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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甲骨 居延汉简 敦煌遗书 明清档案

古文献“四大发现”如何成为传承中华文脉的“四大显学”

它们跨越3000年，或深埋地底，或经历风霜，或布满尘埃，又都在二十世纪初“横
空出世”，惊艳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成为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一次盛宴。

多年来，它们被收藏于不同的研究机构。如今，它们第一次大规模聚在一起。

它们是被誉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的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
明清档案。目前，“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
，上至3000多年前的龟甲兽骨，下至晚清的政令文书，诸多珍贵文物一起呈现在观
众面前。

漫步展厅，不仅能感受到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还能看到100年前那些筚路蓝缕的
中国学者的身影。

“展览展现了中华民族不断继承和发展的精神特质，凸显出作为历史文化重要载体
的典籍文献，在文明传承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典籍博
物馆馆长熊远明说。

中华文脉

“这是四大发现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中展示。”国家图书馆展览部主任、本次展览执
行策展人顾恒说，四大发现接力呈现出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

3000多年前，中国已经有了成熟文字系统——甲骨文。甲骨文发现之前，商代只
在文献记载中存在，无从考证。甲骨以实物形式证实了殷商的存在，使过去只存在
于典籍中的商代被证实为信史，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

展品中，有一片看上去很普通的甲骨，顾恒向记者讲述了其背后影响深远的研究故
事：先是王国维发现有两片甲骨可以缀合，并拼接成一条含有商王世系的卜辞。后
来，董作宾又在此基础上，用展出的这片甲骨再次缀合。三片甲骨缀合后的卜辞，
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上甲至小甲的商王世系，不仅印证了《史记·殷本纪》中的相关内
容，还对其记载的商王顺序进行了修正。

这些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汉字的源头。今年是兔年，展览特意选择了一片
有“兔”字形象的甲骨，仔细观察，能看到“兔子”的前后腿和小短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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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岁月里，这些文字不断发展，从未中断，又书写了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
清档案。

居延位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汉武帝时期，汉军大败匈奴，收河西
走廊，居延地区成为当时的军事重镇。太初三年（前102年），设居延、肩水都尉
府，大量派遣戍卒。两都尉府所辖城郭和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统称居延汉简。“
简”为长条形，“牍”的幅面较宽，均为竹制或木制。纸张发明之前，简牍是古人
的主要书写材料。

“居延汉简的内容主要是官私文书，包括诏书律令、司法文书、买卖契约和来往书
信，还有少量典籍、历谱等。”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说，此次展览所选取的
文物，大多是汉代西北边防、民族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的屯戍文书。

1974年8月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约》，共17枚简册，记录了匈奴来犯时烽火品物使
用，要求各部快速判断军情，并根据不同情况发出警报信号，将军情迅速传报至居
延都尉府。“它对研究汉代边塞地区的烽火报警系统和防御设施具有重要价值。”
朱建军介绍。

2000多年过去，简牍的书写者们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也未曾在正史中留下太多
印记，但他们留下的简牍却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日常生活：《买鱼简》是一位
叫明的人写给少平的一封信，信中感谢少平为他买了50条新鲜的鱼；《赵宪借衣记
》是赵宪写给一位以官职“掾”相称的朋友，说天气寒冷，自己正好把衣服洗了，
希望借一件旧襦衣暂时穿一两天，等自己衣服干了即刻奉还……读着简牍上的文字
，仿佛穿越2000多年的时光，近距离观察戍边将士们的生活细节。

除了各种档案文书，居延汉简中还有部分古代典籍，其中一些失传已久，全靠汉简
的发现才重回人间。比如《论语·知道》，上面的内容就是魏晋后失传的《齐论语》
。

走进“敦煌遗书”展厅，能感受到浓浓的敦煌石窟与壁画元素。敦煌遗书指1900年
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文献，由多种文字的写本、印本、拓本组成，时间从4世纪
至11世纪，内容涵盖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医药及中外文化交流，被誉
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

“传世史料中，如二十四史这样的正史，一般只记载历史的主线，缺少具体的细节
。敦煌文献中有相当多的第一手档案，比正史更加生动具体，能够复原出非常完整
的历史面貌。”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赵晓星向记者讲述了敦煌遗书不可
替代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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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以展品中的海内孤本《李陵变文》为例，“变文是俗文学讲唱故事类作品体裁之
一。跟《史记》《汉书》等正统史书相比，《李陵变文》把李陵投降匈奴的整个过
程写得非常详细，尤其突出了当时汉军作战的勇敢和气势，将李陵定义为一位英雄
。”

