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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图书馆的古籍保护

和古籍整理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大

力推动和悉心指导下，各级各类图书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

工作，古籍保护热潮方兴未艾。有人说“这是图书馆古籍工

作的春天来了”，绝非虚妄之语。 

其实，古籍保护和利用，不只是图书馆的事，也是全社

会的事。理由很简单，因为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命脉所系。

唯有让每一名图书馆员和更多的社会成员认识古籍、了解古

籍，古籍保护和利用工作才能持续有效地开展。这次举办“册

府千华：湖北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并连续举办相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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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其目的正在于向公众展示珍贵成果、普及古籍知识。古

籍内蕴深厚，我在这里仅能粗略介绍相关情况，并且是想到

哪谈到哪，无以名之，故曰：漫谈。权当本馆进一步开展古

籍知识宣传的引子。 

 

正确认识古籍 

现今人们常将中文图书首先区分为新籍和古籍，并分别

从成稿时代、基本内容、撰述方式、装帧形式和语言运用五

个层面来定其界说。一般说来，凡成稿于辛亥革命以前、反

映中国传统文化、采用传统撰述方式和装订形式、并以古代

汉语写成之典籍称为古籍。这里，“一般说来”四字非常重

要，因为古籍与新籍之界说并非判若泾渭。如单就成稿时代

言，辛亥革命后还产生了为数不少的古籍；单就装订形式言，

古籍虽多为线装，但并非仅此一种形式，且现在还有线装书

出版；单就撰述方式言，传统方式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方

才全线隐退，但并未销声匿迹。判定一书是否古籍，应从上

述五个层面综合考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偏执一端。

愚意以为，采用传统撰述方式和古代汉语来反映中国传统文

化，应是古籍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 

古籍的这种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决定古籍具有强大的

功能： 

第一、古籍是记录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传承古

代文明的主要途径。 

有个问题，不知大家思考过没有：一个国家、一个地区、

一个民族的文化，为什么能够保存下来、传之久远？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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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靠三：一是口耳相传。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无

穷匮也。比如风俗习惯，大抵如此，它是最鲜活、复制能力

最强的一种文化现象。二是实物作证，包括地面实物和地下

文物，以其具体形象反映当时文化。三是文献记载，古籍便

是记录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载体。在这三种途径中，我们不

得不承认，要数文献记载最稳定、最可靠、流播也最快最广

最便捷。因为口耳相传，难免讹误甚至断档、亡佚；实物作

证，最终还得靠文献记载来印证，倘若文献无征，博物馆的

某些文物便难能显示其相应价值。悟通了这层道理，作为图

书馆古籍工作者，一种职业自豪感便会油然而生，一种责无

旁贷的担当精神便会在心头扎根。或许有人会说：“卖瓜者

总会说自己的瓜甜。”我说：“不，这是职业自信。而且正

是这种自豪和自信，让我有了恒久动力，坚守岗位，永不言

弃。” 

第二、古籍记录了先民的聪明才智，是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文明的重要借鉴。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

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为实现国家

富强、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而奋斗，需要继承、借鉴和发

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这离开古籍便无从谈起。 

先说精神文明方面。众所周知，在中国五千年古代文明

中，我们的祖先曾造就了先秦哲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

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六大思想学术高峰，从孔夫

子到孙中山，无数学者为后代留下了震古烁今的煌煌巨著，

人们总是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来形容它。据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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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统计，我国现存古籍约有18—20万种，这是一笔丰厚的文

化遗产，一笔了不起的精神财富，历来为世界所嘱目。在历

史发展中，这些著作所蕴含的先进思想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国

人。即以道德而论，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灵魂。比如我们现在

正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24字概括、提炼得好啊！

它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了各自应该遵循的道德

标准和价值取向。大凡多少读过一点古籍的人都不难发现，

其中有些内容正是继承和融会了中华古代美德，实现了中华

古代文明与世界现代文明的对接；再如，当今世界各地建立

中华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有如雨后春笋，它们所传播的内

容，包括古籍中所蕴含的精华。我在加拿大先后住过两年多，

走访过两个城市的中华文化中心，参加过一些活动，加籍华

人为弘扬中华文明所作的努力和外国人参与活动的热忱令

我感动不已。在多伦多市，我还看到有人义务讲授《弟子规》、

《三字经》，颇受欢迎。 

再说物质文明方面。古籍中记录了古代先民与自然界作

抗争的史实和经验，至今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四大发明，

饮誉世界。他如在农学、医学、天文、工艺、建筑、园林等

多个领域，亦皆成就斐然。这些典籍，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建设中可间接提供参考。就我在湖北省馆工作的四十多年

