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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图书馆收藏的宋版
《礼记》是一部独特的珍品，
古籍字体采用颜体楷书，严
格执行了宋版书籍的避讳制
度。最新研究表明，比照传
世《礼记》版本，其刊刻时间
甚至早于相关著录中的最早
版本。

全书共20卷，其流转收
藏过程曲折。万幸的是，除
了省图藏有前5卷外，其余
15卷藏在国家图书馆。

省图藏宋版《礼记》于 2008 年进入第
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对于这部古
籍，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高级研究员
陈先行用了四个字：“允推白眉”。

这里的“白眉”是个典故，出自《三国
志》，说马良是兄弟中最有才学的一个，因
眉中有白毛，故称白眉。陈先行赞誉这部
宋版《礼记》是古籍中的精品。

虽然看过很多古籍数字化图片，宋版
《礼记》的图片打开时，记者还是被精美的
的书体震撼：一页页地翻看下去，渐渐心境
明晰，打动记者的是古籍的书法技艺。

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刘冰介
绍，《礼记》据传为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
学生们所作，是传世的儒家“三礼”（《仪礼》

《周礼》《礼记》）之一，由西汉礼学家戴德、
戴圣分别选编成书。戴德选编的 85 篇本
传到唐代时只剩下 39 篇。戴圣选编的 49
篇，也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也称

《小戴礼记》。
省图藏宋版《礼记》便是刻于南宋年间

的《小戴礼记》。由于这部著作集中、全面、
系统地阐释了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
后人又将其中的《大学》《中庸》卷独立成
书，成为《四书》中的两部。然而，这种熟悉
仍然无法改变这部宋版《礼记》给记者带来
的冲击。

首先是书版的抄录者。《礼记》的颜体
楷书写得挥洒自如，点提之间透出明显的
熟练、自在，书者那种对于自己笔墨的自信
和对这种书法的喜爱，会让后人自然而然
地感同身受。

其次，精妙的书法印成书籍有一道非
常重要的媒介，便是刻工。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教授王锷在研究这部宋版《礼记》过
程中，整理出刻工名字，有王子和、才美、王
良、朱顺、先用、祖六、祖万、苏三、王忠、会
四、王木等数十人。刻工不同于书者，要表
现出书法的神韵来，需要高超的技艺。在
这部古籍中，有些字如“法”“心”“之”等，刻
工都将笔锋走过后留下的牵丝生动地刻画
下来，极大地保留了书法原有的神采。

还有，宋代古籍字体的选择有着地区
间的侧重，如浙江一带书坊偏好欧体楷书，
四川地区则更加喜爱颜体字。版本学家正
是根据宋版《礼记》漂亮的颜体字推定其刊
刻于四川地区。一块块书版雕刻完成，便
已经是精美的艺术品。当然，这些精美的
雕版转化成传世的古籍还要经过一道重要
工序——印刷。对于这部古籍，版本学家
们还有四字评价：“摹泐精良”，也就是指印
刷出来的字迹不污浊，也不缺失，印出来的
笔画如同黑漆描画的那样，历时 800 多年
仍然清晰如新。可以推想，当年的印工拿
到书版，情不自禁用指关节轻轻叩击书版，
操着浑厚的蜀地方言赞不绝口，特别精心
地印刷这部古籍的场面。

完成省图藏宋版《礼记》的是一个由抄
录者、检校人员、刻工和印工等组成的密切
合作群体。如果把这个群体投射到“抑武
兴文”、教育迅速普及、书籍需求量大增进
而带动雕版印刷兴盛的宋代大背景下，那
么，他们与古籍一起共同构成了宋代文化
事业繁荣的生动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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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图藏宋版《礼记》版框高 23.8厘米，
宽 17.2 厘米，每页大字 8 列，每满列 16 个
字，注释采用双列小字，满列是 21 个字。
版心中雕着“礼记”及页次，下有刻工姓
名。其封面是清宫的原装，书衣为彩纹织
锦，书签由黄绫所制，用墨线绘出文武线的
边框，自上而下用楷书题写“宋板礼记”。
古籍存世已经 800 多年，书页四周有虫蛀
痕迹，用纸为桑树科树皮制作的纸张。