安史之乱后，西北兵力空虚，吐蕃趁机占领敦煌。“有学者推测，《李陵变文》创
作于这一时期。当时敦煌百姓一直渴望归唐，在他们心中，投降吐蕃跟李陵投降匈
奴的心境是一样的。作者以这样一篇变文，暗喻敦煌百姓汉志不灭，寄托了沙州人
充满矛盾的内心和不甘。”赵晓星介绍。

明清档案是我国历史上保存数量最大、最完整的古代王朝档案，目前大多藏于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此次展出的明清档案中，有清道光帝秘密立储匣及谕旨（仿制品
），这是现存清代唯一一件完整的秘密立储匣；有徐光启和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共同
绘制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仿制品），展现了明代人眼中的浩瀚星空；有清光
绪二十年（1894年）文科大金榜（仿制品），再现了“金榜题名”的真实场景……
历史的细节从一件件文物中浮现。

四大发现对于学术界乃至整个中国都有着无与伦比的意义。早在1925年，王国维在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说：“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
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
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
档册。”将四大发现与“孔子壁中书”“汲冢书”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性。

但在刚发现的时候，这些古文献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保护。

清末民初的中国，身处内忧外患之中，没有强大的国力与安稳的社会环境作为学术
研究的后盾，现代学术思想也未能在这片土地上传播开来。四大古文献的发现过程
因此历经波折，甚至流失海外，被盗窃被损毁。

流散之痛

“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在莫高窟发现藏经洞。”

“1907年、1914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两至敦煌，骗购经卷、绢画和丝织品，
其中敦煌遗书约14000号，今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

“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骗购经卷、绢画及丝织品，其中敦煌遗书约7
000号，今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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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至1912年，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等人骗购敦煌遗书600余号，今收藏于日
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等处。”

“1914年至1915年，俄国东方学家奥登堡率考察队至敦煌，劫掠大批经卷及绢画
，其中敦煌遗书19870号，今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

“敦煌遗书”展览开篇，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幅“发现流散大事记”，讲述了敦煌遗
书发现以来的坎坷命运，罗列的数字触目惊心。至今，这些被劫掠走的珍贵文献仍
流散海外。

“敦煌遗书本来保存得非常好，就封藏在一个洞窟中，而且是中国人王道士发现的
。但在发现后的十来年里，一直没有引起重视，没有妥善保管，才造成了流散，这
是时代的悲剧。”赵晓星说。

殷墟甲骨和居延汉简的发现，也伴随着外国探险家与古董商的盗掘。

更让人痛心的是中国人自己的损毁。1909年，伯希和将携带的部分敦煌遗书展示给
罗振玉等人，引起中国学者关注。劫余的部分敦煌遗书终于得以由敦煌运至北京，
入藏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这也是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主体。

“藏经洞文物从出洞的那一刻起，就又经历了一次劫难。”赵晓星说，整个东运过
程中，不断发生官员乡绅哄抢盗窃，押运人员监守自盗的情况。

到达北京的敦煌遗书仍没逃过流散与损毁的命运。罗振玉在《鸣沙石室佚书》的序
言中，曾指出“比既运京，复经盗窃”。其孙罗继祖在讲述祖父生平的《庭闻忆略
》中，有更详细的描述，“他们就尽力盗窃其中的精华，为了凑足八千之数销差，
他们竟然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为二、三，甚至五、六段。”他感叹，“鸣沙
秘藏，一被窃于外国人之文化侵略，二被窃于国内的不肖官吏。”

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写卷长度仍为世界各大藏家之首。1930年，陈寅恪在《
敦煌劫余录》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
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
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

“直到今天，这段话还不断被引用。但其实这不是陈寅恪先生的观点，而是他在下
文中予以反驳的观点。”赵晓星说，“这段话是当时不少人对国图收藏的敦煌遗书
的看法，认为这8000多个卷轴都是别人挑剩的，精华已经没有了。陈寅恪先生十分
反对这种观点，他真正去研究了这些敦煌文献，所以他举了好些例子，证明国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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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有价值的敦煌遗书很多，并不比国外和私家所藏的差。”

明清档案的命运更有戏剧性，一次差点焚毁，一次差点化为纸浆。清宣统元年（19
09年），内阁大库年久失修，库墙倒塌，所藏书籍、档案、实录、圣训被移出，部
分档案被视为“无用旧档”，准备焚毁。正在学部任职的罗振玉，发现了这些档案
的巨大价值，于是建议军机大臣张之洞奏请停止焚毁，将档案移归学部，存放在国
子监敬一亭。

