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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宫廷善本》

前言

　　前言：国学文化之遗存——宫廷藏书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文明像中国文明这样源远流长，从未
中断，绵延相续至于今日。近代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独自创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
。中国文化自具特征，自成体系。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先若后的古代文化，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
失其独立自主的民族生命。唯中国能以其自创的文化绵永其独立的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
”①　　一个民族智慧的文明成果之一，便是这个民族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累的文化典籍——书
。中国宫廷藏书，是中国数千年文明积累的产物，是中华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　　一　　中国
宫廷藏书可资骄傲和自豪的地方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的特征：丰富性、系统性、独有性
、华贵性、兼容性。　　1. 丰富性　　中国宫廷藏书的丰富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历代尚古右文的皇
帝大力兴盛文化事业，不遗余力地丰富宫廷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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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宫廷善本》

内容概要

宫廷善本，是一直秘藏于中国历朝皇宫的珍贵古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未昭示于海内外的宫廷
孤本。宫廷善本主要包括：皇帝御笔写经、臣工抄写经书、宫廷特藏、内府精写本、精刻本，抄本—
—历朝珍稀的手写本、稿本、底本等海内外孤本。这些一直秘藏于深宫的珍贵古书，书品好，书写材
料很独特，版本精良，装帧、装饰极其考究，具有鲜明的皇宫特色，在书史、版本史、中国文化史上
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书作者在故宫博物院从事宫廷善本图书的整理研究工作20年，本书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和研
究中国宫廷善本图书的历史与现状及其重要历史文化价值，是关于中国古书鉴定、鉴赏和收藏方面一
部重要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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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宫廷善本》

作者简介

　　向斯，1962年生于湖北省麻城市。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馆专业学习。1983年毕业
，获学士学位，分配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工作。现为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作者从事
宫廷善本古籍整理工作20年。近几年来，先后清点、整理了寿安宫、英华殿等处收藏的皇帝御笔写经
、臣工写经、抄本、刻本等宫廷古书，完成了《寿安宫御笔、臣工写经清点报告》、《英华殿复本书
库清点报告》、《英华殿杂书库清点报告》等。在翻阅了大量宫廷善本的基础上，潜心于宫廷藏书以
及宫廷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在大陆、香港、台湾出版相关著作多部。　　现正负责整理、著录
馆藏近20万册善本，同时负责编纂《故宫图书馆古籍简明目录》之主体——善本部分。科研课题是：
《清官皇家庋藏善本研究》、《清宫善本流传宫外考》。　　作者在宫廷藏书方面的主要著述有：　
　《历朝皇宫宝籍》，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2月；《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合著）史部，紫禁
城出版社；《中国皇宫文化》，团结出版社，1997年6月。另在《图书馆杂志》、《故宫博物院院刊》
、香港《中国文物世界》、《收藏家》、《文物天地》、《历史知识》、《新世纪图书馆》等刊物发
表专业文章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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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宫廷善本》

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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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宫廷善本》

后记

　　23年前，当我17岁跨进武汉大学风景如画的校园的时候，经历过浩劫的文化中国正在复苏，开始
步入一个光明的、充满梦幻般希望的新时代。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光真的如
白驹过隙。那个时候降生的孩子，也已经大学毕业，并开始了各自的人生；而我从一个清瘦的黑发青
年，也已变得头发稀疏，两鬓斑白，步入了生活、事业都较沉重的苦乐中年。　　我们这一代人，从
整体上说是恭逢盛世，但就某些个体而言，也是蹉跎岁月。说到恭逢盛世，是说我们有机会通过考试
进入大学深造，在比较恰当的年龄就开始从事学术研究，继续前人被中断了的事业，在充分掌握第一
手资料的前提下继承和发展国学，去迎接一个新的儒学时代的到来。说到蹉跎岁月，其实是一种人生
的煎熬，无影无形，也是对人的一种考验。　　20年来，我在故宫博物院一直从事宫廷善本的整理，
从厚厚的尘土中清理出一部部宫廷古书，再一部一部地进行著录、编目。最初的时候，我也觉得奇怪
，当人们在躁动不安中兴奋地投入到商海之时，我怎么能平静地坐在这万籁俱寂的紫禁城中，一头埋
进这泛着淡淡霉味的故纸堆，徜徉于飘浮着数百年尘土的古书之中？可是，当我真正接触到这些包裹
着绸缎的明黄色封面的宫廷古书时，我逐渐明白了，这正是我想要的工作，它虽寂寞枯燥，但我要学
会享受它。　　在整理卷帙浩繁的宫廷古书的时候，我不禁常常感叹，中国历史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的文明史之所以没有像古代其他文明古国那样中断，其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文字的力量、儒学
的力量。越积越厚的文化遗产，令那些曾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帝王们为之叹服，为之花费一生中的
大量时间虚心研读，孜孜不倦，乐此不疲。　　人不可能永生，但文字却能超越千百年的时空。翻开
那些纸质并未变黄甚至墨香犹在的宫廷抄本的时候，你会觉得，历史并不遥远，皇宫生活往事好像就
是昨天，仿佛伸手可及。

Page 7



《中国宫廷善本》

精彩短评

1、这是一本介绍中国宫廷收藏的书，不是我所要的集中中国宫廷字贴书，书又高价，对我来说没胡
作用，真的误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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