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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阶段  新作为新阶段  新作为
十方面举措推进古籍保护工作十方面举措推进古籍保护工作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国家主持的古籍保护工程，从 2007 年实施至今已经 13 年有余。过去的 13
年中，尤其是“十三五”期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成效显著，古籍保护工作推进速度加快，成果突出，亮点很多。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以及 2035 年远景目标，擘画未来，同时也为文化发展提
出新要求。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站在新起点，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新要求，古籍保护工作又将如何开展？身
为古籍保护工作者，期待达成哪些规划目标？本报推出特别策划·展望“十四五”，邀请部分业内专家回顾各地古籍保护
工作成绩，并谈谈对“十四五”期间古籍保护工作的一些设想。                                           （详见第 9—10 版）

“十三五”期间，上海图书馆的古
籍保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进展，主
要亮点有：完成了馆藏古籍普查工作，
发现了一批珍贵的古籍善本，补充了馆
藏，完成了本馆古籍登记目录的编制，
现已交付出版；古籍修复工作成绩显
著，修复数量名列国内前茅，与上海三
所高校、中专，建立了校馆合作教学，
培养修复人才；古籍展览机制日益完
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上海图书馆
在“十三五”期间共举办古籍类的文献
大型年度精品展览 4 个，特展 6 个）；
古籍数字化持续推进，完成家谱、地方
志、碑帖、尺牍等文献扫描 306 万拍，
在互联网上公开古籍达 8000 余种；在
做好基础整理的同时，古籍的研究和整
理出版成果持续不断，申报成功了两项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三个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完成结项，参与的两个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一个已结项、一个在研
中，出版了自主编纂的馆藏古籍文献近
千册，馆员个人著作 10 余种；同时，
馆藏古籍资源建设持续推进，取得了显
著进展，以家谱为例，共采购和接受捐
赠达 9811 余种，65574 余册，上海图书
馆还派员赴美，接受了翁同龢后人翁万
戈捐赠的一批珍贵文献与手稿；在古籍
保护宣传方面，开创了媒体多元、报道
深入、传播持续的新景象，重要影响的
报道曾有上海电视台“看看新闻”频道
直播 8 小时、“诗书画”节目连播 10
天的“古籍今读”专题节目，本馆古籍
修复被多次拍摄了专题片，多位员工成
为图书馆的“网红”人物。这五年的报
道量之大前所未有，提高了社会对古籍
保护事业的关注度。虽然取得了一些成
绩，但是我认为，上海图书馆开展的这
些工作与人民群众和专业读者对古籍日
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还有差距，我们在新
阶段还须有新作为。

上海图书馆在“十四五”期间的古
籍保护工作，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
的党中央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指示为指导思想，落实《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中“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加强文物古籍保护、研究、利用”的要求，
主要在以下十个方面重点开展古籍保护
工作。

第 一， 以 国 家 重 大 社 科 基 金 课
题《1949 年 以 来 中 国 家 谱 目 录 的 编
纂》和《徐家汇藏书楼珍稀文献整理与
研究》两个项目为抓手，加强家谱和西
文古籍的研究工作，完成一系列阶段性
成果，以此带动整个馆藏古籍的整理和
研究。

第二，开展《上海图书馆藏古籍善
本书志》的编撰工作。五年内完成馆藏
2.3 万种、近 20 万册古籍善本的专项整
理研究，编篡一部完整、准确的馆藏古
籍善本目录著作。

第三，加强古籍修复专业人才的培
养和技术深化。深入做好国家古籍修复
人才培训基地与上海传习所的相关工作，
完善人才的培养机制与模式，在现有两
项非遗技艺传承人的基础上，加强团队
建设，总结文献修复与碑刻技术，制定
相应的技术规范。

第四，加强古籍保护的展览工作，
以常设展、年度展、特展相结合的形式，
不断向各界推出具有学术性和普及性的
古籍展览。2021 年将在上海图书馆东馆
首次设立上海图书馆典籍精品常设展；
在家谱主题馆每年推出四个展览。

第五，加强古籍知识与保护成果的
社会化宣传，向公众普及和介绍中华传
统文化。一方面利用社会各类平台，联
合媒体开展馆藏古籍的报道与宣传，积
极组织专业人员走向社会，通过现场演
示、公开课等形式，拉近古籍与公众的
距离，让古籍保护的成果活起来。另一
方面继续加强和完善现已在“哔哩哔
哩”开播的线上讲座“观止讲堂”, 精
心策划本馆专业人员向公众介绍古籍的
相关知识，并出版《观止讲堂丛书》。

第六，加强馆藏古籍的再生性保护。
一是按计划继续推进馆藏古籍的数字化

扫描，加大数字化成果在图书馆局域网
的开放数量。二是继续与出版社的合
作，将馆藏古籍化一为百，陆续推出馆
藏文献的整理成果，为学界提供资料。
计划中的项目有“上海图书馆藏稿本丛
刊”“上海图书馆藏善本古籍集成”“上
海图书馆藏珍稀家谱丛刊”“翰墨瑰
宝”碑帖丛刊等的出版。

第七，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等机
构专家的合作，开展馆藏古籍的专题研
究，共同开发馆藏古籍资源，完成相关

