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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全国高校图书馆古籍工作情况调查报告

□谢琳∗　严峰　眭骏

　　摘要　２０１５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校图工委”)计划开

展«中国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蓝皮书)的编撰工作.根据分工,由复旦大学图书馆牵头完

成古籍资源部分的调查和分析工作.复旦大学图书馆制订了调研问卷,面向全国高校图书馆发

放,总计回收有效答卷４７０份.根据回收问卷的内容汇总分析,对目前高校古籍资源的馆藏量以

及古籍资源的保护、整理和利用进行了分析研究.
关键词　问卷法 古籍保护 古籍利用 从业人员

分类号　G２５５．１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６．０５．００８

１　高校图书馆古籍资源建设发展现状

我国的古籍文献一般是指１９１２年前以中国古

典装帧形式书写或印刷的、反映我国古代文化的各

类书籍.２００７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

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０７]６号),提
出在“十一五”期间大力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

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

文字都活起来.”高校图书馆作为校园文化的载体,
也承担着古籍的保护与利用、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

扬的义不容辞的使命.
目前,我国为数不少的高校图书馆都收藏有一

定数量的古籍文献,而北京大学等知名高校图书馆

的古籍藏量更是名列前茅,这些古籍收藏量丰富的

图书馆在古籍收藏、保护、研究、利用等领域起到了

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其他各馆通过自身努力,也
在古籍文献的保护、开发与利用上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仍然存在着对古籍文献保护、开发与利用重视不

够,对古籍文献的保护手段简单,对古籍文献的开发

和利用不够等问题[１].本次调查旨在对高校图书馆

古籍相关工作做较为系统的梳理,以期为更好地开

展相关工作、争取更多政策支持提供依据.

２　调研问卷的设计、发放和回收

调查参考了高校图书馆古籍建设与服务方面的

相关工作内容,提出了６组包括２１项具体指标,以
期能够较全面反映高校图书馆古籍工作的各个方

面.调查指标内容包括古籍馆藏量、古籍管理与保

护部门情况、古籍部门涉及的业务及从业人员资质、
相关工作开展的时间、古籍保护的专业性及古籍整

理与开发等情况.
问卷由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秘书处面向全国高校

图书馆发放.第一阶段全面调查于２０１５年７月５
日开始,１０月１０日结束.第二阶段于２０１６年５月

补充调查了前期未提交答卷的１７所“９８５工程”高
校,回收了１４份答卷.总计回收有效答卷４７０份,
按地区分布如下:

表１　问卷回收情况区域分布

区域 有效答卷数量(份) 提交答卷占比

东部 ２５６ ５４．５％

西部 １１７ ２４．９％

中部 ９７ ２０．６％

合计 ４７０ １００．０％

表２　“２１１工程”高校问卷回收情况区域分布表１

区域 学校总数 提交答卷 提交答卷占比

东部 ６７ ４２ ６２．７％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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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 ２５ １１ ４４．０％

中部 ２４ １５ ６２．５％

合计 １１６ ６８ ５８．６％

表３　“２１１工程”高校问卷回收情况区域分布表２

区域 省/直辖市 学校总数 未提交答卷 提交答卷

东部

北京 ２６ １５ １１

江苏 １１ １ １０

上海 １０ １ ９

天津 ４ ２ ２

广东 ４ ２ ２

辽宁 ４ １ ３

山东 ３ １ ２

福建 ２ ０ ２

浙江 １ ０ １

海南 １ １ ０

河北 １ １ ０

西部

陕西 ８ ６ ２

四川 ５ ０ ５

新疆 ２ ２ ０

重庆 ２ １ １

广西 １ ０ １

贵州 １ １ ０

西藏 １ １ ０

内蒙古 １ １ ０

云南 １ １ ０

宁夏 １ ０ １

甘肃 １ ０ １

青海 １ １ ０

湖北 ７ ３ ４

中部

黑龙江 ４ １ ３

湖南 ４ ０ ４

安徽 ３ ０ ３

吉林 ３ ２ １

河南 １ １ ０

山西 １ １ ０

江西 １ １ ０

表４　“９８５工程”高校问卷回收情况区域分布

区域 学校总数 提交答卷 未提交答卷 提交占比

东部 ２４ ２２ ２ ９１．７％

西部 ７ ６ １ ８５．７％

中部 ８ ８ ０ １００．０％

总计 ３９ ３６ ３ ９２．３％

　　收到的提交问卷中,“９８５工程”高校除华南理

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未提交数据

外基本全覆盖,“２１１工程”高校的问卷提交率在半

数以上,中部和东部的提交率高于西部.

