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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7月11日， 老馆长任继愈先生离开我们

整整十周年了， 先生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昨天。 抚

今追昔， 感慨万千。 今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

中华民族的“根” 与“魂”， 其保护传承、 创新发

展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 “文化自信” 列为“四个

自信” 的组成部分。 古籍的保护修复、 整理研究、

数字化和出版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 先

生所盼望的“第四次文化大繁荣” 正向我们走来。

任先生是中国卓越的哲学家、 教育家和人文学

者， 是新中国宗教事业的奠基人。 他创办的世界宗

教所在世界上规模最大， 学科门类最齐全。 他组织

编著的 《中国哲学史》 《老子绎读》 影响深远。 他

多年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 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献。

任先生生前提出的诸多文化论断， 如有关儒家和宗

教关系的论断、 对儒释道构成中华传统文化核心思

想体系的论断等， 关系着当今对中华传统文化性质

的总体认识和定位， 关系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

扬。 他在整理中华文化典籍上的卓越贡献和开创的

不朽事业值得我们今天继续发扬光大。

我对任继愈先生建立的敬仰之情， 源于在大学

期间读任先生的 《中国哲学史》 和 《老子新义》，

特别是 《老子新义》， 简单易懂， 非常亲切， 成为

我背诵的底本。 初识任先生是在文津街分馆。 八十

年代末 《中华大藏经》 编译局设在文津楼地下室，

很多老先生在这里编纂 《中华大藏经》。 任先生经

常去看望各位先生。 为了给大家解决午休问题， 任

先生建议买了一些竹制躺椅， 让各位先生能够睡午

觉。 任先生主动向我们这些年轻馆员询问业务和生

活情况。 他说大家守着这么多古籍， 可以沉下心来

多读书、 多整理文献。

我最大的荣幸是与任先生同属善本特藏部党支

部， 一起过组织生活。 每次支部大会先生必到场，

他的发言不多， 但每有哲人之思， 给党员们很大的

激励。 他主张开设“文津讲坛”， 亲自介绍专家学

者来馆讲授传统文化， 还经常在周六日来馆， 坐在

下面听各位先生讲演。 他非常尊重老先生， 张秀民

先生 《中国印刷史》 出版， 任先生特别写下“仁者

多寿” 题词， 祝福年近期颐的张秀民先生。 善本部

倡导民众捐资修复敦煌文献， 任先生亲自给捐款者

发放证书， 高度重视社会力量参与古籍保护事业。

先生参加的善本部活动数不胜数， 每每给我们支持

鼓励， 让大家非常感动！

2007年， 任先生与方广锠先生到善本部办公室

与大家座谈。 他说有一个理想， 就是想把国图藏的

敦煌遗书全部影印出版， 供学界研究。 他希望能够

看到馆藏敦煌遗书全部出版的那一天。 任先生挨个

与每个人照相， 大家纷纷表示要全力完成这项任

务。 馆藏敦煌遗书的劫余部分， 过去曾经收录到

《敦煌宝藏》 中， 这次要顺利出版发行， 就必须降

低成本和定价。 在当时没有额外经费支持的情况

下， 善本部征得馆领导同意， 免收出版社全部底本

费用， 把一册书的定价降到900元以下。 国图出版

社郭又陵社长和徐蜀总编大力支持， 用彩色缩微胶

卷 （一种小型反转片） 拍照， 以提高精度质量， 丰

富影印层次。 善本部组织人力负责提书、 修复、 前

整理、 监护、 后整理、 归库等， 工作十分辛苦， 甚

至有刚到善本部工作的博士生在监护拍照时因受不

了长时间炽热灯光照射晕过去的情况。 方广锠和李

际宁、 黄霞等专家也是夜以继日 ， 勉力编辑 。

任先生看到大家这样工作， 专门写信给财政

部， 要了两百万补贴， 资助编纂出版。 这部饱含

大家辛勤劳动的成果———《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在任先生过世后三年内全部出版齐全， 受到业界的

高度赞扬。

任继愈先生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和名誉馆长22

年， 为全国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认为，

在21 世纪， 图书馆的存在和发展模式将有根本性变

化， 必须有前瞻性的规划。 他非常关注刚兴起的数

字图书馆建设。 詹福瑞馆长曾说， 任先生所倡导的

观念， 反映在当时馆内确立的“人才兴馆、 科技强

馆、 服务立馆” 战略中。 他整理文献， 培养人才，

以身作则， 以文化人， 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的学者

本色， 哲人智慧， 仁者风范， 深深感染了全馆员

工。

任先生在国图馆长任上， 领导了大规模的传统

文化资料整理工作。 作为学者， 任先生把生命化作

一部部著作， 他的大弟子李申先生有段话特别能反

映任先生整理中华传统典籍的意义。 他说， 任先生

“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文化， 而

应该是活着的文化。 但是需要清理， 才能让这份遗

产为塑造新一代中华民族精神服务。” 他晚年要做

的三部大书： 一部是 《中华大藏经》， 一部是 《中

华大典》， 一部是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其间

还有数不清的中小型古籍文化丛书。 李申先生说：

“越来越多的古籍以各种形式被整理出版。 在清理

传统遗产工作中， 先生是付出精力最多、 成果最为

丰硕的学者。 从儒教， 到佛教， 到道教； 从哲学，

到宗教， 到自然科学， 还有其他如文献学、 民俗学

等等， 传统文化的每一领域， 先生都有自己独特的

建树、 过人的视野和高屋建瓴的指导。” 任先生是

我们这个时代自觉担当起历史使命的人。

古之君子有“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一息尚

存， 此志不懈” 的说法， 任继愈先生就是这样一位

君子、 一位仁者。 是我们永远怀念的老馆长。 每当

任先生忌日， 都有敬仰先生的馆员去扫墓献花。 今

年是任先生逝世十周年， 7月10日上午， 国图青年

人已经去给任先生扫墓。 7月12日下午， 国图举办

了馆内的纪念座谈会， 寄托大家的怀念之情。 任先

生在国图是不会被忘记的。

任先生出版 《老子绎读》 后， 签名送给我一本

未裁的毛装本， 成为我最珍视的礼物。 任先生过世

后， 我曾写了文章 《学者本色， 文化传灯———怀念

任继愈先生》 寄托哀思。 我不是任先生的弟子， 但

以先生为引路明灯， 愿意把职业生涯都献给祖国古

籍保护事业， 为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服务。 现

在， 任先生倡导建立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开展

顺利。 每年国图都开发大量的珍贵文献典籍。 近三

年来， 全国图书馆联合公益发布的古籍资源达到7

万种， 相当于20部 《四库全书》 的规模。 这曾是任

先生在国图开创的事业， 相对于文化这个广阔天

地， 我们只是在一个小领域奋斗， 仍然感到意义重

大、 其乐无穷。

任继愈先生永远活在国图人心里！

（经作者同意，从国图微信公众平台上转载）

怀念任继愈先生

任继愈（1916-2009），字又之，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佛学家、

历史学家，曾任国家图书馆馆长。 师从汤用彤、贺麟。 1942年至

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

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

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课程。 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

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致

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 1999 年当选为国

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1987年至2005年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 主

