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中国国家版本馆被称为“中华文

化种子基因库” 。 在千百年的历史长

河中， 这些瑰宝呈现了怎样精彩的文

化故事， 又如何镌刻了中华文明的博

大与辉煌？ 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

馆长刘成勇讲述典籍版本中蕴含的中

华文明。

■历朝历代都有版本

专藏机构

回望历史， 我国历朝历代都把版

本保藏传承放在重要位置。 从周朝的

守藏室到汉代的天禄阁， 从唐朝的弘

文馆到宋代的崇文院， 从明代的文渊

阁再到清代的四库七阁， 虽然名称不

同，但是专藏机构绵亘千年，守护中华

典籍版本的初心始终如一。

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文华

堂广场的南侧，矗立着一块刻着“赓续

文脉” 的石印章。中国国家版本馆的职

责使命就是赓续文脉，功能定位是“中

华文化种子基因库” ，它的主要任务是

建设国家版本资源总库和国家版本数

据中心， 目标是打造中华版本典藏中

心、展示中心、研究中心和交流中心。

什么是版本？ 版本在传统意义上

一般指古籍的刻本、印本、写本等。 中

国国家版本馆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

全局视野出发， 将古今中外载有中华

文明印记、 文化符号和文脉信息的各

种资源都纳入版本范畴。 比如中华古

籍、甲骨简牍、革命文献、宗教文献，包

括碑帖拓片、方志家谱、邮票钱币、雕

版印章以及新闻照片、网络文学、影视

剧和短视频等数字版本。

2022 年 7 月，中国国家版本馆举

行落成典礼。 中国国家版本馆是“十

四五” 规划中的重大文化工程，目前

共收藏实物版本 3200 多万册 / 件。为

了将文化种子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中

国国家版本馆由中央总馆文瀚阁、西

安分馆文济阁、杭州分馆文润阁、广州

分馆文沁阁组成， 分别选址于北京燕

山、西安秦岭圭峰山、杭州良渚、广州

凤凰山，共同担负起集中保藏、展示中

华民族文化瑰宝的重任。 中国国家版

本馆开创性地在山体之中建设洞窟，

洞窟不仅能够维持一定的温度和湿

度，更严格遵循防水、防火、防潮、防

洪、抗震等多项国家标准。 在这里，每

一件文物都能获得前所未有的精心呵

护，以抵御岁月的侵蚀。

典籍版本的代代相传， 见证和记

载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中华文

明。可以说，版本蕴藏着中华民族的精

神基因和文化根脉，它是记录历史、见

证文明的“金种子” ，也是中华文明看

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证明。

本文带领读者穿越时空， 一起探

索中国国家版本馆一批镇馆之宝背后

的故事， 了解它们从古到今的生命历

程，感受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华文

明的博大精深。

■《西楼苏帖》，照见

文明传承的艰辛

在印刷术诞生之前， 碑拓是记录

古代文字的一种重要方式。

古代书法艺术作品绝大部分是靠

拓本得以流传的。相较于书法真迹，碑

帖拓本更容易得到， 且传播广泛。 因

此， 集纳了众多碑帖拓本的丛帖便应

运而生。 丛帖可以汇集数量巨大的历

代名作和翻刻拓本， 对中国书法的历

史研究、 艺术传承有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在历代丛帖刻本中，还附加着收藏

者们存留的跋语、印章，更是极大地丰

富了原有丛帖的历史文献价值。

海内孤本《西楼苏帖》,是北宋文

学大家苏轼的一位狂热粉经千辛万苦

集纳、 流传下来的现存第一部苏轼的

书法丛帖, 已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

苏轼才华横溢， 为后人留下了数

量丰富的著述文章， 流传至今的有

2700 多首诗歌 、400 多首词和 4200

多篇文章。 这些作品流传下来是很不

容易的。

苏轼曾经历了乌台诗案和元祐党

禁风波。在乌台诗案中，苏轼因为诗文

而获罪，不仅自己受到严惩，许多和他

有诗文交往的友人也遭到了处罚，因

此，苏轼的许多作品被焚毁。 后来，苏

轼又深陷元祐党争旋涡， 他的作品再

次遭到大规模的禁毁。除此之外，古籍

版本在收藏过程中通常还会遭遇天灾

