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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古籍保护和古籍工作报告 

     海南省古籍保护工作报告 

 

在海南省文体厅的正确领导下，在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指导和支持下，海

南省古籍保护中心高度负责，统一协调，

各古籍收藏单位和社会力量同心同德，

广泛搜集，完善措施，加快进度，推动

了海南古籍保护的新进展。现将具体情

况汇报如下： 

 

一、海南省古籍概况  

海南省古籍重点收藏约 1500 种，

近 50000 册，其中善本书 43 种 1124

册，集中分布在海南省图书馆、海南师

范大学图书馆、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图书馆、海口图书馆和文昌图书馆。民

间也有古籍收藏，但分布零散，目前还

没有发现大的收藏家。 

 

二、古籍保护工作回顾 

1.充分认识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

性并对古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保护。

2008 年《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了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

护工作意见的通知》（琼府办[2008]7

号）对全省的古籍保护工作进行了部署。

一年来，海南举办了首届古籍普查培训

班，全省 25 个图书馆 50 多人参加了培

训；省内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经过培

训，学员的古籍保护意识明显增强。海

南省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第

二天对本校琼台书院进行访查，发现清

前期古籍数百册，很快组织人员进行了

登记，目前这部分古籍已经部分移交该

校图书馆保存。 

2.组织各古籍收藏单位参加了第

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工作。

2009 年春节前夕，为了使海南珍贵古籍

在《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上榜上有名。

我省古籍保护中心（海南省图书馆地方

文献与古籍部）会同海南大学、海南师

范大学、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海口图书馆古籍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

馆藏珍贵古籍进行了登记，从版式、字

数的核对到图书源流的查考，精心挑选

出 43 种古籍代表我省珍贵古籍参加了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评选。2009 年 6

月评选结果揭晓，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收藏的明徐氏东雅堂刻本《昌黎先生集

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朱子校昌黎

先生集传一卷》入选了第二批《国家珍

贵古籍名录》（05348），实现了海南省

古籍入选《名录》的零突破，在社会上

引起了较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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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集民间收藏，妥善保管和修复。

海南省图书馆高度重视古籍保护工作，

积极采购古籍，补充馆藏。继 2008 年

底入藏 8 种 58 册善本后，今年 10 月，

又派人到内地考察古籍，拟继续补充古

籍馆藏；对从民间收集的古籍，进行了

修复，修复清末木刻古籍《重订文选集

评》100 多页。 

4.为古籍著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投资 20 多万，安装了古籍著录平台；

全省派出3名工作人员接受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著录培训，并开始了古籍著录尝

试。 

5.加强了古籍书库管理，对古籍进

行了保护 。凡藏有古籍的图书馆都不

同程度地对古籍进行了保护，制定了古

籍书库和古籍修复室的管理制度，采取

了如安装空调、紫外线防护和药物防虫

等措施。省图书馆还配备了除湿机等设

备。 

6.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受到重

视。民间人士整理海南古籍古已有之。

当代海南，也有周伟民和唐玲玲夫妇、

周济夫、林冠群、李升召等先生都是有

造诣的古文化爱好者，他们对海南古文

化的整理，使海南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目前海南各古籍收藏单位都对古籍进

行了不同程度的利用。海南大学成立了

海南历史文化研究基地，海南师范大学

已开始古籍数字化工作。 

 

三、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由于地处偏远，气候湿热，海南古

籍流传不多，脉络不连贯。从数量和质

量上都不能与内地省相比。加上我省古

籍保护起步较晚，古籍保护工作还存在

着一些问题和不足。 

1.保护意识需要进一步加强。古籍

保护还没有成为社会共识，表现为古籍

保护中心尚未正式成立，机构和编制问

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目前还处于没有机

构没有编制状态。古籍保护工作联系会

议制度还不能实施，古籍保护专家组尚

未设立。 

2.古籍资金投入及使用需进一步

加强和完善。由于社会对古籍了解不足，

存在着或过于看中、或过于低估的认识

偏差，造成在资金使用渠道不畅，古籍

采访中发现古籍后，无权威认证甚至不

认识权威认证现象依然存在，没有合理

的征集和采访制度，使古籍入藏遇到了

许多不必要的障碍和限制，有些难得一

见的古籍只能落户他家，甚为遗憾。 

3.古籍活动和宣传需要进一步加

强。通过举办讲座、展览等形式，使藏

在馆内的文化遗产与读者见面，增加读

者了解古籍和古代文化的机会，从而扩

大古籍的影响，在社会上形成全民保护

文化遗产，支持古籍保护工作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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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年的工作重点 

1.成立海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开展

古籍保护厅级联系会议和古籍专家工

作组制度。 

2.组织编写《中华古籍总目·海南

卷》，并组织参加第三批名录申报工作。 

3.建设古籍保护标准书库，对全省

古籍书库进行规范化检查。 

4.组织古籍鉴定、著录和修复人员

参加国家保护中心举办的古籍培训，开

展古籍著录工作并提交数据到著录平

台。            

5.加强对民间古籍的收购和保护。 

回顾我省的古籍保护工作，虽然付

出了一定的努力，但与先进省份和古籍

大省相比，还有差距。我们深感责任重

大，任重道远。今后将继续加强古籍保

护工作力度，争取社会更广泛的支持和

认可，协调全省古籍工作人员，把我省

的古籍保护工作推上一个更新更高的

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