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生活 探索
2020年1月14日 星期二
主编：何军林 编辑：苏舒 美编：况中银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 13

■ 尹 凝

永乐帝编纂的百科全书

根据史书记载，《永乐大典》给后世留下了太多
的惊奇赞叹，这本书籍包罗万象，从历史、文学、科
技、医术，到诗文、戏曲、工艺、兵法等，几乎将明朝
之前数千年的文化书籍全部囊括其中。

明成祖朱棣登基以后，每日都要处理很多公
务，但是有时遇到一些不懂的问题经常要翻阅书
籍，所以他就萌生了修一部百科全书的想法。永乐
元年，他任用当时天下第一大才子解缙，专程负责
这项艰巨的工作，并明确下令编撰这本书的宗旨
为：“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他希望这部
书能够汇集百家经典，囊括天下所有书籍之精华，
成古今文献之大成。仅过一年，聪敏过人的解缙就
编纂完成了这部书，名《文献大成》。令人意外的是
永乐皇帝看后却十分不满，他认为这部类书辑录的
典籍太少，不符合他心中汇集百家经典为一书的愿
望。1405年，朱棣命他最信任的“黑衣宰相”姚广孝
和解缙共同编纂这部大型类书。自三国魏文帝曹
丕开始，各个朝代均有类书编纂，永乐皇帝明显是
想编纂一部创造历史的大类书，以彰显大明王朝无
以伦比、远迈汉唐的文化气魄。

据学者推断当时编纂《永乐大典》的人数超过
3000人，编纂人员十分复杂，除了官员、学者还包括
当时各行各业的精英，甚至民间术士、僧侣也参与
其中。《永乐大典》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书籍的精
华，收集的典籍有近八千种。永乐五年（1407年）十
一月该类书编纂完成。明成祖阅后十分满意，亲自
撰写序言，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永乐六年
（1408年）冬，命人抄写完毕。据姚广孝《进永乐大
典表》记载《永乐大典》有“22877卷，目录60卷，共
11095册”，规模、内容超过了前代所有类书。

《永乐大典》采用了册页式包背装的装帧形
式。每册30到80叶（书的正反两面称为一“叶”）不
等，多为二卷本，少数有一卷或三卷本。书开本高
50厘米，宽约30厘米，框高35.5厘米，宽23.5厘米。
开本宏大，大小相当于一般书籍的两倍。《永乐大
典》原书使用的是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的
皮纸，洁白柔韧，纵纹如棉。《永乐大典》字体除将各
门类事物的首字用多种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均
为端正大方的楷书台阁体。正文为墨色，引用书名
文字用红色，断句及标声符号用红色小圆戳钤印。
全书朱墨灿然，温润古雅。书中插图均用传统白描
笔法绘制，形态生动。全书缮写工整，绘制精美，是
写本中的精品。

影响深远的旷世奇书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典文献的重要宝库，它收
集了明代以前七八千种典籍。保存了大量已经亡
佚的重要文献，很多消失的典籍赖《永乐大典》得以
保存，这是《永乐大典》最重要的文献学意义。在明
代嘉靖年间，因为重抄《大典》对它的文献辑佚工作
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最重要的辑佚工作开始于乾隆三十七年，

时任安徽学政朱筠上奏折提出要辑佚《永乐大典》。
朱筠说：“中秘所贮《永乐大典》……请旨敕下儒臣，
采辑讨论，以还旧观，可得人间未见书数百种。”于是
自《永乐大典》辑出逸书次第刊行，流播海内，天下学
者莫不欢欣鼓舞复知稽古之荣。最终，从《永乐大
典》中辑佚600余种书，其中385种进入了《四库全
书》。大量典籍文献价值极高，比如薛居正主编的
《旧五代史》就被著名学者邵晋涵从《永乐大典》辑
出。标志着我国传统的二十四史官修史书得以完整
保全。为此乾隆皇帝还题诗一首《题旧五代史八
韵》，诗还刻在国家图书馆四库全书的原架上。

学术界认为，这些从《永乐大典》辑得的语言文
字古籍及其研究成果将改写半部中国音韵学史、中
国语言文字学史。《永乐大典》保存了大量明初以前
各学科的文献资料，因此它也被称为“辑佚古书的
渊薮”。

中国书籍史上最大疑案

《永乐大典》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之一，也
是镇馆之宝。这部旷世宏编“合古今而集大成”，远
超前代所有类书。这部原本包含1万多册的大书经
历了600多年的颠沛流离，如今全世界只剩下400
余册副本存世，正本至今不知所终。

