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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
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
化自信。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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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民族大學圖書館的
地方古舊文獻保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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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题外话？



○2014：与贵州省图书馆共建“贵州省图书情报人才培训中心”

○2014：获批“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全国12家，西南地区唯一）

○2015：与重庆大学图书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16：建成贵州省第二家“古籍修复中心”

○2016：与遵义道真县签署“地方文献数字化”合作协议

○2016：与贵阳文通书局签署“地方文献资源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2016：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史研究专业委员会挂靠单位

○2017：当选中国索引学会副理事长单位

○2018：与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18：贵州省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挂靠单位

开放 • 合作 │ 建平台



○2014：贵州省高校图书馆“青年馆员业务技能竞赛”第一名

○2015：荣获中国图书馆学会“全民阅读先进单位”称号的单位

○2016：荣获中国图书馆学会“全民阅读先进单位”称号的单位

○2016：图书馆党总支首次被学校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2016：荣获贵州省妇联“巾帼文明岗”称号

○2016：贵州省图书馆“青年馆员业务管理知识竞赛”第一名

○2017：连续四年学校年终目标绩效考核“优秀”等次

○2017：荣获中国图书馆学会“全民阅读示范基地”称号

○2018：荣获贵州省“五一巾帼标兵岗”称号

敬业 • 精业 │ 立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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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重要特点是以典籍来记载历史。与典籍相关的

造纸术和被称为“世界文明之母”的印刷术是中国的伟大

发明。1911年前的典籍称为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年限

可延至1949年）。



目前，我国2000余家公藏单位收藏的汉文古籍有20万种、约50万个

版本、超过3,000万册件（如含民国线装书可达到5,000万册件）；

二十余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约占全部古籍的2%，超过100万册

（件）；流散到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中华古籍不少于300万册（件），

散轶在民间的古旧文献则不计其数。我国是世界上名副其实的典籍

大国。



图书馆最重要之使命

为万世续文献



一个好的大学图书馆

一定是一个有馆藏特色的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的基本使命

保护和传承人类历史文化（文献信息）



作为一所地方大学图书馆的基本职责

保护和传承地方历史文化（文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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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民族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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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旧
文献
馆藏
情况

馆藏古旧文献。截至2010年，古籍近

2,500部（种）共近34,500冊；地方古旧

文献1000余件（册）。

基本上是在80年代以前的10余年间入

藏……随后近20年几乎为0增长！

197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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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旧
文献
保护
情况

无良好条件的古旧文献藏存空间

未开展古旧文献修复工作

90年代后，无专门经费预算

90年代后，只有1名馆员管理

还存在贱卖“旧书刊”的现象

197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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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旧
文献
利用
情况

未开展古旧文献阅读推介活动

未开展馆藏古旧文献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

90年代后，每年接待读者不超过30人次

1977-2010



古籍保护绝不是一个守“金库”的工作

大学图书馆：续命文献，传承历史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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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旧文献保护是一种责任

更是一种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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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
古籍
保护
工作

重视古籍普查登记工作。

多种渠道收集古旧文献，馆藏逐年增长。

多种方式增加古旧文献馆藏。

内设专门机构多方位开展古旧文献保护工作

加强古旧文献保护人才队伍建设

争取专项经费预算

20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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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
古籍
保护
工作

古旧文献数字化工作成效显著

2010-2019年，古旧文献数字化近20万拍。

20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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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
特色
古旧
文献
保护

少数民族古旧文献保护（水书古籍、彝文古

籍、布依文古籍）。

地方古旧文献（汉文古籍、契约文书、谱牒、

档案、戏本曲谱、典礼经文、调查资料等）。

地方名人名家手迹（日记、钞本、信札、稿

本、刻本、字画、照片等）。

2010-2019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地方古旧文献保护，大学图书馆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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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旧文献保护是一种情怀

更重要的是：古旧文献保护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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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类型
质量

特色

古籍年均增长200册以上；古旧文书档案年均

增长2000件以上。2016-2019年，新增地方

名人名家手迹300余种。

类型不断丰富，由原来单一的汉文古籍增加到

现在10余种类型的古旧文献。

稀见珍贵古旧文献不断增加。

地方特色和少数民族特色突显。

2010-2019



2015年6月校友石行捐赠古籍32册 2015年5月征集古旧文献90册

2019年3月潘茂金先生捐赠潘一志先生手迹文献 2019年5月潘茂金先生捐赠潘一志先生旧用文房2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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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
特色
古旧
文献
保护

 少数民族古旧文献保护（水书古籍、彝文古籍、布依文古籍）。

其中，纸质文献1000余件（册），数字文献3万余叶。

 地方古旧文献（汉文古籍、文书、谱牒、档案、戏本曲谱、典礼经

文、调查资料等）。纸质文献7万余件（册），数字文献10万余叶。

 地方名人名家手迹（日记、钞本、信札、稿本、刻本、字画、照

片等）。300余种，3000余件（册）。

2010-2019



馆藏水书古籍556册（2016年4月潘朝霖捐赠） 馆藏布依族摩经33册

馆藏彝文古籍215册（贵州民族大学贵州民族科学研究
院旧藏）

馆藏民俗文物94件（2018年3月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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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平台
项目

 2名正高，1名副高，1名中级，1名助馆；3名修复师。

其中，3名博士（含1名在读博三），1名硕士。

 “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

“古籍修复中心”

“贵州民族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贵州世居民族文献与文化研究中心”

 征集、整理、研究、出版、数字化等项目

2010-2019



2015年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工作会议

2016年8月贵州民族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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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
合作 与校内院系或研究机构（专家）合作

 与省内外机构或专家合作（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省古

籍保护中心、贵阳文通书局等）

……

20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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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旧
文献
保护
效能

 接待古旧文献阅览读者：2018年，接待阅览参观1000余人次。

 古籍修复工作：修复馆藏古旧文献5000余叶；对外修复古旧文献

10000余叶。

 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工作：2014年以来，为省内外培训古籍普查、

古籍整理、古籍版本鉴定、古籍修复人员共计300余人次。培养志愿者

古籍修复人员（大学生）10余人。

 古籍展览推介工作：2014年以来，每年至少独立或合作举办一次古

籍特藏展。2017年承办图家图书馆“贵州省藏珍贵少数民族古籍展”。

20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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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旧文献保护
立法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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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古籍
保护
立法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

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古籍保护法》的建议”

 2017年，还向全国“两会”提交“关于尽快制定《古

籍保护法》或者修订《文物法》的建议案”；提交

“关于加快‘中华古籍数字资源总库’建设的建议”。

 2019年，向全国“两会”提交“关于尽快制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古籍保护法》的建议”。

 2019年，向贵州省“两会”提交“关于尽快制定《贵

州省古籍保护管理办法》的建议”。

2010-2019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地方古旧文献保护，大学图书馆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