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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海外數百年
中華古籍漸

「「全球漢籍合璧工程全球漢籍合璧工程」」啟動六年啟動六年 16001600餘稀缺漢籍成功複製餘稀缺漢籍成功複製

今年59歲的劉心明教授，是山東大學國
際漢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合璧工程編

目複製團隊核心成員。潛心研究古籍幾十
年，劉心明每次在境外看到中國大陸缺藏
的品種和版本，內心總是五味雜陳。
在合璧工程啟動之前，專家團隊就已經
多次到相關國家調研尋訪。

「經常要談幾輪才能談成」
2014 年冬天，劉心明在法國一家圖書
館翻閱漢籍時，發現對方專門給漢籍做
了合訂精裝保護。「中國的古書，是要
拿在手裏一邊把玩一邊研究的，這種保
護其實不便於閱讀，但也體現了對方對
漢籍的重視。」劉心明欣慰之餘又有些
哭笑不得。
「我們在外面最常遇到的就是閉門羹，
經常是要談好幾輪才能談成一件事兒，還
有的好幾年也談不成。最大的難點是要受
制於人。」因所尋古籍均在境外，存在很
多不可控因素，尋覓過程困難重重。劉心
明坦言，「慢慢地發現這不是一件心急就
能完成的事情，很可能需要長期的努
力。」
儘管屢屢碰壁，他們仍不願放棄，想盡
一切辦法達成所願。「被拒絕一次不行就
兩次，兩次不行就三次，三次不行也許第
四次就行了。」面對拒絕，合璧工程團隊
曾提出幫忙編目、聯合研究、出資出版等
各種合作方式，但結果經常不盡人意。有
的與政治因素有關，有的是因為人事變
遷，有的則是顧慮重重。為了擴大宣傳，
團隊寫了英文、俄文、日文、韓文等多種
關於合璧工程的文字介紹。
「其實我們是想向全世界做出一種姿

態，中國人會造航空母艦和飛機大炮，但
也會拿出很多錢來復興古代文化。我們中
華民族愛好和平，是來和你友好相處
的。」劉心明說。

「讓對方認可你的學術眼光」
中國散落在境外的漢籍以亞洲居多，其

中又以日本、韓國和越南為最。劉心明曾
多次跟隨團隊前往日本尋訪。「那邊天氣
潮濕，書蟲很多，漢籍上有很多蟲子眼，
每次看到都會很心疼。」
2018年夏天，劉心明和合璧工程首席專

家、山東大學講席教授鄭傑文一起到日本
一家大學圖書館拜訪，提出幫助對方做漢
籍編目工作。對方很驕傲地說：「我們的
編目做得很好，不需要你們。」劉心明就
提出看一下他們的編目，對方拿出了三
本。
於是，鄭教授繼續和對方溝通，劉心明
從口袋裏拿出一把小紙條，看幾頁就放一
個，很快小紙條就用完了。這時鄭教授把
「舞台」交給了劉心明。
「你們這個編目做得很好，但是有些小

問題，我夾條子的都是。」劉心明一一指
給對方，「你看，這個字錯了……」一番
友好的交流之後，中方自然而然地提出了
合作意向。
「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對方認可你的學

術眼光。」劉心明講述這幾年的尋訪經
驗，「很多大學、藏書機構是私立的，有
時候學者之間的溝通比官方對接更為順
暢。」
劉心明還記得他第一次去大英圖書館

時，館方很熱情地拿出一部漢籍，像獻寶
一樣：「我們這裏有很多好東西，你看這
是本元代的書！」
劉心明翻閱了一下：「這不是元代的，

是清代的。」 對方有點不高興：「這麼一
翻就說是清代的，你憑什麼？」劉心明立
刻指出，書上有清代皇帝的避諱字——雍
正皇帝胤禛的「胤」字、乾隆皇帝弘曆的
「弘」字都缺末筆，元代人不可能避諱這
些字的。他篤定地說：「清代具體什麼時
候刊刻的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元代
的。」慢慢地，爭執變成了中外學術交
流，又很快變成了合作談判……像這樣的
事情，合璧工程團隊的成員在海外時有發
生。

