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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征集方式

呈缴、捐赠、行政划
拨、购买、复制、借用等


版本捐赠流程

1. 版本所有者先
将相关照片和信息以
电子资料（版本登记
表）的形式提交国家版
本馆。

2.版本经国家版
本馆初审，由专家鉴定
和评估，符合入藏范围
和标准且尚未收藏的，
在办理移交转让手续
后，作为正式馆藏，永
久保存。

●提示
国家版本馆不接受

现场实物鉴定，请勿邮
寄拟捐赠的版本。

国
家
版
本
馆
如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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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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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

海南地处南疆，孤悬海外，因特
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古时便
有诸多珍奇物产作为土贡之用，这
其中以黄花梨和沉香最负盛名。从
海隅深山的林木变为宫廷家具和文
房雅玩，它们脱离了自然属性，增加
了人文气质，成为清雅绝尘的象
征。因不少是宫廷御用，明清之际
的黄花梨和沉香木制品以故宫博物
院所藏最为精绝。

故宫所藏黄花梨材质的家具有
官帽椅、圈椅、扶手椅、方桌、条案、
香几、罗汉床、架子床、衣架、橱柜等
多个类别，皆是做工讲究却又去繁
求简，简约质朴中内蕴黄花梨质地
本身的高贵。明清宫廷焚香自然
会用到沉香，除了可用于焚香的香
料，如今故宫所藏沉香多见小件的
朝珠、手串，诸如臂搁、如意、笔筒
等则多用沉香木。从书房到卧榻，
从日常起居到舞文弄墨，文人的生

活中随处可见黄花梨和沉香
的身影。

“居住”在岛外的还有海
南的出水文物。“华光礁I号”
沉船遗址是海南省最知名的
水下考古发现之一，这艘满载
南宋闽、赣陶瓷器的商船，浮
槎万里跨越鲸波骇浪，行至华
光礁一带触礁沉没。该沉船
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是由中
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
博）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和海南
省文物部门合作完成的，所以
国博有相当数量的“华光礁 I
号”沉船藏品。比如，景德镇
窑和闽清义窑烧造的青白釉
碗、瓶、壶和粉盒，南安窑烧造
的“吉”字大碗，以及福建磁灶
窑烧造的酱褐釉鼓腹小罐等，
国博都有收藏。

国博所藏“华光礁I号”沉
船出水的青白釉狮形砚滴最
是可圈可点。宋代文人好雅
事，赏玩瓷器便是其一，尤其
是书房用具，大多精美雅致，
国博收藏的青白釉狮形砚滴
即属此类。此砚滴以狮子卷
尾为环形把手，造型新奇，将
美感与实用糅合得相得益彰。
除了传世和出水文物，也有不

少海南的出土文物见于岛外。以颇
具南方文化特色的铜鼓为例，有据
可查的藏于岛外的海南铜鼓共有3
面，国内广东和台湾各有1面，国外
日本藏有1面：广东吴川县曾从海
南乐东农村收购一面北流型铜鼓；
有学者在介绍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
系收藏的一面铜鼓时，明确指出是
1942年10月从海南岛黎族得来，据
说这面鼓原藏于昌江黎族自治县峻
灵王庙；另有学者指出东京国立博
物馆的一面北流型铜鼓来自中国海
南岛。

清道光《琼州府志》记载：“昌化
县铜鼓：明天启五年，邑人获之，藏
峻灵王庙中。面围二尺六寸，中空，
旁缀两耳，面有蛙凡四。通体厚二
分，其色白。惟脐间缺损，击不成
声。”由此推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
学系的铜鼓就是明天启年间昌化县
出土的这件。从形制描述来看，流
散于岛外的3面海南铜鼓，都属于
八大类型铜鼓中的北流型铜鼓，北
流型铜鼓也是岛内迄今发现数量最
多的铜鼓类型。

寄居岛外的

清《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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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青釉刻花“吉”字碗

该碗出水于“华光礁 I 号”沉船遗
址，主要特征有：敞口、斜腹、圈足，釉
色青中泛黄，外壁施釉近圈足处，内壁
施满釉。外壁从口沿至圈足刻划数组
竖道纹；内壁刻划、篦划弧线纹，碗心
一圈弦纹内模印“吉”字。

南宋
青白釉菊瓣纹印花粉盒

该粉盒出水于“华光礁I号”沉船
遗址，主要特征有：盒盖圆形棱状，平
顶，直口；盒身直口，直腹微斜，平底
内凹；瓷胎洁白细腻，釉色青白净雅；
盖面模印折枝花卉纹，盖身及盒身均
模印菊瓣纹装饰。

