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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利用

古籍馆荣获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陈红彦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作为国家图书馆的重要业务部门，古籍馆管理着近 300万册古籍及特藏文献，承担古籍

及特藏文献的采编阅藏研、文化推广、文献修复保护等工作。近年，特别是伴随古籍保护十

五周年，古籍馆的同仁在国家图书馆统一规划下，全力以赴做好公共服务、文物保护利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科技教育及文化推广工作，在文化和旅游融合中做出了特色，成绩显

著。古籍馆同事们的努力和取得的丰硕成果获得了上级单位的认可，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文化和旅游部将“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集体”荣誉和标牌授予古籍馆。

三年前，110年华诞的国图曾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 8位老专家的回信，总书记肯定国家

图书馆在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让国

图人备感温暖。总书记的希望——“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服务方式，

推动全民阅读，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又成为古

籍馆工作的目标。

近年，古籍馆用文献和智慧服务国家文化战略。在文明探源、黄河长江大运河长城文化

公园、一带一路等文化战略中积极挖掘，成果频出，敦煌遗书、《永乐大典》研究续有推进。

依托国家传统文化典籍整理工程，我们编辑出版《汉文敦煌遗书题名索引》《敦煌遗书书法

选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藏文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集成》《中

国国家图书馆藏黄河历史文献》，还有部分在出版过程中。依托古文字工程，“国家图书馆藏

甲骨整理、保护与研究”“国家图书馆藏金文拓本汇编”“国家图书馆藏古文字研究类稿本整

理”等都在整理出版中。

其间临危受命的鲁迅手稿出版项目，历时四年夜以继日的拼搏，如期完成。参加工作的

程天舒、孙俊、吴密、袁媛等青年学者与鲁迅研究者的天团一起切磋，也成为经手和了解鲁

迅手稿最多的人。

《永乐大典》研究中心挂牌成立，基础研究的开展、海外回归的关注、国内相关机构的

巡展、讲座、出版，古籍馆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的展览中，我们的革

命文献和专家们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古籍馆用学术能力和敬业精神服务学界、大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近年古籍馆联合

70余家出版机构，每年出版公布古籍文献数量达 3万余册件，相当于每年一部《四库全书》

的体量。专题出版的《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600册之巨，千余种书每书配有提要，一定程

度上满足了研究清代文史学者的需求。还有《明代诗文集珍本丛刊》《中国古代农书文献集

成》《中国物质文化史料丛编》《子海》《子藏》等对研究某一领域的学者提供了充足的素材。

近年，各地文库的整理出版对弘扬地方文化，促进各地经济文化建设发挥作用，古籍馆给予

了全力支持，如《绍兴丛书》《江苏文库》《荆楚文库》《常熟文库》《苏州全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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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陆续出版，在故宫、北海等古建修缮复建中发挥了作用。

编撰的《善本掌故丛书》，参与编纂出版《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国学典籍基本丛书》，

让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古籍走出地库，服务学术、进入生活成为古籍馆工作的日常。

古籍馆拓展采访渠道，让古籍得到更好的保护，让服务有更多的文献保障。 受疫情等

因素影响，日常征集费下降，古籍馆广泛联系社会名人、学者，拓展采访渠道，珍贵文献以

捐赠形式不断汇聚我馆，金亮、郭宝寨、刘力群、陈祖武、严望佳等先生将所藏珍贵文献、

手稿无偿捐赠我馆，国图艺术中心亦协助入藏老艺术家手稿，馆藏数量、种类继续丰富，社

会服务基础更加坚实。

古籍馆创新服务方式，拓展更多的渠道，发挥古籍的作用。近年古籍资源加工任务如永

青文库、馆藏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善本及普通古籍等陆续上网。2022年配合古文字工程上

网 300余种小学类古籍。

文津讲坛历史文化系列讲座（超过 1000期）、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近 400期）以

及讲座上网、讲座丛书出版等，让百万人受益。

新媒体与传统纸媒的互为补充，满足了不同人群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的需求，在蜻蜓

FM 以音频的方式播出《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故事，受到欢迎，继之古保协会和财通

证券资助制作的“伴随一生的古诗词”，则吸引了更多的听众。

我们主创的馆臣一日抄《四库全书》、抄《永乐大典》活动也得到了不同年龄段读者的

推崇，拓展了更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让文化潜移默化、化育民生的渠道。多少次加班加点，

