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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高等中医院校图书馆古籍保护与开发利用
""

以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为例

#

!刘小兵!顾宁一!!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南京 "#$$%&"

摘要!中医药古籍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 全国各高等中医院校都收藏有不同数量的古籍"当今如何对其进行更好的保

护及开发利用是我们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本文以全国高等中医院校中目前唯一的一家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首批#国家古籍

重点保护单位$之一"以及#第一批江苏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之一的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为例"简述了该馆在古籍保护与

开发利用方面的成功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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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古籍现状

中医古籍是我们的祖先与疾病进行长期斗争的

经验总结$其中不仅包含了大量的医学知识$同时也

蕴含着丰富的古代哲学思想) 它们不仅具有重要的

学术研究价值$而且也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物) 但

据*分省医籍考+等书目统计$古代刊刻的古医籍留

存至今已不足八分之一$绝大部分散佚失传) 因此$

如何对现存的古医籍进行保护$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开发与利用$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中医药

古籍的收藏是各高等中医院校图书馆的主要特色之

一)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的古籍收藏特色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量大) 目前收藏中医古籍

"M$$ 多种$M($$ 余部$计 M 万余册!清乾隆以前的善

本古籍 M$$$ 余册") 其收藏品种约占全国现存中医

古籍品种的 %$N!根据*全国中医药图书联合目录+

去除重复的品种数量统计"(二是藏品极具特色)

如收藏的*袖珍方+是明正德年间仿元版式刻本,

*西方子明堂灸经+是明正德十年山西平阳府重刻

本,*灵枢经+是明嘉靖间赵府居敬堂摹宋刻本,*心

印绀珠经+是明嘉靖二十一年邢址摹元刻本,*食物

本草+是明天启间刻本!目前国内仅存 M 部$本馆收

藏的是最完整的一部"(*古今医统大全+是明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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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万历初刻本!国内仅存 M 部$本馆收藏一部"(*摄

生众妙方+是明隆庆三年衡藩重刻本!国内仅见存 "

部") 另外还有清初名医强健手稿本*伤寒直指+仅

见方志记载$未曾刊行(宋代名医薛将仕撰的*女科

真传要旨+是世间仅存的明清抄本$且未见刊行(明

万历刻本*杏苑生春+是孤本$另外还有高丽刻本的

*东医宝鉴+,日本宽父五年精刻本*运气论奥疏钞+

等特色藏品)

"!中医药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

关于古籍保护问题$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李

致忠先生认为%当今古籍图书的保护有二条途径$一

是原生性保护即通过改善藏书环境$或者进行原书

脱酸,照原样修复的方式对古籍进行保护) 二是再

生性保护即通过缩微复制,扫描复制,照原样影印等

到方式对古籍进行的保护)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就进行了实际意义上的原生性和再生性的保护工

作$并一直延续至今$以下是对该馆的保护工作的简

述)

")#!原生性保护方面的工作

")#)#!逐步改善古籍藏书环境!本馆从上世纪七

十年代中期开始就把原来与普通图书混放在大书库

的古籍提取出来存放于专门的库房之中$订作了古

籍函套及半封闭书橱$使其存放条件得到初步的改

善) 上世纪九十年代配备了少量的除湿设备,用樟

脑片分散放置于书橱中用以祛虫,使用了普通的窗

帘避光等一些较简单的保护措施) 这些措施使得该

馆的古籍保护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同时配备了

全套的古籍修复工具和专有工作台) 随着全社会对

古籍保护日渐重视$特别是 "$$O 年 # 月 #P 日*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国发办."$$O/& 号文/"发布后$学校用

于古籍保护上的资金投入的大增使馆藏古籍保护的

硬件条件有了质的飞跃) 重新订作了双面木书橱

O$ 个!其中樟木书橱 "$ 个") 古籍书库内配备了空

调系统,空气净化机,去湿机,室内温湿度计,专用的

防紫外线窗帘,无紫外线灯管,低温冷柜,气体灭火

系统,红外自动防盗系统) 这些设备的投入使用基

本实现了古籍书库恒温,恒湿,防虫,防尘,防紫外

线,防火及防盗的要求$同时单独设立古籍修复工作

室)

