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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4 年 10 月 11 日） 

教育部副部长 李卫红 

 

各位领导、同志们： 

今天非常高兴，和全国古籍保护各有关单位代表共聚一堂，全面

总结近年来我国在古籍保护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和宝贵经验，深入探

讨古籍保护工作的发展大计。在这里，我谨代表教育部，对全国古籍

保护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深刻阐

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从政治局集体学习纵论传统文化

与国家软实力，到在北师大考察时明确反对“去中国化”；从阐释中

华文明与海外文明的交流互鉴，到倡导学古诗文经典，无不体现出总

书记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也让我们倍感振奋！ 

古籍具有宝贵的学术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文化血脉传

承的重要载体。做好古籍的保护与利用工作，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自 2007 年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我国古籍保护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

发展阶段，在文化部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悉心组织下，7 年来全国古

籍保护工作成绩斐然，成果丰硕。 

教育部历来重视古籍文献的保护和整理利用。先后建成了“中国

古文献研究中心”“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一批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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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设立了“《儒藏》编纂与研究”“清华简”

等一批重大项目，取得了许多填补空白的标志性成果，促进了相关领

域人才队伍和科学研究的整体发展。 

分藏在各大高校图书馆的古籍善本是国家古籍宝库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保障，在中华优

秀文化传承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教育部支持下，多年来，高

校积极参与国家古籍保护工程，先后有 45 家高校图书馆入选“全国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12 家单位为“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提供了底本，

加速了珍贵古籍为大众所共享。各地教育系统积极开展古籍普查工作，

初步摸清了高校古籍馆藏状况。西南大学等四家高校，与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联合举办了 12 期古籍人才培训班，培训人才 460 余人次，有

效推动了我国古籍人才队伍的建设。各高校结合自身优势积极开展古

籍保护整理工作，取得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成绩。 

一是馆藏古籍资源不断丰富。高校图书馆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增

强馆藏古籍资源建设，古籍收藏数量和质量持续提高，其中包括了许

多善本和孤本珍藏，目前已有 69 家高校的 2224 部古籍入选《国家珍

贵古籍名录》，占全国入选总数的五分之一 。在教育部和财政部支持

下，北京大学图书馆历时两年完成了对日本“大仓藏书”的整体收购

与整理，这是 100 多年来我国首次大批量回购留存海外的中国典籍，

也是近年来我国高校图书馆古籍资源建设长足发展的一个缩影。 

二是古籍保护修复工作稳步发展。乘着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

契机，高校积极加大对图书馆的建设支持，越来越多的高校已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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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藏书标准与理念的现代化图书馆，硬件条件不断改善，有效保障

了古籍的完好与安全。与此同时，高校图书馆努力开展古籍保护修复

业务，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招募人才，对古籍进行原生性保护。

中山大学图书馆 2009 年入选首批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已经初步建

成为设备设施齐全、功能完善的古籍修复机构。复旦大学等一批较早

开始保护修复业务的图书馆，古籍修复水平稳步提升，保护修复的科

学化、规范化进程日益推进。 

三是古籍数字化信息化成绩显著。在对古籍原生性保护的同时，

高校图书馆积极开展古籍的缩微复制、影印出版以及古籍数字化等再

生性保护工作。在数字化的基础上，高校古籍数据库建设工作发展迅

速。在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CALIS）三期重点建设的“高校

古文献资源库”项目中，参建馆已由二期的 4 家扩展到 24 家，所建

成的高校古文献元数据、书影与全文资源库，为高校图书馆馆藏古籍

的整理编目提供了数据与共享平台，同时也为参建机构和全球用户提

供古文献资源的检索和浏览服务，有力的推动了中华古籍文化走向世

界。 

四是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成果丰硕。高校利用自身优势，不断推动

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指导下，目前全

国 88 所高校古籍研究机构共有专、兼职科研、教学人员三千余人，

占全国古籍整理研究人员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有近千项科研课题在进

行之中。高校图书馆的古籍编目整理业务水平不断提升，逐步走向规

范化道路。各馆对特色馆藏的系统研究性整理工作成效卓著，周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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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府元龟（校订本）》等一大批优秀古籍成果荣获国家和省部级奖

项。古籍的整理研究深刻揭示了古籍的价值和内涵，不仅为教学科研

提供了深度服务，同时也为中华文化经典服务大众搭建了桥梁。 

我们也要看到，高校古籍保护工作在取得许多喜人成绩的同时，

依然存在着诸如经费投入不足、专业人才缺乏、普及利用不够、工作

机制有待加强等问题。我们要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在积极配合文化

部做好全国性古籍保护工作的基础上，开拓有效途径，不断推进高校

古籍保护、整理和利用工作。 

一是加大对高校古籍保护工作的支持力度。教育系统要与有关部

门协调配合，争取各方资源，搭建好高校馆间、高校馆与公共馆间、

高校馆与国际相关组织间的交流合作平台，共同做好这件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事业。在建好高校古籍所、图书馆古籍部（室）基础上，

有条件的高校要力争成立单独的古籍保护中心，建设符合国家标准的

古籍专门库房，实现对古籍的恒温恒湿保存，加速解决好修复空间和

技术设备欠缺等制约古籍保护工作发展的难题。 

二是建立健全古籍人才培养机制。发挥高校古籍教学科研人才众

多、古籍文献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大对古籍保护和修复人才，尤其是

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和整理人才的培养力度。高校图书馆要积极配合学

校古籍保护专业建设，将业务发展与图书馆学、古典文献学、目录学、

文物保护学等专业人才的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为人才培养提供实习场

所和条件支持，建立起更加完善的专业人才培养机制。 

三是加强对古籍保护成果的宣传利用，做好古籍文化普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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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共享日益深化的过程中，有条件的高校图书馆要充分利用古籍

保护成果，向社会和公众开放古籍资源，从古籍书刊借阅、复制、咨

询到光盘数据库检索、互联网查询等方面，积极开展多形式、多层次、

多渠道的服务，充分发挥古籍在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上的积极作用。

同时，加大宣传引领，通过讲座、展览等形式，面向大众普及传统知

识、推广典籍文化，带动大众和社会力量更好投入到古籍保护工作中，

把我国古籍保护事业不断推上新的台阶。 

今年 3 月，教育部出台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做出了工作部

署。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好本

次会议的各项部署，进一步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

究阐释，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