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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数千年华夏文明，在一片黄土地上发

源流淌，积淀人文厚土，漫延神州大地。岁月流

觞中，这片黄土地在历史跌宕中孕育中华文明，

典籍随之诞生，文明书刻其上，文脉代代相

承。这里地处中国之中，名为河南。

河南古称“中州”“中原”，是华夏民族融合、

统一的重要地区，中国历史上20多个王朝在此

建都，文人名士云集于此，典册华章荟聚一时，

无不见证着中国典籍发展之成书、著书、抄书、

刻书、印书、藏书的煌煌盛况，为中华文明发展

奠定了深厚基础。安阳殷墟甲骨，重现先人占

卜记事，“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印证殷商已有

简策文献；东周建成中国第一座图书馆——“守

藏室”，老子出任“周守藏室之史”，成为我国历

史上最早的图书馆馆长；刊石立于洛阳太学门

外的东汉熹平石经，是我国首次官方刊定的儒

家经典，“乃碑始立，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

余辆，填塞街陌”；西晋左思《三都赋》在京城洛

阳广为流传，人们争相传抄，竟致洛阳纸贵；唐

代佛经刊印带动雕版印刷的广泛传播，特别是

在译刻佛经的圣地唐之洛阳出现了雕版印刷术

发明之后第一次印刷出版高潮。《宋史·艺文志》

记载“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隋

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足见当时洛阳藏书壮

景。五代后期，冯道等人又一次组织大规模官

方刻印儒经，不同在于，之前是勒石刊经，推动

了传拓之法，这次是刊经于板，力促了雕版之

术。北宋时期，官、私、坊刻在开封、洛阳盛极一

时，中原地区再度成为中国雕版印刷的中心，很

多书籍都是在开封汴京国子监校订后下运杭州

镂板。靖康之后，随着中国政治中心的南渐北

迁，中原经济文化渐趋衰落，刻书藏书随之式

微。但回眸历史，河南典籍在华夏数千年文明

史上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丰厚底蕴、文

化精髓对中华民族典籍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深耕细作，中原出彩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自古以

来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需要中原更加出彩。河南是人口大省、产

粮大省，又地处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战略枢

纽，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作为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河南自古

是兵家必争之地，连年的战火硝烟，频发的自

然灾害，给中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许多珍贵

典籍毁灭流失。现在遗存丰富的河南古代文

献典籍，是数代河南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守护下

来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创造的

重要文明成果，一件件历史珍藏，一段段鲜活

记忆，都蕴含着华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

式和想象力、创造力，是中华文明亘古绵延、一

脉相承的历史见证。

但由于多种原因，河南还面临着古籍底数

不清，收藏条件较差，古籍老化、破损严重等问

题。决不能让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在我辈东

流，“豫为天下之中”的江湖地位，“泽被万世”

