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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巩曰国

《管子》一书，内容丰富，涉及到政治、经
济、军事、哲学、法律、管理、教育以及自然科
学等多方面的内容，又因其“道约言要”受到
历代学者和政治家的重视。

今本《管子》最早由西汉刘向编订。宋代，
《管子》开始出现刻本。宋本《管子》，清代以来
见诸著录、广为人知的有两种，一是南宋初年
浙刻本(上图)（也有人称“杨忱本”），二是蔡
潜道墨宝堂本。浙刻本（杨忱本）如今保存在
中国国家图书馆，墨宝堂本则流落海外，令人
叹惋。对于这两种宋本《管子》的不同命运，拙
著《<管子>版本研究》中有更详细考论，在此
谨提纲挈领作一点介绍。

现存《管子》最早刻本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宋浙刻本，是现存《管
子》最早的刻本。

勾勒一下宋浙刻本《管子》的轨迹，大致
如下，先后经过文征明、王宠、文伯仁、季振
宜、徐乾学、黄丕烈、汪士钟、瞿氏铁琴铜剑
楼、陈澄中等收藏，最终入藏中国国家图书
馆。

这一版本的《管子》，每半页12行，每行
23、24字不等，白口，左右双栏，单鱼尾。注文
为双行小字。首列杨忱管子序，次列管子目
录，次列刘向进书序，书后有张嵲《读管子》一
文。

书中，钤有若干名家的藏书印。这些藏书
印，展示了该书自明代以来迭经名家收藏的
历史轨迹。其中，扉页4个，书前《管子序》首页
23个（左下方1个不能辨识），“管子目录”首页
11个，书后张嵲《读管子》页16个。另外，书内
各卷的首页或末页也有藏书印，或多或少，但
都未超出以上范围。

该书上的藏书印，较早的是文征明的“江
左”“玉兰堂”“梅溪精舍”“竹坞”以及王宠的

“辛夷馆印”“古吴王氏”。文征明为明代著名
书画家，藏书家，其玉兰堂多有宋元善本。王
宠与文征明同乡，号雅宜山人，人称“王雅
宜”，工书善画，喜好藏书。

清初，浙刻本《管子》为著名藏书家季振
宜收藏。季振宜号沧苇，有《季沧苇书目》，又
名《季沧苇藏书目》。《季沧苇藏书目》之“延令
宋板书目”著录“《管子》二十四卷，四本”，即
为国图藏本。书中有“季振宜印”“季沧苇图书
记”“沧苇”等藏书印。今国图藏本与其册数不
同，是经黄丕烈重装所致。

季振宜的藏书，很多是来自钱曾的述古
堂和毛晋之汲古阁。陆贻典曾在康熙五年

（1666年），以宋本《管子》校勘刘绩《管子补
注》本，所用的宋本《管子》，也就是毛氏汲古
阁购自锡山华氏的，“毛斧季以善价购得锡山
华氏家藏宋刻《管子》，钱遵王贻余此本，竭十
日之力，校勘一过，颇多是正。……康熙五年
四月二十有六日，常熟陆贻典识。”陆贻典校
本如今也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从校本来看，陆
贻典所用的宋本《管子》，文字与今天的国图
藏本完全一致，为同一版本无疑。

季振宜于清康熙十三年即1674年去世
后，家境日渐萧条，藏书也随之散失。季振宜
的藏书，有的被徐乾学传是楼收藏，宋浙刻本

《管子》也在其中，所以书中有“乾学”“徐健
菴”藏书印。传是楼为古代著名藏书楼，《传是
楼书目》著录《管子》数种，但未注明版本。其
中一种是“《管子》二十四卷，四本”，与《季沧
苇藏书目》著录相合，应当就是如今的国图藏
本。

