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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湖北省古籍保护中心工作总结 

湖北省古籍保护中心 

 

2009 年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加速推进

的一年，我省的古籍保护工作，在各方面都

取得长足进步，成绩显著。 

4 月 3 日，湖北省古籍保护工作部门联

席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省文化厅召开，

会议由省文化厅厅长杜建国主持，省民宗委

等八个主要成员单位均派有关负责同志参

加。会议原则上通过了《湖北省古籍普查实

施方案》、《湖北省珍贵古籍申报评审暂行

办法》、《湖北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评

定暂行办法》、《湖北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

委员会章程》、《湖北省古籍保护专家委员

会及工作机构人员名单》等 5 个重要文件。

5 月 18 日, 由湖北省文化厅组织的“全省

古籍保护暨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工作会议”

在湖北饭店召开。来自全省各市、州和有年

度共享工程建设任务的县（市、区）文化局、

图书馆负责人共计28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省文化厅副厅长王建刚在会上作了“明确

目标 鼓足干劲 深入推进全省古籍保护和

文化共享工程建设”的重要讲话，对 2009

年我省古籍保护和文化共享工程两项工作

做了部署。其中全省古籍保护工作将在成立

机构、培训人员、制定标准等基础上，全面

启动古籍普查工作。省文化厅将汇总普查成

果，编辑完成《湖北省古籍联合目录》。同

时，在建立《湖北省珍贵古籍名录》、命名

我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建设标准化古籍书

库、做好古籍修复工作、提高古籍修复的资

格准入和认证、利用仿真影印、缩微技术等

方式开发利用古籍资源等方面也提出了工

作要求。 

这二次会议重要会议的召开，对我省古

籍保护工作具有指导性意义，对加速我省古

籍保护工作步伐起到了明显推动作用。以下，

就 2009 年省中心及全省古籍保护工作汇报

如下： 

 

一、省图书馆（省中心）工作 

（一）经费保障 

2009 年初，省财政厅下达省中心古籍保

护工作专项经费 100 万元，为古籍保护工作

开展提供了经费保障。 

（二）组织开展申报工作 

省中心积极组织开展全省第二批《国家

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申报工作。年初，通过筛选、审核，全省上

报 364 种《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书》和 6

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材料；陪

国家中心专家组实地考察6家申报“全国古

籍重点保护单位”古籍保护状况。6 月，国

务院公布评审结果，我省有 11 家收藏单位

的 122 种古籍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武汉大学和湖北大学入选第二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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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三）古籍保护工作队伍建设 

