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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古籍保护与库房建设研讨会在温岭市举办 

 
会议开幕式 

2011年 9月 24日，浙江省古籍保护与库房建设研讨会在温岭举

行，会议邀请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善本特藏部研究馆员周崇润、浙江省

博物馆技术保护部主任、研究馆员郑幼明讲授古籍保护与库房条件设

置的相关知识。来自全省 39家古籍藏书单位的 42人参加此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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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应长兴、台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李玲玲、温

岭市文广新局副局长（主持工作）叶军华、台州市图书馆馆长毛旭、

温岭市图书馆馆长林君荣等有关领导出席开幕式，并作重要讲话。 

我省古籍保存藏书分散，藏书单位众多。有相当一批藏书单位，

其藏量在万册以上，但达不到“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审标准，

如何改善这批藏书单位的古籍保存环境，有效提升小型古籍库房建设

和管理水平，成为我省当前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有鉴于此，浙

江省古籍保护中心特举办本次研讨会，邀请相关专家现场指导。温岭

市图书馆古籍藏量 9000 余册，有独立的古籍书库，是我省中小藏量

古籍藏书单位的典型，因此，省中心决定与温岭市图书馆联合举办此

次研讨会，同时也希望能鼓励、推动基层古籍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 

上午的会议主要由两位特邀专家讲课。周崇润先生的讲课内容主

要侧重于书库建筑、内部硬件设施的建设标准。他介绍了古籍书库建

设的原则，强调适用、经济和节能环保。古籍书库建筑的选址须考虑

防水、防潮、防空气污染、防火，尽可能选择远离江河湖泊和地下水

位高的地方，远离工矿企业、繁华市中心以及城市远郊。书库内部库

房、阅览室、业务和技术用房、办公用房设计应遵循功能分区、布局

合理的原则，既要相互联系，又要避免交叉。对于南方地区来讲，古

籍书库的位置最好选择建筑物的中下层；书库的维护结构还要考虑隔

热（屋顶、外墙、门窗）、防水（屋顶、墙体、门窗、地面）和防火

（建筑物的耐火极限和等级、防火分隔物）的要求。书库内部的设备

比较重要的有三类：一是空气调节设备，安装时须考虑投入、设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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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效果和影响制冷效果的外部因素；二是消防设备，消防设备由气体

灭火剂和消防报警系统两部分组成；三是安防系统，安装具有多种探

测方式的安防监控系统。此外，周崇润先生还介绍了温湿度尤其是湿

度变化、光线、有害气体、害虫等对古籍的破坏原理及其应对措施。 

郑幼明先生主要从预防性保护的角度，根据南方地区的气候特

点，针对温、湿度、光线、有害气体和大气粉尘，介绍了古籍保护的

一些方法。南方地区一年中高温、高湿的天气时间比较长，温度的升

高对纸张纤维分解、腐蚀的化学反应会加快，湿度的增加则会使纸张

吸水后产生溶胀作用而降低纸张的强度，而温度和湿度的共同作用直

接影响着霉菌和害虫的生长、繁殖以及对古籍的破坏程度。对于霉菌

和害虫，以防为主，防治结合，其中控制温湿度的变化尤为重要。光

线对古籍的损害主要是红外线会加热表面温度、紫外线破坏有机物而

导致纸张脆化、可见光会造成纸张变色，因此古籍应尽量避光保存。

有害气体主要是酸性气体和氧化气体，会对古籍纸张产生腐蚀和酸

化；空气中的粉尘与水分结合，沉积在书页上，易于微生物的生长并

腐蚀纸张。对于这类因素，可以通过远离污染源、净化局部（书库）

空气、定期清洁、封闭保存、监测并调控书库温湿度进行预防性保护。 

针对中小型图书馆的古籍保护情况，郑幼明提供了几条建议：书

库建筑单独设置，门窗密封性好，书库围护结构有一定保温隔热性能，

书柜书箱使用合理的材料；根据当地气候特点制订合理的保护目标和

措施，进行长期监测，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定期检查藏书，及时发现

隐患；建立完善的制度，培养工作人员良好的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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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人员讨论 

下午，与会人员实地考察了温岭市图书馆古籍库房，并就各馆古

籍书库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讨论。温岭市图书馆馆长林君荣介绍了该馆

的古籍保护工作近况，谈到对古籍保护工作的感想，林馆长认为工作

应该先做起来，不能等到所有的条件都具备了才动手，古籍保护工作

一定要有责任心，并且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与会人员参观温岭市图书馆古籍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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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浙江省古籍基础维护培训班 

