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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                                2007 年 9 月 29 日 
                                                                      

全国古籍保护督导工作顺利结束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全国古籍保

护试点工作会议的精神，为加强对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督促、检查和指导，文化

部于 2007 年 8 月下旬——9 月下旬组织了由专家委员会专家、国家古籍保护工

作人员、部分省图书馆古籍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共同组成十五个督导组，分赴全

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 72 家省级图书馆及试点单位对古籍保护工作进行督导。 

按照《全国古籍保护督导工作方案》所规定的督导工作任务，督导组就各地

古籍保护工作机制与机构建立情况、普查工作的开展情况、试点工作方案的制定

与实施情况、首批全国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及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申报工作准备情况

诸方面进行详细了解，并对有关单位传达文化部古籍保护相关政策，同时针对各

单位的具体情况及疑难问题提出相应建议，指导各省开展申报工作并确保各省古

籍保护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开展。 

出发前，督导组成员认真学习国务院和文化部相关文件，特别是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陈至立同志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周和平副部长的几次讲话、《全国古籍普查工作方案》等相

关文件，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增强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为此次督

导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督导组到达各地后，认真听取了各单位的工作汇报，对各地古籍保护工作的

开展情况作了详细记录。同时还了解了各单位面临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以及对古籍

保护工作的意见与建议，针对各单位的不同情况做出了相应的指导，特别是对各

单位古籍版本与名录申报情况做了深入细致地指导。督导组成员克服时间紧、任

务重的困难，在各单位的积极配合下顺利完成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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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组在较短的时间内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大家一致认为开展此次督

导极大地推进了各地古籍保护工作的进程，专家组给予各单位古籍鉴定以及保护

工作多方面的支持与指导。通过此次古籍保护的督导工作，督导组在各地的积极

支持和配合下，基本摸清了各地建立古籍保护工作机制与机构的情况、普查工作

的开展情况、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的准

备情况、试点单位工作的情况等。 

综合各地工作开展情况对督导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第一，各地普遍认为

全国古籍保护工作是一件很得人心、很受欢迎的文化工程。不仅得到图书馆等业

务部门热烈响应，有关政府部门也很重视，把这项工作放到了议事日程上。各省

文化厅分管古籍保护工作领导亲自接待督导组成员，并介绍相关情况。各级文化

行政管理部门和试点单位对督导工作予以积极响应,全面配合,召开普查工作汇

报会,古籍保护工作是各单位经统计，各试点单位都已经完成了试点单位的工作

方案，对今后的古籍保护工作作了比较全面的安排；已有 11 省建立联席会议， 9

省古籍保护中心已经挂牌，其它各单位都在积极筹备中。对古籍保护的重视，是

做好古籍保护工作的关键；其次，借助媒体力量，引起社会关注，是做好古籍普

查与保护工作的有效手段；最后，专家对各单位古籍版本与名录申报情况的深入

细致指导，纠正了一些版本鉴定和定级的错误，发现了珍贵的藏品，使珍贵古籍

的申报得到了保证。 

督导组还对督导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作为重点提出并给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议： 

例如，古籍普查试点工作刚刚展开，破损定级与古籍定级的标准有些不好把

握，残本如何报的问题。建议经过一段实践后，组织一次古籍保护讨论会，各单

位相互交流古籍保护经验；由于组织机构问题影响普查工作开展的问题。由于很

多藏书机构并非直属文化部，参与工作的热情不高。有的单位虽有参与热情，但

是其上级部门又没有相应的通知和文件，以至于这些单位有心无力。建议完善相

关政策，使联席会议在各省市自治区起到更好的沟通协调作用；有些省份没有古

籍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给该省古籍保护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为了调动各省领

导古籍保护工作积极性，激发各省专家参与古籍保护工作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建议以省为单位，予以增补专家委员会委员；由于有些收藏单位在行业或专业领

域内被公认为是牵头示范单位，一些单位建议，除省级古籍保护中心之外，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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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专业领域的古籍保护中心。例如，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

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国家科学图书馆、社科院文学所图书馆等；

少数民族古籍定级标准尚未出台，给申报工作带来一定影响；各单位普遍缺乏古

籍版本鉴定、编目、修复人才，建议国家中心多做培训，多派古籍鉴定、保护与

修复专家到试点单位提供业务指导；一些珍贵古籍的修复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

不要急于修复，如果出于重点保护的考虑急于修复需上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各

省馆古籍保护分中心，研究修复方案后再进行修复；有的单位对古籍保护工作不

够规范；古籍保护需要一定经费的投入，经费不足，是各省各单位反映的普遍问

题等等。 

这次督导工作的顺利结束，对古籍普查、试点工作的全面开展产生了积极的

促进作用，为首批《国家古籍珍贵名录》、“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评

定、命名打下坚实的基础，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形成全面推进古籍保护工作的良好

局面。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已经收到各收藏单位首批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4千

余种；收到 39 家收藏单位的《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