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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古籍保护的现状、难题及未来发展对策
——以四川古籍为例

林冰川　向玉莲

宜宾学院　四川宜宾　644000 

摘　要：中华历代古籍插架万轴，其中蕴含的艺术价值，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征，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和璧隋珠，

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前，正值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时期，古籍是中华文明的重

要载体，古籍修复是修补历史、延续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手段，正在全社会引起更多关注。四川是古蜀文明的发

源地，其古籍作为中华古籍库中的一部分，也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依托和见证。本文针对我国古籍的保护现状和

存在的难题进行了分析，并以四川古籍为例，为其未来发展提供一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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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古籍的保护现状

（一）中华古籍的数量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古代典籍最多的国家之一。它们

记录和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成果，是现代中国许

多发明创造的灵感源泉。但是，现存的古代典籍一共有

多少，迄今没有人能作出精确的回答。但在1959年，由

上海图书馆编辑的《中国丛书综录》，共收入古籍38891

部。如此看来，我国古籍数量是比较丰富的。

（二）中华古籍的分类

1.经书。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四书五经”和“十三

经”。

2.史书。我国的史籍不计其数，以“二十四史”为

典型代表。

3.类书和辞书。类书就是参考类工具书。辞书种类

很多，包括字典、词典、辞典，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

4.地方志。地方志以记录地方历史为主，包括自然地

理、人文风貌和经济状况，它具备地理和历时两种特性。

（三）中华古籍的构成

中华古籍的构成主要有简册、帛书、纸写本、刻印

本和石刻书籍。

（四）中华古籍的保护

我国于2007年提出古籍保护计划,随后古籍保护工

作逐步推进。关于古籍保护，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保

护措施：

1.成立古籍修复中心。

古籍文献拥有非常高的价值，对它的修复是为了让

见证历史变迁的这些文献资料能够恢复原貌。首先，古籍

修复工序繁琐，需要专业修复人才来进行修复，并且在修

复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要符合古籍保护的原则，例如

“抢救为主，治疗为辅”原则。其次，古籍修复对修复工

具、修复材料和仪器设备等都有严格的要求。为尽可能保

证古籍修复的质量，维系中华文化血脉，各省都在为之努

力，纷纷成立了“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以四川省为

例，2009年在成都成立了“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

2.古籍保护数字化建设。

当务之急是推进古籍书目数字化。古籍书目数字化

就是将古籍书目转换为计算机可读可检的书目形式，书

目一般有书名、著者、版本、册数以及古籍存藏处所等

相关信息，将其数字化可以高效便捷地用不同检索途径

查询古籍书目。

然后是推进古籍影像数字化。古籍影像数字化就是

把古籍实体，通过扫描或拍照的方式制作成影像，使公

众能够尽可能接近古籍的原始样貌，这是传播古籍的有

效方式。	近些年，我国大力开展古籍影像资源建设项目，

已有大量古籍影像数据在互联网上被发布，人民群众通

过网络就可以浏览丰富的古籍文献。

3.推进古籍影印出版。

古籍出版是推进古籍普遍化的重要举措。在古籍的

出版中，影印古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目前的古籍

影印出版主要有彩色影印、灰度图影印、黑白影印三种

基本类型。影印古籍基本复原文献原貌，高效而充分地

揭示其真实性、完整性、原生态性，有利于在群众中普

及古籍，是对古籍进行再生性保护的重要手段。

4.制定保护规则与标准。

古籍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中国的古籍在历史上

迭经自然灾害、人为灾害而受到破坏，甚至毁灭，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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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籍与中华民族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典籍相

比，已经是万不存一，所以保护古籍就尤为重要，需要制

定一些规则与标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竭尽全力

保护抢救古籍，出台了一系列的保护规则与标准，例如

《“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的通知和《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等。

