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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求新: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

的实践与思考

马　 静

摘　 要　 2012 年由国家图书馆联合业界共同策划的“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正式启动,经过十年的

探索与研究,逐渐形成了以国内普查与海外征集为抓手的资源整合模式、以原生性保护与再生性保护为原则的文

献保护模式、以特色数据库建设为核心的开发利用模式、以专题展览与专业培训为手段的宣传教育模式。 上述四

大业务模块彼此独立又相互支撑,与计划的宗旨和目标相互呼应,构建起保护计划科学完备的业务体系。 面向未

来,保护计划要继续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义,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发挥行业引领作用,积极推动跨界融合与多元参与,把握业态趋势、顺应技术潮流,推动

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向更高水平发展。 参考文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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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短暂而重要的历史

时期。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

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从小

到大、由弱到强,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时,东西文化交融碰撞,
新旧观念交锋冲突,各种思想在近代中国走向

现代化的过程中纷纷登场,影响广泛。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 [1] ,
民国时期文献全面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

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光辉历程,记
载了中国近代历史的风云变幻,具有极高的历

史价值、学术价值和重要的现实价值,也是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在一定范围内对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进

行了搜集、整理、出版、缩微复制和数字化保护,
取得了一定成果。 然而从整体情况看,革命文

献与民国时期文献的保护仍面临严峻形势,主
要表现为:文献底数不清,破损严重;原生性保

护设施、技术基础薄弱,文献保存条件堪忧;再
生性保护进展缓慢,文献开发和利用不够;部分

珍贵文献流失海外,保护和修复人才匮乏,等

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

献的损坏速度将越来越快,如不及时抢救,历史

文献将面临断层危险。
有鉴于此,国家图书馆于 2011 年联合业界

共同策划了“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

划”,2012 年项目获中央财政支持,正式启动,并
作为“文献典籍保护重点项目”被纳入原文化部

《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二五” 规划》,

2016 年被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文化重大

工程“中华典籍整理”专项,2021 年被列入文化

和旅游部“十四五” 规划重点工程项目。 十年

来,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的重要论述,科学规划、稳步推进,呈现出不断

繁荣发展的局面,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取得

了若干新进展。 这些成果的推出和广泛传播,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为促进新时代文献学的繁荣发展、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提供了有力的文献保障和思想支撑,较好地

发挥了国家图书馆的行业引领作用。

1　 保护计划的运行模式

经过十年的探索,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

献保护工作逐渐形成了以国内普查与海外征集

为抓手的资源整合模式、以原生性保护与再生

性保护为原则的文献保护模式、以特色数据库

建设为核心的开发利用模式、以专题展览与专

业培训为手段的宣传教育模式。 在保护计划的

整体统领下,上述四大业务模块彼此独立又相

互支撑,并与计划的宗旨、目标相呼应,构建起

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科学完备的

业务体系。

1. 1　 国内普查与海外征集相结合,推动全球资

源整合

(1)民国时期文献全国普查

“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自启

动以来得到了业内机构的普遍响应和大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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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截至 2022 年 6 月底,共有 43 家文献收藏单

位参与了普查工作。 为使各成员单位在普查工

作中有例可依、有据可循,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

作办公室积极推动文献普查标准化建设,先后

组织编制《民国图书联合目录数据标准》 《民国

时期连续出版物普查数据标准》 《民国时期线装

书普查登记数据标准(征求意见稿)》等系列业

务标准规范[2] ,经征求业界意见和专家论证审

订,形成统一业务规范,指导具体工作。
民国时期文献全国普查采取“大馆先行、分

类推进”策略,依次开展民国时期平装书、连续

出版物和线装书普查工作,最终建成“革命文献

与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 [3] 。 2012 年启动民

国时期平装书普查,现已汇集民国平装书书目

数据 30 万条,馆藏数据 70 万条[3] 。 此外全面普

查与专题普查并举,通过筛选甄别,对 1. 8 万条

革命历史文献数据予以标记。 2018 年启动民国

时期连续出版物普查,汇集民国期刊书目数据

1. 4 万条,民国报纸书目数据 4
 

000 余条。 2019
年开展民国时期线装书摸底调研工作,向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古籍保护中心等单位发放民国

