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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春节前的一次"淘宝"行动
--特藏部清理防空洞图书资料小记

　　2006年1月23日，农历小年已过，时断时续的鞭炮声中，年味越来越浓
了。经过一个学期的紧张工作，本该稍作休息调整，准备迎接春节了，特藏
部却接到一项艰巨的任务--突击清理防空洞存放的图书资料。防空洞的图书
资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存入的，由于空间和人员紧张等原因，一直没有
进行最后的清理。这些图书资料很大一部分是当时剔除的图书，经过三十多
年的尘封，许多图书已霉变，书页也粘在一起，无法再利用，但其中也还有
不少保存情况完好的图书，这些图书中可能夹杂一些具有珍贵价值的图书资
料，所以这次清理行动可以称为一“淘宝”行动。
　　发掘整理馆藏中的珍贵资料，是特藏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清理防空
洞图书资料早已列入特藏部的工作计划。接到任务后，特藏部对寒假值班做
了简单调整，由部主任张红扬亲自带队，周永喜、徐惠玲、邹新明参加清理
工作，同时积极与总务、保安等部门协调，准备手套、口罩、帽子等防护用
品，接通防空洞内的电源。
　　1月23日上午，清理工作正式开始。整个工作的分工是这样的：保安负责
将图书运出，特藏部负责对图书进行挑选，保洁负责对挑出的图书简单除
尘，然后再由保安打捆运到馆内。
　　“淘宝”行动听起来很吸引人，但活干起来，就不那么轻松了。特藏部
的同志们发挥不怕苦、不怕累，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克服积年尘土所带给他
们的咽喉、眼睛、口鼻和皮肤的不适，专心致志地仔细筛选图书，完全忘了
身边飞扬的尘土，中间休息的时候，大家才发现，一个个浑身尘土，虽然全
副武装，脸是黑的，手是黑的，鼻孔也是黑的。
　　另外，特藏部的同志们感到，保安的小伙子们应当特别提出表扬，他们
确实是图书馆最能战斗的一支队伍，在队长的带领下，他们不怕脏，不怕
累，又肯动脑子想主意，因此用来进行挑选的防空洞外间很快被运送码放了
一大堆图书资料。此外，还要感谢保洁员们，她们在寒冷的露天对图书进行
除尘，又脏又累又冷，但却毫无怨言。
　　清理工作得到馆领导的重视，纷纷到一线看望大家，总务科刘景旺主
任、保安部李秀林主任不仅积极指挥有关人员协助清理工作，而且还亲自到
一线参与清理工作，总务科的电工师傅们多次到防空洞维修照明设施，方方
面面的支持关心给了大家很大的鼓舞，所以虽然工作很累、很辛苦，但是大
家情绪高涨，越干越有经验，越有信心，提前一天完成了清理工作。
　　最后，报告一下这次“淘宝”行动的收获，这次清理的图书大约有5万
册，挑选出有价值的图书资料1万多册，其中比较珍贵的有：向达先生的手
稿、藏书，孑民图书室藏书、中德学会藏书、满铁资料、民国时期的日记、
清末、民国时期出版的有价值的学术著作、“O”字头东方学著作、论文抽
印本，北大校史资料、西南联大资料、文革资料、新中国建国初期年画/宣传
画等等。略举几例：
　　1） 向达手稿：《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
　　2） 向达藏书：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商务印书馆，1934年，内有
向达题记："廿九年十一月廿六日 觉明购于昆明"
　　3） 曾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的历史学家朱希祖女儿朱倓1928年的日记，
日记中记载了朱希祖与北平知识界名人的交往，朱倓与父亲一起整理明史资
料等情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4） 校史资料：《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一览》、国立北京大学五十
周年纪念论文抽印本。
　　5） 清末图书：Henri Boucher：《官话指南》，Boussole du Langue
mandarain，徐家汇，土三湾印字局，1900，北大学生存物；《增广英字指



南》，光绪三十一年（1905），商务印书馆；清《通报》T'oung Pao 卷7，
1896。
　　6） "孑民图书室" 藏书：The Key of the King's Garden等。
　　7） 各种语言版本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等红宝书。
　　本学期开学后，特藏部开始对这批图书进行初步清理和分类，已经清理
出来的图书资料，将陆续揭示给读者和各位同仁。现在318举办的"新中国年
画和宣传画（1950-51）"展览展示的就是这次清理的初次成果。（特藏部）

