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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籍、纸质文物与档案保护比较研究

刘家真　 廖　 茹

摘　 要　 古籍、档案与文献形态的纸质文物均属于文献遗产,其保护工作的管理策略与方法具有可比性。 通过对

三者保护法制环境、保护工作的相关标准、保护工作发展趋势以及对保护内涵认知与保护策略选择等方面内容进

行比较,提出:文献遗产要从被动式保护转向主动式保护;古籍保护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法规和标准不够健

全,古籍保护必须首先正确认知“保护”的概念,才可能通过建立健全法规和标准以保障古籍的安全;古籍保护需

借助于文物保护与档案保护已有的成果,加快自身的发展。 表 3。 参考文献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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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Relics and Archives

Liu Jiazhen & Liao Ru

ABSTRACT　 Ancient books, archives and cultural relic holdings in literature form are all parts of a literature heritage, so
the management policies and methods of their preservation are comparab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egal environment, re-
lated standard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ir preservation, recognizes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preservation connotation
and in the selection of preservation strategy, and analyzes the main causes of the insufficiency in ancient books preserva-
tion. We argue that we need to possess the right sense of preservation to develop sound regulations to preserve ancient
books. We also suggest that we improve the preservation of ancient books by consulting the achievements in the preserva-
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ives. 3 tabs. 34 refs.
KEY WORDS　 Culture relic holdings preservation. 　 Ancient books. 　 Culture relics. 　 Archives. 　 Preservation idea.
Preservation strategy.

　 　 古籍、档案与文献形态的纸质文物均属于

文献遗产,它记载了人类社会的重大变革、重大

发现和重大成果,是历史赋予全世界人民的共

同文化财产。 它们具有许多共同特点,如都是

由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文献组成,都是人类创

造与收集的可移动文化遗产,都具有不可再生

性。 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原因,相当一部分文献

遗产已经遭到破坏,甚至消失。 为此,1992 年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专设世界记忆工程以保护文献

遗产,包括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文化事业

机构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手稿、口述历

史记录以及古籍善本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

出必须采用最恰当的手段保护具有世界意义的

文献遗产,并鼓励各国保护具有国家和地区意

义的文献遗产[1] 。 世界记忆工程期望人们依照

文献的价值及其材质的特殊性,探索与选择最

佳的保护方法,使其尽可能长久地被保存利用。
在我国,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分别隶属

于不同的行政主体,其藏品受保护的生态环境也

不同。 同一古籍受保护的程度可能随其存放在

图书馆、档案馆还是博物馆的不同而有很大差

异,这与世界记忆工程的基本精神相违。 我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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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遗产保护的研究,分为古籍保护、档案保护与

文献类纸质文物保护,缺少宏观性的全局视野。
由于多种原因,古籍保护工作发展比较落后。 本

文基于文献研究和长期的实践调查,对三种文献

保护工作的开展背景、发展路线以及目前状况进

行比较研究,期望古籍保护能借力后发优势,尽
快赶上纸质文物保护与档案保护的发展水平,建
议三者共享经验与研究成果,使我国文献遗产保

护的认识和工作水平从整体上得到提升。

1　 文献保护的法制环境比较

文献保护的法制环境是指为保护文献而立

法、执法、司法、守法和对法律实施的监督等活

动和过程。 法制环境可确立文献保护的社会地

位,提高社会认同感,有利于相关行政管理部门

依法行政,确保各级政府与相关部门将文献保

护工作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财政预

算,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有利于文献保护各项

工作制度的建立健全,将文献保护事业推向规

范化与制度化。 法制环境是开展文献保护工作

必不可少的客观基础。 在我国,古籍保护、文献

形态的纸质文物与档案保护的法制环境差异很

大,纸质文物与档案均在良好的法制环境中得

到保护,而古籍保护至今仍在呼吁中[2] 。

1． 1　 纸质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

文献形态的纸质文物是文物的一个组成部

分,保护文物的法律法规均对其有效。 早在

1930 年,我国就出现了第一部由中央政府公布

的文物保护法规和由国家设立的文物保护与管

理的专门机构[3] 。 解放后,相继出台了一系列

法律法规保护文物,特别是 1982 年颁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 - 11 - 19)》,首
次将馆藏文物保护列为单独章节(第四章)。 随

