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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国鹏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月9日召开的全省文物工作

座谈会透露，今年省文物局将在推进大遗址保
护工程、打造文物保护示范区基础上，努力打
造文物展示工程，通过建设山东数字化博物馆
等项目，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让文物保护
的成果更好地惠及民众。

我省以大遗址保护为突破口，规划建设
“七区两带”文化遗产保护片区，启动一批重
点文物保护工程。目前，2011—2013年亟需实
施的相关大遗址保护规划工作方案已经编制完
成。其中，“大遗址保护曲阜片区”保护整体
规划即将编制完成，上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后，
就将组织进入实施阶段。齐国故城、两城镇遗
址、城子崖遗址、大辛庄遗址、鲁国故城遗址
已完成立项申请。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已于“文化遗产日”期间正式奠

基，水工科技馆、古建筑维修和考古发掘工
作、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正稳步推进，成为全省
大遗址保护工程和大运河保护“申遗”的一个
新亮点。

在打造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基础上，省文物
局今年将在文物展示工程上着力，提高公共文
化服务水平。推动山东博物馆服务升级是重要
内容之一，山东博物馆将被打造成文物保护科
研中心、科普教育基地、齐鲁文化展示窗口、

国际交流平台。同时，立足互联网信息平台，
依托现代科技、GPS地理信息系统和我省文物
资源优势，完善全省不可移动文物和馆藏文物数
据库，建设山东数字化博物馆，实现文物资源信
息共享，展示齐鲁文化遗产风采与魅力，真正让
文物保护成果惠及社会，惠及每一个人。

打造文物展示工程的工作内容，还包括进
一步提高文化遗产地的综合保护利用水平。我
省将以文物本体保护为重点，完善“三孔”、

泰山、蓬莱阁、刘公岛等遗产地的综合保护利
用规划，充分提高文物资源的利用效率。

推动民办博物馆建设，也是文物展示工程
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引导、扶持社会力量
兴办行业博物馆和民办博物馆，建设生态博物
馆、社区博物馆，完善“国有博物馆为主体、
行业博物馆为骨干、民办博物馆为补充”的博
物馆建设体系。

此外，为全面提升文物安全水平，省文物
局将继续与省公安厅联合开展打击防范文物犯
罪专项行动，建立联合打击防范文物犯罪工作
机制。与省海洋渔业厅、省公安厅联合开展我
省管辖海域内文化遗产联合执法专项行动。据
介绍，在去年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中，全省
共破获盗掘古墓葬、盗窃、倒卖文物等犯罪案
件近10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0多名，追缴文
物60余件。

省文物局打造文物展示工程

文物保护成果将惠及民众
◆建设山东数字化博物馆，实现文物资源信息共享
◆完善遗产地综合利用保护规划，提高文物资源利用效率
◆鼓励、引导、扶持社会力量兴办行业博物馆和民办博物馆
◆提升文物安全水平，打击防范文物犯罪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揭叶、测量、刷浆、托纸……2011年9月，
一位老人带着几位年轻人在幽静的省图书馆修
复室里默默摆弄着，一级破损的宋赣州州学刻
本《文选》终于在他们手中“复活”了。

今年1月11日，宛如蝴蝶破蛹而出的宋赣州
州学刻本《文选》，生动展现在了济南读者面
前。“宋赣州州学刻本《文选》在2009年入选
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国家一级古籍，
文献记载为蝴蝶装帧，经清代人修复后改为册
页装。”山东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副
研究馆员唐桂艳表示，“此次修复，本着‘整
旧如旧’的原则，保持了册页装帧，可谓是形
式上的‘蝶变’。”

宋刻本《文选》“再活”200年

宋代赣州州学刻本《文选》，是省图书馆
收藏的五部宋刻本之一，刀法朴拙，行格疏
朗，楮墨精绝，被视为六臣注善本第一。

古籍修复是一门既费心又耗时的“拯救艺
术”，还要防止不可逆的“破坏性修复”。为
什么要选择修复这本珍贵的《文选》呢？

“当时，《文选》已达到一级破损程
度。”唐桂艳表示，由于传世年代久远，“书
叶严重老化、酸化，书叶版心断裂，四周及版
心部位纸张变脆，有书叶掉渣的现象；托纸之
间由浆糊连结，由于年久浆糊失效，书叶现多
以单页形式存在，已失装帧原貌。”

此后，省图书馆多次举办修复《文选》专
家论证会，认为该书损坏比较严重，属于亟需
抢救的文献，应该开展修复。2011年9月14至29
日，在古籍修复专家潘美娣的主持下，山东省
古籍保护与修复中心顺利完成《文选》的修复
工作。

参与修复的省图书馆馆员侯妍妍表示，这
次修复是将书叶后前人所托褙纸揭下，用补纸
以托带补一层，再用补纸填平缺损处，最后托
一层薄皮纸。这种修复措施的使用，既使书叶
得到了加固，又使整个托褙纸的厚度、强度都
和书叶保持相近，延长了其保存寿命。

