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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图书馆古籍保护和古籍工作报告 

浙江图书馆 

 

自 2007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

以来，浙江图书馆加大对古籍保护的投入，

取得一些新的进展，现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报告如下。 

一、机构和人员 

浙江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机构为两部

一办，为古籍部、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

室（与古籍部一套班子）和嘉业堂藏书楼管

理部，分处杭州总馆、孤山路馆舍和湖州南

浔。人员 36 人，其中在编人员 26 名。古籍

部设普藏典阅组、善本特藏典阅组、编目组、

普查组、修复组、缩微组、综合组。管理 1949

年前成书的中文文献。 

二、基础业务 

1．完成古籍部全部卡片目录（善本、

普通古籍、民国平装书、與图、拓片等）回

溯建库，实现互联网查询。 

    2．启动未编书（约 20 万册）分编，已

完成 3 万多册分编入藏。 

3．普查完成 1000 部。71 部入藏《国家

珍贵古籍名录》。 

三、保护工作 

    1．完成嘉业藏书楼维修工程。2010 年

计划实施版片库改造项目。 

    2．实施版片维护建档专项工作。 

    3．完成浙江图书馆古籍修复中心初期

建设，设施设备基本达到国家古籍修复中心

标准。 

    4．三年修复古籍 6 百多册，5 万多页，

建立修复档案数据库。初步建立了有 24 种

16 万多张的修复材料库。 

四、服务与开发 

    1．除日常阅览工作外，主要为地方文

化建设服务。主要是为《绍兴丛书》《新编

金华丛书》等地方文献编纂提供文献支持；

为各类机构录制声像节目提供服务，如浙江

卫视的《浙江文化地理》《再生缘》等，《西

泠印社百年之谜》、《浙江藏书楼》系列（共

享工程）和《西湖申遗》等提供服务；兴办

展览 2 次，协办展览 2 次。 

    2．文献开发项目主要有：《重修浙江通

志稿》整理标点进入二校阶段（约一千万字）；

“浙江图书馆古籍、民国文献系列出版物”

（八种）已进入收尾阶段，《妙妙观世音像》、

《越中八景》、《西湖风景图》、《浙江图书馆

馆藏赵孟頫书丹碑刻拓片辑存》已经出书；

《浙江图书馆藏称见方志丛刊》第一辑正在

底本拍摄中；已完成《中华再造善本》项目

第 2 期的底本拍摄和提供。 

    3．《浙江省善本联合目录》已完成总校

二校，收录 1.6 万种。 

    4．完成“浙江图书馆家谱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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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第一期（59 种，102744 页）。 

五、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工作 

    1．完成起草《进一步加强浙江省古籍

保护工作意见》《浙江省“中华古籍保护计

划”实施方案》等文件材料。 

2．协助省文化厅完成组建“浙江省古

籍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和“浙江省古籍保护

工作专家委员会”。 

3．完成 2 次全省古籍摸底调查。协助

省文化厅组织完成全省二批“全国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和《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审核

和申报工作。 

    4．举办培训班 9 期（2 期为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联办），其中修复 2 期、拓片 1 期、

版本鉴定 2 期、古籍管理 2 期、古籍普查 2

期，培训 400 多人次。举办一次全省历史文

献工作研讨会。 

    5．完成普查平台建立。完成编辑《浙

江省古籍普查手册》。 

    6．建立简报编发制度，编发简报 14 期

（至 2009 年）。 

六、管理与队伍建设 

    1．修订 8 个业务规章制度。 

2．28 人次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业务

培训班。 

七、2010 年重点工作 

开展“浙江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浙

江省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和评选；在全省

范围内全面推开古籍普查工作；完成善本特

藏库的恒温恒湿净化系统的安装；引进 2 名

博士充实古籍部；完成一批古籍整理影印出

版项目；制定古籍数字化规划。 

 

当前古籍保护工作遇到的现实问题：认

识的统一性，如普查是长期工作还是 3—5

年阶段性的；古籍保护设备的选择和认证；

管理和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