研究课题，探索古籍人
才培养的新模式。

第八，进一步完善
馆藏古籍的典藏与管理，
不断改善馆藏古籍的收
藏条件，加强以专业技
术为指导的古籍收藏工
作。加强馆藏古籍专业
保护人才引进与培养，
完善古籍保护专业设施
与设备的建设。

第九，提升古籍阅
览服务的文献提供能力，

创新服务形式，完善远程与现场、线上
与线下相结合的服务模式，构建自购、
自建、自组的古籍数字资源与实物古籍
一体化的古籍资源体系，加强数字人文
技术在古籍服务中的运用，建设历史文
献数字平台，全面优化古籍阅览服务。

第十，促进馆藏古籍的创新性转化，
深入开展古籍内涵与形式的的衍生性研
究，开发基于馆藏文献的文创产品，不
断探索社会化合作的模式，打造具有图
书馆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

□陈　超　上海图书馆馆长

上海图书馆修复师正在进行碑刻工作上海图书馆修复师正在进行碑刻工作

特别策划·展望“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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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古籍普查，全面掌
握全省古籍存藏情况。

“ 十 三 五” 期 间， 广 东 省
馆按照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关于
加强古籍普查登记审校工作的通
知》等文件精神，以“广东省古
籍普查科研立项”为抓手，积极
组织开展全省古籍普查工作。截
至 2020 年底，共完成全省 49 家古
籍收藏单位 88666 部古籍的普查
登记任务，并审校出版《暨南大
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广
东省佛山市图书馆等八家收藏单
位古籍普查登记目录》。

“ 十 四 五” 期 间， 广 东 省
馆将继续对全省古籍普查登记数
据进行全面审核，完善每部古籍
的“身份证”，完成广东省古籍
普查登记目录的编辑出版任务；
积极开展《中华古籍总目·广东
卷》编纂工作，以各古籍收藏机
构为独立单位，在原有普查数据
的基础上，增加分类、行款等著
录项目，丰富书目内容，分期分
批编辑出版《广东省古籍总目·分
馆卷》，最后汇总形成《中华古
籍总目·广东卷》，建立起著录
规范、分类合理、数据准确、内
容丰富的广东全省古籍的“户口
本”，全面、准确地掌握全省古
籍的数量、价值、分布、保存状
况等基本情况，为进一步开展古
籍分级保护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以国家级、省级珍贵古籍名
录和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评
审为基础，扎实推进全省古籍分
级保护制度的实施。

2008 年以来，广东省馆在逐
步开展全省古籍普查的基础上，
先后组织完成三次“全国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和六批《国家珍贵
古籍名录》的申报工作，广东省
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
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暨南大学
图书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先后
入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共有 342 部古籍入选六批《国家
珍贵古籍名录》；组织完成两批
广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广
东省珍贵古籍名录》评审，共有
23 家单位、1864 部古籍先后入选
广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广
东省珍贵古籍名录》，编纂出
版《广东省第一批珍贵古籍名录
图录》《广东省第二批珍贵古籍
名录图录》。

“十四五”期间，广东省馆
将按照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部署，
组织全国第七批和广东省第三批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珍贵古籍名
录的申报评审工作。在此基础上，
积极争取财政专项资金，实施广
东省珍贵古籍分级保护制度，为
入选国家级和省级珍贵古籍名录
的善本配置专门装具，确保古籍
实体安全；定期检查其存藏状况，

对破损严重的善本，进行科学、
规范的抢救性修复。

以建设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
为目标，带动全省古籍修复工作
的全面均衡发展。 

“十三五”期间，广东省馆
一直致力于古籍修复工作的科学
化、规范化建设。目前已建立了
400 平方米设备齐全的古籍文献
修复室，共有专职修复编制人员
9 名，特聘专家导师 1 名，积极
开展善本古籍、普通古籍、书画、
报纸、舆图等多种文献的修复工
作，参与研制《图书馆古籍虫霉
防治指南》，并于 2020 年 10 月，
获国家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此
外，还实施“广东省基层图书馆
古籍修复能力提升计划”和“广
东省基层图书馆古籍库房和阅览
空间提升计划”，在全省基层建
立了 21 家专业古籍修复室，更新
改造 14 家基层图书馆古籍库房和
阅览室，有效地提升全省基层图
书馆古籍的预防性保护和原生性
保护的整体水平。

“ 十 四 五” 期 间， 广 东 省
馆将按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的标
准，不断完善硬件设施，充实古
籍修复材料的存储，建立古籍修
复专用纸库；引进专业古籍修复
人才，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加强
对破损严重的国家级和省级珍贵
古籍，以及碑帖拓本、信札等特
种文献的修复保护；开展机械和
手工纸浆修复技术的研究，探索
古籍修复新技术的应用。此外，
以“广东省基层图书馆古籍修复
能力、古籍库房和阅览空间提升
计划”为抓手，强化基层图书馆
古籍保护的综合能力，完善以省
馆为中心，覆盖全省各地的古籍
保护网络，推动全省古籍保护工
作可持续开展。

