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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道远 砥砺奋进———我国古籍保护学科建设
之探索与愿景

∗

姚伯岳　 周余姣

摘　 要　 自 ２００７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古籍保护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专业人才缺

乏的问题日益突显，古籍保护的学科建设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和人才培

养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就学界关注的“古籍保护应独立成学” “古籍保护的学科归属”等问题，提出我国古籍保

护学科建设的理论基础，进而阐释古籍保护的研究对象、研究类型和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学科性

质和定义等基础理论问题。 在借鉴欧美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古籍保护教育的培养目标、方
式、研究方向划分、课程设置、教材建设、实验室和实训基地建设等。 关于古籍保护学的学科地位问题，认为近期

需要大力建设古籍保护的二级学科，远期规划应于新增学科门类“文化遗产保护”之下，将“古籍保护”设为一级

学科，其下再设“古籍保护学”“古籍鉴定编目”“古籍保藏修复” “古籍再生传播”四个二级学科。 此远期愿景较

目前而言跨度较大，实现难度也很高，若能付诸实际，将带来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事业发展的深刻变

革。 图 １。 表 １。 参考文献 ４１。
关键词　 古籍保护　 古籍保护学　 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

分类号　 Ｇ２５６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

ＹＡＯ Ｂｏｙｕｅ ＆ ＺＨＯＵ Ｙｕｊｉ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２００７ ｇｒｅａ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ｍ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ｔｏ ｂｅ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ｌｏｎｇ ｗａｙ ｔｏ ｇｏ ｔｏ ｔｒａｉｎ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ａ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ａ ｄｏｚ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Ｕｐ
ｔｏ ｎｏｗ ａ ｔｈｒｅｅ⁃ｉｎ⁃ｏｎｅ ｔａｌｅｎ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０４４

∗ 本文系天津师范大学引进人才基金项目（ 人文社会科学） “ 古籍保护学科系列论著的编撰” （ 编号：
ＹＪＲＷ２０１９０３）的研究成果之一。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ｓ ａ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ｉｅｓ”（Ｎｏ．ＹＪＲＷ２０１９０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ａｌｅｎ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Ｈｕ⁃
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通信作者：姚伯岳，Ｅｍａｉｌ： ｙａｏｂｙ１９６３＠ １６３．ｃｏｍ， ＯＲＣＩＤ：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７８０７－７５１６（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ｏ ＹＡＯ Ｂｏｙｕｅ， Ｅｍａｉｌ： ｙａｏｂｙ１９６３＠ １６３．ｃｏｍ， ＯＲＣＩＤ：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７８０７－７５１６）



姚伯岳　 周余姣：任重道远 砥砺奋进———我国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之探索与愿景
ＹＡＯ Ｂｏｙｕｅ ＆ ＺＨＯＵ Ｙｕｊｉａｏ：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Ｊｕｌｙ，２０１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ｂ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ｊｏｉｎ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ａ ｋｅｙ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ｌ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ｉｎｌ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ｃｈｏｕ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ｌ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ａｎ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ｏ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ｌｉｋ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ｕｓｅｏｌｏｇｙ ｅｔｃ． Ｗｉｔｈ ａ ｖｉｅｗ ｔｏ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ｌ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ｃｌｅａｒ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ｏｆ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ｏｆ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ｉｔ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ｈｏｌｄ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ｔ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ｓｃｏｐ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ａｉｍ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ｋｅｙ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ｏ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ｉｔ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ｂａｓｅｓ．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ｉｔ ｉｓ ｏｕｒ ｎｅａｒ⁃ｔｅｒｍ ｇｏａｌ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ｓｅｃｏｎｄ⁃ｌｅｖｅ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ｏｆ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ｆｉｒｓｔ⁃ｌｅｖｅ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ｏｕｒ ｓｅｃｏｎｄ⁃ｌｅｖｅ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ｉｔ ｉ． 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ｉｎｇ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ｕｃｈ ａ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ｉｓｉｏ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ｆｏｒｍｓ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ｔ ｉｓ ａ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ｓｏｏｎ ａｎｄ ｉｔ ｓｔｉｌｌ 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ｒ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ｆｒｏｍ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ｉｅｌｄ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ｆ ｉ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ｂｒ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ｔａｌ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１ ｔａｂ． １ ｆｉｇ． ４１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ａｌ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我国古代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

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蕴含着中

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

晶，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 有鉴于此，２００５ 年

春，文化部、财政部启动“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

划”，希望通过这一计划，改善现存古籍特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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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藏环境，对破损古籍有计划地进行修复，以加

强对古籍特藏的原生性保护。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３
日公布《国家“十一五” 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

要》，提出继续实施“中华古特藏籍保护计划”等

重大项目。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９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２００７］６ 号） ［１］ ，提出大力实施“中华古

籍保护计划”。 同年 ５ 月 ２５ 日“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成立，成为领导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的主要机构。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２］ ，其中明确指出

“实施国家古籍保护工程，完善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定制度，加强中

华文化典籍整理编撰出版工作”，成为又一份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政策文件。
十余年来，我国的古籍保护事业取得了巨

大的成就。 事业的发展，推动了古籍保护的学科

建设以及人才培养工作。 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通过举办古籍保护培训班，在全国范

围内建立人才培训基地、传习所，以及与高校合

作开展古籍修复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等，初步形

成了多途径、多形式培养古籍保护人才的格局。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文化部印发《“十三五”时期全国古

籍保护工作规划》，要求“发挥高校古籍教学科研

人才较多的优势，利用高等院校古籍人才培养及

整理研究专项基金，加强对古籍保护研究型人才

培养”。 基于此，本文对近年来我国高等院校和

科研机构在古籍保护学科建设方面的探索进行

梳理，阐释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理论基础，并提

出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发展的新愿景。

１　 国内外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之现状

古籍保护学科建设是人才培养的关键，要
想继续推动古籍保护事业的不断发展，形成“事

业后继有人”的局面，就必须从国家文化战略的

高度规划古籍保护学科的建设，切实提高古籍

保护人才培养的水平。

１．１　 他山之石———国外古籍保护学科建设概述

在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方面，欧美地区的做

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１９９１ 年欧洲保护师—
修复师组织联盟（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
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Ｒｅｓｔｏｒｅｒ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Ｃ．Ｃ．Ｏ）成立于

