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籍保护，志愿者在行动

日前，“2016 年中华古籍保护志愿服务宣

传推广活动·安徽行”圆满结束。在一个多月

的时间里，来自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的 49

名优秀学生志愿者，牺牲暑假休息时间，为安

徽省的古籍保护工作挥洒汗水，以扎实的古

籍普查成果诠释了志愿者精神。

7月 18日活动正式启动，21日志愿者结束

3 天的培训，分为 5 组赶赴中国徽州文化博物

馆、安庆市图书馆、蚌埠市图书馆等帮扶站

点；8月 21日，各站点普查任务陆续结束，共完

成 15979 部 75366 册古籍的普查登记，人均完

成 327部 1538册，基本实现预定目标。本次活

动取得丰硕成果，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

方面。

组织跟进得当，责任管理到位。为保证

工作顺利实施，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制定了

周详的活动实施方案，制作了《志愿者手册》；

与５家受援单位分别签署协议，要求各站点

认真执行活动计划，保证各项工作保质保量

完成；各站点实行“一把手负责制”。

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的督导及时跟进，

并建立志愿者活动ＱＱ群，邀请省文化厅、各

受援单位的相关领导等加入；派遣省中心的

专业人员奔赴现场开展工作，现场设计工作

流程，省中心每天查看各站点工作进度，全程

在线指导工作。志愿者是古籍保护工作的新

手，为此省中心建议各站点第一周的工作启

动阶段忽视人均完成量，帮助志愿者从古籍

文献著录入手，加深对古籍普查登记项目的

理 解 ，提 高 志 愿 者 对 古 籍 普 查 工 作 的 适 应

性。这期间各站点的专业人员及时跟进，对

发现的共性问题现场叫停，集中讲解改错，个

性问题一对一指导解决。从第二周开始，省

中心联系各站点负责人，建议进入提速期。

各站点志愿者每天都不同程度地主动加班加

点工作，各地负责人和指导老师每天工作时

间长达 14 小时。

招募方向正确，培训效果明显。安徽省

的志愿者培训班邀请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的陈

谊博士前来指导，省中心普查平台审核人员

担任实践课的辅导。浙江省的古籍普查工作

已经全面收官，是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先进

省区。陈谊对基层单位的普查指导，尤其是

对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人员的教学很有心得。

培训教材选用的是 2013 年版的《浙江省古籍

普查手册》，由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编撰，陈

谊是第一执行主编。这部书是浙江省古籍普

查工作经验的心血之作，深入浅出，释例丰

富，标准规范，流程清晰，是古籍普查工作人

员的入门级学习资料。安徽省图书馆为每位

志愿者配发 14 种普查文具物品及资料。志愿

者都是具备基本古籍文献专业知识的研究

生，领悟力高，基本达到人人都能完成平台规

范著录的培训要求。

紧张而忙碌的暑期文化志愿者活动结束

了，安徽省的古籍普查工作也进入整体收官

阶段，全省的古籍普查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

步，为古籍保护工作培养了后备人才，也给省

中心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作者系安徽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

