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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载耕耘，收录海
内外超一万件国宝绘画藏
品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终于完成，而记录“大系”
背后故事的人文纪录片，
正于金秋十月正式拉开序
幕。由浙江广电集团精心
打造的三集人文纪录片
《盛世修典》于17日20:30
开始，以每晚一集的形式
在浙江卫视播出。该片聚
焦“中国历代绘画大系”这
一规模浩大、纵贯历史、横
跨中外的国家级重大文化
工程，以《汇聚》、《赓续》、
《弥新》为分集，不仅全景
式记录了海内外绘画珍品
的数字化汇聚过程、揭秘
国宝流传与失落过程中的
故事，更以点带面，生动讲
述了中国绘画史发展的文
化脉络与精神传承。

生动镜头语言让国宝“开口说话”

棕色的硬质封面上，嵌印着线条分明的鲁迅木
刻肖像，3.2万余页鲁迅手迹收藏其中，细看手迹笔
法，是汉魏风骨，也富晋唐神韵——这套共78册的

《鲁迅手稿全集》，陈设在“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
“坚定文化自信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单元内。

它是目前国内卷册与篇幅量均列第一的手稿
集，含文稿、译稿、书信、日记、辑校古籍、辑校金石、
杂编七编。

作为20世纪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
家，鲁迅历来为学界重视。20世纪以来，共有近30
种鲁迅手稿汇编成果面世。1978年至1986年间，文
物出版社曾推出过60卷本《鲁迅手稿全集》，涵盖文
稿、书信、日记等类别。

“虽有珠玉在前，但30余年来，鲁迅研究和手稿
征集整理工作屡有新发现，学界迫切希望能有一套
搜罗更齐备、编校更精良、印制更精湛的新版《鲁迅
手稿全集》。”国家图书馆研究院院长申晓娟介绍。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
为更大规模的《鲁迅手稿全集》汇编提供了沃土。

2017年6月，这项工程正式启动。工程由中宣
部指导，文化和旅游部会同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具
体编辑出版工作由国家图书馆牵头，联合北京鲁迅
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广州鲁
迅纪念馆等鲁迅手稿主要收藏机构共同完成，百余
位专家学者参与其中。历时四载，新版全集于2021
年9月精印出版，较以前出版的鲁迅手稿增加近1.5
万页。

“全、新、真、精。”曾参与该书编辑和审校的上海
交通大学特聘教授王锡荣这样评价新版《鲁迅手稿
全集》。

“全”——凡海内外迄今发现的各类鲁迅手稿、
手迹均已编入。无论文学著译还是书信，无论美术
设计还是辑校古籍的手稿，从少时听课笔记到晚年
绝笔，均在其中。

“新”——汇编理念新。超越以往以文稿等完整
作品为主的汇编理念，凡是鲁迅借助某种书写工具
进行创作而形成的过程性产品，都收入在内，如题
字、设计与题签、批校、家用帐等。

“真”——所有收录手稿都找到原件进行高精度
扫描和审校，详细注明名称、时间、数量、尺寸、收藏
者等信息；采用8开本彩印，保证手稿色彩保真以及
90%的手稿能以原大小进行印刷。

“精”——五审五校；分典藏片和精装版两种形
制，锁线胶装，每一页都能平整地打开；封面精心选
用画家赵延年创作的鲁迅木刻画像。

鲁迅生前游历广泛，身后备受敬仰，他的手稿资
料除收录在公藏单位外，散落在民间和海外的数量
也不少。《全集》的收录，得到了包括鲁迅后人在内的
多位私人收藏者的大力支持，以及海内外研究机构、
图书馆、博物馆的无私帮助。“还记得在北京的一个
冬夜，我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一起会见
国际友人，为扫描他们所收藏的鲁迅手稿而相谈甚
欢的情景。”王锡荣说。

