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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书库收藏各类古籍约 150 万册，其中很多属于珍贵的善本。为使这些善本古籍得到应

有的保护，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就不断有从普通古籍中提善的动议。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提善的设想多年

未能实现。2006 年,普通古籍提善计划终于得以实施, 善本部经过一年半的努力,圆满完成了任务。鉴于普通古

籍提善工作意义重大，各业务科组已发表所提藏品简介文章，本文就其工作过程作简要介绍，以使读者对这项

工作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 

2005 年初，普通古籍提善被确定为我馆的一项重点基础业务工作，善本部对此高度重视，张志清主任、陈

红彦副主任多次召集善本组有关人员商讨工作方案，相关科组也开始做提善的准备工作。2005 年 5 月，善本部

向业务处递交了拷贝分馆普通古籍书目机读数据光盘的申请报告。此后，善本组与业务处、信网部有关人员又

就提善所需普通古籍机读数据问题多次进行讨论。8 月 22 日，善本组收到信网部专门为提善工作制作的两份普

通古籍书目光盘。至此，期盼已久的普通古籍提善工作在善本部善本组拉开了序幕。 

经过对普通古籍机读数据的分析、整合，善本组于 2005 年底完成了部分书目的初选工作，程有庆、唱春莲

等 5 人还赴文津街古籍馆进行了一周的摸索和试验，以熟悉工作环境，了解工作难点，为制定具体、合理的提

善工作方案做准备。2006 年 3 月，善本组向业务处申请到分馆古籍馆开展选书工作，不料“文明的守望”展览

等项工作任务忽然接踵而来，工作异常繁重，提善工作因此而延迟。7 月中旬，善本特藏部汇总善本、金石、

舆图、民族语文四个基本业务组的提善初选目录，并于 18 日将修订的提善方案上报主管馆长和业务处审批。修

订方案对提善的标准及工作流程等有较明确的叙述。当时预想的工作流程为：选目——选书——暂存——交接

（运输）——冷冻入库——编目——阅览。至于提善标准，主要还是依照古籍善本特藏的“三性”原则，首先

注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兼顾艺术鉴赏价值，进行综合衡量，具体哪些备选入善，还需要在版本鉴定的基础

