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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 3期 （总第 5 期）                                 2010年 6月 24 日 

 

拓宽思路、多方动员，加强新疆古籍保护工作力度 

——国图周和平馆长来自治区图书馆就古籍保护工作召开座谈会 

 

2010 年 6 月 22日，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陈力等一行 7 人，借国家文化部在自治区召开文化、文物对口援疆

工作会议之际，在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李建军、文化厅社文处处长

王洁、副处长艾尼瓦尔·艾利等相关领导陪同下，到自治区图书馆

对古籍保护等相关工作进行座谈交流，图书馆主要领导及古籍保护

中心相关人员共 20 余人参加会议。 

自治区图书馆馆长陈建平对周馆长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对

国家文化部、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长期以来对新疆古籍保护工

作的关心和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尤其是国家赠送的中华再造善本，

不仅丰富了馆藏资源，还使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群众查阅珍贵古籍文

献资料提供便利。他说，自 2007年新疆古籍保护中心在自治区图书

馆挂牌成立后，新疆古籍保护工作展开新的一页，按照中央、自治

区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新疆古籍保护中心在全疆范围内逐步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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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普查工作，并完成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工作，成功申

报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古籍 45 部；他指出，目前境外对少数

民族文献的征集现象有所增加，对于散落民间的古籍，自治区文化

厅、图书馆十分重视，但现有财政经费无法满足古籍的征集工作，

这严重威胁到我国文化安全，期望国家能对此种现象予以重视。随

后，王洁处长指出，新疆古籍保护工作虽取得一定成绩，但仍存在

突出问题，一是新疆地区隶属边疆，少数民族文献特色突出，弥足

珍贵，但存在对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现象。少数民族

古籍收藏在民委、教育、文博等系统，另有民间收藏等形式，在工

作开展中存在沟通协商受阻问题。二是队伍建设薄弱，目前新疆古

籍保护中心没有资深的专家团队，新疆范围内文博系统中虽有文物

古籍修复专家，但数量有限，依托现有力量无法完成古籍整理、研

究与修复工作。三是古籍数字化程度低，目前仅有自治区图书馆、

社科院等几家单位开展古籍数据编目工作。四是经费不足，目前新

疆地区古籍保护设施设备不够完善，对于散落民间的古籍依靠现有

经费也无能力征集。 

在听取了自治区文化厅及自治区图书馆关于新疆古籍保护工作

现状和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后，周馆长就应该高度重视新疆古籍保

护工作，把新疆古籍保护工作纳入到国家文化建设的层面和高度，

借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东风迅速启动国家新疆古籍保护工程等工

作做重要指示：  

一、解决定位问题。新疆古籍保护是国家古籍保护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新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也是文化聚居地，

东西文化交汇，新疆少数民族古籍是反映新疆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社

会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的实证，具有文种多、数量少、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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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特点，在中国境内三十多种少数民族活文字、死文字中，新疆

地区就具有十五种。大量的典籍甚至早于敦煌所出文献，有的虽然

只有几片，但却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新疆区域内

出现的古籍文献对于研究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其整

理、普查、保护、展示对各族人民了解历史、维护社会稳定、引领

现代文化、延续民族血脉具有重要意义。新疆古籍保护不仅仅是新

疆文化工作的一项重要工程，更是国家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

我们必须站在国家层面的高度上认识新疆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             

我们必须站在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上认识新疆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

性，新疆古籍保护中心要以对国家和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充分发

挥其职能作用，承担起全疆古籍普查与保护工作的职责。 

二、形成工作规划。做好新疆古籍保护工作不单是自治区图书

馆的事，也是自治区文化厅和政府的事。但新疆古籍保护中心在你

这儿，你们就应该把事情做好，担起责任。 

如何做好国家新疆古籍保护工程工作呢？首先要先做好规划，

没有规划，工作就不好做，要站到国家层面上形成这个规划，然后

形成部里的文件。自治区文化厅要做好牵头，将文博、民委、教育、

社科等系统联合起来，尽快召开新疆古籍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建立

相应的工作机制。把全国古籍保护专家整合起来，形成专家队伍，

要开拓思路，通过各方参与，借助于专家的力量，做好这项工作。

此项工作规划将作为文化援疆工作的一个重要项目，由文化部发文

和自治区政府发文，纳入国家古籍保护工程中。国家新疆古籍保护

工程启动后，逐步组织开展新疆地区古籍总目的编纂、申报名录，

古籍研究、整理、出版，修复与展示等工作。 

三、规划涉及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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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做好古籍普查。当前首要任务是做好新疆古籍普查工作，这