后,文化部还专门针对馆藏文物发布了《博物馆

藏品管理办法》。 目前,由国家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规划和标准构成的文物

保护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1． 2　 档案保护的法律法规

与文物保护不同的是,我国暂没有对档案

保护进行单独立法,而是将其融入到档案管理

的法律、法规与规章制度之中。 我国当前施行

的档案法律规章有 19 个,其中直接涉及档案保

护工作的有《档案馆工作通则》、《中华人民共和

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
与《档案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暂行规定》等[4] 。

作为国家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以下简称《档案法》),第一条就指出:“为了加

强对档案的管理和收集、整理工作,有效地保护

和利用档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制定

本法。” 《档案法》对档案保护提出要求,表明档

案保护工作是档案管理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由此确立了档案保护的地位[4] 。 此外,档
案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相当系统,有国家法律、
部门规章以及执法监督检查等,形成了有法可

依、违法必究的良好法制环境。

1． 3　 古籍保护的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尚无专门针对古籍保护的法律

法规,与古籍保护直接相关的法规性文件与规

范性文件仅有三部,即《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2007〕6
号)、《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评审暂行办法》
(文社图发[2007]31 号)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

古籍保护工作的通知》 (文社文发 [2011] 12
号),其中《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

保护工作的意见》是近年来推动古籍保护工作

的唯一法规性文件,其法律效力低于行政法规

而略高于地方性法规和规章[5〛。
古籍保护的立法薄弱与滞后,必然影响到

古籍保护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认同感。 尽管这些

年举办了不少古籍保护展览与宣传,增进了社

会对古籍保护的了解,但要有效地实施古籍保

护,必须建立健全古籍保护的法制环境。 在大

力发展文化产业的今天,由于法律法规缺位,在
开发和利用古籍工作中无法有效地保护古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古籍保护条例》 (草案)的出

台,将为古籍保护工作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在该条例实施中如何处理好主动性保护与被动

性保护的关系,是古籍保护工作能否科学开展

的关键问题。

089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三八卷　 第二〇〇期　 Vol． 38. No． 200

2　 文献保护相关标准比较

长久保存不可再生的人类共同记忆与财富

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由于管理环境的不确定

性,文献遗产的完整性必然受到各种威胁,甚至

有因不当保护而毁灭的危险。 为减少文献遗产

在保存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危害,必须建立相关

的保护标准体系,依靠标准规范对其生命周期

全过程加以管理,减少由于管理不当或技术失

误而造成的安全问题。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材

料、新技术可能引入到保护过程中,若缺乏统

一、可行的标准或规范,就难以对其进行科学评

价,从而无法正确应用已有的保护技术成果。
因而,文献保护标准体系的建设是保障文献保

护事业长期科学发展的基础[6] 。

在文献保护标准体系的建设方面,馆藏文

物与档案保护工作的标准较为完善并凸显其行

业特色。 相对而言,古籍保护标准的建设较为

薄弱,体系尚未构建。

2． 1　 馆藏文物保护工作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

例已将保护标准建设的相关工作纳入其中,这
对馆藏文物保护工作的规范化起到了推动

作用。
为了让文物保护有章可循,避免在保护过

程中出现技术失误酿成的“保护性破坏”,我们

列出了与馆藏纸质文物保护直接有关的标准

(见表 1) [7] 。 此外,200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化部以第 19 号令的形式发布了《文物藏品定级

标准》,其中涉及了古籍珍善本。

表 1　 与纸质文物保护相关的标准

标准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分类 涉及对象

博物馆照明设计规范 GB / T 23863 - 2009 国家标准 预防性保护

馆藏文物保存环境质量检测技术规范 WW/ T 00116 - 2008 行业标准 预防性保护

馆藏纸质文物病害分类与图示 WW/ T 0026 - 2008 行业标准 预防性保护

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 JGJ 66 - 91 行业标准 预防性保护

馆藏纸质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编写规范 WW/ T 0025 - 2008 行业标准 抢救性保护

