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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古籍普查  加强古籍保护 

云南省泸西县图书馆 

 

按照会议的安排，我就泸西县图书馆古籍普查与保护工作向大会作个简要汇报，不妥之

处，敬请各位领导批评指正。 

泸西县隶属云南省红河州，位于云南省东南部，红河州北部，距省会昆明 166公里，州

府蒙自 190 公里。地处红河、文山、昆明、曲靖四州市交汇处，全县辖 5 镇 3 乡，81 个村

民委员会、5 个社区。2011 年末全县总人口 41.62 万人，世居汉、彝、回、傣、壮、苗 6

种民族，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 13%，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泸西县历史悠久，

文化源远流长，元、明、清时期为滇东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曾有“商旅络绎、车马辐

奏”的繁荣景象。泸西县图书馆成立于 1913 年，是一座历史悠久、古籍文献较为丰富的县

级公共图书馆。2007 年至 2009 年，泸西县投资 628 万元建成了面积 3670.4 ㎡的县级图书

馆，内设图书外借室、报刊借阅室、少儿借阅室、电子阅览室、地方文献室、古籍修复室、

古籍库等 16个室，共有工作人员 16人，其专业包括图书馆学、汉语言文学、美术、计算机

应用、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等方面，是一支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熟练开展图书馆业务工

作的团队。 

泸西县图书馆古籍图书藏量位居红河州前列，现有古籍图书 16593 册，其中，1912 年

以前的有 217种、2047 册古籍印本，包括清乾隆六十年（1795）以前的善本 20 种、125册。

在 2007 年以来开展的全国古籍普查中，泸西县图书馆按照国家古籍定级标准，经认定的三

级甲等文献有 56册（最早年代为 1604年），三级乙等文献有 64册。在这些珍贵文献中，以

《康熙字典》、《新编古今事文类》、《广西府志》、《鸡足山志》、《痘疹指南》、《济阴纲目》、

《五华纂订四书大全》等古籍文献最具特色、最有价值。通过普查，2011年 12 月泸西县图

书馆圆满完成了全县古籍平台著录工作，以及《中华古籍总目·云南卷》史部 121种、1388

册的编纂工作，2012年 7月完成了经部 37种、143册，子部 8种、77册的编纂工作。截止

目前，泸西县图书馆藏有各类文献 15 万余册，其中，拥有纸质中文图书、期刊和古籍图书

10 万余册，并全部建有书目数据库；拥有电子文献 5 万册，形成了多学科协调发展、各种

载体互补的文献资源体系。一直以来，泸西县图书馆在各级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严格执

行上级关于古籍保护工作的安排部署，把握机遇，真抓实干，为保护和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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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全县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 

 

一、古籍普查 

古籍，是记载一个地区文明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传承文明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不可再

生的文化资源。开展古籍普查是古籍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是古籍抢救、保护与利用工作的重

要环节，有利于摸清家底，全面掌握我县古籍收藏数量，保护状况等基本情况，推进古籍的

标准化建设，加强古籍的修复工作，逐步形成完善古籍保护工作体系，使古籍得到更全面有

效的保护。在这次古籍普查中，泸西县高度重视，紧紧围绕各级、各部门的相关工作要求，

结合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将整个普查工作全面落到实处。 

（一）加强组织领导，统一思想认识。为确保古籍普查工作的顺利实施，泸西县成立了

由分管文化工作的副县长任组长，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的领导机构，设立了普查专家委

员会，聘任有关专家负责珍贵古籍的定级审核和普查咨询工作，成立了古籍普查办公室，承

担本辖区普查工作的组织协调工作，统筹落实全县的普查任务。并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学习

传达上级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统一思想认识，研究制定了《泸西县古籍普查实施方案》，

确保了古籍普查工作的有序推进。 

（二）加强宣传教育，营造良好氛围。为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认

识，泸西县图书馆在全县范围内发放宣传资料 5000 余份，并通过电视、标语、展板、手机

时讯、泸西县图书馆网站、泸西文化信息资源网站等媒介，加大了古籍保护工作宣传力度，

普及保护知识，展示保护成果，培养公众的保护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保护古籍的良好氛围。

同时，积极开拓文化教育功能，通过举办讲座、展览、培训、研讨等形式宣传古籍保护知识，

促进古籍保护利用和文化传播。 

（三）加大经费投入，强化物质保障。四年来，泸西县共投入古籍保护专项资金 112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50 万元，县级资金 62 万元，作为古籍库房专项建设经费。从 2007

年古籍普查工作启动以来，我县已将古籍普查经费纳入县级财政年度预算，并随全县经济发

展水平的提升逐步增长，建立了持续投入、持续增长的资金保障机制，确保了我县古籍普查

与保护工作的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为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二、古籍保护 