要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

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主编有

《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中国

哲学发展史》等。 此外，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

典》等的编辑出版工作。

任继愈先生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和名誉馆长22年， 为全国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要贡

献。 他认为， 在21世纪， 图书馆的存在和发展模式将有根本性变化， 必须有前瞻性的规

划。 他非常关注刚兴起的数字图书馆建设。 詹福瑞馆长曾说， 任先生所倡导的观念， 反

映在当时馆内确立的‘人才兴馆、 科技强馆、 服务立馆’ 战略中。 他整理文献， 培养人

才， 以身作则， 以文化人， 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的学者本色， 哲人智慧， 仁者风范， 深

深感染了全馆员工。 任先生在国图馆长任上， 领导了大规模的传统文化资料整理工作。 作

为学者， 任先生把生命化作一部部著作， 他的大弟子李申先生有段话特别能反映任先生整理中华

传统典籍的意义。 他说， 任先生‘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文化， 而应该

是活着的文化。 但是需要清理， 才能让这份遗产为塑造新一代中华民族精神服务。’

“

”

□张志清（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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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实施以来， 全

国已经形成了从上到下、 多方合作的较为完

善的古籍保护工作体系， 通过十年摸底， 古

籍普查工作已经进入尾声， 初步摸清了全国

古籍的基本情况。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 在

《“十三五” 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以下简称

《公共图书馆法》） 的约束和指导下， 已经

形成了健全的工作机制、 完备的工作队

伍、 合理的保护体系。 在这样的形势下，

形成了图书馆、 高校、 出版机构三方保护的

一个工作链条， 从基础的保护、 深度的研究、

广泛的出版传播等几个方面， 构建了这个古

籍保护体系， 这都是目前古籍保护和传承的

良好机遇。

以馆藏珍品为依托

开展古籍推广活动

吉林省图书馆作为这个保护体系中的一

部分， 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的框架下，

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指导下， 对本馆的古

籍资源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我馆是第

二批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首批吉林省重

点古籍保护单位。 馆藏古籍23617部， 23万

余册 （件）， 其中善本古籍4601种， 唐宋

元珍本38部。 已有214部珍籍先后入选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 尤以宋元刻本、 写本

与稿抄校本、 宝卷、 东北地方志等的收藏为

突出特色。 馆藏珍品 《佛说无量寿观经》 抄

写于唐代， 流传千余年， 既是艺术珍品， 又

是珍贵的历史文物； 馆藏宋版 《文选》 全书

六十卷， 六十四册完整无缺， 曾经吴元恭、

唐伯虎、 董其昌、 潘允端、 钱谦益等递藏。

近年来， 吉林省图书馆十分重视古籍

的保护和利用工作， 不断加大经费投入和人

员的培养力度。 建立和完善全省的古籍保护

工作体系， 在古籍数字化、 影印出版和

整理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 吉林

省图书馆每年都会选取馆藏珍贵文献进行

影印再造， 目前已经影印出版了 《打牲乌拉

志典全书》 《辽西诗抄》 《吉林省图书馆

藏名人手札》 等 24部文献 ， 形成了地方

史料 、 稿抄本、 印谱等系列特色精品；

加强珍贵文献的整理工作， 出版了 《吉林省

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 《吉林省图书馆珍

本图录》， 并通过各类媒体刊登书志 30余

篇 。 古籍数字化工作是吉林省图书馆古

籍保护的重点工作之一， 多年来取得了显

著成绩， 并已经搭建了数字资源发布平台，

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发布古籍数字资源100

部。

2017 年， 为实现“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

字活起来” 的目标， 吉林省图书馆创建了国

内第一家依托于图书馆馆藏的省级典籍博物

馆———“吉林省典籍博物馆”， 成功举办了

“墨雅余香 纸润流芳———吉林省图书馆藏珍

籍展” “册府千华———吉林省珍贵古籍特展”

等大型古籍展览， 满足了民众体验典籍文化

的需求， 同时为束之高阁的典籍文化走出神

圣殿堂发挥价值提供了舞台。

吉林省图书馆不断通过举办古籍基础知

识问答、 古籍修复知识讲座、 雕版印刷、 拓

片制作等多种形式的活动， 积极宣传古籍保

护工作， 并联合各新闻媒体发表专稿、 专栏、

专刊及新闻报道等， 在社会上广泛宣传古籍

保护知识， 提高公众古籍保护意识。 “古

韵传承” 是吉林省图书馆推广古籍修复

传统技艺的一个系列品牌 ， 在古籍展览

期间长期为读者提供体验服务， 并每年

围绕“世界读书日 ” “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 等重要节点开展系列活动， 近两年在

图书馆、 学校、 社区、 军营等各个场所举办

活动10余场， 深受社会各界的好评。

古籍保护工作对于图书馆来讲， 属于小

众领域， 对管理人员和保护、 传承人员的能

力也都有很高的要求。 多年来， 古籍保护从

最初的藏而不用， 到采用先进的藏用并举的

工作模式， 使越来越多的图书馆把古籍资源

拿出来， 供大众阅览和研究。 就吉林省图书

馆而言， 一直在不断尝试新的技术和方法，

从最初的文献缩微保护技术， 到数字化、 影

印出版等手段的广泛运用， 使得古籍资源得

到更好的保存、 管理和使用。

多方面破解难题

共担古籍保护使命

新媒体营造了一种数字化的新环境， 在

为古籍保护工作提供了新方法的同时也提出

了新要求。 利用新媒体， 做好古籍的阅读、

推广、 指导、 交流、 知识推送等工作可从以

下两个方面着手： 积极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

完善公共图书馆古籍阅读服务模式， 以适

应现代化技术带来的巨大改变 ； 积极与

主流新媒体建立合作机制， 利用不同传播

渠道达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进行社会教育

的目的。

现阶段， 古籍保护工作如何保持长久的

战斗力， 如何解决保护与利用的“藏用” 矛

盾、 经费问题、 人才问题， 如何利用有限的

古籍资源最大程度地推广、 传承中华传统文

化， 如何围绕当今社会的热点难点从古籍中

汲取知识 ， 如何通俗易懂地对古籍进行

再阐释等各方面问题的有效解决 ， 归根

结底还是要维护好现有的古籍保护体系，

发挥多方合作机制的优势。 做好古籍保

护工作， 主要应该做好几项工作： 构建古

籍传承推广体系；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

加速古籍数字化工作建设 ； 广泛开展展

览 、 讲座 、 文化普及等推广活动； 推动文

创产品开发； 依托互联网、 移动通信网等多

媒体平台， 推动传统文化与先进技术相结合。

古籍是承载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的

优秀文化， 古籍的保护、 传承和利用， 是

《公共图书馆法》 对公共图书馆的基本要求，

也是每一位古籍保护从业者需要用心去思考

和专研的事业， 其不仅仅是古籍保护从业者

的责任， 更是全社会的共同目标。 用心感受

文化魅力， 用爱传承中华文明， 理应是我辈

之责， 每一位有识之士， 都应该支持古籍保

护工作， 通过一代代人的不断努力和大力传

承， 将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用心感受文化魅力 用爱传承中华文明

吉林省图书馆创新古籍保护和宣传方式

□赵宇波（吉林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

中国历史悠久，典籍文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今天我们传承发展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 古籍保护是全民族、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和义务，传承和发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古籍保护工作者的共同愿望。

