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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寒风凛冽，尽管雾霾笼罩，
新年的钟声仍给我们的心灵以莫大
的回应，甜蜜又温馨。

回望 2007，古籍保护迎来了最
明媚的春天；转眼十年，“古保”
步履紧凑又扎实：古籍普查，古籍
数字化，古籍人才培养，古籍修复
技艺传承，古籍收藏的广泛性和深
入性……一个个脚印，记录下了那
么多。从沉睡到活起来，这十年，
让古籍焕发新生。馆藏在书库的，
散落在少数民族的，以及遗存在寺
庙、道观的，包括民间收藏的一批
批珍品，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一部部濒危古籍，得到越来越科学
的保护；从专家学者到普通工作者，
从年长者到年幼者，都在向着一个
方向努力前行。

但，路漫漫其修远兮，古籍保
护依旧期待大众的参与。2017 年岁
首，《古籍保护专刊》在这个充满
梦想的时代诞生，我们有感于肩上
的重任，致力于记录下古籍保护路
上的点点滴滴，让古籍之声传遍华
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让中华民族
的优秀文化熠熠生辉。《古籍保护
专刊》是一方“人间千帐灯”下的
阵地，一片经典回潮声中的平台，
2017，一起前行。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周年之际，
《藏书报》总编王雪霞女史决定正式在该
报推出“古籍保护专刊”，预计 2017 年
将有一百版面世。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
的事，本身就说明古籍保护已经逐步深入
人心，成为业界和百姓共同关心的话题，
可喜可贺！

回顾新世纪古籍保护的历史，我认为
它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工人的保护”、
“古籍专家的保护”，到“科学家、古籍
专家和非遗传承人共同的保护”，目前也
闪耀着第四个阶段——“民众自觉的保护”
的曙光。

十年前，全国图书馆古籍修复人员的
最高学历是大专，人员老化，后继乏人。
普遍看法认为修复者就是修复工人，自己
不懂书，要古籍专家告诉他们修什么，如
何修。“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正式实施，
标志着党和政府把古籍保护和传承提高到
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也说明一批古籍专
家学家对古籍保护加以青眼，认真思考和
改变古籍保护面临的突出问题，如家底、
人才、收藏环境、修复、再生性保护和开
发利用等问题。但从当初“全国古籍保护
工作专家委员会”的组成看，多数还是从
事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的文献家，修复专

家只有一人，科技和计算机专家只有寥寥
数人，说明了科技和工艺尚在边缘，也说
明当时的古籍保护还是古籍整理出版的延
伸地带。随后几年，古籍保护事业得到了
飞速发展：上千家古籍收藏单位改善了古
籍保护环境；一批本科硕士进入古籍修复
领域；超过 2000 家单位开展古籍普查，一
批珍稀孤罕的古籍得以发现和揭示；仅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就为 1700 多家单位培养
培训了近万名古籍保护人才；古籍影印再
造、数字化和推广利用蓬勃发展。特别值
得重视的就是先进科技和工艺技术在古籍
保护领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2014 年，
以复旦大学成立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为标
志，一批物理、化学、生物、材料、信息
领域的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共同参与古籍保
护；中山大学也开展了中西方古籍修复工
艺比较研究和西文修复人才培养；南京艺
术学院把艺术学与古籍修复结合起来，以
提升古籍修复成果的艺术水准。这些都是
划时代的进步，也标示着古籍保护学科体
系开始建立。

2015 年初，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成立。
这个行业大家庭的出现凸显社会资金、社
会力量参与古籍保护的积极性，也说明民
间在古籍鉴定、收藏、保护、传播、利用
方面，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看，都达到了
较高水平。《藏书报》“古籍保护专刊”
就是在这重要时刻应运而生的，闪耀着“民
众自觉的保护”这个即将来临时代的曙光。