")#)"!古籍修复工作!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学

校就外聘古籍修复人员对馆藏中破损严重的古籍进

行了修复$抢救了一批濒临损毁的古籍) 八十年代

后期引进了一名专业修复人才$同时对馆藏古籍的

破损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 根据破损的不同程度分

轻,重,缓,急$分别制订了修复方案并着手修复工

作) 据统计自 #PRR 年以来共修复各种古籍近 "$$$

册) 目前古籍修复工作仍在进行中)

")"!再生性保护方面的工作

古籍再生性保护的特点在于既能将那些久已绝

版而又传世孤罕的古籍版本化身千百$永无失传之

虞(又可广泛传播$便于读者披览研读$从而达到

&继绝存真$传本扬学'的宏远目标) 我们在这方面

作了以下一些工作)

")")#!馆藏古籍的复制工作!本馆在 #PR" 年至

#PP" 年的十年期间$先后按原书影印了*古今医统

大全+, *杏苑生春+, *难经悬解+, *黄氏医书三

种+,*内科正宗+,*医学六要+,*伤寒直指+,*尊生

要旨+等若干部善本古医籍$除部分本馆留存自用

以外$还赠送给其他中医院校图书馆) 从而扩大了

其使用范围$使这些珍贵文献走出深闺)

")")"!馆藏古籍的点校出版工作!中医药古籍蕴

含着历代医家诸多精辟的学术理论与丰富的临证经

验$对现代中医药学的临床及理论研究仍然有着积

极的指导作用) 为弘扬传统医学$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中医古籍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等先后整

理出版了各种大型中医古籍丛书) 本馆积极与这几

家出版社进行合作$为其提供了大量的馆藏古医籍

供其出版) 以上海科技出版社为例$"$$$ 年出版

*中国医学大成续集+!校勘影印本"时$本馆提供了

近二十余种古医籍供其作为底本影印("$$% 出版

&中医古籍珍稀抄本精选'丛书时$选用了本馆收藏

的*陈莘田外科方案+等多种抄本点校出版("$$( 年

出版&中医古籍孤本精选'丛书时$选取了本馆收藏

的孤本*曹沧州医案+稿本以及清代名医强健的*伤

寒直指+定稿本(*医学六要+选用了本馆收藏的明

崇祯十七年甲申秋金陵书林聚锦堂刻本作为点校的

底本出版)

馆藏古籍的点校出版工作不仅充分地发挥了其

社会效益和学术价值$更体现了我们&藏书于用'的

理念)

")")M!古籍数字化工作!随着现代信息科学技术

的发展$古籍数字化作为保存与利用古籍的一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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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方式被业界所广泛采用) 为充分发挥中医古籍

藏书的特色优势$本馆于 "$$( 年参与了*江苏省高

校学校文献信息保障系统二期工程特色数据库子项

目建设#中医药古籍文献数据库+的建设) 通过这

个数据库子项目的建设实现了有效地整理与保护,

方便快捷地利用中医药文献资源$并通过高校网络

服务中心平台$实现江苏省中医药古籍文献资源的

共享的目的) 该数据库具有图文关联的功能$这样

既能保持中医药古籍原貌又能进行现代文本的检

索) 该项目到目前为止已完成扫描录入古籍 "$$ 余

种$扫描图文已在网上提供使用$目前数据仍在不断

整理添加中)

"$$R 年 & 月与北京方正公司合作$已先期完成

了馆藏古籍善本的数字化工作$完成约 " 个 +的数

据量) 其后再行深度开发$开发出一个具有较强检

索功能的动态的中医古籍数据库)

M!馆藏古籍文献的开发与利用

古籍$如果仅仅是收藏而不加以开发利用$则无

异于古代的藏书楼$这也有违高校图书馆的职能$是

一种资源的浪费) 故此$几十年来本馆一直围绕着

馆藏古籍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开发与利用)

