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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图书馆古籍保护和古籍工作概况 

江西省图书馆 

 

2007 年 2 月以来，我馆古籍和古籍保护

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一、我馆古籍保护和古籍工作概况 

1.我馆古籍工作概况 

我馆古籍保护和古籍工作归特藏部负

责。该部还负责馆藏民国文献、地方文献、

缩微文献以及有关历史文献、大型丛书、中

文工具书、特种文献的保藏与阅览，同时承

担文献缩微复制工作。特藏部现有人员 14

人（其中 1 人为返聘），其中文献缩微复制 2

人、古籍修复 3 人、编目 4 人、读者服务 3

人、兼职 2 人。 

现有古籍50万余册，已编目20万册（有

机读、卡片、书本式目录 3 种，其中善本近

3 万册），馆藏地方文献特色突出；古籍书库

3 个（合 1715．64 平方米），古籍阅览室 1

个（420 平方米，座位 90 个）；年接待读者

5000 人次左右，流通文献 20000 册（卷）次

左右，修复古籍 200 余册，制作数据 3000

余条（现有数据 13000 余条，数据制作使用

ＩＬＡＳ系统）。 

2.我馆古籍保护工作概况 

2007 年以来，省政府、省文化厅拨出专

项经费 165 万元，为我馆古籍保护工作的加

强奠定了物质基础；文化部、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的领导、支持、培训，为我馆古籍保护

工作的提高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期间，

我馆特藏部开始代行江西省古籍保护中心

办公室职责，开展了全省的古籍保护工作。 

○1 古籍保藏环境的改善 

2007 年以来，省政府和省文化厅加大了

对我省古籍保护工作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对

我馆的支持力度。我馆据此先后进行书库调

整，为善本书库添置衬樟木板的铁书柜，安

装监控摄像头、自动报警系统和气体灭火系

统、双层玻璃、防紫外线窗帘，购置除湿机、

超低温冰箱、温湿度监测记录仪、空气净化

机。全省其他古籍公藏单位也获得了政府不

同程度的支持，如萍乡市图书馆也在当地政

府的支持下，改善古籍保藏环境，并与我馆

一道入选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赣州市图书馆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古籍保

藏环境也得到了有效改善。 

○2 古籍保护制度的完善 

近些年来，我馆协助省文化厅起草了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全省古籍普查工作

方案》、《江西省珍贵古籍名录申报评审暂行

办法》（征求意见稿）、《江西省古籍重点保

护单位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江西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章程》等

文件，协助省文化厅召开了江西省古籍保护

工作部门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 

在馆内则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古籍保护

的制度，诸如《江西省图书馆突发事件紧急

预案》、《江西省图书馆书库安全与管理条

例》、《江西省图书馆文献保护条例》、《江西

省图书馆特藏部消防与安全责任书》、《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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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图书馆文献修复工作单》、《江西省图书馆

特藏部文献出入库交接单》、《江西省图书馆

古籍机读目录著录格式与规则》、、《江西省

图书馆古籍分类说明》、《特藏部古籍暨地方

文献阅览室藏书排架细则》、《文献特藏部岗

位职责与要求》、《特藏部阅览室藏书管理细

则》等。 

○3 古籍普查与保护的培训 

2007 年以来，我省先后有 22 人次（其

中我馆 17 人次）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

办的各类培训班学习；同时，我馆依托省古

籍保护中心举办了4期古籍普查与保护培训

班，培训学员 150 余人次，为进一步做好我

省古籍保护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4 古籍普查 

由于我馆设备采购未能到位，我馆尚未

安装古籍普查平台软件，古籍普查以表格文

件夹的形式进行。目前，我省有关单位完成

4460 余部古籍普查基本数据（我馆 953 部）。

此外，我们对全省古籍作了摸底调查，初步

了解到全省古籍有 1007603 册(132 家公藏

单位 1006529 册，私人 29 家 1084 册。其中

善本 54549 册)。 

○5 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暨“全国

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2007年底至2008年初，我省有22部（我

馆 20 部）古籍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我馆并申报“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此

次申报，有 7 部古籍（我馆 5 部）入选《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2008 年底至 2009 年初，

我省有 136 部（我馆 84 部）古籍申报《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入选45部（我馆42部）。

我馆及萍乡市图书馆申报“全国重点古籍保

护单位”，俱入选。此外我省连续两年参加

了文化部主办的“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其

中 2008 年参展 5 部（我馆 3 部），2009 年参

展 2 部（俱为我馆藏书）。 

二、江西省古籍保护和古籍工作存在的问题 

主要是人们重视还不够到位，以致政府

经费的投入尚不尽人意，协作协调尚有待加

强；其次是人才短缺，人员知识结构不够合

理，以致工作进展比较缓慢。 

三、未来江西省古籍保护和古籍工作计划 

努力执行上级部门的工作安排，尽快落

实古籍普查平台的安装并利用平台开展全

省的古籍普查工作，启动《中华古籍总目》

江西省分卷的编纂工作，开展第三次申报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暨“全国重点古籍保

护单位”的工作，开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加强古籍普查与保护的宣传、协作协调，继

续开展古籍普查和保护的培训工作，进一步

做好全省的古籍和保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