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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子结缘古青年学子结缘古籍籍，，一次并不简单的相遇一次并不简单的相遇
李 静

参与者说

籍，《说文解字》解释为“簿书也”；古籍，一般指产生

于 1912 年以前，具有文物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

献典籍。我国是历史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古代文

献典籍。为保护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国于 2007 年正

式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其中古籍普查工作是全面

了解全国古籍存藏情况、开展古籍保护的基础性工作。

然而，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才储备存在差距

等原因，各地古籍普查进度仍有较大差别。时至今日，全

国 2000 余家公藏单位尚有约 1300 家没有完成普查任务，

而这些单位的古籍存量约占全部存量的一半左右。根据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规划，“十三五”时期要基本完成普

查任务，如果仅靠自身力量，部分省区要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困难很大。为此，7月 20日，由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发起、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支持的“中华古

籍普查志愿服务行动”在京正式启动。

组织有序，安排周密

1 月 23 日，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在京正式成立，充分调

动社会资源和民间力量，积极参与古籍保护工作，促进古

籍保护事业协调发展是协会的宗旨。

“协会是行业与政府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沟通渠道，是促

进有关古籍保护的相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联系、交流与合

作的桥梁和纽带。”国家图书馆副馆长、中国古籍保护协会

会长刘惠平说，“为积极发挥协会的职能，经过近半年的酝

酿和准备，我们决定发起此次志愿者行动，这也是协会成立

以后策划开展的第一个较大规模的公益性活动。”

今年是“中华古籍普查志愿服务行动”的第一年，也

是试点年，首站选择在河北省展开。为保证活动能够顺

利实施，河北省古籍保护中心先期调研了全省各单位的

普查进展和需求；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制定了详细的实施

方案，从活动实施的必要性、可行性，到志愿者的招募和

培训，都有通盘考虑。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刘惠平以及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志清等都给予高度重

