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是五四运动同龄人、西南联
大进步学子、翻译名家、百岁老人杨苡
的唯一口述自传。从 1919 年走向今
天，杨苡的人生百年，正是中国栉风沐
雨、沧桑巨变的百年。时代与人生的
淬炼，凝结为一代知识女性的天真与
浪漫之歌。撰写者历时十年，以细节
通向历史的真实。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杨苡 口述
余斌 撰写
译林出版社

书讯

本书是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
细读与评析，收录了其对于《人世间》

《推拿》《白鹿原》《蛙》《一句顶一万句》
《繁花》等广受读者欢迎的 18 部获奖
作品的解读。作者善于在极速变化的
时代挖掘珍贵的文学风景，通过文字
勘探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为普通读
者绘制了一幅文学全景式的地图，是
读者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指南。

《长篇小说的高度》
王春林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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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基本汇集了“敦煌守护神”常书
鸿先生历年写作的散文札记、艺术评
论、书信及演讲。读者可以看到“敦煌
学创始人”这个形象之外的不一样的常
书鸿，更清晰、全面地触碰这位艺术家、
学者传奇一生的每个侧面。

《真与美散记》
常书鸿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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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共分上下两篇。上篇描写了
乌镇、长江等景色以及在这里发生的
故事，是描绘水乡诗意画卷、闲情逸致
的抒情之作；下篇的散文主题以历史
为主题，讲述宋朝、明朝、战国等时期
的人物事件。书中写景状物的文字隽
永优美，感人至深；评史论道的叙述则
大气宏阔，入木三分。

《在江之南》
刘汉俊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煌煌250巨册，共计7万余字前言、
149 篇叙录、20.3 万余幅高清彩图⋯⋯
近日，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兰溪
鱼鳞图册合集》在杭州首发。

这套合集由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
院编纂，该校胡铁球教授、李义敏博士，
以及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师范
大学人文学院名誉院长张涌泉教授共
同主编，完整、系统地整理了 746 册清
同治时期兰溪县鱼鳞图册官册，梳理了
光绪时期、民国时期的补造情况，还搜
罗了部分散落民间的民册。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系统出版以县
为单位的基本完整的鱼鳞图册，也是我
国地方档案文献整理的标志性成果。
书中大量未经刊行、长期深藏的兰溪鱼
鳞册首次公开出版，填补了大宗鱼鳞册
出版的空白，吸引一大批海内外学者和
古籍爱好者“路转粉”。

《兰溪鱼鳞图册合集》新书发布时，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
高校的 40 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充
分肯定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
大家认为，《兰溪鱼鳞图册合集》的整理
出版不仅改变了鱼鳞图册利用困难、缺
乏深度整理的现状，更重要的是大大丰
富了对国家、特别是对江南地区经济、
社会、历史、人文研究的史料补充，生动
展示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重现了江
南文化的绚丽光彩。

专家们还兴奋地探讨起今后的研
究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鱼鳞
图册研究专家栾成显说，本书在编辑过
程中的定名、断代、叙录与释文等项，既
是对鱼鳞图册文书档案的一种整理，也
是对鱼鳞图册文书档案的一种研究。
同时，构建了鱼鳞图册修复、数字化、整
理、影印的完整工作链条和严密学术规
范，对今后其他鱼鳞图册的整理刊行无
疑具有示范和启迪意义。

清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仲伟民
认为，本书为学者对中国田赋制度研究
提供了珍贵史料，有可能在中国土地赋
税制度研究方面掀起一个小高潮，并取
得突破性成果。

如今，穿越 160 多年浩瀚星河，“复
活”的鱼鳞图册正向我们款款走来。她
展示着中华文明的璀璨与辉煌，诉说着
历经百年流转的蜕变与重生。

鱼鳞图册有多珍贵
代表地籍管理最高水平

鱼鳞图册，又称鱼鳞册、鳞册、流水
册等，是我国古代官府为征收赋税而编
制的土地档案，编制时需要给每一块土
地编号、绘制图形、确认产权，然后把信
息登记在册籍里，因其所绘图形排列像
鱼鳞而得名，类似现在的“不动产证”。
浙江婺州（今金华）是鱼鳞图册的创始
地，其攒造始于南宋嘉定年间，其所承
载的土地管理制度一直沿用至明清、民
国时期。