清嘉庆年间，宋浙刻本《管子》由黄丕烈
购得。黄丕烈又根据影宋抄本订正了第六卷
中的抄补伪刻之页，并重新加以装订。该书跋
文记载：“甲子岁（1804年），余友陶蕴辉鬻书
于都门，得大宋甲申秋杨忱序本，板宽而口
黑，亦小字者，因以寄余，索值一百二十金，毫
厘不可减。余亦重其代购之意，如数许之，遂
得有其全本……内有钞补并伪刻之页，在第
六卷中……适陶君往嘉兴，于小肆中获其半，
检所缺页，一一完好，……命工用宋纸从影钞
本重摹，辍钞补伪刻之页而重装之。”

细细翻检，可见这一版本第七卷的第7页
至11页，版框较细，版心下没有刻工姓名，字
体风格也与前后不同，笔画细柔，顿挫明显，
这即是黄丕烈抄补的书页。在该书扉页上，黄
丕烈还钤下“黄丕烈印”“荛圃”2印，在卷首钤

“士礼居藏”印，在“管子目录”页钤“百宋一
廛”“黄丕烈印”“復翁”3印，又在卷末钤“士礼
居”“荛圃卅年精力所聚”“读未见书斋收藏”3
印，足可见对这部书的特别珍爱。

黄丕烈晚年，藏书陆续散失，他的藏书很
多又被汪士钟艺芸书舍收藏。汪士钟官至户
部侍郎，家资雄厚，广泛搜求宋元旧刻以及四
库未收之书。黄丕烈士礼居收藏的两种宋本

《管子》，后来都被汪士钟获取，并著录到《艺
芸书舍宋元本书目》的《宋板书目·子部》中。
今天的国图藏本中，“汪士钟印”“阆园真赏”
藏书印，就是汪士钟所钤。

此后，宋浙刻本《管子》又被常熟瞿氏铁
琴铜剑楼收藏。铁琴铜剑楼是晚清四大藏书
楼之一。国图藏宋本《管子》，在铁琴铜剑楼收
藏时间长达近百年，书上钤有瞿氏四代人的

藏书印。
宋浙刻本《管子》在铁琴铜剑楼期间，著

名古籍版本学家、大藏书家傅增湘，曾经有机
会一睹风采。傅增湘所著《藏园群书经眼录》
中，专门记下自己所见：“《管子注》二十四卷，
唐房玄龄注。宋刊本，半页12行，行23、24字不
等，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下记刊工姓名。版匡
高六寸四分，阔四寸六分。……常熟瞿氏铁琴
铜剑楼藏，乙卯（1915年）岁观于罟里瞿宅。”

宋浙刻本《管子》卷首以及书末戴望之
跋文后，有“绶珊经眼”白文方印，这是民
国时期著名藏书家王体仁的印章。王体仁字
绶珊，晚号九峰旧庐主人，通过经营盐业积
累起巨额财富，个人嗜好藏书，为自己藏书
楼取名“九峰旧庐”“东南藏书楼”。王体
仁专门雇请杭州抱经堂主人、藏书家朱遂
翔，全权代办收书业务。朱遂翔曾经为他收
进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宋版书8种。王体仁
看过宋本《管子》，并在书上留下自己“绶
珊经眼”的藏书印。

宋浙刻本《管子》还钤有陈澄中的“郇斋”
和“祁阳陈澄中藏书记”等藏书印。陈澄中号
郇斋，家资巨富，喜收藏，尤好宋元善本及古
碑帖，与周叔弢并称“南陈北周”。1949年前
后，陈澄中带着收藏的珍本秘籍，到香港定
居。后来，因生计出售藏书。在郑振铎的努力
下，1955年，经赵万里等人购回郇斋第一批善
本。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购回郇
斋第二批善本。这样，宋浙刻本《管子》与其他
郇斋藏书，一起入藏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也
即后来的中国国家图书馆。

