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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资料馆古籍保护工作报告 

赵宝利 陈庆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资料馆） 

一、概况 

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资料馆是全军藏

书规模最大的专业图书资料部门，是全军军

事科研信息中心。 

军事图书资料馆始建于 1948 年，其前

身是延安时期军委四局图书资料室，1949

年随军委机关迁入北京，1950 年在该室基础

上成立了军事图书馆，曾先后转隶于军委训

练部、训练总监部，1958 年划归军事科学院。

2009 年 6 月被国务院和文化部授予“全国古

籍重点保护单位”。 

全馆现有藏书 50 余万种，280 万余册

（件）。其中：古籍 9 千余种，10.7 万余册。

单独设古籍特藏专用书库 1 个。特藏库收藏

有极其珍贵的古籍善本。如宋元刻明修本

《十三经注疏》，元至正十一年（1351 年）

刻本《春秋诸传会通》，元刻明清递修本《晋

书》，明洪武元年（1368 年）抄本《五火玄

机》，明景泰五年（1454 年）刻本《十七史

百将传》，明成化十二年（1476 年）刻本《续

治资通鉴纲目》，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 年）

刻嘉靖十六年（1537 年）重修本《武经直解 》，

明正德九年（1514 年）刻本《少微通鉴节要》，

明嘉靖七年（1528 年）刻本《国语》，明嘉

靖四十年（1561 年）刻本《历代史纂左编》，

明天启元年（1621 年）闵氏刻双色套印本《兵

垣四编》等。这十一部古籍已被国务院收入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另外还藏有明代以

来各种版本的《孙子兵法》，清代战图、阵

图和兵器图等。 

馆藏古籍虽然不算多，但非常有特色。

兵书是我馆藏书的一大特色，收藏有古代和

近代兵书 1778 种，5544 册（件）。兵书不但

历史悠久，卷帙浩繁，而且内容极其丰富。

作为古代军事知识载体的兵书，它不但具有

重要的学术及史料价值，同时，由于兵书揭

示了战争和军队建设的一般规律，因而对研

究和指导现代战争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中国古代兵书博大精深的理论价值和深远

的谋略思想，不仅给我们中华民族赢得了光

荣，而且极大地丰富了世界军事理论文库。 

全部古籍保存良好，从 1976 年开始，

对馆藏古籍进行过全面的清理和修复，均做

有函套或木盒，专用书架存放。1980 年制订

了《古籍库管理规定》，2008 年 10 月又对古

籍库保护管理规定进行重新修订。单独设古

籍特藏专用书库 1 个，面积 500 平方米。由

古籍部全面管理，工作人员 5 人。设古籍阅

览室 1 个，阅览座位 20 个。 

2007 年 9 月文化部将我馆列为全国古

籍保护试点单位后，军事科学院各级领导都

非常重视，并作了重要批示。强调一定要按

照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要求做好古籍普查

和环境改造工作。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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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我们按照古籍保护的要求，做了大量

工作。制订了军事科学院古籍保护方案，对

馆藏古籍进行全面普查、登记、著录，借新

馆扩建之机对古籍库重新进行了装修，更新

了书柜和设备，如恒温恒湿机系统、空气净

化装置、消毒杀虫设备、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自动灭火系统、库房安全监控系统等，藏书

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 

二、古籍普查工作 

（一）古籍普查准备 

2007 年 10 月，根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的要求，以及院、部领导批示精神，我馆古

籍普查工作全面展开。 

1.成立古籍保护试点工作小组 

我馆被确定为古籍保护试点单位后，立

即组成了由王炳跃馆长为组长、赵宝利副馆

长为副组长，另有六名成员参加的古籍保护

试点工作及普查小组。 

2.组织学习了古籍保护工作的有关文

件，以提高对古籍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组织学习国务院办公厅、文化部和全

国古籍保护试点工作会议等有关文件和精

神，进一步提高对古籍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

识；认真领会院、部领导对古籍保护的重要

指示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迅速进入工作

状态，确保古籍保护试点工作任务的圆满完

成。同时加强了与全国古籍保护中心的沟通

和联系，及时向上级行政主官部门及全国古

籍保护中心汇报工作进展情况，确保工作进

度和质量。 

3.拟订古籍保护试点工作计划 

提出了试点工作方案，确定了古籍保护

试点工作目标：一是彻底摸清馆藏古籍状况，

完善古籍目录体系；二是按照全国古籍重点

单位的标准开展工作，争取成为全国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三是分批申报我馆拟列入国家

