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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应关注新善本的保护

董 绍 杰

(黑龙江省图书馆  哈尔滨 150090)

文  摘  新善本是相对古籍善本而言的, 是清朝以后近现代文献中珍贵稀有文献的统称。国

内少数图书馆已经开始了新善本的保护工作, 但绝大多数图书馆并未引起重视, 新善本保护刻

不容缓。本文介绍了新善本的概念、生存环境、社会的关注和保护工作的意义。还将在下一篇

文字中探讨新善本的价值、范围和新善本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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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善本的概念
1953年, 时任北京图书馆 (现国家图书馆 )善本

部主任的赵万里先生提出新善本的收藏标准为思想

性、历史性和艺术性,但重在稀有罕见上。这一收藏

标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开创了国家图书馆对于

新善本有意识的重点收藏, 第一次提出了新善本的

概念。但在新善本内容上, 格外突出了较强的政治

性。许多图书馆也是基本依据此标准, 侧重革命文

献和进步文献的收藏和保护, 淡化了对其他文献的

收藏。

1998年国家图书馆赵洁敏、黄霞在 5北京图书

馆藏革命历史文献的过去与未来 6一文中有如下论

述: /所谓新善本, 是相对古籍善本而言的,有承上启

下之意。其收藏范围基本上是从辛亥革命起至建国

前这段时期的书刊资料, 主要内容包括辛亥革命、

-五# 四 .运动时期出版的各种进步书刊;马列主义

经典著作的早期译本以及宣传马列主义的书刊资

料; 解放区、根据地出版的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著作的油印本、单行本、汇编本等。此外, 还

有少量太平天国、义和团的历史文献。0此文对新善

本有一个基本的定义, 即新善本是相对古籍善本而

言, 此定义基本上是描述性质的,内容上偏重于进步

书刊、革命文献,在时间上大致是从辛亥革命起至建

国前这段时期, 在时间上设定了下限, 收藏范围较

窄, 限制了建国后珍贵历史文献作新善本入藏。

2003年姜德明先生在5新文学版本 6 ( 5中国版

本文化丛书6之一 )一书中提出新文学作品 /善本0

的概念, 认为除了重要原本和初版本、孤本、手稿本

外, 作家题跋本、签名本、亲笔校订本、部分土纸本、

革命烈士的书和引发文坛书林重大风波的书, 以及

具有特殊装帧艺术价值的书等均可入善本之列。新

文学作品 /善本0的概念, 扩大了新善本研究鉴藏范

围, 强调了版本价值在新善本收藏中的重要性。

5中国社科院图书资料工作条例和规章制度6

中规定新善本为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各历史时期

具有文物或版本价值的文献,包括各类历史文献、马

恩列斯著作的早期译本、毛泽东等领袖人物著作的

早期版本、各个学科中有代表性且流传稀少的文献

等。以上两种说法都没有设定时间下限, 扩大了新

善本概念的内涵和收藏范围。

2004年郑州大学图书馆赵长海研究员参照对

古籍善本的定义及各图书馆对新善本的入藏实践,

提出 /新善本是相对古籍善本而言, 在近现代历史上

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且又流传

稀少的书刊资料,均可视为新善本0。赵长海提出的

新善本概念参照了古籍善本的 /三性0原则, 吸纳了

古籍善本定义的灵魂和精髓, 强调了新善本是古籍

善本在时间上的延续, 时间上不应该有下限, 当前出

版物也是有新善本的观点, 较为准确。在这里值得

一提的是, 此文发表在5图书馆建设6上, 其原文说:

/参照李致忠对古籍善本的定义及各图书馆对新善

本的入藏实践 ,可以概括为, , 0而有的引用者却说

成是李致忠先生给出的定义。显得不够严谨。

2 社会各界对新善本的关注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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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社会对新善本的关注

