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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近现代名家手稿的收藏、保护与
利用
陈红彦

摘　 要　 中国国家图书馆对名家手稿的收藏起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今已经形成规模，并拥有很好的社

会影响。 但因手稿自身的特点，其收藏、保护和利用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几乎不再有作者以笔墨纸

张完成创作的时代，如何进一步保存保护并利用好名家手稿成为当下必须思考的重要课题。 本文回顾

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专藏的建设历程以及既往开展的保护研究工作等，并对近现代名家手稿的

进一步收藏与利用提出思考建议。 参考文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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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云变幻的近现代中国，是产生杰出思想

家、文艺家、科学家、军事家、政治家的时代，这些

思想家、文艺家、科学家、军事家、政治家将人生阅

历和深邃思考形诸笔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时

代、一段历史最真实的记录。 这些手稿，对家人而

言是前辈的手泽，是充满温情的亲人的回忆；对
我国国家总书库———国家图书馆而言，是对中华

文化辉煌历史的见证，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

产，是中华民族文化个性的鲜明体现，也是风云

激荡的近现代中国的时代记忆。
走过 １１０ 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在二十世纪

五十年代开始创设名家手稿文库，着力从各个渠

道收集名家代表作，至今已收藏 ５００ 多位近现代名

家的 ５０００ 多部手稿。 近七十年来，几代国图人不

断丰富名家手稿文库的收藏，同时加以妥善保护、
修复，致力于让后世能够共享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

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让珍贵的名家

手稿永久地妥善保存，并让其在新时代的文化建

设中更充分地发挥作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１　 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专藏概述

１ １　 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文库的建立及

发展
　 　 国家图书馆近现代名家手稿收藏始于二十

世纪五十年代初。 许广平先生、周丰一先生捐赠

鲁迅手稿和王国维哲嗣王仲闻先生捐赠王国维

手稿，揭开了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收藏的序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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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名家手稿文库则得益于冯仲云先生的决策。

１９５３ 年 ４ 月至 １９５４ 年 ９ 月任国家图书馆馆

长期间，冯仲云先生委托冯宝琳先生创建名家手

稿文库，并定位为名家代表作，由此国家图书馆

手稿专藏、革命文献专藏建设正式启动。 当时国

家图书馆的名家手稿征集范围是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著名军事家、民主党

派主要领导人、著名无党派人士、著名的革命烈

士、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的学者、作家、教授（有

选择地征集）、自然科学领域各门类的科学家（有

选择地征集）、海外著名学者、历史名人。 名家的

代表作手稿是指具有史料价值的名家日记、书

信，名家代表作的题辞本、题跋本，著名人物的老

照片等。 国家图书馆主要通过协调联系藏家，工

作人员登门拜访动员捐献，名人、名人家属的捐

赠、转让，出版机构捐赠等形式蒐集手稿，现今已

增加市场采购的方式。

国家图书馆正式创设名家手稿文库后，手稿

征集工作得到了社会知名人士的积极响应，闻一

多、吴晗、郭沫若、巴金、郑振铎、梁启超、徐志摩、

白寿彝、罗常培、张元济、阮章竞、冯友兰等名家的

手稿陆续入藏。 众多名家及其哲嗣把国家图书

馆当作捐赠手稿的首选之地，他们把自己、亲人、

老师的手稿放在国家总书库，并把这种捐赠看作

是崇高的荣誉。

近 ２０ 年来，随着作家书写方式的变化，手稿

数量锐减，当代名家的手稿几乎不再出现，２０ 年

间续有收藏的依然为近现代名家手迹。 增加数

量较大的批次主要有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国家图书馆

将普通文献中的名家手稿调整到名家手稿库保

管，其中包括袁世凯、周作人、叶德辉、王揖唐、王

克敏、桥川时雄等的手稿墨迹，伦明、王树楠、李慈

铭、邵章、冯汝玠、红豆馆主等人的文稿诗稿，李详

（李审言）、萧一山、胡文楷、废名、吴承仕等学者

的手稿；除书稿、文稿、诗稿、笔记外，还有非常珍

贵的名人日记和墨宝，以及 ２００４ 年《文献》刊物

编辑部将所存 ８５ 件名家手稿及 １９９３ 年以前的全

部档案移交，充实和丰富了名家手稿文库的馆藏。

１ ２　 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专藏的特点

国家图书馆的名家手稿文库专藏有其突出

的特点。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 ２ １　 名家代表作多，一些名家设有专藏

国家图书馆的手稿收藏悬格极高，简言之，须

为名家代表作，如巴金的《家》《春》《秋》，王国维

的《人间词话》。 对手稿数量大且多为其代表作

或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献作者，如梁启超、王国

维、鲁迅、郑振铎、巴金、傅雷等，设有其手稿专藏。
通过这些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

