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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的变迁

一分类规定》正式把“古玩业”改称为“文物业”。

1982年 11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进一步

把“文物”这个名词及其内涵用法律的形式固定

了下来。所界定的文物范畴，包括了可移动和不

可移动的一切有价值的物质性的文化遗存，在年

代上也不仅局限于古代，还包括了近现代乃至当

代。2002年 10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第二条及后来的“修正案”，继续了此前对

于文物的界定和表述，成为我国目前关于文物内

涵界定、文物保护、文物分类、文物定名等工作的

最基本的法律和法理依据。

［1］《春秋左氏传·桓公二年》，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

疏》本之《春秋左传正义》卷五，中华书局 1980年，第

1743页。

［2］唐·李延寿：《南史》卷七《梁本纪·武帝》，卢振华点校

本，中华书局1975年，第225－226页。

［3］五代晋·刘昫：《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二》，复旦大学

点校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62页。

［4］五代晋·刘昫：《旧唐书》卷六六《杜如晦传》，复旦大学

点校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68页。

［5］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七六《晋书·高祖纪》，朱东

润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76年，第994页。

［6］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李伟国点校本，中华书局

2007年，第142页。

［7］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九“道宗天福皇帝”，贾敬颜

等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第95页。

［8］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志四·铨法上》，点校

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12页。

［9］元·脱脱等：《宋史》卷九八《礼志一·吉礼》，点校本，中

华书局1975年，第2424页。

［10］宋·张棣：《金虏图经·取士》，崔文印《〈大金国志〉校

正》附录二，中华书局1986年，第598页。

［11］元·脱脱等：《金史》卷三五《礼志八·宣圣庙》，张政烺

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75年，第816页。

［12］元·脱脱等：《金史》卷一二《章宗本纪》，张政烺等点校

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5页。

［13］明·宋濂等：《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翁独健等点

校本，中华书局1976年，第3693页。

［1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经籍考七·经·礼》，

影印清乾隆戊辰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第

1554页。

［15］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文侯之命”，影印清道光十

四年嘉定黄氏西谿草庐重刊定本黄汝成《〈日知录〉集

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第206页。

［16］清·昆冈等修：《（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二八，

“礼部·冠服·冠服通例”，影印清光绪二十七年外务部

石印本，中华书局1991年，第893页。

［17］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宋云彬

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66页。

［18］汉·司马迁：《史记》卷七○《张仪列传》，顾颉刚等点校

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99页。

［19］唐·魏征等：《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汪绍楹等点校

本，中华书局1973年，第720页。

［20］唐·魏征等：《隋书》卷六八《阎毗传》，汪绍楹等点校

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95页。

［21］五代晋·刘昫：《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四》，复旦大学

点校本，中华书局1975年，第925页。

［22］元·脱脱等：《辽史》卷五五《仪卫志一》，冯家升点校

本，中华书局1975年，第899页。

［23］清·昆冈等修：《（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三八

“礼部·中祀”，影印清光绪二十七年外务部石印本，中

华书局1991年，第974－975页。

［24］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五《载记第五·石勒》，吴

则虞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52页。

［25］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六《侯景列传》，卢振华点校

本，中华书局1973年，第857页。

［26］唐·魏征等：《隋书》卷八《礼仪志三》，汪绍楹等点校

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9页。

［27］唐·魏征等：《隋书》卷九《礼仪志四》，汪绍楹等点校

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2、184页。

［28］唐·魏征等：《隋书》卷三《炀帝纪》，汪绍楹等点校本，

中华书局1973年，第73页。

［29］五代晋·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本纪》，复旦大

学点校本，中华书局1975年，第709页。

［30］元·脱脱等：《辽史》卷五八《仪卫志四·仪仗·汉仗》，冯

家升点校本，中华书局1975年，第919页。

［31］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四二《后妃列传·仁宗慈圣光

献曹皇后》，点校本，中华书局1975年，第8620页。

［32］五代晋·刘昫：《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复旦大学

点校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66页。

［33］元·脱脱等：《金史》卷四《熙宗本纪》，张政烺等点校

本，中华书局1975年，第77页。

［34］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二一“章宗皇帝下”，崔文

印《〈大金国志〉校正》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9页。

［35］元·脱脱等：《宋史》卷三《太祖本纪》，点校本，中华书

局1975年，第51页。

［36］元·脱脱等：《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点校本，中华

书局1975年，第2192页。

［37］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三七《儒林列传·魏了翁》，点

校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966页。

［38］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一《方舆崖略》；卷四《江南诸

省》，吕景琳点校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5、67、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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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八八《外国列传·大理》，点校

