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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程有庆和同事刘明开始对馆
藏“天禄琳琅”藏书未编目部分进行集中整
理。此前，这部分“天禄琳琅”藏书沉睡在
书库中，一晃就是半个多世纪。

“国图馆藏善本众多，需要逐一整理编
目。这批‘天禄琳琅’藏书以明版为主，不
少书国图藏有相同的版本，而且有些书破
损严重，有待修复，因此前辈馆员没有急于
整理。”程有庆说，按照《后编》著录的版本，
国图藏“天禄琳琅”典籍中应该有近200种
宋元善本，但根据他们几年来整理鉴定的
结论，真正的宋元版只有 70 多种，而前辈
馆员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对于《后编》的版本鉴定为何频频出
错，学界多有推测。程有庆认为，乾清宫失
火后，复建“天禄琳琅”时间紧迫，那些精通
版本的学者或许会对个别古籍“看走眼”，
但不至于如此离谱，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为
了迎合皇帝的喜好，各方在呈送这些典籍
时就虚报了版本以提高其身价，而负责整
理著录的大臣们，即使发现版本错误，也不

会点破。那些流出紫禁城的“天禄琳琅”藏
书，往往是真正的宋元版，更能证明宫中有
人对此事其实是心知肚明。

随着时光的流逝，以今人的眼光来看，
国图藏“天禄琳琅”中的明版书也是弥足珍
贵的文化遗产，更不用说那70多种宋元版
古籍。不论是修复还是整理，都已是刻不
容缓。

“我们制定了‘剔重、删劣、汰零’的选
目原则，计划从存世的‘天禄琳琅’藏书中
选择珍籍善本，按原书原大影印复制，封
面、函套、签条、包角及内文用纸等仿照原
书旧物，结合古法，采用适当的造纸、印刷、
织锦、装订等技术，使其尽可能重现昔日的
风采。”出版人刘鹤然正积极与各藏书机构
合作，策划影印出版“天禄琳琅”藏书。

目前，作为这个工程重要的组成部分，
多部国图藏“天禄琳琅”已率先影印出版。
国图馆员们和出版人希望，通过影印出版让
传统文化走近更多普通读者。

▋据《光明日报》

程有庆（左）和刘明的工作照。图片来源：国家图书馆

从“皇家”到“公家”：
“天禄琳琅”藏书的时代印迹

每天从世界各地奔赴北京故宫博物院参观的游
客数以万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在乾清宫门前驻
足，欣赏那块高悬的“正大光明”匾额。很少有人知
道，乾清宫东跨院内的昭仁殿，是昔日“天禄琳琅”藏
书的所在。

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的皇室藏书“天禄琳琅”，不
仅汇集了众多善本古籍，而且配置了外观华美、风格统
一的函套，钤盖了规整的玺印。清末，“天禄琳琅”四散
多处，为几代藏书家所珍视。

作为中国大陆“天禄琳琅”典籍最大的藏家，国家
图书馆密切关注着与之有关的消息。近几年，国图还
将馆藏279种见于《天禄琳琅后编书目》著录的“天
禄琳琅”藏书集中整理，编制目录。从“皇家”到“公
家”，历经200多年的聚散离合，这些善本不仅承载
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而且见证着中国社会
的变迁发展。 杜羽 方莉

历经曲折，四散飘零A
“天禄”二字，源自汉代未央宫的藏书阁“天禄

阁”。“琳琅”，则是借美玉来喻指珍贵图书。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赵前介绍，乾隆九

年（1744 年），乾隆皇帝命人选择宫内善本置于昭仁
殿，以供御览，并亲笔题写了“天禄琳琅”的匾额。可
惜的是，嘉庆二年（1797 年），乾清宫失火，殃及昭仁
殿的“天禄琳琅”藏书，现在学界只能凭借大学士于
敏中等人编写的《钦定天禄琳琅书目》来推测当年的收
藏情况。