事实上，除原本外，浙刻本《管子》还
有影抄、影刻、影印本传世。影抄本属黄丕
烈的士礼居旧藏，如今保存在上海图书馆。
影抄本原来仅有前12卷，黄丕烈根据自己所
藏宋本影抄补足后12卷。影刻本是清光绪五
年（1879年）常熟张瑛影刻本。影印本则先
有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
本，后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华再造善
本》影印本等。《中华再造善本》依原本尺
寸双色印刷，让更多的爱书人有机会一睹这
一珍本原貌。

墨宝堂本流落海外

《管子》的蔡潜道墨宝堂本，刊行于南宋
绍兴二十二年（1152）。《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
本书目》记载：“宋刊本，十二行二十三字，注
双行二十八字。卷一后有‘瞿源蔡潜道宅墨宝
堂新雕印’木记，卷末有‘瞿源蔡潜道宅板行

绍兴壬申孟春朔题’牌子二行。又有张嵲
《读管子》一则。缺卷十三至十九。有黄丕烈二
跋，并录陆贻典二跋。”

墨宝堂本《管子》传世稀少，到清代时就
已经成为孤本。苏州任蒋桥顾氏收藏时，就已
经有数卷缺失。黄丕烈曾经借阅此书，并这样
描述：“《管子》世鲜善本，往时曾见陆敕先校
宋本在小读书堆。后于任蒋桥顾氏借得小字
宋本，其卷一后有长方印记，其文云‘瞿源蔡
潜道墨宝堂新雕印’。……中缺十三至十九
卷。”

到清嘉庆二十二年，即1817年，黄丕烈买
下了墨宝堂本，并根据陆贻典校宋本，补入了
所缺部分，书后有跋文详细记述了这件事的
经过：“此宋刻《管子》二十四卷，原缺卷十三

至卷十九，任蒋桥顾竹君藏书也。二十年前曾
借校之，其佳处实多，因中有缺，心甚有歉，未
为全美。……近日宋廛宋刻子部并归他人，重
忆向所未惬之本，遂从顾氏后人归之，而中所
缺卷，余故友小读书堆藏陆敕先校宋本，亦向
伊后人借归据补。陆校未记行款，兹就余所收
宋刻行款约略为之，未可据也。至于字句之
间，他卷多同宋刻，则此所缺而陆校有，宋刻
亦应有据，且陆校出毛斧季所藏宋刻，则尤可
信。”

墨宝堂本《管子》，后被汪士钟艺芸书
舍收藏。《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中，著录
宋本《管子》两部，一部是国图藏浙刻本，
另一部就是墨宝堂本。后来，墨宝堂本入藏
聊城海源阁。杨绍和在《楹书隅录》中著录
的“宋本《管子》二十四卷十册一函”，就
是指墨宝堂本。

民国时期，政局动荡，战乱频仍，海源阁
历经劫难。海源阁第四代主人杨承训，把部分
海源阁珍本藏书运往天津。其中，1927年，第
一批运去的包括子部、集部宋本秘籍26种，就
包括墨宝堂本《管子》。后来，杨家迫于生计，
不得不典卖这些图书。包括墨宝堂本《管子》
在内的6种海源阁珍藏宋本，被当时由日本人
控制的满铁大连图书馆购得。北京藻玉堂书
店王雨即王子霖回忆，宋本《管子》二十四卷，
价格为4000元。

抗战胜利后，苏联红军进驻大连，包括
墨宝堂本《管子》在内的海源阁宋刊子集6
种被运往苏联。罗继祖曾供职于大连图书
馆，他说：“当时大连满铁图书馆得其宋本
《三谢诗》数种。及全国解放，予服务于旅
大市图书馆（前身即满铁），求之不见，则
已为苏军攫去。”北京藻玉堂书店王雨的记
载更为详细：“这些珍贵图书后被捆绑了50
个大木箱，运往苏联莫斯科列宁图书馆。在
这一批所谓借书当中，最为人珍视的是世界
闻名的《永乐大典》四十二册和海源阁旧藏
的宋刊子集六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苏联于五十年代归还《永乐大典》五六十
册，可惜海源阁宋刊子集六种仍未还归，真
是憾事。”

