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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图书馆

四川省图书馆馆藏古籍及线装旧籍文

献 65 万余册。其中善本古籍 5000 余部 6

万余册；以明代版本为主，余皆清代初、中期

版刻和稿、抄本。四川省图书馆的古籍藏书

以四川地方志书谱牒、历代川籍学人著述、

中医典籍、佛、道藏文献和清代以来四川版

刻书籍为特点。

馆藏古籍的保护工作历为本馆古籍工作的重

点。在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 通过本

馆的努力，于 1980 年代，修建了古籍藏书大楼

，馆藏古籍全部实现了专库收藏和管理，善本古

籍不仅有了恒温恒湿的书库，且全部入装新定制

的楠木书柜， 藏书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尽管

如此，因四川属温湿物候地带，我馆的古籍保护

工作仍是难度颇大，面对的主要问题有：藏书的

除湿， 书库的恒 湿控制难以解决；由此产生

的古籍的霉湿、虫蛀等问题相当普遍。因此，

破损古籍的抢 救修复工作得到极大的关注和重

视。长期以来，古籍修复人员长年保持在三人以

上， 修复用材料、设备方面的投入予以充分保

证。 不论在何种条件下，古籍的抢救修复工作

基 本没有停止。一批有不同程度破损的善本古

籍和普通古籍得以抢救修复， 如明抄本《诸症

辩疑》、稿本《蜀典》、弘治本《大明弘治甲子

重刊改併五音集韵》等，同时泸州图书馆的孤

本方志：乾隆《大竹县志》也在我馆得以修复

。应该说，我馆的古籍保护修复工作是有成效

的。自 2007 年国家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展

开和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在我馆挂牌成立以

来，有省委、省政府、省厅的重视，在馆长的

高度关注和支持下，我馆的古 籍保护修复工

作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階。古籍修复人员得以

增加，有着丰富修复工作经验、具备精湛工

作技能的高级修复人员得以延聘；同时也加

强了人员的培训工作，除自身的培养外，还派

员参加国家中心的各次培训，不仅人员队伍的

扩大，修复技能也有明显的提高。对修复工作

的投入也是空前的，近年来以近百万的资金，

购入古籍修复专用工作台、数十种修复用纸

、绫、绢和专用冰箱、修复机、各种工具及

设备，不仅大大地改善了修复工作条件，工作

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一批珍贵古籍得以及时

尽快的修复，如重明《洪武南藏》的破损严重

部分，康熙瓷版印本《周易说略》、稿本《同治

元年隨军日记》；及上千册常用方志谱牒等。

但囿于馆舍的局限性，修复工作的充分展开和

设备作用的完全发挥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

方，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应该是新馆建成后

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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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藏书的管理方面，除定期投放防虫药物以

控制虫患的漫延外，同时组织专人对藏书情

况进行定期翻检，既有人工除虫之效， 发现

的问题得以及时处置，这对藏书的保护是有

效的。但亦是有限的。总的来讲， 我馆的古

籍保护工作基本是上沿着传统的保护工作

方式和思路来进行的，且是持之以恒的。如

果说有一定成效的话，那么对于后者的坚持

则是最重要的。

藏书保护根本目的在于保证典籍的正

常使用，以充分发挥它们的存世价值。我馆

的古籍藏书在我省的文化建设、经济建设、

科研等方面充分发挥了它们的作用。如新地

方志书的编纂，一些重大的文化工程，如《全

宋文》、《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

书》、《国家清史工程》等。工作底本的提供

及所需资料的保障； 在现有的馆舍条件下，

主动调整藏书布局(以本馆的特色文献为

主)， 以充分满足国内外读者科研工作于古

籍文献的需求。在文献的再生性保护方面，

多年来一直坚持重要文献的缩微工作， 计拍

摄古籍善本 234 种 950 卷，民国期刊 1800

种 762 卷， 报纸 125 种 757 卷，既保证了社

会于文献的需求， 又很好地实现了文献原件

的保护；影印出版了独具文献特色和版本价

值的馆藏孤本文献《四川南阆盐务图说》、

《四川省方志简编》、《印经印图》等书， 较

好地解决了藏与用的矛盾。

2007 年 9 月，“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

在我馆挂牌以来，我馆承担起了古籍保护中

心的相关工作。“四川省古籍保护工作厅际

联席会议”的建立；我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

相关文件的起草，对我省古籍普查作出了规

划， 及具体的工作要求和说明，以指导和推

动我省此项工作的开展。

目前我省各相关古籍藏书单位已基本

行动起来，着手文献的整理等普查登记的前

期工作，俟普查平台安装完成，即投入数据

的制作工作。针对古籍保护工作队伍人员不

足的问题，我省除派员参加国家中心主办的

各类培训班外，还举办全省各系统相关古籍

藏书单位参加的《古籍普查登记著录培训

班》、《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承办国家中

心《第十一期古籍普查登记培训班》，全省

相关古籍藏书单位 300 余人次参加了培训。

为我省的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和以后的古籍

保护工作准备了人才队伍。

组织我省各相关古籍藏书单位参加国

家古籍中心组织的第一、二批《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和《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的

申报工作。我省的四川大学图书馆(35 种)、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15 种)、成都草堂博

物馆(5 种)、泸州市图书馆(2 种)、富顺

县图书馆(1 种)、四川省图书馆馆(93 种)

等六个单位， 计 155 古籍入选项第一、二批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四川大学图书馆、成都市图书馆、南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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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图书馆、泸州市图书馆、成都草堂博物馆

等 5 个古籍收藏和保护条件较好的单位，评

为“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这些工作的开展对于各古籍藏书单位

有着较大的影响， 对古籍收藏条件的改善和

保护工作的加强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我们

相信， 隨着全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全面展

开和深入进行，我省的古籍保护工作不仅会

引起各级的高度重视，既定的古籍保护工作

目标的实现是完全可能的。我馆的古籍工作，

虽有馆舍条件制约的问题， 但我们只能是利

用现有条件，不等不靠，抓紧工作，做好我 馆

的古籍保护工作，并通过我们的工作，起 好本

省古籍保护工作中心馆的作用，以促进 我省

古籍保护工作项目顺利完成，古籍保护

事业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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