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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积于跬步 宏图成于足下——2009 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籍保护行动 

赫俊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危机与责任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世纪30年代

以来，经过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北京文物

整理委员会、古代建筑修整所、文物保护科

学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等各阶段的不断

发展，以及国家文物局近几十年来陆续的文

物调拨和托管，迄今已积累起一批十分宝贵

的文化遗产资源。据统计，院藏古籍善本 2.3

万多部（18 万多册件），其中善本 1700 多部

（1.17 万册件），普通古籍 2.3 万多部（16.9

万多册件）。在此类藏品中有入选《国家古

籍珍贵名录》的宋元善本，有大量经过中国

营造学社收集保存下来的清代皇家建筑则

例，如《清代工程做法则例》、清乾隆朝内

务府抄本《内廷圆明园内工诸作现行则例》、

《样式雷族谱》等。院藏 20 世纪四五十年

代制作存留下来的珍贵的古代建筑图纸万

余张，如 1942 年当时建筑总署都市局营造

科主持的对北京城中轴线及两侧重要建筑

实测图纸，囊括北京城南自永定门箭楼、城

楼，北至钟楼，以及天坛、太庙、社稷坛所

有重要建筑。院藏古书画 300 多件，碑帖和

文物原拓 3 万多件，老照片近 21 万张。此

外，尚有原“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的工作

成果，以及原“中国营造学社”（1929～1946

年，朱启钤、梁思成等创建）长年工作所得

手稿等资料，这些遗产皆具有较高的历史、

艺术和科学价值。                                                                                                                             

因历史条件所限，上述宝贵遗产的保护

面临着不可回避的问题，比如大量多册卷的

古籍善本原无函套装具保护，且图籍本身历

经数百年的流藏变迁，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

残破、污损、老化酥脆、装订开裂或裂散，

以及水洇霉变、虫蛀、鼠啮损坏等现象，急

需采取各种措施，抢救保护，才有可能为读

者提供阅览服务，也才可能使大量的珍贵古

籍善本和文物资料得以长期保存。同时，在

现代信息科技高度发达的背景下，亟须对院

藏品在鉴定、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建立集

查询与管理为一体的档案式综合信息数据

库，以及对珍贵藏品进行数字化处理保存保

护，以满足科研人员和社会公众对院藏资源

的迫切需求，使之更好地发挥其价值，为科

研、为文化遗产事业和社会发展服务。 

机遇与行动 

2009 年我院图书馆承担了财政部立项

的“院藏珍贵古籍及文物资料的抢救性保护”

项目。项目计划为期 3 年（2009-2011 年），

2009年经费支持150万元。主要工作内容有：

古籍善本及文物资料本体的保护修复，改善

古籍善本、古建图纸等珍贵图书资料的保存

条件，对院特藏善本、古书画、碑帖和古建

图纸等的鉴定、编目整理和研究，建立古籍

善本和文物资料综合信息数据库，整理编纂

和出版工作。 

2009 年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有： 

1. 院藏古籍、碑帖等的整理 

初步完成2005年我院接收的珍贵古籍、

碑帖等文物的鉴定、编目、破损记录、分类

标签和上架等整理工作。在所整理的 798 套



39 
 

件（1525 件）藏品中，古籍善本 268 部（724

册）、碑帖 232 部（309 册）、书画 207 种（360

件）。 

在碑帖方面，比较珍贵的有：宋拓本 8

种、元明拓本 1 种、明拓本 7 种、清拓本 1

种。 

初步完成我院原藏善本库古籍的甄别

鉴定、编目、破损记录等整理工作，计 1200

多部。 

2． 院藏古建图纸的整理 

初步完成院藏古建图纸的清点、核对、

破损记录、建帐等整理工作，总计12800件。  

3．古籍等的保护修复 

抢救性保护修复古籍、古书画、古建图

纸等 159 件。其中修复 69 件，包括：古籍

16 册、书画 25 件（19 幅，处理前 52 件）、

硫酸图纸 28 张。古籍消毒杀菌 90 册。 

    4．改善珍贵古籍、古建图纸等文物资

料的保存条件 

配置特质钢板樟木柜 50 个，定制图纸

专用柜 4 组，用于善本古籍藏品等的安全存

放，配置善本古籍、书画、古建图纸等外包

装纸、袋等若干，起到隔尘、防虫等保护作

用。 

5．珍贵文物的数字化保存 

冷光高清扫描古书画、碑帖和善本古籍

241 种（421 册/件，3400 拍）、珍贵古建橡

皮图纸 389 张（684 拍）。数码拍摄古籍 300

部（4000 张）书影，并建立电子化保护文档。 

6．补充完善编目信息的数据库管理系

统 

完善已有的古籍编目信息的数据库管

理系统，完成 3000 条记录的详细编目信息

的补充和更新。 

7．编纂出版院藏书目系列图书 

编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地方志书

目》，2009 年 12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正在编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善本

书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墨迹精粹》，

拟由中华书局 2010 年出版。 

8．通过古籍整理及抢救性保护项目工

作的开展，培养了一支基本的古籍管理、保

护和研究的专业骨干力量。 

上述古籍保护工作的实施，既是国家与

社会的需要，符合我国“保护为主，抢救第

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原则，以

及 2007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

意见》的通知精神（国办发【2007】6 号）。

同时也是立足现实，扎实推进国家“十一五”

期间大力倡导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在本

单位本部门的具体落实。 

荀子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

小流，无以成江海。同样，国家古籍保护计

划的宏伟蓝图亟需我们从业人员去脚踏实

地来描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所藏古籍善

本不仅是我们重要的科研资源，也是重要的

遗产收藏资源。借国家古籍善本保护计划和

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机遇，中国文化遗产

研究院完全有能力和条件将这批遗产清理、

登记、保护和利用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