民国元年（1912年），新设的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接管了这些档案，但一直未能好好
整理。民国十年（1921年），历史博物馆因经费短缺，将其中的八千麻袋档案以4
000元卖给了同懋增纸店，罗振玉再次将这些档案从毁灭的边缘抢救回来。

王国维在《库书楼记》中，记录了这充满戏剧性的经过。1922年2月，罗振玉“以
事至京师，于市肆见洪文襄揭帖及高丽国王贡物表，识为大库物。因踪迹之，得诸
某纸铺，则库藏具在，将毁之，以造俗所谓还魂纸者，已载数车赴西山矣”。最终
，罗振玉以原价三倍的价格，买回了这些档案。

“八千麻袋”事件的发生，使整个学术界意识到了危机，认为有责任保护这批珍贵
文献。对明清档案的抢救，由罗振玉等个别学者，变为整个学术界的共同行动。这
些抢救下来的档案经过多次辗转，大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后移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明清档案1067万余件，其中明代档案3800多件册
。对于明清两代档案数量上的巨大差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韩永福认为，
这是因为大量明代档案还是被毁掉了。

事实上，1921年，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卖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是分为两批。第一批卖的
就是明代档案，当时作价3000元，有十几万斤，数量和后来的八千麻袋差不多。“
八千麻袋是卖给一家店，追回比较容易，第一批档案是卖给散户，没法追回，应该
就这样化成纸浆了。”韩永福说。

开创之功

“四大发现”一开始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保护，却逐渐发展成为甲骨学、敦煌学
、简牍学、清内阁大库档案学这“四大显学”。回顾这一过程，总有两个名字被提
到——罗振玉和王国维。

“他们是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两人结识后在学术上互相帮助、交流，为‘四大显
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顾恒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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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骨学方面，两人均属“甲骨四堂”。近代以前，中国已知最古老的文字是记录
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在漫长的几千年时光中，人们都不知道甲骨文的存在。直到18
99年，王懿荣在“龙骨”上的发现，才让甲骨文重新来到世人面前。

王懿荣1900年去世，之后他的收藏到了朋友刘鹗手中。在罗振玉的鼓动下，刘鹗将
手中的甲骨精选了一部分拓印出版，书名为《铁云藏龟》。罗振玉先后出版《殷商
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等著作，共识别出500多个甲骨文字，许多卜辞由
此可以读通。

罗振玉还经过多方打听，最终确定了甲骨文的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在《殷商
贞卜文字考》中，他首次指出甲骨出土地安阳小屯村为殷墟，即殷商的都城遗址。
“后来，罗振玉还亲自前往安阳实地考察，搜集了大量甲骨，并进行详细研究。”
顾恒告诉记者。

王国维的主要功劳是以甲骨文证史。他将甲骨上的卜辞作为史料，与历史研究结合
起来，著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等论文，还由此总结出研究历
史的“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
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罗振玉为敦煌遗书的保护也付出了巨大努力。“正是在他的上报和督促下，最终促
成了1910年敦煌藏经洞剩余文献被运送至北京保管。也是在他的敦促下，伯希和才
陆续寄回法藏敦煌遗书的照片供中国学者研究。”赵晓星介绍，罗振玉是敦煌遗书
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他陆续整理敦煌文献并编著了《鸣沙石室佚书》等多部著作，
还撰写了大量跋语和校勘记。

王国维协助罗振玉做了很多敦煌遗书整理工作，他也是最早关注敦煌曲子词的学者
。他在敦煌遗书的残卷中，读到“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结合《北
梦琐言》中的记载，推断出此残卷为韦庄所作的《秦妇吟》，让这首失传千年的乐
府诗重新回到中国文学史当中。

后来又有更多《秦妇吟》残卷被发现。“敦煌文献中，共发现10件《秦妇吟》写卷
，虽然它们各有残缺，但互相校补，可以复原出完整的原作。”赵晓星说。

西北地区简牍的发现始于十九世纪末。罗振玉和王国维曾一起整理、分类斯坦因在
今新疆、甘肃所得的一批汉晋木简和文书资料，并于1914年出版《流沙坠简》。“
这本书第一次向学术界普及了简牍这一书写材料，被称为简牍学的奠基之作。”朱
建军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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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居延地区发现一万余枚汉简，这是第一批居延汉简
。此时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已经觉醒，对文物价值也有了清晰的认知。考查团组建前
，中国学术界就通过多轮谈判，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达成协议：团长由中瑞双方
担任，团队成员由中外双方组成，考察成果共同享有，采获文物不准带出境外。

