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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永乐大典》高清影

像数据库正式上线，在一个名

为“识典古籍”的网站上，可以

自由浏览现存《永乐大典》四

十册、七十五卷的内容，共涉

及 1800 部书。这不仅有助于

古籍知识的普及，更通过网络

化与数据化的形式，将珍贵的

历史典籍进行持久的保存与

传播。

《永乐大典》堪称“世界有

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收纳

了明朝之前大量珍贵的文

献———文史哲之外，天文地理、

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成为中国

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但与之

前绝大多数古籍的命运一样，

《永乐大典》的多数内容已经散

佚。有的或许还隐藏在某个隐

秘的角落，有的恐怕已在世界

上永远消失了。今天，为你讲述

《永乐大典》从编撰到散佚的传

奇经历。

展览中的《永乐大典》

3 人领导近 150 人团队

历时 4年才完成大典

虽然《永乐大典》是在明成祖

朱棣的永乐年间完成的，但实际

上，早在朱元璋的洪武年间，编修

大典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

最早提出编修大典的人，是

明代首位内阁首辅才子解缙。据

《明史》记载，解缙向朱元璋进言，

表达了想修撰一部可以随时查阅

的百科全书的想法。但直到朱棣

登上皇位，才正式开启大典的编

修工作。

永乐元年，朱棣下旨，让解缙

率领一个多达 147 人的团队编修

大典，而且要求很明确:“凡书契

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

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

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简

而言之，就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

科全书，而且要以类书的形式来

呈现。

《永乐大典》这种类书与后

来清代的《四库全书》等丛书不

同，类书并不是简单地把一堆

古籍资料放在一起，整理成套，

而是根据一个关键字作为索

引，从一些古籍里寻章摘句，将

同类的信息放在一个名目之下，

有点像今天搜索引擎里的关键

字搜索。

解缙上交了大典的初稿，命

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看后，并

不满意，要求重修，还指派太子少

师姚广孝与礼部尚书郑赐，协助

解缙一同工作，他们三人组成了

新的大典编修小组的领导班子。

这一次，既有皇帝的严格要求和

高度重视，又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经过四年的艰辛努力，大典终

于在永乐五年完成。

因韵求字因字考事

可查各类历史线索

朱棣看后，十分高兴，他为大

典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序言。朱

棣对这部书可以通过“韵”来查询

内容的设置，也颇为得意:“盖网

罗无遗，以存考索。使观者因韵以

求字，因字以考事，自源徂流，如

射中鹄，开卷而无所隐。始于元年

之秋，而成于六年之冬，总二万二

千九百三十七卷，名之曰:《永乐

大典》。”

随意翻看《永乐大典》，都能

发现不少隐秘的历史线索。比如，

第 3518 卷的关键字是“门”，开篇

就介绍了历史上各种各样的

“门”，以及颜真卿、黄庭坚、米芾

等书法家笔下各种“门”的写法。

换言之，《永乐大典》里不仅有文

字资料，还有图，可谓图文并茂。

在这一卷搜集的“门”里，有一个

“秦磁石门”，就对传说中的阿房

宫磁石门的史料，做了比较清晰

的整理:“《太平寰宇记》:咸阳县有

磁石门，在县东南一十五里，东西

有阁道，即阿房宫之北门也。累磁

石为之，着铁甲入者，磁石吸之不

得过，羌胡以为神。《韦述西京

记》:“秦阿房宫以磁石为门，怀刄

（其他文献也作‘刃’）入者辄止

之。”

先被遗忘后被焚毁

《永乐大典》成了孤本

《永乐大典》一共 22937 卷，

多达 3.7 亿字，保存至今的只有

800 卷。

大典编修完成后，就一直存

放在南京的文渊阁，直到朱棣迁

都北京，才将其运至北京皇宫

中。朱棣如此热心修书，他到底

有没有认真读过《永乐大典》呢？

就目前的史料来看，并没有关于

他细读大典的记录，只有弘治帝

朱祐樘为了寻求长生之道，才想

起《永乐大典》，并从里面寻找医

学方面的记载，给太医查看。

1449 年，也就是明正统十四

年，明朝旧都南京遭遇了一场大

火，文渊阁收藏的、包括编修《永

乐大典》所需的原始资料在内的

大量图书被焚毁。换言之，《永乐

大典》成了“孤本”。

然而，《永乐大典》还是在嘉

靖三十六年遭遇了一次坎坷:宫中

大火差点烧到保存大典的地方。

嘉靖帝终于意识到文献保存问题

的严重性，他命令内阁首辅高拱带

领一个重录团队，原封不动地将

《永乐大典》誊写了一遍。由于嘉靖

帝对这项工作要求很高，重录人员

花了整整六年的时间，才让大典有

了副本，是为“嘉靖本”。

正本或陪葬嘉靖帝

或藏在皇宫夹墙里

后世能看到的《永乐大典》，

基本上都是“嘉靖副本”，而永乐

年间编修的“正本”，则在历史长

河中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对此，

史学界最常见的两种说法，一个

是“陪葬说”，一个是“皇史宬夹

墙说”。古籍专家张忱石在很早

之前就提出，嘉靖帝很喜欢《永

乐大典》，而重录副本完成之时，

正好与他驾崩时间差不多，不排

除“正本”陪葬嘉靖帝的可能性。

还有一个可能性较大的答

案，是史学家王仲荦给出的，他

认为《永乐大典》可能藏在明清

两代的皇家档案馆皇史宬的夹

墙里。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历史上

的鲁壁藏书事件———秦始皇焚书

时，孔子后代孔鲋为了保存儒家经

典，就将《论语》《尚书》等书藏在孔

子老宅的墙壁里，直到汉武帝时，

鲁恭王发现这批藏书。但这种猜

测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持。

副本明清流失严重

留下巨大历史遗憾

至于《永乐大典》的“嘉靖副

本”，在明朝灭亡之前，倒是比较

安全地存放在皇家档案馆，但在

明清易代时，《永乐大典》还是遗

失了不少。在乾隆年间编修《四

库全书》时，“嘉靖副本”缺失得

更多了，而清朝后期政治疲敝，

宫中书籍不断被盗，甚至还有官

吏监守自盗，以回家阅读的名

义，将一册册的图书带到外面，

或为私藏，或卖给商贩。

到了清末，“嘉靖副本”的流

失问题更加严重，或毁于战火，

或被殖民者抢掠，留下了巨大的

历史遗憾。如今，可以见到的“嘉

靖副本”，大多收藏于国家图书

馆，还有一些藏于海外。

（来源：厦门晚报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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