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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我们认

真贯彻落实国务院、文化部、省政府确定的

古籍保护工作的方针、原则和任务、目标，

结合我省实际，不懈努力，积极进取，全省

古籍保护工作机制初步形成，取得了显著进

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健全机制，古籍普查工作全面开

展，取得阶段性成果。 

2007 年 1 月，“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

式实施后，我省行动迅速，于是年 10 月下

发了《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充分认识

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做好

古籍保护工作。 

2007 年 9 月 10 日，成立“山东省古籍

保护中心”（筹），以便协调各种关系，加快

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的进程，使“中华古籍保

护计划”得以顺利完成。中心设在山东省图

书馆，赵炳武馆长担任中心主任，李勇慧副

馆长担任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心办公室设在

历史文献部。2008 年 4 月 9 日，正式成立“山

东省古籍保护中心”。这一专门机构的成立，

意味着分散在山东众多收藏单位和个人手

中的百万册古籍，其保护工作将在科学、统

一的规划指导下展开。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

正式成立后，即发放调查表掌握全省古籍收

藏的分布状况，以推动全省开展古籍普查工

作。 

2008 年 3 月，山东省文化厅下发《关

于在全省开展古籍普查工作的通知》，决定

从 2008 年 3 月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古籍

普查登记工作。到目前为止，全省各地古籍

普查工作有序进行，进展顺利，已普查古籍

3.9 万余部。 

（二）启动《中华古籍总目·山东卷》的编

纂工作。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的精神，

在对全国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教育、宗教、

民族、文物等系统的古籍收藏和保护状况进

行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古籍联合目

录，各省市建立省市的古籍联合目录。2009

年 3 月 13 日，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在山东

大学图书馆召开《中华古籍总目·山东卷》

编纂工作专家座谈会，杜泽逊、周洪才、王

恒柱、普武胜、李剑锋、李勇慧、杨利民、

杜云虹、唐桂艳等专家出席了会议，就《中

华古籍总目·山东卷》的编纂体例和编目著

录规则进行了讨论，初步确定了《中华古籍

总目·山东卷》的编纂体例和编目著录规则。 

2009 年 4 月 27 日，山东省文化厅下发

《关于编纂〈中国古籍联合目录•山东卷〉

的通知》，通知指出：“这项工作是我省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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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工作的一件大事，国家保护中心对我省

编纂《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山东卷》非常重

视并寄予厚望，希望山东能够率先编纂《中

华古籍联合目录》的分省卷”，要求“按照

《中国古籍联合目录》的编纂要求和体例进

行编纂”。通知发出以后，各古籍收藏单位

都非常重视，经过紧张而有序的工作，截止

到 2009 年底，全省共有 74 家古籍收藏单位

和个人上报 16625 条数据。 

为了加快《中华古籍总目·山东卷》的

编纂工作，2009 年 5 月 21—25 日，山东省

古籍保护中心在山东省图书馆举办了全省

古籍编目培训班。来自全省市县区公共图书

馆、博物馆、高校图书馆的 72 位从事古籍

保护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培训班上，专

门对《中华古籍总目·山东卷》的编纂工作

和著录方法进行了解释和具体指导。 

2009 年 12 月 1—3 日，又专门邀请全国

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先生

来我馆讲授《中华古籍总目编目规则》、《四

部分类法的应用及其类表的调整》以及《中

国书籍的起源与装帧形式的演变》，为我馆

开展《中华古籍总目•山东卷》的编纂工作

奠定了基础。 

2009 年底，为了按部就班地完成《中华

古籍总目•山东卷》的编纂工作，山东省古

籍保护中心制定了《<中华古籍总目·山东

卷>编纂工作方案》。确立了指导思想，健全

了组织领导，明确了工作任务，制定了时间

安排，初步决定先用半年的时间完成《中华

古籍总目•山东卷》经部易类的编纂工作。 

（三）积极组织并参加《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 

2007 年底，接到申报首批《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通

知以后，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迅速行动起来，

不但本馆踊跃申报，而且组织全省各地的古

籍收藏单位参加申报工作，最终全省共有山

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大学、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蓬莱慕