上，结合流传、书品等情况综合考虑。总之，时限的灵活性掌握较以前要宽。 

2006 年 8 月 8 日下午，国家图书馆在行政楼 313 室召开办公会议，副馆长张雅芳、陈力，以及业务处处长

汪东坡、贺燕、苏健，古籍馆副馆长王珊、苏品红、普通古籍组副组长谢冬荣，善本部主任张志清、善本组组

长程有庆、副组长李坚、李文洁等出席。会议讨论并批准了善本部的提善方案，会议还就提善的相关问题做了

协调和规定。按照要求，善本部要在本周完成准备，善本组下周立即前往古籍馆普通古籍书库开始提善工作。

当时善本组业务繁忙，全组 11 人，其中 3 人的主要工作是国家重点项目“中华再造善本”的整理审核、撰写提

要等，1 人主要负责敦煌文献整理出版工作，1 人在为即将完成的《列女传》项目写校核说明；此外，至少还应

该保证 3 人做古籍善本、近现代名家手稿、新善本的采访和书目数据编校等基础业务工作。立即提善，真可谓

困难重重。何况，提善工作是一项大工程，各方面需要的东西很多，准备工作哪能在几天里完成？尽管如此，

善本部还是希望善本组接受重任，不折不扣地执行馆里的决定。 

2006 年 8 月 14 日上午，善本组程有庆、李坚、李文洁前往文津街古籍馆普通古籍书库，在普通古籍组的

热情接待下，正式办理了入库手续。从善本组三名工作人员踏进古籍馆普通古籍书库那一刻起，也意味着普通

古籍提善工作真正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 

普通古籍书库上下五层，每层分几个区段，有前库、中库、后库之称，提善工作需要前后上下的取书，一

天要走很多路，花很多时间。经过半个月的实践与摸索，我们感到此项工作的难度较大，人手不足，无法按时



完成任务，随即向善本部请求增派人手。张志清主任对人员问题早有考虑，立即做了相应安排，9 月 6 日，善

本部抽调修整组吴玉梅和王克芬二人协助提善，负责提书、归书，并在选定书的原书位置放置替书板。她们二

人的到来，使善本组人员得以全心择选善本，提善的速度明显提高。 

提善工作开始两个月之后，提善物资逐步到位，我们不断往返于古籍馆和善本部两地之间，领取、搬运提

善物资，比如纸箱、打包带、打包机、替书板、文具、电脑、运书车辆等等，各类琐事搀杂其间。同时，为确

保所选藏品都是库中的精华，每选一种古籍，往往需要大量查重，而系统和书目数据都存在一些问题，查重的

速度较慢。为保证工作进度，李文洁、李坚抽出大量业余时间查重和记录提善情况。10 月 8 日，善本组安排李

红英专做查重工作。李文洁还综合大家意见，制作了提善登记、清点装箱登记等表格。10 月 12 日，孙俊加入

现场提善工作。至此，善本组到古籍馆提善的人员有程有庆、李文洁、李坚、孙俊，加上辅助的吴玉梅、王克

芬，共 6 人。其中程有庆主要负责版本鉴定，李文洁、李坚、孙俊主要负责计划提善流程、安排提善数据的查

重顺序、登记选定书、看过剔除书号的记录、部分查重、原书与数据的核对等等工作。李坚还负责提善人员的

日常管理，与古籍馆、普通古籍组、善本部、图保组、计财处等各方面的联络协调等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总结，物资、人员得到保证，提善工作逐渐走上正轨。随着选定善本的逐步增多，

急需解决提善古籍由分馆普通古籍书库向新馆善本书库安全运输问题，保卫处、善本部为此进行了反复商讨。

经报批，最终决定由振远护卫运送提善古籍。9 月底，我馆与振远护卫签定《临时服务协议》及《补充协议》。

《协议》对振远护卫运输路线作了规定，并由保卫处和善本部各派专人随车押运。根据《协议》规定，振远护

卫运输路线，起点为：西城区文津街 7 号（北海公园西侧），终点为：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33 号（国家图书馆

院内）。运营路线：文津街 7 号——平安大街——西直门——西外大街——国家图书馆。 

2006 年 10 月 17 日，善本部与古籍馆首次进行提善古籍的清点交接。善本部、古籍馆共 13 人参与，双方

各出一人清点，核对书名、索书号、册数、财产号、原简编号等信息，清点之后便将书装箱、打包、贴封条。

双方还各有两名员工负责记录清点内容，将上述信息记录下来，两方四人再相互核对记录，确定无误之后，双

方经手人和组长在移交清单上签字。第二天（10 月 18 日）上午 9 点左右，两辆振远护卫车辆开进文津街古籍

馆，我们把第一批提善的 53 箱古籍搬上车后，保卫处副处长赵建国、善本部副主任孙学雷分别在运输交接单上

签字，保卫处赵智海、善本部周崇润随车押运。当振远护卫车辆启动驶离之时，大家都难掩内心的激动。振远

护卫于上午 10 点安全将书运回新馆，顺利完成了第一批提善书籍的交接工作。 

按照规定，提善古籍要经过一周的冷冻之后，才能进入善本书库，由善本组和典阅组办理清点、交接手续，

然后上架。之后的每次提善书到新馆，都要经过这样一套程序。但从第 6 批开始，由于空书柜已经用完，新书

柜尚未购买，书籍无处摆放，冷冻后的提善书只能原箱保存。 

经过第一次的实践，我们感到从清点交接到运输之间的工作时间太过紧张, 因为有很多信息需要修改,做出

新的交接单,双方才能签字。而且还要计算出每箱的册件数,以方便与振远护卫的运输交接。在和普通古籍组组

长董馥荣商量之后，经古籍馆领导和善本部主任同意，以后清点交接和运输的日期，改为间隔两天，以便完成

核准交接清单、制作运输交接单等。而提善书经清点、交接、装箱、打包后，暂时锁存普通古籍库内房间，至

运输之日再行运出。另外，清点数量太多，也使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过于疲劳。如果每次清点二三百种书，这

