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十种；北宋时，经田况等书写，刻全《左传》（十八至三十卷），又续刻了《公羊传》、《谷

梁传》、《孟子》三种，共为十三经。竣工后，立于成都府学石经堂。该经，在南宋初期尚完

好，到理宗嘉熙、淳祐以后始亡，元明之际不闻。现在，石经拓本也十分稀少。此次入藏的

《蜀石经》，计有墨拓本七册，其中《左传》、《谷梁传》、《周礼》各二册，《公羊传》一册。

道光年间木刻《蜀石经》印本一册，《蜀石经题跋姓氏录》一册。墨本年代均为宋元拓，其

中《左传》册页上钤有“东宫书府”等宋代内府官印，可证为宋拓无疑。墨本中还有清乾隆

嘉庆时的著名金石家翁方纲等数十人的题跋和观款，对《蜀石经》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可贵

资料，可为今天研究参考。尤其在“经”文中加刻注文，为历代石经所无，为宋人所重视，

也为今天保存了不少资料。 

    《嘉祐石经》，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401）开始刊刻，嘉祐六年（1061）竣工，书体一

篆一真相间，故又称《二体石经》。书石者为杨南仲等人。刻石后，立于汴京（今河南省开

封市）太学。靖康之变，赵构南迁，石经残毁，金、元时虽又补刻，元末又佚。现在，仅在

开封博物馆存有少部份原石。今天，就是拓本也极少。此次收藏的四巨册《嘉祐石经》，包

括《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周礼》、《孟子》等七种，量达三百七十多

页，三万多字，实为北京图书馆收藏石经中最好的一种。此本原为清人丁晏于咸丰七年（1857）

五月发现于淮安书肆，收购回家，重装为四巨册。当时，另外还装有名人题记一卷，未与这

四大册连属。因此，后来转卖时，未一并出售。此卷题记现藏上海图书馆。这几册石经，均

为宋、元墨拓。经多次装订，最后为丁晏所重装。大幅经折剜裱，极为壮观。 

从以上介绍，可见北京图书馆入藏的这批善本图书和碑帖善拓，其意义是多么重要。因

此，每当我们展视和利用这批珍贵资料时，总要想起敬爱的周总理，缅怀他对我国文化遗产

的无限珍视，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地工作。 

（此文原载《文献》1979年第一辑，经作者同意转载。） 

 

周恩来总理关心陈清华藏书的一段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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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北图奉命到紫光阁，把陈清华书环布在桌子上展示。总理很晚才来，

逐书一一看过，边看边议论，比如某书上有溥仪题字，总理问是不是从宫中出来的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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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赵深先生为赵万里先生长子，此文为赵深先生口述，现任善本部主任张志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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