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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国、意大利古籍保护情况的考察报告 

（2009 年 2 月 11 日） 

 

2008 年 12 月 6 日至 15 日，以文化部社图司副司长刘小

琴为团长，天津图书馆馆长陆行素、首都图书馆馆长倪晓建、

山西省图书馆馆长李小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王红蕾

为团员的古籍保护工作考察团，对法国、意大利两国图书馆

古籍保护现状进行了考察。法、意两国图书馆在古籍修复与

保护方面成绩较为突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次考察，使

考察团成员受益匪浅，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政府的高度重视是做好古籍保护工作的关键 

法国国家图书馆作为古籍收藏与保护工作中心受到政

府的高度重视。密特朗总统在任期间，确定了建设新的国家

图书馆馆舍项目，并把法国国家图书馆建设作为纪念碑式的

项目之一。1995 年 3 月 30 日密特朗总统参加国家图书馆落

成典礼；1996 年 12 月 17 日，希拉克总统参加国家图书馆的



揭幕和对外开放；国家图书馆新馆为古籍的收藏与保护提供

了良好的设施条件。法国国家图书馆管理人员有 2450 人，

文献保护部 220 人，占总人数的 9%，包括生物学家、化学家

等专门研究人员（7人）、取得修复师资质修复人员和不同等

级的管理员。文献保护部分布在四处：一是本部，为行政领

导办公室、古籍修复室、专家研究室，这是文献保护部的核

心机构。二是文献保护中心，这是最早的文献保护实验室，

始建于十九世纪初，有最传统的文献保护设备，近年又建起

了最现代化的实验室和数字化工作室，在此，可以看到文献

保护的历史足迹。三是设在巴黎郊区的工作室，对受损的图

书文献进行修复并进行缩微复制，中国古籍的修复也在这里。

对于纸张的研究是近几年来法国文献保护工作的研究重点，

也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果。四是设在法国西部沙布雷的纸张

文件修复、酸性纸张书籍遭虫咬后的处理，这部分工作量很

大，工作人员也相对较多。文献保护部每年处理的文件在 40

万种左右，该馆每年用于书籍保护的经费 1700 万美元。法

国古籍保护属于政府公共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古

籍保护工作的项目规划、实施过程与保护修复工作的检验与

评估都通过各级政府机构与专业机构以及职业协会共同完

成。 

在意大利期间，我们感受最深的是文物保护意识深入民

心，民众的广泛参与、专业人员的职业归属感与自豪感是意



大利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突出特色。意大利政府认为，文化

遗产关系到民族特质，是国家魅力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

而把保护、开发和利用文化遗产定为长期国策，并作为培育

和管理现代文化市场的指导性纲领。政府、彩票和企业是文

物保护和修复资金的来源。 

意大利政府每年的财政预算中用于保证文物保护的经

费开支大约有 20 亿欧元。另外，自 1996 年以来，国家通过

法律形式规定，将彩票收入的千分之八作为文物保护的资金，

仅这一项每年可有 15 亿欧元的经费。此外，意大利还在税

收方面制订了一些有利于文化事业的政策，比如，一些企业

对文化活动的赞助可以抵税。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古籍保

护工作作为文物保护的一部分也受到充分的重视。 

法、意两国给我们的启示是：政府的支持、指导和监管

是古籍保护工作顺利推进的关键，培养全民族的古籍保护意

识，营造全社会共同保护古籍的良好氛围是古籍保护工作广

泛、可持续开展的重要条件。 

二、完善的制度建设是古籍保护工作得以开展的有效保

障 

法、意两国在古籍保护的制度建设方面所做的工作及成

效给考察团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法律规定   

意大利将文物保护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写入宪法。在意大



利共和国宪法第九条中明确规定，意大利共和国负责对国家

的艺术、历史遗产和景点进行保护。1939 年通过《文物保护

条例》，同年 7月 22 日正式通过法律，成立全国文物保护中

心。1972 年颁布了《修复宪章》，1978 年修订后沿用至今。 

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大部分藏书和文献是通过书籍征集

制度或者缴送制度完成的，并有许多条例、标准，1537 年颁

布的《蒙彼利埃敕令》于 1992 年进行了修订，明确规定了

书籍缴送要求；1793 年 7 月 19 日颁布了《著作权法》；1957

颁布了《文化艺术产权法》（相当于版权法）。《古籍修复条

例》规定得也十分细致，包括了《关于书写的标准》、《纸张、

墨水的保准》、《封皮的标准》等内容，值得我们借鉴。 

（二）职业认证制度 

法国的文化遗产修复师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界定清楚的

职业。从业者需要有国家颁发的大学文凭，严格遵守职业伦

理规范。在法国只有取得修复师文凭才可以从事修复工作。 

意大利的修复师职业认证制度也很成熟。意大利国内有

6家国立机构开展保护和修复培训。2006 年 4 月开始，意大

利进行了修复教育的体制改革，这项改革涉及作为第一阶段

的三年期本科课程教育及其后的两年期专业教育。三年期本

科课程教育与我国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大体相同，在为期两

年的专业教育的教学中，学员要接受 1700 个课时的培训，

包括 800 课时的理论与实践，350 个课时校内实验室实习和



400 个课时在欧盟国家及相关国家的专业修复实验室研修，

课程内容涵盖书籍和文献材料化学，化学和生物病害机理等

自然学科，历史、艺术类，手工制作和材料分析，保护处理

和修复方法，装帧技术方法，保护和修复方案制定，法规、

条例和规范等综合知识。目前，意大利大约有专业修复师和

修复技工各 200 人。 

（三）行业协会 

法国遗产保护师与修复师协会拥有 250 多名在职会员，

全法国有将近 1000 名在职的遗产修复师，其中部分人员具

有古籍修复资格。 

书籍遗产保存和修复基金会是意大利行业组织的重要部

分。思博来多市书籍遗产保存和修复基金会成立于 1998 年

10 月 16 日，由翁布里亚大区、佩鲁贾省、思博来多市和文

化遗产部共同建立。基金会的目的是推动书籍和档案遗产的

保存，培训专业人员，提升他们的专业水平。从 1992 年开

始大约 150 名修复师被颁予了证书。 

三、先进的技术与科学的管理使古籍保护工作规范有序 

（一）人才培养 

本次考察给我们启发最大的一个方面就是法、意对相关

人才的培养。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突出的古籍保护成绩，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相关人才的储备方面，建立了完

