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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11文娱

红色基因镌刻国宝上
目前存世的 4800余卷《赵城金藏》，是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之一，与《四库

全书》、敦煌遗书、《永乐大典》齐名。北京荣
宝拍卖典籍部经理李林昊认为，《赵城金

藏》不仅是国宝，更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
“它不仅仅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现存最早、最

完整的佛教大藏经，也是涵盖了哲学、历

史、语言、文字、建筑、医学，并且通过雕版
印刷完成的百科全书。”

《赵城金藏》中的“赵城”，指山西赵城
县，“金”乃朝代名，“藏”则是大藏经。公

元 12 世纪，复刻自《开宝藏》的《赵城金
藏》共计 6980卷，约 6000 余万字，就在赵

城县广胜寺密藏，一藏就是 800 年，不为
外界所知。

经历近千年岁月、战火和历史磨砺，

《赵城金藏》能保存至今，本身就是奇迹。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于近日开播的六集纪录
片《炮火下的国宝》第五集中，重点讲述了

国宝《赵城金藏》的故事。

自从上世纪 30年代发现《赵城金藏》

起，日本各方面就在觊觎这部《赵城金藏》，
起初，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愿出 22 万银

元购买《赵城金藏》，遭拒后仍陆续派遣僧
人游说广胜寺，试图高价购买。抗日战争

爆发后，日军开始蓄谋掠夺《赵城金藏》。

1942 年 2 月，日本人意图在山西赵城抢
夺经卷，时任洪洞县游击队大队长段龙章

是保护经卷的关键人物，他接到延安中央
及太岳二地委的任务，连夜率队掩护抢运

经卷。
因此这次《赵城金藏》妙法莲华经文句

卷八在上海的展览，也受到了八路军研究

会上海分会的高度关注。在展览开幕式上，
段龙章之女段香玲作为抢救经卷的八路军

后人代表感言：“父亲生前从未提及这段往
事，作为军人这是一项保密任务。前些年，

我曾经到他革命工作过的山西洪洞县考
察，当地媒体问及此事，我才有所了解，这

次妙法莲华经文句卷八现身，引起学术界
和八路军研究会的关注，我知道了更多。这

是一段奇缘，我向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国宝
文献的先辈致敬，感谢上海图书馆和展览

的主办方，让这段缘分在上海重聚。”
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李致忠认

为，在战争年代，党中央对《赵城金藏》的保
护政策使得它带有“红色基因”，这也是其

他文物不能相比的。李致忠猜测，这些散落
在民间的经卷很有可能就是在转移运输的

过程中遗失的，“当时，为了躲避日军，战士
们走遍崇山峻岭，每个人拿起一条床单当

包袱皮，把经卷背在背上，难免会散出去。”

尚有遗珍散落在民间
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际宁研究

《赵城金藏》30多年，他在考察中发现，现存
全世界公共收藏的《赵城金藏》算下来不到

4900卷。“过去中国国家图书馆正式编号的
是 4813件，最近库房里收藏的两件残本也

相继编号；除国图以外，上海图书馆 12件，
北京大学 7件，上海博物馆 1件，广西博物馆

2件，河北大学图书馆 1件，中国台湾 3件，

另外日本各大博物馆和高校图书馆等藏有
40多件；德国的巴伐利亚图书馆还有 1件。

另外，近年在日本的拍卖会上曾出现了几件；
中国民间也还有收藏。”在仔仔细细观摩后，

李际宁确认这次新发现的是《赵城金藏》的原
件，“从纸张、字体、版式，乃至千字文的冥字

号的写法、刻法，都跟我们所知的一样。”
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表示，“《赵

城金藏》文献价值非同寻常。此次特展既是
《赵城金藏》和上海的缘分，也是上海图书

馆观众的福分。上海市民可以跟《赵城金
藏》近距离接触，品鉴其文化价值、文献价

值和历史价值，非常难得。”
据悉，这一卷新发现的 19 米《赵城金

藏》妙法莲华经文句卷八，荣宝斋出版社将
出版单行本画册，并以国家级的技艺雕版

印刷来复刻该经卷。本报记者 徐翌晟

密藏广胜寺 800年，炮火下八路军拼死护周全

19米孤本
上海再续缘

    昨天，徐汇区土山湾博

物馆迎来了一批黄浦区非遗
精品。“神工妙力 独具匠心”

———2020 年黄浦区非遗精
品展（徐汇巡展）拉开帷幕。

“未来，我们会让黄浦非遗继
续‘走出去’，进一步扩大合

作的范围。”上海大世界传艺
中心非遗办主任淦妍慧说。

国家级非遗项目曹素功

墨锭与周虎臣毛笔共享一个
展台。文房四宝中的“两宝”

合璧，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
果。据介绍，墨锭产品上的花

纹，很多都是从古董、文物上
复制的。复制纹样的工艺，则

是依靠黄浦区另一项非遗“上
海细拓”。上海细拓非遗传承

人韩志强解释说：“上海细拓
原本是用于甲骨文的拓印，能

够将细如发丝的部分都清楚
还原，特别适合用于还原精美

的墨锭纹样。”于是，韩志强带
着几位徒弟，一面精进上海细

拓的制作技艺，一面帮助曹素
功墨锭复刻传统墨锭纹样。这

样，一来帮助曹素功墨留住了
“根”，二来也让上海细拓有了

用武之地。
黄浦区级非遗海派旗袍

盘扣传承人刘秋雁的展台

上，没有旗袍，反倒有添加了
盘扣元素的笔记本、首饰、装

饰画等，琳琅满目。去年有关
方面邀请刘秋雁制作一件海

派旗袍，在做完旗袍后还剩
下一块边角料，刘秋雁觉得可惜，便按照旗袍领

口的样式制成了一本笔记本，上面也加了与旗
袍相同样式的盘扣装饰，这本笔记本，成了刘秋

雁灵感的源泉。在今年，盘扣又融合在了拼布文
创包上，传统韵味更浓，还显得独特时尚。刘秋

雁说：“大家并不是不喜欢
盘扣，只是穿旗袍的机会

少，注意到盘扣的机

会更少，我们必
须主动走进大家

的生活，让

传统手工艺
变成生活中

用得上的东
西。”

本报记者
吴旭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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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年前的“百科全书”是什么样的？上海图书馆正在进行的
“《赵城金藏》最新发现经卷暨唐宋重要佛教典籍特展”上或许可以得
以一窥。展览以新面世的国宝《赵城金藏》孤本巨帙———妙法莲华经
文句卷八为核心。此卷长达 19 米、蒙元时期原纸、燕尾收尾、品相完
好，与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赵城金藏》中的妙法莲华经文句卷二、卷
五相连，成为增补、研究《赵城金藏》的重要文献。

■ 海派旗袍盘
扣笔记本和盘
扣饰品拼布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