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 年第 4 期(总第 4 期) 

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南京图书馆)编                                2008.10.6 

[编者按] 为贯彻落实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推动我省古籍保护工作

继续走在全国前列，9月 1日至 7日，由江苏省文化厅牵头，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组

织专家，成立四个督导小组，分赴全省六十多家古籍保护收藏单位开展全省古籍保

护督导工作。督导工作的主要内容为：传达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和全省古籍保护

工作厅际联席会议精神；进行首批省级和第二批国家级《珍贵古籍名录》、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的申报动员及指导；了解各单位古籍保护工作机构建立情况，古籍收藏、

保护现状，古籍保护条件的改善状况，以及各单位在古籍普查方面的进展情况等；

调研各单位在古籍保护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为全面反映此次督导工作情况，

本期简报特对四个督导组的工作报告进行汇编，以供交流。 

本期导读 

 督导一组：无锡、苏州地区古籍保护督导情况 

 督导二组：镇江、扬州、泰州、南通地区古籍保护督导情况 

 督导三组：淮安、宿迁、徐州、连云港、盐城地区古籍保护督导情况 

 督导四组：南京、常州地区古籍保护督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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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苏州地区古籍保护督导情况 

 

督导一组由南京图书馆副馆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全勤带队，成

员有苏州图书馆副馆长许晓霞、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助理周蓉。

该组于 9 月 2 日至 5 日，前往苏州和无锡地区开展督导工作，重点走访

了苏州图书馆、苏州吴中区图书馆、吴江市图书馆、常熟市图书馆、苏

州大学图书馆、苏州博物馆、常熟博物馆、苏州西园寺、无锡图书馆及

江阴图书馆等 10 家古籍保护收藏单位。 

一、督导概况 

苏州无锡地区历来是江苏省的古籍重要收藏地区，文化积淀深厚，

收藏较为丰富，自从全国开展古籍保护工作以来，苏锡两地各主要古籍

收藏单位都比较重

视，各方面工作有了

较大进展： 

1、在机构建设

方面，苏州市于2008

年 8 月 28 日出台了

苏州《市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加强古

籍 保 护 工 作 的 意

见》，成为苏州市古籍保护的指导性文件，随后成立了苏州市古籍保护工

作联席会议及苏州市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完善了苏州地区的古籍

保护工作机制，理顺了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促进苏州地区的古

籍保护工作铺平道路。下一步苏州市还将通过市编办批准，成立苏州市

古籍保护中心。常熟市古籍保护中心则于 6 月 12 日在常熟馆挂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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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全市的古籍普查、整理等工作。 

2、在申报方面，大多数馆都已经将自己的馆藏善本整理清楚，形成

了各自的珍贵古籍名录申报计划；无锡馆及苏博表示要继续申报第二批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3、在古籍普查方面，苏州馆及无锡馆己开始进行了，尤其是苏州馆，

普查及日常编目工作两不误，编目工作早先已列入馆五年计划，今年将

完成，这为今后的普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累计完成普查。无

锡馆为今后 3 年工作拟定了阶段性目标，分阶段将馆藏古籍进行普查、

修复及开发。吴江馆用了一年半时间建立了馆藏古籍机读目录，方便了

普查工作。 

4、在馆舍建设方面，各馆都作了进一步的完善或有了更新的计划，

如常熟馆更新了书橱并调整了库位结构，无锡馆增设了单体空调，拟添

置中央空调并更新书橱。吴中区馆及西园寺都在建新的馆舍，建成后古

籍将搬入新的库房，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 

5、在人员建设方面，各馆都积极参加省中心或国家中心组织的各次

培训，同时还引进新的人才，如常熟馆特别引进了人大的一名研究生，

从事古籍普查工作。吴江馆聘用了一名修复人员，并拟通过考试正式引

进。 

二、督导建议 

苏州、无锡地区基层各馆很多工作经验值得借鉴： 

1、在基础工作方面，苏州馆重视古籍编目工作，建立起馆内的五年

计划，将古籍编目工作纳入其中，坚持不懈的用几年时间将馆藏古籍全

部理清，为今后的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及普查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无

锡馆重视重点古籍阅览，特将使用量集中的方志类古籍集中放置于阅览

区域。苏大馆将使用量大的集部、丛部古籍与其他古籍分室库藏，收藏

使用两方便。吴中区馆将进入名录的善本及使用量大的古籍数字化后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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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 

