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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士元、任继愈先生

与孔府档案保护

今年5月25日，是我父亲单士元先生

逝世12周年的日子，7月11日是任继愈先生

病故周年纪念。我曾从1995年起，一直服

侍父亲并帮助他整理文稿。1998年父亲

病故后，我又有幸在任继愈先生晚年近

10年的日子里，得到老人的教诲。2004年

和2008年，我先后出版了先父的遗作《故

宫史话》及先父的传记文册《中国文博

名家画传之单士元》。记得在编辑两本

书时，任老告诫我：你先仔细校对单老原

稿，字字句句要认真，校对文稿不明白之

任继愈先生写给作者的题词 1998年任继愈先生(左)与单士元先生在一起

处及有问题要分别记下来，再去求教专业

学者。还要备一些工具书。自己明白一分，

就写下这一分文字。千万不可想当然。更

不能抄袭，别人错你跟着错，别人对，你

又不知为何对。踏踏实实认认真真才是学

习和做学问的态度。这样才能提高自己。

回忆先父单士元生前也是这样告诫教育

我的，数年后又得到任老如此教诲，让我

的认识更加深刻。

最近回忆两位前辈，我想到了他们二

老不同时期对孔府档案的两次抢救和保

护，谨以小文介绍保护孔府档案事，以示

缅怀二老。

1956年，单士元先生对孔府档

案的抢救

　　

