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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收藏的一万六千余号“敦煌

遗书”与《四库全书》、《永乐大典》、

《赵城金藏》并称善本特藏四大“镇

库之宝”，其总量约占全世界敦煌遗书

的四分之一，在全世界享有崇高的声

誉，为海内外敦煌学研究作出了重要

贡献。保护好这份珍贵的祖国文化遗

产并使其能够长久流传下去，是我们

的责任和义务。但是，由于保护经费

拮据，长期以来存在库房狭促、条件简陋、修复成本不堪重负等问题，与国家图

书馆的形象、与敦煌遗书的珍贵价值和地位极不相称。为此，财政部拨批了专项

资金，用于改善敦煌遗书保护条件，抢救和修复馆藏敦煌遗书，充分体现了国家

对珍贵文化遗产的重视。 

一、 国家图书馆珍藏敦煌遗书的历史 

1900 年农历 5 月，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敦煌遗书。以后的十

余年里，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俄国人鄂登堡、日本大谷探险队等纷纷

来到敦煌，用不正当的手段先后攫取了大量敦煌遗书。而当时，中国学者甚至不

知道在西北边陲的敦煌有这样一个重大发现。1909 年伯希和带了若干卷敦煌遗

书来到北京，中国学者方才知道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学者们的呼吁下，清政府才

同意将莫高窟中“劫余”的敦煌遗书运送北京。其时，正值筹设京师图书馆，敦

煌遗书遂交拨本馆收藏。这是本馆入藏敦煌遗书第一个重要时期，奠定了馆藏敦

煌遗书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本馆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得到许多爱

国人士的慷慨捐赠，馆藏敦煌遗书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得到长足发展，使本

馆收藏的敦煌遗书达到今天世界第一的规模。 

    二、馆藏敦煌遗书的现状 

敦煌遗书内容包罗万象，包括政治、历史、地理、军事、经济、宗教、文化、

科技、艺术、医药等各个门类。敦煌藏经洞是中国中古时期的图书馆，收藏了中



文、古龟兹文、梵文、古叙利亚文、古回鹘文等众多语言的资料。它又是一个博

物馆，收藏了纸张发明以来大量的写本文献，年代从公元 4 世纪到 10 世纪。各

种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原料的纸张，保存的情况也大不相同。许多卷子由 

修复后的《尚书》 

 