３　调查问卷的分析方法

调查采用 EXCEL软件作为统计工具,对收集

到的原始数据计算出平均数、中位数和众数,旨在全

面客观反映真是情况,并按照各校所处区域或性质

(“２１１工程”高校或者“９８５工程”高校)进行了汇总

分析.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
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１１个省区及直辖

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
河南、湖北、湖南８个省区.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广西、内蒙古１２个省区.

４　调研的主要结果

４．１　高校图书馆古籍馆藏区域分布不均

表５　古籍馆藏量的区域分布

馆藏数量 所有高校馆数量 东部数量 西部数量 中部数量

无 １８０ １１０ ３８ ３２

＜１万 ２００ １０１ ５５ ４４

１－１０万 ６０ ２５ ２１ １４

１０－２０万 １４ ９ ２ ３

＞２０万 １６ １１ １ ４

表６　入选国家/省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图书馆区域分布

入选国家古籍

重点保护单位

入选国家/省市古籍

重点保护单位

东部 ２１ ２４

西部 ６ １４

中部 ９ １２

总计 ３６ ５０

由表５和表６可知,我国高校图书馆古籍馆藏

区域分布不均,西部地区的古籍馆藏量明显低于东

部和中部.西部高校馆的古籍馆藏绝大多数少于

１０万册,比例高达９７．４％.
高校图书馆中拥有古籍的比例超过半数,但古

籍藏量不均,多数藏量不足１万册.馆藏量大于１
万册的高校图书馆中,以１－１０万册的藏量居多.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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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考察到古籍收藏量大于２０万册的有北京

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

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安徽师范大学和河南大学,均入选国家古籍重点保

护单位.这１６所高校的古籍管理保护利用等工作

都比较完整.除安徽师范大学和河南大学外,其余

１４所均为“９８５工程”高校.除河南大学和中央民族

大学外,其余１４所高校均配备了专职的古籍编目

员.开展的古籍服务也比较专业.专职古籍工作人

员合计共１４５人,每所高校平均在９人以上,中位数

为７人,众数为７人.其中北京大学２３人,中山大

学２２人.古籍阅览室平均周开放时间为４１小时,
中位数为３７．５小时,除安徽师范大学(２７．５h/周)和
北京师范大学(１７．５h/周)外,周开放时间均在３５小

时以上.除复旦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外,其余１４所

高校均具备符合国家标准的独立书库.除华东师范

大学以外,其余１５所高校均配备有从事古籍普查的

专业人员.
在古籍利用开发方面都比较齐备.１２所高校

均出版过馆藏书本式古籍目录(善本或普本);１５所

高校具有完整的可供检索的网上古籍书目,１１所高

校开发过具有馆藏特色的古籍相关数据库.１６所

高校均影印或整理出版过相关馆藏古籍文献.１６
所高校的专业人员均出版过古籍类相关成果.

在古籍修复的场地配置方面不太令人满意,仅
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四川

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具有符合申报文化部

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基地的古籍修复场地.

４．２　古籍管理保护情况区域分布不同

图１　专设古籍保护与收藏部门的高校

　　图书馆数量、区域分布

表７　专设古籍保护与收藏部门与图书馆藏量关系

古籍馆藏

数量

高校图

书馆数量

专设古籍保护

与收藏部门的

高校图书馆

数量

专设古籍保护

与收藏部门的

高校图书馆

数量占比

＜１万 ３８０ ４５ １１．８％

１－１０万 ６０ ４０ ６６．７％

１０－２０万 １４ １１ ７８．６％

＞２０万 １６ １６ １００．０％

表８　专设古籍保护与收藏部门与图书馆藏量关系(分区域)

馆藏规模∗
高校图书

馆数量

专设古籍保护与收藏部

门的高校图书馆数量
占比

东部

＜１万 ２１１ ２２ １０．４％

１－１０万 ２５ １５ ６０．０％

１０－２０万 ９ ７ ７７．８％

＞２０万 １１ １１ １００．０％

西部

＜１万 ９３ １１ １１．８％

１－１０万 ２１ １７ ８１．０％

１０－２０万 ２ １ ５０．０％

＞２０万 １ １ １００．０％

中部

＜１万 ７６ １２ １５．８％

１－１０万 １４ ８ ５７．１％

１０－２０万 ３ ３ １００．０％

＞２０万 ４ ４ １００．０％

∗将无馆藏和小于１万册馆藏合并为小于１万册馆藏.