人祸，比如虫蛀、水渍、火灾、盗窃以及

兵乱等， 这些都大大影响了苏轼作品

的保存。

南宋建立之后， 出于笼络民心等

需求，高宗、孝宗两位皇帝都大力褒扬

苏轼，提倡苏轼的诗文。再加上当时四

川地区雕版、椎拓技术发达，苏轼的诗

文和书法在南宋时期编刻成风。 当时

有一位苏轼的崇拜者叫汪应辰， 在他

的不懈努力下， 终于为后人留下了这

部珍贵的《西楼苏帖》。

汪应辰 18 岁就金榜题名，他为人

耿直，学识渊博，颇有政绩，官至吏部

尚书。 汪应辰崇拜苏轼大概有两个原

因，一是仰慕苏轼的才华，二是两人的

性格、经历颇为相似。苏轼在仕途上很

不顺利，曾遭遇黄州、惠州、儋州三次

贬谪，而汪应辰因反对秦桧议和，流落

岭南达 17 年之久，这让汪应辰对苏轼

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隆兴二年（1164 年）至乾道五年

（1169 年）， 汪应辰担任四川制置使

兼成都知府。而苏轼是四川眉山人，于

是汪应辰近水楼台， 到处搜集苏轼的

作品真迹，聘请能工巧匠，在官衙西楼

刻书上石。当时四川盛产麻纸，他便命

人将这些书法真迹用上好的麻纸拓下

来，装帧成三十卷《西楼苏帖》。

《西楼苏帖》 刻成于南宋孝宗乾

道四年（1168 年），当时距离苏轼去

世已有 67 年。 它是现存刻石最早、拓

印最早、镌字最精的苏轼书法拓本，非

常逼真地展现了苏轼的笔墨精神。 而

且， 历代藏家一致认为，《西楼苏帖》

所收录的苏轼作品没有一篇是伪作。

《西楼苏帖》上有汪应辰的跋语，其中

写道：“每搜访所得，即以入石，不复

铨次也。 ” 由此可知，汪应辰不是一次

性把这些真迹收集全的， 而是得到一

些，就赶紧刻石，历经多次才完工，可

谓煞费苦心。也可以从中看出，他为搜

集苏轼作品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西楼苏帖》共三十卷，大约相当

于“丛帖之祖”《淳化阁帖》的 3 倍，堪

称洋洋大观。 此外，《淳化阁帖》等宋代

丛帖大多是汇集许多书法家的作品而

成，而《西楼苏帖》是汇集苏轼一人的

作品，这在宋刻丛帖中是很少见的。

南宋末年，《西楼苏帖》原石毁于

战火，如今只剩下拓本传世。经过近千

年的岁月流逝， 这部刻帖也从最初的

三十卷，到今天仅存十卷残本。这十卷

《西楼苏帖》收录了苏轼青年、中年、

晚年的诗文和信札，行书、草书、楷书

都有，大约 90 篇，内容丰富，文献价值

很高，所以尤为珍贵。 同时，这件拓本

展现出宋代精湛的刻帖和椎拓水平，

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宋代以来，许多名人都收藏过这部

拓本，《西楼苏帖》 上有许多藏家的题

跋、钤印以及批注、绘画。 比如，清末民

初政治人物徐世昌的题跋是一首诗文，

字体秀逸，落款是水竹邨人。 清代学者

吴荣光收藏时在上面留下了 90 多处眉

批，他的女儿吴尚熹是工笔画家，还在

上面创作了一幅精美的 《东坡笠屐

图》。 这些都构成了亮丽的文化风景。

古籍是文明的载体，《西楼苏帖》

承载了我国历史上一段异常珍贵的文

化记忆，更照见了文明传承的艰辛。

■补上了中华文明向

西传播的关键一环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

一，它开始于唐朝的雕版印刷术，后来

经过宋代毕昇的发明与完善， 产生了

泥活字印刷。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

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来自西夏，

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 64 件文

物之一。它虽然只是薄薄的几页纸，却

改写了人类印刷史， 补上了中华文明

向西传播的关键一环。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 20 世纪

90 年代出土发现的。 1990 年 11 月下

旬， 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拜寺沟的

一座西夏方塔被不法分子用炸药炸

毁， 当时年近六旬的宁夏文物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牛达生先生主动请缨，带

队清理和发掘古塔废墟。

在废墟中的塔心柱上，发现了“大

白高国大安二年” 的字样。 大白高国

是西夏国的自称， 大安是西夏第三代