中国是传统农业社会，农民、土地、
赋税，都是关系国家统治与政府治理的
核心。《宋史·贾似道传》记载：“江南之
地，尺寸皆有税。”意思是每一寸土地都
有归属，都纳入国家税收体系中。在地
域广袤的中国要想实现这一点，全靠鱼
鳞图册。

著名美籍华人史学家何炳棣说：
“在十四世纪末年，这无疑是世界上最
先进的制度。”著名经济史专家赵冈则
认为：“明清时代的鱼鳞图册是人类历
史上（在计算机时代来临以前）政府地
籍管理最周详细致的档案记录，中国以
外任何国家都找不到类似的史料。”

这说明，鱼鳞图册制度代表了当时
地籍管理的最高水平，其对土地管理的
精细程度远超同时期世界其他地区，是
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历史上
的一个创举。

兰溪鱼鳞图册一经发现，立刻引起
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然而，如
此宝贝却一次次面临生死劫难，差一点
被一把火烧掉——

这批鱼鳞图册编造于晚清同治年
间，正值中华民族危亡时期，经历太平
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和抗日
战争，几经政权更迭、战乱动荡，保存至
今实属不易。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其命运可谓跌宕起伏、一波三折。

1942 年，侵华日军攻占兰溪。县
政府工作人员撤离到砚峰乡双牌村（今
诸葛镇双牌村）。临走时，有人建议把
820册《兰溪县鱼鳞图册》用樟木箱装好
一起转移去双牌村，以免落入日军手
中。但是也有人提出，不如运往甘溪乡
东坞村（今黄店镇刘家行政村东坞自然
村），那里村少山高，非常隐蔽，更适合
重要档案的保护。

正是这个提议，让鱼鳞图册逃过一
劫。因为 4 天后，双牌村就被日军攻
陷，临时县政府被洗劫，所有地籍档案
在大火中烧毁。

兰溪县城彻底沦陷之后，日军四处
烧杀抢掠，当时县田粮处（全名“田赋粮
食管理处”） 担心这批档案被毁掉，又
把鱼鳞册转移至丽水市景宁县。兰溪
距离景宁路途遥远，且山路崎岖，交通
遭到破坏，于是雇了 60 多名民夫，靠人
力肩挑的办法，一箱箱挑到了景宁。

待战事平稳，兰溪县田粮处又悄悄
把鱼鳞图册搬运回东坞村，雇了民夫挑
担转移至三峰乡上金村，由当地村民秘
密保管。直到 1945 年，日军投降，被蹂
躏了 3 年 3 个月的兰溪县城终于光复，
辗转多地的鱼鳞图册才被运回县政府，
后来保存在财政局。尽管政府和村民
竭力保护，但是鱼鳞图册还是丢失了74
册。现存的746册，弥足珍贵。

随着时代变迁和技术进步，鱼鳞图
册完成了历史使命，成为了珍贵档案。
为了保护这批册籍，1998 年省财政厅
还专门成立了兰溪鱼鳞图册整理研究
委员会，拨付专款对其进行修复。2017

年 9 月，兰溪市财政局将其移交给兰溪
市档案馆。

抢救修复有多难
100多人耗时9年完成

在浙江师范大学中国契约文书博
物馆内，250 巨册《兰溪鱼鳞图册合集》
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轻轻捧起一
本，墨香扑鼻而来。翻开书页，一张张
精修过的鱼鳞图高清照片跃入眼帘，看
上去像一幅幅古代书法艺术作品。

这部煌煌巨著，由浙江师范大学人
文学院研究团队的 100 多名师生耗时
近 9 年才完成。“职其事者，心力俱竭。”
当被问及参与如此重大课题的感想时，
李义敏引用了光绪《兰溪县志·清赋纪
略》里的一句话。

