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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报告 

报告提要： 

本文简要介绍了首都图书馆及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 2007 年以来关于古籍培训、古籍普

查与珍贵名录、古籍装具制作、藏书单位调研、古籍鉴定、古籍代存、古籍修复、古籍再生

性保护及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网站建设等十个方面的情况。 

 

首都图书馆是第一批国家重点古籍保

护单位和古籍普查试点单位，同时还担负着

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的重要职责。“中华古

籍保护计划”启动以后，首图设立北京市古

籍保护中心办公室，选调 6 名业务人员，专

门从事古籍普查与保护工作。2007 年以来，

首图在做好本馆古籍普查与保护的同时，积

极拓展北京市古籍保护工作范围，开展了如

下各方面工作。 

一、古籍普查保护培训 

1． 2007 年 8 月首图举办首次北京市公

共图书馆和事业单位古籍普查工作培训班。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等20个单位的38名工

作人员参加了培训。 

2．2008 年 10-11 月，首图与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合作，在首图举办第二期古籍编目

培训班。北京地区文博单位、大学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等24家单位的40余名学员参加

了培训班。 

3. 2007-2009 年，首图有 21 人次先后

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各种培训班，

有效提高了古籍普查与保护工作的水平和

进度。 

二、国家珍贵古籍申报 

1．文化部两次评审《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首都图书馆共申报珍本 159 部，有 65

部获得批准入选名录。  

2．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为市属

单位审核上报申报书，最终有北京市文物局、

中国书店、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3 个单位的

16 部古籍珍本入选。 

三、古籍普查登记工作  

首图作为全国第一批试点单位，普查登

记工作一直在按计划开展。首图馆藏古籍 43

万册，善本 6 千余部。目前我们已经完成善

本一、二、三级古籍的普查登记工作，并安

装使用全国古籍普查平台。同时重编馆藏善

本书目，即将交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 2010

年出版。 

四、进一步改善古籍保存条件  

首图古籍书库具备恒温恒湿、气体灭火、

防盗监控、防水监测、空气净化等设备条件。

善本古籍全部保存于樟木书柜中，普通古籍

存放于樟木衬板密集架中，保存环境良好。 

为了进一步优化古籍保护条件，2007－

2009 年新定制樟木书箱 130 个，樟木书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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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个，楠木书盒 35 个，中性纸板古籍函套

5074 个，并增购－40℃低温柜 1 台，用于新

入库文献的低温冷冻除虫。 

五、北京市属古籍藏书单位调研和联络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古籍藏书

散在于各处。除了众所周知的大型图书馆外，

北京市属其它各系统各级单位，也留存着数

量可观的古籍藏书，但许多不为人所知。为

了搞清情况，我们对北京市文化局、文物局

直属单位、北京市属高校、北京寺庙、文物

保护单位等共计211个单位进行了初步调研。

目前确认的藏书单位有 47 个，已经与 28 个

单位建立联系。 

六、古籍整理鉴定工作 

2008 年，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组织专家

和工作人员前往门头沟区、延庆县、平谷县、

顺义县等几个区县图书馆对其所藏古籍进

行整理鉴定。 

2009 年 2 月，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对北

京画院所藏古籍1万余册进行实地考察和鉴

定。 

2009 年 11 月，首图邀请专家对馆藏古

籍和市委古籍中的殿本、抄稿本、戏曲抄本

等 270 余部古籍进行版本鉴定。 

七、古籍整理代存工作 

首图古籍书库是国家重点古籍保护达

标单位，藏书环境优越。为了使不具备古籍

收藏条件的单位古籍藏书得到妥善保存，首

图先后承担了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崇文区

图书馆等几个单位的古籍代存工作。 

2009 年，首图与北京市委图书馆共同协

商，将市委古籍藏书委托首图代管。首图派

人前往市委图书馆整理登记藏书，并分批将

全部古籍 64000 余册（件）转运至首图古籍

书库保存。古籍代存代管这一工作模式为改

善古籍保存与保护条件开拓了一种新的途

径，受到关注与好评。 

八、加速古籍修复工作  

1．古籍保护工程启动后，首图对古籍

修复组进行调整，将原有不足 20 平米的古

籍修复室扩大到 140 平米，修复人员增加到

4 人，并增购修复设备和材料，加强人员培

训，建立古籍分级修复制度，有效提高了修

复水平和速度。2007－2009 年，修复破损古

籍 22800 余叶。   

2．在加强馆内修复力量的同时，首图

还委托三家馆外修复机构代为修复破损古

籍， 2007－2009 年累计修复三、四级破损

古籍 8 万余叶。 

3．首图于 2008 年 5 月举办“古籍修复

成果展” ，选取修复难度较大的古籍 30 余

部 178 册，以修复前后书影和原件对比的形

式展出，为宣传和推动古籍保护工作起到了

积极作用。 

九、积极开展古籍数字化与再生性保护工作 

1．古籍数据库建设 

首图 2006 年基本完成古籍书目数据库

建设，累计编制数据 10 万余条。 

2003 年开始建立古籍插图图像数据库，

至 2008 年累计完成古籍图像和内容标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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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5 千条。 

2008 年开始古籍全文数字化工作，首先

对馆藏孤本、稀见本进行扫描复制，计划用

5 到 10 年时间，将馆藏善本古籍全部数字化，

同时还将开展部分文献数字化全文识别工

作，建立古籍全文数据库。截至目前，已完

成 300 余部古籍 28 万叶书影的扫描加工工

作。 

2.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首都图书馆一直非常重视馆藏古籍资源

整理出版工作， 2004－2008 年，影印出版

古籍文献 28 部，与出版社合作整理古籍 95

部。2009 年，甄选馆藏珍稀古籍 11 部，以

再造善本方式影印出版。 

十、编辑制作“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网页 

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于 2009 年

12 月上线开通了“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网

页

（ http://www.clcn.net.cn/gujibaohu/in

dex.html），网页包括工作动态、业务交流

等 7 个板块，工作文件、古籍普查、古籍保

护、古籍数据库、古籍修复、古籍丛谈 6 个

主要栏目，三级页面，较为详细地展示了古

籍保护工程相关的各项业务，为北京市古籍

保护工作提供了一个可以共享的信息交流

与工作平台。 

 

综上所述，首都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

在各方的支持帮助及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

下，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初见成效。但古籍

保护工作任重道远，需要完成的工作尚有许

多。我们将继续努力使首图及北京市的古籍

保护工作取得更广泛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