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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记载历史 古籍承载文化 

——记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 

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向辉 

 

新疆是个美丽的好地方。如今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 47 个民族生活在这片热土上。它是

四大文明交汇之地，是一个天然的语言文字博物馆，是共和国最具特色的民族自治地方之一。

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大禹时代，它就已经和中原王朝建立了密切的朝贡关系；它盛产的玉

器被运送到商王王庭；周穆王曾经西游到此求见西王母„„千百年来，在这片热土上生活的

勤劳勇敢的人们，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留下来无比绝伦的文献典籍。这些古籍文献是我

们了解新疆、了解中国、了解世界的重要依凭。 

多年来，新疆古籍文献的保护工作在相关部门和古籍工作者的协力下，有序进行，取得

了丰硕成果。2010 年，新疆古籍保护工作迎来新的契机。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在全国古

籍保护工作者的大力协作下，新疆古籍保护工作翻开了新的一页。我有幸参与了这一重要文

化工程，为新疆古籍保护尽一份绵薄之力。新疆展览是建国以来关于新疆历史文献和古籍保

护工作成果的第一次全面展示。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展览宣传党和政府对新疆古籍保护工作的

重视，展示新疆丰富的古籍文化资源，呈现新疆的历史文化，再现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新

疆社会文化，展示新疆古籍工作者为保护古籍传承文明所做的努力，希望通过这次展览能够

直观的、立体的、全方位的展示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为了这个目标，按照馆部要求，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古籍馆、文教部（后改为社教部）等有关部门组织专人，成立工作小

组，分头准备，协同合作。其中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要负责组织协调、规划制定、方案设

计、展览宣传、成果展示及其他相关工作，古籍馆主要负责展陈设计、展品布置、图录编撰、

展览展签及其他相关事宜。 

在展览前期准备阶段，按照馆部要求，我主要负责部分稿件撰写、第一部分文字、图片

初稿拟定等工作。为更好了解新疆、了解新疆古籍与古籍保护工作，我们查阅了大量有关材

料，包括党和政府关于新疆历史文化的相关政策、白皮书等，学者关于新疆古籍和历史文化

的文章和著作等，新疆古籍工作者的工作报告等。为了更好地做好展览，搞好对新疆古籍保

护工作的展示、宣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专人前往新疆支持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

果展。我有幸成为以林世田老师为首，包括史睿博士、刘波等人组成的临时工作小组的一员，

在展览开始前先行抵疆，开展工作。抵达乌鲁木齐后，我们立即加班加点展开各项工作：查

阅资料、展开座谈、拜访专家、实地考察、撰写文稿等等，整整用掉了一周的时间。在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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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自治区图书馆、自治区博物馆、自治区古籍办、吐鲁番博物馆等相关

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我们顺利完成前期工作，回京继续做展览的相关工作。 

新疆古籍展第一站在自治区博物馆开展。开展前几天，工作小组成员几乎没有怎么休息，

各位同仁默默地为这次工作付出着：有人在展场彻夜布置，有人在会场通宵准备，有人在设

计公司达旦工作。在保护中心办公室、古籍馆以及其他各部门同事的大力协作下，我们在新

疆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座谈会成功召开、新疆古籍展顺利开幕。在新疆的展览相当成功，参

观观众达十余万人次，取得了预期的成效。 

为了扩大影响，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新疆，了解新疆社会历史文化，展览移师北京，在国

家图书馆做进一步展示。国图展规模更大，展品更丰富更完善。为了做好北京专场，各部门

工作人员尽职尽责，各司其职，顺利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展览的顺利开幕做出了各自的贡

献。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筹备，在过小年的那一天，“西域遗珍——新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

果展”在国家图书馆隆重开幕。开幕后社会反应热烈，我们的工作得到了领导、专家、观众

的一致好评，这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也是我们付出几个月辛勤劳动之后最大的收获。 

展览顺利开幕后，我们迎来了更多的任务，包括贵宾接待、专家座谈、领导专场、专家

专场、日常讲解、展览宣传等等。讲解员经过史睿博士等人的培训，顺利上岗，既有专题的

讲解也有全程讲解，通过讲解进一步加深对展览本身的认识，也向更多的观众传递古籍保护

工作、新疆历史文献及古籍保护成就等相关咨询，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民族文化。为了加

强展览宣传工作，我们组织专人去高校张贴海报，给中小学发放展览宣传材料，联系有关机

构、媒体加强宣传等等。在各部门的大力配合下，观众人数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越来越多

的社会公众通过我们的展览了解新疆历史、了解新疆文化。 

这次展览是在我们之前三批“国家珍贵古籍特展”的基础上举办的又一个专题展览。由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承办的“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已连续三年成功举办，展览及

相关宣传活动成为国家古籍工作的重要展示平台和宣传媒介，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

窗口。通过这一展览，向公众系统地展示近年来古籍保护工作成果，展示中华传统文化，是

古籍保护工作者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学习型社会建设贡献力量的具体行动，取得

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文化影响，为推动和促进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

这三年“国家珍贵古籍特展”的筹备、设计、协调、展陈、宣传等工作中，我们积累了经验、

培养了人才、锻炼了队伍，为这次新疆展的成功举办奠定了基础。在领导的细致安排，有效

领导下，在同仁的精诚合作、同心协力下， 在专家学者的大力配合下，我们的每一个展览

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每一次展览都得到了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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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进一步开展相关工作有着积极促进作用。 

古籍保护工作是一项崇高而艰苦的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基础性工作。为了让更多的人

关心、了解和理解我们的这项工作，需要我们在工作中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

真正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才能够走的更远，从而更好的保护中

华古籍，传承中华文明。这次新疆展览，充分体现了馆部领导对古籍保护工作思路的创新，

充分体现了我们古籍保护工作的与时俱进，对于今后开展其他民族地区古籍保护工作专项将

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