刘冰说：“我们馆藏的清宫‘天禄琳琅’
古籍，都有差不多相似的经历。”

查对《赏溥杰书画目》的著录，1922年
农历九月十四日，仍留住紫禁城的退位皇
帝溥仪赏赐溥杰的古籍中就有宋版《礼记》
一部，共4函20册。

据溥仪、溥杰回忆，大部分古籍被带到
长春伪皇宫。那里建筑破旧，没有任何防
潮、防蠹措施，这些国宝存放其中长达 14
年，很多古籍的书页因此霉烂、虫蛀。

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后，溥仪等人匆
忙逃离长春，伪皇宫藏书未来得及带走遭
到哄抢。或许是嫌书的体积大、分量沉，这
批内府珍藏的古籍大部分被扔得凌乱不
堪，满地狼藉。

1946 年 1 月，当时的国民政府命人用
马车将伪宫内书籍运至长春市政府存放，
他们选出钤有“天禄琳琅”藏书印玺的善本
书 13 箱，先寄存中央银行，再运往沈阳。
在这个过程中，宋版《礼记》被割离开来。

宋版《礼记》卷一至卷五共5册没有被
选出带走，与剩下的藏书一起被人民军队
整理收集。1950年，这批古籍入藏东北图
书馆，即现在的辽宁省图书馆。

宋版《礼记》卷六至卷二十，共15卷则
混在当时国民政府挑选的13箱古籍中，被
暂存在沈阳故宫。随着国民党军队在东北
战场连吃败仗，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多
次指令，要求沈阳故宫将文溯阁《四库全
书》、满文老档与伪皇宫藏书“悉数内运”。
时任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金毓黻拖延不
办。最终，他在压力之下想到以物换物的
解决方案。

此前，伪满时期中央银行曾存有60件
宋明丝绣，这批丝绣后被国民政府运到北
平。金毓黻提出内运古籍可以，但是需要
用这批宋明丝绣来交换。经过反复商议，
1948年 8月 24日，暂存于沈阳故宫的这批
国宝古籍被运至北平，最终完成了交换。

包括宋版《礼记》卷六至卷二十的这批
古籍先是藏于北京故宫，后入藏国家图书
馆。古籍全帙虽然历经劫难，如今得到精心
收藏，成为一部宋版孤本、全本，弥足珍贵。

贰

分
藏
于
国
图
和
省
图

刘冰说：“历史上对于这部宋版《礼记》
的最早著录是在清代。”《天禄琳琅书目后
编》记载：“《礼记》（四函二十册），郑康成
注，二十卷……宋大字本。自孝宗以上讳
皆阙笔，校正与余仁仲本同……”

据介绍，作为儒家经典的《礼记》，传世
的版本众多，研究存世的诸多古籍版本发
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来源，就是“唐开成
石经”，这部我国历史上最大、最重、最厚的
石质图书由唐文宗下令雕刻完成，至今仍
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至于纸质《礼记》版本，则有抚州
本、余仁仲本等诸多版本流行。所谓

抚州本，是南宋淳熙四年(1177
年)抚州公使库刻本，现藏于国
家图书馆。清代藏书家顾广圻
认为抚州本“于今日为最古矣”

“古香馣馤，原本独绝”，他的评
价产生很大影响，使抚州本《礼

记》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被认为
是后世可见的最早《礼记》版本。

南宋刻书家余仁仲在宋光宗绍
熙（1190 年至 1194 年）前后，以“余仁

仲万卷堂”“余仁仲家塾”等名号刻书很
多，传世余仁仲本《礼记》便是其中之一。

《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将省图藏宋版《礼记》
视作与余仁仲本相同，虽然确认了它的宋
版书地位，但对于版本价值评价并不明确。

王锷深入研究了分藏国图与省图的这
部宋版《礼记》。他注意到，从卷七第十三
页开始，很多书页钤有一长方形白文印，钤
盖随意，有的甚至钤于页边。这一藏书印
模糊。他分析这枚印应当在清乾隆年间以
前，或者更早。古籍如果经名家收藏，钤印
大多有一定规矩，这种用印方式，表明入藏
清宫前，这部宋版《礼记》藏家并非名家，这
从侧面验证了古籍没有出现在历史著录中
的原因。

