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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籍 是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重 要 载

体。由于种种原因，大量中国汉文古籍流散

于境外，其中不乏中国大陆缺藏的版本和品

种。2017 年，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启动，2018
年，该工程被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作为国

家 重 点 文 化 工 程 列 入“ 中 华 古 籍 保 护 计

划”。山东大学是该工程的责任主体单位。

全球汉籍合璧工程旨在将境外所藏中

华古文献的全部情况调研摸清，进而对中国

大陆缺藏的品种和版本进行复制、出版、整

理和综合性研究，从而完善中华古文献的存

藏体系，为国内文化建设和国际文化交流提

供文献支持。2023 年，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出

版了 138 种汉籍珍本、10 种汉籍点校整理成

果、2 种汉籍与汉学研究著作。

汇集 300多个学术团队
千余位专家学者

走进山东大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古籍书

库，淡淡的书香扑面而来。细细看去，书籍按

照经、史、子、集排布。全球汉籍合璧工程首

席专家助理陈肖杉介绍，这是我国古代图书

的四部分类法。其中子部书籍主要涉及诸子

百家思想及艺术、谱录等，这也是全球汉籍合

璧工程的起点——《子海》整理与研究。

为何从子部开始？上世纪 60 年代，诸子

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高亨任教于山东大

学，结撰《先秦诸子研究文献目录》（手稿），交

予山东大学董治安教授，子书整理与研究便

成为山东大学传统学术特长和研究方向。师

承董治安，山东大学讲座教授郑杰文立志把

子书整理与研究推向深入。2010 年，他提出

对境内外现存子部汉籍进行系统整理和研

究，项目命名为“《子海》整理与研究”。当年 6
月，该项目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2013年，陈肖杉考取山东大学研究生，开

始参与相关项目。最开始，他只能做一些基

础性比对工作，但是随着对古籍的认识不断

深入，陈肖杉有了新的感受：“中华文化博大

精深，整理古籍仿佛在与古人对话，我们有责

任把这些瑰宝千方百计呵护好、珍惜好。”