物的手稿，我们可以一睹对近现代社会产生深远

影响的作品的原貌，亦可以从中感受这些名家足

以垂范后世的涵养。
如曾 经 担 任 国 家 图 书 馆 馆 长 的 梁 启 超

（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其手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本
是任教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时所编讲义，约撰于

１９２３ 年冬至 １９２５ 年春之间，生前未成完璧。 该

书详细研究了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

术史，阐释了学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相互转化

的原因，并从哲学和思想层面分析清代的学派、代
表人物和典型作品，开创了学术史的新体例。

王国维（１８７７—１９２７）的《人间词话》为文学

批评名著，作者融会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美学思

想，论述词的艺术特征与创作方法，提出“境界

说”。 手稿约撰于 １９０８ 年 ７ 月至 ９ 月间，书写于

王国维之弟王国华的札记本上。 正文共 ２０ 页，扉
页有王国维诗作《戏效季英作口号诗》６ 首，正文

后有《静庵藏书目》１５ 页。

１ ２ ２　 时间跨度大，名家涉及领域广

在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近现代中国，知识分

子积极活跃于政治舞台和思想前沿，以学术、文化

救国。 他们在各个领域辛勤耕耘，在改造传统文

化、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如

灿烂的群星照亮了中国的历史时空，亦映射着中

华民族的现在与未来。 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文学、
传统文史学术、革命斗争、政治经济、科学、翻译、
日记书信等各类手稿，为我们了解近现代中国提

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这些手稿也是今天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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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感知历史的桥梁。
名家手稿文库所收手稿自清末到近现代，偶

有当代人物，时间跨度大，且涉及到各个重要领

域的重要人物，其中的文学作品多与时代同步，
是研究近现代专门史不可或缺的一手材料。 如

曹禺（１９１０—１９９６）的《北京人》，郭沫若（１８９２—
１９７８） 创作的五幕话剧 《屈原》，丁玲 （ １９０４—
１９８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

（１９０８—１９７９）创作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阮章

竞（１９１４—２０００）创作的长篇叙事诗《漳河水》，老
舍（１８９９—１９６６）１９５１ 年创作的三幕六场话剧《龙
须沟》等都是以文学创作的方式再现波澜壮阔的

历史场景。 而章太炎（１８６９—１９３６）的《訄书》、陈
独秀 （ １８７９—１９４２） 的 《孔子与中国》、 冯友兰

（１８８５—１９９０）的《新世训》、朱自清（１８９８—１９４８）
的《古诗十九首释》、吴晗（１９０９—１９６９）的《朱元

璋传》、罗常培（１８９９—１９５８）的《语言与文化》皆

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著作。 同时，还有涉及革命斗

争的文献，如沈雁冰（１８９６—１９８１，笔名茅盾）在

１９２５ 年起草的一份罢工谈判文件《复工条件》、杨
献珍（１８９６—１９９２）撰写的《党与阶级（群众）的关

系》。 此外，馆藏中的自然科学家手稿不仅涉及

数理化等基础科学，而且涉及实际应用学科的许

多领域，如桥梁学、植物学、药物学、土木建筑、地
质学、地层学、本草学、生药学、农学、水利工程、天
文学、 微 生 物 学、 细 菌 学 等。 例 如， 詹 天 佑

（１８６１—１９１９）的《川汉路信底函稿》、毕业论文

《论大码头的起重机》 （英文）及其日记、信稿，数
学家苏步青的《Ｋ 展空间的画法直射的推广》（英
文），桥梁专家茅以升的《挡土墙土压力的两个经

典理论中的基本问题》，植物化学家、药物学家赵

承嘏的《关于几种中药的研究》，中国数学史奠基

人之一李俨的《中国算学史》，建筑结构和工程振

动方面著名学者杨先健的手稿等。
２００１ 年之后，国家图书馆还通过拍卖购进著

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地质学家李四光、以及天文学

家李珩、李鉴澄、陈道妫、张钰哲等多位科学家的

手稿；近年一些名家的日记也有入藏，如清末民初

政治活动家赵凤昌（１８５６—１９３８）所藏来往书札集

册、清季度支部大臣绍英（１８６１—１９２５）的日记；另
外国家图书馆还收有马克思、恩格斯手迹。 这些

手泽与墨迹，既能体现作品原貌，又兼具文物价值、
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
１ ２ ３　 存藏状况复杂