必须指出，古籍收藏单位的广大古籍
工作者永远是文化遗产最坚定的捍卫者。
这里面有“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倡导和
开拓者周和平先生，有数十年如一日潜心
钻研文献的李致忠先生，有刚下手术台就
用手机指导学员掌握修复关键技能的赵嘉
福先生，有把各学科结合起来打造古籍保
护新学科的杨玉良院士，有尼泊尔大地震
刚发生就背着氧气瓶到海拔最高的寺庙去
普查古籍的尼夏先生，有访碑途中因伤致
残仍然坚守藏书文化的韦力先生 , 有从美
国归来致力培养古籍保护人才的沈津先
生……这样的人和事迹不胜枚举。他们创
造了昔日古籍保护的辉煌，相信有更多的
人去创造古籍保护的明天。《藏书报》就
是明天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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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 2016 年 12 月，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2015
级图书情报专业古籍保护与修复方
向专业硕士生赴韩国进行了为期一
周的教学实践，先后考察了仁寺洞
文化街（古书店“通文馆”等）、
韩国成均馆大学图书馆与尊经阁、
高丽大学图书馆、韩国国立文化财
研究所、国立博物馆、首尔大学图
书馆及奎章阁、延世大学图书馆等，
了解了韩国古籍保护与修复、收藏
与整理情况。

仁寺洞满是韩国特色
12 日下午，我们到达韩国首

尔，短暂休息后，即奔赴仁寺洞。
仁寺洞在朝鲜时代（1392-1910）
是官府和两班私宅密集的地方，后
来没落的两班把家中的物品拿出来
卖钱，于是这里就应运而生了一
些古董店。渐渐地，仁寺洞古董街
又有了展销古董的画廊和相关联的
店铺，这里也就发展成买卖文化商
品的文化街。漫步在中央大街上，
道路两旁可以看到许多画廊、艺术
品店，还有不少售卖韩服、陶瓷、
旅游纪念品的特色店铺和传统小吃
店、茶馆等，琳琅满目，满是韩国
特色。在这里，我们还特地考察了
华峰古籍收藏与拍卖行，看到了展
出的历代高丽活字版本图书。

成均馆尊经阁
在建人物关系数据库

13 日上午，一行人首先来到成
均馆大学 1398 年建立的成均馆古
建遗址，17 世纪初重建的明伦堂、
大成殿和文庙碑均保存完好，其中
明伦堂还保留着明万历三十三年
（1605）由金陵朱之蕃题写的匾额。

随后，我们来到了成均馆大
学图书馆，这所古老大学以“仁、
义、礼、智”为校训，“成均馆”
名字来源于“成人材之未就、均风
俗之不齐”。收藏古籍的尊经阁在
2000 年始称为东亚学术文化院，十
分重视古籍中的族谱研究与户籍资
料数据库建设，正在建设的人际联
系查询系统，目前已完成十分之一。
在现代对古籍善本的衡量标准——

“三性”中，极为重要的一性即“学
术资料性”，学术因蕴含人的系
统思想而称之为学术，成均馆尊经
阁利用古籍中的人物关系建立数据
库，可谓是古为今用、化藏为用的
典范，平衡了古籍的保护与利用。

高丽大学馆
兼顾“藏与用”的典范

下午，我们访问了高丽大学。
首先参观了高丽大学百年纪念馆，
馆中展出有刻书木板和出版汉韩字
典所用的铅活字等，还有幸调阅了
元刊本《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
等藏本。

随后，我们参观了馆中的贵重
书库（收藏 1592 年前的文献）。
书库采用恒温恒湿环境，所有古籍
都采用横放。古籍部具博士向我们
介绍了高丽大学图书馆对于古籍善
本与普本的年代划分、古籍借阅和
修复状况等。具博士表示，修复古
籍是为了更好地使用，目前修复的
古籍至少能保存百年，百年后希望
有更好的修复技术，使古籍的寿命
再延长。在古籍借阅上，高丽大学
图书馆也来者不拒，尽可能满足读
者的借阅需求。目前，在尊崇传统

文化思想潮流下，高丽大学图书馆
查阅古籍的读者平均每天都有十位
左右。

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
用科学的数据助力修复

14 日一早，我们出发前往大田
市，访问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
研究所主要负责韩国文物的分析检
测以及修复工作，分为石器保护分
析室、木材料分析室、纸本文献修
复室等。如果韩国各博物馆等机构
有文物修复需求，都会送到研究所
修复。在这里，首先会针对送来的
文物进行取样检测分析，收集相应
的数据后再分门别类送往各个修复
室里进行修复。我觉得这是值得借

