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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这是“古
籍保护”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中。

其实早在 2007 年，国务院办公厅
就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
工作的意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
史上第一次由政府主导的中华古籍保
护工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已经走
过了十几个年头，在人才培养、机构建

设、古籍数字化等方面，各地都有了长
足的进步。

迈进新时代， 古籍保护除了需要
从学科基础做提升， 有效整合现阶段
相关学科资源， 打造高素质的教学队
伍，培养古籍事业的适用人才，还要在
保护古籍、 修护古籍的基础上让古籍
“活起来”。

例如，重庆图书馆于 2015 年成立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重庆
传习所”，全面向群众展示重庆地区古
籍修复技艺传承的最新成果， 吸引市

民和游客的关注。 市民们高涨的热情
让重庆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者备受
鼓舞， 对重庆古籍保护事业的未来充
满期待。 重庆图书馆也应市民需求，安
排更多类似的体验和培训活动。

进入新发展阶段， 吸引了越来越
多关注的古籍保护利用迎来又一个春
天，应充分关注新印古籍的传承推广，
以此为基础， 开展中华典籍诵读与传
习活动， 全方位助力优秀古籍的传承
阅读与出版， 促进当下社会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今年 60 岁的刘善祥是一名老党员， 也是白河县花蛇教
学点负责人。 从教二十余年，他以校为家、爱生如子，用一颗
赤诚之心，在这片平凡的土地上，播撒爱和智慧的种子，把全
部心血都奉献给乡村教育事业，帮助一个又一个农村孩子实
现了成才梦想，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做人民满意教师”的初心
誓言。

走进花蛇小学，美丽的校园环境映入眼帘：草木茂盛，鲜
花朵朵。 多年来，刘善祥不仅认真协助施工队执行学区对学
校建设的统一规划，还利用闲暇时间，亲自做绿化工作。 渐渐
地，刘善祥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了深厚的情谊。

虽然学生只有十几个，但朗朗的读书声足以划破清晨的
宁静。 每天早上，刘善祥会检查学生背诵，面对一二年级的复
式班，刘善祥精心安排课程，保证他们即能学好文化知识，又
能练好体能，还要兼顾美术教学和音乐、科学等学科的教学。
刘善祥愿意学习，愿意做乡村教育的奠基人和守护者。

农村教学点偏远，条件相对较差，特别是住在高寒地区

的孩子上学路途遥远，非常不便，加上家里条件有限，父母不
在家，上学和放学就成了问题。 考虑到孩子们的特殊情况，刘
善祥不辞辛劳长年累月地代替家长接送孩子， 早上带到学
校，放学又把学生送回家里。 学生走了一批又一批，但刘善祥
的初心不改。

在多年的教育生涯中， 家访工作刘善祥不仅做得多，而
且做得实。 还记得一名学生刚入一年级时，行为习惯较差，学
习积极性也不高，刘善祥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刘善祥便利用

放学时间，走进了他的家。 一番了解过后，刘善祥掌握了这个
学生的家庭情况：父亲残疾，母亲常年患病，家住得比较偏
远，家庭条件比较差。 面对这样的情况，刘善祥一方面宣传了
教育扶贫的相关政策，一面给家长做思想工作，希望通过家
校合作让孩子的成绩提上去。 家访过后，刘善祥更加关注这
名学生的学习成绩了，课后一对一辅导、上门辅导成了刘善
祥日常工作以外的又一项任务。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刘善祥
的努力下，孩子有了变化，不仅成绩上去了，学习习惯也变好

了。 看到孩子有这样的变化，刘善祥的脸上有了欣慰的笑容。
二十余年的教育生涯，刘善祥以最质朴的坚守诠释着心

中的那份热爱：热爱山区这片土地，更热爱山区的孩子。 他
说：“只要村子里的孩子们还需要我，我就会一如既往地用最
饱满的状态坚持下去。 即便是退休了，也还是会尽可能支持
和帮助来到花蛇教学点任教的新教师。 ”

生而平凡， 刘善祥却用每一个看似平凡却饱含奉献深
情、奋斗热情的日子，点亮了山里孩子的童年。 在成为一名老
师的最初，刘善祥许下了“永远奋斗在教育战线上，做一名当
之无愧的人民教
师” 的理想。 如
今， 他说：“我的
梦想成真了。 ”

