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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楼渊源

来到天一阁博物院西大门，门厅上方悬
挂“南国书城”匾额，这是国画大师潘天寿
1962年所书。两旁的对联则是文献学家、上
海图书馆原馆长顾廷龙的手笔。1981年，顾
廷龙来天一阁访书，用钟鼎文写下了这副对
联：“天一遗型源长垂远，南雷深意藏久尤
难。”上联说天一阁源远流长，下联包含明末
清初思想家黄宗羲作为“外姓第一人”登上
天一阁的典故。

在天一阁建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范
氏藏书为私家所有，秘不外宣。直到清康熙
十二年 （1673 年），黄宗羲打破这一禁令，
登阁、抄书并写下《天一阁藏书记》，文章开
头即感慨道：“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
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此后，天一阁声名
日隆，受到广大读书人推崇。

迈入西大门，首先看到一尊手持书籍、正
襟危坐的铜像，这便是天一阁的创建者——明
代兵部右侍郎范钦。

“范钦是浙江鄞县人，平生喜欢收集古代
典籍。”天一阁博物院讲解员楼卓怡介绍，范
钦既能接触到仅供官员阅读的各种书籍，又
有机会到不同地区搜书，加之他本人藏书眼光
独特，因此他的藏书不仅数量多且极具特色。

天一阁博物院副院长饶国庆告诉笔者，
现存的范钦藏书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大量明
代方志、政书、科举录、实录、诗文集等。

“这些书在明代不怎么被人看重，因此流传不
广，到了清代就存世稀少，到今天更是罕
见。”饶国庆说，“比如流传至今的 271 种明
代方志和大量乡试、会试科举录，一半以上
都是海内孤本，对研究明代历史和中国文官
制度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继续向前，来到东明草堂。东明是范钦
的号，东明草堂则是范钦在天一阁建成之前
藏书的地方，由于面积小，又跟住宅区相
连，容易失火，范钦决定新建一座独立的藏
书楼，也就是天一阁。天一阁建成后，草堂
不再藏书，只当作书房和招待宾客的场所。

与东明草堂一墙之隔的范氏故居，原是
范氏家族的生活区域。站在范氏老宅的东厅
朝东望去，天一阁藏书楼映入眼帘。两座建
筑之间有高墙围绕，还夹着一个甬道，将生
活区与藏书区隔开。“这是范钦为了防范火灾
波及藏书楼而作出的精心安排。”楼卓怡介绍。

故居东侧的 3 座雕塑引起了笔者注意。
正中的雕塑是晚年范钦，左侧是他的长子范
大冲，右侧是他的二儿媳。雕塑展现了范家
分家产的故事：范钦晚年准备分家产的时
候，二儿子已去世，由二儿媳代表二房。范
钦不希望自己辛苦搜集的藏书分散流失，便
把家产分为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
所有藏书，并要求子孙后代也不能分书。长
子范大冲选择了继承藏书，后来还完善了天
一阁的管理制度，如“书不出阁”“子孙无故

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等。正是靠着精心的
管理和严格的族规，天一阁藏书才得以一代
代传下来。

从范氏故居向东，走过甬道，就来到了
天一阁。天一阁又名宝书楼，因阁楼二层悬
挂着明隆庆年间宁波郡守王原相所书“宝书
楼”匾而得名。

“这座二层小楼自明嘉靖末年建成后一直
没有大的变动，只在清初、清末和民国时期
有过3次大修。”楼卓怡介绍，范钦藏在楼中
的书籍曾多达 7 万余卷，后来逐渐散失，目
前范氏原藏书仅存1.3万多卷。不过，相比明
清以来其他著名藏书楼，天一阁藏书能有上
万卷保存至今已是非常难得。