“俗话说‘纸有千寿’。但由于缺乏恒
温、恒湿的条件，古籍的破损是必然现象，
《文选》在清代就已经修复过一次了。”唐桂
艳说：“这次修复之后，按照省图书馆的保存
条件，《文选》能再次保存200年左右。”

第一次科学修复珍贵古籍

对于这次的《文选》修复，唐桂艳表示，
“跟以前凭经验修复不同的是，这次尝试建立
科学、规范的修复新模式。”

据介绍，在启动《文选》修复之前，省图
书馆先在其他馆藏古籍中找到纸张、开本、破
损程度类似的普通古籍，按照《文选》的修复
方案对其进行模拟修复演练。此外，修复的全
程以影像、照片及文字三种方式进行记录，为
今后藏品保护提供依据。

侯妍妍表示，修复组先是对宋刻本《文
选》选取样品，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纸张专
家运用纸张纤维测试系统、电镜扫描等手段进
行识别分析。“通过PH值酸碱测试仪、纸张纤
维检测系统、纸张测厚仪等先进仪器设备测试
书叶及补纸纸张各项指标，我们完成了初期准
备工作、后期跟踪检测工作，达到科学配纸、
科学检测、科学修复的目的。”

就修复行业来说，对于古籍尤其珍贵古籍
的修复，以前都是修复人员单纯靠目测和经验
进行配纸、修复，修复的必要性、可行性仅凭
修复人员经验决定，修复的多个环节也缺乏全
方位的记录。而《文选》修复建立了一套完整
的珍贵古籍的修复管理办法，在全国来说走在
了前列，为今后珍贵藏品的保护修复以及修复
技术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这次的《文选》修复具有示范性作
用。”唐桂艳说：“从全国古籍修复来说，这
次修复将会在全国形成一种趋势，那就是科
学、规范的修复。”

古籍修复任重而道远

唐桂艳表示，目前，古籍修复存在严重的
“书多人少”的矛盾，即破损古籍太多与修复
人员太少的矛盾。

据图书馆、博物馆和文献收藏单位不完全
统计，我国现存的古籍数量在2700万册以上，
大量保存于民间的古籍还没有进行统一的普查
定级，数量至少在3500万到4000万册以上。其
中，因为人为、水火灾害、自然损害等原因造
成的破损古籍在1/3以上，而全国的修复人员仅
有百人左右。这百人中，能够修复珍贵古籍的
专家也就10人左右。

在中文报刊部工作多年的侯妍妍，2009年
才开始古籍修复，“就是喜欢‘修复’工作，
我才申请调到历史文献部的。”对于这份外人
看来有些枯燥的工作，她却乐在其中，“每本
书都不一样，有不同的修复方案，就算是用不
同的方式揭开‘书砖’都很有挑战性。”

据悉，此次修复是国内对入选《国家珍贵
古籍名录》古籍进行的首次修复，也是山东省
古籍保护与修复中心成为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
之后进行的首次重大修复项目。“我们以前的
修复人员，有的已经退休了，有的‘改行’
了，现在的8个人基本上是年轻人。”唐桂艳
说。

就省图书馆来说，《文选》修复项目的实
施，不仅使馆藏珍贵古籍得到修复，延长了珍
贵古籍的保存寿命，更关键的是在从策划到实
施的两年时间里，以“手把手、师带徒”的形
式教授修复技艺，使修复人员迅速成长起来。

现在，侯妍妍正埋首48本《佩文斋书画
谱》的修复工作，“我已经修复30本了。破损
严重的‘书砖’，仅单张分离就需要3天时间，
一天也就能修复一页、两页……”

《文选》“蝶变”

▲修补后的宋赣州州学刻本《文选》书叶。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的古籍
数量至少在3500万到4000万册以上。1/3
以上破损，而全国的修复人员仅有百人
左右，这百人中能够修复珍贵古籍的专
家也就10人左右。古籍修复存在严重的

“书多人少”的矛盾。

宋赣州州学刻本《文选》，是山东省图书
馆收藏的五部宋刻本之一，刀法朴拙，行格疏
朗，楮墨精绝，被视为六臣注善本第一。

对于此本的价值，成于嘉庆二年的《天禄
琳琅书目后编》曰“流传颇少”。晚清藏书家
莫棠曰：“筱珊太史更藏宋印本零卷一册，闻
以百圆得之，竹汀日记曾详记所见残本六卷，
知此本一鳞片甲，承平时早为儒林所珍，矧今
之所存，犹过泰半，而更历百年之后，丧乱之
余，诚可称希世秘籍矣。”由此可见，此书在
民国初年极为罕见，藏书家珍若拱璧。

