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故宫问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故宫问学>>

13位ISBN编号：9787800475399

10位ISBN编号：7800475395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作者：章宏伟

页数：37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故宫问学>>

前言

　　宏伟同志将关于故宫的一些论文结集为《故宫问学》，问序于我，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情。
我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以来，每看到一本故宫员工的著作问世，都倍感欣慰。
特别是关于故宫学术的论著，我更加关注。
　　自2003年提出“故宫学”以来，我一直孜孜于故宫价值发掘与故宫学的探索，从不同方面述说故
宫、研究故宫、认识故宫。
故宫是个学术宝库，故宫文化的核心是以皇帝、皇权、皇宫为中心的皇家文化，是多门知识和学问的
集合，紫禁城宫殿建筑群、文物典藏、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明清档案、清宫典籍及故宫博物院的历史
等六个方面，构成了故宫学研究的学科基本内涵。
对于一个做学问的人来说，故宫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大宝藏、大宝库，只要你有心，你付出，就
不会空手而归。
同时，故宫也需要很多不同学科、不同专长的学者来共同研究。
　　故宫博物院有学术研究的传统。
1925年10月10日，在进行文物清点及其他筹备工作的基础上成立的故宫博物院，既是故宫古建筑群与
宫廷史迹的保护管理机构，也是以明清皇室旧藏文物为重点的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品的收藏、研究和展
示机构。
当时参与清官物品点查与故宫博物院建设的骨干力量主要来自北京大学，而北京大学是当时全社会在
文化思想与新学科研究方面的先导。
北京大学的研究所国学门，“于古代研究，则提倡考古学，注意古器物之采集；于近代研究，则重公
家档案及民间风俗”。
胡适谈到当时的整理国故运动时说：“‘国故’是‘过去的’文物，是历史，是文化史；‘整理’是
用无成见的态度、精密的科学方法，去寻那以往的文化变迁沿革的条理线索，去组织局部的或全部的
中国文化史。
⋯⋯北大研究所的态度可以代表这副精神”。
这种精神与态度也深深影响着新成立的故宫博物院。
皇宫变成博物院，不只是重大的历史变革，还具有用新文化的思想审视、研究传统文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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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故宫博物院一些有较好专业基础的比较年轻的研究人员，在故宫的治学氛围里，耳濡目染，浸淫于求
实求真的学术氛围中，使他们逐渐走上与前辈相契合的治学路径，逐渐成为“故宫学派”一份子。
宏伟同志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份子。
     本书收录了作者研究故宫学时所著的论文，包括《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的价值——从《嘉兴藏
》学术研究史角度来探讨》《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研究》《明代观政进士制度》《明代工部尚书
雷礼生平考略》等，为寿堂研究的新发展作出了贡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故宫问学>>

书籍目录

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的价值——从《嘉兴藏》学术研究史角度来探讨清代前期的满文教育与满文
出版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研究《清文翻译全藏经》书名、修书机构、翻译刻印时间考《四库全书
》与文渊阁《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序《祥云轩红山玉龙鉴藏与真伪辨析》序《中国地方志中的
陶瓷史料》序明代观政进士制度明代工部尚书雷礼生平考略袁了凡生卒年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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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的价值——从《嘉兴藏》学术研究史角度来探讨　　《嘉兴藏》是我国
明末清初民间出版的一大工程。
它谋刻于万历初年，初刻于山西五台山，后移至杭州径山寂照庵等处继续雕刻，直到清代嘉庆年问才
终止刊刻，历时200余年。
因其在浙江嘉兴楞严寺流通发行而称为《嘉兴藏》或《楞严寺藏》，以其雕版存贮于浙江径山寂照庵
亦名《径山藏》，由于它的版式呈书本册装又称《方册藏》，以正藏的刊刻年代作《万历藏》，依主
其事者称《密藏本》，又该藏传至日本，被日人称作《支那藏》或《明藏》。
该藏别名之多，实为诸藏之冠。
目前学界一般称作《嘉兴藏》。
　　因为《嘉兴藏》在近世没能普及，学术界知道《嘉兴藏》而且能应用的人，为数实在不多。
就连仅有的几篇《嘉兴藏》研究文献，对《嘉兴藏》的刊刻时间、收书种数、卷数、主持人等最基本
的叙述都是分歧互见，存在种种不同说法。
历来论述《嘉兴藏》者无虑数十，且真正能算做《嘉兴藏55研究的并不多，主要有以下几家：　　1．
陈豪楚：《径山寺刻藏述》，主要从馆藏八种《嘉兴藏》零本的施刻愿文出发，学术路径的选择非常
对。
　　2．吕潋《明刻径山方册本藏经》，由于作者研究的重心始终没有离开佛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因而本篇虽然文字不多，但多有融会之语。
　　3．李孝友《浅谈明代刊刻的（径山藏）》，是作者在编辑《全国古籍善本书目》过程中，对云
南省图书馆庋藏的《嘉兴藏》做过整理后发表的论文，是新时期关于《嘉兴藏》的第一篇研究文献。
文中对继庆和尚与陶氏弟兄参与《嘉兴藏》校勘刻印工作的叙述，影响了以后学者考察《嘉兴藏》刊
刻源流的视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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