2、在古籍开发利用方面，各馆普遍重视馆藏古籍的开发利用工作。

苏州馆长期与技术公司合作，完成了具有全文检索功能的数字化古籍《乾

隆吴县志》，并正式出版，还编撰出版了《苏州图书馆藏古籍善本提要》

等。无锡馆与其他单位合作，出版了《锡山先哲丛书》、《惠山记》、《梁

溪古园》等著作。吴江馆将馆藏二十余部地方志，进行了全本的数字化

处理，出版了可全文检索的《纵览吴江》光盘，并赠送相关单位，获得

一致好评。 

3、在宣传工作方面，常博利用第一批珍贵古籍名录公布的契机，将

馆藏珍贵善本进行展示，同时积极宣传古籍的基本知识。 

 

 

镇江、扬州、泰州、南通地区古籍保护督导情况 

   督导二组由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徐忆农带队，成员为扬州图书

馆名誉馆长刘向东、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研究馆员方云。该组于 9

月 1 日至 7 日，赴镇江、扬州、泰州、南通开展督导工作，重点走访了

镇江市图书馆、镇江市博物馆、丹徒区图书馆、丹阳市图书馆、扬州市

图书馆、扬州大学图书馆、扬州博物馆、仪征市图书馆、宝应市图书馆、

高邮市图书馆、江都市图书馆、兴化市图书馆、光孝寺、泰州市博物馆、

泰州市图书馆、南通市图书馆、通博物苑、南通大学图书馆、启东市图

书馆、海门市图书馆、通州市图书馆、如皋市图书馆、海安县图书馆共

23 家古籍收藏单位。 

一、督导概况 

1、在机构建设方面，总体来看，不少文化主管部门与古籍收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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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籍保护工作是比较重视的，如扬州市正在建立市级联席会议、保护

中心、专家委员会，而扬州市图书馆有古籍保护专项费每年 20 万元。也

有部分部门和单位因客观条件所限，重视程度不够，有的单位由于经费、

专业人员不足甚至提出将古籍交由其他馆收藏。当地同志建议将《省政

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古籍申报与普查相关文

件，加盖公章（复印亦可）发往各市文化局，以便古籍保护工作能够顺

利推进。 

2、在古籍收藏方

面，督导过程中有不

少新的发现，如除常

规古籍外，许多单位

藏有金石拓本，另外

还发现少量竹简、木

牍文献与非汉文文

献，这些古籍的发现，

丰富了江苏珍贵古籍

的种类，但需要进一

步清点整理。 

3、在古籍保护条件方面，各单位之间差距较大。仪征图书馆、南通

博物院、扬州双博馆等，都新建了书库，基本条件较好。但也有不少单

位由于搬迁新馆、经费不足等原因，古籍保护条件不够。 

二、督导建议 

在督导过程中，我们体会到，由于历史原因，四个地区古籍收藏分

布极为分散，收藏条件千差万别。总体来看，主要存在几个问题： 

1、缺乏专项经费。书库条件好坏不一，温湿度控制设备在图书馆系

统使用不普遍，博物馆使用较多。有当地同志建议，国家和上级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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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在制定政策时能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给予倾斜，在经费扶植上力度再大

一些，以确保古籍保护工作取得实效。或者能仿照文物普查办法，以奖

代补。 

2、对古籍保护工作规范性要求重视不够。不少单位在书库位置的设

置、古籍保护专用物品如签条纸、防虫剂等材质的选择上，存在明显误

区。有单位建议，能统一配发修补用纸、樟脑精、印泥等古籍保护、修

复用耗材。 

3、古籍普查工作现在多能普遍利用计算机、因特网等现代化手段推

进，但在规范化、标准化方面尚有欠缺。如博物馆的古籍已随其他文物

定级，若再依古籍定级，标准可能不一致，而管理上也出现了多头绪问

题，这些问题不统一解决，同样的古籍就会产生不同的著录，对摸清家

底会产生影响。有单位建议，有关方面能统一配发书目、字典等基本的

古籍专业工具书。 

4、专业人员缺乏。许多馆人员老化，有的馆 20 年未进大专院校毕

业生，有些馆至今尚未派人参加省级培训。有的基层单位人员编制太少，

建议相关部门适当帮助解决。 

5、各系统古籍收藏单位之间缺少交流，各自为政。如公共图书馆一

般是当地古籍保护工作的牵头单位，但却不太了解当地博物馆、高校馆、

寺院、私人的古籍收藏情况。 

6、在古籍整理与保护方面，各单位都或多或少做了工作，但缺少延

续性。如有些基层图书馆，今日管理古籍的工作人员无人读懂前人的目

录，也不知晓《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该馆古籍的情况。因此，许多

同志建议全省培训工作能持续化，且不拘于一种形式，可实行学员跟班

学习，也可利用互联网建立互动平台，以探讨、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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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宿迁、徐州、连云港、盐城地区 

古籍保护督导情况 

 

