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打造了一个主题

展览“真理之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经典版本展”，两个基本陈列“见证伟业

—— 中 华 民 族 复 兴 版 本 展 ”和“ 斯 文 在 兹

——中华古代文明版本展”，以及“版本工

艺”“中国邮票”“中国货币”等 3个专题展览。

中国国家版本馆党委书记、馆长刘成勇

介绍：“国家版本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中国历史发展与中华

文明演进为主线主题，以文化价值含量为标

尺，精心甄选具备历史价值、思想价值、社会

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版本，以‘文以载道’的担

当办展览。”

展出的不少版本资源
非常珍贵

“真理之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经典版本展”汇聚经典版本 2000多册（件），

全面展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

程。展览分 4个单元，展出的不少版本资源非

常珍贵。第一单元主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经

典版本，展出的 1867 年出版的《资本论》德文

第一卷，最初发行量只有 1000 册，现存只有

100 册左右。第二单元主题为毛泽东思想经

典版本，展示了毛泽东思想的各个重要版本

资源，其中展出的《论持久战》不同版本尤为

引人注目。第三单元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经典版本，以图书、实物、文件等版

本资源反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历程。

“ 真 理 之 光 ”第 四 单 元 主 题 为 习 近 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典版本。

展览展出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至

第四卷各个版本，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著作和重要论述摘编、选编。展览分专题展

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不同领域的版本载体，如“积极推进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专题集中展示习近平主席出

席一系列重大会议发表的重要讲话。

注重把文献记载和文物
实物结合起来

“见证伟业——中华民族复兴版本展”

展示了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了实现民族

复兴，在党的领导下所作出的艰辛探索、不

懈奋斗和取得的伟大成就，记录了中华民族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其

中，既有反映近代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

《海国图志》，也有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新青

年》；既有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字典《新华

字典》的各种版本，也有开展扫盲运动的文

件；既有见证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的木槌，也有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

重大事件的一些纪念册、工作手册汇编等。

展览以丰富的展品浓墨重彩地展示了新时

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如记录“一带一路”倡议

的历史文件、反映脱贫攻坚的新闻报道、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纪念品、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雪容融”设

计手稿、民法典的各个版本……

版本是传承中华文明的载体和媒介，是中

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见证。“斯文在兹

——中华古代文明版本展”以 13个单元介绍了

版本中记录的中华文明历史，注重把文献记载

和文物实物结合起来，以相互印证的方式实证

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

多年的文明史。其中既有商周时期刻有铭文

的青铜器版方鼎、何尊，也有反映文字起源的

刻画符号如贾湖刻符龟甲和新石器时代刻符

彩陶钵。展览汇聚了数百种古籍，其中不乏珍

贵罕见的宋刻本、元刻本，刻印精致、墨色如

新，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版本价值。

打造移步易景的版本
艺术园区

为了充分展示版本资源的多样性和丰

富性，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还设置了国家书

房和文瀚厅 2 个精品陈列。

其中，文华堂国家书房版本精品陈列

面积达 1350 平方米，优选 3 万余册具有传

世价值的经典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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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设置了“书香致远——馆藏宣