瑞士，该联盟最初只拥有欧洲 １４ 个保护和修复

机构，现已有 ２２ 个成员国和 ２５ 个成员机构，超
过 ６ ０００ 名会员。 为维护职业的严肃性与崇高

性，该联盟的职业准则要求进入保护师 ／ 修复师

这一行业的人员都应受过正规的专业教育，最
低学历水平为硕士或同等学历，需完成不少于 ５
年的全日制保护 ／ 修复领域学习，其中包括全面

实践实习期，该职业准则还鼓励保护师 ／ 修复师

获取该专业的博士头衔［３］ 。
欧洲历来重视图书装帧和古籍修复，其中最

有代表性的是意大利和法国。 作为文艺复兴的

发源地，意大利非常重视古籍保护人才的培养，
其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在世界享有盛名。 除了

在综合性大学设有文物学院和相关专业培养古

籍保护人才外，一些专业学院如米兰的布雷拉美

术学院（Ａｃｃａｄｅｍｉａ ｄｉ ｂｅｌｌｅ ａｒｔｉ ｄｉ Ｂｒｅｒａ）也开设有

古籍修复专业，学习年限一般为本硕连读 ５ 年，
学生毕业获硕士学位。 其“专业课程内容涵盖书

籍和文献材料化学，化学和生物病害机理等自然

学科，历史、艺术类，手工制作和材料分析，保护

处理和修复方法，装帧技术方法，保护和修复方

案制定，法规、条例和规范等综合知识” ［４］ 。
法国高校中设置古籍修复专业的有巴黎第

一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ｅ Ｐａｒｉｓ １，开设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修复专业）、法国国家遗产学院（ ＩＮＰ，各个修

复门类都有）、阿维尼翁高等美术学院 （ Ｅｃｏｌｅ
Ｓｕｐéｒｉｅｕｒｅｄ Ａｒｔｄ Ａｖｉｇｎｏｎ，有绘画艺术品等保护

与修 复 专 业 ）、 法 国 图 尔 高 等 美 术 学 院

（Éｃｏｌｅｓｕｐéｒｉｅｕｒｅ ｄｅｓ ｂｅａｕｘ⁃ａｒｔｓ ｄｅ Ｔｏｕｒｓ，有雕塑

艺术品等保护与修复专业）。 法国高等院校的

遗产保护与修复教育的课程设置兼顾人文学科

与自然科学，理论结合实践。 如巴黎国家遗产

学院的书籍修复师专业科目包括绘画、微生物

学、化学、材料技术、艺术史、修复理论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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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研究方法、计算机、法律等。 学生每年有大

量的手工操作，在第四年有 ６ 个月在国外相关

机构的专业实习，第五年需要亲手完成一次文

物修复工作，并撰写硕士论文［５］ 。
美国关于文献保护方面的教育培训主要有

三种形式：大学开设的正规教育、图书馆专业协

会提供的继续教育和图书馆举办的岗位培训。
大学正规教育一般在历史系、图书馆系或情报

学院设立文献保护与修复专业课程，大多可以

提供硕士、双硕士、博士等级别的学位教育。 如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即设有古籍修复专业，
每年在全球范围内招生［６］ 。 正规教育外，美国

一些大学还提供高级专业资格证书进修渠道，
为有工作经验的文献保护与修复从业人员提供

专业培训并颁发证书。 美国图书馆协会则不定

期举办文献保护与修复方面的专业培训，同时

召开一些学术会议，使文献保护与修复的继续

教育具有明确的规章与典范［７］ 。
加拿大设有文物保护协会和职业修复师协

会。 现有不少于四所大专院校设有古籍保护修

复专业，其中水平最高的是皇后大学（ Ｑｕｅｅｎ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艺术史与艺术保护系［８］ 下属的艺术品

保护专业，既有本科学位，又设有加拿大唯一的

艺术品保护专业学位［９］ 。 其他几所学校也设有

相应的专业，如瑞尔森大学（ Ｒｙｅｒｓ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设置了影像保护和收藏品管理专业，阿岗昆学

院（ Ａｌｇｏｎｑｕ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和弗莱明学院 （ Ｆｌｅｍ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分设了应用博物馆学专业和藏品保护

和管理专业，培养相关人才。
欧美各国的善本书学校，属于非营利性的

独立机构，一般依托大学与公立图书馆。 这类

学校大多在暑期面向社会开设古籍保护的相关

课程，培训对象包括受过正规文献保护教育的

毕业生、尚未接受专业培训的从业人员，以及对

文献保护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士。 但欧美又有一

定的差异：欧洲善本书学校开设的课程一般以

实践性课程为主，比较类似于匠人的工作坊；而
美国的善本书学校则多依托于高等学校，如加

利福 尼 亚 善 本 书 学 校 （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Ｒａｒｅ Ｂｏｏｋ

Ｓｃｈｏｏｌ）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也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教育与信息研究生院信息研究系的一个项

目［１０］ ，弗吉尼亚大学艺术科学学院和研究生院

的善本书学校也是挂靠于图书馆的项目［１１］ 。 这

些暑期强化性课程同大学的课程并没有替代

性，也很少有学位授予，基本都是给出类似“结

业证书”的证明。
总之，欧美的古籍保护教育是以高等院校

的正规教育为主，而且要求最后学历至少是研

究生层次。 除此之外，辅之以高等院校、行业协

会、社会专业机构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的专业培

训，从而保证能够持续不断地培养出合格的古

籍保护人才，同时保障社会上有一定数量的古

籍保护爱好者队伍，为古籍保护事业培育深厚

的社会土壤。 鉴于古籍与文化遗产的所属关

系，欧美的古籍保护人才培养也多设于文化遗

产保护与修复的专业下。

１．２　 艰难探索———我国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之

实践

（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对古籍保护学科建

设的倡导与指引

我国的古籍保护教育是从古籍修复领域开

始的。 ２００３ 年教育部办公厅、文化部办公厅联

合下发《关于开展培养古籍修复人才试点工作

的通知》 （教高厅函［２００３］ ２０ 号），要求加大古

籍修复人才培养力度，以培养技术熟练的操作

人员为主（主要是高职层次），适当培养一些高

级修复人才（主要为本科层次），并提出应对在

职职工进行短期培训。 ２００７ 年“中华古籍保护

计划”实施以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通过举办古

籍普查、古籍修复、字画装裱、传拓技艺等培训

班的形式，培养古籍保护相关的人才，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文化部办公厅发布

《文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通知》
（文社文发［２０１１］ １２ 号），明确了“多途径开展

