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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管理

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古籍特藏文献装具配置工作综述

 谢冬荣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古籍装具主要指用以保护古籍的函套、囊匣、布袋、书柜等，它是对古籍进行保护的

最基础措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一直以来十分重视古籍及特藏文献的装具配

置。目前书库中仍然保存有民国时期以来制作的各类型古籍特藏装具。2007年“中华古籍

保护计划”实行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在国家各项经费的大力支持下，国图古籍特

藏文献的装具配置工作快速推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现将 2012至 2023年间装具配置工作

加以简要总结，并就今后的工作提出设想。

一、工作概况

国图现收藏古籍及特藏文献 300余万册，包括善本古籍、普通古籍、甲骨、敦煌遗书、

西域文献、金石拓片、古代舆图、老照片、年画、方志、家谱、契约文书、少数民族文字古

籍、名家手稿、革命文献、外文善本、精装精印等等。文献的时间跨度大，既有 3000多年

前的甲骨，也有近年来出版的精装精印、舆图；文献的形制比较丰富，既有传统书籍的形制，

也有档案文书、文物实体等形制。这对于装具的配置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北方风沙大，尘土多，尤其是春夏之交和冬季之时，即便是在相对密闭的库房中，经年

累月，不知不觉中也会落下一层厚厚的灰尘，因此为古籍特藏等珍贵藏品配置装具，是国图

加强文献保护的首要与重要的措施。

据初步统计，2012至 2023年间，国图共制作各类型装具 84000多个，其中书柜约 2000

个，函套、保存盒、轴盒等类型装具 82000个；配置装具的文献涉及善本古籍、普通古籍、

西域文书、金石拓片、古代舆图、老照片、年画、方志、家谱、契约文书、少数民族文字古

籍、名家手稿、革命文献、外文善本等等，涵盖绝大部分古籍特藏文献类型；装具的材质比

较丰富，绝大部分以纸板为主体，此外还有部分为木质和钢质。

经过这些年的工作，国图古籍特藏的保存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善本库房的原有书柜

除了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为木质，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系原有书架外，

其他的书架以钢质书柜、玻璃推拉门为主，由于时间久远，有的地方业已生锈，推拉门也常

有发涩现象，存在安全隐患，现在基本上全部更换为以楸木、楠木为主的木质书柜，有力地

改善了善本及特藏文献的保存条件；善本库房和普通古籍库房中的绝大多数馆藏古籍特藏文

献都配置了装具，而一些材质不符合当前标准的装具也进行了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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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验总结

在多年的装具配置过程中，我们对于这项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现总结出来，供大家

参考。

（一）制订总体需求与规划

2014年随着总馆南区改造工作结束，文献回迁工作告一段落，善本书库中的书柜也已

经更换完毕。古籍馆对各个业务科组的文献装具需求进行了调研，估算价格，在此基础上提

出总体需求，包括文献类型、装具类别、数量、单价、总价等。随后，古籍馆与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办公室沟通，制订三至五年的工作规划，以便争取经费，稳步推进此项工作。通过实

践工作，我们感觉制订总体需求与规划十分必要，可以做到两个“清晰”：一个是对需要制

作装具的类型和数量十分清晰，做到心中有数，有些文献类型不同、但是装具形制相同的可

以合并、归类，一并制作；另一个是对经费需求十分清晰，既便于后续争取经费，也便于统

筹年度经费安排。

（二）依据文献珍贵程度配置装具

文献的珍贵程度不同，采取的保护措施自然会略有不同。国图对于入选“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的善本古籍，在配置装具的时候优先采用楠木装具，对于一般的古籍则采用纸板制作

而成的六合函套。这一方面是出于节约经费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工作便利的考虑，因

为珍贵古籍一般都有复制品，往往仅在展览展示时使用，而一般的古籍在日常工作中时不时

会使用，配置纸板装具工作更方便。

（三）按照文献形制配置装具

不同的文献，因为形制不同，所配置的装具样式也略有差别。这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保护

藏品。古籍一般都是六合函套，舆图轴图使用轴盒，年画和老照片为保存盒，西域文书则使

用楠木制成的推拉式抽屉保存柜。总体而言，国图的古籍特藏装具样式以函套为主，兼有其

他各种样式。

（四）强化装具材料的全过程检测

装具的好坏，制作工艺是一方面，制作材料则是重要的因素。为了确保装具材料符合要

求，国图以古籍保护科技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为依托，在制作装具过程中严格执行全过

程检测：在装具制作开始前，要求厂家提供纸板、布料、粘合剂等样品，实验室检测合格后

方可使用；制作完成后，针对分批提交的装具，随机抽取部分装具进行有损检测，确保所用

材料与之前检测的成分相同，不存在偷梁换柱等现象；对于分批次购买的装具材料，我们都

会要求厂家在使用前提交检测，以免不同批次材料的材质不同而不符合要求。

（五）结合工作开展科研

国图古籍馆工作人员在结合日常工作中，积极开展与装具相关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陈红彦、张平出版的《中国古籍装具》一书，是迄今为止古籍装具类的首部专题著

