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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美山东，看运河，最好的选择是来临清。
元运河会通河段自泰安东平至此北接御河，

1.2公里河段临清闸、会通闸、隘船闸、月径桥等
仍历历在目；6.8公里的明运河河道如故。临清城
内总长8公里的元明运河河段，全部都是大运河
世界文化遗产河段。

由卫运河、京杭运河环绕形成的中州古城内，
有明代正统砖城、明代嘉靖土城，元明运河交汇处
的鳌头矶以及运河钞关均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
点位。

这里古塔古巷古意盎然，文物古迹富集，百
余种民间小吃美食，在胡同人家散发出氤氲的烟
火气……

走进宛园，如置身运河两岸的江南胜境。在
宛园回廊，镌刻着由当代书法名家书写的历代名
人咏临清诗词。一首落款为“宋苏轼诗自河北放
舟江南”的石刻引起了我的注意。

宛园窗景
晓来铜崔东风起，春风凌乱漳河水。
郎官惊起解归舟，一日风帆可千里。
侵晨鼓舵发临清，薄暮乘流下济宁。
南宫先生先我去，花时想达瓜州步。
寻君何处典春衫，杏花烟雨大江南。

“这是一首好诗，但肯定不是苏轼所作，也不
可能是首宋诗，建议你们再查一查。”见我存疑，
宛园的导游忙解释。

仅从“侵晨鼓舵发临清，薄暮乘流下济宁”两
句看，不可能是宋诗。一是济宁作为地名最早出
现始于元代，宋代济州治所在巨野，因黄河水泛
滥不断被淹，至金代才将治所迁到任城，济宁意
取济水安宁之意。二是开发于隋炀帝大业四年
（605年）的京杭大运河并不经过济宁，它从杭州
至徐州沿淮河西至河南洛阳，再顺黄河经由山东
冠县、临清、德州北向到达北京通州，直至元代至
元十七年（1280年）、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相
继开挖济州河、会通河，使运河直接从徐州径直
通达临清，济宁才成为京杭运河大家族中的一分
子，所以，在宋代是根本不可能朝发临清夕至济
宁。三是在苏轼诗集全集中，没有出现过这首
诗。四是从苏轼的生平记载看不可能经过这里，
他最接近这一区域的任职在河北定州任知州，治
所在定州路中山府，并从定州被贬往英州，而临
清属于北宋的陪都北京大名府。

然而笔者不属于文史科班出身的专家学者，
导游将信将疑。

及至返家百度检索，发现无论是主流媒体、
还是自媒体，均在引用过这首诗，并且言之凿凿
为苏轼所作。

笔者之前对网传苏轼《六幺令》、网传苏轼诗
《一树梨花压海棠》等伪作打过假，鉴于这首托名
诗影响越发广泛，已令致力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的文旅景区中招，遂决定正本清源。

经调查检索，这篇诗最早定义为苏轼作品，系出自《历代名人咏沧
州》一书。从孔夫子网购得该书，发现这套《历代名人咏沧州》为包装
精美两册布面套函装，由沧州市政协编辑，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2014
年12月第一版印刷。编者说除爱新觉罗·弘历外，历朝作者选入代表
作均不超过五篇，所选苏轼的五篇，第一篇（117页）即此，诗题为《自
河北冰泮放舟江南奉寄杨南宫》。

诗文字词与网传文略有不同：晓来铜爵东风起，春冰凌乱漳河
水。郎官惊起解归舟，一日风帆可千里。侵晨鼓柁发临清，薄幕乘流
下济宁。南宫先生先我去，花时想达瓜州步。寻君何处典春衫，杏花
烟雨大江南。书中薄幕之幕，为明显文字差错。编者对这首诗的注释
更令人瞠目结舌。如杨南宫谓之杨察。南宫为礼部的别称。查史料，
杨察权判礼部贡院时为景祐二年（1035年），此时苏轼还未出生，杨察
嘉祐元年（1056年）卒时，21岁的苏轼才刚开始参加科举考试。而注
释者根据清代严遂成的《沧州》有“山谷此挂席，东坡送客归”，就认定
苏东坡记此入御河南下，更属望文生义，东坡可指苏轼亦可指地理方
位，理解诗意需要把《沧州》的五首组诗联系起来读，如此臆断真令人
哭笑不得！

