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古籍拍卖市场走势及国图竞拍工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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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籍拍卖是近年才真正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古籍流通形式。20 世纪 80 年代，上

海华东拍卖行曾举办过线装古籍的拍卖活动，但参拍的只有二十来册古籍残卷。为开辟稀有

古旧图书及珍贵资料合理的流通渠道，北京中国书店从 1992 年开始尝试用拍卖的形式经营

稀见书刊资料，首次为“92’北京国际拍卖会”提供古籍拍品，并取得了成功。1993 年，

北京中国书店在北京第三届图书节期间成功举办“北京首届稀见图书拍卖会”。首次推出善

本古籍专场的是中国嘉德拍卖公司。1994 年秋，嘉德公司推出了首届中国古代善本古籍拍

卖会。拍卖会上，成交价和成交率之高都出人意料。随着我国拍卖业的兴起和发展，拍卖公

司如同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成立，并纷纷涉足古籍拍卖领域，使得古籍拍卖业和拍卖标的物的

竞争也日趋激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古籍资源相对紧缺、古籍市场相对萎缩的状况下，拍卖这种

纯市场经济形式可以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来激发古籍市场需求和活力，提高拍卖委托人提供

古籍拍品和拍卖公司经营古籍拍卖、征集善本古籍拍品的积极性，从而使古籍拍卖标的物的

来源更加广泛多样化。作为国家总书库的国家图书馆，从古籍拍卖市场遴选缺藏的古籍文献，

健全古籍特藏体系，是自身的基本职能要求，所以，国图古籍特藏部门一开始就十分关注古

籍拍卖业的活动和走向，在认真做好其他渠道采选工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古籍拍卖会，认真

竞拍国图缺藏的古籍文献，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为了更好地进行国图缺藏的古籍竞拍工作，

本文简要总结了全国古籍拍卖走势及国图的古籍竞拍工作，并提出三点有关国图古籍竞拍工

作的展望和设想。 

一、古籍拍卖走势特点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发展和完善，文化艺术品市场经营机制基本与国

际接轨，其拍卖市场得到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其中古籍拍卖活动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只

要国家的市场经济政策保持不变，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拍卖机构将进一步解放思想，

积极拓展古籍的拍卖市场，古籍拍卖涉及领域将越来越深，越来越广，也将越来越多地改变

相关行业和人士原有的观念和思路。当前，古籍的拍卖活动呈现以下走势特点： 

1、拍卖成为古籍流通的主要渠道。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我国古籍流通的主要渠道是：古旧书店销售、个体所有者出售、

藏书家捐赠。自从 90 年代初拍卖活动重新进入国内市场经济领域，古籍迅即成为拍品的主

要大类，并且以很强的势头持续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古籍主要流通渠道的地位。 

以经营中国古旧书闻名的中国书店本来是图书馆和个人选购古籍的主要渠道，在已经掀

起的古籍拍卖浪潮中，也当仁不让地跻身其中。他们不仅有丰富的货源，也有独到的经营眼



光。1998 年经国家批准，北京海王村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成立。现在，北京中国书店的古籍

流通工作不少转由拍卖公司来操作。 

自 1994 年秋季于国内首创古籍善本拍卖专场，中国嘉德公司为此极具传统文化特色的

项目做了大量的市场培育工作，并使此项目逐步成为其优势部门。至目前为止，以中国嘉德

为首的全国各拍卖公司已举办过数十场古籍拍卖会，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颇受公私藏

书界的关注。 

在此形势下，原来古籍流通的古旧书店销售、个体所有者出售、藏书家捐赠的三大主要

渠道出现了很大的分化现象。每个主要渠道中许多高质量的善本古籍转向了拍卖领域。这种

现象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在古籍流通领域贯彻“公开、公平、

公正”市场经济原则所必需的，对于拉近由于各种历史原因造成的我国文物艺术品市场价格

与欧美文物艺术品市场价格的惊人距离，真实地再现中国传统文物艺术品的实际价值也有很

大的现实意义。但是，这种现象的直接结果是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图书馆和个人选购所需古籍