5.实施海外中华古籍调查项目。

古籍是记录历史的载体，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各种战乱等各种原因，近代有超过

数万部古籍散居海外，其中不乏一些珍贵善本。为了延

续民族文化，我们急需找回遗失在海外的这些古籍。所

以，我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2014年启动了“海外中华

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

二、四川古籍的保护现状

（一）四川古籍的现状

四川作为古籍资源大省，拥有丰富的藏书。像《四

书集注》、《史记》、《汉书》、《华阳国志》等经典著作都

可以在四川寻得。据统计，四川省现存各类古籍187万

余册，位列全国前五，西部第一。

（二）四川古籍的保护

近年来，四川省古籍保护工作卓有成效。据统计，

目前四川省大大小小的古籍保护单位有50多家，在古籍

保护中发挥着引领作用。具体如下：

保护单位 数量

四川省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8家

四川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19家

四川省古籍保护单位 23家

并且，自2007年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以来，

四川省古籍保护工作也在加速推进，构建了以“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的古籍修复体系。例如四川省图书馆、

西部文献修复中心等修复力量。

但是对古籍的保护不能仅限于这些图书馆和修复中

心等单位，还要增加更多的社会力量，我们人民群众也

应该加入到“四川古籍保护”的计划中来，为四川古籍

保护献一份力，让四川的文脉能够得到延续和传承。

三、四川古籍保护的价值

古籍本身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古籍保护的价值

不仅在于让一本饱经历史沧桑的书籍“重获新生”，更在

于通过保护古籍，从而保护自身的文化属性，让这一份

份珍贵的资源真正发挥出充实中华文明的广度和跨度的

作用，进而让我们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1.传承

古籍不仅记录了我们源远流长的历史，更让中华优

秀文明生生不息。当前，正值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重要时期，古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古籍修复是

修补历史、延续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手段。四川是古

蜀文明的发源地，其古籍作为中华古籍库中的一部分，

也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依托和见证。保护四川古籍不

仅有利于传承古蜀文明，更有利于传承中华文明。

2.再生

充分发挥互联网与大数据作用，将古籍进一步数字

化与网络化，推进古籍书目和古籍影像数字化，让古籍

得到“再生”。

3.弘扬

对中华古籍保护的目的，不仅仅是保存，更高层次

则应该是应用古籍，即“弘扬”，在保护古籍的同时，应

该合理利用古籍，让古籍成为现代文明的不竭源泉，让

古籍为中华文化走出国门积蓄能量。

四、四川古籍保护的难题

我国古籍数量丰富，在保护方面存在着许多难题，

以四川古籍为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难题：

（一）古籍破损的情况严重，修复工作量大。

我国5000多万册古籍有三分之一左右都存在一定的

破损情况，四川省的古籍保存情况也是如此。主要原因

包括古籍自身问题、留存年代久远、保存条件有限、环

境污染以及人为破坏等。在四川省图书馆新馆舍未建成

时，旧馆舍环境较差，对古籍的保护力度不够，大部分

古籍放置在仓库，因此，古籍遭到水火之灾、鼠啮蠹蚀

是常有的事。另外就是古籍本身就是十分脆弱的，随着

时间的流逝，古籍的酸化和催化程度自然而然也会加快。

而且古籍修复不存在一劳永逸，修好之后只是减缓其受

损速度，一般多年之后还会进行再次修复，如果在这个

修复期间有人员上的变动就会相当麻烦，后人对古籍进

行二次或多次修复时，还需要前人的修复档案，知道前

人是如何修复的。

（二）古籍保护和修复的人才匮乏。

首先，古籍修复是一项实践性和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对工作人员要求较高，不仅要有一定的古文基础，还要

有化学、物理、美术等方面的相关知识。其次，图书馆、

博物馆、档案局等相关单位的编制有限，能分配到古籍

修复岗位的少之又少，即使成为在编人员，在薪资方面

的吸引力也并不大，如果只是做“临时工”，也很难维持

生计。最后，古籍修复人员作为技术人员，工作前景受

到局限。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不少人对于古籍

修复这个行业望而却步。国图副馆长张志清曾坦言我国

古籍修复人才匮乏，我国5000多万册古籍，能参与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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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仅仅只有数百人。如此庞大的修复工程，要数百

