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中心 2009 年工作小结 

吴格（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中心） 

 

一、“中心”成立 

07 年 1 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

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 号）； 

07 年 5 月  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 

08 年 4 月  复旦大学获“全国古籍重点保护

单位”称号； 

08 年 10 月  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举行揭牌

仪式，上海市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立； 

09 年 2 月  复旦大学图书馆向复旦大学校

长提出成立校古籍保护中心申请； 

09 年 4 月  校长办公室下达“关于同意成立

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中心的批复”（10 日）； 

09 年 5 月  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中心举

行揭牌仪式（21 日）； 

二、“中心”建制 

1.专职人员一名（吴格），兼职人员六名（古

籍部人员），在读研究生若干名； 

2.校内外十名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提供咨

询及指导； 

3.校图书馆提供业务支持及指导； 

4.校文科科研处提供管理及指导； 

三、“中心”工作基础 

1.校图书馆收藏古籍 40 万册，藏书质量、

管理水平、人员素质于国内高校图书馆居前

列； 

2.校图书馆于 1986 年建立古籍部，现已完

善古籍采编目、保藏、服务、开发等管理制

度； 

3.古籍部人员经多年实践、在岗进修，已形

成一支笃实有为、专精业务、敬业乐群的团

队； 

4.图书馆领导重视及学校文科各系所师生

教学科研所需，为古籍保护及研究提供发展

空间； 

5.中心主任现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

组成员、图书馆学会古籍分委会副主任、国

家及上海古籍保护中心委员，参与图书馆界

古籍工作各类活动； 

6.中心主任现任《中国古籍总目》副主编、

《续修四库提要》（整理）主编、《全明诗》

（编纂）主编，承担多项大型古籍整理项目； 

7.中心主任为学校古籍研究所兼职教授，多

年来已培养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博士生数十

名； 

四、“中心”工作目标 

1.依托古籍部工作实践，提升本馆古籍保护

及研究工作水平； 

2.增强与高校图书馆、国内外图书馆古籍同

行的联系及合作； 

3.依托古籍工作实践试行培养“古籍保护研

究”方向研究生； 

4.完成所承担《中国古籍总目》、《续修四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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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编纂任务； 

5.推进高校古委员会重点规划项目《全明诗》

整理编纂工作； 

五、本年工作回顾 

1.本校及本市古籍保护中心活动 

2 月 25 日  接学校文科科研处同意设立“古

籍保护研究中心”通知，填报相关表格；  

4 月 21 日  筹备“古籍保护研究中心”人员

配置、任务、目标，成立会议诸事宜； 

5 月 13 日  赴上图参加举办“上海古籍保护

中心成果展”布置会议； 

5 月 18 日  提交复旦图书馆参加“上海市古

籍保护中心成果展”照片及文字材料； 

5 月 21 日  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中心”

揭牌仪式及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6 月 19 日  赴上图接受“上海市古籍保护重

点单位”颁牌及第一批市古籍珍贵名录颁证； 

6 月 29 日  赴上海师大参加“全国古籍保护

重点单位”揭牌仪式暨古文献建设研讨会； 

10 月 22 日 参加“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成果

展”复旦大学图书馆巡展揭幕仪式； 

2.本市及全国古籍名录申报 

1 月 16 日  参加上海市申报第二批“国家古

籍珍贵名录”评审会议； 

4 月 07 日  参加文化部第二批“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申报材料评审； 

5 月 05 日  参加文化部第二批“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复审工作会议； 

11 月 25 日 完成本馆上海市珍贵古籍名录

（第二批）、全国古籍珍贵名录（第三批）

申报； 

12 月 7 日  参加上海市珍贵古籍名录（第二

批）、全国古籍珍贵名录（第三批）评审； 

3.全国古籍总目编纂 

3 月 09 日  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华古

籍总目分省卷专家讨论会”； 

5 月 25 日  参加“中华古籍总目编纂体例专

家讨论会”； 

9 月 14 日  参加“全国古籍普查著录规则审

定会议”； 

12 月 9 日  完成《中国古籍总目》史部、丛

书部及编纂档修订校稿； 

4.各地古籍保护培训授课 

2 月 13 日  赴重庆市图书馆为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古籍保护研修班（西南）”授课； 