馆藏纸质文物保护修复档案记录规范 WW/ T 0027 - 2010 行业标准 抢救性保护

馆藏文物登录规范 WW/ T 0017 - 2008 行业标准 预防性保护

馆藏文物出入库规范 WW/ T 0018 - 2008 行业标准 预防性保护

文物藏品档案规范 WW/ T 0020 - 2008 行业标准 预防性保护

　 　 由表 1 可见,馆藏文物保护的标准基本涵

盖了安全管理、预防性保护以及文献修复过程

的控制,初步形成了馆藏纸质文物保护的标准

体系。 该标准体系凸显了预防为主的保护管理

思想,如发布《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馆藏文

物保存环境质量检测技术规范》,以营造有利于

文献保存的环境。 后者的目的是“完善馆藏文

物保存环境检测制度,评价和了解博物馆文物

保存环境质量和现状、研究环境因素对文物的

损毁机理、探索有效的控制和治理对策、开展文

物保护技术研究,提高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的

管理水平” [8] 。 该标准可视为馆藏文物保存环

境质量检测的技术指南,不仅包括库房与展厅

的环境质量检测,还包括藏品周围的微环境监

测,如对各种材质的文物展柜、文物储藏柜的空

间环境质量检测。 为准确检测藏品的环境质

量,规定了被检测的项目及范围、布点采样、安
全因素等技术要求。 以上两项标准,从营造利

于保存的环境和对已有环境的检测两个方面,
保证了馆藏文物的环境安全。 考虑到光对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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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的普遍性,《博物馆照明设计规范》特别规

定了藏品在收藏与展出过程中的光源选择、照
明数量指标,使馆藏文物管理过程的主要环节

避免受到光的危害。

2． 2　 档案保护工作的规范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第 15
条第一款要求“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逐步实现

保管的规范化、标准化”。 在《档案法》的指引

下,档案保护标准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逐渐

形成了标准体系,为档案保护工作提供了行为

规范。

与文物保护不同,档案保护不仅涉及对藏

品的保护,还涉及对档案制成材料质量的控制,
使其具有较好的耐久性以长期保存与利用。 在

档案保护标准制定中,还考虑到用于保护档案

的设备、产品等对档案安全的影响。 由此,档案

保护的标准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于指导档

案用品生产厂家和相关测试机构的标准,称为

产品、测试类标准;另一类是档案保护工作自身

应达到的指标,称为档案保护工作类标准[4] 。
目前,与档案保护相关的标准主要为行业标准,
涉及纸质档案的产品及测试类标准有十项,工
作依据类标准有两项(见表 2)。

表 2　 纸质档案保护标准

序号

产品及测试类标准(均为预防性保护)

保管档案的库房
接触档案的

设备与装具
防火设备 驱虫防霉药品 档案载体

1

档案馆建筑设计

规范(与建设部联

合修改颁发的强

制性 行 业 标 准 )
(JGJ 25 - 2000)

档案装具 ( DA / T
6 - 1992)

档案馆高压细水

雾灭火系统技术

规范(DA / T 45 -
2009)

挥发性档案防霉

剂防霉效果测定

法 ( DA / T 26 -
2000)

文件用纸耐久性

测试 法 ( DA / T11
- 1994)

2
档案馆建设标准

( 建 标 103—
2008)

直列式档案密集

架 ( DA / T 7 -
1992)

档案防虫剂防虫

效果测定法(DA /
T 27 - 2000)

档案字迹材料耐

久性测试法(DA /
T 16 - 1996)

3

无酸档案卷皮卷

盒 用 纸 及 纸 板

( DA / T 24 -
2000)

序号 工作标准

1 档案虫霉防治一般规则(DA / T 35 - 2007)(预防性保护 + 抢救性保护)

2 历史图牒档案修裱技术规范(DA / T 37 - 2008)(抢救性保护)

　 　 档案保护的标准不仅凸显了对档案管理过

程的全覆盖,也折射出以预防为主的保护思想。
由表 2 可见,有一项工作标准纯粹为抢救性保

护标准,有一项同时覆盖防与治,其他标准全为

预防性保护标准。 这些预防性保护标准涉及保

管档案的库房、放置档案的密集架、灭火的设

备、驱虫防霉药品和档案载体的纸张与字迹测

试等,充分体现了档案保护“以防为主,防治结

合”的工作方针。 通过预防性保护的规范要求,
使档案处在良好的储存环境中,避免了由于各

种内外因素造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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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古籍保护工作的规范化