文化与自然遗产日———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

2017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吉林行

“墨雅余香 纸润流芳———吉林省图书馆藏珍籍展”

“古韵传承” 系列活动———触摸“历史”、 体验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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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在孔子博物馆启动

本报讯

由国家图书馆（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 主办， 孔子博物

馆、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承办，央

视网、（全国） 教育书画协会少年

分会协办的“中华传统晒书大会”

启动仪式不久前在曲阜举办。 文

化和旅游部、国家图书馆、山东省

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图书馆、济

宁市政府、曲阜市政府、孔子研究

院、 孔子博物馆等单位的有关领

导、 知名专家及数千名群众参加

活动。

“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启动仪

式由孔子博物馆馆长孔德平主

持，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主任饶权， 山东省文化和

旅游厅一级巡视员李国琳， 大连

图书馆原馆长张本义先后致辞。

此次活动发布了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出版的《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孔

子博物馆卷》、孔子博物馆藏《乾

隆御定石经-孝经》和《圣门礼乐

志》。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

心孔子博物馆传习所自成立以

来，开展了系列培训活动，在国家

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胡玉清老师

的指导下， 取得了丰富的修复成

果。在此次活动的拜师仪式中，孔

子博物馆三位优秀的古籍工作者

向胡玉清老师行拜师礼，敬茶、献

花。

随后， 与会嘉宾们参加了在

孔子博物馆时习阁举办的晒书大

会。现场展出了孔府珍藏的档案、

古籍、拓片等珍贵文物藏品。在孔

府档案中，有代表优渥恩例的《历

代衍圣公及其族人领受朝廷赏赉

档册》，有记载孔庙祭祀的《乾隆

三十六年驾幸阙里档册》，有反映

宗族管理的《孔氏祖训箴言》等；

在孔府珍藏古籍中，有入选《国家

珍贵古籍名录》 的清康熙二十八

年《幸鲁盛典四十卷》，以及在碑

帖普查编目培训过程中发现的

《乾隆御定石经》初拓本和《圣门

礼志》等古籍。

晒书沙龙活动由央视网书画

频道总监张筱曼主持。 中国艺术

研究院原院长连辑， 国家图书馆

副馆长、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

任张志清， 大连图书馆原馆长张

本义，著名藏书家韦力，孔子研究

院院长杨朝明， 孔子研究院原副

院长孔祥林，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

员冀亚平、古籍修复专家胡玉清，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

彦，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李勇慧，

孔子博物馆副馆长杨金泉等参加

了活动。 大家围绕晒书传统和典

故、 儒家典籍中蕴含的历史智慧

和精神价值、 曲阜碑刻等展开热

烈讨论。

为免典籍霉变生虫， 中国自

古就发明了晒书、曝书方法，汉代

在农历七月初七翻晒藏书， 北魏

贾思勰《齐民要术》描述了晒书场

景。 北宋时期，宫廷内府藏书、书

画也在七月七曝晒， 官宦书香之

家都以一睹宝藏为快。 今年全国

各地从阴历六月初六开始举办了

各种丰富多彩的晒书活动。 古籍

收藏单位馆长、人文学者、保护专

家、非遗传承人亲自晒国宝、晒经

典、晒技艺、晒传统，通过丰富多

彩的晒书大会、品书沙龙、系列讲

座、珍品展览、交流互动，使公私

藏家、 广大民众一起分享古籍知

识，传播保护方式。

刘远富

“中华古籍资源库”已在线发布古籍资源3.2万余部

本报讯

2016年9月28日，由

中国国家图书馆创建的“中华古

籍资源库”正式开通运行，在线发

布善本古籍影像10975部；2017年

12 月28日，又在线发布《赵城金

藏》1281 部、 善本古籍影像2070

部……截至目前，“中华古籍资源

库”已在线发布古籍资源3.2万余

部， 让国图超过60%的古籍善本

资源实现在线阅读。

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

划”启动以来，国家加大了对古籍

保护经费的投入力度， 每年用于

古籍数字化工作的专项资金在

1000 万元左右。 但据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 仅把现

存已知20万个品种50万个版本的

汉文古籍文献， 每个品种和版本

都选择一部进行数字化开发，加

上图像采集、加工、标引、存储等

费用，所需经费就高达60亿元，这

还不算其他古代舆图、金石碑帖、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 外文善本等

特藏资源的数字化。“在有

限的资金下， 国图于2012

年首先启动了馆藏善本缩

微胶片的数字化工作。 虽

然它是黑白的，但成本低、

进展快，目前已有近2万部

古籍完成数字化。”国家图

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介绍，

从2015年起， 国图又陆续

启动了“国家图书馆藏普通古籍

数字化”“国家图书馆藏少数民族

文字古籍数字化”项目，并积极建

设各类特藏资源库， 包括甲骨世

界、碑帖菁华、敦煌遗珍等。如今，

各类文献数字化已超过10万部

（种）。

与此同时， 许多古籍公藏单

位也加快了古籍数字化的步伐。

共同的目标， 让协作进程逐步加

快。2014年底，天津图书馆向国家

图书馆提供总量5800余种约300

万拍明清版本古籍数字资源；

2016年下半年， 云南省图书馆将

139 种727册95496拍的资源提供

给国图……此外，近年来，国家图

书馆还携手全国21家古籍收藏机

构举办了3次联合发布活动，在线

发布古籍资源超过1.7万部， 赢得

社会广泛关注。

很长一段时间， 学者在一些

古籍公藏单位提出借阅古籍时，

有些馆会以“保护”为借口予以拒

绝，但这种“深藏”的做法并不能

发挥出古籍应有的价值。 有关专

家认为， 推进古籍数字化服务已

是大趋势， 数字化很好地解决了

古籍保护与利用的矛盾。

李静

本报讯

据新华社消息，西藏首个古籍数字化专业培训班

不久前在拉萨结束。来自西藏各级图书馆、科研院校及布达拉

宫、大昭寺、哲蚌寺等17家古籍收藏单位的35名相关人员参加

了培训。 据悉，西藏在全面加大古籍数字化人才培养同时，已

启动建设“古籍共享数据库”。

此次培训是在西藏古籍普查进入收官阶段举办的。 在为

期5 天的培训中，国家图书馆数字化专家、国内藏文古籍数字

化专家等相关领域专家，结合古籍保护实际情况，从当前古籍

数字化进展和设想、 国家图书馆少数民族文献数字化工作情

况、数字资源的保存与服务、藏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处理技术与

应用示范、藏文古籍编目等方面进行授课。

藏文古籍作为中华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献历史久

远、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然而，西藏多数古籍散存于遍及74个

县区的1300多座寺庙内，点多面广、地处偏僻。

2009 年西藏全面落实“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古籍保

护。 十年间，古籍普查人员走遍全自治区1160余家收藏单位，

普查登记古籍文献13700多函， 取得了《雪域宝典系列1-4》

《西藏那曲、 阿里古籍普查目录》《西藏自治区图书馆文集目

录》等一系列数字化成果，为西藏古籍文献数据库的建立打下

了坚实基础。 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边巴次仁说：

“下一步，在开展重点古籍单位普查登记、全区古籍普查查漏

补缺等工作的同时，将制定藏文古籍数字化标准，搭建服务全

社会的藏文古籍数据库。 ”