古籍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工作队伍的整体

素质”的指导思想。 随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建

了以培训基地、高等院校、传习所三位一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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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模式［１２］ ，我国古籍保护人才培养自此揭

开了新篇章。
２０１４ 年起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先后与中山大

学、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南京艺术学院签署《联合培养古籍保护方向专

业硕士协议》，将这些高校发展为古籍保护专业

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为进一步培养古籍保护

高级人才，建立健全古籍保护学科体系，在铺设

了这几个极为重要的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网点

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曾于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连续三年主办全国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讨

会，组织专家就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模式进行深入的研讨。 在 ２０１８ 年中山大学承办

的“第三届全国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讨会”上，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提出应进一步

认识建立古籍保护学的意义，开展高校古籍保

护人才发展实践经验交流，提出亟需解决的核

心问题，厘清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路径，探讨在

高校设置古籍保护研究基地的可能性。 同时，
他还提出专业教材的编撰也是古籍保护学科建

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议今后走出一个规

范而又开放式的“纲要—讲义—教材”的发展模

式［１３］ 。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从国家层面为古籍保

护学科建设指引了前进的方向。
（２）高校对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前期探索

对于我国各高校的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与人

才培养情况，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艺术学院、金陵科技

学院等设置有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都有专家

撰文介绍各自情况并阐述独特见解。 陈红彦的

《对古籍保护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１４］ 一文，则对

我国国内开设文献保护与修复专业的 １０ 所教育

机构进行了一番普查，对 ９ 个教育机构的课程

设置进行了梳理，还对加拿大、美国、法国的相

关专业设置予以了介绍，在此基础上，分析古籍

修复所需的知识结构，提出构建古籍保护学科

的主张。 该文对我国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情况

进行了虽是初步但却较为全面的总结和梳理。
在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方面，南京地区起

步较早。 ２００１ 年南京莫愁中等专业学校率先开

创三年制古籍修复专业，后于 ２００４ 年升级为五

年制高职［１４］ 。 ２００４ 年金陵科技学院创办了全

国第一个大专层次的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
２００７ 年又与南京图书馆合作办学，创办了国内

第一个培养古籍修复人才的“古典文献学（古籍

修复）” 本科专业［１４］ ，２０１０ 年又增设文献保护

（古籍数字化）方向［１５］ 。 ２００５ 年南京艺术学院

在艺术学门类中的美术学一级学科之下设立文

物鉴赏与修复专业，分古陶瓷修复、古籍修复、
书画装裱三个方向，既招收本科生，也招收硕士

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为学术型研究生），其古

籍方向的培养重点放在艺术古籍文献的研究与

保护上。 ２００９ 年设立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专

业，２０１３ 年与意大利博洛尼亚联合培养文化遗

产保护与修复专业的硕士研究生，２０１６ 年开始招

收古籍保护方向的三年制专业硕士研究生，重点

是古籍修复与保护研究［１６］ 。 该校古籍保护专业

方向自创办以来，按照“一套理论＋一门技术”的

要求，全面培养具有艺术基础、审美品味、修复技

能的专业人才，现在已经形成版本鉴定、古籍修

复、纸张工艺等三个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专业

课程群，还与南京博物院、南京图书馆等单位合

作建设了一批教学实习基地，产生了广泛的办学

影响［１７］ 。 南京地区三个院校的古籍保护教育囊

括了从中专、大专到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

生各个层次，做了诸多的探索，但也深陷于学科

属性不明的困惑和师资人才匮乏的窘境。
复旦大学于 ２０１４ 年底成立了我国第一家古

籍保护研究院———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该院

在“图书情报”专业学位类别下招收“古籍保护”
方向的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并于 ２０１５ 年开始招

生。 该院的成立“标志着高校古籍保护的新起

点，是古籍保护学科体系建立的开端” ［１８］ 。 目前

已具备了古籍保护方向博士生的招生资格。 该

院与校内古籍整理研究所等机构联系比较密切，
构建了有特色的“文理工”整合的学科建设模式。

中山大学开展古籍保护和修复专业较早，
２００６ 年即开设“文献保护与修复”的本科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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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Ｊｕｌｙ，２０１９

２０１４ 年底签署联合培养文献保护方向的专业硕

士生协议，２０１５ 年开始招生。 该校秉持“中西理

念交融、保护修复并重、理论实践同步”的学科建

设理念，在资讯管理学院“图书情报”专业学位类

别下招收“文献保护与修复”方向专业硕士研究

生，并编有《文献保护与修复》教材，以西文古籍

修复以及实习实训环节为特色［１９］ 。 为加强师资，
还曾聘请全国知名的专家如沈津、潘美娣先生指

导古籍保护与修复研究生的培养。 经过多方努

力，该专业的学科建设基础工作已较为扎实［１３］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２０１１ 年成立了文

物与博物馆硕士教育中心，最初设置了“文物鉴

定与修复” “博物馆与文化遗产管理” “故宫学”
三个专业方向，其中“文物鉴定与修复”的六个子

方向为：书画、陶瓷、青铜、玉器、佛教艺术、古籍。
该院的“博物馆与文化遗产管理”方向包含“博物

馆管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技艺保护”
两个子方向。 “古籍保护”纳入了整个文化遗产

保护这个大的领域，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学科

体系来设置课程［１４］ 。 自 ２０１８ 年开始，将原有的

三个专业方向调整为“文物鉴定与修复”“博物馆

与文化遗产管理策展与研究” “中国非遗与传统

技艺保护”“故宫学”四个专业方向，采用“课堂讲

授—专业考察—专业实习—学位论文”四个环节

的培养模式，其课程设置也尚在摸索中。
天津师范大学自 ２０１５ 年起在历史文化学院

的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类别下设“古籍修复与出

版”方向，培养古籍保护人才。 ２０１８ 年又成立古

籍保护研究院，自 ２０１９ 年起将“古籍修复与出

版”方向调整为“古籍保护与传播”方向。
从以上可以看出，进入 ２１ 世纪后，我国的古

籍保护人才培养从原来的高职层次、本科层次，
现已转为以研究生层次为主。 而主要的专业教

学机构在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方面的做法很不一

致：培养目标各异，专业方向名称不一，课程内容

也不统一，对古籍保护的学科性质与学科地位也

缺乏统一认识。 当然，从 ２０１５ 年算起，古籍保护

的研究生教育时日尚短，古籍保护的学科建设还有

待完善，古籍保护人才的培养力度尚有待加强。

１．３　 学界关于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

讨论

（１）古籍保护应“独立成学”
“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议题，大约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酝酿，在 ２０１６ 年南京艺术学院召开的联

