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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由中国政府组织的，以古籍的普查登记、古籍全面保护、古籍人才培养、古

籍研究利用等为核心内容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始在全国范围实施，从那时起上述内容

成为 PAC中国中心的核心工作 

回顾三年来，特别是近一年的工作，PAC中国中心主要在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中取得

了令人振奋的进展 

一、针对现存古籍家底不清的状况，组织在全国范围开展利用普查平台开展全面普

查、针对珍贵古籍开展《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评审、编纂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工

作，并开展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评审，尽力改善珍贵古籍的生存环境。 

2007 年——2010年，PAC中国中心组织了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评审以及公

布工作，通过申报评审，对现存古籍最珍贵的部分进行了初步清查，有 9859 部珍贵古

籍通过评审，成为国家珍贵古籍，得到重点保护。利用计算机技术建设的古籍普查平台

已经正常工作。而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已经启动编纂工作，2010 年已经有十一家省中心

和三家古籍藏量超过 100万册的单位成为第一批启动分省卷编纂的单位。中国以摸清现

存古籍家底、分步走实施保护加以利用和弘扬文化为目标的中华古籍保护工作全面开展

起来。 

根据普查的进展，文化部组织下，PAC 中国中心对现有的修复机构进行审查，在全

国确定了 12家修复单位为国家级修复中心，承担对珍贵古籍的修复和对修复人员的常

规培训任务，为实现古籍的分级保护，三年来有 150 收藏古籍数量大质量高的单位成为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承担起保护古籍的重要责任，古籍保护的机制已经建立起来。 

在古籍普查推进的同时，文化部两次组织赴西藏考察，考察中发现，西藏地区早期

文献数量较大，但分布比较分散，除西藏图书馆、西藏博物馆、西藏档案馆等公藏单位

外，在大大小小的 1700座寺庙中，或多或少收藏有古籍，而且具体藏量模糊，保存状

况堪忧。根据西藏实际情况，文化部联系部际联席会议单位八部委，共同启动西藏古籍

保护项目，给予西藏古籍保护全方位的支持。希望从中摸索的经验，推广到其他文种民

族古籍的普查以及全面保护。 

中华古籍的海外回归行动也已经展开，2010 年 5月 21 日，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

研究所汉文古籍全文影像资料库和中华善本古籍国际联合书目普林斯顿大学的汉文古

籍目已经通过国家图书馆网站，免费开放使用。 

二、针对多年来遗留的古籍工作人员严重不足的状况开展在职培训，同时促进学历教

育的开展 

三年来 PAC 中国中心组织了面向全国各个系统的古籍工作培训，涉及的业务范围和

人员非常广泛： 

培训的系列有：古籍普查、古籍鉴定与保护、古籍修复、古籍编目、古籍修复初

级班、古籍修复提高班、民族文字语文鉴定与保护研修班、藏文古籍研修班、古籍平

台技术培训班、碑帖整理鉴定培训班、全国中医古籍编目培训班等，学员人次超过 3000，

涉及单位超过 1000，学员涵盖全国 32省市及港澳特别行政区，教师延请大陆、台湾以

及国外行业内知名教授专家，最广泛地就古籍业务问题进行交流，取得了业界最广泛

的联系交流。 

在在职培训的同时，与北京大学等高校合作，开展联合办学培养人才工作，已经

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合作开展本科、研究生的实践和教学，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同时也在根据中国古籍鉴定修复基础学科建设缺失的状况，积极争取与高校联合开展

学科建设，联合培养正规学历教育的古籍保护、古籍鉴定整理研究的专业人才。 

 

目前古籍人员的职业化建设正在开展，古籍修复人员文献修复师职业资格认证制

度已经开始实施，这将促进古籍修复保护行业发展。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全国古籍保护培训班一览表 