西藏大学图书馆藏文文献部副研究馆员米次说：“此次培

训作为西藏加快古籍数字资源建设的有力举措， 将有效夯实

古籍保护人员的古籍数字化理论与基础知识， 为推动西藏古

籍数字化工作更加科学、规范、有序开展打下基础。 ”

“第十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与工作管理研修班”结业

本报讯

为期一个月的“第十

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与工作管理

研修班” 不久前在孔子博物馆顺

利结业。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

习中心孔子博物馆传习所导师胡

玉清，孔子博物馆馆长孔德平、副

馆长唐丽、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庄秀芬出席了结业典礼。

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工作是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核心工作之一，

到目前为止已成功举办各类古籍

修复技术培训班49期， 培训学员

1480 人 次 ，

使古籍修复

人才队伍不

断壮大。她希

望各位学员

能够带着收

获回到各自

的工作岗位，

勤动手、多练

习，继续开展

古籍保护修

复工作，为我

们祖先文明

的流传多贡献一份力量。

本期管理研修班由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老师为学员

进行理论授课， 国家级古籍修复

技艺传习中心孔子博物馆传习所

导师胡玉清老师、 浙江图书馆副

研究馆员汪帆老师开展具体的修

复实践指导，累计完成104张石刻

拓片、80张银票及部分孔府档案

的修复。 管理研修班以“师生研

修”为教学模式，以“师带徒”为培

训形式，以“珍贵古籍”为修复对

象， 通过集中研修， 不断积累经

验，用以推广并解决实际问题，目

的是建立一支覆盖全国、 面向省

级保护中心的老中

青相结合的国

家级古籍修复专家队伍， 全面提

升我国古籍保护工作水平。

西藏加速让书写在古籍里的

文字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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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荐

Recomme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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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图书馆特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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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制圆明园诗》

编著者：（清） 高宗弘历撰；（清）鄂

尔泰、张廷玉等注

定价：280.00元

ISBN：978-7-5013-6714-6

出版时间：2019年6月

装帧：精装

开本：大16开

页数：444页

内容提要

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最初是康熙帝赐予胤禛的别苑。 雍正

三年（1725），雍正首次驻跸圆明园，圆明园于是兼有“苑囿”和“宫廷”双重功能，成

为清代多位帝王的园居、理政之所。圆明园在雍正、乾隆两朝都有大规模的扩建。雍

正时期，圆明园建成“正大光明”“廓然大公”等33景。 乾隆九年（1744），圆明园四十

景建成，其内各有殿阁、斋馆数处。 同年，乾隆皇帝御制圆明园诗四十首，敕令宫廷

画家唐岱、沈源绘制“圆明园四十景”图。 乾隆皇帝《圆明园诗》应景而作，每景一图

一诗，包括“正大光明”“九州清晏”“方壶胜境”各处景致。御制诗五言、六言、七言不

限，古诗、绝句、律诗、词各体皆备，图文相应，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圆明园全盛时期的

景象。 此次影印清刻朱墨套印本，为国家图书馆藏“永青文库”选印四种之一。

作者简介

弘历

（1711-1799），清朝第六位皇帝，定都北京之后的第四位皇帝。 年号“乾

隆”，在位六十年，禅位后又继续训政，实际行使最高权力长达六十三年零四个月，

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最长寿的皇帝。乾隆帝

时期武功繁盛，在平定边疆地区叛乱方面做出了巨大成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

且完善了对西藏的统治，统一了新疆，正式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清朝的版图由此

达到了最大化，近代中国的版图也由此正式奠定。 乾隆帝在位期间，汉学得到了很

大的发展，民间艺术有很大发展。

鄂尔泰

（1677-1745）字毅庵，康熙举人，任内务府员外郎。雍正三年（1725）迁广

西巡抚，次年调任云贵总督，兼辖广西。在滇实行改土归流，在西南各族地区设置州

县，改土司为流官，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 后任军机大臣。 世宗死，受遗命与张廷

玉等同辅政，总理事务，加至太保。 乾隆十年（1745）以病解职。

张廷玉

（1672-1755），字衡臣，号砚斋，安徽桐城人，大学士张英次子。 康熙三

十九年（1700）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入值南书房，进入权力中枢。康熙朝，官至刑

部左侍郎，整饬吏治。雍正帝即位后，历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拜保和殿

大学士（内阁首辅）、首席军机大臣等职，完善了军机处制度。乾隆帝即位后，君臣渐

生嫌疑，晚景凄凉，致仕归家。乾隆二十年（1755）卒于家中，享年八十四岁，谥号“文

和”，配享太庙，是整个清朝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臣。 张廷玉先后任《亲征平定朔

北方略》 纂修官，《省方盛典》《清圣祖实录》 副总裁官，《明史》《四朝国史》《大清会

典》《世宗实录》总裁官。

《点注十八史略校本》

编著者：（元）曾先之编；

（明）陈殷音释；（明）王逢点校；

（日）石川鸿斋补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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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史略》为元代曾先之所撰，以时间为序、以帝王为中心叙述上古至

南宋末年的史事。曾先之将书名定为《十八史略》，表示该书是对十八种史书

的节略，所用史书是司马迁《史记》以下直至欧阳修《五代史记》的所谓“十七

史”，宋代史事则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明代《十八史略》流传颇广，不断有人为之注释、修订。

《十八史略》日本藏有明初刊本，元和以后，出版了覆刻五山版的活字

本。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对《十八史略》的讲习逐渐兴盛，各藩官学多采用《十

八史略》作为童蒙之书，传播既广，影响渐大。 从江户时代到明治时代，注本

多达数十种。此后大量不同版本的《十八史略》不断出版，以“史略”为名的日

本历史读物纷纷涌现，对日本社会文化产生广泛的影响。

此次影印日本明治十六年（1883）东京山中市兵卫刻本，为国家图书馆

藏“永青文库”选印四种之一。

作者简介

曾先之

，生卒年不详。 字从野，宋元之际庐陵（今江西吉安）人。 乡贡进

士。 其事迹不见诗传。

陈殷

，江西临川（今江西省临川县）人，明初的私家学人，为《十八史略》

作音释，将之釐为七卷，他看到了《十八史略》适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并且通

过音释促进传布，其史学普及意识是相当强烈的。

石川鸿斋

（1833-1918），本名英，字君华，号鸿斋，别称雪泥居士。 日本

明治时期著名汉学家、诗人和画家。 曾游历中国多年，加之长期苦读汉文典

籍，让他拥有了极高的汉学素养与汉文写作功底。 他一生著述等身，作品涵

盖面颇广，主要有《日本外史纂论》十二卷、《文法详解》一册、《画法详论》三

册、《诗法详论》二册、《书法详论》二册、《精注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十六册、

《史记评林辑补》二十五册、《夜窗鬼谈》二卷等，共计五十余种。

“永青文库四种”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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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传拓的起源与沿革

