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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图书馆（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保护工作总结 

南京图书馆（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 

 

南京图书馆（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是

江苏省级公共图书馆，现存古籍 160 万册，

其中善本 14 万册。根据国家对古籍保护工

作的要求以及本省古籍保护工作计划，南京

图书馆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在机制运行、人

材培养、普查申报、古籍修复、资源开发以

及新闻宣传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带动

了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的新一轮发展。  

一、建立古籍保护工作机制  

为了顺利推动全省古籍保护工作，我们

建立了古籍保护厅际联席会议制度、江苏省

古籍专家委员会，重视规范工作程序，发挥

专设机构职能。自 2007 年以来，我们先后

举办了2008.2009年全省古籍保护工作会议、

江苏省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全省古

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会议，及时通报全省

及省中心古籍保护工作情况，对下阶段工作

进行部署，并组织各单位交流工作经验，以

保证全省古籍工作持续、有序开展。在资金

的保障方面，省财政每年下达专项保护经费

200 万元，我们严格遵循工作程序，确保专

项资金的落实到位和合理使用。 

二、创新古籍保护工作运行模式 

一个好的运行机制，是保障并促进事业

发展的执行动力。据了解，目前全国各省级

中心具体工作大多由古籍部负责承担。但是

在工作实践中，我们感到作为全省的古籍保

护中心，承担着全省性的普查、修复、培训、

综合协调等重要任务，具体事务非常多，仅

靠某个单一部门很难兼顾所有工作。为此，

我们改变了单一部门负责制，建立了工作组

运行模式，将工作运行机制提升到全馆高度

执行。 

具体做法是由馆党委下文，在省级中心

下设综合组、普查组、培训组三个工作小组，

由分管馆长具体负责细化并分解各项工作

任务，由馆长办公室、研究辅导部、历史文

献部等部门负责综合协调、培训接待、普查

申报以及简报和网站等工作。两年的实践证

明，这种举全馆之力的保障运行机制，提高

了全馆对古籍保护工作的认识，尤其在统筹

部署、综合协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确

保了古籍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规范并推进普查申报工作 

认真组织国家级、省级古籍珍贵名录和

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特别是积极争取

到省政府的关心与支持，由省政府直接下达

文件，公布全省珍贵古籍名录和全省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提高了全社会对古籍保护工作

的认识和了解。“国二批”的两次申报，我

省国家级珍贵古籍和重点保护单位申报数

量和入选数量均在全国各省（市）中处于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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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根据国家保护中心要求，建立了省古籍

普查平台，配备了专用服务器，专人维护，

开展试运行和培训工作，目前全省各单位已

经开始使用该平台进行普查工作。  

四、多层次、多途径开展培训工作  

为培养古籍专业人才，我们积极组织培

训，并根据全省各地区、单位和人员的不同

情况，从四个层面开展具体工作。一是举办

常规的古籍培训班。自 2007 年年末起，连

续举办 5 期全省性的古籍保护培训班，涵盖

普查、编目、修复等内容，培训学员 300 多

人次，培训开展次数、受培训人数名列全国

前茅。其中“第四期全省古籍保护（普查）

工作培训班”在培训对象上突破以往，与省

宗教事务局联合举办，重点面向全省国家和

省级重点寺院古籍收藏单位，属于全国首创，

受到文化部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肯定。 

二是合作办学。我们充分利用馆内专业

人员师资力量，与中、高等院校联合办学，

开设古籍保护专业，培养高水平、高学历的

专业人才。目前，与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

校合作开设五年制古籍修复高职专业，与金

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合作，在全国率先开设

历史文献保护（古籍修复）本科专业，为日

后全国范围内古籍保护专业在中、高专院校

的逐步设立提供了积极的借鉴经验。三是专

家指导。组织专家委员会委员及保护中心业

务骨干，分组赴全省60多家古籍收藏单位，

全面了解基本概况、工作运转等情况，并现

场就古籍普查申报、古籍修复、古籍编目等

专业问题解答疑问，指导古籍保护工作的开

展，受到全省古籍收藏单位的欢迎。 四是

跟班培训。根据基层单位的要求，我们安排

基层单位古籍保护工作人员来馆跟班培训，

在实践中手把手进行培训指导。 

五、积极开发古籍文献资源 

为做好古籍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我们

建立了馆藏古籍书目数据库，坚持对古籍文

献进行整理出版，并积极参与大型资源开发

项目。自 1997 年起，我们即开始对馆藏古

籍进行机读目录格式的著录编目，已编数据

达 22 万条，其中近 7 万条有详细数据，可

供读者上网检索使用。根据古籍普查的有关

要求，全面展开标准数据库的建设，已建立

标准数据 1381 条，并部分导入全国古籍普

查平台。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2004 年以来，

独立出版文献 10 项，合作出版 7 项。其中

江苏首批、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都

是全国同级范围里首先出版的。目前，尚有

《中国近代人物像传》等多个项目已在出版

或计划出版中。在自主开发的同时，注重参

与大型资源开发项目，扩大影响。参与了《中

华再造善本》、十一五期间重大文化出版工

程《中华大典》以及由南京市政府主编的大

型史书《金陵史话》，并有 31 种书目入选《中

华再造善本》。 

六、大力开展古籍修复 

我馆长期坚持开展古籍修复工作，对经

费、人员、场地、设备等软硬件都有固定的

投入与安排。现有古籍修复人员 14 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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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事古籍修复 5 年以上的 6 人。文献修复

工作场地 440 平方米，并配有纸浆补书机、

纸张纤维分析仪等 20 多种文献修复专用设

备。经过多年的实践，已逐步形成较为完善

的古籍修复工作体系，平均每年修复古籍

200 多部，约 2.8 万页；缩微古籍达 2300

种，扫描 250 种 9 万拍。在对馆藏古籍进行

修复的同时，积极为相关单位提供古籍修复

的服务，如为北京文物局图书馆资料中心修

复佛经 102 册。此外，我们还努力发挥省级

中心龙头作用，对下级修复人员等进行培训

指导和开展古籍修复教学培训。今年，南京

图书馆成功入选全国首批国家级修复中心。 

七、重视对古籍保护工作的宣传 

充分利用全省工作会议，召开新闻发布

会，组织新闻媒体联合采访，举办专题展览，

编发简报等形式，向全社会宣传古籍保护知

识。近五年来，江苏地方主流媒体多次对古

籍工作进行了专项报道，引起社会的普遍关

注。在全国同级范围内首先建立江苏省古籍

保护网，更新及时，点击率较高，被多家省

级中心网站首选链接，扩大了江苏古籍保护

的影响力。经常举办参观古籍书库、古籍书

展等活动，如在古籍阅览室增加专门书橱存

放《中华再造善本》，让普通读者了解古籍、

热爱古籍。 

2010 年，我们还将积极做好以下工作：

完成“省二批” “国三批”珍贵古籍名录

的申报工作；启动全省古籍联合目录编制，

筹备并切实开展《中华古籍总目•江苏卷》

的编纂；开展国家级修复中心工作；举办“江

苏古籍保护三年回顾展”主题展览，向社会

展示江苏古籍保护成果；继续举办各类古籍

保护培训班；进一步加大古籍资源开发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