积极推进“广东省古籍地方
文献整理出版计划”，加强古籍
再生性保护和揭示利用。

“十三五”期间，广东省馆
依托丰富的馆藏古籍地方文献资

源，与各相关机构合作，策划实
施“广东省古籍地方文献整理出
版计划”，启动多项古籍地方文
献整理出版项目，继《广州大典》之
后，先后编辑出版《中山文献》《东
莞历史文献丛书》《海外广东珍
本文献丛刊》《八编清代稿钞
本》《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黄
牧甫印谱九种》《广东省政府公
报》《民国稿抄本》《近代华侨
报刊大系》《黄埔军校史料汇编》等
多种大型古籍地方文献丛书。

“ 十 四 五” 期 间， 广 东 省
馆将继续以区域文献和专题文献
为中心，积极推进“广东省古籍
地方文献整理出版计划”，编辑
出版《韶关历史文献丛书》《茂
名历史文献丛书》《中国近代城
市史料丛刊·广州卷》《岭南书
院文献汇编》《广东历代版刻图
录》《容庚先生捐赠文献汇编》等，
充分发挥图书馆在保存文献、传
承文明方面的重要作用。

加快古籍数字化建设，促进
古籍数字资源的开放共享。

近年来，广东省馆结合古籍
地方文献整理出版和文献缩微业
务，持续推进古籍地方文献的数
字化工作，自建“缩微文献全文
数据库”（收录古籍地方文献 120
万拍），合建“《广州大典》数
据库”（收录广州历代古籍 3000
余种）。

“ 十 四 五” 期 间， 广 东 省
馆将以全省古籍普查工作为基
础，建立“广东省古籍普查数据
库”和“广东历代版刻图像数据
库”；启动“缩微文献全文数据
库”第二期（约200万拍）的建设；
建立整合馆藏古籍地方文献书目、
全文、图像和各种多媒体资源的
大型古籍地方文献数据库——“岭
南记忆”网站，促进古籍数字资
源向全社会开放共享。

加强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切
实提升基层图书馆古籍保护能力。

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是古籍保
护工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广东省馆一直将人才培训作为一
项重要工作内容开展，为全省古
籍保护人才队伍建设做出了积极
的 努 力。2014 年， 广 东 省 馆 入
选“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人才培训
基地”；2015 年，成立国家级古
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广东传习所；
2016 年，与南京艺术学院合建“文
物鉴赏与修复专业教学实践基
地”。“十三五”期间，共举办
古籍保护培训班 14 期，累计培训
全省从业人员 300 余名。

“十四五”期间，广东省馆
将结合本省《中华古籍总目》分
省卷编纂、古籍修复、整理和研
究等工作实际，发挥传习所、培
训基地和实习基地的优势，每年
举办一至两期相关培训班；加强
与高校的合作，为在校学生提供
专业实习平台；继续实施“广东
省基层图书馆古籍修复能力提升
计划”，提升基层单位古籍修复
的专业水平。

加大古籍保护宣传推广力度，
深入挖掘中华古籍深厚文化内涵。

为更好地提高社会公众的古
籍保护意识，广东省馆近年不断
加大社会宣传力度，通过讲座、
展览、公众演示、读者体验等一
系列活动，广泛宣传古籍保护知
识 与 意 义。 自 2013 年 起， 广 东
省馆连续八年在全省范围策划组
织“书香古韵——中华古籍之魅
力”古籍修复技艺演示和读者体
验项目活动 80 余场，内容包括古
籍修复技艺演示、古籍珍本展示、
古籍鉴定、碑刻传拓、雕版印刷
和线装书装订演示与体验，以及
古籍知识讲座和有奖问答等，吸
引大量读者的参与和观摩，广受
好评。2019 年，该项目荣获广东
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优秀项目一
等奖。

此外，2019-2020 年，广东省
馆连续两年，在全省范围内联动
各地图书馆组织开展“中华传统
晒书活动”，策划举办“岭海揽
珍——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珍

贵古籍特展暨广东省古籍保护成
果展”“吉金墨韵——容庚先生
旧藏铜器拓片展”；开展《中华
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教育推广系
列活动，举办“广东省第一届中
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知识大赛”，
以及相关主题讲座、展览。2019
年起，还将广东省入选《国家珍
贵古籍名录》的古籍在“学习强
国”平台进行每日推送，促进社
会公众古籍保护意识的提高。

“十四五”期间，广东省馆
将按照文化和旅游部与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的部署，继续开展《中
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教育推广
系列活动和“中华传统晒书”等
主题活动，打造“书香古韵——中
华古籍之魅力”古籍宣传品牌，
加强古籍类文化创意产品的研发，
运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的
形式，多媒体、多渠道地宣传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在古籍保
护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助力“共
建人文湾区”。

广东省馆作为粤港澳文化交
流示范点，近年来积极与港澳地
区的图书馆等合作，开展“葡萄
牙驻广州总领事馆档案”征集和
整理出版，举办 “纸上风云 : 辛
亥革命在广东”“纸上留声：粤
剧粤曲文献文物展”“墨香古
韵——岭南碑刻拓片展”“旧报
新闻——清末民初画报中的粤港
澳”“岭海揽珍——粤澳珍贵古
籍特展”等展览；“书香古韵”系
列活动也多次走进澳门的图书馆，
对港澳的民众更深入了解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加强粤港澳三地文
化交流起到积极作用。