在嘉兴市图书馆成功举办 

为进一步推动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加强全省古籍修复人员

的业务技能，提高古籍修复的整体水平，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与嘉兴

市图书馆联合举办第一期全省古籍基础维护培训班，全省 21 家单位

的 22名学员参加了为期 5天的培训（9月 24-28日）。浙江省古籍保

护中心副主任、浙江图书馆副馆长徐晓军、嘉兴市图书馆副馆长沈红

梅等领导参加了开结班典礼。 

 

学员实践操作 

此次培训的主要内容有：古籍基础保护和管理、古籍修复原则、

修复材料的使用和古籍修复整理维护实践等。浙江图书馆国家级古籍

修复中心阎静书、汪帆担任指导教师。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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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们认真学习如何建立修复档案、调制浆糊、纸订制作和装订、修

复霉烂书页等基本的古籍修复技艺。 

 

现场指导 

培训结束前，承办单位组织学员进行座谈。虽然培训时间仅有一

周，但学员们都表示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大量的实

践操作，大大增强了培训的效果。同时，学员们也从各自的实际情况

出发，提出了一些要求和建议：比如增加培训机会；希望省中心能建

立巡回检查工作制度，敦促各单位领导开展古籍修复、保护工作；省

中心能统一代购修复工具；建立纸张样本库；修复中心的老师能够深

入地县帮助建立修复室、指导工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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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员培训结业成果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来浙检查 

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10 月 16-18 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检查组来我省检查国家级修

复中心，并抽查了部分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

见》（国办发[2007]6 号）精神，推进全国古籍保护工作深入开展，

文化部委托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对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工作情况进行

检查，此次检查是文化部对各修复中心成立以来所开展工作的一次全

面了解，以逐步形成“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管理档案，为进一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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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修复中心管理工作提供依据。同时抽查部分“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的工作开展情况，大致了解各地古籍存藏情况和保护现状。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派来我省检查工作的考察人员是国家图书馆

古籍馆研究馆员、著名古籍修复专家杜伟生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

室保护组的梁爱民。我省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有两家：浙江图书馆和

天一阁博物馆。考察人员检查、了解了两家修复中心的修复队伍建设、

修复制度建设、修复专业设备配置等近况，并询问了入选国家级修复

中心后工作开展情况，包括所修复古籍名称及数量，修复经费来源及

使用情况，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配发修复用具、材料数量及使用情况，

交流合作项目及科研项目情况以及古籍修复计划等。考察组同时听取

了两家修复中心提出的要求和建议，并就主要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考察组同时先后检查了 5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嘉兴市图书

馆、绍兴图书馆、杭州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和浙江省博物馆。对

于重点单位，考察组重点检查了各单位的古籍库房，包括馆藏量、入

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数量和馆藏书目出版情况等；同时检查了各

单位近年来古籍修复情况、古籍工作人员情况、古籍普查进展程度等。

考察组还实地考察了各单位的古籍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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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组与嘉兴市图书馆古籍工作人员、主管部门领导交谈 

 

 

 

考察组检查天一阁博物馆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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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组检查天一阁博物馆古籍修复实验室 

 

 

考察组参观天一阁博物馆古籍新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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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组察看绍兴图书馆古籍普查情况 

 

 

考察组检查杭州图书馆古籍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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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组察看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书库 

 

 

考察组在浙江省博物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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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组检查浙江图书馆古籍修复档案 

 

 

考察组指导浙江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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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组检查浙江图书馆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纸张样本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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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 9月 28日，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吴越胜览——唐宋之间的

东南乐国”大型展览在该馆武林馆区开幕，浙江图书馆馆藏雷峰塔出

土《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在此次展览中展出。 

● 10 月 6-27 日，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浙江图书馆精选

了 140余件馆藏文献及文物，举办“浙江图书馆馆藏辛亥革命历史文

献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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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省委宣传部、文化厅、省

财政厅、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民宗委、省人力社保厅、省文化

厅、省卫生厅、省新闻出版局、省档案局、省文物局、社会科学院 

送：各省古籍保护中心、省级图书馆 

发：省内各古籍收藏单位、基层公共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