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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再造善本续编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 
 

1 月 29 日，《中华再造善本》续编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文化部副

部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出席会议并讲话，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司长

于群、巡视员刘小琴、财政部教科文司副司长王家新，国家图书馆党委

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副馆长张志清，以及冯其庸、傅熹年、李致

忠、傅璇琮、白化文、方广錩、程毅中、许逸民、杨成凯、朱凤瀚等专

家学者出席了座谈会。 

 



座谈会由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巡视员刘小琴主持，会上詹福瑞同志就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一期工作做了简要的回顾，对中华再造善本续编工作

进展做了汇报。中华再造善本编纂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致忠就《中华

再造善本》续编 2009 年工作进展做了专题汇报。与会领导、专家观摩了

《大明集礼》、《大明一统志》等 2009 年已出版中华再造善本续编样书，

并对续编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希望尽快出

版一期提要，并继续开展好续编提要的撰写，为古籍工作长期发展培养

更多的专门人才。周和平副部长、王家新副司长分别就项目进展做了重

要指示。周部长指出中华再造善本一期已经取得了广泛的社会效益，海

内外影响很大，其价值逐步为社会各界所认可。这些成就，有赖在座各

位专家的努力，我们共同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善事。再造善本续编工作

比一期面临更多困难。选目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需要专家更多的支

持。同时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开展，还有一些原来我们不了解的珍

贵古籍被登记，也需要进一步以再造等方式传播弘扬。王家新副司长表

示支持传统文化的保护、支持当代文化的建设和繁荣是国家财政的重要

职责，中华再造善本续编并不局限于明清时期的珍贵古籍，还可以收入

一期没有出版的重要的宋元善本。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推进，陆续

会增加海外普查、西藏古籍保护等项目的实施。古籍保护的道路任重道

远，国家财政会继续支持。 

会议表明，《中华再造善本》续编工作开始全面推进。目前，续编选

目已确定 534 种，主要涵盖明清时期以及少数民族文字的珍贵古籍，在



执行过程中会根据古籍保存的状况以及古籍普查中新发现作适当调整。

目前已完成 197种古籍拍照，61 种印装完成，进入发行阶段。 

《中华再造善本》续编于 2008 年 9 月正式启动，是对“中华再造善

本工程”一期工程的延续。2002年 5月，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文，在

全国实施“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其宗旨是通过对珍稀善本的“再造”，

使之化身千百，分藏各地，从而确保珍贵文献的传承安全并扩大流通，

促进古籍善本最大限度的传播和利用。2002 年至 2007 年，经过 5 年努

力，《中华再造善本》已完成唐宋编、金元编 758 种 8990 册的制作，入

藏国家图书馆、国内 100 所高等院校、31 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

及中国文字博物馆等，并被众多国内外学术机构、收藏单位、专家学者、

收藏家购买并利用，对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学术研究起到了积

极作用。2008 年初，中华再造善本圆满完成第一阶段的目标，在财政部

组织的绩效考核中被评为优秀，成为近年执行最好的文化项目之一。 

目前，《中华再造善本》作为古籍再生性保护的典范，已成为国家重

大文化工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续编工作，

不仅可以补充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古籍普查中发现的元代以前的珍贵古籍，

同时可以有重点地收入存藏于海外的珍贵古籍。《中华再造善本》续编的

实施将培养更多的古籍整理专业人才，也将为古籍保护工作的持续发展

提供更有效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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