“十四五”期间，广东省馆
将按照《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和旅
游发展规划》中“大力塑造湾区
人文精神”的要求，“加强古籍
保护、研究、利用，深入开展历
史文化、文物资源普查、保护，
促 进 资 源 共 享、 活 化 利 用”。
组织编纂“粤港澳大湾区藏国家
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粤剧文献
总览”，推动建立《粤港澳大湾
区古籍文献遗产保护名录》，进
一步加强粤港澳三地古籍地方文
献资源的整理开发和宣传推广，
为“人文湾区”建设注入精神动力。

“ 十 四 五” 时 期 是 我 国 由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
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期，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牢记总书记关于古籍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做好新时期古籍
保护工作，为“滋养民族心灵，
培育文化自信”和“传承中华文
明，提高国民素质”，贡献应有
之力。

科学保护促传承  凝心聚力谋新篇
□倪俊明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

古籍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加强古籍保护工作，守护文献典籍是图书馆的一
项神圣使命。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为科学、规范和有序地推进“十四五”时期中华古籍保护工作，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以下简称
广东省馆）将围绕古籍普查、古籍修复、古籍整理出版、古籍数字化、古籍人才队伍建设、古籍宣传推广、粤港澳大湾区古籍保护交流与合作等
方面，在回顾总结“十三五”古籍保护工作成绩的基础上，谋篇布局“十四五”的工作，推动广东古籍保护工作更上一个新台阶。

广东省馆通过展览及修复体验等活动，加大古籍保护宣传推广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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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闲暇无事，笔者
悉阅清代名医凌德通篇批校浙江
官书局据明武陵顾氏影宋嘉祐本
翻刻《黄帝内经》，感先贤积学
之深厚、为学之严谨。

凌德，清后期归安人，字说
莲，号蛰庵、嘉六、贡愚，道号
赤霆子，生于道光十年（1830），
出身中医世家。凌德先生历清道
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一
面悬壶济世，一面总结经验，著
书立说，先后论著《温热类编》
八卷、《咳病专论》四卷、《专
治麻科初编》六卷、《女科折衷
纂要》等。

此套十册《黄帝内经》，是
凌德先生课孙句读，精心批校之
作，先生参考自远古起至清中后
期岐伯、雷公、张仲景、王叔和、
皇甫谧、王冰、刘昉、巢元方、
李东垣、高武、楼英、吴崑、马莳、
薛雪、张志聪、尤怡、陆懋修、
沈家瑗等十数位医学大家的著述
及论断，并结合自己数十年行医
经验，前后数次，通篇逐段逐行
逐字校勘修正，批校两千余处，
一万三千余字。

先生检校出的错误，有的是
大段不通，张冠李戴，如在《内经》
卷一篇头所注：“‘夫上古圣人
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
之有时。’案：此三句与上下文
全不相涉，或是《四气调神大论》
《生气通天论》《金匮真言论》，
或是彼篇言风邪之理错简，然文
气不接，恐尚有脱文。”在《内经》
卷十三：“此与上篇本当为一篇，
盖后人妄分。”

有的是个别字的差误，先生
均一一悉心较更，如在《内经》

卷一篇头批注：“尤怡曰：‘传’
当作‘专’，老子所谓专气致柔，
班固所谓专精神以辅天年者是
也。”在《灵枢》卷五：“‘烦闷’《灵
枢》或作‘烦悗’，考‘悗’与‘懑’
义通，与‘闷’不通，当作‘烦
闷’为是。”又有：“《甲乙经》
《伤寒例》皆无‘不满’二字。”
可见先生求证之精，学问之广，
态度之虔诚。

有的是个别生僻字，凌德先
生也是耐心地将其注音标意，如：
“‘鼽’音求，谓鼻中水出。”
又有：“‘壘’‘ 藟’同，白壘
即葛藟，一名巨苽，其叶如艾而
色白，发于春令木王之时。”还
有“‘庢’字待查”四字，用便
条夹于页间，可见先生态度之谦
逊、博学、不苟。

有的地方，先生结合自己数
十年的行医经验，作出特别标注，
用“按”语注于纸头，如在《内
经》卷十一：“德按：‘鼓胀者，
中空无物，腹皮皮急，多属于气
也。蠱胀者，中实有物，腹形大，
非蠱即血也。’”在《内经》卷
十三：“德按：‘肥甘生内热，
为病脾瘅，若茹素淡薄致成胃寒
或为肿胀，当以肥甘香味投之，
必使胃气日益，肾气日精，脾阳
自能健运，胃气自得充足矣。’”

而有需要引起特别注意者，
先生则用大字标注于纸头，如在
《内经》卷九：“此篇未录刺法，
当得有真传口授面试，心心相印，
再读经义参考可也。”

先生参考有史以来诸名医大
家著作论述，旁征博引达十数家
之多，几乎页页行行有参考引用
和比较，可见先生学问积淀之深
且厚。仅在《内经》卷十二就有
十余处，如：“巢氏云：‘凡痹
之类，逢热则痒，逢寒则痛。’”“‘故
曰云云……’九字，《甲乙经》
无此文。”“自此节之下，原系
第九卷中之文，王氏移类于此者，
非本篇之重复也。”

不仅如此，凌德先生对医学
之外的诸圣贤大德学问著作之掌
握，理解之深厚，涉猎之广泛，
也 堪 称 大 家。 仅 在《 内 经》 卷
十九其中一页就有如下两条：“易
曰：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老
子曰：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归其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
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先生还常常结合自己的学问
认知对现时物象进行观察了解，
善于辩证地看待问题，用于医学
研究。在《内经》卷二十，先生
有这样的批注：“高下言地形。
太少谓阴阳之气、盛衰之异。中

