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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力合作
将历史资源
转化为文化优势

近年来，广东十分重
视古籍整理保护工作，尤
其是《广州大典》《清代稿
钞本》《全粤诗》及《岭南
文库》等大型丛书或总集
的出现，为充分利用广州
文化古籍资源奠定了良
好基础。目前广东对古
籍整理的范围和规模还
在进一步扩大，各种捐赠
与收藏的古籍都逐步被
梳理出来，做成专门的书
目 公 之 于 世 ，盘 清 楚 家
底，也有利于学者开展相
关的研究。

目前，全省文化古籍
整理规模最大的是《广州
大典》，它的整理出版充
分体现了广东古籍工作
展开的一个特点：通力合
作 。 其 底 本 60% 以 上 来
自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其余来自中山大学图书
馆、广州图书馆等各家，
这种合作方式在全国来
说都比较少见。

对 搞 文 史 研 究 的 人
来说，占有独家资料几乎
意味着已有了初步的研
究成果。然而对于图书
馆员来说，书是自家的，
知 识 却 应 该 是 全 世 界
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
让岭南文献传至久远，这
是非常好的事情。因此，
我们除了保护，还要让文
献古籍“活在当下”。

近年来，广东举办了
一系列的古籍相关的展
览，不少展览都在北京、
上海、香港、澳门乃至国
外 洛 杉 矶 等 地 巡 回 展
览。2019 年，在澳门回归
祖 国 20 周 年 之 际 ，省 立
中山图书馆与澳门文化
局公共图书馆联合举办

“岭海揽珍——粤澳珍贵
古籍特展”，不仅展示岭
南地区善本古籍、揭示其
历史和文献及艺术价值，
还介绍了古籍版本等相
关知识，有助于增强全社
会的古籍保护理念，也推
动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
交流与合作。

经过几代学者的努
力，广东古籍书目的整理
与研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
成绩，甚至可以说走在全
国前列。但是，在古籍的
整理校勘及出版工作中，
我们仍需进一步深入，比
如对明清岭南重要学者的
著述整理出版还较少，对
散佚古籍的辑补和研究稍
有欠缺，而且广东目前还
没有一个领头的专业古籍
出版机构，古籍整理人才
的培养也亟待加强。

此外，为广东当代文
化建设服务的专题文献
的整理出版也是重中之
重 。 在 新 形 势 下 ，要 如
何充分发挥岭南文化古
籍 资 源 的 优 势 ，更 好 地
服务于广东文化强省建
设，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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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的内
容，引起广泛关注。此前，古籍保护工作也被纳入刚刚出台的广东省2022年文旅建设重点工作部
署中，日益受到全社会的重视。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古籍资源。加强对古籍资源的利
用、研究，对建设岭南文化中心具有重要意义。多年来，广东的古籍整理保护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
列：根据2018年普查统计，广东全省收藏古籍约140万册；截至2021年，广东省累计共有342部古籍
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无论是地方文献、名人馆藏，还是海关档案、华侨文献等，广东省内各图书馆的古籍收藏，由杜定
友、顾颉刚、杜国庠等大家和无数默默无闻的文化人历经艰辛，悉心收集保护，才形成今天的规模。
这些曾经历了抗战炮火和新中国成立前夕硝烟的古籍文献，凝聚着一代代文化人的心血和坚守。

这些古籍中，有明清以来广东刊刻的精品，有广东藏书家珍藏的善本，濡染着陈白沙、吴荣光、曾
钊、陈澧等广东历代先贤的手泽；其著书、刻书和藏书，无不烙下广东历史文化发展变迁的印记，维系
着岭南文化的根脉，是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的基石。

保存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
的古籍十分脆弱，为保护则难
利用，重利用则易受损。古籍
数字化为这一难题提供了切实
可行的解决方案。

为了让更多公众共享古籍
文献资源，充分开发利用古籍
文献的价值，多年来广东一直
在推进古籍数字化工程，先后
影印出版了《广东历代方志集
成》《广州大典》《清代稿钞本》
等系列丛书。在影印出版的同
时，还加快推进古籍的数字化
建设。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特
藏文献全文数据库已整理约
300 万拍的文献，其中150 万拍
可开放供读者免费查阅。