1975年 1月, 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 周恩

来总理找到5共产党宣言6中文版本首译者陈望道,

问是否能找到第一版本的5共产党宣言6,他想再看

一眼。陈望道看着病重中总理期望的眼神, 无奈地

摇了摇头。中国最早的中译本 5共产党宣言 6发行

量当时仅为 1000册, 且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的腥风

血雨, 能保存下来谈何容易! 然而,就在这一年的秋

天, 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一位名叫刘世厚的

老党员, 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交给了广饶县博物馆。

这本小册子就是周恩来总理要找的我国最早的全译

本的5共产党宣言6。正是我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

之一 ) ) ) 刘集党支部的一群农民革命者, 用鲜血和

生命守护了这本 /国宝0级的5共产党宣言6。

新闻媒体对新善本的保护也高度关注: 2005年

6月 10日5新京报4说: 图书馆民国书刊损毁严重,

文献历史可能有近代断层; 2005年 6月 26日 5北京

娱乐信报 6以 /国图着力抢救民国文献0为题进行重

点报道; 2005年 7月 14日5重庆商报6报道: 让人忧

心! 重庆图书馆民国文献损毁过半; 2008年 1月 7

日5光明日报6报道称: 重庆图书馆民国文献亟待保

护; 2008年 11月 11日河南日报报道: 河南大学民国

文献阅览室已正式对公众开放, 这是河南省首个以

民国时期文献为专题的阅览室; 2009年 3月 26日

5东北网6以黑龙江省将全面推进新善本普查为题

作了专题报道。

/百度0一下 /民国文献0、/新善本0, 相关网页

达 3000余篇; 经营新善本的旧书店全国有数千家,

仅加盟 /孔夫子旧书网0的就将近 4000家。网络上

各种旧书网几十个。 2002年成立的 /孔夫子旧书

网0,到 2006年 10月, 网站聚集了 13万多名网友,

每天有几千个帖子的发言和讨论,日访问量达 40万

人次, 已成为全球第一大中文旧书交易网站。

2. 2 各界对新善本保护的支持

建国之初, 北京图书馆 (现国家图书馆 )在开展

新善本的收藏保护工作中, 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

支持。

李淑一无私地将已装裱成册的毛泽东的诗词

5蝶恋花 ) ) ) 答李淑一6的手稿赠给了北京图书馆;

闻一多的夫人高孝真女士及闻一多的亲属出于对图

书馆的信任, 将先生的著作手稿约 170种、8841页全

部捐献; 柳亚子捐赠了全套 5向导6、5中国青年6等

杂志; 梁启超子女梁令娴等捐赠梁氏手稿 393种、

8266页;国家图书馆从 1954年起先后接受著名作家

大量手稿, 建立了章太炎、王国维、鲁迅、郭沫若、矛

盾、闻一多、老舍、巴金、曹禺等手稿专藏。国图新善

本特藏共计图书 9, 200余种, 1. 3万余册, 期刊 1,

300多种,是党史研究、马列主义早期传播研究和近

代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的藏书及手稿,于 1962

年全部捐赠给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资料室; 著名教

育家徐特立的私人藏书于 1983年 3月正式捐赠给

湖南图书馆。

2003年 7月中国现代文学馆, 举办了唐弢生平

与藏书精品展 ,他的子女把他一生珍藏的四万多册

现代文学图书 ,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唐弢先生

生前致力于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研究, 曾受过鲁迅的

教诲, 在文艺界以藏书著名。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在

买书、藏书、读书中度过的。巴金先生说, 有了唐弢

的这些书就有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藏品的半壁江山。

3 新善本保护刻不容缓
重庆图书馆是国内收藏民国时期历史文献最多

的图书馆之一。这些文献和古籍线装书、抗战时期

的联合国资料一起成为重图的 /镇馆之宝0。重图

的民国数十万册文献绝大部分受损, 相当数量的书

刊乃至孤本甚至无法成册, 难以辨认和查阅。重庆

市副市长在现场办公时表示: /若不保护好, 我们就

是历史的罪人。0

2005年 7月 14日5重庆商报6记者来到重图历

史文献中心的民国时期出版物阅览室, 看到: 100多

个书架上, 放满了民国时期的各种报纸、期刊和图

书。一叠5新华日报 6, 由于腐蚀严重, 报纸全部粘

连在一起, 根本无法翻阅。在书架的另一端, 一叠民

国时期出版的 5领袖抗战言论集 6、5我们的远征

军6、5川军战绩史6等珍贵文献由于损坏严重, 只好

用塑料袋密密地包着, 这些文献或烂掉、或破损 ,上

面的字已看不清楚。一些损坏严重的文献, 连民国

文献专家、重图历史文献中心主任也不知道是什么

刊物了。在整个阅览室, 有 30%以上的文献, 为了

减缓它的损坏速度, 只好用塑料袋装了起来, 不少期

刊则用绳子捆扎在一起。

对民国文献的保护重视不够, 在 1997年以前,

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跟其他普通书报一样, 堆放在

书库的木头书架上, 书库里没有空调, 更没有抽湿机

这样的先进设备 , 放一点樟脑块就算最高级的 -待

遇 . 了。书架是开敞的, 只能用报纸和纸板来挡灰

尘。每过一段时间管理员会打开窗户通风, 估计湿

气差不多吹走了又赶紧关上。夏天太阳光照强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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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窗帘挂上, 避免书报在阳光的照射下加速变质。