１ ２ ３ １　 内容丰富

入藏的手稿文献不仅包括常见的作者手写

原稿、誊清稿、修改稿、打印稿等，还包括名家日

记、往来书信和家书、研究报告、笔记摘抄，或附有

作者本人的证件证书、老照片、绘图、明信片等附

件，内容十分丰富。
１ ２ ３ ２　 装帧形式多样

手稿文献的装帧形式多样，有的外观同善本

古籍，采用线装、毛装、经折装、卷轴装等传统装帧

形式；有的外观同普通图书，采用精装、平装等装

订方式；有的直接记录在笔记本或稿纸上，或剪贴

在记录本上；有的装裱在镜框里；有的采用订书钉

或圆钉装订；还有的未加以装订直接为散页形式。
１ ２ ３ ３　 载体、书写材料不一

手稿文献在用纸上大多比较随意，且无一定

之规。 常见的手稿文献用纸有稿纸、信笺纸、宣
纸、白纸、油纸、机制纸等，并且纸张的大小规格、
颜色、花纹不一。 书写工具有毛笔、铅笔、圆珠笔

或钢笔，钢笔水还有碳素墨水、纯蓝墨水、红墨水

的差异，另有复写本、双面书写本等。
１ ２ ３ ４　 破损状况复杂

手稿文献的纸张老化程度严重，多有纸张残

破、边缘卷页、折痕、虫蛀、污渍，粘连、掉页、夹字，
字迹漫漶、磨损等情况。 加之过去的保存保护条

件所限，大量的单页珍贵手稿都采用硫酸纸袋保

存，装具种类也多有不适配的情况。 加之纸张本

身的质量问题，酸化、老化问题加剧，手稿的长期

保存受到影响。

２　 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专藏的修复、保护

及利用

２ １　 修复

拥有 １１０ 年历史的国家图书馆，在京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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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时期就配备了文献修复人员，纸本文献修复能

力较强，在“赵城金藏”“敦煌遗书” “永乐大典”
“西夏文献”“西域文书”等专项修复工程中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国家图书馆“装裱

修复技艺·古籍修复技艺” 被文化和旅游部（原
文化部，下称“文旅部”）正式确认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古籍修复技艺的国家级项目，修复人

员杜伟生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籍修复

技艺国家级传承人。 ２０１０ 年，国家图书馆古籍

馆文献修复组被文旅部命名为“国家级古籍修

复中心”；２０１３ 年，又被命名为“古籍修复技艺传

习中心”；２０１４ 年，被中组部、中宣部、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科技部联合授予第五届“全国专

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称号，并同时拥有两位

全国技术能手。 在名家手稿文库运行的几十

年间，国家图书馆科学修复了部分手稿，并给巴

金手稿等重要手稿文献加装了档案盒和木匣，改
善了存藏环境，同时积累了手稿修复的力量和

经验。

２ ２　 保护

名家代表作品的手稿多是一笔一划写就，其
本身就是国家和民族引以为傲的历史见证。 但

因为使用纸张普遍含酸，或墨水变质，且手稿传

承过程中饱经沧桑，很多手稿出现了纸张脆化、
墨迹褪变等现象。 如何妥善地保护这些手稿，是
一个世界性难题。

国家图书馆针对名家手稿的保护开展了大

量的探索与实践工作。 首先，将名家手稿与甲骨、
敦煌遗书等珍贵文献等同看待，提供最好的存藏

环境。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任继愈馆长还特别指示，对
巴金先生用圆珠笔书写的手稿进行保护，为此，
图书保护组采取多项保护措施，并专门制作无酸