目前,我国古籍保护共有五项标准。 其中

国家标准一项,即《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

求》(GB / T 21712 - 2008);行业标准四项,即《古
籍定级标准》 (WH / T 20 - 2006)、《古籍普查规

范》(WH / T 21 - 2006)、《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

准》(WH / T 22 - 2006)、《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

基本要求》 (WH / T 24 - 2006)。 这五项标准是

文化部委托国家图书馆为实施“中华古籍保护

计划”第一期工程任务(2006—2015 年)而主持

制订的[9] 。 然而,这些标准未覆盖古籍保护的

所有相关环节,更谈不上是标准体系。 除《图书

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是直接从预防性保

护着眼外,其他几项标准都与普查、修复相关。

3　 保护工作发展趋势比较

3． 1　 馆藏文物从被动式保护转向主动式保护

馆藏文物保护工作起步早,在 2007 年前已

经启动过三次普查,基本摸清全国文物系统馆

藏珍贵文物的家底,编制了国家一级文物藏品

档案,建立了国家、省、收藏单位三级分布式文

物信息存储体系[10] 。
馆藏文物的保护工作注重保存环境与馆藏

文物损坏原因研究,并将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

馆藏文物保护工作中,使文物保护由“抢救性保

护”向“预防性保护”转变,彻底改变了文物保护

工作“临时救援”的角色,使我国的文物保护体

系不断完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11] 。
1973 年文化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成

立,该所是应用中国传统技术和现代科学技术

保护文物的科学研究机构。 博物馆藏品保护研

究室是该所的科研机构之一,设有纸质文物保

护专题研究组[12] 。 “七五”期间制订的《1986 -
1990 年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强调在文

物保护方面,亟需加强科技管理、健全机构建

设、充实技术力量、添置设备、交流信息等工

作[13] 。 “八五”期间,国家文物局编制了《文物

事业“八五”期间抢救性维修保护计划》,提出了

10． 21 亿元的经费总需求,文物库房建设就是其

规划的基础工作之一[14] 。 “九五”期间,国家文

物局组织实施了国家科委下达的《影响文物保

护的环境因素及环境质量标准的研究》课题,多
家文物保护单位分别开展了十项子课题研究,
收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及数据,探讨了室

内外文物保存环境影响因素和标准问题。
“十五”期间是我国文物保护工作者对馆藏

环境研究与馆藏环境达标试点建设的重要时

期。 “十五”的开局之年,在财政部支持下,国家

文物局以委托课题的形式,组织开展“馆藏文物

保存环境基础技术标准”的前期研究,编制了

《馆藏文物保存环境试行规范》草案。 2002 年,
为全面了解和准确掌握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馆藏

文物的损坏数据以及主要原因,国家文物局启

动了全国馆藏文物腐蚀损失调查,初步建立健

全了长效、动态的馆藏文物腐蚀损失调查机

制[15] 。 2004 年国家文物局启动了馆藏文物保

存环境达标建设试点,并逐步在全国铺开[16] 。
2004 年 9 月,馆藏文物保存环境研究和示范任

务列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长期科学和

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的重点工作

之一。 2004—2005 年,为探索改善不同气候区

域的博物馆保存环境,国家文物局斥资 500 万

元,通过公开招标,先后确定七个博物馆为“馆
藏文物保存环境达标建设试点”单位[17] 。 2005
年 11 月批准设立“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国家文物

局重点科研基地”,2008 年 3 月 28 日揭牌成立,
主要研究馆藏文物保存环境的基础科学和应用

技术[18] 。
“十一五”的开局之年,“馆藏文物保存环境

应用技术研究” 启动,该项目分六个专题对博物

馆文物库藏、展示等保存环境中的主要危害因

素开展综合研究。 通过研究建立了基于洁净概

念的文物保存微环境评估体系的理念和内容框

架,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博物馆微环境

采样检测、连续监测、材料评价、湿度调控、空气

净化、集成控制等系列技术及相关应用产品[19] 。
历经四年的研究,“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应用技术

