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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海外（公藏）漳州古籍文献
数字化回归与利用

长泰吹响漳州古籍回归“集结号”

市图书馆为漳州古籍“上户口”

再不抢救，就来不及了

本版文图除署名外由 本报记者 林依妮 采写拍摄

近期，漳州古籍文献数字化回归与利用工作暨《漳州
典藏》编纂工作启动，正式开启漳州古籍文献征集回归抢
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工程。

什么是古籍文献？整理古籍文献的意义何在？古籍文
献数字化回归与利用工作如何开展？

从时间方面讲，古籍文献一般是指书写或印刷于1911
年以前，反映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古典装订形式的书籍。从
内容方面讲，古籍文献除了通过文字形式保存下来的书
籍，也包括金石、竹简、帛书等文献。

漳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曾经涌现出陈淳、黄道
周、张燮、蔡新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历代先贤著述甚丰，留
下众多文化典籍。这些典籍是记录、研究、阐释漳州文化的
重要载体。

由于种种原因，大量漳州古籍文献流散在外，现存量
稀少，且因储藏条件制约，大部分古籍存在破损、虫蛀、脆
化等现象，开展抢救性修复、回归、保护利用等工作成为当
务之急。

摸底：
漳州现存古籍文献473部

盛世修文、修史立典是重要文化传统。今年6月，市委
统战部、市委史志研究室、市文旅局等部门联合成立漳州
古籍文献回归与利用工作专班，负责协调、处理海内外漳
州古籍文献数字化回归与利用工作中涉及的重大事项。

6月8日，市委史志研究室发出“征集令”，向海内外各
界人士征集漳州古籍和地方文献。“征集令”一经发出，社
会各界积极响应，海内外漳州人踊跃参与。沉睡已久的古
籍文献被重新唤醒，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此基础上，工作专班通过委托馆藏出版机构、征
集民间收藏、发动海内外专家推荐等方式，与相应的馆
藏机构、藏家沟通协作，进一步确认海内外各馆藏的漳
州古籍文献的历史与现状、版本和装帧、收集与整理等
情况。

通过前期摸底调查，我市已初步梳理出漳州古籍文献
存目 1500余部，如唐代陈元光、周匡物，宋代陈淳、高登，
明代林弼、陈真晟、黄道周、张燮，清代庄亨阳、蓝鼎元、蔡
世远、蔡新等人的著作，目前存世可查有473部（含志书）。
还有漳州地区金石拓片、医书、农书、家族谱、侨批、琴谱、
古地图、锦歌、契约文书、照片等地方特色文献资料。

这些古籍文献或荡漾着大唐雅音，或书写着宋明繁华，
或沉淀着骚人风采，或记载着家族荣光，对于研究漳州历史
具有重要意义。“《东西洋考》《漳州府志》（明万历癸丑本）等
漳州古代典籍中，记载了大量月港资料。”市委史志研究室
志书编纂科蔡钰臻介绍，这些重要的古籍文献展现了闽南
人从月港出发，扬帆大海，参与世界海洋贸易，积极融入全
球经济的光辉历程，深刻反映了闽南文化开拓进取、敢拼会
赢的精神特质，具有以古鉴今、以古开新的时代意义。

除此之外，工作专班还汇集了台湾文献丛刊总目 309
种、东南亚各国珍藏南洋珍稀史料 148种，这些古籍记述
着先辈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向海而生”的艰辛探索，是两岸
骨肉亲情的见证。

回归：
拓宽数字化回归渠道

由于历史原因，许多古籍流失海外，不少国家的图书
馆收藏有漳州古籍原刻本或其电子版，私人收藏尚无法完
全统计。

“遗憾的是，这些来自漳州的古籍要回归漳州，却要历
经一番波折。”市委史志研究室文献管理科科长林松英告
诉记者，海外存藏文献典籍实物回归尚有一定困难，漳州
目前正在探索古籍文献数字化回归途径。

早在几年前，市图书馆就为部分海外漳州古籍建立了
古籍文献信息数据库，揭示文献信息内容，并影印出版部
分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古籍，以供读者查阅。2015年点校
整理《张燮集》中的《霏云居集》，参用的就是日本国会图书
馆藏本。

目前，工作专班根据府县志记载的漳州古代著述书
目，通过扫描、交换及网络资源下载等方式，已征集到国内
外存世的漳州地方古籍数字件 80余种。其中不乏孤本和
稀见本，如戴庭槐《朽庵存稿》、林魁《归田杂咏》、颜茂猷