古籍数字化势在必行。经
过全面的数字化处理，以往深

藏于地库的古籍善本得以“重
见天日”，更为丰富全面的文
本信息也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挖
掘和利用古籍的历史信息，海
量的研究素材也为新的学术发
现提供了可能。更为重要的
是，线上登记，网上阅读，数字
化“替身”不仅可以有效地保
护古籍原件，而且能够促进古
籍内容的使用与传播。

倪俊明建议，古籍数字化
建设应优先将基础性古籍文献
图像数字化，以降低目前古籍
文献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
同时需各方通力合作，制定统
一标准，搭建统一的数字化发
布平台，使数字化成果能够便
捷使用，让古籍数字化工作真
正惠及大众。

整理普及数字化，
让岭南古籍文献
活在当下

晚清时期有一位名叫杜
凤治的官员，在广东任知县、
知州十数年，留下了一部目
前存世最详尽、规模最大的
晚清地方官员日记，有近四
百万字。

用互联网搜索引擎输入
“杜凤治日记”，跳出相关结
果超过十三万条，研究和传
诵的热度可见一斑。但如今
声名显赫的《杜凤治日记》却
曾被“冷藏”于中山大学历史
系资料室，数十年鲜有研究
者问津，仅周连宽、冼玉清等
学者有过零星研究涉及。

2007年广东省立中山图
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以《望
凫行馆宦粤日记》之名将其收
入《清代稿钞本》影印出版。
2021年9月，由中山大学历史
系教授邱捷主持的《杜凤治日
记》点校本才由广东人民出版
社印行出版，一套10册。

点校的过程十分漫长，
邱捷先生花了十数年之久。
一开始，他是一个字、一个字
地在键盘上敲出来，后来出
版社担心老先生身体吃不
消，才找到一位认得草书又
愿录入的打字员相帮。

为了《杜凤治日记》的编
辑和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
古籍文献分社的业务团队

“吵了一年多的架”：人名、地
名、官名别称难以确认，认字
也难，单是围绕一个字有没
有“三点水”部首，编辑们都

要反反复复地讨论和查验。
邱捷先生说，这也是大

家都知道杜凤治日记极具价
值、却 迟 迟 没 有 整 理 的 原
因。此前影印本固然承担了
保持文献原貌的功能，现在
出点校本，则是向有一定历
史知识的读者提供一个容易
阅读的版本，进一步推动对
该日记的研究和利用。

广东人民出版社副总编
辑柏峰告诉记者，古籍出版
工作极其繁复，不是几年、几
个人就能一蹴而就的，一套
书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邱捷介绍，《杜凤治日
记》反映了 19世纪后期中西
文化在广东的碰撞与交融，
日记中有大量细节描述了岭
南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如
年成、物价、节日和祭祀等，
为研究广州乃至广东地方史
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仅以花市为例，不少研
究将广州花市的源头追溯至
明朝或之前，因明代广东有
四大市——花市（广州市五
仙门附近）、香市（东莞寮步
圩）、药市（罗浮
由冲虚观）、珠市
（合浦县，现属广
西）。但邱捷先
生通过对杜凤治
日记的分析，推
断广州真正意义
上大规模的花市
应源自民国：“杜

凤治记事可谓事无巨细，若
晚清广州就有花市，日记中
应有记载，包括杜凤治作为
地方官四处走访的见闻、人
员的安排以及秩序的维护
等，但纵观日记并无相关政
务记载。”

此外，杜凤治日记绝大
部分内容都有关官场，细致、
全面地描写了晚清广东乃至
全国官场的方方面面。邱捷
先生在点校《杜凤治日记》的
基础上，撰写了学术专著《晚
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
记〉研究》。该书在既有的有
关清朝政治制度史、法制史
研究的基础上，填补了许多
前人未给予充分关注的关键
事实与细节。

