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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北京中轴线一路北上，行至燕山，在

三面青山的环抱中，见亭台楼阁，次第铺陈。

在 3 年前，地图标记这里还是一座废弃的采

石场；今天，这里已是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

馆，藏之名山，传之后世。

近日，中国国家版本馆举行落成典礼。中

央总馆文瀚阁、西安分馆文济阁、杭州分馆文

润阁、广州分馆文沁阁历时 3 年建设，均已竣

工 。除了中央总馆，各个分馆也都与山水相

依：西安分馆南倚秦岭，北望渭川；广州分馆

在凤凰山麓、流溪河畔；杭州分馆更是坐落于

良渚之间。

什么是版本馆？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

回答“什么是版本”？

在中华版本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版本的

载体千变万化。从早期的刻符甲骨到纸质书，

再到新兴数字媒体，陶石、兽骨、金属、竹木、

纸张、数字⋯⋯皆可作为版本的载体。器物形

态和纸张形态的版本，依然是研究中国历史

文化中不可或缺一环；而数字版本，则开辟了

新的存储空间和展示形式，为版本在新时代

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

尽管版本的形态缤纷多样，但其承载信

息、传播知识、促进交流的作用始终如一，是

延续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中国国家版本馆

是 国 家 版 本 资 源 总 库 和 中 华 文 化 种 子 基 因

库，开馆后将全面履行国家版本资源保藏传

承职责。

跟随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脚步，探访中国

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馆中有版本万千、气象万

千、文明万千。

斯文在兹

文兴楼是中央总馆的入口，也是系列展

览的序厅；穿过文兴楼就到了文华堂，这里是

国家书房，珍藏着 3 万余册具有传世价值的

经典；作为整个建筑群的制高点，文瀚阁位于

建筑群中轴线的北端，坐落于台基之上，借鉴

敦煌莫高窟九层楼，庄重典雅。

中 国 各 个 朝 代 都 把 版 本 保 藏 传 承 放 在

重 要 位 置 ，从 周 朝 的 守 藏 室 、秦 朝 的 石 室 ，

到汉代的天禄阁、唐代的弘文馆，再到宋代

的 崇 文 院 、明 代 的 文 渊 阁 、清 代 的 四 库 七

阁 ，专 藏 机 构 绵 亘 千 年 。其 实 ，建 筑 也 是 一

种 版 本 ，建 筑 中 充 满 了 人 对 天 地 万 物 的 想

象与尊崇。

中央总馆的展览有“真理之光——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时 代 化 经 典 版 本 展 ”“ 斯 文

在 兹——中 华 古 代 文 明 版 本 展 ”“ 见 证 伟

业 ——中华民族复兴版本展”，以及“版本工

艺”“中国邮票”“中国货币”等专题展览。

其中，“斯文在兹——中华古代文明版本

展”基本陈列，荟萃中华文明起源、政治、经

济、哲学、地理、文学、史学、艺术、科技、教育、

军事、民族、交流等 13 个方面的版本瑰宝。版

方鼎、《放马滩秦图》《元和郡县志》《明状元赵

秉忠殿试卷》等文物，记录了不同领域的古代

文明版本。

一片新石器时代的红陶片，出土于西安

半坡遗址。上面的刻画符号，具有文字性质，

是探讨文字起源、社会形态的重要版本。

一块青铜的秦诏版，刻着秦始皇二十六

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为研究秦时统一文字

和度量衡，提供了翔实的版本物证。

一副清代的象牙扇骨，采用微雕技法，在

一 侧 骨 上 雕 刻 了 白 居 易 著 名 的 长 篇 叙 事 诗

《长恨歌》，共计 840 余字。

赓续中华文脉的经典版本浩如烟海，蔚

为大观。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中，许多版本遭遇

了侵蚀损毁。幸好，在一代代的能工巧匠的装裱

修复下，秉承“修旧如旧”的原则，版本之美得以

延续，技艺本身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文华堂南广场，有一枚“赓续文脉”印章

雕塑，由边长 1.6 米的整块寿山石雕刻而成，是

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一枚寿山石印章。这枚印

章印在了大地上，那是中国版本的最大载体。

从“铅与火”跨进“光与电”

