， 故宫博物院理事， 后任理事长。 一生致力于教育

和文化事业。

江瀚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期间， 主持编纂了该馆

第二部善本书目 《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 需

要指出的是， 江瀚任内曾编纂过两部《京师图书馆

善本简明书目》， 先后上报给教育部社会教育司。

其中一部经教育部批准， 在 《教育部编纂处月刊》

第一卷第五册至第十册连载， 刊完经史二部后，

《月刊》 停刊， 致使该目成了仅存经史二部的“残

本”， 余稿亦丢失。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有该经部

史部 《月刊》 抽印本， 子部、 集部抄配了少量条

目， 以下简称江目残本（参见图1-3）。 国家图书馆

古籍馆还藏有一部京师图书馆绿丝栏抄本《京师图

书馆善本简明目录》， 五册， 系民国七年 （1918）

京师图书馆目录课依教育部存档稿抄写而成， 经史

子集四部全， 以下简称江目五册本 （参见图4-6）。

江目五册本与残本收书数量有差别（经部与史部），

体例也不同： 五册本删去了缪目的解题和过录内

容， 保留了宋、 元、 金本的行款和版框尺寸； 残本

则进一步删除了所有行款和版框尺寸， 篇幅更短。

以往论者对五册本的存在多不知情， 谈及江目时均

以残本为例。

江目问世后的百余年间， 学界对其评价普遍不

高， 如夏曾佑在提到京师图书馆前三部善本书目

时， 认为“三者之中， 以缪本为最详”， “江本、

王本 （注： 馆员王懋镕所编善本书目） 盖即就缪本

撮录而成， 所不同者， 仅增删书目十数种耳” （夏

曾佑 《详为呈送本馆善本书目恳请鉴定事案》）。

1987年出版的 《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 前言

所列此前国家图书馆的五部善本书目， 干脆就没有

江目。

其实， 以往学界对江目的评价有失公允， 江目

的价值被严重低估。 如夏氏谓江目与缪目“所不同

者， 仅增删书目十数种耳”， 便与事实不符。 经核

查， 江目残本经部收书130部， 史部收书342部， 比

缪目经部和史部分别多出28部和44部； 江目五册本

经部和史部收书少于江目残本， 其四部总数也比缪

目多出近百部。 另外， 江目还改正了缪目中一些差

错 （后详）。 既然江目收书数量比缪目多得多， 夏

氏赞缪目最详， 指得只能是缪目对每种书著录得更

详细，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 那么， 为什么他编目

时不参照缪目， 却全盘照搬江目的简略体例， 甚至

书名都一字不差地叫做 《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

目》 （以下简称夏目） 呢？ 至于《北京图书馆古籍

善本书目》 前言对江目的不屑， 亦有历史踪迹可

循， 早在一百年前京师图书馆时期， 馆内同人便不

认可江目残本。

五册本江目， 书前有一篇京师图书馆目录课

1918年撰写的题识， 曰： “今年南宫赵次原先生来

任馆事， 注重历年筹备未完事宜， 于善本尤加之意

焉。 见前年摆印之善本书目所引缪目、 江目、 王目

等书， 徧询馆员， 未有知者。 旋于《古学汇刊》 中

获见缪目印本， 又于本馆文书室内得残本江目两

册。 均简单殊甚， 不过大辂椎轮而已。” 文中所提

赵次原即赵宪曾， 字次原， 直隶人， 曾任直隶高等

师范校长， 时任京师图书馆主任， 负责馆内日常工

作。 “摆印之善本书目”， 指夏目； “文书室内得

残本江目两册”， 即前面提到的江目残本。

题识又云： “至教育部社会司查档， 始知江前

馆长瀚曾编善本书目两次， 摆印本所据之江目， 乃

第一次所编者， 无怪其多疏略也。 乃以江氏第二次

重编五册缮抄存库， 以存永久而备考查云。” 此段

文字说清楚了江目五册本抄自教育部社会司档案

室， 但褒江目五册本而贬残本， 并认为残本在先五

册本在后， 则大错而特错了。 错在没有认清私家藏

目与图书馆公藏书目在本质上的区别； 总以学术研

究的角度， 而不是从现代图书馆的功能和需求角度

去评判书目的优劣（参见图7）。

现代图书馆书目最基本的功能和需求是什么？

一言以蔽之， 就是“重典掌而便寻览” （夏目附

《教育部指令第三十二号》）。 “重典掌” 是强调对

书籍的保存与保护， 系图书馆的内部管理职责；

“便寻览” 是指方便读者检索查阅， 与图书馆的社

会服务功能相关。 又， 1929年7月至1930年6月的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 记载： “前京师图书