7月 12日至 8月 15日，“2016年中华古籍保

护志愿服务宣传推广活动”在山西省展开，来

自全国各高校的 56 名志愿者在三晋大地谱写

了古籍保护工作的新篇章。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山西省主

要的古籍收藏单位基本完成了普查整理任务，

但是基层古籍收藏单位因为缺乏专业人才，普

查工作无法有效开展。这些单位虽然古籍藏

量不大，但单位数量众多，急需帮扶。此次协会

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正好解决了困扰山西古籍

保护工作的瓶颈性问题。经过前期调研，我们确

定了古籍藏量在 3000 册以上、未完成古籍普查

任务的 18 家单位作为服务对象，这些单位分散

于山西各地，分属于公共图书馆、高校、文博、宗

教和医药卫生系统，古籍保存环境和工作基础差

别很大，要顺利完成这次志愿服务任务，需要高

度重视，统筹安排。

选好带队教师。我们针对服务单位众多、工

作难度大的特点，选派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的5名

业务骨干作为带队教师和指导教师。活动期间，

他们不计报酬、不辞辛劳，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我省服务单位众多，事

情庞杂，有大量细致而繁琐的工作要做。比如，

与志愿者服务单位的联络沟通、经费预算与支

出、器材设备、教学资料等，件件都要落实好才

能保证志愿者和教师工作无忧。山西省图书

馆（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各部门之间紧密配

合，特事特办，帮助带队教师做好服务，解决他

们的后顾之忧。

协调远程业务指导。帮助古籍收藏单位

摸清家底、发掘馆藏、明确价值，达到保护、研

究和利用的目的是此次服务活动的初衷。帮

助志愿者解决工作中的疑难问题也是我们考

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我们充分利用互联

网优势，建立了志愿者微信群和服务单位管理

人员微信群，在管理人员、专家与志愿者之间

建立直接有效的沟通渠道。后方专家们通过

远程指导的方式，第一时间对版本疑难问题给

予回复，保证了志愿者工作的顺利进行和新发

现的珍贵古籍被确认。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志愿者的辛勤

工作，共为 18 家单位整理登记了古籍及民国线

装书 14159种109529册，雕版7种1854块。令人

振奋的是其中有珍贵古籍的新发现，比如在运城

市盐湖区图书馆发现了宋元版《碛砂藏》零本；在

代县图书馆确认了 114 册中国最后一部木刻大

藏经《毗陵藏》等。

此次活动锻炼了队伍、储备了人才，在古籍

保护行业、山西省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推动山西

古籍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和突破性进展。

（作者系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

2007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

四川省积极开展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

成绩，但由于古籍数量宏富、分布面广，普查

工作仍然任重道远，人才不足已成为全省古

籍保护工作面临的最大瓶颈。据调查，全省

80%的 基 层 古 籍 收 藏 单 位 缺 乏 有 相 关 专 业

背景的工作人员，开展古籍普查心有余而力

不足。

今年 6 月，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积极响应

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发起的志愿服务行动，共

同实施“2016 年中华古籍保护志愿服务宣传

推广活动·四川行”计划，吸收大学生志愿者

参与古籍保护工作。经过近两个月的招募以

及文言文笔试，省古籍保护中心遴选出 46 名

来自四川、重庆、上海、浙江等 14 所高校的青

年志愿者，经培训后，分为 8 个小组奔赴南充

市图书馆、中江县图书馆、成都中医药大学图

书馆等 11 家单位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古籍保护

工作。

志愿者们结合各馆实际制定了相应的工

作计划，通力协作，积极认真地对各馆古籍文

献进行整理、目录登记与校对、书影拍摄及数

据备份工作。各馆也因地制宜，尽其所能为

志愿者搭建良好的工作平台，与志愿者结下

了深厚的感情。同时，省古籍保护中心工作

人员作为实时“后台支撑”，随时为志愿者答

疑解惑，查询资料，并同步审核志愿者数据，

为普查工作的顺利实施奠定了良好基础。其

间，各组志愿者采取帮、带、教的方式，既帮助

各基层图书馆摸清了馆藏古籍家底，又通过

实践培训带动了各馆工作人员积极参与到古

籍保护工作中来。

活动过程中，在原未进行过古籍整理的

多个县馆发现了珍本古籍。如绵竹市图书馆

明末汲古阁刻本《焦氏易林》、三台县图书馆

明刻本《诸子品节》、剑阁县图书馆清活字本

《剑南诗稿》、绵阳市安州区图书馆清康熙刻

本《锦江禅灯录》等数十种。珍本的鉴定不仅

丰富了我省的古籍名录，更极大地提高了基

层馆古籍保护的积极性。

8 月 14 日，志愿者活动圆满结束，共清点

普查古籍 113008 册、完成古籍普查数据 14470

条。其中，德阳市图书馆、绵竹市图书馆、中

江县图书馆、绵阳市安州区图书馆、广元市图

书馆、剑阁县图书馆、成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7 家单位通过此次活动完成了全部古籍登记

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四川省的古籍普查工作。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志