里，或所见所闻，或直接参与，利用馆藏古籍为现代化建设

服务的实例甚多。比如1954年武汉洪水之所以称为“百年一

遇”，是据古籍所载，而江汉关警戒水位也是据古籍咸丰年

间发大水时小孩可坐在城墙上洗脚之记述推定的。他如武钢

〇七工程、葛洲坝水利工程、江汉油田、二汽、三峡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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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建设工程都曾来馆查阅古代地质、水文资料，并在设计、

施工中发挥了参考作用。本馆曾将长江流域方志中的灾祥记

载及湖北百年来的水利和抗灾史料分别汇编，受到好评。至

于为编史、修志、修谱，修复古建筑，开辟旅游点等而来馆

查阅者近年更是踵接不断。 

再说政治文明方面。古籍保存了几千年来历代统治者治

国理政之史实，其成败得失足资后人借鉴。《资治通鉴》这

一名著之书名，直白讲明了这一作用。古籍分类表中设有“官

箴”一类，其间不少论述，至今仍有教益。每当我读到古代

清官史实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面对先贤廉洁，今日之贪官

应该汗颜！ 

至于生态文明方面，古籍中亦有涉及。不说别的，仅阅

读古代写景诗、风景画，就能给我们以美的享受，我们能不

更好地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吗？ 

以上只是随手拈来的材料，仅凭这些，我们即可认识到

古籍的宝贵价值和保护古籍的重要意义。 

 

湖北古籍概况 

在这方面，我想介绍两组数据。透过这两组数据，就能

获得对湖北古籍的轮廓性认识。 

第一组数据是：湖北先贤究竟写过多少书？ 

这本来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昔贤们曾在这方面作过

探索，如蒲圻张国淦著有《湖北书征存目》，湖北通志馆编

有《湖北艺文志》，阳新石荣暲、潜江甘鹏云和沔阳卢氏兄

弟等也都作过研讨，但受历史条件局限，均未得出相对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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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 

大凡天下事，总有机缘在。我1961年大学毕业，分配到

湖北省馆从事古籍编目与整理。初懂此役，需找拐棍，于是

喜爱上了《中国丛书综录》，并进而将“古籍丛书研究”定

为努力方向；一天游蛇山，来到“惟楚有才”牌楼下，伫立

良久，联想起河南洛阳人与湖北黄冈人相互吹牛的笑话：洛

阳人说洛阳桥高，元宵观花灯，一妇人不小心将孩子掉下，

被端阳划龙舟的人接着；黄冈人说黄冈萝卜大，曹操八十三

万人马开餐，一个萝卜还只吃了一半。这“惟楚有才”四字

既然敢上牌坊，自然不应是吹牛。恰好这时我正在拜读张国

淦的《湖北书征存目》，便想弄清湖北著作概况，意欲列出

总清单，拿出具体数据，证明此语不诬。 

青年时期立下的志向，虽常含不切实际的成分，但只要

肯于坚守，便往往会伴随一生。果然，我在“初生之犊不怕

虎”的岁月所定下的这两个努力方向，竟然朝夕相系，心无

旁骛，苦守半个世纪，耗去我相当精力和几乎全部业余时间。

在这两个研究领域，经历了相同的心路历程：接触日深，兴

趣益浓；广蒐博采，信心倍增；深入思考，压力缠身；悉心

整理，如马负重。 

所称“湖北著作”，通俗的说法，就是湖北人写和写湖

北的著作。只是在此加了两个限制语：一是用古代汉语，二

是成卷成册，因为我们讨论和研究的对象是古籍。在“湖北

著作研究”的操作上，我用的是笨方法：查方志，找作者；

查书目，证存佚。何也？理由只有一个：可靠。冀淑英先生

尝谓“编目要取信于民”，也就是今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7 
 

提倡的“诚信”。我到过的图书馆逾百，查过的文献逾千，

做出的线索卡片数以万计。而今，熔史志、知见、版本书目

于一炉的《湖北著作考录》已进入整理编纂阶段，《现存湖

北著作总录》即将付梓。根据积累的线索卡片和整理的部分

款目推算，在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湖北籍人所写和写湖北

之著作约有6万种，至今存世者约为5000种以上，其版约在 

1.5万个左右。 

第二组数据是：荆楚大地现存多少古籍？ 

这个亦向无准确统计，至今还只能拿出个大致数字。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全国进行文献资源调查，湖北省的

