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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荀斋——《香港国宝回归记》访谈纪实 

 陈红彦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2022 年底，疫情正在肆虐，收到馆办转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函，函中称

《国家记忆》拟制作系列节目《香港国宝回归记》，希望拍摄五十年代起郑振铎等前辈

历尽艰辛促使国宝回归祖国的故事。因为我亲历了 2004 年陈清华旧藏回归祖国的事，

所以希望就陈清华三批旧藏回归并入藏国家图书馆的事情做采访。陈清华旧藏在郑振

铎、徐伯郊等前辈努力下，在中央政府特别是周总理亲切关怀下入藏国家图书馆的往事

至今在古籍人心中依然是神话、是传奇，是值得永远纪念的，所以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下

来。 

2023 年 2 月，栏目组开始采访录制。采访前的几日，忙里偷闲翻阅 2004 年 6 月份

以后的工作日记，第三批陈清华藏书入馆以及陈清华哲嗣国琅先生到馆看书的种种经历

如在目前。也正是在镜头前深情回忆接待国琅先生来馆参观展览时，忽闻先生去年底竟

已在美国辞世，不禁一阵难过。当时便电话联系相关人员，组织撰写纪念文章，在古籍

馆主办的《文津流觞》上设立纪念专栏。 

采访结束后，我在采访提纲的框架下做一个回忆整理，聊作对国琅先生的缅怀，

更是对六十年间国家重视海外流散文物寻访，支持前辈文物人、古籍人促成海外古籍回

归的纪念。 

一、什么样的书籍才能算作是“古籍善本”？陈清华所藏的古籍善本有多重要？

为什么国家要收购这些藏书呢？ 

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 1912 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

式的书籍。这是《汉文古籍定级标准》（GBT31076.1-2014）中的表述，少数民族文字古籍

下限则划在 1949 年。 

善本最早指缮写精良、校勘无误的书本。 汉朝人已经说到，《汉书·河间献王传》有云：

“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说：“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

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校勘，故往往皆有善本。” 

清张之洞《书目答问》称：“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

细勘，不讹不误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曰足本（无阙卷、无删削），二曰精本（精校注），

三曰旧本（旧刻旧抄）。” 

黄永年先生则描述，应该把善本的概念分为两类：一类称为校勘性善本，主要指张之洞

所谓足本、精本，一类称为文物性善本，凡成为文物者都是善本。  

在上世纪遵周恩来总理遗愿，当时的版本目录学者们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录》（简

称“善本总目”）时明确善本时间划线为乾隆六十年（1795），1795 年以后有特殊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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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上调至善本。并用“三性九条”描述善本的标准，三性为：1．历史文物性；2．学术资料

性；3．艺术代表性。具备其一即可定为善本。 

陈清华旧藏分别于 1955、1965、2004 年入藏国家图书馆，三批共 125 部（件），均为

善本、善拓，绝大部分三性均备，这在过去的藏书家中实属难得。这与陈清华的背景实力密

不可分。 

陈清华（1894—1978）字澄中，湖南祁阳人。伯克利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1919 年回

国后就职于多家银行。其妻叶氏爱锦家族亦为财阀。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其收得诸多善本

的保障。 

陈清华上世纪 30 年代才开始收藏古籍善本。在以万金购得宋版《荀子》后，拜访著名

藏书家傅增湘先生，傅先生笑称：“君非以万金得熙宁《荀子》者乎？是可以‘荀’名其斋

矣。”陈清华于是便以“荀（郇）斋”作为室名。 

陈清华陆续收得韩应陛、袁克文、傅增湘、瞿氏铁琴铜剑楼等知名藏书家的旧藏，藏书

数量迅速增长，宋元善本、明清钞校稿本、珍稀善拓，逾五百部，普通善本古籍无计其数。

无论是藏书数量还是质量，在江南一带都是首屈一指的，时人将他与天津周叔弢并称“南陈

北周”，为民国间两大藏书家。 

抗战爆发后，陈清华辞去银行职务，转入学校教授经济思想史。1949 年移居香港，并

将他藏书最珍贵的一部分随身带到香港。 

大约 1951 年，有传言他将出售藏书且有海外藏家意欲收购。郑振铎先生面对中华古籍

流失海外时的慨叹“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当陈氏书一出现，时任

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听说后，便力争将这批珍贵古籍购回。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相一致的。这其中又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意义。 