图２　设置专职古籍编目员的高校

　　图书馆数量、区域分布

图３　每年采购古籍原版或影印线装书的

　　高校图书馆数量、区域分布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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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具备符合国家标准的独立书库的

　　高校图书馆数量、区域分布

图５　配备从事古籍普查的专业人员的

　　高校图书馆数量、区域分布

图６　配备从事古籍修复的专业人员的

　　高校图书馆数量、区域分布

图７　具有符合申报文化部国家古籍保护

　人才基地的古籍修复场地的

　高校图书馆数量、区域分布

　　由上述图表可见,是否设有专门的古籍保护与

收藏部门分析与馆藏量有较大的正相关性.西部由

于馆藏较少,在１－１０万馆藏馆就设有专门的古籍

保护与收藏部门的比例最高.

总体而言,东部的古籍管理保护情况比较好,各
项相关工作均是占比最高的.西部地区虽然馆藏量

较少,但保护与管理的意识较强,各项工作开展也比

较好.中部地区的古籍保护、管理的相关工作相对

最少(结论受提交问卷的限制,由于数据缺失,可能

会有误差).

４．３　古籍相关业务开展尚未形成完整体系,从业人

员的专业训练比较欠缺

图８　高校图书馆涉及的古籍相关业务

表９　古籍从业人员人数表(超过６个)

学校名称 古籍从业人数

北京大学 ２３

中山大学 ２２

四川大学 １０

苏州大学 １０

吉林大学 ９

复旦大学 ９

山东大学 ８

安徽师范大学 ８

南京大学 ８

厦门大学 ８

南开大学 ７

北京师范大学 ７

武汉大学 ７

湖南师范大学 ７

华东师范大学 ７

河南大学 ７

贵州师范学院 ６

清华大学 ６

西北师范大学 ６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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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古籍从业人员专业分布

我们调查的业务包括原版古籍复制服务、古籍

文献传递以及采访、编目、典藏、流通.其中古籍文

献传递服务的普及率最低,不足十分之一.相关的

日常业务中,典藏和编目开展比较普遍,其次为流

通,采访工作开展的最少.
国外图书馆的一些做法也为我国高校图书馆业

务开展提供了一些借鉴.在古籍复制过程中,图书

馆员也比其他同行更直接地受到版权法和数据保护

法的制约.在国外,普通书籍的复印通常由用户利

用自助复印机完成,版权法要求图书馆员为此承担

的责任是将相关的版权保护条款张贴在复印机旁提

示用户.而古籍的复制通常要经过图书馆员的审核

和批准,并由馆员亲自完成,这就将馆员变成了复制

行为的直接责任人.尽管并不存在专门的古籍保管

与利用法令,但图书馆的古籍工作却需要在相当复

杂的法律框架下运作,要求图书馆员具有敏感的法

律意识[２].

１６１所高校开放有古籍相关阅览室,周开放时

间多数为３０－５０小时,平均数为３９小时,众数为３５
小时,中位数为３７．５小时.其中１４所高校的周开

放时间超过５０小时.

１３６所高校配备了专业从业人员共计３７８名.
从业人员数量平均数为２．７,众数为１,中位数为２.

１９所高校有超过６名从业人员,其中北大有２３位,
中山大学有２２位,远超其余高校.这些从业人员中

一半为中级职称,１/３为高级职称.在职称的区域

分布中,东部与中部相近,西部的高级职称比例明显

高.从业人员的年龄多为３０－５０岁,大多数从业人

员的专业背景为文学相关或图书馆学、情报学.古

籍相关背景仅占４．７％.

　　早在２００２年,图书馆古籍修复人员中,有半数

仍为工人待遇;属于干部系列而获图书馆高级职称

者,仍属凤毛麟角[３].本次的调研结果显示,情况已

经有了很大改善.

