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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发明以前，上古先民用结绳、甲骨契刻、金石镌刻等方式，开创了源远流长的记录历史。文字诞生以
后，文化得以迅速扩张、延伸、传承。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则又为文明的延续、文化的保存提供了必不可

少的条件。古籍，凝聚着先贤的智慧，是文化传承的见证，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10月20日，“‘典籍中国’古籍保护与利用学术论坛”在四川大学博物馆举行，“册府千华 锦水含章——四川

大学古籍菁华展”拉开帷幕，“全国古籍保护课程进校园（四川站）”活动也同时启动。

八成展品为首次展出
兼具学术与美学价值

四川大学图书馆是中国西南地区

历史最为悠久、文献规模最大的图书

馆，拥有珍贵古籍特藏文献26.8万册，

是国务院命名的“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四川大学博物馆是中国建立最早

的综合性高校博物馆，其前身是华西协

合大学古物博物馆，是国内非常重要的

古代纸张、典籍、书画收藏机构。本次

“册府千华”系列展览展出展品200余

件，其中不乏四川大学图书馆、博物馆

的镇馆之宝。展览涉及近200种文献，

其中既有名动一时的古籍善本，也有著

名学者的重要著述，兼顾了古籍的学术

价值和美学特性。

“册府千华”系列展览是国家图书

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全国最

具有影响力的古籍展览之一。本次展

览也是四川大学继浙江大学、南京大

学之后，作为西部首家高校独立承办

该展览。

展览共分为三个单元，从不同的角

度展现典籍的艺术魅力和美育价值。

第一单元“书史撷珍”以时间为线索，讲

述古代中国书籍发展源流，展示古代书

籍版本特征和藏在文字里的中华文化

基因密码。第二单元“蜀黉芸编”以书

籍为媒介，着重刻画四川大学的历史，

展现川大人对蜀学传承做出的不懈努

力。第三单元“艺韵千年”聚焦古籍中

的美学元素，呈现古籍中俊逸的书法、

细腻的描绘、传神的雕刻，在别具匠心

的创意和精益求精的刻画中感知华夏

文明的和谐大美。展厅还设有沉浸式

文化体验区，采用现场古琴演奏、古籍

诵读等展演结合的形式，带观众深度体

验传统文化的内涵与魅力。

本次展览展陈了不少珍品，例如西

南仅存一册、堪称四川大学博物馆“镇

馆之宝”之一的明内府抄本《永乐大

典》，海内孤帙的《清初四川通省山川形

胜图》（简称《四川全图》），以用“敦煌写

卷”，黄炎熙抄本《聊斋志异》等。据四

川大学工作人员介绍，展品中超过百分

之八十的文献为首次展出，包括四川大

学学者林思进、龚道耕、赵少咸等人批

校本、稿本等。

“在川大珍藏的古籍中，我们用心

地选择最能够代表川大品格的展品，展

出了不少川大学者的批校本、稿本，字

里行间的蝇头小楷，可以看出前辈学者

的严谨治学精神，至今仍令人心生感

佩。并且，不少展品还有内在的联系，

比如由同一家族中流传下来的不同古

籍，这又体现了蜀学中的传承精神。”四

川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中心副主任丁

伟在介绍本次展览时如此形容。

古籍保护课程进校园
多元活动展现古籍之美

在本次活动现场，国家图书馆常务

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

清介绍，“册府千华”国家珍贵古籍系列

展览和“古籍保护课程进校园”活动是

推进新时代古籍保护工作，培养古籍保

护后备力量，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举措。活动旨在通过展览和

文化活动的形式呈现常年束之高阁的

珍贵古籍，是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的

体现。本次“册府千华 锦水含章——

四川大学古籍菁华展”突破了传统的展

陈思路，增设多元化沉浸式文化体验活

动，体现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传统古籍

不朽的艺术魅力。

张志清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采访中还提到，“中华古籍保护

计划”已经推行了16年，虽然已经在全

国30多所中高等院校中，建立起了以

培养硕士生为主的相关课程，但是在本

科设立相关专业的学校仍旧较少。“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从今年起，决定在全国

开展‘古籍保护课程进校园’的活动，四

川大学就是第一站。我们希望能够看

到包括四川大学在内的高等院校，充分

发挥科研优势，馆院融合，尤其是在科

学修复方面，能够借助更加科学、多学

科结合的手段，在古籍保护和人才培养

上获得更多的成果。”

“古籍保护课程进校园”活动是国

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落实

《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创

新古籍人才队伍建设机制，面向大学生

开展的普及古籍保护知识、培养古籍工

作后备力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全国

性活动。2023年共有8个省市启动该

项活动，四川大学为首批入选该活动的

高校。

揭幕仪式后，中央文史研究馆馆

员、国家图书馆原常务副馆长陈力主持

了“古籍保护课程进校园（四川站）”第

一课。中华书局总编辑、四川大学校友

尹涛带来了《解码古籍：版本质量、网络

资源与学术研究》的主题分享。

在深入挖掘古籍中美学元素的同

时，四川大学还携手四川省图书馆和成

都中医药大学，在展厅外设有多元化研

学活动和沉浸式文化体验，共同助力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传承与发扬。

研学活动共设6个项目，包括古籍修复

技艺展示、古籍元素雕版刷印、用花笺

纸制作书签、现场制作流苏香囊、古典

诗句摘抄和展览元素印章打卡。参与

者不仅可以亲眼见证破损古籍书页重

焕新生的全过程，还能亲手操作、体验

古籍雕版刷印和手工传拓技艺，感受古

籍之美。

“册府千华 锦水含章——四川大

学古籍菁华展”将持续两个月，展出至

2023年 12月 20日。由四川省图书馆

（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和四川大学共

同推进的“古籍保护进校园（四川站）”

活动，还将在成都多所高校陆续开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摄影报道

“蔚为大观——全省博物馆百大镇

馆之宝特展”日前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

馆区开幕。浙江省博物馆馆长陈水华

介绍，这是浙博之江新馆开放后推出的

首个重量级临展，是浙江文物精品最集

中的一次亮相。

今年5月，在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指导下，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博物馆学

会评出了首届浙江全省博物馆“百大镇

馆之宝”。此次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浙

江省文物局联合推出特展，展出其中的

51件，其余“镇馆之宝”将在后续展出。

每件“镇馆之宝”背后都有有趣的故

事。例如，湖州市博物馆的“东汉四系印

纹‘茶’字青瓷罍”，是我国目前最早发现

的带“茶”字铭文的贮茶器具。温州博物

馆的“北宋套色版画《蚕母》”是我国现存

最早的木刻套印画。“‘镇馆之宝’是极具

浙江历史文化辨识度的文物标识。”浙江

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省文物局局

长杨建武说，“这么多的‘压箱底的’珍宝

一次性集中展示，在浙江博物馆界是第

一次，在全国博物馆界也是罕见的。”

由于数量稀缺，收藏分散，保存和

展示也有相当的难度，一些“镇馆之宝”

往往处于“百闻难得一见”的状态。浙

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陈广

胜说，“镇馆之宝”在重量级特展上汇

聚，是浙江博物馆界构建全省博物馆共

同体的一次成功探索，今后还可以探索

在省内巡回展出，真正体现出“博物馆

大家庭”的精神面貌。 据新华社

浙江文物精品集中亮相

川大博物馆“古籍菁华展”开幕
“镇馆之宝”《永乐大典》公开亮相

展出的《永乐大典》。 展出的《四川全图》（局部）。 黄炎熙抄本《聊斋志异》。 “册府千华 锦水含章——四川大学
古籍菁华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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