印刷术的发明，让版本的复制传播进入了

新的时代。

雕版印刷术始于唐代，是中国手工业技术

发展中一个划时代的成就，在近代印刷术传入

之前，雕版印刷一直是中国版本印刷的主要形

式。雕版印刷术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工艺，它在

中国的造纸术、制墨术、雕刻术、摹拓术等多种

技术的合力之下诞生。它是世界现代印刷术的

最古老的技术源头，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突出

贡献。而活字印刷术则是近代印刷术的先驱，由

北 宋 平 民 毕 昇 于 庆 历 年 间（1041-1048）发 明 ，

掀起了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

展览中展出了一块德格印经院的经版和印

刷的佛经，德格印经院雕版印刷技艺已经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名录。一册藏传佛经的西夏文译本《吉祥遍至口

和本续》，1991 年出土于宁夏，是现存最早的木

活字印本，用实物证明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

时间从元代提前到了宋代。

在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大约 400年后，德

国人古登堡创造了用铅合金制作活字排版印刷的

方法，并制造出最早的印刷机。19世纪初，近代印

刷术传入中国，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得以普及。

一册《十竹斋画谱》，即由民国时期的上海

江东书局用五色珂罗版印刷，而画谱则是晚明

时期金陵的“十竹斋”主人胡正言主持刊印的。

技术在进步，文化也以不同的载体展现在不同

时代的中国人面前。

20 世纪 80 年代，由北京大学教授王选主持

研制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诞生。所谓激光照排，

其实是电子排版系统的简称，它的原理是将文

字通过计算机分解为点阵，然后控制激光在感

光底片上扫描，用曝光点的点阵组成文字和图

像。中文印刷从此告别了“铅与火”，跨进了“光

与电”的时代。

邮票：用实用而微小的方式记
录中国

有一种版本的类型，曾经我们经常使用，现

在却渐渐淡出视线，那就是邮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有组织通信的国家

之一，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边境寄往王都

的“边报”。《孟子·公孙丑》中，孔子说“德之流

行，速于置邮而传命”，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

邮传通信已经较为完备。自秦汉以来，历经各个

朝代的发展，至大清邮政开办之前，邮驿制度日

益完善，保证着国家政令的畅通。

展 览 中 有 一 封 特 殊 的“ 家 书 ”—— 黑 夫 木

牍，那是战国时期名叫黑夫和惊的秦国士兵，写

给家人的书信，1975 年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

四号秦墓，也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家书。邮

驿，不仅有国家大事，也寄托着普通人对远方的

挂念。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1878 年，由西方列强掌控的

清 朝 海 关 在 北 京、天 津、烟台、牛庄（今营口）、

上海等五地试办邮政，同年发行中国第一套邮

票——大龙邮票 。1896 年 3 月 20 日，清政府批

准开办国家邮政，设立了大清邮政官局，标志着

中国近代国家邮政的诞生。

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成立。中华民国

邮政取代大清邮政。当时的邮票品种丰富，有普

通邮票、纪念邮票、特种邮票、航空邮票、附捐邮

票、欠资邮票，以及限地方贴用邮票、地方邮政

邮票等。在那个军阀割据、战争频仍、经济混乱

的年代，邮票“加盖改值”与“限地区使用”的情

况较为普遍。邮票用实用而微小的方式，记录了

当时的中国。

1949 年 10 月 1 日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

中国邮政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0 月

8 日，新中国第一套邮票——纪 1《庆祝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邮票正

式发行。

从此，在中国的邮票上，我们能看到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外交等领域的发展

与进步，展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生动画卷。

邮票可能是所有展品中最“新 ”的，比如，

2018 年 10 月 30 日发行的《港珠澳大桥》、2020
年 10 月 25 日发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 70 周年》，还有 2022 年 7 月 27 日发行