《云起集》和唐文灿《享帚集》等。
令人欣慰的是，在漳州古籍数字化回归的过程中，还

有不少民间藏家捐出了私人藏品。《双鱼集尺牍汇编》的回
归就是一例。该书主要记载了明末重臣颜继祖与官员、老
师、亲友交往的书信内容，是目前能找到的颜继祖唯一存
世著作。

在看到“征集令”后，家住颜厝的颜氏后人颜立捐赠了
自己早年找到的电子版后影印复原的《双鱼集尺牍汇编》。
颜立说：“这次找到的《双鱼集尺牍汇编》是较早较全的版
本，将它托于市委史志研究室，可以得到更好的保存和研
究，也能让更多人领略祖上优秀的家学文化。”

如今，越来越多的漳州人正以捐赠、资助、设立基金会
等形式参与古籍文献保护传承，社会各界共同关心支持古
籍文献工作的氛围愈发浓厚。

保护：
影印整理并搭建数字化典藏平台
岁月不居，书阙有间。大量漳州古籍文献正在迅速“老

去”，承载着过往锦绣和历史记忆的光彩在逐渐消失。“古
籍原本回归遭遇重重困难，现有古籍修复是一项专业、繁
琐、投入巨大的工作，且不便交流研究使用，短时间内无法
满足当下闽南文化研究的文献需求。”市委史志研究室主
任曾进兴表示，当前条件下，让这些漂泊在外、饱经历史沧
桑的古籍文献“数字回归”“重获新生”，不失为一条务实、
可行之策。

基于此，工作专班在推进漳州公藏单位对古籍集中保
护之余，正着手研究制定漳州古籍文献点校整理出版中长
期计划，将根据不同类型古籍文献的具体情况，分类分期
做好整理影印、研究点校和编辑出版。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三个多月前，市委史志研究室面向社会各界广征有志之
人，来自同济大学、暨南大学、闽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十余
位专家纷纷毛遂自荐、加入团队，参与推进漳州地方古籍
文献编纂和数据数字化进程。

对于不少人来说，古籍文献是个“高冷”的存在。如何
借助新技术、新传播手段，让古籍文献接地气、焕新生？

接下来，漳州将搭建漳州古籍文献数字化平台，建立
漳州公藏单位古籍文献联合书目，实现现有各公藏单位古
籍文献的共建共享，并将征集到的古籍文献进行数字化整
理编目，统一纳入数字化平台管理，系统展示漳州古籍文
献的文字内容、影印图像、流散情况、学术价值等，实现古
籍文献生命永久存续，助力海外遗珍重现容颜。

为了凸显漳州鲜明文化特色，数字化平台还将设定
金石拓片、医书、农书、家族谱、侨批、琴谱、古地图、锦歌、
契约文书等地方特色文献资料专栏，并逐步向社会公众
开放。

进入数字化时代，古籍文献的保护、修复、利用、传播
方式都有了新变化，顺应时代趋势，漳州将充分发挥科技
优势，深入挖掘古籍文献的当代价值，赋予其全新的“打
开”方式，让古籍文献原本得以化身千百，为学人所用，在
与人和现代生活的亲密接触中，醒过来、活起来、传下去。

遍布全国的图书馆是古籍存藏的重镇之
地。在漳州市图书馆四楼，除了常规的古籍阅
览室，还隐藏着一个需要特殊申请才能进入的
特藏书库。

记者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走进特藏书库，
扑面而来的，是书香混合着原木的阵阵幽香，
一本本泛黄的古籍在上了锁的书柜里整齐摆
放着。

“这里可以说是我们图书馆的核心区，不
仅配备了古籍专用樟木书柜，而且 24小时恒
温恒湿，防火措施采用气体自动灭火的方式，
一切以古籍保护为主。”据馆长周坤海介绍，市
图书馆现存古籍394部4287册，最早的版本为
明嘉靖年间刻本，其中漳州地方古籍27部。

市图书馆的古籍，是全市古籍保护的缩
影。2017 年，市图书馆对各县区开展古籍普
查，了解到漳州现有古籍存藏的县（区）公共图
书馆共 6个。加上县区图书馆的 1477册古籍，
目前全市公共图书馆古籍藏量共计 5764册，
所有古籍数据均已录入“全国古籍普查平台”，
拥有了自己的“身份证”，也为后续保护修复工
作提供了便利。