所谓传拓， 亦称棰拓， 是中

国特有的保存文献的传统方法。

“传”与“拓”两字具有不同的含

义。《字彙·人部》曰：“传，续也。 ”

陆明德认为：“传者， 相传继续

也。 ”拓，就是用纸和墨从铸刻器

物上捶印出其文字、图像或花纹。

由于在传拓过程中要运用一套技

术方法，故名传拓技法。又因此法

主要应用于金石器物上， 如拓印

碑刻、墓志、甲骨、陶器、青铜铭

文、 玉器花纹、 瓦当、 画像、 铜

镜、 货币、 铜器器形等， 所以也

称金石传拓技法。

传拓是在刻石出现， 纸张

和墨广泛使用的条件下应运而

生的。

东汉时期刻石大量出现， 但

刻石不便于移动， 不便于阅读。

特别是 《熹平石经》 被用作官定

经本， 也为了方便释读石经， 复

制碑刻内容成为当时人们强烈的

愿望。 我国最早的正式刻石的出

现当从战国的“石鼓文”算起，从

秦到汉代，刻石已有数百种之多。

相当数量刻石的出现， 为传拓技

术的发明提供了重要条件。 如果

当时只有书写在一定载体上的文

字而没有一定数量刻石的出现，

就不会有传拓技术的产生了。

造纸术最早发明在西汉时

期， 公元二世纪初， 蔡伦改进了

造纸术， 能够制造出质地均匀、

品质优良， 而且可以用来书写的

纸张， 纸张质量提高， 成本下

降， 使得纸张能为一般人所使

用， 为传拓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墨的发明和使用也是传拓产

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早在新石器

时期的陶器上就可以看到使用墨

的迹象， 殷墟甲骨上也有用墨痕

迹， 出土的战国和秦汉简牍也都

是用墨书写的。 东汉时期出现了

较大的制墨作坊， 而且这时官府

已有管理笔墨和纸张的专职人

员， 可见当时墨的使用已经较为

普遍。

传拓产生的时间目前尚无定

论， 最早记载拓本的书籍 《隋

书·经籍志》 记载了汉魏石经毁

于齐神武年间的史实， 这里所记

载的“其相承传拓之本， 犹在秘

府”。“相承传拓之本”显然就是拓

本。 由此可见，最早在汉魏之间，

最晚在南北朝时期， 传拓就已经

产生了。

我们通常所说的拓片或拓本

就是运用传拓这种方法制作而成

的。单幅拓片一般称为拓片，割裱

成册的称为拓本。《温泉铭》是已

知现存最早的拓本。

传拓技术从发明到成熟，需

要一个发展过程。 传拓技术发明

之初，基本是应用于碑碣刻石，以

取其铭刻文字， 唐人拓碑已经相

当普遍，如隋唐时期的石经拓片、

碑刻拓片等。到宋代，随着传拓技

术的不断提高，拓片已盛行风靡，

刻帖业的兴盛， 也进一步推动了

传拓技术的发展， 为后世留下许

多珍贵拓片，当时对拓片就有“下

真迹一等”的评价。明代在传拓技

法、用纸及用墨上都有所突破，可

以运用墨色的深浅、 浓淡拓制拓

片。 到清代， 传拓技术进一步发

展，制作的拓片更加精美，拓制范

围不断扩大， 种类和方法更加多

样化，出现了青铜器的全形拓法，

达到传拓技术的最高境界。 由此

可见，传拓技术发明于南北朝，成

长于唐代，极盛于宋元明清。

清嘉庆年间， 浙江嘉兴人马

起凤开创了青铜器立体拓， 后来

达受将其发展弘扬， 作品尤为时

人所艳羡。其后，青铜器立体拓本

技术日臻完善， 民国年间处于极

盛时期，当时传拓高手辈出，以周

康元、马子云等为代表。他们在继

承传统的同时， 借鉴并运用西方

素描及透视的方法， 所拓制出的

立体拓片在构图和用墨明暗变化

上，已与素描、摄影十分接近了。

传拓的方法和种类

传拓方法包括擦拓和扑拓两

种。

擦拓：用毡卷或扑子蘸墨后，

在刷在碑上的纸上横向擦过，字

迹就会出现在纸上， 这种拓法适

用于平面物体，一般汉碑、唐碑都

采用这种方法。 如果原碑石表面

不平整或有损毁， 擦拓就不能很

好地将原文蝉蜕下来， 而会产生

遗漏或模糊不清， 因此在北宋间

出现了扑拓的方法。

扑拓： 就是用棉布或丝绸包

裹棉花做成馒头形状的扑子上

墨。 擦拓改为扑拓，扑子的平面

横向运动变为一上一下的纵

向运动， 这样就可以将凹凸不

平的载体甚至曲面载体上的文字

或纹饰拓下来。

大致来说南宋以前多是擦

拓，并且发明了蜡拓；到北宋发明

了扑拓之法；到明代盛行朱拓，并

出现镶拓和套色拓； 清代民国所

拓器物种类不断增多，金石玉器、

甲骨陶器、汉砖瓦当、墓志碑刻无

所不包。 近现代人在继承前人的

基础上运用新的工具材料， 推陈

出新，方法更为先进。

传拓的种类包括墨拓和色拓

两种； 按其墨色深浅和使用材料

的不同可分为乌金拓、蝉翼拓、镶

拓、朱拓、套色拓等多种，种类不

同，效果各异。这里简要介绍一下

乌金拓、蝉翼拓、镶拓。

乌金拓： 清代盛行墨拓的一

种， 拓片墨色厚重， 黑白对比强

烈，似乌金，黑亮晶莹，故名乌金

拓。 乌金拓须用较浓的油烟墨和

洁白细腻的宣纸拓制， 拓印时应

特别注意上墨的时间和干湿的掌

握，讲究前后层次的清晰分明。扑

子蘸墨不宜过多，用墨宜浓。第一

遍均匀上墨后， 待其基本干透后

再上第二遍，如此层层相加，层次

分明，字口清晰，直至满意。《三希

堂法帖》墨如点漆，光可鉴人，是

乌金拓的代表之作。

蝉翼拓：又称蝉衣拓，墨色薄

而均匀，如夏日鸣蝉的翅膀。蝉翼

拓用纸要选择薄而细腻、 韧性强

的宣纸，用墨须精细，最好研墨拓

制，如用现成墨汁，用前须加入适

量清水稀释均匀。 上墨前可将扑

子在废宣纸上拍打几下， 吸去过

多的墨汁。 蝉翼拓应遵循宁浅勿

深、宁淡勿浓、宁干勿湿、宁轻勿

重的原则。 蝉翼拓最适合拓制精

美的小楷和比较小巧、 纹理细致

的器物。如《淳化阁帖》等，宣纸纹

理清晰可见。

镶拓：利用墨的深浅、浓淡色

彩拓制， 多用于线刻摹勒上石的

绘画刻石。通过浓淡墨色，表现出

石刻作品的艺术魅力。《兰亭图》

拓本就是镶拓的代表之作。

除了严格意义上的传拓， 还

有一些特殊的技法， 不必利用捶

拓这一步骤， 亦能复制碑帖及器

物的图纹， 如双钩、 颖拓等形似

拓片， 却不是拓片。

传拓的工具、材料及步骤

传拓用纸： 宣纸。 宣纸是纸

张中一种高级的书画用纸。 纸质

细腻、 柔软， 以既薄又有韧性者

为佳。 宣纸产于唐代宣州泾县，

在宣城集散， 因而得名。 宣纸有

熟宣、 生宣之分。 熟宣加矾， 生

宣不加矾， 拓片用纸一般宜采用

生宣。 这种纸张的特点是纤维

长、 纸质柔软、 韧性大。 传拓一

般选用棉连纸， 是宣纸的一种，

根据所拓器物选择不同厚度纸

张。 棉连纸厚薄均匀， 适宜拓印

纹饰深、 字体大的物件， 如碑

刻、 墓志、 瓦当、 画像等。 六吉

棉连是纸中最薄的一种， 质薄均

匀， 韧性强， 适合拓甲骨、 玉器