４．４　古籍较深层次的利用开发有待发展

高校图书馆中按照是否出版过馆藏书本式古籍

目录(善本或普本)、是否有完整的可供检索的网上

古籍书目、是否开发过具有馆藏特色的古籍相关数

据库、是否影印或整理出版过相关馆藏古籍文献、专
业人员是否出版过古籍类相关成果进行分区域统计

的结果如图１０－１４所示.

图１０　出版过馆藏书本式古籍目录的

　　高校图书馆数量、区域分布

图１１　拥有完整的可供检索的网上古籍书目的

　　高校图书馆数量、区域分布

图１２　开发过具有馆藏特色的古籍相关数据库的

　　高校图书馆数量、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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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影印或整理出版过相关馆藏古籍文献的

　　高校图书馆数量、区域分布

图１４　专业人员出版过古籍类相关成果的

　　高校图书馆数量、区域分布

　　公共图书馆早在２００８年已经推出了古籍电子

化的业务.南京图书馆已建立了４０多万条中文古

籍书目数据库;辽宁、浙江等省馆也研制出自己的古

籍数据库;上海图书馆的中国古籍善本查阅系统也

已启动,将馆藏善本全部录入光盘,以图像形式录

入,保留古籍原貌.边制作边开放,实现善本古籍的

全文数字化[４].而高校图书馆关于古籍较深层次的

利用开发远远不及公共图书馆,还只是少数图书馆

提供以上业务,除１８％的高校图书馆拥有完整可供

检索的古籍书目,１１％的高校图书馆有专业人员出

版过古 籍 类 相 关 成 果,其 余 工 作 的 开 展 均 不 足

１０％.其中,东部的工作开展优于西部和中部,其相

关工作成果占半数以上.

４．５　东西部对比

按照馆藏量和区域分别汇总后得到表１０及表

１１.可以看出,高校图书馆古籍馆藏区域分布不均,
西部地区的古籍馆藏量明显低于东部和中部.东部

的古籍管理保护情况最好,西部地区虽然馆藏较少,
但保护与管理的意识较强,各项工作开展也比较好.
中部地区的古籍保护管理的相关工作相对最少.古

籍工作从业人员大多数专业背景为文学相关或图情

学,古籍相关背景仅占５．７％.在职称的区域分布中,
东部与中部相近,西部的高级职称比例明显要高.古

籍较深层次的利用开发,还是少数单位在开展.

表１０　按照馆藏数量汇总达到相关指标的图书馆数量

古籍馆藏

数量

提交答卷的

学校数量

设有专门的

古籍保护与

收藏部门

入选国家

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

入选省级

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

配备专职

古籍编目员

每年采购

古籍原版或

影印线装书

提供古籍

文献传递

服务

提供原版

古籍复制

服务

＜１万 ２００ ４５ ０ ５ １５ １５ １６ ３５

＞２０万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４ １４ １６ ６ １０

１０－２０万 １４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１ １０ ６ ５

１－１０万 ６０ ４０ ８ １８ ２１ ２１ １５ ２１

无 １８０ － － － － － － －

总计 ４７０ １１２ ３６１ ５０ ６１ ６２ ４３ ７１

古籍馆

藏数量

具备符合

国家标准

的独立书库

配备从事

古籍普查的

专业人员

配备从事

古籍修复的

专业人员

具有符合
申报文化部
国家古籍
保护人才
基地的古籍
修复场地∗

出版过馆

藏书本式

古籍目录

有完整的

可供检索

的网上

古籍书目

开发过具有

馆藏特色的

古籍相关

数据库

影印或整理

出版过相关馆

藏古籍文献

专业人员

出版过古籍

类相关成果

＜１万 ２２ ２２ ４ １ ７ ２７ ７ ５ ８

＞２０万 １４ １５ １２ ７ １２ １４ １１ １６ １６

１０－２０万 １０ １４ ９ ５ ６ ９ ７ ７ １３

１－１０万 ３０ ２９ １０ ７ ２０ ３４ １９ １２ １５

无 － － － － － － － － －

总计 ７６ ８０ ３５ ２０ ４５ ８４ ４４ ４０ ５２

∗需要的基本条件为:２００平米教学空间、５张以上修复台、４０套以上修复工具,以及上下水设施、基础科学实验等教学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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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按照馆舍所在区域汇总达到相关指标的图书馆数量