时期线装书普查登记工作调查表,共收到 28 个

省、市、自治区的 621 家收藏单位反馈,涉及民国

时期线装书超过 727 万册。 在此基础上,完成

《民国时期线装书普查方案》和《民国时期线装

书普查登记数据标准(征求意见稿)》起草工作,
并在多次广泛深入征求业界专家意见的基础

上,不断修订完善,为适时启动民国时期线装书

普查工作奠定了基础。
为提高文献普查工作效率和普查成果使用

效能,保护工作办公室组织建成“革命文献与民

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系统,通过批量上传和联

机上载两种方式开展民国时期文献数据普查工

作。 该系统经过两次升级改造,目前已实现革

命历史文献、民国时期平装书、民国时期连续出

版物等多种类型文献的检索查询和展示、全文

挂接和阅览等功能,发布书目数据 30 万条,馆藏

数据 70 万条,其中 5 万余条书目包含目次与全

文,可免费提供公众阅览使用,在满足社会各界

便捷利用文献需求的同时,有效保护了民国时

期文献原件。
为将民国时期图书普查工作的阶段性成果

尽快提供给各界使用,保护工作办公室于 2015
年启动《民国时期图书总目》编撰工作。 该书目

是一部反映民国时期文献普查工作最新成果的

大型回溯性书目,预计出版 18 卷,参编单位 51
家[2] 。 现已出版哲学、宗教、社会科学总论、农
业科学、自然科学(基础科学)等 5 卷,共收录图

书 24
 

066 种,与《民国时期总书目》相关类别收

录总量 17
 

914 种相比,增幅达 34% [3] ,其余各卷

编纂整理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同时,在革命历

史文献普查成果的基础上,又于 2020 年启动

《革命历史文献专题书目(1911—1949)》编纂工

作,计划于 2022 年出版,力争全面呈现这一时期

革命历史文献的出版和存世情况,真实再现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

历程。
(2)专题文献海外征集

“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紧密

结合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积极与海内外收藏

单位联络,开展珍贵文献史料征集复原工作,陆
续从海外征集民国时期革命历史文献、中国与

各国外交关系文书、日本二战罪行文献、外国对

华调查史料、中国抗战史料、海外华侨华人档案

等珍贵史料[2] 。 截至 2021 年底,共征集缩微胶

卷 3
 

493 卷、缩微平片 2
 

208 片、数字化档案 6. 7
万拍、老照片两万余张、视频资料 30 余份[2] 。
其中,东京审判专题档案、日本细菌战专题档

案、二战西南太平洋战区战俘讯问记录等专题

资源填补了国内文献资料空白,为我国近代史

相关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依据,在社会各界

引起强烈反响。
“国内普查求全,海外征集求精”,将国内普

查与海外征集相结合,是推动革命文献与民国

时期文献全球资源整合的根本原则,要以在全

球范围摸清资源底数为前提,稳步推进分散资

源的统合利用。 民国时期文献的流变存藏情况

复杂,内容多样,分布广泛,文献整理工作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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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秉持全球史的宏观视域,只有如此才能与中

国共产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紧密结合,回答

好、诠释好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

重大贡献以及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伟大贡献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

1. 2　 原生性保护与再生性保护齐驱并进,多措

并举保护文献

(1)原生性保护

民国时期我国的造纸工艺正处于从手工造

纸向机械造纸转变的初级时期,造纸材料混杂,
制浆工艺落后,大多是机械磨木浆纸和酸性化

学浆纸,并采用酸性施胶,因此所产纸张酸性较

高[4] 。 纸张纤维在酸性条件下容易发生氧化、
降解等化学反应,导致物理强度减弱,从而严重

影响了其保存寿命。 特别是 1930 年以前,我国

大多数造纸厂采用亚硫酸盐制浆法造纸,文献

的酸化破损程度更为严重,因此开展民国时期

文献原生性保护工作十分必要。 考虑到革命文

献与民国时期文献的珍稀性、特殊性和脆弱性,
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科学、稳妥地推进文献原

生性保护。
首先,选取主要的收藏大馆作为样本,对其

文献基本情况进行摸底调查,从文献管理角度

做好文献保护基本功。 2013 年国家图书馆与南

京图书馆合作开展民国时期文献检测及国内外

脱酸技术调研,抽样测试民国时期文献酸化情

况与保存状况,分析近代文献不同类型纸张产

生酸化的原因,了解馆藏民国时期文献的保存

现状。 随后,又开展国家图书馆藏民国时期图

书实验性建档和酸化程度测试工作,完成国家

图书馆藏 10 万册民国时期图书建档工作和 5. 6
万册文献酸化程度测试工作,对文献来源、破损

状况、装帧工艺和材质状况等信息进行建档,据
此提出文献分级分类保护思路,开展文献装订

工作评估论证,起草相关工艺流程和规范,为实

现文献精细化管理和精准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其次,从改善外因入手,着力改善文献存藏