1952 年底至 1953 年郑振铎致徐伯郊的信中，多次催促与陈清华洽商购书一事。如郑振

铎 1952 年 12 月 23 日的信里说道：“陈澄中的善本……是极重要的东西，必须收得”，1953

年 3 月 27 日信里又重申：“最重要的是陈澄中的书，务请能设法购到。国内收藏，重要者

已仅此一家矣。”（图 1） 

经众人携手，第一批 76 部（件）国宝，终于回家。 

2004 年，亲历 1965 年陈氏第二批书回归的丁瑜先生回忆道：“十年之后，陈氏郇斋再

次售书的消息又传到北京。这时郑振铎局长在文化部副部长任职期间因公殉职。王冶秋继任

文物局局长。王对古籍版本也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专家，深知郇斋藏书的品级质量。因此

对这批珍籍的流向十分关注。他及时报告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在总理亲自过问下依然请版本

目录学专家赵万里先生南下接洽收购。赵在五十年代洽购郇斋藏书时，已知陈氏在大陆尚有

大量的清刊本及抄校本。因此提出全部收购的建议。由于种种原因，经过两年之久，最后只

购到香港的旧拓碑帖七种、善本古籍十八种。1965 年 11 月 13 日下午，这批珍籍运送到北

京。”这批书籍碑帖虽仅有二十五种，但多为天壤间之至宝。 

幸运的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还经历了 2004 年，陈清华海外遗珍在国家文物征集款的支

持下入藏国家图书馆，再续周恩来总理 1955 年、1965 年拨库币从香港购回陈清华藏书的神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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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53年 3月 27日郑振铎致徐伯郊函 

陈清华旧藏中三批入藏国家图书馆者 125 部（件）。这些都是堪称国宝的古籍，在中华

文脉的传承中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化典籍是承载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最主要载

体，是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扬主张的重要工具，是物化了的科学思维，凝聚

了的人文意识。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一批有识之士加工阐释、条编整理古籍，并使之广泛传播

承继，正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华文明一脉相承，未曾中断，最重要的

原因就是中国人以文字记载历史、用典籍传承文明。典籍不仅承载历史信息，也承载造纸、

印刷技术等中国创造。 

这次采访我特别做了统计，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评审的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中，陈氏藏书有 55 部，在 2002 年启动的《中华再造善本》中遴选复制影印的有 39 部，

其藏书中很多为孤本仅存。如北宋刻书国家图书馆有三部，一部来自荀斋旧藏；11095 册鸿

篇巨制的《永乐大典》，目前全世界范围仅有 400 多册，国家图书馆藏 224 册，荀斋第一批

回归书中就有四册，蜀刻唐六十家集十二行本，现存世十九部，荀斋旧藏中有六部，还有被

誉为无上神品的宋浙刻《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宋刻本《荀子》、蒙古时期刻本《孔

氏祖庭广记》《歌诗编》、元书院刻本《梦溪笔谈》，还有十余部为该书最早刻本，校勘价

值高。北宋初拓《神策军碑》不仅是柳公权书法的绝品，还记载着嗢没斯与唐政府的互相支

持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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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时第二批荀斋藏书收购工作，王冶秋局长为什么会向周恩来总理报告？

周恩来总理亲自听取汇报有何涵义？ 

据丁瑜先生《郇斋携港藏书回归知见杂记》，这次陈氏收书，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已经

因公殉职。继任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也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古籍版本专家，深知荀斋藏书