督导三组由镇江图书馆副馆长徐苏带队，成员有南京图书馆历史文

献部研究馆员曹红军、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敏杰。该组

于 9 月 1 日—6 日，赴苏北淮安、宿迁、徐州、连云港、盐城地区开展

督导工作，主要走访了淮安市图书馆、淮安市楚州区图书馆、淮阴师范

学院图书馆、宿迁市图书馆、徐州市图书馆、徐州师范大学敬文图书馆、

连云港市博物馆、连云港市图书馆、盐城市图书馆、盐城师范学院图书

馆、东台市图书馆等 11 家古籍保护收藏单位。 

一、督导概况 

1、准安地区：已成立淮安市古籍保护中心，作为省中心的分支机构

负责进行全市古籍普查和修复指导。其中淮安市图书馆古籍总藏量为

1035 种 10486 册,其中善本 82 种 1163 册；楚州区图书馆馆藏古籍 8173

册；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馆藏古籍 4 万多册。古籍保护现状方面，淮阴

师范学院图书馆情况较好，虽然恒温恒湿暂时不能实现，但每个书橱均

以嵌入两块樟木板的方式以防虫。馆内正给古籍做函套，巳做 300 套,

后期将全部做。淮安市图书馆、淮安市楚州区图书馆保管条件相对较差，

没有专业古籍书柜和恒温、除湿、除尘等古籍保护设备，缺乏必要的资

金来源，古籍老化、破损程度严重，古籍专业研究人员和修复人才和修

复经费等均有待增强。目前淮安地区的第二批古籍名录申报工作巳全面

展开，淮安市图书馆已完成了近 60 多部善本古籍的申报登记工作，书影

图录正在积极准备中；楚州区图书馆完成 14 部珍贵古籍的申报登记和书

影拍摄工作；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完成 2 部善本古籍的申报登记工作，

书影图录正在准备中。全市古籍普查进展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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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宿迁地区：宿迁市图书馆成立较迟，馆藏中没有古籍。沭阳、泗

阳馆有少量三、四级古籍，多为地方人士捐赠的族谱、文集之类，史料

价值不大。该地区民间收藏丰富，多为文革中馆藏散出古籍。市古籍保

护工作在民间收藏的发动宣传上做了不少工作，多次在市级新闻媒体刊

发征集地方文献和古籍的启事，宿迁广播电视总台就古籍保护工作进行

了一次专访。今年计划组织一次民间藏书展览会，对民间的珍贵古籍进

行一次摸底。这是该地区古籍保护工作的一个特色。 

3、徐州地区：已在市文化局设立市古籍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古籍收藏以徐州市图书馆和徐州师范大学敬文图书馆为主，徐州博物馆

等单位也有收藏。其中

以徐州市图书馆收藏

最多，现有古籍共计

93785 册，其中列入《全

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国

家级善本古籍 58 种

5935 册，第一批《国家

级珍贵古籍名录》收入

5 种。徐州师范大学敬

文 图 书 馆 现 有 古 籍

6345 种 67000 多册。第一批未申报。经了解，徐州地区的藏书不仅数量

多而且质量较高，如徐州市图书馆有明本数百种，徐州师范大学敬文图

书馆也有明本上百种，亦有一部元本。但古籍保护条件较差，书库均无

温度湿度保护设备，无法达到恒温恒湿的要求，古籍古籍老化、破损程

度严重。目前徐州地区的第二批古籍名录申报工作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

中。 

4、连云港地区：该市古籍保护中心尚未成立，古籍收藏单位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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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博物馆。该馆收藏有各类简牍 170 枚，在第一批申报中申报了

9 部，9 部均入选首批《国家级珍贵古籍名录》。馆藏简牍均已进行了有

效的保护，经过脱水处理后的简牍装入有机玻璃匣套封存，并进行充氮

保护处理，目前简牍整体保存状况较为完好。在第二批申报中，该馆准

备将其余简牍一起申报。目前正在积极准备中。 

5、盐城地区：今年初该市成立了盐城市古籍保护领导小组，对全市

的古籍摸底、整理、申报工作进行了部署。该市古籍收藏单位主要为盐

城市图书馆、盐城师范学院图书馆和东台市图书馆，其中盐城市图书馆

馆藏 26470 册，盐城师范学院图书馆 15000 余册，东台市图书馆 5000 余

册。盐城市图书馆的部分藏书质量很高，具备申报国家级珍贵古籍名录

的条件。目前盐城地区的第二批古籍名录申报工作正在准备过程中。 

二、督导建议 

1、各地都非常重视。大多数地区都相继成立了古籍保护中心、古籍

保护领导小组和古籍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为古籍保护工作的深入开

展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 

2、古籍数量和质量均远远超出原先掌握的情况。淮阴师范学院图书

馆新购的两万多册古籍、徐州师范大学敬文图书馆的藏书家时先生捐赠

图书均为此前所未知，徐州市图书馆的众多明本、徐州师范大学敬文图

书馆的元本、盐城市图书馆的元本信息也为此前所不尽知，通过这此督

导，摸清了情况，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古籍保护状况差距较大,公共图书馆普

遍困难，经费不足，保管条件较差，普遍要求政府在财政上给予支持。 

4、古籍专业人才严重缺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藏书单位对自身

藏书价值的认识，第一此申报中有部分好书落选，跟专业人员未能充分

揭示书籍的价值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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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常州地区古籍保护督导情况 