这本书公开发行已经10年。10年来，已令河北媒体、山东媒体及
众多新媒体“躺枪”，通过网络传播、不断以讹传讹，字词紊乱，终致宛
园中招。是到澄清谬误，以正视听的时候了。经查，这首诗实际为明
诗，作者掲轨，《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诗第三十八卷》有载！掲轨是明
江西临川人。洪武初以明经荐举入京，任清河县主簿，迁知县事。这
首诗当为掲轨辞官自大运河乘舟回归家乡时的作品，他的朋友一位杨
姓礼部官员已经先他到江南。

苏轼曾把五代时出现的一种桶高檐短帽子戴在头上，引起人人效
仿，谓之子瞻帽。一次，苏轼参加哲宗宴会，观看杂剧，众角争夸自己
文章好，名角丁仙出场，说“你们别争吵了，谁的文章也不及我好！”众
问根据，丁仙指着头上的帽子说：“你们没看到我头顶上的子瞻么？”哲
宗大笑。

李廌在《师友谈记》中记下有篇文章的一联：“伏其几而袭其裳，岂
为孔子；学其书而戴其帽，未是苏公！”摘掉“子瞻帽”，这首描述明代大
运河的诗几乎再现了运河航运的高效便捷：春季清晨运河开凌，早晨
从临清码头乘船，暮色中已达济宁，风帆千里，很快就会到达扬州，王
安石“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
照我还”中的瓜州渡口。

明代永乐九年，会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其淤塞者三分之一，运
河已丧失漕运功能。尚书宋礼接受白英老人建议，在戴村坝补水、导
汶水于南旺，在运河水脊济宁南旺分水，使会通河全线贯通，南北运
河遂漕运兴盛，这两处，也都入选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点位。临清由
此迎来了长达600多年的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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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深入
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推进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繁荣发展，在活化利用海源阁藏书文化
博物馆的过程中，需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海源阁
在海内外的巨大影响力，采取高科技手段深度
挖掘海源阁特色文化，展现海源阁历史文化全
貌，对海源阁古籍文献进行合理保护、开发利用
和共建共享，并建立一套完善的长效机制，让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新时代风采。

海源阁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

海源阁藏书楼位于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
古楼南大街11号的杨氏宅院内。据记载，海源
阁藏书楼由杨以增于1840年创建。杨以增、杨
绍和、杨保彝和杨承训四代从事藏书活动，历经
百年。至清末，经、史、子、集四部计有三千二百
三十六部，共二十八万八千三百卷有余。还编
有《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四卷，计四百六十四
部，一万一千三百二十八卷，宋元珍本逾万卷，
其他不在书目者还有很多。党和政府十分重视
海源阁。早在1947年1月解放聊城时，八路军
某部曾发布入城三项命令，第二条就是“保护中
国四大藏书家之一海源阁图书馆”。1956年12
月山东省人民政府把海源阁列为第一批省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海源阁藏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可以用胡乔木先生题写的楹联“一人致力万人
受惠，四代藏书百代流芳”来诠释。海源阁积聚
了南方和北方私人藏书之精华，使藏书中心北
移，在中国藏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影
响力。

在海源阁藏书史上，杨以增对有学术价值
的典籍进行刻印和校勘，促进了古代学术文化
的传播与交流，为后代子孙提供了宝贵财富，在
弘扬民族文化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杨绍和、杨保彝则注重购藏并编制书目，如
杨保彝曾编著《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及《海源
阁藏书目》。也正是有杨氏海源阁五种目录存
世，才能清晰其旧藏的整体规模，这也为中国古
代目录学的建构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海源阁在我国的文化事业史上，作出了卓
越的贡献。海源阁书影44种收录于《中国版刻
图录》，标点本《二十四史》前四史也主要参考海
源阁藏书版本；1972年毛泽东主席赠日本首相
田中角荣的《楚辞集注》影印本，也是以海源阁
旧藏为蓝本；原海源阁收藏宋刻存世孤本《淮南
子》，在推进全球汉籍合璧工程时，在俄罗斯国
立图书馆发现。海源阁不仅是聊城文化昌盛的
标志，亦为全国的教育与传统文化的弘扬发挥
着积极作用，更对中华文脉赓续作出了积极贡
献。

海源阁藏书文化博物馆现状及困境

1992 年海源阁藏书文化博物馆在原址重
建，占地不足原区域的三分之一，现已 30 余
年。随着文化事业及文化产业飞速发展，各地
图书馆、博物馆都在不断更新，发掘文化价值，
进行场馆修整。海源阁作为山东省第一批省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从公共图书馆转向公
共博物馆，因此需要进一步开展文物保护及相
关建设。