“《石渠宝笈》是清内府收藏历代书画的目录，《清
明上河图》《兰亭集序》等都在其中。《钦定天禄琳琅书
目》的性质与之类似，是用来著录善本古籍的。”赵前
说，《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作品大多留存于世，但因为
那场大火，《钦定天禄琳琅书目》中著录的 420 多部善
本，包括 70 多部宋刻本、20 部影宋抄本、80 多部元刻
本都没了踪影。

不久，乾清宫重建完成，“天禄琳琅”的复建也随之
启动。在此后编纂的《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以下

简称《后编》）中著录了 664 部善本，其中宋版 200 多
部、元版100多部。经鉴定，尽管《后编》部分藏书并非
宋元版，但规模几乎超过了火灾之前。

虽然复建后的“天禄琳琅”称得上琳琅满目，但百
年之后，这些善本仍难逃四散飘零的命运。国家图书
馆古籍馆研究馆员程有庆说，到同治年间，就陆续有

“天禄琳琅”藏书从宫中流入民间，末代皇帝溥仪逊位
后，多次以赏赐之名将已属公有的部分“天禄琳琅”藏
书与其他文物一起转运出宫。到 1925 年清室善后委
员会清点故宫文物时，属于“天禄琳琅”的典籍只有311
部，这批书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而溥仪盗运的“天
禄琳琅”藏书，先是在天津英租界保存，后转移到长春
伪满皇宫，抗战胜利后又辗转沈阳博物院、故宫博物
院，于1958年拨交至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

除了国图和台北故宫，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
研究所研究员刘蔷经过多年调查，找到了近610部“天
禄琳琅”藏书的下落——它们分散于海内外数十个公
私藏家。然而，《后编》中著录的664部善本，至今仍有
50多部下落不明。它们尚存于天壤之间吗？这是众多
学者和藏书家期待解开的谜题。

故宫博物院 1958 年拨付北京图书馆
的 200 多部“天禄琳琅”藏书，其中有些是
残本。1959年，在编制北京图书馆馆藏善
本书目时，馆员就将一部来自“天禄琳琅”
的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刻本《春秋繁露》
著录为“存十五卷，卷三至十七”。30年后，
在重编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
中，十七卷《春秋繁露》已成完帙。这两卷的
补齐，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书林佳话。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李致忠至
今记得，那是 1975 年的一个春日，当时在
善本部工作的他，看到了一封天津藏书家
周叔弢托人捎来的信。信中说，天津古旧
书店有两卷《春秋繁露》，似为宋刻，已叮嘱
书店的负责人留住此书，待北图派人看过
之后，再行定夺。

李致忠随即和同事丁瑜一起赶往天
津，先是拜访 84 岁高龄的周叔弢，然后带
着他的手书再到天津古旧书店与负责人接
洽，最终以200元的价格将此册购回。

直到回到北京，将此册与馆藏残本两相
对比之后，李致忠才敢断定：“这两卷《春秋
繁露》就是‘天禄琳琅’原藏那部的第一册，
封面书签都还是宫中旧物，且钤有‘天禄琳
琅’的那几颗大印。一部分散多年的珍本秘
籍又珠联璧合了。”

汉代董仲舒撰写的《春秋繁露》，后世
传本极多，但善本很少。这部南宋嘉定四
年江右计台刻本，字体端庄，刀法严整，墨
色精纯，开本宏朗。清代学者在编纂《四库
全书》时，使用《永乐大典》所存版本详为勘
订，对于这个版本的评价是“虽曰习见之
书，实则绝无仅有之本也”。但此本自明初
便销声匿迹，四库馆臣当年也无缘得见，只
能从《永乐大典》中窥见其大概。大概是乾
隆末嘉庆初年，它入藏了清宫，又历尽沧
桑，最终在国图团聚。

像《春秋繁露》一样，国图多年来通过
捐赠或购买等途径又入藏了数十部“天禄
琳琅”藏书，才形成了今天279部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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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天禄琳琅》和《六家文选》。图片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