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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中华古籍总目·新疆卷》前期调研报告 

 

根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自治区文化厅及新疆古籍保护中心的

工作部署，为了顺利开展《中华古籍总目·新疆卷》编纂工作，并

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籍保护领导小组制定整体工作方案提供参

考，以此确保完成《中华古籍总目·新疆卷》编纂工作。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首先前往中国社会科院新疆分院图书馆、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图书馆、新疆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及历史研究

所资料室、新疆大学图书馆等汉文古籍收藏量较大的图书馆进行前

期调研。随后，对昌吉州图书馆、吐鲁番地区图书馆和吐鲁番地区

博物馆等古籍收藏单位进行了实地调研。 

此次调研内容主要包括：汉文古籍数量、古籍编目情况、古籍

类型、古籍来源情况及保护状况等方面。 

一、各馆具体情况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图书馆成立较早，在古籍保存和管理上有

较好的基础： 

一、馆藏量 6.6 万册，贮藏于一层特种文献书库。其中珍贵文

献共 25部，存有书影和专门档案。 

二、编目按四部分类，有卡片目录，但较为混乱，需要整理；

数据库目录只做了一部分且工作已停滞。 

三、馆藏汉文古籍类型主要是线装，尤以清代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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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馆藏汉文古籍来源主要是科学院系统统一调拨，约占总量

的 80%，另一部分为文革前自行采购所得。 

通过调研发现，中科院图书馆汉文古籍馆藏情况主要存在下列

问题： 

一、对汉文古籍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基本上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二、对汉文古籍现有家底尚有待于进一步摸清。 

此外，图书馆负责古籍文献的主任表示，可以组织人员协助完

成分省卷的编纂工作，但应制定相应平台软件以避免重复劳动。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身是社科院历史研究室，成立于

1957年，历史悠久。 

一、藏书约有 6 万册，包含民文古籍，有部分较珍贵古籍单独

存放。 

二、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分院分开之前，有三套目录卡片，

且古籍是按照四部分类排列。分家后，由于古籍书库的移动，造成

书籍排列混乱，目录卡片也仅存一套，且无法确定是否完整。 

三、古籍来源较杂，大部分是六七十年代由老一代的工作人员

从北京购买。 

四、馆藏汉文古籍类型主要是线装，尤以清代居多。 

该资料室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古籍摆放混乱，杂乱无章，无

法提供检索，全靠人脑记忆。该资料室还面临着新老工作人员的接

替问题。没有专门的人员完成《中华古籍总目·新疆卷》的编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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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新疆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新疆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立较晚，其所藏古籍是该院民族研究

所捐赠。 

3）古籍藏量无法确定，有一部分为影印古籍。 

    二、该馆古籍没有进行编目整理工作，没有馆藏目录，无序摆

放，杂乱无章，且民文古籍和汉文古籍也没有分区域上架。 

三、其所藏古籍形式多样，除线装古籍外，有经折装、卷轴装

等形式，其中，不凡手抄本等珍本。 

四、有专门的古籍工作人员。 

该馆馆长表示全力配合完成分省卷的编纂工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一、馆藏量 1万余册，含民国时期的图书，贮藏于地下书库。 

二、没有馆藏编目，且古籍与普通图书混在一起，有简单的索

书号。 

三、馆藏汉文古籍类型主要是线装，尤以清末居多。 

通过调研发现，博物馆汉文古籍馆藏情况主要存在下列问题： 

一、对汉文古籍整理保护重视程度不够，基本上没有任何保护

措施，且与普通书籍混编在一起，没有正规管理古籍的方式，缺乏

专门人员管理。 

二、对汉文古籍现有家底尚有待于进一步摸清。 

此外，在调研过程中，资料室主任表示，应该拿出具体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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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以便工作顺利实施。                     

                     新疆大学图书馆 

新疆大学图书馆面向在校全体教职工，且有丰富的人力资源，

在古籍保存、管理方面具有较好的基础。 

一、馆藏汉文古籍近 8000部，超过 170000册。 

二、编目工作较完善，存有 2 套目录卡片，数据库录入工作已

进入尾声，利用 CALIS系统和汇文系统，可以提供检索及转换输出。 

三、馆藏古籍分善本和普通古籍分别存储。善本约 813种，13435

册。普通古籍以清代居多。 

四、有专门的古籍工作人员，可以保证分省卷的编纂工作。 

五、馆藏古籍是新疆大学前身学校所藏有的，家底可谓雄厚。 

存在问题： 

由于其所用古籍录入软件没有“提要”这一字符段，需要组织

人力完成提要的编纂工作。 

昌吉州图书馆     

一、汉文古籍数量 

馆藏量 113部，1348册，由于条件所限无法上架，2007年曾遭

水淹，现存放于一楼的保险柜中。 

二、古籍编目情况 

人员条件所限，尚未编目。有一名专职人员现在东北师范大学

进修学习，此项工作由此搁浅。考虑古籍文献安全问题，尽量不换

人，因此没有考虑选配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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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文古籍类型 

