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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图书馆有一部镇
馆之宝——《明实录》。这部
古籍是清末民初史学家吴廷
燮等人抄自清内阁明清档
案，并经吴廷燮本人严格校
勘的手抄本，是一部近于内
阁原本的罕见珍本，同时也
是现存《明实录》抄本中卷帙
较为完整、内容相对精准的
一部史料长编。它记录了明
代近300年的历史，尤其是
对东北历史记录翔实，被誉
为“研究辽东文献之最好资
料”，是研究东北历史不可或
缺的“参考书”,具有较高的
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开发
价值。

上周，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记者走进弥
漫着樟木香味的沈阳市图书馆古籍藏书库。
在一排排摆放整齐、特别定制的樟木书箱中，
记者找到了珍贵古籍《明实录》。

这套古籍为线装本，红格朱丝栏内黑字
楷书，字体娟秀工整，行款、版式不一，多为
10行，行19字，四周单边。

沈阳市图书馆典藏部主任马丽向记者
介绍，这套《明实录》为吴廷燮抄本，简称吴
本，共计 42 函 256 册，其中《宣德别录》是
1917 年出版的铅印本补配。书中共有明代
16 个皇帝的专录，是清末史学家、清史馆总
纂吴廷燮等人抄自清内阁明清档案，并经吴
廷燮本人严格校勘的手抄本，是一部近于内
阁原本的罕见珍本。因抄录时略有节删，所
以有些改题为“别录”。最珍贵的是《英宗实
录》，共 7函 48册，其中有 4函 28册为绵纸楷
抄，蓝格，其书根以 28 星宿“角、亢、氐、房、
心、尾、箕”等顺序计册，正好 28 册。专家推
断，这 28 册古籍应为明朝毛晋“汲古阁”抄
本，甚为罕见，而余下的 3函 20册，则由吴廷
燮等人补抄完成。

吴本《明实录》记录了从元顺帝至正十二
年（1352年）到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近300
年的历史，是《明实录》中卷帙较为完整、内容
相对精准的一部历史典籍，记录了明朝的史
实故事，弥足珍贵。

提起这件“镇馆之宝”被发现的过程，还
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1978 年，为了编辑《全国古籍善本书总
目》，全国进行善本书普查。当时，沈阳市的
古旧籍文献都保存在沈阳故宫文溯阁中，工
作人员在古籍清理和鉴定过程中，发现了抄
本《明实录》。最初，研究人员以为是从京师
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抄来的。

沈阳市图书馆老馆员杨书元查阅了馆藏
的 1930 年出版的《辽宁省立图书馆馆刊》第
一卷（注：辽宁省立图书馆是沈阳市图书馆于
1929 年至 1931 年间的曾用名），其中有当时
的馆长卞鸿儒撰写的《馆藏写本〈明实录〉提
要》，文中记录了《明实录》的来源：“江宁吴向
之先生廷燮旧藏写本《明实录》三十九函二百
四十四册（实为42函256册）捐赠辽宁省立图
书馆。东北人士莫不盛称先生之雅量，而深
以获见珍本为荣幸。”时间是“民国十八年

（1929 年）岁末”。卞鸿儒在文中还详细描述
了吴廷燮捐赠《明实录》的初衷：吴廷燮曾经对
历史学家金静庵（金毓黻）表白心迹，说自己当
年抄写这部书颇费功夫，查考审核很精心。但
子孙难以世代守护此书，自己担心它会散佚丢
失，白白浪费了自己的精力。接着他又写道：

“吾以此书捐赠于辽宁图书馆，非惟书能永保，
且为东来留一纪念计，无有善于此者矣！”从中
可知，吴廷燮捐书有两个心愿，一是希望这套
珍贵的文献能够长久保存，二是为自己来东北
留作一个纪念。

于是，在金静庵引荐下，吴廷燮将抄本
《明实录》捐赠给辽宁省立图书馆。

卞鸿儒心怀感激，特别于 1930年 1月 15
日在《大亚画报》刊登鸣谢启事一则。为了酬
谢吴廷燮，卞鸿儒于当年的 3月 19日在沈阳
著名大饭店明湖春设答谢宴，邀请了当时辽
宁省教育厅厅长吴仲贤、省政府秘书长金毓
黻、东北大学文法院院长汪兆璠作陪，代表省
内文化界人士感谢吴先生割爱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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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吴廷燮为何要来东北呢？
记者查阅史料发现，吴廷燮在中国史学领