珍贵历史文献历经战争炮火和各种天灾人祸的

磨难, 能够保存至今已实属不易。随着岁月的流逝,

这部分文献将会越来越稀有, 对其的收集、保存、保

护也就显得越发的重要。

许多图书馆的革命文献 (新善本 )混同一般图

书列于大书库, 任凭读者借阅。而许多图书馆员可

以说还根本不知道 /革命文献0、/新善本0、/毛边

本0为何物。至于如何加强保护和利用,那么只能是

天方夜谭。

在我国图书馆图书剔旧工作中, 尚存在大量的

问题, 有图书馆一次性把文革资料处理掉的, 有一次

性把多年系列整套的报纸合订本剔除作为废纸处理

的。前几年北京一个的图书馆曾经把众多的民国书

刊一次性处理掉, 引得上百位旧书摊贩趋之若鹜。

这是因为在许多的民国书刊中, 不乏能够作为文物

的革命文献 (新善本 ), 不乏市场价已达上千元甚至

数千元一本的新文学毛边本。

西安5华商报6报道: 陕西省社科院图书馆处理

民国旧期刊报纸, 数量据说有数吨之多, 这其中有不

少民国解放区的珍贵期刊报纸, 如解放区5中原日

报6合订本,延安的 5群众 6合订本等。在一份藏家

目录中, 即有此批图书剔除出来的近二千本民国珍

贵期刊报纸的目录, 据说需花费 10万元方可收藏

到。陕西省社科院领导大为光火, 痛斥其为 /败家

子0行为。

由于思想上没有意识到民国文献的文献价值、

艺术价值和保护价值, 不少图书馆仍把民国图书视

作一般图书, 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将民国图书存

放在没有恒温恒湿条件、不避光、不防尘的书库中,

裸露置放在铁质书架上, 致使书页泛黄、酸化严重。

且至今仍有若干图书馆以方便读者利用为由, 在民

国文献使用过程中没有采取与保护民国文献相吻合

的措施, 与现代书刊混合一起排架,以致读者在取阅

其他图书时, 经封面之间的摩擦,造成民国图书的封

面脱落、破损严重, 更有甚者, 装订线断裂, 书脊开

裂, 一摸即掉碎纸片, 给继续提供读者利用造成困

难。也有个别读者借阅书刊后 ,对部分价值高、珍稀

版本的民国文献, 以丢失为借口拒绝归还。由于书

库管理者鲜知民国文献的价值, 常常把这类文献视

作旧书、破书,或打包堆在地上任凭虫蛀霉烂, 或者

干脆作为旧书进行剔旧处理。

因此, 如果不加紧采取措施保护这些珍贵文献

(新善本 ), 若干年后, 我们的后人也许能看到甲骨

文、敦煌遗书,却看不到民国时期的书刊。

4 图书馆开展新善本保护的意义
¥ 推动文献学、版本学向更深层次发展。 20世

纪 50年代开始始,已有学者从事近现代文献版本研

究, 随着版本学研究内容范围的扩大, 我们有理由呼

吁: 从现在起,要注意现代文献版本的探讨和研究,

重视新善本的研究。

¦ 是各门学科学术研究的需要。无论是阅读、

研究, 还是引用、转述, 都面临着采用和根据哪个版

本的问题。由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及战争

频仍, 许多图书版本情况复杂,如毛泽东选集的各种

版本, 新文学图书期刊版本,根据地解放区出版物的

版本, 甚至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版本等, 其复杂程

度并不亚于古籍版本。据 1995年海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5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6, 对五十多个

