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4 
 

湖南省古籍保护工作概况 

湖南省古籍保护中心 

 

湖湘大地历史悠久，其几千年的岁月长

河中产生多许许多多珍贵的历史典籍，流传

下来的亦堪称宏富。目前湖南省全省所藏的

古旧文献大约有 300 万册，主要集中在湖南

图书馆、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南省社会

科学院图书馆和湖南省博物馆，部分散布于

省博物馆、省档案馆、湖南中医大图书馆、

湖南一师、邵阳市二中、湘潭市图书馆、衡

阳市图书馆、松坡图书馆以及私人藏书家等，

全省善本古籍数量也不菲，约有 6000 部左

右，其中战国、西汉帛书数种，宋元刻本估

30 余部，明刻本估 2000 部，还有不少珍贵

湖湘名人稿本和湖湘名人家谱。湖南省自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

的意见》下达伊始，就在积极响应筹措这项

工作，进展态势良好。 

一、文件的出台和机构的设置，保障古籍保

护工作的有序开展 

湖南省文化厅早在 2007 年就起草制定

相关的工作计划，建立相关机构和工作制度，

《湖南省文化厅关于做好古籍普查和保护

工作的意见》等基本文件已然出台。2009

年 6 月省编制办作出批复，同意湖南图书馆

加挂湖南省古籍保护中心的牌子，湖南省古

籍保护中心正式成立，省保护中心主任由湖

南图书馆馆长张勇担当，雷树德副馆长任省

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湖南省古籍保护

领导小组、省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和

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的建立也在有

条不紊的筹备当中，《湖南省古籍普查工作

方案》、“湖南省珍贵古籍名录”和“湖南

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评选办法已经起草，

进入审核阶段。 

二、省馆家底基本查清，各收藏单位的古籍

藏量和省级珍善本书籍情况大致摸清，为全

省古籍普查的开展和编制《湖南省古籍总目》

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008 年省中心制定了湖南省古籍收藏

调查表，积极督促各古籍收藏单位填写此表，

目前已有近 90 家单位进行了填写，为统计

全省的古籍总量准备了基本材料，全省的古

籍保护现状已然大致廓清。湖南图书馆古旧

文献藏量高达 80 万册（件），不仅是全省

古籍保护的重镇，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占有

重要地位。早在 80 年代，湖南图书馆就组

织人员编纂出版《湖南图书馆馆藏湖南地方

志目录》，后又编篡《湖南省古籍善本目录》，

对全省的珍善本古籍情况进行详尽的考察。

编篡《湖南图书馆馆藏古旧碑帖拓片目录》。

2005 年省馆带头在原有编目的基础上对馆

藏古籍线装书进行了一次更全面、更彻底的

编目整理工作，古籍家底基本肃清，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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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套反映湖南图书馆全部馆藏古籍的目

录巨制——《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

编纂完毕并由线装书局出版。这套目录共五

册，涵盖全部馆藏古籍 68 万册，3 万多种，

近 8 万部，而且收录范围广泛，包括由清上

溯至宋的各个时期的刻本、石印本、抄本、

稿本、铅印本、影印本、鈐印本，1949 年建

国前古典装订形式的汉文书，同时日本、高

丽、越南等刊刻的古籍线装书亦在其列，收

录条目多达 12 万条，近 500 万字。这项基

础工程的顺利完成，可以大大推进全省古籍

普查的开展，加快古籍普查数据库的建设步

伐，对开展全省的古籍普查工作和编制《湖

南省古籍总目》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三、积极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重点

保护单位 

为了科学开展古籍的分级保护，改善古

籍保护的条件，省保护中心积极号召全省各

收藏单位开展一、二级古籍的普查，积极申

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重点保护单位。

在 2008 年 3 月 1 日 批准颁布的首批《国家

珍贵古籍名录》 及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名单中，不仅有我省的 116 部珍贵古籍

名列其中，并且湖南图书馆还荣获“全国古

籍重点保护单位”称号。湖南图书馆有 59

部古籍入选，在省级公共图书馆的入选情况

看，湖南图书馆排名第二，全国省级以上的

收藏单位的入选情况分析湖南图书馆排名

第六，湖南博物馆的简帛有 27 部入选，湖

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20 部，湖南社科院图书

馆入选 10 部。在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的申报中，我省相关单位的积极性更加高涨，

共有湖南图书馆、社科院图书馆、师大图书

馆、邵阳市松坡图书馆、衡阳市图书馆、永

州市零陵区图书馆等8家单位申报了第二批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计 253 部，有社科院图

书馆、师大图书馆两家申报了全国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在 2009 年 6 月公示的第二批名