整的从低到高的梯队。文献保护人才匮乏是全球图书馆业共



同关注与重视的问题，而法、意在文献保护人员培养方面走

到了世界的前列。例如，法国国家图书馆有专业的文献保护

人员 220 人，而该馆正式工作人员 2450 人，所占比例 9%，

这个比例与我国家图书馆的比例没有太大的差距，然而，他

们的 220名文献保护人员均经过古籍文献保护相关专业学习。

法国国家文献遗产学院和里昂图书馆员培训学院更多地承

担了国家图书馆人员的培训任务。国家图书馆内部的培训也

很多，基本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初级设有书库温湿度

控制、书籍出库注意事项、书籍复印等保护的基础知识。中

级培训侧重研究层面，针对书籍保护问题，讲授物理和化学

方面的知识，如环境中污染物对书籍的影响、纸张病变的原

因及对策，封皮的质料选择等，培训的针对性很强。法、意

注重自然科学层面的研究，与欧洲传统的学术风气有关，这

方面给我们的启示也很多，我们的培训在课程设置、师资配

备等方面仍有待完善与提高。 

意大利文物保护中心是培养各种文物保护人才的基地。

根据文物保护工作的需要，学员不仅要学习有关的历史和技

术知识，还要学习与工作关系密切的化学、物理、生物知识，

在校期间学员还要参加文物修复实践，为今后工作打下坚实

的基础。 

目前，我国的古籍保护计划正处于实施的初级阶段，所

以相关的人才培养方面的计划仍属粗线条。通过这次考察，



使我们觉得有必要对人才培养计划进行调整与细化。法、意

两国在职培训方面具有完善的计划，在相关课程设置方面，

有成熟的范本，这些经验和成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二）科学技术研究 

在古籍保护的科学技术研究方面，法、意走到了世界的

前列。在考察之前，我们就研读了他们的一些材料，这些材

料琐碎而繁复，曾怀疑它的可实施性。然而，在实地考察时，

法、意两国深入、细致的技术研究与实际应用，给我们的印

象颇为深刻。 

法国国家记录文献保护研究中心是法国重要的藏书保

护研究中心，专业实验室建立于 20世纪 60年代，由文化部、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自然历史博物馆共同管理。实验室下设

