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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版本价值、学术
价值还是历史价值，辽宁省
图书馆珍藏的《学易记》都无
比珍贵。这本与《易经》相关
的古籍，不仅反映了700多
年前北方地区“易学”研究状
况，还在无意中记录并见证
了一个时代，即忽必烈“中
统”时期的开启，以及这个时
代所推行的货币政策和其他
历史史实。

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定国
号为“元”，元朝建立。在此之前，忽必烈已
于 1260 年继承蒙古汗位，定年号为“中
统”。也就是在这一年，由李简撰写的《学
易记》正式刊刻，这套古籍也成为国内目前
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套蒙元“中统”刻本。因
为“中统”年间保留至今的古籍较为罕见，
因此，在版本学专家的眼中，这套《学易记》
十分珍贵。

“之所以能确定《学易记》为‘中统’年
间刻本，是因为在这本书的序言部分，作者
李简留下了明确的年份记载。”辽宁省图书
馆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刘冰说。

在《学易记·原序》中，李简提到“中
统 建 元 庚 申 ”，具 体 年 份 指 的 就 是“ 中
统 ”元 年 ，也 是 南 宋景定元年，即公元
1260 年。

《学易记》的作者李简在史料中没有
太多记载，只在《学易记》序言部分，有他
的自述，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一些蛛丝
马迹。

李简是信都（今河北省衡水市）人，生
活在宋、金、元相交的历史时期。大约在
1240 年前后，李简居住在山东莱芜，在此
期间，他对《易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两年
后，他从莱芜来到 100 公里外的东平。到
了东平后，他又围绕《易学》博览群书，并与
当时一些研究《易学》的北方学者进行深入
探讨与交流。后来，李简又来到泰安。在
这里，他“遂取向所集《学易记》观之”并重
新进行了修改。

通过上述这些时间节点，不仅可以窥
探李简的行动轨迹，还可以知道从钻研易
学到最终成书，李简至少在这本《学易记》
上花了20年的时间。

和我省珍藏的很多古籍一样，这套《学
易记》从刊刻至今，也经历了颠沛流离。明
末清初，这套书曾被大藏书家叶树廉收藏，
在书上钤有“石君”“朴学斋”的印章。清朝
中期，这套书进入清宫“天禄琳琅”阁，书上
有“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鉴”“五福五代
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
之宝”等藏书印。后来，宣统皇帝溥仪将这
套书带出清宫，《学易记》先后在天津、长春
等地收藏。

刘冰表示，上世纪 50 年代，《学易记》
一分为二，现在辽宁省图书馆收藏的只是

《学易记》的前半部，而这套书的下半部被
国家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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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易记》这套古籍到底写的是什么内
容呢？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副研究员谢辉研究元代易学多年，他告
诉记者：“简单说，《学易记》是一本集合
多方学者关于《易经》观点的著作。在
书中，李简没有陈述自己的易学观点，
而是通过集合他人的观点，表达了自己
的态度。”

历史上，《易经》的研究者众多。很多
人认为，元代在易学研究史上是一个没有
建树、毫无成就的年代。“并非如此。实际
上，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1130 年-1200
年）对周易的研究成果在元代时期迎来全
面繁荣和飞跃式发展。”谢辉表示，透过

《学易记》这本书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北方
地区不仅易学研究者众多，而且通过书中
观点的采集，能够窥视当时的南北文化交
流畅通。

首先，《学易记》糅合了北宋、南宋、金
等朝代多位易学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当
时文化的交融。谢辉表示，李简的《学易
记》是历史上为数不多采取“集结体”注解

《易经》的著作。在这套书中，李简一共选
取了张特立（金朝）、程颐（北宋）、朱熹、杨
万里（南宋）等64位学者的观点，如此广博
的《易经》观点集合于一套书，这是较为少
见的。

李简生活在北方地区，处于宋、金、蒙
元战乱不断的年代。他能收集到很多朝代
的观点，尤其是南宋学者的观点，说明当时
虽然势力割据，战乱不断，但并没有阻断南
北方之间的文化交流。

其次，《学易记》中弱化了朱熹易学研
究观点，表明北方地区学者易学研究观点
的多元化。南宋时期，南北方对《易经》的研
究情况并不相同。相较于北方地区，南宋的

《易经》研究者众多。谢辉说：“国内有权威学
者进行过统计，北方地区研究《易学》的著作
数量仅是南方地区的1/10。”不仅如此，南宋
对易学的研究深入且全面，并多遵从朱熹
易学观点，而北方地区并不是这样，李简的

《学易记》就是这一情况的最佳例证。
“《学易记》虽然是一套集结体著作，但

在选取的观点中，李简并不是简单的观点堆
砌，而是经过了剪裁去取，在这个过程中，他
更倾向于继承汉唐旧书以及北宋程颐易学
观点，并没有像同时期的南宋学者那样，完
全遵从朱熹易学观点。”谢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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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60年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年份。
这一年，元世祖忽必烈确立了首个年号