省中心为加快推进全省古籍保护工作

队伍建设，通过举办培训班、单独业务辅导、

派员参加国家中心举办的各种培训班等手

段，初步建立了一支能胜任古籍普查工作的

人才队伍。省中心具体做了以下工作： 

1．于 5 月 17—28 日，举办一期“全省古籍

编目及版本鉴定初级培训班”，31 名学员参

加学习。 

2．协助国家中心举办了“全国第 12 期古籍

普查培训班”，全省 60 余学员，其中还有

广西 2 位学员参加学习。本期培训班授课老

师均为古籍行业知名专家，学员普遍反映收

获很大，成效显著。 

3．全年选派 8 批 13 人次参加国家中心举办

的各类培训班。 

4．分别派员到浠水县博物馆、襄樊少儿图

书馆、谷城县图书馆进行业务辅导，帮助其

进行版本鉴定工作。 

5．指导荆门市馆完成所有古籍分类。  

6．利用 qq,建立湖北省古籍普查群，开展业

务咨询和辅导。 

（四）古籍普查工作 

全省各古籍收藏单位完成古籍普查工

作人员学习和准备。10 月，全国古籍普查平

台调试完毕后，在中心网站发布“省古籍保

护中心关于使用古籍普查平台的通知”，部

分单位正在利用平台做普查数据；09 年，省

图书馆已经完成纸质普查工作单 2134 份，

导入普查平台 540 份。全省古籍普查工作进

入实质性阶段。 

（五）宣传报道 

为宣传古籍保护工作，加强读者与图书

馆沟通，积极与新闻媒体联系，宣传馆藏文

献和古籍保护工作。 

1．09 年，省内多家主流媒体分别报道了全

省古籍保护工作会议活动及工作开展情况，

进一步扩大了古籍保护工作影响，增强了社

会对古籍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和关注度。 

2．全年撰写上网消息报道 10 篇。《湖北省

古籍保护中心工作简报》11 期全部在省古籍

保护中心网站发布。  

3．为配合“世界读书日”活动，举办“古

籍常识及版本鉴定讲座”，结合古籍实务，

对古籍版本常识及古籍版本演变做了简要

介绍，宣传效果很好。 

4． 5 月，举办“湖北省图书馆珍贵古籍选

展”，展示入选《国家折桂古籍名录》10

余种。 

（六）开展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督导、调研 

1．2 月，省中心组织有关专家到京山县、洪

湖市、孝感市、汉川县进行调研。 

2．8 月，受省文化厅委托，省中心组成三个

专家组，分三条线路赴十堰市、襄樊市、鄂

州市、黄石市、黄冈市、宜昌市、恩施州等

地区 22 家收藏单位进行为期 4 天的督导。

督导组按照《全省古籍保护督导工作大纲》，

对各地古籍保护工作队伍建设、普查工作进

展、收藏盒保护现状以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131 
 

等展开督导检查，获得了一手信息，取得了

预期成果，在向省文化厅上报的督导总结中，

中心还提出了进一步做好全省古籍保护工

作的相关建议。 

（七）加强古籍保护、修复工作 

1．为善本制作六合锦面 1 万个，通过省政

府采购招标，合同金额总计 40.2 万元，要

求 2010 年制作安装完成。 

2．按照建设国家级修复中心标准，增购纸

张酸碱测试仪、纸张厚度测试仪及配套设备

和软件以及零边距扫描仪等。 

3．省中心古籍修复工作正常开展。但就全

省状况而言，除武汉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

馆外，其他多数收藏单位因专业人才匮乏没

有开展此项工作。为此，省中心拟于 2010

年举办古籍修复培训班，重点培养古籍修复

人才，促进古籍修复工作开展。 

（八）其他相关工作 

50 年前，我省著名收藏家徐行可先生殁

后，其亲属秉承先生遗训，将徐氏藏书近十

万册、旧藏文物 7000 余件，分别捐赠予湖

北省图书馆和湖北省博物馆。为表彰徐氏无

私奉献，化私为公、惠及学林的高尚精神，

纪念先生对我省图书博物事业的卓越贡献，

湖北省文化厅组织决定举办徐行可先生捐

赠古籍、文物五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整个

纪念活动包括编辑出版一部纪念集、举办 2

个展览、召开一个纪念座谈会，除文物展外，

其他工作由省中心组织实施，纪念座谈会将

在 2010 年 2 月 3 日召开。 

参加国家中心举办的“国家珍贵古籍

特展”，参展书籍为清朴学大师戴震手稿

《经雅》。 

二、全省古籍保护工作 

（一）建立工作机构 

今年5月全省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召开后，

各市州县对古籍保护工作重要性、紧迫性认

识进一步提高。其中恩施州文化局召开了全

州古籍保护工作会议，传达全省古籍保护工

作会议精神，落实古籍普查任务，州图书馆

还对全州古籍收藏单位进行普查摸底；大冶

市成立以副市长为主持人的古籍保护工作

部门局际联席会议制度，市政府办公室转发

了《大冶市古籍普查保护工作实施方案》； 

9 月，黄冈市古籍保护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

度建立，召开了工作会议；十堰市、襄樊市、

恩施州等正在积极筹备成立市州级古籍保

护工作分中心。 

（二）保管条件和工作制度      

从对古籍保护现状上看，各地均采取了

相应的保护措施，专门制定了《古籍保护工

作制度》，安排专人管理古籍文献，所有古

籍入柜或入架存放，同时做好防火、防虫、

防潮、防鼠、防尘工作。有的还积极争取经

费，不断改善古籍保管条件。其中恩施州图

书馆先后争取专项经费近 70 万元用于改善

保管条件，建设标准古籍书库、购置樟木书

柜、制作函套；宜昌市图书馆借新馆建设之

机，加强古籍保护工作，先后投入 20 余万

元，安装恒温恒湿设备，添置樟木书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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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制作函套；黄冈市馆今年争取 5 万元专

项启动经费，用于改造古籍专用库房、购置

樟木书柜；襄樊市图书馆、襄樊少儿图书馆

古籍书库安防、消防项目已立项审批，即将

实施；其他，巴东县馆争取经费 2 万元、恩

施市馆争取经费 4 万、利川市馆争取 1 万元

改善古籍保管条件。 

（三）普查工作 

全省古籍保护工作会议以后，有条件的

市州县图书馆积极开展普查、摸清家底工作，

有的还深入到乡镇进行普查。 

三、目前存在的问题 

我省各地主管部门对古籍保护工作日

益重视，各市州县的古籍保护工作基本上都

已启动。各单位工作人员认识到位，工作热

情高，有些地方还取得令人欣喜的成绩。但

是古籍保护是项长期事业，针对目前现状，

各地普遍存在着以下问题： 

 1．经费制约。由于对古籍保护经费投入不

足，导致有的收藏单位书库环境条件差，书

库漏雨、漏水现象严重。如竹溪县文化馆，

书库墙角大面积漏雨，导致古籍文献严重受

潮发霉、结块；有的整个书库和居民生活区

连在一起，一旦失火，后果不堪设想。部分

市、县古籍保护设施不完备，大部分单位没

有专门的安防、消防设施。 

2．编目无从下手。从各单位对古籍文献分

编情况来看，各地编目水平参差不齐，即使

是在省中心培训过的人员，回去后面对古籍

也感觉无从下手。有的馆只按四部分类法简

单编有一套卡片式目录，并以 A、B、C、D

划分，只有分类号，未设种次号，分编不规

范，著录信息不完整。大多馆古籍仅仅只是

简单的登记造册，还未按规范著录、分编，

势将影响古籍普查数据完整性、准确性。 

3．各地缺乏专门从事古籍修复专业人员，

将近 50%的古籍文献急待修复,古籍的破损

虫蛀现象较为严重,由于缺乏古籍修复常识，

有的馆将古籍加以改装，致使修复的古籍失

去了原有的风貌。 

4.古籍普查情况堪忧，制约此项工作的瓶颈

仍是资金问题。古籍普查资金的多少，取决

于各地领导对古籍的重视程度。县级图书馆

维持日常工作尚且艰难，古籍普查需要宣传，

需要深入乡村调查登记，交通不便，县级馆

尚无车辆，馆里负担交通费用也不现实，普

查工作难以深入开展。全国古籍普查平台已

经开通，各地可利用平台登记上传古籍数据，

但大多市、县馆没有电脑、照相机和扫描仪，

无法进行数据的录入和书影的上传。 

总之，保护好、利用好古籍是我们重大

责任，任重而道远，我们将以更加认真负责

的态度，积极工作，不负历史赋予的重任，

共同推进我省古籍保护事业的全面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