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世田 赵大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保护与传承中华文明， 始终是国家图书

馆古籍馆的重要历史使命。2009 年， 古籍馆

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为中心， 全面推进

古籍原生性保护、古籍再生性保护、传统文

化宣传与推广、古籍专业人才培养、古籍整

理和文献保存保护研究等各项工作，现分别

汇报如下：

保护现存古籍的安全， 是“中华古籍保

护计划”的首要任务。古籍馆一方面用各种

方式搜集散落民间的珍贵古籍， 进行整理、

研究、保护。另一方面通过古籍普查、库房

建设、安全管理、文献保护修复等工作， 有

效保证馆藏古籍的安全。

搜集散落民间的古籍， 使之入藏国家图

书馆永久保存， 一直是古籍馆的重要工作，

也是对“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最好实践。

2009 古籍馆加强了古籍特藏的采访征集工

作， 取得较大成绩， 通过征集、竞拍、接受

捐赠等方式， 共采访古籍善本 167 种 337 册、

拓片 580 种 699 张、契约文书 1606 种、旧

家谱 83 种 1672 册、西域文献 261 种 261 件、

名家手稿 88 种 61 册又 2419 叶，极大地丰

富了馆藏古籍建设。

为提高工作效率， 节省人力， 减少重复

劳动， 古籍馆将古籍普查工作与业务工作结

合起来， 精心策划管理， 取得了事半功倍的

效果。2009 年古籍馆将古籍普查与古籍示范

库建设、古籍数据整合结合在一起， 共整架

顺书约 6.2 万种， 62 万册件， 核对修改数据

约2.4 万种(详见下文“古籍示范库建设”)。

全部完成 5 万余条善本数据的整合，完成 1

万余条普通古籍数据的整合。参加第二批

《国家级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工作， 共有 202

部善本古籍入选。另外， 古籍馆的专家还参

加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审批工作。

国家图书馆善本古籍库房配有较好的

安防设施， 如自动报警装置、自动灭火装置、

监控装置、防尘防菌装置等。但是由于使用

时间过长， 设备老化。为确保馆藏善本古籍

的绝对安全， 古籍馆一方面争取在一期改造

的同时， 按照古籍保护计划中的库房标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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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本书库进行改造； 另一方面强化管理， 实

施按片划分， 责任到人的管理方法， 每人每

天六次巡视各自的管辖区域， 并签字确认安

全。

原有普通古籍库房条件有限， 古籍馆根

据古籍保护计划中的库房标准， 制定普通古

籍书库改造方案， 现已全部完成库房的改造。

2008 年为了迎接郑振铎先生诞辰 110

周年纪念活动， 在古籍保护中心的支持下，

结合古籍普查工作，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组织

人力将郑振铎“西谛藏书”进行集中排架，

把每一部书都按善本书的摆放要求进行整

架， 剔除了原有既不利于古籍保护且又大小

不一的旧书签， 粘贴上重新设计、标准统一

的新书签， 在古籍馆的普通古籍书库内完成

了 1 万 1 千余种“西谛藏书”的整理工作，

恢复了西谛专藏。郑振铎专藏书库的整架和

恢复，是开展“古籍示范库”建设的开端。

在“西谛专藏”的整库工作中， 古籍馆总结

出了一些建设古籍示范库的工作经验， 探索

出了一些古籍示范库的建设形式与管理方

法， 为全国各图书馆实施古籍保护， 建设规

范的古籍书库打下基础。2009 年古籍馆根据

“西谛藏书”建设的经验， 继续古籍示范库

的建设，共整架顺书约 6.2 万种，合 62 万

册件； 核对修改数据约 2.4 万种； 制作、粘

贴函签书签 2.4 万种，约合 24 万册件。

每周一次进行全馆重点书库温湿度、虫

霉害情监测工作； 完成全馆重点书库防虫药

物的投放工作，共投放天然樟脑 10 余箱；

进行图书冷冻杀虫工作，共处理图书 45 批

次，8000 余册(件)；完成部分纸浆补书机

(第一至七批次)的验收、调试工作。

参与完成我馆“基藏库除尘项目工作方

案”的制定工作， 确保了除尘工作的安全和

顺利的进行。

完成图书保护的对外咨询服务工作，共

接待来访和电话、邮件咨询 80 余次。

修复善本古籍 161 册；普通古籍 117 册；

新善本、工具书、报刊等 63 册； 西文书 153

册；拓片镶衬 1500 平方米； 拓片立轴修复 1

个；敦煌遗书 203.45 米；样式雷 148 幅；

地图 6 幅；年画 1 幅；修复档案制作 300 条。

修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的珍

贵文献： 为山西省图书馆修复入选第一批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文献两件： 《佛说北