馆藏汉文古籍类型主要是线装，以清代居多。 

四、古籍馆藏源流 

古籍来源较杂，大部分是六七十年代由老一代的工作人员从内

地购买。 

此次调研中还发现，其馆藏线装书藏量为 518种 5824册，除古

籍外，其余为民国时期书籍。 

通过调研发现，昌吉州图书馆汉文古籍馆藏情况主要存在下列

问题： 

对汉文古籍重视程度不够，基本上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对汉文线装书定级较为模糊，有待于进一步规范。 

奇台县图书馆 

一、汉文古籍数量 

馆藏量 98 部，均为汉文古籍，其中原本古籍 53 部，影印古籍

45部，现存放于独立的书库书柜中。 

二、古籍编目情况 

有专职人员进行古籍整理及编目工作，已完成古籍简目。 

    三、汉文古籍类型 

馆藏汉文古籍类型主要是线装，以清代居多，最早的是清乾隆

年间版本 

四、下一步工作要求将原本古籍 53部进行完整编目，纳入《中

华古籍总目 新疆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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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鲁番博物馆 

    吐鲁番博物馆古籍藏量有限，仅存 4册《新疆图志》（详细底数

不清，有待进一步进行清点合数），藏有出土文书有 9个语种共约 1041

件（新挖掘出土文书未计其中）。 

    还参观了吐鲁番文物局修复室，以期对我馆即将开展的古籍修

复工作有所裨益。经了解，出土文书的大致修复过程包括：揭展、

清洗、加固、晾干等步骤。在访谈过程中，同其修复室负责人建立

了良好的业务关系。此外，还走访了文物局资料室，了解概况并获

赠期刊若干册。 

通过调研，更加

意识到分省卷的编纂跨部门、跨系统，需要政府加强协调，进一步

落实各项工作。 

二、分析与建议 

通过调研可知： 

一、上述各馆汉文古籍收藏约 40余万册，以普通线装古籍为主，

少量善本，所藏古籍年代以清代为主。 

二、我区馆藏古籍文献形式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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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馆在管理和存储方面有参差不齐，亟待协调改善。 

四、各馆都面临着古籍专门工作人员严重短缺的现状。 

五、各馆尚未充分认识到《中华古籍总目·新疆卷》编纂的意

义及重要性。 

六、古籍基础业务及其薄弱，部分馆藏古籍量尚未完全摸清，

编目整理工作无从谈起。 

七、部分馆对古籍保护重视程度不够，尚待进一步加强。 

针对上述调研情况，综合分析，为做好《中华古籍总目·新疆

卷》的编纂工作，应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加强宣传力度，要从国家项目的高度认识《中华古籍总目·新

疆卷》编纂的重大意义，使各馆认识到分省卷编纂的重要性和完成

任务的紧迫性。 

二、加大组织协调力度，分省卷的编纂涉及到跨系统的多个部

门和多个收藏单位，需要政府出面协调。 

三、根据新疆古籍实际情况及调研情况，由新疆古籍保护中心

制定《中华古籍总目·新疆卷》编纂方案。 

四、由自治区古籍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尽快提请自治区人民政府

召开古籍保护成员单位联系会，全面部署编纂《中华古籍总目·新

疆卷》工作，讨论《中华古籍总目·新疆卷》编纂方案（草案），督

促各单位落实古籍专门工作人员及尽快摸清各自家底，确保分省卷

编纂工作顺利开展。 

五、加强分省卷编纂的专项业务培训。第一，邀请国家古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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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中心派专家来疆培训指导。第二，由新疆古籍保护中心牵头组织

主要汉文古籍收藏单位赴内地图书馆学习交流编纂分省卷的具体业

务工作。第三，新疆古籍保护中心组织编纂《中华古籍总目·新疆

卷》专项工作培训班。通过多途径推进的方式，推动工作效率。 

五、政府应加大对古籍保护的投入，改善基础设施较差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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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古籍工作调研报告 

 

我们本着遵循新疆古籍保护中心的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切实

推进全疆古籍普查与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并为编纂《中华古籍总

目 新疆卷》做好前期准备工作，新疆古籍保护中心组成调研组，于

2011年 10月 11日至 14日对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七家古籍收藏单位进