愿者们纷纷表示，正是这一个月与古籍的亲

密接触而加深了对古籍的认识与热爱，李国

庆等知名专家的现场解析，更让志愿者们获

益匪浅。而此种志愿服务方式，也成为解决

基层单位古籍人才不足的有力尝试，尤其对

古籍藏量不多又无专业人员的单位，应成为

解决其工作难点的重要举措。

（作者系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6 月，经过认真严格的筛选，广东省古籍保

护中心从中山大学、华南师大等高校录取了 39

名大学生志愿者。通过培训，他们初步掌握了

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的操作和古籍著录的一般

流程，以及翻阅古籍的各种注意事项。

7月 23日至8月19日，由中国古籍保护协会

特邀的 4 位辅导老师及省中心副秘书长林锐带

队，志愿者们分编为 8 个小组，奔赴广东省立中

山图书馆、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等 12 个服务单

位，实地考察古籍存藏情况，根据基层需要开展

古籍整理、编目、数字化、保护宣传等工作。活动

期间，同学们克服各种困难，以严谨认真的工作

态度得到各单位高度评价。

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志愿者们根据该

馆书目对 1120 种线装书（含民国文献）进行了

原书核查，并以表格形式进行了著录；在华南

师范大学图书馆，清点核查线装书（含民国文

献）1400 种，审校了 4100 条古籍普查平台数据；

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根据该馆书目对

9629 种馆藏线装书（含民国文献及新中国成立

后印本）进行了架上清点，并将书目信息录入

普查平台；在兴宁市图书馆、五华县图书馆、蕉

岭县图书馆，从馆藏线装书中合计确认古籍

344 部，并据此修改、新增普查数据 155 条；在

馆 藏 线 装 书 多 为 丛 书 、类 书 的 阳 江 市 图 书

馆 ，重 新 编 写 书 签 ，对 国 内 罕 见 著 录 的 清 道

光 咸 丰 间 广 东 佛 山 邓 氏 锡 活 字 本 进 行 了 详

细 著 录 、拍 摄 书 影 ，还 为 民 国 书 籍 做 了 一 份

完整的存目。

相信对于每个志愿者来说，这一个月的辛

勤工作都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志愿者们放弃

暑假，实地造访岭南城乡，第一次在灰尘满布

的书库中进行清点核查、独立利用各种工具

书 判断古籍的版本年代、为古籍进行编目登

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亲手翻阅了各种各

样的刻本、稿本、抄本，将课堂上学到的理论与

实际相结合，增进了对古籍版本的认识。

（作者系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

这一次不再做旁观者
汪玮（安徽大学）

紫薇花开的时节，我们相聚徽州，与古籍结

缘。亲身经历的总是难以忘怀，“手抄本”“铅印本”

“蝴蝶装”这些曾经在课本上出现的字眼，第一次变

得如此亲切。我们小心翼翼地翻着泛黄的甚至是被

虫蛀过的书页，仿佛触摸到了千百年前的灵魂。于

是不自觉地变得虔诚，为遇见保存完好的善本而欣

喜，亦因书籍过度破损而心痛。我很庆幸在文化传

承的路上，这一次不再做旁观者，我们尝试为每一部

古籍制作独一无二的“名片”，用微薄的努力去点亮

传承的灯火。

往来有良友
孙车龙（安徽师范大学）：

却失庐州雨，犹逢黟山泥。云影开天阔，涧

溪随势低。目极入青峦，觉听寻翻新。往来有良

友，远思莫悽悽。很高兴参加本次志愿活动。这次

经历对我们来说，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收获，也是一

次人生中值得纪念的事情。从我报名参加到结束

志愿服务，没有一天是不充实的，我学到了古籍普

查的知识，接触到了真实的古籍，同古人对话，欢喜

同乐，忧愁同忧，这种穿越时空的感情连接多令人

激动！在我工作的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那里的

许多朋友、老师，他们给予我的帮助和欢乐更是

我一生的财富。

非常庆幸能够赶赴这个约定
赖二端（华南农业大学）：

如果我没有来，也许我就不知道古籍那么多

种装帧形式都有着美好的名字。也正因为我来

了，我才深刻地感受到古籍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如此之大。它们穿越了数百年的光阴，带着今人

