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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古籍保护和古籍工作报告 

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 

 

2007 年 1 月 19 日，国务院办公厅

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

意见》，标志着在新世纪由我国政府组织

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序幕正式拉开。2 月

28日至3月1日，文化部组织在北京召开“全

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全面布置全国古籍

保护工作。云南省文化厅陶国相副厅长和云

南省图书馆李友仁馆长参加了会议。回昆后

就开始布置我省的古籍保护工作。3 年来，

在云南省文化厅的正确领导下，在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在全省古籍

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云南省的古籍保护工

作步入了崭新的局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2008 年 7 月 25 日，云南省文化厅

在云南省图书馆召开了全省古籍保护工作

会议，全面部署全省的古籍保护工作。在这

次会议上，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正式挂牌成

立，并建立了云南省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

会议制度，成立了云南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

委员会，制定云南省古籍普查实施方案，确

立普查范围和内容。 

二、以云南省图书馆为龙头，在全省开

展了古籍普查工作。云南省图书馆自 2007

年 8 月开始进行古籍普查工作，目前已完成

省馆一、二级古籍的普查工作，并积极带动

各州市县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科研院所图

书馆、民委民宗等古籍单位开展古籍普查工

作。 

三、认真做好第一、二批《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

报工作，用《名录》申报工作提升古籍保护

工作的质量。目前，云南省共有 142 部包括

汉文、彝文、傣文、纳西象形文、白文等文

种在内的传世珍本入选第一、二批《国家珍

贵古籍名录》，在西南地区名列前茅；云南

省图书馆也成为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 

四、大力加强古籍整理和修复工作人才

队伍的培养，3 年来共有 113 人次参加了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全国古籍普查培训

班、古籍鉴定班、古籍鉴定与保护高级研修

班、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初、高级）、古

籍编目班、古籍普查平台应用软件系统培训

班、古籍普查平台管理人员培训班、全国碑

帖鉴定与保护研修班、民族语文古籍鉴定与

保护研修班等等。同时，和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联合举办了第二期全国民族语文古籍鉴

定与保护研修班、第八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

培训班，独立举办了云南省古籍普查培训班、

红河州古籍普查培训班等，培养了学员 137

人次。 

五、古籍修复工作顺利推进，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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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在古籍修复工作中的运用。云南省

图书馆古籍修复组的人员和技术力量比较

雄厚，2008 年取得了由国家文物局备案的二

级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并购置了自动纸浆

补书机、压书机等设备，形成了以云南省图

书馆古籍修复组为中心、带动全省古籍修复

的工作局面，使古籍修复工作日常化、规范

化、长效化。 

六、在加强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

用古籍文献资源，加强古籍的研究和整理出

版利用，先后出版了《云南省图书馆馆藏善

本书录》、《云南省图书馆馆藏珍品图录》等

书籍。 

七、建立了云南古籍保护网页，建立了

古籍保护高级 QQ 群，编辑《云南古籍》简

讯扩大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的知名度，并通

过电视、电台、网络和平面媒体宣传全省的

古籍保护工作。 

但云南省的古籍保护工作仍存在许多

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保护经费不足、缺

乏专业工作人员、古籍保存状况不佳等。 

一、古籍普查工作存在障碍。由

于经费限制，很多古籍藏存单位无法购

买古籍普查用电脑、扫描仪、数码相机

等设备，尤其是云南省尚未建立古籍普

查软件平台，成为云南省古籍普查工作

的掣肘。我省的古籍保护和普查工作起

步较早，成果也比较突出，但因缺乏普

查平台使我们滞后于全国其他省份。 

二、古籍的保存环境有待改善。

云南地处边疆地区，公共文化设施落后

于内地经济发达的省份，有很多县级图

书馆馆舍破旧，条件艰苦，无力为古籍

安排良好的存放环境。即使是像省图书

馆这样古籍存放条件较好的单位，也还

有一大批古籍无法在恒温恒湿的条件

下保存。新建馆舍、改造库房是很多古

籍收藏单位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三、全省的古籍保护工作人员的培训经

费紧张，无法满足现实工作的需要。人员的

培训是做好古籍保护工作的前提，但因培训

费用无法解决，全省的古籍保护培训工作难

以顺利开展。 

四、古籍修复设备、材料欠缺。除云南

省图书馆外，其它的收藏单位都没有古籍修

复现代设备，如纸浆补书机、电动压力机、

便携式酸碱度测试仪等相关设备以及修复

档案管理软件和修复材料，影响了我省破损

古籍的修复进度。 

五、古籍保护工作人员配置不足。古籍

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但受传统图

书馆工作、服务理念的影响，专职从事古籍

保护工作的人员严重不足，在很多地方这项

工作被边缘化。 

做好古籍保护工作是一件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的大事，意义重大，使命光荣。我们

现在要加强对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

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

整理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传承历史、弘扬

民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