的经费支出，同时，古籍拍品成交价预测和贵重古籍选购操作的难度也加大了。 

2、国宝级善本古籍参拍成为拍卖会的持续亮点。 

由于国内古籍流通市场的日益成熟，善本古籍拍卖受到越来越多的公私收藏界重视，善

本古籍的拍卖成交价持续上扬，频创新高，吸纳了大量的国宝级善本古籍参拍，持续成为各

善本古籍拍卖专场的亮点。 

国宝级善本古籍参加拍卖，其来源主要有二： 

    一是流失海外的国宝级善本古籍回归参拍。 

由于清朝后期国力的衰败，列强侵入，使得我们大量的文物艺术品流到国外。自从中国

大陆文物艺术品市场形成以后，大陆的文物价格迅速提升，与国际接轨，流失到海外的文物

开始大量回流。历次古籍善本专场均征集到一些回流国内的善本古籍，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

于 1995 年秋嘉德专场上出现的宋周必大刻《文苑英华》、明刻本《铁崖先生古乐府》。两书

均为香港收藏家陈澄中先生旧藏，50 年代中期，因生计问题，将此两种善本售出，归王南

屏先生收藏，事隔四十余年后，复归祖国内地参拍。 

自 2000 年开始，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形势逐步明朗，文物的回流又出现数量多、质