鉴的地方，其实不仅仅是古籍，任
何文物在修复之前，有了科学的数
据和理论支撑，再加上修复师的“妙
手回春”，才能保证文物得到最好
的保护。

在纸质文献修复室里，共有五
位修复师。我们注意到，他们用于
修复的纸张与书页颜色相差较大。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种纸是专门
用于修复的，是一种较薄的皮纸，
因为能保存很长的时间，一般都用
作补纸。在修复古籍的时候，一项
重要的工作就是选配补纸，选择材
质相同，颜色相近而比原书页颜色
稍浅，厚度比原书页略薄的补纸为
最佳，这样修复出来的古籍整体看
来会较美观，达到“修旧如旧”的
原则，同时相同的材质也使古籍较
易保存。之后还看到了一件从博物
馆送来修复的朝鲜时期士兵的衣
服，旁边有一位女史在做修复前的
记录报告。

首尔大学奎章阁
展中国失传孤本小说

午饭过后，我们回到首尔市，
参观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该馆主
要展出韩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遗
物，藏品约 10 万件。在这里，我
们欣赏了博物馆的古籍、书画以及
拓片，其中小字本的《大陀罗尼经》
和《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合刻本尤
为吸引人。

15 日，首尔大学之行从奎章阁
开始。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国学研
究院收藏了原皇宫及高丽大学的古
籍善本。首尔大学 1945 年前的古
籍也都存于奎章阁。阁中正在展览
的古籍为高丽历代典籍以及中国已
失传的孤本小说《型世言》，另有
雍正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等。
正在首尔大学访问的复旦大学朝鲜
韩国研究中心主任郑继永教授陪同
翻译。

首尔大学中央图书馆现任馆
长是建筑系教授，亲自参与新馆设
计。新馆 2015 年建成，新老楼建
筑融汇一体，大约各占一半体积。
修复室采光极佳，修复工具陈列整
齐，修复浆糊浸水一年后放冰箱再
取用。馆中另辟有习近平书记的捐
书阅览室。

16 日一早，我们出发访问延
世大学图书馆，中文系的金铉哲先
生全程陪同。据介绍，该馆馆藏古
籍十万余册，其中中国古籍约一万
册。在他们珍贵古籍书库里，我们
有幸看到了高丽两宋时期的佛经、
明代铜活字印本以及明清时期的高
丽本。图书馆新旧馆舍建筑相融合，
十 分 有 特 色， 多 样 的 Little Room

的设计也很好地满足了不同学生的
需求，极为人性化。

学习、思考，
考察之行不说再见

相比高丽大学、首尔大学、延
世大学图书馆，早前访问的日本早
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在馆藏古籍的
修复问题上则显得更加灵活。早大
图书馆不仅设有专门的修复人才，
在珍贵古籍破损严重状况时，还会
外包给古籍修复工作室，指定修复
方法，修复完成后再进行验收。如
果是十分贵重的古籍，一般会通过
竞标的方式向修复工作室招标，选
择规模大、技术好、名望高的公司。
对哪些部分进行修复、用什么修复
技艺、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等都
会通过合同进行规范。

纸张、活字、修复技术、科技
检测、古籍的藏与用、图书馆新与
旧的融合，都在短短五天中完美呈
现。科技的不断发展，也将不断影
响、融入与带动传统古籍修复技术
的发展，修复技术的不断进步也将
更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始终保
持学习的姿态，致力于古籍保护的
有利环境与先进技术研究，是我们
迫在眉睫的任务，也是我们的历史
使命。

此行之前，复旦大学中华古籍
保护研究院第一批专业硕士还考察
了扬州古籍线装公司、浙江图书馆
（全国古籍普查项目）、湖州湖笔
博物馆、安徽泾县宣纸生产基地、
安徽绩溪徽墨生产地、日本奈良福
西手工造纸坊及高校古籍部等，与
古籍保护相关的多个领域都有涉
猎，对纸张、墨、古籍保存环境、
古籍利用、古籍修复等有了综合全
面的认识。我们都期待着，不仅能
成为古籍保护与修复的“良工”，
也能助力使古籍中的文字与思想活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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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复旦大
学成立国内首个“中华
古籍保护研究院”，这
是由复旦大学图书馆率
头联合各院系共同组建
的学科平台，以促进古
籍保护高层次人才的培
养。自 2015 年首届古
籍保护与修复方向专业
硕士入学以来，古籍保
护研究院十分重视学生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修
复、破损率调查、考察
参观等，给学生提供了
多种学习实践的机会。

