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一阁古籍保护及工作报告 (08-09 年度)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这是 2009 年

宁波市确立的城市形象口号。“书藏古今”

从狭义上来讲指的就是天一阁与它的藏书。

一个有着 2000 多年历史的港城，以一座藏

书楼及“书”来定位它的城市内涵，在古今

中外可能是第一个！从另一层面反映了近年

来从上到下党和政府对古籍整理及保护工

作的重视与关爱。 

天一阁从一个私家藏书楼，转变成“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特别是成为“全国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全国古籍修复中心”

是 08 和 09 年的事。在全国开展古籍普查的

大气候中，我馆的古籍整理、保护等工作变

得更为科学、规范、合理，对于本馆自身的

角色定位更为准确。应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要

求，现对近年来我馆古籍保护及工作报告如

下： 

1.加大投入，提升古籍收藏、管理条件。 

2007 年，国务院及文化部等部门联合下

发《全国古籍普查工作方案》，同时下发的

《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WH／

T24-2006）对古籍库房的保管、使用及建设

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天一阁现有库房为建于上世纪80年代，

在保管条件上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恒温、

恒温、防尘等各类专业标准。 

2008 年，在宁波市政府的关心与支持下，

总投资 6500 万元的天一阁古籍新书库破土

动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等多家单位表示了

祝贺。新书库总占地面积 5509 平方米，其

中建筑面积为 3600 平方米，古籍用房 2700

平方米，古籍修复、数字化等辅助用房 900

平方米。新建成的古籍新书库将完全体现文

化部及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有关古籍保管保

护等特殊规定，注重温度、温度控制和防光、

防尘、防虫、防菌、防火、防盗、防空气污

染等方面的要求，同时采用智能化管理，集

古籍文物之收藏、修复、研究、整理、阅览、

接待诸多功能于一体，并结合天一阁古籍数

字化，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读者及研究人员

的各种古籍要求。 

目前，天一阁新书库基建项目及外围装

修已基本完成。2010 年将全面完成室内二次

装修，预计 2010 年底将投入正式使用。 

2.改革体制，建立天一阁古籍修复中心。 

国务院及文化部的通知指出，对珍贵古

籍的抢救，修复是古籍保护工作的重点。各

级文化行政部门要集中资金，有计划地对各

地馆藏破损古籍进行修复，尤其是抓好列入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濒危古籍的修复工

作。修复要科学、规范、建立修复档案，按

照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确保修复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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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国后，天一阁一直注重修复人才管