以及纤细的图案， 为传拓材料纸

中之佳品。 竹纸也是宣纸的一

种， 是以嫩竹为原料制造， 纸质

薄， 拓制出的拓品非常光亮精

美， 但是上墨后纸质脆， 不利于

拓片的保存。

墨有两类： 即松烟墨和油烟

墨。 松烟墨，墨色浓而无光，见水

后易渗化，仅宜写字，不宜拓印。

拓片用墨以油烟墨为好。 过去拓

印都是自己捣墨，太多用不完，太

少不好捣，既不方便又不经济，现

在已无人捣墨，都用北京的“一得

阁”墨汁。 由于墨汁胶性大，容易

形成扑包堵塞，出墨较难，所以在

拓印过程中要尽量使扑包保持湿

润， 使其出墨流畅。

棕刷： 又叫平刷， 传拓上纸

时使用。

打刷： 也叫砸刷， 传拓上纸

时使用。 大的用来打制碑石、 墓

志等大型器物； 小的用于打制甲

骨、 玉石等小型器物。

橡皮锤： 拓碑的锤子一般选

用橡皮锤。 橡皮锤弹性好， 易于

捶打， 不会伤及器物， 但不适用

小型器物。

扑子： 又叫扑包， 是上墨的

主要工具。 大扑子用来拓制大器

物， 小扑子用来拓制小器物。

白芨： 其药用部分是根茎，

将其切成薄片浸泡在水里， 浸泡

后的液体无色透明， 能使水产生

黏性， 是传拓用的一种绝好的绿

色天然植物， 对所拓器物无污染

无伤害， 白芨色白片薄为上， 使

用时先取一器皿， 放入白芨， 再

加上适量水浸泡。 白芨浸泡的时

间长短不同， 水的黏稠性也不

同，要根据所拓器物而定，宜损、

宜裂者不宜黏稠，白芷水易变质，

不宜久放。

砚台：主要用来研墨，一般传

拓小器物才使用、 传拓使用的砚

台，要求石质细腻，光滑润泽，宜

大宜平，以端砚、歙砚为佳。 研墨

时一定要使用干净的清水， 顺时

针重按轻磨， 研磨好的墨汁不能

隔夜，当天一定要清洗干净，不然

会影响传拓效果和伤及砚台。

传拓的步骤： 传统的传拓

包括洗碑、上纸、上墨和揭取

四个步骤。

第一步洗碑： 在传拓之前将

器物清洗干净， 文字内或纹饰中

遇有土锈，先用竹扦慢慢剔除，切

忌用金属利器，以防损伤器物。清

理后的器物一定要使文字、图像、

花纹清楚、明晰。 器物洗干净后，

要将器物放牢、放稳。

第二步上纸： 上纸有干纸法

和湿纸法两种， 根据器物类型的

不同，上纸方法也不同。在拓制石

碑、墓志等稍大刻石时，一般采用

湿纸法。湿纸前，应先量好所拓碑

石的尺寸，然后裁纸，纸要裁得

略大于器物，将纸叠好 ，准备

好毛巾，将一张叠好的干纸放

在毛巾上， 然后将浸过清水的湿

纸放在干纸上，如此交错放置，最

后将毛巾包好，双手轻压四周，使

纸干湿均匀。 摩崖、玉器、古墨等

都可以采用湿纸上纸法。造像、青

铜器物、甲骨、钱币等可采用干纸

法上纸。

第三步上墨：也叫扑墨，就是

用扑子蘸墨， 将墨均匀地拍击在

宣纸上， 所拓器物的文字或纹饰

就会因凸起处着墨、 凹陷处不着

墨而显现出黑白分明的线条，阴

刻的碑版就会呈现出黑纸白字

来，阳刻则相反。上墨时要掌握好

纸的干湿程度，待湿纸由青变白、

欲干未干时， 用扑子轻轻拍打上

第一遍墨，这一遍墨要淡、要匀，

使文字或图案稍稍显露， 待纸未

全干时，再上第二遍、第三遍……

依次渐进，层层加深，一般的拓片

拓四至五遍即可。

第四步拓片的揭取： 当拓片

终止上墨， 完全干透后， 方可揭

取。一般来讲，只要所拓器物清理

得干净，揭取就非常容易，有时不

揭也会自然脱落。揭下拓片后，将

其铺在一个平台上，正面朝下，附

上衬纸，用棕刷将其展平。一张完

好的拓片制作就完成了。

拓制好的拓片， 其保存是非

常重要的， 可整幅折叠、 可做割

裱本保存。 保存拓片首先要防

潮、 防蛀。 国家图书馆所藏拓片

目前采用四衬法， 衬以宣纸保

存， 易折叠， 不易损伤拓片， 均

在恒温恒湿的库房中保存。 装裱

好的卷轴装拓片不宜长期悬挂，

要定期更换。

（本文根据袁玉红在北京市

东城区第一图书馆所做讲座内容

整理， 内容有删减）

中国传拓技艺———石刻拓片的传拓

□袁玉红（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传拓技术是我国古代的重要发明之一。传拓作为一种复制和保存文献资料的特殊方法，从

古至今被普遍运用在金石文字及其图像上，尤其是石刻文字。运用这种传统的传拓技法为中华

民族保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及书法史料， 直至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传拓技术仍旧不可被其

他高科技所取代，为传播我国的古老文化，保存人类的文化遗产作出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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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藏目向图书馆公藏书目过渡的

《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

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简史（一）

□徐蜀

(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总编辑

)

缪荃孙编《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以下简称

缪目），是国家图书馆第一部古籍善本书目，同时也

是第一次以“善本”命名的中国古籍书目。 缪荃孙

（1844～1919），字炎之，号筱珊，又作小山，晚号艺

风老人，江苏江阴人。 缪荃孙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

学者，精通金石、目录、考据、校勘之学，而且是我国

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参与创办了江南图书馆

（今南京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

缪目是近代图书馆建立后， 顺应公藏图书的

庋藏、 整理、 流通以及保护诸方面的需要而编纂

的。 宣统二年 （1910）， 学部颁布的 《京师图书馆

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 （以下简称 《章程》） 第

七至九条规定：

“图书馆收藏图籍， 分为两类： 一为保存之

类； 一为观览之类。”

