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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版本馆西安分馆文济阁位于

陕西西安，南倚秦岭北麓名山圭峰，北望渭

河，总建筑面积达 8.25 万平方米，主体为高

台建筑，呈现出大气磅礴的汉唐风格。

“‘山水相融、天人合一、汉唐气象、中国

精神’是设计的主导思想。总体格局力求方

正、大气、典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国家

版本馆西安分馆项目总设计师张锦秋介绍。

从高处俯瞰西安分馆，南北场地高差巨

大 。 张 锦 秋 说 ：“项 目 场 地 南 北 高 差 达 70
米，坡度为 15.7%。为保证功能的合理性并

节约土方，通过地形建模将现场分为 6 层台

地，并设计运用了挡土墙、绿坡等。同时，利

用挡土墙面设计了反映陕西特色的文化墙，

多处挡土墙面采用竹纹机理的处理，成为环

境设计的一大特色。”

“为彰显特色，同步推进内容建设，陕西

省委省政府全面立体做好版本征集工作，分

别组织省直文化系统开展专题征集、市县层

面开展社会征集、省直单位开展行业征集。”

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蒿慧杰介绍。据

初步统计，西安分馆开馆初期可征集到版本

资源 209 万册（件）、数字资源 160TB。

同时，结合陕西文化特色，西安分馆精

心设置展览，以绘画、图文展板、图表、互动

多媒体、雕塑、油画和场景复原等为辅展展

品，调集陕西存藏的文献古籍以及其他版本

资源，同时利用复制品、影印件、照片等丰富

展览内容和表现形式，以图书装置和新媒体

方式创意呈现，增加互动体验形式，体现展

览主题、版本特性、时代特色。

（本报记者 张丹华）

西安分馆文济阁——

大气典雅 汉唐风格

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文润阁，坐落

于浙江杭州余杭区，不远处便是良渚古城遗

址公园，总建筑面积达 10.31 万平方米。

“以藏为主、藏展结合”，杭州分馆是集图

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档案馆、展览馆等多

种场馆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场馆，具有保

藏、展示、研究和交流等功能。同时，这里也

是中央总馆异地灾备库、江南特色版本库以

及华东地区版本资源集聚中心。

“南园北馆、馆园一体”，走进杭州分馆，

如同置身于中国古典山水画中。远远望去，

由龙泉青瓷拼成的一扇扇高十余米的屏扇

显得格外醒目。杭州分馆建筑主创设计师

王澍介绍，通过机械控制，每扇门既可以呈

折扇式，也可以排成一面平铺的屏风，如同

宋代的画屏。

“建筑之外是内容建设，我们一是围绕

宋韵文化，二是着重江南版本，三是面向长

三角和长江流域。”杭州分馆筹建组组长吴

雪勇表示。立足浙江，面向长三角，辐射长

江流域，杭州分馆通过单位呈缴、社会征集

“双线”并进的方式开展版本征集工作。目

前已接收单位、社会呈缴、捐赠的各类版本

累计 100 万册（件）。

在接受捐赠的同时，馆内也为珍稀版本

提供寄存代管服务。杭州分馆配备了恒温

恒湿空调系统和智能管理系统，也是浙江省

防护水平和安保等级最高的场馆。

“未来，杭州分馆将通过保护修复、整理

出版、展览展示、数字化服务等方式，加快中

华版本资源开发利用，充分发挥版本资源优

势，提升中华版本保藏、展示、研究、交流功

能。”吴雪勇说。

（本报记者 窦 皓）

杭州分馆文润阁——

山水悠然 江南宋韵

距广东广州中心城区约 90 公里，中国

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文沁阁坐落于广州市

从化区美丽的凤凰山麓、流溪河畔。据介

绍，广州分馆总用地规模为 24.69 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9.43 万平方米。

广州分馆项目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

堂团队设计，建筑群以“中华典藏、岭南山

水、时代新韵、文明灯塔”为总体设计构思，

整体布局依山就势，层次递进，四周环绕人

文与自然交融的岭南园林，营造传统形制与

岭南山水高度融合的礼乐格局。

流溪河水萦绕的前广场，五岭造型的馆

名石，书卷理念的文沁桥……广州分馆的建

筑从礼乐格局、大国气象、岭南风物、地域气

候等角度对岭南传统建筑工法进行现代化

转译。文沁阁主楼从众多岭南传统礼仪建

筑中提炼“岭南印象”，将适应岭南气候的现

代外墙工法与传统雕刻艺术肌理进行结合，

呈现出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鲜明的岭南特

色和强烈的时代气息，共同打造南粤大地的

中华文化殿堂。

广州分馆可入藏版本数量约 256 万册

（件）。广州分馆综合运用呈缴、无偿调拨、

寄存代管、资源交换、采购竞拍、社会募集、

专题征集、挂牌收编、移交等方式，分门别类

多渠道实施征集。

目前，特色版本初具规模，馆藏重点历

史文献、岭南文化、侨批侨刊、票据票证、音

响唱片、科学技术等各类特色版本 20 多万

册（件），入藏港澳台版本 8 万多种，收集海

外版本约 2 万种。

（本报记者 洪秋婷）

广州分馆文沁阁——

时代气息 岭南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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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3 日，中国国家版本馆举行落成典礼——依山而建的中央总

馆文瀚阁、西安分馆文济阁、杭州分馆文润阁、广州分馆文沁阁历时 3
年建设，目前均已竣工。建设国家版本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批准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国家版本馆是国家版本资源总库和中