根据罗继祖、王雨二家记载可知，墨宝堂
本《管子》当年被运往苏联，收藏在了莫斯科
列宁图书馆，即今天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一
直没有归还。

也有人说墨宝堂本《管子》流入日本。比
如，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中，称“蔡
本流入东瀛”。不过，这种说法并没有相关资
料能够证实。

墨宝堂本《管子》流落海外，令人叹惋。不
过值得庆幸的是，该版本还有一个抄本保存
在国内。这一抄本是清代学者陈奂向艺芸书
舍借抄的，当时墨宝堂本还没有被海源阁买
走。陈奂的抄本，后来转赠乾嘉时期的学术大
师王念孙，再后来辗转被藏书家潘景郑收藏。
1956年，潘景郑曾经把陈奂抄本寄给郭沫若
参阅。可惜的是，郭沫若见到这一抄本时，《管
子集校》已经出版，不能再采录抄本的内容。
陈奂墨宝堂本的抄本，如今收藏在上海图书
馆。

宋墨宝堂本的原本，山东大学“全球汉籍
合璧”团队已经在俄罗斯找到。

（作者系山东理工大学教授、齐文化研究
院副院长。本报记者于国鹏整理）

两种宋本《管子》，命运各不同

□ 杨爱国

说到孔子形象，人们往往最先想到的是各
地孔庙大殿，如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供奉的孔
子像，头戴旒冕，正襟危坐，犹如古代的帝王；也
可能想到在景区或一些建筑门外，孔子做迎宾
状的立像。不论是庙里的坐像，还是户外的立
像，孔子都是正面的形象，且独立不群。当我们
翻看历史图集时，就会发现这种正面的单人孔
子像只是众多孔子像中的一种，汉代还有以故
事形式呈现的孔子像。

孔子像是汉代艺术中最常见的历史人物形
象，不仅在他的家乡山东有，远在江西南昌的西
汉海昏侯墓、内蒙古的墓室壁画和陕北的画像

石上也有所见，这种现象肯定是当时社会、思想
等方面特点的表现。

迄今所见最早的孔子像出现在江西南昌西
汉海昏侯刘贺墓中。该墓随葬的长方形衣镜的
外框上绘有孔子与弟子的形象，身旁有他们的
传记。孔子与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躬身相对而
立，位于画面的最上层。弟子形象仅线描身体轮
廓，孔子线描之后加粉彩衣服。画像上的孔子高
约28 . 8厘米，宽约8 . 4厘米。孔子头戴小冠，蓄长
须，身材瘦高，着深衣长袍，腰束带，脚穿翘头
履。对面的颜回身材比孔子略矮。中层是子贡与
子路，下层是堂骀子羽和子夏。孔子传记载了孔
子家世、教“弟子颜回子赣之徒七十有七人”、著

《春秋》等事迹，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大同
小异。

《后汉书·蔡邕列传》载，灵帝光和元年(178
年)“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似
乎是继承了西汉的传统，所绘图像则明显比西
汉海昏侯刘贺墓衣镜上的要多。

在灵帝之前，桓帝永寿三年(157年)的《韩勅
修孔庙后碑》中写道：“承法而制，以遵古常，崇
圣帷坐，庆席十重。改画圣象如古图。”遗憾的是
如古图的圣像究竟是什么样子，文字中没有更
详细的描述，形象亦早不可见，因在庙里供奉，
为单人正面像的可能性很大。从文献记载看，至
晚西汉宣帝时画师已经能画单人像。《汉书·李
广苏建传》载，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匈奴入
朝，宣帝命人绘霍光等名臣十一人于麒麟阁，这
些人的像很可能是单人正面像。