量高的新形势，2002 年达到一个高峰，人们称之为文物回流年。在善本古籍方面，嘉德等

拍卖公司古籍拍卖专场多次举办成功，为国际收藏界所关注，直接吸引了一些海外收藏家，

将一些颇有影响的善本古籍送回国内投入拍卖市场。2000 年 4 月，流落海外达半个多世纪

的翁氏藏书 80 种 542 册（其中宋本 11 种 156 册）回国拍参。这批善本古籍后为上海图书馆

以 450 万美元购得。 

随着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日趋成熟，北京作为现代化的国际化大都市，继英国伦

敦、美国纽约、中国香港之后，成为第四个中国文物艺术品世界集散中心。其主要特征是，

北京不仅一般的中国文物回流的数量多，质量好、价位高的珍贵文物回流数量也开始赶上或

超过伦敦、纽约、香港。这也使北京拍卖市场成了回归的珍稀善本古籍集散之地。 

二是流散或分藏民间的国宝级善本古籍现身参拍。 

国家稳定的保护个人财产所有权政策和善本古籍持续在高价位落槌成交，也吸引了不少

流散或分藏民间的国宝级善本古籍敢于现身，大胆参拍。 

2002 年秋，中国嘉德公司举办的拍卖会上，由上海著名收藏家钱镜塘收藏的《钱镜塘



藏明代尺牍》以成交价 990 万元被上海博物馆买走，创下了中国古籍善本拍卖的最新世界纪

录。 

今天，中国的综合国力日渐强盛，国家图书馆有责任和义务在适宜时机参加竞拍或买断，

将流失国宝收归国有，其中包括善本古籍。从目前形势看，流失海外的善本古籍以拍卖形式

返还国内和流散或分藏民间的国宝级善本古籍现身参拍的机会还会不断出现。 

3、善本古籍成交价逐步上扬接近其实际价值。 

古书从“文革”中被废品站以几分钱一斤的价格撮堆收购（送到造纸厂化纸浆）甚至干

脆拒收，到现在骄傲地躺在豪华大厅里等着槌声敲响卖出高价，不能不使人感慨变化有天壤

之别。 

在 1994 年秋和 1995 年春，嘉德连续推出了中国古代善本古籍拍卖会。拍卖会上，成交

价之高出人意外。比如两册清康熙年殿版开花纸的《周易本义》，80 年代末，古旧书店标价

也不过二三百元，一上拍卖台，竟卖到九千多元的高价，令许多本来对古籍拍卖并不看好的

人甚为吃惊。因此，自 1995 年后，善本古书，珍稀旧书，罕见资料（如图片、期刊）在拍

卖场上的价格全面暴涨。尤其在“99’春季拍卖会”中，四册残本的南宋版《春秋经传》，

由于珍贵稀有，极具收藏价值和升值空间，引起激烈竞标，终以 176 万元的价格成交，掀起

一片热潮，创出当时中国古籍单件拍品成交的世界纪录。 

这样的情形大约持续到 1996 年后，善本图书拍卖的价格有些回落。这其中一个很大原

因是买家的成熟。他们对善本古籍的版本知识和实际价值的不断了解，逐步减少了善本古籍

收藏方面的盲目投资。 

1998 年，晚清著名藏书家常熟翁氏六世秘藏的南宋刻本《昌黎先生集》六册，从 45 万

元追叫到 111.1 万元才告成交。在嘉德拍卖会上，一部清内府藏元版珍籍 190 万元成交。中

国书店的宋版《欧阳文忠公集》残卷一册 64.9 万元落槌。上海国际商品拍卖公司与博古斋

联手推出的古籍善本拍卖专场，人气十足，成交价往往数倍于估价，宋刻本《监本纂图重言

重意互注礼记》十册，估价 75－85 万元，成交价高达 121 万元。 

佛经也每每成为收藏市场的“亮点”。1994 年秋，明泥金写绘《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四册成交价 63.8 万元。1995 年春，清泥金绘《佛像人物》一册成交价 24.2 万元。

1997 年秋上海国商拍卖会，《佛说诸福田经》奈良、平安年间日本写本（相当于唐代时期）

一卷，由 10 万元起拍，最终以 44 万元落槌。唐人写经和佛经中泥金写绘本，往往以孤本方

式或册页问世，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书价大幅提升，并不等于所有古籍都能升值。综观当前古旧市场走势，最富增值潜能的

是宋金元时期的善本。宋代的雕版印刷术刚刚走入成熟，距今年代久远，存世量也少，极具

资料价值和收藏价值，非常符合古籍界常说的“三性”，即“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

术代表性”。当时中国的印刷术也代表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水平。从清代起，就有不

少收藏家开始将宋版书作为自己的收藏至爱了，向有“一叶宋版，一两黄金”之说。北京嘉

德 98’春季古籍善本专场拍卖会，宋刻《大威德陀罗尼经》一册，成交价 13.2 万元。现在

宋版书每册成交价都在十万至几十万元之间，其中有不少已经高于“一叶一两金”。90 年代

初，宋版书大约 3 万至 4万元一册，其价格每年以万元或更高的速度递增，可见其增值之快。

由于宋版书弥足珍贵，有宋版书的人大都不愿意轻易出手。特别是收藏家的宋版书，别说让

他出让，甚至看一下都难。所以，一旦有缘与宋版书相遇，只要财力允许，下决心买下定是



一条增值财路。金、元版书虽不能同宋版书相提并论，但收藏界一向认为，宋金元本同属珍

稀善本。1998 年春，元刻《朱文公校正昌黎先生集》三册，估价 24 万元—26 万元，成交价

为 56.1 万元。2001 年，金刻《玄都宝藏·云笈七签》一纸残叶，成交价竟高达 5.5 万元。 

总之，纸张和印刷术都是中国人最为自豪的发明，作为那个时代见证的古籍无疑会得到

更多的关注。目前善本古籍拍卖会几乎场场火爆，价格越拍越高，对于体现善本古籍的实际

价值，活跃古籍收藏市场，吸纳更多的善本古籍参拍，缩小与海外文物艺术品市场价格的差

距，有着很大的意义。 

从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到，五至十年内，是我国古籍拍卖市场逐步成熟阶段，国内外准备

注入古籍拍卖市场的资金将逐渐到位，也是善本古籍在拍卖会大量涌现的活跃时期，其间，

善本古籍拍卖成交价位还有比较宽余的升值空间。 

 

