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好古籍阅览服务的探索与思考 

 

 

董蕊  

 

古籍阅览室是现代图书馆中的一个特殊服务部门。与其他阅览室相比，其共性在于同是利用馆藏文献为读

者提供服务。在此基础上，古籍阅览服务也有其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的古籍,能够历经千百年历史流传至今，实属不易，既具有文献价值，也

具有文物价值。所以，古籍阅览室在为读者提供服务的同时，收藏保存好古代文化典籍更是其重要职责所在。

为了更好地保存这些文化典籍，古籍阅览室实行闭架阅览，对读者对象和查阅方式都有严格的规定。而现代图

书馆是以利用为主要目的开放性的公益单位，加之人们对古籍价值认识的不断提高，申请阅览古籍的读者不断

增多。所以，以藏为主的古籍管理办法与日益增长的古籍阅览需求之间存在矛盾。 

其次，古代文化典籍有传播知识、传承文化等巨大作用，要将这些文化传统与精神财富传承下去，需要依

靠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而不是单纯地保留其物理形态。另一方面，利用古籍的文献价值，也是古籍整理研究

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但在古籍的使用过程中，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对古籍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如何在保

护古籍与开发利用古籍使其服务学术并传承久远之间寻求结合点，一直是古籍工作者的追求与梦想。 

第三，古籍阅览的服务对象大多是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献研究的专家学者，还有的承担着国家重点

项目与课题。他们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及阅览需求，要做好这部分读者群的服务工作，只有好的服务态度是不够

的，也不能停留于简单的借还藏品，要在深入咨询和课题服务方面增加投入，提供更为专业的服务。 

为了使古籍阅览服务逐步朝着专业化、深入化、精致化的方向发展，我们在以下几方面做了思考和尝试： 

一．通过完善阅览制度，在加强古籍保护的同时，为读者提供便利。 

古籍阅览室的藏品大多是珍贵稀少且不可再生的资源，其中许多是需要永久传承的民族精神财富，所以，

藏品具有文物价值。工作人员也由此而将文献保护意识始终放在首位，古籍阅览室的准入制度和阅览规则也都

很严格，这与公益性图书馆的服务理念看似不甚协调。      

以善本阅览室为例，出于对大多数文物类、档案类文献的保护，进入善本阅览室的资格审查和阅览复制的

审批手续都较为严格，对于查阅近年出版的地图等一般图书的读者来说，手续略显繁琐，给很多读者带来不便。

为此，我们在阅览制度方面做了思考，力求通过对阅览制度的细化与完善，对藏品实行分级管理，针对各类藏

品的特点制定相应的阅览制度，对读者的需求进行分层次管理。本着“服务为主，引导管理为辅”的原则，既

做到尽量为读者提供便捷，不会单纯地以文献珍贵为由将读者全部拒之门外，也便于有的放矢地保护珍贵文献，

同时有利于引导读者培养保护国家文物的意识。 

为全面规范地开展古籍保护工作，建立科学有效的古籍保护制度，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开展了对全国珍

贵古籍进行普查定级的工作。古籍阅览室可以此为基础，对藏品进行分类与定级，针对各类藏品的特点制定相

应的阅览制度。具体分类如下： 

1.文物类文献：此类文献包括善本原件、普通古籍中较为珍贵的抄稿本、1911 年以前的舆图及民国时期至

今印量较少的珍贵舆图、金石拓片、早期的民语文献、特藏品。国家图书馆对此类藏品的提供参照文物保护法

中的相关规定执行：有缩微胶卷或影印古籍等复制品的情况下，不提供原件阅览。若无复制品，根据文物级别

及读者使用目的，酌情提供。 

2. 档案类文献：包括近现代名家手稿、信札日记、照片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未经有关部



门同意，此类文献一般不予流通。如有特殊需要查阅者，可提出具体申请，等待审核批准。 

3. 一般文献资料：包括七十年代以后出版的普通地图、新方志、文史资料、新印大型古籍丛书（精装或线

装）、中华再造善本、缩微制品等。阅览此类藏品，只需出示读者卡即可。 

二．通过影印出版、缩微化、数字化等手段使古籍在得到保护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发挥服务学术、传承文明

的作用。 

在古代，图书多藏于古代国家藏书机构、书院和私人藏书楼。大量古籍能够历经磨难而流传至今，这些藏

书机构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因为意识到书籍在流传过程中会遭遇各种如水灾、火灾、鼠啮、虫害等自然原因