华地形，西北方高，东南方下。
居高多风寒，居下多湿热，可徵
见也。”

在原书的字里行间，凌德先
生圈点勾划比比皆是，增删随处
可见，整段乃至整篇挪移时见于
纸，旁批侧注更是不厌其烦，有
的多达几十字，密密麻麻又一丝
不苟。

先生于六十多岁的年龄，积
累大半生的从医经验，结合抄本，
特别是不拘一格结合日本名医丹
波元简所著《素问识》《灵枢识》
反复校对，这一点先生在篇尾作
了明确说明：“同钞本校勘讫，
光绪乙未中元节六十五岁凌德付
孙文授宝之。”“又与丹波《素
问识》《灵枢识》再
校一过，中秋望日赤
霆 子 又 识。”“ 此 十
册经文虽经复校，然
其王氏注文，当检守
山阁单刻本必须悉心
对读更正以成全璧。
丙申三月三日嘉翁并
识。”

“ 进 则 救 世， 退
则救民。不为良相，
便为良医。”古之良医，
皆饱学鸿儒之士，或
久试不第，遣兴杏林；

或本就不屑官场倾轧，终生悬壶
济世。

嘉六先生即是医学、书法、
玄道兼雄的通儒大家。先生本身
就是一位知名书家，从其或行或
楷的批校字里行间即可领略。初
佑富阳诸县刑幕，后以卖字为生，
尤善大字榜书，武林、吴兴诸胜
迹匾额多出其手。先生咸丰间避
乱到上海，与海上诸名家精研金
石书画，探讨书理画论，切磋笔
法墨技，被《海上墨林》记载，
名噪一时。先生同时致力道玄，
为丘处机全真龙门道派第十四代
“复”字辈名师，并与名道李来
述等校勘经忏，复兴道坛。

2014 年上海博古斋春拍，我
以 25300 元拍得毛主席的保健医
生刘惠民先生通篇批校的同版十
册《黄帝内经》，虽经悉读后于
2015 年在拍场以八万余元释出，
获利颇丰，但现在想来仍颇感遗
憾。若古今两位医学大家精心批
校的同一版本《黄帝内经》能够
合璧，则对于中医学的研究、发
展与传承善莫大焉。

2020 年春，来势凶猛的疫情，就
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激起全国人民
团结共抗疫情的决心与勇气，不能走上
前线的人们也在为祖国、为疫区祈福，
同时，听从组织安排，居家防疫，不为
社会增加负担，直到疫情好转，才逐渐
恢复常态化生活、工作步调。

我的工作状态从停工歇业到半复
工，再到恢复正常工作，整个过程持续
时间很长，所以有大块大块的空余时间，
在家期间一边看新闻、追剧、烹饪、看
小画书、做瑜伽等陶冶身心，一边也干
点儿与工作擦边的事儿，比如磨磨刻刀、
刻刻版、拓拓画、做了几个拓包、变着
花样订线装本、影抄《心经》等，做自
己想做的事儿，自由自在，充实又随性。
在半复工状态的时候，承蒙老师厚爱，
业余时间跟着楼朋竹老师继续学习字画
修复和装裱。如果把我修书的工作单位
和楼老师修画的工作单位作为两点画一
条直线的话，我家就在这条直线的中间，
所以在上一歇一的半复工状态时，我的
运动轨迹就是一天向左走、一天向右走，
向左走去修书，向右走去修画，为了快
速进出地铁，我一般都是兜里只揣一部
手机、一把钥匙，午餐会发放方便面，
我只需在单位备个饭盒即可，简单的生
活和工作，减少了很多杂念和杂事。

今日又去找楼老师学习字画修复。
推开修复室的门，楼老师和同事们都已
经系着围裙在案子旁边开始做着准备工
作，打过一声招呼后，赶紧系上围裙过

来打下手。案子上是昨天未揭完的一
张画心，系清代名家的一幅楹联，此
画心原为立轴，天地和边都很小，地轴
是纸筒里面灌的泥沙，很重，整体破损
严重，通天断裂，有空壳，有污渍、霉
斑、虫蛀、昆虫排遗，墨迹缺损，有前
人修复过，有全色。老师拿开覆盖在上
面的塑料纸和冰块，附身仔细检查着潮
湿的画心。老师在专心工作的时候我们
一般都会保持安静，避免打扰老师的思
路。记得我刚来学习的时候，一直追着
问，楼老师说：“你先看，看几天再
问。”看过几天后，想问的问题少了很
多，通过看再结合修书的经验，基本能
明白个七七八八，之后，楼老师会反问
我：“为什么这么做？糨子为什么这个
粘稠度……”一问一答中，不仅能纠错，
还能把修复理论和理念理解地更透彻。

