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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涩的繁体字、没有标点符
号来断句、从右至左竖排……古
籍的这些特质，已不太符合现代
人的阅读习惯，可翻看这些古籍，
仍然会被它历经百年千年沉淀下
来的古朴高雅气质所打动，会被
它精美考究的排版和装帧所震
撼。仍然会有一些人，徜徉在这
些“故纸堆”里乐而忘返。

中原古书联盟理事长席聪与
古籍“结缘”30余年，至今他仍然
对与古籍的初次相遇记忆犹新：
“那是1985年的一天，我在一家书
店无意中看到一本古书，当时就
被它的精美震撼到了，翻开它，我
心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奇妙感
觉，仿佛通过这部书，我和古人展
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
历史与我，因为这本书而产生了
某种实实在在的联系。”

从此，席聪对古籍的热爱一发
不可收拾，他一边更深入地学习古

籍相关知识，一边常年奔波于古玩
城、图书城，从旧书堆里淘自己中
意的宝贝。30余年来，他总共收藏
了 1000多册、5000多卷古籍，“每
当淘到宝贝，我都会欣喜若狂，可
同时我也发现，许多卖书人根本不
了解这些古籍的价值，更有甚者，
都不知道这是古籍。”每当念及此，
席聪不禁叹息：难以想象还有多少
珍贵古籍就这样淹没了、消亡了。

像席聪这样痴迷于古籍的人
还有很多，郑州私人藏家辛渭、武
松等，都是其中的一分子，他们热
心地拿出数十年来的私藏，举办
首届中原民间珍贵古籍展。而支
持他们费心费力办展览的，只是
“这些古籍是属于我们整个民族
的，也应该服务于大众，我们希望
能让更多人欣赏到古籍之美，吸
引更多的人投入到古籍保护中
来”这个朴素的想法。

当下的我们，往往被手机、互

联网，被快节奏的生活裹挟，该如
何欣赏古籍之美呢?在张志清看
来，古籍是承载古代思想、生活和
文化的载体，从校勘、用纸、装帧、
刻印等角度，体现了国人在文明
传承方面用心的极致，它不只是
知识的承载物，还是一种艺术
品。“古籍熬过时光腐蚀，时间赋
予古书以独特的光泽和价值，令
其由内而外散发出一种动人心魄
的沧桑之美、精致之美，需要我们
用更加郑重、虔敬的心去欣赏。”

“这些古籍经过战乱、自然灾
害，穿越时光的隧道来到现代人的
面前，能够保存至今非常难得，这
也是与当代人的一种缘。”谢昱说，
古籍具有文物属性、艺术属性、文
献价值属性 3个属性，从古籍中，
我们不仅能体会中华文化的源远
流长，还能与先贤进行一场跨越时
空的古今对话，这是一种多么令人
心向往之的美妙体验。

从古籍中，开启一场古今对话
——“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上）

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直观、最集中的体
现。这些古代书籍，走过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光，
带着历史的沧桑、携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幸运地留
存到了现在。9月22日至11月19日，“册府千华——
河南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和“首届中原民间珍贵古
籍展”两大展览先后在河南省图书馆举办。公藏、私藏
共计300部古籍与观众见面，带观众穿越时空的隧道，
开启了一场古今对话。
郑报融媒记者 苏瑜/文 李焱/图

“全省 13家公藏机构把压
箱底的古籍都拿出来了，可以
说，全省最珍贵、最难得一见的
古籍都集中在这里了。”省图书
馆古籍部主任谢昱介绍，9月
22日至 10月 22日，由国家图
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河
南省文化厅主办，河南省图书
馆（河南省古籍保护中心）承办
的“册府千华——河南省藏国
家珍贵古籍特展”在河南省图
书馆举办。展览展示了我省
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及
河南省藏珍贵古籍 150余部，
这是我省第一次，也是唯一一
次将河南省藏国家级的珍贵
古籍集中展出。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展
品以明清时期为主，珍本、稀
见本、稿抄本、手绘本、大开
本、袖珍本门类众多，内容涵
盖历代名家名著、大型丛书类
书、佛教经典、医书方志等。
据了解，河南省图书馆镇馆之
宝——明刊《李卓吾先生批評
西遊記》、明嘉靖刊《廣輿圖》、
明末毛氏汲古閣影宋抄本《農
書》等也首次亮相。