《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参与调查的145个收藏单位“共有

线装古籍12.57万部（种）148.49万册以上，其中善本书5400

多部”。如今全国古籍普查正在进行，其调查报告尚未出炉。

与上次调查相比，虽其整体格局不会发生颠覆性变化，但由

于调查面扩宽、近20年各馆藏量上升、家谱和史志之类文献

备受青睐，估计湖北全省公藏古籍总量或可达到180万册以

上。 

综观我省公藏古籍来源，大致包括各馆自购、接受划拔、

社会捐赠、土改没收四个渠道，而以前三个渠道为主。唯其

如此，故整体质量较为齐整，具有以下特点： 

(1)经史子集兼收，类属大体齐备。 

(2)非以版本取胜，但求适用为先。 

(3)不乏明清善本，资源价值弥珍。 

(4)前贤苦心经营，乡邦文献宏富。 

湖北公藏古籍之数量与质量，在全国各省、市中属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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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靠前。倘若将京、沪、苏、浙、津列为第一方阵，湖北当

属第二方阵，大致可与辽、吉、鲁、皖、豫、湘、桂、川、

渝等相埒。就单位而言，据全国首次文献资源调查统计，湖

北省图书馆之古籍藏量位居第十。 

透过以上两组数据，我们不难感受到这样几点： 

一是湖北先民对中华民族文化之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足以激励后人奋发努力，续创辉煌。 

二是湖北公藏古籍是一笔不容忽视的文献资源和精神

财富，足以引起重视，加强保护，悉心整理。 

三是前贤在搜访、积聚、保护上作了呕心沥血的努力，

足以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继其志，续其绪，承其业。 

 

图书馆的责任 

自古以来，古籍的搜访、积聚、保护、整理、揭示、利

用就是一项系统文化工程。而今，其中许多要务历史地落到

了图书馆身上、落到了图书馆员肩上，这是既光荣又艰巨的

职责。一切有事业心、有责任感的图书馆员，理当增强文化

自觉和文化自信，敢于担当，积极投身、关注、支持古籍保

护工程，做好相关工作。当前要务有五： 

(1)完成古籍普查。 

这是一项摸清家底、弄清省情的基础性工作。谨请各藏

书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给予重视和支持；凡参与工

作人员，则宜发挥自觉性，加强责任感，克难而进，保质保

量完成任务。湖北省图书馆界有着优质完成全国性统一文化

工程的传统，此事不能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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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搞好古籍保护。 

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文化工程。我们要

深刻认识其重要性、艰巨性、连续性。既要抓好延续性保护，

也要抓好再生性保护。现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积极支持，

我们应抓住机遇，努力做好自身工作。现代化保护设施、技

术的采用，使保护工作更加科学、规范。根据我了解的情况，

古籍藏量少的单位，其保护存在诸多问题，关键是现代化条

件上不去。在确保所有权属不变的前提下，可否采用珍、善

本书委托代管？我看在地、市范围内不妨一试。 

（3）加强宣传教育。 

各馆可以采用多种生动活泼、行之有效的方式，如办展

览、设展柜、搞讲座等，来宣传、普及古籍知识。让民众分

享历代文化成果，增强古籍保护意识；让古籍脱去神秘色彩，

使藏于其中的文字活起来。 

(4)继续充实馆藏。 

湖北公藏古籍积聚，仍有较大扩展空间。各馆应妥善安

排购书经费，逐年有所补充。要做好地方历史文献缺藏书目，

以便有针对性地搜访、配置。线装古籍可能会更加价昂难求，

宜多购置整理本、影印本、缩微品、电子版。对于大馆来说，

补充新版提供流通，不失为保护线装古籍之重要一途。必须

看到，今日属“大路货”的某些线装书，若干年后就会成为

善本、成为文物。 

(5)培养专业队伍。 

目前图书馆古籍专业人才明显青黄不接。历史文献之保

存、整理、利用恒久不息，其人才队伍不可断档。培养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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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的、称职的古籍人才难能一蹴而就，各馆领导对此应有

清醒认识，适时做出规划，采用培养与引进相结合的方式，

造就一支学识、技能优异，具有敬业精神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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