域里颇有建树，精于表谱学研究，一生纂辑甚
富。自少年时期就专工边陲兵事，后来辑录历
代藩镇年表十余种，参加修撰《清史》，还辑有

《清代纪年录》《部院大臣年表》《宰辅年表》等。
他也很重视地方史志的研究，参加过《奉天通
志》《江苏通志》《河南通志》等书的修纂。

吴廷燮（1865年-1947年），字向之，室名景
牧堂，晚年号景牧，祖籍江苏江宁（今南京），生
于山西榆次。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中举
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应山西巡抚赵尔巽
之邀出任太原府知府。光绪三十年（1904 年）
入京师政务处。1914年，任北京政府政事堂主
计局局长，后被清史馆馆长赵尔巽聘为清史馆
总纂。

吴廷燮对东北有深厚的感情，在其自撰的
《景牧自订年谱》中记载：1928年，他应邀赴沈阳
萃升书院，主讲史学，又受聘为奉天通志馆总
纂。吴廷燮在工作中对东北大地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而且这些工作也让他发挥所长。这为
1929年赠书一事奠定了基础。

从吴廷燮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在清末民初，
他历任要职，有机会接触到清宫藏的《明实
录》，所以才有后来的抄写之事。记者发现，从
吴本《明实录》的笔迹来看，书的字体、用笔各不
相同。专家初步判断，此本抄手应有十余人。

马丽讲起一件往事，证实了专家的推断。
那是1980年，一名叫杨文轩的读者来到沈阳市
图书馆，查阅《萃升丛刊》。老馆员杨书元在与
其交谈中得知，杨文轩曾就读于沈阳萃升书院，
并且是吴廷燮的学生。于是杨书元取出《明实
录》请杨文轩辨识。杨文轩肯定地说，这是吴廷
燮亲笔所书，因为吴先生的字体比较特殊，好辨
认，但吴先生亲笔抄录的只有几册。因为《明实
录》抄写量太大，吴先生请他人代抄，但每册都
经过了吴廷燮的严格校勘。在《太祖实录》册二
中，有吴廷燮《太祖要录序》一篇，对《明实录》做
了简要概括，对自己抄录该书始末也做了介绍。

那么吴本《明实录》究竟是什么时候抄写
的，又抄自何处呢？

吴廷燮著《景牧自订年谱》记载：“宣统二
年、四十六岁……是年学部设图书馆，移内阁皮
藏诸书存之，有明诸帝实录，燮时往写录。”从中
可以确定，吴本《明实录》是宣统二年（1910年）
开始，从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中抄写出来的，因此
称得上是一部近于内阁原本的罕见珍本。引人
注意的是，《明实录》中《永乐实录》以后各本，均
用写有“政事堂主计局”和“‘国务院’统计局”字
样的公用纸写录。专家分析，因吴廷燮任局长
是在1914年至1928年间，那么吴本《明实录》最
后抄完，应该是1928年他来东北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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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实录内容大多涉及皇帝
隐私、时政机密，因此规禁极严，外人难以
见到。《明实录·序》中明文规定：“廷臣非预
纂修，不得寓目。”明嘉靖之前，实录只在皇
宫内小范围流传，历朝实录放于内阁史馆
中，每次修史时可供史官们参考。明正德
初年，武英殿大学士王鏊任《孝宗实录》总
裁，他在《震泽集》中说：“顷入史馆，得窃览
本朝实录。”从中可知，当时官修通志或实
录，史官们可以参阅历朝实录。

后来，这种规禁被打破。近年来，有学
者考证，《明实录》的传抄与向外传播是从
嘉靖年间开始的。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实录
抄本多称《圣政记》，是《明实录》的别称。
如明代文学家、翰林院编修陆深是嘉靖前
期人，也是著名藏书家，但他财力有限，不
能多购精本，每遇到残本就廉价买下来，对
于书中的残缺部分，自己想方设法加以补
抄。陆深抄过部分《明实录》，他在给家人

的信中称：“寄回《圣政记》一部，十二本，此
即《太祖实录》，要熟看，中间颇有误字错
简，阙疑（即存疑）可也。”由此可知，至少

《太祖实录》抄本在当时社会上已有流传。
为什么陆深如此推崇《明实录》呢？他

在《俨山集》中自称：“为史官，睹累朝实录，
金匮石室之藏，于是乎稽事实，考治化，得
以沿流风，观俗尚。”陆深认为通过阅读“累
朝实录”，可以考核历史掌故，研究治理国
家、教化人民的方法，沿袭前代世俗风尚。

在此后的万历年间，大学士申时行命
诸学士校勘《明实录》，于是学士们互相抄
录，各种传抄本得以向外传播。如今《四库
全书存目丛书》收入一部《圣政记》12 卷，
别名《洪武圣政记》，应是此类抄本之一。

据清藏书家吴允嘉《天水冰山录》记
载，明代权臣严嵩被抄家后，竟然抄出《明
实录》抄本。探究严嵩的履历可知，他是嘉
靖十五年（1536 年）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