“曲高”未必“和者寡”——

连谢昱都没有想到，被称为“阳
春白雪”的古籍竟然能得到这
么多观众的喜爱和关注：“各
个年龄层的参观者都有，小到
几岁的幼儿园小朋友，大到耄
耋之年的老者，都表现出了对
古籍的极大兴趣，还有不少中
小学校、研究生班‘组团’来观
展，更有一些观众来了不止一
次两次，他们细细地品读古
籍，有些观众还在个人公众号
上发表了专业而有趣的品鉴
文章。”

更让谢昱和观众惊喜的
是，“册府千华”展览举办的消
息也牵动了民间藏书家的心，
“在展览举办过程中，不断有私
人古籍收藏爱好者来询问，可
否把自己珍藏的古籍在省图书
馆展出。由于每名私人藏家藏
书量有限，近 30名私人藏家便
自发成立了中原古书联盟，将
他们私藏的近 200部古籍在
‘册府千华’之后进行了为期近
一个月的集中展出，这个‘首届
中原民间珍贵古籍展’是省内
首家私人藏书展。”谢昱说，这
两大古籍展吸引了众多读者前
来参观。

“册府千华”展出古籍珍本之
丰、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可以说创
下河南历史之最。谢昱评价此次
展览的举办是“实现了几代图书馆
人的梦想”。谈及举办此次特展的
初衷，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介绍，
“册府千华”是近年来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与各个省的省图书馆合作
的项目，在全国范围内陆续推出，
旨在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要系统梳
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
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
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
来”的号召，让公众了解古籍，关注
古籍保护事业，更好地发挥古籍
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功能。

省文化厅副厅长康洁介绍，作
为文化大省，河南省的古籍存藏丰
富，据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统计，河
南省公藏、私藏古籍大约在100万
册。从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
划”实施以来，河南省共有 9家单
位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222部古籍入选《国家珍
贵古籍名录》，534部古籍入选《河
南省珍贵古籍名录》。目前，河南
省古籍普查工作进展顺利。

“河南地处中原，四通八达，
文化底蕴非常深厚，保存下来的
文化遗存很丰富，明清古籍存量
很大，但令人惋惜的是，历史上河
南古籍受到的损失也比较大，河
南地区宋元珍本存下来的少。”谈
到河南的古籍现状，张志清说，整
体来说，河南的古籍储量丰富，珍
品多，还非常有特点，特别是河南
的金石碑刻十分了不得，在全国
都是最好的。张志清曾到位于美
国芝加哥的一个博物馆参观，馆
里珍藏不少珍贵的金石拓本，其
中河南占了绝大多数，充分印证
了河南文化大省的地位。

在古籍普查的过程中，也发
现了不少问题。谢昱介绍：“我们
发现很多机构的藏书条件是不符
合国家要求的，修复设备、人员素
养等也满足不了古籍保护的需

要。”令谢昱感到忧心的还有古籍
保护人才、修复人才的匮乏，“以
省图书馆为例，这里有 40万册古
籍，大约有近一半古籍都需要修
复，可连志愿者算在内，只有 3个
古籍修复师，修复的速度甚至还
比不上破损的速度，这令我们感
到非常痛心。”

现实难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
方，却又会给人生生不息的希望
和积极向上的力量，让谢昱喜悦
的事也是接二连三——在“中华
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周年的时
候，我省今年底就可完成古籍普
查工作；随着政府的重视和复制
再造等新技术的运用，珍贵古籍
的保护状况明显改善，公众能够
通过数字形式欣赏到原汁原味的
古籍；今年 8月，文化部印发《“十
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
划》，对“十三五”时期的古籍保护
工作做出了详细的安排和部署，
这预示着将有更多古籍能够得到
应有保护……

全省珍贵古籍的大聚会

我省古籍藏量大珍品多

跨越时空的古今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