环境。 2013 年保护工作办公室着手组织编制民

国时期文献库房建设规范,内容涉及温湿度要

求、光照要求、空气质量要求、有害生物防治、装
具要求、消防和安防要求、建筑要求等方面。 经

文化和旅游部批准,《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特藏

书库基本要求》(WH / T
 

95-2022)已作为行业标

准正式发布,这对于改善民国时期文献保存条

件、完善相关安全措施提供了有益指导。 以此

为依据,根据不同类型文献的保护需求,为新善

本特藏专门制作蛤壳型保存盒,为其他民国时

期文献制作插套,并配以无酸棉纸、无酸标签贴

纸,为民国时期文献库房配备相关原生性保护

设备,并对库房进行维修,以减缓文献老化及损

坏速度,延长文献寿命。
再次,从文献老化酸化内因入手,探索适合

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的脱酸技术。 2015 年

保护工作办公室委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分两期

开展“民国时期文献脱酸研究与脱酸设备研

制”。 一期成果包括研制脱酸溶液和脱酸工艺

一种、研制脱酸设备一套,二期继续优化脱酸设

备与脱酸工艺,进一步开展脱酸效果评价研究。
该项目获得“一种纸张脱酸剂及其纸张脱酸系

统和方法” “一种纸张脱酸液及其制备方法”两

项国家发明专利。
(2)再生性保护

影印出版是以较少经济投入再现文献原貌

的重要方法,也是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再

生性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 十年来,文献整理

工作坚持以保护文献、传承文明、服务社会为总

体目标,与当下政治、经济、文化等需求相结合,
依托全国各级各类文献存藏机构的特色资源,
对文献资料整理进行科学规划。 在全面调研、
搜集、发掘、整理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的基

础上,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本着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面向全国组织申报民国时期

文献整理出版项目。 此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效,截至 2021 年底共累计立项 308 项,目前已完

成 155 项,出版图书 9
 

096 册,整理了民国时期

重大历史事件的档案文献、日记、手稿,以及罕

见的地方档案文献等,出版了多项填补国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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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资料汇编、选编、专题

资料丛编等成果,逐步形成了“革命历史文献资

料丛编”“民国时期文献资料丛编”“抗日战争文

献史料丛编”“对日战犯审判文献资料丛刊”等

系列。 其中,“革命历史文献资料丛编” “抗日战

争文献史料丛编” “对日战犯审判文献资料丛

刊”系列成果尤为突出,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

各界对民国时期文献的需求,推动了一系列重

要历史事件的专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①革命历史文献资料丛编。 革命历史文献

资料是“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文

献整理的重要方面,旨在通过整理大量的革命

历史文献,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

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光辉历程。 该丛编立项

29 项,已推出《首都图书馆藏革命历史文献书目

提要》、《中华抗战期刊丛编》 (全 67 册)、《淮海

战役史料汇编》(全 9 册)等成果。 《中华抗战期

刊丛编》集中收录了抗战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

和重庆、上海出版的抗战期刊,共 65 种 553 册、
3. 1 万多页、4

 

000 多万字,是首次以“抗战”为主

题的大型旧刊影印项目,呈现了华中八路军、新
四军抗战历史的真实面貌,是研究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以及新四军、八路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史

料。 《淮海战役史料汇编》总计 400 余万字,图
片近 3

 

000 幅,收录文献大多系首次披露,叙述

了淮海战役发生、发展、胜利的进程,展现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支援淮海战役的伟大壮举,
是研究淮海战役的重要档案文献。

②抗日战争文献史料丛编。 “抗日战争文

献史料丛编”推出了数百种抗战文献,包括《抗

日战争史料丛编》 (共 4 辑 250 册)、《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纪念馆藏珍稀抗战文献汇刊》 (全 22
册)、《淞沪抗战史料丛书》(全 12 辑 32 册)、《云
南抗战文献史料选编》(全 11 册)、《滇西抗战档