皇帝李秉常的年号。 大安二年是公元

1076 年，也就是建塔的确切时间。 同

时， 遗址中还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的文

物、文献，《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就是

其中之一。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共计 9 册，

约 10 万字，以白麻纸精印，蝴蝶装，版

心的上半部分印有书名的简称， 下半

部分印有页码。 页码有汉文、西夏文、

汉夏合文三种形式。 每半页 10 行，每

行 22 个字， 每个字大小 1 厘米左右，

通篇字体繁复、周正、秀美。 它是一部

藏传佛教的密宗经典， 由梵文译成藏

文，再由藏文译成西夏文。由于藏文原

本早已失传， 所以这件西夏文的版本

目前成了《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唯

一传本，是弥足珍贵的海内孤本，堪称

无价之宝。

当时， 专家判定它是西夏文的印

本， 但是无法立刻知道它的内容和具

体年代， 也不能立刻判定它究竟是雕

版印本还是活字印本。 牛达生先生经

过两年的潜心研究，根据《吉祥遍至

口和本续》的一些印刷特点，比如板

框的栏线大多不衔接，书名、页码用字

混乱，倒字、错字较多以及墨色浓淡不

匀等现象，判定它是典型的活字印本。

根据隔行竹片的印痕， 他进一步判定

这是木活字印本。所谓隔行竹片印痕，

是指行与行之间存在的长短深浅不

一、时隐时现的线条，这是木活字印本

特有的痕迹。另外，他根据文物的共存

关系来推断，《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应

当是西夏后期，也就是 12 世纪后半叶

相当于南宋时期的木活字印本。

在《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出土前，

学术界普遍认为木活字印刷是元代王

祯首先发明的。经有关专家鉴定，大家

一致认为，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

和本续》 为西夏后期的木活字版印

本， 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

活字版印本实物。 《吉祥遍至口和本

续》的发现，把木活字印刷的发明和

使用的时间提早了一个多世纪， 改写

了世界印刷史。 它不仅有力地证明了

活字印刷术起源于中国， 而且填补了

我国早期活字印刷遗存资料的空白，

为研究我国早期活字印刷技艺提供了

难得的实物资料。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 还具有国

际意义。 西夏先后和宋、辽、金等政权

对峙， 活字印刷术在宋代发展的时期

正是西夏独占河西走廊的时候， 中国

印刷术西传的一条重要路线就是沿古

丝绸之路传到中亚，再进入欧洲。《吉

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发现，证明了活

字印刷术在宋代已经传入河西地区，

弥补了从中原传入中亚的缺失环节。

它也使我们有理由推断， 在活字印刷

技艺由中国向西方传播的过程中，西

夏起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

正是因为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

有如此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印刷史上的

意义，2002 年， 它荣登首批中国档案

文献遗产名录。 2008 年，它又入选首

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2022 年，《吉

祥遍至口和本续》由宁夏回族自治区

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拨到中国国家版本

馆，由专业人员保存管理，部分书页在

版本工艺展上陈列， 向世人展示它古

老的样貌。

2023 年，中国国家版本馆进一步

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

亚太地区名录》，要将《吉祥遍至口和

本续》的影响推广到全世界。

■一件真正的唐朝国

家级出版物

在中国国家版本馆浩如烟海的珍

