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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的耕耘 历史性的收获：安徽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报告 

郑 玲（安徽大学图书馆） 

摘要：文章全面报告了本馆古籍保护工作在四个方面取得的成绩，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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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5 月，安徽大学图书馆列入全国

第二批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标志着安徽大学

古籍保护工作进入了承前启后新的发展阶

段，进一步促进了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 

    安徽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

高校，安徽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创建于

1928 年。1958 年于合肥重建时建设了一座

10350 ㎡建筑面积的图书馆。进入新世纪后，

2002 年 8 月建成 23384 ㎡的逸夫图书馆。

2007年7月又在磬苑新校区建成40661㎡文

典阁图书馆。 

安徽大学图书馆现有员工 121 人，其中

古籍特藏部 16 人，古籍书库和阅览室位于

逸夫图书馆九楼，工作人员 3 人，均为副研

究馆员，其中 2 位是研究生学历，1 位是本

科学历；安徽传统文化专题文献特藏室位于

逸夫图书馆六楼，工作人员 2 人，1 位是研

究馆员，1 位是历史学硕士；民国文献阅览

室位于逸夫图书馆七楼，工作人员 2 人，1

位是副研究馆员，1 位是馆员。她们从事历

史文献管理工作达十年以上，具有丰富的古

籍版本学目录学知识与古籍保护经验。 

安徽大学古籍历史文献的收藏、整理和

研究在省内高校中处于领先位置。逸夫馆善

本书库和普通古籍书库藏有线装书 10 余万

册，其中善本 693 种，9880 册，目前有 9

种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安徽大

学徽学研究中心藏有珍贵的徽州文书1万余

件以及古籍线装书 5 千余册。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

号）的规定，从 2007 年开始，用 3 到 5 年

时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古籍普查登记

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级图书馆、博物馆

等单位及民间所藏古籍情况，对登记的古籍

进行详细清点和编目整理，建立中华古籍联

合目录、古籍数字资源库和《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逐步形成完善的古籍保护制度；改

善古籍保管条件，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加快推进古籍修复工作，培养一批具有

较高水平的古籍保护专业人员；进一步加强

古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通过对古籍

进行影印或整理，对古籍进行再生性保护，

使古籍化身千百，永久传承。 

我们认真学习和领会国务院通知精神，

根据学校及图书馆的发展目标，着重做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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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的工作。 

 

一、开展古籍人员培训，成立古籍保护中心 

国务院通知提出，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成立各省级古籍保护分中心，负责本地

区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和培训工作，按照统一

的标准和教材培训本地区的普查人员，汇总

并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报送古籍普查报表。

安徽省文化厅印发了《关于在全省开展古籍

普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文化主管部门

充分认识古籍普查工作的重要性，增强工作

责任感，抓紧做好古籍普查宣传、动员组织

工作。2008 年 5 月 12 日，安徽省古籍保护

中心组织全省各个市县公共图书馆、博物馆

及高校图书馆古籍人员，开展为期十天的古

籍普查培训，本馆主管业务的副馆长和一位

古籍人员参加了培训。2009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18 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山西省

图书馆协办的“第四期全国古籍鉴定与保护

高级研修班”， 本馆一位古籍人员参加了研

修。2009 年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28 日，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主办，安徽省图书馆协办的

“第十期古籍普查培训班”，本馆有两位古

籍人员参加了培训。2008 年 5 月底，本馆古

籍普查工作全面展开，截止目前已经完成善

本古籍普查。在古籍修复方面，图书馆与管

理学院档案专业档案保护实验室合作，建立

古籍修复室，有条件地开展古籍保护的研究

和修复工作。 

安徽大学将于近期成立古籍保护中心，

中心整合图书馆、徽学研究中心、古籍办

等有关文科院系的古籍资源，配备经验丰

富的古籍研究专家及优秀的图书馆古籍管

理者，为学校的古籍保护与研究工作提供

有力的保障。 

 

二、开展古籍普查工作，编写古籍专题目录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

护工作的意见》中提出，从 2007 年起古籍

普查工作全面铺开。文化部负责对全国普查

工作统一安排，国家图书馆具体负责古籍普

查登记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局

要切实承担本地区普查工作的组织责任，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具体负责本地区

普查的实施工作。2007 年普查工作的重点是

一、二级古籍普查，2008 年至 2010 年，重

点开展二级及以下古籍普查，汇总古籍普查

成果，初步形成《中华古籍联合目录》。 

安徽大学图书馆建立于 1958 年，当时

仅有由华东师范大学调拨来的古籍数百部，

馆藏基础十分薄弱。建馆后校领导十分重视

藏书建设，古籍采访管理由经验丰富的童养

年先生负责，经多方收集、购买，至六十年

代中期，古籍藏量就已经增加到 7 千余部。

目前本馆善本 693 种，9880 册，半数符合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标准，属甲级善