人来完成，这是很难实现的。四川省图书馆65万册古籍

需要修复，可修复人才却是寥寥无几，馆内工作人员不

足，很多人都是同时担任好几个部门的工作任务。

（三）古籍专业人才培养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据悉，目前我国的古籍修复专业人才大都年过半百，

队伍老龄化严重，这个行业里急需注入新鲜血液，但是

我国的古籍修复技术的传承方式还比较传统，大都还停

留在口耳相传，师徒授受的单一方式。虽然这种传承方

式有一定的成效，但是师徒之间的传承链一旦断开，就

会影响一脉的技艺传承，所以传承形式需得到多样化的

发展。另外，对于古籍专业人才的培养不能只限于培养

修复专业方面的人才，而是要培养复合型人才，不仅要

具备古文、化学、物理、美术等方面的相关知识，还要

具备历史、文献、版本鉴定和图书馆学（古籍分类和编

目）等方面的知识，并且还要具备很强的实践能力。总

而言之，一位合格的古籍专业人才，不仅是要有精专的

知识储备，还要有勤恳细心的职业素养。所以，对于古

籍专业人才的培养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四）人民群众对于古籍保护的意识较弱。

有些古籍在图书馆是可以借阅的，在借阅过程中古

籍会受到人为的损坏，这是因为很多人在翻阅书籍的时

候没有保护的意识，导致一些古籍在后期借阅的过程中

损坏。

五、四川古籍未来发展的对策

实现我国文化复兴需要传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四

川古籍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发扬光大。

所以针对四川古籍的未来发展，我们提出以下对策：

（一）培养古籍专业复合型人才。

四川省古籍专业人才欠缺，应大力培养这方面的人

才。可以向国家图书馆学习，建立更多的古籍修复技艺传

习中心，或者是借鉴国外的经验，例如在美国、英国、法

国、日本等古籍修复保护发达国家，他们至少有两所以上

的高校开设了古籍修复相关的专业，并且对于古籍修复人

才有严格的学历要求，一般都要具备硕士或者博士学历。

四川省可以开展高校合作计划，在高校选择符合的人才进

行重点培养，打造一支年轻的古籍修复师团队。

（二）加快古籍修复工作的推进。

古籍留存至今，虫蛀、发霉、酸化、断线等“伤

病”是常态，我们要实时推荐古籍修复工作。

（三）推进古籍数字化发展。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古籍数字化的实现已经变

得越来越容易。由于历史和现实等种种因素的影响，我

们的许多古籍已经被“束之高阁”，许多有意义的古籍尘

封于图书馆，而不能被大众所借阅。为数不多可供借阅

的古籍，也由于借阅者没有保护古籍的意识，造成古籍

难以挽回的破损。根据以上这些原因，推进古籍数字化

发展迫在眉睫。推进古籍数字化发展，既可以很大程度

上满足大众阅览古籍的需求，社会公众可以通过网络足

不出户就可以免费浏览丰富的古籍资源，使古籍的价值

得以最大化利用，同时也可以保证古籍不被损坏，让珍

贵的古籍得以传世。

（四）培养以青少年为主体的传承动力。

青少年是文化复兴的潜在动力，也是未来推动中华

经典古籍发扬光大的预备军，因此要重视对青少年国学

经典的培养。青少年时期是学习能力、接受能力最强的，

他们的思维还没有定型，还有无数种可能性，从小培养

对四川古籍的兴趣乃至于热爱，有利于树立文化自信心，

有利于推进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

（五）提高人民群众的古籍保护意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得到了

很大程度的提升，但依旧有许多群众没有树立保护古籍

的意识。对古籍的保护应该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政府

应开展各种活动，逐步提高群众的古籍保护意识。例如，

可以联合众多高校开展“古籍浸润校园”活动，提高学

生群体保护古籍的意识，促进他们自觉爱护传承古籍。

社区可以举办“古籍普及活动”，赠送群众有价值的影印

版古籍，使书香古籍弥漫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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