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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特点

坐落于凤凰山麓、流溪河畔，总建筑面积 9.43 万平方米。以中华典藏、岭南山

水、时代新韵、文明灯塔为总体设计理念，融合中华制式与岭南特色，形成礼乐相融

的山水建筑格局，打造南粤大地的中华文化殿堂。

馆藏数量

目前可入藏版本数量约 256万册（件）。

内容特色

立足广东，辐射周边，放眼海外，收藏以岭南文化、广州特色、港澳台特色乃至海

外特色为重点的精品版本。 （资料整理：郭雨昕）

广州分馆—文沁阁

中国国家版本馆的“一总三分”格局，具体指中央总馆文

瀚阁、西安分馆文济阁、杭州分馆文润阁、广州分馆文沁阁。

中央总馆加挂“国家版本数据中心”牌子，将牵头承担国

家版本资源规划协调的职能。3个分馆是中央总馆的异地灾

备中心和区域性版本资源聚集中心。

中央总馆与各分馆均依山而建，蕴藏文化种子“藏之名

山、传之后世”的主旨，力求山水交融、馆园结合，同时突出文

化性、传承性、标识性，彰显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独特魅力。

建筑特点

南倚秦岭，北望渭川，总建筑面积 8.25万平方米。建筑主体为高台建筑，呈现

大气磅礴的汉唐风格。

馆藏数量

据初步统计，开馆初期可征集到版本资源 209万册（件）、数字资源 160TB。

内容特色

结合西部文化特色，精心打造《赓续文脉 踔厉前行——中华文化经典版本展

（西部篇）》和《楮墨遗珍 万里同风——丝绸之路版本展》2个展览，生动展示丝绸

之路文明，讲好以西部为主的中华经典版本故事。

西安分馆—文济阁

建筑特点

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毗邻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以“宋代园林神韵的

当代藏书建筑”为总体设计理念，包括主书房、南书房、文润阁、山体库房、附属用

房等共计 13个单位，总建筑面积 10.31万平方米。

馆藏数量

各类版本累计 100万册（件）。

内容特色

围绕“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面向长江流域”的整体定位，挖掘、整理、研究、

展示和传播中华版本文化，其中以江南版本文化研究为重点。

杭州分馆—文润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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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藏 1600 万余册版本资源

保存文明种子

提到文化设施，我们最先想到的

可能是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对于

“版本馆”这一概念似乎有些陌生。

什么是版本？第 7 版《现代汉

语词典》给出的定义是“同一部书因

编辑、传抄、刻版、排版或装订形式

等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本子”，也

可以引申为“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现

形式或不同说法”。

然而，当记者走进中国国家版

本馆中央总馆的文兴楼展厅，“版本

工艺”“中国邮票”“中国货币”3 个

专题展览刷新了记者对于“版本”含

义的理解。

带有刻划符号的新石器时代红

陶片、包含鲜明时代印记的粮票和

宣传画、北京冬奥会期间应用的数

字人民币支付终端……这些形态各

异的展品在中央总馆集体“亮相”，

极大拓展了“版本”的内涵。中央总

馆 展 览 策 划 实 施 组 组 长 吴 笑 天 介

绍，除了大家熟知的图书版本之外，

古今中外载有中华文明印记的各类

资源都可以称为中华版本资源。

版本是记录历史、见证文明的

“金种子”，存放保管这些珍稀资源

的中国国家版本馆，被誉为“中华文

化种子基因库”。据介绍，中国国家

版本馆的保藏范围包括具有历史文

化传承价值的中华古籍、革命文献、

宗教文献、雕版拓片、碑帖家谱、钱

币邮票、影视剧数字版、外国精品版

本等共计 10 大类。目前，中央总馆

入 藏 版 本 量 共 1600 万 余 册 。 中 国

国家版本馆的保藏规模和条件在版

本保藏史上达到了新高度。

不只是中央总馆，西安分馆、杭

州分馆、广州分馆均科学设置展示

区、保藏区、洞藏区、交流区等，确保

中华版本资源免遭各类灾害损毁，

永久安全保藏。

除了实物藏品的收藏保管和展

览研究，广泛应用的数字化手段让版

本资源“活”了起来，推动资源保护与

文化传播。在中央总馆的多个展厅

内，都能看到带有交互功能的数字化

平台。观众轻点屏幕，就能了解展品

相关信息、查阅古籍文献，让展品从

玻璃展柜“走”到观众面前。

“我国自古将版本保藏传承放

在重要位置，从周朝的守藏室到汉

代的天禄阁、唐代的弘文馆，再到宋

代的崇文院、明代的文渊阁、清代的

四库七阁，专藏机构绵亘千年。”中

国国家版本馆党委书记、馆长刘成

勇说，中国国家版本馆建设就是着

眼 于 中 华 版 本 资 源 的 永 久 安 全 保

藏，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厚植民族复

兴的文化根基具有重大意义。

散佚古籍实现历史性“重聚”