国家和地区八十多种文字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统计,

共有八千三百多种不同版本 (含选集和单行本 )。

又如许多文学名著, 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及形势发展,

曾产生过很多有较大差别的版本, 在研究使用及阅

读中都存在版本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搞不清楚,那么

许多据此所作的研究难免有穿凿附会之嫌, 对于广

大读者的阅读需求也难免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新

善本的研究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

更有广大读者阅读需要的现实迫切性。

§ 有助于图书馆对民国图书及新时代珍贵图

书的开发整理工作。许多图书馆的民国图书几十年

尘封积压, 从来没有整理过, 更说不上充分利用。新

善本工作的开展将会有力地促进图书馆对于民国图

书及积压图书的整理编目和开发利用。

¨ 有助于改变图书馆界只重视古籍善本的片

面观点。版本并非仅宋元版刻, 近现代图书资料一

样有新善本, 甚至当代也有许多值得重视的新善本

图书。这也是文献学和版本目录学在新时期亟待拓

展的新领域。著名图书馆学家骆伟先生说: /版本学

是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与目录学、校雠学形成

了一个完整学科体系。古往今来, 版本学一直受到

学术界的重视, 它对文献的考证和研究, 起了重要作

用。随着时换星移, 版本研究不可停留在原有位置,

应寻求更大时空, 开辟新领域, 不断充实、丰富学科

内容, 这是版本研究者的历史使命。0

©是我国文物保护的需要。根据 2002年 10月

28日通过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6, /与重

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

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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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0及 /历史上各时代

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

稿和图书资料等0属国家文物, 受国家保护。并规

定: /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文物收藏单位对收藏的

文物, 必须区分文物等级, 设置藏品档案, 建立严格

的管理制度 , 并报主管的文物行政部门备案。0 5文

物保护法6明确规定了图书馆对于保护新善本文物

的义务。现在许多拍卖行及旧书市场上的图书多为

图书馆散出, 其中的新善本比比皆是,新善本的价格

动辄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 少数利欲熏心之徒为此

瞄准了许多厂矿及大型图书馆, 图书馆被盗案件时

有发生。这和许多图书馆根本不知道新善本为何

物, 不重视新善本的研究和典藏有极大的关系。

ª 图书馆本身工作职能的要求。新善本研究

对于正确鉴定近现代图书版本, 提高馆藏质量和编

目水平有很大的作用。现代许多图书馆把新善本甚

至文物级别图书作为一般图书流通, 是一个很大的

缺憾。图书馆在采购、流通及咨询等业务活动中,正

确地识别图书的本来面目, 是图书馆员义不容辞的

责任。在此方面, 国家图书馆对于新善本的典藏研

究可作为许多图书馆的借鉴。

«图书馆适应图书市场变化所必须采取的应

对策略。图书馆虽非市场化的, 但古旧图书市场对

新善本的定位对于图书馆也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

当今国内古旧图书拍卖会比比皆是, 图书拍卖较为

集中的拍卖公司有十几家, 其中仅中国书店的北京

海王村拍卖有限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万隆拍卖有限公司、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

司所从事的古籍善本拍卖活动, 每年春秋两季就有

两次大的拍卖活动, 其余时间尚有多次小的拍卖。

每次拍卖均有数百种图书, 其中的新善本均占有相

当的比例。 /国家图书馆在 2002年 8月 4日北京万

隆春拍上以 4. 5万元将全部 100多册抗日史料、解

放区文献吞吃; 北京档案馆两次大拍场上抢购日寇

铁蹄下的北京老地图数幅; 芦沟桥中国抗日战争纪

念馆以 10万余元分四次统收日军侵华罪证。0通过

以上竞拍活动, 图书馆增加了图书品种。积极参与

图书市场活动, 将是今后新善本工作的一个趋势。

5 国内图书馆界开展新善本保护工作的实

践
国家图书馆对于新善本的入藏自新中国成立伊

始即受到了重视。第一任馆长冯仲云同志不但部署

领导了这项工作, 还亲自与李淑一同志联系, 将毛主

席诗词手迹5蝶恋花# 答李淑一6收入国家图书馆。

如今, 新善本特藏已成为国家图书馆宏富馆藏中的

一枝奇葩, 备受中外人士的瞩目。国图新善本书目

数据库有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 ( 1911

- 1949)的革命历史文献、近现代各界名家手稿的书

目数据。包括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期间的进步书

刊、早期出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文译本; 毛泽东

等党的领袖的著作、稿本、书札及签名本等; 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著作原稿和初本; 建党初期至建国前各

