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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室，乃藏书之所。古往今来，藏书室

名，往往寄托着主人的情感和志向，读来也是别

有一番情趣。

如乾隆年间的吴骞，有藏书楼名曰“拜经

楼”，藏元椠千部，“置之十架”，故其藏书室名

“千元十架”之室。

清朝一代诗宗的著名诗人、藏书家王士祯，

痴于藏书，其藏书地，西为小圃，有池，老屋数

椽在其北，取名“池北书库”，即是其室名，并

刻有“池北书库收藏”朱文方藏书印。

光绪年间浙江归安陆心源，家藏宋版书 !""

部，于是，其藏书室名为“皕宋楼”。

清代著名小说家刘鹗取室名“抱残守缺斋”，

并非给自己脸上抹黑，而是因为他生平“嗜古成

痴”，人称“竭其力之所至，不以营田宅，治生

产，惟古器物是求”。这些千年古董，因历经沧

桑，难免残缺不全，但刘视若珍宝，因此，他的

书斋名表达了甘心一辈子与这些残缺不全的文物

为伴的志向。

清初颜元，他的书室名本为“思古斋”，其

“古”，乃指程朱理学。他对“程朱理学”极为崇

拜，某年其祖母去世，他按照程朱制定的“家

礼”守孝，几乎把自己搞垮了。于是，才觉悟到

“程朱理学”的害处，认识到与其死守古书，还

不如学点有用的东西。于是把“思古斋”更名为

“习斋”，自己也改名为“颜习斋”。

书法家张伯驹购得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

手书的 《平复堂》，当他知道这是世界上最早的

书法真迹，高兴万分，遂自题斋名曰“平复堂”。

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上世纪 #" 年代得到

“扬州八怪”之一的清代画家金农所绘《扫饭僧》

真迹一帧，随后又得金农所书“梅花诗屋”斋

额，均视为珍宝，并将此一书一画悬挂斋壁，朝

夕临摹。后干脆将自己的书屋命名“梅花诗屋”。

鲁迅是从 $%!& 年开始购阅马克思主义理论

著作的。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阅读马克思主义

著作会有被捕坐牢之险。鲁迅为了避免飞来“横

祸”，也为使存满书籍的家中宽绰一些，便以内

山书店一个日本职员镰田诚一的名义，租了一个

房间，挂上“镰田诚一”的牌子，作为自己特殊

的藏书室。

藏书室名趣话
孟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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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没有文字和没有留
下文字记载的民族，苗族在几千年
的历史沧桑中创造了不可磨灭的
优秀文化。能证明他们从远古走来
的文化印迹和历史脉络的，一是民
间歌师代代口传的古歌；二是苗族
妇女以针线为工具，用巧手和慧
心，创造并世代传承的苗绣。其中，
后者被称为苗族内涵深刻、意向纷
呈的“无字天书”。

苗绣历史悠久，汉族文献《后
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就有关于
苗族先民“积绩木皮，染以草食，好
五色衣服”的记载。宋代郭若虚在
《图画见闻志》上载有唐代东蛮苗
谢元深觐见唐太宗时就身着“卉服
鸟章”的苗衣。

黔东南苗族服饰是中国苗族
服饰种类最多、保存最好的区域，
被称为“苗族服饰博物馆”。“全
身绣花，以银为饰”是黔东南服
饰盛装的主要特点。刺绣是苗族

服饰中最灿烂的装饰和最
为经典的文化记忆，台江
苗绣则是苗族各支系中的

佼佼者。
台江苗族刺绣的

图纹造型丰富，针法
多样。比如苗绣图纹

造型中龙的纹样就有很多种，有鱼
龙、鸟龙、蜈蚣龙、蛇龙、飞龙、水
龙、蚕龙、牛龙、马龙、象龙、人头
龙、双身龙、双头龙、草龙、花龙、叶
龙、虾龙、蚯蚓龙、板凳龙等。这与
他们的原始宗教信仰有关，苗族的
信仰里有鬼无神，但是万物修炼到
一定的程度后都将化身为龙。还
有些龙的形象是来自于本民族的
民间故事，也有的可能是受了远古
神话中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形象
的影响。而大量的鱼纹表现了古
代苗族渔捞稻作的生产方式，同时
由于鱼多子，成为繁衍的象征，反
映了他们的生殖崇拜。