（白河县委
文明办供稿）

明 灯 照 亮 山 里 娃
———记安康好人刘善祥

古籍“活化”，应还古于今
□ 记者 陈楚珺

明正统十二年司礼监刻本《诗经》，距今已有 576 年。

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古文渊鉴》使用了四色套印技术。 亟待保护的安康县志。

时间和历史被留存在这些古籍中。 保存古籍的三口樟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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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摄影 田丕）

1447 年，一套书从北京出发，或是被离京赴任的官员，或
是被逐利四方的商人，跋山涉水，历经辛苦带到金州（安康）。

576 年后，这套书静静地铺在蓝色丝绒布面的桌上，纸面
微微泛黄，四角都已磨损，发脆的页面略有粘连，捆扎的书绳
也因为岁月长久泛起黑灰色。

“这些书籍都是不可再生的，它们的珍贵，任何语言都无
法描述。 ”汉滨区少儿图书馆馆长吴涛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
地摊开书页。

藏于书中的历史

“这套书参加过省上举办的丝绸之路古籍展， 是区少儿
图书馆馆藏最早的古籍。 ”

徐石，一位退休老人，退休前是汉滨区少儿图书馆的副
馆长。 汉滨区馆藏的古籍都清晰地印在她的心里。

她口中的这套古籍是明朝正统十二年内府刻本 《诗集
传》，是南宋朱熹为《诗经》所作注释疏解的作品。

明代内府刻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由司礼监下属的经
厂负责，内府刻本往往又被称为“司礼监本”。作为皇家的刻书，
这套书选取上好的洁白绵纸，用精墨精心印刷，版式阔大，行格
疏朗，字大如钱，它的不惜工本，处处体现出皇家气派。

这部作品在明、清两代成为官方定本，参加科举考试的
士子，都以它的解说为标准，在我国学术史、文化史上的地位
极高。

吴涛轻轻从樟木箱中将书捧出， 当我们翻开这套书，厚
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 576 年的历史就这样在书籍中保存，
让人真切感受到中华民族历史记忆、思想智慧和知识体系的
魅力。

“还有一套书，它不是年代最早的，但是能反映当时先进
的技术，是馆里的‘宝贝’。 ”

徐石所说的 “宝贝”， 是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古文渊
鉴》，目前全国仅有 15 套，汉滨区就保存着一套。

《古文渊鉴》 是集历代散文为一体的文学总集， 一共有

1324 篇，六十四卷。由康熙逐篇品评，命徐乾学等 11 人批注。
除了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外，最大的特色就是使用了套版印
刷技术。

套版印刷的发明是印刷术的又一大进步。 普通雕版印
书，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而用套版方法印出
来的书，具有两种或多种颜色。 它是在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
版面上，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叠印而成，
所以叫“套版”，或叫“双印”。

《古文渊鉴》是清代套印本的开山之作，在清内府刻书史
上占据榜首之位，属于珍贵善本。

全书为四色套印本，正文是墨色，前代诸家评语用黄色
和蓝色标注，康熙御批用朱色标示。 整部书雕镌、套色、刷印
技艺精湛，朱、墨、黄、蓝四色鲜明，显示出清初内府多色套印
技术的高度水平。

2008 年，汉滨区少儿图书馆的《古文渊鉴》跻身国家第一
批珍贵古籍名录，和它一起入选的，还有战国书简、秦湖北云
梦睡虎地竹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唐敦煌经卷写本
等鼎鼎大名的古籍。

藏书于馆的历史

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1 套、 省级珍贵古籍名录 9 套，
汉滨区少儿图书馆馆藏古籍的数量远不止于此。

从 2007 年 10 月开始普查，到 2008 年初步统计，馆藏古
籍包括经、史、子、集、丛、新学六大部类，绝大部分是明、清版
本，总计 1022 种，9825 册，另有 300 余册因粘连、霉蚀破损无
法获得编目数据信息。 在 2008 年古籍申报保护工作中，汉滨
区少儿图书馆申报了部分古籍， 其中 19 种曾列入省级善本
书著录。

据了解， 在古代文献领域， 将书写或印刷于 1912 年以
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称为古籍。 若再细分，清乾隆
六十年之前的一般称为善本，之后的则为普本。

作为曾经外出专门学习古籍普查的徐石， 虽然退休在

家，但她心里仍放不下自己亲手整理过的这些古籍。
“这些书都是图书馆的财产，当时古籍普查刚开始，全市

其他县都比较少，大概只有几十册，只有汉滨区保存的数量
最多。 ”徐石说，这些书除接收民国时期“兴安图书馆”及新中
国成立后安康文化馆固有馆藏之外，还有建馆后馆方多方访
求、民间人士捐赠所获。 从内容上讲，既包括列入国家善本著
录的《诚一堂琴谱》（清·康熙四十四年刻本）、列入省级善本
书著录的《佐治药言》（清·乾隆五十年刻本）和《新刊宋学士
全集》（明·嘉靖年间刻本）等 19 种；也包括《来鹿堂诗文集》
《晚香堂文集》《正谊堂文集》等乡贤著作，以及对安康地方文
化收藏与历史研究具有一定价值的线装文献。