目验、复制、整理研究……经过团队共同

努力，2013年 11月，子海项目首批重大成果发

布，出版了《子海珍本编》《子海精华编》。

基于子海项目的经验，2014年，山东大学

提出对境外经、史、子、集四部古文献进行调

查、复制、整理和综合性研究，并建设各类相

关数据库。2017 年，全球汉籍合璧工程正式

启动，工程包含调查编目、整理研究、数字化

三大部分，共有 300 多个学术团队共千余位

专家学者参与其中，郑杰文担任首席专家。

调查团队足迹遍布 95个
国家的 1988家图书馆

书籍刊刻，不同版本特征各不相同。见

得多了，陈肖杉逐渐熟悉了古籍鉴定。

“这张书页的书口部分是白色的，叫做

白口。”他说着，拿起一本书，是上课用的教

具。古籍印刷后需对折装订，有的装订处会

有一条黑色的细线，而到了明初，这条线加

粗，被称为大黑口。仅看装订线，也能初步

判断古籍年代。

但是，有些古籍也不好判断。有一回，

陈肖杉发现一本《说苑》，这是汉代刘向编纂

的小说集，曾收藏这本书的清代藏书家黄丕

烈认为这是宋本。“后来发现有几页被撕掉

了。”陈肖杉说，缺失的那几页正是说明版本

特征的书页。

陈肖杉说：“每一本书都要编目人员亲

眼看过。”由于图书馆每日借阅量有上限，团

队成员有时需奔波几小时才能看上四五本

汉籍。调查编目团队成员在全球各地奔走，

足 迹 遍 布 五 大 洲 95 个 国 家 的 1988 家 图 书

馆，基本掌握了境外汉籍存藏情况，数量约

为 187.5 万部。

据介绍，团队成员要对境外每一部书进

行信息录入，与境内古籍逐一对比，将所有流

散于境外的古籍逐一登记，并编撰版本目

录。这个目录与常见的目录不同，是对书的

特征进行详细描述和记录。“比如说行款，什

么字体，边框有什么特征，等等。”陈肖杉说。

研究对比后，产生了两项成果：目录编

和珍本编。珍本编就是对缺藏版本进行高

精度扫描，颜色等还原程度都很高，留下古

籍数字化资料的同时，也避免古籍被过度使

用，使其得到真正的保护。

工作量如此之大，如何组建调查编目团

队？据了解，全国有近 30 所高校和科研机构

派人参与调查境外汉籍，其中从事调查编目

的人员达 420 余人，其中既有高校教师，也有

留学生和海外华人。

实际上，调查编目只是第一步。文献若

是存在底本不佳、校勘不精、训释讹误等问

题，研究工作便无法得出科学结论。因此，

古籍需经初核、复核，初选、复选，才能确认

是否具备复制的价值；经过专业、精细的校

对，才能成为可信可靠的学术研究资料。

眼下，成员们正加速推进境外汉籍存藏

数量的摸底调查，目前已经比对完成 36 万多

部汉籍编目工作，从中遴选并复制稀缺汉籍

1600 余种，其中 260 种已出版。

建立数据库，推进汉籍
数字化利用

每整理一本古籍，团队成员都要尽力将

其 来 龙 去 脉 研 究 清 楚 。“ 每 一 本 书 都 有 故

事。”陈肖杉说。

“ 保 护 利 用 好 古 籍 ，是 我 们 的 使 命 所

在。越来越多年轻人正在加入我们，共同努

力，展现中华文明赓续绵延、生生不息的力

量。”郑杰文说。

今 年 ，全 球 汉 籍 合 璧 工 程 还 将 目 验 编

纂或修订完善境外汉籍版本目录 25 万条；

对 90 个 境 外 藏 书 机 构 进 行 进 一 步 调 查 和

沟 通 ；复 制 1000 部 境 内 缺 藏 汉 籍 ；新 开 展

15 种 具 有 重 要 学 术 价 值 境 外 汉 籍 的 点 校

整 理 工 作 ；新 开 展 2 项 汉 籍 与 汉 学 研 究 项

目……

虽然任重道远，但郑杰文信心满满。为

了让古籍真貌永存，山东大学依靠数字化手

段，建立了古籍数据库。目前，山东大学已

经与全球 20 余所图书馆或藏书机构签订合

作协议，正在建立的全球汉籍目录数据库第

一期录入书目 36 万余种，另有全球汉籍图像

数据库、全球汉学研究论著数据库也将同期

推出。

图为全球汉籍合璧工程部分出版成果。

山东大学供图

搜集整理流散的中华古籍，建立数据库推动数字化利用

汉籍合璧 文脉赓续
本报记者 王 沛

本报太原 1月 14日电 （记者付明丽）记者从山西省财政

厅获悉：山西省文物保护基金于日前正式成立。作为省级政

府批转设立的公益性文物保护基金，这不仅提供了文物保护

经费投入的新渠道，也将对省以下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发挥

支撑作用。2023 年至 2027 年，山西省财政厅计划每年向山西

省文物保护基金拨款 500 万元，用于保障基金运作。

山西省是文物资源大省，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位居全国前列，文物保护资金需求较大。设立山西省文物保

护基金，有助于拓宽山西省文物保护投入渠道，改变现行的财

政单一投资模式，构建起多元、稳定、可持续的文保资金投入

保障机制；有助于加强文物价值的研究、交流和传播，推进文

物领域的公共文化服务。

山西省设立省级文物保护基金

本报北京 1月 14日电 （记者潘俊强）近日，北京开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剧目展演季，为观众呈现一场富有年味、经

典传承的文化盛宴，展演季将持续至 3 月底。

据介绍，本次展演季展演作品品类丰富，北京市 22 家艺

术表演团体将带来百余场优秀演出，涵盖京剧、昆曲、话剧、舞

剧等 14 种艺术门类。本次展演季将在 19 家剧场上演，其中既

有国家大剧院、天桥艺术中心、中国儿童剧场等专业剧场，还

有东城区的吉祥大戏院、西城区的鼓楼西剧场等演艺新空间。

北京开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剧目展演季

本报天津 1月 14日电 （记者武少民）13日，首届京津冀

盘山冰雪文化节在天津市蓟州区盘山风景名胜区开幕，吸引了

大量游客驻足游玩。走进景区，传统的“三盘暮雨”景点已经换

上冰雪限定“皮肤”，16米高的冰瀑洁白如玉，周边白雪皑皑，恍

若童话世界。春节期间，景区还将以“登山祈福赏冰雪，欢欢喜

喜过大年”为主题，组织舞狮表演等年味儿活动，提升游客体验。

首届京津冀盘山冰雪文化节开幕

本报昆明 1月 14日电 （记者杨文明）近日，中国舞蹈家

协会环境舞蹈展暨第二届大理舞蹈季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

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艺术家、业界专家、嘉宾齐聚大

理。活动融合自然山水、民族风情，通过线上线下举办大理民

间歌舞集环境演出、环境舞蹈展、民族歌舞剧公演等，全面展示

舞蹈艺术的独特魅力。

本次活动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共大理州委、州政府主

办。通过系列活动，以舞为媒，用舞蹈家独有的视角和方式，

助力大理打造文化新名片。

第二届大理舞蹈季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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