苗族的鸟纹刺绣种类众多，最
为突出的是苗族百鸟衣。制作这
种服饰的黑领苗自称“嘎闹”，“闹”
是鸟的意思。可见他们把自己当
作了“鸟的传人”。此外，动物纹
（比如常见的牛纹）、植物纹、几何
纹、抽象纹、建筑纹、文字纹，也是
苗绣中的图案。

苗族刺绣的针法令人眼花缭
乱。常用的针法主要有：锁绣、
盘绣（包括缠绣、马尾绣、辫绣、
绉绣）、平绣（包括破线绣、岔针
绣）、打籽绣、数纱绣、布贴绣
（包括贴花、堆花）锡绣、皮金绣

等。
在许多地区，苗族更习惯将

剪纸花样贴在底布上，再用彩线
依样走针排线，凡落针起针处全
在花纹边缘，针脚均匀，疏密得
当，排线不重叠不露底，绣面平
整光滑，并因内里包裹着剪纸而
呈浅浮雕状。这是苗族使用最多
的针法之一，故熟能生巧，她们
甚或无须剪纸底稿，也无须先在

绣布上用笔画出绣稿，而仅以指
甲在绣布上划出花纹图案的痕迹，
便开始飞针走线，竟也不差分毫。

苗族几千年的文化、文明、
传承、发展都用针线凝聚在一件
绣衣上。它涉及了一个民族的历
史、文化、手工技艺、美学、纺
织、种植、符号、宗教、社会、
经济、民俗等多学科的研究，具
有多方面的价值。

河北省康保县文广新局日前透露，康保县
西土城遗址考古调查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该
遗址的主体初步被确定为金代。该遗址对河北
辽金考古研究等都有重要意义。

西土城遗址位于河北省康保县西南二号卜
乡，距离康保县城约 '( 公里。目前，西土城
遗址保存现状良好，该遗址城墙大多清晰可
见，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南北长约 ))"" 米，
东西宽约 (("米。东南、西南和东南角各有一
角台，西北角角台已残。东墙有 )" 个马面又
叫“墩台”，北墙 &个，南墙 (个，均较明确，
西墙南段现存马面 ' 个。经探查，东、南、
西、北四面城墙均有多处豁口，南墙居中位置
的南门可以明确，其外有瓮城。

据了解，该遗址地表遗物丰富，有瓷片、
陶片、钱币、骰子、骨器、骨料和泥砚等。从
城墙建筑风格、采集到的“尚食局”铭龙纹
盘、钱币、“西京”澄泥砚以及地表采集的遗
物瓷器皿、瓷骰、瓷棋子、瓷动物模型、陶器
皿、陶人、陶范、砖、瓦以及建筑构件均具有
金代特征。从城址的规模、布局和地表遗物的
丰富程度看，西土城遗址可能是当时一个较大
的地方政治、经济中心，还有可能是以盐业生
产为支持的一座生产、贸易性城市，同时具备
生产瓷制品的能力。

（中新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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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出土的部分文物

近年来，古籍善本在艺术品市场上持续走
俏。据统计，从今年春拍的成交情况看，古籍
专场成交额比去年秋拍提高约 +",，总体成交
率基本在 &+,左右。然而在一个个亮眼数字的
背后，却鲜有人了解到当下古籍善本在保护和
修复上的困境。

日前，国家图书馆启动了珍贵古籍
“天禄琳琅”的修复项目。此项目是国家
图书馆继成功修复 《赵城金藏》、 《永乐
大典》、西夏文献、敦煌遗书等国宝级珍
贵文献后，又一次文物级别高、修复数量
大的专项修复工程，将利用 ' 至 + 年时间
完成。这一消息，引发了大众对中国存世
古籍现状的关注。

约三分之一需要修复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
的书籍。珍贵古籍又称善本，主要指具有
较高文物价值、资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古
籍。由于现存的大多数古籍都以纸和丝织
品为载体，容易受到水火、虫霉、各种污
染的损害，尽管中国采取多种措施加大古
籍保护力度，但保护现状仍然堪忧。