视，大到招募培训，小到志愿者的吃住行，都时刻关注、周

到安排。“为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协会的工作人

员几次亲赴 5 家受援单位看望志愿者。一方面安排专家

实地进行指导，另一方面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和困难，使这

次活动得以高效、顺利开展。”河北省图书馆副馆长、河北

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顾玉青说。

向大学生们打开古籍库的大门，河北各受援单位一

开始都有顾虑。如何管理？怎样才能组织得当？各受援

单位也想了很多办法。河北师大图书馆副馆长刘绍荣

说：“我馆专做古籍工作的馆员只有 1人，而馆藏古籍约有

4.7万册，因此在活动启动之初我就定了一个目标，一定要

借助此次活动完成普查任务。”为达成这一目标，刘馆长

先期策划了一个周密的工作流程，从古籍出库、扫描书

影，到审校都有详细规定，并向志愿者做了细致的讲解，

使得普查得以安全、有序推进。

志愿行动恰如天降甘霖

“河北省不是古籍收藏大省，但也有百余万册，其中

不乏珍品。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我省的古籍

保护事业也在全面推进。但是由于馆藏封库、人员不足

等原因，仍有一些单位的普查工作相对滞后。”顾玉青

说，河北师大图书馆、张家口市图书馆等单位近几年一直

因新馆建设，古籍封存，无法普查，完成新馆建设后，又因

普查人员匮乏工作无法推进。“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组织的

此次活动对我省来说恰如天降甘霖，为河北的普查工作注

入了一股新鲜活力。”据悉，在志愿者的帮助下，目前河北

师大的古籍普查工作已完成，其他 4家单位的工作也取得

极大进展。

河北大学图书馆建馆时间长，古籍藏书丰富，收藏中

文古籍 2万多种。“直至今年上半年，我馆只完成了 3000多

条古籍普查数据的录入工作；志愿者来了之后，帮我们完

成了 6000 多条的普查数据。”河北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

崔广社表示，不但这些普查数据将载入中华古籍保护工

作史册，志愿者们传递的志愿精神、汇聚的爱心力量也将

永远被大家铭记。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这是志愿者们常说的一

句话。如今在志愿者精神的感召下，河北省古籍保护中

心赴基层小分队也迅速行动起来，协助县级图书馆完成

普查任务。“到目前为止，我省上传到古籍普查平台的数

量已达半数以上，全省完成普查工作的时间将大大提

前。”顾玉青表示。

恰如一座“宝山”敞开了大门

“26天，171种，186条著录，1460册。简要的工作统计

似乎可以这样归纳，只是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是一次并不

简单的相遇。”北大志愿者曹杰在活动结束时写下了这样

一段话。

此次志愿者行动得到了北京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河

北大学等 6 所高校的大力支持，志愿者招募信息一经发

布，短短几天便有 115 人报名，其中 70%是硕博研究生，且

大部分都是与古籍相关的历史学或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学

生，人员构成质量很高，最终协会从中遴选了 70 多名杰出

代表。一路走来，青年志愿者们在挥洒汗水、奉献智慧的

同时也收获良多。他们表示，走入这些古籍保护单位，恰

如一座“宝山”慷慨地向他们敞开了大门，也让他们对古

籍保护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毋庸讳言，普查工作繁重而枯燥，有些普查单位条件

又格外简陋，志愿者们必定要面对一些困难和挑战。“我

工作的地方是河北大学图书馆古籍室，这是一栋老建筑，

没有空调，只有几个镶在天花板上的小电扇能够吹来一

丝清凉。书库的古籍满是尘土，一会儿雪白的手套已经

变得黑乎乎了，这一切和自己的预想有很大差距。”天津

师大志愿者李书兵说，所幸有受援单位老师的关心和帮

助，大家顺利地度过了最难的那几天，体会到了不一样的

幸福和温暖。

“这次普查，需要对古籍的基本信息，如装帧、题名著

者、版本、册数、存卷、版式行款等逐一记录，这在旁人看

来或许有些枯燥乏味的工作，对我们这些初学者而言，却

是一种难得的新鲜有趣的体验。”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孙

巧智说，虽然古籍陈列架上暗尘滋生，但自有一种庄严肃

穆，抚摸阅读时，或兴奋，或惶恐，或惊奇，或沉思，种种情

态，因书而异，妙不可言。

志愿者们坦言，因平时接触古籍的机会并不多，工作

中的收获与乐趣主要来自“遇到”的各种古籍。“会为见到

保存完好的咸丰刻本《洗冤录详议》以及一些内府刻本兴

奋好久，更为《小学集解》一书严重的虫蛀而毛骨悚然，相

信这些情景日后会回味很久。”曹杰说。

除此之外，志愿者们还收获了友谊，从生疏到逐渐熟

悉起来之后，大家会一起学跳广场舞，会在街边坐下来谈

理想、说明天，会在雨后爬到天台去看夕阳……有志愿者

表示，这样的一个月，在还没结束时就已经开始怀念了，

“这将成为我们生命中一段美好的记忆，没有那么绚丽灿

烂，但会变得浓厚醇香，就像一杯酒。”

哲学家冯友兰曾说：“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

真是如山如海，像一团真火。”而此次志愿者行动正是为

传播中华民族的“真火”尽着绵薄之力。为了让这团火燃

烧得更炽烈，在活动结束时，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召开了总

结表彰大会，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凝聚共识再出发。

中华古籍普查志愿服务行动之河北试点，经过暑

期一个月的奋战，取得圆满成功。9 月 12 日，中华古籍

普查志愿服务行动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整个活

动虽已落幕，但让我们感慨良多。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河北省的古籍保护

事业取得了较大成绩。从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

省古籍保护中心、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等机构的

建立，到一系列科学有效的古籍保护文件的制定实施，较

为完善的古籍保护体系正在形成；命名了一批“全国古籍

重点保护单位”和“河北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一批符合

或者接近国家行业标准的古籍特藏书库已经建立；通过组

织全省古籍收藏单位申报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评

审首批和第二批《河北省珍贵古籍名录》，一批珍贵古籍入

选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河北省珍贵古籍名录》，并得

到了重点保护；在古籍专业人才培养方面，通过多渠道人

才的培养，全省古籍保护队伍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在积

极开展古籍修复工作的同时，我省的古籍再生性保护工作

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省图书馆的《畿辅七名家诗抄》、张

家口市图书馆的《清音阁集》、保定市图书馆和河北大学图

书馆的《稀见方志珍本丛刊》等已经出版。

与此同时，我省积极贯彻落实文化部和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的意见，认真谋划，积极推进普查工作。2011

