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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实施古籍修复资质认证管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张平 
 

 

近年来，古籍修复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许多事例表明，仅凭良好的愿望和

动机是不能达到修复好古籍的目的的。如果在修复人员、修复材料及修复场地都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就

贸然对古籍进行修复，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不仅不能使古籍得到康复，反而使其病入膏肓。违规现象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⑴个别单位随意安排非古籍修复专业人员修复古籍；⑵临时聘用一般字画装

裱人员修复古籍；⑶使用低技术等级人员修复严重破损的古籍。上述三种做法所造成的后果是一致的，

均使古籍受到了损害，严重的已经影响到了古籍的寿命。那么怎样做才能确保古籍在修复过程中的安全

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实施法制化管理。准确地说就是运用资质认证管理制度来管理古籍修复工作。 

 

一、资质认证管理方式的产生与应用 

资质认证管理方式最早产生于十九世纪末的西方国家。初期采用协会的组织形式，主要负责制定各

类质量标准，目的是用标准来规范经济领域中的质量行为。二十世纪初英国首先运用标识的方法进行产

品的质量认证。二十世纪中后期资质认证这一质量管理手段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百年后的今天，资

质概念的内涵有了新的发展。其定义的范围也由早期的个人上升为组织机构。这一升华不仅使资质的内

涵更加丰富，而且使资质认证在管理工作中发挥了更大作用。从此，资质这一概念被迅速应用到各种管

理活动之中。在西方国家，资质的运用已涉足到各个领域并取得了良好社会与经济效益。 

认证分为产品认证和体系认证两种。其英文原意是一种出具证明文件的行动，在 ISO/IEC 指南 2 ： 

1986 中对认证给予了明确的定义：“ 由可以充分信任的第三方证实某一经鉴定的产品或服务符合特定

标准或规范性文件的活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资质认证在现代管理中的作用被国内的许多人所认

知，许多领域都将资质认证引入到管理工作当中。如：建筑设计与建筑施工；医疗机构与医师行医的资

质认证等。相对于国际资质认证 100 多年的历史，我国的资质认证工作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虽然只

有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但已经覆盖了社会和经济的各个领域。其中特别令人欣喜的是从 2004 年 6 月

10 日起，我国文物保护工程开始实施资质认证管理。 

 

二、实施古籍修复资质认证的必要性 

翻开古籍修复工作的历史我们看到：一些古籍虽经修复，但病症并未消除，有的反而更加严重。修

复失败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问题属于修复方法运用不当，问题大多暴露在古籍表面，比较容易

辨别，一般不需借助仪器，用眼睛直接观察就可以看出。比如跑墨、裁书伤字、书籍外观不符合古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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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质量标准要求等。另一类问题属于修复理念范畴，问题的表面特征不明显，因此比较隐讳较难发现，

表面看修复得非常精美，但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问题便会暴露出来。这时人们会发现古籍所患的疾病

已由局部扩展到了全身，古籍载体材料的机械强度已经丧失，按目前古籍修复的技术水平来说已无回天

之力。细分析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修复人员不具备修复此类破损古籍的知识与能力，修复所采取

的方法违背了修复原则。这样修复古籍实际上是对古籍的摧残和破坏。修复结果显示修了还不如不修。 

近年来，由于大气污染的不断加剧, 古籍患病的种类和破损情况变得日益复杂。这些变化给当今的

古籍修复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修复工作全面提高水平。不仅需要提高修复人员自身素质而且更

需要提高管理水平。因为只有使古籍修复工作管理科学化，才能真正实现对古籍修复过程的全面控制。

古籍修复工作也只有在实现了监督控制的情况下才能确保古籍的安全。 

 

三、实施古籍修复资质认证的可行性 

一个新的管理制度的建立，必须具备建立制度和实施制度的基础。这个基础是由人和物质所组成。

人是建立制度和实施制度的主体，主体方面包括思想意识和技术水平。物质方面主要包括资金、设备和

材料。应该说只有当人和物质两方面的条件都具备并且成熟了才可以创立促进其继续发展的规章制度，

因为只有这样创建的制度才能真正得到落实和发挥其效能。 

今天，对于古籍修复是科学的认识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深入人心。古籍修复岗位相继被一批批专业

院校培养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所充实。在国内，近年来古籍修复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不仅

学术论文和专著大量涌现，而且以修复与保护工作为专题的国际研讨会数量也大为增加。通过调研和分

析，笔者认为目前在图书馆界创建古籍修复资质认证管理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也已经具备。理由

主要有四点：一是我们有一支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技术水平的专业修复队伍；二是我们有一定数量的古

籍修复专业机构；三是国家专项资金已经开始注入这一领域，并且呈现出了逐年加大投入的态势。四是

国家已经颁布了相应的职业标准。以上四点使我们创建古籍修复资质认证管理制度成为了可能。 

 

