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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图书馆藏有宋刻本
《南史》残卷，共两册。《南史》
是由唐代著名史学家李延寿
编撰完成的、关于南北朝时
期南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
史。虽然由私人编著完成，
但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
位，为后世名人称赞。唐高
宗为之作序，经唐朝政府批
准流传，成为传世正史之
一。省图藏宋刻本《南史》从
另一个侧面向人们展示了古
籍流传与保护的艰难以及传
世古籍的珍贵。

在辽宁省图书馆古籍阅览室查阅过宋
版《南史》后，记者来到辽宁省博物馆，参
观“和合中国”展览，一幅丝绢绣品吸引了
记者。引起记者注意的并不是这幅绣品与
省图藏宋版《南史》来自同一个朝代，而是
绣品上有两枚“朱启钤印”，它们唤醒了记
者脑海中关于这两件文物在 70 多年前所
遭遇的跌宕起伏的经历。

如同人海中散步的两个陌生人有可
能因为一场意外而产生交集，辽博展出
的这件《宋绣梅竹鹦鹉图》在 70 多年前
的战乱中，与省图藏宋版《南史》有着密
切的联系。

辽博藏《宋绣梅竹鹦鹉图》的绢面与册
页左下方都钤有“朱启钤印”。朱启钤的人
生经历丰富，在北洋政府时期曾官至代理
国务总理，同时他又是一位古建筑学家、工
艺美术家，对于我国古代的丝绣有非常深
入的研究。

辛亥革命后，一些八旗子弟为了生计
开始变卖家产。曾经的恭亲王溥伟也在变
卖府里各种珍宝，引来无数人登门求购。
朱启钤闻讯赶来，可惜晚了一步，就在要离
开时，几个佣人抬出一筐“破布”丢在门
口。朱启钤无意瞟了一眼，结果发现其中
一件竟是宋代缂丝珍品《山茶蛱蝶图》，立
即用 100 块大洋买下剩余的 200 余件“破
布”，它们皆是宋代丝绣珍品，这当中就有

《宋绣梅竹鹦鹉图》。
这些宋代丝绣多为清帝赏赐之物，异

常珍贵。朱启钤将这些藏品一一整理著
录，写成《存素堂丝绣录》。1929 年，朱启
钤组织创建了中国营造学社并影刻宋版

《营造法式》，由于急需经费，他便把这批宋
代丝绣珍品以20万大洋转让给了张学良。

“九一八”事变后，这批国宝落到日本
侵略者手中，他们以这批国宝为蓝本出版
了《纂组英华》一书，用来为伪满政权造势。

跟宋代丝绣的故事差不多，宋版古籍
也遭遇了劫难。1922年，已经退位的末代
皇帝溥仪赏赐给溥杰一批书画，其中就有

“宋版《南史》一部四套”。这部宋版《南史》
与其他书画一起被其运到天津，后又一路
携到长春伪皇宫。

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刘冰说：
“馆藏的宋版《南史》只有两册，就是从这部
宋版《南史》中散出的。”

1945 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朱启钤
生怕这批宋代丝绣毁于战火，多方奔走。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派人将这批国宝运出，
暂存于北京故宫。1946年，当时的国民党
政府命人选出钤有“天禄琳琅”藏书印玺的
善本书13箱，其中有宋版《南史》。这些古
籍被运往沈阳，暂存于沈阳故宫。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连吃败
仗，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多次指令，要
将这批古籍“悉数内运”。时任沈阳故宫博
物院院长的金毓黻在压力之下想到以物换
物的法子，提出南运古籍可以，但是需要用
存放于北京故宫的宋
代丝绣来交换。经过
反复商议，1948 年 8
月 24日，暂存于沈阳
故宫包括宋版《南史》
的这批古籍被运至北
平，完成了交换。

正在辽博展出的
这件《宋绣梅竹鹦鹉
图》是交换品之一，它
又折回东北，入藏东
北博物馆，即今天的
辽宁省博物馆。而那
批古籍先是暂存北京
故宫，后转藏北京图
书馆，即今天的国家
图书馆。事后研究人
员整理这批古籍时，
发现有宋版《南史》共
29册。