传画展示”“匠心艺韵——木版水印精品展

示”“万年一统——中华地图展示”3 个主

题特色库展，利用互动式电子设备和触摸

屏，供观众查询鉴赏。

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按照与空间环境

相协调、与展陈主题相呼应的思路，精心组

织创作书画长廊、人物雕塑、人物瓷板画、阁

亭匾额、雕漆屏风、敦煌壁画、苏绣双面绣、

印章篆刻等各类艺术作品，打造移步易景的

版本艺术园区。

“国家版本馆是新时代标志性文化传世

工程，按照赓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展

示大国形象、推动文明对话的定位，我们将

进一步丰富馆藏、创新形式、把握主题、突出

特色，打造政治性、思想性、历史性、艺术性

相统一的版本展示体系，着力发挥版本资源

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的作用。”刘

成勇说。

中央总馆——

展览记录历史
收藏辉映现实

本报记者 张 贺

中国国家版本馆开馆暨展览开

幕式 7 月 30 日上午在中国国家版本

馆中央总馆举行，同日上午，西安分

馆、杭州分馆、广州分馆同步举行分

馆开幕活动。

作为展现新时代恢宏气象的新

高地、传承中华文明的新标识、彰显

中国精神的新阵地、展示中国形象

的新窗口，国家版本馆承担着规划

协调国家版本资源和建设国家版本

典藏中心、展示中心、研究中心、交

流中心的职能。

正在举办的展览有哪些精彩看

点？汇聚了哪些珍贵版本资源？本

报记者第一时间进行了探访。

——编 者

登上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文润阁，便可眺望

不远处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漫步馆中，宋韵之美尽

收眼底，而走进展厅，又开启了一段版本追溯之旅。

良渚玉琮的纹饰、战国青铜剑的铭文、宋代的刻本、

民国的年画……精美珍贵的文物让参观者流连忘返。

杭州分馆筹建组组长吴雪勇介绍，这是“文献之邦——

江南版本文化概览”，共展出 600 多件青铜、陶瓷文物，

以及宋元明清等时期的古籍版本和粮票、邮票等生活

版本。

在“潮起之江——‘重要窗口’主题版本展”，《之江新

语》8种不同语种珍贵版本、上洋村 8个版本《村规民约》、

衢州市衢江区扶贫干部的 158本扶贫笔记……1200余件

生动鲜活的展品向世人展示着浙江的发展变革。

走进“盛世浙学——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展”，

一面错落有致的抽屉墙格外吸睛，每个抽屉上都清

晰标注着日期和事件，轻轻拉开抽屉，还能找

到与之相关的老文件、老报纸等版本资

源。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概览、浙江

历 史 文 化 研 究 等 六 大 主 题 为 单

元，展览完整呈现了浙江文化研

究工程的历程与创造的丰硕成果。

通过与名人相关的古籍、拓片、手

稿、书信等 300 余件版本，“千古风流——

浙江历史文化名人展”艺术化地展现了浙江历

史文化名人的生平事迹与思想内涵。

吴雪勇介绍，以上 4个主题展览加上数字展厅，共同

组成了“4+1”体系开馆展览。数字展厅通过将文化、艺术

与科技相融合，以“数字版本+沉浸多媒体空间”的形式展

现中华版本内涵，成为许多参观者打卡互动的首选。展厅

通过“裸眼 3D+沉浸式光影”方式，展出虚拟化“玉琮王”等

版本珍品，让版本“活”起来。

“我们做的不是单纯的文物展、古籍展，而是集大

成的版本展。”策展团队有关负责人说。在吴雪勇看

来，展览旨在通过扎实的版本内容、多种传播手段，系

统、全面地挖掘和传递新时代版本内涵、版本理念，让

观众深刻了解版本文化，提高版本意识，感受江南风

韵，增强文化自信。

杭州分馆——

数字呈现
让版本“活”起来

本报记者 窦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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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广州市从化区流溪河畔的中国国

家版本馆广州分馆，走进主楼文沁阁地下一

层，“千秋写印 华夏有章——中华版本发

展概览”展区映入眼帘。在这里，从甲骨、竹

帛、纸书到数字化媒体，展现了一幅中华版

本发展的生动图卷。

仿活字印刷术的地面矩阵与仿纸卷的

弧幕联动，大型 LED 屏上动态演绎古人风

采，裸眼 3D 技术呈现数字多宝阁……“今天

真的不虚此行，展览内容非常丰富。”观众张

女士感叹道。

沿着路线指引，可依次参观“伟大时代的

印记——改革开放以来精品出版物专题展”

