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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盛世修文，我

们这个时代，国家繁荣、社会平安稳定，

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能力，要把这

件大事办好。”

赓续千年文脉，共襄千秋伟业。日

前，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国家版本馆和

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出席文化传

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华

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

问题作出全面系统深入阐述，为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指

明了前进方向。历史典籍版本记录着中

华民族形成、发展、壮大的演进历程，承

载着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新时代

新征程，我们要做好历史典籍版本研究

和挖掘工作，把中华民族瑰宝呵护好、珍

惜好。今天学术版刊发的 3 篇文章，围

绕这一主题进行探讨。

——编 者

国 家 之 魂 ，文 以 化 之 ，文 以 铸

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国家

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

出 席 文 化 传 承 发 展 座 谈 会 并 发 表 重

要讲话，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

列 重 大 理 论 和 现 实 问 题 作 出 全 面 系

统深入阐述，为我们继续推进文化传

承 发 展 和 繁 荣 兴 盛 指 明 了 前 进 方

向 。 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家版本

馆考察了国家书房、中华古代文明版

本展、中国当代出版精品与特色版本

展，参观了“汉藏蒙满文大藏经雕版

合璧”和“《四库全书》合璧”库展，详

细 了 解 馆 藏 精 品 版 本 保 存 情 况 。 丹

青 著 史 ，盛 世 修 文 。“ 我 最 关 心 的 就

是 中 华 文 明 历 经 沧 桑 留 下 的 最 宝 贵

的东西。我们文化不断流，再传承，

留 下 的 这 些 瑰 宝一定要千方百计呵

护好、珍惜好。”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

调研时对新时代做好历史典籍版本研

究和挖掘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

历 史 典 籍 版 本 记 录 着 中 华 民 族

形 成 、发 展 、壮 大 的 演 进 历 程 ，承 载

着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融通

古今、保护文脉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物质形态上看，广义的历史典籍版

本包括甲骨文、金文、简帛、石刻、唐

宋元明清及近代的手写本、印刷品等，

可谓汗牛充栋。此外，还有大量的出

土文物、地上地下遗址、文化遗存，以

及祖祖辈辈口耳相传的历史传说、民

风民俗、家风家训等，这些共同构成

“广阔的文化空间”，也是一座巨大的

无与伦比的文化宝藏，蕴藏着中华文

明生生不息的密码。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考 察 调 研 中 指

出：“盛世修文，我们这个时代，国家

繁荣、社会平安稳定，有传承民族文

化 的 意 愿 和 能 力 ，要 把 这 件 大 事 办

好。”亲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要 求 ，作 为 古 籍 工 作 者 深 感 责 任 重

大、使命光荣。进一步做好历史典籍

版本的研究和挖掘工作，首要的是全

面保护，其次要在调查研究历史典籍

版本的“前世今生”上下功夫。就古

籍版本而论，比如《九章算术》，据专

家研究，这部书定型于汉代，总结了

先秦到汉代的数学成果。西汉早期，

张苍、耿寿昌对其进行过增补删订。

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为其作注，唐代

李 淳 风 又 进 一 步 作 解 释 。 唐 代 曾 在

国子监设立算学馆，规定学习十部算

学 典 籍 ，叫《算 经 十 书》，其 中 有《九

章算经》《周髀算经》等。在北宋年间

曾用雕版印刷这些算经，南宋汀州又

重 刻 之 。 然 而 这 些 算 经 大 都 流 传 稀

少，《九章算经》南宋汀州刻本仅存前

五卷，后四卷失传。所幸明代永乐年

间修《永乐大典》时，这些算经大都被

引用。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

四库馆臣戴震从《永乐大典》中辑出，

并精心校订、补图，《九章算术》九卷

基本恢复了全貌。回顾历史，《九章

算术》定型于汉代，在唐代科举考试

中 列 入“ 明 算 科 ”，可 谓 最 显 赫的时

期，其后渐被冷落，到清代又受重视。

从这个历史过程中可以发现，历 史 典

籍版本能流传下来并非一帆风顺，但

经过种种曲折总算是流传下来了，这

充分表明中华文化具有生生不息的内

在力量，每一个时代都有一批人精心

呵护着。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大力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历史典籍版本研究和挖掘

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无论是在

物质形态还 是 精 神 内 涵 方 面 都 得 到

更好的保护整理、出版传播，得到更

好的继承传承、发扬光大。

历史典籍版本从历史深处走来，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

民族的深邃智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 书 记 在 文 化 传 承 发 展 座 谈 会 上 的