期刊部退刊工作小记

　　2005年金秋，图书馆旧馆改造后的回迁工作刚落下帷幕，期刊部的退刊
工作就敲响了战鼓。本次退刊工作是图书馆新馆自1998年落成后规模最大的
一次。
　　旧馆改造后为新馆的退刊留出了充分的架位。期刊部按照规划和近几年
期刊出版与订购的情况，制定了本次退刊工作的计划和目标，即把新馆中文
区95年以后的文艺类过刊迁往文艺期刊阅览室的过刊区（414）继续开架阅
览；把期刊阅览区85年至95年（共11年）的西文过刊退到过刊阅览室
（409）八层主库继续提供服务。
　　退刊工作看似简单，但其复杂程度和劳动强度不亚于旧馆改造后的回迁
工作。就以西文过刊的退刊为例：首先，要按品种和年代下架，把大部分已
回溯的期刊合订本在WF系统中修改馆藏址，把"期刊阅览区"改为"过刊阅览
室'，再按顺序运往过刊阅览室八层主库，与相同品种合头上架。因为期刊份
量重，部分西文合订本单本重量就达13斤，上架、下架都不轻松，并且这项
工作是在每天完成上架、整架、咨询、上新刊等日常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
劳动强度相当大。
　　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大家迎难而上，没有退缩。中文区只用了短短一
周的时间，就完成了迁往414室近1万册文艺期刊的搬迁任务。西文区共用30
个半天，往409室退刊4万余册，共运1104车，在409室倒架1万余册。退刊
后重新安排期刊阅览区西文区架位，倒架3万余册，提前而圆满地完成了退刊
工作。
　　这项工作之所以能在人手少、任务重的情况下圆满地完成，与以下几个
方面的努力密不可分：
　　首先是认真计划，周密安排。在没有开工之前就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
　　其次是所有参与人员克服困难，发扬了无私奉献和团结协作的精神，保
证了任务的圆满完成。不管是新馆中文区还是西文区的同志，都克服了年龄
大、身体有各种疾病等困难：有的同志身患高血压，头晕目眩时，就吃了药
后接着干；有的同志患有肩周炎、腱鞘炎，贴上膏药还是出现在第一线；有
的同志脚扭伤了也坚持在一线劳动岗位上。上架、下架、推车、扫条码、倒
架，每个岗位都紧张而有序地劳动着，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衣衫。 
　　再次，是团结协作的结果。在劳动的前半段，得到馆里保安同志的大力
支持。他们每天下午派出两名保安参加最繁重的上架任务。这些小伙子工作
细心、主动，抢最重的工作干，为期刊部的退刊工作立下汗马功劳。11月
初，保安因另有培训验收任务而中断了劳动。在部门的协调下，各组同志伸
出了援助之手，大家不分彼此，共同承担了最艰巨的检索刊的退刊任务，用
汗水画出了一幅团结战斗的美丽画卷。
　　期刊部就是这样一个团结向上的集体，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任何
工作都能越做越好。 （期刊阅览部 宋苏平）



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年会暨学术报告会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召开

　　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年会暨学术报告会于2005年12月22日下
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多功能厅召开。会议由北京大学图书馆负责筹备、主
办，近80位代表出席，包括：上级学会领导，期刊研究会正副理事长、理
事、顾问及团体会员馆的联络人，中外文核心期刊工作的主要研究人员，参
与"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中外文期刊预定联合目录数据库"项目的负责人，以
及部分高校的期刊工作者。出席会议的还有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社科院文
献信息中心、人大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学术期刊光盘杂志社、国家图书馆、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等相关协作单位的负责人。
　　会上由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蔡蓉华理事长作研究会2003-
2005年工作报告，提出2006年工作计划。并根据当前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的
需要，邀请三位专家为大家作学术报告：CALIS联机编目中心谢琴芳副主任
讲"CALIS联合目录期刊编目进展"，CASHL管理中心李军凯副秘书长讲"中国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的资源与服务"，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
工作研究会顾问、清华大学图书馆杨毅副馆长讲"电子期刊的现状与发展"。
报告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教育部高教司教学条件处李晓明处长及全国高校图工委副主任兼秘书
长、全国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图书馆朱强副馆长应
邀出席会议并讲话。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顾问、东道主北京大学
图书馆武振江副馆长作了热情洋溢的回顾与总结性发言。（史复洋） 