的侵害，这些藏书机构都设置非常严格的规章制度，使许多书籍藏而不用，其中善本更是秘不示人。即使这样，

发霉、虫蛀、老化等现象也时有发生。这种以缩小使用率来保护古籍文献，保存下来的只是单纯的物理形态，

再经历史的侵蚀，文献价值是在不断缩小的。因此，消极的保护措施不能真正使古籍得以保存，只有将其开发

利用，服务学术，才能真正惠及后人，实现永久传承。我国一些开明的藏书家都意识到这一点，明代著名藏书

家毛晋，广收群书，刊刻流传；近代大藏书家傅增湘先生不仅藏书校书，还影印、覆刻了大量古籍，使之化身

千万、流传于世。国家图书馆也一直十分重视古籍的影印出版，据不完全统计，国家图书馆从 1949 年以来影印

的古籍有 1689 种。近 20 年来，我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的古籍达到了 350 种。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兼顾文物保护与利用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这项工程是 2002 年正式立项建设的国家重

点文化工程。这项工程是将分藏于国家图书馆和其他各地图书馆的珍贵古籍，利用现代印刷技术仿真复制出版，

使之化身千百，为学界所应用，为大众所共享。目前，已经完成唐宋金元时期的珍本秘籍的再造 787 种 9134 册。

已制作完成的多是传世孤罕的宋元善本，这批再造善本的流通既保证了善本书不会因多次翻阅导致破损，使珍

贵古籍传之久远。同时又极大方便了学者使用，惠及后人。国家图书馆为读者提供阅览和复制再造善本的服务，

不需任何复杂的申请手续，受到读者的好评。 

目前，我馆在古籍阅览方面形成了缩微制品、影印制品和数据库等多元服务形式。 

针对读者对善本的阅览需求，主要提供缩微制品与再造善本。我馆善本文献的 90%以上都已制成缩微制品，

加之对缩微制品提阅的种类和数量没有限制，提供缩微制品阅览成为善本阅览室读者服务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提阅量达到平均每月五六百卷，多则达上千卷。如此大的提阅量，如果针对的是原件，简直不可想象。此外，

为了解决部分读者阅读与抄录的不便，还可用胶片还原机将读者所需要的部分打印或刻成光盘。 

针对读者对金石拓片的阅览要求，主要提供由国家图书馆原善本部编辑的《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和网

上数据库资源“碑帖菁华”，前者收录拓片 15000 余种，后者收录拓片 23000 余种。通过以上两种阅览形式的运

用，实际到馆阅览拓片者数量极少。而且，读者对在自家电脑上即可方便快捷地浏览“碑帖菁华”报以好评。

除了“碑帖菁华”，我们有一些已建成和在建的馆藏珍品数据库，如“西夏碎金”、“敦煌遗珍”、“甲骨世界”、

“数字方志”、“年画撷英”等。数据库的广泛利用，既不会损耗古籍，读者也无须经过特别批准就可以无限制

地重复使用。与纸制文献相比，数据库还具有检索速度快、画面大小可调节、信息著录更全面及能够提供打印

等优势。 

在以上提到的几种现有古籍阅览形式的基础上，我馆还在进一步尝试中华古籍特藏资源建设，建立中华古

籍知识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数字载体将古籍所承载的信息永久地保存下去。现在已经研制完成并投入使用

的是“中国古籍书目导航”系统。本导航系统以国家图书馆馆藏为核心，联合全国各主要图书馆，共同编制古

籍品种、版本、复本数据库，实现书名、作者、版本和藏地等信息的全文检索功能。另外，还将其中涉及的人

名、地名、职官、年代、版本术语、题跋、印鉴等编为索引，实现知识关联。此导航系统的应用，不仅方便了

阅览服务人员为读者检索版本情况并解答咨询，为古籍研究者也带来极大的便利，利用此导航系统，可以迅速



检索到所需古籍的馆藏地及版本情况，同时还能从该导航系统中获得相关研究线索，受到了读者的一致好评。 

善本古籍不仅具有文献价值，也具有文物价值。这种特性决定了其收藏机构都会精心收藏，不愿轻易示人。

但利用古籍的文献价值，是学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整理研究古籍才能更好地将其所承载的文化传承下去。

这样便形成古籍的使用与收藏的矛盾。长期如此，既不利于学术的繁荣，更不利于古籍的保护。我们将会在古

籍开发与整理方面继续努力，让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共享。这是社会发展的要求，更是

我们图书馆人的使命和责任。 

三．完善咨询服务制度，加强咨询服务力度。 

为提升善本阅览室的服务品质，服务形式与内容都应不断创新完善。在现有服务水平的基础上，如何开展

深层咨询、做好课题服务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1. 做好研究藏书、研究读者工作是开展深层次服务的基础。要根据读者的需要，认真地研究、开发馆藏文

