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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
文明的传承与文字息息相关。

从商周甲骨到秦汉简帛，从六朝唐
宋的敦煌写本到宋元明的刻本古
书，无不勾勒出中华民族的历史记
忆、思想智慧和知识体系。

在国家典籍博物馆，这些记录
中华文明发展的珍贵典籍浩如烟海
中。依托国家图书馆的宏富典藏，
开馆一年多的国家典籍博物馆，正
翻开历史的书页，让公众一窥文化
的厚重底蕴。

在这里，能够嗅到古籍的气
息，看到文字的跳动，触到文明的
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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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的刻辞人头骨、保存较完好的龟腹
甲、甲骨研究史上的代表著作……走进国家典
籍博物馆，今年的年度大展之一——甲骨文记
忆展正在举行。从3万多件甲骨中精挑细选的

65件展品，拼接出汉字发展的文化基因，让现
场观众赞叹不已。

“国家图书馆作为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
单位，现藏甲骨35651片，约占甲骨存世总量
的 1/4。以前我们也曾多次做过相关展览，但
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展出如此多的甲骨珍品，
每一件都具备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特征。”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典籍博物馆常务副馆
长李虹霖介绍道。

百闻不如一见，甲骨文记忆展是国家典籍
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丰厚积淀的缩影。上承宋
元明清历代皇家珍藏，旁搜海内外藏家毕生所
聚，百年国图起于殷商、遍及中外的典籍收藏
从中可见一斑。

2014年9月10日，国家典籍博物馆甫一开
放，便推出了包括800余件馆藏精品在内的善
本古籍、敦煌遗书、样式雷图档等9个专题展
览，镇馆之宝闪亮登场。除此之外，典籍博物
馆还同地方政府、文化机构、学校等机构合
作，举办了“我们的文字”展、正定历史文化
展、三山五园文化巡展——圆明园四十景文化
展等20余场大展。截至今年9月，博物馆参观
人数已近百万人次。

“典籍里有思想、有智慧、有价值。这些
展览既反映了国家图书馆厚重的文化底蕴，同
时也具有博物馆的特点。”在国家图书馆馆
长、国家典籍博物馆馆长韩永进看来，从国图

的四大专藏——《四库
全书》《永乐大典》《赵
城金藏》 和敦煌遗书，
到宋版的 《楚辞集注》

《史记》，每一件展品都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样
样都是镇馆之宝。

在“善本古籍”展厅，司马光 《资治通
鉴》唯一存世手稿安放其中。这份465字的残
稿，集合了司马光手迹、范纯仁书札和司马光
谢人惠物状，被誉为“幅纸三绝”。手卷上历
代藏家的藏印有上百枚之多，数代皇帝的钤印
也显示出手稿的珍贵。

在“敦煌遗书”展厅，中外灿烂的文化与
文明的交相辉映。其中，国图16000余号敦煌
遗书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一卷纸本文献《律藏
初分》，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见证。
而武则天为亡母祈福的写本《金刚般若波罗蜜
经》，更是佛经中的举世珍本。

在“名家手稿”展厅，140余件近现代著
名作家、学者、科学家的珍贵手稿悉数亮相。
人们耳熟能详的鲁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
屋》、巴金“激流三部曲”、梁启超《中国近三
百年学术史》等，一字一句都值得细细体味。

曾经亮相国家典籍博物馆首展的宋拓《神
策军碑》，既是必临的柳公权书法范本，也是
研究唐代边疆民族关系的重要史料；康熙统一
台湾后绘制的 《福建舆图》，把包括台湾在内
的福建全省要素形象逼真地绘制于图上，在中
国古代制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样式雷展览展
示了清代雷氏建筑世家的设计贡献，描绘了中
国古代建筑工程学的概貌。

1.浓缩珍贵典籍 勾勒文明发展

“图书是文字的博物，博物是实物的图
书。”1936年，时任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发表演
说，阐明了博物馆与图书馆的紧密关系。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文化发展时
指出，要“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目
前在国际上，包括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德
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在内的著名博
物馆都已建立或计划建立自己的博物馆。

“我们在寻找图书馆与博物馆之间的最佳结
合点，利用自己的馆藏优势，并结合博物馆的
展览特长，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文
明。”韩永进说，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中国文化
发展大势，正是设立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原因。

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场馆，便利用了原国家
图书馆总馆南区具有中国古典园林气息的馆
舍。双重檐的孔雀蓝琉璃瓦大屋顶、淡乳灰色
的瓷砖外墙、花岗岩基座的石阶……未进其
门，百年国图的文化气息便已扑面而来。

事实上，在国家典籍博物馆，时时都能感
受到百岁国图的厚重与积淀，又处处可以体会
现代博物馆的生动与精彩。

在甲骨文记忆展中，多媒体技术和丰富的互
动手段，拉近了观众与文字的距离。在展厅入口
处，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布置出栩栩如生的占卜
场景，参观者只需动动手，就能体验甲骨占卜的