二、国图古籍竞拍作用 

当前，拍卖已经成为古籍流通的主要渠道，这是不争的事实。国内买家的群体已经日

趋成熟，对版本有精到的研究，对自己的收藏范围有较严格的界定，对价格也有自己信守的

上限。从拍品征集上来看，则稀见珍贵的古籍越来越少，而一般的大路货则较多。反映在拍

卖场上，则出现了成交率不高而成交价不低的情形。但是随着善本古籍来源的日趋紧张，拍

卖会要取得成功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从拍卖事业和经济规律出发，拍卖公司将全力以赴地拓

宽征集渠道，把古籍拍卖推向新高。毕竟，这对于抢救、保存古籍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

的事。拍卖公司和国内外藏家有如此认识，我们作为国家图书馆从本身的职能、职责和任务

考虑，更应该顺应趋势，与时俱进，积极开展古籍竞拍工作。其主要的作用如下： 

    1、参加古籍竞拍可以健全、畅通国家总书库的采访渠道。 

    古籍进入拍卖市场，打破了古旧书店经营垄断地位，使更多更好的善本古籍通过更多更

好的渠道进入市场，从而使广大爱书者和图书馆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和更多的购藏机会。今后

的发展趋势是，拍卖公司在古籍文献的流通方面，将发挥主导作用。换言之，原来我们图书

馆入藏古籍的三大渠道：古旧书店等经营机构销售、个人所有者出售、藏书家捐赠，现在已

经变为四大渠道，加了一条最主要的渠道：拍卖方式。我们国图应该顺应潮流，充分重视古

籍的竞拍工作，并应全面利用古籍拍卖渠道的有关信息，把其他入藏古籍的三大渠道采选工

作做得更好。因为，古籍拍品价格已经渗入中介费和人为抬价等因素，对图书馆来说，能够

在古籍进入拍卖领域之前将它买下，即与拍卖公司在拍卖会之外展开古籍来源竞争，其单纯

书价可能是比较理想的，但必须有新的古籍采选方针（外出调查与选购等）和更多的采选力

量投入作支撑。 

    2、参加古籍竞拍可以保证国宝级文物收归国家所有，避免再次流散。 

    众所周知，由于一些珍稀善本古籍在拍卖市场上受到众多买家的青睐，成交价超过几十

万，甚至上百万已是屡见不鲜的事实。一向深藏民间，甚至是早年流出海外的国宝级善本古

籍，也纷纷被吸纳到中国大陆的拍卖市场，形成了卖方、中介和买方皆大喜欢的三赢局面。

对于这些从民间现身和海外回归的国宝级善本古籍，我们国图就有责任把它们收归国家所

有，避免再次流散。2002 年秋，国图从翰海公司购入的 44 册南宋刻《思溪藏》版《大般若

波罗蜜多经》，便是其中一例。经核查，这些经册可补国图所藏 19 世纪末杨守敬在日本所购

《思溪藏》之缺，且书品较之更好，其中还包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六百。2001 年



国图已将该经卷第一收购入藏，此次收入卷六百，将提高这部《思溪藏》的文物价值和资料

价值。 

    3、参加古籍竞拍可以保证古籍馆藏采新补缺工作的正常进行，提升中国国家图书馆的

形象和地位，做好国家总书库的建设工作。 

    原先与图书馆和个人直接打交道的三大渠道所拥有的古籍文献大量涌向拍卖会这个中

介舞台，国宝级的善本古籍不断走上众人瞩目的拍卖台，这个现实促使我们图书馆为了保证

古籍馆藏采新补缺工作的正常进行，必须积极参加古籍竞拍活动。江苏省美术馆于 2002 年

4 月首次参与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开了全国美术馆从拍卖会上选购藏品的先河。他们认为，

收藏从原来的等待收藏到现在的主动出击是国有美术馆观念上的转变，是顺应形势发展的需

要，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拓宽藏品征集渠道的一种有益尝试。我们国图更应该如此。

根据国图的职责、任务，各种古籍拍卖会应该有我们的活动和声音，并做出竞拍工作的实际

成绩来，才能提升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形象和地位，完成中国国家总书库的建设任务。 