的品级质量，这批虽仅有二十五种，但多为天壤间之至宝，因此对这批珍籍的流向十分关注。

那个时间段，正是国家经历了困难时期，经济刚刚起步恢复，经济状况还不好，政治局势也

不稳定。周总理一向重视文物工作，在王局长及时报告后，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并请版本

目录学专家赵万里先生南下接洽收购。 

这一批荀斋旧藏有旧拓碑帖七种、善本古籍十八种。碑帖有：宋拓《蜀石经》《二体石

经》《东海庙残碑》《佛遗教经》、宋拓残帙《大观帖》和《绛帖》，以及海内外闻名的北

宋初拓本《神策军碑》等。 

三、第二批荀斋藏书回归后，还特意办了一个内部展览是吗？据说当时这场展

览没有开幕词，也没有座谈会，就连展览室的门都一直是关着的，那为什么还

要办这样一个展览呢？ 

据亲历此事的丁瑜先生回忆，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指示下，从香港运回来这批珍贵书

帖不久即安排了一次内部展览，邀请有关中央领导和极少数的专业人员参观。地点在北京图

书馆三号楼的会议室，室中西侧和室中央摆放几张三屉桌，桌面铺上白布把新购到的碑帖书

籍平放在桌上，加上一张说明卡，标出书名、版本。由善本组和金石组指定三个人值班，展

室门一直是关着的。由赵万里主任和左恭副馆长亲自接待来宾。既没有开幕词，也没有座谈

会。徐平羽、杨秀峰、吴仲超、郑裘珍、谢国桢、王冶秋、唐弢、丁秀等知名人士都曾光临。

下午中央领导也来了，对陈列的碑帖看得尤为仔细，特别是宋拓《蜀石经》（《广政石经》）

浏览的时间是最久的。 

举办这样一个展览应具有汇报验收的性质。 

其后不久周总理调阅了这部宋拓《蜀石经》。当时已经是晚十一时，王冶秋局长、赵万

里先生、丁瑜先生将《蜀石经》送到总理处，留阅一段时间后，书完整地归还回来。 

四、国家为了收购第二批荀斋藏书花费了多少钱？重金收购的意义是什么？ 

据赵万里先生之子赵深先生回忆，1965 年陈清华藏书购回馆之后的某一天，当时任北

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主任的赵万里先生去馆里上班，下班后很晚没有回来，家人很着急。夜

里 12 点后，赵先生坐图书馆的小车回来，显得很兴奋，说今天在中南海紫光阁向周总理介

绍了新买的陈清华藏书。 赵先生说，当天总理逐书一一看过，边看边议论。赵先生曾对总

理谈到书的价格，说花了国家 20 万元港币，是不是太贵了。总理说，不要紧的！ 我们去

香港演两天戏，这钱就回来了。赵先生平时不对家人谈图书馆的事，这天实在是太激动了。

也有另一种说法，是说这批书的花费相当于当年全国大学生一年的伙食费。 

在这两批书出现的时候，都有境外的藏家关注，希望收购，国家重金收购避免了国之重

器外流，意义不言而喻。 

 12 



文津流觞                                                    2023 年第 2 期 

五、关于第三批荀斋藏书的回归，国家图书馆付出了哪些努力？回购过程可以

详细介绍一下吗？ 

2004 年 3 月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德）开始联系陈国琅先生，6 月 3

日，善本特藏部的几位一起去嘉德看这批书，去的人除了我以外，还有张志清、赵前、程有

庆等。看到这些书，大家都很激动，期待能与前两批荀斋旧藏聚合。 

9 月 9 日，这一天是国家图书馆九十五岁华诞，这天馆里邀请傅熹年、丁瑜、李致忠、

杨成凯、白化文、安平秋等先生进行专家鉴定，专家一致认为，这批书宋元本较多，质量很

高；其中的一些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名家收藏，流传有绪；名家批校题跋较多，鉴于