馆虽原有目录十余册， 但编目方法均系旧式， 且于

陆续添购之书未能随时编入， 颇不合用， 实有从速

改用卡片式目录之必要。” 据此得知， 最方便检索

查阅的卡片式目录， 京师图书馆时期未经启用， 读

者只能依靠书本式目录查找图书。 缪目中不少条目

的解题， 动辄数百字； 过录序跋的字数甚至多达一

两千， 如宋本 《乐书》、 桂未谷校笺 《说文解字》、

元刊本《辽史》 等， 于查找图书非但无用， 徒增烦

恼而已。 对到任即面临开馆迎接读者的江瀚来说，

第一要务便是改良缪目， 剔除目录中无关“寻览”

的内容。 为此江瀚删去缪目的解题和过录文字， 使

篇幅缩减过半， 故此书目的名称中出现了“简明”

二字， 这就是五册本江目。 然而， 上缴教育部待审

后， 不知是教育部还是江瀚本人， 仍嫌书目不够简

明、 体例尚未统一， 故再作精简， 删除了宋、 元、

金本的行款和版框尺寸， 这便是江目残本。

江目残本在后， 系修订五册本而作的根据， 除

了图书馆公藏书目发展向简的趋势外， 还有一个佐

证： 五册本继承了缪目一些著录差错， 残本则予改

正。 例如 《明史稿》 《明史历志稿》， 五册本与缪

目均入正史类， 残本改入别史类， 夏目同； 缪目、

五册本《钦定日下旧闻考》 均著录为稿本， 残本改

为抄本， 夏目亦同。 更重要的一条纠错是， 缪目经

部金刊本《尚书正义》， 实为 《尚书注疏》， 误以书

前那篇“尚书正义序” 而错定书名 （参见图8）。 该

书与汪士钟、 瞿氏铁琴铜剑楼、 陈清华郇斋、 国家

图书馆先后递藏的《尚书注疏》 版本相同， 后被赵

万里先生更改为蒙古刻本 （见 《中国版刻图录》

第269）。 江目五册本亦错为 《尚书正义》， 残本

则改正为 《尚书注疏》。 不可思议的是， 成书晚江

目3 年的夏目， 却延续缪目之误， 仍著录该书为

《尚书正义》。

目录课题识云“乃以江氏第二次重编五册缮抄

存库”， 或受五册本每卷卷首所题“长汀江瀚重编”

的引导。 殊不知， “重编” 乃指重编缪目， 并非江

目残本。 江目残本连载于《教育部编纂处月刊》 之

附录， 从头至尾未著编者名氏； 原稿若存， 也应有

“长汀江瀚重编” 字样。

综上， 江瀚删除缪目的解题、 过录内容， 统一

编例， 首创善本书目“简明” 体例， 彻底切断了私

家藏目向图书馆公藏书目过渡的羁绊， 眼光独到。

此后不仅夏目依例编制善本简明书目， 1933年赵万

里先生编纂 《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 虽无

“简明” 二字， 却因体例一致而有简明之实。 傅增

湘先生在该目序言中说， （赵万里） “今乃拟定体

例， 将欲辑为书影， 录为书志， 次第刊布， 以便编

摩， 先成简目四卷， 授之梓人”。 证明赵目亦为简

明书目。

除此之外， 江目还首次在图书馆公藏书目中加

注书的来源， 如“清内阁书” “归安姚氏书” “南

陵徐氏书” “海虞瞿氏书” 等， 在京师图书馆草

创、 馆藏急剧增长阶段的这一举措， 意义重大。 夏

目萧规曹随， 及至1959年， 古籍集中归于公藏后刊

行的 《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 再袭此例， 于每部

书后详注捐书人姓氏， 为厘清国图众多古籍善本的

递藏关系， 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缪荃孙的《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 是

私家藏目向图书馆公藏书目过渡的产物； 江瀚的

《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 则标志着现代图书馆

古籍书目编纂体例的建立。

江目承先启后之功， 当被永记！

江目残本1

江目残本2

江目五册本1

江目残本3

江目五册本2

江目五册本3

�《尚书注疏》书前之“尚书正义序”

江目五册本题识

□徐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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