不舍昼夜地推进，成果丰硕。

2021年春节，国家图书馆和阅文集团联手，将名人手书的福结合年轻人喜欢的梗，用

福字的故事定制福字壁纸，在新春为大家送去最具仪式感的祝福，以化解疫情心中的阴霾，

可谓福满人间。

2021年 4月 23日世界读书日，与华为合作开展 “智慧，穿阅千年”主题活动，以华

为阅读 App推广古籍阅读与古籍修复，直播观看量突破 1000万人次。

2022年元旦，国家图书馆和阅文集团推出以“让中国字源远流长，让好故事生生不息”

为主旨的甲骨文推广公益项目，活动最初两天，阅读量超过 7006万，甲骨通过网络文学走

进年轻群体，实现着让古籍里的故事活起来。

2022年 3月起，古籍馆又在和煤矿文工团合作中，挖掘古籍中的古曲，创作成果已经

在 9月 3日、10日、11日连续演出三场，取得成功。实现了让古籍可听、古曲可观的效果。

在《典籍里的中国》等数次影视拍摄中，古籍馆以强大的专业背景提供了大量查询、

扫描和文献提供。

古籍馆搭建人才梯队，厚积薄发，科技赋能，引领着业界共同发展。

2021年“传统书籍装帧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敦

煌遗书修复技艺”“甲骨传拓技艺”入选“北京市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非遗的经费支持又回馈了我们对业界研修项目的支持，传承体系的搭建，带动了古籍修复行

业的提升。



文津流觞 2022年第 3期

3

青年修复师成长迅速，在“妙手补书书可春——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暨成果展”中创

造佳绩，五个一等奖中占据三席，另有一人获得二等奖，一人获得三等奖，展现出我馆在古

籍修复、特别是纸质文物修复工作方面的技术水平。

我们在与教学单位的协作中，让一批批毕业生受益并进入专业岗位工作，效能多元。

古籍保护科技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成绩喜人，脱酸项目推进实施取得进展，已经与

相关机构开始合作，科研项目落地。带头人田周玲获得“全国杰出技术人才”奖； 目前正

在申报科技部脱酸项目。

古籍馆的同事，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科研项目，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科

基金青年项目、冷门绝学项目等有主持、有参与，成果丰硕。

古籍馆用科技赋能的思路、学术背景和行动，研发出多项实用新型专利技术，提升行业

的科学水平。制定的标准，服务行业的规范发展。

古籍馆把自己的成果与同行分享，促进行业共同发展。古籍修复方面出版了《国家图书

馆三件早期雕版印刷佛经修复与保护》《国家图书馆藏法帖修复与保护》，古籍数字化方面出

版了操作手册《古籍数字化规范数据采集实践》，为解决修复材料难题还开展库瓷青纸、粉

蜡笺纸、仿古真丝画绢、真丝绫子的制作技术攻关取得成效，开展修复用纸自行抄制研究工

作已进入实用。

古籍馆通过开放日、科技周等活动宣传传统文化、修复技艺，还通过电视、网络直播、

报纸等媒体形式，宣传古籍保护、古籍修复，《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春妮的周末时

光》等电视节目，《中国新闻周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中国

日报》《北京晚报》《藏书报》等平面媒体采访频繁，前不久《新闻联播》中展示青年修复师

的“奋斗者正青春”的节目反响热烈。

可见的成效也吸引了社会资金的注入，从浙江财通证券公司通过中国古保协会支持的西

夏文献修复，到文物保护基金会花呗专项的敦煌遗书修复、古典名著修复，以及文物保护基

金会字节跳动专项的 70件文献修复等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费的不足。精湛的修复技艺

还吸引了中国佛教协会等机构的委托修复。

近三年疫情的困扰，并没有阻止我们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脚步，通过阅览室接待、线

上服务、展览展示、出版公布、资源库发布等途径为读者使用资源提供方便，年提归各类藏

品近 4万件，并保证了藏品绝对安全和正常服务。疫情中保护组开展全馆重点库房的温湿度、

虫害监测报告，妥善组织重点库房的樟脑投放、主动设计书籍消毒房方案，提供防疫参考。

古籍数字化加工数量也超过往年。

疫情中的担当朴实无华，平凡中的坚守令人感动。和国家民族共命运，古籍馆的同志们

共克时艰、爱国爱岗的主人翁的责任感得以发扬。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古籍人不变的初心和使命。加油！古籍馆的同仁会继续努力，创造新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