序

号 
名  称 培训时间 联办单位 

培训

人数 

天

数 

旁

听 

1 
第一期全国古籍普查工作

研讨培训班 

2007.5.21-200

7.6.8 
国家图书馆 35 19 0 

2 
第二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

班 

2007.6.30-200

7.7.15 
国家图书馆 35 16 0 

3 
第三期全国古籍普查工作

培训班 

2007.8.15-200

7.8.29 
国家图书馆 40 15 10 

4 
第一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

培训班 

2007.10.10-20

07.12.21 
国家图书馆 36 73 0 

5 
第二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

培训班 

2008.2.25-200

8.5.15 
国家图书馆 35 80 0 

6 
第一期全国古籍鉴定与保

护高级研修班 

2008.5.26-200

8.7.3 
国家图书馆 35 39 0 

7 
第三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

培训班 

2008.7.7-2008

.9.13 
中山大学图书馆 41 69 6 

8 
第一期全国古籍普查平台

使用培训班 

2008.8.24-200

8.8.29 
国家图书馆 38 6 8 

9 
第二期全国古籍普查平台

使用培训班 

2008.8.31-200

8.9.5 
国家图书馆 38 6 0 

10 
第一期全国古籍编目培训

班 

2008.8.31-200

8.9.20 
辽宁省图书馆 51 21 2 

11 
第一期民族语文古籍鉴定

与保护研修班 

2008.10.8-200

8.10.24 
国家图书馆 27 17 3 

12 
第四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

培训班 

2008.10.13-20

08.12.20 
天津图书馆 39 69 0 

13 
第四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

班 

2008.10.18-20

08.11.4 
陕西省图书馆 70 18 8 

14 
第二期全国古籍鉴定与保

护高级研修班 

2008.10.20-20

08.11.8 
浙江图书馆 43 20 0 

15 
第五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

培训班 

2008.10.21-20

08.12.27 
浙江图书馆 37 68 0 

16 
全国中医古籍保护工作研

修班 

2008.10.26-20

08.11.7 

中医中国科学院

图书馆 
50 13 1 

17 
第二期全国古籍编目培训

班 

2008.10.28-20

08.11.21 
首都图书馆 39 25 0 

18 第五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 2008.11.2-200 河北省图书馆 55 13 0 



