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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疫情中古籍人的初心和坚守

陈红彦

庚子春节，随着匆匆回家的脚步，多数人开启了家人欢聚的模式，开始准备团聚的年夜

饭，卻不曾想到，假期的第一天，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就让我们按下了正常生活的暂

停键。一直忙碌的古籍馆，一度陷入了寂静和茫然。在文旅部、国家图书馆领导们的决策和

要求下，每日上报部门员工健康情况，统计员工离京、返京情况，每日跟踪新增离京、境外

返京情况（含共住家属），以及是否去疫情较严重的医院看过病、居住区是否被通报出现确

诊或疑似病例情况。加强与滞留外地、特别是湖北等地员工的沟通，了解滞留员工实际状况，

及时解决困难。督促返京员工做好防护，按照规定进行隔离观察。日复一日的统计报告，部

办的潘菲没有一句怨言。不断制定复工计划，成为业务的常态。在短暂的恐慌后，居家办公

的古籍人开始思考，在疫情影响下，书的保护怎么做，读者服务如何继续，为国家甚至全球

范围出现的疫情防控我们能做些什么。为了沟通方便，一个个微信工作群建立起来。

首先，为了方便读者利用远程服务资源，曹菁菁带着推广组的同事，把如何利用网络上

的古籍资源做成了一个攻略。在请示业务处毛雅君处长、和主管领导时得到领导首肯，毛处

长说正需要这样的服务。于是这个攻略很快通过国家图书馆的公众号发布，给疫情中的古籍

服务做了铺垫。

几乎与此同时，古籍保护科技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考虑到疫情前期的服务或许涉

及消毒问题，及时向业务处汇报沟通，在组长田周玲的带领下，调研了书籍消毒查杀的多种

渠道和办法，权衡利弊，写出了建立长期消毒房的建议，交给了主管领导，得以为后期服务

提供决策参考。没有想到的是疫情太诡异，以至于持续的时间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让经历

过当年非典的我们觉得匪夷所思。眼看惊蛰已到，库房空调还没法正常开放，难以有效抑制

书虫的复活，若书库不及时投防虫药，一旦发生虫害蔓延，后果不堪设想。实验室和书库同

事们互相配合，分批申请入馆，及时投放了樟脑精。在没有空调的库房投放药物，一天下来，

他们不仅衣服湿透了，回到家里力气也没有了。疫情会不会出现次生灾害，该如何防治，也

摆在了面前。实验室的同事又对书籍的水、霉灾害等防治做了调研，撰写了文稿。职责所在，

古籍人面对疫情，对书的热爱初心未改。

在疫情发展的过程中，中医抗疫的研究、临床应用没有停止过。我们能做什么？居家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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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的古籍人分工协作，将各自负责的藏品中那些与疫情相关的医籍梳理出目录，希望让古人

曾经拯救众生的智慧惠及今天的百姓。克服居家查询的不便，从敦煌遗书、善本古籍、普通

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金石拓片等文献类型中，大家查出了与疫情相关的文献目录，尽

管不是针对新冠肺炎，但是这些古籍中蕴含的古人的智慧，或许能够帮助相关工作人员挖掘

出抵抗疫情的信息。倘若如此，古籍中的文字就真的活起来，古为今用了。

随着信息的不断扩展，境外的疫情也在不断地蔓延，赵大莹等同事，受委托查询中国的

古代医学典籍中哪些文献有其他国家语言的译本，能够与同在地球村的邻居分享抗疫的历史

经验。中医文献的当代价值和海外传播或许会成为新的研究课题。

疫情中受到影响最大的可以说是湖北的同事了，宋宇馨刚刚回到宜昌老家就赶上小区完

全封闭，她和家人的安全成为同事们的牵挂。守望相助、彼此温暖成为宇馨和同事们在疫情

中的自我保护、心理疏导和逐渐复工的切实行动。让我们心怀敬意的，还有那些家人在抗疫

一线冲锋的同事，时时安慰和及时支持成为大家共同的选择。

当然疫情中，古籍人并未有一点工作倦怠，已经与协作单位签署了修复合同，需要尽力

在合同约定内完成，疫情稍有缓解的时候，在组长胡泊的带领下，几位年轻的修复师在寒冷

的修复车间开始了静静的修复工作。自己会开车的自驾上下班，不会开车的，家人担心他们

的安全，竟然又开始了家长接送的模式。同时一刻未停的，还有沉重的业务工作。已签约的

数字化扫描项目，在陆续复工时冲在前面，推广、典阅、各业务科组相互配合，积极推进。

鲁迅手稿、甲骨文献、典籍整理工程的出版，任务书的推进，《文津流觞》《文津学志》和

两个系列的讲座文字整理，国家图书馆十四五战略研究等，一刻不停。在业务处的统一协调

下，古籍馆开始了征集中国抗疫文献的系统工作，为庚子年留下一份特殊的国家记忆。

转眼半年将尽，疫情还没完全击退，未来的路或许还有更多的艰辛，抗击疫情、在守望

相助中发展，任务艰巨。但是古籍人将一如既往的团结、坚守、担当。这期《文津流觞》，

我们就把疫情中的那份坚守和坚守中的点滴收获呈现出来，也是留下古籍馆同仁的一份抗疫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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