300多團隊千餘位專家參與其中
合璧工程啟動以來，共有300多個學術團

隊千餘位專家學者參與其中，亦得到了中
國友好城市、海外留學生和華人的幫助。
2023年，合璧工程出版了138種漢籍珍

本、10種漢籍點校整理成果、2種漢籍與漢
學研究著作。

位於山東大學中心校區的國際漢學

研究中心，陳列着「合璧工程」啟動

六年來的部分成果，一排排帶着墨香

的書籍古樸厚重，每一本背後都有一

個尋覓的故事。

從2017年11月，尋覓海外珍稀漢

籍的「全球漢籍合璧工程」正式啟

動。2018年，這項工程被文化和旅遊

部、教育部作為國家重點文化工程列

入「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全球漢

籍合璧工程」，是針對中國大陸以外

的國家和地區所藏漢籍而開展的一項

國家重點文化工程，主要是將境外所

藏中華古文獻調研摸清，進而將中國大陸缺藏的品種和版本進行複製、出版、

整理和綜合性研究，從而完善中華古文獻的存藏體系，為國內文化建設和國際

文化交流提供文獻支持。山東大學是該工程的責任主體單位。

六年多來，合璧工程團隊成員在全球圖書館、藏書機構奔走，從36萬多條漢

籍目錄中遴選出稀缺漢籍1,600餘種並複製全文圖像，其中260

種已影印出版——在海外漂泊了數百年甚至更長久的中華文化

瑰寶陸續「歸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胡臥龍 山東報道

隊隊歸歸

合璧工程啟動六年

來，團隊成員在境外

發 現 了 很 多 珍 稀 古

籍。其中明代傅浚所

撰寫的《鐵冶志》清抄本，就是由

合璧工程派出人員在俄羅斯聖彼得

堡大學發現的。此書系統總結了16

世紀初中國的冶鐵技術，具有重要

的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大家只知

道有這本書，卻從來沒有看到過它

的原物，直到此次我們通過影印方

式把它印出來，可謂極為罕見。」劉心明表示，此書

對於中國冶金史的研究、中國古籍整理均有重要意

義。更有意思的是，這本書經過很多人不斷收藏過，

最後才流傳到俄羅斯去。在眾多的收藏者當中，有一

個人就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爺爺曹寅，他的印

章「楝亭曹氏藏書」即印在書上。「像這樣的書在合

璧工程的回歸成果當中還是有幾部的。」

從嚴把關稀缺古籍複製
經過前期對全球90多個國家近2,000家圖書收藏

機構的悉心調查，境外存藏漢籍約187.5萬餘部。按

照計劃，合璧工程要完成約9,000

種境外漢籍珍善本及其他中華古

文獻的複製或數字化掃描工作，

從中遴選影印出版約2,000種，點

校整理約200種。

在編目複製團隊的作業中，編目

是第一步，之後還有六道工序：首

先是把數據錄入電腦，和中國大陸

所藏古籍目錄進行對比，此後還要

經過初核、覆核、初選、復選，以

及影印出版前的終選等步驟。在此

過程中，劉心明可謂最後的「守門

人」，經他復選之後才能決定是否複製。

「除了要求不能和大陸的數據重複，還要考量古

籍的珍貴度和版本，書的內容要重要，品相要好，

還要盡量完整……」劉心明講述團隊的選書原則，

「今年我們一共核了海外30個圖書館的目錄，其中

有12個館我給的數據是零——我把關比較嚴，不能

白花國家的錢。」

59歲的劉心明即將面臨退休，他說這並不意味着

離開合璧工程。「我們團隊的很多年輕人已能夠獨

當一面。但若需要我繼續做一些與合璧工程有關的

工作，我責無旁貸。」

合璧工程首

席專家、山東

大學講席教授

鄭傑文接受媒

體採訪時表示，這是一個綜

合性的文化工程，主要包含

四方面內容：境外中華古籍

調查編目和複製影印、境外

中華古籍精華點校整理、漢

籍與漢學研究和數據庫建

設。

據報道，為了讓古籍真貌永

存，山東大學依靠數字化手

段，建立了古籍數據庫。目

前，山東大學已經與全球20

餘所圖書館或藏書機構簽訂合

作協議，正在建立的全球漢籍

目錄數據庫第一期錄入書目36

萬餘種，另有全球漢籍圖像數

據庫、全球漢學研究論著數據

庫也將同期推出。

「我們的理想就是為全世

界的漢學家打造一個研究中

國古代傳統文化的大型文獻

平台。將來有一天你只要有

一台電腦終端、有互聯網，

足不出戶就可以看到所有想

看到的中國漢籍。」劉心明

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

發現罕見冶鐵漢籍 曹雪芹祖父曾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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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漢籍合璧工程部分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 攝

◆合璧工程團隊部分成員在澳門大學合影留念。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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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璧工程團隊尋找漢籍。 受訪者供圖

▲山東大學國際漢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合璧
工程編目複製團隊核心成員劉心明教授。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 攝

◆合璧工程團隊發現明代傅浚所撰
寫的《鐵冶志》清抄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 攝

◆◆合璧工程團隊在海外尋找漢籍合璧工程團隊在海外尋找漢籍。。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