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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全国古籍普查”及古籍保护工作总结报告 

宁夏图书馆、宁夏古籍保护中心 

 

为了全面保护中华古籍，使中华文明能

够千秋万代传承下去，国务院决定自 2007

年起，用 3 至 5 年的时间在全国开展古籍普

查工作。国家文化部于 2007 年 2 月在北京

召开了“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国务委

员陈至立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标志着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2007 年 4 月

30 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全国古籍保护工

作部际联席会议正式成立，联席会议办公室

设在国家文化部。2007 年 5 月 14 日，经中

编办批准在国家图书馆设立“中国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并于 2007 年 5 月 25 日举行了

揭牌仪式。2007 年 8 月 1 日，国家文化部向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印

发了“全国古籍普查工作方案”、“全国古籍

保护试点工作方案”、“《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申报评审暂行办法”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

单位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并设立专家委员

会，聘任有关专家负责珍贵古籍的定级审核

和普查咨询工作。同时，国家文化部还委托

国家图书馆主持制定了全国古籍普查工作

的执行标准（即：《古籍定级标准》

WH/T20-2006.《古籍普查规范》ＷＨ/21-2006.

《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WH/T22-2006.

《 古 籍 修 复 技 术 规 范 与 质 量 要 求 》

WH/T23-2006.《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

求》WH/T24-2006）。此次普查工作，是新

中国成立后首次大规模的对古代文献典籍

进行广泛、细致的调查统计，其结果将对古

籍保护工作提供准确的依据，从而更加有效

地保存、保护和整理这些蕴含着中华灿烂文

明的珍贵文献典籍，使之永泽后世。 

宁夏图书馆、宁夏古籍保护中心认真贯

彻落实国务院、国家文化部文件精神，积极

开展“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加大了保护古

籍工作的力度，现将几年来工作的进展情况

作如下总结与汇报。 

一、充分认识保护中华古籍的深远意义，认

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国家文化部文件精神 

中华古代文献典籍是人类文明与智慧

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一相承的

历史见证。中华古籍具有不可再生性，加强

对中华古籍的保护，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和

保证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

意义。 

    宁夏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十分重视开

展“全国古籍普查”及古籍保护工作，认真

贯彻落实国务院、国家文化部文件精神。

2007 年 2 月，自治区文化厅、自治区图书馆

的领导同志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古籍

保护工作会议，”会后及时向文化厅党组做

了专题汇报，并根据会议精神，结合宁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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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实际启动了古籍普查工作的前期筹备工

作。2007 年 8 月，自治区文化厅下发文件，

成立了“宁夏古籍普查与保护工程”领导小

组（含专家委员会）和“宁夏古籍保护中心”。

“宁夏古籍普查与保护工程”领导小组由宁

夏区文化厅厅长任组长、主管副厅长和宁夏

图书馆馆长任副组长，宁夏图书馆、宁夏区

文物局及高校、科研系统古籍收藏单位负责

人及专家学者任成员。其职责是：按照国家

文化部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统一部署，组

织、领导、协调、监督检查宁夏地区古籍普

查与保护工作；组织专家开展古籍鉴定、定

级和普查咨询、审核工作。2009 年 5 月 26

日，“宁夏古籍保护中心”经自治区编办批

复正式成立，中心设在自治区图书馆。中心

主任由自治区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张欣毅兼

任，工作人员由馆内相关专业人员兼任。 

    “宁夏古籍普查与保护工程”领导小组

确定的宁夏地区古籍普查的总体目标是：从

2007 年起，用 3 年时间：①在全区范围内组

织开展古籍全面普查登记，全面了解和掌握

全区公藏私藏古籍情况。②对登记的古籍进

行详细清点、鉴定真伪、编目整理。③依据

国家文化部新颁布的部颁标准对登记古籍

进行定级。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区古籍信息数

据库，编制全区古籍联合目录。④依据普查

与定级结果，遴选申报入选《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⑤根据相关标准，组织评定全区古

籍重点保护单位，遴选申报“全国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⑥适时启动全区古籍修复工作。