清代
《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

该本系海南省博物馆 2011 年在
琼海征集所得，共记载西沙群岛地名
30余处，几乎涵盖了各种版本更路簿
中提及的西沙群岛地名，涉及更路70
多条，在目前已公布的更路簿版本中，
是记述西沙更路最全面的版本之一。

清代
《驶船更流簿》抄本复制件

该抄本是现存更路簿中较早的版
本，据其使用者黄氏家族的家谱记录，
推测此簿抄写于清道光年间，距今有
160余年的历史。目前已公布的更路簿
版本大部分为民国时期抄写，抄于清代
的较为罕见。此簿经黄家五代人使用、
誊抄、校订，历史悠久、流传有序。

清代
航海罗盘

航海罗盘在古代又被称为指南针、浮
针等。该航海罗盘由一根指南的针和中

央挖空的圆形刻度盘组成，采用十二地支、
十天干中的八干，以及八卦中的四维来表

示二十四个方位。

当代
巨幅黎族苗族织锦拼布《黎苗锦绣 百年梦想》

该作品长 7.1 米、宽 3.26 米，以“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标识、黎族吉祥

图纹、苗族秀丽花边等为主题元素。主画面
是大幅黎锦，中间是鲜红的“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标识，中国共产党党徽采用黎
族织绣技艺制成，标识轮廓由苗族织带勾边，

56条光芒线采用苗族编织带缝制，代表着56个
民族同心向党。

本版制图/张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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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宝名片

中国国家版本馆在开馆前夕向海南

征集了6件文物或文物复制品。如今，

这6件宝物被保存在位于北京的中国

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代表海南向中

外参观者展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

化。这6件宝贝是什么，它们有何特

别之处，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正值暑期学生出游高峰，作为国
家版本资源总库和中华文化种子基因
库的中国国家版本馆（一总三分）最近
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参观团。该馆去
年7月30日开馆以来，迅速成为国内
热门文旅打卡点。

目前，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
入藏版本资源共计1600万余册（件），
开馆展品达上万件（套），其中就有来
自海南的南宋青釉刻花“吉”字碗、清
代《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等宝物。

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位于北京中轴
线北延的燕山脚下，主体建筑掩映在山水园
林中，显示出文化典籍“藏之名山、传之后
世”的主旨。

国家版本馆资源品类丰富，有这么几
颗“珠玉”来自大海之南——从海南省博物
馆调拨的清代《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清代
航海罗盘、南宋青釉刻花“吉”字碗、南宋青
白釉菊瓣纹印花粉盒，中国（海南）南海博物
馆捐赠的清代《驶船更流簿》抄本复制件，以
及五指山市委、市政府捐赠的巨幅黎族苗族
织锦拼布《黎苗锦绣 百年梦想》。

这6件海南宝物，或是见证了海南渔民
长期持续开发南海的历史，或是反映出古代海
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或是沉淀着传承千年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生动载体，也是历
史事实的有力物证。

目前，它们大部分陈列于国家版本馆中央总
馆文兴楼“版本工艺展”和文华堂“斯文在兹——中
华古代文明版本展”展柜中。

其中，南宋青釉刻花“吉”字碗、青白釉菊瓣纹印
花粉盒，出水于南宋古沉船“华光礁I号”。“吉”字象征中
国人民对吉祥平安生活的向往，印花粉盒则是南宋时期
热销海外的化妆用品，体现出800多年前我国古人在海上丝
绸之路上扬帆远航、对外开拓的姿态。

千年耕海，密藏“天书”。在航海设备尚不发达的古代，海南渔民世
世代代耕海牧渔，离不开被称为“天书”的更路簿及罗盘。清《驶船更流簿》抄

本是琼海潭门老船长黄家礼祖上传下来的，黄家礼的祖先从福建莆田迁至海南岛
生活，黄家是渔民世家。这一抄本是黄家400余年从事渔业生产的经验和智慧结晶。目

前，该抄本原件陈列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复制件收藏于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
清《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共记载西沙群岛地名30余处，涉及更路70多条，在目前已公布的更路

