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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身份证”

打开中国古籍保护网“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
孔子博物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等收
藏单位编纂的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呈现在眼前。

这是全国古籍普查工作重要成果中的一项。
卷帙浩繁的古籍历经岁月沧桑，记载着千百年来

的中华文明故事。在朝代更迭、战争、自然灾害等因
素的影响下，大量古籍或流散各处，或受到不同程度
的毁坏。那么，留存至今的古籍还有多少？

为摸清家底、传承文脉，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
计划”正式实施。作为基础性工作，古籍资源普查工
作在全国全面展开。

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苏品红介绍，目
前，全国古籍资源分布和保存状况基本摸清。全国古
籍普查完成270余万部另1.8万函，30个省份基本完成
汉文普查工作，占预计汉文总量的90％以上；共2861
家单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占预计存藏机构总数
的96％以上。

通过名录评审和普查，还新发现了一批珍贵文
献，如《永乐大典》“湖”字册、3件重量级唐代早期
印刷品、《乾隆御定石经》初拓本等。

普查，让每一部古籍都拥有了“身份证”。据统
计，截至2021年底，“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
已经累计发布264家单位古籍普查数据797.3万册/件。

《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累计出版509家收藏单位的
普查目录共计 123 种 189 册，收录 127 万条款目，天
津、重庆、浙江、宁夏、湖南等省已完成普查登记目
录出版。《中华古籍总目》天津卷初稿编纂完成，国图
卷、湖南卷、浙江卷编撰工作正在进行中。

在普查登记的基础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和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审命名工作也取得了重要
成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至今，已先后评选并公
布了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累计收录古籍13026
部；命名了六批共203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妙手焕新生

年初，国家图书馆宣布历时 8 年之久的馆藏清宫
“天禄琳琅”修复项目取得圆满成功，正式结项。在科
技手段辅助下，300多册一级破损古籍得到妥善修复，
风采再现。

虽说纸寿千年，可在时间的流逝中，大量古籍褪
去了往日光彩，絮化、酸化、虫蛀、霉菌……有些古
籍甚至变成了无法翻看的“书砖”，或一碰就碎，像饼
干渣一样。

面对古籍“变老了”“生病了”，古籍修复师们本
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努力与时间赛跑，埋首故纸
堆，妙手化腐朽为神奇，让一叶叶满目疮痍的珍贵古
籍重现风骨，焕发新生。

10多年来，依托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以
点带面推进古籍修复工作，全国古籍修复总量已超过
385万叶。其中包括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天禄琳琅”、云
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图书馆藏“纳格拉洞藏经”、山西宋
辽金元珍贵古籍等一批国家珍贵古籍重点修复项目。

修复的过程，也是技艺传承、人才培养的过程。
以“天禄琳琅”修复项目为例。2013年，“天禄琳琅”

修复项目启动，项目队伍也随之组建。“60后”资深修
复师带着“80 后”年轻人一边修复，一边研究、教
学，在修复过程中还开展了青年修复师培训和有针对
性的材料检测、研发等工作。由此，一批年轻的古籍
修复人才逐渐成长起来。

古籍修复，人是关键。苏品红表示，通过在职培
训、师徒传承、高校教学等途径，全国修复师数量已
经从 15 年前的不足 100 人，成长到现在约有 1000 人。
科学、规范的修复得到了很大发展。

加快数字化

长期以来，古籍都面临着藏用两难的局面：每一
次翻开，古籍都有损坏的可能；束之高阁又无法实现
传承利用的价值。

古籍数字化开放共享有效地缓解了这一矛盾。作
为古籍再生性保护的一种，数字化让许多珍贵古籍面
向更多人展露“真颜”，各地读者可随时随地访问指尖
上的图书馆，品读中华优秀传统典籍，有力地促进了
学术研究和古籍知识推广。

在中国古籍保护网“中华古籍资源库”页面上，
点开“永乐大典”选项，无需登录即可在线阅读，屏
幕前文本清晰，还可以放大观看，纸页上岁月的纹理
似乎都能感受到。

“中华古籍资源库”是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 建设的综合性古籍特藏数字资源发布共享平
台，目前已累计发布古籍及特藏数字资源 10 万部
（件），包括数字古籍、数字方志、赵城金藏、甲骨世
界、宋人文集、碑帖菁华、年画撷英等多个子库，读
者无需注册登录即可阅览全文影像。

在这些子库中，记者发现还包括“哈佛大学善本
特藏”“法藏敦煌遗书”等海外中华古籍数字资源。据
悉，在国内古籍资源数字化的同时，海外中华古籍调
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也在持续推进。海外藏《永乐大
典》、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古籍善本、日本东京
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汉籍、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
写本等一批流散海外的珍贵古籍通过数字化形式得以
回归，日本永青文库 36 种 4000 余册汉籍实现实体回
归。“海外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累计收录美国等10余
个国家和地区的80余万条书目数据。