时期解放区出版的印刷品和非正式出版物, 有布告、

文书、传单、进步刊物等, 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印

刷和装潢上有特别价值的出版物、仿真本、有限本、

精装精印和豪华本。除此之外, 还有大量的名人手

稿和外文善本。有数据约 9500条。

1964年夏 , 辽宁省图书馆建立新善本书库 ,划

定新善本界限, 凡中文平精装书中的革命文献、价值

昂贵、流传稀少的图书为新善本, 加强管理, 不外借。

新善本书库在 /文化大革命 0中被废除。2000年后,

辽宁省图书馆开始重新修定新善本入藏标准, 将

1949年以前出版的近现代著名文学家、科学家的主

要著作的早期版本; 解放前东北地区报刊原件;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宪法及其他各种法令的初印

本和重要版本作新善本入藏。

解放初期, 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原上海图书

馆馆长顾廷龙先生就有对民国时期出版物及时作总

结的构想, 故特别注意对旧平装 (民国出版物的泛

称 )的收集。1980年, 在顾廷龙先生创议下, 上海图

书馆根据馆藏编印了5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6,上

海图书馆也为民国文献设立了专门珍本书库。

南京图书馆、重庆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湖北图

书馆、中山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各省及直辖市公共

图书馆所藏民国文献数量可观。这类公共图书馆是

地区文献收藏中心, 同时又是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

地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居留地, 因此它们也是民国文

献收藏的主体。有的图书馆把民国版的图书归入了

古籍部, 如中国科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复旦大学

图书馆。有的更把民国时期的珍贵版本定为新善本

或民国善本, 如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

2002年, 山西省图书馆制定了 5山西省图书馆

民国文献建设与保护实施方案 (草案 ) 6, 对应于古

籍文献与善本古籍文献, 提出了 /民国文献0与 /民

国善本 0的概念, 以涵盖 1911(或稍前 ) - 1949年

(及稍后 )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范围内所出版发

行的所有文献。在 5民国文献建设与保护实施方案

(草案 ) 6基础上, 参照确定古籍善本的三性九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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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确定了民国善本的具体标准,突破了以解放区

或根据地为标准的政治性的地域限制。

贵州省遵义市图书馆将新善本收藏与地方文献

的收集、特藏书库的建设结合起来, 提出了 /准新善

本0的概念,把重点放在反映本地和周边县市重大历

史事件、反映本地作者作品的文献上,尤其是本地出

版物 (地方志、年鉴、部门志、地方报纸、杂志等 )、内

部资料、本地作者手稿等。根据这一原则, 他们把调

查、摸底的重心放在古籍书库、过期期刊书库和黔北

文艺家作品陈列室, 有针对性筛选本地历史上的连

续出版物和濒临绝迹的地方文献。

辽宁省锦州市图书馆建于 1950年 4月, 原为辽

西省图书馆, 是建国初期全国仅有的几十个公共图

书馆之一, 对我党在东北地区创办的报纸收藏较为

丰富, 因此,从九十年代开始对东北地区早期报纸进

行保护性收藏和研究工作。

保护与开发民国文献有益于文献寿命的延伸、

民族文化的延续、学术研究质量的提升, 5民国籍

粹6是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高校分会、教育部全国高校

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立项影印的一套大型的民

国丛书, 其宗旨是抢救、保护濒危的民国文献, 为高

校的教学与科研服务。本套丛书以北京大学、复旦

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等二十所高校图书馆馆藏的民国图书为主要选择来

源, 以平装书、社会科学类图书为主, 尽量入选有一

定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民国时期各界重要人物和

学者的著作。该丛书选取 8000余种民国时期出版

的图书, 按出版年代分段整理并以原貌影印方式出

版。

为加强新善本的保护工作, 2008年 12月, 黑龙

江省图书馆成立专门课题组,起草了5黑龙江省图书

馆中文新善本保护工作方案6,制定本馆新善本的收

藏标准, 对馆藏新善本进行清点和编目, 做到摸清家

底, 避免在图书剔旧过程中造成新善本的流失。

2009年 3月,省文化厅决定, 在做好古籍普查的同

时, 在全省公共图书馆范围内启动新善本的普查工

作并在省重点文化工程推进会议上做了安排和部

署。在全省图书馆范围内开展新善本的普查和保护

工作, 是古籍保护工作的深化和拓展,从全省公共图

书馆范围内开展新善本普查和保护工作在全国还不

多见, 在我省来说可以称为图书馆工作的创新。

百年无废纸,故纸有余香。新善本的研究和保

护工作大有可为。希望图书馆界的广大同仁抓住机

遇, 乘势而上, 开辟图书馆工作和学术研究的新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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