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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典籍博物馆首展———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中的
800 多件典籍，每一件典籍的背后都有一段不同寻常的故事。

《赵城金藏》
《赵城金藏》是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是我国第一部木刻

版汉文大藏经《开宝藏》的覆刻本。于金代熙宗皇统九年前至世宗大
定十八年在山西解州天宁寺雕版刊刻，故名金藏，又因为 1933 年在
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发现而被称为“赵城金藏”。《赵城金藏》的基本
版式仿《开宝藏》，部分经卷尾部保留了《开宝藏》题记，这在《开宝
藏》已经散佚之后版本价值更显珍贵。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欲以武力强夺《赵城金藏》。1942 年春，
八路军组织群众趁夜间将该藏全部转移出广胜寺。1949 年，北平
解放，这批《金藏》被移交给北平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
保存至今。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可谓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初名《文献大成》，

始编于明永乐初年，至明永乐六年（公元 1408 年）全部完成。全书
22877 卷，目录 60 卷，共 11095 册。收录古代各类典籍七八千种，许
多宋元以前的重要典籍，多赖以保存。原本写录一部，藏南京文渊
阁，永乐十九年运抵北京，贮于文楼。嘉靖年间，宫中大火，险遭不
测。嘉靖皇帝诏命誊写副本一部。后来，正本下落不明。副本存皇史
宬，清朝雍正年间移贮翰林院。因管理不善，又历经兵火战乱，副本
也多失散，存世无几。

现在存世的《永乐大典》是明嘉靖内府所录的副本，总约 400
册，不足原书的 4%，且散落在世界各地。国家图书馆藏 221 册，其中
包括现在寄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 60 册。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在清乾隆年间由官方纂修的我国最大的一部丛

书，全书 6144 函，36304 册，全为手抄本。丛书从乾隆三十八年开
始，历经七年编成，所收录的书几乎囊括了先秦至乾隆年间各类重
要的典籍。

《四库全书》编好以后又抄录了六份，经过清末战火后只有承德
避暑山庄文津阁的原架、原函、原书保存完好。1915 年，文津阁《四
库全书》拨交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北海分馆门前文津街
的名字正是由此而来。

《神策军碑》
《神策军碑》全称为《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又称《柳公

权神策军纪圣德碑》，是书法家柳公权晚年作品。石碑刻于唐会昌三
年（公元 843 年），后毁于战火，拓本极少。

《神策军碑》拓片原装两册，其中的下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便已
失传，上册被收藏家陈清华夫妇带到香港。1955 年和 1965 年，陈清
华因生活窘迫，曾两次大批出售所藏古籍，其中有《神策军碑》上册。

虽然新中国当时财力有限，但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有
关部门曾两次斥资回购典籍。其中就包括 1965 年文化部以 25 万元
从陈清华手中收回包括《神策军碑》等珍贵善本 18 种，碑帖拓片 7
种，一共 25 种 102 册。

国 家 典 籍 博 物 馆 首
展———国 家 图 书 馆 馆 藏
精品大展由金石拓片、敦
煌遗书、善本古籍、舆图、
名家手稿、西文善本、样
式雷图档、中国少数民族
文字 古籍和中 国古代典
籍简史等 9 个展览组成，
展品共计 800 多件，是国
家图 书馆历史 上规模最
大的 集中展示 馆藏文献
珍品的展览。

金石拓片展以时代为
序，选取先秦至明清及近
现代 时期的馆 藏甲骨实
物、金石拓本精品及部分
石刻实物，为观众展示金
石文献这一与书籍相媲美
的重要文献形式。国家图
书馆多年来，经过购藏、捐
赠、拨交、自拓等渠道，现
藏金石拓片 26 万余件、甲
骨 35651 片，另有数百件
石刻实物。