近日，复旦大学中
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组
织学生赴韩国进行为期
一周的教学实践。“希
望通过对韩国四大高校
及文化遗产研究院、私
人藏书家的实际考察，
让学生初步了解韩国古
籍收藏与保护状况，促
进了两国间古籍保护材
料与技术的相互了解。”
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杨
光辉介绍说。

2017 年 1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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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十周年，这十年来，从国家到地方，从公藏到私藏，从官方到民间，从保护到利用，都涌现
了许多可圈可点的进步及成果。新的十年，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古籍保护将如何再接再厉、再登高峰？让我们共同期待。

本期特邀专家：
沈　津：著名古籍版本学家                                                               李国庆：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研究馆员
周德明：上海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全　勤：南京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2016 年 1 月 9日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 10 年来，
做了很多系统性的工作，这些工作的
展开，一方面在于领军人物的策划推
动；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各省市古籍
保护中心的专职人员所做的工作。特
别有意义的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
了解全国各地古籍收藏、保护情况，
开展培训班之外，还把触角延伸到了
过去有所忽视的寺庙、道观。

这十年里，还设立了国家级古籍
修复中心、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
地、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等古籍保护
平台，例如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
究院和中山大学古籍修复基地，从研
究的角度、人才培养的角度把古籍保
护提升到了新高度。比如，中山大学
古籍修复基地规模宏大，组织了很多
系统培训，将图书馆人员、专业领域
研究人员、收藏家三方面的人结合起
来，对古籍保护产生推动。

从民间来看，私人藏书家作为一
种前进的力量，不可低估。有些私人
藏家的手中甚至有公共图书馆没有的
珍本，比如上海王德，他的藏品仅六
朝写经就有 10 多卷，很完整，都是他
从日本买回来的，这就是一种回归。
对私人收藏家来说，要传承中华文化，
就应该让古籍回归，之后拍卖也好，

捐赠给图书馆也好，至少留在了中国。
事实上，私人收藏对古籍的保护

是多方面的，比如，河北藏家赵俊杰
收藏的清末民初的小本子就填补了馆
藏里不受重视的空白点。

比 如， 香 港 藏 家 林 章 松 收 藏 有
2000 余部印谱，比国家图书馆、上海
图书馆所藏都多，有些破损的，他还
自己修复，对古籍印谱的保护做了大
量工作，是图书馆人所没有做到的。
他著录的材料不仅包含印谱的书名、
卷数等，还包括刻印的篆刻家，即使
是不知名的篆刻家，他也可以通过蛛
丝马迹揭示出来，然后公开，免费分
享给有需要的人。还有励双杰，专门
收藏家谱，曾写过有关家谱《书眼》
的文章，也从来没有人做过。他从自
己的 2000 多种家谱当中，不断地有新
发现。

私人藏书家是一种前进的力量。
他们有的藏书质量比图书馆还要好。
比如，王德就是一个无师自通的收藏
家，他的东西都是最好的，可以摆成
盛宴；有的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对自己
的藏品进行研究、挖掘，比如林章松。
比起图书馆的人员被动地研究，他们
的力量更显了不起，所以希望有更多
机会让这些藏家受到关注。

沈津：
私人藏书家是一种前进的力量

中国图书馆学会有一个古籍整理
与文献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来自公共
和高校图书馆，他们是当代图书馆古籍
工作者的代表，所从事的古籍研究工作
也具有代表性，我们仅以 2016 年为例，
晒晒他们的成绩单。

复旦大学图书馆吴格研究馆员，
取得多项古籍整理出版成果，包括：《金
石学稿抄本集成二编》（27 种）、《中
国古代书目题跋丛刊》（10 种）、《续
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方志部》、《复
旦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目录》校订、《上
海图书馆藏稿本日记汇刊》（30 种）、