三、国图古籍竞拍概况 

    拍卖形式进入古籍文献的流通领域，国图的有关业务部门就十分关注。1998 年，经馆

里批准，善本组和普通古籍采编组分别参加了嘉德和海王村举行的古籍拍卖会，选购了所需

古籍文献，补充了古籍府库。四年多来，国图在古籍竞拍工作方面倾注了大量的人力、财力，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竞拍机制 

    针对古籍竞拍工作复杂、学科知识要求高、竞拍现场变化快、竞拍操作具有法律意义等

特点，为了统一国图各部门的古籍文献竞拍工作，克服拍品成交价难以预测、贵重善本古籍

竞拍操作难度大等困难，2001 年，国图制订了古籍文献竞拍工作的有关规定。其基本要求

有： 

    （1）古籍文献竞拍工作由善本特藏部负责，涉及具体类型的文献竞拍任务由负责该类

文献采选的科组承担。 

（2）必须考察每种拍品原件。 

    （3）成立“拍品鉴定专家小组”，对意向拍品进行鉴定，并提出鉴定意见。 

    （4）每种拍品须填写《竞拍意向建议书》，注明最高限价，报有关领导审批。 

    （5）在竞拍现场，应指定各岗位负责人和总负责人。 

（6）成交拍品进馆后，应立即进行复审鉴定。 

    （7）竞拍工作全部结束后，应有详细的书面总结，报有关领导审核存档。 

    实践证明，上述规定在做好古籍文献竞拍工作中起到了规范和指导作用。 

2、竞拍队伍 

    考虑到古籍文献竞拍工作本身的复杂性，并且事关巨额国家经费安全的重大问题，国图

根据不同等级的拍品情况建立了由“专司拍品质量把关的馆内外学术权威、负责竞拍标的审

定的拍品鉴定专家小组、具体进行竞拍操作的有关科组业务干部”三级专业人员构成整体的

竞拍工作队伍。 

    为了保证善本古籍拍品的学术价值，国图经常根据竞拍工作需要和国宝级善本古籍特点

请馆外特聘专家顾问帮助进行鉴定。这些馆外专家主要有两部分：有长期定聘合约的、还有

是根据拍品情况临时邀请的。这些专家顾问都是国内外各学科领域的学术权威。他们为国图



做好国宝级善本古籍的竞拍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保证了入藏的善本古籍具有很高的质

量。 

    拍品鉴定专家小组是由善本特藏部及馆内外专家和相关学科学术骨干组成的，是一个不

定期讨论研究的拍品审定常设组织。参拍前，所有欲竞拍的古籍文献均须由拍品鉴定专家小

组讨论通过。竞拍成功的古籍文献均须由拍品鉴定专家小组复核审定，通过验收的方可入藏。

凡拍品鉴定专家小组讨论有分歧意见的，为保证竞拍工作和国家经费的万无一失，相关拍品

一律不予选购。 

    有关科组的业务干部是竞拍的具体操作者。他们由科组行政领导、该类文献采访人员、

业务骨干和有较丰富的具体工作经验人员组成。这些同志工作认真细致，参拍前准备工作谨

慎细密，竞拍时严肃果断、配合默契，办理财务手续和验收拍品一丝不苟。 

古籍文献竞拍工作既是一项通过公平竞争选购藏品建设国家总书库的重要业务项目，

也是一个在市场经济的大风大浪中摸爬滚打锻炼和提高竞拍业务队伍素质和水平的好机会。

作为承担国图古籍文献采选任务的竞拍业务队伍，应该充分利用瞬息万变古籍拍卖场上的实

际考验机会，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 

    3、竞拍特点 

    国图是目前国内坚持经常参加古籍文献竞拍活动的国家级图书馆。历年来，经过有关工

作人员兢兢业业的不断努力，国图的古籍文献竞拍工作形成了以下几个特点： 

（1）确定原则自主参拍 

古籍竞拍工作是国图古籍采选工作的新内容，也是带有浓厚商业色彩的复杂业务项目。

笔者以为，古籍拍卖市场走势跌宕起伏，价格行情瞬息万变，作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善