敦煌遗书展主要展出 1900
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的 4
至 11 世纪多种文字的写本和印
本、拓本文献，其中 90％以上为
佛教经典，其余为经、史、子、集
四部书籍以及官私文书等文献，
被誉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
书”。此次展览甄选了 54 件馆藏
敦煌遗书精品，从多角度展现了
我国中古时期辉煌灿烂的文化。

善本古籍精品展主要从国
家图书馆馆藏善本古籍中精选
出存世早、版本精、对中国文化
具有重要影响的典籍 131 部进
行展示。这些善本古籍继承了
南宋以来的历代皇家珍藏，包
括内阁大库、翰林院、国子监南
学所藏的宋元旧刻，以及清末
以来 历届政府 拨交的 敦煌 遗
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文
津阁《四库全书》等，吸纳了南
北各大藏书家毕生所聚的稀世
珍品，在展示这些珍贵历史文
物的同时，也希望借此勾勒出
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

舆图精品展展品汇聚了清
学部内阁大库珍藏的清绘本地
图，涵盖宋、元、明、清等多个时

期。迄今为止，国家图书馆
藏 1949 年以前编绘的中
文地图达 8000 多种 10 余
万件，在国内外首屈一指。
本次展出的藏品以明清时
期中文古旧地图为主，兼
具外文古旧地图精品。

样式雷 图档 展主 要
展示清代主持皇家建筑
设计的雷氏家族设计、绘
制和写作的建筑图样与
文字档册。“样式雷图档”
已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
故宫、天坛、颐和园、避暑
山庄、清东陵、清西陵等
建筑群都在其中。通过此
展览，观众能够了解中国
古代的建筑思想以及建
筑工程学的发展概貌。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展
共展出包括 21 种民族文
字在内的 66 种古籍珍品。

民族文字古籍作为记录和传承
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与汉
文古籍一样，具有重要的文物、
文献和文字价值。透过这些文
献，观众可以看到历史上各民族
之间的学习和融合。

名家手稿展展出了中国近
现代名家的 147 件手稿精品，包
括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的毛笔手书原稿和巴金《家》的
钢笔手书原稿等。1954 年，国家
图书馆正式创设名家手稿文库，
至今已收藏了 500 多位近现代
名家的 4000 多部手稿。

西文善本展从馆藏 5 万余
册西文善本中选出了 57 种藏品
进行展出。从这个展览中，观众
可以了解西文善本背后的故事，
欣赏西方典籍不同印刷和装帧
特点，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典
籍著述、阅读、传播和收藏有更
深的体会。

中国古代典籍简史展览以
时间为序，从文字的产生、典籍
的萌芽，到历代典籍的出版和制
作，选取了 167 件代表性展品，
分阶段展现出重要典籍及其相
关的任务和实践，展示了中国古
代典籍长河的历史画卷。

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建在图书馆中的博物馆

在中国，宋代司马光主持编写的编年体史书
《资治通鉴》可谓家喻户晓，在不少图书馆中都可
以找到。但要想一睹司马光手书原稿的真容，却
不那么容易。如今，在即将正式开馆的国家典籍
博物馆中，这份珍贵的手稿将走出“深闺”，与普
通观众“面对面”。

藏于国家典籍博物馆的《资治通鉴》残稿共
计 465 个字，记载了自东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
322 年）一年的史实。在这份原稿上，每段史事只
写了开端几个字或十几个字，其他内容用“云云”
二字作以省略，所写的是今天通行本《资治通鉴》
第 92 卷的内容，但在文字上略有出入。

这份残稿是司马光手书的、唯一传世的《资
治通鉴》原稿，而它只是国家典籍博物馆首展“国
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9 个展览中 800 多件珍
贵展品中的一件。

作为国内首家典籍博物馆，国家典籍博物
馆集中展陈空间建筑面积达 11549 平主米，拥
有 9 个展厅，其依托的是国家图书馆丰富的馆
藏资源。有着 100 多年历史的国家图书馆继承
了南宋以来历代的皇家藏书，最早的文献可以
追溯到 3000 多年前的殷墟甲骨。其馆藏的敦煌
遗书、善本古籍、金石拓片、古代舆图、少数民族
文 字 典籍 和名 家 手稿 等 珍品 多 达 275 万 册