“为四库献书是天一阁历史上的高光时
刻。”饶国庆说，为纂修 《四库全书》，乾隆
帝下诏钦点江南藏书家献书，范钦八世孙范
懋柱打破“书不出阁”的祖训，进呈 638 种
藏书，后被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采录 473
种，为当时藏书家中所献最多。为奖掖范
家，乾隆钦赐 《古今图书集成》 一万卷，另
赐铜版画《平定回部得胜图》《平定两金川战
图》 各一套。如今，这 3 套御赐珍宝存放在
宝书楼内描有双龙戏珠图样的“龙橱”中。

在宝书楼参观时，笔者不禁产生疑问：

地处阴雨绵绵的江南，这座木结构建筑何以
能水火不侵，让书籍一直保存完好？乾隆也
曾对此好奇，命杭州织造寅著来天一阁调
查。寅著调查后总结出几点：一是左右用砖
砌墙，隔绝火源；二是书橱前后开门，两面
贮书，通风透气；三是书橱下放置英石，吸
收潮气；四是阁前凿池，储水防火。此外，
天一阁的名字也大有寓意。传说建楼之时，
在楼前挖水池，土中隐隐出现“天一”两
字，范钦领悟了“天一生水”的意思，将藏
书楼取名为“天一阁”，又将一楼辟为六间，
二楼打通为一间，隐合“天一生水，地六成
之”的说法，以达防火之效。

步入东园，便来到天一阁博物院的第二
个参观区域——园林休闲区。这里曾是南宋
宰相史弥远“观文府”的花园，在明代则是
吏部尚书闻渊“天官第”的花园。如今呈现
在游客眼前的这座园林是 1959 年重新修建
的，直到1986年才完全建成。

东园四周环廊，西侧凿有大池塘，号
“明池”，园名与池名结合起来就是天一阁创
始人范钦的号“东明”。园东侧迁建、平移宁
波各地文物，布置成多处雅致的景点。

穿过百鹅亭，来到收藏书法艺术作品的
凝晖堂，这里陈列着唐代以来诸多 《兰亭
序》 摹本，其中最著名的是明代摹勒上石的

“神龙本”《兰亭序》。
“神龙本”《兰亭序》 为何珍贵？饶国庆

告诉笔者，《兰亭序》 真本随葬于唐太宗昭
陵，后世所传版本众多，当今学者多认为

“神龙本”最近真迹。“神龙本”是唐代书法
家冯承素的摹本，因其前后有半个神龙印而
得名。“神龙本”《兰亭序》 分摹本与刻本两
种形态，摹本指双勾填墨本与临写本，刻本
则是刻在木、石上以供传拓之本。古书画碑
帖专家、国内 《兰亭序》 书法研究“第一
人”王连起指出，天一阁藏 《兰亭序》 是所
有“神龙本”《兰亭序》的最早刻石，即所有

“神龙本”兰亭刻本的“祖本”。不少书法爱
好者慕名来到天一阁领略王羲之书法的风采。

古籍珍藏

位于天一阁博物院北侧的北书库，是
1981年建成的现代化藏书楼。如今，北书库
一楼与二楼用来存放普通古籍，三楼是古籍
修复中心。

走进北书库，透过玻璃可以看到一排排
整齐的书柜。这些书柜都是天一阁定制的，
外层为榆木材质，里边的搁板是樟木。书柜
一般是前后开门、两面贮书，古籍平放在搁

板上，书籍之间放着白色袋装芸草。
“这种草具有强烈的香味，能够防蛀驱

蠹，起到保护书籍的作用。”天一阁博物院古
籍地方文献研究所研究馆员周慧惠告诉笔
者，“芸草辟蠹，英石防潮”是天一阁旧传藏
书方法，至今依然沿用。

天一阁现藏古籍16万余册，其中善本有
3 万余册，分为经、史、子、集、丛。2010
年，天一阁又建造了新书库，基本实现恒温
恒湿，更有利于书籍保存。

走入新书库中的善本库 （非游览区），笔
者问道：“何为善本？”“善就是好，善本就是
好书的意思。”周慧惠解释，古籍分为四级，
一二三级是善本，四级为普通古籍。天一阁
博物院藏善本的来源主要有三：一是范氏原
藏；二是宁波知名藏书家的捐赠，如朱鼎煦
别宥斋、冯贞群伏跗室、孙家溎蜗寄庐、张
季言樵斋、杨容林清防阁等；三是宁波文物
管理委员会等单位的移交。“天一阁藏书的品
种和数量虽然比不上国家图书馆等一类图书
馆，但其特色鲜明，价值非凡。”周慧惠说。