流通阅览部工作简讯

　　日文书整理上架
　　因旧馆改造搬迁，图书馆的日文书都打捆堆放，不方便读者借阅。旧馆
改造完成后，流通阅览部在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时，各小组分别组织人力，加
班加点将10万册日文类图书整理并上架，赶在年前对读者开放，方便了读者
对日文类图书的借阅。

　　春节的鞭炮声还没有停息，流通阅览部的工作人员已经陆续到岗。虽然
Unicorn系统刚刚升级，工作界面和操作流程都有很大变化，但流通各台口工
作人员都认真学习新系统的操作界面和流程，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克服重重困
难，尽最大力量适应新系统带来的种种变化。开学第一天（2月20日），流通
共办理读者还书11194册，借书9973册，双双创图书馆日借还量历史最高记
录。紧接着，2月27日还书量再一次上万册。（流通阅览部）

古籍部狠抓基础工作

　　本学期之初，馆领导提出了全馆各部门要重点抓好基础工作的指示。基
础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读者服务的质量，因此，古籍部从上至下对抓好
基础工作都十分重视。本学期，古籍部的工作重心便是强化基础工作，提高
服务质量。
　　古籍部的业务工作主要分为编目和阅览两大部分。编目是本部门最重要
的业务工作，是读者服务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我馆馆藏古籍150万册，居全国
第三，高校之首，这是我馆很值得骄傲的。但是，我馆的古籍编目基础较
差，这150万册古籍中，已编的只有100万册，尚有50万册未编。这50万册
未编古籍迁入新馆已经5年了，但由于各种原因，编目工作始终未提到议事日
程上来。本学期，在人员紧张，工作繁多的情况下，古籍部利用现有力量，



开始了未编古籍的编目工作。虽然力量有限，进度较缓，但此项工作已经起
步，并逐步走入正轨。
　　阅览工作分为阅览咨询和书库管理两部分，是古籍部的窗口，是读者服
务工作的晴雨表。本学期，古籍部阅览室首先在人员上做了调整，返聘的王
利娟老师、新调入的张清允老师、陶诚老师，以及原来做编目的甘杜红老
师，要么是经验丰富的"老柜台"，要么是待人耐心、和善的老职工。他们以
自己真诚的微笑和周到的服务，使读者有了回家的感觉。其次，多为读者着
想，注重人文关怀。古籍阅览室的工作人员，不光在服务态度上给读者以温
暖，还处处为读者着想。古籍阅览室的面积并不小，但实际可利用面积却只
有3/4。本学期初，古籍部把阅览室中原来会客用的隔间腾了出来，摆上了书
架，并多方调拨和采购各种工具书，为读者查阅资料提供了更大的阅览空间
和更丰富的资料。此外，为体现人文关怀，我们在阅览室为读者添置了饮水
机，受到读者的欢迎。第三，加强工作的主动性。每有新书入藏，我们都会
及时地向读者提供新书信息。
　　古籍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因为它除了具备其它文献所共有的特征和
功能外，其本身又具有其它文献所不具备的文物性，这就决定了古籍书库管
理的重要性以及因此所要承担的巨大责任。本学期，我们首先在书库管理岗
上加强了力量，增加了人手。其次，进一步完善古籍书库管理的各项规章制
度，并狠抓各项规章制度的遵守和落实。再有，在书库的整体布局上进行了
重大调整，使之在使用上更方便，管理上更完善，从而提高了服务质量、管
理水平和工作效率。 
狠抓基础工作，不仅使我们的部门的工作上了一个台阶，也极大地调动了工
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基础工作应该在以后的工作
中常抓不懈。 （李雄飞）