个数量比较容易在一天内完成，双方清点人员不至过于疲劳，而且一般情况下这些数量能装 42 箱左右，装箱打

包的人员也不至太累，数量也刚好接近振远护卫的依维克车的一车的容量。所以经过一两次实践之后，就逐渐

形成这种清点交接和运输的模式，以后一直沿用。具体做法是，每次清点交接记录，装箱约 42 箱，把装箱打包

的书推到二层后库锁好暂存，在此期间我们做表格、核对各种数据、双方确认签字等等，一般是每周一或周二

清点交接，间隔一至二天，周四上午九点半运书。九点左右普通古籍组的同人打开机房的门，我们将书车推出，



用电梯运至主楼东门等候，振远护卫一到，马上往车上搬书箱，书箱上了车锁好车门，由善本部主任和保卫处

人员与振远护卫在运输清单上签字交接，由保卫处一人、善本部一人随振远护卫车押送，将书运至新馆善本冷

冻库冷冻。冷冻后运至善本书库，由典阅组和善本组按交接单和提善序号逐一清点上架，之后双方在交接单上

签字，书由善本组移交给善本库房，最终完成提善的全部流程。 

提善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方面的工作配合，由于现场提善的人员每天忙于选书，很多繁琐的辅助

性工作就由善本组办公室的其他同志来承担。提善实际分两个工作场所：一个是分馆普通古籍书库，工作内容

是现场提书、选书，在指定书架上按提善序号将提善书摆放整齐、在提善书的原来的相应位置放置替书板、登

记、清点交接、装箱等；另一个是新馆善本组办公室，主要做版本查重和数据核对工作。版本查重由李红英负

责，每种书根据书名和著者查重，既要了解它们在善本书库的有无、版本及复本量，还要记录它们在普通古籍

书库中的存有的种数及其索书号。李坚和孙俊等根据查重结果提书、比较，确定所选善本，选定的书要登记书

名、索书号、册数，再由申军在办公室里协助核对该书的数据记录，将数据中的系统号和版本记录加入表格中，

如数据的书名、册件数与登记表不符的地方用红色标注清楚。再将此表格发还给李坚和孙俊，再与原书核对，

个别情况还需请普通古籍组的人员协助解决，确认后如有出入在备注项中加以说明，这样才能最终确定清点交

接的表格中的各项内容。此外，每当提善书运往新馆，善本部都要组织人员接运，将书送至冷冻库。5 至 7 天

之后，再把书运进善本书库，由唱春莲负责与典藏阅览组办理清点交接手续。 

在 2007 年 6 月份之前，程有庆、李文洁、李坚不时需回新馆开会或做其它工作，虽然为减少对提善工作的

影响，经常牺牲中午休息时间用于跑路，但也避免不了对提善进度的影响。6 月以后，根据部办要求和工作需

要，我们调整了原来的工作模式，程有庆、李文洁回新馆，参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全国古籍总目等项目，李

文洁负责基础业务和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工作。普通古籍书库提善只留下李坚、孙俊，以及吴玉梅、王克芬，

程有庆每周过来做版本鉴别和善本选定的最后把关。虽然人手少了，但由于工作组织安排的比较紧凑合理，大

家团结合作，遇有问题一起商量；加上有前期的实践和经验积累，对选书标准和工作流程逐渐熟悉，提善速度

明显加快，往往是我们先挑一遍待选的书，淘汰大量时代晚、书品差的古籍，将可以入选或拿不定主意的放在

一起，待程有庆抽空过来做最后的定夺；程有庆、李文洁两位回到善本组主持工作，部、组里的其它事务也不

用再牵涉我们，提善工作更加有条不紊地进行。 

2007 年 9 月下旬直至年底，善本部工作日益繁忙。程有庆几次被临时抽调做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工作，