此外，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举办5次古籍数字资源
发布活动，先后联合39家古籍收藏单位在线发布古籍

数字资源超过2.2万部，包括上海图书馆藏家谱和特色
古籍资源、山东省图书馆藏 《永乐南藏》《永乐北
藏》、天津图书馆藏明清刻本、宁波天一阁博物馆藏善
本古籍、家谱及部分目录学资源等，实现了全国古籍
数字资源的广泛共享。

文字活起来

服饰史研究者陈诗宇多年致力于古代服饰的考证
和复原。他通过查阅、比照大量古籍，让书中静默的
文字和图像重新熠熠闪光。文博节目《国家宝藏》、古
装剧《清平乐》等中出现的衣饰，有不少出自他之手。

这是近期上线的纪录片《穿越时空的古籍》中的
一段。在纪录片中，观众跟随镜头，目睹学者修复古
籍、艺术家演绎古籍，感受到原本有些晦涩难懂的古
书逐渐鲜活起来。

古籍，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近年来，古籍活化
开新篇，多方共同努力不断挖掘古籍的时代价值，激
活了古老文字的生命力。

推出一系列展览，唤起文化记忆。“中华传统文化
典籍保护传承大展”“册府千华：国家珍贵古籍特展”

“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等系列专题文献
展览和历史文化专题展览等，推动了古籍保护知识与
理念的传播。

开展一系列活动，传播古籍知识。以保护珍贵古
籍为主线开发的线上、线下实景解谜游戏，让大众在
趣味游戏中了解珍贵典籍的文化知识；全国各地古籍
存藏单位联合举办“中华传统晒书大会”，通过现场体
验普及传统晒书知识，讲述古籍中的故事；“我与中华
古籍”创客大赛、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古籍相关
系列讲座的举办，也拉近了古籍与大众之间的距离。

开发一系列文创，展现古籍之美。甲骨文十二生
肖创意钥匙扣、荀子劝学篇冰箱贴、汤显祖与莎士比
亚T恤……全国多家图书馆依托古籍资源推出各种文
创产品，用创意激活古籍里的文字，让传统典籍“飞
入”寻常百姓家。

此外，各种文化节目、纪录片、短视频，以影
视、音乐、漫画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演绎古书里的
文字，借助当下的传播手段，让中华文明故事得以广
泛讲述。

古老的典籍，正迸发出时代活力，带着中华历史
文化智慧走近大众，温润心灵，嘉惠当代。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河滨街道府苑社区日前举办
“庆六一·迎端午”粽享嘉年华活动。期间，包粽子、投
壶、亲子家庭十米长卷绘画、手工制作龙舟等传统活动
吸引了众多居民参与。图为社区居民参加亲子家庭十米
长卷绘画活动。 徐江海摄（人民图片）

“亲爱的小朋友们：我
们的长途修学旅行将要出发
了……虽然过程十分困难，
但不能因为困难而停止我们
的计划，这是一桩有价值的事
情，所以我们不顾一切……”5
月 30 日，在一句句铿锵有力
的 《告全国小朋友书》 中，
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与中共
淮安市委宣传部共同打造的
现实题材儿童剧 《新安旅行
团》 在江苏淮安首演，带领
观众穿越时空，回到 80 多年
前“新安旅行团”启程出发
的时刻。

新安小学由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在 1929 年创办。1935
年10月，该校14名学生组成

“新安旅行团”，以文艺为武
器，宣传抗日救亡。在毛泽
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
关怀指导下，“新安旅行团”
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历时 17
年，行程5万余里，足迹遍及
全国 22 个省份，努力为争取
抗战胜利、全国解放作贡献。

儿童剧 《新安旅行团》
以当代新安小学为背景，讲述了校园戏剧社中，孩子们
在辅导员老师的带领下排演一部名叫《新安旅行团》的
话剧，他们以回溯历史的视角，探寻当年“新安旅行
团”的故事，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作品采取

“戏中戏”的方式，在穿越时空式的叙事体剧本结构下，
让现代与过去多空间交叉穿行，通过丰富的舞美样式，
呈现出一段在烽火年代中成长的少年心灵史。

为了更好地展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新安旅行
团》编剧团队大量收集文字和图片资料，并寻找当年的
团员们进行多次座谈，最终将剧本时间的跨度定格于
1935年至1945年，以“新安旅行团”的社会活动作为主
线，勾画时代洪流里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虽然
面对的是沉重的历史，但整部儿童剧风格充满诗画般的
写意，剧中多处采用珂勒惠支绘画风格的背景，不乏轻
灵美丽的艺术特质。真善美的理念贯穿全剧始终。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专业演员之外，此次还有25名
新安小学学生参与演出《新安旅行团》。“这是一部为孩
子写、给孩子看、由孩子演的作品。我们和孩子们一起
采撷故事的种子，用戏剧艺术为其赋能，使之成为一部
具有个性的作品。首演后，我们会再把它种回学校，让
它在属于自己的土壤里长成参天大树。”中国儿童艺术剧
院院长、《新安旅行团》出品人及总编剧冯俐说。