贵藏品中， 有一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

值极高的镇馆之宝。 它是盛唐佛教发

展的见证， 是一件真正的国家级出版

物。它前后历时 7 年才完成，从女皇武

则天到宰相、大臣、高僧，再到普通经

生， 参与其中的人多达数百人。 可以

说，它是举大唐盛世的财力、物力、人

力留下的国宝。 它就是公元 672 年的

唐写本《妙法莲华经》。

这部经卷源自武则天为去世的母

亲发起的一场抄经活动。 这部佛经由

鸠摩罗什翻译，是后世译本的祖本。鸠

摩罗什是唐代玄奘之前最著名的佛教

翻译大师， 他翻译的 《妙法莲华经》

《金刚经》 等多部经典在中国佛教史

上占有重要地位。

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以来，

经过数百年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

发展，在唐代达到鼎盛。武则天的母亲

杨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 她对武

则天的信仰有直接影响。 咸亨元年

（670 年），武则天的母亲去世，为了

追念她，武则天发愿抄写 3000 部《妙

法莲华经》。 这次写经活动从咸亨元

年开始，到仪凤二年（677 年）结束，

历时 7 年之久， 是唐代佛教史上盛极

一时的浩大工程。

武则天将母亲杨氏生前居住的长

安休祥坊旧宅辟为太原寺， 作为专门

的写经场所， 并召集数百名以抄写佛

经为业的经生写经，秘书省、弘文馆、

左春坊等官署的楷书手也积极参与其

中。在抄写的过程中，每卷经文由经生

或者书手一个人独立完成。 抄写完成

后， 还需要经过严格的三道校对和四

道详阅，来保证经文的准确无误。参加

校对和详阅的人分别署名，明确责任。

朝廷还特地选派写经使对写经活动进

行监管，委任写经判官，负责协调与执

行具体事务， 以保证写经活动得以高

质量完成。

这部存世的《妙法莲华经》，初校

和抄写者都是一个叫田无择的经生，

再校、三校是来自长安醴泉坊的僧人，

四位详阅都来自长安休祥坊的太原

寺。 他们的专业知识与严谨态度保证

了经文内容的准确性。 唐代著名书法

家虞世南的儿子虞昶担任写经使。

《妙法莲华经》 使用的是优质的

硬黄纸，厚度约 0.1 毫米，不仅轻薄，

而且坚韧。 其中还加了一味中药材黄

檗，使得纸张既暗黄、庄重，又能预防

虫蛀。 所以，历经 1352 年之后它仍然

保存完好， 充分展现了唐代高超的造

纸技艺。

这卷《妙法莲华经》在长安抄写

完成后，向西流传到敦煌，后来与其他

大量的经卷、 文书一起被封入莫高窟

的藏经洞，达千年之久。 20 世纪初，藏

经洞被意外打开， 数以万计的 4 世纪

至 11 世纪的珍贵写本、绢画等文物重

见天日。 在敦煌发现的佛教单经写本

中，《妙法莲华经》的数量最多，达数

千件。但是，其中出自唐初宫廷的写本

仅有 40 余件。

极其不幸的是，晚清国力衰弱，敦

煌出土的这批珍贵文物遭到了外国探

险家的多次掠夺和破坏， 大批的敦煌

文献从此流散海外。 为了防止剩余的

敦煌古卷再遭流失，清政府责令甘肃布

政使何彦升负责把残存的古卷送到北

京。 然而，这批文物运到北京后，何彦

升的儿子何震彝和他的岳父李盛铎利

用职务之便， 将其中的精品据为己有。

李盛铎晚年移居天津，他手中的部分敦

煌遗书出现在天津古籍文物市场，包括

这卷《妙法莲华经》在内的部分珍贵经

卷最终被周叔弢先生所收藏。

周叔弢不仅是著名的民族实业

家，还是一位古籍收藏家，他将自家企

业所得几乎全部用于购买文物图书，

藏书多达 4 万余册。 周叔弢听到敦煌

文献屡遭劫掠的消息后非常愤慨，从

此以后， 只要见到敦煌文献便不惜重

金买下，发誓要保护这些国宝。为了确

保这些珍贵文献的安全， 周叔弢特意

请专业人员为每一卷敦煌文献定制书

盒， 并将它们妥善收藏于特制的木箱

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 周叔弢将包括

256 件敦煌文献在内的一大批古籍善

本无偿捐献给国家。

2022 年， 这卷来自敦煌藏经洞的

国家一级文物《妙法莲华经》，在历经

千年沧桑之后永久保存在中国国家版

本馆中央总馆兰台洞库的洞窟之中。

兰台洞库的设计灵感正是来自敦煌藏

经洞，这场穿越时空的相遇，让这卷珍

贵版本有了更加传奇的传承意义。

■盛世兴藏， 让中华

文明有籍可查

可以说 ， 中华典籍资料的保存

历经沧桑 ，至今仍有大量珍贵的中

华典籍版本散落在世界各地 。 把能

