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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册府千华——西域文献保护成果展专家研讨会” 

上的致辞 

刘惠平 

 

各位专家、媒体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首先我代表韩永进馆长对来到国家图书馆，参观“册府千华——西域文献保

护成果展”，同时参加本次专家研讨会的同仁表示热烈的欢迎。举办这次展览，

主要目的是对近十年来我馆在西域文献征集入藏、修复保护、合作研究等方面的

总结，从而为未来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做好准备。 

西域文献发现于新疆地区，生动地反映了丝绸之路上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文

明和中西文化交流，是难得的珍贵的史料，学术价值非常高；同时，它们也是古

往今来新疆地区多民族共存、多元文化相互依存的历史见证，加强西域文献的保

护，对于巩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稳定，特别是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国家图书馆近年来致力于征集西域文献，并组织开展了一

系列的保护修复、整理研究等工作。 

这些工作，是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稳步推进的背景下展开的。2007 年，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在大力实施“中

华古籍保护计划”。八年来，我们和全国图书馆界、古籍整理保护界的同仁们一

起，全面开展国内各机构所藏古籍的普查，编纂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并积极开展

海外古籍调查与回归项目；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实现对古籍的分级管理

和保护；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建设标准化古籍书库，改善古籍的存

藏环境；培养古籍保护专业人员，加强古籍修复工作和基础实验研究工作；加强

古籍的整理、出版、数字化、缩微等工作，为研究利用提供了便利条件。经过多

年的努力，逐步形成了完善的古籍保护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 

馆藏西域文献的入藏与保护，可以说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推进过程中的

新发现、新成果。我们欣喜地看到，馆藏西域文献已经在民族文化传承、学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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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专家们的研究成果，大大推动了相关学术领域的发

展，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关注，提升了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之林的地位。我们相

信，随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西域文献的价值和意义会更加凸显。 

我们开展这一系列工作，离不开各位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帮助。季羡林先生在

病榻上曾写下的呼吁书，对于加强西域文献保护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北京大学荣

新江教授、段晴教授等著名学者在西域文献的征集、修复、研究等方面，给我馆

以重要支持。在此，我谨代表国家图书馆，对专家们的付出表示诚挚的感谢！同

时也期待各位专家学者继续支持国图的工作。让我们携手共进，继续推进古籍保

护、民族文化传承的伟大事业。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