合办学单位工作交流会上正式提出。 经过数年

的讨论，学界普遍认同古籍保护应“独立成学”
的观点。 如陈红彦提出：古籍保护学不属于目

前已有的任何学科，其独立成为一级学科已经

是一种发展趋势，更是事业发展的需要［１４］ 。 杨

健在分析多个高校的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模式后

认为目前复旦大学的培养模式是最理想的，然
而古籍保护学科要想达到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

标，就应设置为独立学科［２０］ 。 杨光辉列出了

“古籍保护学纲要” ［２１］ ，介绍了该方向专业硕士

学位的课程；在古籍保护学的核心内容方面，杨
光辉还指出古籍保护学的核心内容涉及实物载

体、保藏条件、技艺传承、编目鉴定和职业伦理，
提出建立交叉学科进行人才培养的重要性［１３］ 。
李国庆认为古籍保护学科建设所要达到的最终

目的，就是利用科学手段和方法对古籍进行科

学保护［２２］ 。 可见，学界对古籍保护“独立成学”
已是呼声一片，有了较为一致的认识。

对于如何才能“独立成学”，学界也认为尚

需要更多的探讨。 如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

作委员会秘书长杨忠教授曾建议：应论证古籍

保护是否已具备形成学科的基本条件，应建设

科学系统的课程体系，注意规范教学内容与课

程的基本内容，采用学界公认的成果组织编写

质量较高的教材，设置一些学科前沿的讲座和

研讨班［１３］ 。 由此可见，对于古籍保护“独立成

学”，尚有很多工作要做。
（２）古籍保护的学科归属

除了“独立成学”，还有一个“学科归属”的

问题。 柯平在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于中山大学召开的

“第三届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讨会” 上明确指

出，当下应重点解决古籍保护学科的归属问题，
并就高校古籍保护专业人才培养发展策略提出

了三点建议：“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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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下建设古籍保护二级学科” “论证申

报‘古籍保护’专业学位，培养古籍保护职业人

才”和“论证申报‘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本科专

业，为基层培养管理人才” ［１３］ 。 宋承志主张在

管理学学科门类下设置古籍鉴定与保护学一级

学科，下面设置古籍鉴定学、古籍修复学、古籍

管理学、少数民族古籍学等二级学科［２３］ 。 顾钢

主张“古籍保护要首先争取到二级学科的地位，
就其学科特点而言，归属到历史学门类的中国

史一级学科下较为合适” ［２４］ ，后又提出“将其建

设成为历史门类下的一个新的一级学科，即‘古

籍保护’。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建的古籍保护

专业学位一级学科名称中不宜出现‘学’字，以区

别于学术型学位，突出其实践性和应用性……在

不断总结经验和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创建古籍保

护专业硕士一级学科” ［２５］ 。 刘强认为：古籍保护

学科是对历史文献学、文化遗产保护、图书情报

学、古典文献等学科内容的必要可行的整合［２４］ 。
综合以上主要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古籍保

护“独立成学”的要求是一致的，但关于在哪一

个学科门类下设置，设置成何种级别的学科，存
在不同的观点。 这些专业教学机构的学科建设

实践和学界的前期探索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古

籍保护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也吸

引着学界开展更多的研究。

２　 古籍保护何以成学———古籍保护
学的知识架构

有学者提出：“任何学科都表现为一种知识

体系且具有研究对象、研究取向和方法、研究范

围、概念系统等特征。 学科最核心的静态特征

就是它的研究对象，其动态特征便是知识创生。
是否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是‘是否是学科’的核

心判据，知识体系的独特性可以用于判定学科

的独立性。” ［２６］ 基于此种观点，笔者试对古籍保

护学的概念、对象、范围、内容、方法，以及高等

院校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系统、规范的

阐述，以便形成统一认识，助力我国古籍保护学

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健康发展。

２．１　 古籍保护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１）古籍保护的对象

古籍保护的对象是古籍，但古籍是个相对

的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古籍定级标准》
（ＷＨ ／ Ｔ ２０—２００６）中关于古籍的定义是：“中国

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 １９１２ 年

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 ［２７］ 又据

《汉文古籍特藏藏品定级 第 １ 部分 古籍》 （ ＧＢ ／
Ｔ ３１０７６．１－２０１４）的定义，古籍是：“中国古代书

籍的简称。 主要指书写或印制于 １９１２ 年以前又

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 ［２８］ 。 其下有小

字注：“本部分古籍指简帛古籍、敦煌遗书、佛教

古籍、碑帖拓片及古地图等特殊类型藏品之外

的习见的普通形制的古籍。” ［２８］ 此标准原分为 ６
个部分，第 １ 部分古籍、第 ２ 部分简帛古籍、第 ３
部分敦煌遗书、第 ４ 部分佛教古籍、第 ５ 部分碑

帖拓本、第 ６ 部分古地图。 相比之下，后者更为

周全。 可见学界已意识到简单地对古籍进行定

义难以概全，须细分为不同种类的古籍，进而制

定相应的定级标准。
除汉文古籍外，少数民族的古籍也有新定

义。 最新颁布的国家标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

古籍定级》（ＧＢ ／ Ｔ ３６７４８－２０１８）对中国少数民族

文字古籍的时代下限划为 １９１２ 年（不含 １９１２
年），但其下又有注为：“因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与

汉文古籍在产生、发展、流传过程中客观存在的

差异和复杂性，本标准将符合：ａ）以少数民族文

字抄写、印制，ｂ）以传统方式著述、装帧，ｃ）具有

重要历史、学术、艺术价值及传承意义三个条件

的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时代下限延伸至 １９４９ 年

（含 １９４９ 年）。” ［２９］

分析上述情况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古籍的

载体较为多样，甲骨、简策、帛书、甚至雕版印刷

的版片等都在古籍保护的范围之内。 其次，古
籍的形制也极为丰富，未装订成册的古代拓片、
舆图、奏折、手札、书信、契约、文书等，只要其产

生在 １９１２ 年以前，都是古籍保护的对象。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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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的文种多样，类型各异，少数民族文字的古

籍、西文古籍产生的时代下限应该随各地区、各
民族的不同情况略做变通。 对于西文古籍时间

断限的下限，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标准和界定，
各个图书馆往往是根据馆藏的实际情况以及工