的《中国国家版本馆》⋯⋯

也许今天的我们已经很少手写信、贴邮票，

也许邮票将来会作为一种艺术品而存在，但它

依然在兢兢业业地记录着版本中的中国。

在这里，看到版本中的中国

□ 竺洪波

君不见，西游文化从不过时，在每个年

代都可以凭借其独特魅力融入时代：央视

86 年版电视剧《西游记》，连年位居各视频

网站播放量前列；领一时风气之先的动画

片《大闹天宫》、电影《大话西游》、网络文学

《悟空传》，以及各种戏谑的“西游”作品，乃

至“西游”表情包，都是这部传统文学经典

与时代、与社会、与各种艺术样式发生的精

神共振。

与“四大名著”或“四大奇书”中的其他

三部相比，《西游记》具有独特的魅力。从读

者面来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具有金戈

铁马的阳刚风格，一些女性读者似有本能

的疏远，《红楼梦》则有不同程度的“少儿不

宜”，唯独《西游记》能与大众产生全方位的

共鸣。无论男女老少、黄发垂髫，都可以津

津有味地与人说起《西游记》的故事。

《西游记》的独特魅力、它的艺术经典

性是如何炼成的？《西游记》不是“天降”奇

书——它有来历可寻。

其一，文学源于生活，经典来自现实，

《西游记》的经典性源自玄奘大师西天取经

的壮举。关于玄奘取经的史实，各类史书记

载略有差异，可大致梳理为：

贞 观 三 年（629），玄 奘 从 首 都 长 安 出

发，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

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偷渡玉门关，

取道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今新疆吐鲁

番），越葱岭（帕米尔高原）、出热海（凌山大

清池，即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来到

素叶城（即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

马克西南），经二十四国到达北印度。贞观

十九年（645），玄奘携带 657 部佛经和大量

佛像，取道巴基斯坦北上，经阿富汗、尼泊

尔，翻越帕米尔高原，沿塔里木盆地丝路南

线回国，逗留于阗（今新疆和田市）两年后，

回到长安。

行 程 5 万 里 ，途 经 百 余 国 ，历 时 17
年 ——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中国故事”。

在那个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没有导航、没

有翻译软件的时代，玄奘以一人之力，完成

了 一 个 即 使 在 今 天 看 来 也 很 难 完 成 的 任

务。在西域的 17 年里，他“见不见迹，闻未

闻经”——见到了许多以前不曾见过的异

域风土人情，也听到了从前从来没有听过

的佛教理论。

《西游记》是神话化的“西游故事”。史

书所记“此等危难，百千不能备叙”，被形象

化为“九九八十一难”，“苦历千山，询经万

水”的艰难旅程，化为笔底烟霞。古人评论

《西游记》“奇地、奇人、奇事、奇想、奇文，五

奇具备”，揭示了《西游记》宝贵的审美精神

与艺术风格，也体现出这一“中国故事”独

特的叙事方式。

其二，《西游记》的经典性来自时间的

赐予，这部作品经历了长达千年的经典化

历程。

早在唐初玄奘在世前后，西游故事便

有 所 流 传 。取 经 归 国 后 ，玄 奘 奉 敕 撰 写 了

《大唐西域记》，记录了西域地理、历史、道

里、风俗。他的弟子慧立、彦悰为了表彰恩

师的丰功伟绩，谱写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

传》。这“一记一传”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传主行迹神奇，书者文采斐然，共同开启了