另一台红案上是已经覆背准备上
墙的另一张楹联，我开始砸糨子、腻糨
子，与此同时，同事已经将裱件喷水润
潮展平。因为我腻糨子的水平还有待
提高，不能像老师那样能把腻好的糨子
收成一堆后周边干净利落，所以我只好
悄悄用抹布将隔护板四周没有收利落的
糨子擦掉。给裱件四周搭糨子是已经很
熟练的动作，从右手边的短边开始刷糨
子，隔护板留出约 1 厘米宽的位置刷上
腻好的糨子，按顺时针方向将裱件四周
搭好糨子，贴上起口纸，然后俯身斜视，
经检查无漏刷糨子，直起腰冲同事点个
头，同事心领神会，身高 180 的同事将

裱件揭起上墙，我站在举
着裱件的同事身后反客为
主（因为我是作为协助他
的下手）地指挥着：“左
手”“这样呢”“过了，
过了，再回来点”“OK，
好了，直了”。长时间的
一起工作，使我们合作起
来轻松愉快又默契，我的一句“左手”他
就知道左手往高的抬一点，一句“过了，
过了”从语气声调他能判断出大概过了
多少。我们都是不善言辞的人，交流比
较直接、简单，除了工作以外几乎没有
其他多余的对话，我特别喜欢这种简单
的相处和交流模式。

书画的修复和装裱经常需要两个人
或几个人合作完成，行业里叫上下手，
也有听老师傅说叫“刷子把（四声）”，
上下手的意思就是一个主修的称为上
手，一个协助帮忙的称为下手，上手拿
主意，下手听从上手的指令。这种合作
完成工作的方式，也是与古籍修复不同
的一点，古籍修复一般情况都可以自始
至终一个人完成。面前墙上的裱件，是
楼老师亲自监督和指导，关键步骤还亲
自操作完成的作品，就连每个环节使用
的糨糊都是老师亲自指导调配的，配料
的颜色则是在传统配色的基础上，大家
一起看、一起讨论决定的。老师尊重传
统技艺的同时也善于接受新时代、新观
念和年轻人的建议，这也是我们敬佩老
师的原因之一。

“检查完了来揭画了。”老师温柔
地说道。楼老师性格温和，经验丰富，
技术方面也从不藏着掖着，对待我们极
其有耐心，即使做错了，最多也就一
句“又不记着，重新做吧”。凑到楼老
师旁边，先把覆背纸揭掉，此画的覆背
纸比较好揭，还能撕成大块大块的，揭
掉厚厚的覆背纸，再将打的折条揭掉，
等到揭命纸的时候，就不太好揭了，像
搓泥儿似的一点一点揭画心，轻轻地搓
出一小条纸卷后用镊子夹住往后顺势一
拉，一个小纸卷带着一小块纸片就揭下
来了，揭的时候发现，命纸下面还有打
的折条，而且破损处没有修补，而是直
接托的命纸然后进行全色。“不规范的
修复会使其破坏得更快，所以，你们要
规规矩矩做活儿……”楼老师一边指导
揭画一边说着。不知不觉中，时间已经
过去很久，总算将画揭透了，接下来是
要进行托纸、隐补……

无论是修书还是修画，感觉时间总
是过得那么快，眼见下班时间又到了，
简单收拾后，戴好口罩，锁好门窗，下
班回家，明日向左去修书。

疫情之下的“古籍生活”

凌德批校《黄帝内经》
□河北　王立珠 

札

修
复
师
手 左走修书，右走修画

□徐晓静   中国书店古籍修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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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所存藏禁毁图书，大抵为四库
馆臣查办时所遗存，而史馆诸臣以此类
书籍皆明末清初人著述，文献足征，纂
修史书时有所采择。其中乾隆年各地督
抚学政奏缴，奉旨禁毁之书，至今尚存
故宫者共 83 种，计史部 33 种，子部 16 种，
集部 34 种，《禁毁书目》均有著录，是
四库禁毁书之精华；其中多为善本、孤本，
具有较强文献价值。现汇总故宫存四库
全毁书如下：

1.《新刻明政统宗》三十卷附一卷。
涂由编辑，三来父校订，明万历四十三
年（1615）刻本，原藏景阳宫。因载：“自
古皇帝临天下，中华居内，以制夷狄。夷
狄在外以奉中华，未闻以夷狄治天下也”；
又有“元以夷变夏，上厌之，乃诏衣冠悉
复唐制，民物一新”等语，赞誉朱元璋驱
逐元夷，为清廷所不容，乾隆年间禁毁，《军
机处奏准全毁书目》著录。

2.《通纪直解》十四卷。明张嘉和
辑，明崇祯年刻清初增补本。是书于凡
例载“太祖高皇帝龙兴也，逐胡元大一统，
建万世不拔之基”，又卷一有“太祖高
皇帝逐胡元而成一统”等语，列为《军
机处奏准全毁书目》，乾隆年间禁毁。

3.《明纪编年》十二卷。明钟惺撰，
清王汝南续补，清初刻本。是书记事于
明太祖洪武元年至南明福王、唐王共
二百七十余年史；书中直书南明国号且
有清兵洗劫扬州城之描写，由江西巡抚
郝硕奏缴，乾隆年间准奏禁毁，《军机
处奏准全毁书目》著录。

4.《两朝从信录》三十五卷。明沈
国元撰，明崇祯年间刻本。是书为续《皇
朝从信录》而作，记泰昌、天启两朝史事。
由于全书录有大量邸抄奏疏，有弹劾与
后金作战不利之将领者；有记载金兵烧
杀抢掠等恶迹，为江苏巡抚杨魁奏缴，
乾隆四十四年（1779）四月八日准奏禁
毁，《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著录。