本藏书在海内外举足轻重，从事古籍竞拍应该有自己的原则和定力。简言之，应有以下几点：

（一）古籍竞拍是目前古籍采选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内容。要做好古籍采访

工作，主要功夫要放在拍卖会以外的藏书补充渠道，而且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古籍传统渠

道的采访工作。（二）古籍竞拍的各个工作环节必须在国图制定的竞拍机制及其各项规定约

束下进行，决不能掺杂各种个人或偶然因素。（三）竞拍操作当中，除应该关注著名拍品以

外，更应该重视目前尚未成为市场热点的国图缺门古籍。（四）必须从国图实际出发，坚持

拍品限价原则，决不与有经济背景者和拍卖操纵者作无谓的竞争。 

（2）竞拍操作慎密细致 

    国图各业务部门在进行古籍文献竞拍操作中，均认真执行古籍文献竞拍工作管理规定，

各个环节一律慎密细致，工作必须做到家，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拍品查重要求核实卡片目录

以及书目数据库，必要时进库核对架上的古籍版本。实地考察拍品要求认真周密，数人数遍

复核版本情况，必须取得一致意见才可敲定参拍。验收拍品必须依照《拍卖图录》和鉴定记

录逐种逐项进行复核过目，准确无误方可签收。2002 年春，有一种古籍拍品《拍卖图录》

著录为“清刊本”，流传稀少，估价较高。预展考察时，经仔细鉴别，认定是在清末石印本

基础设色，遂决定不予竞拍。 

    （3）领导部门严格审批 

    对于古籍文献竞拍工作管理规定中的竞拍审批权限问题，各级领导和具体操作人员都十

分重视，严格执行。业务科组组长和具体操作人员严格按照分级审批权限规定填报《竞拍意

向建议书》和《拍品限价请示报告》，不见批文不参拍。各级行政领导精心审核《拍卖图录》、



拍品考订结论和专家意见，认真履行审批职责，及时反馈审批决定意见。 

    （4）国宝拍品时有成交 

    在各善本古籍专场拍卖会上是经常出现国宝级古籍拍品的。近年来，国图出于购书经费

短缺、请拨专项经费手续繁复难办和积累竞拍工作经验等原因考虑，国宝级拍品成交仅局限

于个别类文献。一旦拍卖会涌现的善本古籍拍品够国宝级标准，国图财力有可能承担，馆领

导部门还是会千方百计挤出资金，支持善本特藏部选购有关善本古籍。象金刻本《观弥勒菩

萨上生兜率陁天经》一卷，国图出巨资从海王村拍卖公司购入。2001—2002 年，国图从海

王村公司和翰海公司分 6 批购入南宋刻《思溪藏》版《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这些国宝级善

本古籍的陆续入藏，丰富和补充了国图的善本古籍藏书体系。 

四、国图古籍竞拍展望 

拍卖成为古籍流通的主要渠道，国图以往的古籍采选模式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尤其是善

本古籍特藏的捐赠和购买机会日见萎缩。针对这一新的形势变化，国图的领导班子和业务人

员及时调整古籍文献的采选思路，在继续鼓励社会各界向国图捐赠和积极联系古籍经营单位

及个人古籍持有者进行选购外，主动出击，坚持介入古籍拍卖市场，扩大古籍采集渠道，把

国家还不宽余的购书经费用好，为国图聚集更多古籍特藏的精品力作。 

纵观古籍文献拍卖市场的发展趋势，审视国图目前的古籍文献竞拍工作的实际状况和任

务需要，古籍文献竞拍工作是大有可为的，应该加大投入力度。 

1、不断增强竞拍力量和水平，继续拓宽竞拍范围。 

据我国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在全球 47 个国家的 200 多个博物馆中，中国各种文物不