记者从他口中得知，这样一场呕心
沥血的地籍档案的抢救保护工作，缘起
一次偶然——

2013 年初，时任浙江师范大学人
文学院院长张涌泉受邀去金华市档案
馆参观。当他看到档案库密集架上436
册汤溪鱼鳞图册时，十分惊喜，马上组
织团队展开研究。更让他们没想到的
是，没过多久在兰溪调研时又发现了
746 册清朝同治时期攒造、民国补造的
兰溪县鱼鳞图册。

两 批 鱼 鳞 图 册 数 量 巨 大 ，总 计
1182 册，但大部分册籍受潮、虫蛀、鼠
咬，出现脆化和霉变。如果不早点抢
修，破损程度还会继续加重。但是，经
费从何而来？

几经周折，在国家档案局、浙江省
档案局、金华市档案馆、兰溪市档案馆
的支持下，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研
究团队把汤溪县与兰溪县鱼鳞图册合
并，统称“婺州鱼鳞图册”，申请了3个国
家级和 1 个省级重大课题，筹集到足够
的资金，为鱼鳞图册的修复、数字化、整
理与出版提供了保障。

为最大程度修复好这批古籍，加上
之前研究汤溪鱼鳞图册的经验，浙江师
范大学专门成立了兰溪鱼鳞图册修复
课题组，并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整理规
范：全面普查、抢救性修复、高清彩色扫
描、复原最初的编造系统、重新编目、分
层断代、撰写叙录、彩色影印、精准释
文、编制索引等 10 个环节，构建了鱼鳞
图册修复、数字化、整理、影印、研究的
完整工作链条。

然而，当抢修工作启动时，实际遇
到的难题远比想象的难。

首先是抢救性修复。由于册籍出
现了虫蛀、鼠啮、霉变、撕裂和粘连等各
种问题，有一些散册甚至结成“方砖”，
修复简直无从下手。为此，课题组请来
资深古籍修复专家阎静书来金华主导
工作。他们遵循“最小干预”“修旧如
旧”等原则，摈弃传统的一律整卷、整页
托裱的方法，尽可能采用局部修复的方
式。为了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浙江师
范大学人文学院专门开设了研究性选
修课《民间文书修复与整理》，先后培养
了80多名本科生，确保这一场跨越9年
的浩大工程坚持下去。

修复完成后，他们又发现最初的编
造体系已经被破坏，册籍顺序被打乱、
封题字号不清、贴条位置不确，需要一
叶一叶重新排序和复原。

“图册中又夹杂多个版本，文本内
容多是手写体，俗字异体字较多，整理
时不小心就会出现错误。”李义敏告诉
记者，其中还有大量印章的识别、信息
的断代、功能的判定等工作，这些问题
给鱼鳞图册整理、汇编、研究带来巨大
障碍，而整理的质量直接关乎到鱼鳞图
册数据库建设的成败，以及学术研究的
结论是否可信。

经过无数个日夜奋战，课题组成员
最终凭借扎实的文字学、文献学、书法
学等专业知识，顺利完成了撰写叙录和
编纂索引工作。

由于工作繁杂且体量大，很长一段
时间，同事们发现李义敏因偏头痛频频
发作，被迫暂停手中工作找一处地方静
坐冥想。因为一天十几个小时盯着鱼
鳞图册和电脑，他的眼睛一度红肿发
炎，睁也睁不开，差点动手术。

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也是浙江大
学出版社工作多年的编辑王荣鑫第
一 次 遇 到 。 他 在 朋 友 圈 感 叹 地 说 ：

“这套书出版过程之艰难，是我职业
生涯以来从来没有的。如果一本书
的难度是‘D’，那么一个有 250 本书
的项目，难度不是‘D’乘以 250，而是

D 的 250 次方。”