M)#!中医古籍资源普查工作

本馆先后三次参与全国性的中医古籍资源普查

工作) 这项工作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牵头组织全国多

家单位参与$历时近五十年) 第一次普查的结果反

映在 #P(R 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北京图书馆联合主

编的*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一书$该书开启当代大型

中医专科书目编纂之先河) "$ 世纪 O$ 年代末$再

次进行全国中医古籍资源调查$并于 #PP# 年编纂出

版了*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 第三次普查是在

第二次调查的基础上扩大了调查范围$整合各种有

用的社会信息资源$准确地反映当前中医古籍收藏

分布情况$并于 "$$O 年编纂出版了*中国中医古籍

总目+) 由于本馆的积极参与$在不同时期的古籍

收藏及其变化情况都反映在三次普查结果之中$从

而使本馆的馆藏古籍资源展示于世人面前) 不仅扩

大了本馆的影响$更为馆藏古籍在更广泛的范围内

利用打下了基础)

M)"!编制馆藏古籍目录

中医古籍多而内容繁杂$需要运用目录学知识

对馆藏古医籍进行编录,整理$以满足于学校教学,

科研的需要) 鉴于此$本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自行组织人力编制馆藏中医书目$于 #PP$ 年完成

*南京中医学院图馆藏中医书目+!其中收录中医药

古籍 "$"% 部") 该书目印行后除在校内广泛使用

外$还赠送给兄弟院校及国内外的校友$受到较高评

价) "$$R 年本馆古籍部对馆藏书目进行修订并定

名*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藏线装古籍书目+$此

次修订一方面将馆藏古籍书目单独成册$另一方面

将中医古籍增加到 M($$ 部$并配备了更多的索引$

强化了检索功能)

M)M!为重大课题提供古籍资源保障

由南京中医药大学负责组织编纂的*中华本

草+,*中医方剂大辞典+,*中药大辞典+均是国家重

点科研项目) 在前后二十余年的编纂过程中相关的

学者专家调阅馆藏中医古籍近万余册次$三部大型

工具书中引用本馆馆藏古籍文献达 R$N之多$除此

之外$我们还为本校的国家重点学科
""

&中医文

献学'提供基础保障)

M)%!充分发挥自身的人才"优势服务于社会

在本馆的古籍管理人员中既有从事图书馆工作

%$ 余年善长古籍鉴定与中医文献研究的老专家$也

有从事古籍修复 "$ 余年的专家$这是该馆古籍管理

人才的优势所在) 本馆在日常工作中注重充分发挥

这个优势$为兄弟院校图书馆及来馆咨询的读者解

决了相当一部分中医药古籍的版本鉴定问题) "$$%

年 #" 月举办了面向全国院校专业人员为期半个月

的&古籍版本鉴定及古籍修复培训班'$前来参加培

训的人员近 "$ 人) 这是国内同行之中首次开办的

此类培训班$受到全国中医界同行认可与好评)

M)(!积极申报#国家及江苏省的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和#国家及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为全面,科

学,规范地开展古籍保护工作$国务院办公厅在.国

发办."$$O/& 号文/中指出%要建立*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逐步形成完善的古籍保护制度) 对列入该

名录的古籍$收藏单位要按照有关要求$完善保护措

施$切实做好保护工作) 同时建立健全古籍书库的

建设标准和技术标准$改善古籍保管条件$完善安全

措施$保障古籍安全) 对古籍收藏量大,善本多,具

备一定保护条件的单位$经国务院批准$命名为全国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并作为财政投入和保护的重点)

通知还指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可建立省级珍贵

古籍名录及命名省级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本馆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积极行动起来参与申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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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工作$经相关专家的严格评审本馆最终成为首批

&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及&第一批江苏省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 这也是全国高等中医院校中唯一的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同时本馆另有 "" 种中