作；由国图牵头编制的国家标准《古籍函套技术要求》（GB/T 35662—2017），对于规范图

书馆等行业开展此类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古籍馆典阅组、文献保护组等科组员工撰写并

发表了《从古籍装具结构和形态的演变谈古籍保护》《用于保护纸质文物的塑料装具的性质

和应用现状》《木质装具对纸质文献的影响分析》《不同塑料保存装具对纸质文献耐久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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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聚酯装具对名家手稿耐久性的影响研究》《古籍装具用纸板的安全性分析》《浅析

木质装具对古籍文献的影响因素及改进措施》等为题的论文，为今后开展装具配置工作提供

了指引和参考。

三、问题思考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一些问题，现提出来并说明处理办法。

（一）原有装具的处理

在配置装具的时候，我们优先考虑没有装具的古籍特藏文献。但是也难免遇到以下两个

问题：第一是原有装具不符合现在装具的质量要求，例如善本库房中有一批上世纪八十年代

制作的舆图、金石拓片的轴筒类纸质装具，经检测，发现材质酸化严重，继续保留对藏品反

而不利，于是果断予以全部更换，并留存部分空轴筒以作为历史见证；第二是原有装具破损，

且已经难以修好，如果装具属于时间比较久远，上面包含藏家收藏的历史信息，对于此类装

具则在其外再加做一个装具以为保存之用，另一种情况是装具上没有特别的信息，仅仅是出

版时配置的，或图书馆保存过程中配置的，继续保存会对藏品造成潜在的危险，比如有的古

籍夹板已经断裂，此时可以考虑更换装具，换下来的装具做好记录，另外留存。

（二）六合套与插套

六合套和插套是古籍装具中两种常见的样式。前者对古籍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不

过它不太适合特别薄的古籍，而且配置六合套的古籍一般是水平放置；后者也能够对古籍起

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不过在装具插拔的过程中如果古籍没有放置好，容易对古籍的天头、地

脚造成一定的磨损，配置插套的古籍一般是竖立放置。两种样式有利有弊。就国图而言，绝

大部分古籍都是制作六合套，极个别特别薄的古籍才会制作插套。新善本一般是竖放，配置

装具的时候选择了插套。为了保护藏品，我们与制作公司进行了探讨，在插套的内纸板上下

各加个一个保护层，这样在插拔装具的时候就不会对藏品进行损害。

四、今后计划

经过这些年的工作，国图所藏古籍特藏文献绝大部分都配置了相应的装具，极大改善了

珍贵藏品的保存状况。不过，今后仍然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开展，主要计划如下。

（一）配置新采文献装具

2012—2022年间，国图新入藏各类古籍特藏文献达 26万册左右，平均每年 2.4万册。

这些新入藏文献中的大部分现在已经配置了装具，但是仍有部分因为种种原因尚未配置装

具。而今后每年新采文献的数量大致就在 2.4万册上下。未来新入藏的文献绝大部分应该没

有装具。因此，为这些新入藏的文献配置装具，将是今后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

（二）配置外文善本装具

外文善本主要是指 1800年以前出版的珍稀外文古籍。国图善本库中原有数千册外文善

本，涉及英文、德文、俄文、日文等语种；2011年前后，又从典藏阅览部提善 5万余册，

目前馆藏外文善本近 6 万册。外文善本的业务此前主要由古籍馆善本组管理，2018 年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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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籍馆下面设立单独的外文善本组，体现了我馆对外文善本的重视。外文善本原配置有古

籍插套、六合套，近年又配置了一部分无酸保存盒。总之，绝大部分外文善本尚未配置装具。

由于外文善本与传统古籍形制不同，究竟应该配置什么样的装具，尚待讨论。2014 年，国

图曾就外文善本装具一事专门召开专家讨论会。不过目前外文善本暂时保存在地方文献库房

中，随着北平图书馆旧址改造工作的启动，外文善本又将面临装箱搬运。因此，希望在数年

后明确外文善本的保存之所，再为之配置专门的书柜、装具，以彰显外文善本的特色。

（三）加强古籍装具研究

古籍装具并非仅中国有，也并非仅存于现在，可以说古今中外皆有。下一步加强古籍装

具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研究中国古代装具的历史，特别是现存珍贵文献上保

留的旧有装具；二是研究博物馆、档案馆系统中各类文物的装具，以作为图书馆古籍装具配

置的借鉴；三是跟踪国外关于文物装具研究的进展，既为推进我国装具研究的借鉴，也为开

展外文善本装具时的参考。

装具是古籍保护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随着古籍保护工作逐渐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各

级、各类图书馆等存藏机构陆续开展了一些装具配置工作。我们对近年来国图开展古籍特藏

装具配置工作进行简要的总结，希望对全国各古籍收藏单位开展此项工作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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