作需要而定，或者以西方现代史的开端为其下限

之年，如 １８７０ 年、１９００ 年、１９１４ 年等；１８００ 年以前

的西文古籍则可定为西文善本古籍［３０］ 。 最后，古
籍的地域范围广泛，如日本版、朝鲜版、越南版汉

文古籍，甚至西方古籍，也都是古籍保护的对象。
除此之外，现实生活中人们也习惯于将当代

出版的古籍影印本、校点本称为古籍。 这些新版

古籍也存在保护的问题，如很多图书馆将“中华

再造善本”也列为新版古籍加以保护。 作为古籍

保护的对象，我们取其广义，不同类型、时代、形
制、文种、地域的古籍，都是我们要关注的对象。

（２）古籍保护学的研究类型和研究范围

古籍保护的对象是古籍，而古籍保护学的

研究对象则是古籍保护，和古籍一样，“古籍保

护”也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从我们概括的古籍保护核心概念中，“物质

易损性”引申出了古籍的原生性保护。 传统的

“古籍保护”正是着眼于古籍的“物质易损性”，
故而成为古籍典藏方法的代名词，并将重点放

在妥善保管和看护古籍，防止古籍受到损坏并

努力保持其现有形态，千方百计延长其寿命等

工作上。 如孙庆增《藏书纪要》中所述的对典籍

的各种管理办法，即为古籍的原生性保护，属于

狭义的古籍保护范围。
而另一核心概念“内容可复制性”可导引出

古籍的再生性保护。 再生性保护是指通过各种

方法技术包括现代数字化手段将古籍内容复制

或转移到其他载体，以达到对古籍长期保护与

有效利用之目的。 在古代，古籍的影刻（写）、覆
刻等方法即是古籍再生性保护的早期形式，近
现代后则发展为古籍的影印出版、缩微复制、数
字化与网络传播等工作。

如今，“古籍保护”的含义愈来愈广，凡是有

关古籍的搜集、鉴定、编目、保藏、修复、缩微复

制、出版、数字化乃至传播，都被列入古籍保护

的范畴。 因此，古籍保护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

广义的古籍保护，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二

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而古籍的原生性保护

和再生性保护所涉及的领域，即是古籍保护学

的研究范围。
（３）古籍保护学的研究内容

如前所述，关于古籍保护学的主要研究内

容，杨光辉等人已有所探讨。 我们认为可以将

之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古籍保护理论、古籍编

目、古籍保藏、古籍修复、古籍再生与传播。 古

籍编目、古籍保藏、古籍修复，都属于原生性保

护；古籍再生与传播属于再生性保护；而古籍保

护理论，则是在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的内

容基础上进行升华的一种抽象性研究，具有分

析、归纳、总结、指导的作用。
具体而言，古籍保护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

括以下方面。
一为古籍保护理论。 这部分须从哲学层面

提出古籍保护的元问题，深入探讨古籍保护的对

象、范围、思想基础、知识范畴、方式方法、学科体

系、运作环境、社会影响，总结历史上古籍保护的

经验教训，分析各种成功与失败的案例，设计出

科学合理的古籍保护模式和古籍保护人才培养

模式，归纳出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条文，为我国

的古籍保护事业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或参考。
二为古籍编目。 古籍编目是古籍保护的重

要环节，是使无序的古籍变为有序的过程。 古籍

编目从业者需具备文字学、文化史、古籍版本学

等方面的知识，了解国内外各种编目方法的最新

进展，掌握编目规则、编目技术、主题标引、分类

标引等各种知识技能。 古籍编目的研究内容就

是要探究古籍的著录事项和著录方法，调研国内

外文献编目的最新进展和适用于古籍的编目格

式及规则，寻求适合古籍的分类方法和主题标引

方法，以便精确无误地揭示古籍、著录古籍，编制

各种规范、合理、适用的古籍目录。
三为古籍保藏。 古籍的保存典藏是古籍保

护的核心内容，直接关系着古籍保护工作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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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古今中外对古籍的保藏方法种类繁多，从建

筑设施、仪器设备、药物应用、实验工具，到典藏

方法、管理制度，应有尽有，让人叹为观止。 当今

的古籍保藏更是大量应用新的科学技术手段和

仪器设备，并涉及类型繁多的科学实验，例如空

气的检验、温湿度的测试、古籍用纸的检测、古籍

装帧材料的制备，等等。 这些物理、化学、生物相

关实验如何有效开展，如何更好地用之于古籍保

护，都是古籍保藏研究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四为古籍修复。 古籍流传至今，不同程度地

出现各种损坏情况，需要予以妥善修复。 古籍修

复既是一门技艺，也是一门学问。 古籍修复全部

流程工序的规范化，古籍修复技术史的研究，古
籍修复伦理学的思考，古籍修复材料学的探究，
古籍修复案例的收集和整理，目前都还处于起步

的阶段，需要从实践到理论的全面总结和研究。
五为古籍再生传播。 古籍的再生性保护包

括古籍的影印出版、缩微复制和数字化等。 古

籍保护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古籍，使
之更长久、更广泛、更方便地为社会所用，所以