相较于时间对书籍的缓慢损伤，气候环境对古籍的伤害
更直接、更明显。

“古籍保存在樟木箱里，放置了防潮防虫的药物，但是安
康地区湿度比较大，会让纸张产生霉菌。 ”徐石说，和西安等
地相比，安康古籍在品相上处于劣势，虫蛀和潮湿是“大敌”，
“以前，我们会趁着天气好把书籍摊在地上晾晒，但是问题也
随之而来，晒多了纸就发脆。 ”

汉滨区少儿图书馆馆长吴涛介绍，1983 年特大洪灾后，
馆方根据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安排和省上有关专家的建议，对
灾后残余的 1 万余册古籍线装图书，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了相
应处理。 对受损较轻，原收藏于樟木箱中的 19 种国家、省级
善本图书在做一般性晾晒处理外， 选派专人护送至西安，由
省文化和旅游厅安排、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联系，由西安交
通大学退休专家陈新浦老人进行抢救性修复， 共计修复了
《诚一堂琴谱》《宋学士全集》《华阳国志》三种，其余 16 种原
样带回，仍收藏于樟木箱中。

记者看到，目前三口樟木箱存放于汉滨区文物管理所恒
温恒湿的库房中，其余上千册普本古籍只能临时安置在调配
的一所库房。 吴涛说：“2017 年中心城区改造，1988 年建造的
汉滨区少儿图书馆就被拆除了，其他古籍书库设置在五星街
过渡馆中，书库仅安装了防盗门、监控等安防设备。 ”

这些珍贵古籍的身后，时间、环境还在不停地追赶。

让古籍“活”起来传下去

2007 年国家“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始实施，全国古籍普

查登记工作依托《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评审等，初步掌握
了一、二级古籍的基本情况。 在这个大背景下，2008 年，徐石
被馆里选派参加省上培训，这一去，让她和古籍普查有了割
不断的联系，“培训回来，我们将馆里所有书都在全国古籍普
查平台做了录入。 ”

“尺寸、作者、提名、版本、年代，等等著录规则都要做一
遍，一部书做下来很费时间，一天也弄不了几部。 ”徐石说，当
时她还兼顾着其他工作。 就这样，汉滨区按计划从 2009 年 8
月到 2011 年底，开展了二级以下古籍普查工作。

截至目前，19 种善本和地方志古籍整理已经完成， 共计
著录数据 47 条，459 册。

普查、著录，再到修复，古籍保护一步一个环节。 古籍修
复有一个原则是不伤害书籍本身，要修旧如旧。 徐石说：“哪
怕一个小的标记符号，都有它的时代特征，修复时如果弄没
了，书的价值就打折扣了。 ”

徐石退休后，汉滨区少儿图书馆古籍整理、著录工作出
现了“断档”。 “人才紧缺是我们目前的困难。 ”吴涛告诉记者，
汉滨区馆藏的古籍线装图书，是整个安康地区迄今为止收藏
最为丰富的明、清时期历史文献，内容不仅十分难得，同时也
是全市库藏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修复的一点古籍，大
部分古籍受损严重，整理著录十分困难，工作量大，馆里缺乏
古籍工作专业技术人员。 同时， 还面临着需要古籍保护、修
复、著录资金和新馆建设等困难。

对于古籍来说，理想的是，最大限度对书籍进行影印化、
数字化，为普通大众在利用古籍文献内容上提供便利，摆脱
对古籍本体的依赖。

这也是吴涛 、 徐石 ， 以及所有从事古籍保护工作人
员的理想 ， 他们为此不断做出自己的努力 。 “目前筹建
的新馆建设规划中设计了古籍专藏书库和陈列展厅 ，新
馆建设完成 ，将彻底改善少儿图书馆的存藏状况 。 青年
人才培养计划也在持续进行 ，以便完成专业人才的更替
传承。 ”

吴涛轻轻合上书页， 将古籍装上函套， 再缓缓放进樟木箱
里。

上锁的那一刻，时间和历史依旧被封存。 期待下一次的
打开，是在条件齐备的展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