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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7年起，用3年到5年的时间，对全国
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
统的古籍收藏和保护状况进行全面普查，建立中
华古籍联合目录和古籍数字资源库。

●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实现国家
对古籍的分级管理和保护。

●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完成一
批古籍书库标准化建设，改善古籍存储环境。

●培养专业人员，加强古籍修复工
作和基础实验研究工作。

●应用现代技术，加强古籍数字化
和缩微工作，建设中华古籍保护网。

让历史鲜活重现
古籍保护

本报记者 王晓丹 张喜逢 文/图

历史沧桑文脉存。在这里，一部部撰述或印刷于1912年以
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特色的古籍，既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
珍宝，又是历史传承下来的血脉。日前，洛阳市图书馆被国
务院批准为第四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近日，记
者走近该馆特藏部，为您讲述古籍保护背后的故事。

当记者到达市图书馆特藏部阅览室时，
只有一名老者正在翻看泛黄、用线装帧的繁
体字古籍。在特藏部阅览室内的一个小套间
里，五六名工作人员戴着口罩、手套，身穿蓝
色制服，他们中有的正在清理破损古籍，有的
为年代不详的古籍确认“身份”，有的则将整
理好的古籍入库……

经过特藏部工作人员年复一年、日复一
日的整理，市图书馆积累下了眼下的“家底”：
5.3 万余册古籍，其中善本 262 种 4026 册，

（善本中）有明、清时期的11部珍贵古籍入选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有14部古籍入选河南
省第一批珍贵古籍名录，元大徳九年（公元
1305年）建康路儒学刻明清递修本《唐书》入
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在特藏部书柜中，我们看到了一部1989
年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它的出版标
志着我国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始。特藏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这部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
全面反映全国古籍善本总结性的书目，著录
了当时全国各公藏图书单位的藏书约 6 万
种13万部。

1975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病重期间，
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做出“要尽快地把全国
古籍善本书总目编出来”的指示。1978年，
国家正式开始启动对现存古籍善本的全面普
查与目录性总结工作。

当时，我市图书馆工作人员在众多书
籍中层层筛选，上报了多部古籍善本。《中
国古籍善本书目》出版后，工作人员发现，
注有洛阳图书馆的书目，只有 3 部。后来，
经图书馆工作人员反复普查、比对，发现另
外 8 本收藏于其他单位的古籍善本，我市
图书馆也有收藏。这样一来，市图书馆共
有明、清时期的 11 部珍贵古籍入选《中国
古籍善本书目》。

如果说，昔日古籍普查工作主要是为了
登记书名、存放地，那么，眼下特藏部的主要
工作，是对图书馆公藏古籍和民间私藏古籍
进行详细登记。

在图书馆已经工作14年的陈静（化名）
告诉记者，多年来，她一直从事古籍普查工
作。在外人看来，普查古籍是从一堆书里翻
出老书，重新登记、整理的过程。其实这一过
程并非那么简单，要搞清楚古籍的出版年代、
珍贵级别、破损程度等情况，工作人员需要付
出很多心血。

陈静拿出一本珍贵古籍。这是一本明代
刻印本，为竖排版的繁体字、文言文。陈静
说，他们要先确定这本书的刊印时间，然后仔
细阅读，通过古籍记载内容透露的信息，再查

阅工具书和与其他相关书籍比对，才能确定
这本书的作者。

据陈静介绍，我国从 2007 年开始实施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要求公办图书馆等相
关单位，要对馆内、民间所藏古籍进行统一登
记，仅古籍普查登记表就有26种。工作人员
要对每一部古籍的书名、卷数、著者、版本、附
注、分类、定级等项目准确登记，古籍破损记
录细化到册，并录入全国古籍普查平台。为
了完成这项工程，市图书馆特藏部工作人员
要将每部古籍的信息重新登记。

在特藏部工作人员办公区的书柜里，摆放
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中国地方志联
合目录》《辞源》等200多部工具书，这些书成为
工作人员查证古籍相关信息不可或缺的帮手。

“一些古籍的不少书页已发黄、变脆，还
有虫蛀或鼠咬的痕迹。我们在整理过程中要
很小心，戴手套、口罩工作，就是为了防止飞
沫、汗液影响纸质古籍的保存。而且从事古
籍普查不仅需要掌握中国书籍史、目录学、版
本学等基本知识，还应该掌握一些修复技
术。”陈静说，这样也是为了让纸质古籍“延年
益寿”。

古籍比较脆弱，对存放环境要求也十
分高。

“古籍存放的库房对温度、湿度和空气
酸碱度都有严格要求。温度恒定在 16℃至

22℃，空气湿度要保持在45%至65%。”
特藏部相关负责人说，想要把古籍老

化、变质速度降到最低，就要
求古籍库相对密闭，温度和湿

度恒定，这样才能防
止古籍出现霉菌侵

蚀等情况。
由于流传年代久远，古籍自身会有破损

或出现书册散佚分离等情况，所以每部古籍
需要套上专门的函套进行贴身保护。“为了防
虫，这些古籍都摆放在专门定制的77组樟木
书柜里。”特藏库相关负责人说。

我们还发现，古籍的摆放方式跟平常书
籍的摆放方式不同，是一部部横着放的。对
此，工作人员解释，这是因为古籍是线装书，
纸张比较老，如果竖着放，就相当于让它们
一直站着，这样很累；横着放就跟躺着一样，
能让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轻松一些。