赓续中华文脉

中央总馆核心建筑文瀚阁前，

每当夜幕降临，一方浅浅水池中会

亮起 11 个光点。“这 11 个光点分别

象征曾经收藏《四库全书》的 7 座藏

书 楼 ，以 及 如 今 新 建 的 4 座 版 本

馆。”工作人员介绍。

文瀚阁内，“渊溯津澜——《四

库全书》文瀚合璧”古籍库展首次同

台展示部分真本和仿真影印版本，

成为《四库全书》抄录完成后的历史

首次“相聚”。

盛世修典兴藏。从历经战火沧

桑损毁多半，到入藏文瀚阁重新焕

发生机，一部《四库全书》的命运变

迁，折射出文脉赓续与国家发展息

息相关。“版本作为一种文化载体，

反 映 和 见 证 着 一 个 时 代 的 文 明 成

就，也推动和支撑一个民族的发展

进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

跃进说，“站在新时代历史起点上，

建设国家版本馆彰显了新时代的国

力昌盛，昭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壮阔前景。”

不论是浩如烟海的文献版本，

还是星罗棋布的考古文物版本，无

不彰显着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走

进“斯文在兹——中华古代文明版

本展”，陶器、青铜、简牍、古籍、绘

画、雕塑……丰富多样的版本形态

串联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起

源和发展脉络。

版 本 是 传 统 的 ，也 是 现 代 的 。

中国国家版本馆就是一条贯通古今

的文化长廊。“见证伟业——中华民

族复兴版本展”展出的各种版本，是

近 代 以 来 各 历 史 时 期 思 想 激 荡 和

实践探索的真实记录。走进展厅，

一 幅 宽 1.5 米 的 油 画《点 亮 长 夜 明

灯 —— 中 共 一 大》悬 挂 在 墙 壁 上 。

画面中，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 代 表 大 会 的 代 表 们 神 色 坚 定 。

一面小小的黄色锦旗上，正中“渡江

第一船”5 个大字十分醒目，边角处

还有几处不规则的破损，将参观者

带回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一幅名

为《温暖》的油画，描绘了湖南省花

垣县十八洞村村民讲述幸福生活的

温馨场景，见证着我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伟大跨越。

重大文化工程是人类文明智慧

的结晶，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文化标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

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021 年全国

两 会 审 议 通 过 的“ 十 四 五 ”规 划 纲

要，将国家版本馆等重大文化设施

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工

程的一项重要内容。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

路 。”文华堂前 ，一方刻有“赓续文

脉”4 个大字的寿山石印章雕塑静静

伫立，将国家版本馆这项文化传世

工程的职责使命，深深刻印在北京

中轴线上。

展出 300 余个《共产党
宣言》版本

点亮真理之光

300 余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

整齐排列在文瀚阁三层的展柜中。

它们来自不同年代、不同国家，印刷

着不同的语言，共同释放出跨越时

空的生机与力量。

这是中央总馆开馆主题展览“真

理之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经典版本展”。1867年《资本论》德

文版第一卷，1916 年《新青年》第一

期，中英文版《论持久战》，多个语种

版本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展

览共汇聚经典版本 2000多册（件），以

经典著作、手稿手迹等形式展现百余

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

辉历程。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

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播

史，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的历史。“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刘跃

进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激活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焕发出强

大的生命力。

国家版本馆是新时代的国家文

化 殿 堂 ，也 是 传 给 后 世 的 文 化 宝

藏。建设数据平台、举办专题展览、

策划普及栏目……在典藏、展示、研

究、交流中，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

沉睡在库房里的版本“活”起来，国

家版本馆成为推动文化守正创新、

展现时代风采的重要平台。

如何以这一重大文化工程建设

为契机，在守正创新中让中华文脉

永续传承？“这项工程是赓续中华文

脉、坚定文化自信的守正之举，是服

务新时代文化建设、助推文化繁荣

兴盛的创新之举，对于打造新时代

文化丰碑、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意义重大。”刘成勇表示，国家

版本馆将进一步丰富馆藏、创新形

式、把握主题、突出特色，打造政治

性、思想性、历史性、艺术性相统一

的版本展示体系，着力发挥版本资

源见证历史、启迪后人的作用。

随参观人群走到展厅尽头，几

块 标 有“ 备 用 ”的 空 白 展 板 引 人 注

目。正如国家版本馆面向全国征集

版 本 资 源 的 工 作 从 未 停 止 ，绵 延

5000 余年的中华文明同样“未完待

续”。文明之光将照亮复兴之路。

文明之光照亮复兴之路
—探访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

■本报记者 佟欣雨

观众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文瀚厅内参观。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沿北京中轴线一路向北，燕山脚下，一处古色古香的三进建筑

群坐落在青山绿水之间。自南向北，主体建筑文兴楼、文华堂、文

瀚阁依次展开，东西两侧“厅、廊、馆”配楼建筑与周边山水园林相

映成趣。

这里是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以下简称“中央总馆”）。中

央总馆文瀚阁与西安分馆文济阁、杭州分馆文润阁、广州分馆文沁

阁共同组成国家版本资源总库和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

建设国家版本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批准实施

的重大文化工程。建成开放后的中国国家版本馆将全面履行国家

版本资源规划协调、普查征集、典藏展示、研究交流和宣传使用的

职能，是国家版本典藏中心、展示中心、研究中心、交流中心和国家

出版信息管理中心。

8月 11日，中央总馆举行首次媒体开放日活动。请随记者走

近馆内展陈，在卷帙浩繁的版本之间回溯中华文明的灿烂长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