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073页。

［40］宋·沈作宾修、施宿纂：《嘉泰会稽志》卷一三“古器

物”，《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嘉庆十三年刻本，第 7册，

中华书局1990年，第6957－6959页。

［4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八《经籍考十五·经·仪

注》，影印清乾隆戊辰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

第1602页。

［42］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七《经籍考三四·史·目

录》，影印清乾隆戊辰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

第1711页。

［43］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四四《文苑列传·米芾》，点校

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124页。

［44］明·焦竑：《玉堂丛语》卷七“巧艺”，点校本，中华书局

1981年，第257页。

［45］明·于慎行：《谷山笔尘》，张德信点校本，中华书局

1984年，第174页。

［46］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五，点校本，中华书局 1985
年，第187页。

［47］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下卷上，《贤媛第十九》27
条，钱振明点校本，岳麓书社1989年，第171页。

［48］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四八《孔稚珪传》，王仲荦

点校本，中华书局1972年，第835页。

［49］唐·李百药：《北齐书》卷一九《韩贤列传》，唐长孺点校

本，中华书局1972年，第248页。

［50］唐·赵璘：《因话录》卷四《角部·谐戏附》，点校本，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79年，第99页。

［51］明·费宏等：《明武宗实录》卷六○“正德五年二月甲

辰”，校印《明实录》第 34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1962年，第1328页。

［52］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冶铸第八《鼎》，杨维增《〈天工

开物〉新注研究》本，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年，第

173页。

［53］清·昭梿：《啸亭杂录》卷九《玉瓮》，何英芳点校本，中

华书局1980年，第271页。

［54］元·脱脱等：《宋史》卷七一《律历志四·崇天历》，点校

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08页。

［55］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李伟国点校本，中华书局

2007年，第147页。

［56］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李剑雄等点校本，中华

书局1979年，第21页。

［57］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三《江北四省》，吕景琳点校

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38页。

［58］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六《器语·罗浮古器》，点

校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450页。

［59］宋·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四三《风土

志二·诸墓·纪瞻墓》，《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嘉庆六

年金陵孙忠愍祠刻本第 2 册，中华书局 1990 年，第

2029页。

［60］明·陈洪谟：《治世余闻》，盛冬铃点校本，中华书局

1985年，第44页。

［61］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八《谈艺八·石敬瑭家庙

碑》，勒斯仁点校本，中华书局1982年，第442页。

［62］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二《谈异三·刘尚书琴、故藩

址》，勒斯仁点校本，中华书局1982年，第524、533页。

［63］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一九“韶州云门山文偃禅

师”，顾宏义《〈景德传灯录〉译注》本，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年，第1428页。

［64］宋·耐得翁：《都城纪胜》“诸行”，标点本，中国商业出

版社1982年，第4页。

［65］宋·吴自牧：《梦梁录》卷一三“团行”，标点本，中国商

业出版社1982年，第105页。

［66］宋·佚名：《西湖老人繁胜录》“七宝社”，标点本，中国

商业出版社1982年，第4页。

［67］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四宝宫”、“赵昭仪送飞燕

书”，周天游校注《长安史迹丛刊》本，三秦出版社 2006
年，第107、63页。

［68］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一“大内”、卷三“相国寺

内万姓交易”，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本，中华书

局2007年，第41、288页。

［69］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三《江北四省》，吕景琳点校

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38页。

［70］明·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第七《白瓷附：青瓷》，

杨维增《〈天工开物〉新注研究》本，江西科学技术出版

社1987年，第159页。

［71］明·顾秉谦等：《明神宗实录》卷四六五“万历三十七年

十二月乙丑”，校印《明实录》，第 62册，台北“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8779页。

