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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镇

自明代以来，宋版书日益为文人学者所
重视。一些藏书家更是趋之若鹜，痴迷于收
藏宋版书。

如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号称“佞宋主
人”，积半生努力购得宋版书百余部，名其室
曰“百宋一廛”。晚清浙江归安陆心源以收藏
宋版书闻名于世，并建藏书楼，名曰“皕宋
楼”，意指收藏宋版书多达两百部。到了民
国，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更是对宋版书如痴如
醉，所购藏宋版书百余部，闻黄丕烈有“百宋
一廛”，遂建书楼曰“后百宋一廛”。之后，袁
氏又慕名陆心源“皕宋楼”，便继续大肆购买
宋版书，直至藏书达二百余部，改书楼为“皕
宋书藏”。

被称为“一叶一黄金”的宋版书为何如此
珍贵？其魅力何在？

首先，宋版书装帧大气，以“蝴蝶装”最为
盛行。什么是“蝴蝶装”？以浙江图书馆馆藏
的一叶宋刻宋印的《咸淳临安志》为例，“一
叶”是指古籍的一个书叶，即雕版印刷的一个
版面，版面中间为版心，印有页码等。现代图
书没有版心，其一个页面相当于古籍的半
叶。“蝴蝶装”便是将一张张刷好的书叶，沿版
心中缝将印有文字的纸面朝里对折，形成缀
页，再按页码依次排列对齐，用糨糊粘贴在另
一包背纸上，然后裁齐成书。读者在翻阅时，
左右书页自然展开，犹如蝴蝶的两翼翩翩飞
舞，典雅优美。

这种装帧形式开本大气，科学美观，缺点
是书页翻阅久了，缀页处容易脱落。因此存世
的“蝴蝶装”宋版书十分稀少，大部分已被后人
改装为包背装、线装等形式。然而，宋版书哪
怕散落成了单叶，能流传至今的，也是非常难
得。浙江图书馆老馆长张宗祥先生便是以收
藏宋版书为乐，一生收集百叶，藏于一个精致
的小木匣中，取雅名曰“小百宋一廛”。此百叶
饱含着先生对宋版书的痴迷和苦心。

第二，宋版书刊刻精美，以杭州刻本为最
上等。杭州自北宋以来就是全国最大的坊刻
业中心，城内外书坊林立，官私刻书空前兴
盛。杭州刻本更是以刊刻精美而著称。宋叶
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谓：“今天下印书，以杭州
为上，蜀本次之，福建为下。”以南宋后期临安
著名书坊陈宅书籍铺所刊刻的《唐女郎鱼玄机
诗》为例，此本“蝴蝶装”（黄丕烈改装）开本大
气，版式疏朗，墨色晶莹，镌刻秀丽，线条方俊
硬朗，书法精妙，字体内擫，瘦劲秀丽，近似柳
体，带有欧意，神采焕然，精美绝伦，毫无瑕疵
之感，完全是一件至善至美的艺术作品，更是
难得一见的宋代杭州坊刻精品，展示了宋版书
盛大的时代气息。

第三，宋版书存世罕见，以宋刻宋印最珍
贵。经过朝代变更、兵燹战乱、天灾人祸等因
素，宋版书传至今日，已极为罕见，张秀民先生
在《中国印刷史》中曾言：“目前国内外宋版书
所存也不过一千部左右，内台湾约存二百部，
又多为残书或复本。”可见宋版书弥足珍贵。

而宋刻宋印更是凤毛麟角，目前所能见
到最多馆藏的，是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
馆。以浙江图书馆为例，馆藏《新刊名臣碑传
琬琰之集》为宋刻元明递修本，即宋代的雕版
经元明两代修补，在明代刷印而成；又如《鬳
斋考工记解》为宋刻元延祐四年重修本，即宋
代的雕版传至元代有缺失或烂板，故而进行
了补刻重修，在元代刷印而成。以上两种都
不是宋刻宋印。如今我们还能从《咸淳临安
志》《唐女郎鱼玄机诗》中感受到宋刻宋印的
纸墨韵味，实为幸事。

