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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图书馆近年来古籍特藏文献采访工作概说 

 

 

李文洁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古籍特藏收藏单位。截至 2007 年底，馆藏古籍特藏文献近 300 万册/件。在

图书馆基础业务中，采访工作是完善馆藏先行工作。 

一、采访工作概括 

1、采访对象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特藏的采访对象包括善本古籍、普通古籍、金石拓片、中外文古旧地图、老照片、

古旧年画、少数民族语文古籍等多种类型的文献。 

2、采访原则和目的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特藏以历代皇家典藏为基础。上个世纪以来，在政府的重视、收藏家的支持以及图

书馆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国图采进了大量古籍特藏珍品，奠定了收藏的规模和体系。在已有的文化瑰宝的基础

上、在市场流通的众多古籍中，如何做好当前的采访工作？我们的采访原则是兼顾采珍、拾遗，重点采访我馆

缺藏而确实具有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的古籍特藏文献。 

采访工作的目的不仅在于将流散的古籍特藏集中收藏，还在于为珍贵文献提供一个相对良好的保护环境，

通过图书馆使古籍为更多的人所用，并且借助大型收藏单位的优势来整理和建设中华典籍的知识体系。 

3、主要采访途径及工作流程 

古籍特藏文献的主要采访途径为国家调拨、无偿捐赠、购买和交换，购买又分为私人出售、书店选购和拍

卖会竞买三种形式。近年来的采访以捐赠和购买较为常见，其中又以拍卖会竞买为主。 

 不同的采访途径也有着不同的采访流程。对于无偿捐赠来说，只要鉴定文献确有价值即可入藏；但采买之

前与收藏者建立相互信任，却需要长期的投入。捐赠珍贵文献，一方面基于捐赠方化私为公的精神，一方面则

基于图书馆的良好信誉和典藏能力。前者不可强求，后者却依靠图书馆自身。良好的收藏环境、保护性地使用，

以及为捐赠者使用提供的便利，这些虽然只是保障和便利性的措施，却都可促使捐赠者将文献放心地托付给图

书馆。图书馆的努力与捐赠者的慷慨，同是源于对书籍、对文化的珍视。 

对于在市场环境下的文献购买来说，采访工作既需要谨慎的判断也需要大胆的决策。采访的第一步是获得

信息，民间采访的信息获得具有偶然性，拍卖公司则会定期出版拍卖图录。第二步查询文献的馆藏情况，并从

文献价值、版本价值、印刷特点等方面综合评估文献。第三步则由专家现场对拟购文献进行鉴定和估价。此后

就进入以价格为主导因素的商谈或竞买的环节，直至完成文献的入藏。由于近年来收藏市场日益活跃，推高了

古籍的市场价格，有时不得不因价格原因而放弃购买。但对于确有价值但价格不菲的重要文献，图书馆也特别

设立了专项资金予以支持。 

二、近年来的重要采访成果 

 古籍特藏文献的采访工作能否有所收获往往是不可预期的，一方面归因于有价值文献的出现的偶然性，一

方面也会受到经费的限制。但近年来，在采访人员的坚持和努力下，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特藏采访亦有不少

可喜的收获。 

 2004 年，购得著名藏书家陈清华的旧藏善本 23 种、画轴 1 件、印章 18 枚。其中既有宋元旧椠，又有明清

名刻精抄，诸书多经名家收藏、不乏名人校跋手迹，均可称国之重宝。其中清雍正手绘本《江山无尽图》，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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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位著名藏书家题跋咏怀之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府曾两次从香港购进陈清华藏书并拨交图书馆。此

批古籍为陈清华留与其子陈国琅的旧物，经国家财政部、文化部、文物局的全力支持，父子两代藏书重聚一处，

可谓盛世书缘 。 

 2005 年，分三批购得中国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古代文献。其中有 8 世纪于阗文社会经济文书、于阗文陀

罗尼咒，据史德语世俗文书（包括两件木简），以及汉文的绢本纸本文书、吐蕃文木简等，均为具有很高学术价

值的稀见文献。 

2006 年，购得元代官版大藏经 9 册。与其他藏经相比，元代大藏经仅存少量零本，其中云南图书馆收藏 32

册，近年来在中国古籍拍卖市场和民间共出现过 20 册（卷），是极为稀见的珍贵文献 。 

2007 年，购得《开宝藏》中的《大宝积经》卷一百十一。《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刻本佛教大藏经，并对

高昌、西夏、日本、高丽、越南等地的佛教传播影响深远。后来金代、高丽雕造《金藏》和《高丽藏》时，就

是以《开宝藏》为底本的。目前，全世界仅存《开宝藏》十二件，分散在中国、日本、美国三个国家的九个收

藏单位。 

 2007 年，分两批购得 13,000 余件徽州文书。所购文书以契约为主，另有宗谱、鱼鳞册、会书、税册税票，

以及合同文书、私家账簿、官府公文等文献。文书的年代由明至民国，种类繁复，从多方面再现了徽州地区的

社会生活状况。作为一整体性的文献，此批徽州文书既可用于定量定性的分析，又能够做连续性追踪考察。其

中的《明永乐十七年彩色宗谱》、《清嘉庆彩色套印宗谱》，以及洪宪元年的契约、税票，均为难得的珍贵文献 。 

 2007 年，由中日八位学者联合捐赠明万历间刻本《新刻汤学士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通俗三国志传》2 册。

