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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古籍再生性保护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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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彦，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研究
馆员。点校出版《花间集》《刘
克庄诗集》等，撰写《中国版本
文化丛书—元本》《中国古籍
装具》等，编辑出版《芸香阁丛
书——冀淑英文集》《国家图
书馆善本掌故》等，发表论文
百余篇。

中国之所以成为典籍大国，与中
国有整理典籍的传统有关。中国历史
上有识之士加工阐释，条编整理古籍，
并使之广泛传播承继，正所谓为往圣
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大大推动了文
明的进程，也使典籍在岁月的长河中
不断传播。孔子删述六经就是其中的
典型案例。

“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的时代，
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朱自清《经典
常谈》)，他第一个站出来打破贵族统
治阶级对于学习教育的垄断之后，又
成为中国打破贵族统治阶级文化垄断
的人，他以那个时代所能具有的眼界
和胸怀，对古代文献进行了抢救、梳
理、综合、成型，并在其教学活动中传
诸后世，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精神文化
遗产宝库中的瑰宝。

中国古代的典籍《三坟》《五典》全
部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我们仍能看
到《诗》《书》《礼》《易》《乐》《春秋》，就
是因为孔子当年搜集、归纳、整理，使

“六艺”成为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六
经”。孔子对于古代文献的整理与阐
述，让我们对“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
伟大的文明古国”体会更加真切。

西汉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校
雠学家和文学家刘向与子刘歆受命主
持国家藏书的整理，20余年整理596
家13269卷，不仅校雠图书，还为每本
书写了书目提要，父编《别录》，子编
《七略》，系统总结西汉以前学术史，对

后世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
影响。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
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
纪传体通史，作品中撰写了上至上古
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
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从南朝
宋裴骃集解，到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
正义，让今人与古人间有了津梁，可以
穿越千年对话。

东汉熹平年间（172—178）朝廷将
儒学经典《周易》《尚书》《鲁诗》《仪礼》
《公羊传》《论语》《春秋》刻石立于太
学，是我国最早刻于石碑上的官定儒
家经本。《熹平石经》开创了我国用刻
石的方法向天下人公布经文范本的先
河。此后历代又有魏正始石经、唐开
成石经、北宋嘉祐石经等6次大规模的
儒家石经刻石。原石后拓本的传播也
是对经典的再生性保护。传拓的方法
和技术手段在《隋书》中便已经有明确
的记载。

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让洞
中4-11世纪的古代遗书和其他文物
重见天日，总数约6万号。敦煌遗书
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这些
黄卷赤轴中，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古藏
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
梵文等多种文字，其内容涉及政治、经
济、军事、宗教、语言、文学、民族、民
俗、艺术、科技、医学、教育等几乎所有
领域。涉及语言、文献内容、版本、书

法、装帧及纸张、印刷术等方面。写本时
代，有时一些佛经就抄写几千件，如唐仪
凤元年（676）写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是武则天为母亲祈福令寺院抄写的，当
时令寺院安排整齐划一，按同样的要求
抄写3000件，作为官家写经，为敦煌写
本的精品，留存至今的依然有几十件之
多，使之原状得以存世。

还有郑振铎先生认为与内阁大库打
开、甲骨文的出现、敦煌遗书的发现具有
同样的意义的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
剧》，收元明杂剧242种，所收剧目颇多
孤本。此本发现以前，元人杂剧多赖明
万历四十四年刻臧懋循的《元曲选》流
传，《古今杂剧》比《元曲选》多出一倍半，
为中国文学史增添了许多名著。其来源
为明万历年间的赵琦美，荫其父赵用贤
作刑部郎中，在京城时有机会认识很多
名流，如于慎行的儿子于小谷。《古今杂
剧》242种一是“从内本录校”（内本指明
代末年宫廷演戏的剧本），二是从于小谷
藏本传抄。抄录让珍贵的活化石般的
《古今杂剧》再生传世。

还有抄录明初以前七八千种重要
史籍，形成11095册鸿篇巨制的《永乐
大典》，随着明宫的大火损毁其底本后，
便几乎成为孤本秘籍，类书的编纂方式
让从中复原失传的古籍成为可能，在乾
隆编纂《四库全书》时用辑佚的方式从
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失传的古籍就有
385部，《永乐大典》因此被誉为辑佚的
渊薮。

