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A洛阳·关注2013年4月26日 星期五
编辑／孙晓华 校对／任永涛 首席组版／庆岗

核
心
提
示

六联彩钢公司
专营专营：：复合夹芯板、岩棉板、净化板、彩钢瓦、

C、Z型钢，楼承板及各种镀锌方管。
设计制作设计制作：：楼层加顶、活动板房、钢构车间等
总公司：65520276 13343881038
分公司：62277677 13526990100
总公司：龙门大道 分公司：310国道钢材城

圣工钢构
专业设计、制作、安装、钢结构车间、厂房

市区内免费送货

有各种复合板、彩钢瓦、
C型钢、二层办公活动房等

彩 板：13629807977 310国道孙村
钢 构：13783150007 李楼工业园

彩钢专栏专栏
400元/块 每周一至周六刊登

电话：63330377 63330677 13939910018
地址：唐宫西路与纱厂南路交叉口中泰商务大厦21楼

主营主营：：彩钢复合板、彩钢瓦、岩棉、扳、C
型钢。设计制作设计制作：：楼房加层、活动板
房、钢构工程等。洛阳唯一生产角驰
型复合顶板厂家（不易漏水）。
电话：62278658 15290535888
地址：洛阳310国道钢材城2排0号

太 亚 彩 钢

洛阳五方屋面建材

地 址：洛阳龙门花园工业园区
联系电话：18623768511

采光瓦、合成树脂瓦、防腐瓦
专业生产

敏达钢构
专业生产岩棉板、泡沫

板、单瓦C型钢、阳光瓦。

电话：13939947456 64128901
地址：洛阳市高新区孙白路中段

可在楼顶加层、可做住室、库房、教
室、会议室、办公室。可做钢构车
间、临时房、简易房。

彩钢活动房

电话：13803889457 15303798352
地址：洛阳白马寺翟泉工业园区

发达彩钢
公司主要产品：彩钢瓦、户外广告牌专

用彩瓦、C型钢、复合板、岩棉复合板，设计、
制作并安装钢结构车间厂房、活动板房等。
地址：310国道洛阳钢材城东800米
工程部：15896560775
材料部：13103795999 62237558

《本草纲目》是中国医药史
上的集大成之作，由明代医药
学家李时珍编撰而成。全书载
有药物 1892 种，收集医方
11096个，插图1109幅，引用
文献上自战国，下迄明万历年
间，涵盖2000多年的药物学知
识，同时其内容还涉及植物学、
化学、冶金学等领域，被英国著
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认为是“明
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

《本草纲目》脱稿于1578
年，后经李时珍 3 次修改定
稿。此书脱稿后，李时珍曾专
程携书赴江苏太仓弇（yǎn）
山园拜访明代著名文学家王世
贞，王世贞详细阅读后，大加赞
赏，欣然为之作序。

为能尽快刊刻此书，李时
珍于1580年及1590年两次前
往太仓和南京，最终金陵出版
商胡承龙应允刻印。直到
1593年，胡承龙前后历时4年
才将《本草纲目》刻完，共 32
册52卷，称为“金陵本”，而就
在此书即将出版时，李时珍溘
然长逝，没能目睹自己心血的
问世。

金陵本作为由李时珍家族
自编的版本，多能体现李时珍原
意，但由于李时珍一生清贫，财
力不足，因此金陵本《本草纲目》
的刻板质量不高，字体常有歪
扭，印刷后不久字迹即开始模
糊。这也是金陵本《本草纲目》
传世稀少的主要原因。

目前世界上已知的唯一一部书名页尚存的金陵本《本草纲目》
由我市收藏家晁会元收藏，它是如何被发现的

无心巧遇，觅得稀世珍宝
□记者 山军伟

近日，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稽古厅
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向社
会公布了全国古籍普查重要
发现，洛阳收藏家晁会元收
藏的明代金陵本《本草纲目》
名列其中。（详见本报4月
19日A19版相关报道）

这部明代金陵本《本草
纲目》有何独特之处？其背
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晁会元淘得这部金
陵本《本草纲目》纯属无
心偶得。2008年，家住
河南伏牛山深处的一位
朋友告诉晁会元，其家中
藏了一套明代版的《列女
传》。晁会元不远千里赶
到后，却失望地发现所谓
的明版本不过是民国时
期的翻印本。

随后，这位朋友又抱
来一摞木刻本医书，称这
是他家祖传的宝贝，封皮
上写着《本草纲目》。晁
会元半信半疑地翻看着，
却发现这部书的行数和
刻字与其他版本的《本草
纲目》完全不同。

