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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年集》序 

韩永进 

国家图书馆建馆百余年来，不仅大力传承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充分发挥图书

馆社会职能，在近现代学术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我馆先后有缪荃孙、江瀚、夏

曾佑、陈垣、马叙伦、梁启超、蔡元培、袁同礼等名流大家担任馆长，培养任用

过王重民、赵万里、刘国钧、谢国桢、向达、孙楷第、王庸、谭其骧、贺昌群、

赵万里、钱存训等知名学者，为图书馆学和其他多种学科输送了大量英才，可谓

俊彦辈出，后贤踵继。 

同时，国图也产生了一批淡泊名利，为图书馆事业默默奉献的前辈，他们在

本专业颇有建树，却毕生没有离开图书馆的基础业务建设，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一

些集体工作和项目中，亦为国图发展贡献良多。丁瑜先生就是其中一员。 

丁瑜先生 1949 年即来我馆工作，历任中文编目组组长、善本组组长、善本

部副主任；现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中国文物学会

培训部专家、北京市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近日，丁瑜

先生《延年集》得以付梓，文集收录了丁老历年来的主要著述,集中反映了作者

在版本目录学方面取得的成绩，也展现了国图人以本职工作为基石，进取奉献的

学术风貌。 

国家图书馆善本藏书以清内阁大库、翰林院、国子监南学部分旧藏为滥觞；

继之以文津阁《四库全书》、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赵城金藏等华夏遗珍；另

有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南陵徐氏积学斋、南海潘氏宝礼堂、江安傅氏双鉴楼、

至德周氏自庄严堪等私家捐赠；兼之历代馆员寻访搜求，可谓汇百川而成书海，

其中宋刻元椠、明清精品，皆为海内外所瞩目。如此宏富的馆藏，其汇聚、收藏、

管理，无不汇聚了赵万里、陈恩惠、冀淑英等先生的真知灼见，也离不开丁瑜等

前辈馆员的艰辛劳动。丁老曾参与第二次访购陈清华郇斋藏书、文革期间抢救保

护宋版《碛砂藏》，经其访求掌眼而入藏的珍籍善本不胜其数，为国家的文化建

设倾注了无数心血。丁老参与编纂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现代古籍界的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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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碑，该书系遵周恩来总理生前嘱托，全国图书馆参与、历时十八年、由古籍界

最顶级的专家合力成就的一部几乎空前绝后的大型古籍工具书。这部工具书是古

籍工作必不可少的“宝书”，也成为之后诸多古籍工程的基础。丁老是全程参与

初审、复审、定稿全过程的九人之一，为此书的顺利完成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延年集》所收篇章，或述簿录校雠之学，或谈善本掌故，兼及回忆文字，

既体现了丁老的深厚学养，也可以说是国图古籍工作人员的当行本色。如文集中

所述南宋浙刻本《经典释文》、宋刻《蔡九峰书集传》、《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等，

俱为国图所藏珍本；所谈往事故人，也都是作者在实际工作中的所遇所感；《中

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是丁老对国图修复专家肖振棠先生的工作记录，是修复《赵

城金藏》和《永乐大典》的全面总结，也是此两项重大修复工程留下的唯一记忆。

此书也为当时的一批古籍修复师及其修复工作留下了珍贵资料。版本目录学是与

藏书用书相伴而生的学科，源自对文献编摩经年而得的宝贵经验。《延年集》字

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作者工作与著述之紧密关系，可以说是丁老工作生涯的总结。 

国家图书馆不仅是典籍荟萃之地，更承担着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重任。国

图人唯有精于业务、富于学养，才能为图书馆事业，乃至全社会的文化事业添砖

加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图书馆面临着全新的机遇与挑战，只有建设起稳

固的科研学术队伍，提高整体学术水准，才能更加科学有序地规划发展，提升综

合性研究图书馆的地位。国图也大力鼓励全体馆员深挖丰富的馆藏资源，提高科

研能力，再以各自的研究成果反哺本职工作，更好地履行图书馆员的职责。 

本书之编辑肇始于祝贺丁瑜先生九秩华诞之喜，古人采丹问药以求延年之

术，而丁老淡泊名利、不计得失，守兰台以护韦编，于无声处成不朽之事业，自

得其延年之道也。我谨代表国家图书馆同仁，以此小序恭祝丁老鹤寿绵长、松龄

不老，心静延年、乐享遐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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