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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霉腐烂，虫咬鼠噬，难以翻阅，保存环境极其恶

劣。随着国家在古文献保护方面相关政策的推进，上述状

况大有改观，古籍保护的外部环境（例如专业书柜、防

虫、防霉、防盗等）基本达标，情况不断好转。建议对于

县一级的古籍保护，可以县为单位，将境内各机构所藏的

古籍，集中于保存条件较好的县图书馆或文化馆，实现优

势资源集中管理，以期实现最佳保护。

古籍保护还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部分古籍霉

烂、破损较为严重，如果进行专业的修复将会产生较高费

用，而且有的古籍若从版本价值角度而言并不值得修复。

这种两难的境地，使大多馆藏单位束手无策，只能放任自

流。针对这种情况，应由古籍办组织专业人员对这类古籍

进行全方位评估，并申请专项资金，对价值高的古籍进行

修复，有必要时还可进行善本再造，以便减少对原书的翻

阅，使更多人领受到古圣先贤的思想智慧。对于价值不大

的古籍，也应尽量进行专业的保存，不应随意丢弃、损

毁，甚至流失于外。

碑石类古文献，有相当一部分散落于户外，遭受风

雨剥蚀，还时常有被偷盗的事情发生。如何保护这些碑

石，是当前应当着重考虑的事情。是原地保护还是集中保

护，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避免出现已经登记在册，但又

流失损毁的遗憾发生。这是基于碑石实物的保护，著录其

内容是实现文化传承的第二要务。《陕西碑刻总目提要》

的编纂，使我们大致掌握了陕西现存的碑石类文献情况，

但这部著作的性质是目录类，所记录的是碑石的名称、时

代、形制等概要性信息，无法满足研究者对于碑文全文的

需求。关于这一点，古籍办多年来也一直在努力出版相关

著作，例如《咸阳碑刻》《富平碑刻》《户县碑刻》《长

安碑刻》等，图文并茂，非常精美，受到学界一致好评。

但这种著作的出版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例如经费问题，即

便古籍办有专项经费用于打制、扫描拓片以及出版环节，

动辄几十万的支出，而地方只需要承担拓工在工作期间的

食宿、交通等费用。即便如此，有的地方还不愿意推进当

地的碑石文献保护与整理工作，古籍办往往需要花费较大

的精力去与当地协商。尤其是《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

（文物政发〔2011〕1号）颁布之后，地方文旅部门更是

不敢开展此类工作，导致以保护与传承为目的的正常制拓

及出版工作难以顺利推进。因此，古籍办应理顺工作关

系，与图书馆系统、文旅系统协同发力，共同为陕西古文

献的保护与传承各司其职、各尽其能。

古文献数字化是近年来比较时髦的趋势，是电子化时

代的红利，可以从外形至内容两个层面对传世文献进行保

护与传承。大致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平面扫描，以

图片电子书的形式保存；其二，建立数字化古籍数据库，

上传网络供读者阅读使用。随着古籍目录普查著录工作的

逐步完成，参与此项目的基层领导及古籍从业人员的保护

意识也大大增强，在一些古籍数字化公司的说服之下，部

分馆藏单位已经着手古籍数字化工作。这是一个可喜的现

象。众所周知，古籍数字化是减少古籍损毁、实现古籍保

护的有效途径。但同时衍生的问题也需要得到正视，是不

是所有的馆藏古籍都需要数字化？这需要具体分析，对于

藏量较大、获取容易或其他地区已有电子资源的古籍，没

有必要实施电子化，以节省本来就颇为有限的古籍保护经

费。对于稀见或具有独特版本价值的古籍，其他馆藏单位

也没有电子资源，可邀请相关专家对这些古籍进行筛选和

论证，将需要数字化的古籍挑选出来，有针对性地实施电

子化，避免由于不加选择地实施电子化工程而造成不必要

的资源浪费。还有一点，那就是数字化之后的古文献，将

以怎样的方式面世？是免费开放还是收取合理费用？这些

都需要严格的论证。

人才培养是文明传承与发展的

核心要素，应组建梯队

从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情况不难发现，古籍

整理与研究类的项目稳居前列，表明古籍的重要价值正在

被逐渐认可与挖掘。同时令人忧虑的是，各地基层古籍工

作相关人才普遍缺乏，地方古籍保护和整理面临后继无人

的危机。全国高校中专门培养古籍整理人才的并不多，各

级各类社科院中也仅有少数设立古籍研究机构，每年培养

的专业人才数量少，这其中又因为就业问题分流一部分，

余下的人才就更少了。虽然每年各级各类课题中古籍类占

据一定数额，但申请者真正具备专业背景及能力的只有一

小部分，大多数申报者是追随往年课题立项的风向来确立

选题，这样容易中标。结果出现了立项时欢天喜地，结项

时拼凑一气，质量不过关，甚至有发回重改及撤项的尴尬

境况。项目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参与者的热情令人鼓舞，

但是专业人才的缺乏是面临的最大问题。临时培训，只能

得之皮毛。可见古籍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是一个长远规

划，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古籍专业人才的培养固然重要，但人才的出路也是

必须考虑的问题，二者之间只有形成良性机制，才能相辅

相成，在需要时召之即来，来则能用。首先，从就业看，

古籍类人才的就业门路非常狭窄，全国开设古代汉语、历

史文选课程的院校较少，古籍类人才除此之外，有相当一

部分转而从事历史学以及时政公共课的教学，能够继续从

事古籍整理者少之又少。其次，各单位的科研考核普遍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