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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万卷中文珍稀古籍免费阅读
耗时十年，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特藏数字化工程完成

最 近 ， 哈 佛 燕 京 图 书 馆 正 式 宣

布， 该馆馆藏的所有 4200 部共约 5.3
万卷中文善本特藏数字化工程已全部

完成， 可免费在线阅读。 消息一出，
引起广泛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哈佛燕京图

书馆数字化项目有国内多家机构合作

参与， 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 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

地方志指导小组、 浙江大学数字图书

馆等 。 记者昨 天 采 访 了 多 名 专 业 人

士， 在业内看来， 数字化作为中文古

籍再生性保护的重要手段， 是继绝存

真、 保存典籍、 传播华夏文明的有效

方式。
哈佛燕京图书馆这一文献数字化

项目， 有效解决了古籍保护与利用之

间的矛盾， 堪称国际图书馆间文献资

源共享的一个好样本———身处信息化

时代， 利用新技术将中文古籍影印或

数字化惠及研 究 者 和 读 者 ， 功 德 无

量。 人们期待未来全球更多机构收藏

的珍贵中文古籍有机会数字化， 无偿

服务读者。

哈佛燕京图书馆以中
文善本特藏量多质优闻名
世界

从哈佛燕京图书馆官网上可以看

到， “中文善本特藏” 这一数字化项

目 下 ， 按 类 别 分 为 稿 、 钞 、 孤 本 ，
经 、 史部 ， 丛部 ， 集 部 ， 特 大 ， 子

部， 稿钞本选辑等。 这一项目中数字化

的 “中文善本特藏” 与哈佛燕京图书馆

馆藏的中国旧海关资料 、 中国 珍 稀 方

志、 拓片收藏、 莫里士中国老照片、 明

清妇女著作、 韩南教授藏书等其他 25
大类文献， 共同形成了哈佛燕京图书馆

的中文古籍和文献收藏格局。
此次线上发布的大部分数字化中文

善本均品相完好， 如该馆所藏的明朝万

历本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历经数百

年 ，其插图罗汉画像仍栩栩如生 ，通过

数字化照片可清楚看到每一笔细节。
在海外机构中， 哈佛燕京图书馆的

中文善本特藏， 以量多质优闻名世界。
如 今 ， 该 馆 馆 藏 乾 隆 之 前 的 善 本 约

2400 部 ， 其中宋元明善本约 1500 部 ，
内含 188 种善本 是 其 他 图 书 馆 所 没 有

的。 比如， 馆藏的明代 《会通馆校正宋

诸臣奏议》 大字本 （弘治三年华燧会通

馆铜活字印本）， 是目前存世最为齐全

的一部。
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的抄本稿本也

相当珍稀，除了两册《永乐大典》外，还有

明末清初毛氏汲古阁抄本， 许多稿本连

相应刻本都未见传世，比如翁方纲《复初

斋文集》、高凤翰《南阜山人诗文类稿》、

周广业《蓬庐文抄》等。 哈佛燕京图书馆

还收有大量宋元明刻类书， 尤其是明代

私人编刻的类书。 在全世界现存的名人

类书 300 种中，哈佛就收了 75 种。
这所业内鼎鼎有名的图书馆究竟有

何渊源 ？ 原来 ， 哈佛燕京图书馆 1928
年开馆， 是哈佛燕京学社下设的私人图

书馆， 当时叫 “汉和图书馆”， 主要收

藏 中 国 和 日 本 文 献 。 1976 年 改 名 为

“哈佛燕京图书馆”， 裘开明是第一任院

长， 在他的带领下， 图书馆善本珍藏数

量增长很快 ， 1936 年藏书增至 7 万多

册。 日本侵华时期， 许多中文古籍流散

于上海等地， 哈佛燕京图书馆便购入大批

书籍； 二战后， 日本流出大量私藏中文古

书， 裘开明又多次赴日访书。 此外， 二战

后美国汉学、 东亚研究的兴起， 也是馆藏

增加的重要因素。

海外馆藏数字化项目离不
开中国机构协助和投入

哈佛燕京图书 馆 这 一 备 受 瞩 目 的 数

字化项目背后 ， 离不开中国多家机构的

协助和投入 。 比如 ， 此次完整数字化的

5.3 万 卷 中 文 善 本 中 ， 经 、 史 部 中 文 善

本， 就是哈佛携手国家图书馆合作近

七年的成果。
国图副馆长、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副 主 任 张 志 清 对 记 者 回 忆 道 ， 2009
年他与国图典藏阅览部同事共赴哈佛