《日本藏中国古籍综录》等。用力之深，
成果之多，份量之重，超乎想像。

南京图书馆徐忆农研究馆员，一
年中夜以继日，从事自己喜爱的古籍研
究工作，取得的研究成果甚多，发表《东
亚彩印版画的传播与影响》等 4 篇研究
论文；参加《中华珍贵典籍史话丛书》
编纂与审核书稿等 5 个研究项目；尤其
是主持海峡两岸第三届玄览论坛，在海
峡两岸产生积极影响。

武汉大学刘家真教授，是古籍保
护领域重量级专家，撰写一部古籍保护
研究专著《古籍保护原理与方法》。国
家图书馆苏品红研究馆员，承担完成了
《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圆明园

卷初编）。国家图书馆王红蕾研究馆员，
多年从事寺院藏书研究，2016 年取得
了新的研究成果，《灵隐书藏与寺院藏
书》，在《古籍保护研究》第二辑发表。
云南图书馆王水乔研究馆员，2016 年
主编《云南护国运动史料汇编》和《云
南抗战文献史料选编》两套历史文献丛
书。中国科学院罗琳研究馆员，在主编
完成了皇皇巨制《四库提要著录丛书》
之后，撰写了《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编
纂札记系列文章。复旦大学图书馆特聘
研究馆员沈乃文，撰写了《赵万里先生
之版本学》等 3 篇论文。上海图书馆黄
显功研究馆员主编《合众图书馆丛书》
7 卷。河南大学图书馆李景文研究馆员
主编完成《民国教育史料丛刊总目提
要》一书。天津图书馆李国庆研究馆员
主编两部古籍文献丛书：《四库全书卷
前提要四种》《天津地区图书馆编印旧
版书目汇刊》。

这几位委员取得的成果，是在多
年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可谓厚积薄
发。我想，作为一名年轻的图书馆古籍
工作者，倘若怀有投身于古籍事业之
志，倾注足够多的热情，在平凡的日常
工作中，又善于发现、善于积累，善于
总结，那么在不知不觉中，业务工作就
会有质的飞跃。

李国庆：
挥别 2016，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新年伊始，各个单位和个人都在忙
着做总结和规划，对于江苏省古籍保护
工作来说，2017 年有六件事是重中之
重。其一，全力推进古籍普查登记工作，
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全面完成。江苏
共有 156 家古籍收藏单位，书目总量达
20.5 万册，目前已有 18 万条数据完成
登记录入，超过全省古籍总量的三分之
二，提交数据在全国名列前茅。尽管如
此，古籍普查工作仍任务繁重，除完成
普查工作的 32 家单位以及参加可移动
文物普查的 81 家单位外，尚有 43 家单
位还未能完成普查登记工作，其中有不
少单位还没有开展此项工作。

其二，联动江苏省各市（县）级古
籍保护中心，充分发挥市级古籍保护中
心的区域性统筹与指导作用。江苏省古
籍藏量丰富，收藏单位众多，专业人才、
物力资源分布不均，在古籍保护工作中，
2017 年将继续推进“三方联动模式”，
即由省中心在全省组织、安排，在高校
招募选拔古籍保护志愿者，对志愿者进
行岗位培训，由省中心专业人员带队去
基层单位开展古籍普查。

其三，加大人才培养力度。2017 年，
江苏省将充分发挥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
训基地作用，与南京艺术学院、金陵科
技学院、莫愁中等专业学校合作，积极
开古籍版本鉴定、古籍编目、古籍修复、
古籍数字化等不同专题、不同层次的培

训。同时，充分发挥大中专院校古籍保
护专业人才优势，积极组织“古保”志
愿者，赴全省基层古籍收藏单位，举办
古籍普查登记实践培训班，帮助完成其
古籍普查登记工作。

其四，持续推进古籍保护科研工
作，力争形成重大科研项目的中期研究
成果。目前，江苏省社会科学重大基金
项目“江苏经籍志”和江苏省省委重大
文化工程“江苏文脉”都将逐步进入研
究中期。根据工作方案，2017 年将全
面推进江苏省古籍书目收集整理、书志
撰写、专题提要撰写等，力争形成课题
研究的中期成果，为江苏文化资源的挖
掘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