此外，针对古籍内容，王锷比对了传世
的十余个版本《礼记》，发现这个版本的《礼
记》错误明显少于其他版本，表现出了极高
的版本价值。不仅如此，王锷还注意到，五
代时期国子监刊刻包括《礼记》在内的《九
经》，是首次利用雕版印刷技术传播经典，
对后世影响深远。北宋、南宋国子监以及
诸州郡县官府、府学刊刻儒家经注本，都是
五代监本的延续。北宋国子监翻刻《九经》
经注本，经常被皇帝赏赐给王公大臣和府
州学校，成为国家标准经书读本。

根据前人的记述，王锷分析，这种
每页 8 列，每列 16 个字，小字双列，书末
记录经注字数的刊刻模式，是五代两宋
监本经注的版式特征。王锷推断，分藏
国图与省图的这部宋版《礼记》是早于抚州
本、余仁仲本，更接近于五代北宋监本的

《礼记》版本，有可能是依据北宋监本的翻
刻本，是最早的刻印本。这对于人们认识
宋代国子监经书的行款版式、字体特征、刊
刻源流等，提供了极其重要信息。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图书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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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本

监本指的是官方刻本，大凡我国古代国子监
所刻印的书，统称为“监本”，可以看作是国家标准
版本。

国子监是我国古代朝廷中的教育管理机关，
也是最高学府兼国家出版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
五代时期的后唐，当时的宰相冯道命令国子监官
员田敏等校定《九经》，刻板颁行。这部《九经》以唐
石经为依据，成为宋以后历代儒家经典的祖本。

自此后，历朝国子监都曾经刻印图书，并以经
史为主。北宋监本多在杭州开雕，如宋太宗淳化
年间刻《史记》《汉书》，宋真宗咸平年间刻《七经正
义》《资治通鉴》等。宋代国子监所刻书，还允许士
人交纳纸墨钱自印，然而宋代监本流传至今的非
常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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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之战作为东汉末年发生的
一场以弱胜强的战役为人们所熟
知。刘冰说：“为《礼记》作注的东汉
末年儒家学者、经学家郑玄就是死于
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动荡当中。”

省图藏宋版《礼记》首页就印有
醒目的“郑氏注”，这位郑氏就是郑
玄。关于他，《后汉书》有传。郑玄，
字康成，北海郡高密县（今山东省高
密市）人。他家中贫寒，但从小学习，
到八九岁时就精通算术，十二三岁
时，就能诵读和讲述“五经”了。

虽然郑玄一心向学，但为了养家
糊口，在 18 岁那年，他不得不出仕，
充任乡啬夫之职，是主管税赋的乡
官。在此期间，郑玄仍然遍访名师，
不断向学，到了而立之年后，他已经
是一名有着较深造诣的经学家。

此后，郑玄千里迢迢西入关中，
拜当时最著名的经学大师马融为师，
学成归来，已经40多岁了，这时他已
成为全国精通今古的经学大师。

声名远播后，郑玄数次拒绝朝廷
的征召，一心一意从事著书讲学，他

打破了经学的家法，注释与著书“几
百余万言”，创立了“郑学”，在中国经
学发展史上作出了杰出贡献。后世
评价郑玄，认为他最大的功绩是编
辑、注释了“三礼”。汉代的《礼经》只
能靠老师讲授，没有注解，郑玄的老
师马融也只是注释了《丧服》卷。“三
礼”这个名称虽然是马融、卢植提出
来的，但却是从郑玄为《周礼》《仪礼》

《礼记》作注之后才确定下来。《礼记》
49 篇的选辑本得以独立成书，也是
始自郑玄。

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
袁绍与曹操的大军在官渡（今河南中
牟县东北）会战。袁绍为壮声势，争
取民心和士望，命长子袁谭逼迫郑玄
随军。

郑玄此时已经 74 岁了，饱经沧
桑，身体常觉不适。被逼无奈，他只
好抱病而行。走到元城（今河北大名
县境），病势加重，不能再走了。同年
六月，郑玄病逝于该县。

病重和临危之时，郑玄还在注释
《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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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图藏宋版《礼记》封面及内页。

《礼记》内页可见漂亮工整的颜体楷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