单中，湖南图书馆共有 59 部古籍入选，湖

南师大图书馆有 16 部入选，湖南社科院图

书馆有 3 部入选，湖南衡阳市图书馆有 1 部

入选，而且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南社科

院图书馆列席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之中。 

四、积极参加和举办各种古籍培训班，全方

位地培养专业古籍保护人才 

在 2007 年至 2009 年间，省中心多次在

全省古旧文献收藏单位选派人员参加全国

古籍普查培训班、全国古籍修复培训班、普

查平台应用软件培训班、古籍版本鉴定高级

班、碑帖鉴定与保护培训班、全国西方文献

修复技术培训班等培训，意在培养出一个完

备的古籍人才群体。 

2009 年 7 月 15 日至 30 日湖南省古籍

保护中心联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了第

九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这是数年来我省

第一次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古籍培训，70 余名

学员也是从各级古籍收藏单位中挑选出来

的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业务骨干，涉及范围

广，人数较多。进行授课的老师也是经验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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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专家，有赵前、李德范、郝永利、徐蜀、

罗琳等国家图书馆的专家，也有雷树德、寻

霖两位本省的专家，开设的课程针对明确，

实用性颇强，如《古籍保护与文化传承》、

《明清版本鉴定》、《古籍分类与编目》、

《古籍书影的选择》、《古籍书影的制作》、

《古籍再生性保护的若干问题》、《汉文古

籍普查平台登记系统讲解及实践》等。授课

地点也选在设备先进的多媒体教室，并提供

数种或刻本、或套印本、或活字本的古籍给

学员们实践，授课中还穿插有文化考察。这

次培训搭建了一个古籍交流平台，形成了一

个古籍工作者的大家庭，让全省范围内的古

籍工作者紧密联系起来，增强了大家的古籍

保护意识，培养了大家的工作热情。更重要

的是，我们借此加强了媒体宣传力度，借助

多方位、多角度的报道，号召全社会各界人

士都来重视古籍保护工作，意识到古籍保护

已刻不容缓的态势。在培训班举办期间，我

馆特意举行古籍保护座谈会，部分正在参加

第九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的市、州、县级

馆领导参加。座谈会由雷树德副馆长主持，

张勇馆长出席了座谈会。座谈会上大家畅所

欲言，表达了对古籍工作的诸多建议和看法，

可见各单位对古籍保护的高度重视。 

五、积极组织实地调研，考察全省的古籍保

护情况 

为了推动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及时地

指导其他古籍收藏单位的古籍普查工作，省

中心还在全省范围内进行过多次的实地调

研和指导。2008 年 3 月 9 日至 11 日派人前

往湘西凤凰县图书馆和湘西自治州图书馆

查看古籍保护情况；2008 年 4 月 14 日雷树

德副馆长、寻霖主任一行去湖南省第一师范

图书馆了解古籍情况；2008 年 12 月 4 日，

省文化厅金铁龙副处长、雷树德副馆长、寻

霖主任代表文化厅和湖南省古籍保护中心

分别来到湖南社科院图书馆和湖南师大图

书馆进行考察，指导珍贵名录的申报；2008

年12月15日至21日派人去衡阳市图书馆、

永州市零陵区图书馆、祁阳县图书馆、邵阳

市松坡图书馆、武冈市图书馆调研，指导珍

贵名录的申报工作。2009 年雷馆长一行到湖

南社科院图书馆、湖南师大图书馆考察，指

导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古籍

工作在这三年的努力下已有了很大的起色，

保护观念渐入人心。通过实地调研，使省中

心清晰地认识到开展全省古籍普查所面临

的诸多问题，借此能够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

方法。 

六、在网站主页开辟“古籍保护”专栏，设

立“古籍普查与保护论坛”，及时总结编写

工作简报，加强工作的联系和交流 

为了保证信息的上传下达，指导市县级

图书馆的古籍工作，同时也为古籍爱好者和

工作者提供一个交流互助平台，省中心还特

意在省馆网站主页上新辟一个“古籍保护”

专栏，设立“古籍普查与保护论坛”，与同

行兄弟们进行网络信息互动。省中心从论坛

的自由发言中集思广益，及时纠正工作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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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家认为好的方面就继续保持，扬长避

短，从而调动全省古籍工作者的积极性，增

强团体的凝聚力。2009 年 10 月省中心精心

编撰了第一期湖南省古籍保护工作简报，对

前段的工作进行了及时的报道和总结，并由

此综合各方面的反馈意见，均称良好，有力

地督促了下一阶段工作的开展。 

七、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保护古旧文献 

目前新时代的发展，给古籍整理工作

提出新要求，那就是古籍的缩微和数字化，

这也是古籍整理发展的方向。古籍的缩微和

数字化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古籍转化为

模拟影像和电子影像的形式，通过胶卷、光

盘、网络等介质予以保存和传播。湖南图书

馆顺应新趋势的要求，采用现代化技术来保

存古籍。早在 1984 年就创建了湖南图书馆

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是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