其五，加快古籍原生性保护和再生
性保护工作。2017 年，江苏省古籍保
护中心要在提升硬件条件的基础上，启
动重点修复项目，并以此带动人才培养
和提高修复业务水平，为全省古籍修复
提供龙头示范指导作用。同时，要继续
加快古籍整理出版和古籍数字化进程，
为社会提供更加丰富的古籍资源服务。

其六，丰富古籍保护宣传方式，营
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通过与当代文化相
适应、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活
动宣传古籍，加大古籍保护宣传推广力
度，提高公众古籍保护意识，推动形成
全民了解古籍、阅读古籍、保护古籍的
良好氛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全勤：
2017 年做好“古保”六件事

2007 年 2 月，文化部在京召开全
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全面启动古籍
保护工作，到 2017 年，已经有整整十
年了。“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上海
市准备通过一个展览、一本图录、一
场竞赛、一系列会议来进行回顾，总
结经验，找出不足，做好下一个十年
的工作。”上海市图书馆副馆长、研
究馆员周德明告诉记者。所谓的一个
展览、一本图录，即上海市古籍保护
中心十周年成果回顾展及“上海市古
籍保护成果图录”，要把古籍保护中
心各个成员馆的馆藏特色展示出来，
尤其是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珍品；而
一场竞赛，则是延续之前的传统，组
织第四届古籍修复中青年竞赛；当然
还有一系列围绕着古籍保护展开的会
议。“古籍整理保护要靠一代一代人
不断地努力，十年不是终点，但是一
个重要的节点，我们有必要做一个总
结。”

在这十年里，上海市古籍保护工
作特色鲜明、进展喜人。一方面，按
照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要求，在古籍
普查及编目上传方面紧跟进度，目前，
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已经完成
普查工作，华东师范大学等也即将完
成，全市已经做好基础整理工作。其
次，根据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上海
图书馆的特点加强古籍保护工作，比
如，每年都会组织一场馆藏文献精品

联展，并配合研讨会、出版书籍等系
列活动，既做好了馆藏文献的整理保
护工作，也尽到了揭示馆藏、服务大
众的职责。从 2007 年至 2016 年，每
年联展都有不同的主题，如 2009 年家
谱文献展，2010 年馆藏宋本展，2011
年中国文化名人手稿展，2013 年尺牍
文献展，2016 年翁氏藏书展，等等……
针对这些特色主题展所出版的书籍，
还多次获得了上海市、华东六省，乃
至全国古籍整理方面的大奖。

围绕着古籍整理与研究，上海图
书馆培养了一系列的古籍修复及整理
研究人才，这些人才已经由上海走向
全国，不少地方图书馆、传习所等都
邀请他们授课教徒，如中山大学图书
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以及重庆、湖北、
辽宁等地的传习所，等等，真正推动
了全国古籍保护和整理工作的进展。
为了培养接班人，上海图书馆也制定
了一系列人才培养计划，为年轻人提
供多种学习交流的机会和研究经费，
以及组织每两年一次的古籍修复中青
年竞赛等，都便于他们脱颖而出。

“上海是全国古籍重镇，未来我
们要发挥各系统在古籍方面的所长，
进行跨系统的资源整合。比如，上海
有一些科学院图书馆、中医药大学图
书馆、上海图书馆都有医学方面的古
籍，我们下一个五年会联合各单位进
行整理。”

周德明：
撸起袖子，埋头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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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韦　力

废置已久的“方氏九间楼”。

他一生致力于编辑桐城派作者的
文章，使得散落在各处难以查得的妙
文汇集在一起；且有藏书之好，修建“九
间楼”，藏书上万册，这个人就是桐
城派的后人方宗诚。

书声朗朗“泣贼人”

方宗诚的父亲方松也是位读书人，
虽然家里贫穷，白天需要出去劳作，
但他仍坚持夜夜读书，最喜欢读的书
是《太上感应篇》和陈宏谋的《训俗
遗规》。那时候，灯光昏暗，方松到
了中年，眼睛就不行了，但他仍然好
学上进，就让儿子方宗诚给自己读书。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方宗诚
对文章极有兴趣。方松觉得自己这个
儿子很可能有大出息，于是就咬牙凑
钱给他请了位师傅，这位师傅就是许
鼎（字子秀，号玉峰，晚年更名鲁，
清代桐城人，工诗善书，能文章，著《正
志》《正学》二录），他的很多话对
方宗诚的成长影响较大。