研究”成果通过验收[20] 。
近二十年来,在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下,部

分省市级博物馆通过新建或改建,较大幅度地

增加了文物库藏、陈列和科学实验的用房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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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了温湿度及光环境控制新技术,改善了文

物存放架柜的安全防范措施,为妥善保管和陈

列馆藏文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馆藏文物腐

蚀损害趋势得到有效遏制[21] 。 在文保科技发展

“十二五”规划专家访谈会上,专家们表示,过去

文物保护基本上是处于被动的、抢救式的保护

状况,通过加强文物性质及劣化机理的系统研

究,开始了以预防为主的文物保护研究,文物保

护工 作 由 被 动 向 主 动 转 变 并 实 现 跨 越 式

发展[11] 。

3． 2　 档案保护重在基础设施和基本保护条件

的改善

　 　 我国档案事业的腾飞是在改革开放后,作
为档案工作的重点之一,档案保护也逐步发展。
档案保护工作重视基础设施和基本保护条件的

改善,以防为主、防治结合。
“六五”时期,我国新建档案库房建筑一千

多幢,增添设备、仪器,采取了各种防护措施,档
案保护的基本条件开始改善[22] 。 “七五”期间,
围绕档案库房建筑的选址、设计、建筑结构、施
工、设备等问题,档案工作者做了大量的调查研

究[23] 。 在此期间,开展全国档案库房新建、改造

与达标评价活动,以有利于库内环境控制,改善

档案馆藏环境。 还认识到只靠改造库房的围护

结构难以实现档案保护,应配备一定的机械设

备,由此开始扭转依靠人工通风方式调节库内

温湿度的状况[24] 。 “八五”时期档案保护科学

研究全面展开并应用到工作实践中,开展档案

制成材料耐久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完成了档案

库房温湿度控制理论与方法的定量研究,完成

了全国各地档案害虫虫种及分布情况的普查工

作,档案修裱机、纸浆补洞机、远红外干燥机等

设备相继研制成功并推广使用,使档案修复技

术从传统手工操作逐步走向机械化[25] 。 “十一

五”期间,国家重点档案抢救和保护工作取得新

进展,各级各类档案馆对重要档案实行异质异

地备份,重点开展档案安全保障能力研究、档案

本体安全和信息安全策略研究、档案保护与修

复的技术设备研制等[26] 。
综上可见,档案保护工作在起步之初就重

视档案的库房环境控制,使大批档案得到良好

的维护,凸显出以防为主的保护策略。 同时争

取到大量经费用于重点档案抢救,体现出统筹

规划、分级保护与防治结合的管理思想。

3． 3　 古籍保护尚处在普查与以抢救为主的阶段

我国古籍保护工作纳入政府议事日程并获

得财政支持是从“十五”时期起步的,“十一五”
期间主要取得以下成果[27] :

(1)古籍普查。 除本土古籍普查外,现已经

扩展到海外中华古籍的普查和数字化。 古籍普

查的基本目的是建立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和古籍

数字资源库,为全球读者提供利用。
(2)通过发布《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与全国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明确古籍保护的重点对象,
以便分级保护与取得财政的重点支持。

(3)建立古籍修复队伍,命名国家级古籍修

复中心,加快受损古籍的修复步伐,把住修复质

量关。
(4)加强再生性保护。 古籍数字化、缩微以

及出版工作取得新进展,《中华再造善本》编纂

完成。
(5)制定出台了古籍保护的标准、规范,对

古籍保护具有宏观指导与规范的作用。
(6)古籍保护国家级实验室初具规模,古籍

保护的科技基础条件得以改善。
(7)古籍保护的宣传工作持续开展,全社会

的古籍保护意识明显增强。
综上,我国古籍保护工作尚在起步时期,大

量的工作放在摸清古籍家底与古籍修复上。 有

专家将目前古籍保护工作定位为“我们现在做

的保护,准确的概念是抢救[28] ”。 近期在讨论

《古籍保护条例》草案的会议上,有专家呼吁:目
前最迫切的就是改善古籍的保存条件[2] 。

由上可见,馆藏文物与档案的保护工作基

本走出了以抢救性保护为主的被动式保护,进
入以预防为主的主动式保护,而古籍保护工作

目前尚处在以抢救为主的被动式保护阶段。 出

现以上差异,除了保护活动开展时间长短外,更
重要的还有观念问题,即对“保护”的认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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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保护内涵认知与保护策略选择的比较