本，其它为《安徽省古籍善本书目》收录范

围，属乙级善本。善本中最早刻本为元刻本

《纂图互注南华真经十卷》（有钞配）。明刻

本有 120 种、128 部，1911 册。馆藏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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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本 74 种，352 册。馆藏日本版线装书 67

种，447 册。朝鲜版 2 种，4 册。活字本 14

种，138 册。皖人著述 53 种，1254 册。  

编制古籍各类专题目录，是图书馆古籍

工作之一，也是体现科研水平和考察科研能

力的方法之一。安徽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古籍

室人员针对社会和学者的研究重点，编制了

《安徽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安徽

大学图书馆馆藏皖人目录》、《朱熹研究论文

索引》等目录索引。《安徽大学图书馆古籍

善本书书录》将于 2010 年正式出版，本书

录即是安徽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的成果之

一，是在 2003 年编制的《安徽大学图书馆

古籍善本书目》的基础上对照古籍普查表增

补编写而成。 

 

三、改善库房保管条件，建设古籍标准库房 

 古籍书库最适宜的温度，通常应保持

在 16℃—20℃左右，古籍书库的相对湿度应

在 50%—65%，过于潮湿或过于干燥都不利于

古籍的保护。而 1958 年建立的图书馆书库

温度湿度远远达不到这样的标准。在冬天，

书库温度比室外还低 3℃—5℃；夏天，书库

的温度又比室外高，古籍书库湿度很低，使

相当一部分古籍的纸张已变脆而碎。2002

年 8月建成23384㎡的逸夫图书馆采用了许

多现代智能建筑的设计理念和技术、标准，

具有先进的 6 类综合布线系统，配有安防监

控报警系统，火灾自动报警与消防联动系统，

二氧化碳气体自动灭火系统。善本书库和普

通古籍书库使用面积 557.49 ㎡，阅览室使

用面积 490.08 ㎡。善本书库配有温湿度检

测仪以及空调、除湿机、空气净化器等设施，

库房条件有了根本的改善。安装了防盗防火

门、双层保温窗和防紫外线窗帘等，保持优

良的存放环境，库房温湿度基本达到国家标

准。善本书库还配置了全香樟木书橱，为图

书防虫蛀提供良好环境。 

学校在“211 工程”一期和二期建设中

投入大量经费用于图书馆环境的改善和设

备的更新，在“211 工程三期图书文献保障

系统”中单列古籍保护经费 150 万，作为图

书馆“211”三期建设的重点建设项目。项

目之一就是古籍普通书库和善本书库配置

恒温恒湿系统，目前正处在项目前期调研阶

段。 

 

四、建设全文数字古籍，完成载体形式转换 

国务院通知提出：“进一步加强古籍

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特别是应用现

代技术加强古籍数字化和缩微工作，建设

中华古籍保护网。完成‘十一五’国家古

籍整理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争取开展中华

再造善本二期工程，使我国古籍得到全面

保护”。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古籍数

字化也得到迅速发展。用现代手段整理、

开发、保存古籍文献，是古籍发展趋势，

也是其最终目标。古籍数字化，就是将古

籍的载体形式（包括文字与图像）转换为



99 
 

可以用计算机或计算机网络处理的数据，

制成电子图书以达到存储、检索、传递、

再现，最终广泛为社会所用的目的。电子

图书“体积小、容量大、检索大、不失真”，

它通过文献数字化改变了文献的集合形态

和使用方式。本馆将古籍全部分编上架，

并做成古籍题录数据库，馆藏 11 种孤本和

部分珍本已做成首批全文电子图书，供读

者通过计算机网络阅览，方便了读者的使

用，同时起到对古籍原本的保护作用。图

书馆“211”三期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就是

进一步将馆藏善本书进行数字化处理，制

作电子图书。 

 随着书库恒温恒湿系统的配置、善本

古籍数字化的进一步处理，安徽大学图书馆

在文献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上一定会迈上

新的台阶，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做出更

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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