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古籍保护工作亟待加强 
 

鲍国强 
                                        

    我馆的普通古籍约近 180 万册，其中大

部分为清代古籍，明刻本有一部分，约有三

分之一是民国以来线装书。 

    普通古籍和善本古籍一样，都是我馆建

馆之初的基础馆藏。1909 年筹建京师图书馆，

由清政府陆续拨交内阁大库、翰林院和国子

监南学的部分旧藏中，就包含了我们现在称

之为“普通古籍”的图书，当时列为“观览

类”图书，数量不大，1913 年统计时是 41504

册。经过近百年的积累，现在我们的普通古

籍已经形成了体系完整、学科齐全、品种繁多、内容丰富为国内外学术界重视的传统

文化典籍府库，成为国家图书馆的一个特色馆藏。 

    在普通古籍藏书当中，有不少是著名藏书家的藏书和知名学者的用书。如清李慈

铭困学楼的藏书，归安姚觐元、姚慰祖父子两代人的藏书，延古堂李氏、天津积学斋

徐氏、镇海张氏约园、宜都杨守敬飞青阁、东莞伦明、赵尔巽、长洲章钰算鹤量鲸室

以及现代郑振铎西谛先生、陈垣先生、贺孔才和李棪的藏书。 

    这些普通古籍中，就版本而言，多数为刻本，抄本、稿本也占了不小的比例。以

“目录门”图书为例，共计 1948 种 3747 部 15406 册，抄本、稿本就占了近三分之一。

由于历史原因，分馆约 180 万册普通古籍当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善本古籍。据我馆有

关人员粗略的估计，大约有四、五千种可以算是善本。 

    比较珍贵的图籍有：清康熙年刻彩绘本《耕织图》、我国最早记载巴黎公社的清

末铁岭张德彝亲笔誊清稿本《航海述奇》、存世仅一部的民国刻蓝印暨抄校付刻底本

合璧的《补南齐书经籍志》等。另外，普通古籍当中，除日本、朝鲜以外，还有纽约、

新加坡、巴黎、越南和意大利纳玻里等地印制的中文古籍，它们反映了历史上中外文

化交流的一个侧面。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在党和国家的关心和重视下，我们图书馆

数代工作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从 1997 到 2000 年，国家拨巨款维修了分馆主楼。维修后，主楼焕然一新，

库房条件大为改善，做了防震加固，杜绝了漏雨现象。各层库房安装空调。库房内保



持了比较好的温度、湿度。上下层楼梯和上下层书架做了防火隔断。东西窗户做了窗

帘，避免阳光照射。 

    二．发现有虫患迹象的或是新采古籍进库，均作冷冻杀虫处理。安排专人在库房

轮回清洁环境，给书和书套除尘。对于珍本、保存本实行静电复制限制措施，只能扫

描、拍摄或抄写。长期设立专门的古籍修复人员从事普通古籍的修复工作。 

    三．积极开发整理、系列影印出版珍本古籍，以达到比较彻底地保护古籍的目的。

近年来，以本部门自己的力量，整理编辑、影印出版《抄本稿本丛刊》、《明代孤本方

志选刊》、《清代孤本方志选刊》等丛书。尤其是 1999 年编辑出版的二百厚册《北京

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收录了我们馆善本古籍和普通古籍当中全部1200多种年谱，

洋洋大观，基本可以替代古籍年谱原本，满足读者的阅览要求。 

    分馆一号楼维修工程完成以后，普通古籍的收藏环境得到不少改善。可是，这些

古籍的自身状况却十分令人担忧，应该引起馆里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真切重视，并积极

采取有效措施，大幅度增加对普通古籍保护工作的资金投入。 

    现在普通古籍图书保护方面的主要问题是： 

    一．修复力量不足 

    我曾做过初步测算，这些古籍当中，装订方面，书装较完好的约占 42%，亟需换

皮订线的约占 40%（72 万册），亟需修裱的约占 18%（32．4 万册）。亟需修裱的古籍

中有许多好的版本，但有些书部分已成碎片，有些书页已脆，触手即破。如（清）穆

精额编《金山赫舍里氏渊源》（清道光间朱格稿本）等书就处于这样的状态。因为经

费问题，许多年了，普通古籍修整人员只有两个，要完成这样的修整任务，真是太旷

日持久了。 

    分馆重新开馆已经一年半了，正编书里这样亟需修整的书继续提供读者阅览，很

不利于古籍保护。由于上述需修整的书大部分在简编书里，而目前普通古籍书目数据

制作工作已进入后期，这些书目数据供网上查阅可以，原简编书要提供读者阅览则难

度较大。 

    二．书套经费欠缺 

因为普通古籍数量多，书套虽然断断续续做了不少年头，但缺口还是很大。按 1

个书套放 2．25 册计算，普通古籍书套总计约需 80 万个。目前普通古籍当中，有完

整书套的约占 16%，书套尚可继续使用的约占 8%，书套已破不能用的约占 6%（4．8

万个），书套形制简陋不合要求的约占 31%（24．8 万个），没有书套的约占 39%（31．2

万个）。没有书套的古籍则基本是处于无保护状态。因为在有效控制温、湿度的前提

下，做书套也是一个保护古籍比较好的办法。现在普通古籍的书套也在陆续制作，但

每年做几千个，速度实在太慢。 



《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纪要 
（1950 年 5 月 14 日下午 4时在本馆接待室） 