下百万件，例如甲骨就达二万余片，敦煌文献三万余件，可查考的历代名画二万余件，若加

上散落民间的就更多了，而且都是精品。这些中国文物大多为旧中国时外流的。其流失渠道

大致有三：一是当时的侵略战争中列强抢走的；二是当时一些来华外国人偷走的；三是外国

人勾结旧势力以极低的价格买下后偷运出境的。从古籍拍卖形势看，这些流失海外的善本古

籍以拍卖形式返还国内的机会还会出现，国内散存民间的善本古籍也将不断出现在拍卖会

上。而现在国图的竞拍活动还是基本集中在首都北京，与全国的古籍文献拍卖状况是不相适

应的。所以，国图应该加强竞拍队伍建设，提高竞拍业务水平，扩大参拍的地区范围和拍品

国别，加大鉴定技术投入，提高古籍拍品考订的速度和准确性，增加属于图书馆收藏范围的

参拍门类，除善本古籍外，普通古籍、近代及解放区出版物、名人手稿、签名本、金石碑帖、

舆图、老照片、经济旧档、报刊等也应纳入国图的日常竞拍范围，使我们古籍文献竞拍实力

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地位和职能相吻合。 

2、进一步健全竞拍工作机制。 

具备了竞拍工作队伍，还需要有一整套完善的竞拍工作机制来保证，才能发挥应有的

作用，取得良好的成绩。拍卖场如同战场。拍品的版本和价位错综复杂。卖家、中介的经济

利益追逐使拍卖操作计谋多端。买家群的眼光、爱好、兴趣、实力此消彼长，瞬息万变。竞

拍现场的一举一动都具有法律效力，都与国家利益休戚相关，丝毫马虎不得。这一切与过去

计划经济的旧有模式是格格不入的，也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风口浪尖中真刀实枪地过招。我

们除继续严格执行已有的规章制度外，还应密切关注古籍文献拍卖市场新的发展变化，进一

步健全竞拍工作机制，不断完善拍品考订规程、保密制度和竞拍限价原则，加紧制订风险预

案，尽快增强版本鉴定力度，以适应国图古籍竞拍工作发展的实际需要。 



其中，确立古籍竞拍限价机制是国图参与古籍商业竞买，特别是与有实力的藏书家或

机构进行竞争时应采取的原则控制方式。古籍竞拍事关图书馆基本业务建设、国家经费的合

理使用，已经涉及商业运作，必须谨慎从事，杜绝失控，这就要建立古籍竞拍限价机制来保

证。古籍竞拍限价原则的主要内容有：拍品考订结论、拍卖价格走势和采访经费额度。 

3、增加竞拍资金投入，最大限度地将国宝级善本古籍收归国图，防止再次流散。 

国图自 1995 年以来，善本古籍特藏文献购书经费每年为数十万元，只能维持各业务科

组一般善本古籍特藏文献的采购需要，遇上国宝级善本古籍均需另行请款。目前，国宝级善

本古籍的流通方式主要采取拍卖方式进行运作，加上商业机密因素，时间要求非常紧迫，临

时申报请拨专款，很难赶上拍卖节奏，极易失之交臂。1995 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在北京

拍卖的宋周必大刻《文苑英华》即以 143 万元成交价为海外人士所得。 

早在 1955 年和 1965 年，周恩来总理在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曾两次特批，分别

拨出 80 万元港币和 25 万元人民币，从香港收回陈澄中旧藏中国善本古籍 102 种（其中有五

代拓本《神策军碑》、宋拓本《蜀石经》等），入藏国家馆，挽救了这批善本古籍流失海外的

命运。 

上文也已经提到，由于国内购买力的提高和拍卖价接近拍品的实际价值，流失海外和散

藏民间的善本古籍还会不断出现在国内拍卖会。 

另外，通常情况下，图书馆的年拨采选资金有限，竞拍最高限价事先内定，在倍受社会

各界关注的国宝级善本古籍竞拍方面，往往竞争不过个人和企业竞拍者。此间，我们除尽量

利用定向拍卖规定的有利条件以外，就直接受制于与图书馆竞拍资金的投入总量了。 

基于上述原因，国图若能够增加专项竞拍资金，并特设专家顾问组、专项制度加强管理，

专门用于竞拍国宝级善本古籍，将更有效地推动国宝级善本古籍的保存和保护工作。 

   （本文曾根据张志清、程有庆、赵前、李际宁诸先生意见修改，谨致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