簿版本中，是记述西沙更路最全面的版本之一。清航海罗盘由一根指南的针和中央挖空的圆形刻
度盘组成，它可以在大海上为驾船者确定方向提供重要依据。

这3件航海辅助工具，颇具海南特色，向观众讲述着中国渔民在“祖宗海”上辛勤劳
作、奋力拼搏的故事。

在国家版本馆众多印刻着历史记忆的古籍、文物中，巨幅黎族苗族织锦拼
布《黎苗锦绣 百年梦想》是一件“年轻”的藏品。其由百名黎族苗族织绣非

遗传承人集体创作，是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海南黎
族苗族人民献给党的一份特殊的礼物。这件作品共织有100种图

纹，包括人物、动物、植物、房屋、生产用具、几何图形等纹样，
采用黎锦单面织技艺织就，呈现出中国地大物博、人民

安居乐业的美好景象。

清航海罗盘。

琼岛宝物 | 进京入藏

中华文明灿若满天星斗，国家版本馆如何采撷珠玉？
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在遴选藏品

展品时，文化价值含量是标尺，该馆甄选具有历史价值、思
想价值、社会价值、审美价值的版本，将古今中外载有中华

文明印记的各类版本资源纳入保藏范围。
“去年6月，国家版本馆开馆前夕，我们接到了国家版本

馆中央总馆的电话，中央总馆指定了4件文物，请求借展一
年。”海南省博物馆藏品保管部副主任韩飞介绍，海南省博物

馆积极配合，与国家版本馆签了借展协议，并按照相关规定规
范，将文物打包好，通过专业的运输方式运往北京。
韩飞透露，今年6月，一年展期将至，国家版本馆又向海南省博

物馆申请延长展期3个月，所以来自海南省博物馆的南宋青釉刻花
“吉”字碗等4件文物，将在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展出至今年9月。
清《驶船更流簿》抄本复制件、巨幅黎族苗族织锦拼布《黎苗锦绣 百年梦

想》则分别由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五指山市捐赠给了国家版本馆，将永久收藏
于国家版本馆。

当然，你在国家版本馆看到的涉及海南的版本资源远不止这6件。因为国家版
本馆是在中国版本图书馆、中央宣传部出版物数据中心等的基础上建成开馆的，它本来已

经收藏了不少来自海南或关于海南的古今图书（含数据版）。
据了解，国家版本馆征集版本的方式主要有呈缴、捐赠、行政划拨、购买、复制、借用等。目前，国家版本

馆中央总馆入藏版本资源共计1600万余册（件），涵盖十大类版本。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类重要出版物版本全
部入藏，同时吸纳具有历史文化传承价值的中华古籍、革命文献、宗教文献、雕版拓片、碑帖家谱、钱币邮
票、影视剧数字版和外国精品版本等。

登山采玉、入海求珠。2022年8月11日，国家版本馆发布公告，自发布之日起面向全社会长
期开展版本征集工作，征集范围包括出版物、革命文献、历史文献、实物版本、印刷型版本、邮政
版本等十大版本类型，广泛搜罗古今中外载有中华文明印记、文化符号、文脉信息的版本资
源，力求“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我们期待将来有更多海南版本资源走进国
家版本馆这个文化殿堂，生动讲述过去，有力影响当下，深刻昭示未来，为世界读
懂海南、读懂中国打开一扇扇窗户。

清《驶船更流簿》。

巨幅黎族苗族织锦拼布《黎苗锦绣 百年梦想》。

南宋青白釉菊瓣纹印花粉盒。

采玉求珠 | 传承文脉

中国国家版本馆

中国国家版本馆是保藏和展示国家

版本资源的场馆，是新时代我国重要的文化

工程。2022年7月，“一总三分”馆藏体系的

国家版本馆正式落成，并面向公众开放。

尽管国家版本馆落成仅一年，但实际

上它有较长的发展史。国家版本馆的前

身是1950年7月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出

版总署图书馆；1957年，更名为文化部出

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从而初具版

本收藏功能；1983年，再次更名为中国版

本图书馆，其功能定位逐渐明确下来。

2019年，中国国家版本馆建设项目启动，

并于2022年7月竣工，这让承载着中华

文明的历代各种版本有了更好的“住

所”，可以永久传承下去。

中国国家版本馆规模宏大，馆藏丰

富，以“一总三分”的格局分布于我国东

南西北四个方位，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宝

贝”才能被收藏其中呢？据了解，国家版

本馆的保藏范围目前有十大类，新中国

成立以来各类重要出版物版本全部入

藏，同时吸纳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中华

古籍、革命文献、宗教文献、雕版拓片、碑

帖家谱、钱币邮票、影视剧数字版和外国

精品版本等，可谓是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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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亭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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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晓惠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