新安小学三年级学生李柏豪和王思懿分别在剧中扮
演少年“陈默”和“盛盈盈”。李柏豪说，通过排练这部
儿童剧，自己更加了解“新安旅行团”的故事，也更加
自豪。王思懿表示，自己上了舞台后才明白演戏并不像
看上去那么简单，台词、表情、走位都要准确，还要能
理解体会角色的心理，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最纯真的孩子、最本真的表演，最直抵人心。经过
两个多月的磨炼，孩子们成长了许多，从一开始的羞
涩、紧张、害怕，到能够站在舞台中央当众表达自己，
自信心得到了极大提升。陶行知先生说‘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这次艺术创作就是这个教育理念最好的践
行。”《新安旅行团》编剧、导演张颜说。

作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2022年的重点剧目，《新安旅
行团》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作为国家艺术院团和地方政
府的首次合作。中共淮安市委宣传部部长李森表示，《新
安旅行团》播下了国家艺术院团和基层合作新模式的种
子，也在校园里播下了戏剧的种子，“希望通过此次合
作，在新安小学成立中国儿艺艺术实践基地，组建新安
儿童艺术剧团，将本剧作为新安小学保留剧目、特色剧
目，在师生中长期传习，一代代演下去，让‘新安旅行
团’的光辉事迹和精神品质在新时代放射出更为夺目的
光芒”。

5月30日，《新安旅行团》在淮安首演的同时，还通
过全网直播方式与全国小朋友见面，作为一份特殊的节
日礼物陪伴孩子们一起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首演
之后，该剧还将重走“新旅”路，在江苏乃至全国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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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
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
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
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在漫长的历史
进程中，中华民族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
籍。这是中华民族历史记忆、思想智慧和
知识体系的载体，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
文化基因。对珍贵古籍的保护、修复和活
用，关乎中华文脉的延续与传承。

从“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写入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
作的意见》，党和国家对古籍保护工作高度
重视；从在全国各地引发观展热潮的“册
府千华”系列展，到深受观众喜爱的文化
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
正从泛黄的纸页里走出来、活起来……

在安徽博物院文物科技保护中心纸质文物修复室，工作人员对古籍文物
进行补全。 新华社记者 周 牧摄

在安徽博物院文物科技保护中心纸质文物修复室，工作人员对古籍文物
进行补全。 新华社记者 周 牧摄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桂娟、史林静） 河南郑韩故
城后端湾铸铁遗址考古工作近日取得新进展，考古学
家首次在战国时期铸铁遗址中发现脱碳窑，并在出土铁
器中检测到球状石墨。这一发现将我国球墨铸铁年代
向前推进至少 200 年，对揭示战国时期先进铸铁工艺、
研究中国球墨铸铁技术的起源与传播具有重要作用。

后端湾铸铁遗址位于新郑市郑韩故城东城区西南
部，是战国中晚期韩国都城一处铸造工具、农具和兵
器的官营手工业作坊。1960年，河南省文化局曾在此
进行试掘，发现大量与铸铁相关的遗存。2020年，为
更好地揭示后端湾铸铁遗址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河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工作站再次对后端湾铸铁遗址
展开考古发掘工作。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后端湾铸铁遗址
考古领队樊温泉介绍，此次考古发掘出大量与铸铁相
关遗迹和遗物。其中与铸铁手工业相关的重要遗迹有
20余处，包括与铸铁直接相关的烘范窑和脱碳窑，其
中脱碳窑属战国铸铁遗址中首次发现。

“球墨铸铁的关键流程是脱碳、退火柔化，研究
发现，郑韩故城后端湾遗址所出铁器均经过了铸铁脱
碳、退火柔化和铸后锻打等不同程度的加工处理，且
在铁器中检测到球状石墨。这一发现说明我国在战国

时期就已掌握球墨铸铁技术，将我国球墨铸铁史向前
推进至少 200 年。”樊温泉说，此前普遍认为最早的
球墨铸铁出现在河南巩义铁生沟冶铁遗址，属西汉中
晚期。

此外，考古发掘还出土大量陶范、铁器等与铸铁
相关遗物。铸铁陶范根据功能可分为农具范、工具范
和兵器范，铁器出土种类与陶范基本一致，以农具为
大宗，工具次之，另有少量兵器。

樊温泉介绍，普遍认为现代球墨铸铁技术是1947
年由英国科学家研制，后端湾铸铁遗址的发现，有力
地证明了中国铁器铸造技术在战国时期已经进入黄金
时代，铸铁工匠不仅熟练掌握球墨铸铁原理，还可以
根据不同器物功能进行加工。樊温泉说，这不仅是战
国时期先民的伟大发明，也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
重大贡献。

河南后端湾铸铁遗址首次发现脱碳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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