的风尘，也带着前人的成果。不管是刻本还是印

本，书上的那些字总让人觉得非常亲切。我总会

想假设没有它们，我们是不是就遗失了古人的成

果？那些美好的诗词，那些实用的知识，都将无

所依附。也许，它们并不会因为我的到来或是离

去而有什么变化，但是我非常庆幸能够赶赴这个

约定。志愿者一个月，何其荣幸。

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侦探
郝婧（河北大学）：

作为一个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在课堂上学

习过关于古籍版本鉴定的知识，但是理论学习与

现实操作总归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在这里真正

触摸到古籍，学习到的是古籍著录的方法和严谨

的工作态度，闻到的是古书中散发出的书香，感

受到的是一代代爱书人、藏书家对于各种古籍的

珍视与保护。这些都令我对古书有了新的认识，

从而更加热爱我的专业。尤其是鉴定古籍的版

本，学会从古籍的各个位置找寻线索，感觉自己

就像一个侦探，在推理和与朋友、老师的交流中

学习，感受到了无穷的乐趣。

对书要像对女朋友一样温柔
马榕雪（山西大学）：

山西临猗一行留下颇多印迹，晒得黝黑的皮

肤是最直接的证明，手心抚过书页时的厚重感依

旧清晰。起初略觉惶恐，之后便是虔诚，每一页纸

都有故事，它们见证了历史，也成为了历史，无声地

讲述着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古人敬惜字纸，书豪

老师也常常提醒：“慢点！慢点！对待书要像对待

女朋友一样温柔！”文字都是活的神灵，我们应该保

持敬畏。一个月太短了，刚刚熟悉，便要分离。临

猗，也不再是地图上轻飘飘的字眼。

吾道不孤
尧育飞（中南大学）：

今年我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是参与“2016 年

中华古籍保护志愿服务宣传推广活动·山西行”。

短短20余天，我们10位志愿者在樊佳琦老师率领

下，为运城市盐湖区图书馆清点和编目古文献近

3 万册。宋元版《碛砂藏》零种和 1300 余块光绪

版《山西通志》雕版的整理，让我对古文献有了更

直观的认识和了解。品相极佳的古籍，令我高

兴；多色套印的古籍，令我惊艳；那些虫咬鼠啮至

于破损的古籍，则让我心痛不已。然而，每念及10

位“战友”，我信古籍保护路上“吾道不孤”。

明刻本中的那片银杏叶
陈婷（四川师范大学）：

似乎每天都在做同样的翻书动作，实则每天都

有惊喜。在一册明刻本里发现一片夹在书中作书签

的银杏叶。叶子已经很薄，隐隐有点透明了，已与书

融为一体。成都是一座随处可见银杏的城市，但是

很难想象手中的这片银杏叶来自哪里。我时常在

想，每本书都是有温度的，它们都有生命、有年轮。

我喜欢我碰过的每一本书，因为我们可能在交换彼

此的故事。

自己已收获了太多太多
曹芬芬（复旦大学中文系）：

1 个月内奔赴 3 个城市，6 位小伙伴整理出

14389册古籍，这是我们第二小组的成果。我很庆

幸自己没有浪费掉学生生涯的最后一个暑假。从上

海到成都，奔波约2000公里，不虚此行。志愿者本

是不求回报的，但是活动结束时发现自己已收获了

太多太多，其中有知识、有友谊、有感动。这次活动

与其说是一项工作，不如说是一次契机。说不定将

来从我们当中也能走出几位严谨认真的古籍专家，

为我国古籍保护工作做出更多的贡献。

全国古籍普查是始于 2007 年的“中华古籍

保护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由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协调组织、全国图书馆界与文博界同仁共