个很重要，这是代表国家来做的国家古籍普查，通过普查了解新疆

古籍的收藏情况。 

㈡ 积极申报名录。古籍普查工作是申报珍贵名录的基础，申报

名录又带动古籍普查工作和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二者相辅相成。

在做好新疆古籍普查的基础上尽量多的申报《全国珍贵古籍名录》，

进而编纂《新疆古籍总目》，组织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珍贵古籍

名录》的申报工作。 

㈢ 要明确一批古籍保护单位。申报“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是政府部署，作用明确，要通过申报古籍名录与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的举措，调动各古籍收藏单位开展古籍保护工作的积极性，申报成

功即是荣誉，也是责任。 

㈣ 做好古籍的整理与出版。有了名录了就好整理了，近二十年

来，古籍整理与出版逐渐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重视。少数民族古籍文

献的研究、整理、出版形成了一股热潮。我们做好工作的前提是认

识古籍整理的重要意义。保护很重要，但利用也很重要，整理出版

好古籍，对于传承文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中华民族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要加强队伍建设，借

助于专家挖掘，总结前人整理出版工作的经验，继承优良传统和作

风，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古籍保

护总体方针，将古籍研究、整理、出版纳入当代文化建设中，推动

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新的发展。 

㈤ 古籍的修复。对珍贵古籍的抢救、修复是古籍保护工作的一

个重点工作。要整合古籍修复人才、集中资金，有计划地对破损古

籍进行修复，同时做好古籍的宣传展示，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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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网络资源，将古籍文献充分展示，达到扩大影响、促进利用的

目的。 

㈥ 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古籍保护队伍建设，对于有效开展古

籍保护工作至关重要。借助平台整合专家，将区内外不同领域专家

整合，逐步建立一支完备的古籍保护队伍。同时搞活学术研究，采

用专题讲座的形式沟通交流，即出成果，又出人才，还可以带动和

促进队伍建设。 

㈦ 经费。设立专项经费，将此项经费列入国家古籍保护工程经

费中，其中包括购置必要设备、交通工具、摄影、摄像、计算机及

培训经费等。有了这个工程了，一些费用也就可以一并解决。要合

理利用经费，拓展思路，将流失于海外的古籍也可以划入古籍普查

范围内，普查不改变处所，建立基本档案，形成一整套方案。 

周馆长指出，可以把项目先启动起来，逐年去做。把项目做好，

规划搞起来，才能推动工作顺利开展。可以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在 “春

雨工程”和“非遗工程”两者之间，把 “国家新疆古籍保护工程”

作为又一项重要文化工程。借助工程，调动一批专家，培养一批专

家，形成强大的专家队伍，真正为新疆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做出

贡献。 

最后，周和平馆长对各朝历代古籍文献的演变史作了简要阐述，

进一步说明了民族古籍文献对记载民族发展历史具有极为珍贵的史

料价值。他建议，一是在 8 月份完成新疆古籍保护工作规划，经文

化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专家论证会后，在自治区图书馆馆庆

之际启动“国家新疆古籍保护工程”。二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将依据

新疆古籍保护中心工作运行情况择期选派古籍专家团来疆指导工

作。三是适时举办“西域古籍文献展”，广泛吸纳国内各少数民族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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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收藏单位，积极参与。通过展览宣传，使新疆古籍走出新疆、走

出国门，扩大影响力，带动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扬。 

国家图书馆陈力副馆长提出两点意见，一是整合民委、文博、

教育等系统各方力量要争取政府支持。二是善于整合专家，通过积

极参与项目，提高专家个人影响力，从而提升保护中心影响力。 

李建军副厅长听取周馆长对新疆古籍保护工作的指示后指出，

周馆长的讲话即全面又符合新疆实际，对于新疆地区如何做好古籍

保护工作提供了依据。新疆古籍保护中心将按照中央文化部的要求，

认真总结周部长意见，进一步完善新疆古籍保护工作规划，做好下

一步古籍普查与保护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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