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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古籍保护中心关于河北省古籍保护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 

           河北省图书馆  苏文珠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的精神，在省政府的

关怀下，在省文化厅及相关厅局的支持下，

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精心指导下，经过几

年的努力，河北省的古籍普查和保护工作稳

步推进，并取得一定成效。下面对全省古籍

保护的历史、全省古籍保护进展情况，以及

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即将开展的工作进行简

要汇报。 

一、河北省古籍收藏和保护的历史 

燕赵大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保留了

大量的文化典籍。据不完全统计，河北省公

共图书馆系统收藏的古籍近 60 万，善本 3

万余册；高校系统图书馆收藏古籍 32 万余

册，善本 5000 余册，博物馆系统也有 2 万

余册。另外档案系统、宗教系统，以及民间

均藏有丰富的古籍文献。多年来，虽然河北

省图书馆以及各古籍收藏单位都非常重视

古籍的保护工作，并采取了各种措施，如加

大资金投入，加强硬件建设，建立各种保护

制度，进行馆藏古籍的编目等工作，但是，

由于长期以来对古籍特性的认识不足，导致

针对古籍文献保护措施和手段的缺乏，致使

古籍保护工作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这种情

况主要表现如下： 

1.馆藏保存条件较差。在中华古籍保护

计划启动之初，我省就开始着手对省内古籍

收藏单位进行调查。2008 年春末夏初，河北

省图书馆学会，河北省图书馆派出调查小组

对公共图书馆中的重点古籍收藏单位进行

调研。在此次调研基础上，又对全省各系统，

包括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大专院

校图书馆、研究所图书馆等进行了调研，发

现多数图书馆的古籍收藏条件非常差，缺乏

基本的温湿度调节设施、防虫防霉措施等，

甚至有的图书馆还将古籍书架与读者混在

一起，极不利于古籍文献的保护。 

2.古籍破损较严重。以几个古籍藏量较

大的图书馆为例，省图书馆、石家庄市图书

馆均有大量破损古籍。各市、县级图书馆的

破损古籍更是数不胜数。霉蚀、虫蛀、鼠啮、

酸化、老化、絮化、撕裂、粘连、缺损、线

断、烬毁等各种情况不计其数。而且，这种

现象正在不断呈现出加剧恶化的趋势，情况

触目惊心。 

3.修复技术和手段缺乏。古籍破损严重，

是我省古籍保护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就古籍修复技术和措施而言，且不说市、县

级图书馆，就是有相当藏量的一些图书馆，

目前都缺乏相应的修复设备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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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修复人才匮乏。由于多年来古籍在图

书馆所占文献比重较少，因此长期以来修复

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最近两年，在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支持下，虽然我省一些古

籍收藏大馆派人参加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举办的培训，但真正进行古籍修复工作，达

到一定的修复技艺，还需要一定时间的段练。 

二、河北省古籍保护工作机构建立和政策制

定情况 

河北省丰富的古籍资源，以及在保护工

作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使古籍保护工作显得

尤为重要。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下发之后，我省从

政府到文化厅，到省图书馆都非常重视此项

工作。在各系统的大力协助下，目前我省的

古籍保护工作进展平稳。 

1.健全机制，建立厅际联席会议制度 

古籍文献分散于各系统、各部门，要做

好古籍保护工作必须将所有古籍收藏单位

联合起来，紧密团结，共同协作。在接到国

务院办公厅和文化部下发的有关文件后，河

北省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于 2007 年底，

由省文化厅牵头，联合省发改委、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省民族宗教事务厅、省科技厅、

省新闻出版局、省档案局、省文物局等十几

个厅局组成了厅际联席会议。联席会议办公

室设在省文化厅。厅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按照职能进行分工，各自履行职责，同时密