此外，宋版书佳话流传，以钤印题跋最精
彩。宋版书传至今日，几百年历数劫而辗转
颠沛，其曲折坎坷可想而知。一本宋版书就
是一部鉴藏史，背后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
典藏佳话，记录着几家几代人的艰辛守护。
书上的每一个钤印题跋更是代表一段历史、
一段记忆。以《唐女郎鱼玄机诗》为例，全书
钤密密麻麻收藏印共128方，有题题跋者共28
人。此书在流传过程中，先后有明项子京、项
子协，清何焯、兰陵缪氏、黄丕烈、徐渭仁、黄荷
汀、周海珊，以及民国袁克文等名家递藏。

（作者系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专家，浙江
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宋版书：
一叶一黄金

每个城市，都有着自身的特色和特殊的记忆。
作为杭州首个规模性展示南宋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德寿宫遗址博物馆通过遗址展陈、建筑复原和数字展示，向
人们展现最为地道的宋韵文化，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南宋
历史文化集中展示地。

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自 11 月 22 日面向社会开放，
便一票难约。然而，幕后的故事往往比台前的更丰富精彩。

近日，文史散文《德寿宫八百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
版。如果说，今天的德寿宫是个光彩夺目的舞台，这本书就
像一部文字纪录片，带我们绕到幕后，看它的前世今生、它
的奇闻轶事、它的艺术造诣，以及它是如何被历史之河掩
埋，又如何重现光彩。

诚如作者周华诚所说，他想讲述的绝非只是某一段历
史或某一项工程，还有一种精神，以及“宋韵文化传世工程”
可以“传世”的理由。

杭州德寿宫遗址保护工程文字杭州德寿宫遗址保护工程文字““纪录片纪录片””出版出版——

《《德寿宫八百年德寿宫八百年》，》，宋韵匠心犹存宋韵匠心犹存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严粒粒严粒粒

文学创作并不是一项自娱自乐。创作
和出版《德寿宫八百年》的目的，是传承宋韵
文化的精髓。

南宋史专家何忠礼欣然为书作序，称这
是一部“既反映德寿宫真实历史，又充满了
一个个历史故事和历史知识的好书”；考古
学家郑嘉励也热忱推荐，他认为《德寿宫八
百年》“为讲好南宋临安城考古故事创造了
一个优秀的文本和全新样本”。

这是一种极高的肯定。
在抵达“高度”之前，周华诚动尽脑筋。

“写《德寿宫八百年》这本书是相当困难的事，
我需要在表面极其纷繁、时空体量巨大的题
材里，找到几扇小门，以便准确地通往想去的
目的地。”

的确，如果要划分一下写作门类，《德寿
宫八百年》绝对不是他一开始就擅长的那一
种。对于一个主要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来
说，周华诚写过故乡风景，写过各地小吃，写
过匠人和匠心，但是要写一部结合考古、历
史，甚至还囊括有建筑工程内容的深入浅出
的作品，难度太大了。

“你知道TAD吗？它的全称是‘渠式切
割装配式地下连续墙施工法’，是一种遗址
保护工程施工工艺。简单来说，就是像切豆
腐一样，把大地切出十几米的沟渠，然后把
预制板放下去，形成一面地下连续墙。打个
比喻，差不多就是在遗址四面围出一个水泥
桶，让遗址内水透不进。像这种专业术语实
在太多了，我费了好大劲才想明白。”周华诚
连比带划和我做着说明，和他书里写的一样
简单清晰。

作家需要心里装着读者，具有对知识
进行重组或转化的能力。为此，除了请教
专家，他必须拓展阅读量，先让自己成为

“专家”——
周华诚给我看他的书架。宋文化相关

书籍一摞摞，涵盖《风雅颂》《在田野看见宋
朝》这类通俗易懂的科普书籍，乃至绝版的

《宋代官式建筑营造及其技术》这类学术专
著和翻印的《思陵录》这类古籍。还有数百
篇电子文献存在电脑里，那是一篇篇到处
下载的相关论文。

“没有人给我列出一份明确的书单。
经常是读了一本书，发现某块不懂的领
域，再按照书里标注的参考文献找下去。
循环往复。”周华诚算了一算，光明确列进

《德寿宫八百年》的参考文献书目数量就
达五六十本。在阅读时候，你会发现它们
频频出现在脚注里，这为信息的来源提供
了依据。

与此同时，他必须身临其境，才能把知
识和现实一一对应。考古现场、博物馆里，
还有无数专家的办公室和家里⋯⋯都留有
他的脚印。

另一方面，他还需要从大历史中找到小
切口。

“毕竟，普通读者选择读历史相关作品，
不是为了学习考证的技术。他们没有观察
庖丁解牛的耐心，而是希望能够小中见大，
在汲取知识的同时看到些清晰的历史大规
律。”周华诚明白，若要写好《德寿宫八百
年》，还需要找到一条讲故事的方式和路径。