档案盒和红木书盒，改善其保护微环境。 其次，图
书保护组对馆藏文献进行检测，抽检藏品中的名

家手稿［１］ 。 检测结果表明，馆藏名家手稿纸张的

ＰＨ 值平均为 ５ １，酸化较为严重，急需抢救，建议

尽快开展脱酸［２］ 。 与此同时去污、加固、字迹恢

复、装具制作等探索与实践也开展起来。 另外，

２００７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２００８ 年古籍保护

实验室开始筹建并于 ２０１０ 年建成。 鉴于实验室

在纸质文献保护策略及技术研究上的进步以及

实验室人员的学历、专业更符合纸质文献保护的

要求，实验室自 ２０１２ 至 ２０１７ 年针对名家手稿的

保护开展了若干专题研究，且卓有成效。 例如，实
验室对鲁迅手稿等单页文献在二十世纪五十年

代使用的硫酸纸袋保存进行了检测分析，并基于

当时条件下的优缺点，提出更换无酸纸袋的主张，
并建议根据近现代手稿多采用机制纸的客观状

况，尽早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其快速酸化老化［３］ 。

又如，实验室研究了塑料装具对纸质文献的适用

性，经过实验认为，塑料装具用于纸质文物具有透

明、阻隔能力强的优势，但选择不当反而会危害文

物［４］ 。 再如，实验室对字迹材料颜色进行红外光

谱研究，采用碳素墨水、纯黑墨水、纯红墨水、纯蓝

墨水、圆珠笔和复写纸等六种字迹材料，检测了不

同书写材料的老化情况。 另外，实验室还对充氮

封存、库房环境、装具材质、冷冻杀虫对纸张的影

响等进行了研究。

２ ３　 整理、研究和利用

国家图书馆在保护好名家手稿的同时，也在

最大限度地发挥文献的作用，当然在利用时充分

考虑捐赠者的要求和藏品保存状况。 一些手稿采

用影印出版的方式提供给更多的人利用研究。 国

家图书馆藏有一百余部王国维著作手稿、日记和

大量往还书信，《人间词话》多次出版，《国家图书

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在 ２０１７ 年由国家图书馆

古籍馆整理、中华书局出版，获中国出版协会

“２０１７ 年度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 另外，国家

图书馆出版社还影印出版了《赵凤昌藏札》《绍英

日记》等获得好评的图书；２０１４ 年《鲁迅未刊翻译

手稿》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鲁迅手稿近年

也正在中宣部、文旅部的组织下逐步进行整理、出
版，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还积极参加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鲁迅手稿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等
工作。

阮章竞手稿的入藏、整理、利用可以说是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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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利用的范例。 １９５４ 年，阮章竞将《漳河水》手
稿无偿赠予国家图书馆。 １９８２ 年，他又撰写《漫
忆咿呀学语时》（主要谈《漳河水》的创作经过）。
这部作品的手稿于 ２００２ 年由阮章竞之女阮援朝

无偿捐赠给国家图书馆。 在进一步了解了国家

图书馆对名家手稿的相关工作，特别是国家图书

馆古籍馆员工的专业素养后，２０１３ 年阮援朝女士

再次无偿捐赠阮章竞先生《在太行山时期的一些

材料》等笔记手稿资料共计 ８７ 种 １８４ 册 ／叶 ／件。
阮援朝女士在无偿捐赠时提议，由国家图书馆、
中山市（阮章竞家乡）中山图书馆和她本人一起

开展馆藏阮章竞手稿全文影像数据库建设，建成

后同时在国家图书馆、中山图书馆上线发布，并
在合适的时候召开阮章竞专题小型研讨会，以使

手稿资料产生更大影响，发挥更大作用。 ２０１７ 年

阮援朝女士与中华书局有限公司合作，选取部分

笔记出版《阮章竞太行山笔记四种》（影印本），在
国家图书馆举行“国家图书馆阮章竞笔记手稿捐

赠仪式暨中华书局《阮章竞太行山笔记四种》影

印本首发式”，邀请嘉宾多是名家哲嗣，促成了新

一轮的手稿及革命文献捐赠。
国家图书馆还通过展览等方式向社会公众

介绍名家手迹、彰显名家贡献、弘扬名家精神。
２００１ 年，国家图书馆举办名家手稿展，展出 ９０
余位名家的手迹，开幕式上张元济先生的侄女张

祥宝女士及罗常培先生的女儿罗慎仪女士将珍

藏的手稿捐与国家图书馆。 ２０１４ 年，国家典籍

博物馆建成并向观众开放，开馆大展之一即是名

家手稿。 至今，该展览仍在继续，只是展品时有

更换。 同时在一些纪念活动中也借机展出名家

手迹，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名家的精神借此

得以传承。 ２０１８ 年，为纪念为国家图书馆做出

重大贡献的梁启超馆长，梁启超铜像落成，《梁

启超手稿精粹》也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国家图书馆还根据一些名家手稿制作文创产品，
让名家的精神走进生活，引领这个时代的后来者

前行。

３　 对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专藏征集、保护

与利用的思考

３ １　 加强手稿保护科学研究，以现代技术

和修复技艺为手稿长期存藏保驾护航
　 　 国家图书馆应充分利用古籍保护实验室，对

手稿的保存环境、酸化程度、老化机理等诸多方面

进行科学检测和研究，探索出适合手稿保存保护

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办法，减缓手稿的老化速度，
这是国家图书馆的使命和责任。 经过实验室近年