大学图书馆， 中美双方协议共同开发

哈佛燕京图书馆部分馆藏珍稀古籍和

文献。 国图主要负责提供资金、 技术

支持和数据质量控制， 哈佛提供技术

设备、 承担中文善本古籍数字化、 元

数据制作和数据传递。 项目成果由双

方各保留一份 完 整 的 数 字 化 图 像 文

档， 分别用于各自官方网站免费发布

及其他学术研究应用。
“比 如 经 史 子 集 中 的 经 、 史 两

部 ， 930 种 上 网 ， 多 达 近 93 万 叶 ，
‘叶’ 为古籍常用单位， 一叶相当于

两页。” 张志清透露说。
海外各大图书馆存藏着数量宏富

的中文古籍和文献， 其中不乏国内罕

见或不存的珍本秘籍。 将分散在海外

上百家图书馆的中文古籍统计清楚并

加以利用， 离不开国内多家机构与海

外的密切合作。 近年来， 国内启动中

华古籍保护计划， 其中就包含海外中

华古籍数字化合作项目。 眼下， 数字

化上网、 影印出版是最常见的两种途

径， 后者一般分别纳入珍本丛刊或书

目书志。
就实际情况来看， 数字化落地与

纸质出版并不是对立关系， 而是各有

侧重优势， 相得益彰， 并非人们所担

忧的 “放到网上就没人看书”。 中华

书局文献影印中心副主任张进说， 就

学术合作来说， 海外公共图书馆大量

中文古籍和文献的公开， 对于全球汉

学研究肯定能产生有利影响， 无疑会

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 对于出版合作

来说， 收藏单位的开放程度越高， 对

古籍出版、 研究的合作的促进程度也

越高 。 中华书 局 与 海 外 机 构 合 作 的

《海外中文古籍总目》 编纂工程， 两

年多来已有五家图书馆的三册中文古

籍目录面世， 未来这一工程不仅会推

出更多静态的纸质出版物， 也将成为

网络化开放数据服务平台， 并力求实

现数据共享。

音乐融合发展的命脉
往往藏在当地历史里
———专访2017普利策音乐奖得主杜韵

“我想做引导音乐潮流的人， 而不

是所谓的紧跟世界。 中国音乐人究竟表

现如何， 我要证明给世人看。” 不久前，
旅美青年作曲家杜韵创作的歌剧 《天使

之骨》 摘得 2017 普利策音乐奖， 在 74
年的奖项历史中， 杜韵是继周龙 （歌剧

《白蛇传》） 之后摘得奖项的又一位华裔

作曲家。 不久前， 杜韵回到上海为她的

音乐作品 《点心侠》 做宣传， 并在上剧

场接受了本报专访。
戴上普利策的桂冠， 杜韵站在了闪

光灯下， 全世界为之瞩目。 事实上， 杜

韵在获奖前就已在圈内小有名气。 戏剧

导演赖声川在一次赴美演出时结识了杜

韵， 她音乐中特有的天赋与能量打动了

赖声川。 杜韵接受赖声川的邀请为 《水
中之书 》 《点心侠 》 两部作品 打 造 音

乐。 尤其在音乐剧 《点心侠》 中， 杜韵

尽情展现了她深厚的混搭功力， 从中国

的快板变化到街舞风， 从蓝调到劳动号

子的幻变， 从新灵魂乐、 加州摇滚到电

音， 从唢呐、 琵琶到古筝……传统与流

行交织在她的曲风之中， 把这个关于中

国的 “点心英雄” 们拯救世界的喜剧传

奇， 表现得轻巧灵动、 饶有趣味。
听过杜韵音乐的人， 会发现很难用

一种固定的风格去定义她。 《点心侠》
里是这样 ， 普利策得奖作品 《天 使 之

骨》 亦如是， 文艺复兴时期的颂歌、 电

子乐甚至是噪音都被她编织到 了 作 品

中。 喜欢 “杂食” 的她， 探索着音乐的

每种可能 ， 尝试着不同类型的 音 色 属

性 ， 同时也站在容易被误解的风 口 浪

尖 。 她认为 ， 音乐元 素 的 融 合 一 定 是

有脉络的。 做一个阿拉伯风格的音色、
接上一个伊比利亚 印 象 的音阶 ， 再混

入一串电音， 多种音乐元素的 “拼贴”
和黏合， 不能称之为 “混搭风”， 音乐

表达就如同讲故事一样， 得有逻辑、 有

联系。
“作曲者得真正了解每种音乐元素

的灵魂， 而灵魂往往来自于历史。” 杜