以上的比较分析说明三者在保护的路径上

是有差异的,这与三者对保护内涵的认知有关。
认知决定思维,思维决定行动,行动决定效果。
文献管理的最高决策者对“保护”内涵的认知决

定了整个保护行动的路径以及相关策略,因此

有必要比较三者对保护内涵的认知。

4． 1　 文献保护的内涵与保护策略

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将文献保护

分为两大类,一类是 Conservation,另一类是 Pres-
ervation。 Conservation 仅限于采取某些措施保护

实物遗存,或对被保存对象的形体结构加以修

复的过程。 其相当于我国的“原生性保护”,即
“对古籍原件的保存与养护” [29] 。 Preservation
是指“与维护图书馆、博物馆与档案馆提供利用

的馆藏对象的所有有关活动,无论是维护原件

还是通过格式变换维护其内容” [30] 。 从保护工

作所覆盖的范围来看,Preservation 覆盖到文献

生命周期的全过程,也包含了 Conservation。 这

也说明仅有原生性保护是难以达到以利用为目

的的文献保护的。 表 3 是文献全过程保护的措

施举例。

表 3　 文献全程保护的内涵

主动性保护 被动性保护

预防性保护 再生性保护 修复

延缓性保护 仿制 消毒、杀虫

虫霉防护 缩微复制 脱酸等

藏品装具、设备的质量控制 数字化等

藏品安全控制

其他人为因素的预防等

在我国,除用原生性保护来描述文献保护

外,还经常使用延缓性保护与再生性保护等概

念,但它们都无法达到对文献全过程的保护。
我国还有采用主动性保护与被动性保护来说明

保护策略的。 主动性保护属于防患于未然,在
藏品完好的情况下采取各种措施杜绝可能引起

损坏或不安全问题的发生。 而被动性保护是在

藏品已经损坏的现实面前,被迫采取措施对其

加以保护,尽可能地使其恢复原状。
从投入藏品保护的全部成本和效益来评价

藏品保护策略,主动性保护要比被动性保护更

可取。 主动性保护的效果虽然并非立竿见影,
但比被动性保护更科学、更具有前瞻性。 主动

性保护虽然先期投入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可能

会多,但对尚未损坏的藏品保护是全覆盖的,藏
品保护的成本相对会更低。 被动性保护多为抢

救性的,大多针对已经损坏的藏品个体,付出的

代价相对会更高,而且已经损坏的藏品实际上

永远都不可能恢复。
下面通过馆藏文物、档案和古籍的保护方

针及其实际工作剖析三者对藏品保护的认知与

策略选择。

4． 2　 馆藏文物的保护策略

从 1995 年提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

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十六字方针,到《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2 年修订)将其

以法律的形式写进总则,再到 2008 年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重申,再次明

确了文物保护在整个文物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即文物保护应构成文物工作的安全防护体系,
贯穿到文物工作的整个过程,包括接受过程、保
存过程、利用过程和陈列过程[12] 。

文物工作者对文物保护的认知是:“文物保

护包括对价值的认知、保护措施的实施和经营

管理,涵盖了调查、研究、评估、认定、记录、展示

和传承,对文物本体的保存、维护和修复,以及

对相关环境的控制与治理。” [31] 通过已建立的

一系列文物保护的行业标准、已开展文物保护

的试点工作和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可发现文

物界对“保护”的理解与 Preservation 的描述基本

一致,属于全程保护。 如今我国的文物保护工

作已经建立了科学保护的长效机制,强调主动

性保护,通过加强文物的日常保养,监测文物的

保护状况,改善文物的保存环境,降低被动性保

护的发生率。 不仅将文物的抢救性保护与预防

性保护进行了有机结合,而且进入到以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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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为主的阶段。