天一阁是收藏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最多
的藏书楼。据《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统
计，范钦收集的明代地方志多达415种，比《明
史·艺文志》著录的还要多。在天一阁现存的
271种明代地方志中，164种为海内孤本。

中国历代科举考试文献以明代保存最
全。明代共开89科，天一阁原藏有明洪武四
年 （1371年） 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还有极
为罕见的建文二年 （1400年） 会试录和进士
登科录。自宣德五年 （1430年） 至万历十三
年 （1585年） 连续50余科的会试录和登科录
全都齐全，宣德五年以前的仅缺10种。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属 《洪武四年进
士登科录》。“这是我们的‘镇馆之宝’，记载
了明代第一次科举考试——洪武四年开科取
士的盛况。明代以前的科举文献几乎无存，
天一阁所藏的这部是现存最早的登科录实
物。”周慧惠说。

天一阁博物院收藏的明代作家诗文集以
及明代各种实录、政书、邸抄、官令、军
令、律例、营规、学规、揭帖、招供、奏
议、大阅录等也颇为丰富。

“它们是史学和司法研究者迫切需要的一
手资料。如果没有范钦近30年从政、治军的
经历，这些文献是难以觅到的。”周慧惠介
绍，《天圣令》是一部失传已久的宋代法律文
献，如今仅存残篇，它是了解北宋典章制度
和人口问题的珍贵资料，对唐令的研究也具
有重要意义。

“天一阁藏明代白棉纸抄本堪称独步。”
周慧惠说，范钦对于无力购买的好书，总是
千方百计进行抄录，这些抄本笔墨精良，大
多选用优质棉纸，因此经久不坏。比如天一
阁收藏的明抄本《崇文总目》六十六卷是宋代
大型官修书目《崇文总目》现存最早的版本。

天一阁刻本也颇具特色。范钦喜爱刻
书，雇有数十位刻工，使之形成规模。

“范钦所撰 《奏议》 四卷即是刻本珍
品。《奏议》 系官方文件，原稿一般藏于内
阁或皇史宬，历朝皇帝《实录》中亦不可能
一一收录。只有范钦本人，既是《奏议》的
原作者，又是刻书行家，才有可能将之保存
并付梓。”周慧惠说，《奏议》真实记录了明
代抗倭斗争的有关资料。

《范氏奇书》 20 余种、《司马温公稽古
录》《竹书纪年》《说苑》等均为范钦亲自主
持刻印之书，范钦诗文集《天一阁集》为其
长子范大冲刊刻。《范氏奇书》《天一阁集》
等刊刻版片大多还保存在天一阁中，书版书
叶两相辉映。

除了明代善本，清代名家的稿本、抄
本、校本也是天一阁藏书中的璀璨明珠。周
慧惠告诉笔者，当地藏书家捐赠的清代 （包
括明末清初） 古籍中既有图文并茂的彩绘本
或多色抄本，又有不同时期名人精辟独到的
批校与题跋。

“万斯同 《明史稿》 手稿是二十四史唯
一留存的稿本实物。黄宗羲编辑的 《明文
案》 和 《明文海》（后者系 《明文案》 扩充
而成） 稿本，前者 217 卷，后者 482 卷，多
为别处无法找到的明代文献，幸赖此二书的
辑录。”周慧惠补充道，“《夜航船》是张岱
的重要著作，因为有了天一阁藏的清抄本才

得以流传至今。明末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
本《集韵》、清初四色抄本《蟠桃会》、清息耕堂
抄本《徐文长佚草》等，都是非常罕见的抄本。
馆藏清代校本中最著名的当属顾广圻校跋的