韵游历过世界上不少国家， 每踏足一片

新土地， 她都会阅读当地的文学作品，
不懂语言就请人翻译， 跟着当地音乐家

学习各种新乐器。 虽然她的作品里常常

出现很多现代音乐元素， 但她骨子里依

然留着传统的东西 。 她喜欢王 菲 、 窦

唯、 杭盖乐队， 也喜欢纳西古乐、 白族

白剧、 福建南音。
给人感觉很 “酷” 的杜韵， 有一个

相当严谨的学院派的音乐根基。 她出生

成长于上海， 从四岁开始学习钢琴， 七

岁进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小学， 后进入

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钢琴系， 跟随过著名

作曲家、 上海音乐学院前院长杨立青一

段时间。 “小时候觉得， 当一个作曲家

太痛苦了、 太沉重了。” 杜韵笑道。 舒

伯特、 贝多芬、 莫扎特， 究竟是什么力

量驱使着他们去创作呢 ？ 长大 后 的 杜

韵， 慢慢地有了自己的感悟。 她的音乐

之路， 也在此过程中慢慢形成。

名团大师纷至沓来 “人文之城”添亮色
上海大剧院公布2017-2018演出季内容，逾160台、近400场演出将轮番上演

马林斯基剧院、 莫斯科大剧院、
荷兰舞蹈剧场、 法国世纪管弦乐团、
法国马赛拉克里耶国家剧院； 捷杰耶

夫 、 弗朗兹·威尔瑟-莫斯特 、 张艺

谋、 法比奥·路易斯……昨天， 上海

大 剧 院 正 式 公 布 了 2017-2018 演 出

季内容 。 在 “艺 海 丝 路 ” “致 敬 经

典” “歌剧典赏” “发现最美” “艺
聚当代” 五个主题板块中， 包含超过

160 台 、 近 400 场演出 ， 涵盖歌剧 、
舞蹈、 音乐、 戏剧、 戏曲等不同的艺

术门类的演出季中， 众多国际舞台上

如雷贯耳的名团和艺术大师将纷至沓

来， 为上海这座 “人文之城” 再添一

抹亮色。

歌剧 、芭蕾 ，国际经典
奠定演出季基调

上海大剧院为观众贴心地选出了

“不容错过” 的十大作品， 涵盖大剧

院演出剧目的不同类型。 精选的十大

作品每一出都分量十足， 各有特色。
上海歌剧院与上海大剧院联合出

品的演出季开幕歌剧 《阿依达》 名列

十大作品之首。 届时， 上海歌剧院院

长、 指挥家许忠将与女高音歌唱家和

慧共同呈现这部具有古埃及风情的爱

情故事。
自 1871 年在开罗歌剧院首演之

后，各种版本的《阿依达》在世界各地纷

纷上演 ，且久演不衰 。 不过 ，也正因为

《阿依达》在全世界上演频率颇高，要演

出新意十分不易 。 许忠在发布 会 上 透

露，此次上海歌剧院版的《阿依达》由国

际团队打造，将对这个故事进行全新的

诠释。 此次担任导演的蒙特卡罗歌剧院

艺术总监让-路易·格兰达别出心裁地

在原有的故事中穿插了 “上世纪 50 年

代好莱坞黄金时代的摄制组正 在 拍 摄

《阿依达》电影”的情节。 所以，观众不仅

可以看到埃及古王国时期尼罗 河 畔 大

气磅礴的场景，还能感受到上世纪好莱

坞“黄金时代”的风貌。 对于上海大剧院

和歌唱家和慧而言，《阿依达》还有着另

一层意义。 1998 年，《阿依达》是上海大

剧院开幕演出季中的第一部歌剧。 而当

时在剧中担任主角的，正是和慧。 这也

是她艺术生涯中第一部演出的歌剧。
除此之外， “不容错过” 的十大作

品中， 莫斯科大剧院携里姆斯基-柯萨

科夫歌剧 《沙皇的新娘》 在中国大陆首

秀， 马林斯基剧院携芭蕾 《灰姑娘》 及

交响音乐会再度访沪。
去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 马

林斯基剧院在指挥大师捷杰耶夫的率领

下， 近 400 名艺术家 “倾院而出”， 在

一周的时间内呈现了 5 台 7 场演出， 成

为当时一大文化盛事。 此次访沪的芭蕾

舞 剧 《灰 姑 娘 》 摒 弃 了 童 话 故 事 中