的守护职责，激发了中原人守护文脉的决心勇

气和历史担当。

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河南古

籍工作者们秉持平凡之中的伟大追求、平静之

中的满腔热血、平常之中的极强烈责任感的

“三平”精神，以珍贵古籍名录和重点保护单位

评审为抓手，紧盯古籍普查，坚持“深耕细作”，

工作扎实推进。截至目前，全省 81 家古籍收

藏单位完成古籍普查 8.9万部，河南省古籍普

查登记工作基本完成，分藏在各级公共图书

馆、博物馆、科研单位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中

学、寺院以及民间和个人收藏等。全省 19家

单位 222 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534部古籍入选《河南省珍贵古籍名录》。

三级整体联动，机制保障推进——

2010 年，河南省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

会议在省政府召开，全省古籍保护工作正式拉

开序幕。河南各省辖市、县闻令而动，由政府

牵头，相继召开本地区古籍保护工作会议，讨

论通过本地古籍普查工作方案，建立古籍保护

专家委员会，部署本地区古籍保护工作。郑

州、开封、洛阳、许昌、南阳、焦作等 16个地市

及偃师、新安等地陆续建立局际联席会议制度

和本市、县古籍保护中心，为古籍普查工作的

顺利开展提供了机制保障。

广泛深入基层，现场解难帮困——

为有效督促普查落实，由河南省文化厅副

厅长带队，文化厅社文处、省内古籍专家、省图

书馆（省古籍保护中心）组成督导组，怀着对现

存古籍文化资源普查的责任担当，先后多次奔

赴开封、安阳、鹤壁、濮阳、洛阳、三门峡等各地

市，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督导调研。督导组在调

研过程中，发现问题现场提出，遇到困难现场

解决，无论是工作力度、业务难题，还是设备短

缺、经费不足，都藉此得到落实，有力促进了全

省古籍普查保护工作。除了省里组成督导组

之外，各地市也相继建立调查组深入基层，走

乡串镇，调研掌握县、乡镇民间收藏情况，通过

县、乡、村三级层层发动，逐村普查，效果十分

明显。普查期间，仅河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先后

54 次组织普查工作组，在开封、洛阳、南阳等

市图书馆的支持下，抽调工作人员 224 人次，

奔赴河南省 14个地市督导，实地了解古籍保

护工作进展情况，牵头完成 20 家古籍收藏单

位的普查登记工作，基本摸清了河南省古籍收

藏总体情况。

建立月报制度，打造良好氛围——

随着普查工作在全省全面铺开，河南省图

书馆（河南省古籍保护中心）网站以简报形式

按月通报全省古籍普查进度成为业内关注的

焦点。为保证全省古籍保护工作各项计划的

顺利实施，省文化厅与各省辖市文化局签订了

古籍普查工作进度要求备忘书，建立了全省古

籍保护工作进度月报制度，在普查进度表上显

示当月数据、上月数据和增量数据，并对该单位

古籍收藏情况和名录入选情况进行备注，全省

古籍普查进度一目了然。通过月报制度，各级

领导、收藏单位和普查员们可以准确掌握全省

古籍普查进度，有效传导压力，体现了河南省狠

抓古籍普查的强度不变、力度不减，为在全省形

成古籍普查比学赶超的工作格局和完成全省古

籍普查工作起到了重要积极作用。

坚守“三平”精神，默默无闻耕耘——

干事创业，关键在人。人才短缺始终是制

约河南古籍普查工作开展的主要瓶颈。一份

文件、一纸公函、一番恳谈，让基层古籍收藏单

位意识到，全国古籍普查是一个前无古人、史

无前例的大事，但一个只有两三人建制的基层

图书馆，既要提供公共服务，又要进行库房管

理，腾出多余人手去打开尘封古籍，一册一册

著录清点，实属不易。虽然古籍工作者们积极

热情开展普查工作，怀揣敬畏之心，普查如履

薄冰，然而，人才短缺和专业知识的缺乏仍是

开展普查最大的难点。为此，河南省古籍保护

中心不仅积极组织全省古籍收藏单位参加国

家层面的各类古籍培训班，还在名额有限的情

况下，借助国家和本省古籍专家力量，自己举

办培训班，培养各地市古籍普查的骨干。根据

古籍普查的要求，工作人员对每一部古籍的题

名卷数、著者、版本、存卷、册数等项目准确登