六个部门：纸与纸浆研究室、生物研究室、照片保护研究室、

保护材料研究室、保护标准研究室、光照环境研究室。主要

研究方向包括：藏书环境的研究，蓝色光照试纸的研究主要

用于测试书籍受到自然光线照射后病变程度；保护材料研究，

研究采用何种材料，如纸张、胶、盒子的材料选择；纸张成

分的测试，含铁墨水的研究，这是西方近现代出现的较为严

重的问题；相片、视频的保护，这将成为未来保护工作中面

临的越来越复杂的部分；合成材料的使用，这是欧盟及美国

等国图书馆共同参与的一个项目，资金由欧盟委员会提供。

纸张保护研究是法国文献保护研究重点，主要是预防性研究，



开展藏书环境的温湿度的相关研究和已损坏书籍的修复与

保护研究。法国国家记录文献保护研究中心在批量处理酸性

纸图书技术上取得丰硕成果，这是与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的

研究成果，目前已应用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受损书籍的处理。 

意大利书籍病理学研究所建立于 1938 年，标志着意大

利现代纸张保存和修复的开始。它是意大利文化活动和遗产

部的下属机构之一。当今意大利纸张保存和修复领域包含公

立研究机构和私人实验室两个部分。可以确定的全国专业实

验室大约有 99 家，其中公立机构 39 家，私人机构 60 家。

主要研究方向有：书籍材料的历史和技术；预测降解和减缓

其效果的降解机理和各种测试；环境的预防措施；非入侵性

的修复技术；与书籍保存和修复相关的知识的开发和传播。

意大利在这一学术领域中的研究，就学术成果数量和质量而

言均属世界前列。 

意大利在解决纸张脱酸问题上已经总结出来一套完整

的有商业价值的技术操作规程，纸张酸化是世界各国图书馆

必须面对的重大难题之一，被称之为纸张癌症。因为造纸技

术的局限性，以及大气污染等方面的综合原因，致使大量书

籍粉尘化，虽然各国在这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然而由

于成本过高，致使这些先进技术难以实施，而意大利在借鉴

各国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对这些技术综合归纳，探索出一条

质高价廉的脱酸方式。我们建议为迅速解决我国图书馆的相



关问题，引进意大利的相关技术。 

我国的古籍修复有一套传统的方式和技术，然而这套技

术仅停留在经验把握的感性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图书

馆率先成立古籍修复组，设置古籍修复专业人员，请有修补

经验的老师傅以带徒弟的方式延续这门手工技艺。他们在修

补古书时，用目测的方式找到色泽、质地相似的纸张，所修

补的古书有的较好，也有一些却发生了质变，例如原书与补

配纸连接处断裂，其原因是没有从分子材料角度来测量原书

与补配纸在材质上是否匹配，所用粘合剂的化学成分是否对

纸张产生腐蚀，也没有进行相关的化学分析，而法国在这方

面却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操作规程，且配备一系列相关仪器。

我们建议引进这些测量仪器，进行分析，然后吸收其有益之

处，研制出适合我国古籍特性的相关检测仪器设备。 

（三）古籍数字化与缩微化 

互联网的普及与迅猛发展，使得知识的传播方式发生变

革，世界各大先进图书馆都顺应了这个潮流，将馆藏进行数

字化以利于知识的普及与共享。法、意两国对藏书数字化比

较重视，他们将自己的大部分馆藏书目数字化，以利公众在

网上检索。法国每年有 10 万种图书被数字化。据法方介绍，

法国国家图书馆同时还在进行图书的缩微化工作。他们认为

从长期保存的角度看，缩微的方式更安全，且成本较低。 

（四）国际交流 



我们在考察中了解到，法、意两国与欧洲及其他国家之

间，图书馆专业人员的交流比较频繁，相互交流新的理念与

工作经验。我们在参观过程中，看到了法、意两馆的相关负

责人及工作人员同时在接待着来自其他国家的考察人员。法

方介绍他们与世界各国图书馆界交流十分频繁，包括欧盟成

员国、阿拉伯国家、亚洲国家等。欧洲一些图书馆从日本进

口修复用的纸张，所以与日本的研讨交流比较多。法方称在

技术方面，所有经验均属于开放性的，交流中互相能够借鉴