行了调研。在为期四天的考察中，我们通过听取主管领导的汇报，

实地查看古籍库房、翻阅存藏的古籍文献、以及古籍普查工作开展，

并针对实际情况给予业务辅导，与古籍专业人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

交流等方式开展工作。最后，在完成七家单位调研后，与伊犁州图

书馆相关业务人员进行了座谈与交流。调研达到了预期目标。 

一、明确调研目的。 

在 2010年 4月全疆公共图书馆馆长会议上，由自治区古籍保护领

导小组领导宣布新疆古

籍普查工作正式启动。

一年多时间过去了，全

疆各地州基层古籍收藏

单位开展古籍普查工作

的进展如何，在实践中

存在哪些问题，是主观

因素还是客观因素。深

入基层，掌握第一手资料是必由之路，也是摸清古籍实有藏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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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情况、文种情况及保存状况的一个举措。《中华古籍总目 新疆卷》

编纂任务书于 8 月 6 日在第二十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上正式签订。

由此，对全疆汉文古籍收藏情况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核实，避免有遗

漏的情况。 

二、调研认识到位。 

新疆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陈建平参加了调研出发前的准备会，他肯

定了古籍部（新疆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的同志们的准备充分，认

识到位。并对实地调研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及如何解决考察中可能

遇到的问题，最后，对安全也提出了要求。作为调研组，准备了调

研所用的业务资料：包括古籍调查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关于对新

疆、西藏古籍存藏条件调查

表、《中华古籍总目编目规

则》及《新疆历史文献暨古

籍保护成果展图录》等，借

下基层调研的时机，做好了

从各个方面与各个古籍收

藏单位的业务人员进行交

流学习的准备。 

三、调研日程合理。 

在为期四天的调研中，通过文化厅社会文化处的沟通联系，得

到伊犁州文体局及伊犁州图书馆的大力支持和配合，考察日程安排

的紧凑合理，按照原定计划圆满完成调研任务。在实践工作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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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深了新疆古籍保护中心与各基层古籍收藏单位的业务联系，

为下一步做好普查工作和编纂分省卷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调研工作收获。 

我们先后对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图书馆、伊宁市图书馆、霍城县

图书馆及档案局、察布查尔县图书馆、州博物馆、州民宗委等 7 个

收藏单位进行了调研。通过参观与交流，对各单位业务发展情况做

了总体性的了解，重点调研各单位古籍收藏量、编目整理、书库保

存、机构设置与古籍专业人员等情况，询问了在开展古籍工作中遇

到的具体问题，复印了相关业务资料，并拍摄了大量的少数古籍书

影资料用于进一步对古籍甄别鉴定。通过实地调研，收获很大，使

我们以前远距离无法确认的

信息得到了了核实。 

五、伊犁州古籍现状分析 

2010 年地州馆长工作座

谈会后，伊犁州图书馆深入领

会会议精神，组织人员对 8

县 2市开展了古籍普查工作，

初步掌握了地州古籍收藏分布情况，成立了地州古籍保护之中心，

并于近期成立古籍部，制定专人负责该项工作，但由于经费、人员

素质等原因，古籍保护与普查工作的开展存在困难。 

㈠ 从整体上来看，伊犁州地区古籍保存状况相对较好，有些单

位有独立的书库，并采用密闭书架来安放古籍，减少了阳光、紫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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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等因素对古籍的损害。但仍有大部分单位满足不了古籍的保存条

件，各单位均没有恒温恒湿设备。古籍受损情况普遍存在，古籍保

存环境需进一步完善。  

㈡ 少数民族古籍识别人才缺失。伊犁州古籍大部分为少数民族

古籍，但是由于位没有识别文字的专业人才，尤其是个收藏单，大

部分古籍基本信息不能确定，这位古籍的普查工作增添了难度。 

    ㈢ 古籍保护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少数古籍专项工作人员缺乏

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伊犁州民

间收藏有大量的民文古籍，此部

分古籍由于公众古籍保护意识

等原因，众多因素造成开展普查

存在困难。 

六、反馈问题。 

在与伊犁州图书馆领导与古籍专业人员的座谈交流中，提出今

后开展古籍普查与保护工作中，希望得到自治区古籍领导小组及新

疆古籍保护中心的支持和关心，以推进以伊犁州图书馆为核心，并

担负起组织协调全州古籍工作的开展 

二、伊犁州图书馆提出，在认识到位的前提，开展古籍普查工

作需要上级部门的协调与沟通，由政府部门协调，达成共识。 

三、加大古籍专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力度。一是新疆保护中心定

期下基层进行业务辅导，以提高专业的古籍专业素质和实际能力。

二是地方古籍专项工作人员赴中心实习锻炼。三是举办古籍专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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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培训班， 