清乾隆年间，搜罗选编3000余部要
籍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问世，当时专
供皇家使用的北四阁各一部，供士子读
书的南三阁各一部，共七部，方便使用，
亦可备不虞之灾，是通过再生的方式让
古籍传承的实践。时光流逝中，现虽仅

存三部半，也印证着再生传承的必要性。
为古籍传承作出巨大贡献的还有明

末毛氏汲古阁。汲古阁以藏书、刻书、抄
书为业，有楼九间，多藏书板，楼下两廊
及前后，俱为刻书匠所居。汲古阁主人
毛晋刻书多用宋刻本作底本，许多宋版
书因翻刻而保存下来。毛晋注重校勘，
不仅自己校勘，而且延请著名学者到汲
古阁校书。汲古阁精刻精印之书，向为
版本学家、藏书家所津津乐道，十三经、
十七史、六十种曲等成为后世最为通行
的读本，影响深远。因毛晋影刻多用宋
元本，之后若干年其所用底本又多有散
亡，所以毛晋实际保存下来的许多是宋
元本的原貌，加之精刻精印，素为后世研
习版本、收藏古籍者所重。据统计，汲古
阁刻书数量超过900种，抄书580种，“毛
抄”，特别是其中的影宋、影元、影明抄本
最为珍贵，因保留原本面貌被称“下真迹
一等”，备受藏家和学术界重视，是再生
保护的范例。

历代的作者、注释者、抄手和出版者
在再生性保护古籍方面功不可没。也正
因如此，中国的典籍的数量在历经困厄
多有损毁的情况下，依然在世界上无与
伦比。著名学者钱存训曾说：“中国书籍
的产量，直到十五世纪末年，比世界上各
国书籍的总数还要多。而中国丛书、类
书卷帙之浩繁，亦少有其他文字的著作
可以比拟。”正是这些作为中华文明载体
的典籍的存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
以世代相传，至今仍发挥作用。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将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
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
手稿和图书资料等列为受国家保护的
文物，通过影印等方式减少古籍使用
的工作在公藏机构展开。政府主导的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在这一年启动。
《中华再造善本》共分五编，自唐迄清
分为唐宋编、金元编、明代编、清代编、
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编。历经十年，遴
选并组织影印藏于各处的珍善孤本，
令其化身千百。完成再造的善本被送
进110所高校、30余家省级以上图书
馆、港澳台地区，在海内外藏家、高等
院校图书馆、专家书房服务专家学子，
实现了孤本不孤，减少了原件的使用，
很大程度上让珍贵古籍分藏各处，一
定程度上实现异地灾备，保证了善本
书的传承安全，在使珍贵古籍传之久
远的同时更方便了利用，推进研究、传
播普及文化，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民族文化中的
智慧为全人类共享，堪称泽被后世、功
德无量的文化工程。

“中华再造善本”的优势在于政府
出面组织，便于整合各家资源，收入孤
本秘籍时成功地让分藏各处的残本数
部合一、数处合一、臻于完整，便于利
用；而且政府出资分藏各处，既可保护
传承，亦可传播利用。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的国宝级古
籍，有现藏英国的中国有确切纪年的
最早雕版印刷品唐咸通九年（868）
《金刚经》；有国家图书馆藏，硕果仅存
的《范文正公文集》等几部北宋刻本，
蝴蝶装原装的宋刻《文苑英华》、承载
中日文化交流的宋端平本《楚辞集
注》、宋本《忘忧清乐集》、蒙古时期刻
本孔氏家谱《孔氏祖庭广记》；还有北
京大学图书馆藏南宋庆元元年刘元起
刻本《汉书》、辽宁省图书馆的宋刻《扬
子法言》《画继》《抱朴子》、天一阁明本
《天圣令》……

2007年，国办发布《关于进一步
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华古籍
保护计划启动，古籍保护的顶层设计
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
强管理”为目标，针对保护古籍的种种
问题进行整体与全局的分析，从长远

上对保护古籍的策略与方法进行统筹
规划，明确主要目标，寻求稳步推进保
护古籍的主要路径。

2007年至今的16年间，以再生
性保护方式传承文明、服务社会、保护
古籍的脚步越来越快。现当代再生性
保护的主要手段是将文献内容迁移到
多种载体上，主要方法有照相复制（缩
微摄影）、数字化公布数字资源、影印
与整理出版、仿真复制、新媒体的手段
传播等。