华文化种子基因库，开馆后将全面履行国家版本资源保藏传承职责。

——编 者

“中国国家版本馆是新时代标志性文化传世工

程，将永久保藏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传承价值的各类版

本资源，建设目标是赓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展

示大国形象、推进文明对话。”中国国家版本馆党委书

记、馆长刘成勇说，“建设中国国家版本馆意义重大。”

刘成勇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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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的石室，到汉代的

天禄阁、唐代的弘文馆，再到宋代的崇文院、明代的文

渊阁、清代的四库七阁，专藏机构绵亘千年。中国国

家版本馆建设，构筑国家版本资源总库，就是着眼于

中华版本资源的永久安全保藏。这对增强中国人的

文化自信、厚植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具有重大意义。”

修典兴藏，展品涵盖十大
版本类型

据介绍，中国国家版本馆中的“版本”二字是广义

的概念，作为历史文化载体的版本资源，除了大众所

熟知的图书版本之外，古今中外所有载有中华文明印

记的资源都可称为“版本”。中国国家版本馆的保藏

范围目前有十大类。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类出版物版

本全部入藏，同时吸纳具有历史文化传承价值的中华

古籍、革命文献、宗教文献、雕版拓片、碑帖家谱、钱币

邮票、影视剧数字版和外国精品版本等。

目前，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入藏版本量共

1600 万余册，开馆展品涵盖十大类版本类型、上万件

展品。中国国家版本馆的重要功能就是征集出版版

本资源，工程建设 3 年来，面向全国 580 余家图书出版

单位和 1 万余家报刊出版单位，从 2020 年起按照每种

4 份的新要求征集出版物版本，同时征集保藏一份数

字版样本。

据介绍，构建“1+3”中华版本资源保藏体系的目

的是确保文化安全。3 个分馆是中央总馆的异地灾

备中心，总分馆版本相互备份、异地保藏，确保中华版

本免遭各类灾害损毁，永久安全保藏。

刘成勇说：“版本是高段位的文化载体，反映和见

证着一个时代的文明成就，也推动和支撑一个民族的

发展进步。盛世修典兴藏是我们的传统；有了修典兴

藏，更彰显盛世气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盛世重版本、

藏版本，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

展藏结合，构建特色展陈体系

丰富的藏品为中国国家版本馆打造精品展览奠

定了基础。据介绍，总馆初步规划的展览有“真理之

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经典版本展”“斯文

在兹——中华古代文明版本展”“见证伟业——中华

民族复兴版本展”以及“版本工艺”“中国邮票”“中国

货币”等专题展览。同时，还设置了国家书房和文瀚

厅两个精品陈列，以及北区库房地下一层和洞库特色

库展，构建融合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档案馆等多

种场馆功能形态于一体的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特色

展陈体系。

走进宏伟壮观的文华堂国家书房，只见 44 个巨

型书柜陈列四周，3 万余册具有传世价值的经典著作

呈现着厚重的文化底蕴。文瀚厅陈列珍贵古籍出版

物，集中展示《四库全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

等 原 大 仿 真 影 印 本 、精 选 古 籍 影 印 本 和 原 雕 版 刷

印本。

总馆同时突出展藏结合，在洞库设立“渊溯津澜

——《四库全书》文瀚合璧”古籍库展，首次同台展示文渊

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澜阁四阁真本和仿真影印版本。

山水交融，设计体现中国
文化元素

中国国家版本馆作为新时代的国家文化殿堂，建

设工作紧紧围绕“传世工程”定位，建筑本身也是精

品，建筑面积达 9.95 万平方米，保藏区（含洞藏）面积

达 5.2 万平方米。

走进坐落于北京中轴线北燕山脚下的中国国家

版本馆中央总馆，犹如走入一座传统园林，处处可见

中华文化的独特风格与韵味。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亭、

台、楼、阁依山就势、错落有致；大型建筑依山而上，逐

级提升，彰显山水交融、露隐相间、馆园结合的特色。

矗立在文华堂南广场的“赓续文脉”印章雕塑，由

边长 1.6 米的整块寿山石雕刻而成，是迄今为止中国

最大的一枚寿山石印章。诠释藏书文化的文瀚八景、

国家书房内来源于宋代石刻天文图的星空穹顶、洞库

拱顶的飞天壁画、兼具传统建筑神韵与时代精神的

文瀚厅……富有中国文化元素的设计随处可见。

文瀚阁作为中国藏书文化的代表空间，是中国国

家版本馆的标志性建筑和点睛之笔，位于中轴北端，

是整个序列的制高点，坐落在台基之上，烘托建筑的

恢弘之势。同时借鉴敦煌莫高窟九层楼的神韵，让建

筑如殿堂般典雅庄重，似礼器般谦逊仁和，充分展现

大国形象和新时代风采。

刘成勇表示，重大文化工程是人类文明智慧的结

晶，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标识。建设中国

国家版本馆，就是要从精神层面、文化层面打造新时

代中国的标识，树立起神州大地的文化地标。“中央总

馆文瀚阁、西安文济阁、杭州文润阁、广州文沁阁，分

布在我国的东西南北，保藏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

宝，既各有侧重、各具特色，又遥相呼应、浑然一体，是

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时代表达，也应当成为扩大中华文

化影响力的重要依托。”刘成勇说。

中央总馆文瀚阁——

文化殿堂 大国气象
本报记者 张 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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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西安分馆文济阁西安分馆文济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丹华张丹华摄摄

图图②②：：中央总馆文瀚阁外景中央总馆文瀚阁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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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③③：：中央总馆文瀚阁文瀚厅中央总馆文瀚阁文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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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④④：：俯瞰杭州分馆文润阁俯瞰杭州分馆文润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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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⑤⑤：：广州分馆文沁阁广州分馆文沁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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