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历史典籍版本的

研究和挖掘，需要我们把整理工作做

深做细。就古籍而论，做好整理、注

释工作并且推出数字化的“成品”，能

够让读者方便阅读利用。今天，做深

做细历史典籍版本研究和挖掘工作，

就要继续做好校勘、标点、注释、今译

以及数字化等工作，真正让古籍“活”

起来。以《永乐大典》的整理修缮为

例。我们正在对传世的《永乐大典》

进行系统性整理，包括高清影印、标

注现代标点、用国家繁体字出版物通

用 字 形 予 以 排 印 出 版 、推 进 数 字 化

等 。 此 外 ，还 在 推 进“ 分 书 重 编 ”工

作，就是把《永乐大典》割裂引用的古

书逐条拆分、各归其书，从而使《永乐

大典》引用的典籍文献辑集成书。“分

书重编”属于系统性整理工程，较以

往 各 取 所 需 的 辑 佚 方 法 有 着 明 显 不

同，能够帮助读者便捷地掌握利用其

有用线索，进一步开展更加深入的研

究工作，让这部巨典更加充分地发挥

作用。

历史典籍版本蕴含着中华民族的

智慧、精神、文化，更蕴含着生生不息

的 力 量 。 中 华 民 族 是 世 界 上 典 籍 保

护、传承做得最好的民族，这从一个重

要方面保障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

延至今。做好历史典籍版本研究和挖

掘工作，不仅可以保存历史记忆、赓续

中华文脉，还能让古之精华为今所用，

为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新元素新

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

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

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

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

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

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守正不守

旧、尊古不复古”，也是做好历史典籍

版本研究和挖掘工作的重要遵循。一

方面，我们要做好历史典籍版本的保

护、整理、注释，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

其进行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让其传

得久，让人读得懂。另一方面，我们要

深入挖掘它们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

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

识和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

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为深入推

进“第二个结合”提供坚实基础，让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焕 发 新 的 活 力 与

光彩。

（作者为山东大学教授）

蕴藏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

把中华民族瑰宝呵护好珍惜好
杜泽逊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

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闪耀着马克

思主义真理光芒，充盈着中华文化独

特气韵，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行动指南。

作为古籍工作者，在座谈会现场亲耳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

鼓舞、倍感振奋。新时代新征程，我们

要深刻认识做好古籍工作对赓续中华

文脉、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

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

重要意义，扎实推进新时代古籍深度

整理、研究和解读，进一步提高古籍工

作质量，激发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发展

活力。

古 籍 是 中 华 文 明 的 主 要 物 质 载

体，古籍整理出版是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 文 化 的 重 要 工 作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

在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战 略 高

度，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中办、国办

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

见》，古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首

批 12 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以点带

面重点推进古籍修复工作；天津图书

馆、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等机构的古

籍修复技艺入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名录；中国国家版本馆永久保藏具

有重要历史文化传承价值的各类版本

资源……新时代以来，我国古籍工作

深入开展、硕果累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中华文明具

有的 5 个突出特性中，“中华文明具有

突出的连续性”位列首位。中华文明

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是

与中华文化包括文献记载尤其是古籍

保护传承分不开的。先秦以来的数千

年间，文献记载绵延不绝，据中华书局

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

古籍总目》的著录，现存古籍品种约 20
万种。这些古籍承载着丰厚的历史和

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文化创新创造

能力的生动体现。我们也要看到，由

于 历 史 原 因 ，一 些 珍 贵 文 献 已 经 散

失。新时代，我们不仅要运用现代科

技手段保护好境内流传至今的珍贵文

献，还要做好散落失管古籍的征集保

藏。比如在敦煌文献出版方面，上海

古籍出版社早在 30 多年前就已着手

开展敦煌文献的整理出版，将珍稀的

海内外敦煌文献刊布于世，大大推动

了敦煌学的发展，扭转了一度存在的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现象，

使中国敦煌学研究成为当今敦煌学研

究领域最令人关注的部分。

扎实推进新时代古籍深度整理、

研究和解读，除了做好保护和整理工

作，还要对经典文献进行准确阐释，

推进文化传承。当前，尤其要加强传

世文献的系统整理出版，加快各类出

土 文 献 整 理 研 究 成 果 出 版 。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我 们 整 理 出 版 了 大 量 古

