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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籍流散与回归》以中国古籍文献抢救与保护为主旨，围绕中国古籍文献的海外流散与回
归问题展开研究。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浩瀚空间里，系统地梳理了已被历史尘封甚至湮没的古籍流散之史料，揭示了中华
民族文化的荣辱沧桑；介绍了古籍流散海外的形式与途径；收集了中国古籍流布各国的情况；展示了
古籍回归取得的成绩与收获；进而探究了古籍追索回归的方法与策略，提出了古籍文献回归的思考与
建议。
书中还强调指出，对于“新善本”与“海外中国学研究古籍”的抢救与回归也不容忽视，这些文献都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发展与延续，对其保护回归更应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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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宇，1967年生，内蒙古赤峰市人，东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沈阳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
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辽宁省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高层次科技专家。
曾获沈阳市优秀妇女工作者、沈阳市三育人标兵等称号。
曾出版《大学生撰写毕业论文参考书》、《X阅读》、《辽宁社会科学成果总目录》、《曾纪泽年谱
》等图书6部。
发表有关图书馆管理学、情报信息学方面的专业论文20余篇。
主持省级以上课题多项。
《曾纪泽年谱》为国家古籍整理资助项目，《中国古籍文献流散与回归》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潘德利，1952年生，辽宁沈阳市人，辽宁第一师范学院毕业。
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三级教授。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专家。
曾主编《弔言》、《曾国藩家书》、《曾纪泽年谱》、《选择与生活》等图书10余部。
发表有关图书馆学、文献学方面的论文百余篇。
主持省级以上课题多项。
近年来倾心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研究。
《曾纪泽年谱》为国家古籍整理资助项目；《中国古籍文献流散与回归》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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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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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明清宫廷500多年的历史中，包含了典籍画卷的收藏聚散史。
最初进入这座皇城的书画来自元代宫廷旧藏。
明朝建立，接管了属于前代王朝的一切遗物。
由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这些前代遗留书画不感兴趣，所以，整个明朝宫廷基本上没有什么积极的
书画收藏活动，只有将查抄犯罪大臣张居正的家藏书画变成了宫廷内府的收藏。
清朝建立，这些元代宫廷保管的珍贵书画，被新主人钤上了新的印章，就成为清王朝的文化珍宝。
后来，弘历皇帝以其酷爱书画的风雅情趣引发了一次历史空前的书画大聚集。
几乎所有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典籍书画作品，都在他在位的60年间，进入了紫禁城。
在乾隆皇帝当政的半个多世纪里，他将这座皇家宫殿变成了中国最大的书画博物馆。
　　在紫禁城宫院内数千间宫室中，积累了大量珍贵典籍、书画和奇珍异宝。
据统计，总数达1052653件之多，统称有文物100万件，占全国文物总数的1/6。
截至2005年12月31日，中国文物系统文物收藏单位馆藏一级文物的总数已达109197件，现已全部在国
家文物局建档备案。
在全国保存一级文物的1330个收藏单位中，故宫博物院以8273件（套）高居榜首，并收有很多绝无仅
有的国宝。
这是中国数千年文明积累的结晶，凝结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心血。
　　（二）故宫遗藏的离乱溃散　　1.清王室遗老及太监的偷盗　　到了20世纪初年，明清两代几百
年来帝王搜刮来的宝物，除了两次被外国兵掠走的之外，大部分还存放在宫里。
在故宫院内的100余万件典籍书画珍宝大部分都没有数目，少部分有数目的也没有人去检查，所以丢没
丢，丢了多少，都无人知道，也无人过问。
这就给内府偷盗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随着清朝的没落，局势的动荡，年幼的末代皇帝不懂得管理，故宫里的宝物每天都在流失。
到皇帝溥仪结婚时（1922年）偷盗已发展到肆无忌惮的程度：溥仪刚行过婚礼，皇后凤冠上装嵌的珍
珠玉翠所有珠宝，全部被换成了赝品，许多物品纷纷失踪，简直是一场浩劫。
参加打劫行径的，就是内务府里“从上而下，人人在内。
换言之，凡是一切有机会偷的人，是无一不偷，而且尽可放胆地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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