要知道《永乐大典》有一万多册，而且每册书长
50.3厘米、宽30厘米、厚2厘米左右。如此之多的卷
册，放在那里就跟一座小山一样，怎么就突然不见
了？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史学界也称其为“中国书
籍史上最大的疑案。”

至于《永乐大典》的正本究竟在哪儿，当代研
究者有如下几种猜想：其一是明末清初毁于南京，
二是随“忠实读者”嘉靖殉葬在北京的永陵，三是
万历年间焚毁，四是藏于皇史宬城墙夹层内，五是
毁于清朝乾清宫大火，六是毁于明亡之际文渊
阁。可惜的是这些说法几乎都无确凿证据。中华
书局编审、曾参与影印本《永乐大典》出版工作的
张忱石倾向于“永陵殉葬说”，而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永乐大典》研究者张升认为毁于明亡之际的
可能性较大。但无论如何，迄今为止，寻找《永乐
大典》正本的唯一办法，都只能是在考古发掘中发
现关于它的新线索。

探寻华夏三大国宝之谜

《永乐大典》正本丢失之谜

2019年我国开展
中外联合考古项目46项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施雨岑）记者近日从国
家文物局获悉，据初步统计，2019年我国开展中外
联合考古项目46项，包括赴外考古项目38项，外
国考古团队在中国境内合作考古项目8项；延续性
项目33项，新开展项目13项。

据介绍，这些项目涉及20多个国家，40余家国
外科研机构、博物馆、大学等。我国赴外联合考古
工作紧密围绕“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主题，积极与
合作国开展考古调查、遗址发掘和专题研究，充分
展现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物质交换、族群迁徙、思
想交融和文明互动。

渠县出土文物参加
纪念三星堆发现九十周年展

近日，为配合纪念三星堆发现九十周年大会，
“发现三星堆：三星堆与巴蜀考古——纪念三星堆
发现九十周年”大型特展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
馆文保中心一楼临展厅开幕。渠县历史博物馆馆
藏城坝遗址出土的战国铜钲、战国虎纹铜戈等珍
贵文物参加本次特展。

此次特展，选取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新津宝
墩遗址、商业街船棺遗址、金沙遗址、渠县城坝遗
址等巴蜀文化代表性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勾勒
出自1929年广汉南兴月亮湾玉石器发现以来三星
堆与巴蜀考古的重要历史节点，反映各个历史阶
段的巴蜀考古与研究成果，揭示其推动中华文明
发展进程的有力实证，彰显三星堆与巴蜀考古事
业的蓬勃发展态势。 （本报综合）

黑龙江公布一批考古新成果
新华社哈尔滨电（记者 马知遥）黑龙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日前公布了一批近些年的考古文物
新发现，包含石刮削器、骨镯、铁箭镞、陶制方砖
等。此次公布的321件考古新发现，来自呼中北山
洞遗址、小南山遗址、洪河遗址、亮子油库遗址、阿
城金上京遗址、九间遗址等六处遗址。所涉遗存
年代跨度较长，涵盖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
代、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渤海国时期、辽金时
期、元明清时期等各个时段。

据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赵永军介
绍，这批考古成果主要来自2013年以来黑龙江省
的多项主动性课题考古，有助于了解黑龙江考古
的编年和黑龙江流域文明的发展，对于认识和解
读黑龙江文明化进程和历史发展脉络，有着学术
价值。

黑龙江省位于我国东北端，区域历史久远，形
成并保留了完整的文化链条，呈现出特有的区域
文化面貌。

墨西哥考古人员发现
玛雅文明大型宫殿

墨西哥人类学官员称，考古学家在古鲁巴古
城发现了一座大型宫殿，可能是1000多年前玛雅
精英阶层居住的地方。古鲁巴位于墨西哥东部坎
昆旅游热点附近。美国国家人类学和历史研究所
（INAH）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座6米高、55米长、15
米宽的建筑遗址表明，在公元600—1050年间，这
座宫殿曾有过两段漫长的历史。玛雅文明在公元
250年至900年间达到顶峰，当时它统治着墨西哥
南部、危地马拉、伯利兹和洪都拉斯的大片地区。
这座宫殿是在古鲁巴考古区东部发现的，古鲁巴
考古区是墨西哥尤卡坦州一个重要的前西班牙人
殖民地区遗址。 （本报综合）

《永乐大典》很多人熟知它，都是从古装电视
剧里，其实《永乐大典》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大的
类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它是不世而
出的神秘经典，又是古代中国一个遥远
而模糊的文化符号。在历史的推
进过程中，《永乐大典》也像其
他珍贵的文史书籍那样散
落民间不知所终，它的
每一段故事都是
一个“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