（件）。
“我国古代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发

展历史过程中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是中华文明
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也是人类文
明的瑰宝。”国家图书馆馆长、党委书记兼国家典
籍博物馆馆长韩永进说，“而国家典籍博物馆能
够长期、系统和全面地展示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
的中华典籍，展示中华典籍产生、传播的历史和
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展示中华典籍对促进世
界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韩永进看来，国家典籍博物馆提供了一种
图书阅览的新形式，不但拓展了国家图书馆社会
教育和典藏保护的职能，而且使得博物馆和图书
馆的功能得以充分融合。“典籍博物馆将为读者
提供更直观、更具有文化品位的阅读体验。这样，
读者来到图书馆不仅可以欣赏到充满文化灵韵
的珍品展示，还可以聆听文献承载的思想声音，
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让古籍更“接地气”

“博物馆不在于它拥有什么，而在于它以其

有用的资源做了什么。”谈到国家典籍博物馆的
职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兼国家典籍博物馆常务
副馆长李虹霖非常赞同美国博物馆专家古德的
这句话。

从 17 世纪后期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博物
馆，到 1753 年世界上第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大型
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建立，再到 1946 年国际
博物馆协会在法国巴黎成立，李虹霖认为，这期
间博物馆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革，那就是从早期
以收藏为主发展到公共开放，再到今天的休闲学
习与服务功能。“其中休闲和服务功能的注入为
博物馆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增强了博物馆的亲
和力和影响力，使其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对于一般的观众来说，古籍可能是晦涩难懂的，
所以让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展品贴近生活就显得
更为重要。在李虹霖看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
做的就是在公众服务上下足功夫，想办法让古籍
更加易于普通观众认识和理解。

比如，在善本古籍展厅，就有江苏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雕版印刷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
江民和雕版刻印师宋保胜现场演示的《红楼梦》
插图的雕刻和印刷过程。就在其旁边，元代木活
字发明者王祯独创的“转轮排字盘”也被仿制出
来。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不同的精妙之处，就以
这样“活”的方式呈现给观众。

“博物馆和图书馆都容易出现一个问题，那
就是观众来听过，但容易忘记，来看过也记住了，

但印象不深。只有观众亲手做过，才能留下比较
深刻的印象。”李虹霖说道，“所以，国家典籍博物
馆在观众互动方面，尤其是针对青少年和儿童下
了很大的功夫。”

李虹霖所说的观众互动服务的典型代表就
是放置在展厅内的甲骨文互动写字设备。在这台
设备的触摸屏上显示有字帖，包含了甲骨文中出
现过的十二生肖和百家姓中的文字。观众可以触
摸屏幕选定某一个文字，然后按照屏幕上字的模
子用手指临摹，并且可以将亲手书写出的甲骨文
打印出来带回家去。

科技设备助力古籍“活化”

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的珍贵古籍文物需
要严密保护，但同时观众又有阅读古籍的需求。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博物馆利用科技手段，为观
众提供了一些有趣又实用的互动服务。

比如，在金石拓片展厅的地面上就流淌着一
条蓝色的“汉字历史长河”。跟随着流动的文字，
观众可以认识到汉字在 3000 多年历史中的演化
过程。其实，这件数字艺术品就是将文字投影在
展厅地面上，并使其不断流动以打造出弯曲的河
流形状。在这条“长河”的尽头，一个巨大的屏幕
上循环出现《曹全碑》《张迁碑》等中国十大碑帖
的拓片影像，便于观众了解和学习。

科技设备的运用不仅可以使观众获得美的享

受，也能使亲手“翻阅古籍”成为现实。年代久远的
珍藏典籍，无法让参观者直接翻看，但通过在展厅
内设置一个透明液晶屏，利用微波传感与电子典籍
的结合，就能够使观众在观看展柜中的真实古籍的
同时，还能轻松地阅读古籍中的内容。这样的方式
既能保护古籍，又能满足观众的阅读需求。