“这部书的刻字歪歪
扭扭，甚至有些模糊不
清，但明代风格比较明
显。”虽然晁会元当时还
不清楚这部书的珍贵程
度，但凭借多年的藏书经
验，他知道这肯定是一套
罕见的古籍。

将这套《本草纲目》
带回家后，晁会元研究发
现这部书与文献记载的
金陵本《本草纲目》特征
完全一致。

因金陵本《本草纲
目》是古籍中的稀世珍
宝，晁会元一时不敢确
认，于是又调出日本内
阁文库藏的金陵本《本
草纲目》书影对照。他
从自己手中这部《本草
纲目》的药草图画中找
出66处断版印痕，经对
照，发现两书药草图画
中的断版印痕完全一
致，这是翻刻与造假办
不到的。

基本确定后，晁会元
又联系了国内研究《本草
纲目》的权威专家——中
国中医研究院的郑金生
教授，郑金生对比书影后
答复：“可以肯定这是新
发现的金陵本系统的
《本草纲目》明版之一，
也是近年《本草纲目》版
本的一个重要发现，此
本 价 值 很 大 ，毋 庸 置
疑。”

随后，国家专程派出
版本鉴定权威李志中等
多名专家鉴定晁会元手
中的《本草纲目》，确定为
真本后，又拨专款修缮保
护此书，并由文化部颁发
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证书。

晁氏家族素有藏书之风，
晁会元工作之余也爱好藏书。
据记载，最早的晁氏藏书可追溯
至北宋工部尚书晁迥，在其之
后，晁补之、晁说之、晁冲之均
为藏书名家。宋代晁公武的
《郡斋读书志》是中国现存最早
的一部私家藏书书目，清代的
目录巨编《四库全书总目》，采
用《郡斋读书志》的材料有300
多条。明代晁瑮（lì）编撰的
《宝文堂书目》也记载了其私

家藏书书目。晁氏家族藏书风
气延续至今已逾千年。

家族的藏书传统，加上自
己多年的收藏经验，晁会元对
中国古籍市场很了解。他总
结道，购买珍贵古籍，改革开
放至 2000 年左右，只要用心
搜集，市场上即可买到；2000
年后，要到全国各地的古籍书
店购买；2005年后，就要到全
国各地的拍卖会上甚至国外
购买。

晁会元介绍，目前发现的
其他7部金陵本《本草纲目》有
个共同缺陷，即书名页缺失，因
此印制时间只有靠校勘推测，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他收藏
的这部书名页尚存，根据其发
兑者的活动年月，即可推断出
其明确印制时间。因此，此部
金陵本《本草纲目》是已知金陵
本中唯一一套可推出明确印制
时间的。

晁会元称，这部《本草纲
目》共32册52卷，前有王世贞
《本草纲目序》及两卷附图。王
世贞序言中“莫剖朱紫”的“剖”
字末笔有断版，附图中有66处
断版印痕。这两卷附图共计

1109幅图，每半面为4幅至6
幅，为李时珍儿子李建元、李建
木手绘，因两人不是专业画家，
因此所作之画难免失真，尤其
动物画图特别不准确，但明代
风格十分突出。

正文板框高200毫米，宽
138毫米，每半面12行，每行24
字，全文共计190多万字。而江
西本则正文板框高222毫米，宽
150毫米，每半面9行，每行20
字。该书书名页正中竖刻颜体

“本草纲目”四个大字，右署“李
东壁先生辑注”，左刻“制锦堂
吴吉征发兑”。书名页左下角
盖有“本衙藏版”篆书朱文大
印，应为金陵版印本自藏图书。

鉴于金陵本《本草纲目》
“初刻未工，行之不广”，1603
年，在江西各级官员支持下，
《本草纲目》重新刊刻，历时5
个月，被称为“江西本”。

江西本虽直接以金陵本为
底本，且其书刻成距李时珍逝
世仅10年，但书中已有不少错
误之处。如卷四“外伤诸疮”有

“皴裂”一项，江西本误将此二
字混入“冻疮”项末一味药“豚

脑并涂抹”中，成为“豚脑并涂
抹皴裂”，意思立刻大变。

因江西本是官方主持刊
刻的，所以纸墨均优于金陵
本，刻字精良，用纸考究，很快
便成为通行本，金陵本作为
《本草纲目》的祖本则渐渐失
传。明清以后的《本草纲目》
版本没有一本是以金陵本作
底本的，古今许多著名学者甚
至都未能见其真面目。

金陵本《本草纲目》刻板质量不高，传世稀少 书名页尚存，可推出明确印制时间

江西本《本草纲目》问世，很快成为通行本
晁氏家族，藏书风气已逾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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