根据国家图书馆统计，目前
全国古籍善本的存量大概在 +---

万册左右。这些古籍在历经长年
的战乱离丧、水火相侵、鼠啮蠹
蚀之后，大概有 )*# 都有或大或
小的损坏，需要修复。而在这其
中，又有 )*# 的古籍属于濒危状
态，修缮的难度非常大。

和海量的受损古籍相比，全
国专业修复师的数量少得可怜。
据悉，目前全国有 )!家国家级古
籍修复中心，除国家图书馆有 !-

个人从事古籍修复外，其余中心
大多只有 . 个人专门做修复工
作。如果只计算固定岗位，全国
各省市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
的在岗正式员工加起来也不足
!-- 人。“国家图书馆已经拥有
了全国最大的一支古籍修复专业
队伍，如果仅依靠这些人的力
量，想要修好国图现存的近 !--

万册古籍善本，大约需要 +--

年。”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
员、第四批国家级“非遗”项目
古籍修复代表传承人杜伟生说。

事实上，由于受损古籍的数
量还在增加，从业人员的数量又
捉襟见肘，修复的困难显得更加
棘手。

是个“烧钱”的活儿

古籍的保护和修复，需要相

应的硬件投入。而许多地方图书馆，由于资金
的缺乏，难以提供相应的条件。

据悉，古籍文献的保存寿命和状况，与保
存环境的温湿度条件密切相关，纸张的寿命随
着保存温度的提高而降低。因此，所有的古籍
善本都应该被存放在 !'小时恒温恒湿的古籍特
藏书库里。由于大气污染是造成古籍文献纸张
酸化的主要原因，古籍特藏书库除了配备恒温
恒湿中央空调系统，还需要配置化学过滤器，
以过滤和净化空气。

但是，这些高级的设施设备，对于财力微
薄的地方图书馆来说，基本上不可能拥有；一
些大型的藏书单位即使有相应的设备，也难以
维持日夜不间断地运行。

此外，古籍修复所需用的材料越来越难获
取，也增添了修复的难度。据杜伟生介绍，市
面上卖的宣纸是不敢用的，因为即使是所谓的
“古法宣纸”，也添加了一些化学成分，使得纸
张呈酸性，用在古籍善本上，可能会把整本书
都传染上“病”。因此，国家图书馆的修复所用
的纸，都是工作人员在深山老林里寻到的还保
留着真正古法技术的私人造纸厂的产物。此外，
市面上的糨糊也不能用，也是因为其化学成分
可能会对书造成破坏。因此，公藏机构修书一
般都需要自己做糨糊。

数字化破解修复之“困”？

古籍保护，除了对古籍原本进行妥善保存
和修复，还包括对古籍进行影印或整理，对古
籍的形式和内容进行转移保存和再揭示，通过
开展出版、缩微和数字化等工作，使古籍长期
传承。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在谈论用“数字化”
来保护珍贵古籍的时候说，古籍与其他文物的
不同就在于，古籍的价值在使用中体现。要保
护古籍，可以将之整理影印出版，也可以采用
数字化保存的方式。

中国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尝试中文古籍
数字化，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与开发，已取得了
较为显著的成果。近年来，大约
#万种古籍品种完成了数字加工，
数十亿字的古籍被数字化，出现
了以《四库全书》、《国学宝典》、
《中国基本古籍库》等较为成熟的
大型古籍数据库。

古籍数据化，能够方便阅
读，也是传扬中华文化的一种方
法。

但是，也有人提出，古籍数
据化是传统学术方法与现代科技
的结合，需要一批既懂古籍整理
又精通计算机技术的人才。如今
的现状却是古籍整理专业人员不
懂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人员不
懂古籍知识。人才的稀缺，仍然
是一大难题。

古籍善本：
拍场火热，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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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忧

高山寺旧藏《辩非集》

“过云楼”藏书：《朱子成书》

“广韵楼”藏书：《钜宋广韵》五卷

台江苗绣：

一个迁徙民族的“无字天书”
王锦强 冯金国

《沈树镛旧藏并题旧拓石门铭》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