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堂阁之中寻觅中华文明印记

汇聚众多“镇馆之宝”“传世孤本”

以中国历史发展、中华文明演进为主线，国家版本馆馆藏设计

了 “1 个主题展览 +2 个基本陈列 +4 个专题展览” 的展陈格局。

“我们所称的‘版本’ 二字是广义的概念，作为历史文化载体的版

本资源， 除了大众所熟知的图书版本之外， 古今中外所有载有中

华文明印记的资源都可称为‘版本’ 。 ” 跟随国家版本馆工作人员

走进馆内，一个个以陶器、甲骨、青铜、简牍、丝帛、纸张等为载体

的中华文明印记，就藏于楼、堂、阁之中。全国各地博物馆的“镇馆

之宝”“传世孤本” 汇聚于此。

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

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

国家版本馆系列展览的序厅———文兴楼内，“版本工艺”“中

国邮票”“中国货币” 3 个专题展览率先亮相， 分别展示新石器时

代至近现代的版本工艺、 中国邮票和中国历代货币的发展变迁，

从不同角度展现丰富厚重的中华文明遗产。

版本工艺展中的第一组实物展品， 是甘肃天水大地湾遗址出

土的手绘红陶钵和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片， 上面均刻画

着如箭头一般的符号。 国家版本馆讲解员付子翀介绍， 这些都是

距今七八千年的实物版本，“承载着人类文明的印记，小小的陶片

就有了更多意义。 ”

展厅里，每一件展品的来头都不小。 其中一册西夏时期的《吉

祥遍至口和本续》，是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被列入中国首批禁

止出国展览的 64 件文物。 “它是西夏文字、吐蕃文化和中原印刷

术三种文化完美结合的载体。 ”

旁边的展柜里，12 枚回鹘文木活字被悉心珍藏， 它们来自于

敦煌， 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实物， 也是现存世界上最早

的以字母为单位的活字实物。“目前我国仅保存有 54 枚回鹘文木

活字。 ” 付子翀说。

不同版本的《新华字典》

唤醒时代记忆

步入主建筑文华堂，中央挑空两层高 13 米、面积 1350 平方米

的国家书房让人眼前一亮———仰观穹顶， 取自宋代石刻天文图的

满天星宿点缀其中，寓意中华文明如星空般浩瀚璀璨；环视四周，

15 组书柜、3 万余册古今经典汇成文山字海，彰显厚重文化底蕴。

围绕国家书房，基本陈列“斯文在兹———中华古代文明版本

展” 通过 13 个单元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 发展脉

络、基本走向；“见证伟业———中华民族复兴版本展” 通过版本实

物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 专题展览“版本琳琅———

中国当代出版精品与特色版本展” 里，不同版本的《新华字典》、

新中国成立后人教版前 4 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 深受海外读者

欢迎的多语种《红楼梦》绘画本等，铭刻岁月印记、富有时代特

色，展现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繁荣景象。

登上建筑群的制高点———国家版本馆的核心建筑文瀚阁，主

题展览 “真理之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经典版本展” 汇

集 2000 余件经典著作、手稿手迹、档案资料，仅《共产党宣言》就

有 300 多个不同版本。 阁内文瀚厅， 集中陈列展示珍贵古籍出版

物，包括《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中华再造善本》等原大仿真

影印本、古籍影印本和原雕版刷印本。

从“何尊” 等重器

看版本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版本中的中华文明起源在哪里？ 走进“斯文在兹———中华古

代文明版本展” ，聚光灯下，1963 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西周早期青

铜重器“何尊” 第一个登场，熠熠生辉。

“这是载有‘中国’ 一词最早的版本。” 付子翀解读，这件文物

出土时， 其实并没有发现内部的文字， 而是因为其精美的饕餮纹

而命名为“饕餮纹铜尊” ，直到 1975 年，饕餮纹铜尊因其造型图案

精美而被选送至国家文物局作为新出土文物精品出国展出， 经过

清理除锈，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在“何尊” 的内底，发现了

一篇 122 字铭文，之中的“宅兹中国” 为“中国” 一词最早的文字

记载。“专家同时发现，铜尊由一位名为‘何’ 的贵族打造，因而将

其改名为‘何尊’ 。 ”

“何尊” 旁边，两件重器与其并列摆放。 它们是商武丁时期的

“四方风” 甲骨和商代的版方鼎。 其中，“四方风” 甲骨上刻有 24

字甲骨文， 这些文字记载了掌管出入风和日月长短的四方神名以

及风名，反映出在公元前 1200 年，古人已经可以根据四季的变化，

感知风向和昼夜长短的变化。 另一件于商纣王二十二年制作的方

鼎，内有铭文 37 字，其中出现了金文“版” 字，实属难得，国家版

本馆因而收藏了这件具有特殊意义的方鼎。

《坤舆万国全图》

开创中国人绘制世界地图的先例

精美的巨幅地图也是展厅里的一道风景。

展墙上悬挂着一幅明万历时期的《坤舆万国全图》，由意大利

传教士利玛窦和当时的工部员外郎李之藻共同绘制完成。 “古代

用乾坤指天地，坤就是地的意思，舆的本意是车底座，延伸为承载

万物。 古人把地图称为舆图，《坤舆万国全图》也就是今天所谓的

世界地图。 ” 付子翀介绍，这幅地图改变了欧洲居于世界地图中央

的格局， 首次以亚洲东部居于世界地图中央， 开创了中国人绘制

地图的先例。

仔细看，在这幅地图的四角，还画有 4 幅小图，分别为：右上角

的《九重天图》，右下角的《天地仪图》，左上角的《赤道北地半球

图》，左下角的《赤道南地半球图》。 这些起辅助作用的小图包含

了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开阔了当时中国人的眼界，“这也足以

证明我国古人在明万历年间，已经对地球有了很客观的了解。 ”