从少人问津到整理点
校，再到相关学术专著的出
版，《杜凤治日记》已成为古
籍整理、出版、研究这一完整
链条的操作典范。正如邱捷
先生所言，这部近四百万字
的日记，未来会有更广阔的
文化挖掘空间和持久的文化
生命力。

《杜凤治日记》：四百万字的文化生命力

古籍数字化既可行又必行

《《广东通志广东通志》》黄佐黄佐（（明明））纂修纂修（（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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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到整理
辑佚到普及

1941 年，杜定友先生主持
广东省图书馆工作期间，提出
以保存广东文献为第一的办
馆方针，并建立了广东文献
室，使广东的这座省级图书馆
成为我国现当代地方文献工
作的开创者之一。

时至今日，广东省立中山
图书馆（以下简称“省馆”）现有
馆藏古籍共计 4 万多种、47 万
册，他们对广东地方古籍文献
的保护工作也历久弥坚，成果
显赫。记者来到静谧庄重的省
馆特藏室，古朴的书柜里，馆藏
的古籍和地方文献分门别类依
次排开，包括广东地方志、族
谱、广东史料、粤人著述、孙中
山文献、报纸、期刊、舆图等。

据省馆研究馆员倪俊明介
绍，长久以来广东文化界都坚
持进行岭南典籍的整理，如较
早期的《广东地方文献丛书》
《岭南丛书》等。近年来，随着
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对传
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全省各地
更是加大了对传统典籍的整
理，推出了一系列古籍精品，专
题性的有如《广东历代方志集
成》《近代华侨报刊大系》《海外
广东珍本文献丛刊》《岭南中医
药文库》《清代稿钞本》等；综合
性的有如《广州大典》《中山文
献》《东莞历史文献丛书》《韶关
历史文献丛书》等。

1991 年，《岭南文库》出版
工程启动，开地方文库之先
河，为岭南文化研究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其选题涵盖岭南
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等，主
要出版海内外学术界关于岭
南研究的著作，同时收录有关
岭南历史文化的名著（包括翻
译著作）和古籍文献。

收录了 4064 种广州古籍
的《广州大典》则是地方文献编
辑 整 理 的 另 一 座 高 峰 。 从
2005 年启动编纂，十年磨一
剑，《广州大典》在2015年编纂
完毕并影印出版。作为一部大
型的历史文献丛书，大典收录
了清代中期广州府所辖地区以
及香港、澳门的珍稀文献。业
界认为，《广州大典》的文献数
量、部帙规模和选本精良程度，
是迄今对广府历史文化资源最
全面、最系统的汇辑与整理。

值得一提的是，《岭南文
库》和《广州大典》又先后推出
了普及书系，其中《岭南文库》
的普及丛书《岭南文化知识书
系》已出版228种。

名家助公藏
海外有遗珍

在广东的公共图书馆汇
集存世的古籍文献中，收购、
受捐的名家藏本占了很重要
的位置，广州图书馆更是建立
了名人专藏体系。

步入广州图书馆人文馆，
趟栊门、满洲窗、古色古香的
家具……浓郁的岭南人文气
息扑面而来，这里保存了大量
名家捐献的藏书，来自包括欧
初、王贵忱、刘逸生刘斯奋家
族、姜伯勤、蔡鸿生、朱雷等在

内的“有心人”。这些名人专
藏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学
术价值，是弥足珍贵的馆藏文
献资料。

著名历史学家朱雷教授
生前从武汉来广州参加学术
研讨会时，曾去广州图书馆参
观，这里精良的图书保存环境
深 深 打 动 了 他 。 2017 年 至
2019 年，朱雷分批向广州图书
馆捐献藏书5604种，这些藏书
以历史文献和史学著述为主，
其中有关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及敦煌学研究得最为丰富，佛
教类图书、唐史及敦煌学研究
的外文著述也颇为难得。

广东的文化名家捐献藏书
素有传统。晚清和民国时期，
岭南涌现了一大批民间收藏
家，他们往往以丰富的藏书自
建藏书楼，文化价值极高。由
于近代岭南具有特殊的政治经
济科学文化地位，广东更是成
为我国藏书南移的新中心。