古籍部帮助门头沟区图书馆修复古籍

　　日前，在我馆古籍部的帮助下，门头沟区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工作暂告一
段落。
　　门头沟区图书馆藏有明清古籍1000余册，因年久失修，破损十分严重。
古籍修复是一项专业性和技术性极强的工作，门头沟区图书馆对此十分重
视，计划投资100多万元，专门用于此项工作，但苦于没有专业修复人员，工
作难以开展。就在他们为此而犯愁时，我馆古籍部伸出了援助之手，指派吴
晓云同志为其培训专业古籍修复人员。从2005年10月到2006年1月4个月的
时间里，吴晓云同志采取边培训边修复的方式，从理论到实际操作两方面对
受训人员进行了专业培训。古籍修复工作的过程十分复杂，包括去酸、拆
叶、覆纸、粘实、压平、装订、修剪等20多个步骤。经过4个月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针对性很强的专业培训，受训人员已经初步掌握了古籍修复的整个
操作流程，可以从事简单的修复工作了。
　　据门头沟区图书馆的申馆长介绍，其古籍修复工作将根据破损古籍的破
损程度，按轻重缓急分期进行。目前，第一阶段已经结束，共修复明清古籍
110册，第二阶段目前也已着手进行。为了解决保护与利用这一矛盾，门头沟
区图书馆还将加大古籍数字化的进程，对修复后的古籍进行扫描，建立电子
书库，使读者可以看到电子版的古籍。 （李雄飞）

大连图书馆一瞥
　　大连图书馆是本次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26届年会的承办单位。会议的
最后一天，应东道主的盛情邀请，与会代表参观了这座我国东北著名的"书
城"。



大连图书馆的前身是1907年成立的满铁大连图书馆，到明年也有百年的历史
了。大连图书馆是我国规模较大、现代化设施齐全的公共图书馆之一。作为
大连市中心图书馆，其办馆宗旨是把大连图书馆建成名副其实的地区情报信
息服务中心、文献收藏利用中心、社会文化教育中心及图书文化交流、发
展、科研中心。
大连图书馆有着近百年的历史，馆藏丰富，颇具特色，满铁资料的入藏量在
世界首屈一指；明清小说的收藏，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是具有国际影
响的明清小说研究资料中心。另外，该馆还藏有大量的彩绘舆图、清代内府
题本、历代碑帖拓片等稀世之珍品。多达二十九种文字的西文古旧籍，亦堪
称镇馆之宝，每年吸引了大批海内外学者前来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 
　　为了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加强文化氛围，1999年大连市政府投资5500万
元，对大连图书馆进行改扩建。改扩建后的大连图书馆面积达40000多平方
米。先进的设施、齐全的功能，充分展示了现代图书馆文化的理念。2002
年，大连图书馆进行了机构、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馆员的精神面貌焕
然一新。学习型组织的创建，为加强馆员综合素质奠定了基础。2003年至
今，大连图书馆在自动化建设、深化读者服务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分馆及
流通站的广泛建立，构筑了立体化、网络式的服务体系。
　　大连图书馆的馆长张本义先生，是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的会员，是一位
热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型馆长。早在任馆长之前，他保护历史文化古
迹、文物不辞辛苦奔走呼吁的事迹就传遍了大连地区，被人们称为热爱中国
传统文化的"疯子"。在接任大连图书馆馆长之后，他充分发挥图书馆的社会
教育职能，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先后成立了白云美术馆和国学义塾，定
期举办美术展览；延请各地名家学者，举办免费的传统文化系列讲座。组建
了全部由本馆职工组成的白云吟唱团，用普通话并结合辽南方言，吟唱中国
古代诗词。白云吟唱团经常深入基层演出，宣传和普及传统文化教育，其形
式和内容深受市民欢迎，社会反响强烈，为创建学习型城市做出了积极的贡
献。他们还曾飘洋过海到日本进行演出。日本是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
文化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极深，虽然语言不通，但白云吟唱团所到之处，
无不唤起文化的强烈共鸣，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此次参观，张本义馆长特
意为与会代表安排了专场演出，并亲自出马，展现了张先生的多才多艺和深
厚的国学功底。演出给与会代表带来了强烈的震撼，那古朴的韵味和优美的
旋律至今萦怀。白云吟唱团的精彩演出，不仅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传统
文化的魅力，更突出地反映出大连图书馆职工的精神风貌。
　　短短两个多小时的参观，从点滴的所见所闻中，我们充分感受到大连图
书馆人的一种精神，这是一种魂，是我们的民族之魂。 （李雄飞）

古籍部组织参观 “盛世文治--清宫典籍文化展”