于年代久远，纸张破碎不堪，凡展阅一次，常常掉下来碎渣、碎片；有的在

古代已经被过度使用，破碎处常常有古人修补，但是这些“补丁”常常胡乱裱糊

在卷子上，严重影响文献释读和收藏；有的卷子纸质老化，或脆硬，或糟朽，处

于完全不能阅读的地步；有的卷子被泥土、油污（古人使用的灯油或蜡油）污染

严重，凡此种种，都亟待抢救性地保护。 

三、加强馆藏敦煌遗书保护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 

1、保护敦煌遗书的紧迫性 

“敦煌遗书” 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敦煌

学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术，对敦煌遗书的保护、对敦煌学的研究已经成

为衡量一个国家学术能力和保护文化遗产能力的标志，收藏敦煌遗书的国家，都

高度重视对敦煌遗书的保护，常常为此召开国际会议，研讨敦煌遗书的保护。而

它的实际意义还在于，以此为契机探讨如何解决早期纸质书籍保护这个重大的国

际课题。因此，许多国际学者，常常提出要求，希望到中国国家图书馆参观，了

解敦煌遗书的修复技术与保护条件。也有许多国际敦煌学专家提出想来阅览研究



馆藏敦煌遗书，而我们由于修复速度受制于经费限制，不能满足专家学者的要求，

常常极为被动，影响了我们与世界学术界的交往。 

2、加强敦煌遗书保护的现实意义 

1900 年敦煌遗书发现的这一年，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城，腐败的清政府及慈

禧太后正在逃亡。中国积贫积弱，国家尚无能力保护，更不用说保护文物了。所

以，长期以来国际、国内都有一种说法：国家太弱，与其让文物在国内得不到保

护，不如让“洋人”拿走放在他们那里保护得更好。这种逻辑长期成为西方列强

掠夺弱国文物的借口。今天，我们应该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人有能力保护我们

祖先流传下来的文物，有能力用我们国家优秀的传统工艺修复那些损坏的文物，

更有条件为这些文物配置相应文化背景、文化氛围的保护环境。 

四、馆藏敦煌遗书的保护总目标和分步计划 

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髓，上至甲骨文字，下至当代名

家手稿，这一切无不强烈地证明着国家图书馆无可替代的权威性，她就是中国文

化的代表，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象征。建设好国家图书馆，造福子孙，功在千秋。

敦煌遗书是我国优秀文化的一部分，她具有特别重要的文物价值和文化象征意

义。因此，我们提出以下保护敦煌遗书的总体目标和详细计划。 

1、总目标 

在现有善本书库环境内，重新建立敦煌书库； 

新建敦煌遗书专藏库应该具有古典风格，使来宾进入本书库就能够强烈感受

到敦煌文化的浓烈气息； 

本书库兼有展示室的功能，使参观者能够在此观摩、体会敦煌遗书的风采和

敦煌遗书的丰富内涵； 

本库将建成专藏书库的典范。 

2、详细计划 

打造、安装 60 个敦煌遗书专用木质书柜，其主体框架、柜门、隔板用红木，

其余部分用楸木。书柜总高 280 厘米，宽 105 厘米。 

每组书柜分上下两截，每截高 108 厘米，每组书柜下有底座，高 14 厘米，

柜顶有上沿，高 8厘米。每截内分七层；每组书柜 下一层的上下高度适当加大，

以放置较大的藏品；书柜层高应该能够调整。 

为 13000 件敦煌遗书每件配装一个楠木盒，整齐排列于上述书柜内，较大者

放在每组书柜的 下层；如因经费问题，楠木盒亦可以用楸木替代，盒内衬以樟



木板。 

每个书盒正面刻有书号；每个书柜木门上刻有敦煌图案或唐诗。 

另有 3000 余件残片，每 50 号一组，分装在 60 个较大型书箱内，同样置放

在上述书柜内。 

敦煌遗书木盒制作工艺要求及质量验收标准如下： 

1、木盒数量为 12000 个。 

2、盒（箱）体表面用材：楠木(新楠木亦称水楠木)，选用优质木材，无腐

朽、变色、虫眼和节子。 

3、盒体底板用材：香樟 

4、木材含水率：≤12﹪ 

5、结构:采用全隐燕尾榫。内置可移动支架两个。支架与盒体配合需紧密、

无缝隙。盒体底部裁口镶入底板。面板与合体配合采用打槽推拉式结构，

配合应紧密。面板与盒体端面应使用同一材质，以保证木纹的一致性。 

6、粘合剂：动物胶。不允许使用化学类粘合剂。 

7、烫腊：盒体外部六面烫腊。 

8、内外观:盒体内部和外部均无翘曲、疵瑕、毛刺和缝隙。 

9、木盒尺寸（内径）三种： 

（1）7×7 厘米； 

（2）9×9 厘米； 

（3）3×13 厘米； 

长度均为 35 厘米（内径）。 

10、尺寸允差：≤1 毫米。包括垂直度、平整度。 

11、放置在温度 18-22℃，湿度 50-60﹪的环境中一年未产生翘曲、开裂的

盒体为合格品。 

12、所有 12000 个卷子，没有木轴的，都要加装楠木轴，直径 2 厘米。 

13、另有约 4000 残片要装箱，以 100 张残片装一个木箱计，共需 40 个。 

14、每 100 张残片上下需有一付樟木夹板，板子尺寸长 50 厘米×宽 34 厘米

×厚 1厘米。 

15、木箱内径尺寸如下：51 厘米（长）×35 厘米（宽）×15（高）厘米。箱

体木材用楠木，质量要求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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