区域
提交答卷的

学校数量

设有专门的

古籍保护与

收藏部门

入选国家古籍

重点保护单位

入选省级

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

配备专职

古籍编目员

每年采购

古籍原版或

影印线装书

提供古籍文

献传递服务

提供原版古

籍复制服务

东部 ２５６ ５５ ２１ ２４ ３２ ３８ ２３ ３６

西部 １１７ ３０ ６ １４ １４ １３ １１ １８

中部 ９７ ２７ ９ １２ １５ １１ ９ １７

汇总 ４７０ １１２ ３６ ５０ ６１ ６２ ４３ ７１

具备符合

国家标准的

独立书库

配备从事

古籍普查的

专业人员

配备从事

古籍修复的

专业人员

具有符合申

报文化部国家

古籍保护人才

基地的古籍

修复场地

出版过馆

藏书本式

古籍目录

有完整的

可供检索的

网上古籍书目

开发过具有

馆藏特色的

古籍相关

数据库

影印或整理

出版过相关

馆藏古籍文献

专业人员出版

过古籍类相

关成果

东部 ４２ ４０ １９ １１ ２４ ５１ ２８ ２２ ２９

西部 １９ ２２ ７ ６ １２ １９ ７ ８ １２

中部 １５ １８ ９ ３ ９ １４ ９ １０ １１

汇总 ７６ ８０ ３５ ２０ ４５ ８４ ４４ ４０ ５２

５　结语

本次调查限于时间和范围,仅从以上几个侧面

反映当前高校图书馆古籍资源及保护利用情况,由
于覆盖面未及全部高校图书馆,因此尚不尽完善.
但从获得的调查数据中,我们也能了解一些情况和

问题,对于今后古籍工作的开展,相信不无裨益.当

前,国家越来越重视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和相关人

才的培养,外部环境非常有利,高校作为古籍收藏、
保护、研究、人才培养的重镇,在诸方面大有可为.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和各省市图工委的牵头,更有利

于古籍资源共享、开发、交流;一些工作有基础、有经

验、有人才储备的区域和高校,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和

作用,带领各区域和其他高校,共同推进此项工作,

可以预期,古籍工作的春天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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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调查问卷表

本调查参考了高校图书馆古籍建设与服务方面的工作,提出了６组包括２１项的指标,以期能够较全面

反映高校图书馆古籍服务的各个方面,所列指标具体如下:

１贵馆的古籍收藏数量为?

A．古籍藏量低于１万册(　　)　　　　　　　
B．古籍藏量１万至１０万册(　　)

C．古籍藏量１０万至２０万册(　　)　　　
D．古籍藏量２０万册以上(　　)

２古籍管理与保护部门情况

(１)贵馆是否设有专门的古籍保护与收藏部门:是(　　)　否(　　)
(２)贵馆是否入选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是(　　)　否(　　)
(３)贵馆是否入选所在省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是(　　)　否(　　)
(４)请逐一填写贵馆古籍专业人员基本情况(不够请自行添加):是(　　)　否(　　)

３贵馆古籍部门涉及的业务有:
编目(　　)、采访(　　)、典藏(　　)、流通(　　)
(１)贵馆是否配备专职古籍编目员:是(　　)　 否(　　)
(２)贵馆是否每年采购古籍原版或影印线装书:是(　　)　否(　　)

４古籍服务及开放情况

(１)贵馆古籍阅览开放时间(　　　　　　　)(请填写)
(２)贵馆是否提供原版古籍复制服务:是(　　)　否(　　)
(３)贵馆是否提供古籍文献传递服务:是(　　)　否(　　)

５古籍保护情况

(１)贵馆是否具备符合国家标准的独立书库:是(　　)　否(　　)
(２)贵馆是否配备从事古籍普查的专业人员:是(　　)　否(　　)
(３)贵馆是否配备从事古籍修复的专业人员:是(　　)　否(　　)
(４)贵馆是否具有符合申报文化部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基地的古籍修复场地:是(　　)否(　　)

６古籍整理与开发情况

(１)贵馆是否出版过馆藏书本式古籍目录(善本或普本):是(　　)否(　　)
(２)贵馆是否有完整的可供检索的网上古籍书目:是(　　)　否(　　)
(３)贵馆是否开发过具有馆藏特色的古籍相关数据库:是(　　)　否(　　)
(４)贵馆是否影印或整理出版过相关馆藏古籍文献:是(　　)　否(　　)
(５)古籍专业人员是否出版过古籍类相关成果: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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