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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浙江圖書館「雕版保護與檔案建設
規範」研討會紀要
黃文德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輯

浙江圖書館於 2010 年 10 月 27、28 日假中國

大陸浙江省湖州市南潯區嘉業堂舉辦「雕版保護與

檔案建設規範」研討會，討論有關雕版著錄、版片

保護等議題。中國大陸近年來除進行全國性古籍普

查，建立資訊系統平臺外，也開始注意到製作與印

刷書籍之版片著錄。其中又以北京故宮博物院、北

京國家圖書館、揚州地區以及浙江圖書館位於南潯

嘉業堂藏書樓典藏之版片數量較多，也最為知名。

本次會議即邀請前述部份單位以及復旦大學、日本

國學研究所學者專家、本館相關業務同仁與國立臺

北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參與此一盛會。

會議簡介

1987 年，中國大陸首度正式申報世界遺產，

至 2010 年為止，中國在《世界遺產名錄》共有 40

項被收錄，居世界第 3 位。其中最受矚目的要屬

2010 年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以雕版申請「人類

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成功。

以雕版印刷申請世界文化遺產成功，除了彰顯

中華文化在出版史上的重要地位，也顯示大陸地方

政府在推動相關產業、鼓勵國寶級匠師、培育年

輕工藝人才以及文化宣傳方面，都在相當程度上獲

得國際間的肯定。但重要的問題也在登錄成功後浮

現—大陸目前雖有古籍普查與著錄標準，但無製作

古籍的雕版的標準規範—因而衍生出如何為古籍鑑

定、保存、維護、修補、數位化，甚至詮釋資料

（metadata）訂定標準的問題。

為了解決前述問題，擁有將近 13 萬雕版版片

的浙江圖書館乃邀請各典藏單位及研究機構專家，

共同參與此次會議，同時瞭解浙江圖書館近年來

在嘉業堂進行的數位化、著錄，以及環境改善工

程，並提供意見。

會議內容

本次會議地點嘉業堂藏書樓建於 1924 年，就

當時而言屬於新式洋樓。目前約典藏有 13 萬片雕

版。根據沈津先生研究，這批雕版來源與數量分別

為：浙江官書局書版 12 萬多張、私人捐贈 6 萬多

塊、嘉業藏書樓劉承幹原藏 5 萬餘塊。近年來在浙

江圖書館推動「嘉業堂雕版保護工程」下，已完成

檔案裝訂 240 冊，雕版數據採集 2 萬 3 千片，拍攝

雕版 5 萬張影幅。因此，本次會議討論之主題也圍

繞在有關嘉業堂雕版保護現況經驗分享與未來計畫

調整之探討。

10 月 27 日在浙江圖書館（以下簡稱浙圖）應

長興副館長主持開幕式後展開會議，各場主題，報

告人與摘要分述於下：

「雕版保護工程介紹」 
報告人：浙圖朱海閔館長

嘉業堂藏書樓「雕版保護工程」實施情況簡

報，包括整修雕版庫房、製作雕版檔案、建立

雕版資料庫，並且介紹如何在建檔過程建立、研

究保護雕版的方法，以及建立數位電子和紙質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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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以作為日後在此基礎上開展版片修復和利用。

「雕版破損定級標準的思考」 
報告人：嘉業堂管理人鄭宗男

鄭先生為浙圖接管嘉業堂後的第二代管理人，

探討雕版破損定級的若干問題，包括保存環境，

造成雕版受損之人為因素、自然因素，紙本與數位

化拍攝製作流程，並針對實際建檔工作中遇到的問

題，提出解決方式。

「日本與韓國對雕版保存經驗」 
報告人： 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王國良

教授兼院長

王國良教授主要回應前述兩篇報告之觀點，同

時介紹日本與韓國保存雕版之現況，特別是在佛教

寺院方面，提供相關環境保存、著錄方式，以及

建議著錄實施程序。

「北京故宮博物院雕版保存現況」 
報告人：故宮博物院翁連溪副研究員

翁教授為北京故宮博物院資深研究人員，曾經

多次參訪嘉業堂雕版，對於庫房環境、版片排架

方式、保存狀況，以及故宮自身如何運用科技在書

庫、版片庫之管理，做出回應。

「揚州圖書館保存雕版現況」 
報告人：揚州市圖書館劉向東館長

劉館長不僅是資深古籍文獻出版專家，同時對

於古籍鑑定、版本、雕版印刷也具有相當研究，

此次特針對揚州圖書館保存現況，以及未來如何聯

合中國重要典藏雕版圖書館制定相關著錄標準，提

出建議。

在 10 月 28 日的座談會中，與會專家學者綜合

納兩天會議的心得並得到幾點共識：

1.  著錄格式無論是從簡或從繁，其標準需要一致，

同時應由取得收藏版片較多之機構協助訂定標

準。

2.  對於雕版的維護與安置必須思考其物理環境與科

技適應問題。

3.  對於舊雕版與成書之數位化必須結合處理。

4.  雕版著錄與維護各地狀況不同，但應參考國際數

位典藏方面的著錄做法。

結語

本次會議主辦單位十分重視與各界學者之間的

互動交流，會議議題亦具有高度前瞻性，特別是在

雕版著錄標準與古籍共建共享層次，具有一定程度

水準。近 20 年來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迅速，因此對

於以科技維護文物與古籍保存，投注不少人力與設

備經費，但文化界也體認到科技固然重要，也要經

歷時間的檢驗；在不確定科技效果是否能達到完美

程度之前，古籍與文物的保護仍應維持原樣原態，

並對浙圖遵循古法與運用數位進行維護保存給予相

當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