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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尺譜集成》(10卷本)日前在文化
部發佈會上首發。該書搶救彙集了一批手抄
譜本，再現千年古樂，被學界視為一項考察
中國民間音樂傳承、見證民間音樂生態體系
的重要工程。
據悉，工尺譜是世界上最早發明的樂譜之
一。因用工、尺等字記寫唱名而得名，在中
國古代跟近代的歌曲、曲藝、戲曲、器樂中
應用廣泛。早在唐代就已出現大量手抄卷
子，以後綿延不絕，明清時期開始出現印刷
樂譜。目前，各地民間樂社仍在使用，但大
量抄本輾轉相傳，未有印刷，消失與損毀情
況堪憂。為此，文化部藝術司、中國藝術研
究院音樂研究所於2010年啟動了《中國工
尺譜集成》的編撰出版工作。在專家學者的
辛勤努力下，目前《中國工尺譜集成》已完

成10卷的編撰工作，包括《總
論》（1卷）、《北京卷》（2
卷）、《河北卷》（3卷）、
《陝西卷》（2卷）、《江蘇
卷》（1卷）、《遼寧卷》（1
卷）。
據介紹，《中國工尺譜集

成》的歷史價值在有「譜」可
依，可根據藝人演唱、演奏樂
譜，來譯解譜字寫法完全相同
的千年前樂譜，從而恢復古曲
原貌。另外，各地音樂研究機
構保存大量譜本。這些譜本不但抄記了大
量的曲目，還在封面、扉頁、封底記錄了傳
抄時間，有些還寫有序言、曲目題解，內容
涉及宮調技術、民間信仰、樂社歷史、樂師

名錄等，是研究一個地區民間樂社發展及相
關問題的主要材料，也是中國文化的寶貴財
富，為中國音樂學提供了有實踐依據的活態
文本。

文化部副部長董偉在《中國工尺譜集成》
前言中指出，出版該書，不僅對營造全社會
注重收集整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良好氛圍具
有積極作用，還將對建立優秀傳統文化寶

藏、探索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方式、推動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傳承、激發薪火
相傳的機制產生深遠影響。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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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銀川市城南科技園有一座不起

眼的二層小樓，寫「科技館」三

個字的牌子掛在灰色的樓身上，小

樓前的花草樹木一叢淺淡一叢濃。

推開大門，「西夏活字印刷博物

館」的匾額映入眼簾。

二十年，四百萬，年近古稀的虞

崇文傾其所有，建成了這座全世界

唯一的西夏活字印刷博物館，而他

的心願，就是讓世界重新認識寧

夏。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尚勇

在浙江老家，虞崇文的父親曾做過民國
江南日報社的社長，而他的祖父，則

是清末的秀才，是打響浙江反清第一槍的虞
廷，在祖父與父親的影響下，對傳統文化的
熱愛從小便在虞崇文心裡扎下了根，用他的
話來說，這是「基因使然」。
1958年，十一歲的虞崇文隨父母來到了
銀川，學校裡教語文的老師經常邀學生們到
家裡做客。一天，虞崇文無意間在老師的抽
屜裡發現了一些小卡片，上面寫神秘的文
字，那些神秘文字同漢字一樣方方正正，可
卻沒有一個字是認得的，這些神秘的文字符
號，就像充滿魔力一般，深深吸引了虞崇
文，召喚他進入了一個興趣盎然的世界。
虞崇文向老師詢問這神秘文字的來歷，老
師回答道，這是西夏文，而銀川，便是那五
六百年之前無比強大的西夏王朝的都城。二
十多年來，虞崇文經歷了各種工作調動，即
使再工作忙碌，他依然沒有放下對傳統文化
的熱愛。

結識牛達生老師
1991年9月，寧夏考古所西夏文化的研究
專家牛達生帶領考古人員對賀蘭山拜寺溝西
夏方塔遺址進行了清理發掘。遺址出土了大
量西夏文獻、文物，特別是其中的西夏文佛
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後經文化部組織
專家鑒定，認定這批總共9冊、總計10萬字
的珍貴印本，為目前發現的全世界最早的木
活字版印本實物，這便印證了北宋大科學家
沈括記載的畢昇發明活字印刷所言不虛，更
將木活字的發明和使用比傳統觀點提早了一
個朝代。
1996年虞崇文在文史館工作期間，結識
了從寧夏考古所退休的牛達生老師，牛老師
的談吐、學識和對西夏文化的鑽研精神，深
深打動了虞崇文，重新點燃了他對西夏文化
的好奇與熱愛。
牛達生退休後在文史館繼續進行西夏文活
字印刷研究工作，虞崇文在聽了好幾場牛達
生老師的講座後，被老先生對學問的執鑽
研精神所感染，決心跟老先生一起研究
「西夏活字印刷」這個課題。
牛達生將自己所著的《西夏活字印刷研
究》一書贈送給虞崇文，並在扉頁上寫上了
「崇文先生惠閱」六個字。看這六個字，
虞崇文內心激動不已，他把書時時刻刻放在
身邊，逐字逐句地研究書中的文字，遇到不
明白的地方，便去向牛達生老師請教討論，
為了全面了解活字印刷術的情況，虞崇文廣

