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和古籍工作报告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 150 万册，其

中善本古籍 20 万册，多珍稀罕见的品种和

版本。既要有效保护这批前人留下的宝贵文

化遗产，同时又要满足海内外学者需求及本

校师生教学、科研需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

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下面简介我馆古籍工

作的现况及今后工作的设想。 

1.采访编目： 

    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积极购入具有重

要学术文献价值及版本价值的古籍，重点补

充特色馆藏。近年大宗的采访主要有程砚秋

藏书，及拓片、家谱等的购入。 

    编目方面，2000-2005 年间完成了古籍

书目数据库的工作，将我馆已编目古籍全部

录入数据库，实现了网上检索，形成了北大

古文献资源库（秘籍琳琅）和高校古文献资

源库（学苑汲古）两大系统，并为 CALIS 古

籍联合目录提供部分数据。数据上网工作基

本完成后，2005 年开始，启动我馆四十万册

未编书的编目工作，目前正紧张有序的进行

中。 

2.阅览服务： 

    北京大学历来有古代文史研究的强大

队伍，师生对古籍及善本的阅览需求极高。

近年北大历史系、中文系都开设不少版本学、

校勘学、文献学的相关课程，学生对古籍版

本都有兴趣，课程作业、学年论文、毕业论

文等，做相关方向的人数很多，这方面的阅

览需求包括咨询工作大幅度增加。 

同时由于北大馆藏古籍较为丰富，不仅

北京各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学生前来借

阅古籍，还要接待外省市、海外的大量读者。

这些读者目的性强，借阅量都比较大，加上

每年到北大进修、交换的学者、学生等，古

籍借阅量极高。如 2009 年 1 月至 11 月的统

计数字，古籍阅览室计接待读者10150人次，

其中校外读者 2615 人次，进修人员 522 人

次；古籍（包括善本）借阅量为 8545 函、

55676 册。这还不包括缩微胶卷、影印本古

籍等的使用。此外，拓片、舆图的借阅量也

不少。 

3.书库管理： 

    我馆古籍书库建成于 1998 年，古籍安

全、保护方面有较好的保证，当时做了樟木

书柜，对保护古籍有很大作用。近年由专人

进行了已编古籍的清点工作，做出完整详细

的库账，解决了许多陈年旧账的老问题。目

前面临的问题包括空间不足、书库设计不合

理、温湿度控制难以保证等，特别是随着近

几年未编书编目工作的进行，新编古籍上架

的工作任务很重，空间严重不足。 

4.古籍修复： 

我馆古籍修复工作常年坚持，正式人员

一般是 2 人。近年尝试与外包公司合作，形



22 
 

成了较好的工作模式。现在基本保证有四至

六人的队伍，专项修复了程砚秋藏书、名人

手札等。阅览中发现的待修古籍，视残损及

重要程度，随时进入修复工作。但待修古籍

数量庞大，现有人力物力，远不能满足需求。 

5.其他 

    除日常采编、阅览、修复等工作外，我

馆还积极参与了古籍的影印出版工作，为

《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中华再造善本》等提供了大量底本。由我

馆与人大图书馆合作编辑的《清代别集丛

刊》，收入清人别集 4000 余种，其中除北大

藏本外，还收入了他馆藏本近 2000 种。我

馆编辑的《明人别集丛刊》也已初步完成目

录，将很快进入出版阶段。通过古籍影印工

作，既可补充新的馆藏，又可保护原本古籍，

可有效解决古籍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文

献数字化方面，我馆舆图、拓片已有相当数

量进行了扫描复制，可提供阅览。此外，编

辑出版《版本目录学刊》，为版本目录学研

究者提供发表园地，提高我馆古籍研究水平。 

    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为我馆古籍

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目前我馆新古籍

馆的建设已在计划中，通过新馆建设，将极

大改善我馆古籍收藏条件，理顺工作流程，

强化保护意识。我们将继续加大古籍修复与

古籍保护工作的力度，开展古籍保护研究。

全面启动古籍普查工作，通过古籍普查工作，

将馆藏古籍目录建设提高到新的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