督导四组由省文化厅社文处主任科员陆忠海带队，成员有王明发、南

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研究馆员孙迎春。该组于 9 月 2 日至 5 日，赴南京

及常州地区开展古

籍保护督导工作，主

要走访了金陵图书

馆、南京博物院、南

京市博物馆、南京太

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南京大学图书馆、南

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

书馆、中国科学院南

京地理研究所、常州市图书馆、常州市武进区图书馆等 10 家古籍保护收

藏单位。 

一、督导概况 

1、在古籍收藏保管方面，总体情况较好。包括南京大学图书馆、南

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

所、常州市武进区图书馆等在内的单位古籍收藏保管条件较好。如，南

京大 書 書学图书馆古籍全部入藏樟木 柜；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 库五

个，单独设置，总面积达 1000 平方米，具备恒温恒湿、防紫外线、火灾

报警等标准；重点区域加装防盗网，部分珍贵古籍入藏保险柜。南京中

書医药大学图书馆善本 库达 150 平方米，普本书库达 200 平方米，书库

装有空调、除湿、气体防火及温湿度检测、杀虫等设备，中国科学院南

京地理研究所 4000 余种地方志全部做上函套，书柜中全部放置樟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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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图书馆、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正拟扩大面积，积极改善条件。

南京博物院也面临老馆改造。 

2、在专项经费保障方面，总体情况较好，但存在一定的差异。高校

情况比较好，如南大、南师大每年均有专项经费投入，且数额较多。中

医药大学图书馆也设有古医籍专用经费，学校并多次为古籍部提供设备、

書库等专项经费，且数额较多。金陵图书馆由于新馆落成，也有一定的

专项经费投入。 

3、在古籍基础业务建设及开发利用方面，各收藏单位工作开展较好，

基本建有古籍目录，并在各个方面对古籍予以开发利用。如，南京师范

大学图书馆除基础编目工作较好外，还将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的十三种古籍附书影、文字介绍上网发布，并设点击率（点击人次）统

计，有利于普及和利用，值得借鉴。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编有馆藏古

籍目录，并多次为国家级科研项目等提供大量文献资料支持。目前该馆

已将馆藏善本全部全文扫描。常州市图书馆编有馆藏善本目录、地方文

献目录和普本古籍目录，并于 2005 年启动了抢救和保存常州历史文献为

内容的“记忆常州工程”，从 2004 年起在本馆的《参考信息》专门设立

“记忆常州”栏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得到了市财政的专项经费支

持。金陵图书馆建立了包含 300 多种南京地方文献的专题数据库。中国

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编有馆藏地方志书本目录，具有明清地方志、民

国以来地图等专藏特色优势。常州市武进区图书馆 2007 年新馆建成，专

门辟有地方文献展览馆。南京博物院古籍基础编目情况较好。 

4、在古籍修复方面，各馆都很重视，但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也存

在着差异。如南京大学图书馆、中医药大学古籍修复基础包括条件都较

好，中医药大学修复工作室配有古籍修复全套专用工具和工作台，其管

理规范化，修复中的散页都即时还原入柜，古籍出入登记。2005 年面向

全国中医院校专业人员办“古籍版本鉴定与修复培训班”，为期一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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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全国中医界同行的好评，并产生了一定影响。现在该馆已修复古籍近

1800 册。常州图书馆则每年维持在修复古籍 600 册左右。 

二、督导建议 

1、普遍存在经费缺乏及专业人员缺乏的问题，有待于政府政策的长

期扶持与倾斜。 

2、文物部门普遍存在重文物，轻古籍现象，有自我保守意识。这方

面，博物系统安全保护制度很规范、很建全，值得图书馆借鉴。 

3、古籍保护规范性有待加强。如有的馆将有函套的古籍竖放，时间

长了，书容易变形。有的古籍书库与阅览未分，不利于书库安全。 

4、在名录、重点单位申报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有的馆由于人员缺乏，

还有部分古籍未编书目，督导组就此要求他们尽可能投入力量加快基础

编目进程，只有完成基础编目，才能摸清家底，准确申报；同时更可以

给后续工作，如建立“全省古籍联合目录”、“全省古籍数字资源库”提

供良好的基础数据等条件。 

5、建议放宽省级珍贵名录的定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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