斗七星经》(名录号 00955)、《成唯识论了义

灯钞科文》(名录号 00975)；为上海辞书出

版社修复《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纲目

一百卷资治通鉴详节目录一卷资治通鉴纲

目外纪四卷》(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名录号 00410》)。此外还完成馆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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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49 册件的修复工作。

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技艺”被评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9 年 2 月 9

日至 23 日，参加由文化部组织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大展， 通过现场演示和与公众互动交

流， 向公众宣传古籍保护的重要性， 取得较

好效果。

根据馆里规划， 在现有修复室基础上，

扩充场地， 增加设备， 吸引人才， 建设国家

级古籍修复中心。计划建成善本修复室、敦

煌修复室、普通古籍修复室、地图修复室、

拓片修复室、精平装书修复室、造纸实验室、

修复档案室、纸库等， 已完成规划方案， 并

获馆里批准。

指导下级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 为地方

图书馆及其他藏书机构提供关于古籍修复

咨询 221 人次。

对珍贵古籍影印出版、数字化或拍摄缩

微胶卷， 使其再生， 是古籍再生性保护的是

主要工作， 2009 年古籍馆也取得一定的成果。

中华再造善本续编 2008 年 9 月启动，

主要以明清两代珍稀古籍为主，初期选目

556 种，计划用 3 年时间完成。本年度古籍

馆全力配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项目出版工

作，选书并做前整理 243 部 1458 册，保证

了出版社的拍摄出版进度。

编辑出版《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10

册)、《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 ·敦煌学研究》

(4 册)等，协助出版社出版《国家图书馆

藏样式雷》、《太平广记出版项目》、《乾嘉稿

抄本》、《四库著录丛书出版项目》、《北京古

地图集》、《清代诗人文集》、《自庄严堪藏善

本》等项目。

本年度继续开展“数字方志”、“全球寻

根网”、“国际敦煌项目(IDP)”等数字化项

目， 并完成“中国历代典籍总目分析系统”、

“世界数字图书馆一期建设”、“宋人文集数

字化”、“《永乐大典》数字化项目”。其中“中

国历代典籍总目分析系统”系与北京大学

共同研制， 目前已完成近 210 万条书目数据

的处理。该系统首次采用古籍文献本体构建

了古籍目录知识库，实现了数字图书馆从数

据服务向知识服务转变的目标， 开辟了数字

图书馆知识服务的新模式， 是信息处理技术

与中国古籍文献研究的有机结合， 展示出信

息技术在中国古籍文献学、历史学、哲学和

语言学研究领域应用的方向和广阔前景， 达

到了国际领先水平。目前已通过教育部组织

的专家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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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缩微技术不断发展， 自我完善， 走