1946 年，当时的
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
在匆忙之中挑选古籍
善本。古籍除运走的
之外，余下部分被人
民军队收集并妥善保
存起来，后入藏东北
图书馆，即今天的辽
宁省图书馆。研究人
员从中发现了两册宋
版《南史》。经过比对
研究，确认这两册《南
史》正是从溥仪私带
出宫宋版《南史》中散
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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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冰说：“馆藏的两册宋版《南史》没有
清宫‘天禄琳琅’鉴藏印，应该是属于清宫
所藏的其他宋版书。书上钤有‘季振宜藏
书’印记，反映这部古籍进入清宫前曾由明
末清初藏书家季振宜收藏过。”查对季振宜
传世的《季苍苇书目》，可知《南史》共80卷
40本。

汇总国家图书馆和辽宁省图书馆藏宋
版《南史》，目前存世的共有 47卷 31册，较
季振宜时的收藏，缺失了33卷9册。

研究发现，现存的《南史》卷十一、十四
至十八、二十一配有清初抄本，可推断此书
在进入清宫时便已经残缺，因此在相关著
录中都将其称为《南史》宋刻本残卷。

省图藏宋版《南史》原清宫装帧的封面
已经缺失，现为牛皮纸书衣，是省图古籍保
护工作者在入藏后为其精心制作的，字体
采用精美的欧体楷书。

1975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百衲本”
《南史》，这是主要依据传世的元代刻本，并
综合了其他传世版本后编辑而成的《南
史》。在此书序言中，编者将当时北京图书
馆藏《南史》宋刻本残卷称为“嘉祐本”。之
所以称为“百衲本”，是因为这个版本是用
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拼印起来的书。

因为存世宋版《南史》没有序言及牌记
等确切记录书籍刊刻年代的标志，根据宋
版书较为严格的避讳规则，版本学家判断
出此书刊刻于北宋仁宗年间。

据《宋史·彭乘传》记载：“天禧初，用寇准
荐，为馆阁校勘。预校正《南北史》。”说的是
北宋早期官员彭乘曾经受命去校正《南史》，
时间是在宋真宗天禧初年。此后再无记载。
不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瞿林东在南宋著名
学者王应麟编著的《玉海》中找到重要线索，
其中记有：“天圣二年（1024年），校《南北史》

《隋书》。四年（1026年）十二月，毕。”“景祐元
年（1034年）四月丙辰，命宋祁等覆校《南北
史》。”“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敕馆阁校勘

《宋书》以下七史，送杭州开板。”“嘉祐”为宋仁
宗使用的最后一个年号。

经过研究，版本学家认定省图藏宋版
《南史》为北宋嘉祐本。这就告诉人们，这
是一部距今近1000年的宋代官刻史籍，是
目前存世的《南史》最早的刻本。省图藏的
宋版《南史》两册分别为14卷和70卷，其中
14卷配清初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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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冰说：“在被唐以后历代王朝认可的
正史中，《南史》算是一部极其独特的史籍，
它由个人编修完成，却在后世获得了很高
的评价。”

据介绍，《南史》由唐代著名史学家李延
寿在其父李大师整理史籍的基础上编撰完
成。记述了始自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420
年），终至南朝陈后主祯明三年（589年）的南
朝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共170年的历史。

《北史·序传》记载，李大师年少时看到
南北朝时期史事记述的种种弊端，就立志
按《吴越春秋》的体例编写一部南北朝史。
然而因隋末战乱，他的编史工作屡屡中
断。当他再执笔从事史书撰述时，已是唐
高祖武德九年（626 年），李大师于贞观二
年（628年）去世。在临终之前，他“所撰未
毕，以为没齿之恨”。

李大师的儿子李延寿在贞观年间先后
任东宫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御史台主簿兼
直国史符玺郎等官职兼修国史。他继承父
志，修史成为他奋斗一生的事业。他参加
了唐代官修史书《隋书》《五代史志》《晋书》
和唐朝当代国史的修撰工作，还独自撰写
了30卷的《太宗政典》。在这个过程中，他
独立修成了《南史》和《北史》。

后代史家对李延寿编修的《南史》给予
了高度评价，《旧唐书》中赞道：“李延寿研考
史学，修撰删补，克成大典，方之班、马，何代
无人？”《旧唐书》将李延寿比作唐代的司马
迁、班固。宋代杰出史家司马光精研史学，
博览历代史书，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感叹道：

“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叙
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
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另外，
欧阳修、宋祁也赞扬李延寿“以史学称当世”

“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词，过本书（指的是
欧阳修宋祁编的《新唐书》，编者注）远甚。”

