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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与北京大学中

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古籍鉴定与保护”课程开课 
 

为深入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

的总体要求，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

发[2007]6 号）要求，全面、科学、规范地开展我国古籍保护工作，“多渠道、分

层次培养古籍保护人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与北京

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古籍鉴定与保护”课程 2008 年 2 月 19 日在北京大学

正式开课。课程选修的学员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以上学生。课程设置的出发

点为抓好源头，打好基础。开班仪式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主任、国家

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董洪利教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陈红彦主任

为选修该课程的同学介绍了课程设置情况和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背景以及古籍

保护工作的现状。 

“古籍鉴定与保护”课程结合当前国家古籍保护的主要任务，以及以往文献

专业学生从书本到书本学古籍鉴定，学习与工作基本脱节的学习方式，此门课程

从中国古代书籍史、版本鉴定、古籍保护与修复、图书馆古籍工作等专业知识和

以及古籍保护基本素质、古籍保护及古籍工作实用能力入手，承担授课的老师多

为长期在一线从事保护与鉴定工作，学有专长的专家，采取专业理论传授和实际

操作、互动交流结合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较为系统地授课。希望为古籍鉴定与保

护的多层次教学培训做出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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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由于历史和观念方面的

原因，也还存在许多问题。如古籍存藏底数不清，很多古籍破损严重，古籍修复

的手段也比较落后，从事古籍工作的人才匮乏。其间，最根本的问题是人才匮乏

问题。因此，培养保护、鉴定、研究古籍的人才是当务之急，是保存古籍最基本

的工作。目前，在中国高校还没有设置专门培养古籍保护鉴定人才的专业。为在

现有条件下逐步将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纳入计划，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北京大学尝

试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设“古籍鉴定与保护”课程，尽早让学生接

触、了解并关注古籍工作，从而树立从事古籍工作的兴趣和意愿。通过该课程旨

在使学员在学习交流中站在如何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

进现代社会先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大背景下做好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及

对我们国家、民族文化建设和发展的现实作用的认识，明确古籍保护的基本要求

和工作原则，开阔古籍保护工作的视野，为做好我国古籍保护培养人才奠定基础。 
 

 

第二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开班 

 

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第二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于 2008 年 2 月

26 日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开班。来自全国各系统 32 个收藏单位的 35 位学员（其

中博士 1 名，硕士 3 名）参加本期培训。 

开班典礼上中

国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陈力副主任代表

中国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詹福瑞主任讲

话。陈力副主任指

出，作为图书馆从

业人员，我们对中

华文化在新世纪的

弘扬和传承负有重要的责任。古籍作为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曾经忠实地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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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历史，延续着中华民族的根脉，但由于各种自然、社会、历史原因，流传至今

的许多古籍生存状况堪忧，古籍保护相关人才匮乏，特别是修复人才亟缺。按照

国务院、文化部的部署，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正在积极筹备和推进我国古籍保护的

各项工作，而培养古籍保护人才是其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从古籍普查班到古籍

修复班的开设都是为了培养更多的古籍保护人才，从而有力地推动古籍保护的各

项工作顺利进行。从已开办的三期普查培训班和第一期修复培训班的实际情况

看，这种把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在培养人才方面起到了非常积

极的作用。通过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培训学习，很多学员很快成为全国各地古

籍保护工作的生力军。但面对数以百万计的等待修复的古籍，我们要扩大修复人

员的队伍。根据第一期修复班的经验，本期培训班将继续着重于修复理念的正确

认知、修复技术的科学化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古籍保护与古籍修复基础理论课、

技能实践、实地考察等，重点是古籍修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授课教师均为

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 

   陈力副主任指出，保护好、利用好图书典籍，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新时期的古籍修复工作，需要科学精

神和科学理念，需要与时俱进，要勇于肩荷起弘扬中华文化的神圣使命。古籍保

护修复工作必须坚持科学的原则，坚决避免盲目蛮干，弄巧成拙。在具体保护和

修复工作中，存在的细节问题很多，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应本着科学的态度来进

行，要树立科学的保护观念。 

本期培训班将于 5 月 16 日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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