　　200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80年来，故宫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风
雨历程，由筚路蓝缕的草创，发展到今天我国“文博”事业的标志。为庆祝
故宫建院80周年，并配合"国际清史研讨会"的隆重召开,8月27日，一个以善
本图书为主的"盛世文治--清宫典籍文化展"，在昔日清宫皇家修书处--武英殿
拉开了帷幕。如此大规模的“殿本”书精品展示是十分罕见的，为我们这些
从事古籍工作的人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学习和实践的机会。 10月26日、27
日，应展览主办方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古籍部的盛情邀请，我馆古籍部的全体
同志分作两批，各用半天时间参观这一展览。
　　贯穿于18世纪的清康、雍、乾三朝，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
构筑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道辉煌，史称“康乾盛世”。为了使观众对清
宫盛期文化有一整体了解，本次展览以盛世“文治”为主线，选择代表性图
书和文物、书画，提纲挈领地展示康乾时期以书籍编刊为主的文化活动和成



就。依照武英各殿的格局，展览分为六个部分：一、琅函秘笈--皇室藏书；
二、典学治道--清帝读书；三、稽古右文--官府编书；四、锦囊翠轴--御书装
潢；五、佛道同辉--宗教典籍；六、梨枣飘香--内府刻书。此外，在东西值
房，展示清代武英殿镌刻的经版和书版。本次大展共展出各种代表性典籍和
文物近300种、14264册（页、件）。其中善本图书150余种、1200余册
（页），书版70余种、13000余块，还辅以与各单元主题相关的古书画35
件，古器物8件（套），宫廷文物21件（套），以多角度地立体展示清代盛世
文化，并增加观赏性。
　　在殿本的发源地展示殿本，是百年来的第一次，可谓名实相符，当年的
修书处再次散发出启人心智的翰墨书香。久别的武英殿，久违的众多国宝级
善本特藏，如此规模的善本大展前所未有，实为书林一大盛事！它定会令您
目不暇接、流连忘返，陶醉在历史、思想和艺术的美感之中……我们也在这美
不胜收的展览中陶冶了情操，开阔了眼界，可谓获益匪浅！（李雄飞） 

《儒藏》出版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2005年9月22日上午，北京大学《儒藏》出版新闻发布会于在北京大学
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中宣部、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等领导部门负责人，
有关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人士一百多人出席了会议。
　　新闻发布会由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委员会主任安平秋主持，北京大学
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吴志攀致辞，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主任
暨"《儒藏》工程"首席专家汤一介、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明舟作了工作报
告。在新闻发布会上，中宣部、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作
了讲话，对《儒藏》工程所取得的成果给予高度评价。清华大学中国思想文
化研究所所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李学勤，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郝
平，合作单位代表、南开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赵伯雄等也作了发言，对《儒
藏》工程给予充分肯定。
　　由北京大学主持的"《儒藏》编纂与研究"项目，是在教育部和全国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的我国重大文化学术工程，有全国20多所高等院校
和科研机构参加。为广泛征求意见，并为《儒藏》工程的参与者提供参考，
作为《儒藏》样书的《论语》专集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按《儒
藏》编纂体例的要求校点并以繁体竖排的形式印制，其中包括何晏《论语集
解》、皇侃《论语义疏》、邢昺《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和康有为
《论语注》等5种儒家典籍，均为《论语》流传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注解之
作，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和收藏价值。
　　这次出版的《儒藏》《论语》专集，不是零散的几本书的拼凑，而是一
套合起来成为有机整体的丛书，构成了《论语》流传及整理史上一根比较完
整的链条。其中日本正平版何晏《论语集解》是传世《论语》中最早、最完
整的单集解本，是汉魏古注的集成之作；皇侃《论语义疏》是传世《论语》
中最早的注疏本，也是南北朝《论语》注释的集成之作；邢昺《论语注疏》
是《论语》唐宋注疏本的代表作，曾收入颇有影响的《十三经注疏》；朱熹
《论语集注》为《四书集注》之一，是《论语》注释的宋学代表作，占据了
宋元明清《论语》注释之作影响所及的半壁江山；康有为《论语注》是近代
改良派思想家古为今用的注释之作，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
　　这次《论语》专集所收录的文献在底本选择上也有突破，其中有三种在
底本的选择上超过了前人。如何晏《论语集解》，是以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
所藏正平版双跋本影印件为底本；又如皇侃《论语义疏》，是以 1923年日本
大阪怀德堂的排印本为底本，以鲍廷博所刻《知不足斋丛书》本为校本，同
时还吸收了日人武内义雄的校勘成果；再如邢昺《论语注疏》，没有采用习
见的阮元校勘的《十三经注疏》本，而是采用线装书局影印的日本宫内厅书