《仪礼注疏》，内有顾氏批校不下千处，生动反
映了清代校勘学家的工作方式与流程。”

阁闻天下

从私家藏书楼到公共博物馆，从“书不
出阁”到“阁闻天下”，天一阁早已完成身份
的转变。如今，天一阁不仅是传统文脉的象
征，更是城市文化地标和“会客厅”。

近年来，天一阁博物院每年举办各类文
化活动近百场，取得良好反响。自2020年起
推出的“天一夜读”系列活动，每期以具有
新意的形式解读一件藏品，通过精彩的视听
呈现让馆藏文物“活”起来。每逢节假日，
天一阁会举办戏曲演出、汉服展示、国乐快
闪等活动，让游客在古色古香的园林楼台中
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

“我们举办了多场展现中华传统礼仪文化
的活动，比如去年上巳节的‘灼灼芳华’及
笄礼体验活动，再现了古代汉族女子的成人
礼——笄礼。”天一阁博物院活动推广部副主
任王伊婧说。

今年2月，“书想衣裳又想容”包背装体
验活动在天一阁博物院状元厅举行。参与者
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用天一阁古籍专用封
面纸为自己的爱书“穿上新衣”。“包背装是
中国古籍的一种装订形式，起源于南宋后
期，在元明时期成为主流。”天一阁博物院文
物修复中心主任李洁莹介绍，此活动旨在让
更多人了解中国古籍装帧形式的演变、包背
装的形制特色等，通过亲手制作包背装感受
中国传统手工技艺之精巧。

“作为宁波市国际交流示范基地，天一阁
博物院积极搭建国际文化交流桥梁，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天一阁博物院党支
部副书记郑薇薇介绍，2016年，天一阁藏11
种珍贵古籍首次走出国门，亮相韩国“新安
海底文化财发掘 40 周年纪念”展览；2018
年，天一阁博物院参加香港国际授权展，范
钦的卡通形象“阁主大大”与阿童木、变形
金刚等国际文化品牌同台展示；2015 年至
2019年，天一阁博物院连续举办五届“在甬
外国人汉语大赛”；“天一阁论坛”已举办七
届，共邀请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来
宁波，围绕古籍、文字、美学、文学、古建
文保等主题开展研讨。

“我们还借助数字技术开展线上交流互
动。”郑薇薇说，天一阁博物院推出国际文化
对话节目“Tianyi Talk”，连线牛津大学、哈佛
大学燕京图书馆和美国俄亥俄大学的专家学
者。该活动在把海外文化知识传输给国内大
众的同时，也提升了天一阁的国际知名度。今
年，天一阁还将举办两期“Tianyi Talk”，对话
意大利美第奇洛伦佐图书馆和意大利马拉特
斯塔图书馆，让世界三大古老藏书楼联系更
紧密。

“未来，我们将继续策划开展特色文化活
动，运用新媒体新方式加强传播，让天一阁更
有‘国际范’，让书香飘得更远。”郑薇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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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是浙江省宁波
市的城市形象宣传语。其中“书藏古今”
指的是以天一阁为代表的藏书文化，体现
了宁波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书香传统。

天一阁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
家藏书楼，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家
族图书馆之一。它坐落在风光旖旎的月
湖景区。北宋时期，王安石任鄞县县令，
于月湖延聘“庆历五先生”，兴教重学，浙
东学术自此萌芽。明嘉靖年间，由范钦主
持建造的天一阁选址在月湖边，从此书香
不绝。

天一阁博物院是以天一阁藏书楼为
核心、以藏书文化为特色的专题博物
馆，占地面积3万多平方米，由藏书文化
区、园林休闲区、陈列展览区三大功能
区组成。天一阁博物院登记藏品22万余
件，特色收藏为古籍、书画、碑帖等，
古籍共有 16 万余册，其中 5493 册入选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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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博物院西大门。 天一阁博物院供图

明代《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 天一阁博物院供图

清代万斯同《明史稿》手稿。天一阁博物院供图

天一阁博物院的古籍修复师精心修复残
损的古籍。 胡学军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