针对古籍所进行的缩微复制、出版活动、数字化

工作和网络平台的搭建是古籍保护的重要组成

部分。 应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网络等媒

体，引入大数据、智能化等理念与技术，借用传

播学理论进行古籍保护的宣传推广，也是新时

代古籍保护的应有之义。
（４）古籍保护学的研究方法

古籍保护学以广义的古籍保护为研究对

象，研究内容异常丰富，研究方法多种多样。 围

绕着古籍保护，传统的文献学、西方的编目法、
图书馆学、后起的编辑出版学、新兴的数字化技

术和网络传播技术及理念、法学、生物学、化学、
物理学、古籍修复技术等各种新旧学问和技术

技能在此得到合乎逻辑的整合；而各种科学研

究方法如定性分析法、定量研究法、探索性研究

法、跨学科研究法、调查法、实验法、文献研究

法、经验总结法、案例研究法等，在古籍保护学

的研究中也得到了交叉运用，各显其长。
古籍保护研究中，研究者可根据具体情况选

择应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如定性分析法、探索性

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可能多用于

古籍保护理论的研究，调查法多用于古籍编目研

究，实验法、经验总结法、案例研究法多用于古籍

保藏研究和古籍修复研究等。 这些均可视为古籍

保护研究的一般方法。 至于核心研究 ／ 工作方法，
我们认为传统的提要（题跋）编写法，可视为一种。

（５）古籍保护学的研究目的

古籍保护学不是文献学，它不对古籍的内容

进行研究与整理，而是对古籍保护工作的分析、
研究和总结。 建立古籍保护学，就是为了培养古

籍保护的人才，造就合格的古籍保护工作者。 古

籍保护学的研究成果也将直接作用于国内外的

古籍保护事业，不断提升古籍保护的水平。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近三千家各类型图

书馆都有一定数量的中文古籍收藏，许多博物

馆、古旧书店和研究机构、出版机构也有为数可

观的古籍收藏，相当数量的佛寺、道观藏有古籍

和佛经、道藏等，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民间人士

也收藏古籍。 仅《中国古籍总目》著录的中国古

籍即达 １７７ １０７ 种［３１］ 。 另海外日、韩、欧美各国

也有数量不等的中国古籍收藏，目前尚无准确

数字。 如此庞大数量的传世古籍需要专业的人

员去保护和传承，各类公私藏书机构也面临着

对所藏古籍进行鉴定编目整理、妥善保护，对损

坏的古籍及时修复等问题和任务，一些相关的

社团组织、拍卖公司乃至海关等，也需要古籍保

护的高层次人才参与。 笔者以为，凡投身于古

籍保护工作的人，无论其工作性质为公还是为

私，今后均应统一称之为“古籍保护工作者”。
由于没有专门的古籍保护学科设置，无法

培养出符合古籍保护工作要求的复合型人才。
图书馆过去也曾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本

单位在职的古籍保护工作者，但人数既少，人员

知识结构也不完整，难以满足古籍保护工作的

需要。 各类短期培训班虽然有一定效果，但也

不能代替系统、规范的科班教育。 随着时间的

推移，精通古籍保护业务者日益短缺，古籍保护

事业一度面临着人才断档的危险。 通过对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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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教训的总结分析，人们逐渐取得共识：为了

保证古籍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专业化、
制度化、规范化地培养古籍保护方面的高级专门

人才。 而只有将古籍保护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进行研究并设置专门的教学机构，才能为古籍保

护事业专门人才的培养提供长期可靠的保障。
（６）古籍保护学的学科性质和定义

综上所述，由于古籍保护事业的蓬勃发展

和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的迫切需要，古籍保护学

逐渐成为一门有着独特研究对象、包含众多研

究内容、研究方法横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

自成体系的新兴学科。 在第二届全国古籍保护

学科建设研讨会上，杨玉良院士将古籍保护学

视为新兴的文理交叉学科［２４］ 。 陈红彦认为古籍

保护是一门综合学科，也是交叉学科，或是边缘

学科［３２］ 。 我们认为，古籍保护学是直接为古籍

保护事业服务的，具有很强的应用性，是一门应

用型学科；从其应用目的来看，它属于社会科学

的范畴，但一些具体内容又需使用自然科学的

研究方法，因而具有明显的交叉学科的性质。
基于此两点，我们可以给古籍保护学定义为：一
门以古籍保护为研究对象，探讨如何使古籍更

好地延续和传承下去的应用型交叉学科。 古籍

保护学必须有效整合各类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

和知识技能，才能构造独特而完整的学科体系。

２．２　 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重点

（１）明晰我国古籍保护学历教育的培养目

标和培养方式

目前我国古籍保护高级人才的培养主要以

招收专业硕士为主，因为古籍是中华文明和智

慧的集中体现，中专和本科的教育程度还远远

达不到从事古籍保护工作所要求的水平。 研究

生层次的古籍保护教学培养目标，是造就具有

较高职业素养、胜任古籍保护行业实际工作、适
应古籍保护和文化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
复合型专门人才，招生对象为具有国民教育序

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鼓励

有中国传统文化学科背景、图书馆学情报学背

景以及数理化学科背景的本科毕业生报名应

试。 虽然古籍保护学从学科归属上属于人文社

会科学，但又需要利用文理各个方面的知识，其
中一些工作如古籍保护的技术实验必须由具有

理科背景的人员从事。 培养方式则应采用课程

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符合学位授

予条件者，授予硕士学位。 目前古籍保护方向

的研究生学制多为两年，时间明显偏紧，影响培

养的质量，我们建议古籍保护的硕士研究生教

育学制应定为 ３ 年。 培养出来的学生应具有良

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尚的人格理念，掌握古籍保

护知识和技能，能够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

古籍保护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学生的就业单位

是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机构、出版机构、社团组

织、古籍书店、拍卖公司等。
目前全国还没有古籍保护专业博士点的设

置，一些有条件的高校如复旦大学、南京艺术学

院，是在化学、生物学、美术学等学科下培养古

籍保护方向的博士生，而且也是刚刚尝试。 今

后设立古籍保护专业博士点应该是古籍保护教

学努力的目标之一，以建立自己独特而完整的

高等教育培养体系。
（２）合理划分研究方向，科学设置课程

由于古籍保护的研究范围异常广泛，有必要

再细分，比如按照古籍保护的研究内容可划分为

古籍保护理论研究、古籍编目研究、古籍保藏研

究、古籍修复研究、古籍再生传播研究等方向。
研究生层次的古籍保护课程设置，应以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为原则，做到基础理论扎实，实际

应用能力强，前沿知识广博。 除公共必修课外，
学生应该学习必修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选修课，
参加相关的学术活动，从事相当时间的专业实

习。 经过几年的探索，我们综合目前各高校和研

究机构关于古籍保护的课程设置情况，在原有方

案［２５］基础上进行改进，提出古籍保护课程的类型

及名称，供方家指教（见表 １）。
除完成相应课程的学习外，研究生毕业必

须完成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的形式可以多种多

样，除一般研究性论文外，研究报告、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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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古籍保护学科主要课程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专业基础课