 
编者按：1950 年，本馆举办的《永乐大典》和《赵城金藏》展览都曾为世

人瞩目。前者直接促成了数十册《大典》回归；后者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极大

关注。政府在当时战争尚未结束之时，即拨款支持《赵城金藏》的修复，而港澳

各界亦捐款购纸，保证修复顺利完成，在展览座谈会上，赵万里先生阐述的修复

原则一直为我们今天所沿用，现录纪要全文，以供回顾和怀念。 

 

出席：于力  范文澜  王冶秋  马叔平  向  达  韩寿萱  周叔迦  巨赞  晁哲

甫  季羡林  张文教  程德清  王重民  赵万里 

 

王重民：今天诸位光临，非常感谢！招待不周，并请原谅。此经在上月卅日经

过千余里路程，自河南涉县运抵北平，特请诸位先生于参观之余不吝指导，提供

如何保管与修整等意见。现在先请赵斐云先生报告此经之源流和价值。 

 

赵万里：《赵城藏》是民国廿二年左右范成和尚发现的。北平三时学会各位先生

非常注意，本馆徐森玉先生也曾参与调查及收购工作。战前陆续为本馆收购者有

192 卷，此外私人收藏也有二三十卷。其后的历史则无闻。我个人觉得此藏在学

术上有极大价值，主要是其中翻译的经纬论赞每行都是十四字，与北宋初年《开

宝藏》行款正同，与敦煌发现的唐写本也相类似。小字的疏，有多至每行 20 字

以上者，与敦煌写本也同，所以《赵城藏》与宋以前佛经写本实系同一血统而为

其桥梁者，可能即是《开宝藏》。这两种宝藏，我们可以称为北方系。至于普通

所见大藏，无一不是南系，如北宋《东禅寺藏》、《开元寺藏》、南宋《碛沙藏》，

以及元时《普宁藏》，明代《南藏》、《北藏》，陈陈相因，版本格式皆一样，其内

容与北系迥然不同。《赵城藏》所具特点尤为南系大藏所未有，而且《赵城藏》

是代表金时平水文化最标准的刻本，在版本学及雕版史上尤有价值。所以无论在

佛学和版本学上看来，都是一种极好的资料。此次开箱共得 4330 卷又 9 大包，

多数潮烂断缺，或丢失签题。不过我们应尽力保存，不使损坏。十之三四可以打

开，十之五六不敢打开。现在是整理的问题，即是如何打开、如何编目的问题。

本馆有技术人孙长振先生专门能装修旧书，他领导技人一定能胜任这一工作。不



过仍感人手不敷，因本馆各部分应装之书太多，绝非三、四人可以办理，所以这

一工作还值得考虑。假如能找四位专家整理，据孙先生估计，每人每月可整理

10 卷，四人为 40 卷，一年为 480 卷，须十年可完成。我们暂决定先选易着手的

整理。有人以为选重要的先整理，但不曾打开，如何知道它是否重要？其次是装

修时所需材料的问题，纸拟用迁安纸（俗称高丽纸）、山西毛头纸、广西纸和湖

南棉纸，此四种纸皆适用于整理此经，又有奉化棉纸也可以适用。人工的问题可

以找些新人装普通书，而用有技术的旧人由孙先生领导整理此经。其次是保藏问

题，暂时用装档案的柜子存放，将来装修好了之后，尚需预备专用的箱架以便保

存。以上是《赵城藏》发现经过及今后整理的计划。 

     

王重民：承赵先生祥述《赵城藏》源流及整理方法，再请张文教先生报告运送

经过。 

 

张文教：1946 年，本人在北方大学工作，秋天战争蔓延到太行。彼时此经用棉

纸护藏，为安全计，放在涉县。原 44 箱，去掉棉花纸张，该为 42 箱。本人奉命

运送此经，被我工作人员运往他处。敌人扫荡，我军不惜流血，尽力保卫。其后

即移运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最后为安全起见，放在涉县。据闻，赵城现仍有残本

存在，希望注意收集。 

 

王重民：此经为国宝，经 8 年抗战，跋涉千里而入本馆。荣负保藏之责，将努

力修整，以便与本馆原存 192 卷并为一体，望各为报道，每位赐以宝贵意见。 

 

