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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单元 带你认识古籍善本

侨报融媒记者 伍思晗 文/图

日前，传承之道——深圳博物馆藏
史部古籍善本展（上）在深圳博物馆历史
民俗馆第二专题展厅开展，将持续至 11
月 17日。

史部古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
体之一，记载着历史的延续过程。本次
展览主体为史部古籍善本，是继 2018年

“经部古籍善本展”之后的第二个古籍善
本展，主要展示深圳博物馆古籍整理工
作的阶段性成果。展览甄选 68件（组）共
1700 余册纪传类、编年类和纪事本末类
史部古籍，其中不乏元代佳椠、明清善
本，比如元代刻印的胡三省注本《资治通
鉴》、明洪武三年内府刻本《元史》、清乾
隆四年武英殿本《钦定二十四史》、明成
化九年内府刻本《资治通鉴纲目》等。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展厅增设书房场景，使
大家更好地了解古籍、品味古籍。

历史的延续主要依据文字记载、口
述传说和实物遗存。由于口述和实物都
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偶然性，往往要等待
寻找和发现。所以，历史的系统性和完整
性主要体现在文献记载中，史书辑录撰
写、校勘整理、传抄雕印、收藏传承都是文
化上的大事。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中
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最重要的依据正是
中国的史书古籍。深圳博物馆一直致力
于收集、保护、推广古籍，对馆藏古籍进行
了细致整理和有序编目，本次展览也是深
圳博物馆古籍整理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展
示。通过展览，让观众认识、了解古籍，为
进一步阅读与研究创造条件。

该馆相关负责人表示，古籍善本是珍
贵文物，不能随意翻阅，但通过古籍展览，
可以让人们认识它、了解它，为进一步去阅
读和研究创造条件。这对于增强文化自
信，开展文化交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有极为现实而
深远的意义。

明年，深圳博物馆还将展出馆藏史
部的别史、杂史、地理、政书、金石等类别
的古籍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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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纪传类

西汉司马迁编写的《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的首创者，
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东汉班固撰《汉书》则改为
本纪、志、表、列传。此后，本纪、列传成为这类史书的固
定格式，称为纪传体。政府设史官修本朝史和前朝史都
采用纪传体，纪传体也有“正史”之称。

第二单元：编年类

编年类是我国最早的史书编写体例。编年类史书按
照年代顺序编写，要求对每年每月甚至每日发生的事件
都有详细而准确的记载，清晰显示历史发展的进程。北
宋，司马光集编年体史书之大成，撰写了《资治通鉴》。

第三单元：纪事本未类

纪事本末类是指按照事件始末编写的史书体例。其
基本特征是以事为纲，按类聚事，并因事标目，能完整叙
述事件的发生、经过直到结束的全部过程。

古色古香的书房场景。

编
后
语

读史使人明智。在历史的黄卷里，我们能看到人类、国家、世界发展进步的过程。最可贵的是，因为那些前车
之鉴被人们念念不忘，才有了更多的后事之师。

巍巍华夏五千年，有着形形色色的史书典籍。朝代更迭，世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史书典籍经历战乱
流离却依然代代传承。历史宛如深潭，投入一颗石子，往往要许久才能听到回想。所以，千百年之后的我们，看着
史书，依然会产生共鸣，依然会警醒。传承之道——深圳博物馆藏史部古籍善本展（上）恰恰是给我们提供了亲
近史书典籍的机会，也让我们有望看到历史的深处。 （月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