在古籍保护工作中，泸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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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图书馆建立科学有效的古籍保护制度，提高全社

会的古籍保护意识，充分发挥古籍在传承中华文化，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

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一）认真做好珍贵古籍的修复工作。对珍贵古籍的抢救、修复是古籍保护工作的重点。

图书馆集中资金，有计划地对馆藏破损古籍进行修复，尤其是抓好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和濒危古籍的修复工作。并科学、规范的建立修复档案，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确

保修复质量。同时加强对修复技术的研究，努力将传统修复技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充分吸

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提高古籍修复水平。 

（二）积极利用古籍保护成果。泸西县图书馆积极利用古籍保护的成果，向社会和公众

开放古籍资源，为公众提供方便快捷的文献服务，充分发挥古籍在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上的

积极作用。一是建立面向公众公布古籍联合目录数据，方便公众利用古籍。二是加快古籍数

字化工作，逐步为公众提供古籍全文数字化阅览服务。三是采用缩微技术复制、抢救珍贵古

籍，并为读者提供方便的阅览服务。四是积极开展古籍整理研究出版工作。 

 

三、数字化建设 

（一）严格普查标准，推进标准化建设。在普查工作中，我们严格按照国家文化部颁布

的《古籍定级标准》（WH/T20-2006）、《古籍普查规范》（WH/T21-2006）、《古籍特藏破损定级

标准》（WH/T22-2006）、《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WH/T23-2006）、《图书馆古籍特藏

书库基本要求》（WH/T24-2006）等古籍普查工作执行标准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制定的普查登

记表，认真做好古籍的登记、定级、照相、光盘制作、整理汇总工作。通过普查，全面掌握

了全县各类图书馆、档案馆、教育、宗教、民族和文物等系统的古籍收藏数量、价值、分布

保护状况、环境状况等基本情况。 

（二）强化安保措施，确保古籍安全。泸西县图书馆把古籍保护工作作为业务建设的重

要内容来抓，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古籍保护制度，加强了硬件设施建设，改善了古籍保管条件，

完善了安全措施，切实保障古籍的完整与安全，真正把保护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目前，针

对馆藏古籍贮藏状况，泸西县图书馆设立了地方文献室、古籍修复室、古籍库，安排专人负

责管理；并投资 62 万元，对古籍善本书库的贮藏设施与环境条件加以改善，配备了专用移

动密集柜和防虫樟木箱贮藏古籍文献，增设恒温恒湿设备，安装监控设施，改造加固门窗，

改造加固门窗，加装防紫外线窗帘，使古籍文献切实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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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才培养 

在古籍普查中，泸西县设立了普查专家委员会，聘任有关专家负责珍贵古籍的定级审核

和普查咨询工作；成立了古籍普查办公室，承担本辖区普查工作的组织协调工作，统筹落实

全县的普查任务。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加强对各级图书馆、博物馆等古籍保护

单位现有人才的培养，发挥有关学术机构、社会团体等作用，逐步建立一支专兼职结合的古

籍保护队伍，逐步建立古籍修复机构资格准入与修复人员资格认证制度。积极与相邻县市开

展工作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加强古籍保护科技的研究、运用和推广，开阔古籍

保护工作的思路和视野，逐步培养一批高水平的古籍鉴定专家、修复专家和整理专家。2009

年 6—7月，我县两次召开了全县古籍普查工作人员业务培训会，培训普查人员 30人次，随

后对全县公共图书馆、档案馆、文博系统、学校图书馆、个人及民间收藏机构进行了全面普

查。并选派本馆职工参加省、州举办的古籍普查培训和古籍修复知识培训，从馆内选出德才

兼备、从事过古籍整理工作的 6名职工，带头对馆藏古籍进行普查，为做好古籍保护工作打

下了基础。 

泸西属于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财政困难，资金紧缺，古籍普查、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

一定成绩，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专业人才缺乏，队伍素质有待提高；

二是保护经费不足，古籍修复力度有待加强；三是社会对古籍保护认识不够，意识淡薄；四

是古籍文献的出版、研究和利用尚属“真空”。 下一步，我们将着重抓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

作： 

一是继续做好编撰工作，完成余下的子部 29 种、集部 27 种《中华古籍总目·云南卷》

的编纂工作。 

二是继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多渠道、分层次培养和引进相关专业人才。 

三是继续多方争取古籍修复经费，加快对 2047 册虫蛀、断线、缺损的古籍修复进度。 

四是继续完善古籍保护措施，争取申报“云南省古籍保护重点单位”，通过晋位升级促

进古籍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