陵部所藏宋蜀大字本为底本，同时吸收阮元校勘记的成果。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对《儒藏》样书《论语》
专集的审订也非常严格，校订多达十次以上，并请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有
经验的老编辑把关，希望将错误率降低到最小程度。
　　作为《儒藏》工程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我馆古籍部原主任张玉范教授、
现任主任沈乃文教授，以及张丽娟、刘大军、于义芳、李雄飞等同志受邀参
加了此次新闻发布会。（李雄飞）

 
《中华再造善本》第一期工程进展顺利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是由文化部、财政部共同主持，中国国家图书馆
具体承办的一项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它旨在“继绝存真，传本扬学”，通过
大规模、成系统地复制出版，合理保护、开发、利用善本古籍。
　　我国的古籍浩如烟海，承载着中华文明，凝聚着民族智慧。据调查统
计，全国仅图书馆系统就藏有古籍2750万册，其中善本250万册，包括孤本
45000余种。正是由于这些古籍极为珍罕，其保存、保护责任重大，因此长
久以来，各藏书单位都采用"重藏轻用"的原则，将其束之高阁，基本上不能
借阅，这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利用十分不利。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繁荣学术研究，由文化部、财政部牵头，"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正式立
项。两部部长亲自挂帅，担任工程规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并聘请任继愈、季
羡林、启功（已故）、侯仁之、李学勤、朱家溍（已故）等著名古籍版本专
家、学者组成编纂出版委员会，拟定选书标准，以"系统性、权威性、高质
量、高品位"为指导思想，利用先进的现代印刷技术复制出版。其装帧采取中
国古籍传统的线装形式，封皮用仿库磁青纸，正文大部分用国产宣纸套色印
刷，少量用进口轻型纸彩印，古朴、美观、高档，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
有较高的收藏价值，是不折不扣的"新善本"。除了选本精良，印制精美之
外，还聘请了各藏书单位的古籍版本专家，为每种选本撰写了学术水平很高
的提要，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价值极高的版本，还提供了与该选本有关的、极
其丰富的相关信息，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计划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期为唐宋编和金元
编，第二期为明清编和少数民族文字编。一期选目约750种，9000多册，其
中唐宋编约430种，5000多册；金元编约290种，3000多册；另有明清善本
约30种，数百册。一期工程自2002年启动，预计2007年完成。截至2005年
11月底，已印制出版《中华再造善本》465种，发稿610种。
　　我馆富藏古籍150万册，居全国第三，高校之首。由于我馆在全国的古籍
收藏方面所拥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自然也就成为“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的
重要参加单位之一。我馆此项工程的拍照和提要撰写工作从2005年3月开
始，由丁世良老师具体负责。截至目前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共拍摄宋元善本
48种，120函，800多册，30000多拍。有张玉范、沈乃文、刘大军、丁世
良、张丽娟、王燕均、李云、马月华等同志参加了提要的撰写工作，共撰写
提要44篇。目前，拍摄工作已基本告一段落，提要撰写工作也将于3月初完成
审稿。（李雄飞）

李敖来馆参观追记

　　作为一名享誉学界的著名学者、政论家，李敖先生2005年的大陆之行似
乎要改变他在政坛狂放不羁的形象，回归学者本色，因而李敖先生此行被称
为“文化之旅”。既然是“文化之旅”，那么访问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
便是此次大陆之行的重要内容。读书之人对书有着一种难以言状的亲近感，