山东曲阜是我国春秋时的伟大思想

家、教育家孔子的家乡。孔子生在公元前

6世纪，孔家一直以一儒生世家受到历代

王朝的尊崇而传世悠久，而且多少年来并

没有因为封建帝王朝代的兴衰而有所变

76 2010 ·7



忆 往

救性地保护了孔府档案。

先父单士元生于1907年，故于1998年，

终91岁。生前他曾担任国家文物委员会委

员、中国历史档案学会顾问等职，一生供

职在故宫博物院。早年他在故宫院文献

馆从事明清历史档案的整理与研究，是我

国历史档案学科开拓者之一。

1956年7月，先父单士元作为早期历

史档案工作者，受命当时中央人民政府主

持文化、文物工作的郑振铎与王冶秋二领

导，前去山东曲阜整理被盗的孔府档案与

文物。原来，早在曲阜解放前夕，孔府子

孙中的不肖者就曾有偷盗府中档册史籍

运到当年的滋阳渡口进行非法买卖的行

为。解放初仍时有偷盗事，幸好再次偷买

偷卖时被发现截回。当年中央政府文化

部文物局郑、王二领导得知此事后非常重

视，立即委派先父单士元等二人，前去孔

府调查此事并协助当地文管所进行整理。

大致一周时间后，单士元等返京，并立即

撰写了“抢救曲阜孔府档案报告”，上呈

王冶秋领导审阅。王阅后批示“这个报告

写得很好，既生动又具体。我的意见最好

在文化部内部刊物上（文化通讯）登载一

下，以引各地保管所有类似情形者，可以

重视。”之后郑振铎也做了眉批：“可择要

在通讯上发表”等语。

当时正值新中国肇始百废待兴之际，

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

国，所以也十分重视文化文物遗产的抢救

与保护。不久，先父单士元又应约撰写了

介绍孔府档案的文章《曲阜孔府档案》，

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孔府内所藏珍贵的历

史档案文献史料。他在文章中写到：孔子

后裔在汉魏之际即享有封号。在宋代时孔

子后裔被封为衍圣公，之后，元明清各朝

衍圣公府内大致如此。在衍圣公府内设有

的职官，都是由衍圣公保举列入国家职官

的。因此，衍圣公府不是一般世袭的公爵

住宅，而是一个衙署组织。所以在府中有

大量的文书档案文献史籍遗存。

另外，先父单士元还在文中介绍，在

那次清理中得知孔府档案原来是分为八大

类，用天、地、元、黄、宇、宙、洪、荒八字编

号。故原册档号签如：天字为孔林、孔庙；

地字为祭祀田地；元字为衍圣公及世袭博

士承袭官俸历朝尊圣典例；黄字为属员；

宇字为世袭博士、学堂岗案；宙字为集市收

税；洪字为杂卷；荒字为修缮、差徭等。

文中还扼要记述了当年先父所见现

状：衍圣公三堂的前院原为旧日典籍房，

靠墙边的地方置有下丰上锐的盛档案黑

漆柜橱，有的柜橱里面由于被塞满了陈年

旧卷，其橱柜腿已被压陷于地下寸许。从

制作形式和黑漆的断纹鉴定，大家认为

这属于明代原制。在柜橱旁边的地上，也

有堆积成垛的旧档卷。先父单士元等人到

达的第二天，便与当地保管所同志一起，

对柜橱的顺序进行了清理。首先除尘、折

叠、包扎，根据“原包原捆，秤不离砣”的

原则清理集中。一张包皮也不遗弃，更不

使一张文件档页挪移失群。有些几十年

前就霉烂已成砖块粘在一起的，暂放另

一处，俟有妥善办法时再进行解开整理。

同时，随时清理即随时分类后，将其放在

任继愈先生对北京城改造的提议

更。今日孔子家乡孔庙孔林孔府是我国最

重要的文物古迹之一。孔子的后裔曾世袭

衍圣公，所以孔府内还曾收藏孔氏衍圣公

的文物。同时还有自明代以来衍圣公府的

文献档案。在我国历史档案中，孔府档案

是除中央政府系统与地方系统档案外，一

个特殊的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档案系统。

对于孔府档案文献，新中国成立后

曾有两位致力于抢救性工作的保护者，如

今他们均已过世，这就是我的先父单士元

以及任继愈先生。单、任二老先生生前在

不同背景、不同时间下，用不同的方式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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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选择的后堂佛楼下做新的档库房排好

橱柜，进行分类庋藏。就这样，先父单士

元等人与保管所数人，用了一周时间间断

完成了初步整理工作。他在文中的最后写

道：“对于孔府档案文献，由于比中央历

史档案馆所藏之档史料内容，更加具体又

有基层性特点，因此是研究我国封建社会

制度的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1982年，任继愈先生对孔府档

案的保护建议

任继愈先生生于1916年，故于2009年

7月11日，终93岁。任继愈先生是我国

著名的哲学宗教及历史学家，在文史哲

学界其学识和人品等都享有极高的声

望。由于他在佛教研究方面的卓越成

就，贡献极大，曾被毛泽东誉为“凤毛

麟角”的学者。从1987年起，任继愈先

生就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

直至病故。先生在任职之始已是古稀

之年，任职20余年直到成为耄耋老者故

去，任老一直以自己最大的精力，投入

对我国图书善本、文献档案及博物馆藏

的保护抢救与利用指导。任老曾这样认

为：图书馆、档案馆等工作的好坏，标

志着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准。此外，文史

哲学界应该是没有创造物质财富、上缴

利润性质的领域。这些学界的重要任

务，就是提高国民素质，表现一个民族

在历史上的地位与责任。文史哲是民族

的灵魂。所以一定要对图书、档案、博

物等诸多馆院的工作不能忽视，要对馆

院所藏的内容进行保护，加以重视。

今年年初，曾出版一本任老的纪念

文集，我从中得见文集写有在20世纪

80年代初，任老抢救保护孔府档案文

献的文章。

那是在1982年6月初，任老到山东

曲阜孔府查阅档案资料期间，发现孔府

档案有损毁的情况。于是7月初任老直

接写信给中央主管文化文物工作的胡乔

木同志，提出了“关于妥善保存和充分

利用孔府档案的建议”。任老在建议信中

首先特别阐明，孔府作为儒教圣地，相

当于基督教的耶路撒冷。同时他对孔府

档案文献的保护与利用问题有针对性地

提出，要将全部档案进行缩微，这样可

以保护原稿之状况，以胶片提供给借阅

者、研究者使用，不但给对方提供了方

便，更重要的是即使发生最坏的天灾人

祸不测事，这些珍贵档案资料的全部内

容不会损毁。如果天下只有一份孤本，

一旦损失将无法弥补。假如我们这一代

未能充分保护，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

误，后果是严重的。

很快，胡乔木就将任老的建议转发给

邓力群同志，同时附上了重要批示，“这

些问题一向无人注意，拖久了必致损失，

又档案缩微事业关系我国文化遗产的保

存，意义很大，并告图书馆局、文物局和

档案局一并从速进行为荷。”在任老的

建议和中央领导高度重视下，不久，全国

图书馆档案馆等收藏文献档册史籍等单

位，都逐步建立了缩微复制的专门部门，

以从事对历史档案文献进行有效的再生

性保护抢救工作。

今年已是21世纪第10年，先父单士

元到山东曲阜孔府整理被盗档案事已有

50年了。任继愈老于1982年向中央建议，

采用缩微技术抢救性保护孔府档册文献

亦过去近30年。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对

历史档案、文献古籍保护事业从无到有、

从以最基础的抢救保护方法，到利用先

进科技手段保护的历程。

1956年协助单士元工作的当地人员合影，左一为孔昭培,原为孔府典籍官 1998年11月作者与任继愈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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