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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度上海地区古籍保护和古籍工作报告 

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 

 

自 2007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和 2007

年3月文化部召开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以

来，2009 年度上海地区的古籍保护工作在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和上海市文广局的指导下，

通过全市各古籍收藏单位共同努力，各项工

作有序推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现将有关

情况作如下报告： 

（一）发挥中心职能，强化组织工作 

  作为本市跨单位的综合性专职古籍保

护组织机构，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在今年很

好地发挥了中心的职能，配合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和上海市文广局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卓

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本市古籍保护

工作的深入开展。 

2009 年，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与各单位

密切合作，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 

1、 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评审 

1 月，国家开展了第二批《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的申报工作，本市各古籍收藏单位

踊跃申报，提交了 700 余份申报材料。我们

组织部分市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

对申报材料进行了集中评审，最终确定 379

种，上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最终，上海地

区有329种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部分上海地区的专家受文化部邀请，直接参

与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古籍保护评审会议，

他们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得到了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的认可。3 月，我们组织专家评

选，形成第一批《上海市珍贵古籍名录》，

共计 549 种古籍入选。11 月初，中心主持召

开了第二批《上海市古籍珍贵名录》申报工

作会议，本市各古籍收藏单位代表参会，会

议明确了第二批上海名录的收录标准、申报

时间、申报要求。11 月底，共有上海图书馆

等九家单位及个人参与申报，大家都能按照

要求的时间节点将材料汇总到市古籍保护

中心。根据统计，本次各单位共申报珍贵古

籍计 377 种， 经过专家的集中评审及分别

走访，最后确定了 281 种入选二批《上海市

名录》。 

2.第二批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和国

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的申报 

1 月，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

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

中心、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信息中心四家单

位申报第二批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上海

图书馆申报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3 月，在

市古籍保护中心的陪同下，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考察组对申报单位进行了实地考察。最终，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

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信息中心三家单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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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第二批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上海图书

馆入选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 

3.首批上海市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的评

审 

今年 3 月，本中心还开展了首批市重点

古籍保护单位的评审工作，经过专家讨论，

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复旦大学图书馆、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上海中

医药大学图书信息中心和上海文庙管理处

等 8 家单位最终入选。 

4.承办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培训

班 

2 月 19 日至 3 月 6 日，市古籍保护中心

承办了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第一期

全国碑帖整理与鉴定培训班”，全国 20 多个

省市的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博物馆等

50 余名学员参加了此次培训班。培训的组织、

安排受到了学员的好评。 

5.参加“国家珍贵古籍特展” 

6 月 13 日至 7 月 3 日，市古籍保护中心

组织上图、复旦和上师大等单位赴京参加

“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共选送了 38 种珍贵

古籍，大部分是国家一级文物。上海地区的

参展珍贵古籍以版本珍稀、保存完好，得到

文化部领导及全国同行的高度评价。 

6.举办古籍保护讲座、展览和研讨会 

为了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宣传效果，本

中心今年积极举办讲座和展览，向市民普及

介绍有关古籍保护的意义和知识。 

3 月，本中心与上海图书馆讲座中心合

作，举办了以“古籍版本鉴赏与收藏”为题

的四次公益性讲座，这是全国省级古籍保护

中心首次举办的古籍版本系列讲座，李致忠、

陈先行、杨成凯等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与著名藏书家韦力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介绍

有关知识，传授经验。听众达 500 余人，对

宣传普及古籍知识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6 月 11 日至 20 日，结合国家文化遗产

保护日，本中心举办了“功在当代，利泽千

秋——上海市古籍保护工作成果展”。展览

分上海地区古籍保护体系的建立、普查成果、

保护与修复成果、教培成果、宣传成果、研

究成果六大板块，对本市的古籍保护工作做

了全面回顾，受到各有关单位的好评。该展

览又继续在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单位巡展，取

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7 月，上海图书馆举行了“寻根稽谱—

—上海图书馆藏家谱精品展”，此展受到了

社会的广泛关注，引起了媒体的踊跃报道，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是本市古籍保护工

作的又一重要成果。 

9 月 4 日，本中心在上海文庙举办了“上

海市古籍保护工作研讨会暨授牌颁证仪式”，

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交流了各自的工

作经验，在本市古籍收藏单位之间营造了一

个相互学习的氛围。 

12 月 30 日，市古籍保护中心召开了上

海市古籍保护中心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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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了 2009 年的工作成绩，交流了工作心