案》(全 3 册)、《抗战阵亡将士资料汇编、续编》
(全 22 册)、《二战日军细菌战档案汇编》 (全 18
册)等,覆盖了 1931—1937 年六年局部抗战、
1937—1945 年八年全国抗战,战事涉及东北、华
北、滇西、上海、台湾等地区,内容包括十四年抗

日战争史、主要战役和战斗、军事作战档案、战
时政治、国防与军队建设、战时外交、经济、工

业、财政与金融、文艺、新闻、出版等,再现了中

华民族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的艰难曲折历程,论证了中国抗日战争与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间密不可分的历史关联。
③对日战犯审判文献资料丛刊。 “对日战

犯审判文献资料丛刊”是国内研究该专题重要

的第一手文献,也是目前国内推出最完整、最成

体系的专题文献系列,包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庭审记录》(全 80 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

文献集成》(全 50 册)、《国际检查局讯问记录》
(全 70 册)、《马尼拉审判文献汇编》(全 53 册)、
《横滨审判文献汇编》(全 105 册)、《伯力审判庭

审记录:中、英、俄、德、日文版》(全 5 册)、《二战

时期西南太平洋战区日本战俘讯问档案汇编》
(全 30 册)等,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
一项就有 80 卷、近 5 万页,包括在日本东京对日

本 A 级战犯的审判档案以及在马尼拉、横滨、香
港、新加坡、柔佛等地对日本 B、C 级战犯的审判

档案。 此外还出版《侵华日军战犯徐州审判档

案汇编》(全 3 册),内容包括国民政府在南京、
上海、徐州、保定、广州、汉口等地对日本战犯的

审判材料;汇编出版《二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报刊

资料选编》。 该专题文献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

出版空白,成为研究二战历史、抗日战争史、中
日关系史、国际法等不可或缺的基础史料。

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是革命文献与民

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的“一体两面”,二者相辅

相成。 受历史因素影响,民国时期文献的纸张

酸性较强,对其物理介质采取一系列审慎的原

生性保护措施,形成科学的保护方法理论,开展

系统完备的原生性保护是解决文献长期保存的

必要手段。 但目前原生性保护手段仍处于摸索

阶段,保护成果仍需长期观察和时间检验。 因

此在稳步推动原生性保护实践的同时,还要综

合利用数字化技术,分清轻重缓急,有计划、有
步骤地推动文献的影印出版、缩微复制、数字化

建设等再生性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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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以数字技术为手段,提升文献资源利用

效能

(1)缩微胶卷数字化

2012 年起,“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

计划”开始投入经费委托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

部开展民国图书缩微胶卷数字化工作,对馆藏

的民国图书缩微胶片进行数字化转换、图像处

理,对处理完毕的单画幅电子影像按标准进行

书目数据和目次数据的著录、格式转换、导出

MARC 数据,最终提交的数据成品包括图像数

据、MARC 数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民国

图书缩微胶卷数字化共计完成约 1
 

028 万拍,并
将数字成果发布于国家图书馆官网,为社会公

众提供服务。 缩微胶卷数字化既保护了原始纸

质文献,又极大地提高了缩微文献的利用率,为
馆藏民国图书的保护性开发利用、文献内容的

揭示以及读者服务做出了积极贡献。
(2)专题资源数据库建设

保护工作办公室联合全国各收藏单位对征

集到馆的数字资源进行整理和开发,挖掘具有

学术价值和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特色文献,组
织整合多载体、多语种和多类型的文献信息资

源,建成“东京审判资源库” “日本细菌战资源

库”“革命历史文献资源库”等专题资源库,不断

拓展文献服务的深度和广度,提升文献服务的

效能[5] 。
2015 年 8 月 14 日正式上线的“东京审判资

源库”,以海外征集的东京审判等对日战犯审判

资料为基本素材,充分利用已有民国时期文献

研究、整理和出版成果,对所有原始文件进行系

统整理,按照国家图书馆相关标准规范制作人

物、事件、证词、背景资料等元数据,最终形成的

“东京审判资源库”包括庭审记录、证据文献、判
决书、影像记录等 8 个子库,内容包括东京审判

庭审记录 4. 9 万页、中英文判决书各 1
 

200 页,
证词、证据文件 4

 

949 份,庭审现场历史照片 384
张等[6] ,使对日战犯审判的原始资料以数字化

形式向公众开放,再现对日战犯审判的重要历

史事实,极大便利了读者使用,促进了史料面向

公众的推广,对于了解真实历史并以史为鉴、面
向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2018 年起开始建设的 “日本细菌战资源