閱各類文獻，對中外活字印刷術都務求了
解。
「歐美國家一些學者把活字印刷說成是德

國人谷登堡的貢獻，韓國僅憑一部《白雲和
尚抄錄佛祖直指心體要節》，就建了規模宏
大的『古印刷博物館』。西夏活字印刷比他
們早了幾百年，我們更應在西夏古都銀川建
設一座『西夏印刷博物館』，來展示和傳承
西夏文明！」虞崇文把牛老師的話深深銘記
在心裡，建立「西夏活字印刷博物館」，也
成了他內心一個堅定的願望和信念。
2010年，在一次文史館組織的考察活動

中，牛達生老師和虞崇文又談起了這個項
目。虞崇文對牛達生說：「牛老師，咱們再
等兩年，如果這兩年裡，政府或是其他人能
建起這個博物館，就了卻了咱們的心事。要
是兩年後還是沒消息，那麼這件事就我們一
起來做，我雖然錢不多，做不了太大規模的
博物館，但這是一件好事，我會把它做好
的！」
這句話是對牛老師的一個安慰，可虞崇文

心裡知道，這更是一種莊嚴的承諾。

相聚，只為兩年前的承諾
2012年，兩年之期已到，虞崇文找到了
前政協文史委主任張懷武，一起到牛達生老
師家裡商議建博物館的事情。張懷武主任曾
在自治區政協八屆五次會議上提案建西夏活
字印刷博物館，為建館一事已經奔走了多
年。
到了牛達生家，剛一進門虞崇文便說：

「牛老師，我從公司退出來了，現在可以來
幹西夏活字印刷博物館了。咱們三個老頭，
一個六十多，一個七十多，您八十了，咱們

一起做個『678工程』！」牛老師激動不
已，熱淚盈眶：「這是一件大功德啊！」當
天，三個立志將西夏活字印刷弘揚天下的老
人在一起聊得很晚。回家路上，虞崇文收到
了張懷武發過來的短信：「崇文，開博物館
不是個小事，不僅要花一大筆錢，還很難得
到收益，這麼大的重擔壓在你身上，你要好
好考慮清楚，既然要做，就一定要堅持下
去，做出個樣來！」
隨後，虞崇文和牛老師趕赴甘肅武威拜訪
了西夏文泥活字印刷的發現者孫壽齡先生，
一起商議建立「西夏活字印刷博物館」之
事。孫壽齡老人是近代西夏文泥活字第一
人，他的《泥活字製作方法》獲得了國家發
明專利。孫老對建立「西夏活字印刷博物
館」這件事十分贊成，他拿出珍藏多年的泥
活字，一邊仔細講述西夏活字印刷的歷史
和重要意義，一邊不斷地提出一些開博物館
的建議，虞崇文默默記下老學者的建議，對
建好博物館充滿信心。
回到銀川後，虞崇文便開始了建博物館的

準備工作，選地點、跑註冊，他都親力親
為，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難也沒能動搖他的決
心。經過大半年的籌備工作，西夏活字印刷
博物館終於開工了，博物館建在銀川市金鳳
區南郊，四周寧靜而遼闊，絲毫沒有城市的
浮躁，天空是那麼純淨。

博物館建成
「678」工程得以實現

2015年春天，博物館的主體建築終於建
成了。從建造到裝修，虞崇文幾乎傾盡所
有，為建造博物館，他把銀川的住房也全都
賣了，他還一邊建設一邊外出打工，總計花

費了400餘萬元。虞崇文帶妻子把家搬到
了博物館內，看妻子忙碌的身影，他愧疚
不已，可妻子卻說：「你幹了件了不起的
事，我支持你。」
讓虞崇文感動的，除了妻子的支持與付

出，還有來自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負責館
內裝飾的各家企業聽聞虞崇文的事跡後，主
動提出所有製作費用全部免除，多家民營企
業老闆也紛紛送來建設資金。自治區博物館
李進增館長來館裡參觀後感慨道：「這是做
了一件大好事，真應該好好給予支持！」
5月18日是國際博物館日，虞崇文特意把

開館日選在了這一天。當天，牛達生、張懷
武也到了現場，三個老人激動得熱淚盈眶，
當年定下的「678工程」，總算是完成了。
開館當天，銀川興慶區十七小學王校長親

自帶學生們前來助陣，簽署了共建非物質
文化遺產保護基地的協議。虞崇文耐心地向
孩子們講解西夏活字印刷文化，看孩子們
認真的模樣，虞崇文心裡說不出的高興。他
希望這個獨具特色的博物館能夠對下一代產
生積極影響，傳播歷史知識，進一步增強他
們的民族自豪感：「2000年，被譽為當代
最具代表性與影響力新聞刊物美國《時代周
刊》組織專家小組，在廣泛徵求各領域專家
意見基礎上，經過幾個月的熱烈討論，評出
過去一千年當中，對人類社會影響最大的
100件事和100個人。評選結果，在對人類
影響最大的100件事中，活字印刷術被排在
第一位，這足見活字印刷術對全人類的影響
之大之深！可是他們評選出來的，卻是十五
世紀的德國谷登堡的活字印刷術。建造這座
博物館，我就是要告訴全世界，這件事中國
寧夏早在十二世紀就已經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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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泥活字印本《維摩詰所說經》
（複印件）

■■西夏諺語西夏諺語

■虞崇文老人（中）

■■虞崇文與他的西夏活字印刷博物館虞崇文與他的西夏活字印刷博物館

■■虞崇文收藏的泥虞崇文收藏的泥
製與木製印刷工具製與木製印刷工具

■西夏文木製活字印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