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文库》是一项集全省行政、学术、出版力量全

力推动的全省性文化发展战略工程。《安徽文库》立项

实施以来，省委宣传部根据文化强省重点工作部署要

求，高质量组织实施安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文化出

版工程，整合、协调省内外学术资源、文献资源、出版资

源，解决编纂出版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安徽出版集团具

体组织落实，广泛学习调研，凝聚学界共识，强化工作合

力，确保高质量编纂、高水平出版。在各相关单位的大力

支持下，在省内外各领域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社会

各界的热烈期盼中，《安徽文库》首批成果100册图书顺利

出版，充分体现了安徽深厚的文化底蕴，彰显了安徽文化

建设的强劲动力，表现出安徽文化工作者的强大凝聚

力、战斗力。

《安徽文库》首批成果中《方志编》84册，收录历代

方志98种，包括明代方志10种、清代方志76种、民国方

志12种，其中稀见方志48种，按省志卷、府志卷、县志

卷、乡镇志卷、专志卷等五部分整理编纂，亮点突出。

一是孤本占比高。收录《〔嘉靖〕宁国府志》《〔顺治〕安

庆府潜山县志》等孤本方志24种，约占总数的四分之

一。不少志书系首次影印出版，如清写本《皖志快观前

集》等10多种志书均为首次面世。二是珍稀版本多。如

收录了安徽存世志书最早的北宋佚名《黄山图经》，定型志

书存世最早的南宋《新安志》。再如第一次全部整理出版

的民国《安徽通志稿》120册，其中《舆地考·水系》《民政考

稿·灾振》《物产考稿》为首次问世。清代稿本《皖政辑要》

《合肥香花墩志》等十分珍贵和罕见。三是选目选本精。

所编志书优先选择名志、佳志，均经过版本审核，对底本

进行多方补配，并精心撰写提要。首批成果《要籍编》16

册则集中展示了安徽名家要籍的独特价值与魅力，彰

显了其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尤其是安徽文化所特有的文

化认知、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创造力、想象力。

为实现地方文献的数字化保存，进一步推动安徽

古籍活化利用，促进文化成果的社会传播，下一步将依

托《安徽文库》启动“安徽文献数据库”建设，通过数字

化出版拓宽传播渠道，提升传播效果，让安徽文化的影

响力在更广的范围内得到提升。“安徽文献数据库”建

成以后，将成为全国最大的安徽古籍文献及文化学术

研究数据资源库。

初纂巨制，任重道远，《安徽文库》首批成果发布只

是起点，各界各单位各参与方将继续以强烈的历史自

觉、饱满的工作热情、扎实的工作作风、宏阔的文化视

野，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以最高标准、最好质量，打

造体现安徽特色、展现安徽气派、代表国家水准的一流

文库和传世精品力作，书写文化强省建设崭新篇章，为

促进中华文化优秀文化传承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作出应有贡献。 来源：安徽出版集团

《安徽文库》首批成果发布
2024年 11月 15日，《安徽文库》首批成果发

布会在 2024 中国黄山书会举行。会议由安徽省

委宣传部主办，安徽出版集团承办。中宣部有关

司局，中国出版协会、中国作协、中国图书评论学

会、韬奋基金会、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等单位领

导，《安徽文库》编纂委员会的专家学者等500余

人出席了发布会。

安徽山川秀美、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典籍丰厚，历代先

贤留下了大量传世著述和经典文献。据初步统计，历代皖

人文献著录约33000种，其中存世古籍约17000种，存量位

居全国前列。皖山横地出，江水接天回。浩瀚的安徽典籍

哺育了世世代代江淮儿女，也汇入了浩如烟海的华夏古籍，

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的历史标志，更是当今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省、文化强国的重要资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创新发展，发表一系列

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2024年 10月 17日至18

日，习近平总书记赴安徽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历史文化保

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

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新时代召唤着新使命，古文献转

化为今之华章。安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文脉

源远流长，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名人荟萃，文化序列完整。

为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推进繁荣兴盛的文化强

省建设，按照省委、省政府印发的《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

指导意见》部署安排，省委宣传部组织实施文化强省建设重

大项目《安徽文库》编纂出版工程，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安徽

文化典籍。这一重大项目的实施，对赓续安徽文脉，进一步

挖掘、提炼安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和现实表达，推动文化

强国、文化强省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安徽文库》编纂出版工程是安徽省有史以来规模最

大、范围最广、内容最全的文化典籍整理工程，也是一项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大系统工程，更是一项备受关注、影

响深远、责任重大的文化学术工程。《安徽文库》总体规模约

7000种，3000册，收录历代皖籍作者代表性著述和历代记

述、研究安徽的代表性著作；对原籍不在安徽而长期在安徽

生活的作者，酌录其代表性著述。《安徽文库》分《书目编》

《典籍编》《方志编》《红色文献编》《要籍编》《研究编》六大部

分，以清康熙分省时之区划为基本地域界定范围，包括婺

源、英山、盱眙、泗洪四县。《书目编》《典籍编》《要籍编》《方

志编》收录时限为先秦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红

色文献编》时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始至1949年，《研究

编》时限为1949年至今。

其中，《书目编》以“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为旨

要，全面系统地梳理安徽文献典籍资源，展示安徽历史上的

著述成果，悉录著作的书名、卷数、作者或编者、版本、典藏

及存佚情况。《典籍编》广泛收录代表安徽文化的主体文献

5000种左右，以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法编排，各部之下

进行二级分类；同一部类各书之间，以著者时代先后为序。

《方志编》遵循尊重原本、补旧如旧、突出特点的原则，选取

安徽现存各级各类旧志中史料和版本价值较高、品相较好

的志书400部左右，展示安徽历代在方志编纂方面的成就、

水平和地位，反映安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社会

变迁的历史轨迹。《红色文献编》以省内外馆藏为依托，田野

调查为辅助，按照时间顺序，真实广泛地收采编辑安徽革命

先驱、先烈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时期刊印的大量红色文献。《要籍编》在《典籍编》所收

文献基础上，以现有《安徽古籍丛书》为核心，精选安徽学术

文化中具有代表性、对国内外文化进程产生一定影响的皖

籍作者典籍成果200种左右，以严谨科学的学术规范进行

整理，以繁体竖排形式出版。《研究编》收录当代知名学人有

关安徽历史文化的通史性著作、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专门史

著述以及其他学术研究著作。

《安徽文库》，皇皇六编，字逾十亿，内容广博，卷帙浩繁。

《安徽文库》编纂出版工程的实施，始终坚持保护传承和创新发

展，遵循古籍编纂整理的基本规律和学术规范，充分利用现代

科技手段，对历史文献再开发、再利用、再创新，担负新时代新

的文化使命，让中华文明在民族伟大复兴中焕发新的活力。

盛世修文
展示安徽文化软实力

汲古润今，擦亮安徽文化金名片

守正创新
铸就安徽文化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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