9 月 01 日  赴山西省图书馆为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古籍保护研修班（华北）”授课； 

9 月 10 日  为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审阅《浙

江省善本古籍联合目录》； 

5.古籍再生性保护工作 

1.《复旦大学馆藏稀见方志丛书》影印、提

要工作； 

2.《复旦大学馆藏稿抄本丛书》选目、复制

工作。 

6.古籍整理相关成果 

（1）《中国古籍总目》汇总校订（史部/上

海古籍出版社、丛书部/中华书局） 

（2）《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整理（经部、

方志部、丛书部已交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3）《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第二批）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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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审核 

（4）《上海市珍贵古籍名录》（第一批）申

报及审核 

（5）《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国

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6）《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稿抄本丛刊》（进

行中） 

7.奖项 

（1）复旦大学图书馆获 2009 年度上海市古

籍保护工作优秀组织奖； 

（2）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中心主任获

2009 年度上海古籍保护工作先进个人奖。 

六、今后工作目标 

1.继续参与国家及本市古籍人员培训、珍贵

名录申报及古籍普查等工作； 

3.完成图书馆馆藏古籍目录网上发布并参

与本市古籍联合目录编纂工作； 

2.继续图书馆社科文献专业、古籍所古典文

献学专业硕博士研究生指导； 

4.完成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中国古籍总

目》的统稿任务（2010 年）； 

5.完成市哲社重大项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整理出版（2011 年）； 

6.收集资料，继续高校古委会重点规划项目

《全明诗》的编纂准备工作； 

7.整理发掘馆藏特色古籍，分辑编纂出版

《复旦大学图书馆善本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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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古籍保护和古籍工作报告 

上海博物馆图书馆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

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

发[2007]6 号）文件精神，根据文化部《全

国古籍保护试点工作方案》的要求，我们上

海博物馆于 2008 年 4 月初，与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签署了《上海博物馆古籍保护试点工

作责任书》。现根据这一责任书中规定的有

关责任和义务，将我们在2007年8月至2009

年 12 月期间的工作大致总结如下： 

一、 已完成的工作 

1.2007 年 8 月中旬，成立上海博物馆古籍保

护工作组，在相关馆领导的领导下，由敏求

图书馆、保管部及书画部有关人员联合组成。 

2.制订了严格的善本古籍提阅手续，在保证

珍贵藏品的安全前提下，尽量满足读者阅读

和研究需求。 

3.2007 年 8 月中旬起，开始对馆藏一二级古

籍的初步认定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第

一批和第二批上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

名单，上海博物馆藏品中，两批共有 51 种

被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之中，具体名

单见后；2009 申报通过第一批、第二批“上

海市珍贵古籍名录”共 63 种。  

4.2007 年 9 月，按照有关规定申报了全国重

点古籍保护单位，并成功获得通过，08 年 3

月 1 日，成为国务院颁布的首批“重点古籍

保护单位”。 

5.2007 年 9 月开始，逐步清理馆藏善本古籍，

并在此基础上基本确认了馆藏一二级古籍

名单。并按照《古籍定级标准》（WH/T20-2006）

的要求，基本上完成了本单位古籍级别的划

分。 

6.2008 年 1 月，接受沈宗威先生藏书捐赠；

2007 年至 2008 年，根据计划整理了《冒广

生友朋书札》，并于 2009 年 12 月出版，12

月 25 日举行“首发座谈会”；2007 年至 2009

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七、

八整理出版。 

二、 已开展并正进行中的工作 

1.2008 年初开始，逐步开展了对于馆藏古籍

的整体普查。此项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之中，

争取在 2010 年前完成。在此过程中，将逐

步分析普查结果，并将针对古籍所处的保存

条件、环境等提出符合本单位特点的保护计

划，并及时通过上海古籍保护中心提交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 

2.正逐步对馆藏古籍按照定级定损要求进

行详细著录，逐一建立完整的电子档案。 

3.在对馆藏善本和普通古籍的普查过程中，

将及时根据藏品的破损程度提出相关的修

复计划，确认修复方案，并送交有关单位或

人员进行保护性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