孔子的形象在汉代更多地出现在画像石
椁、祠堂、阙、墓、棺以及墓室壁画上。这些为丧
葬礼俗服务的葬具和建筑上的孔子形象，和海
昏侯墓衣镜掩上的孔子形象的共同点都是侧身
像，身体微前倾，做躬身状。不同之处在人物组
合及其方式。汉代画像石和壁画上的孔子虽然

也是侧站立像，但无一是与他的弟子相对而立
的，与孔子相对而立最多的是老子和项橐，孔子
的弟子则跟在孔子身后。人们把这类画像称为

“孔子见老子画像”“孔子问礼图”，后者可能与
司马迁的叙述有关系。《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三十四岁(虚岁)
的孔子适周向老子问礼。

在众多的孔子见老子画像中，较为有名的
是山东嘉祥武氏墓群前石室后壁承檐枋东段上
的孔子见老子画像。它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金石学家黄易（1744-1802年）发掘武氏墓群
石刻时发现的，在众多的武氏墓群石刻中，黄易
和他的同伴看中了孔子见老子画像石和武荣
碑，先将武荣碑移置济州（在今济宁市）明伦堂，
又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将孔子见老子画像
石运来，与武荣碑放在一处。今在济宁市博物馆
汉碑室，孔子见老子画像石嵌在碑室墙上。画像
中部一人戴梁冠，左手拱手而立，右上方榜题

“孔子也”。对面一个，冠服扶杖，左上方榜题“老
子”。孔子与老子间有一小儿，左手推轮，右手指
向孔子，惜大部分残毁。孔子身后一人，冠服捧
简左向跟随。右边二马驾一轺车，车上坐一御
者，上有榜题“孔子车”。老子身后停一辆軿车，
车后三人，冠服拱手右向捧简立。除去画面两端
的车不算，画面中间部分是孔子见老子画像的
常见组合，而该组合在文献中没有记载。文献讲
孔子见老子时，没有项橐；讲项橐问难孔子时，
没有老子。汉代雕刻画像或绘制壁画的工匠，是
什么时候把两个故事组合成一个画面的，不得
而知。当然，也不都是如此，四川新津石棺孔子
见老子画像上就没有项橐，而是孔子带一个弟
子拜见老子。这幅画像与其他画像石上孔子见
老子画像不同之处还在于后者多是独立成行，
不与其他故事同处一行，而新津石棺上的孔子
见老子画像两侧分别是“东海太守”故事和“神

农”“仓颉”故事。
孔子见老子画像不仅常是两个故事的组

合，还有其他不相关的人也被组合了进来。如山
东博物馆藏一横长条画像石上，风格与嘉祥武
氏墓群相同，孔子见老子画像上，把春秋时期齐
国名相晏子组合了进来，排在孔门弟子之列。再
如山东平阴实验中学一古墓拆用的汉代祠堂画
像石上，孔子见老子画像上的人物都有榜题，排
在孔子身后的是左丘明，左丘明之后才是孔子
的大弟子颜渊。

画像石上的孔子形象虽以孔子见老子为多
见，也不尽然，其他故事也偶有所见。如山东嘉
祥“何馈画像”残石。画面上一个在屋里跪坐击
磬，左上方榜题“孔子”。磬上方二人端坐，下方
二人跪拜。屋右边一人，手捧一圆形器，回首向
后，榜题“何馈”。此故事见《论语·宪问》，讲的是
隐者何蒉与儒家不同的人生观。虽然《论语》中
写的是“何蒉”，画像榜题上写的是“何馈”，但对
照图像与文献，讲述的是同一故事。

汉代文物上有这么多孔子形象，它们与《汉
书·艺文志》六艺略“论语”条末载“孔子徒人图
法二卷”是否有关？由于后者失传，已找不到确
切答案。学者们推测，应是有一定关系，不然孔
子见老子画像的表现形式不会高度相似。