四、古籍普查与保护工作运行经费的保障。一是针对伊犁州古

籍收藏现壮与特点，多为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文字的识别是古籍普

查工作面临的最大难题。聘请疆内疆内专家、古籍定级需要经费支

持；二是伊犁州民间收藏古籍数量巨大，保护状况堪忧，此部分古

籍的征集与保护需要经费支持。三是古籍业务的开展、调研、跨行

业协调，收藏单位古籍保护环境改善需要投入资金。 

附：伊犁州古籍收藏情况汇总表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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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伊犁州古籍收藏情况汇总表 

 
序号 收藏单位

名称 

收藏量 文种情况 编目与人员情

况 

保存现状 

1  

伊犁州图

书馆 

200余册 有察合台文、波斯文

等，需专业人员鉴定 

未编目；有专人 在阅览书库 

密闭性书库 

无恒温恒湿

设备 

2  

 

伊宁市图

书馆 

2000余册 察合台文 109部、阿拉

伯文 239部、塔塔尔文

58部、波斯文 63部、

哈萨克和维吾尔文 259

部、汉文古籍 100余册 

有专人；经专家

翻译整理了 700

余册。 

在专藏书库；

密闭性书柜 

无恒温恒湿

设备 

3 霍城县图

书馆 

没有收藏 计划在民间进行调研、普查工作 

4 霍城县档

案局 

20余册 汉文古籍 未整理 无专门书库

档案柜保存 

无恒温恒湿

设备 

5  

 

察布查尔

县图书馆 

177 册，其

中县图书馆

存有 77册；

民间 100 册

（孙扎齐乡

24册，堆齐

乡 76册） 

锡伯文古籍。其中，68

册入选了国家民委编的

《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

要·锡伯卷》 

进行了简目登

记；有专人 

有专门保存

间 

文件柜保存 

无恒温恒湿

设备 

6  

伊犁州博

物馆 

 掌握民间古籍收藏情况，并进行影印出版 

7  

 

伊犁州民

宗委 

登记 104 部

古籍，含复

印本及后期

影印本，实

际数量有待

进一步考证 

有哈萨克文、波斯

文、乌兹别克文、塔

塔尔文等， 

有专门机构

与专人编目 

保存于铁皮柜中 

无恒温恒湿设备 

汇总  2500余册； 

有汉、察合台文、波斯文、阿拉伯

文、塔塔尔文、波斯文、哈萨克文

和维吾尔文、锡伯文、乌兹别克文

等 10个文种 

2)伊宁市馆编目情况较好，其他

单位未做编目； 

3)保存条件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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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涛先生新疆钱币讲座信息 

 

应自治区图书馆古籍部的邀请，新疆著名钱币收藏家王涛先生

分别于 2011 年 9 月 18 日、10 月 23 日、11 月 6 日做客自治区图书

馆昆仑讲坛，为广大读者带来了

《西域钱币与新疆历史》、《丝绸

之路及中亚古国伊斯兰钱币》、

《新疆地方钱币（清代以前）》

三次讲座。 

在人类的历史活动当中，钱

币始终贯穿在国家和人类社会

生活当中。因而钱币全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荣辱兴衰，反映了国家

漫长而又悠久的发展历程。从钱币中，可以看到政治、经济、文化、

艺术等一系列的变化。 

王涛先生为广大读者展示了自己珍藏的大夏王朝、安息王朝、

贵霜王朝、波斯萨珊王朝、哈里发王朝、蒙古帝国、塞尔柱帝国、

察合台汉国、叶尔羌汉国等

国的金银币及汉佉二体钱、

龟兹五铢钱、高昌吉利钱等

钱币图片，真实地再现了这

些曾在新疆历史上流行的钱

币的面貌。王涛先生结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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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历史，详细地介绍各个钱币产生的背景、制作工艺、性质、重

量及演变等信息，也为大家还原了当时的社会面貌、经济状况及每

一枚钱币背后所隐藏的罕为人知的历史。 

王涛先生的讲座得到广大听众的好评，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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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轩教授讲座信息 

2011 年，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也是我国土尔扈特部东归二

百四十周年。鉴于此，自治区图书馆古籍部邀请了新疆大学周轩教

授于 10 月 9 日、11 月 20 日分别作了《辛亥革命在新疆》、《纪念土

尔扈特东归 240周年》的讲座。 

周轩教授博引了丰富的史料，展

示了许多珍贵的老照片，并结合自己

的研究，深入浅出地为广大读者讲述

了新疆辛亥革命及土尔扈特东归发

生的背景、过程、结果等历史史实，

再现了新疆各族人民为了祖国统一、

民族富强而做出的自己的贡献。 

周轩教授还为自治区图书馆捐赠了他为纪念土尔扈特东归 240

周年编著的《乾隆帝与土尔扈特东归》一书。 

周轩教授的讲座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座无虚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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