“西游故事”的文学性书写。它们理所当然

成了《西游记》的最早源头，也成为《西游

记》经典化的开端。

沿着时光长河缓缓流动，晚唐五代到

宋元之际，出现了各种体裁的西游文艺作

品。开始时，大家各显神通，各有讲法，严肃

的历史真实、浪漫的文学想象和活泼的民

间传奇，融汇交织。慢慢地，人物和故事逐

渐趋于一致，出现了集大成者《大唐三藏取

经诗话》（以下简称《诗话》）。

此后，民间艺人再讲说西游故事时，大

致都按这个话本底稿来讲说。现存《诗话》

的产生时代已不可考，有人说是宋，有人说

是元，也有人认为晚唐五代即已出现这部

作品。但可以确定的是，《诗话》是目前所见

最早的西游题材的文学文本。胡适视其为

《西游记》的“祖宗”，鲁迅称其为《西游记》

的“先声”。

《诗话》 对 《西游记》 最终成为经典

性神话小说具有奠基性、先导性的意义。

比如，正是在 《诗话》 中，猴行者首次加

入 取 经 行 列 ， 替 代 玄 奘 成 为 作 品 的 主 人

公。这个猴行者来头可不小，他来源于民

间西王母神话，人、神、猴三位一体，是

“八万四千个猕猴之王”。他身世奇特，神

通广大，“九度见黄河清”，因偷吃王母的

蟠桃被发配在花果山紫云洞。这显然就是

《西 游 记》 孙 悟 空 的 原 型 ； 紫 云 洞 则 在

《西游记》 升级为水帘洞。

猴行者等神话形象的加入，直接影响

了《西游记》 的内容和结构。猴行者的出

现，一举突破了真人真事的现实局限。他

亦人亦猴，亦仙亦妖，能腾云驾雾，变化

作法，故而恶劣的自然灾难不足以成为他

的阻碍，必须引入妖魔鬼怪，才能显其神

通；随着妖魔鬼怪的出现，唐僧的保护者

也须相应升级，于是引入了西天诸神；一

般 的 得 道 高 僧 只 是 精 通 佛 理 ， 既 不 能 长

生，又无诸般神功，在猴行者与神魔面前

是小巫见大巫，所以取经的对象必须是端

坐云中、若即若离、至高无上的佛祖，而

非历史上印度那烂陀寺的戒贤大师可以胜

任 。 就 这 样 ， 神 、 佛 、 魔 三 者 齐 集 ， 从

此，西游故事的内容和结构驶入了神话小

说的轨道。

《诗话》还开启了西游的降妖模式，将

玄 奘 取 经 的 历 程 浓 缩 为 更 具 象 征 意 义 的

“九九八十一难”。据考证，现存《诗话》中的

降妖历难故事，完整的有树人国遇妖术、火

类 坳 遇 白 虎 精、九 龙 池 遇 九 头 鼍 龙 等“ 三

难”。“三难”虽少，但意义重大：它将历史上

玄奘所经历的“百千无以备叙”的“此等危

难”，演化成为生动形象的神魔故事，为后

世《西游记》中的“九九八十一难”提供了基

本类型。

到了明代，西游故事更加发达、丰富，

逐步形成了戏曲与平话（民间说书话本）两

个 系 列，现 存 的 代 表 作 分 别 为《西 游 记 杂

剧》和《西游记平话》。这两部作品是明代

《西游记》演化的“关键少数”。从时代考量，

它们离《西游记》最近，又同属于叙事文学

体裁，适合讲述，共同构成了《西游记》的直

接蓝本。

《西游记杂剧》，明初戏剧家杨景贤著，

全方位叙述了唐僧取经故事，具有六本二

十四则的宏大规模，比王实甫“天下夺魁”

