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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图书馆推进历史文献开发利用进程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组考察我省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国家

级古籍修复中心申报工作 

 我省出版《江苏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 

 

南京图书馆推进历史文献开发利用进程 

近期，南京图书馆加大馆藏资源开发利用力度，重点针对历史文献

的整理、出版，初步制订了《历史文献研究整理计划》，并召开专题会

议，从项目的可操作性、市场的可行性、项目的独特性、学术研究价值、

全馆整体出版思路等多个角度，对整体方案进行讨论。省古籍保护中心

主任、南图副馆长全勤要求，计划必须充分考虑到实际可操作性，做到

细化并按年度分步实施。南图党委副书记、副馆长方标军立足全馆资源

开发利用，对历史文献的出版做了明确要求。他指出，历史文献的出版

是全馆资源开发利用的重中之重，应作进一步的梳理，制订三年出版计

划。他要求，馆藏资源的开发既有利于提高本馆学术研究地位，有利于

发挥本馆资源优势，同时也能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必须高度重视。要

全面确立开发开放的观念，不断加大工作力度，积极开展调研，确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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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确保数量和质量的高度统一。 

目前，南京图书馆成立了编辑出版委员会，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

南图副馆长全勤任委员会主任。委员会将负责对馆藏资源的开发利用进

行总体规划和具体落实。《历史文献整理出版计划》实施方案已在细化

中，部分项目已经开始实施。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组考察我省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和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申报工作 
 

根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单位和国家

级古籍修复中心申报单位进行实地考察的有关通知和要求，4 月 2日起，

由全国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刘家真，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中心吴澍时组成的专家组对我省 12

家申报单位进行了实地考察。 

4 月 4 日上午，专家组来到南京图书馆，就南图申报国家级古籍修

复中心进行调研与考核。南图党委副书记、副馆长方标军，省古籍保护

中心主任、副馆长全勤以及历史文献部、馆长办公室相关人员接待了专

家组。 

全勤副馆长首先向专家组

汇报了南图古籍修复的工作概

况，详细介绍了设施、设备条件，

专业技术人员状况，古籍修复工

作的开展情况，管理制度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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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推行，经费保障情况和所取得的相关成果，以及南图为申报国家古籍

修复中心所做的努力。她介绍，目前南京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专

职人员队伍具有较好的职业技能，能够独立承担古籍修复方案设计、审

核和古籍修复成果检查工作。同时，南图也具备较强的对下级修复人员

等进行培训指导和开展古籍修复教学培训的能力。先后帮助南京市莫愁

中等专业学校、金陵科技学院率先在全国开设古籍修复专业，并全面参

与教学，提供实习基地。设施设备上，古籍修复技术人员可人均拥有一

台古籍修复压平机，并配有古籍修复纸浆补书机（补洞机）、纸张纤维

分析仪、高级数码照相机、400 倍以上古籍修复专用显微镜、彩色数码

扫描仪等古籍修复必要的设备。在经费保障方面，南图每年都对古籍修

复投入专款，并有较为详细的经费预算，用以添置设备、开展业务等，

确保了古籍修复的正常开展。在管理机制上，早在 2003 年，我省即制

定了《江苏古籍善本抢救工作方案》，方案中对古籍善本抢救的原则、

具体工作、分期实施的时间段都有明确的规定。同时，在长期的工作中，

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南京图书馆已经在古籍修复的管理机制方面积

累了一定的经验，对古籍的收藏保护、交接管理、安全管理等有了较成

体系的工作规范，并严格按照古籍保护的制度予以执行。从修复成果看，

仅从 2004 年起至今，南京图书馆修复古籍近 5000 册 10 万页，不仅有

典藏本、流通本等普本，也不乏善本，如 2005-2007 修复的 4部公元四

世纪的《敦煌遗书经卷》。从以上几方面来看，南图目前已经具备申报

国家级修复中心的条件和能力。 

汇报会后，两位专家实地考察了南图古籍修复室。南图新馆专设的



古籍修复工作场所，面积近 500 平方米，宽敞整洁、设施齐备，给两位

专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 月 3 日至 8 日，在省级中心有关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专家组还考

察了南京、徐州、无锡、苏州、南通、泰州、扬州、镇江等地的 1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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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全国古籍保护重点单位的相关单位。 

考察结束后，两位专家就实地考察情况与省中心做了深入的交流与

沟通，不仅充分肯定了我省古籍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针对各

单位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并对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的

开展提出了要求。 

 

我省出版《江苏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 

近期，由江苏省文化厅、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联合编印的《江苏首

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

已正式出版。本书汇编了我

省 23 家古籍收藏单位入选

的 294 种国家首批珍贵古

籍，所有图片与文字均依据

各单位申报资料编辑而成，

充分体现了前阶段江苏古籍申报的工作成果。 

在去年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工作中，江苏共组织申报古籍

714 部，其中 294 种古籍入选，位居全国各省（市）首位。为充分展示

前期工作成果，全省古籍保护工作会议把出版《江苏首批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图录》确立为一项重要任务，并明确由省文化厅牵头，江苏省古籍

保护中心负责具体工作。 

接到任务后，省级中心立即对编辑工作进行安排，由曹红军、陈晓

明、徐昕三位同志负责具体编辑工作，并由江苏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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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担任专业指导。由于第一次名录申报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单位

对申报要求和古籍著录要求理解不一，在已公布的第一批名录中存在着

部分差错，编辑人员依据实物和书影对文字内容进行了一一核实，并对

图录以国家名录的顺序进行编排，确保准确。 

 

在整个编辑过程中，包括南京图书馆、镇江图书馆、南京博物院、

扬州图书馆、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凤凰出版社等在内的单位和有关专家

都对图录的编辑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可贵帮助，从专业学术、编校出版等

各个角度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省文化厅副厅长、南图党委书记马

宁也在百忙中对图录的出版给予指导和意见并撰写了序言。正是在方方

面面的共同努力下，图录得以顺利编辑出版。可以说，这也是全省公共

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科研系统图书馆和全省博物馆以及相关单位工作

人员集体劳动的结晶。 

 江苏是古籍大省也是文化强省，本书的出版，不仅展现了全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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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册古籍中佼佼者的风采，也充分展示了江苏地区优良的文化传统和

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公开的出版发行，也有利于进一步推动社会各界

对古籍保护的了解和认知，促进古籍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 

 

 

 

 

 

 

 

 

 

 

 

 

 

 

 

 

 

 

 

 

 

 

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 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