5.《先余录》八卷。明姜志衡辑，
明天启三年（1623）刻本，原藏景阳宫。
是书宗论明代两京，涉及十三布政使司、
九边、三关、海防等处之防虏、防寇事；
尤其卷二、卷三为边防总事，且记女真
之原始、兀良哈三卫之建置。时两江总
督萨载奏缴，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
月二十四日准奏禁毁；书中“东夷即九
夷之地”“有女真诸部落”行格直接有
四库馆臣所贴粉色标线。《军机处奏准
全毁书目》著录。

6.《启祯野乘一集》十六卷。明邹
漪纂，明崇祯十一年（1644）柳围草堂
刻，清康熙五年（1666）重修本。是书
仿记传体例，搜采明天启、崇祯两朝
六百二十余人之事迹，汇诸一书。因卷
前有钱谦益序文，书中又涉及晚明事，
对女真称“奴”“酋”“虏”“囚”等
语，由江苏巡抚杨魁奏缴，乾隆四十三
年（1778）六月二十九日准奏禁毁，《军

机处奏准全毁书目》著录。
7.《皇明经世实用编》二十八卷。

明冯应京纂，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刻
本。是书大多禀祖训为律令，附历朝沿
革，有边镇图、海防图等多幅，为江西
巡抚郝硕奏缴，乾隆年间准奏禁毁，《军
机处奏准全毁书目》著录。

8.《皇明世法录》九十二卷。明陈
仁锡撰，明崇祯年间刻本。是书叙事自
太祖洪武始，至神宗万历迄。总目涉及
维皇建极、法祖垂宪、裕国恤民、浚河
利漕、冲边严备等十篇；其中卷七十八
至八十三有“奖顺伐叛”对四夷的描写，
为清廷所忌讳，由浙江巡抚三宝奏缴，
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二十日奏准
禁毁。其中“辽东报虏掠开原”有四库
馆臣所贴黄色标线。《军机处奏准全毁
书目》著录。

9.《经世挈要》二十二卷。明张燧撰，
明崇祯六年（1633）傅昌辰版筑居刻本，
原藏景阳宫。是书为政书体，主讲用兵
保国之事，叙述当时“倭夷犯掠，奴酋
内侵、流寇为乱”的严峻局面，为如何
保卫明朝江山社稷而出谋划策，并提出
多种方案。为浙江巡抚三宝奏缴，乾隆
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初二日奏准禁毁。
其中卷三“辽东形势”“八岛形势便利”有
标抹。

10.《御览筹兵三十六字》四卷。 明
曹飞撰，明刻本。是书与上述《经世挈
要》一书同函装潢，但实为两书。其中
卷四有“剿平流寇”“堪破奴情”等语，
为浙江巡抚三宝奏缴，乾隆年间奏准禁
毁，《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著录。

11.《康济谱》二十五卷。明潘游龙辑，
明崇祯十四年（1641）刻本。是书分吏曹、
户曹、礼曹、兵曹、刑曹、工曹六类，
摘其兵农钱谷礼教刑法之概要，勒成一
书，有功于政事经世之著。乾隆年间奏
准禁毁，《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著录。

12.《不愧堂刻奏疏》六卷。明吴
道行辑，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金陵
唐氏刻本。是书又称《熙朝奏疏》，采
用编年体，收录均为万历年间奏疏，多
有涉及边防之事；其中卷五收明万历
二十二年（1594）刘元卿《酌议贡规以
正夷夏大防疏》中“三卫二种女直之所
以难于钤东者，以其犬羊无复忌惮”夹
有四库馆臣贴粉色标线，喻女真为犬羊，
触犯清廷忌讳；浙江巡抚王亶望奏缴，
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月初一日准奏
禁毁，《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著录。

13.《千百年眼》十二卷。明张燧撰，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稽古堂刻本。
是书为史论随笔合集，多有正史所不载
之逸闻轶事。其中卷十一“中华名士耻
为元虏用”有四库馆臣所贴粉色标线，
且文中有“胡”“虏”等字眼，为清廷
忌讳，乾隆年间列入《四库馆准奏全毁
书目》。

14.《五杂俎》十六卷。明谢肈淛撰，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潘膺祉如韦馆
刻本。是书为笔记体裁，以类相从，有
关于“夷夏”的议论，如地部卷二载：“女
直至于蒙古，是一大劫，中国之人无复
孑遗矣”；又在《女直》一则云：“女
直兵满万，则不可敌，今建酋是也，其
众以万计不止矣，其所以未窥辽左者，
西戎北鞑为腹北之患，彼尚有内顾之忧
也”，直言边防北患为“蛮夷之族”，
并提出“以夷制夷”的策略，触犯了时
忌；乾隆年间被列入《军机处奏准全毁
书目》。

15.《博物典汇》二十卷。明黄道周纂，
明崇祯八年（1635）刻本，原藏景阳宫。
是书卷二十《四夷》载：“夷者，异类
之总名。中国之外，复有四夷……奴酋，
即金余孽也……国朝分为三种，曰建州，
即奴酋祖也”等描写女真、努尔哈赤之
轻蔑语言比比皆是，为浙江巡抚三宝奏
缴，乾隆四十四年（1779）九月初六日
奏准禁毁。书中“酋奴”字旁 有四库馆
臣所贴粉色标线。