缩微摄影技术从萌芽至今180多
年，是用拍照技术将古籍内容转移到胶
片上，利用缩微阅读机阅览。其优点是
标准化，易操作、易保管、存储稳定性
好，寿命可达500年，可分藏多处，成本
低。在过去的20余年，中国古籍缩微
拍摄和利用是古籍再生性保护的重
要手段，大大减少了原件的动用。其
缺点是必须到馆才能使用，阅读体验
不理想，由于成本控制，绝大多数采
取黑白拍摄，古籍部分信息无法呈
现，读者利用时内容存在不完整的现
象。即便如此，在电脑尚未普及、数
字化加工起步阶段的几十年间，缩微
阅读成为大量利用、实现再生性保护
的主要形式。

应用广泛，持续时间比较久的再
生性保护方式是影印出版，指照相制
版印刷，或者扫描件进行高清仿真印
刷等，有黑白、灰度、彩色等不同呈现

模式，查阅研究古籍非常便捷，经常在
收藏单位、学者书房提供使用。《中华
再造善本》及续编出版后，古籍影印、
整理、研究、出版成果越来越丰富，古
籍目录、图录、影印丛书、整理研究成
果不断涌现，地方典籍丛书编纂出版
蓬勃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
《中华医藏》《中华续道藏》以及《绍兴
丛书》《广州大典》等各地文库如井喷
般呈现。仅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在“十
三五”期间为各单位影印出版的古籍
就超过1.5万种。而国家图书馆的古
籍特藏则与近百家出版机构合作，近
几年几乎每年出版量可达3万余册，
相当于每年一部《四库全书》的体量。
近年《鲁迅手稿全集》《<永乐大典>影
印本》《敦煌遗书书法精选集》《中国国
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集成》《国家
图书馆藏黄河历史文献》《国家图书馆
碑帖综录》《国家图书馆藏青铜器全形
拓集成》《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明
代诗文集珍本丛刊》《历代农业古籍
珍本丛刊》《馆藏样式雷图档》的陆续
出版发行，积极配合了国家文明溯
源、古文字工程、黄河长江大运河文
化公园、敦煌与“一带一路”等文化战
略，方便了学术研究。曾陆续有人告
诉我，有了国图古籍资源的出版物，
在疫情封控的情况下完成了博士论
文，加上网上资源库，疫情中不来国
图也能用到书。

国家图书馆古籍特藏文献经过114
年不断积累，所收古籍特藏文献类型包
括古籍善本以及甲骨、敦煌遗书、西域文
献、金石拓片、古旧舆图、方志家谱、契约
文书、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名家手稿、革
命文献、外文善本等特藏，馆藏总量为
300万册（件）。多年来通过国家委托项
目、出版社选题合作等方式，已经有大量
古籍以影印出版方式服务大众。

古籍数字化也为古籍的利用及保护
插上了翅膀。2001年起，国家图书馆与
英国国家图书馆共建的国际敦煌项目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
ect，简称 IDP）采取藏家共建公众共享
的理念和模式是数字资源可建设的早期
成功范例。基于敦煌西域文献是珍贵的
历史文物、历史原因分藏世界多个收藏
单位、大多存在一定程度的破损、学界使
用不便的难题，20世纪末，国际学术界
日益认识到解决上述问题的紧迫性的同
时，数字摄像与扫描技术、数据库技术与
网络技术日臻成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
供了机遇。

其后国家图书馆全力推进数字资源
建设并积极公布成果？所建设的全文库
——数字方志成为当时点击率最高的数
据库。之后甲骨、拓片、照片、少数民族
文字古籍等数据库陆续上网服务。近年
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大框架下，依托
国家图书馆丰富馆藏，通过自建、征集，

“中华古籍资源库”平台累计发布古籍及
特藏数字资源超过10万部（件），免登录
在线阅览，极大满足了社会公众对古籍
资源的利用需求。通过联合发布，全国
几十家古籍收藏单位在线开放共享，正
在建设的智慧图书馆项目将会推进数字
人文建设快速发展，让用户对传统文化
的体验可视可听，数字中国中的古籍元
素将点亮传统文化的传承普及。

新媒体的运用也让古籍活化重生。
2021年春节，疫情笼罩下，国家图书馆
和阅文集团合作将国家图书馆珍贵藏品
中康熙、雍正、王羲之、颜真卿、赵孟頫等
名家手书的福，结合年轻人喜欢的梗，制
作福字故事手机壁纸推送，借手机阅读
方式，让大众秒懂汉字书写之字，为疫情
中坚守的读者送去一个最具仪式感的春
节祝福。