细数这几千册古籍的“落户”之旅，市图书
馆古籍部负责人坦言：“这事儿可一点都不简
单。”首先，要鉴定古籍版本，确定其朝代，保存
完好的古籍可以根据牌记、序跋等信息判断，
但一些破损严重的书，只能通过书中行文、版
式、藏书印等细微之处，配合工具书和相关的
书影来考证；其次是编目，鉴定考证后，再对著
者、题名、卷数、册数、行款等信息进行登记编
目；再来是消杀，古籍要在低氧杀虫机里“暂
住”7至 21天，才能进入温度 16℃~22℃、湿度
30%~60%的库房“定居”；完成这一系列动作，
方可在平台登记“落户”。

目前，市图书馆地方文献部谢茹芃正撰写
《漳州古代著述录》，拟针对漳州古代著述情
况、版本信息及收藏单位进行系统考证。下一
步，市图书馆将进一步摸清现存漳州古籍版本
信息、收藏情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搭建漳
州古籍联合目录数据库，为读者提供文献信息
的在线检索。同时，精选海外漳州古籍中具有
较高文献价值，或稀见版本、孤本，列入《漳州
文库》，分批次进行影印或点校整理。

2021年，长泰全面启动古籍文献搜集、整
理等工作，历时两年多时间，成功影印出版《长
泰历代文献辑刊》，吹响了漳州古籍回归的“集
结号”。

“长泰文史研究工作，多年来一直苦于没
有文献古籍作为参考依据，除了清乾隆版《长
泰县志》点校普及之外，其他版本的县志极少，
更别说古代先贤的著述文献。”长泰区委史志
研究室主任叶小秋告诉记者，为了全面搜集整
理古籍文献，区委史志研究室工作人员从长泰
县志、漳州府志、闽书等书中寻找长泰先贤的
著述记载，整理出50多位先贤140多种文献典
籍存目。

有了存目便可按图索骥。长泰充分发挥各
有关部门、专家、热心人士的力量，在国家图书
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
馆、日本国立文库、台湾图书馆等多个藏书机

构寻觅幸存于世的古籍，最终找到长泰明清时
期 5位乡贤的 8种古籍数字图书，分别为明代
戴时宗《朽庵存稿》、戴庭槐《孔门源流考》《革
节巵言》《制锦堂集》、林秉汉《尚友堂集》，清代
叶先登《纪游诗》《木天草》、杨魁植《九经图》
等，经过整理后正式影印出版。

近 4000 页的《长泰历代文献辑刊》，重量
足足有十几公斤，承载的是长泰作为千年古
邑、状元故里的丰厚历史文化底蕴。在整理过
程中，编委会多方寻求文本资源，尽量辑选品
相较好、价值较高的善本底本，采用原大影印、
灰度印刷方式，对残损的页面尽量予以补足，
对朽蚀的文字采用旁注形式予以说明。同时，
邀请相关专家撰写提要，介绍作者生平和文献
的主要内容、研究价值、卷数、版本、钤印等。书
中还附《长泰历代文献存目》，便于进一步查阅
检索、整理研究。

收集、整理、研究与漳州有关的海外古籍文献
并积极开展海外（公藏）漳州古籍数字化回归与利
用，对于提升海内外漳籍华裔华人文化认同、推进
世界闽南文化交流中心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6月，在《政协社情民意信息》专报件中，
市政协向市委、市政府报送了《关于做好海外（公
藏）漳州古籍文献数字化回归与利用的几点建
议》，民进漳州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杨怡
静，芗城区政协委员、西桥街道统战委员陈艺泉
建议，尽快开展海外（公藏）漳州古籍数字化回
归与利用，将此作为文化强市建设和增强漳州软

实力的重要内容；加强海外（公藏）漳州古籍数
字化建设，将数字化回归后的古籍按照图书分类
法进行整理编目，引进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建立
以漳州古籍为重点的资源数据库和专门网站，统
一纳入数据库管理，并向公众开放；推动海外
（公藏）漳州古籍研究与传播，将海外（公藏）漳
州古籍列入出版扶持计划，委托权威出版社组织
出版发行，适时召开学术研讨会，邀请海内外专
家学者研讨，同时加强漳州古籍研究机构建设，
培养一批古籍研究专业人才，开展深入系统的研
究工作。

漳州推动古籍文献“数字回归”与保护利用——

市委史志研究室工作人员正在核对古籍篇目

市图书馆工作人员在整理古籍 市图书馆 供图

市图书馆点校出版的书籍（左四本）和
影印的书籍（右一）

市委史志研究室收录的市委史志研究室收录的《《漳州府志漳州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