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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安全警钟 

——莫斯科百年图书馆遭遇火灾，大量古籍被焚毁 

 

2015 年 1 月 30 日晚，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西南部的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突发火灾。在这次

火灾中，约有 200 万册文献资料遭到损毁，没有人员伤亡。

俄罗斯科学院院长弗拉基米尔·福尔托夫称“这是俄罗斯科

学界的切尔诺贝利事件”。 

 

一、事件过程 

2015 年 1 月 30 日晚 22:09，俄罗斯莫斯科紧急危险信

息处理部门接到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的火灾报告。火

灾发生位置在该图书馆一栋三层楼中的第三层。消防部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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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5 到达火灾现场开始灭火。火灾中有大约 1000 平米的馆

舍屋顶坍塌，火灾面积大约 2000 平方米，整个三楼都被烧

毁。直至 1月 31 日 23:24，大火才被彻底扑灭。灭火过程中

有 202 名消防队员参加，58 台灭火设备投入使用。 

 

二、起火原因 

目前，检察机关已介入调查起火原因。官方说法是电线

老化或短路。但也有媒体猜测，火灾或许是楼下戏耍的孩子

玩鞭炮引起的。甚至还有媒体称，不排除有人纵火。莫斯科

消防部门表示，2013 年该建筑曾经接受过消防检查，当时发

现了许多问题，包括建材不符合规定，建筑内没有消防栓等

等，图书馆为此还被罚款 7 万卢布。这也是此次火灾蔓延时

间如此之长的原因。目前该建筑内负责消防的人员已经在接

受调查。 

 

三、损失情况 

据初步统计，在这场火灾中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

损失了馆藏的 15-20%。具体包括俄罗斯以及国外出版的工具

书、百科全书、词典，关于一战、二战的历史资料系列收藏，

国内外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著作，另外还有部分

论文、摘要、杂志遭受损失。由于资金不足，该馆大部分馆

藏文献没有进行数字化，损失的纸质文献无法恢复，学术价

值难以估量。同时有专家表示，一些文献资料是在救火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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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水损毁，而非缘于火灾本身。所幸，该馆馆藏中最珍贵

的 16 世纪以来的善本和手稿躲过了火灾。 

 

四、背景材料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的前身是成

立于 1918 年的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1969 年在该馆基础上

成立了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之后正式称为社会科学信息研

究所图书馆。该馆占地逾 3万平方米，雇有 300 名员工。1920

年开始收藏关于社会学和人文学的图书、杂志和报纸，并购

买国外出版的相关文献。目前，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

是莫斯科第二大图书馆，馆藏量在俄罗斯全国排名第四。 

该馆藏书逾 1400 万册，其中不少是孤本，部分可追溯

至公元2世纪，另有不少以东欧语言和俄文写成的当代文献。

该馆是全球图书馆行业网络的重要一环，与全球 69 个国家、

870 个图书馆开展馆际互借业务。其馆藏资源分布大致如下：

图书 600 万册，连续出版物 750 万件，视听文献（包括缩微

胶片）19000 件，手稿 121000 部，论文 450000 篇。此外还

有始于 16 世纪的善本，及美国（1789 年以来）、英国（1803

年以来）的国会报告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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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火灾是近 20

年世界各国图书馆发生的最大的一场火灾，损失难以弥补。

此次火灾为我国古籍保护工作敲响警钟。古籍安全重于泰

山，各古籍收藏单位应高度重视，引以为戒。一、各古籍收

藏单位需加强安全管理，严格执行《消防法》有关规定，明

确责任，定期检查，排除隐患。有关单位可参照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近日下发的《图书馆古籍书库基本要求》（GB/T 

30227-2013），尽快完善设备设施，防患于未然。二、抓紧

推进珍贵古籍数字化工作，统一标准，合作共建，尽快实现

善本、孤本等重要文献的数字化存储，使古籍资源得以长期

保存和有效利用。三、此次火灾也将图书馆储备书库建设提

升到了战略层次。文献战略储备库实现多地存储，是降低文

献遭遇灾害概率的有效措施之一，也是有效解决存储空间紧

张、部分文献利用率低、文献存储管理成本增加等问题的重

要途径。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33 号 

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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