库”,以国家图书馆从海外征集的日本细菌战档

案为基本素材,对原始文件进行逐页整理标引

后建成,内容包括日本细菌武器研究与试验、日
本对华实施细菌战、日本使用活人进行人体试

验、日军针对战俘及平民的暴行、盟军对日本涉

细菌战科研人员和军人进行调查、盟军关于组

织战争罪行审判等方面的史料 1 万余页[6] 。 档

案还系统揭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期间,
美国为获取日本细菌战所谓“研究成果”,阻碍

司法公正,牺牲中国人民追究日本细菌战罪责

的权利,与日本达成秘密交易的内幕,是研究日

本细菌战罪行重要的一手史料。 数据库包括日

本细菌战档案、人物索引、地名索引、机构索引、
疾病索引、相关报告、伯力审判庭审记录、相关

历史事件 8 个子库,并为每份档案撰写了中文提

要,实现了原始档案页级深度标引和全库知识

点检索定位[7] 。 资源库于 2020 年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之际正

式面向全社会提供免费公益使用,展示史实史

证,助力学术研究,“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
2021 年 6 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之际,在征集文献基础上建成“革命历史文献资

源库”,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革命历史文献

资源库”包含革命图书、革命期刊、革命报纸 3
个子库,第一期发布革命图书 6

 

255 种,革命期

刊 170 种,革命报纸 14 种,共计百万余页,为“学
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提供史

实本源[6] 。
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规模巨大,情况

复杂。 因此,如何立足文献的实际情况,在传统

方法与现代科技中的“扬”与“弃”中,寻求破解

“庞”与“杂”的解决之道,是摆在文献保护工作

者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回顾文献保护与

整理的历史实践不难发现,民国文献的庞杂给

具体工作的推进造成了困扰,庞大的文献体量

使得传统文献学的整理方法与揭示工具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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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方面力有不逮,史料间大量的交叉造成各

单位文献开发工作多有重叠,复杂的文献内容

给史料的择选甄别、分级分类管理造成了很大

困难。 要破解上述难题,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

文献保护工作必须立足普遍性,紧抓特殊性,在
吸纳数字技术优势的同时,锚定专题文献的具

体实际,形成具有针对性和适应性的革命文献

与民国时期文献数字开发战略。

1. 4　 举办专题展览,多层次培养人才

(1)专题展览

为坚持不懈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发挥图书馆“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

信”主阵地的作用,保护工作办公室联合全国各

机构围绕重大历史题材和国家重要纪念日,先
后举办了“历史的审判———馆藏东京审判图片

展”“不朽的长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馆藏文献展”
“红色记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馆

藏文献展”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国家图书

馆藏革命历史文献精品展” “钢铁长城———纪念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馆藏文献展” “中

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 “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 75 周年暨抗战文献整理成果发布

会”,在 17 个省份举办“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

献保护计划”巡展 18 场,通过展陈大量珍贵史

料,切实履行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传承文明、
服务社会的职责。

(2)人才培养

为做好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存保护

工作,提升相关从业人员的工作能力和专业水

平,自 2014 年起,国家图书馆联合中国图书馆学

会在全国 1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举办革命文

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培训班 22 期,累计

培训来自全国各级各类文献收藏单位业务骨干

3
 

000 余人。 同时,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利用中

国图书馆学会“会员学习中心”,免费开放共享

“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专题讲座” 15
场,不断提升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

作从业人员的工作能力和专业水平,为文献保

护工作深入开展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不仅要

在挖掘整理、传承保护、开发利用上下大力气,
更要放开眼界、长远谋划,在成果推广、宣传教

育、人才培养方面稳步推进。 一方面,要拓展业

务外延,扩大社会影响力,通过策划专题展览、
组织主题活动的方式使保护成效与爱国主义教

育深入结合,做到为人所知,通过推动学界合

作、促进成果转化的方式使整理成果与历史专

题研究密切关联,做到为人所用;另一方面,要
做好人才培养规划,分领域、分层次地推进革命

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人才队伍建设工作,
有步骤、有计划地构建民国文献保存保护专业

理论体系,使民国文献保护工作前有来者、后继

有人。

2　 保护计划的发展走向及未来展望

2. 1　 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髓

革命文献记载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

发展的重要过程,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提供重要的文献基础。 因此,文献保护工作也

要牢牢把握呈现马克思主义本源、坚持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两条主线不动摇,要深刻认识到