献信息，并采用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将研究、开发藏书的成果提供给读者研究使用。结合读者的需求和我们

的馆藏资源的特点所提供的信息产品，才能有的放矢地满足读者的需求。 

根据善本阅览室每月读者研究课题统计可以看出，有几类研究课题使用藏品较多：编修史志和地方志查阅

地方志和赋役全书、编修家谱查阅家谱族谱资料、研究解放区时期的历史与文化查阅新善本、进行古建遗迹的

复建查阅相关舆图等。我们除了需要为读者提供较为便利的藏品阅览形式之外，还可以编辑相关较成系统的参

考资料、通过建立和完善藏书及目录体系，探索新的服务方式，为读者用户提供内容更加丰富、范围更加广泛、

类型更加多样的文献信息。另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科研项目需要利用馆藏的数量也逐步增多，如国

家清史纂修工程、明清戏曲项目等，这些项目所需资料都是我馆藏品中的特色资源，对于这些国家重点科研项

目，除做好一般性的参考咨询服务外，还可通过专指性强的书目参考工作和主动跟踪服务、定题服务，以及参

与重点科研项目和开展网络资源的查询服务、检索服务和文献复制服务。 

做好课题统计工作，为国家重点课题提供服务的同时，寻找馆藏文献开发与此课题研究的结合点。还可与

研究者形成互动，如请他们提供和自己研究课题相关的书目，请他们为自己所看善本书撰写简单提要，这些都

可成为我们为读者提供信息服务的资源储备。另外，也可请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为我们做讲座，对某些藏

品（舆图）的内容与价值进行讲解，为我们今后在藏品流通方面提供借鉴。 

2. 实行咨询馆员值班制，为读者提供更为深层次的咨询服务。在古籍阅览室设置专业人员负责解答读者咨

询，咨询馆员要有较深厚的知识积累和丰富的业务工作经验，一方面，要凭借对馆藏资源的熟悉，更合理有效

地建议读者使用馆藏资源，既能使读者通过阅览少量善本书就能解决实质问题，又能尽量减少善本书的提阅数

量。在满足读者需求与保护国家文物两方面达到较好的统一。另一方面，如果读者所需文献不是我馆藏品时，

也能够迅速准确地帮助读者获得所需信息资料，还能为读者提供相关研究领域的线索和途径。 

3．做好网络咨询。具体来说，除了继续做好邮件咨询，计划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设置网上咨询台，由以

下几部分构成： 

a.表单咨询：任何用户可以在任何时间提出咨询，我们将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解答，发送到用户邮箱里。 

b.网上专家咨询（实时咨询）：设专家在线咨询，有固定的服务时间。 

c.常见问题 

在做好到馆读者服务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健全网络咨询，为非到馆读者也能提供便捷、经济、全天候

的信息咨询服务。 

四．通过硬件设施的完善，营造雅致氛围。 

由于古籍阅览室提供的藏品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与精神财富的古代典籍，其阅览环境也应与古代典籍与文



化相得益彰。所以，可以在现代设施的基础上，从古代书房的布置中有所借鉴，营造出大方简洁、典雅舒适、

古韵犹存的阅览环境，同时能令到访者对传统文化与文献有肃然起敬之情。 

做好深层次服务也需在硬件设施方面进行探索和改进，如设立专业研究室。国家图书馆是综合性研究图书

馆，这是其不同于公共图书馆的一个特征。善本特藏尤为全馆藏品精华所在，图书馆及善本藏品的性质要求善

本特藏阅览室向专业研究室的方向发展。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科研项目需要利用馆藏的数量逐

步增多，他们都是在相关领域有一定造诣和成就、正在从事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工作的专家学者，我们应为

其提供学术研究的全方位的支持。在硬件设施方面可以考虑设立专业研究室，规模可分大小两种，小研究室供

专家独自研究，大研究室则供课题组共同研究。室内提供有利于保护善本原件的办公用品、温湿度及照明设备，

办公环境安静怡人。申请人提供相关证明文件（个人身份证明、科研项目立项书）的复印件和专题研究计划书

（包括所研究课题与本阅览室藏品间的相互关系），以证明确需利用本阅览室文献资料与研究室从事学术研究。

凭阅览证填写申请单，经本部审查核定使用期限分配研究室。 

以上介绍了我馆在古籍阅览服务方面的一些探索与尝试，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古籍整理与开发方面不

断取得进展，既能促进古籍保护的良性发展，又能为读者提供更为深入的服务，提升服务品质。让中国传统文

化的精粹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共享，利于学术，惠及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