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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了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以后，古籍保护工作成为公众愈发关心之事。

目前我国古籍文献保护工作究竟如何？有哪些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呢？

摸清家底与多藏善本

张志清所提及的 2007 年，是我

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主导开展的

全国性古籍保护重大工程——中华

古籍保护计划开始之年。此前一年，

当时的文化部委托国家图书馆进行

古籍工作初步调查。调查显示，古

籍底数不清，大量古籍亟待修复。

可当时不仅古籍专业修复人员少得

古籍保护需要更多理工科人才

“相比偌大的馆藏，图书馆

能实际参与古籍修复的

人员仅有 8 人，古籍修复速度远远

赶不上古籍折损、老化的速度。”

辽宁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专家刘

冰近日对外如此披露。相关报道甚

至称，“一座辽宁省图书馆的古籍

修复就需百余年”。

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更是公

布了较为全面的数据——目前我国

尚有 1000 多万册古籍没有得到有

效保护。虽然古籍专业修复人员从

2007 年的不足百人，发展到目前的

1000 余人，但面对大量需要修复的

珍贵古籍，仍觉如同“蚂蚁搬山”。

在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了中

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以

后，古籍保护工作成为公众愈发关

心之事。目前我国古籍文献保护工

作究竟如何？有哪些值得进一步探

索的空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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