对方的新技术与新理念，而我国与欧洲及其它国家图书馆界

交流较少。建议在这方面加强联系，融入国际图书馆界的主

流，使我们能够更快地更新观念、学习技术，在最短的时间

内走到世界的前列。 

四、法国、意大利两国对中国古籍十分重视 

意大利国家图书馆对中国代表团的到来非常重视，馆长

OSVALDO AVALLONE 先生热情接待了代表团，在会晤时，

OSVALDO AVALLONE先生对承载中国历史与文化意义的中国古

籍充满敬畏，在古籍保护与修复方面真诚希望与中国图书馆

同业人员合作。意大利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工作人员还精心布

置了馆藏中国古籍展示，把馆藏最珍贵的古籍展示给我们。

现存于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中的中文图书大都是教会人士于

明末至清中期带到意大利的，弥足珍贵。《本草品汇精要》

是明弘治 16 年（公元 1503 年）孝宗下诏太医院编纂修订的



国家药品质量规格的最高法典，是中国本草史上现存的最大

最珍贵的一部彩色药物图谱。正文用朱墨两色分写，绘有精

美的彩色写生图 1358 幅之多，这是中国第一部大型彩绘图

书。编撰者舍弃当时已经比较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由 14

位抄书工匠分色缮写文字，8 位宫廷画师绘图，精工细描，

极显名贵。药典前有明孝宗亲自撰写的序言。全书分 42 卷

正文和 1 卷目录，仿照《永乐大典》格式装帧成 36 册，装

入小楠木盒中保存。这一明代抄本原藏康熙第十三子怡亲王

允祥的安乐堂。由怡府流落民间以后，约在道光末年被德贝

斯主教在华期间搜获，并携回罗马。清顺治 18 年刻本《进

呈书像》品像也非常好。展示品种还有传播基督教义的《天

主圣教四末论》、《教要解略》、《天主降生引义》等。也有科

学方面的书籍，1606 年徐光启译《几何原本》、上海太原氏

重刻铭东阳张国维原刻的《农政全书》等。展示中我们特别

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他们压书的小铅袋，一个丝绒布做的

小口袋，里面装些细小的铅粒，压书时随书形而变，减少了

对书的破坏。这个细节可见意大利人对书的珍视，对人类文

化遗产保护的重视。 

意大利和法国图书馆的中文古籍目前是卡片目录，还没

有完成整体编目和数字化录入。 

通过这次考察，使我们感到收获颇丰，达到了考察的目

的。我们看到了我国在古籍保护方面的不足，拓展了视野，



更坚定了我们推进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信心。中国古籍从外

在形式上与西方古籍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在保护人类文化遗

产的载体——书籍方面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

在古籍保护方面确有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建议： 

（一）加强古籍保护法规建设，尽快制定《古籍保护条

例》。 

（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组织有关方面开展建立文献

修复师资格授予制度的调研工作并适时开始实施。 

（三）支持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引进法国、意大利的先

进设备与技术，提高我国古籍修复工作水平。 

（四）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邀请法、意专家到我国进

行讲学，提高我国古籍修复科研与培训工作水平。 

                            （本期撰稿人：刘小琴  王红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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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