湘藏书馆等14家收藏单位的95部珍贵古籍

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山东省图

书馆、青岛市图书馆两家单位入选首批“全

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入选总数位居全国

前列。 

2008 年底，为了申报第二批《国家珍贵

古籍名录》和“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山

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又从评选出的首批《山东

省珍贵古籍名录》和“山东省古籍重点保护

单位”中择优选择了 1301 部古籍和 12 家古

籍收藏单位进行申报，最终全省共有 523 部

古籍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7

家单位入选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 入选总数位居全国第一。 

（四）评审并公布第一批“山东省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和《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 

2008 年 5 月 14 日，为贯彻落实省政府

的意见要求，山东省文化厅下发通知，决定

开展第一批“山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

《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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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通知》后，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

高校图书馆申报非常踊跃，省古籍保护中心

共收到申报第一批“山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材料 30 份，收到来自 81 家单位或个人

申报第一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材料

10358 件。此后，在省古籍保护中心和厅际

联席会议单位的共同努力下，经数据整理、

专家初评、终审等一系列严格周密的程序，

共有 24 家单位达到第一批“山东省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的评审条件，3810 部古籍符合

第一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评审标准。

在向社会公示后，2009 年 4 月 21 日，山东

省人民政府批准山东省图书馆、山东大学图

书馆、山东省博物馆等 24 家古籍收藏单位

为第一批“山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汉

简《孙膑兵法》、《赵秉忠状元卷》、宋刻《万

卷菁华》等 3810 部珍贵古籍入选第一批《山

东省珍贵古籍名录》。 

（五）积极申报国家级修复中心。 

     为了指导全省的古籍修复工作，2008

年2月，山东省古籍保护修复中心正式成立，

中心办公室设在山东省图书馆。2009 年，为

了申报国家级修复中心，山东省古籍保护修

复中心在原有设备的基础上又添购了价值

50 多万的机器设备，现在中心已经拥有非常

完善的古籍修复设备，主要包括智能型古籍

字画清洗装置、拷贝台、古籍压平机、纸浆

补书机、晾纸架、活动木墙、裁纸机、纸张

纤维测试系统、超声乳化装置等，价值上百

万元。为了进一步提高古籍修复人员的修复

水平，山东省古籍保护修复中心还聘请了古

籍修复专家潘美娣女士担任技术指导，大大

提高了古籍修复人员的修复水平。另外，

2009 年 4 月还聘请了山东省档案修复专家

邱悦玲女士来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并对古

籍修复人员进行指导。2009 年 4 月 3 日，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派专家组来进行实地考察，

对山东省古籍保护修复中心的工作给予了

一致好评。 

自 2008 年 2月 14日山东省古籍保护修

复中心开始进行古籍修复工作以来，到 2008

年底，共完成 41 种 159 册较轻程度破损书

籍的修复。2009 年共完成 41 种 91 册 3858

页古籍书页的修复。 

（六）积极培养古籍专业人才。 

1.积极举办、合办、承办各种类型的

培训班。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为了培

养更多合格的古籍从业人员，山东省古籍保

护中心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先后

举办、承办了许多次培训班，培训了 300 余

名古籍从业人员。主要有： 

2007 年 12 月 10—16 日，举办全省第一

期古籍普查工作培训班，来自全省 17 地市

图书馆的 31 名学员参加了培训。 

2008 年 6 月 30 日—7 月 5 日，与济南

市图书馆共同举办“省暨济南市古籍普查培

训班”，来自济南、枣庄、济宁、泰安、淄

博等市、县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高校以

及中学图书馆的100余位工作人员参加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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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班。 

2008 年 12 月 1—12 日，承办由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主办的第三期全国古籍鉴定与

保护高级研修班，来自全国各个系统的 50

余家古籍收藏单位的 91 名古籍从业人员参

加了此次培训，另外还有来自山东大学、孔

子基金会及社会各界的古籍爱好者来旁听，

人数最多时达到 120 余人，是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主办的三次高级研修班中规模最大的