籍，其中有不少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

版的范例，如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

四史”及《清史稿》《资治通鉴》的整理

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

典文学丛书》等。虽然重要的古籍多

已整理出版，但仍存遗珠之憾，尚有

不 少 具 有 重 大 价 值 的 古 籍 亟 待 整 理

出版。同时，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研

究的深入，已经整理过的古籍也有修

订 乃 至 重 新 整 理 的 必 要 。 特 别 是 近

20 年来，重大考古发现不断涌现，考

古研究不断深入，出土文献的整理与

研 究 已 成 为 学 术 研 究 和 整 理 出 版 的

热点，并有力推动早期中国史研究。

所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仍然任重而

道远，我们要继续努力，力争打造一

批古籍新善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过程也

是创新的过程，既有薪火相传，更有与

时俱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

依据新的时代发展需求，直面当代中

国面临的问题，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古籍整理出版要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贡献，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就要在内容、手段、方法上

大力创新，找准与时代的对接点，运用

新的学术观念、理念、语言对传统经典

进行再诠释，推动这些创新成果及时

出版，打造新时代的传世精品。在内

容创新方面，对于能够体现中华文明

诸多重要元素如社会理想、治理思想、

大一统传统、家国情怀、生态理念、哲

学思想、思维方法、交往之道等的古籍

文献，要积极开展系统挖掘整理，着力

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同科

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

性的内容，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

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

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

仁善邻等。还应看到，对于今天的读

者来说，古籍存在一定的阅读难度。

因此，需要在传播手段和方法方面大

力创新，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受众

容易接受的语言阐释经典，尤其是做

好经典名著的普及工作，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普及读物出版，为当代读

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扫清阅读障碍。

同时，要进一步创新技术手段，推进古

籍数字化建设，包括统筹实施国家古

籍数字化工程，加强古籍数据流通和

协同管理，实现古籍数字化资源汇聚

共享，统筹古籍数字化版本资源建设

与服务，推进古籍专业数据库开发与

利用，积极开展古籍文本结构化、知识

体系化、利用智能化的研究和实践。

这 些 工 作 既 是 基 础 性 研 究 的 重 要 内

容 ，也 是 具 有 学 术 研 究 价 值 的 前 沿

课题。

作为古籍工作者，我们要以对国

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对中华文明

的敬畏之心来扎实推进新时代古籍深

度整理、研究和解读，把打造传世精品

作为目标追求，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

命、奋发有为，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

气，为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

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应有

贡献。

（作 者 为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原

社长）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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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帙浩繁的古籍是中华民族的宝

贵精神财富，也是当代中国人坚定文

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中国国家版本馆考察调研时指出：

“我十分关心中华文明历经沧桑流传

下来的这些宝贵的典籍版 本 ”，要“ 把

自 古 以 来 能 收 集 到 的 典 籍 资 料 收

集全、保护好，把世界上唯一没 有 中

断 的 文 明 继 续 传 承 下 去 ”。 习 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古籍事业

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我们进一步完善

工作体系、提高工作质量、加快转化

利用提供了根本遵循。6 月 2 日，我在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现场亲耳聆听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更加深刻

体会到，在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过程中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是我

们必须自觉肩负的职责使命。

“ 惟 殷 先 人 ， 有 册 有 典 。” 古 籍

是 中 华 民 族 历 史 文 化 的 重 要 载 体 ，

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其中蕴

含 的 思 想 和 智 慧 一 直 是 激 励 中 华 民

族 前 进 的 动 力 源 泉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出：“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

造 力 。 每 到 重 大 历 史 关 头 ， 文 化 都

能 感 国 运 之 变 化 、 立 时 代 之 潮 头 、

发 时 代 之 先 声 ， 为 亿 万 人 民 、 为 伟

大祖国鼓与呼。”新中国成立以来，

经过 70 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古籍整

理 出 版 工 作 成 为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建 设

的 重 要 方 面 ， 取 得 了 显 著 成 效 。 我

们整理出版了标点本 《资治通鉴》、

点 校 本 “ 二 十 四 史 ”、《中 华 大 藏

经》、《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

成》、“新编诸子集成”等一系列具

有 代 表 性 的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核 心

典 籍 ， 还 有 文 学 、 历 史 、 哲 学 、 地

理 、 宗 教 、 语 言 文 字 、 艺 术 、 科 技

等 领 域 的 重 要 古 籍 。 这 让 人 们 不 必

去 阅 读 没 有 校 勘 标 点 的 线 装 书 就 能

学 习 古 籍 ， 让 许 多 文 献 典 籍 有 了 随

手 可 得 的 现 代 读 本 ， 有 力 推 动 了 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对 古 籍 工 作 给 予 高 度 重 视 和 悉 心 指