4． 3　 档案的保护策略

档案保护的工作方针是“以防为主,防治结

合”。 所谓“防”是指预先采取各种防御措施,抵
御外界有害因素对档案的危害,以达到保障档

案安全延长档案保存寿命的目的。 “治”的实质

是对已经损坏的档案采取措施进行补救,防和

治是档案保护的两个方面,只有做好“防”的工

作,才能减少档案损坏后“治”的任务。 但如果

只是“治”而忽视“防”,大量的档案就可能处于

不良的环境中,需耗费更多的人力和财力来处

置过早损坏的档案。 如果仅仅重视“防”而忽视

已损坏的档案的救治工作,档案的损坏程度就

会加剧,直到无法救治。 由此可见,档案界对保

护的理解与文物界一致,其保护手段不仅覆盖

档案管理全过程,而且一直以主动保护为主。

4． 4　 古籍保护的策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

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 号)中指出,古籍

保护的基本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

利用、加强管理”。 从字面上看,与文物保护工

作方针完全一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古籍保护

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一章(总则)指出:本条

例所称的古籍保护,包括古籍的普查、登记、保
管、修复、利用、人才培养及相关研究等工作[32] 。
这里对保护工作的理解显然与上文 4. 2 节是有

较大差异的,其聚焦点不明确。 尽管人才培养

及相关研究工作与古籍保护相关,但它并非直

接以古籍保护为对象而只是其相关措施,这类

措施太多了,难以一一列举。 尽管这只是一个

征求意见稿,但反映出决策者对古籍保护的认

知程度。 文献[29]也是一例:“原生性保护客观

上会限制古籍的利用,使古籍的文献价值发挥

不出来。 严格地说,古籍再生性保护的意义要

远远大于原生性保护,这是由图书所具有的传

播知识、传承文化的特性所决定的……影印古

籍是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
值得大力推广———影印是保存和抢救古籍的最

佳选择,影印能为文史学者准确快速地提供原

始史料,书籍只有印出来,学者才好利用。”
通过以上与 2. 3、3. 3 节的论述看出,我国古

籍管理界对“保护”的认知不仅尚未达到 Preser-
vation 的层次,连 Conservation 覆盖的内涵也未

能达到。 2006 年,人民网在对我国古籍保护专

家与馆长们采访时,专家表示“古籍保护成果颇

丰但现状堪忧,呼吁改善保存环境” [28] 。 沈乃

文先生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现在做的保护,准
确的概念是抢救。 目前迫切需要制定古籍保存

的环境标准,投入专项资金,尽早改造不合格的

古籍书库[28] 。
古籍保护与文物保护具有一字不差的基本

方针,但其对保护内涵的理解,及其相关的保护

活动却相差甚远。 这也许与“中华古籍保护计

划”的规划有关,该计划第一期十年 (2006—
2015 年 ) 的 任 务 是 以 古 籍 普 查 与 抢 救 为

重点[33] 。
古籍保护目前的发展状况,特别是同为文

献遗产的文献形态的纸质文物、档案保护的成

功经验,足以使古籍管理的决策者加深对文献

保护内涵的认知,以防为主、防治结合,尽快实

现从抢救性保护为主转向主动性保护。

5　 结论和启示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见,我国文献遗产保

护发展前景已经清晰,即从被动式保护转向主

动式保护,加强全程保护并以预防为主,降低抢

救性修复的风险。 与纸质文物、档案的保护现

状相比,古籍保护显然是落伍了。 古籍保护可

借鉴纸质文物保护与档案保护的经验与相关科

学技术,特别是要正确认知保护内涵,树立全程

保护及预防为主的思想,并在此思想指导下,建
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古籍保护的责任在

各级政府与部门进一步落实。 借鉴文物保护与

档案保护先进的保护方法与技术,科学有效地

保护古籍,做到“保护和抢救是首要的,是第一

位的,利用是以保护、抢救为前提的,是在合理

范围内的利用,是有限制的利用” [34] 。 此外,三
方也需要建立经验与知识共享机制,避免重复

研究,提高国家同类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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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资金经过统筹安排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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