向成熟， 实践证明， 缩微是目前行之有效的

再生性保护珍贵文献方式之一。缩微文献也

已经成为继纸质文献、声像文献之后的第三

大文献资源。然而目前古籍缩微胶卷主要为

黑白胶卷， 朱笔校改、彩色套印、朱批均无

法展现， 无法满足专家研究需要， 遇到此种

情况不得不阅览原件，对古籍保护十分不利。

国家图书馆今年尝试制作彩色缩微胶卷， 彻

底解决了这个问题，本年度古籍馆配合缩微

复制中心拍摄彩色胶卷 56 种，503 册。

本年度古籍馆继续举办各种展览， 推动

文献保护、传统文化的普及推广工作， 先后

举办方志馆开馆展览“地方文献展览”、

“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精华展”、“纪念五

四运动九十周年——五四运动历史文献特

展”、“国家珍贵古籍特展”、“百年守望

—— 国家图书馆特藏珍品展”等 5 个展览，

并参与“1871—1949 武汉珍稀图像——英

国国家图书馆藏照片暨哲夫先生捐赠文物

展”。其中重大展览有：

为配合“4 ·23”世界读书日，4 月 23

—26 日承办“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精华展”，

展出珍品善本特藏和相关档案 60 余种。包

括甲骨、敦煌西域文书、古籍善本、金石拓

片、舆地图、民族文献、名家手稿、新善本、

外文善本、普通古籍、地方志家谱文献等，

体现了国家图书馆宏富的典籍收藏、日益重

视的文献保护以及对文化典籍的开发和普

及推广工作。

6 月 14 日—7 月 10 日，文化部主办，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承办， 古

籍馆与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具体实施。本展

览展出 97 家单位的 300 部古籍，通过敦煌

吐鲁番文书、宋元明清善本、碑帖拓本、舆

地图、佛教文献、明清稿抄本、少数民族古

籍文献等十个相对独立又互成体系的单元，

精心设计、合理摆放展品， 并为每件展品配

以扼要明晰的文字说明， 涉及内容版本信息

和相关人物、事件、历史等知识， 让观众能

在短时间内了解古籍珍品的价值。现场还特

别配置了六台电子触摸屏， 分三个模块分别

介绍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部分参展展

品以及 20 集精彩的《国宝背后的故事》，观

众只需手指轻触， 即可通过优质的音效、画

面了解自己感兴趣的展览内容， 近距离、多

角度欣赏和了解古老的中华文明。展览期间

还举办系列专题讲座、 “古籍修复互动讲

座”、中小学生专场等各种丰富的活动。古

籍馆负责交接展品、布撤展， 并安排展览值

班、讲解， 做了大量细致辛苦的工作。编辑

出版《册府撷英—— 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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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2009 年9 月9 日是国家图书馆建馆一百

周年纪念日，作为百年馆庆的重要活动，9

月 1 日— 10 月 7 日古籍馆参与举办“百年守

望—— 国家图书馆特藏精品展”。展览分中

国文献、外国文献、电子文献三大板块展示

国家图书馆的百年特藏， 展出甲骨、敦煌遗

书、西域文献、宋元明清善本、金石拓片、

舆图、样式雷图档、少数民族语文文献、新

善本、名家手稿、老照片、年画、外文书籍、

民国图书、民国期刊、连环画、学位论文、

联合国资料、缩微资料和电子文献特藏等十

多个类别。通过这些珍贵的展品， 国图百年

来馆藏文献资源建设的辉煌成就， 直接呈现

在公众面前。本展览首次按特藏品展出国家

图书馆的珍品， 如作为国家图书馆前身京师

图书馆建馆基础的清内阁大库和文津阁《四

库全书》；有历经劫掠战乱， 由国家调拨、

最终完善保藏的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赵

城金藏》、“天禄琳琅”藏书和甲骨特藏等；

有位列清末四大藏书楼的常熟瞿氏铁琴铜

剑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有民国

“南陈北周”之称的著名藏书家陈清华和

周叔弢藏书； 有为国家藏书事业做出巨大贡

献的傅增湘双鉴楼、赵元方无悔斋、潘氏宝

礼堂、梁启超饮冰室、常熟翁氏、郑振铎、

吴梅藏书等； 还有经国家图书馆历届馆员努

力购求的众多类别的特藏， 如近现代名家手

稿特藏等。全部展品的四分之三来自古籍馆。

同时古籍馆参与了展厅和装具设计，以及布

撤展、展览值班、讲解等，做了大量工作。

展览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文津讲坛”、“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

讲座， 是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承办的公益性学

术文化系列讲座， 自 2001 年创办的“文津

讲坛”已举办讲座 500 期，“中国典籍与文

化”讲座也举办了 200 余期， 这两个系列讲

座已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品牌。2009 年“文

津讲坛”共举办 55 场、“中国典籍与文化”