理与培养。2006 年前，已经完成近 4 万页的

各种古籍修复工作。文化部下发的《古籍特

藏破损定级标准》（WH／T22-2006）、《古籍

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WH／T23-2006）

等文件已经把古籍修复工作上升到一个更

高的层次。鉴于此，我馆自 2007 年起将古

籍、字画专业修复人员从古籍部单独分离，

成立天一阁藏品修复部。 

目前，该部有各级修复人员 12 名，其

中大专以上学历 11 名，本科生 2 名，研究

生 1 名。副研资格的 2 名，馆员 2 名。在新

建库房中，专门规划 200 平方米的古籍专用

修复室，与古籍书库一样，采用恒温、恒温

及 24 小时电脑监控管理。 

新成立的修复部，积极筹建以天一阁为

窗口的古籍修复中心，在承接我馆自身修复

项目时，还对外承接社会上整批或闲散古籍

及字画的修复任务，进一步扩大古籍修复及

天一阁的影响。目前主要开展的项目及成果

有： 

（1）2008 年，在宁市市政府 60 万元的资金

资助下，与南京博物院合作开展“改良性天

然材料对纸质文物保护的实验研究”项目研

究。 

（2）2009 年，积极申报并获得国家级古籍

保护中心资质。 

（3）2009 年，申报并获得国家级二级可移

动文物修复资质（由国家文物局颁发），主

要业务范围有古籍善本、碑帖拓本、邮品、

文件、宣传品及档案文件类的文物修复。 

（4）2009 年，开始筹建天一阁纸质类科技

实验室。自 1982 年以，修复人员通过对宁

波天封塔出土的宋代经拆《妙法莲华经》与

南京博物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展的修复

合作，积累了在纸张加固及保护应用的一系

列工作经验。针对近年来，古籍及文物修复

科技含量加大的背景下，于 09 年开始尝试

采用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方式，对古籍进行

保护。并自筹资金，建立了天一阁科技保护

实施室。在原有配置压书机、电脑的基础上，

增加纸张探测及保护设备，如纸张成分测定

仪、纸张柔软度测试仪、循环水式多用真空

泵、高精度显微镜、旋转蒸发器、真空干燥

箱等 20 余种修复及科研设备，并对外公开

招聘专业修复研究高端人才，确实科技实验

室的发展。整个实施室的运作采用国家最新

标准的 ISO 质量及环境管理体系实施。 

3.完善总目，全面摸清古籍收藏家底。 

天一阁的古籍藏品总量虽然不多（仅

16 万册），但构成却比较复杂，除了范氏族

人留下 8473 册藏书外，其它都是解放后由

当地藏书家陆续捐赠的。这些古籍除了善本

单独列库外，其它的古籍基本保护捐赠时原

样管理的方式。这就造成天一阁的古籍编目

及整理工作有其特殊性，即要照顾到捐赠人

的利益，又要不断完善天一阁的整体目录体

系。因而，我们采取的办法基本上按捐赠者

的顺序一家一家的出版古籍捐赠目录，通过

这种方式，打算在一个五年规划全部将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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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加以整理出版。前几年，我馆已完成并

出版《新编天一阁书目》（主要收天一阁原

藏书）、《伏跗室藏书目录》（2003 年出版）。 

在此基础上，2008 年天一阁整理出版

了《别宥斋藏书目录》（上下二册），共计 8793

种，51000 册；2009 年，又整理完成《清防

阁、蜗寄庐、樵斋藏书目录》，共计 1923 种，

23000 册。今后几年还将完成天一阁新编续

编、新编方志目录、碑帖目录、书画目录等

等。在全国古籍普查的浪潮之下，天一阁目

录的出版一方面会推动我国古籍普查大业，

另一方面也将为学界研究天一阁的历史及

发展提供极大的帮助。 

4.全面启动古籍数字化，实施古籍出版再生

工程。 

2009 年，我馆投入 600 万元，正式启动

天一阁古籍数字化工程。该工程将用 1 年时

间（预计 2010 年 6 月完成）通过数字扫描

及全文数字化的方式，将天一阁 3 万册善本

古籍全部实施数字化管理，并对其中的 4000

册古籍全文数字化，逐步用数字化方式为读

者提供服务。至 2009 年底，天一阁已完成

15300 册古籍数字扫描，其中 300 册古籍已

经完成全文数字化处理。 

在古籍数字化的同时，天一阁制定了

“书香天一”系列出版计划，将通过传统古

籍再生方式，实现古籍载体转换，从而促进

古籍保护，满足社会共享文献研究资源。 

天一阁“书香天一”实施以来，硕果累

累，有目共睹。这二年，已经出版了《天一

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56 种、今年

出版的《天一阁藏明代会试录》38 种外、《天

一阁藏明代乡试录》277 种、《天一阁藏明代

政书》56 种、《范氏奇书》21 种，4 万余页

古籍影印出版工作，在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反

响。有中科院历史所专家指出，天一阁科举

录是继《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出版后

又一次系统性的整理出版，是天一阁出版史

上的又一盛举。它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价

值最高的明代科举文献资料汇编，是天一阁

博物馆事业发展进程中不断解放思想，贡献

并服务于社会的开明之举，是一次真正意义

上的文化大餐。 

5.做好普查工作，积极申报《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 

古籍普查及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是我馆近年来工作的重点之一。它不仅被列

入本馆的年度考核，2008 年、2009 年，相

继被宁波市文广局列为局级考极目标。 

在做好普查工作的同时，08.09 年，我

馆严格按照珍贵名录标准相继向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申报了 151 种名录，其中有 56 种

入选第一、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单。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发布