另一幅《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则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地图

绘制工艺，艺术性更强，在绘制时先将地图刻画在 8 块木板上，再

进行拓印，先拓绿，再拓蓝。 地图中，大面积的蓝色为陆地，

环绕其间的绿色表示水域。

《使琉球录》

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版图

自古以来，人们就喜欢登山临水，壮游天地，在欣赏无

限风光的同时，留下许多色彩斑斓的游记版本典籍。 展览

中，我们也可以随着古人的视野，一览祖国的大好河山。

明代《使琉球录》静静陈列于展柜中，用红线着重标

注了三行字：“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然顺流而下，亦

不甚动。 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

接，一昼夜兼三日之程。 夷舟帆小不能及，相失在后。 十一

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 ”

明嘉靖十三年即 1534 年， 第十一任册封使陈侃奉命

出使琉球，回国之后在福建完成了这部著作。

文中记录了陈侃一行从福州出发，经过了作为航标的

钓鱼岛、 黄尾屿以及赤尾屿等岛屿后进入了琉球海域，其

标志是见到了乃属琉球的古米山。 文中清楚地表示，无论

是使者陈侃还是同舟的琉球人都是以古米山作为抵达琉

球的标志。“这段文字证明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版图的历史事实。 ” 付

子翀说，这一文字的记载是在 1534 年，而日本方面所称最早发现钓鱼岛，是日本吞

并琉球后的 1884 年，相距陈侃所著《使琉球录》已晚了 350 年。

“镇馆之宝”《西楼苏帖》

宋代珍稀孤本保存东坡手迹

“斯文在兹” 展中，共有 400 多件珍贵的版本瑰宝，工作人员介绍，这其中，

《西楼苏帖》是该馆的“镇馆之宝” 之一，它经历了历史，记载了历史，也成了珍

贵的历史。

《西楼苏帖》收录的是苏轼行、草、楷诗文和信札，共 30 卷 60 余篇，是第一部

苏轼书法丛帖。 它收录了苏轼从 29 岁到 66 岁跨越一生时间维度的作品，其珍贵之

处还不止于此。 因为苏轼在晚年时卷入了党争，苏轼的妻子担心被挖出更多罪证，

所以把苏轼的作品焚毁了十之六七，而且宋徽宗下严令：苏轼作品，片纸只字，焚毁

勿存。

苏轼留存下来的作品很难收集，直到他去世后，南宋时有一个叫汪应辰的人，

在成都做知州，特别喜欢苏轼的作品，于是就在苏轼老家附近搜罗了苏轼的 60 余

篇作品，合成了 30 卷，刻在成都西楼的石碑上。

“我们现在看到的拓本，就是从当时的原碑上拓下来的，而原碑于南宋末年就

被损毁了，因此，这本宋人书、宋人刻、宋人拓的孤本尤为珍贵。 ” 付子翀说，这本碑

帖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数百年前的东坡手迹，今年 8 月，这一典籍入选《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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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北京中轴线一路向北， 燕山脚下，

青山怀抱间， 一组中式建筑群坐北朝南、

依山而上，典雅瑰玮。 这里便是中国国家

版本馆中央总馆，由南向北，文兴楼、文华

堂、文瀚阁三大主体建筑，逐级平步轻上，

彰显浓厚的中国文化韵味和书卷气息。 落

成一年有余，1600 余万册（件）版本资源

入藏这座国家级文化殿堂，展览展品达上

万件，依托现代科技力量，浩瀚中华文明

基因得以保护、赓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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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缥缃琳琅———天津博物馆藏古籍珍品展” 8 月 31

日在天津博物馆启幕，131 件（套）古籍珍品在展览中亮

相。 本次展览是天津博物馆建馆 105 年以来首个古籍专

题展览，展览从馆藏 5.3 万册古籍中遴选 131 件（套）珍

品，其中，78 件（套）古籍系首次对外展出。 展览将于 11

月 30 日结束。 图为展出的部分展品。

新华 / 传真

连日来， 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湖南省长沙市芙

蓉区的隆平水稻博物馆， 了解水稻的生产过程和发展

历史，感受粮食的来之不易，让孩子们从小树立爱粮、

惜粮、节粮的意识。 图为家长带着孩子参观传统农业耕

作场景。

新华 / 传真

近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西汉河平元年铜鋞入藏

仪式。鋞（音同“形” ）为出门携带使用的盛酒器或盛食

器。 此次国家博物馆入藏的铜鋞高 29.5 厘米，直径 12.8

厘米，器身外壁有铭文 31 字，其中“河平元年供工昌造

铜鋞” 的文字内容，是其断代的重要依据。 该铜鋞由热

心公益文化事业的童琳高、王超两人在国内拍卖市场购

得，随后联合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 图为工作人员介

绍西汉河平元年铜鋞。

新华 / 传真

8 月 29 日，位于杭州市西湖区钱塘江畔的浙江省博

物馆新馆 （之江馆区） 正式开馆， 推出 《浙江一万

年———浙江历史文化陈列》等 13 场新展。图为参观者在

新馆的数字化展厅里观展。

新华 / 传真

“镇馆之宝”《西楼苏帖》

西周早期青铜重器“何尊”

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