16.《震川先生文集》二十卷。明归
有光著，明万历二年（1574）归道传刻
本。是书为作者个人文集，宗第道传所
刻。为两江总督萨载奏缴，乾隆四十六
年（1781）十一月初六日奏准禁毁。

17.《焦氏澹园集》四十九卷。明
焦竑撰，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黄云
蛟刻本。是书为名人别集，安徽巡抚闵
鹗元奏缴，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月
二十八日奏准禁毁。

18.《歇庵集》十六卷。明陶望龄著，
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王应遴刻本。
是书《辽阳大捷圣武颂序》中有“丑虏
错峙，种落庞杂”一句触犯清讳，乾隆
年间禁毁，《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四
库馆准奏全毁书目》著录。

19.《睡庵文集》二十五卷《诗集》十一
卷。明汤宾尹著，明万历年刻本。是书
为作者诗文集，乾隆年间禁毁，《四库
馆准奏全毁书目》著录。

20.《续刻杨复先生家藏文集》八卷。
明杨起元著，明万历杨见晙刻本。是书
又名《杨太史文集》，乾隆年间禁毁，《四
库馆准奏全毁书目》著录。

21.《白苏斋类集》二十二卷。明袁
宗道著，明万历年间刻本。是书卷八“拟
辽东剿平东夷赐给总督蓟辽都御史诰
文”语涉违碍，卷九“方今狂虏跳梁”有
四库馆臣所贴粉色标线。

22.《隐秀轩集》三十三卷。明钟惺
撰，明崇祯年间书林近圣居刻本。是书
分为《诗集》十卷《文集》二十三卷，
其中《官古愚先生传》有“传饷辽东问
辽事”贴有四库馆臣粉色标线，对明万
历四十七年（1619）明政府与后金萨尔
浒战役中阵亡的明军将士表达深深同情，
同时亦有辱骂“建虏猖獗”等言辞；乾

隆四十三年（1778）六月二十九日为江
西巡抚杨魁奏缴。

23.《虞德园先升集》二十五卷。明
虞淳熙著，明天启三年（1623）刻本。
是书卷十七《拟虏酋俺答率西夷乌思藏
锁南坚恭等求贡方物群臣贺表》等篇内
多有“夷”“虏”“酋”等违禁语；乾
隆年间禁毁，《四库馆准奏全毁书目》著
录。

24.《鸿宝应本》十七卷。明倪元璐
撰，明崇祯年间刻本。是书因“诗文中
多指斥之字面”，为江苏巡抚杨魁奏缴，
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奏准禁毁。

25.《宝日堂初集》三十二卷。明张
鼐著，明崇祯二年（1629）刻本。是书
二十五卷辽夷略中有“奴”“夷”“蛮
夷”等字眼，且有“从来夷无定主，羊
犬相噬……夷性狡而实利”等语触怒清
廷，乾隆年间被列入《军机处奏准全毁
书目》。

26.《陈太史无梦园初集》三十四卷。
明陈仁锡撰，明崇祯六年（1633）张一
鸣刻本。是书《海》集一中称少数民族
为“夷”“虏”，集二中涉及边防辽事，
有“虏酋”等语，乾隆年间被列入《军
机处奏准全毁书目》。

27.《太乙山房文集》十五卷。明陈
际泰、陈孝逸撰，明崇祯六年（1633）李
琦刻本。是书中有涉及边防和贬低努尔
哈 赤 的 多 篇 文 章， 如 卷 一《 边 论》、
卷 十 一《 边 防 议》《 钱 法 议》、 卷
十三《边防》《御奴》《酋奴》等，认
为努尔哈赤为明王朝隐患，应全力铲除，
触 怒 清 廷， 乾 隆 十 五 年（1750） 五 月
十二日奏准禁毁。书中“建酋为患十载”处
有四库馆臣所贴粉色标线。

28.《两洲集》十卷。明吴时行著，
明崇祯年间月华阁刻本。是书卷二《闻
叛兵残破东省》有“元戎”等字眼，卷
七《东事策》有“自奴酋发难于东陲”等
句，触犯清廷；于乾隆年间被列入军机
处第五次奏进全毁书目。

29.《丹铅总录》二十七卷。明杨慎
撰，梁佐编，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上
杭梁佐刻本。是书为作者考遍群书异同
之笔记汇编，书中因卷二十四有“宋太
祖论治水”一条，语多触犯；为安徽巡
抚奏缴，乾隆年间奏准禁毁。

30.《古今治平略》三十五卷。明朱
建撰，明崇祯十三年（1640）刻本。是
书序文中有“防凌夷”“夫夷狄之性，
譬如禽兽”等语，被列入军机处第十次
奏进全毁书目。

乾隆朝纂修的《四库全书》既是一
项伟大的文化工程，保留了大量的文化
典籍。但同时也是一场文化浩劫，“寓
禁于征”的文化策略，禁毁了弥足珍贵
的一批文化图书。故宫博物院现藏有全
毁图书 30 种，特整理介绍，以飨读者，
以资学林借鉴。（完）

清宫存藏四库全毁书
□王秋菊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3期9-12版
	3期10-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