学士，负责《明实录》传抄工作。严嵩失势
后，被没收家产，在籍没财产名单中除了金
银财宝，还有书画古籍，更有“累朝实录八
部（五百七本，手抄）”记录，说明严嵩在替
政府抄录时，同时也替自己抄录了一部。
严嵩一生著述很多，抄录《明实录》也许是
作为参考备用书。

《明实录》是明代史学之源，但只有抄
本存世，却没有刊刻本。有学者推测，无人
敢刊刻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篇幅巨大，
私人刊刻财力有限；二是有政治禁忌，只有
官方出面才比较合规。因此，近代藏书家
视抄本为珍本，但抄本因版本情况十分复
杂，且多为残卷，经过辗转传抄，出现了卷
帙有出入、内容有详略，甚至有脱落、错字
等讹误。

直到1941年，有人影印江苏省立国学
图书馆传抄本，共500册，成为《明实录》的
第一部印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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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是历代帝王的编年体大事记，最早的
实录是《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梁皇帝实录》，共
3 卷。从唐代开始，每一位新君继位都诏令史
官根据前朝皇帝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录等重新
加以汇总，编成前朝皇帝的大事记。此例一开，
历代相沿，代代都有实录。但遗憾的是，唐代至
元代的实录都已亡佚，所存者只有韩愈撰的《顺
宗实录》，共5卷，保存在《韩昌黎文集》中。

《明实录》是中国历代实录中最早且最为完
整保存下来的史书，多达 1600 万字，由明朝历
代史官、史家汇集各种史料相继编修而成。后
世对明代历史的了解，主要得自《明史》，而《明
史》多取材《明实录》。《明实录》是明朝最系统、
最基本的史料，在明代史坛上占据了“国史”的
重要地位。正如明人沈德符《野获编》所称：“本
朝无国史，以历帝实录为史。”

明朝对修撰实录颇为重视。新帝登基即诏
修前任皇帝的实录，由朝廷委任总裁，翰林院修
撰、编修、检讨等纂修官，并派人至中央各部及
地方征集史料，如各类章疏奏议、抄存邸报、碑
志行状、前朝遗闻等材料，汇聚送交史馆，因此

《明实录》的史料带有更多的原始档案的性质，
内容包罗万象，包括各种典章制度、政治方针、
机构设置、军事行动、经济举措、自然灾害、社会
情况、少数民族、农民起义以及皇位更替、名臣
显宦事迹等，都有记叙。

史料记载，《明实录》纂修完成后，抄录正副
二本，正本藏于皇史宬（存放皇家档案的场所），
副本则藏于内阁。其底稿则由史官会同司礼监
官在太液池旁椒园焚毁，以示禁密。

《明实录》叙事平实严谨，语言精练生动，运用
互见法，微言大义，寓议于叙。体裁属于编年史体，
卷数基本以月份来划分，一般是每月为一卷，把明
代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统一在年月日的记载当
中，在按编年顺
序记录史实的同
时，也尽量集中
记载某一事件的
来龙去脉。人物
传记部分，往往
以人物死亡日期
为切入点，使人
物列传与编年史
融为一体。

卞 鸿 儒 在
其《馆 藏 写 本

〈明实录〉提要》
中表示，吴抄本

《明实录》是“研
究 辽 东 文 献 之
最好资料”，因
为 吴 廷 燮 对 东
北 地 理 颇 有 研
究，著有《奉天
郡邑志》《东三
省 沿 革 表》等
书，“于辽东故
实更极侧重择抄，各实录中关于辽东史实殆无
遗漏”，所以吴本《明实录》为研究明代东北历史
不可或缺的参考书。此外，由于吴本《明实录》
成书年代较早，且抄至内阁大库明清档案，那时
明清档案可能尚未散佚，基本上保存了内阁本
的原貌，所以它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不可估
量，尤其是涉及东北地区的史料更为重要。

2019 年，中国著名版本学家、全国古籍保
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来到沈阳，对沈
阳市图书馆藏吴本《明实录》进行了版本鉴定。
李致忠认为，沈阳市图书馆馆藏的抄本《明实
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开发价
值，其抄自于明史馆《明实录》，本正源清；在文
字内容及文稿格式上，皆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
内容上有删有并，格式上有更新；而且卷帙约而
记事全，补全了明代累朝实录，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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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实录》中有4函28册为绵纸楷抄，专家推断应
为明朝毛晋“汲古阁”抄本。图为其中一册。

沈阳市图书馆藏书库珍
藏《明实录》的樟木书盒。

沈阳市图书馆镇馆之宝——吴廷燮抄本《明实录》。图
为其中的《洪武别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