唐高宗曾为《南史》作序，并经唐朝政
府颁行，可惜到了宋代，唐高宗的序文已经
失传。

对于《南史》广获赞誉的原因，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少雍曾就《南史》中的史
传文学与后世小说的关系进行解析，指出
李延寿修《南史》的准则，是广采异文，引发
读者的兴趣。

这样的例子在《南史》中可以找到很
多，例如《南齐书·柳世隆传》记载：“泰始
初，四方反叛。（柳）世隆于上庸起兵以应宋
明帝，为孔道存所败。众散逃隐，道存购之
甚急。军人有貌相似者，斩送之。时世隆
母郭、妻阎并见絷襄阳狱，道存以所送首示
之。母见首悲情小歇，而妻阎号叫方甚，窃
谓郭曰：‘今见不悲，为人所觉，唯当大恸以
灭之。’世隆竟以免。”这段文字生动地记述
了一个历史故事。南朝宋、南齐宰相柳世
隆兵败逃跑后，孔道存认为相像的人是他，
斩首后让柳世隆的家人辨认。妻阎氏劝婆
婆郭氏一起大哭，帮助丈夫逃过劫难。《南
史》对于母见假首“悲情小歇”，而其妻则

“号叫方甚”等细节的记录，反映了李延寿
的历史编纂学识和审美趣味。这样的事例
在《南史》中不胜枚举。

唐朝初年，史官完成了南朝宋、齐、梁、
陈四朝史事的编修后，产生了一个有趣的
现象。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述：“南北八
朝史……在有唐一代，并未行世……唯

‘南、北史’卷帙稍简，抄写易成，故天下多
有其书。世人所见八朝事迹，唯恃此耳。”
反映了北宋以前，《南史》在流传和影响上
是官修正史所不可企及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辽宁省图书馆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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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
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
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
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
间。”这是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传世
名篇《书愤》中的诗句。

这首诗作于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
年)春，这时陆游退居山阴家中，已是 62
岁的老人。从淳熙七年（1180 年）起，他
罢官已 6年，挂着一个空衔在故乡蛰居。
直到作此诗时，才以朝奉大夫、权知严州
军州事起用。因此，诗的内容兼有追怀
往事和重新立誓报国的两重感情。

诗人陆游以“塞上长城”自许，典故
正是出自《南史》。《南史·檀道济传》，南
朝宋文帝杀大将檀道济，檀在临死前投
笔怒叱：“乃坏汝万里长城！”意思就是宋
文帝是在自毁长城，自取灭亡。

当然，陆游对于《南史》的喜爱不止

于此。受父亲影响，陆游当年也以藏书
著名。他“尝宦四川，出峡不载一物，尽
买蜀书以归，其编目益巨”。

此外，他还致力于刊刻书籍。刘冰
说：“陆游不仅喜爱引用《南史》典故，还
曾经刊刻过《南史》。”

陆游《跋世说新语》中介绍了他在新
定刻书的情况：“郡中旧有《南史》《刘宾
客集》，版皆废于火，《世说》亦不复在。
游到官始重刻之，《世说》最后成，因并识
于卷末。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笠泽
陆游书。”淳熙戊申是宋孝宗淳熙十五年

（1188年）。
其实陆游对于《南史》的喜爱并不是

偶然的，作为唐代实现国家统一后完成
编著的史书，《南史》广为后世赞誉的原
因之一便是史书编撰过程中所体现的统
一思想。

《北史·序传》记载：“大师……常以

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
南 书 谓 北 为‘ 索 虏 ’, 北 书 指 南 为‘ 岛
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
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
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北京师范大
学教授瞿林东指出，这段话概括了李大
师对于历史著述的主要旨趣：第一，他
要改变南北朝人们作史以南北互相诬
骂、彼此以“索虏”和“岛夷”相称的惯
例。第二，他要改变南北朝人们作史以
本国详、他国略的通病。第三，他要改
变南北朝人们作史因种种偏见而造成

“往往失实”的缺陷。
瞿林东说：“从史学与政治的关系来

看，国家的统一，必然要求产生与之相适
应的历史著作。”

显然，一生主张抗金，收复失地的陆
游统一南北的情怀在《南史》中找到了共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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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史》第70卷首页。

辽博展出的《宋绣梅竹鹦鹉图》。
本报记者 郭 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