民国文献保护不仅是一项业务工作、一项科研

任务,更是一份严肃的政治担当。 一方面,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研究探寻中国近

代历史规律的重要线索。 恩格斯指出,“正像达

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

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8] 。 然而,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进程并非简单的线性过程,对革命

文献和民国时期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必须要对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和规律具有清晰的

认识和正确的判断,这是还原呈现马克思主义

本源的重要前提。 另一方面,保护与整理工作

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根本遵循,特别是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贯穿工作

始终。 列宁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最完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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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马克思的

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9] 。 近

年来,部分民国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戏说”
“歪批”甚嚣尘上,流传甚广,在社会层面造成了

不良影响。 究其根本,是脱离了历史环境,违背

了历史因果,是缺乏历史文献证据的历史唯心

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思潮。 因此,革命

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不仅要在保存保

护方面加大力度,更要推出一系列有影响力和

说服力的整理成果,以翔实的历史文献和扎实

的学术成果澄清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

识和错误理解。

2. 2　 坚决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革命文献记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过程,也为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提供了历史文献基

础。 因此,文献保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

要论述,将弘扬民族精神、树立历史自信作为工

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历史自信源于正确的历

史认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历史认知是历

史自信的重要基础” [10] ,强调要“坚定历史自

信,自觉坚守理想信念” [11] 。 因此,保护整理工

作必须筑牢信念理想根基,不仅要做到实事求

是、原原本本,而且要力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使整理成果能够切实回答时代课题、回应社会

关切。 近年来,保护计划紧扣时代脉搏,积极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座谈会及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陆
续推出了“东京审判资源库” “日本细菌战资源

库”“革命历史文献资源库”等专题数据库,充分

体现了国家图书馆以实际行动履行为党和国家

机关、社会各界及公众提供文献服务的重要职

责,切实履行了“传承文明、服务社会”“滋养民族

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2. 3　 切实发挥行业引领带头作用

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颁

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图书馆专门法典,
明确赋予了国家图书馆为其他图书馆提供业务

指导和技术支持的职能[12] 。 “革命文献与民国

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有责任也有义务承担向各

级公共图书馆及成员单位提供行业协调与指导

的职能。 近些年,随着文献保护工作的不断推

进,越来越多的存藏机构参与到文献保护与开

发事业中来,这就需要我们切实发挥好引领作

用,优化业务发展路径,提高行业发展效能。 具

体而言,一是要加大标准化建设力度,完备保存

保护各流程各环节的业务规范,使各单位在相

关工作中有的放矢、有据可依,也为后期统筹集

成各方资源进而实现全国范围内民国文献保护

成果的共建共享提供必要条件。 二是要提高资

源建设规划水平,对业界各文献收藏机构的文

献整理进行宏观规划、整体把握、统筹协调。 三

是要做好全局性战略规划,优化资源整合发布

模式,实现普查数据、整理成果、培训展览等资

源的广域共享,进而推动实现对各成员单位资

源的深度挖掘、对知识的重新组织,提高民国文

献保护开发成果的利用效能。
 

2. 4　 积极推动跨界融合与多元参与

“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最初

由国家图书馆牵头发起,旨在联合国内重点存

藏机构,协同开展文献保护、整理、开发、利用等

工作。 十年来,在保护计划的总揽统筹下,各成

员单位虽立足自身优势取得了较大成绩,但相

关工作的开展仍多限于以图书馆为主体。 一方

面,在项目具体推进过程中,存藏机构虽与出版

社、学术机构等相关单位存在合作,但多“就事

论事”,未能整合形成宏观视域下的民国文献保

护工作产业链。 构建产业链要充分认识并发挥

好图书馆的资源、业务优势,学术机构的研究、
教学优势,出版社的出版、发行优势,形成图书

馆资源整理、学术机构深入研究、出版社生产传

播的良性生产模式和闭合循环。 另一方面,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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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民国文献保护工作不断走向深水区,工作难

度日益加大,资源缺口日益凸显,仅仅依靠财政

拨款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保存保护需求,这就

要求保护工作应积极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广泛

吸纳社会资源参与民国文献保护事业。 十九届

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鼓励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13] 。 应当