切配合，共同做好古籍保护工作。 

2.建立机构，成立省古籍保护中心 

根据省文化厅《关于进一点加强全省古

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和《河北省古籍普查方

案》精神，经过省编办的批准，2008 年 6

月河北省古籍保护中心在省图书馆正式挂

牌成立。省古籍保护中心的职责主要包括以

下内容：一，负责全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

汇总古籍普查结果，建立河北省古籍综合信

息数据库，形成河北省古籍联合目录。二，

负责全省的古籍人才培训工作，按统一标准

和教材培训普查人员。三，组织专家对古籍

普查数据进行审核、定级、并汇总上报至国

家古籍普查中心。省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全省

古籍普查工作的正式展开。 

3.制定政策，颁布一系列文件 

2007 年，经省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

会议成员单位同意，我省中心在参照《全国

古籍普查方案》和《试点方案》的基础上，

起草了《河北省古籍普查工作方案》和《河

北省古籍保护试点工作方案》，以及《<河北

省珍贵古籍名录>申报评审暂行办法》和

《“河北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评定暂

行办法》等相关文件。经过文化厅的修改与

审定，于 11 月 8 日由省文化厅正式下发。

2008年4月 14 日，河北省文化厅又下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

其中制定了古籍保护工作的主要任务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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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目标。2008 年 5 月 26 日，河北省民族宗

教事务厅，河北省文化厅联合转发国家民委、

文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

工作的实施意见》。这一系列文件的颁布和

实施，促使全省的古籍保护工作迅速展开。 

4.布署工作，召开全省古籍保护会议 

为了把国务院办公厅的精神落到实处，

我省于2008年10月召开了全省古籍保护工

作会议。全省各文化部门和古籍收藏单位的

重要负责人均参加了会议。会上河北省文化

厅副厅长彭卫国做了关于全省古籍保护工

作的讲话，并部署了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的目

标和任务。2009 年 6 月 11 日，文化部在召

开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古籍保护电视

电话会议之时，我省古籍保护颁证、授牌电

视电话会议也在承德召开。副省长孙士彬、

省文化厅厅长冯韶慧及省民宗厅、省旅游局

等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冯韶慧厅长宣读了

河北省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单，

河北省入选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名单，孙士彬副省长为之进行了颁证和授牌。

最后孙士彬副省长做了重要讲话。这两次会

议的召开，对我省古籍保护工作的稳步发展，

是一个重要的肯定和有利的促进。 

5.成立专家委员会，加强古籍保护工作

的科学指导。为加强我省古籍保护工作的咨

询、论证、评审和专业指导，促进全省古籍

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按照省文化厅及古籍

保护厅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的部署，省古籍保

护中心于 2009 年承担了河北省古籍保护工

作专家委员会的组建和筹备工作。省中心经

过对全省主要古籍收藏单位，以及高校和科

研机构从事古籍研究的专家学者的调研、了

解，在参考了国家及各省选聘办法的基础上，

拟出了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建

议名单，在报请省文化厅审定之后，于 12

月召开了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立

暨第一次会议。会议宣布了专家委员会组成

名单、工作章程，以及工作内容和任务。这

一机构的成立成为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科学

和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 

三、河北省古籍保护工作进展情况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在我省推进以来，在

省政府和省文化厅一系列文件和精神的指

导下，几年来，河北省古籍保护中心认真组

织，积极动员，全省古籍保护工作一直在稳

步推进。 

1.开展全省的古籍摸底工作。为认真落

实、贯彻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从 2007

年开始，河北省图书馆（河北省古籍保护中

心）先后派员对全省公共图书馆古籍收藏单

位——邯郸、武安、涉县、唐山、丰南、乐

亭、保定等市、县图书馆进行了广泛的调研

和摸底调查，深入了解各馆的古籍藏量、年

代结构、人员和经费、保存现状等情况，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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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了第一手资料。2008 年 9 月，为进一步调

查全省各古籍收藏单位的古籍生存和保护

情况，省古籍保护中心制作了详细的古籍保

护情况调查表，通过网上与发函的方式，对

全省一百多家古籍收藏单位进行了摸底调

查，对全省古籍生存状况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2.加强馆藏和全省古籍的整理与编目