古籍保护概论

古籍保护文献学

古籍版本学

古籍保护政策法规

限制性选修课

中外图书史与藏书史

古籍鉴定与编目

古籍保护技术

古籍修复理论与实践

古籍再生与传播

选修课

历史文献学

中国目录学

中外古籍交流史论

古籍检索与利用

古籍保护材料学

西文古籍修复

古籍数字图书馆

书法与篆刻

特种古籍及其整理系列讲座

学术活动 古籍保护前沿讲座

实践实习课

古籍刷印与碑刻传拓

古籍装潢与书画装裱

古籍修复

古籍编目

古籍出版与数字化

设计方案、案例分析、项目管理方案等应用型成

果均可作为学位论文的表现形式。
（３）积极推动教材建设

学科建设的相关历史告诉我们，一部开拓

性的学术论著往往意味着一门学科的开始。 古

籍保护教材的编撰是古籍保护学科教育的重中

之重，完善而成系列的专业教材不仅可以搭建

古籍保护的学科体系，还可以规范古籍保护的教

学内容，保证课程的开设不因人而异，或因人而

废。 目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已在统筹规划古籍

保护教材的撰写，从全国范围内遴选专家学者，
按照统一体例编写出版。 列入第一批“古籍保

护系列培训教材”的有：《古籍保护概论》 《古籍

保护原理与方法》 《古籍保护技术》 《古籍修复

概论》 《古籍修复技法图释》 《古籍编目》 《古籍

版本鉴定》，计划于 ２０２０ 年陆续出版。 各古籍

保护教学机构也都在根据各自的特点和培养方

向，配合课程教学的实际要求，组织师资和作

者，编写出版古籍保护方向的系列教材或学术

专著，以促进古籍保护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４）完善实验室和实训基地的建设

古籍保护是一项实践性极强的事业，为了

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培养学生实际动手的能

力，在对学生进行理论和知识教育的同时，必须

同时进行实际的操作训练，安排足够的实习实

训时间，所以必须配备古籍保护的各类实验室

和实训基地，根据需要不断进行相关设备、仪器

和空间、场地的建设和完善，及时补充各种纸

张、材料、工具和耗材，以满足工作、研究和教学

的需要。 各古籍保护教学机构要重视古籍保护

实验室、古籍修复室和实训基地的建设。 实验

室、古籍修复室应有专职人员和常规的修复工

作，否则就不能创造实际工作的氛围，会影响学

生实操实训的效果和感受。 古籍保护实验室、
古籍修复室以设在有一定古籍收藏规模的图书

馆为宜，古籍保护教学机构和古籍收藏机构相

结合，是最理想的搭配。
以上是我们所列的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重

点工作内容，当然并不仅限于此。 组建优秀的

科研团队，拥有一份学科级的专业期刊，也是促

进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利器。 目

前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正在积极承办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古籍保护研究》 集

刊，以更好地促进学科的建设发展。

３　 古籍保护学何以可为———古籍保护的
学科建设困境与愿景

３．１　 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现实困境

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由研究生学科

专业目录和本科生学科专业目录组成，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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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目录分为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和二级

学科三个层级，本科生学科专业目录分为学科

门类、学科大类和专业三个层级。 目前古籍保

护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还没有得到学界

的正式承认，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编

制颁发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没有古籍保护学的相

关设置。 考虑到古籍保护学是依据我国古籍保

护事业的实际工作需要而形成的一门交叉应用

型学科，所以专业学位的设置（即专业型硕士研

究生的培养）似乎是更适合古籍保护发展方向

的一个选择。 目前古籍保护仅仅是作为一个方

向设置在其他专业学位类别之下，例如历史学

门类的“文物与博物馆”，管理学门类的“图书情

报”。 这两个专业学位类别学科地位相当于学

术学位的一级学科。 在这两个专业学位类别下

设立古籍保护研究方向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原
因在于：古籍是可移动文物之一种，将古籍保护

放在“文物与博物馆”之下合于逻辑；古籍又属

于图书一类，而且现在绝大多数都保存在图书

馆，将古籍保护放在“图书情报”之下似亦合理。
然而这两种做法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缺

陷，即古籍保护方向不能自主设置自己的专业

基础课，而须学习其所属专业类别的专业基础

课。 例如在“文物与博物馆” 之下，通常“文物

学”“博物馆学”等课程成为了古籍保护方向必

修的专业基础课；在“图书情报”之下，“图书馆

学”“情报学”等课程又被列为古籍保护方向必

修的专业基础课。 但这些课程并非是古籍保护

方向所需的核心课程，古籍保护方向必需的课

程如“古籍保护概论” “古籍保护文献学” “古籍

版本学” 却只能退而求其次，成为限制性选修

课。 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期限内不能专力学习本

领域最重要的课程内容，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受到影响，实不利于造就合格的古籍保护人才。
此外，由于各校的古籍保护方向名称各异，学科

级别太低，在学生的学历上往往不能很好地体

现，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的就业和用人单位的合

理录用。

３．２　 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美好愿景

（１）近期图景———二级学科的积极开拓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

布修订《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 ２０１１
年）》时，学科门类增加到 １３ 个，一级学科增加

到 １１０ 个。 学科门类及下属的一级学科，由国家

统一规定；二级学科原则上由国家统一规定，但
也可以由学位授予单位根据本单位情况自主设

置。 因此相关学校可在适合本校情况的一级学

科下选择设立古籍保护二级学科。 如在图书情

报专业实力较强的院校，可在“管理学”门类中

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下设立古籍

保护二级学科；在历史考古专业较强的学校，可
在“历史学”门类中“考古学” 或“中国史” 这两

个一级学科下设立古籍保护二级学科。 由于二

级学科的实现较为自由，且易于实现，我们可以

参考其他学科的建设路径，如方志学的学科建

设思路———先增设为二级学科， “待其成熟之

后，自然过渡为一级学科” ［３３］ 。 鉴于古籍保护

较强的应用性、实践性和综合性，古籍保护教学

重点应该放在研究生层次，我们不提倡在本科

层次设立古籍保护专业。 因此，当前二级学科

的建制应成为工作的重点。
（２）远期愿景———古籍保护一级学科建设

在最新出版的《古籍保护研究》 （第三辑）
中，顾钢的《古籍保护专业硕士一级学科建设的

基本路径》 ［３４］ 、陈红彦的《对古籍保护学学科建

设的再思考》 ［３２］ 等文，都认为将古籍保护建成

一级学科，已经成为形势发展的需要。 从长远

看，我们也认为“古籍保护”应该自立门户，成为

一级学科。 按照《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

录设置与管理办法》：“一级学科是具有共同理

论基础或研究领域相对一致的学科集合。 一级

学科原则上按学科属性进行设置，须符合以下

基本条件：（一）具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形成了相

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

法；（二）一般应有若干可归属的二级学科；（三）
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在构成本学科的领

域或方向内，有一定数量的学位授予单位已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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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长时间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四）社