还有，展厅内的《柳公权神策军纪圣德碑》善
本旁边也放置了一个放大的高仿版本，另外还带
有一个透明的可触摸屏。观众用手指在触摸屏上
滑动，就可以逐页翻看这件典籍中的内容。

国家典籍博物馆中的观众反馈系统也因科
技设备而有所创新。与传统的观众留言模式不
同，该博物馆通过触摸屏和大屏幕展示的是观众
的电子留言。参观者只需在触摸屏上手写留言，
点击发送到墙面的屏幕上，屏幕就会循环播放所
有参观者的留言内容。

把古籍文化渗入生活

李虹霖认为，要真正实现“文字活起来”的目
标，文博工作者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

“中华典籍作为中华文明的标志，对中华传统
文化的传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大家都在
讲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就是中华
民族几千年的传承，它的内容就记载于历代经典
古籍之中。”李虹霖说，“但是，现在很多古籍藏于
深宫无人知，这就需要文博工作者通过各种形式
让这些珍贵文物走进大众。人是文化的创作者，也
是所有者和传承者，只有亲近经典，才能更好地传
承文化，建立和传承核心价值观。”而国家典籍博
物馆的成立就将架起国家图书馆馆藏与大众沟通
的桥梁，将中国的文化遗产惠及社会公众。

8 月 1 日起，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始接受社会团
体预约参观，9 月 9 日将正式开馆并面向个人读者
开放。提到未来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发展，李虹霖表
示，会根据观众需要和博物馆特色适时策划举办主
题展览、历史文化讲座和读书沙龙等活动。

“国家典籍博物馆不仅要成为中华典籍文物
的收藏中心、典籍文化的展示中心和研究中心、
世界典籍文化的传承交流中心和文化教育基地，
未来还将实现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的全面聚合，
建设成为重要的青少年教育基地和传统文化传
播基地。”李虹霖说道，“我们要用丰富的文化服
务走进民众，让书籍文化的魅力感染每一位参观
者，也让关注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每一位读者都能
找到自己喜爱的文化活动，让古籍文化真正渗透
到他们的生活中。我想这也是‘文字活起来’的另
一种含义吧。”

《非诚勿扰》成对外汉语教材

近日，《非诚勿扰———高级汉语视听说教
程》在南京首发，这本书依托《非诚勿扰》节目
内容开发而成。编者从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的节目中遴选出 16 位男嘉宾，构成书本
的 16 个学习单元。16 位男嘉宾来自世界各
地，职业上涵盖了商人、电脑工程师等不同领
域，在场上引发了全职太太、白富美、大男子主
义、宅男、独生子女、姐弟恋、婆媳关系等具有
一定代表性或争议性的话题。

据介绍，美国东北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
加拿大约克大学等 6 个国家的对外汉语专业，
均将使用该书当教材。

点评：过去中国人通过电影学英语，现在
是外国人通过一档电视节目学汉语，至少可以
表明《非诚勿扰》有趣、接地气，部分反映当下
中国流行文化。

台湾或禁播《哆啦 A梦》

发行超过半世纪的日本卡通《哆啦 A 梦》
近日在台湾地区受到质疑。“如果长年看下来，
小孩子恐怕就会变成大雄！”有网友在自己的
博客上发表文章，指《哆啦 A 梦》中的主要角
色如大雄、小夫、胖虎，一个遇到事情只会哭
诉，一个整天都在炫富，另一个不顺心就揍人，
通通不是小朋友理想的榜样。尤其当小夫配上
胖虎，根本就是校园帮派的翻版。

有媒体转载该网友文章，不少家长读完后
都心有戚戚十分认同。有家长和教师团体认
为，该片涉嫌助长校园霸凌，“不是一部适合儿
童长年观看的卡通”，要求台湾华视立即“自律
下架”。对此，台湾相关人士表示尊重，承诺会
就此讨论。