范文澜：46 年即听说冀鲁豫发现一部宝经，彼时抗拒敌人，流血护经，经过千

辛万苦，辗转困难，时时有损失此经之虞。为安全计，46 年经中央决定，指令

边区政府善加保护。时成立北方大学，打算将某县的吴道子壁画、蔚县的一二斤

重的骨头和《赵城藏》一并聚于北大，是为边区三宝。46 年下半年，国民党进

攻平汉线，北大移山上，经薄一波同志派人将此经运抵边区并且牺牲了几个同志。

其后指定两位同志专责保管，秘密藏在窑洞中，一年检查两次。几年后发现已有

雨湿沾污，在移运涉县途中有落水者。经过许多困难，经管人因劳累而吐血。传

言此经为唐手写本，嗣知为刻本。本人为版本外行，彼时谓为明刻本，强不知以

为知，今天始知其真相，这是本人当初错误，愿做自我批评。郑振铎在文学上曾



提到此经，经王冶秋给我看才知其价值，然还不知重视。经赵、王两先生提示，

才知此经之重要，确为国宝，藏于北平图书馆最为适当。薄一波同志对此经过情

形极清楚，本人并已嘱原负责人之一（另一位已死）写篇详细文章，叙述保卫此

经的经过，能帮助诸位了解详情。从前图书馆以善本为重。今天时代不同了，应

该加以改变。从来有人好古而非今，也有非古而好今，这都是不对的。对古代文

化古物、古代遗产应尊重，但如与“今”脱节，也是不对的。图书馆应新旧兼备，

正足以相互启发辅助，所以我觉得应抱好古并好今的方法才对。 

 

巨赞：《赵城藏》曾经调查过，也写过经藏雕印考，确定为善本。关于保藏方面，

如用广西纸，本人可以请香港人士捐助若干，以襄善本。 

 

晁哲甫：装修需要一批钱，此为国宝，政府当然不惜花费一点。望馆方作一预

算，再作考虑。 

 

于力：方才大家所讲《赵城藏》价值及源流经过，现在实物在目前，极好供专

家参考。过去，战士同志为了此经，经过千辛万苦，终归于图书馆，可谓适得其

所。贺孔才先生捐书之后又有此经，以后公私方面将接踵而至，成为国宝的聚汇

所。至于应该如何装修，当然应该作，不过要酌量人力、财力，可则可，但今天

能不能做到，这是问题，望作预算时不妨从简，一切节省。如与原来善本一样，

不免奢费。今天战争犹未终了，一俟全国解放，经费充足，再重新装修，今天一

定要求其堂皇，则无此必要，经本身重要，此为事实。可是也应照顾政府力量，

以免耗费过多，影响其他重要工作。 

 

晁哲甫：要估计财力，这是一定的，预算务须从简而仔细，或分出阶段，以资

政府考虑。今天要做的事很多。何者为先？何者应后？财政部有一定的见解和办

法，不要以为政府不拨经费，即是不重视，这是要说明的。 

 

王重民：此刻如要作，物力恐也来不及，所以只好分阶段来作。 

 

赵万里：于老谈装潢问题有很多宝贵意见。过去本馆装修的观点是将每一书完

全改为新装。此办法始而觉得很好，其后则发现它不对。一本书有它的时代背景，



所以自（民国）廿三年后决定不再改装，以保存原样，所以装修一书有时用不上

太多材料。馆藏《赵城藏》即保持其原来面目。今天成问题的是人力而不是财力，

因所费恐不太多。此外，山西、湖南均有《开宝藏》，我们希望政府注意此事，

能将此批经卷都能运来北平。又西安有《碛沙藏》，望政府留心保护，因此我留

心到中国古物太多，即如《雍正经》（即《乾隆大藏经》）现藏柏林寺，解放前曾

驻军队，迄今是否完好，是值得考虑的。 

 

马叔平：柏林寺先有 205 师驻，经和尚告诫无损失。据闻后又驻学生，不知为

状如何？方才言整理《赵城藏》，如需款太多，不妨分年，甚至分成十五年整理

也未尝不可。 

 

范文澜：一年修四百经卷，所费或不太多。 

 

韩寿萱：我曾见外国博物馆保藏版画用夹板，使空气流通，是否可用？ 

 

周叔迦：此经堪称国宝。战士以流血精神保卫此经，正合佛家故事，值得称赞！

三时学会及其他方面曾三印此经，曾有印四集之议，未及付梓，抗战间做罢。希

望馆方除保藏外，仍需择其重要者重印，以广流传。 

 

王重民：此事应请政府协力。 

 

韩寿萱：希望请保管人写一篇文章，也可称为革命史料。 

 

范文澜：我可以催他速写。 

 

王重民：同时希望薄一波同志更能做一篇总的叙述。 

 

向达（觉明）：可否印一小册子，综述此经源流始末及保藏经过、今后整理的

计划等，供人参考，并以发扬解放军爱护文物之热心。 

 

王重民：即请向先生负责撰写何如？作一新闻稿更好。方才范老讲此经自北大

移存于本馆可以放下担子了。我希望不仅不要放下担子，还要进一步为我们帮忙。

其他各位同样希望予以协力。今天招待不好，谢谢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