会对该学科人才有较稳定和一定规模的需

求。” ［３５］ 只有成为一级学科，或成为一个相当于

一级学科的专业类别，古籍保护才能建构完整的

教学体系，满足社会对其所提出的人才培养需

求；也只有成为一级学科或独立的专业类别，古
籍保护教育才能做到规范统一，持续长久。

如果在现有学科门类下设置“古籍保护”一

级学科，可选的学科门类只有“历史学” “文学”
和“管理学”。 但是由于古籍保护中含有大量化

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科技内容，加之还有古籍

数字化等现代科学的成分，在“历史学” 或“文

学”学科门类下设立“古籍保护”一级学科，难以

完全涵盖学科内容。 而“管理学”学科门类下还

有“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以及相当于

一级学科的“图书情报”专业类别，如果同时设

立“古籍保护”一级学科，似也有内容重复之嫌。
为此，我们认为目前还有另外一种方案，就

是在现有的 １３ 个学科门类之外，再设立一个

“文化遗产保护”学科门类。 文化遗产又分为物

质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无形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又被习

惯称为“文物”，而古籍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遗

产。 依据这种逻辑关系，在“文化遗产保护”门

类下设立“文物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古籍保护”三个学术学位一级学科，同时也可

以设置相应名称的专业学位类别。 “文化遗产

保护”的学科建设，被视为“作为一门新兴而社

会需求较大的应用型学科，在学科建设起步阶

段必须着眼于整个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现实需

求和未来发展，加强学科建设过程中的宏观管

理” ［３６］ 。 “文物保护”方面，与之相关的“文物学

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即理论文物学和实践文物

学，之下又可分为若干亚类（分支学科），如文物

历史学、文物采集学、文物收藏学、文物计量学、
文物分类学、文物保护技术学、文物环境学、文
物鉴定学、文物管理学、文物法学，等等” ［３７］ ，内
涵非常丰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中
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中心在 ２００６ 年率先设立国内首个非物

质文化遗产学研究生专业，已认识到“非物质文

化遗产学是适应非遗保护工作需要而兴起的一

门新的交叉学科。 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和建设，
具有较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

学作为一个学科或领域，都是非常有意义、有前

途的。” ［３８］ 回到“古籍保护”的问题上，按照一级

学科需要配备三个以上二级学科的标准，在“古

籍保护” 一级学科之下，则可设立古籍保护理

论、古籍鉴定编目、古籍保藏修复、古籍再生传

播四个二级学科。 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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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远期愿景

虽然此前文博界也有学者提议设立“遗产

保护学”“文化遗产保护学”，但他们或将遗产保

护学下分为“自然遗产学”和“文化遗产学”两个

下位学科［３９］ ，或将文化遗产保护学科设置为工

科下面的二级学科［４０］ ，基本没有考虑到古籍保

护学的存在。 如前所述，法国将古籍保护设于

遗产保护与修复教育之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也

将古籍保护纳入整个文化遗产保护大领域，南
京艺术学院也曾设立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专

业，为本文所述学科体系方案设计提供了借鉴。
我国历来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极为重视，近
年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认识也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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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新高度，如 ２０１１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近年古籍保护的事业

如日中天，这些都给我们增进了信心。 我们认

为增加一个“文化遗产保护”门类，再在其下设

立“古籍保护”的一级学科，再划分四个古籍保

护相关的二级学科，不但可以弥补目前我国高

等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相关学科设置的缺失，
还可以整合各种专业方向，使我国高等教育学

科专业目录的设计更加合理，也必将极大地完

善我国的古籍保护教育机制，更有利于培养符

合古籍保护事业发展的优秀人才，为我国的古

籍保护事业提供长期而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４　 结　 语

“学科建设的学理逻辑是指按照认识和理

智发展的顺序来建设学科，促进学科知识在现

有理论体系上自然衍生、演绎、发展，学理逻辑

的学科建设重视知识体系的建构，强调新知识

与旧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经常是‘为了学科而

学科’的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的社会逻辑是指

为满足社会需要，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进行

学科建设，根据社会需要发展新的知识。 正如

历史与逻辑是统一的，学科建设的学理逻辑与

社会逻辑在根本上也是统一的。” ［４１］ 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古籍保护的学科建设既是学理逻辑

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也是出于社会逻辑的发

展要求，二者虽不尽同步，但基本上是统一的。
古籍保护的学科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

在创建学科体系、划分学科范围、评估学科地位

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的思考、广泛的调研、多方的

协调。 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不仅要加强基础理论

研究，还要关注重点，如考虑培养目标、培养方

向、课程体系等理论性问题，进行相关教材的编

撰、实验室和实训基地的建设等。 由于基础薄

弱，在古籍保护的人才培养方面，我们应该更多

地学习和借鉴国外特别是欧美地区的先进经验。
为完善我国的古籍保护学科建设，本文除

了提出大力建设古籍保护二级学科的近景，还
提出了增设“文化遗产保护”门类，再将“古籍保

护”设为一级学科的远期愿景。 这是在“古籍保

护应独立成学” “理顺古籍保护的学科归属”的

强烈呼声中提出的一个新的建议，也是借鉴欧

美遗产保护和教育等经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南京艺术学院等院校相关学科建设探索基础上

提出的一个大胆设想。 一家之言，希望学界予

以更周密的学理探讨。
我们深知，古籍保护的学科建设是一个长

期、艰难的历程，需要今人做出更多的努力和探

索。 作为身处其中的古籍保护工作者，我们只

有不畏险阻，砥砺奋进，才能无愧于我们所处的

这个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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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人文学院圆满承办“全国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讨会” ［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６－０４－０５） ［２０１９－０５－２２］． ｈｔｔｐ： ／ ／ ｒｗ．

ｎｕａ． ｅｄｕ． ｃｎ ／ ２０１６ ／ ０４０５ ／ ｃ７２６ａ１７５９８ ／ ｐａｇｅ． ｈｔｍ．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ｈｏｓｔ ｔｈｅ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ｍｉｎａｒ”［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４－０５） ［２０１９－０５－２２］． ｈｔｔｐ： ／ ／ ｒｗ．ｎｕａ．

０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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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ａｎ ／ ｃａｎｋａｏ ／ ２０１８０３ ／ ｔ２０１８０３１６＿１３７９０４３．ｈｔｍ．（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ｅｔ ｕｐ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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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Ｙ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ｈｕｉ．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Ｇ］ ／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Ｉ） ．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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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ｇｒｅｅ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Ｇ］ ／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Ｉ） ．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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