得，表彰了 2009 年度上海市古籍保护工作

的先进集体与个人。通过总结经验，表彰先

进，从而激励士气，鼓舞干劲，推动市古籍

保护工作更好地发展。 

（二）本市各单位的古籍普查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 

近两年来，本市多家古籍单位的收藏条

件有明显改善，例如，复旦大学图书馆、华

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均投入巨资，建造条件、

设备先进的古籍书库。上海师范大学则成立

了古籍部，并配合建立了专门的古籍书库、

阅览室。随着收藏条件的改善，各单位的普

查工作也开展得有声有色。 

1.清点工作有序开展 

上海图书馆继去年完成对善本、普通古

籍的查库清查，今年又完成了龙吴路书库原

藏徐家汇藏书楼的古籍的清点编目工作。龙

吴路书库目前已有 20 万册（件）古籍已经

初步整理上架，现正积极组织人力，进行登

记编目。 

复旦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都完成了书库搬迁，对各自所藏的 40 万册

（件）和 33 万册（件）古籍逐种、逐册进

行清灰及清点，逐步完成分等级管理。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现藏古籍 20 万册

（件），其中善本 2 万册（件）。在古籍普查

过程中，他们对近千种原定善本、珍本按《古

籍定级标准》重新定级。对 1.3 万余种普本

依次普查，初步提善 1089 种。尔后将其分

为稿本、抄本、石印本、活字本、刻本和朱

印本、套印本等七类，逐类逐书核查。 

2.部分重要版本的误鉴得到纠正 

本市各单位所藏古籍各具特色，其中部

分重要版本，历史上曾经过资深专业人士的

鉴定。由于时代与客观条件局限，这些鉴定

意见尚存在部分错误，且长期未能得到纠正。

本次清点工作的开展及珍贵名录的申报，为

本市的古籍专家通力合作提供了平台，并解

决了一定数量历史遗留的疑难个案；年轻一

代的古籍从业人员增进了业务交流，开阔了

眼界，在实战中得到了锻炼。 

（三）各单位的研究与出版成果 

各单位在进行古籍普查的同时，也注意

进行馆藏珍贵古籍的出版影印工作，如《上

海图书馆未刊稿本丛刊》、复旦大学图书馆

的《清陈奂友朋书札》、《清齐召南批点孔子

家语》、上海图书公司的《毛扆手校四书集

注》、《宋刻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等。

此外，上海图书馆的《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

志丛刊》、《上海图书馆藏孤本方志丛刊》也

完成了编辑工作，即将出版。上海博物馆即

将出版的《萝轩变古笺谱》、《成化说唱词丛

刊》，都是近年出版的精品，对于善本古籍

的再生性保护，对于古籍文献的推广普及，

都起到积极作用。 

（四）组织管理机制日益成熟，保障了古籍

保护工作有序开展 

2008 年 10 月 9 日下午，上海市古籍保

护中心正式举行揭牌仪式后，在上海图书馆



70 
 

历史文献中心正式设立市古籍保护中心办

公室，2009 年 1 月，设置专职岗位，配备人

员负责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本市各古籍单

位的联络工作，并负责编辑《上海古籍保护

工作简报》和会务组织工作，确保了中心工

作的有序运行。 

2009 年 4 月 10 日，复旦大学校长办公

室批准成立“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中心”，

隶属图书馆，中心负责人为吴格教授。中心

专家委员会成员有：王运熙、裘锡圭、章培

恒、周振鹤、葛兆光、严佐之、陈先行、陈

尚君、陈正宏、吴格。5 月 21 日下午，复旦

大学古籍保护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正式举行。

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中心的成立，是对全

国古籍保护工作的积极响应，与上海市古籍

保护中心从制度上形成了有效的分级管理

体系，在全国高校系统属于首创。 

现在上海地区已拥有一支非常团结并

具有一定实力的古籍工作队伍，相信这样的

工作团队一定会把上海地区的古籍保护工

作做得更好、更扎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