的攻关，脱酸技术已经成熟、脱酸液也已经申报国

家专利。 国家图书馆应及时对名家手稿专藏进行

脱酸处理，提升手稿的生命质量，延长其使用寿

命；同时采用适配的装具和可行的办法对手稿进

行最小干预原则下的有效修复，科学、规范地为手

稿续命应是手稿保护的重点。

３ ２　 通过数字化、影印或整理出版等方式

开展对手稿的再生性保护
　 　 国家图书馆应探索通过数字化、影印出版、整

理出版等多种方式，加强对现有手稿专藏的再生

性保护：在保证手稿安全的前提下，实施手稿数字

化，完整留存一手材料，这样既可方便利用又能减

小手迹自然衰变导致的不良后果；以影印出版方

式保留手稿的原始状态；通过整理出版方式加强

手稿内容的推广传播，在增加投入的基础上加快

再生性保护进程。

３ ３　 开展深入、全方位、专题化研究

让手稿中的精神走得更远是捐赠者和保管

者的心愿，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需要，如上文所述

针对阮章竞手稿的全方位合作即出于这样的目

的。 当下，深入、全方位、专题化的研究应成为必

需，采用新研究方法成为新研究成果产生的必备

手段。 将近年热度渐高的写本学研究方法和理念

引入手稿研究领域，加强对书写方式、文字形态、
纸墨质地的研究和对作者身体、感情、交游、社会

背景的分析，适时开展知识库建设，让基础知识更

坚实、知识关联更清晰、成果内容更扎实，提升研

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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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为捐赠者提供贴心服务和更多尊重，
促成更多手稿入藏国图
　 　 在手稿几成绝唱的时代，如何促成更多的手

稿资料集中入藏于公藏机构是值得用心思考的

问题。 捐赠者所捐赠的不仅仅是一件文献，更是

一份带着温度、带着情感的先人手泽。 因此捐赠

者需要的是一份尊重、一份告慰和一份回忆。
１９５４ 年 ３ 月，馆方派冯宝琳与梁氏亲属取得

联系，得到梁令娴（思顺）、梁思成及其他梁氏家

属支持，获得其慨然捐赠的全部手稿。 梁启超长

女梁令娴女士致本馆的赠书函如下：
先父手迹，得贵馆负责保存，十分欣兴。 文稿

三大箱在西单手帕胡同甲三十三号梁宅，请于下

星期一日———四月十九日———上午前往搬取。
我处有目录一份，其他墨迹也愿一并奉赠，请派

人来。 专此布覆，并致

敬礼！ 梁令娴启

一九五四  四  十六 
这批著作手稿包括了收录在梁启超《饮冰室

合集》中的全部文稿，也包括相当一批未入合集

的稿件。 为此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亲自签署

了褒奖状，谢词如下：
梁令娴、梁思成先生以所藏梁启超先生饮冰

室文稿三百九十三种计八千二百六十六页捐献

国家，公诸人民，特予褒扬，此状。 　 部长：沈雁

冰　 　 一九五四年十月廿日

部长亲自签发褒奖状成为捐赠者的崇高荣

誉，给予捐赠者尊重、荣誉、贴心服务，会促成后人

做出将先贤手稿归属公藏机构的决定，从而为手

稿的长期保存保护提供更好的条件。 近年，考虑

到捐赠者的情感需要，国家图书馆为捐赠者提供

数字化影像或高仿复制品作为留念，得到了捐赠

者的认同。 在手稿难寻的当代，这或许就是国家

图书馆的手稿收藏还能延续不断的原因之一。

３ ５　 加强手稿入藏宣传

在近年的捐赠中，展览、新闻报道等形式已经

成为重要的宣传渠道。 通过报刊报道、展览宣传

等了解相关事宜并决定捐赠的占了一定比例，此
外还有媒体人热心襄助、居中联络而促成的捐赠。
近年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写的“古籍善本掌故丛

书”中有一册是有关名家手稿和革命文献的，一些

人通过该书内容了解了名家手稿捐赠事宜；还有

一些捐赠者是通过捐赠仪式了解了国家图书馆的

手稿收藏，进而决定捐献所藏手稿。 因此，用心的宣

传是将有限的手稿资源收藏入馆的重要途径之一。
名人手稿是一个时代、一段历史最真实的记

录，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

个性的鲜明体现，让后世能够共享这一宝贵的精

神财富，为中华文化的辉煌留下历史的见证，这是

造福子孙、功在千秋的伟大事业。 对我们而言，从
事具体的保存保护工作，这份责任虽沉重，但义不

容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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