虽然行程安排得十分紧凑、匆忙，但既然来到了中国的最高学府，那么先生
仰慕已久的北大图书馆不能不看，馆藏的珍笈不能不看。
　　我馆馆藏丰富，珍笈琳琅，可李敖先生安排参观图书馆的时间仅有半小
时。为了满足李敖先生爱书的迫切心情，馆领导决定专门为此办一个展览。
为一位学者个人来访办展览，这恐怕在我馆历史上也是破天荒的头一次。此
次展览计划分为古籍、拓片、书法和胡适藏书四个部分，由古籍部和特藏部
联合筹办。为了此次展览，古籍部提前近一个月时间即开始筹备，精心挑选
展品。古籍方面由部主任沈乃文教授、刘大军副教授负责，拓片和书法由胡
海帆、汤燕副教授负责，胡适藏书由张红扬、邹新明具体负责，优中选精，
精中拔粹。所选展品均为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珍稀版本，每件展品都
撰写了简要的说明。在李敖先生来访的前一天，古籍部抽调所有内部工作人
员，仅用半天时间就将展览布置完毕。
　　翌日上午，李敖先生在众多陪同人员和媒体记者的簇拥之下来到我馆，
早就等候在馆门口的百余名学生一片沸腾。虽然刚做完讲演，但丝毫看不出
李敖先生有疲惫之感，只是略加休息，便迫不及待地走进展室。沈乃文、胡
海帆、邹新明分别介绍了每件藏品，李敖先生饶有兴致地听着介绍，并不时
与讲解者进行交流，表情轻松，谈吐幽默，才思敏捷，向人们展示了他性格
中的另一面，与人们心目中那位唇枪舌剑、言辞犀利的李敖判若两人。在
《常丑奴墓志》前，李敖先生驻足良久，仔细翻阅，爱不释手。这是所有展
品中，唯一一件他点名要看的，可见李敖先生对我馆馆藏之熟悉。一直守候
在此处的师晓峰老师，终于得以献上了自己早以准备好的礼物--镶在镜框之
中亲手剪成的雄鸡剪纸。为了这件礼物，师晓峰老师可谓绞尽脑汁，最后选
定了雄鸡剪纸。因为2005年是我国的农历鸡年，大红的雄鸡剪纸既喜庆吉
祥，有富有民族特色，而且十分符合李敖先生"好斗"的性格。师老师献上礼
物，也献上了自己的祝福，祝李敖先生"金鸡独立，傲视群雄"。李敖先生显
然有些出乎意料，转而十分惊喜，高兴地收下礼物，并与师老师合影留念。
此后的参观过程中，李敖先生始终手捧着这份礼物。此间，李敖先生的挚
友、台湾著名艺人凌峰先生携夫人贺顺顺女士来探望好友，展室内又掀起一
股高潮。
　　半个多小时的参观很快就结束了，李敖先生似乎余兴未尽，有些难舍，
这就是读书人对书的感情。临别之时，我馆提出惠赐墨宝之请，先生欣然应
允，稍加思索，写下"人书俱老"四字行书。此语出自明代孙过庭所著《书
谱》，中云："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其
中的"书"字本指书法，李敖先生巧妙借用，含义深刻。
　　从李敖先生的反映来看，此次展览十分成功，圆满地完成了接待任务。
（李雄飞）

我眼中的孟二冬老师

　　2005年12月13日上午，孟二冬老师先进事迹座谈会在中文系召开，作为
和孟老师科研工作关系密切的图书馆古籍部的代表，本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并就我的亲身经历，谈了我对孟老师的点滴印象。此后，《光明日报》和校
电视台的记者又先后到我馆的古籍阅览室--孟老师经常来看书的地方，对本
人作了单独采访。孟老师患病前经常来我们阅览室看书，彼此之间十分熟
悉。再加上参与《儒藏》项目，与孟老师的爱人耿琴老师有些接触，从耿老
师那里也听到过一些有关孟老师的事，现就我的所见所闻，说一说我眼中的
孟老师。
　　认识孟老师还是在我由古籍编目调到阅览室以后。孟老师是我们古籍阅
览室�"常客"，日子久了，自然也就熟了。孟老师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平易、
谦和，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衣着十分朴素，经常穿一双平底布鞋。每次见