目前珍本古籍日益难得，建议国家图书馆考虑予以收藏。 

国家图书馆随即召开的馆长办公会上决定，据专家意见和陈家藏书渊源，向财政部申请

专款，争取陈氏书的入藏。为了争取时间，当时是以任继愈馆长名义致函财政部申请机动款

购置，任馆长饱含深情地在信中回忆前两批从香港购回陈清华旧藏的背景，并写道：这是一

批珍贵稀见的善本古籍，经过明清和近代多位著名藏书家递藏，流传有绪，建议国家斥资收

购，以与国家图书馆所藏陈氏前两批书合为完璧。避免珍贵图书的再次流散，并为中国文化

史再续佳话。 

财政部决定用国家文物局的文物征集款，由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以下简称咨询中心）

操作，10 月 16 日起，根据咨询中心要求，国家图书馆再次征求相关专家的意见。10 月 19

日，国家图书馆将相关文件送达咨询中心；10 月 21 日咨询中心根据相关程序召集专家鉴定，

史树青、白化文、李致忠、宿白等先生出具书面意见，认为目前古籍善本日益稀少，此批流

失海外的古籍不宜再散失，应予征集。10 月 25 日咨询中心形成相关文件交至文物局秘书处。 

征集的过程惊心动魄，任馆长倾尽心力，各位古籍专家、相关机构积极配合，终于在上

拍前的最后时间节点，完备了全部手续。 

 

图 2  任继愈先生、张志清、陈红彦等与嘉德公司一行合影 

 13 



文津流觞                                                    2023 年第 2 期 

11 月 2 日，陈国琅先生传真致函国家图书馆，他饱含深情地说：陈清华在海外的部分

藏书，能回归中国国家图书馆，我深信父亲的在天之灵会很骄傲，认为这是荀斋藏书的最理

想的妥善归宿。为避免市场上有可能造成的混乱，陈国琅先生将陈清华的收藏印 18 枚也捐

赠给国家图书馆，与书一同收藏。 

11 月 8 日，我和善本特藏部的几位同事从嘉德古籍部总经理拓晓堂手中取回这 23 种 56

册并数十名藏书家题跋的《江山无尽图》1 轴等珍贵文献，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激动。 

不久，国家图书馆举行简短的交接仪式，在嘉德董事总裁王雁南、总经理寇勤和拓晓堂

一行到馆后，任继愈先生把他们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表达对王总团队续写前辈传奇，将陈清

华旧藏转与国家图书馆的赞赏和感谢。并与相关人员在书前合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被

当时参加仪式的同事们珍藏着，时时瞻仰，作为对今天古籍采访保护工作的激励。（图 2） 

2005 年 4 月 18 日起，在国家图书馆文津厅举办“百川归海  泽被万代”展览，展出三

批入藏的陈氏藏书，期间陈国琅先生特别回国来现场观看，当时国琅先生满面红光、激动不

已的表情，犹在眼前。（图 3） 

 

图 3  张志清、陈红彦、程有庆接待陈国琅先生参观 

六、国家三次努力回购荀斋藏书的意义是什么？ 

历史上传世之物变卖易主，流失损坏情况时有发生。清末时期政府官员更是腐败无能，

不仅无法保护文物，更以多种手段将文物散出，谋取私利。而海外各种势力又对中华文物虎

视眈眈，八路军抢救保护《赵城金藏》，以文献保存同志会为代表的爱国人士与海外势力斗

智斗勇的文献保卫战，他们对文献、文物的保护不只是保护国家财产，更是守护国家文化命

脉。荀斋藏书由海外回归，一方面，是逐渐强盛的国家，以国家力量保护文化遗产，避免了

国宝再次外流的命运，让其免受散乱、破坏之祸，在祖国得到更好的保护、利用、传承。另

一方面这些文献、文物收归国有，放在国家图书馆，可以通过提供阅览、展览、复制、整理

等方式让民众得以观览、利用。正如国家图书馆的定位：传承文明、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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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斋藏书的回归只是缩影。上世纪 50 年代，在国家的鼓励和争取之下，出现了私人收