“凡内府秘籍、 海内孤本、 宋元旧椠、 精抄之

本， 皆在应保存之类。 保存图书， 别藏一室。 由

馆每月择定时期， 另备券据， 以便学人展视。 如

有发明学术堪资考订者， 由图书馆影写、 刊印、

抄录， 编入观览之类， 供人随意浏览。”

“凡中国官私通行图书、 海外各国图书， 皆为

观览之类。 观览图书， 任人领取翻阅， 惟不得污

损剪裁及携出馆外。”

很明显， 《章程》 所谓保存类图书即为善本，

观览类图书则为普通本。 其对二者分别规定的保

存和阅览制度， 被国家图书馆和各省馆借鉴、 沿

用了百年之久。 当然， 分别编制善本书目和普通

本书目， 也就成为惯例， 这才有了国家图书馆的

七部善本书目。

编纂善本书目， 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定义善本，

《章程》虽有“内府秘籍、海内孤本、宋元旧椠、精抄

之本”之说，却过于笼统，且与明清以来藏书家的善

本观多有雷同。 对此，缪氏没有明确的论述，但他的

编目实践却回答了上述问题。 缪目共收录经史子集

四部书773部，其中宋刻本113部，元刻本186部，金

刻本2部，明刻本204部，清刻本13部，影宋刻本1部，

影宋抄本8部，影元刻本1部，影元抄本2部，其他各

类抄本227部，稿本9部，活字本3部，朝鲜（高丽）刻

本4部。从中可以看出，缪目收录了大量明刻本以及

十几种清刻本，与明清时期藏书家只重宋元本和稿

抄本相比，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据缪荃孙的 《艺风老人日记》 （北京大学出

版社，1986年）中记载，从宣统二年（1910）“十月廿

五日癸未， 到图书馆开箱（看书）”， 至宣统三年

（1911）“九月十二日丙戌，赴学部交书目，乞假”，

全部编目过程仅耗时11个月。 那么，缪氏编目时的

京师图书馆馆藏状况如何呢？ 据《北京图书馆馆史

资料汇编》《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等资料

记载，宣统二年至三年（1910～1911），京师图书馆

的基本馆藏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清内阁大库残帙， 主要是其中的历代典籍。

据国家图书馆藏抄本 《清内阁旧藏书目》 统计，

有3351 部， 50266册。

2.归安姚氏及南陵徐氏藏书。

两江总督端方

得知张之洞拟创建京师图书馆， 特采进姚觐元咫

进斋和徐乃昌积学斋藏书， 以充实馆藏。 据端方

《奏江南图书馆购买书价请分别筹给片》 记载： 购

得姚氏藏书1011种， 徐氏藏书641种， 共计120900

余卷， 分装180箱， 合编目录一份。

3.常熟瞿氏进呈藏书。

京师图书馆筹建期间，

端方拟购进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 未果， 改为抄

书配以旧刊本进呈。 至宣统三年 （1911）， 抄成37

种， 加旧刊本13种， 共50种， 交与京师图书馆。

以上三项图书总计5053部，加上自购和各地捐

赠之书，与1913年1月30日京师图书馆呈教育部《造

送书籍数目册》 统计的5424部相比较， 基本相符

（《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086页）。 缪目之所以

能够快速成书， 得益于各类藏书均有目录可以考

核、借鉴。 对此，林振岳的《缪荃孙〈清学部图书馆善

本书目〉编纂考》（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缪荃孙诞

辰170 周年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曾予论

证，其结论是：“缪荃孙《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一

书，主要是根据曹元忠《文华殿检书分档》（即内阁

大库书目之一种）、姚觐元《咫进斋善本书目》、瞿镛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三种书目改编而成，造成此

目体例不一的原因也在此：因利用曹稿，故目中有

提要之例；因沿用姚目，故留下了过录藏书题跋的

体例”。 此说言之有据， 但反观清代至民国年间，

私家藏目研究型居多： 热衷于标注行款及版式、过

录序跋、识读藏印、梳理递藏、校勘文字、甄别避讳、

考证版本。 然而，因古籍版本各自的差异性，书目编

纂者的嗜好、侧重不同，以及能力、精力所限，有话

则长，无话则短，造成了条目之间篇幅和体例的较

大差别，故由私家藏目向图书馆公藏书目过渡的缪

目，较多保存了私家藏目的特征， 亦不足为奇。

缪氏的主要功绩， 在其短时间内从5000多部

馆藏中将精品遴选出来， 落实了善本、 普本分别

编目、 庋藏的制度； 确立了图书馆公藏目录正本、

副本逐书登记的编目方法， 保障了馆藏资产的安

全， 为此后江瀚、 夏曾佑的 《京师图书馆善本简

明书目》 奠定了基础。 以上两点， 也充分证明缪

荃孙具有深厚的文献学及版本目录学功底， 以及

在建设近现代图书馆方面所具备的独特眼光。

当然，因时间仓促、编目人手不足等原因，缪目

也难免出现一些差错。 例如《列子》错入儒家类，应

属道家类；《意林注》错入儒家类，应入杂家类，故夏

目云“缪目无此书，江目有”，其实是缪目分错了类，

并非无此书；集部《贾长沙集》即贾谊《新书》，应入

子部儒家类；《资治通鉴纲目》和《资治通鉴纲目发

明》两书不同本子的条目均未在一处；《通鉴释文辨

误》，略为《释文辨误》；《本草原始》错为《本原原

始》；《百将传》“朝鲜刊本”错为“青鲜刊本”，等等，

不一而足。 但瑕不掩瑜，缪目在国家图书馆古籍善

本书目编制中的筚路蓝缕之

功，当永载史册。

《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

目》， 刊载于1912年6月出版的

《古学汇刊》第一编。 国家图书

馆古籍馆藏有该书目稿本两

册，书叶上有缪荃孙批改手迹，

书前有庄尚严墨笔题跋， 曰：

“数年前在护国寺街一小书店

购得此目两本，查系前教育部

京师图书馆编目稿本，虽残，亦

可留。 况有缪艺风手迹，今谨赠

国立北平图书馆。 廿一年双十

节。 ”从该稿本中可窥见曹、姚、瞿

三目及缪氏审阅批改之端倪。

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自1909年建立以来，编纂并公之于众的古籍善本书目共有七部，分别为：1912年印行，缪荃孙编《清学

部图书馆善本书目》；1913年印行，江瀚编《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1916年印行，夏曾佑主持编纂的《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1933

年印行，赵万里编纂《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1935至1937年印行，赵录绰编《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乙编》及续编；1959年出版，北

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1987年出版，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 回顾以上七部古籍善本书目，可以清晰地看

出国家图书馆乃至清末民国以来公藏古籍善本编目的发展脉络，也从侧面反映了近现代图书馆在古籍庋藏、整理、编目、利用诸方面走过

的轨迹。 认真总结这段历史，继续弘扬公藏古籍体制的优势，减少其弊端带来的影响，是我们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古学汇刊》第一编

