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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古籍保护评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2007 年 11 月 1 日—6 日。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全国古籍保护评审工作会

议。会议主要对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2007 年《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全国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的评审工作进行部署。 

评审会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詹福瑞同志主持，文化部周和平副部长亲

自进行部署。 

周和平同志在讲话中强调，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上所做的重要报告中指

出，要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这对于做好古

籍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古籍作为文化传播最重要的载体，记录着中

华先民的情感、思想、言行以及生产生活情况，更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

值，不仅是中华文明延续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这些古籍凝聚



 2

着中华民族的智慧成果，体现着中华民族充沛的文化创造力，为中华文明的薪火

相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工作，将中华民族独具魅

力的国之重宝——珍贵古籍展现给世界，可以向世人充分彰显中华文化的恒久魅

力和深厚底蕴，会让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在世界上赢得更为广泛的关注，向世界充

分展示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彰显中国的大国风范、盛世气象和民族襟怀，为推

进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 

他指出，对于首次评审《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应体现科学性和全面性的原则，

评审结果既要准确科学，又要覆盖面广。同时还要通过工作锻炼古籍研究、修复

的后备力量。 

文化部特别成立了评审工作委员会，由周和平副部长担任评审委员会主任。

文化部社图司司长张旭、副司长刘小琴，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国家图书

馆馆长詹福瑞，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副主任史金波、北京

大学教授朱凤瀚出任委员。第一步评审工作邀请了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委员会和全

国重要古籍收藏单位的专业人员参加，分为汉文古籍组、民族语文古籍组、敦煌

与佛教古籍组、简帛古籍组、金石碑拓组、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组，初评后将

组织专家进行终审，必要时专家组赴藏书单位对版本进行复审，广泛征求意见后，

经部际联席会议通过，报国务院批准公布。 

此次申报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有 125 家，全国 29 个省的 195 个收

藏单位和个人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4000 余部，涵盖了国家图书馆、区县以上

公共图书馆、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图书馆、文物局系统、军队系统图书馆、少儿

图书馆、博物馆（院）、档案馆、文管所、书店、出版社和个人等，古籍类型除

大量的汉文古籍外，还有丰富的民族文字古籍、金石碑拓、敦煌文献、舆图、竹

木简等。 

大会上，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先生对初评工作的程序进行了说明，对初步

拟定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著录规范进行解说，提供参会人员进行讨论。 

大会后，参会的专家克服时间紧、任务重的困难，根据会议安排，分组对各

地申报目录进行了初评。参会的许多专家年事已高，但为如期完成工作，和年轻

人一起挑灯夜战，有的组甚至连续工作到凌晨六点。专家们逐一筛选各地上报目

录后，根据科学性全面性的原则，认真细致地对现有目录进行取舍，并根据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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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的著录和各自掌握的情况，采取点报的方式，增补了部分目录。 

参会专家根据各自工作进展，在初步完成本组任务后，陆续离会。 

会后社图司图书馆处和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陆续向有专家点报藏品的收藏

单位以及专家现场鉴定藏品的单位发函，安排相关事宜。专家陆续赴相关单位进

行鉴定。 

                                                                                                 

主送：文化部、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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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保护中心、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试点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