［72］明·温体仁等：《明熹宗实录》（梁本）卷三八，天启四年

正月辛巳，校印《明实录》，第 68册，台北“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246页。

［73］明·张岱：《陶庵梦忆》卷一《报恩塔》、卷六《仲叔古

董》，马兴荣点校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77页。

［74］明·张萱：《疑耀》卷五“骨董”，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本，第85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63页。

［75］明·董其昌：《骨董十三说》之“缘起”，《中华生活经典

——阳羡茗壶系、骨董十三说》本，中华书局 2012年，

第107、113－114页。

［76］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六“假骨董”，谢兴尧标

点本，中华书局1959年，第655页。

［77］明·张岱：《陶庵梦忆》卷五《扬州清明》，马兴荣点校

本，中华书局2007年，第66页。

［78］元·武汉臣：《包待制智赚生金阁杂剧》第一折，王学奇

主编《〈元曲选〉校注》本，第 4册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4年，第4328页。

［79］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一八《义理类·奇物不可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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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本，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年，第185页。

［80］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六“好事家”，谢兴尧标

点本，中华书局1959年，第654页。

［81］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宣文阁”，点校本，中

华书局1959年，第27、28页。

［82］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印章”，谢兴尧标

点本，中华书局1959年，第912页。

［83］清·庆桂等：《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八“乾隆四十一年

十月辛丑”，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

2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656页。

［84］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七“衣钵”，谢兴尧标点

本，中华书局1959年，第686页。

［85］明·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下“弘光”，点校本，中华书

局1982年，第243页。

［86］清·马齐等：《清圣祖实录》卷二○一“康熙三十九年十

月辛酉”，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 6
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50－51页。

［87］清·鄂尔泰等：《清世宗实录》卷三三“雍正三年六月癸

未”，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 7册，中

华书局1985年，第505－506页。

［88］清·昆冈等修：《（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九七

“礼部·朝会·万寿圣节”，影印清光绪二十七年外务部

石印本，中华书局1991年，第490页。

［89］清·庆桂等：《清高宗实录》卷三八四“乾隆十六年三月

丙午”，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 14
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49页。

［90］清·庆桂等：《清高宗实录》卷三八一“乾隆十六年正月

乙丑”，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 14
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8页。

［91］清·宝鋆等：《清穆宗实录》卷三二“同治元年六月壬

申”，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 45册，

中华书局1986年，第856页。

［92］清·钱甹只：《甲申传信录》卷三“大行骖乘·戚臣”，据神

州国光社1951年版复印，上海书店1982年，第38页。

［93］清·昭梿：《啸亭杂录》卷一〇《索明二相博古》，何英芳

点校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325页。

［94］清·昭梿：《啸亭续录》卷五《成哲王》，何英芳点校本，

中华书局1980年，第517页。

［95］清·世续等：《清德宗实录》卷四三二“光绪二十四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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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ifting Concept of the Term Wenwu
LIU Yi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concept of the term wenwu has gone through a long history.

Drastically different from its present definition, the term wenwu in ancient Chinese referred to the ritual and
musical traditions of the Huaxia nationality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norms and institutions. It was also used
in some contexts to connote the material forms of such norms and regulations, or in other cases“civilization”
or“culture”. The modern concept of wenwu (cultural relics) was expressed as guqiwu (ancient artifacts), gu⁃
wu (ancient objects), gudong (antiquity) or guwan (curio) in ancient literature;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e
official documents used guwu to refer to all the objects of cultural valued surviving from ancient times. The
usage of the term wenwu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which shared some common meanings of its present-day
use, laid a foundation to its modern concept. Since 1950, wenwu became a formal expression and rendered in
legal documents to refer to all the valuable material cultural remains, movable or immovable, surviving from
ancient or modern and even contemporary times.

Key words: wenwu (cultural relics); guqiwu (ancient artifacts); guwu (ancient objects); gudong (antiqui⁃
ty); guwan (curio); material cultural re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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