医古籍入选&江苏省第一批珍贵古籍名录') 这次

申报的成功使得本馆的古籍保护工作被纳入了国家

和地方的古籍保护体系之中$不仅得到了相关政策

及资金的保障$同时也使该馆的古籍保护工作向科

学化,规范化的方向又迈进了一大步)

%!加强古籍保护人员的培养及古籍保护机构的建

设

作好古籍保护工作除硬件条件以外$更重要的

是古籍保护人员的专业素养) 在目前专业古籍保护

人才稀缺的情况下$加大对在职人员的培养就显得

尤为更要) 为此$近些年来本馆多次派人参加由国

内古籍管理权威机构举办的重要的培训!进修"班)

如参加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主办的&中医药古籍数字

化与保护研究'培训班及&全国中医药古籍保护与

修复'培训班(国家图书馆主办的&明清古籍鉴定和

著录高级研讨班'(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分别举办的

第三期及第六期&全国古籍修技术进修班'以及第

一期全国中医古籍保护工作高级研讨班(江苏省古

籍保护中心主办的&古籍普查培训班',&江苏第一

期古籍保护工作培训班') 通过这些相关的培训$

提高了该馆的古籍管理人员在古籍普查,鉴定,数字

化及修复等方面的能力) 加之他们原有的中文,古

典文献,图书馆学,中医学的专业背景$以致形成了

一个技能较全面的团队$从而使该馆的古籍保护工

作站到一个更高的起点上)

建立馆内古籍保护专职管理机构是开展相关工

作的有力保证) 早在 #PR% 年本馆就成立了古籍特

藏部$由此开始由专门的机构对古籍进行管理并一

直延续至今) "$$O 年 P 月成立了南京中医药大学

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委员会$由馆长担任主任直接

领导工作) 该中心成立后立即着手主持了&国家及

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及江苏省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的古籍保

护规划)

(!争取学校在财力方面的大力支持

古籍保护工作需要雄厚的资金作为后盾$仅仅

依靠每年正常的图书经费是远远不够的) 历年来$

本馆在馆藏古籍的开发利用上给学校带来的巨大的

社会效益$因而古籍保护工作也得到了学校领导的

高度重视并在学校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每年下拔 #$

S"$ 万元古医籍采购专用经费$另外还多次为古籍

部购置设备,提供书库装修改造专项经费$据统计

"$$% S"$$R 年在后者的投资先后共拨款达 ##O 万

元之多)

&!围绕着丰富的馆藏古籍开展学术研究活动

高校图书馆不仅是为学校提供文献资源保障的

服务性机构$同时也是学术研究机构) 多年来古籍

部工作人员就丰富的馆藏古籍资源开展了一些学术

研究活动) 除发表了若干篇有关古籍管理等方面的

文章以外$"$$$ 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了由古籍部

工作人员撰写的*中医古籍版本学+$这是目前国内

该领域唯一的一部专著) "$$R 年底*南京中医药大

学中医善本古籍提要+一书已编写完成并交出版社

出版) 全书收录了馆藏中最具特色的中医善本二百

余种$该书突破了目前中医古籍目录或仅撰提要,或

仅限录序跋的通例$每部古籍收录的内容包括书名,

作者,卷数,版本,内容提要及其序,凡例等等内容$

使其读者对象更加广泛)

O!结语

中医药古籍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是中

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它们在研究,继承和发展前人

思想成果方面$在振兴现代中医药事业及教学科研

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馆藏中医药古籍进

行多方位保护$无疑是高等中医院校图书馆一项极

为重要的工作) 从宏观角度讲保护好这些古籍$对

促进文化传承,联结民族情感,弘扬民族精神,维护

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也是建

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另外$高校图书馆

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是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

务的学术性机构$应该满足读者对古籍的文献需求,

应该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提供切实有效的文献信息

保障) 为校内广大读者及全社会服务是我们永恒的

主题和努力方面) 我们在作好各自馆藏古籍保护的

同时$通过多种方式来提高其利用率$以不断提升古

籍工作的管理水平,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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