何处入手？他采用了“剥洋葱”式的写

作手法——
他的笔锋回转古今，辗转宫内宫外，从

南宋那段遥远的历史讲起，再递进到八百年
后的考古发掘现场；由德寿宫屋顶上小小的
鸱吻（中式房屋屋脊两端的兽形构件）的复
原讲起，再行进至整个建筑的复原工程；由
德寿宫园林的一块石头讲起，再扩展到宋人
的风雅日常⋯⋯历史由远及近，由浅入深地
铺陈开，像一本连环画，或是一部单元剧一
样娓娓道来，循序渐进地为读者提供新的视
野、新的信息。

由小见大的视角由小见大的视角由小见大的视角
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寿宫八百年》是一份惊喜。
在接过邀约的时候，周华诚本人，甚至牵头的杭州市相

关部门都没有想过，要写出一本近20万字的书。
那是2021年初，德寿宫遗址保护展示工程一期项目刚

刚开始。电话沟通的时候，杭州市园文局副局长卓军只说
想邀请他写一份讲述德寿宫前世今生的纪录片脚本，在遗
址博物馆开放后循环播放。片子长度只是十几分钟，换算
成文字，五六千字足矣。

“但是，你知道，已知的越多，无知的边界就越宽。”着
手写作后，周华诚开启阅读准备工作。书与书、字与字像
长了手，在他的脑子里，把一张南宋的知识网越织越大。
他意识到，几千字实在无法兜住那些漏网的精华。

“我想，有的人对杭州是有误解的。游客们来，只想到
西湖。那是杭州轻盈柔美的一面。此外，这个城市的气质
应该还有厚重的历史感。可惜，今天的杭州地面上，已经看
不见南宋宫殿的一点残迹了。”出自文字工作者的使命感，
也出于一个老百姓的好奇心，周华诚自告奋勇：除了脚本，
不如再写本书吧。

之前，德寿宫在周华诚印象中，只有一幅模糊的轮廓，
一个出行路上必经的掠影——

一座德寿宫，是临安都城内城仅次于凤凰山南宋皇宫
遗址的重要宫苑遗址，是南宋王朝的缩影之一；从十多年前
起，这里就是一片考古工地，不时能发现瓷器、水渠等文物
遗迹；因为考古价值，德寿宫曾被评为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

而德寿宫所蕴藏的文化价值，应当远远超越“宫苑遗
址”“考古发现”几个标签。它是“绍兴中兴”的产物，集中
折射了整个南宋的政治氛围、经济水平和部分文化精髓。

对于南宋，很多人有着深深的误解和偏见，认为它实在
是“积贫积弱”。周华诚在进入创作之后，一直带着思考去
寻找答案——

为什么靖康之变后，北宋亡了，南宋又能再“活”一百多
年；是什么支撑这一个“苟延残喘”的朝代，走向封建社会文
学、科技、经济、商业发展的新高峰；南宋皇城究竟对今天的
杭州城市文化气质留下了怎样的余韵⋯⋯

这些深入的话题，史学专家们热衷，却少有百姓去追问
究竟，周华诚也没有机会去做过多的探求。把《德寿宫八百
年》当做一次自我提升的难得契机，他拜访专家，阅读书籍，
扩充知识的盲区。

“宋高宗定都临安的重要原因之一，或许是因为在他内
心，除了经济繁荣、风景优美等原因，最关键的因素是有退
路——如果金兵入侵，这里可以由钱塘江出海。”

“我们现在看复建的德寿宫可能会奇怪它的朴实无华，
甚至没有一片琉璃瓦。实际上，它和宋高宗反对兴建土木，
认为这种做法‘恐有害吾民’的思想贯通。”

“如果没有中原人南迁入住杭州，杭州可能不会有片儿
川这种面食。还有卖‘宋嫂鱼羹’的宋嫂，也是随驾从北方
南迁的百姓。”