在整体建设方面，场馆相当一部分空间无
法得到有效利用，只有部分院落可供参观。在
陈列方面，只有东侧院落可供展览并向群众开
放，且内容不足以支撑文化事业发展。由于院
落自身局限性，东侧院落可供观展区域只有四
间房屋，现阶段只有主楼一楼展览对外开放。
多年来，海源阁展陈停滞并局限于图片和极少
的影印书籍，使得海源阁深层次的文化底蕴不
能充分展现。海源阁在海内外的学术界知名度
很高，许多知名专家学者慕名而来，观看展览后
失望至极。陈旧的基础设施不利于海源阁藏书
文化的有效传播，也不利于海源阁的活化利用。

海源阁藏书文化博物馆古籍文献以及文物
缺失。海源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许多珍贵古
籍不断散佚，部分文献与文物都流入到了国家
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等公藏图书馆，并且散佚

后收集的文献与文物只有小部分有相关数字资
源，资料混乱，内容并不全面，难以支撑海源阁
藏书文化博物馆的文化发掘与展现。民间搜集
整理得来的藏书内容散乱、知识体系驳杂，给海
源阁相关学术内容研究和文化知识内容揭示带
来了很大阻力。大量文献与文物数字资源的缺
失也难以让海源阁藏书文化博物馆转型，无法
推动其活化利用。

作为公共文化场馆，海源阁藏书文化博物
馆需要相应的人员对外服务、对内研究。海源
阁藏书文化博物馆对外缺少相关服务人员，无
法为群众提供相关文化讲解、传播服务，博物馆
日常群众游览等相关运营难以为继；对内缺少
专业性人才队伍，专项人才不足，不利于文献与
文物的资源整理与保护。

海源阁藏书文化博物馆的发展不仅需要政
策的大力支持，同时也需要资金维护。散佚古
籍的资源调查、旧藏古籍的数字化建设、整体场
馆的建设与打造、相关基础设施的重建以及场
馆运营、人才引进、文化宣传等都需要资金支
持。

海源阁藏书文化博物馆发展及建设方向

新时代下，海源阁藏书文化博物馆的发展
与建设应秉持公共场馆活化利用体制机制更加
完善的目标，统筹文献与文物的协同发展；根据
国家提供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标准规范进一
步健全场馆机制，提升场馆利用率；在国家政策
与项目扶持的基础上，有效提升工作水平，开发
利用文献与文物资源，建设数字化文化体系，着
力推动海源阁藏书文化博物馆的转型与文化传
播，让海源阁藏书文化博物馆在传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更为凸显、作用更加
突出。

统筹海源阁藏书文化博物馆建设，加强顶
层管理。深入挖掘和提炼馆藏文献文物中蕴含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和当代价值、世
界意义的文化精髓，通过展览、教育活动等形式
进行生动展示和广泛传播。在国家相关政策指
引下，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关于文化
遗产保护的相关法规和管理办法，为海源阁藏
书文化博物馆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
保障。在坚守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初心的基础
上，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创新理念对藏书
文化进行再创造和再解读，使其既能保持古朴
风貌，又能焕发新的时代活力。推动古籍资源
与现代科技结合，如数字化应用、沉浸式体验
等，让传统藏书文化走进大众生活，服务社会需
求，面向未来持续发展。

支持海源阁藏书文化博物馆保护，加大投
入力度。积极争取国家层面的文化遗产保护专
项基金和古籍保护项目资金，确保相关经费纳
入各级政府年度预算，并逐年增加投入，用于藏
书修复、数字化保护、设施更新、研究出版以及
人才培养等方面。通过公私合作（PPP）模式、社
会捐赠、企业赞助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博
物馆建设和古籍保护工作。

促进海源阁藏书文化博物馆转型，推动
数字化发展。以国家战略为导向，结合聊城
市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古籍数字化发展规
划。强化政府主导作用，设立专项协调机制，
整合各方资源，推动海源阁及聊城地区古籍
文献的系统性保护、整理和研究。积极参与