系列讲座举办 29 场。12 月 16 日 “文津讲

坛”首次走出京城进入广州， 变身“文津 ·珠

江论坛”， 首场讲座在广州大学正式拉开帷

幕。“文津 ·珠江论坛”将以广州为中心，

在华南地区进一步推进文化和学术公益活

动，进一步打造经典文化品牌。

为迎接国家图书馆百年华诞， 反映国图

百年发展历程， 国家图书馆与相关媒体联合

拍摄制作了百集文化专题片《馆藏故事》。

《馆藏故事》采取一集一文献、一集一故事

的方式深入揭示了国家图书馆的特色馆藏，

选择了国家图书馆有特殊意义、有重要文献

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的藏品， 挖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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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在征集、保存、利用过程中有意义的、

鲜为人知的故事。目前，专题片已经完成《四

库全书》、《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赵城

金藏》、《西夏文献》、《道德经》、《资治通鉴

残稿》等；《国家图书馆 100 周年人物系列》：

《周恩来》、《傅雷》、《梁启超》、《张居正》、

《鲁迅》、《于道泉》、《郑振铎》、《傅增湘》、

《陈清华》、《天工开物》等； 《国家图书馆

100 周年经典馆藏鉴赏系列》：《西厢记》、《花

间集》、《千家诗》、《韩柳集》、《神策军碑》、

《西谛藏书》、《十竹斋笺谱》、《升平署戏曲

档案》、《论语集注》、《梦溪笔谈》等。《共

产党宣言》、《左联烈士手稿》、《闻一多手稿》

等。

国家图书馆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8 集

《百年守望》馆史专题片，通过《世纪先声》、

《峥嵘岁月》、《千古遗书》、《甲骨风云》、《经

典传奇》、《沧桑巨变》、《秘籍重生》、《薪火

相传》等 8 集专题片， 首次全方位梳理了国

家图书馆的百年历史，揭示国家图书馆的传

世典藏。

以上两类专题片， 古籍馆都承担了撰写

与审校脚本、接受采访、提供拍摄线索、提

供藏品、监护拍照等工作， 确保我馆圆满地

完成了拍摄任务。

人才是事业发展的主体。全国古籍整理、

普查、保护、修复人才缺乏， 在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办公室的组织下， 古籍馆积极参与各

类古籍人才的培养工作， 有效推动古籍保护

事业的发展。

古籍馆协助首都联合大学国图分校设

立“古籍鉴定与修复大专班”，大专班为两

年制， 分脱产和业余两个班，学生近 60 人，

学生大多来自北京市。设置课目 25 个，古

籍馆承担了主要专业课的授课工作。这是在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的大背景下， 联

大国图分校第一次举办这样的大专证书班。

承担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举办的

古籍鉴定、普查、修复等十几个培训班的授

课任务。

承担国家文物局文物研究院举办的纸

质文献修复培训班的授课任务。

古籍馆鼓励员工积极开展科研项目，已

出版《文献研究与文献保护》、《文献修复师》、

《帝国尚饮： 元代酒业与社会》、《明代版刻

图典》、《册府撷英—— 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图

录》、《冀淑英古籍善本十五讲》等专著。《文

津学志》、《国家图书馆藏近现代名家手稿目

录》、《赵凤昌书札》已经编辑完成， 正在出

版中。与保护中心办公室合作编辑出版四辑

《文津流觞》；启动《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

项目，本年度完成 40 种善本书志的撰写工

作；在国内权威刊物发表一批学术论文。

本年度古籍馆已经审批或完成的项目

共 11 项。其中 “古籍修复压平机的研制”、

“拓片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课题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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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处组织的专家鉴定；“信息与文献—文

献用纸-耐久性要求”和“信息与文献—档

案纸-耐久性与耐用性要求”已获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批准， 成为国家标准， 并将于

2010 年 2 月 1 日实施。与北京大学合作进行

“西域文献修复研究”项目研究。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 国家

图书馆古籍馆的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

的进展。但是， 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推进， 如

古籍特藏的采访、古籍的深入整理和研究、

善本库房的改造、古籍修复中心的建设、古

籍专业人才的培养等等， 古籍保护工作依然

任重而道远。

2010 年，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将继续以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为中心， 以科研带动

业务， 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力争在文献收藏、

整理研究、保护修复、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

更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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