⋯⋯
周华诚在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有关南宋的新知与旧事。

它们都被揉碎了、化开了，写进书里。
有关修建德寿宫的原因，宋朝皇家在这里生活的状况

与奇闻轶事，南宋的园林建筑艺术、瓷画、茶酒文化水平，以
及沉睡了八百年之久的德寿宫遗址如何被考古工作人员揭
开面纱⋯⋯创作《德寿宫八百年》的过程，正是他穿越历史
的层层迷雾，深入了解南宋的历程。

南宋历史的新知

如若翻阅《德寿宫八百年》，你会发现，
除却古人，还有许多今人穿插其间。

人是书中的一条伏脉，连接古今。“我希
望人们在关注德寿宫的时候，感兴趣的不只
是红墙、文物、建筑，还有一群人和他们的心
意。”穿越历史，周华诚要讲述的，是八百年前
后两个时代的人的匠心。

宋代建筑被人们誉为“古代建筑美学之
首”，德寿宫是“美学高峰”的缩影。此前在
隔三岔五就会召开的项目工作专班联席会
议上，周华诚听到最多的目标是“修新如
旧”，听到最多的字是“难”——

比如，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
师李瑛说：杭州地下水位高、气候潮湿多雨，
对遗址保存很不利，不止水，遗址一旦露出
就会陷入大水坑，并接触空气，何谈保护。

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的朱永说：为了保
护遗址，施工现场是不准搭建脚手架的，因为
哪怕一个榔头掉下来，说不定就会砸坏皇帝
家的地砖。

⋯⋯
面对现实之难，他听到最多的应对措施

是“去克服”——
德寿宫遗址开创性地利用止水帷幕的

办法，配合“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及时补救漏
水点，在地下浇筑密实的防渗墙，为我国潮
湿地区遗址保护提供新的借鉴。

人们还开创性地研究出一套办法，在巨
大的遗址面上，利用钢管穿挂，搭出一个巨
大的虚拟地面作为施工平面。这项方案的
方法论最终形成了论文，成为一种新时代

《营造法式》。
⋯⋯
与此同时，一位有着 30 多年木结构建

筑施工经验的老师傅王根华的言行，深深打
动着周华诚。

由于全国留下的宋代建筑很少，宋代宫
殿也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遍遍跑博物馆看
出土构件找感觉，一次次打样又修改，只为斗
拱、柱础、瓦当等细部不差计划中的一分一
毫。聊天时，周华诚惊讶王根华随口就能报
出很多数字，比如一个鸱吻高1810毫米、宽
340毫米。他说，对德寿宫这样的项目，工作
就是要这样精确到毫米。

“我问他，人站在地上，谁会注意到房顶
上那么小的细节呢？他说，如果这是民间仿
宋建筑，马马虎虎就行，可这是德寿宫。”周
华诚在王根华身上看见了工匠精神的精益

求精。
事在人为。考古人、工程人、文化研究

工作者、工匠⋯⋯他们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为硬邦邦的建筑添了鲜活的“人性”。

周华诚想让读者知道，正因有这些“今
人”的努力，德寿宫遗址保护展示工程才得
以创造很多奇迹，成为全省首次大面积展示
南宋时期地下露明遗址，首次大规模数字化
复原展示遗址，首次大面积开展南方地区潮
湿土遗址保护，首次原汁原味复原南宋宫廷
建筑，首次全面展示南宋历史文化及社会
风貌。

“每一个不同岗位、工种，每一个专业领
域、专业技术，对我来说都需要学习。而当我
弄明白这些事情之后，我发现了一个基本事
实：每个人手上的事情都那么艰巨；即便如
此，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事情干得那么好。”因
为《德寿宫八百年》，周华诚无比庆幸，能有机
会参与到德寿宫遗址保护和展示这样的项目
中来，能有机会深入探访到当下一些人和事，
从而看到跨越时代的匠人匠心，看到一代代
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

那是不断发展和延续的中国故事所拥
有的精神核心。

匠心精神的挖掘

编者按：

宋韵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浙江实现“两个先行”的重要精神资源。为了让千年宋韵在

新时代传承下去，近日启幕的 2022 宋韵文化节以丰富多样

的人文活动，带领今人穿越时空，走近宋韵今辉。

今天，我们推出宋韵阅读专版。让我们通过记录南宋德

寿宫遗址文保工程的新书《德寿宫八百年》以及在图书馆“闺

中深藏”的宋刻古籍的两种视角出发，纸上细说宋韵风华。

俯瞰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 本报记者 姚颖康 吕之遥 摄

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 浙江人民出版社供图浙江人民出版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