全过程；在甲骨姓属林，每一片悬挂的绿叶上都
有甲骨文的姓氏或十二生肖属相，参观者饶有兴
趣地寻找自己的姓属，在不知不觉中认识了相关
的甲骨文。

书籍展览并非从静谧的库房直接搬到人来
人往的展厅，而是利用丰富的展陈手段让典籍获
得新生。李虹霖说，国家典籍博物馆在展厅、展览
陈列设计上深入挖掘典籍的内涵，又积极利用现
代高新技术，营造出了极富书香气和视觉感染力
的展览。

目前，国家典籍博物馆共有 10个展厅，每个
展厅都根据展览的主题和展品的特点进行了独
创性的设计和布置，浓厚的书香气与视觉感染力
贯穿始终。据介绍，在开馆的馆藏大展中，有近40
处多媒体的互动应用；在名家手稿展厅，6个书房
式的展览空间局部复原了名人书斋，古朴典雅。
抽屉式的展柜展示鲁迅、梁启超等名人手稿，书
柜上陈列着相关著作及研究作品，让参观者身临
其境般地体验作家的创作过程；在古籍雕版展期
间，博物馆邀请非遗传承人等现场进行雕版印刷
互动展示，给参观者上了一堂生动的文化课。

而在典籍的保护上，国家典籍博物馆同样
下足了工夫。为了让国宝级的古籍善本长期保
持现状，他们对展厅的温湿度、光线成分、曝
光量等都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例如，博物馆为
馆藏文献量身定制了代表国际先进水平的展陈
专用文物展柜，内部配置了恒温恒湿系统，即使
外部环境变化再大，也不会对珍藏其中的国宝造
成影响；展柜内部的制作材料均经过严格检测，
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甲醛等环境污染物的含

量控制在纸质文
献的最低承受限
度以内。

在 博 物 馆
内，人性化的安
排也随处可见。
在展厅内部和通
道备有供观众休
憩的木椅，并提
供免费供应的饮
水；在陈列设计
和制作阶段，许
多材料选用绿色
环保型；陈列设
计合理节约，在
新的展览和活动
时能以较低成本
迅速改变陈列方
式。

2.融合图书博物
顺应发展大势

事实上，图书
馆办博物馆，既是
图书馆功能的创新
拓展，也是一个艰
难的探索过程。韩
永进说，国家典籍博物馆开馆一年多来，正
是在碰撞与研究中，找到了一条图书馆与博
物馆相互交融的结合点。

在此过程中，亟须破解的最大难题，便
是典籍与器物的区别。

“拿一个宣德炉，一般人都知道它的价
值。相反，全世界唯一一张司马光《资治通
鉴》 的手稿，它的文化意义和历史的厚重
感，就不那么容易体现。”韩永进以这样的
比喻，来形容典籍展览的难度。

如何找到切入点，与时代和民众的需求
共振？如何抓住重点，用生动的形式展现出

典籍的历史文化价值？对此，国家典籍博物
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有讲头，更有看头”是挂在不少典籍
博物馆工作人员嘴边的话语。为了“有讲
头”，典籍博物馆的每一个展览都蕴含着精
彩的故事。在甲骨文记忆展中，为了让观众
了解甲骨的发现历史，展览用廉价龙骨、一
字千金、殷人刀笔、考释甲骨、寻找出处、
证明商王、考古探秘、震惊世界 8 个故事，
将甲骨从中药药材到信史资料、从私挖盗掘
到科学发掘的命运变迁过程娓娓道来。此
外，博物馆对于讲解员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不仅要流利地讲解，还要
更全面地知晓展览主题的
细节。为了“有看头”，
国家图书馆近年来引进了
一批优秀的博物馆专业和
设计专业的毕业生，把百
年国图人的敬业精神和博
物 馆 人 的 艺 术 灵 气 相 结
合，打造出更接地气的典
籍博物馆。

“典籍博物馆不是考据博物馆，不是钻
牛角尖博物馆，也不是象牙塔博物馆。它既
要挖掘中华文化的底蕴，又要为大众服
务。”韩永进说。在此过程中，博物馆与图
书馆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国家图书馆的工作
成果，在博物馆里得到生动的展示；通过典
籍博物馆的展陈，又促进了国家图书馆的研
究与保护。在“不朽的长城——庆祝抗日战
争胜利七十周年”展览中，引人注目的东北
抗联战士影像资料和革命文献，正是得益于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该项目组访
问了近 20 位东北抗联老战士及其后代，揭
示了中国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众多细
节，对了解和研究东北抗联具有重要的史料
价值。