宁夏地区古籍普查的总体目标范围与内容，

基本遵循国务院、国家文化部相关文件精神，

但考虑我区实际情况，增加了两项内容：①

适时启动对民间珍稀古籍的征集、收购工作。

②对宁夏区图书馆馆藏中文特藏文献进行

专家鉴定、定级工作。 

二、宁夏图书馆、宁夏古籍保护中心“全国

古籍普查”及古籍保护工作开展情况 

    宁夏图书馆、宁夏古籍保护中心在宁夏

区文化厅、“宁夏古籍普查与保护工程”领

导小组的统一部署下积极开展古籍普查及

古籍保护工作，几年来主要开展了如下工作： 

1.深入调查，厘清宁夏地区古籍收藏状况 

宁夏图书馆、宁夏古籍保护中心组织专

业人员对我区各地、市、县的图书馆、博物

馆、档案馆、高等院校、科研单位、考古部

门、教育部门等单位进行了全面调查，基本

掌握了宁夏地区古籍收藏的数量及保存状

况。宁夏地区古籍收藏大约 18 余万册，其

中善本约 100 部 1300 册。已整理、编目的

古籍数量为 101200 册；待编目的古籍数量

为 81105 册。其收藏主要分布在：宁夏区图

书馆约 10 万余册（97243 册：其中已完成分

编 89224 册；未分编 7605 册；地方文献 414

册）；宁夏大学 5 万余册；宁夏医科大学 4500

余册；宁夏社科院 17000 余册；宁夏博物馆

6000 余册；固原图书馆 5500 余册；吴忠市

图书馆 2000余册；中宁县图书馆 2000余册；

银川市第九中学 1000 余册；隆德县图书馆

50 余册。民间古籍收藏情况目前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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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于进一步摸查。 

由于经费的原因，宁夏各古籍收藏单位

(除宁夏图书馆新馆已建成具备恒湿、恒温

的珍善本保存书库外)的古籍保存环境及古

籍修复工作状况还略显薄弱，与国家颁布的

各种古籍保护标准还有很大差距。主要问题

是缺乏恒湿、恒温等设备及防止古籍酸化、

老化的手段，古籍修复工作也因专业人员的

缺乏而难以开展。这些问题都需要今后逐步

得到解决和改进。  

2.积极做好古籍普查及古籍保护工作专业人

员的培训工作 

古籍普查和古籍保护工作是一项专业

性、业务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因此，必

须对工作人员进行必要的专业培训，才能保

证工作质量。几年来，宁夏图书馆、宁夏古

籍保护中心积极组织各收藏单位的专业人

员参加由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在北京、

上海、青海等地举办的古籍普查培训班、古

籍普查著录培训班、古籍及拓片修复培训班。

几年来共有宁夏图书馆、宁夏博物馆、宁夏

医科大学图书馆、宁夏社科院情报资料中心、

吴忠市图书馆、固原市图书馆、银川市第九

中学图书馆的 21 名人员参加了各种专业培

训，从而为宁夏开展古籍普查和古籍保护工

作奠定了基础。 

3.指导、帮助各古籍收藏单位认真开展全国

古籍普查工作 

为了保证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顺利开

展，宁夏图书馆、宁夏古籍保护中心多次聘

请、选派专家及专业人员对各收藏单位的古

籍普查、古籍修复工作进行指导、检查，帮

助各收藏单位认真填写古籍普查登记表，进

行古籍版本鉴定及定级，从而保证古籍普查

工作的质量。如宁夏古籍保护中心聘请我区

古籍专家高树榆先生去宁夏大学图书馆帮

助鉴定古籍版本；宁夏图书馆抽调多名专业

人员帮助宁夏医科大学图书馆进行馆藏古

籍的分类、编目整理。 

4.认真组织各古籍收藏单位申报《国家珍贵

古籍名录》 

为了有针对性地保护中华珍稀古籍，自

2007 年 9 月底开始，国家文化部组织开展了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工作，申报工

作受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各

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经过严格的评审，国

务院于 2008 年 3 月 1 日批准颁布首批《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共计古籍 2392 部，于 2009

年 6 月 12 日批准颁布第二批《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共计古籍 4478 部。 

宁夏尽管古籍收藏总量不是很大，但其

中不乏珍品。按照国家文化部《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申报评审暂行办法，宁夏图书馆、

宁夏古籍保护中心组织宁夏各收藏单位认

真挑选，积极申报。经过国家评审，宁夏地

区共有4种古籍分别入选第一批、第二批《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即：宁夏图书馆 1 种；