宋赣州州学刻本现已知日本有藏，台湾故
宫博物院存二卷，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吉林省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图书馆
有藏。山东省图书馆仅藏三卷，虽为断珪残
帙，但有王懿荣、王崇焕、王献唐三人的题
识，已经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有着较高的版本价值和文物价值。

王懿荣(1845-1900)，山东福山人，著名的
金石学家、文字学家、藏书家。王懿荣题记
曰：“宋赣州本文选，内府天禄琳琅书目续编
著录，称流传颇少。”此书王氏于光绪六年
( 1880 )得于蓬莱县城。王氏在其《天壤阁杂
记》中说：“庚辰十二月到家……得宋赣州本
大字《文选》六臣注残本七十叶于蓬莱县城太
和银楼。……”

《天壤阁杂记》记录了王懿荣于光绪六年

中进士后回故里及赴川省亲往返途中，在山
东、陕西、河南、四川等地搜寻文物的情况。
宋赣州州学刻本《文选》原为本家六房嘉庆进
士王德瑛所藏，后散失，此次王懿荣回郡，巧
遇王家故物，欣然购置。除此之外，他还得到
了本家王燕绪旧藏明刻本《六臣注文选》和明
刻本《苏文忠公全集》，所获颇丰。

王崇焕题记曰：“梁选宋雕存几叶，隃麋
差映绛云楼。一瓻祇合玲珑贮，蚨蝶原装认赣
州。惠公宪台乡长鉴存。崇焕敬署。丙寅嘉平
十四日。”王崇焕为王懿荣四子，生于光绪十
八年，父亲殉国时年仅9岁。王崇焕的题记署
丙寅年，为1926年，时王崇焕34岁。此为他在
观赏另一部钱谦益绛云楼旧藏宋赣州州学刻本
《文选》后所记，钱氏旧藏本后归扬州马曰琯
小玲珑山馆所藏，为全本，与王崇焕所藏八十
七页相较，墨色有浓淡之分，从蝴蝶原装可以
辨认出为宋赣州州学刻本。

此书另有王献唐题记，曰：“此为南宋赣
州刻本文选，尚是原装，印刷亦不甚晚，仍属
宋本。王献唐。五八、十一、十六。”王献唐
1956年调入山东省博物馆，此题记当为其阅后
所记。据山东省图书馆善本帐本记录：“新
购”，记录时间为1962年6月22日，则此书购于
1962年以前，但在王氏阅前还是阅后入山东省
图书馆，尚不能确定。

■ 相关链接

颠沛流离的宋刻本《文选》
□ 王红军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欢乐春节”活动呈现
出六个新特点，最突出的是活动越来越受到世界
各地的欢迎，“中国年”正被不同国家、不同民族
所认同；春节文化的价值理念和思想内涵更加突
出。

由文化部等多部门组织开展的2012年第三届
海外“欢乐春节”活动，1月10日在全球82个国家和
地区的144个城市正式启动。文化部外联局局长
侯湘华这样介绍今年活动的特点。

●不能像开发小煤矿一样粗野地开发有着
悠久历史和较高文化价值的非遗项目。

在1月8日举行的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分论坛上，文化部
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马盛德说，对非遗项目
的开发利用要有节制，把握好适当的“尺度”。遏
制过度开发、盲目开发、甚至大肆滥用现象是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个紧迫任务。

●我们看到社会上少数人拼命炫耀自己有
钱，他们抢购高档轿车，抢购高价珠宝和各种奢
侈品，但是这样一种形象并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
尊重。

在1月7日举行的2012年第九届中国文化产业
新年论坛开幕式上，美学家、北京大学文化产业
研究院院长叶朗教授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改
造和提升我们的国民性，要重铸我们的民族精
神。

●希望家人平安幸福，我一切安好，请爸爸
放心。

“佛涯”组合成员释普光在2012年中央电视台
网络春晚录制完后哭着说道。“佛涯”组合由释普
智、释普慧、释普光三位僧人组成，自称来自浙江
绍兴的一座寺庙，组合名字意即“佛海无涯”。

■ 文化风向

山东省杂技团的演员们在练习蹬鼓。目前山
东省杂技团正全力以赴，在练功房内加班加点刻
苦训练技巧动作,认真排演杂技剧《聊斋》，积极备
战十艺节。

据介绍，为更好地让《聊斋》节目组的演员在
表演技能方面得到提高，山东省杂技团积极联系
各类演出活动，给演员们提供更多在舞台上锻炼
的机会。 □通讯员 王强 报道

省杂技团积极备战十艺节

□ 责任编辑 王 建

16 收藏鉴赏

16 收藏鉴赏

命途多舛的海源遗珍
海源阁是晚清著名的四大藏书楼之一，由杨

以增创建,海源阁藏书之宏富，版本之精善，文物
之丰富，海内闻名。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海源阁
屡受战乱之苦，楼舍损毁，珍藏流散……

铠甲鉴定故事一则
上图为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清大圆环锁子甲


	A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