工作。多年来，河北省图书馆（河北省古籍

保护中心）一直重视古籍的整理和编目工作。

1997 年，在馆藏古籍编目工作的基础上，省

图书馆即编印了《河北省图书馆馆藏古籍目

录》。2002 年起，省图书馆着手组织全省 11

家市级公共图书馆编辑古籍善本联合目录，

并于 2005 年完成了草稿本的编辑工作。与

此同时，古籍数字化建设也有了相应进展，

以省图书馆为首的全省十二家公共图书馆

馆藏古籍善本联合书目数据库已经完成。 

3.推动全省古籍收藏单位的保管条件不断改

善 

在推进古籍保护计划的过程中，省古籍

保护中心通过各种渠道，促使各收藏单位的

保管条件不断改善。在河北省图书馆，首先

对新建馆的古籍书库进行了调整，按照文化

部颁《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将古籍书

库调至地下一层，面积增加到 800 平方米，

古籍阅览室增加到 300 平方米。同时，更新

了典藏和阅览家具，全部投资 235 万元。另

外，还增加恒温恒湿和空气净化设备，投资

约 34 万 2 千元。湿温度完全符合标准，空

气净化度达到直径大于0.5微米的灰尘粒子

浓度，小于或等于 10000 颗粒/升。在消防

安保设施方面配备监控系统等、灭火系统。

在保定市图书馆投资 50 万元配备了樟木书

柜。石家庄市图书馆投资一百多万，配置了

樟木书柜、报警系统、消防系统等。其他一

些图书馆也不同程度改善了古籍保管条件。

经过几年的努力，全省古籍收藏单位的硬件

设施得到了很大改观。 

4.加大力度推进全省的古籍普查工作。

在动员、组织和指导全省各古籍收藏单位进

行馆藏古籍的摸底和调查同时，2009 年省古

籍保护中心克服馆舍改造的种种困难，安装

了古籍普查平台。同时积极督促和指导全省

各古籍收藏单位进行古籍普查的录入工作。

目前，多数古籍收藏单位正在进行数据录入

工作。与此同时，在编辑《全国古籍总目》

分省卷的通知下发之后，我省也正在积极着

手此项工作。 

4.组织完成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

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在文化部

下发的第一、二、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通知之后，河北省

古籍保护中心积极协调，认真组织，耐心帮

助各地市馆规范格式，刻录书影，保质保量

地完成了三批申报工作。其中第一批组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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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申报珍贵古籍 11 种，申报重点保护单位 6

家；组织申报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85

种，申报重点保护单位 6 家；组织申报第三

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148 种，申报重点保护

单位４家。 

6.启动和组织了全省首批珍贵古籍名

录和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2009

年 12 月，文化厅下发了关于申报首批省珍

贵古籍名录和重点保护单位的通知。接到通

知，我省中心立即进行认真组织和协调，到

目前为止，申报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我省申

报珍贵古籍的收藏单位共有 14 家，个人 2

名，申报古籍 318 种。申报重点保护单位的

图书馆共有 7 家。在申报工作完成之后，我

省的评审工作也即将进行。 

8.为古籍队伍培养专业人才。为保证全

省古籍保护工作的质量，在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的大力支持下，我省中心承办了第五期全

国古籍普查培训班，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

58 人进行了培训。09 年 11 月，又举办了全

省编目培训班，为全省培训学员 65 人，为

下一步全省古籍普查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与此同时，还选派全省各古籍收藏单位的优

秀工作人员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

各类古籍保护培训，为全省建立一支精良的

古籍专业队伍，奠定了基础。 

9.多途径加强古籍保护的宣传工作。为

了使古籍保护工作全面、深入地展开，省中

心从成立起，就注重古籍保护工作宣传。

2008 年 6 月初在省中心挂牌仪式上，召开新

闻发布会，通过媒体向社会公众介绍古籍保

护工程。与此同时，还在省图书馆网站开通

古籍保护栏目，编辑保护工作简报，向各界

介绍古籍保护工作。通过这些措施，一批民

间古籍藏书者已经与我们取得了联系，为古

籍普查的深入打下了基础。 

四、河北省古籍保护工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

难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我省的古

籍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但随着工

作的进展，所存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

表现在： 

1.经费问题。这是目前各古籍收藏单位

普遍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首先古籍保护第

一步——普查，所需要的硬件和软件建设，

以及技术培训方面都需要资金投入。其次进

行原生性修复和再生性出版仍需要大量资

金投入，因此经费问题是目前必须解决的重

要问题。 

2.人才问题。由于各单位古籍所占分量

与比重相对较轻，因此多年来所受重视程度

不够，人才的培养也不足。尽管我省举办了

两次培训，同时选派了部分工作人员参加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培训，但这种临时

学习很难将一些专业知识缺乏的人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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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特别是在版本鉴定方面，专业性知识