“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黄河、长江、大运河
和古籍保护传承工程”等国家级项目，承担重
要任务，有利于海源阁进一步建立古籍重大
工程专项协调机制，加强海源阁及聊城古籍
工作各领域各环节协同配合，带动重要古籍
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加强聊
城市古籍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搭建古籍总
平台和专题平台，如海源阁古籍平台以及大
运河、黄河古籍平台。加快构建完善的古籍
资源中心和资源库体系，实现数据互联互通
和资源共享，推进古籍资源的智能检索、分析
和利用。积极参与并推动聊城市古籍数字化
标准规范体系的建设和完善，确保古籍高清
影像数字化的质量与效率，建成高质量全文
数据库，完成重点古籍版本内容的数字化。

在此基础上，做好古籍数字资源的安全备份
工作，并积极推动本地古籍资源与国家文化
大数据体系的有效对接。

推动海源阁藏书文化博物馆改造，调整
场馆设施。海源阁藏书文化博物馆不仅能更
好地保护和传承藏书文化，还将成为一个集
收藏、研究、教育、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
化公共文化空间。海源阁藏书文化博物馆应
当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配合沉浸
式展览展示等，根据场景结合数字化、科技化
等手段让文化资源“活起来”，让文化场馆“火
起来”。打造多元化的主题陈列，如展示海源
阁的历史沿革和藏书特色，古籍馆专门展出
馆藏珍贵古籍文献及复制品；珍藏馆聚焦于
馆内孤本、善本等稀有资源；高科技体验馆结
合数字化技术让访客通过互动式展览深入理
解藏书文化和历史；国学馆举办各类讲座、课
程弘扬传统国学；在东昌刻书、杨氏刻书的基
础和优势上，打造研学馆，让非遗融入现代生
活，更好地实现保护与传承；文创馆则开发相
关衍生产品，实现文化价值的创新转化。利
用现代科技手段，将人工智能、3D 影像、虚拟
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应用于展览设计中，创
建立体生动的观展环境，使游客仿佛穿越时
空，亲历历史场景。建立数字档案库，对馆藏
古籍进行高精度扫描，形成线上数字图书馆，
提供远程查阅、研究服务，并且可以永久保存
珍贵的文化遗产信息，确保传承不断。强化
公共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质量，例如实行预约
制参观、个性化导览服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教育活动等，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需求。加
强与社交媒体、网络平台的合作，运用新媒体
传播手段，提高海源阁藏书文化博物馆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通过策划高质量的专题展
览、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吸引国内外学者和游
客，促进文旅融合发展，使其成为聊城乃至山
东地区的重要文化旅游目的地。结合当地文
化旅游发展战略，将海源阁藏书文化博物馆
融入城市整体发展规划，使其成为市民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推动跨界合作，联合当地学校、企事业单位开
展共建共享项目，培养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群
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完善海源阁藏书文化博物馆运营，提升文
化价值。建立科学的运营管理机制，完善内部
管理制度，包括藏品保护、展览策划、游客服
务、安全防护等环节。通过引入专业团队和先
进的管理模式，提高整体运营效率和质量。设
立专项基金，支持学术研究项目，定期举办学
术研讨会、讲座论坛等活动，邀请国内外专家
学者共同探讨藏书文化的研究与发展，提升其
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和地位。开发各类教育课
程和体验活动，如古籍修复体验、雕版印刷技
艺展示、国学课堂等，吸引不同年龄层次观众
参与，增强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以馆藏资
源为灵感源泉，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开发具有
海源阁特色的文创产品，通过实体销售及线上
平台推广，让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同时
传播和弘扬藏书文化。积极寻求与其他文化
机构、企事业单位以及政府部门的合作机会，
开展跨界联动活动，共同打造特色文化旅游线
路，塑造和提升海源阁藏书文化博物馆的品牌
形象和文化价值。

通过以上举措，将提高海源阁知名度，推动
古籍文化传播。海源阁藏书文化博物馆作为聊
城市独具特色的公共文化场馆，在“传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
神”这一战略高度的指引下，在新时代背景下，
应充分利用现有优势资源，紧跟时代步伐，持续
探索和实践活化利用的新模式、新路径，使其成
为传承中华文化、推动聊城市乃至全国文旅事
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亮丽名片。

（作者单位：聊城市图书馆，本文系2024年
山东省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重点课题
“海源阁藏书文化品牌助力聊城两河文化高质
量发展研究”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
ZXKT2024156）

海源阁藏书文化博物馆的公共空间活化利用策略探究
■ 林虎 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