收集到的自古以来的历史典籍 资

料收集全， 让中华文明有籍可查 ，

是中国国家版本馆的重要职责和

使命。

2024 年 5 月 31 日， 中国国家版

本馆举行了第二批版本捐赠入藏大

会，15000 余册实物版本入藏中国国

家版本馆。在众多版本中，有一批书札

显得尤为珍贵， 它们的主人是晚清名

臣丁宝桢。

丁宝桢是贵州平远人， 咸丰三年

（1853 年）的进士，官至山东巡抚、四

川总督，因为功勋卓著，被加封太子少

保衔， 因此也被人们尊称为 “丁宫

保” 。 丁宝桢对烹饪比较有研究，他创

制出一道将鸡丁、 红辣椒和花生米下

锅爆炒而成的菜品，色香味俱佳，广受

欢迎。人们为了纪念他，便将这道菜命

名为宫保鸡丁。

在晚清政坛上，丁宝桢的地位举

足轻重， 他为官清廉刚直 ， 勇于担

当 ，积极投身洋务运动 ，改革盐政 ，

致力于水利建设。 可以说，丁宝桢不

仅是一位在多个领域卓有建树的政

治家， 也是晚清政坛的亲历者和见

证者。 在为官生涯和日常生活中，他

留下了许多往来的书札。 更为珍贵

的是， 这批书札中还收录了众多亲

朋好友、 同僚下属写给丁宝桢的信

件，其中就包括李鸿章、曾国荃等不

少晚清名人。

这些信件内容丰富，涉及赈灾、海

防、盐政改革、中法战争等重要议题，

为研究晚清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举例来说， 有一封李鸿章写给丁宝桢

的亲笔信，用浓墨书写，文笔流畅，写

信时间是光绪七年 （1881 年）12 月

22 日， 当时丁宝桢担任四川总督，李

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在信

中， 李鸿章对两江总督左宗棠的施政

表达了不满，认为他过于追求名声，任

性行事。同时，李鸿章还对中法越南问

题阐明了看法， 认为法人久占越南六

省，又添造兵船，有借道澜沧江入侵我

国云南的企图。 他建议丁宝桢在四川

食盐的运销经费中预留资金， 以备不

时之需。

还有一封曾国荃写给丁宝桢的

亲笔信，用淡墨书写，字迹错落有致。

这 封 信 大 约 写 于 光 绪 元 年（1875

年），当时曾国荃刚刚调任河东河道

总督，负责管理河南、山东境内的黄

河、运河等水系，驻地就设在河南开

封。 在信中，曾国荃讲述了他在山东

考察时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的情况，

称赞丁宝桢知人善任，所用之人都是

笃厚君子。

这批书札又是如何来到中国国家

版本馆的呢？ 原来，这批书札一直由

丁氏后人悉心保管， 历经四代传承，

最后传到了丁宝桢五世孙丁健先生

手中。

这批书札在传承过程中， 还经历

了一段曲折。 1948 年，丁健先生的叔

父丁泽农先生是海军军官学校的一年

级学生，随着学校从青岛辗转到厦门，

最后来到台湾。临行时，他遵从母命将

这批祖传的书札带走， 希望等待时局

稳定后再带回来。然而，这一别就是数

十年，直到 1991 年，丁泽农先生才得

以回济南探亲， 并将这批祖传书札带

回，交给他的兄长丁泽霆。这批书札终

于又重归故乡。

关于这批祖传书札的归宿， 丁泽

霆先生生前明确表示要捐给国家。 丁

健先生秉承家训， 一直在为书札找寻

理想的存放之地。最终，这批珍贵的书

札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 实现了

从私藏向公藏的转变。

盛世修文，盛世兴藏。 中华文化曾

经铭刻于青铜、誊录于丝帛、著写于简

牍、印刷于纸张。 如今，在中国国家版

本馆， 一块块精美的雕版刻印着中华

文明的脉络， 一本本散发着墨香的古

籍善本讲述着中华文化的传承。 我们

将不懈奋斗， 努力让中国国家版本馆

的宏富藏品成为天下公器， 让祖先传

承下来的文化星火在新时代发出更加

璀璨的光焰。

刘成勇 / 讲述 万叶 /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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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为何被称为

“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

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文瀚厅。

《西楼苏帖》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