记，古籍破损记录细化到册，并录入全国古籍

普查登记平台。识别题名、著者入门较快，但

判断版本却非一朝一夕之功。每次集中培训

之后，河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各地市古籍保护

中心都要挨家挨户调研指导，不厌其烦，手把

手培训，面对面帮教，从序跋、牌记、避讳字，一

点一滴传授识别版本，解决了一块一块的硬骨

头。有时候，由于工作时间紧、又缺乏相应的

工具书，工作组成员收集整理在各单位拍照的

书影以及一些现场未能解决的问题，返回单位

后通过查阅古籍书目和古籍图录等方面的工

具书进行核对，对各单位的普查数据进行了进

一步的整理和完善。鉴于省内很多收藏单位

都是第一次开展古籍普查，虽然有难度却是一

张“白纸”，可以完全避开从目录到目录的便捷

途径，河南省抓住这一“优势”，扎扎实实坚持

依托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平台，完成了全省 8万

余条古籍的登记工作，为古籍文献的科学管理

和政府决策打下了坚实基础。

除公藏单位外，河南各级古籍保护中心还

通过报纸、宣传车、电视广告等途径宣传古籍普

查保护工作，呼吁民间藏家参与普查，市民们积极

响应，纷纷到图书馆登记。洛阳、安阳等图书馆

甚至还获赠市民捐出的清乾隆刻本《阳宅大成》

等家藏古籍。在去年举办的“册府千华——河

南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的启发下，河南民间

藏家一改藏书界藏之自赏、秘不示人的传统，两

周后即以“中原古书联盟”名义发起举办“豫见

古书之美感受故纸芬芳——首届中原民间珍贵

古籍展”，集中展出河南藏唐代至民国时期的珍

贵古籍文献近200种。河南省图书馆大力支持

并免费提供场地，只提了一个条件，就是把这些

古籍录入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的大数据库，弥补

私藏古籍的空白。这一举措体现了河南人的

开放心态和共享精神，在民间收藏界起到了重

要示范作用，凸显民间藏家在推动中华古籍保

护、弘扬优秀典籍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百丈之台，起于垒

土。经过全省普查人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

整理，2015年，河南省古籍普查的基础工作基

本完成。近两年，全面转入审校出版阶段，“家

底”陆续亮相公众。自河南省首部古籍普查登

记目录《河南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正

式出版后，《河南省郑州图书馆等十一家收藏单

位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开封市图书馆古籍普

查登记目录》《河南省新乡市图书馆古籍普查

登记目录》《河南省洛阳市图书馆等九家收藏

单位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相继出版，其他目录将

于“十三五”内全部面世。一条条目录，凝聚着

全省古籍收藏单位和从业人员的心血，也充分

显示了河南在古籍普查工作上的努力与付出。

平凡之中的伟大追求、平静之中的满腔热

血、平常之中的极强烈责任感，“三平”精神恰到

好处诠释了河南古籍工作者。他们总是谦虚地

说：我们做得还不够，只是一些基础工作，还要

向先进地区学习，在有限条件下能对古籍保护

尽一点点力，对得起自己和这份工作就可以了。

珍善古籍频现，守护华夏文脉——

通过古籍普查和名录评审，一些不为人知

的中华珍贵典籍陆续浮现世人，展现了河南珍

贵典籍的丰富遗存。洛阳白河书斋所藏明万

历二十一年（1593）金陵胡承龙刊刻《本草纲

目》，是《本草纲目》祖本，堪称中华古籍保护计

划开展以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由于该书之前

深藏河南伏牛山脉，保存状况不佳，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还特意委托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完