的《古籍定级标准》（WH／T20-2006）应当

说古籍管理、保护行业一项突破性的工作，

它对于古籍采取的文物定级，对于天一阁的

古籍修复、管理、陈列展示工作，等于有了

一项硬性指标，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以往

我们在对外陈展及上报古籍的文物级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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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是国家文物局的一套标准，而那套标

准对于古籍的定级比较模糊。在文物的陈展

活动中，很多博物馆及展览馆对这项要求很

高。因此在近二年，天一阁举办或与其它馆

合办的各类古籍陈列、展览及普查活动中，

都很看重古籍定级的填写工作，非常实用。 

6.重视人才培养，开展高层次学术活动。 

我馆积极响应古籍保护中心、浙江省古

籍保护中心有关通知及学习精神，二年内派

出 11 批 15 人次，赴国图、上图、浙图学习

古籍普查、碑帖鉴定、古籍修复及相关研修

班，极大地提升了天一阁专业人员的素质及

水平，这一点还要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浙

江省古籍保护中心的领导及工作表示感谢。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还与国内高级科

研机构、各大高校，开展了相关人才交流与

合作。 

2008 年，市波市政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

鉴定了战略合作协议，天一阁被确定为“中

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藏书文化研究基地”，

双方人员开展了定期的古籍普查、古籍整理

的交流活动。特别中国社会院图书馆专家在

给天一阁专业人员所展示的明代珍稀古籍

实物中受益韭浅。而双方 2009 年开展的古

籍《明史稿》（万斯同手稿本）整理合作，

极大地提升和锻炼了天一阁专业人员。 

2009 年，天一阁还与日本中亚文化研究

中心合作开展“中国长江以南的文献集散与

天一阁”国际学术文化研究交流活动。我方

趁此机会向日方有关人员通报了我国的古

籍普查政策及目前进展情况。日方多所大学

的古籍研究人员对此表示出较高兴趣。 

7.加大宣传力度，使古籍工作深入民心。 

古籍普查同文物普查一样，是一项全国

性的跨世纪工程，要求政府、社会各界及民

众的参与度很高。但它又比文物普查晚了近

半个世纪，文物普查早已深入民心。如何提

升古籍普查在各级政府的工作中所占的份

量以及提高民众认识与参与意识，在当下显

得尤为重要。我馆主要通知以下方式宣传与

扩大古籍普查的成果与影响的： 

（1）编制、发放《天一阁古籍普查简报》。

至 09 年底，我馆共编制《天一阁古籍普查

简报》共 8 期，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领导、

保护中心专家、各省市主要图书馆、重点保

护单位、宁波市四套领导班子等发放了 5000

余份。极大地扩大和宣传了我国及天一阁古

籍普查政策及成果，特别是本地领导已经对

古籍普查有了高度的关注与重视，是我们开

展下一步工作的重要保证。 

（2）定期编辑出版以宣传中国藏书文化、

古籍普查研究成果为专题的学术专刊——

《天一阁文丛》，在各期中加入动态报导最

新古籍普查动态。 

（3）充分利用互联网、报纸及相关杂志。

在天一阁网站、宁波各大报纸、《中国现存

藏书楼联谊会》（由天一阁创办，已有通讯 5

期）上及时报导有关古籍普查动态，扩大影

响。 

（4）举办古籍普查成果展及系列陈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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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古籍普查影响。2009 年，与宁波市文保

所、宁波市博物馆合办“天一阁古籍普查成

果展”，让市民近距离观看宋元明版本，提

高市民古籍普查意识及鉴别能力；在此基础

上，我馆在古籍普查的大环境下，举办了系

列藏书家捐赠展，主要“伏跗室捐赠古籍文

物展”、“别宥斋捐赠古籍文物展”、“清防阁

三家捐赠古籍文物展”等活动，加大古籍普

查宣传力度，扩大影响。 

（5）在宁波市各级图书馆、博物馆开展古

籍普查及申报珍贵名录活动中，天一阁向市

图、沙孟海陈列馆等单位派出专家，一方面

向他们宣传国家古籍普查政策、申报程序，

并协助他们完成有关申报工作。应该说，天

一阁作为古籍保护单位承担了它应有的使

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