的《西厢记》还多出一本，可谓元明以来杂

剧之冠。《西游记平话》，明代无名氏著，全

本已佚，目前仅存一些片段，主要是大型类

书《永乐大典》所录“魏徵梦斩泾河龙”和朝

鲜古代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所载“车

迟国斗圣”两则。后者还有 9 条注释，涉及

的西游降妖故事十分丰富。

《诗话》尚无猪八戒和白龙马的影子，

沙僧的情形则更类似于其他除怪故事：他

化为金桥帮助唐僧渡过深沙河，但并没有

成为唐僧的徒弟参与取经。但在 《西游记

杂 剧》 与 《西 游 记 平 话》 中 ，“ 取 经 班

子”的构成及其分工则已经定型，唐僧、

孙悟空、猪八戒是主角，沙和尚、白龙马

是配角。

在后世百回本小说成书过程中，人物

越来越庞杂，但“取经五人组”的班子始终

相对稳定：师徒四人，外加白马，定格为《西

游记》的“标配”，其余人物皆跑龙套，穿场

而过。

同时，《西游记》的情节构架也宣告固

化，为大众所熟知、独立成篇的《西游记》

“三大板块”就此定型。这“三大板块”就是

孙悟空大闹天宫记、唐太宗入冥记（取经缘

起）和唐僧西游记（九九八十一难）。

其三，《西游记》的经典性，还来自天才

作家吴承恩的生花妙笔。

当下学界对“吴承恩著《西游记》”的说

法还存有不同意见，但无论如何，《西游记》

的 作 者 是 客 观 存 在 的 。据 鲁 迅、胡 适 的 考

证，最后创编并推出《西游记》百回本巨著

的，是明代作家吴承恩。所以，我们不妨将

“吴承恩”当作《西游记》作者的一个指代，

用以考察这位天才作家的卓越创造。

与《红楼梦》等文人案头文学相比，《西

游记》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是一部世代累积

型集体创作小说。千百年来，街头坊间的口

耳相传，戏班乐坊的浅吟低唱，早已让西游

故事初具规模。玉在石中，只待巧手打磨。

吴承恩也不是曹雪芹那样的独立创作

型作家，而是像冯梦龙、余象斗一类的改创

型作家。在对以往西游故事进行创造性的

整合、加工和润色的过程中，吴承恩的文学

才华得到了充分彰显。

比如，孙悟空与二郎神的斗法故事，在

前 代 杨 致 和 简 本《西 游 记 传》中 不 足 300
字，而他却洋洋洒洒写了三千余言，使故事

更加饱满生动，文字更加神骏丰腴；白骨精

的故事，虽在前代《诗话》里早有雏形，但白

骨精善于伪饰变化、千方百计“吃唐僧肉”