咸丰年间，太平军多次攻打桐城，
方宗诚便在鲁谼山建起了避难所，将
其起名为“柏堂”。他在柏堂继续读书，
可能是为了有经济收入，也在这里教
学，方宗诚说，“余避乱之室名柏堂，
为诸贤聚晤之所”“避乱以后，颠沛
流离，儿穷经学古不懈，每夜必至三
鼓。暑热即偕诸友诸弟坐卧竹榻上，
或水石之间，背诵经书古文，声朗朗
彻山谷”。在这种危险困难的境地，
竟然坐在大山之中背诵经书和古文，
这集体背诵的声音响彻在山谷里，难
道不怕被太平军抓住？方宗诚说，这
些贼人们确实听到了：“咸丰甲寅冬，
臧牧庵孝廉之败于桐也，存庄窜至余
家，时夜漏数十下，贼烽四逼入谷口，
闻儿读书声，叹泣曰：此天人也！”

这些贼人们听到了孩子们的朗朗
读书声，竟然感动地哭了。想想这一
幕，真有画面感，这才叫真正的惊天
地泣鬼神，噢，不应当称作“鬼神”，
应当改为“泣贼人”。

直达天廷《俟命录》

方宗诚躲在大山里也不是天天教
孩子们朗诵诗文，他也在写自己的重
要著作，这部著作就是《俟命录》。
此书堪称方宗诚的代表作，研究了天、
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动乱的原因，
其中心思想，按照方宗诚自己的说法
则是：

“大难之兴，虽曰玉石俱焚，然
以余历观古今，真能为天地任参赞之
责者，断不在劫数也。惟忠义之士，
致身效事，然此乃支撑纲常、扶持正气，
不得谓遭劫。若夫有学有守，有猷有为，
出可以安社稷，处可以传斯道者，此

天心所赖以常存，人道所赖以不息者
也。自能历劫不磨，人可不自勉哉！”

山东布政使吴竹如看到这部《俟
命录》，认为讲得很有道理，就推荐
给了大学士倭仁；倭仁也觉得这部书
思想正确，于是就摘录了部分内容讲
给皇帝听，这使得方宗诚的名声直达
天廷，京城的学人都知道了有方宗诚
这么一位人物。到了同治元年，方宗
诚成了河南巡抚严树森的幕僚，替严
树森写奏折。再后来，曾国藩被任命
为直隶总督，于是推荐方宗诚当上了
枣强县县令。曾国藩为什么要推荐方
宗诚呢？还是因为《俟命录》，书中
有不少的地方都提到了曾国藩领导的
湘军跟太平军作战的情况。

据说，方宗诚是位清官，卸任回
家时，当地老百姓赠送的礼品他一概
不收，只让属下挑着四大担自己的藏
书回到了家乡。然而回家之后，他的
儿子方守彝帮他整理运回来的藏书，
却发现这些书里面夹着许多金片和银
片，儿子马上问父亲是怎么回事，方
宗诚支吾一番说不出话来，儿子就看
着这些金银片落了泪。方宗诚只好告
诉他，这都是自己的下属还有好朋友
送的礼品，他不想要，但是朋友们一
再劝他拿点钱回家去作生活用，并且
他还有很多著作没有刊刻，也想用这
个钱作为刻书之资。据说方守彝听到
父亲解释之后，义正辞严地跟父亲说，
不能这样做，用受贿来的钱印自己的
道德文章，这会让书中的光辉思想受
到污染，还说应该把这些钱送回枣强
县，在当地捐资助学。方宗诚听到了
儿子的话后，特别感动，他觉得自己
有这样的儿子值得骄傲。

藏书万册“九间楼”

方宗诚回到桐城之后，就在勺园
建起了自己的藏书楼，楼名叫“九间
楼”。藏书楼建得不小，可惜没有《藏
书目》留下来。据说勺园曾是“张宰
相家的西宾之所”，后来桐城派的祖
师之一刘大櫆也在这里讲过学。可能
是这个原因，方宗诚极为看重勺园，
在此藏书、讲学、著述。九间楼的藏
书量我仅查到了这么一句话：“传九
间楼藏书上万册。” 