韩永进说，博物馆与图书馆的功能充分
融合，能够形成一个更大、更完善的文化服
务生态系统，促进优秀典籍文化的传播，实
现博物馆、图书馆服务的全面聚合，将中华
典籍之美向全世界人民充分展示。

尽管国家典籍博物馆正通过乐于为大众

接受的方式与时代相衔接，但坚守文化的决
心并未改变。近年来，社会上一些挂着文化
名号的展览大行哗众取宠之事，短时间内吸
引了不少眼球。对此，韩永进表示：“典籍
展不是时尚展、不是现代艺术展。我们始终
保持着典籍博物馆的定位以及对于学术的崇
尚与尊敬，绝不降格以求，以损失、伤害文
化品位和文化底蕴为代价。”

依托于国家图书馆的平台，国家典籍博
物馆的国际交流日渐频繁。此前，国图曾在
日本町田国际版画馆、美国纽约皇后图书
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以及波兰、新加
坡、匈牙利等世界各地举办相关古籍展览。
明年，甲骨文展也将走出国门进行巡展。

更令人期待的是，2016年，国家典籍博
物馆有望迎来莎士比亚、狄更斯、夏洛特·
勃朗特等世界级作家的手稿珍品，并与鲁
迅、巴金、郭沫若等中国作家的手稿合并展
览，为公众奉献一场中西合璧的文学盛宴。
除此之外，博物馆正在积极沟通，力图通过
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更多兼具科学性与观
赏性的世界级展览。

3.破解展览难题 寻求时代共振

“典籍博物馆是阅读的延伸，是全民阅读的一种方
式。一方面，要把优秀的图书通过展览的方式介绍给读
者；另一方面，要通过展览文案、互动等方式将中华传
统文化的内涵和精华传递给社会公众。”韩永进说，国家
图书馆在100多年历史中，一直秉承着两大职能，一是传
承文明，二是服务社会。在展览之外，国家典籍博物馆
也在不断实践和拓展其社会教育功能。

国家典籍博物馆的系列讲座从去年9月开办
以来，至今已举办了 20 余次。来自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华书局等多位舆
图、样式雷、甲骨文、敦煌学等研究领域的专
家，与听众现场交流。而这些讲座又与正在进
行的典籍历史、金石拓片、敦煌遗书等展览主
题交叉融合，让参观者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
方式来理解中国的典籍之美。

“国家典籍博物馆不仅是一个收藏典籍、展
示典籍的场所，而且应该成为一个文化普及的
课堂。”李虹霖说。在青少年教育方面，国家典
籍博物馆结合展览内容推出了一系列青少年体
验式教育课程，如“走进典籍博物馆大课堂”

“跟着赵广智爷爷走进样式雷”“名家带你临名
碑”等，通过寓教于乐的活动，让孩子们认识

了古籍装订、古建筑搭建、篆刻印章、传拓、剪纸等传
统中华文化。此外，国家典籍博物馆还与中小学合力打
造社会教育新基地，把学校的课堂搬到了博物馆。

足不出户参观博物馆和地铁上参观博物馆，也已经变
成现实。依托国家数字图书馆的平台，典籍博物馆的很多
展览增加了线上展览部分，为国内外公众提供了一个了解

国图馆藏的窗口；而在北京首个地铁图书馆——“M地铁·
图书馆”中，乘客也可以随时了解典籍博物馆的精品展览。

近年来，文创产品正成为国内外各大博物馆的重要
标签。穿在身上、摆在家中的创意产品，拉近了公众与
文化的距离。为此，国家典籍博物馆不断从馆藏中发掘
文化元素，再进行创意产品的开发。从丝巾、领带到书
本、笔筒，从公交卡、钥匙链到复仿品、瓷花瓶……目

前，国家典籍博物馆已设计开发自有产品100余
种，引进与典籍博物馆相关的文创产品 260 余
种，在馆区内设立了3个文创艺术品销售专区。

其中，博物馆根据馆藏《庆赏昇平》中的戏曲
人物扮相，对其中的状元、公主、孙悟空和哪吒进
行了卡通画的设计，推出了一系列以此为主题的
生活用品，在北京海淀区举行的比赛中获得了一
等奖；以馆藏《三山五园及外三营图》和满族八旗
为元素设计的女士丝巾也在 2015 第十二届北京
礼物旅游商品大赛中获得优秀奖；此外，博物馆
还根据明末清初的画作《芥子园画传》中的元素，
设计出一系列融合中华传统文化精粹的瓷瓶。

“通过国家典籍博物馆，我们把思想和文化
与当代人的生活相融合，形成了一个文化系
列。”韩永进说。

4.植根社会教育 开发创意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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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书展厅

“中国古代典籍简史”展厅入口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写本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手稿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手稿

甲骨文记忆展中的互动设施

根据《芥子园画传》中
的黄秋葵花设计的瓷瓶

“名家带你临名碑”活动现场 “庆赏昇平”公交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