成了全书修复。目前该书已入选第四批《国家

珍贵古籍名录》。督导组在获嘉县档案馆发现

的一部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陆柬河南刻本

《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官方校刊颁行的兵法

丛书，汇集了中国古代兵书的精华，为历代武

学经典集成之作，对后世军事研究具有重要价

值。2016年，该书正式入选第五批《国家珍贵

古籍名录》，成为河南省档案系统入选《国家珍

贵古籍名录》的第一部古籍。

除了发现珍贵古籍之外，通过普查，还发

现了很多重要的古籍收藏单位。如灵宝市文

物保护管理所、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所

藏古籍和线装书都在1万册以上，其中不乏善

本、孤本。此前，这些收藏单位及其藏品在《中

国善本古籍书目》等目录中均未见著录。

这些古籍收藏单位和藏品的新发现，不但

扩充了河南省古籍收藏总量，更体现了全国古

籍普查登记工作的最终目标——让过去不为

人知或少为人知的珍贵古籍重现于世，让那些

鲜为人知却珍品迭出的古籍收藏单位获得更

多的关注和支持，从而使珍稀古籍得到更为妥

善的保管，让民族文化遗产更加长久地流传后

世。通过普查和评审，越来越多的单位和个人

意识到所藏古籍的价值，保护意愿更加强烈，

守护传承之心更加迫切。

宗教保护，以评促建

“佛教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佛教古籍是这种文化的承载，如果再不采

取措施加以保护，不仅是佛教界的损失，更是

全民族文化的损失。”少林寺释永信方丈在提

交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的论文中这样说到。

无独有偶，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之前，河南

嵩山少林寺已开始关注古籍保护工作，邀请专

家对寺藏古籍进行了初步整理和部分抢救性

修复。在他眼里，千百年来，许多建筑倒下了，

许多坚硬的冷兵器锈蚀了，而薄薄的纸制品却

能够保存到今天，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保护

好这批古籍，少林寺责无旁贷。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启动，使少林寺对

古籍保护的方式方法有了更加科学的认识。

2011 年，当少林寺释永信方丈得知全国即将

开展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

重点保护单位申报评审工作的消息后，立即安

排专人与河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取得联系，表达

了少林寺积极参与的愿望，并根据申报要求开

展古籍普查和库房改造，古籍管理工作也逐步

走向规范化、制度化，不仅成为汉传佛教第一

家完成古籍普查的寺庙，而且成为宗教系统古

籍保护以评促建的典型。

少林寺藏经阁又名法堂，建于元代至正年

间，明清之间经历多次修葺，为高僧讲经说法

和存放佛经典籍之所，内贮元、明、清三代大藏

经 5480 卷，还有少林拳谱秘籍、木刻《少林寺

志》等历代佛教典籍。军阀混战期间，少林寺

法堂皆毁于火厄。1993年，藏经阁原址重建，

禅医药典籍、武术功夫秘籍收藏量在全国图书

馆行业均在前列。但由于寺内一直没有进行

整理登记，古籍家底不清，参与申报存在一定

困难。对此，河南省文化厅、省图书馆、省古籍

保护中心给予了高度重视。

2011-2012年间，河南省图书馆（河南省

古籍保护中心）先后5次派出专业人员30余人

次，历时数月，协助少林寺逐册清点整理著录，

对善本古籍和普通古籍进行了区分，并对其中

重要的古籍进行了价值认定。其中，不仅有完

整的明《永乐南藏》等珍贵佛教典籍，还有清乾

隆二十七年嵩山书院刊刻的清纪昀《庚辰集》、

清活字印本《串雅内编》、清康熙岳生堂刊刻

《说嵩》等书，或刊刻精良，或存世稀少，或为珍

贵的河南地方文献。2012年 5月，终于在少林

寺藏经阁完成古籍数据普查登记工作，寺藏古

籍六千余册，善本古籍三千余册。2017 年，

《河南省郑州图书馆等十一家收藏单位古籍普

查登记目录》正式出版，其中就包括少林寺藏

经阁。近些年，少林寺还在不断收集民间流散

古籍进行保护，体现了千年佛寺在保存中华文

脉中的作为和担当。

藏经阁为木质建筑，由于地处山区，夏天

潮湿、冬天干燥，加之位于大雄宝殿之后的中

轴线上，属于游客游览区，古籍保存条件达不

到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要求。为此，

少林寺专门在景点外围选址，设立了占地约

600平方米的图书馆。为申报“全国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少林寺按照相关标准为古籍书库