年文化部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下发有关古籍普查登记

的文件及方案以后，我省制定了《河北省古籍普查登记

方案》。方案依据各收藏单位的古籍实际收藏情况，进

行了合理的安排：对于馆藏量较小的单位，要求完成古

籍普查平台全部项目的著录；对于馆藏量较大的图书

馆，要求按照《全国古籍普查登记方案》完成六项简目

的著录。这样既保证了工作进度，也促使古籍藏量较

小的单位一次完成全部项目普查工作，对促进全省古

籍普查登记工作的科学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到目前

为止，全省古籍普查已超过半数以上。

尽管全省的古籍普查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但由

于部分单位普查人员不足等原因，普查工作相对滞

后。为解决这些问题，我省古籍保护中心从今年初即

开始组织力量对一些普查力量薄弱的图书馆进行援

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发起的志愿服

务行动，并把河北省作为试点，对河北省的古籍保护事

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首先，这次活动大大推进了我省的古籍普查进度，

更是对我省普查工作的一种激励，预计我省的古籍普查

工作完成时间将大大提前。其次，在为期一个月的志愿

服务活动中，志愿者与我省志愿服务单位结下了深厚感

情，为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最后，

这次活动所倡导的志愿者精神给我省留下了一笔宝贵的

精神财富。我省普查工作人员与志愿服务人员共同工

作，切身感受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古

籍普查工作的荣誉感、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真正根植于

大家的心中，使我省的普查队伍在思想上得到了升华，并

转化为推动我省古籍保护事业向前发展的持久动力。

（作者系河北省图书馆副馆长、河北省古籍保护中

心副主任）

前期策划这次活动时，我主要考虑了几点问题：30位志

愿者著录速度比较快，但细节问题还需要有馆员把关；怎样安

排工作流程才能做到登记过程又快、又准，且能最优化保护古

籍。鉴于此，我们经过多次讨论，制定了《河北师大古籍平台

录入流程》，基本包含志愿者工作过程的详细操作规则，如出

入库登记、书影扫描、审核等。这次活动的意义我想不仅仅是

帮助我们图书馆做了些工作，更重要的是传播了志愿者精神，

愿我们将这种精神一起传承下去。

——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刘绍荣

这次活动，给同学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版本目录学的

机会。通过实践，同学们已基本掌握了鉴定编目的常识，

具备了初步鉴别古籍版本的能力，而这是很难通过课堂讲

授与书本学习得来的。希望这一活动能继续推广下去，不

仅可以解决普查人员短缺的燃眉之急，还可有培养后备人

才的长期收益；普查中，我们深感基层图书馆（博物馆）的

保存条件之差，如何切实提高基层馆的硬件设施，是亟待

解决的问题。

——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石祥

普查工作诚然基础，甚至有些枯燥，但依然留下了许

多弥足珍贵的回忆。终于有一天，我从古籍知识的学习者

变成古籍保护的实践者，身体力行地向人们展示与宣扬古

籍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纵任重而道远，不敢懈怠。

——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刘隽敏

每一本古籍流传至今就如同有生命一样，而任何一本

古籍的散佚、毁损都像是一个生命的陨落，是人类知识财

富的损失。能参与到这次志愿服务工作中来，是一次“有

益”而“有义”的经历。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生王健丁

每天能跟着朝阳，漫步十分钟，接着触手的便是烟海

一般的墨香，这样的日子，只愿再长一些。而来自京津冀

各地的朋友，带来的不同的思维、在讨论交流中不断闪现

的火花尤为珍贵。这种没有城府的对话，贵如春雨。

——河北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生罗毅峰

古籍普查真的是一份又脏又累又有趣的工作。当我

翻开那些被尘封了几百年的书，心中那种自豪感和优越感

是难以言表的。我时常在想，我究竟是做了多少好事才换

来这一次的机会。

——河北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生王静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古籍是有生命的。翻开一部古籍，

每一册、每一页、每一个字，都是时间流淌所积累下来的故

事。书页在手中翻过，令人心静，仿佛与

历史对话，似乎也是与古人为友的一种

方式。

——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学

生王俊双

我每天都期待有新发现。譬如，很

多古籍没有书耳，但是附近有同学发现

了这样的书，大家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

纷纷过去观摩，而正在做这套书的同学也

仿佛是在炫耀自家的宝贝，满足感与成就感

暴增。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学生王雅维

工作的时候感受最深的是汗水伴

着灰尘的焦虑，尤其是在一本古书难以

辨识、作者难考、版本难辨的时候这种

感受就更加强烈。

——天津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生方祥

调动社会力量
共同推进古籍保护工作

顾玉青

“

”

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组织专家进行实地指导。

志愿者在定州博物馆工作时的情景。

志愿者整理的让其印象深刻的河北博物院藏书。

◀ 志愿者们在活动中还收获了

友谊，图为他们在雨后一起登上天台

看夕阳。

7月 20日至8月 23日，来自京津冀地区
的 7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奔赴河北大学、河
北师范大学、河北博物院、河北定州市博物
馆、河北保定市图书馆5家单位开展志愿服务
工作，共计普查古籍19万册，甄别线装书中的
民国图书近10万册，在普查平台登记古籍普
查数据1.5万条，为由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发起
的“中华古籍普查志愿服务行动”画上了圆满
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