汤宾尹本《三国演义》在三国演义版本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国家图书馆也藏有汤宾尹本，但此书的文字

和插图与之略有不同，属于两个不同的版本。为了使两种汤宾尹校正本能够合璧，以供对比研究，八位学者共

同将《新刻汤学士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无偿赠予中国国家图书馆，此举亦成学界佳话。 

三、采访工作的思考 

 为每一件珍贵文献入藏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使它们得到更好地保护和利用。但在日益市场化的采访环境

下，如何争取更多更好的藏品，也还需要总结和思考。 

1、采访要素的分析 

 对采访工作的总结，首先需要分析采访的诸种要素，并进而确定采访工作的重点与难点。从采访工作的环

节、所需的技能来说，采访的要素有信息获取、馆藏分析、鉴定能力、市场分析、拍卖技巧、沟通商谈的能力

以及图书馆的信誉等。 

这些要素实际上有着内在的关联。信息的获取是采访工作的首要环节；判断能否补充馆藏，需要根据采访

原则分析馆藏情况；判断能否达到采访的标准，则依靠专家的鉴定来确定文献的价值；评估价格，需要了解市

场行情；参加拍卖，则需具备一定的技巧以随机应变；与捐赠方或出售方协商事宜，则需诚恳的态度和良好的

沟通能力；而图书馆的信誉，是采访工作的保障和支持。 

在以上这些要素中，图书馆的信誉对于任何一种方式的采访来说，都是最强有力的支持。信誉是一项综合

的指标，它既体现在采访过程的诚实守信，更依靠图书馆文献保护措施、文献管理制度，也与学术研究地位相

关。 

分析判断环节对采访所涉及的几个方面，即买方、卖方和采访对象，都需进行分析。所谓知己知彼，百战

不殆，只有了解自身需求、评估文献价值、预期卖方条件，才能尽量以合理的价格采访到有价值的文献。这三

个要素中，馆藏分析、市场分析可以借助文献资料和工作经验，而鉴定能力是最具知识含量且不可替代的因素。

因此，培养具备知识涵养和经验的古籍采访人员，是采访工作正常进行的关键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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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访工作的拓展 

 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特藏采访已形成了较为顺畅的工作流程，但若要在将来一段时间内仍保持其良

好状态，则应当在当前业务基础上有所拓展。 

 首先是采访渠道的拓宽。在中国建立拍卖市场的十多年间，拍卖行业迅速发展，将大量散藏于民间的文物

书画纳入市场体系，拍卖也成为中国古籍流通的主要渠道之一。但应当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收藏者希望藏书

进入市场。他们或者以书籍的文献价值为重，希望得到善用；或者以文物价值为重，希望得到善藏。此种情况

下，具有良好信誉的图书收藏单位就成为这些文献的合适归宿；而与藏书者个人以及古籍流通单位建立良好的

联系就成为非常重要的工作。建立联系，不能守株待兔，但亦不可急于求成，它其实更多的是带有感情色彩的

交往，它未必立竿见影，却是随着逐渐积累的信任而见其成效。只有坚持多种采访渠道并举，才可以保证采访

工作更长期的发展 。 

 其次是采访对象的重新界定。古籍特藏文献的采访一般需要符合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两方面的标准，但也

保存了一些珍贵文献的书影、胶卷等。例如宋元书影、敦煌胶卷，乃至一些古籍的早期影印本都作为相关资料

入藏。国外一些图书馆也收藏有大量的文献复制品，甚至藉之成为某类文献藏量最多的单位。从古籍特藏的文

物性来说，珍品原件的采访必须坚持；从文献性来说，则有目的地收藏特定内容的文献复制品作为参考资料，

亦有助于完备馆藏。此举可作为保存文献内容的权宜之计，但尚需进一步的讨论。 

3、采访工作的研究 

 采访工作是图书馆的基础业务，然而其中也包含着值得分析和研究的课题。 

首先在采访流程中，馆藏分析和市场分析是采访前的必要准备。针对某次采访的分析只具备个别的意义，

而将历次采访的分析汇集起来，则一方面能够显示出馆藏需要，一方面可以更多地了解市场行情，从而有助于

以合适的价格买到所需的文献。 

采访是一个文献流通的过程。文献的递藏关系，既是判断文献真伪和价值的重要信息，也可用于传播学角

度的文献研究。出于对文献负责的态度，详细记录其来源是非常必要的。对于采进的文献，在可能的情况下追

溯其源流；对于市场出现的大批藏书的聚散，虽然不可能追踪流散情况，但点滴记录也是研究文献传播的有益

资料。 

采访工作的重要职责是建设馆藏。除了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完善之外，还应形成收藏的体系。所谓文献的体

系，其实是根据古籍特藏本身的特征，对文献的重新归类和整理。以写刻地域来说，有江、浙、闽、赣等各个

地方的代表性文献；以装帧形式分，有卷轴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各种形式的文献……类似地，

我们还可以从文献的写刻时间、刻印单位、藏版、字体、纸张，甚至从题跋和收藏者的角度重新审视文献。文

献体系的健全，需要工作的积累和研究的视角；而各个类别下的藏品系列，无疑是从不同方面研究文献的绝好

实例。 

中国是一个重视文献记载的国家，凭借着这些文字的记录，我们才可以“述往事,思来者”。古籍特藏的采

访也因而承担着更好地保存珍贵历史文献，更好地让世人了解历史、传承文明的神圣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