看到,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的内容和思想

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具体实践中如

何凸显“以我为主”的主导权和主体性,确保整

理成果意识形态的正确方向是业界同仁需要共

同思考的问题。

2. 5　 把握业态趋势、顺应技术潮流

较之历代留存文献,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

文献规模巨大、内容丰富、情况复杂,传统的古

典文献学整理方法不能完全契合近现代历史文

献的实际情况。 需要充分吸收计算机、网络平

台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成果,将整理工作同大数

据平台、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创新融合,这既是顺

应技术潮流的应然,也是从实际出发推动业务

发展的必然。 近年来,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

献商业数据库大量涌现[14] ,部分公共图书馆和

高校科研机构也根据自身馆藏特点和科研实际

需求自主开发了部分专题资源库[15] ,较好地满

足了公众阅读和一般科研的基本需求。 但是,
从开发手段和平台功能上看,多数数据库的检

索手段相对单一,关联揭示较为浅表,数据库实

际服务效能与国家高端智库建设需求及人民日

益增长的知识文化需要间仍然存在差距。 近年

来,数字人文技术方兴未艾、蔚然成风,是当今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重要的增长极和新动能,逐

渐从理论研究走向实践应用,较大幅度地提高

了数据计算效能和人机沟通能力[16] 。 然而,在
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领域,实现“创新人文

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采用”目标,达到“人文

领域的创造性破坏与建设”水平[17] 的数字人文

案例仍属鲜见,因此,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

保护工作要积极顺应新技术发展的潮流与趋

势,为文献数字化整理与应用提供新视角、新方

法、新思路。

3　 结语

2019 年,在国家图书馆建馆 110 周年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图老专家回信中明确提出,国
家图书馆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全民阅读,更好满足人

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

新功” [18] ,这是总书记对国家图书馆提出的殷切

希望和目标要求。 国家图书馆是国家书目中心

和文献信息资源总库,承担着“传承文明、服务社

会”的职责,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
重要阵地。 “十四五”时期,国家图书馆“革命文

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将继续坚持正确政

治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图

老专家回信精神,推动全国协调共进,不断拓展

文献普查登记范围,开展海内外革命文献与民国

时期文献的调查与征集,推进重点文献专题整理

和专题资源库建设,切实加强实体文献保护,做
好人才培养和宣传推广,履行国家文献战略保障

职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文献保护成果的获得

感,深入推动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

向更高水平发展,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

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参考文献

[ 1 ] 习近平.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16-12-31(01) . ( Xi
 

J
 

P.
 

Speech
 

at
 

the
 

new
 

year
 

gathering
 

held
 

by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N].
 

087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四十八卷　 第二六〇期　 Vol. 48. No. 260

Peoples
 

Daily,2016-12-31(01). )

[ 2 ]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国图牵头、全国联动、共建共享[ N].
 

新华书目报,2018- 11- 16( 03) . ( Project
 

of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literature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NLC
 

leading,national
 

link-

age,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N].
 

The
 

Newspaper
 

of
 

Xinhua
 

Catalogs,2018-11-16(03). )
 

[ 3 ] 李婧璇. 整理文献出版图书8522册[N].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2-04-15(02). (Li
 

J
 

X.
 

Sorted
 

out
 

litera-

ture
 

and
 

published
 

8522
 

books[ N].
 

China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Journal,2022- 04- 15

(02). )
 

[ 4 ] 吴小兰.
 

民国文献保护刍议[J] .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 18):75- 77. ( Wu
 

X
 

L.
 

On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ture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J] .
 

Sci-tech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
 

Economy,2006(18):

75-77. )

[ 5 ] 刘晓立. “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实施十年成果丰硕[N].
 

藏书报,2022-04-25(01).
 

(Liu
 

X
 

L.
 

Project
 

of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the
 

literature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

lic
 

of
 

China
 

acquire
 

a
 

great
 

achievement
 

in
 

the
 

past
 

decade[N].
 

Cangshubao,2022-04-25(01). )

[ 6 ] 李洋.
 

100余万条历史数据供公众使用[N].
 

北京日报,2022-04-15(06). (Li
 

Y.
 

More
 

than
 

1
 

million
 

pieces
 

of
 

historical
 

data
 

ar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N].
 

Beijing
 

Daily,2022-04-15(06). )
 

[ 7 ] 国图发布“日本细菌战资源库”、《侵华日军细菌战档案汇编》等抗战文献整理成果[ EB / OL].
 