经过多方努力，一代文豪的人生历程与精神世
界，通过各个不同时期丰富多彩的手稿，得以全面、
详尽、生动地展现。

“鲁迅精神是激发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重温鲁
迅的战斗精神、立人思想和文化胸怀，我认为对于增
强中华文化的底蕴、强健中华文化的风骨、增添中华
文化的神韵，都是有益的。”申晓娟说，“我相信，越来
越多这样的精品出版物会不断涌现。”据光明日报

三万余页手稿
再现鲁迅精神世界

2005年，一个让散落世界各地的中国
古代绘画数字化“回家”的梦想，在浙江“萌
发”，“中国历代绘画大系”这一项规模浩
大、纵贯历史、横跨中外的国家级重大文化
工程启动。

从2005年至2022年，“大系”项目组从
零开始，让散失海外的3569件 （套） 绘画
精品，通过高精度数字化方式重返祖国
怀抱，与国内 8910 件 （套） 藏品图像

“团聚”，最终收录出版海内外 263 家文
博机构藏画 12405 件 （套），共同构成了
纵贯两千余年的中国古代绘画史的恢宏
图景。

古画数字化“回家”梦想

“大系”项目组始终坚持“千山万水，千
方百计，千辛万苦，千言万语”的“四千精
神”，十七年如一日地付出。纪录片《盛世修
典》第一集《汇聚》中特别讲述了名画《女史
箴图》聚散离合的背后故事，让观众能一窥
大系团队的“四千精神”是如何炼成的。

《女史箴图》为中国东晋顾恺之创作的
绢本绘画作品，原作已佚失，目前已知最早
的唐代摹本在经历 1900 年八国联军之乱
后，被英军上尉约翰逊趁乱盗走，以25镑
的价格卖给了大英博物馆。由于年代久
远，12段画面现仅存9段，且出现了严重的
风化掉渣情况。是怎样的契机让“大系”团
队说服大英博物馆提供了图像数据？他们

又怎样让中华瑰宝《女史箴图》终于首尾相
连，真实还原古代书画的气息与质感，最终
完成了数字化汇聚？

与“大系”相伴十七年的金晓明教授，
也在纪录片中讲述了许多难以忘怀的经
历。他为何要带领团队“三顾”日本黑川古
文化研究所？他又是如何耗费三年时间，
经历沟通、谈判、陷入僵局、等待、再次沟通
……才能完成一幅画数字化采集的？

《盛世修典》不仅有大江大河，也有点点
水滴，这些幕后故事也将在纪录片中逐一揭
秘。“大系”项目组所付出的精力之多、所涉
及的人数之众，难以估量。纪录片镜头里每
一个“大系人”的故事，那些不平凡的生命体
验都与这一重大文化成果紧密相连。《盛世
修典》诉说着时间的力量，原来十七年时光
过去，每一刻都不曾有过浪费。

“四千精神”如何炼成

真实，是纪录片的底色。在三集纪录片
《盛世修典》中，有“我在故宫拍文物”的感人
细节，也有“此画怎讲”的钩沉索隐。生动
的镜头语言让那些沉默千年的国宝“开口
说话”，同时也带领观众走入“大系”团队脚
踏实地、埋头苦干的日常，跟随他们的足
迹，走遍千山万水，展开世界级艺术巡礼。

创造是纪录片的灵魂。纪录片中有许

多扣人心弦的国宝传奇，《五牛图》的回归
有着怎样的传奇？收藏家张伯驹捐献《游
春图》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曲折？“大系”通
过寻访艺术史家、收藏家及他们的后代，同
时也运用特效手段，展现国宝绘画的细节
特征，以特有的知识性、观赏性和互动性，
多角度地展现了《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文
化内蕴。传世艺术珍品的数字化重现，让
更多人能有机会近距离欣赏诞生于不同时
空的艺术精品，从中感受到中国之于世界
民族的独特文化魅力。 据北京青年报

真实是底色 创造是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