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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古籍保护督导工作顺利完成 

2007 年 9 月-10 月，根据文化部指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了由全国古籍

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专家、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工作人员、部分省图书馆古籍保护

部门的工作人员共同组成的十五个督导组，分赴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

73 家古籍收藏单位（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及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试点单位）对古籍

保护工作进行督导。督导工作主要起到了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第一、督导工作加速了各级机构的建立和各项基础工作的开展，同时充分

起到了沟通、促进和调研作用。掌握了更多的情况，为下一步决策和具体工作

的开展打下基础。 

文化部督导工作的通知下发以后，引起了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的极大重视，各

方面工作有了较大的推进。 

截至目前天津、江苏、浙江、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安徽、山西、山

东、  西藏、广西、贵州、河北、陕西、重庆、四川、江西、宁夏、新疆等省（市、

自治区）已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并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其他各省（市、自治区）

联席会议正在筹备中。江苏、浙江等省还召开了全省古籍工作会议，全面布置珍

贵古籍名录和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并积极组织相关工作。 

省（市、自治区）级古籍保护中心已经挂牌的单位有北京、江苏、浙江、安

徽、吉林、辽宁、山东、四川、甘肃、宁夏、山西等省（市、自治区）。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辽宁省省编委已经批复“辽宁省古籍保护中心”设在

省图书馆并正式挂牌。浙江省文化厅向省委、省政府提出成立省古籍保护中心的

请示得到批准，中心设在浙江图书馆，由文化厅与浙江图书馆合署办公，已经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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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已挂牌。并配置 10 人编制，还在四川省图书馆中

设立了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地方财政 2007 年度专项投入 30 万元。一些

省份在批复中，但多面临编制的困难。各试点单位的试点方案基本完成。 

在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全面铺开的同时，安徽、湖北等省在本省开展省级试点

工作，在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的努力下，原藏安徽文史馆的 9000 册古籍，整体

移交安徽省图书馆，改善了古籍收藏条件。青岛市还根据自身的情况，成立青岛

市古籍保护工作联席会议机制，珍贵古籍寄存制度已经开始在青岛等地实施，古

籍保护工作有效开展。浙江省中心及时编写简报，通报工作进展，并且编纂《浙

江珍贵古籍名录》和《浙江省古籍善本联合目录》已经在计划中，经费已基本落

实。 

各地培训工作陆续启动。国家中心举办培训后，首都图书馆、中医科学院、

上海图书馆等单位已经组织本地区培训。江苏等省还召开全省古籍保护工作会

议，对普查和珍贵古籍名录、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等进行了布置。 

此次督导组所到之处，感受到所有地区单位对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认同、期

盼和积极参与的热情，各地普遍认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是一项宏伟的文化工程，

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保护工程之一。不仅得到图书馆系统收藏单位的积极热烈

响应，其他系统的收藏单位也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关注。大部分省（市、自治区）

政府把这项工作作为重点工作。黑龙江省图书馆 2月以来，购入了纸浆补书机、

画案等修复设备，添置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气体自动灭火系统、温湿度记录仪、

防紫外线遮光窗帘，更新、配备了空气净化装置、二氧化氮监测仪等监控消防设

施。辽宁省今年给省图书馆七十万元作为库房建设专用经费。中国艺术研究院图

书馆为开展古籍普查工作，腾出一间最好的办公室作为古籍普查保护办公室，配

备了书柜、桌椅、电脑，从全馆迅速调集了 7名专业人员（包括 6名研究生）开

展古籍普查和申报工作。中国民族图书馆新购置了扫描仪、数码相机和德国进口

的书影拍摄工作台。 

各省文化厅局积极向督导组介绍相关情况，省（市、自治区）级古籍保护中

心（省馆）和试点单位对督导工作予以积极配合,召开普查工作汇报会,递交汇报

材料,安排实地考察，派员全程协同，为我们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督导组不仅

完成预定任务，还在各级机构的安排下，进行了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调研：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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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深入到了试点单位和省级中心以外的市县级收藏单位、寺庙等等，更全面地了