“古籍库环境越好，就越能减少对书带来
的损坏，让古籍保存的时间更长。”工作人员
说，在日常工作中，他们除了要筛查和确认古
籍“身份”、详细登记造册外，还要定期察看存
放古籍的纸质、外观是否出现异常，确保古籍
在良好存放环境中“延年益寿”。

洛阳河洛学暨民族圣地研究会副会长孟庆德
说，古籍代表着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它是一种历
史的创造，是我们祖先世代发明、积累起来的精神
财富，具有历史、思想、文献价值，对于延续中华民
族的文化命脉非常重要。但目前大量古籍善本面
临濒危状态，如果不加以保护将不复存在，人们更
无法还原曾经走过的历史。

“建立古籍相关名录、命名‘全国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仅仅是个序幕，更重要的是随之而
来的中国古籍保护体系建设。建设这个体系
就相当于是给文化古籍撑起一把‘保护伞’。”

市图书馆负责人说，市图书馆被国家相关部门
评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既是国家相关
部门对我市多年来古籍保护工作的认可，更是
当下让古籍“走出深闺”，留存更久远的使命所
在……

我市民间私藏古籍数量比较丰富，但是一些
人认识不到它们的价值，存在保护不当等情况。
市图书馆特藏部负责人呼吁，在不改变民间私藏
古籍所有权的前提下，希望民间收藏者能把家中
古籍送至专业机构进行鉴定、保护，让这些私藏古
籍发挥更大作用。

善本 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

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
类古籍。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
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
物价值。

清代张之洞给善本确定了三个标准，比较
合理。

张之洞《书目答问·轩语·语学篇》中指出：“善
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
精校细勘，不讹不误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曰
足本（无阙卷、无删削），二曰精本（精校注），三曰
旧本（旧刻旧抄）。”

如今善本的衡量、评价标准一般有“三性”“九
条”之说。

鲜为人知的特藏部

多方查证为古籍报“户口”

细心呵护让古籍“延年益寿”

加强普查让古籍“走出深闺”

●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包括残
本与散页）。

●明代刻、抄写的图书（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
残本与散页），但版印模糊，流传较多者不收。

●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
●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

图书。
●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

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
很少的刻本、抄本。

●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

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
抄本。

● 辛 亥 革 命 以 前 的 名 人 学 者 批 校 、题
跋 或 过 录 前 人 批 校 而 有 参 考 价 值 的 印 本 、
抄本。

●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代表
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
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

●印谱明代的全收，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
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的
收，一般的不收。

●历史文物性 当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
古书版印、抄写的时代较早而具有历史文物价值，
二是指古书可作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文献实
物见证而具有某种纪念意义。

●学术资料性 除了指经过精校细勘，文字上
讹误较少和经过前代学人精注精疏的稿本、写本、
抄本、印本以外，还应包括古书中那些在学术上有
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或

在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某一人物、某一事件
的资料方面，有比较集中、比较完善、比较少见的
稿本、写本、抄本、印本。

●艺术代表性 主要指那些能反映我国古代
各种印刷技术的发明、发展和成熟水平；或是在装
帧上能反映我国古代书籍各种装帧形制的演变；
或是用纸特异，印刷精良，能反映我国古代造纸工
艺的进步和印刷技术水平的古书。

九条

三性

市图书馆入选河南省第一批珍贵古籍名录的主要古籍

市图书馆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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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书》 共 225 卷，释音 25 卷，板框为
21.4 厘米×15.3 厘米，开本为 26.3 厘米×
17.6 厘米，装帧形式为线装，共 42 册，为
元大德九年（公元 1305 年）建康路儒学刻

明清递修本。此书刊刻 精 美 ，保 存
完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颁 布 的《古 籍 定 级 标 准》被 定 为 一
级古籍。

市图书馆有 14 部古籍入选河南省第
一 批 珍 贵 古 籍 名 录 ，其 中 3 部 既 是 洛 阳
地 方 文 献 ，又 是 地 方 刻 本 ，所 以 弥 足 珍
贵。

●《宋邵康节先生伊川击壤集十卷》（宋）：
邵雍撰，吴瀚、吴泰注，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

邵养定、邵养贞刻本。
●《梦月岩诗集二十卷诗余一卷》（清）：

吕履恒撰，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 吕
宪曾、吕宣曾刻本。

●《力园诗草十卷集古诗一卷》（清）：
吕法曾撰，清乾隆吕氏刻本，吕公溥批。

名词解释▶▶

在市图书馆研读古籍的老人

核
心
提
示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主要内容

（晓丹 喜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