强，不易掌握。这种情况很自然会影响到对

版本的正确定级，从而影响古籍普查工作的

质量和准确性。 

3.机制问题。古籍文献收藏的分散性，

决定了做好古籍保护工作，各行业和系统之

间必须通力合作。从我省目前古籍保护工作

情况来看，普查工作基本还停留在公共图书

馆、教育系统和博物馆这几个系统中，民间

普查工作稍有起色。但档案系统、宗教系统

等基本还没有进行。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

应加强厅际之间的合作，做到片片有人抓，

条条有人管，才能将这项工作彻底做好。 

五、河北省古籍保护中心近期主要工作安排 

河北省古籍保护中心成立以来，虽然在

古籍保护工作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接

下来所面临的任务将越来越艰巨。本着为燕

赵文化高度负责的精神，省古籍保护中心将

在省政府、省文化厅的领导下，在各系统的

大力支持下，不断开拓进取，科学安排，在

近期，我们将继续把以下工作做好。 

1.健全机制，争取资金，保证古籍保护工作

的顺利推进。古籍工作离不开政府和财政的

支持。因此保证这一工作的顺利推进，我们

将继续做好以下两点：首先争取各级政府支

持，发挥公共图书馆的主体作用和专家委员

会的指导作用，明确各古籍收藏单位的任务

和目标，建立健全古籍保护责任制度和责任

追究制度。其次，争取各级财政的支持，对

列入省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和省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以及古籍普查、修复、出版和数

字化等工作，争取重点支持。同时制定优惠

政策，吸纳社会资金投入此项工作，努力形

成政府投入和社会资金支持相结合的古籍

保护经费投入机制。从而，保证古籍保护工

作的顺利推进。 

2.加大古籍普查力度，建立全省古籍联合目

录。 

根据河北省文化厅下发的古籍普查方

案要求，河北省古籍普查工作已进入全面铺

开阶段。目前，多数古籍收藏单位正在进行

普查平台的数据录入工作。在最近一段时间，

省中心将着力组织全省一、二级古籍的普查。

力争在明年上半年将一、二级古籍底数摸清，

并掌握其生存状态。到 2010 年后半年开始

二级以下古籍的普查。在汇总古籍普查成果

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全省古籍综合信息数据

库，建立省古籍联合目录。同时将普查数据

汇总、审核，上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此

同时，按照国家中心安排的《国家古籍总目》

的工作安排，做好河北分卷的编辑工作。 

3.认真组织河北省珍贵古籍名录和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的评审工作。 

为了建立完善的古籍保护制度，加强对

珍贵古籍的重点保护，我省已于 2010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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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全省珍贵古籍和重点保护单位的评审

工作。申报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经全部完成，

全省有 16 家单位和个人参与了申报。此项

工作现在即将进入评审程序。 

4.加大培训力度，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古籍保

护工作队伍 

为了加大全省古籍从业人员的培养力

度，我省中心将继续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

在近一两年之内对全省古籍收藏单位的从

业人员，进行有关古籍分编、鉴定等知识的

培训。同时，继续选拔热爱古籍工作，具有

良好思想品德和古籍专业知识的人员充实

队伍，以建立一支技术精湛、素质较高的古

籍专业队伍。 

5.加强修复工作，加快建立全省古籍修复中

心的步伐 

虽然我省已分批派出人员参加了国家

中心举办的古籍修复培训，但就培训回来的

工作人员来看，在修复技艺上还远远不够，

尤其是对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破损

古籍的修复，这些人员基本上还不具备足够

的水平。另外，我省在修复设备投入上也一

直不足。因此，我们将继续加大投入，在提

高修复人员技能的同时，逐步建立能够承担

全省古籍修复任务的省级修复中心，使全省

古籍保护工作迈向一个新台阶。 

6.统筹规划，加强古籍的开发与利用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精神，加强古籍

数字化工作，将是近年古籍保护工作的另一

重要内容。为此，省中心将根据国家统一制

定的古籍数字化标准，结合我省实际，统筹

规划，认真选题，利用缩微、影印、扫描等

现代技术，在抢救珍贵古籍的同时，推进古

籍的影印出版工作，实现古籍的社会利用价

值。 

7.加大宣传力度，争取全社会的支持 

古籍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全社会

的支持。随着我省中心工作的推进，我们还

要不断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各种渠道，宣传

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以及古籍保护工

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把古籍保护意识渗透

到社会各阶层，使全社会都来支持这项事业。 

我省古籍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

就，但综观全国古籍保护的发展形势，我们

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

将继续争取政府、财政，以及社会各方面的

支持，让古籍保护工作深入人心，使这一工

作不断深入推进下去，让燕赵大地的古籍文

献得到安全的保存，使我们灿烂的文化绵延

传承，广泛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