同参与的重大文化工程，其重要性与意义无论怎

样形容都不为过。这样系统全面的古籍普查，不

仅是空前的，恐怕也将是绝后的。

我国上一次全国性的古籍调查，是上世纪

70年代末开始至 90年代基本结束的《中国古籍

善本书目》的编纂。但从广度与深度上来说，此次

古籍普查均远远超出前次。这么说，是因为《中国

古籍善本书目》只收录善本，并且不少公藏单位因

故未列入其中，此外最终正式出版的《善本书目》

又因为无法逐一核实原书，为求保险起见，而删除

了征求意见稿中的行款版式记录，学界屡屡引以

为憾。而此次古籍普查，则力求穷尽公藏机构，而

且也在调查民间的古籍收藏，更重要的是不再局

限于善本范围，而是针对全部古籍的系统调查，最

终还要形成可以公开检索的数据库。可以断言，

如此全面细致的工作必将极大弥补前次的缺憾，

并对学术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躬逢盛

举，并尽绵薄之力，则是无比难得的机缘。去年，

我参加了河北省定州市博物馆的志愿者普查工

作，今年又应协会之邀，赴广东省参加志愿者

古籍保护活动，深感荣幸与愉快。

从 7 月 23 日起，我先后前往广东省兴宁市

图书馆、五华县图书馆、蕉岭县图书馆、梅州市

剑英图书馆和中国客家博物馆，开展了为期一

个月的古籍保护工作，指导志愿者帮助几个市

县整理编目古籍。在工作中，我们还发现了一

些在市县级图书馆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来供

有关部门参考，期待进一步完善与改进：

1.将索书号与中图分类号相等同，造成了

多部书共用一个索书号（中图分类号），影响了

工作效率与进度，同时也不利于今后各馆的古

籍管理与收藏，建议尽快加以纠正。2.很多部

帙规模较大的古籍（如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

卷数较多的方志和丛书等）未按次序摆放，或

零散分布于不同的书柜中，给清点册数、存卷

造成了很大困难，同时还引发了将丛书拆散著

录、无法准确判定版本具体年代等一系列问

题。3.对于同一版本的多个复本，往往只做一

条数据，无法准确体现馆藏。4.破损、虫蛀现象

普遍严重，有很多古籍已经到了必须立刻修复

的地步。有些馆的藏书曾经以错误的托裱方法

做了所谓修复，现在已出现了粘连、皱裂等不良

后果。由于广东的气候条件客观上不利于古籍

收藏与保护，估计破损虫蛀问题在省内各单位普

遍存在，应引起重视。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本

次广东志愿活动的指导老师）

山西行！安徽行！广东行！四川行！

近日，由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主办，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支持，山

西、安徽、广东、四川四省图书馆（省古籍保护中心）承办的“2016 年中华古籍保

护志愿服务宣传推广活动”圆满结束。在 1 个多月的时间里，来自 39 所高校的

192 名志愿者与四地古籍保护中心的指导老师分赴 46 个受援单位，考察基层古

籍存藏状况，帮助整理、编目古籍（含部分民国线装书）60885 种 431785 册，另编

目雕版 7 种 1854 块。该活动不但极大地推动了当地古籍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

也加深了青年学子对中华优秀典籍的热爱。

今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进入第十个年头，也是“十三五”规划起步之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但各项工作仍然任重道远、时不

我待。中国古籍保护协会自 2015 年 1 月成立以来，一直积极组织和引导社会力

量开展古籍保护工作，今年的志愿者活动是去年河北行的延续。

在今年的活动中，各地在志愿者招募培训、组织管理、协调统筹、宣传推广等

方面都积累了一些成熟的经验。我们把这些珍贵的、源自实践的经验予以梳理总

结，希望对各地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有所助益。

山西：先期调研统筹安排 新发现振奋人心
范月珍

安徽：全程在线指导 组织管理得当
石 梅

古籍保护 时不我待
石 祥

广东：39名志愿者助力岭南摸清家底
倪俊明

四川：解决人才不足 激发基层活力
林 英

志愿者感言

四川行·专家在绵竹图书馆的业务指导

安徽行·志愿者在为无为县图书馆做古籍著录

广东行·志愿者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

馆清点古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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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行·志愿者为运城市盐湖区图书馆整

理古籍书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