宁夏大学图书馆 1 种；宁夏博物馆 1 种；宁

夏考古所 1 种。 

5.认真建设、管理好宁夏图书馆“珍善本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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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书库” 

在宁夏图书馆新馆建成并投入使用之

后，根据国家新颁相关标准另追加投资 130

余万元，对地下“珍善本书库”进行恒温恒

湿系统改造，并于 2009 年 7 月交付使用。

该书库总面积为 1152M2（（（24M×48 米），

实际恒温、恒湿面积约 708M2，，其设施是

按照国家颁布的《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

要求》（WH/T24-2006）中的各项指标进行

施工建设。该书库是宁夏地区第一个采用现

代化技术保存古籍善本书的书库，它在宁夏

地区的古籍保护工作中将发挥重要作用。目

前，该书库已在宁夏图书馆开始使用，宁夏

图书馆馆藏古籍及其它珍贵文献约 20 万册

已于近期完成整体搬迁入库（“二次搬迁”）。

与此同时，由全国古籍保护中心统一研发的

“普查登记软件”已在自治区图书馆网络机

房安装完毕。 

 

三、今后工作设想及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1.继续抓紧、抓好宁夏地区的古籍普查工作 

此次全国古籍普查工作要求对每部古

籍进行全面、详细的数据登记及拍照，并要

求对版本及古籍破损程度均进行定级，所以

登记项目多，工作量很大，尽管宁夏地区古

籍收藏数量比其他一些大省区要少，但仍有

很繁重的工作任务。因此，宁夏图书馆、宁

夏古籍保护中心应在前一阶段取得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继续督促、指导、协助各收藏

单位抓紧、抓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使这

项工作尽快顺利完成。与此同时，抓紧做好

全国第三批珍贵古籍名录的遴选、申报工作；

组织编制“宁夏自治区级珍贵古籍名录”和

“全区古籍联合目录”。 

2.统筹规划，逐步改善宁夏地区古籍保存环

境 

加强古籍保护工作，首先要逐步改善古

籍的保存环境。对于古籍的损害主要来自自

然界对古籍的侵蚀，包括酸化、氧化、老化

等方面，其次是鼠啮虫蛀、火灾水侵等。要

延缓古籍的老化程度，延长其使用寿命，科

学而完善的保护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加

大对古籍保存设施及保存环境的投入是十

分必要的。但要普遍建设具有恒湿、恒温，

防止酸化、老化的现代古籍保存书库，需要

很大的经费开支，在目前看来，显然是不现

实的。所以应该统筹规划，先行投入、扶持

一些重点或主要的古籍收藏单位，使其完善

古籍保存条件，然后逐年加大投入，逐步改

善宁夏地区古籍的整体保护环境。同时，对

于一些收藏古籍数量不多的的基层收藏单

位，可以考虑通过主管部门的协调，将其所

收藏的数量不多的古籍统一调拨归“宁夏古

籍保护中心”采用恒温、恒湿书库集中保存、

管理，而由“宁夏古籍保护中心”以新书交

换的方式对原收藏单位给予补偿，这样既保

护了古籍，又节省了经费。 

3.分工协作，逐步开展古籍数字化工作 

对古籍进行数字化处理，既能保护古籍

文献，又能充分利用古籍资料，是最有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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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古籍的途径之一。在目前国家尚未有统一

的古籍数字化协调方案的状况下，加强地方

性的古籍数字化工作是十分必要的。由于多

种因素，宁夏地区尚未对现存古籍进行数字

化处理，应逐步把此项工作放到议事日程上

来。根据宁夏地区的具体情况，可以考虑通

过统筹规划，由宁夏图书馆、宁夏大学图书

馆、宁夏社科院情报资料中心分工协作，分

别负责本系统的古籍数字化工作，从而分担

古籍数字化工作经费的压力。在完成古籍数

字化的基础上，还可以建立“宁夏地区古籍

收藏数据库”，使其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资

源共享。 

4.积极向自治区财政申请专项经费 

    我区古籍普查工作启动以来，除自治区

图书馆争取到新建设结余款招标完成了古

籍专用书库外，尚未落实其它专项经费。最

近，自治区财政正在研究自治区图书馆 2010

年经费预算，是否能将古籍普查工作专项经

费确定下来，对于上述工作计划的如期完成

至关重要。我们也特别期待通过自治区政协

马主席一行的调研视察工作，在这方面再为

我们呼吁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