[2022-06-

28].
 

http: / / news. youth. cn / gn / 202009 / t20200902_12477552. htm. ( NLC
 

released
 

the
 

compilation
 

of
 

War
 

of
 

Resistance
 

literature,including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database”
 

and
 

Documents
 

on
 

Japanese
 

Biological
 

War-

fare[EB / OL].
 

[2022-06-28].
 

http: / / news. youth. cn / gn / 202009 / t20200902_12477552. htm. )
 

[ 8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02.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volume
 

III[M].
 

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2:1002. )

[ 9 ]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4.
 

( Collection
 

of
 

Lenin
 

monographs: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M].
 

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9:

334. )

[1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增加历史自信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争精神[ N].
 

人民日

报,2021-12-29(01).
 

(Carry
 

forward
 

the
 

great
 

spirit
 

of
 

Party
 

building
 

and
 

adhere
 

to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artys
 

century-old
 

struggle,increase
 

historical
 

confidence
 

enhance
 

unity
 

and
 

unity
 

enhance
 

the
 

spirit
 

of
 

strug-

gle[N].
 

Peoples
 

Daily,2019-12-29(01). )

[11] 习近平.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J] .
 

求是,2022(1). (Xi
 

J
 

P.
 

Take
 

history
 

as
 

a
 

mirror
 

and
 

create
 

the
 

future
 

with
 

hard
 

work
 

and
 

perseverance[J] .
 

Qiushi,2022(1) . )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EB / OL].
 

[2022-06-05].
 

http: / / www. npc. gov. cn / npc / c12435 / 201811 /

3885276ceafc4ed788695e8c45c55dcc. shtml.
 

(The
 

Public
 

Librar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B /

OL].
 

[2022- 06- 05].
 

http: / / www. npc. gov. cn / npc / c12435 / 201811 / 3885276ceafc4ed788695e8c45c55dcc.
 

shtml. ) 　

[13] 习近平.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J] .
 

求是,2020(1):4.

(Xi
 

J
 

P.
 

Uphold
 

and
 

improve
 

th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ce
 

the
 

modernization
 

088



马　 静:探索与求新: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的实践与思考
MA

 

Jing: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The
 

Practice
 

and
 

Thoughts
 

on
 

the
 

Project
 

of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the
 

Literature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2022 年 7 月　 July,2022

of
 

Chinas
 

system
 

and
 

capacity
 

for
 

governance[J] .
 

Qiushi,2020(1):4. )

[14] 李明华,方丛蕙. 特色馆藏建设驱动下民国文献整理出版前景与策略研究[ J] .
 

出版发行研究,2019(4):

90-94. (Li
 

M
 

H,Fang
 

C
 

H.
 

Research
 

on
 

the
 

prospect
 

and
 

strategy
 

of
 

literatur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s
 

colla-

tion
 

and
 

publication
 

driven
 

by
 

characteristic
 

collection
 

construction[J] .
 

Publishing
 

Research,2019(4):90-94. )

[15] 段晓林. 高校图书馆民国文献数字资源建设现状及其对策研究[J] .
 

图书馆,2019(9):32-39. ( Duan
 

X
 

L.
 

Research
 

on
 

the
 

status
 

quo
 

and
 

countermeasures
 

of
 

digital
 

resources
 

construction
 

of
 

the
 

literatur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university
 

libraries[J] .
 

Library,2019(9):32-39. )

[16] Unsworth
 

J.
 

What
 

is
 

humanities
 

computing
 

and
 

what
 

is
 

not?[EB / OL. [2022-06-05].
 

http: / / computerphilolo-

gie.
 

unimuenchen. de
 

/ jg02
 

/ unsworth. html.

[17] 朱本军,聂华. 跨界与融合:全球视野下的数字人文———首届北京大学“数字人文论坛”会议综述[ J] .
 

大

学图书馆学报,2016,34(5):16- 21. ( Zhu
 

B
 

J,Nie
 

H. Crossing
 

boundaries
 

and
 

engaging
 

communities:digital
 

humanities
 

in
 

a
 

global
 

perspective-conference
 

review
 

of
 

the
 

1st
 

Peking
 

University
 

digital
 

humanities
 

forum[ J] .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2016,34(5):16-21. )

[18]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N].
 

人民日报,2019-09-10(01). ( Uphold
 

the
 

correct
 

political
 

ori-

entation
 

and
 

promote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N].
 

Peoples
 

Daily,2019-09-10(01). )

马　 静　 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主任,研究馆员。 北京
 

100081。
(收稿日期:2022-06-18)

0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