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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全国古籍评审工作全面展开 

 

 

 

7 月 18 日，在文化部的统一领导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

室的精心组织下，2011 年全国古籍评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来自全国各地的古籍评审专家参加了会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主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文化部

社会文化司司长于群宣读了 2011年全国古籍评审工作委员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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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名单、2011 年全国古籍评审专家委员会名单。全国古籍保护

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对评审标准做了说明。会议由文化

部社会文化司巡视员刘小琴主持。 

2011 年全国古籍评审工作是《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

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适时申报、分批评审工作机制建立后开

展的第一次评审工作。截至 4 月 20 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共收

到来自全国各地 361 家单位和 13 位个人的 11028 部古籍材料，

经初步整理，有 10639 部送交评审专家。在评审前，各位专家

积极准备，做了大量工作，为评审工作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

基础。此次评审分汉文古籍组、民族语文文献组、敦煌暨佛教

文献组、简帛古籍组、金石碑拓 5 个组，其中汉文古籍组又分

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小组。专家们认真负责、严格把关，

远观、近审、比对、探讨。根据申报材料，参照相关资料，厘

清每种古籍的具体信息，甄别“珍贵”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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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部申报古籍 1444 部，初选 199 部；史部申报古籍 2203

部，初选 808部；子部申报古籍 2326部，初选 190 部；集部申

报古籍 3469部，初选 577部；民族语文文献组申报古籍 690部，

初选 491 部；敦煌佛经文献组申报古籍 350部，初选 51部；简

帛文献组申报文献 32 部，初选 28 部；金石碑帖组申报碑帖 125

部，初选 45 部。合计初步入选古籍 2389部。 

这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的第四批评审，亮点不少：

如史部评审的一批明代各地乡试录，由天一阁申报，已初步入

选；上海图书馆申报的一批碑帖拓本，质量精良。而民族语文

文献组专家在评审过程中发现此次申报的藏文、彝文古籍质量

高，大量的寺庙参与申报，申报书填写认真、准确；藏文古籍

申报的文献资料范围广，从大藏经到显乘撰述类、从法事仪轨

到目录类，种类繁多，精品纷呈，如此次青海藏医博物馆申报

的清代刺绣本《般若八千颂》，刺绣精美，极为罕见。其他各部，

也都有一些亮眼之处，如重庆图书馆申报的宋刻元明递修本《论

语注疏解经》，虽为残卷，但为《十三经注疏》中传世较为罕见

之本，亦显珍贵；无锡市图书馆申报的明天启五年刻本《一万

社草》，为明代医家卢明铨与友人所组中国早期医学社团“一万

社”所著医书，系医案著作，此书中医古籍总目未见著录，除

此本外仅见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存世，故此刻本虽存八

卷，亦为可贵；国家图书馆申报的清乾隆二十二年刻《五百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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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图》的初拓本，拓工精良，图案精致传神，长达十八米。 

此次评审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各单位重复申报问题严重，

仍有部分单位申报书填写不清、申报依据不明、报送书影未能

展示版本依据等。 

7 月 22 日各组评审工作全部结束，初审结果由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办公室负责整理。在评审中，一些参与申报的古籍版本

还需现场确认，包括前三批评审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将组织专家现场考察，查验原书，力保版本鉴定无误。 

8 月下旬，在专家现场考察完成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将组

织专家复审，做到坚持标准，优中选优。复审后上报文化部，

申请国务院批准。 

 

 

                                                                                     

主送：文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国家民

族事务委员会，财政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宗教事务局，

国家文物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

成员。 

抄送：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厅、各省（市、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