“王子与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的

陈旧基调 ， 用极简的方式将故 事 投 射

在工业社会的背景下 ， 给观众 以 无 限

遐想空间。

跨界演出探索舞台艺术
的无限可能

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表示， 随

着剧场的增多， 演艺行业的蓬勃发展，
上海的剧场格局呈现更加细分的局面。
上海大剧院在节目策划上也更加着重体

现当代性。 新演出季首次推出 “艺聚当

代” 主题， 将更多能体现当代性、 创新

性或者跨界的项目纳入其中。 其中， 值

得关注的是由张艺谋导演的 《对话·寓

言 2047》 将于明年 3 月登陆上海 。 这

场演出是张艺谋舞台演出的一次全新尝

试， 作品突破传统舞台的表现形式， 将

中国民族民间艺术和国际科技团队合二

为一。
张艺谋将此定义为 “观念演 出 ”。

美国机械臂表演团队与泉州提线木偶、
瑞士无人机团队与笙、 英国的全息投影

制作团队与陕西地方戏曲碗碗腔、 俄罗

斯的视频创意团队和贵州的织布机匠人

将 “同台竞技”， 传统技艺和高科技舞

台手段将发生激烈的对话与碰撞， 共同

演绎 “科技与人 ， 何往何至 ” 这 个 话

题， 观众将看到技术引领艺术新方向的

可能性。 该剧今年 6 月在国家大剧院首

演， 立刻在业界掀起了科技与艺术孰轻

孰重的讨论。
除此之外， 该板块另一个重头戏将

由世界顶尖的现代舞团荷兰舞蹈剧场

（NDT） 1 团推出。 成立于 1959 年的

荷兰舞蹈剧场， 最初由 22 位不堪忍

受古典芭蕾模式化表演的舞者创建，
逐步发展为具 有 三 个 团 体 的 演 出 规

模 ： 1 团主推正当盛年的资深舞者 ，
2 团由年轻的实习舞者担纲， 3 团则

为 40 岁以上的资深舞者提供施展才

华的空间。 可以说， 1 团汇聚了精英

中的精英， 每位舞者皆具备超凡的独

舞能力。
荷兰舞蹈剧场的作品有着与生俱

来的创新、 探索、 实验的基因。 三年

前， 荷兰舞蹈剧场 1 团在上海大剧院

完成了其在上海的首秀， 引发一片观

剧热潮。 时隔三年， 荷兰舞蹈剧场 1
团再临上海大剧院， 将连续三晚以两

套不同的节目演绎六个风格迥异的作

品， 创作年份跨越十载。 值得一提的

是， 在 11 月 5 日的演出中， 由编舞

爱德华·克勒创作的一部新作将揭开

神秘面纱 。 该 作 品 将 会 在 今 年 9 月

22 日于海牙进行世界首演 ， 而此次

上海的观众将第一时间欣赏到完整版

的演出。
演出季中， 音乐板块也不乏跨界

的诠释， 被 《纽约时报》 誉为 “歌剧

界最酷的女高音” 达涅拉·德·尼兹将

携手国际顶尖的室内乐团瑞士琉森节

日弦乐团带来一场以 “从莫扎特到百

老汇” 为主题的音乐会， 展现了古典

歌剧时代到现代百老汇的强烈反差。

■本报记者 徐璐明

■本报记者 童薇菁

《钦明大狱录》 明钞本。 福礼堂 《周礼》。 （均资料图片）篆字三十二体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插图。

旅美青年作曲家杜韵创作的歌剧 《天使之骨 》 摘 得 2017 普 利 策 音 乐 奖 。
《天使之骨》 2016 年首演于纽约的 “原型艺术节”。 故事讲述了一对贫穷的夫妇

偶然捡到一对受伤的天使， 他们竟然将天使的翅膀剪掉， 把他们囚禁起来以渔

利。 图为 《天使之骨》 剧照。

■本报记者 许旸

莫斯科大剧院将带来充满俄罗斯风格的歌剧 《沙皇的新娘》。 这版首演于 2014 年的作品， 舞美设计是在费奥多·费德罗夫斯基 1955 年的手稿基础

上完成的， 雍容华贵， 极具俄罗斯宫廷范。 （上海大剧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