又去安徽、陕西采访古籍，来分馆提善的时间较以前更少。我们在分馆做提善的 4 人，也两次被抽调回做申报

珍贵古籍名录工作，致使提善工作于 9 月 24 日---9 月 30 日，11 月 13 日---11 月 28 日两次停顿。尽管如此，

善本组的古籍提善工作从未放松。5 月 22 日，唱春莲到分馆挑选了部分子部医家类古籍，10 月 19 日，李际宁、

程佳羽挑选了两部版本价值极高的《永乐南藏》。李小文、黄霞也完成了近现代名家手稿和新善本的提善工作。

善本部金石组、民族语文组、舆图组等也相继完成了各自的提善工作。 

经过将近一年半的艰苦努力，善本组的提善工作终于接近尾声。2008 年 1 月 30 日，最后一批提善书安全

运回新馆善本冷冻库，至此，这次大规模的普通古籍提善工作全面结束。 

本次提善，共比对了近 3 万种古籍，经过筛选，善本古籍提善 5129 种 57702 册件，其中主要为清康熙以前

的刻本、抄本，雍正、乾隆以后的精刻本、名家批校本、及抄稿本等，内容则涵盖了文、史、总、经、科、艺、

应、传、宗、地、古、目、字等各大类普通古籍。在提善过程中，我馆前后共使用振远护卫运输 22 次，其中 1

次是金石拓片组单独运输，其余 21 次是古籍善本运输(包括了数量较少的新善本、手稿、民族语文、舆图等文

献)。 

2008 年 2 月，善本部将全部提善的交接清单及其电子文本和总册件数列表交给业务处，由业务处汇总交档



案室存档。 

善本组普通古籍提善工作的圆满完成，与善本部领导的重视和各个科组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张志清主任亲

自参与提善工作的规划，时刻关注提善工作的进度，保证提善物资及时到位。2007 年 6 月下旬，为提善再次申

请到 10 辆三层书车和 10 辆平推车，确保了提善工作的物资条件。孙学雷副主任负责与保卫处联络预订运输车

辆，每次运输，她都亲自到古籍馆与振远护卫签字交接提善古籍，有时还根据需要参与押车。08 年 1 月 30 日，

最后一批提善书共 79 箱，由振远护卫的两辆车分别在上、下午运输。虽然全部门的工作都很繁重，部领导还专

门调集力量支援提善，各科组也都以提善工作为重，修整组组长张平说：“尽管我们的人手很紧张，但克服困难，

也要出人支持提善工作”。从修整组抽调的吴玉梅、王克芬二位同人，承担了提善工作中最繁杂的事务性工作，

除了提书、归书，还查选定书的财产号、在替书板上贴签注明提善书的书号，放置替书板、运纸箱、写封条等

等。尤其是 2007 年底，在善本组抽不出人力的情况下，吴玉梅不顾腰腿等病痛，勇担男同志的重任，负责装箱

打包等重体力活，保证提善古籍顺利装箱运输。善本部提善的每一种文献，包括手稿、新善本、金石、民语、

舆图等，都有她们二位的汗水和付出。图保组组长周崇润除了维护善本冷冻库正常运行，保证提善古籍的冷冻

杀菌，还承担了振远护卫运输的押车重任，保证古籍的安全运输。周崇润还两次与程有庆一起在深夜接收厂家

运来的纸箱，甚至帮助维修打包工具等琐碎事务。鲍国强、赵前等也以自己丰富的工作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提善

线索。典阅组黄健和民族语文组韩金彪都曾协助装箱打包。 

这次普通古籍提善的圆满完成，也与原古籍馆的积极配合分不开。原古籍馆副馆长王珊和苏品红多次关心

提善工作的进展，为提善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普通古籍组积极配合提善的具体工作，在提善的一年半时间内，

董馥荣等不厌其烦为我们解决各种疑难问题；无论组内的工作多忙，都及时抽调人员配合提善书的清点，使提

善古籍得以按计划交接。全组员工不仅热情地为我们在古籍馆的工作、生活提供方便，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提

善线索。技术组周升川和裴烜多次为我们的电脑安装程序、排除故障；国情资料组也积极配合了地方志和家谱

的提善工作。 

保卫处为提善工作也做出重大贡献。为确保提善古籍的安全运输，与振远护卫签订运输协议，制定周密的

运输计划。首次运输时赵建国副处长亲自到场与振远护卫在运输合同上签字。以后的每一次运输都协助提前预

定车辆并派专人押车。 

计财处物资科为提善工作提供物资保障。提善初期购进大量提善所需物资和工具，以及后来不断追加的口

罩、纸箱、替书板、书车等物资，都给予了最及时的支持。张鑫同志还亲自将替书板送到普通古籍书库的提善

现场。所有这些，令我们至今不忘，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