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四是编辑《馆藏珍贵

古籍图录》一书；五是编辑《军事科学院军

事图书资料馆馆藏兵书要览》一书；六是建

设《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资料馆馆藏兵书数

据库》；七是提出我馆古籍修复、保护计划；

八是改善古籍保护环境和条件；九是培养古

籍保护专业人员。 

4.组织对古籍保护知识的学习和人员

培训 

有计划地开展了古籍普查人员的在职

培训工作。一是购买了古籍保护知识、古籍

版本鉴定等书籍；二是学习领会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编印的《古籍普查培训讲义》和《古

籍定级标准》、《古籍破损定级标准》、《古籍

特藏书库基本要求》、《古籍普查规范》、《古

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等标准规范。

三是选派人员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

的专业培训，如古籍鉴定高级研讨班、古籍

修复班等。通过学习，以提高古籍管理人员

的专业技能和业务水平。 

5.配备了必要的古籍普查工具 

一是购买了高分辨率的数码照相机，用

于制作书影；二是为参加古籍普查的人员每

人配备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用于古籍普查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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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保证了古籍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古籍普查进展 

从 2007 年 10 月开始，就进入实质性古

籍普查工作。 

首先，摸清馆藏古籍的基本情况，通过

初步普查，现馆藏古籍约 9400 余种，10.7

万余册，其中 1795 年前的善本古籍约有 650

余种。 

其次，对馆藏 1795 年前的版本进行了

普查登记，按照《古籍普查表》要求，逐项

内容进行填写，对所查古籍的基本情况，包

括馆藏古籍存卷册次、版式、版本年代、版

本价值进行了考证记录，并初步进行了版本

定级。截止 2009 年月 12 月，已经完成其中

的 359 部古籍的普查登记工作。在对古籍普

查登记的同时，填写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申报书。此外，还同步制作了版本书影。 

第三，在时间非常紧张的情况下，2007

年、2008 年两次共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填报

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书 262 部。其

中有十一部古籍被收录《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部分珍贵古籍参加了文化部组织的“国

家珍贵古籍特展”。 

第四，在古籍普查的基础上，对馆藏兵

书部分，进行了版本内容介绍，为编辑《军

事图书资料馆馆藏珍品图录》做了初步准备。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按照军事图书资料馆制定的古籍保护

工作计划，主要完成以下工作： 

1.继续对馆藏 1795 年前珍贵古籍进行

普查登记，对比较好的版本，同时填写珍贵

古籍名录申报书，并制作书影；完成对 1795

年前的古籍普查工作后，对 1795 年后至

1912 年前的古籍进行普查登记。 

2.建设《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资料馆馆

藏兵书数据库》。对馆藏兵书全部进行数字

化。古籍原件一般不再提供流通使用，这样

可以避免馆藏兵书的损坏。 

3.对被列为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珍

贵古籍。如《十三经注疏》等十余部古籍，

定做专用楠木书柜保藏。 

4.为了彻底弄清我馆馆藏古籍珍品情

况，考证其版本价值，展示我馆馆藏瑰宝，

提高我馆在全国、全军的地位和知名度，同

时，也为考察、研究中国古代书史、中国历

代兵书、提供一些直观的形象资料。我馆计

划对馆藏古籍珍品进行全面的考证及研究

并形成成果向院汇报。编辑出版《馆藏珍贵

古籍图录》、《馆藏兵书要览》和《馆藏古籍

目录》。 

2009 年 6 月，我馆被国务院、文化部正

式授予“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这是国

家文化部、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对军事图书资料馆古籍保护工作的肯定和

最大鼓舞。 

今后，我们还将按照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积极开展古

籍普查，并已开始筹划建设“兵书展馆”工

作，争取把我院古籍保护工作提升到一个新

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