解古籍的生存状态，掌握更生动更全面的情况，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基础。另一方

面督导组对督导范围以外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藏书单位进行了较深入的扩大调研。

了解了更多的情况。一些收藏单位古籍的收藏环境极为恶劣，国家珍贵善本文物

在完全自然的环境中生存，霉变、虫蛀、生存状况令人担忧。 

第二、通过督导初步摸清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的申报情况，同时发现一批过去不见著录的的珍贵古籍。 

各单位普查工作基本已经启动，对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全国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的热情和参与意识非常高，根据初步统计，各单位第一批申报名录的

数字已经超过四千部，但是由于时间过于紧张，人力资源的短缺，所以提交的一

部分为申报书，一部分只能是简单书目，其依据多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以

下简称“总目”），暂时无法全部递交申报书和图片。在督导过程中还发现，原

来“总目”中各收藏单位的版本著录、鉴定尚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完全依照总

目著录，结果不甚妥当，而全面鉴定一次，由于专业人员的缺乏，短时间内几乎

没有可能。面对超过四千部的申报书和书目，专家委员会的审核工作将是异常繁

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各单位都很重视，目前掌握情况基本明朗，作

为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挂牌的单位，其工作模式在各个地区起到示范作

用。 

第三、调研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督导工作发现古籍保护工作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机制不够健全，各系统收藏单位沟通还欠顺畅。一些省联席会议尚未建

立，省中心尚未挂牌，影响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由于古籍保护工作跨行业、跨

系统的特点，以及目前体制的原因，系统之间的磨合还欠畅通，影响工作的顺利

开展。 

二、普遍缺少经费的支持，由于预算管理方式的实施，所以各省对经费的解

决尚有困难，项目的全面开展需要尽快的资金注入。特别是在督导过程中，督导

组发现各地工作条件存在很大差异，发达地区一些边远省份和经济文化欠发达地

区，条件差别很大，如有些图书馆上网条件不具备。因此在投入时除根据古籍收

藏情况外，还需要考虑地区的差异。  

三、人员极度缺乏，需要加大投入。根据目前掌握情况，不仅是修复人员不



 4

足，古籍编目、古籍库房管理、阅览室管理等各个方面的人员，特别是古籍鉴定

定级人员非常短缺，需要继续培训。有些收藏单位出于对古籍的爱护，聘请装裱

人员进行古籍修复，已经造成对古籍的破坏性修复，督导组已及时叫停。 

四、有的省级图书馆面临的问题是古籍数量多、普查任务重，但专业人员不

足，要在短期内完成预定任务存在一定的难度。有的县级馆、宗教藏书机构古籍

保护基础工作薄弱，特别是非图书馆单位有相当数量的古籍尚未编目，此外，已

经编目的信息有很多存在不准确的情况。因此，要求所有试点单位一年内完成试

点的全部工作难度极大。 

五、督导过程中发现各地的气候条件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在现行标准中体现

得不够全面，在全面调研的基础上对已经制定的标准应逐步完善和补充。 

总之，古籍普查试点工作刚刚展开，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下一步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将组织不定期的古籍保护工作交流活动，大力开展业务研究 ,

促进古籍保护的标准化、规范化。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借助媒体力量，引起社会

更多关注，是做好古籍普查与保护工作的有效辅助手段。国家中心、各省中心主

动与媒体联系，共同策划相关项目，宣传此项工作的政策和意义，呼吁社会的广

泛关注，以有利于激发各收藏机构和私人收藏家参与古籍保护工作。 

本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是“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的评审，任务艰巨，需要各收藏单位专业人员的参与。广泛的合作和参与是一种

值得推广的方式。 

                                                                                                 

主送：文化部、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领导、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 

抄送：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厅、古籍保护中心、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试点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