配备了电视监控、空调、恒温恒湿设备，安装了

防火、防水、防盗自动报警和气体灭火装置，购

置新的书柜、书架，定期实施杀虫、消毒和防紫

外线措施。同时通过制定相关制度加强管理，

责任到人，全力确保少林寺藏经阁（图书馆）古

籍图书的安全。寺内还专门选拔僧人参与古

籍管理工作，目前共有管理人员7人，其中5人

拥有本科以上学历。近年来，少林寺多次选派

优秀僧人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河南省古

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各类古籍保护培训班，显著

提升了少林寺藏经阁古籍保护管理水平。

2013年 3月，少林寺被评为第四批“全国古籍

重点保护单位”，成为河南省唯一入围的寺院，

此前全国仅有甘肃拉卜楞寺图书馆一家宗教

单位入选。2018 年，少林寺藏经阁又申请加

入了“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得以从更多更广的

层面投入古籍保护事业。

在做好古籍普查和原生性保护的同时，少

林寺藏经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和藏书特点，对所

藏文献典籍进行深入挖掘和开发利用，先后编纂

出版了《中国武术大典》《中国禅宗大典》《中国佛

教医药全书》。今后，少林寺还将推进古籍数字

化工作，有序开展寺藏典籍再生性保护，推动资

源开放和共享。

浮雕传拓，求变创新

石刻艺术伴随华夏文明、文字变革而发

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遗存。作为中

华民族的发源地，河南地上地下数以万计的石

刻，使中原大地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石刻宝

库。它们很多分布户外，风雨之中历经剥蚀，

沧桑之中日渐消损，抢救石刻资源、保存石刻

文献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数千年来，智慧的中华民族发明传拓技

法，因其独特、无可替代的艺术性和表现力，成

为保存石刻艺术最为直接的手段。然而，由于

重视文字忽视造像，华夏大地上众多精妙绝伦

的石刻只留下文字拓片，而高浮雕造像，却因

为难度颇大，几乎无人涉足，成为一大憾事。

八十年代初，年轻的李仁清进入河南省古

建队，开启了他从艰辛到坚韧、从平凡到精彩的

“痴”拓人生。在参与河南各地古建、石窟、石

刻、古代桥梁的田野调查过程中，他随老拓工承

习传统的传拓技艺，凭着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

性格，技法日臻成熟。然而，由于技术限制，唯

美的高浮雕石刻造像艺术无法拓印留存，成为

他的一个心结。为了却心愿，他在实践中不断

摸索，求变创新，将传统的乌金拓、蝉翼拓、全形

拓等多种技法和绘画、雕塑、建筑测绘等技术综

合起来，以丰富的色彩和层次变化，将中国传统

石刻的神韵完美地复原于纸上，全面细致地保

留了石刻上的古代社会信息，为学术研究提供

了重要资料，开创了独特的高浮雕传拓技艺。

三分拓，七分修。不同于传统拓法，高浮

雕拓印是对雕像的立体传拓，需要将完整宣纸

覆盖在石像的各个部位，在凹凸处将宣纸裁

剪，以便完美贴敷。一尊完整浮雕造像现场拓

完揭取之后，在外人看来，只是数百上千张毫

无头绪的碎片，但对李仁清来说，却早已在脑

海中完成了拼接，只要动手将它们粘贴在一

起，便能够在二维平面再现三维立体的庄严佛

法造像或飞天衣袂飘飘。然而，最后的裁剪粘

接却是难度最大，既要做到原样还原，又要再

现艺术神韵，实在让人熬心费力。不同朝代不

同风格的雕刻手法、服饰差异等时代特点都要

掌握且了然于胸，才能动手，是对人的细心、耐

心的极大考验，可是归根结底，也是对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片赤诚之心。

为了更好地保护石刻文化，留存珍贵文化

遗产，李仁清毫无保留地将一身绝活广传于

众，期冀更多人让华夏大地更多精美造像墨拓

出彩发光。2016 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向国

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李仁清传习所正

式授牌，高浮雕传拓技艺在更广范围内得以传

播。2018年 6月，我国第十三个文化遗产日期

间，李仁清传习所响应国家号召，大力开展“古

籍修复技艺进校园”，先后走进河南财经政法

大学和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大国工匠”精神的

独特魅力进一步坚定了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自

信。今年，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河南省

古籍保护中心、李仁清传习所、郑州市金水区

文化旅游局承办的“第四期全国传拓技术培训

班”在李仁清传习所举办，来自全国 36家古籍

收藏单位的40名学员前来学习传拓技艺。

常怀仁人之心，固守清明之志。从业三十

余年，李仁清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固执和坚守。

他这种对文化遗产的敬畏之心和对传拓技艺

的执着追求，正是“大国工匠”精神的真谛。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使河南古籍保

护步入“春天”。经过全省古籍保护工作者的不

懈奋斗，逐步摸清了家底，加大了保护力度，短短

几年间，数十万册古籍的存藏条件得以改善，入

住“新居”。然而，古籍保护没有终点，传承文脉

任重道远。对于河南来说，存藏环境的落后、古

籍修复的难题、古籍人才的匮乏、保护经费的短

缺，仍是摆在河南古籍保护工作发展道路上一场

又一场的攻坚战。在这片质朴厚重的土地上重

振中原文化，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

传承人，将始终是河南人坚持不懈努力的方向。

千年典籍源千年典籍源千年典籍源起华夏起华夏起华夏腹腹腹地地地 数载耕耘守护数载耕耘守护数载耕耘守护中华文中华文中华文脉脉
河南省古籍保护工作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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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李仁清传习所演示浮雕传拓。

《少林寺志》 （清）施奕簪修 （清）焦如蘅等纂 清乾隆十三年（1748）刻本

洛阳市图书馆

普查人员在焕然一新的河南省图书馆古籍

库房整理大量的古籍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