《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稿本2

《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稿本1

《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史部下

《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经部

《古学汇刊》第一编刊印时间

《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稿本3

《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稿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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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图书馆之馆藏珍贵古籍

越地典藏 精品荟萃

绍兴图书馆的前身是乡绅徐

树兰于1902年独资创建的古越藏

书楼， 它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具有

公共图书馆性质的私家藏书楼。

该馆历经百年发展， 跨越了清

末、 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

期， 目前拥有古籍约15万册。 元

刊明椠， 官刻私锓， 活字套版，

稿抄批校， 流传有绪， 诸体皆

备， 是几代馆人苦心收集保存下

来的珍贵典藏。

古越藏书楼旧藏是该馆古籍

的主要来源。 徐树兰先生建楼之

后， 便“将家藏经史大部及一切

有用之书， 悉数捐入”， “所有

近来译本新书， 以及图画、 标

本、 雅驯报章， 亦复捐资购备”。

同时特别推出“存书之例”， 特

地申明“以限于资力， 未能完

备， 有愿出资助益及帮助书籍

者， 均拜嘉惠”， 号召社会有识

人士捐书。 民国时期， 藏书楼由

私立转公办， 改组为“绍兴县立

图书馆”。 据1936年统计， 藏书

为7.9万册， 其中通常类图书

逾 5000 册。 抗战胜利后， 为

充实馆藏， 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募

捐活动， 用筹得善款从沪杭两地

购得图书700余种， 略增馆藏。

新中国成立后， 社会各界对图书

馆的捐书助资更是绵延不绝， 极

大地丰富了馆藏， 精细备陈， 善

本盈橱。

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

划” 启动实施以来， 在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 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

等有关部门的悉心指导下， 绍兴

市古籍保护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截至2018年， 绍兴图书馆共有22

部馆藏珍品入选一至三批 《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 其中包括

《唐柳先生集》 《乐府诗集》

《诸儒笺解古文真宝》 《国朝

文类》 四种元刻本， 堪称镇

馆之宝 。 另有 44部古籍入选

一至四批 《浙江省珍贵古籍

名 录》 ， 入 选 古 籍 中 既 有

（明） 祁彪佳 《救荒全书》 、

（清） 张 岱 《快 园 道 古》 、

（清） 傅以礼 《史抄》、 （清）

周师濂 《沧海遗珠》 等地方

稀见稿抄本， 亦包括明万历

四十二年 （1614） 王氏香雪

居 刻 本 《新 校 注 古 本 西 厢

记》、 明万历四十三年 （1615）

诸暨陈善学刻本 《杨铁崖先生文

集》、 明崇祯八年 （1635） 李为

芝刻本《小柴桑喃喃录》 等传本

稀见、 版刻精良的地方珍本。 这

些入选名录的善本古籍， 集中体

现了该馆藏品精华。

绍兴素负人文渊薮之誉， 乡

邦文献宏富亦为该馆独特优势。

藏品荟萃了徐氏古越藏书楼、 董

氏取斯堂、 周氏诒经堂、 胡氏听

雨楼、 马氏含经室、 沈氏起先

楼、 陶氏天放楼、 童氏养庐、 施

氏乐寿堂、 寿氏三味书屋等清季

至民国古越诸多藏家精华， 具有

较高的收藏价值和学术价值， 无

论数量抑或质量， 在浙江省地

市一级图书馆中， 皆属上乘。

其中不少藏品或出绍兴名士李慈

铭、 赵之谦、 陶方琦、 杜亚泉等

手书墨迹， 或见越中藏书名家如

澹生堂主人祁承、 鸣野山房主

人沈复粲钤印 ， 朱墨灿然 ，

珍贵逾恒 。 “民国绍兴县修

志委员会所存资料 ” 亦是该

馆最富地方特色的专题文献之

一， 它翔实地记载了从清代中晚

期至民国时期 （至1940年） 绍兴

独特的地方风貌， 具有极其珍贵

的史料价值。

（绍兴图书馆供稿）

1.《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

四十三卷 别集二卷 外集二卷 年谱一卷 附录一卷（唐）柳宗元撰 （宋）童宗说注

释（宋）张敦颐音辩（宋）潘纬音义 元末明初刻本

本书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诗文全集，是存世柳诗集注中较早的版本。曾于2007年参

加国家图书馆举办的第一期“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2.《乐府诗集》

一百卷 目录二卷 （宋）郭茂倩编 元至正元年（1341）集庆路儒学刻本

本书是一部成书较早，收录历代乐府诗最为完备的乐府总集。 有元一代，各路儒学刻

书兴盛，是书即为代表。曾为明末清初知名藏书楼常熟毛氏汲古阁旧藏，入选《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

3.《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

前集十卷 后集十卷 （元）黄坚辑 元刻本

本书是元代黄坚编纂的历代诗文选集。 约编成于元初，元明时期风行一时，对中、日、

韩三国均有广泛影响，明末以后几近佚失。此版本为该书现存年代最早之版本，入选《国家

珍贵古籍名录》。

4.《国朝文类》

七十卷 （元）苏天爵辑 元刻本

本书是元人文集。辑者苏天爵效法萧统《文选》，搜集元初至延祐间名公及闻人逸士之

著述，类而聚之，编订此书。元陈旅（江浙儒学副提举）评之曰“百年文物之英尽在是矣”，入

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5.《新校注古本西厢记》

五卷汇考一卷 （元）王实甫撰 （明）王骥德校注 （明）徐渭附解 明万历四十二年

（1614）王氏香雪居刻本

本书是一本元杂剧。 王骥德在徐文长本的基础上，采用当时颇有影响的碧筠斋本、朱石津本、

金在衡本、徐士范本、顾玄纬本等多种善本进行校勘，入选《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

6.《杨铁崖先生文集》

十一卷 附铁笛清江引一卷 （元） 杨维桢撰 （明） 陈继儒校 明万历四十三年

（1615）诸暨陈善学刻本

杨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在元文坛独领风骚。 他长于乐府诗，有很多咏史、拟古

之作，亦有不少反映客观生活、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 本集收其古乐府八卷、古赋三卷，入

选《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

7.《小柴桑喃喃录》

二卷 （明）陶奭龄撰 明崇祯八年（1635）李为芝今是堂刻本

本书叙述明末士大夫奢侈浪费、剥削小民的情况，同时还记述了明代地方戏的兴盛。

作者乃柴桑人，书中主要谈自己的阅历和对子孙的教导，故用“小柴桑”字样，入选《浙江省

珍贵古籍名录》。

8.《快园道古》

二十卷 （清）张岱撰 清道光抄本

本书是一部仿《世说新语》体例的著作，资料广博，内容繁富，涉及晚明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尤多张岱本人、亲属、先世及当时一些时闻逸事的记载，对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及

对张岱本人的研究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入选《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

左上至右下依次为：

1.《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

生集》

2.《乐府诗集》

3.《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

文真宝》

4.《国朝文类》

5.《新校注古本西厢记》

6.《杨铁崖先生文集》

7.《小柴桑喃喃录》

8.《快园道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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