中心的一个分中心，拥有先进的成套缩微技

术制作设备，拥有一支技术娴熟、质量过硬

的技术骨干队伍。利用缩微技术抢救、补充

了大量我馆解放前的古籍，如其中有全国最

齐全的《湖南国民日报》、《大公报》、《实

业杂志》、《湖南省政府公报》等。同时建

立了馆藏缩微品文献书目数据库，可以利用

计算机和网络开展计算机检索、咨询服务。，

2008 年，开始对馆藏 4000 多种家谱族谱进

行数字化扫描，对馆藏 7000 余幅古旧字画

进行整理、电子建档和数字化处理。 

八、重视和加强古籍修复工作 

湖南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工作，在新中

国成立以后的50多年来里，一直从未间断。

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70 年代，我馆聘请了一

位解放前在长沙古旧书店当帮工的周泽南

老先生从事古籍修复工作，持续时间达 20

多年。60 年代后，我馆先后派出了五批共六

人次参加各种形式的古籍保护修复技术学

习班。如 1972 年派出师玉祥去北京中国书

店学习古籍修复，为期一年，董淑萍、王彦

彩、章曼纯三人在上海、1982 阎一灵在浙江

都参加了由文化部主办的古籍修复技术学

习班，系统地学习了古籍修复技术。1984

年新馆开放，湖南图书馆正式组建了专门的

古籍修复组，将古籍修复组作为历史文献部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定员定编。修复的工

作范围也从单一的古籍修复扩展到古旧字

画、旧期刊、旧报纸及其他文献资料的保护

修复，使一大批珍贵资料得到了必要的保护。

除日常工作外，古籍修复组在 1988 年承办

了全省的古籍保护修复技术培训班，培训了

本省、市、县公共图书馆还有高校图书馆的

古籍修复人员 12 名，先后还为贵州省图书

馆、广东省图书馆、武汉市图书馆、湖南师

大图书馆等省内外图书馆培训了一批古籍

修复人员。 

30 多年来，古籍修复组为我馆修复抢

救了大量的珍贵古籍和文献资料，1984——

2000 年的 17 年来，古籍修复组修复古籍善

本 127500 页，订书 6531 册，如明刻本《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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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韵会举要》、清抄本《曾文正公批禀》、

明成化刻本《三礼考注》六十四卷、明抄本

《文章辨体汇选》、稿本《皇无圣武亲征录》、

明万历刻本《礼记注疏》六十三卷等等。 

2001—2008 这八年来，古籍修复组的主要工

作是修复家谱。八年全组修复家谱 6 万 9 千

余页，装订 6000 余册。目前古籍修复小组

有固定成员 5 人，老中青结合，人才专业素

质高，已成为湖南省古籍保护队伍中一支重

要的技术力量，将为抢救中华典籍发挥更大

作用。 

九、加强文献保护工作的宣传 

古旧文献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维

系民族情感的精神纽带和重要桥梁，它为中

华文明的薪火传承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应

该全社会来都关注、重视它的作用，共同保

护。湖南图书馆非常注重文献保护工作的宣

传工作，不仅积极宣传本馆的古籍开发成果，

正式出版《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

《清风画韵——湖南图书馆馆藏古旧扇面

选集》、《湖南图书馆馆藏字画选》、《湖

南氏族源流》，支持并参与湖南省重点出版

项目《湖湘文库》的整理出版工作。同时还

举办各种形式的展览，如《扇底清风——历

代扇文化展》、《湖南图书馆馆藏字画展》

等。积极邀请媒体来报道，树立良好的公众

形象，如 2009 年 5 月在新华书目报上整版

篇幅报道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工作，09 年 4

月 28 日、6 月 22 日，古籍修复组先后接待

了三湘都市报、潇湘晨报两家媒体的访谈。

同年 7 月 13 日长沙电视频道“X 档案”节目

来我馆做了“神秘的古籍美容师”的专题报

道，他们以故事的形式，叙述了古籍修复技

术，让广大读者了解古籍修复这个传统的手

工行业。在第九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的举

办期间，省中心邀请了省内外十几家媒体进

行了跟踪报道，获得了不错的社会反响，进

一步唤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古籍保护意识。 

总体而言，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全线铺

开的形势下，我省的古籍保护工作在各级领

导的关怀下，在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的执着下

仍在有组织地跟进，还有大量基本工作需大

力展开。对于古籍保护这一件传承文明、拯

救古籍的重大幸事，全省各界人士都将积极

行动起来，担负各自应有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