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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概况 

辽宁省图书馆 

 

2009 年全国古籍普查工作进入第三年，

也是古籍普查和古籍保护工作取得很多阶

段性成果的一年，辽宁省图书馆在辽宁省文

化厅的正确领导下，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

直接指导下，各方面工作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借此机会向各位同仁汇报如下。 

一、积极履行省古籍保护中心职能，协助省

文化厅全面启动辽宁古籍保护工作 

1.协助省文化厅组织全省第二批《国家

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的申报工作。 

除了做好本馆的申报工作外，2009 年底

我们还积极组织省内各古籍收藏单位进行

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

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组织专家对省

内五家单位提出申报的992部古籍进行初审，

确定我省815部古籍基本符合《名录》条件，

向文化部统一申报；对省内三家单位提出申

报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

材料进行审核，并向文化部统一申报；二批

《名录》公布后，我们向省文化厅提交我省

入选的 227 部古籍的目录，并进行入选情况

的汇总分析等。 

2.协助省文化厅开展全省古籍普查工

作。 

2009 年，我们协助省文化厅起草了《辽

宁省古籍普查实施方案》、《辽宁省珍贵古籍

名录申报评审暂行办法》、《辽宁省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等一系列相关

文件，并召开了全省古籍保护工作会议；我

们还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古籍收藏状况的摸

底调查，最大限度地收集古籍收藏机构的信

息，与39家古籍收藏机构建立了业务联系；

协助省文化厅开办全省古籍普查培训班，对

来自全省市县区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

博物馆、档案馆及宗教系统的 39 家单位的

近 60 位古籍保护从业人员进行了为期一周

的古籍普查培训；协助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

大连开办古籍编目培训班，招收省内学员等；

及时向各古籍收藏单位传达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下发的各项工作任务与业务信息，随时

解答省内各古籍收藏单位提出的有关古籍

普查与保护工作的相关咨询；编制古籍保护

简报；完成全国古籍普查软件平台的招标、

软件调试和服务器配发工作等。 

3.协助省文化厅进行第一批《辽宁省珍

贵古籍名录》和“辽宁省级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的申报和评审工作。 

我省名录和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评

工作从 2008 年 10 月开始，由于前期准备和

宣传工作比较到位，各古籍收藏单位都认识

到申报工作的重要性，把“双申”工作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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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开展古籍普查工作以及全面的古籍

保护工作的重点和突破点，以申报工作为契

机，全面推动古籍保护工作深入开展。截至

12 月 28 日，全省共有 24 家古籍收藏单位的

2160 部古籍提出申报《辽宁省珍贵古籍名

录》，有 10 家单位提出申报“辽宁省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 

我们对全部申报材料进行了认真汇总，

除了将2160份名录申报书和10份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申报书的数据分别逐一汇总到一

份 EXCEL 表格中，对全部申报数据进行编码

排序，还对各馆提交的数据内容进行了初审，

对不合格的数据和书影返回重新申报。目前，

材料汇总工作还在紧张进行。近期，省文化

厅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二、古籍整理又传佳音   

近年来，我馆开展了对 10 万册未编目

古籍的整理工作，并且不断有新的珍稀版本

被发现整理出来，如，我馆入选第一批《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宋德祐元年（1275）卫

宗武华亭义塾刻本《春秋集注十一卷纲领一

卷》、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

明万历十七年至清康熙十五年刻本《嘉兴藏

一万二千六百卷》都是近年从未编古籍中发

现的珍贵版本。2008 年，我们再次从未编馆

藏中发现了宋元丰三年至大观四年福州东

禅等觉院刻崇宁万寿大藏本《广大宝楼阁善

住秘密陀罗尼经三卷》（存一卷），为北宋晚

期本，此种佛经本馆仅存，并已于 2009 年

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此外，2008 至 2009 年我们又整理出其

它古籍 4，400 部 15，000 余册。 

三、二批《名录》申报  成绩斐然 

今年 6 月，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国家

珍贵古籍名录》，我省有 183 部藏品入选，

在全国各古籍收藏单位中，位居前列。迄今

为止，国务院共公布两批《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我馆总计有 225 部精品古籍入选。可

以说，两次名录的评审和公布，比较全面地

展现了我馆的馆藏实力和特色。 

四、古籍修复 蓬勃发展 

我馆的古籍修复工作从上世纪八十年

代开始，几十年来几代人的修复经验积累形

成了比较好的业务基础。2008 年底至 2009

年初，我们启动了馆藏《嘉兴藏》的修复工

作，已经完成 49 函、377 册《嘉兴藏》的诸

册破损登记和拍照，为修复工作做好了档案

记录；到 2009 年底完成修复近 200 册。2009

年还修复家谱、地方志等古籍 262 册。我们

还对以往纸质修复档案和破损古籍档案进

行整理，已经为 298 部破损古籍建立了电子

修复档案、为 496 部破损古籍建立了破损档

案。 

2008 年至 2009 年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

的申报和评审工作开始，我们积极提出申报，

对照申报条件，积极改进软、硬件环境。扩

建后的修复室在室内温湿度控制、上下水设

施、照明、修复设备等方面都将达到文化部

在相关文件中对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硬件

设施的要求；同时，我们也注意加强对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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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培养，修复队伍不断壮大，人员业务

素质不断提高。近日，文化部正式公布首批

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辽宁省图书馆成功入

选，跻身首批 12 家入选单位之一。相信通

过我们的努力工作，设立在我馆的国家级古

籍修复中心一定能带动辽宁地区古籍修复

工作的开展。 

五、积极改善古籍保管与监测条件。 

今年，我们积极进行古籍保护硬件设备

设施的改进与完善。在善本库房安装了温湿

度自动监测记录仪器；对善本库房三防门进

行检修和更换防火圈防水圈；批量购买环保

型防虫草；采购古籍翻拍系列设备；购买纸

张酸碱度检测仪器等。 

以上是我们一年来古籍保护工作的进

展情况。 

尽管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的古籍保护

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客观地讲，我们的

工作和那些古籍保护工作开展得好的兄弟

单位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新的一年里，

我们将继续按照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辽宁

省文化厅的有关部署，尽快出台全省古籍普

查工作实施细则，加强全省古籍普查督导工

作；制订《中华古籍总目·辽宁卷》编纂工

作相关规则，并做好具体实施中的组织协调

工作；组织做好全省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

工作；做好《辽宁省珍贵古籍名录》和“辽

宁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和评审的组

织协调工作，编纂、出版《辽宁省珍贵古籍

名录》等。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充分

发挥我馆在古籍保护工作中地区性中心馆

的作用，为我国的古籍保护事业做出应有的

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