班 8.11.14 

19 
第六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

培训班 

2008.11.11-20

08.12.25 
南京图书馆 45 45 0 

20 
第七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

培训班 

2008.11.16-20

09.1.10 
贵州省图书馆 39 56 2 

21 
第三期全国古籍鉴定与保

护高级研修班 

2008.11.30-20

08.12.12 
山东省图书馆 91 13 22 

22 
第三期全国古籍普查平台

使用培训班 

2008.12.1-200

8.12.4 
国家图书馆 41 4 1 

23 
第一期全国古籍普查平台

管理人员培训班 

2008.12.22-20

08.12.25 
国家图书馆 46 4 3 

24 
第二期全国古籍普查平台

管理人员培训班 

2009.1.5-2009

.1.8 
国家图书馆 46 4 4 

25 
第三期全国古籍编目培训

班 

2009.2.11-200

9.2.25 
重庆图书馆 60 15 8 

26 
第二期全国民族语文古籍

鉴定与保护研修班 

2009.2.15-200

9.2.27 
云南省图书馆 90 13 12 

27 
第一期全国碑帖整理与鉴

定培训班 

2009.2.19-200

9.3.6 
上海图书馆 50 16 0 

28 
第一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

提高班 

2009.3.2-2009

.4.24 
国家图书馆 32 54 3 

29 
第六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

班 

2009.4.7-2009

.4.21 
河南省图书馆 62 15 7 

30 
第八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

培训班 

2009.4.14-200

9.5.27 
云南省图书馆 49 44 3 

31 
第二期全国碑帖整理与鉴

定培训班 

2009.5.11-200

9.5.26 
国家图书馆 40 16 5 

32 
第七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

班 

2009.6.22-200

9.7.3 
青海省图书馆 45 12 4 

33 
第八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

班 

2009.6.29-200

9.7.10 
新疆图书馆 66 12 5 

34 
第四期全国古籍编目培训

班 

2009.7.6-2009

.7.24 
甘肃图书馆 83 19 16 

35 
第九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

班 

2009.7.15-200

9.7.30 
湖南图书馆 76 16 10 

36 全国中医古籍编目培训班 
2009.7.26-200

9.8.7 

中国中医科学院

信息研究所 
53 14 0 

37 
第四期全国古籍鉴定与保

护高级研修班 

2009.8.31-200

9.9.18 
山西图书馆 94 19 17 

38 
第九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

培训班 

2009.10.10-20

09.12.25 
国家图书馆 39 77 0 

39 
第十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

班 

2009.10.12-20

09.10.28 
安徽图书馆 93 17 13 



40 
第十一期全国古籍普查培

训班 

2009.10.14-20

09.10.30 
四川图书馆 86 17 6 

41 
第十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

培训班 

2009.10.19-20

09.12.30 
山西图书馆 34 73 0 

42 
第三期民族语文古籍鉴定

与保护研修班 

2009.10.21-11

.1 
西南大学图书馆 46 12 0 

43 全国西文修复技术培训班 
2009.11.15-11

.28 
中山大学图书馆 24 14 4 

44 
第五期全国古籍编目培训

班 

2009.11.30-12

.16 
大连图书馆 100 17 14 

45 
第十二期全国古籍普查培

训班 

2009.12.7-12.

19 
湖北图书馆 73 13 13 

46 
第十三期全国古籍普查培

训班 
2010.3.1-3.17 广西图书馆 76 17 5 

47 
第一期全国古籍普查平台

审核人员培训班 

2010.3.14-3.1

9 
华中师范大学 51 6 2 

48 
第十四期全国古籍普查培

训班 

2010.3.15-3.2

3 
南京图书馆 61 9 16 

49 
第十五期全国古籍普查培

训班 
2010.3.17-4.2 浙江图书馆 74 17 12 

50 
第十一期全国古籍修复技

术培训班 
2010.4.6-6.25 天津图书馆 40 81 4 

51 
第十六期全国古籍普查培

训班 

2010.4.22-4.2

8 
辽宁图书馆 59 7 10 

52 
第五期全国古籍鉴定与保

护高级研修班 
2010.5.4-5.14 安徽省图书馆 75 11 5 

53 
第十七期全国古籍普查培

训班 
2010.5.20-6.2 国家图书馆 59 14 0 

54 
第十二期全国古籍修复技

术培训班 
2010.5.25-8.6 中山大学图书馆 41 74 2 

55 
第十七期全国古籍普查培

训班 
2010.5.26-6.6 

广东省立中山图

书馆 
72 12 18 

合

计： 

55期，2955人次，1056家单

位作为正式学员参加培训，

部分旁听学员，培训总数为

3200余人。 

     

 

 

三、在古籍保护的同时，加大力度进行古籍的再生性保护，促进珍贵古籍的合理利用。 

  2002 年由政府投资开展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选择唐宋金元前的善本古籍进行影印复制，

化身千百，传承利用，使得 58 种曾经深藏宫中的孤本秘籍走出库房，让学界和社会公众方

便利用，又以替代品的方式减少了原件的流通使用，保护了古籍原件，被称为古籍再生性保

护的典范。2008 年 9 月，中华再造善本的续编工作又开始进行，将以同样的方式对明清时

期的珍贵古籍和少数民族文字的部分珍贵善本以影印的方式制作发行，普惠民生。 



   以国家图书为代表和国家图书组织开展的其他影印古籍也在深入开展。 

   而近年的数字化古籍，更是进展迅速，不仅国家图书馆的古籍特藏品通过数字化，让使

用者随时随地可以查询甲骨、碑帖、西夏、老照片、旧方志等资料，而且近来也在计划，通

过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平台将全国古籍统筹开展数字化建设，充分发挥专家在选目方面的作

用，同时避免重复投入对国家资金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古籍的重复动用，实现古籍保