一个班。 

2009 年 5 月 21—25 日，举办全省古籍

编目培训班，来自全省市县区公共图书馆、

博物馆、高校图书馆的 72 位从事古籍保护

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 

另外，在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的帮助和

支持下，各地市图书馆也先后举办了一系列

的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古籍从业人员。如

2008 年 5 月 19—23 日，烟台图书馆举办“烟

台威海潍坊第一期古籍普查培训班”，烟台、

潍坊、威海各县市区公共图书馆、烟台大学、

鲁东大学、烟台职业学院、烟台市博物馆等

古籍收藏单位的代表及古籍私家收藏者同

40 位同志参加了这次培训班。2008 年 8 月

21—22 日，淄博市图书馆承办首期“淄博市

古籍普查和保护培训班”。来自淄博市及各

区县图书馆、文物局（文管所）、博物馆（纪

念馆）等单位具体负责古籍普查和保护工作

的专业人员 28 人参加了培训。 

另外，为普及古籍保护常识和古籍基础

知识，让各市、县区的公共图书馆馆长了解

古籍保护以及正在进行的古籍普查工作的

重要性，2008 年 7 月 17 日下午，山东省古

籍保护中心副主任李勇慧为馆长们讲授了

《古籍保护与古籍基础知识》，并向学员们

传达古籍保护工作的有关文件及精神、古籍

保护工作的进度，使学员们了解了古籍的基

础知识和古籍保护的基本常识，明确了古籍

保护的重要性和今明两年古籍保护工作的

主要任务。 

目前，全省大部分古籍从业人员都经过

了正规的培训，基本上能够从事古籍的保护

和整理工作。 

2.积极派员参加国家举办的各种培训

班。 

自 2007 年 7 月开始，多次组织全省古

籍从业人员，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

古籍普查培训班、古籍修复培训班、碑帖拓

片鉴定班、古籍普查平台应用软件系统登记

培训班、古籍普查平台管理人员培训班、全

国古籍鉴定与保护高级研修班、古籍编目班

等。 

（七）评选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

人 

    为了更好的在全省开展古籍普查与保

护工作，提高全省各古籍收藏单位的工作积

极性，2008 年 12 月底，山东省古籍保护中

心开展了“2007—2008 年度山东省古籍保护

工作先进单位”的评选工作，山东省博物馆、

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和济

南市图书馆等 52 家单位荣获“200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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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山东省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目前，正在进行 2009 年度的先进单位和先

进个人的评选工作。 

（八）大力加强古籍保护的宣传推广工作。 

为了唤起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在全社会形成保护古籍的氛围，以促进文化

传承，联结民族情感，弘扬民族精神，维护

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

组织了一系列活动进行古籍保护的宣传推

广工作。主要有： 

2007 年 6 月 8—9 日，举办“馆藏海

源阁珍品展”，展出馆藏海源阁珍品 73 件，

千余读者参观了展览，使大众近距离地接触

文化遗产，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2008 年 5 月 20—30 日，举办“古籍

知识有奖问答活动”。近百名读者参加。 

2008 年 6 月 5—7 日，举办“山东省入

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珍品联展暨《中

华再造善本》珍品展”。 

2008 年 11 月，编制古籍保护工作宣传

册，发放 2000 多份，收到良好的社会效应。 

2009 年 5 月 9 日，举办“山东省图书

馆馆藏珍品展”。 

2009 年 6 月 13 日，举办“入选首批

《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珍品联展”。 

2009 年 6 月 13—20 日，举办“山东

省古籍保护图片展”。 

2009 年，出版了《十美图》、《山东省

图书馆馆藏珍品图录》、《王献唐师友书札精

选》、《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第一批）》和

《山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第一批）》。这

些书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良好的反响，将

我省的古籍保护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另外，从 2007 年 9 月至今，山东省古

籍保护中心还编辑简报 10 期，在山东省图

书馆网站开辟古籍保护专栏，及时发布动态

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