方宗诚在勺园中写了不少的书，
但桐城派作品的集大成者——《桐城文
录》，却早在勺园修建之前就开始编辑。
咸丰二年，他跟戴均衡开始收集资料，
后来太平军打到了桐城，当地的很多藏
书都被焚，戴均衡也死在了外地，使得
《桐城文录》的编辑被迫中止；后来方
宗城在鲁谼山避难之时仍然在编此书；
再后来，他在朋友方宗屏和弟子萧穆的
帮助下，终于编完了这 76 卷本的《桐
城文录》。此书收录了 83 位桐城派作
家的作品，后来他的弟子萧穆又在此基
础上继续搜集，用了 30 年时间编成了
264 卷本的《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因此，
方宗诚对桐城派在文章的编辑方面做出
了挺大的贡献。

岁月静好“勺园”居

由桐城中学步行至勺园约十几分
钟，勺园在小街左手边，园门口上面
有“勺园”二字，旁边墙壁上镶有文
物标牌“方氏九间楼”。勺园大门虚掩，
由门缝中可以看见里面是个小菜园，
小菜园后面为一栋老房子，两个孩子
在圆形门口玩耍。大着胆子推门而入，
园中种着几种不同的蔬菜，还有一块
巨石和假山，角落里有一口古井，两
个孩子在月洞门口跳来跳去。月洞门
后是一个极小的天井，然后是一个前
后无门无窗的过厅，过厅两边皆是旧
时木板，木板墙上分别贴有崭新的世
界地图和中国地图，靠墙而放的是上
世纪 80 年代的旧时沙发及八仙桌等物，
一切皆流露出旧时岁月的味道。厅后
又是一天井，天井处屋檐下有几块大
石，看得出是旧时厅堂内立柱下的基
石，有些尚有花纹。两个男子坐在屋
檐下聊天，据说里面住的都是方家后
人。不一会儿，里面出来一位 60 岁左
右的阿姨，我向她问好，说明来意，

称特意来访藏书楼，她其和善地说：“就
在上面，以前就是藏书楼，但是现在
什么都没有了，你自己上去看看吧。”

楼梯极窄极陡，仅容一人上下，
而且几乎是立着的，又堆满杂物，灰
尘扑面，显示废置已久，光线亦极暗，
仅由木板间漏些光线进来。楼梯上面
是阁楼，左边小间里堆着一些不知何
物的杂物，右边比较开阔的阁楼里较
为空旷，正中一个木厢，脚下则是条
状木板。略走两步，听得下面阿姨大
声说：“你小心一些啊。”忽然意识
到下面是人家的正房，也许是卧室也
未知，如此行动，楼下必然灰尘扑落，
故不敢行走，拍下几张照片就下来了。
阿姨说当年这里就叫勺园，一排房子
共有九间，故称九间楼。她还说：“现
在政府已经保护起来了，但修理什么
的还是自己掏钱，比如尚在的瓦呀，
保护就是不让拆的意思。”

说话间，一个年轻姑娘走了过来，
我又向她询问方宗诚与方东树可是一
脉？她告诉我，方东树与方宗诚是一
族的，但与方苞又不是一族：“桐城
有三个方，三个方是不相关的，分别
是鲁谼方，就是我们这一支，又叫猎
户方，因为这一支在山里，以前是打
猎的。方苞他们是桂林方，还有一个
叫会宫方。我们这一支还有一个作家
在北京，前几年刚刚去世，叫舒芜。”
那位小姑娘提到的“舒芜”本是方管
的笔名。方宗诚应该算是方管的曾祖
父，而马其昶则是方管的外祖父，马
其昶的女儿就是方管的母亲，可见方
管的的确确是桐城派的正传。对于勺
园，方管曾有这样的说法：

“勺园今已无知者，也是当然。
今人只知九间楼、凌寒亭、方东树家庙，
其实那都是勺园的一部分。因为大门
没有了，一部分又成为荣军学校的房
屋，所以‘化整为零’了。归化厅尚完整。
勺园即在其南。”

离开时，走出月洞门，看见门口
的小菜园以及刚才进来时的小院门、
两扇门板后的门栓，一切如此亲切静
谧，能够保留到现在，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