护效益的最大化。 

四、展览、报刊、网络等多途径的宣传 

   为普及古籍知识，使古籍保护的概念和方式深入人心，PAC中国中心几年来举办了一系

列展览，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通过展览，专业人士近距离接触古籍，丰富了其研究内

涵，大众读者，丰富了文化知识，培养了保护意识。 

 

场

次 

时间 地点 题目 主题 方式 

1 2006.5.28- 

2006.6.28 

本馆 文明的守望——古籍保护的历

史与探索 

精华展 本馆承办 

2 2006.10.19 - 

2006.0.21 

本馆 丝路文化互动与融摄的印迹

——国家图书馆藏《金光明经》

精粹展 

特藏展 本馆主办 

3 2006.1 本馆 张秀民学术生涯暨著述展 生平展 本馆主办 

4 2007.03 本馆 保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华

古籍保护计划展 

古籍保护 本馆主办 

5 2007.4.26―5.9 香港文物探知

馆 

大道流行――《道德经》版本

（文物）展 

特藏展 合作举办 

6 2007.6.8 - 2007.6.20 本馆 光明来自东方——中国造纸、

印刷及古籍保护展 

传统技艺 本馆举办 

7 2007.9 本馆 大匠天工――清代样式雷图档

荣登世界记忆名录特展 

特藏展 本馆主办 

8 2007.11.8 - 

2007.12.4 

本馆 “天子国度印象――纪念中意

建交 37 周年”特展 

特藏展 合作举办 

9 2007.12.8 - 2008.3 本馆 历史的见证——安妮弗兰克展

览 

生平展 合作举办 

10 2008.4 - 2008.11 本馆 洁白的丰碑——傅雷百年诞辰

纪念展览 

生平展 合作举办 

11 2008.6 - 2008.8 本馆 国家珍贵古籍特展 古籍保护 本馆承办 

12 2008.9.5 - 2008.9.24 本馆 盛世宏编——《四库全书》展 特藏展 本馆主办 

13 2008.9.25 - 

2008.10.24 

本馆 1860—1930：英国藏中国老照

片展 

特藏展 合作举办 

14 2008.12.19 - 本馆 西谛藏书展 特藏展 本馆主办 

15 2008.7 - 2008.9 本馆协助国家

文物局、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 

奇迹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

造文物展 

特藏展 合作举办 

16 2009.1.4 - 2009.1.23 本馆 方志馆开馆展览 特藏展 本馆主办 

17 2009.4.23 - 

2009.4.26 

本馆 4.23 读书日“国家图书馆善本特

藏精华展” 

精华展 本馆主办 



18 2009.5.2-13 澳门青年联合

会、澳门大学图

书馆 

纪念五四运动展览 特藏展 合作举办 

19 2009.6.14 - 

2009.7.10 

本馆 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二） 古籍保护 本馆承办 

20 2009.9.1-2009.10.7 本馆 “百年守望：国家图书馆特藏

精品展” 

精华展 本馆主办 

21 2010.4.23-2010.5.10 本馆 中国书籍史展 书籍史 本馆主办 

五、加大研究力度，使古籍保护从经验到科学 

   经过三年的建设，PAC 中国中心已经建成一个先进的国家级古籍保护实验室，并已经开

始实验研究活动。古纸的研究、古纸库的建设、政策法规的调研，将极大地促进古籍保护特

别是修复工作的规范化，使中国的古籍保护良性发展，为保护人类共同文化遗产作出应有的

贡献。在实验室建设的同时，中国中心还组织对古籍保护的相关法规、政策、制度进行研究，

制定相关技术标准规范，并进行推广，研发或制作一些古籍保护修复的专用工具设备和工具，

纸浆补书机、压书机、西文修复架、折纸规、纸张酸碱度检测笔等已经投入使用，而一些其

他专用设备正在研发中。对于修复纸张，国家中心也开展纸张生产的监制、配发。希望通过

一系列的行动和持久的努力，提升中国古籍的修复工作规划化科学化水平，从经验到科学，

是中国古籍工作者的管融合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