孔子见老子画像是汉代画像石和壁画上出
现最多的历史人物故事画，因为出现之多，加
上孔子和老子名气之大，引起学人的高度关
注，不仅著文研究，台湾学者邢义田先生还专
门出版了《画外之意——— 汉画像孔子见老子研
究》，专门研究汉代画像上的孔子见老子。故
事表达的意义是什么？学者们见仁见智，见解
各异，诚如台湾学者邢义田先生所说的那样，
问礼、问道或问仙，各人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
资料尽情猜想。
（作者系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

汉代画像石上的孔子形象

嘉祥“何馈画像”残石

据北京日报，日前，故宫通过官微呼吁，号召参
观者一起参与“零废弃”项目，力争两年内打造国际
领先的“零废弃博物馆”，今年故宫实现80%以上可
回收物回收。

故宫宣传环保理念，从“古”说起。早在宋代，就
已有纸张回收的概念。纸张再生也是一项由来已久
的技术。现存文物中有一卷北宋乾德五年(967年)的
写本《救诸众生苦难经》，用的就是“还魂纸”。据明代
发明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其废纸洗去朱
墨污秽，浸烂入槽再造，全省从前煮浸之力，依然成
纸，耗亦不多。”清代，紫禁城里还曾兴起过“光盘行
动”。史料记载，雍正皇帝就曾两次下旨，提倡节约粮
食。其中一次他谕膳房：“凡粥饭及肴馔等食，食毕有
余者，切不可抛弃沟渠，或与服役下人食之，人不可
食者，则哺猫犬，再不可用，则晒干以饲禽鸟，断不可
委弃。”

今年1月16日，“故宫零废弃”项目启动。统计显
示，截至目前，故宫累计收集可回收物超过2 . 6吨，其
中包括箱板纸1854公斤，纸张96公斤，饮料瓶649公
斤，金属罐30公斤。故宫的目标是，力争实现“零废弃
办公”和“零废弃游览”。

国家大剧院

线上古典音乐会

点击量破4亿
据中国新闻网，国家大剧院“声如夏花”线上系

列音乐会第九场“四季留声”日前如期而至，继续在
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及多家网络平台同步播
出。截至14日中午，本场音乐会点击量已突破3000
万，同时“春天在线”“声如夏花”系列线上音乐会13
场演出累计点击量达到4 . 2亿次。

本场音乐会主题为“四季留声”，上半场由国家
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执棒，周阳、陈思军、刘晓
昕和姬晶晶四位管乐声部首席担纲独奏，在莫扎特

《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中，四件风格迥异的管乐器
绽放出闪亮的风采。下半场，维瓦尔第《四季》中的

“春夏秋冬”由窦聪昶、马魏家、陈述和李喆四位乐团
弦乐首席分别领奏，以多元化的音乐语汇展现了作
曲家眼中的四季更迭，用音乐绘制出春风、夏雨、秋
收、冬雪的图景。

网络文学创作者

实行实名注册制度
据新华社，近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网络文学出版管理的通知》，要求规范网络
文学行业秩序，加强网络文学出版管理，引导网络文
学出版单位始终坚持正确出版导向，坚持把社会效
益放在首位，坚持高质量发展，努力以精品奉献人
民，推动网络文学繁荣健康发展。

通知要求，网络文学出版单位要严格落实平台
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网络文学内容审核机制，强化内
容把关职责，支持优质创新内容，控制总量、优化结
构、提高质量，确保内容导向正确、格调健康向上，坚
决抵制模式化、同质化倾向；严格规范登载发布行
为，实行网络文学创作者实名注册制度，在平台上明
示登载规则和服务约定，对创作者登载发布行为提
出明确要求；加强对作品排行榜、互动评论等作品相
关发布信息的动态管理，正确引导用户阅读。各级出
版主管部门要组织开展网络文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
评价考核，对考核结果优秀的单位予以奖励和支持，
对考核结果不合格的进行批评和处罚；加强评奖推
选活动管理，举办全国性网络文学评奖须向国家新
闻出版署提出申请。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故宫打造

“零废弃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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