藏通过捐赠、转让等方式转入公共收藏单位的热潮，“百川入海，蔚为大观”。 

七、荀斋藏书回归后，国图如何保护、运作，最大程度的发挥书籍的作用？ 

首先是保护好。丁瑜先生曾介绍：“为了收藏保管这批空前集中出现的国宝珍籍，位于

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在 1956 年调整了善本书库的藏书，将原来善本书库布置的恰如宛委洞

府，琅函满架，书香拂面，卷帙盈目。书阁橱柜鳞次栉比，曲折回旋，穿行其中，如入迷宫。

1955 年新购的郇斋藏书编目后，按序排入善本库中心的小书库中……小书库中南侧排放玻

璃书柜七个，内存蔡氏捐献善本和新购郇斋藏书。北侧排放玻璃书柜八个，内存周叔弢先生

捐赠的部分善本，及潘氏宝礼堂捐赠珍籍……”这是尽力为善本典籍提供好的典藏环境。而

善本书库搬迁至白石桥新馆后，存藏环境又得到进一步完善，有了更科学的设备（比如能做

到恒温恒湿、防虫防霉）和管理。此外，还有专门的科组负责文献的修复和保护，通过传统

修复技艺和科学保护技术延长古籍寿命甚至焕发青春。 

其次是利用好。这里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即书是有寿命的，曝光于不合适的环境，

经人手翻检，都会加速其老化，也就是说阅览和保护原书在一定程度上相冲突。国图藏品入

馆之后，通过编目，登记入册，建立目录供读者检索；之后拍摄成缩微胶卷，供到馆读者使

用，减少原件提阅以保护原件。同时通过展览让这些珍本走出地库，出现在寻常百姓的眼前，

让大家了解，共同保护古籍。国家图书馆还有计划地揭示，采取影印出版、高仿等多种复制

手段，将书化身千百，既满足读者对古籍的需要，又尽量少动原书，延长其寿命。 

以陈清华藏书为例，我们馆和上海图书馆、嘉德合作编纂了《祁阳陈澄中旧藏善本古籍

图录》，也编辑了《文津流觞》的专刊介绍荀斋藏书脉络与其中珍品的情况，近年来，国图

古籍馆还在编写陈清华藏书书志，对其旧藏做更深入的研究和介绍。最近发布的《永乐大典》

高清影像数据库中仅发布 40 册，其中 2 册是陈清华的旧藏。而百部经典、国学基本典籍丛

书、蜀刻唐人文集的出版也多次使用荀斋旧藏。在“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

成果展 ”展览上还复原《神策军碑》，之后几家出版机构出版《神策军碑》，方便了利用。  

作为古籍工作者，古籍保护的从业人员，经历了这一次次的重要珍贵古籍海外收购，可

以说是一生的荣耀。宋本《思溪藏》从国外回流、陈国琅古籍收购、2008 年国家文物征集

款又购回加拿大华人手中的一册《永乐大典》，还有 2014 年 10 月三件早期印刷品入藏国图，

包括接回法国马克龙总统赠送习近平主席的《论语导读》。有时在整个过程不分昼夜，心情

忐忑。但是党和政府的不遗余力、国家图书馆前辈们的前赴后继，我们的国图精神——不遗

余力蒐藏以及保护古籍的职业信仰时时激励，为古籍续命、让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成为职业自

豪。 

近年撰写的几篇文章，题目都冠以“永远”，写冀淑英先生的“永远的女先生”，写丁

瑜先生的“永远的怀念”，纪念傅增湘先生的“永远的藏园”……用科学和爱让古籍延寿，

让古籍蕴含的中国精神、中国故事在充满挑战、充斥诱惑的生活中通过我们的作为激活，这

也是为千年古籍续命的古籍人的光荣与梦想、使命与担当。 

让承载着中国人精神的古籍走向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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