导 ， 古 籍 整 理 出 版 工 作 更 加 繁 荣 兴

盛 ， 不 但 数 量 超 越 过 往 ， 而 且 大 力

拓 展 整 理 出 版 范 围 ， 特 别 是 在 出 土

文 献 、 域 外 汉 籍 、 地 方 文 献 等 方 面

形 成 新 的 出 版 合 力 。 我 国 还 印 发

《2021—2035 年 国 家 古 籍 工 作 规

划》， 特 别 是 围 绕 实 施 《永 乐 大

典》、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

工程等进行部署 ， 全 力 打 造 新 时 代

古 籍 整 理 出 版 的 标 志 性 成 果 。 新

时 代 新 征 程 ， 我 们 要 深 入 学习贯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文 化 传 承 发 展 座 谈

会 上 的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 提 高 对 中 华

文 化 传 承 发 展 重 要 性 的 认 识 ， 积 极

响 应 时 代 要 求 ， 推 动 古 籍 整 理 出 版

事业高质量发展。

大力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

代价值。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而又与时

俱进，其生生不息的力量不仅来自于

传统的深厚积淀，更来自于现实的呼

唤和激荡。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必须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

个重要原则。推动创造性转化，就是

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

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

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

现代表现形式，激活其生命力；推动

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

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

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

响力和感召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不选择与古为徒，而坚持入古出

新，这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应有的

文化站位。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要不断推动古籍典藏的活化利用，不

断从中汲取文化财富、精神营养，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葆有永恒魅力、展

现时代风采。

努力还原古籍的文本面貌并做到

精准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

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

负责、对人民负责。”这阐明了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也明确了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职责使命。做好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要本着最大限度

保留古籍原貌和风格的原则，精心校

勘、改错、补残、注释，并聘任专家

负责指导和审定工作，确保整理质量

和权威性。同时，要科学规范地给古

籍添加标题、进行分段、制作目录，

使古籍文献通俗易懂、方便携带和查

阅，以崭新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此

外，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还要加强对

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系统研究，精

准 阐 释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思 想 精

髓，避免庸俗化、简单化。

满足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的古籍

阅读需求。古籍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

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可以为人

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提供有益启迪。自 1958 年全国古籍

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立以来，历

次古籍工作规划都将出版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普及读物作为重要内容。古

籍整理出版不仅满足了学术研究工作

者的资料需求，也顺应了人民群众阅

读古籍的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进一

步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要加快古

籍资源转化利用，围绕青年阅读需求

和阅读习惯，创新古籍资源的普及推

广方式，让中华文化经典从古董架子

上走下来，融入时代、融入学术、融入

文化、融入生活。

积 极 推 动 古 籍 整 理 出 版 相 关 学

科 健 康 发 展 。 推 动 古 籍 整 理 出 版 事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 离 不 开 系 统 而 专 业

的 学 科 体 系 作 支 撑 。 古 籍 整 理 出 版

相 关 学 科 的 发 展 ， 与 古 籍 整 理 出 版

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新

征 程 上 ， 我 们 要 重 视 古 籍 整 理 出 版

相 关 学 科 发 展 ， 全 面 梳 理 新 中 国 古

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历程、机构设

置、政策管理、运作机制、成果评价以

及人才队伍建设等方 面 的 突 出 成 就

和 宝 贵 经 验 ， 深 入 研 究 各 类 古 籍 整

理的方式、方法、范式及其形成和确

立 过 程 ，综 合 研 究 古 籍 整 理 出 版 遇

到的重大学术问题、前沿问题，选择

重 要 古 籍 整 理 的 典 型 案 例 进 行 多 方

位 考 察 研 究 ， 探 讨 新 时 代 古 籍 整 理

的 重 点 任 务 和 发 展 目 标 ， 为 推 动 古

籍 整 理 出 版 高 质 量 发 展 提 供 智 力

支持。

（作者为中国版协古籍出版工作

委员会主任）

延续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

推动古籍整理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
徐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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