面，他总是带着质朴、真诚的微笑，话虽不多，但让人感到十分亲切。
孟老师是个十分重感情的人，哪怕是受人滴水之恩，他也会铭记在心，常思
报之以涌泉。大概是三年前，孟老师很久都没有来了，大家正在奇怪。忽一
日，一日本学者来看书，交给我们一封信。打开一看，原来是孟老师写的，
这才知他现在日本讲学。信中一再感谢多年来古籍阅览室的工作人员对他的
帮助，并说他十分想念大家，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真挚的情感。其实我们并
没有为他做什么，即便是付出了一些劳动，那也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份内之
事，没想得到孟老师都这样萦怀在心。他在日本讲学两年，每逢新年，他都
不忘问候大家，或是寄贺卡，或是托耿琴老师代为转达。从日本回来，还专
门到阅览室看望大家，并带来日本的特色小食品请大家品尝，让人十分感
动。 
　　孟老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治学勤奋。从2000年我调到阅览室，到
他赴日讲学的这两、三年时间里，只要是没有课和其它事情，他就会一天都
泡在这里查阅资料。而且他每天都是第一个读者，有时比我们工作人员来得
都早，门还没开，可他早已在门外等候了。用功如此之勤，这在我们接待的
读者，尤其是老师中是绝无仅有的。孟老师做事十分有条理，而且很会利用
时间。按照我们阅览室的规定，每天下班前10分钟就要收书，孟老师从不拖
沓，还完书后，利用剩余的时间去查目录，把第二天要看的书准备好。第二
天早上一来，他就把昨天抄好的索书条交给我们，这样就可以不浪费时间，
提高工作效率。众所周知，做学问是件十分辛苦的事，可在孟老师的身上，
你永远都看不到那种苦行僧般皓首穷经的痛苦表情。他把做学问当作一件十
分快乐的事来做，能苦中求乐，乐在其中，这是一种多么高的境界啊！这也
反映出孟老师的一种人生态度，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对待生活，他总是保持一
种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特别是此次得了这么重的病，动了开颅、开胸这
么大的手术，身体十分虚弱，但他的心永远是健康的。孟老师承担着十分繁
重的教学科研工作，而他又是一个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的人，曾听耿琴老师
说过，经常一工作起来就忘了按时吃药。 
　　以上是我与孟老师接触过程中亲见、亲闻的几件小事。孟老师身患重病
坚持支边和工作的事迹令人感动，但即便是没有这件事，孟老师也堪称教师
的楷模。现在全校正在掀起一股向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教师标兵孟二冬老师
学习的热潮，而孟老师和耿老师夫妇多次在公开场合讲，希望不要过多地宣
传，因为北大不是只有一个孟二冬，还有很多同志都做了许多工作。我们在
为孟二冬老师的精神所感动的同时，更为他的人格魅力所震撼。我们的社会
需要大力宣传这样的人，我们的时代需要有更多像孟老师的人涌现。孟老
师，衷心地祝福您早日恢复健康，还能像以前一样每天在阅览室见到您熟悉
的身影和笑脸！ （李雄飞）

古籍部学者来访短讯二则

　　版本目录学家李致忠先生来访：2005年11月1日上午，当代著名版
本目录学家、原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主任李致忠先生来
我馆古籍部访问并做学术交流。此次来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中华再造善
本》提要的撰写工作。根据"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编纂委员会的规定，凡被选
入《中华再造善本》丛书者，需由藏书单位承担各自被选入各书的提要编写
工作。我馆在该项目第一期中，共被收录宋元善本48种，张玉范、沈乃文、
刘大军、张丽娟、丁世良、王燕均、李云、马月华等8位同志承担了其中44种
的提要撰写任务（另外4种由中文系教师撰写）。目前，提要的撰写工作已经
完成，初审工作也已结束。作为提要的总校，李致忠先生对我馆同志提要的
质量予以了充分肯定，也提出了从中发现的问题，主要是体例的统一和资料
来源的统一问题。李先生是著名版本学家，特别是对宋本有着极高的造诣。



李先生的来访，对大家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因此在讨论完《中华再
造善本》的有关问题之后，又围绕古籍版本问题向李先生求教，李先生认真
地一一做答。大家都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机会向李先生求教。

　　版本学家、西夏文专家史金波先生来访：2005年11月，中国社会科
学院的著名版本学家、西夏文专家史金波教授两次到我馆古籍部访问。西夏
文是我国古代一种少数民族文字，目前能够通此文字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了，
流传至今的西夏文文献也十分稀少。史先生是国际著名的西夏文专家，对西
夏文文献及其版本的研究也有极高的造诣。我馆也有数量极少的西夏文文
献，但因无通此文者，故无法进行准确的编目。请史先生来，就是想请他帮
我们做准确的鉴定，使之更好地被学者所利用。 （李雄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