四.古籍修复资质认证管理所包含的内容 

现代修复工作实践表明，古籍修复是多种学科知识与多种修复技法综合运用的复杂过程。当今人们

已经认识到在这个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是否正确，将直接影响到古籍的保存寿命。而欲达到科学修复古

籍这一目的又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必备条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 具有古籍修复学科知识和熟练掌握古籍修复技术的修复人员 

2. 具有符合要求的修复场地和设施； 

3.具有能够对载体材料实施检测和对古籍进行修复的仪器设备，这是实施科学修复的基础。因此，我

们创建古籍修复资质认证管理制度就应该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建立机构和人员两方面的资格准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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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古籍修复机构资质认证 

实施古籍修复机构资质认证的意义在于从源头上实施控制。实施古籍修复机构资质认证制度的第一

步是由管理部门制定古籍修复机构的资质标准，制定标准可参照文物资质认证管理条例，将古籍修复机

构划分为三个等级：即甲、乙、丙三级。并设定不同等级的工作范围。如:甲级修复机构允许修复 1—4

级文献；乙级修复机构允许修复 2－4级文献；丙级修复机构允许修复 3－4级文献。这样做好处有两点：

一是使修复机构的综合能力和水平与文献的修复难度接轨。二是促使低等级修复机构努力向高等级修复

机构发展，从而促进修复技术与管理水平不断进步。 

实施修复机构资质认证制度的第二步是由修复机构向管理部门提交申请，内容包括 

⑴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和数量 

⑵开展修复工作场所面积和设施情况 

⑶设备的名称、性能与数量 

1.古籍修复机构资质准入制度包括的内容：  

⑴从事古籍修复的单位，必须持有劳动部和文化部颁发的相应等级的从业资质证书； 

⑵从业资质证书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 

2.申请古籍修复甲级资质证书单位应具备的条件： 

①有 2 名以上在本岗位连续工作 15 年且取得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有 5 名以上在本岗位连续工

作 10 年且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②具备从事古籍修复所需的 300 平米场所和技术设备； 

3.申请古籍修复乙级资质证书单位应具备的条件： 

①有 1 名以上在本岗位连续工作 15 年且取得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有 3 名以上在本岗位连续工

作 10 年且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②具备从事古籍修复所需的 150 平米场所和技术设备； 

4、申请古籍修复丙级资质证书单位应具备的条件： 

①有 1 名以上在本岗位连续工作 3年且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有 2 名以上在本岗位连续工作 2

年且取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②具备从事古籍修复所需的 50 平米场所和技术设备； 

5.申请古籍修复资质证书的单位，应向主管部门提出书面请示，并附如下材料： 

①相关工作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职称证书、个人工作简历及技术专长介绍、以前所承担完成的主要业

绩说明； 

②本单位有能力从事修复的古籍种类； 

③古籍修复工作的场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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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古籍修复的技术设备说明； 

六.古籍修复人员资格准入 

实施古籍修复人员资格准入管理制度的目的是从个体上实施控制。建立古籍修复人员资格准入管理

制度可以有效杜绝古籍修复工作中违规现象的发生，进而从技术管理层面上保证了修复质量与古籍的安

全。 

实施古籍修复人员资格准入管理制度的第一步是由管理部门组建“全国图书馆古籍修复人员资格认

证管理中心”。执行标准可使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文化部颁布的《国家职业标准·文献修复师（试行）》

标准。该标准将古籍修复人员按技术水平划分为 5个等级。修复人员可按照标准中规定的要求分别参加

不同技术等级的培训和考试，取得证书后，持证上岗。 

实施古籍修复人员资格认证管理制度后，将有效杜绝非专业人员修复古籍等违规现象的发生。 

结语 

最近几年，在领导的支持、学者的帮助和古籍修复工作者的努力下，我国的古籍修复工作取得了一

些成绩。特别是在修复理念和科研方面进展较快。新技术的应用和国际、国内从业者之间的交流，使今

天的人们对古籍修复工作的性质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人们发现古籍修复工作是科学领域里的一块尚

未开发的处女地。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大家开始用科学的理念和方法来检验修复工作，开始制定一系

列工作标准来保证古籍安全。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想使目前的管理工作再上一个台阶。当然，实施古籍

修复资质认证管理制度不是单方面的工作。在推行和实施古籍修复资质认证管理制度之前还要完成多项

有关古籍保护方面的前期工作，如按照古籍鉴定标准对古籍进行定级；按照古籍破损程度的定级标准对

古籍的破损程度进行定级等等。笔者相信：在古籍修复工作的春天到来之际，古籍修复资质管理制度的

建立已经为期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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