晚清著名诗人、藏书家梁
鼎芬，就亲身推动了私人藏书
楼向“公”转变。他生前在位于
广州榨粉街的故宅，用自己的
藏书开设了第一所私人“公共”
图书馆，1919 年梁鼎芬去世
后，其子还将所存藏书 2 万余
册捐给了广东图书馆（今广东
省立中山图书馆）。所捐藏书
现都保存完好，每册上留有的

标志是一个印章——“番禺梁
氏葵霜阁捐藏广东图书馆”。

岭南名家徐信符一生惟
好教书与藏书二事，他的“南
州书楼”藏书甚丰，最盛时达
600 多万卷，包括明清广东名
家作品、各种珍贵的文献和手
迹数种较罕见的宋元版本以
及大量的明刻本。徐信符的
藏书后来有相当一部分被省
馆收购宝藏。

省馆原馆长李昭淳曾发
现，有许多岭南的民间文书、档
案流向了欧洲，例如潮州歌册、
南音、粤讴、咸水歌等，在欧洲
多家图书馆都有收藏。为此，
他特意委派同事到德国巴伐利
亚国家图书馆、葡萄牙外交部
档案馆等处查询，其数量可观
的岭南文献藏书令人惊叹。由
此，省馆积极配合国家的海外
古籍回归工程，从德国、加拿
大、日本、葡萄牙等地搜集到一
大批珍稀的古籍档案资料，整
理编辑了《海外广东珍本文献
丛刊》《葡萄牙外交部驻广州总
领事馆档案》等，由广东人民出
版社影印出版，助流落他乡的
岭南文献重新“回家”。

粤海关档案：
中国近代对外经济
交流史的缩影
作为“千年商都”，早在先

秦时期广州港就已从事对外贸
易，绵延至清代设置“十三行”，
广州更是成了无可争议的外贸
中心。粤海关税务司自 1860
年开始建立公署，与外贸紧密
相关的海关档案自然成为广东
古籍文献的一大特色内容。

广 东 省 档 案 馆 保 存 了
1860 年到 1949 年间比较齐全
的粤海关、潮海关（汕头）、琼
海关（海口）、北海关（合浦）、
九龙关、拱北关、三水关、江门
关、雷州关、曲江关等地 10 个
海关的档案 13813 卷，以及梧

州关档案5卷。它们与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部分海
关档案一道，形成了完整的近
代中国海关档案。

这批档案从类型上可分为
法规章则、通令布告、收文发
文、定期报表或专题报表、海关
总税务司署汇编的综合统计汇
册等，数量庞大，内容则包括了
中国对外货物交易的数量、中
外经济来往的细节与变化等。
据柏峰介绍，历来很多学者都
知道这批档案价值很高，从某
种意义上说，这批档案将中国
的对外贸易交流史连接起来
了，其实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
的对外经济交流史。但这批档
案英文居多，整理难度非常大，
广东还在持续推动整理。

粤海关档案文献编纂起步
很早, 最早可追溯到马士的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等著作以及梁嘉彬的《广东十
三行考》等论著。20世纪80年
代, 广东省档案馆组织广州外
国语学院 (现为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 等机构的专家学者，翻
译馆藏粤海关情报类档案《广
州各项事件传闻录》，形成了二
百余万字的翻译稿，2018 年 4
月出版时更名为《近代广东海
关档案·粤海关情报卷：民国广
州要闻录》。这是国内唯一一
部由原始粤海关档案系统整理
而成的编纂文献，是西方对广
东 地 区 社
会情况、局
势 变 化 和
重 大 事 件
等 各 方 面
的 跟 踪 记
录，对研究
晚 清 至 民
国 时 期 广
东 历 史 弥
足珍贵。

广
州
图
书
馆
人
文
馆
朱
雷
教
授
藏
书
专
区

孙
磊

摄

《杜凤治日记》点校本

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15号，邮政编码：510655 广告热线：（020）87138888 广告经营许可证：440000100058 订报电话：（020）87133333 全国零售价2元 新闻记者证查验、举报电话：（020）87138078。查验网址：http：//press.gapp.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