“中统”。虽然“中统”这个年号只存在了4年
多即废止，被忽必烈的另一个年号“至元”所
取代，但在历史上，“中统”还是留下了一些
与之相关的、带有年代印记的文物。除了刊
刻《学易记》外，较为有名的就是我国现存最
早的纸币实物“中统元宝交钞”。

“中统元宝交钞”是元朝最主要的一
种纸币，面额分为十文、二十文等。据《元
史·食货志》记载，“中统元宝交钞”始于中
统元年，结束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
一共使用了27年。

锦州市博物馆收藏一块“中统元宝交
钞”铜钞版，就是上述这段历史的明证。考
古专家推算，这块铜钞版的刻印时间是
1276 年至 1287 年之间，也就是说，这块铜
钞版的“出生”时间已近于“中统元宝交钞”
的结束时间。

那么，忽必烈为什么要在即位之初就
推行纸钞呢？这主要是受宋、金纸钞的启
发与影响。

北宋时期，在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
最早的纸币——“交子”，之后，南宋出现了

“关子”“会子”等纸币，金朝则出现了“贞祐
宝券”等纸币，这些都为忽必烈发行“中统
元宝交钞”提供了经验。

北宋交子这种纸币的出现，不仅便于
百姓携带，方便了商业往来,而且因为可以
在较大范围内流通，有利于促进商品流通，
比现钱具有较多优势，所以后来的朝代开
始效仿，纷纷推出各种名字不同的纸币。

也正是因为看到了纸币所具有的优
势，忽必烈广为推行“中统元宝交钞”，这段
时间也正是元朝纸币流通的黄金时期。

据史料记载，在这“黄金 20 年里”，元
朝每年纸币的发行量较为稳定，因为具有
权威性，元朝民间有了“视钞重于金银”的
说法。不过，此后几十年，这些纸币从最初
的轻微通胀，到最后币值大幅下跌，最终，
这些纸币和元朝政权一样，消失在了历史
长河中。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图书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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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双鱼尾”？

在古籍《学易记》的基本数据资料中，有这样
的描述：“版框高 22.2厘米、宽 17.1厘米，白口、双
鱼尾、左右双边……”那么，这个“双鱼尾”指的是
什么呢？

通俗来讲，“鱼尾”是古籍的版心中间用来当
作折页基准的图形，主要是用来标示中缝线。因
为这些图形很像鱼的尾巴，因此得名“鱼尾”。根据
形状和使用不同，鱼尾分为单鱼尾、双鱼尾、顺鱼
尾、对鱼尾等几种形式。

这些鱼尾具有美观和实用双重作用。宋代之
后的一些古籍刻本中，有些鱼尾不只用于书口，有
些还用在书内的标题、曲牌等上面，成为突出重点
的一种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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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古籍《学易记》的过程中，相
较于这套古籍丰厚的内容，更能引起我
兴趣的，是隐藏在这套书背后的丰富的
历史信息。

《学易记》的刊刻有意或无意地踩中
了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260
年。就像我在正文中所写，这一年忽必
烈继承汗位，创立大蒙古帝国，年号“中
统”，也正是在这一年，忽必烈这个开疆
拓土且具有雄才伟略的君主，正式发行

“中统元宝交钞”纸钞。
这一年也是宋理宗景定元年，忽必

烈创立的帝国与南宋激战正酣。居于长
江之南一隅的南宋已经显示出颓态，虽
然很多人已经预感到了南宋将要迎来的

惨烈结局，但没有人会准确预测到亡国
时间会是在 20 年后。更没有人会想到，
在 1260 年这一年成为南宋进士的陆秀
夫，会是那个抱着南宋王朝年幼皇帝同
时坠海、共同结束自己和大宋王朝生命
的人。

也是在这一年，时任宁海军节度判
官的文天祥请求杀掉南宋大臣董宋臣。
因为在蒙古军大举南侵的危急时刻，董
宋臣不仅不鼓舞士气，研究如何积极应
战，而是向正在焦虑的皇帝提出尽快迁
都。让文天祥气愤的是，对于这个荒谬
的提议，朝堂之上竟然无一人站出来反
对。倍感失望的文天祥一再哀叹，于是
在这一年请求去职回乡。

公元 1260 年，这一年发生的历史事
件绝非上述几个。

正是因为有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
套《学易记》，我们才有机会从这个时间
节点上，将这些原本已经消散的历史事
件串联起来，进而勾勒出一幅风云激荡
的历史图景。这，正是古籍的重要历史
价值。

相较于现代书籍，古籍文字的晦涩
难懂可能会让一部分读者觉得陌生与疏
远，但沉下心来，我们总会在古籍上找到
一些时间印记，而这份印记犹如吉光片
羽，让我们沉浸其中。与此同时，我们也
会手握这些碎片，去打开另外一扇回望
历史的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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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图书馆藏《学易记》。

古代书籍各部位名称示意图。

版心 地脚 鱼尾

书脑

书耳 象鼻 界行
天头

书栏

书口

书签
书首

书背

书角书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