“千秋写印 华夏有章——中华版本发展概

览”“红色印记 映照初心——红色广东专题

版本展”“互鉴千年 融通未来——海上丝绸

之路专题版本展”4个常设展览。

“伟大时代的印记——改革开放以来

精品出版物专题展”以改革开放历史发展

为脉络，分为“大地回春”“茁壮成长”“苍翠

挺拔”“欣欣向荣”4 个单元，把精品出版物

作为伟大改革开放的时代注脚，以小切口、

大视野，集中讲述改革开放的故事、新时代

的故事，重点展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此外，还设置了 4个专题展览，分别是“时

代留声 传世之音——中国黑胶唱片版本展”

“岭南风骨——广东美术名家典藏作品展”“团

圆——广式月饼文化专题版本展”以及新增的

“云浮石艺——梁建坤石雕艺术作品展”。

据介绍，广州分馆收藏的重点版本包括

“原大、原样、原色”的影印版《文津阁四库全

书》，以及《四库全书》相关的《续修四库全

书》《四部丛刊》等正式出版物版本。此外，

收藏的特色版本也亮点颇多，包括重点历史

文献、岭南文化、侨批侨刊、票据票证、音响

唱片、科学技术等 20 多万册（件）版本。

在港澳台版本方面，展馆入藏包括台北

故宫博物院典藏中华古籍版本影印本在内

的港澳台版本 8 万多种；在海外版本方面，广

泛收集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著作（含手稿），

海外藏“敦煌学”学术研究著作和哈佛燕京

图书馆藏的中国流传海外汉籍珍品影印本，

以及重点海外版本 2万多册（件）。

广州分馆——

标记改革开放的时代注脚
本报记者 洪秋婷

远观中国国家版本馆西安分馆文济阁，建筑群主

体为高台建筑，呈现出大气磅礴的汉唐风格。在历史

上，汉代长安城的“国家藏书阁”天禄阁、石渠阁等均为

高台建筑。拾阶而上，在文济阁 3 号楼东西展厅和连

廊，“赓续文脉 踔厉前行——中华文化经典版本展

（西部篇）”“楮墨遗珍 万里同风——丝绸之路版本

展”正在进行。

中华文化经典版本展（西部篇）展览面积为 2123
平方米，展线长 728 延米。走进展厅，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刻成于唐文宗开成二年的《开成石经》中的《尚

书》。“《尚书》版本现存最早的就是《开成石经》本，这

是研究中国经书历史的重要资料。”西安分馆工作人

员李红雨介绍。

据了解，该展厅展出中华文化经典版本 1743 种

（以代表性出版物为主），主要类型有正式出版的图书、

报纸、期刊、音像制品，正式发行的邮票、邮资封、票证、

货币、债券、契约，以及古籍、文献等，力求突出经典性、

丰富性、针对性、独特性。

连廊另一侧，丝绸之路版本展展览面积约为 772
平方米，展线长 210 延米。入口处，可以看到一座时光

之轮雕塑，总体造型上面是日晷，代表时间；下面是丝

路大漠，代表空间；中间是时空交织衍生出来的文明，

代表版本的演进。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大通道，留下了众

多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财富宝库。丝绸之路

版本展展出 600 种展品，充分展示了版本文化，通过讲

好版本里的丝路故事，展现丝路文明。

“这张照片展示的是灞桥纸。造纸术起源于西汉，

东汉时期，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形成了一套较为定型的

造纸工艺流程。此后，纸被人们广泛运用，成为版本文

化重要的载体。”李红雨介绍。

另外，西安分馆还展出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版本，

包括《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等革命文

化 版 本 ，《关 学 文 库》等 传 统 文 化 版 本 ，明 嘉 靖 八 年

（1529 年）南京国子监刻本《金史》等古籍版本，以及雕

塑、国画、油画、拓本等版本。

西安分馆——

经典版本

赓续中华文脉
本报记者 张丹华

图①：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图②：中国国家版本馆西安分馆文济阁巨型通顶书墙。 本报记者 张丹华摄

图③：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部分藏品。 本报记者 陈 斌摄

图④：参观者在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进行视听体验。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图⑤：观众在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数字展厅参观。 钱晨菲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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