这一协议维护了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也达到了合作考察推动学术发展的目的，此
次谈判的主将之一刘半农戏称这是“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

英国作家彼得·霍普柯克在《劫掠丝绸之路》一书中，也将此次考察作为“劫掠”的
终结：“随便劫掠的时代结束了。从此开始，就算有人去挖，也是在替中国挖。”

“居延汉简的大批出土与整理研究，开拓了汉代历史、考古的研究空间。”顾恒说
。

1972年至1986年，甘肃省文物部门对居延地区汉代遗迹再次进行调查发掘，出土
汉简两万余枚，这是第二批居延汉简，现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朱建军介绍，此次
展览中大部分居延汉简，来自这一批。

“四大显学”

在顾恒看来，王懿荣发现甲骨文，西北科学考查团发现居延汉简，王圆箓发现敦煌
经卷，以及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都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从‘四大发现
’到‘四大显学’却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我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罗振玉和王国维之后，无数学者继续投入到“四大发现”的研究中，他们通过研
读这些文献，进一步诠释和解读中国历史与文化。

本次展览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敦煌研究院、甘肃简牍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国
家典籍博物馆）联合主办。熊远明说，这是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研究院等不
同领域，打破馆际资源壁垒，整合优质文化资源，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
次圆满联动。

“我们2021年就开始关注这个主题，到今年2月15日正式开展，这是国家典籍博物
馆成立以来策展周期最长的展览之一。”顾恒介绍，备展过程中曾遇到一些难题，
通过与各领域专家学者充分交流，都一一解决了。

他以甲骨举例，甲骨对光照比较敏感，上面的文字也比较小。“为了保护甲骨，同
时让观众看清甲骨刻辞和钻凿的形态，我们一方面通过使用无紫外光灯具，根据每
片甲骨的实际情况，对灯光照射角度和范围进行调节。同时添加按比例放大的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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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和拓片图，向观众呈现每片甲骨的清晰面貌。”

如今，国家对古文献的倾力保护与研究，与二十世纪初相比，已是天翻地覆的不同
。

顾恒介绍，国家图书馆对馆藏甲骨进行了传拓、释文、分类整理，并不断将其刻辞
内容、钻凿形态、缀合校勘等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较多的学术成果。“例如，甲
骨6269、甲骨14289、甲骨19653这3片甲骨缀合后，是关于商都发生瘟疫的内容
，说明早在殷商时期，人们对疫情已有一定的认识。”

以简牍为主要展品的甘肃简牍博物馆预计今年上半年开馆。朱建军介绍，展品除简
牍外，还有一些与简牍相伴出土的文物，“它们展现了秦汉时期丝绸之路上的政治
经济、社会生态、民族关系、军事塞防等。”

“敦煌遗书每年都会有大量专题性研究成果。”赵晓星说，“我们院最近的成果之
一是《敦煌草书写本识粹》的出版。草书文献是最难读的，因为字非常潦草。这套
书是全彩印刷，实现了图文对照浏览，每一件文献后面还附有相关研究情况，非常
方便研究者。”

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正主持研发全球敦煌文献资源的共享平台——敦煌遗书
数据库。内容包括敦煌文献的基本信息、数字图像、全文录文和相关研究文献目录
四个部分，还实现了汉、藏文文献的全文检索和图文对照浏览。“汉、藏文全文检
索是其他同类数据库还无法做到的。”赵晓星说。

据了解，敦煌遗书数据库还将继续收录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敦煌遗书，积极推动其数
字化回归。

对于浩如烟海的明清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直进行着整理和研究。韩永福特
别提到了对满文档案的研究：“满文档案是清代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保管着
大量的满文档案，有200多万件。现在满文属于不再使用的死文字，识读很难，必
须要有专业的人才。我们有一个满文部门，一共18人，可以说是全世界满文人才最
集中的地方。”

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正在开发满文全文数字识别系统及满文检索数据库，有
一定满文知识的人，将来可以通过数据库对满文档案进行研究利用。

韩永福介绍，他们主要通过提供电子图像、缩微胶片和汇编出版史料等方式为社会
和学术界提供档案。“现在主要是在电脑上看电子图像，目前公布的电子图像已有
473万多件，415万件档案的目录可以在官网上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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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从馆藏中精选出数百件珍品，布置了明清历史档案展、明清
档案装具陈列展、明清档案事业发展历程展等3个常设展览，让公众近距离接触“
大内密档”。

“欢迎大家通过预约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参观展览。”韩永福说。（
记者刘梦妮）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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