2022年新年伊始，国家图书馆携手

阅文集团又发起“甲骨文推广公益项目”，
以“让中国字源远流长，让好故事生生不
息”为主题，通过甲骨文与网文的跨千年
碰撞，以“网文”助力古老的“甲骨文”在数
字文明新时代焕发生机，完成了一次经典
传统文化活化和传播的经典案例。

《典籍里的中国》第一季节目播出后，
在海内外掀起“典籍热”。近期“一馔千
年”“寻古中国”等也导入古籍，让古籍中
的记载融入生活。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工作启动15年后，
2022年中办、国办联合发布《关于推进新
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
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
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
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
有重要意义，也把古籍工作再次推向快车
道。《意见》明确要求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古
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促进
古籍事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精神力量。

《意见》要求提高古籍保护水平，完善
古籍保护、修复、整理、出版、数字化等工
作规范，健全古籍公共服务、出版物、网络
服务等质量检查制度。加快古籍资源转
化利用，挖掘古籍时代价值。将古籍工作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注重国家重大战略实
施中的古籍保护传承和转化利用，促进古
籍有效利用。完善古籍资源便捷使用机
制，提高古籍资源开放共享水平，推进古
籍数字化，实现古籍数字化资源汇聚共
享。核心便是将古籍的原生性保护和再
生性保护完美结合，让中华文脉赓续。

6月 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又从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
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为坚定文化自信
自强，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

温故而知新，知古能鉴今，汲古可润
今，古籍的再生性保护是当今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
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献保障，值得
付出更多的精力去做好这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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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
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
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
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
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古籍，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
要载体。推动古籍的保护传
承，不仅可以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还可以使文化基因得到有
效传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
本期讲坛邀请陈红彦委员讲
述古籍的保护和传承。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在世界诸多文化体系中，唯一文化未曾断裂、
传承至今的国家。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不断，中华典籍功不可没。“伏羲氏始画八卦，造
书契”的记载、“仓颉造字”的传说……中华典籍从甲骨刻辞、青铜器铭文、石刻文字，中
经竹简木牍、帛书，后出现写卷、刻本，其数量之大，世所罕见。这些古籍全面系统地记
载着我国的历史、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发展的脉络和成就，中华典籍的存在让我们
了解中华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各族人民不断繁衍融合、共同创造历史的事实，了解中华儿
女世世代代根脉相承、生生不息的源泉。保护典籍、重视文化传统也成为中华人文精神
的重要内涵。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是典籍载体的脆弱性，决定着典籍从开始生产传播
就面临着不断的消亡。尽管今天存世的中华古籍依然可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但现存的
古代典籍其实只是祖先创造的全部文化财富的一部分。由于历史上人为破坏和自然灾害
的致损，许多典籍早已荡然无存。明叶盛说：“夫天地间物，以余观之，难聚而易散者，莫书
若也。”历代学者多有研究书厄者，故有五厄（隋牛弘）、续五厄（明胡应麟）、再续五厄（近人
祝文白）之说，以为藏书之鉴。造成书厄的方式，多为水、火、虫、兵，也有人为因素。

古籍保护，从根本上说就是用人的智慧和能力对抗人和自然因素对古籍的损害，减缓古
籍老化的速度，为古籍续命。其保护方式，一是基于对书籍本身原始状态的保护，表现在书
籍制作的手段、不断改进的装帧，从环境、建筑、设施、用具、管理、制度的保障，到书籍修复，
书籍本身书衣、包角、护叶、装帧等各个方面。如竹简杀青以防霉，纸张入潢以防虫、金匮石
室以防鼠防盗并控制温湿度、生活区和藏书区隔离以防火、及时修复以防止破损加剧。特别
是对良好的阅读习惯的规范——赵子昂：“聚书、藏书，良匪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
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
掩。后之得吾书者，并奉赠此法。”这种保护方式我们称之原生性保护。

二是将文献内容不断复制再造，迁移到其他类型载体，令其不断再生，即利用该原件的
复制传播降低典籍消逝的风险。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许多有识之士为编纂典籍和传播文化，
呕心沥血，甚至献出宝贵生命。先贤编纂典籍、珍藏典籍、整理典籍的优良传统使后人依靠
这些典籍将我国的历史和文化传承下来，并不断加以发扬光大。现当代则又有照相复制、扫
描数字化复制与影印整理出版等再生方式。

近年也有学者提出第三种保护，命名为传承性保护，这也可视为再生性保护的一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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