的情节，则完全是吴承恩的构思。

此外，从理论上说，凡是前代西游作品

中没有出现和提及的故事，如通天河唐僧

坠水、荆棘岭三藏谈诗等故事，都是吴承恩

独立创作的精彩篇章。

更值得后世称道的是，正是吴承恩，才

将《西游记》写成了一部独一无二的神话小

说。按以往文学史的命名规则，表现“西天

取经”母题的西游“记”，大概率应该像《马

可·波罗游记》或《鲁滨逊漂流记》那样，是

一 部 名 人 旅 行 记 或 英 雄 历 险 记 。或 者 ，从

“取经求法”的题材上看，它更有理由成为

一部弘扬佛法的宗教小说。然而，《西游记》

却偏偏是一部恣肆汪洋、瑰玮壮丽的神话

小说。

《西游记》最后以神话小说定型，是历

史选择、创造的结果，更是吴承恩选择、创

造的结果。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

《西游记》为什么成为经典

□ 程遂营

绝大多数学校都有自己的校规，或称学规、学生

守则，很多学校还印成小册子叫《学生手册》。那中国

古代书院的“校规”，又是怎样的呢？其中，《岳麓书院

学规》就颇具影响力和代表性。

王文清（1688-1779 年），字廷鉴，号九溪，湖南宁

乡人，乾隆二年（1724 年）进士，精于经史，名望很高，

乾隆十三年（1748 年），受长沙知府吕素高聘请，担任

岳麓书院山长。当时，岳麓书院生源不济，院舍草木丛

生，尤其是时任湖南巡抚的杨锡绂与长沙知府吕素高

不和，有意利用城南书院（长沙的另一座书院）取代岳

麓书院的地位。所以，岳麓书院的发展到了一个低谷。

王文清到任后，整理院舍，整顿院规，依靠个人声

望，扩大生源。在王文清的努力下，那些读书士子争先

恐后地打理好行李，从湘江西岸的城南书院，渡江来

到湘江东岸的岳麓书院。长沙地方政府也把岳麓书院

重新当作举行祭孔等文化活动的中心，岳麓书院得到

了中兴。

不过，王文清对岳麓书院的最大贡献还不仅仅在

于中兴，而在于他修订了《岳麓书院学规》。学规共 18
条，108 个字，内容分两个部分 ：前 10 条是学生的道

德 行 为 规 范 ：忠、孝、庄、俭、和、悌、义 等 ；后 8 条 是

具 体 的 学 习 内 容 和 方 法 ：讲 经、诵 读、做笔记、通晓

时务等。学规很通俗易懂，又寓意深刻。我们看其中

的几条：

第一条，要求学生“时常省问父母”。中国的孝文

化根深蒂固，书院的学生来自湖南全省乃至全国各

地，所以，要求学生用书信、或托友人、或隔一段时间

返乡等形式，时常省问父母大人的安康。

第 三 条 ，“ 气 习 各 矫 偏 处 ”。书 院 学 生 都 是 10 多

岁、20 岁左右的年轻人，正处在人生观、世界观以及

个 性 的 塑 造 形 成 期 ，所 以 ，要 矫 正 个 人 行 为 中 的 偏

执，养成与人和睦共处的习性，这一点对一个人一生

的发展都非常重要。

第五条，“服食宜从俭素”。封建社会，一般的老

百姓是上不起学的，能到书院读书的大多是比较富

裕家庭的孩子。王文清认为，年轻人应该过节俭、朴

实的生活，不能在服装、饮食等方面太奢侈，这样，才

能体会到生活的不易，将来走向社会才能为国家、为

广大百姓考虑，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而不是奢侈腐

败的蛀虫。

还有“读书必须过笔”“疑误定要力争”，是提倡

学生读书时要养成做笔记的好习惯，这是古人学习的一个好方法；同

时，有疑问一定要提出来，善于发现问题，通过争论、辩论来弄清楚问题

的实质。

即使放到今天的大学，《岳麓书院学规》也很有借鉴意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文清还非常重视社会实践对于学生教育的

重要性。曹典球《王九溪先生年谱序》记载，王文清“一生不肯为凿空无

据之谈，而必以实事求是、切于人生日用之学为归宿”。

在 18 条学规的第十三条，王文清明确提出，书院的学生应该“通晓

时务物理”，就是提倡学生除了学习书本知识，还要接触社会、了解社

会，为将来经世济民打下良好基础。

不过，这一条学规不是王文清首创的，岳麓书院建立之初，就确立

了一个明确的办学宗旨，教育学生重实践、行践履。清朝学者全祖望在

评价南宋时期岳麓书院的山长张栻（号南轩）时说，“南轩弟子多留心

经济之学”。经济之学，即注重实践、关注社会的经邦济世之学。

到了清代，考据学盛行，但岳麓学子在王文清等人的倡导下，仍讲

求义理和经济之学，把重务实、行践履的学风进一步发扬光大。

对 于《岳 麓 书 院 学 规》，岳 麓 书 院 后 来的学生魏源、曾国藩、谭嗣

同等都推崇备至。他们一方面学识渊博，但又强调务实，传承了传统儒

家 经 邦 济 世 的 情 怀 与 传 统 实 学 的 经 世 致 用 精 神 ，面 向 现 实 ，关 注 国

计民生。 （作者系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岳麓书院的学规为何今天仍能触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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