当代价值有多高
具有县域标本研究意义

深蓝色线装书、16 开大小，首页牛
皮纸上用繁体字竖写着两行字：“兰溪
实验县鱼鳞册（民国二十三年）”和“土
地移转推收处补造”。

在薄如蝉翼的书纸上，一页页鱼鳞
图随着书本翻动，飘逸纷飞宛若蝴蝶。
土地的形状、亩数、名称等信息一一用
蝇头小楷填写，精细程度令人咋舌。

仔细端详手中的图册，记者在感叹古
人智慧的同时，也忍不住为浙江师范大学
团队高超的古籍修复能力点赞。对照图
片中损坏的原版，精修后的鱼鳞图册既最
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又把损坏的部分修
复完好，几乎复原了最初的面貌。

眼下，746 册兰溪鱼鳞图册已修复
完成、合集也已整理出版。接下来的工
作就是如何保管好、利用好、宣传好这
些珍贵的档案。得知兰溪市档案馆特
藏库已经准备就绪，不日便可以迎接它
们“回家”。为了一探究竟，记者特地驱
车赶往了兰溪。

跟着兰溪市档案局局长祝勤，我们
一行人来到了特藏库，这里 24 小时温
度保持 18℃、湿度保持 50%。“你看，后
面这些密集架就是专门准备存放鱼鳞
图册的。”走进库门，一股樟木气味迎面
扑来，一尘不染的库房里 20 多个全新
档案架依次排列，银灰两色相间，足足
有2米高。记者走近才发现这些架子的
每一层都用樟木板做底板，防止档案册
籍被虫蛀，制作精良。

特藏库用于保存修复好的鱼鳞册
原件。兰溪市档案馆还计划在2楼设一
个 200 多平方米的展馆，用于鱼鳞图册
历史文化的展览，目前正在设计装修方
案。记者一行人乘坐电梯来到了现场。

“这里要做一个声光电互动区，让
参观者利用 VR 技术，跟着鱼鳞图册穿
越回战火纷飞的年代，感受当时辗转保
护鱼鳞图册的感人场景。”兰溪市档案
馆副馆长钟晓峰说，他们已经收集了抗
战时期用来转运鱼鳞册的2个原始木箱
和 4 个财政局保管期间添置的樟木箱，
展馆装修好之后就会存放在展览厅向
游客展示。

祝勤告诉记者，古代地方志只是粗
略勾勒县城样貌，加上史料缺失，很难
准确细致地还原县城全貌。

目前，浙江师范大学团队已初步将
古城鱼鳞图册中依次相连的 3000 多号
土地全部拼合，形成清末兰溪城区鱼鳞
总图。这无疑是最详细、最准确的古县
城图，能比较真实地还原当时情况。

“书中大量未经刊行、长期深藏的
兰溪鱼鳞图册首次公开出版，填补了大
宗鱼鳞图册出版的空白。”张涌泉说，这
本合集对于研究明清时期的经济史，尤
其是地权分配、人地关系、基层组织、区
域社会变迁等问题，具有极高的县域标
本研究价值。

记者了解到，兰溪鱼鳞图册已入展
杭州国家版本馆，并与汤溪鱼鳞图册、安
徽休宁鱼鳞图册联合申报参评“中国档
案文献遗产名录”，目前已经通过初评。

“我们要努力让兰溪鱼鳞图册真正
‘活’起来。”祝勤说，兰溪市档案馆已计
划与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合作
建立研学基地，成立鱼鳞图册研究中
心，讲述好兰溪鱼鳞图册跌宕起伏的精
彩故事，展示好地籍档案背后的中国智
慧和文化自信。

同时期世界上最先进地籍管理遗存《兰溪鱼鳞图册合集》编纂出版——

承载中国人对土地的深情
本报记者 薛文春 共享联盟·浙师大 朱 慧

浙江师范大学兰溪鱼鳞图册整理与文本录入现场。 受访者供图

同治兰溪四都一图鱼鳞图册。 受访者供图

《兰溪鱼鳞图册合集》书影。 肖婉琴 摄《兰溪鱼鳞图册合集》书影。 肖婉琴 摄

资深古籍修复专家阎静书（中）带领学生修复兰溪鱼鳞图册。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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