也有网友质疑，“我都看几十年了还不是
活得好好的？”

点评：这说的是我们一直在看的那个《哆
啦 A 梦》吗？这部片子已 50 岁了，难道那些不
认同的家长小时候没看过？

“大金蟾”被批东施效颦

近日，北京玉渊潭公园，一只巨型充气荷
叶金蟾现身公园湖面。金蟾是以宁波市工艺美
术大师郭永尧设计的作品———100 厘米高、红
木贴金《大金蟾》为蓝本制成。金蟾高 22 米，底
部长 34 米，体积超霍夫曼的“北京大黄鸭”，制
作难度为大黄鸭的 3 倍多，由 550 个裁片制作
而成。

有评论认为，这就是风靡一时的大黄鸭的
翻版。不但有东施效颦之嫌，还不尊重版权。

点评：大黄鸭不过 7 年的历史，金蟾展出
个十年八年也会诞生各种“故事”，进而“出
名”，到全国乃至世界巡回。当然首要条件是金
蟾能坚持得下去。

网络小说改编剧霸占暑期荧屏

今年的暑期荧屏，三大热播剧《恋恋不忘》
《相爱十年》《绝爱》全部改编自网络热门小说。
2014 年，由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呈井喷状
态，已制作完成的有 16 部，还有 50 部正在筹
备中。

虽然《恋恋不忘》脱离现实的情节让观众
吐槽不断，又被网友称为“山外青山楼外楼，豪
门虐恋几时休？”收视却一路飙升。《相爱十年》
煽情的故事、纠结的情路被网友称为“前半段
人艰不拆，后半段不作不死”；《绝爱》中女律师
与高富帅总裁之间的爱情则被网友称为“史上
最虐”。

对于观众边吐槽边追捧，一位资深网络小
说迷认为，网络文学作品中确实有精品存在，
但网上看小说的浏览方式大多是一目十行，对
剧情和文字也不会过多挑剔，一旦网络小说被
搬上荧幕，由演员活生生演绎小说中的场景，
网络小说中天然带有的粗粝、低俗、原始的硬
伤就全部现形。

点评：网络小说吸引人，知道读者喜欢什
么，但绝不是拯救国内影视剧的一剂良药。

“朝内 81号”引关注

近日上映的国产惊悚片《京城 81 号》上映
不到两天，票房就过亿元。影片这么火，还与一
座房子有关。《京城 81 号》 原名叫《朝内 81
号》，而“朝内 81 号”在北京确有此处———朝阳
内大街 81 号，东、西两幢小楼，法式风格。

一位探访过朝内 81 号的人介绍，两幢楼
已十分破败，屋外爬满绿藤，屋里天花板不少
都已掉落，木头楼梯多处腐烂。现在楼前几乎
成为了一处停车场，这座建筑一直被附近居民
认为是“鬼宅”。而也因为这个说法，“朝内 81
号”成为惊悚片原型。

虽然有关部门多次表示，传言属无稽之
谈，并无依据。但从 2005 年开始，一些热衷于
城市探险的年轻人，来此探险后写各种段子，
放到网络上，小楼越来越有名。

点评：在钢筋水泥的建筑森林里还有这样
的地方，足够让人好奇的，小说、影视文学与现
实交叠构成了独特的文化风景。

文化微议

栏目主持：喜平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81 号

2014 年 9 月 9 日，正值国家图书馆建馆 105 周年。在那一天，依托于国家图书馆宏富馆藏的国家典籍博
物馆将正式开馆，并面向个人读者开放。这座集典籍收藏、展示、研究、保护、服务、公共教育、文化传承和文化
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将带领观众穿越历史，近距离地感受那些珍贵文献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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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背后的故事

（本组稿件由本报见习记者张文静采写）

《四库全书》

《神策军碑》

《赵城金藏》

《永乐大典》

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