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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广西古籍保护工作报告 

广西古籍保护中心 

 

2009 年对于广西古籍保护工作来说是

硕果累累的一年。在自治区政府的高度重视

和自治区文化厅的直接领导下，在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的大力支持下，在各古籍收藏单位

密切配合下，经过全区古籍保护工作者的不

懈努力，广西古籍保护工作实现了新的发展，

古籍保护条件有了新改善，古籍保护成果有

了新突破、人才培养有了新进展。现将广西

开展古籍保护工作总结如下： 

一、保障机制不断健全  

1．领导高度重视。自治区副主席李康

先后两次为我区“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

单位”、“第一批广西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授牌，并在“第一批广西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授牌仪式上发表了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重

要讲话，对广西古籍保护工作提出了要求。

2009 年 5 月，主管广西古籍保护工作的自治

区文化厅副厅长陈映红在召开的 2009 年古

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上部署了 2009 年

古籍保护工作，强调要继续加强古籍的普查、

征集、保护、研究工作；大力宣传古籍保护

工程的意义和成果 ，争取社会各方面的支

持；不断加强古籍保护专业队伍的建设，做

好人员的培训、培养；6 月，陈映红副厅长

又专程到广西桂林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图

书馆进行古籍保护工作的调研，要求在古籍

保护实施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用好国家

的资源和政策，为广西的古籍保护工作服务，

不断加强古籍保护经费投入和人员培训，抓

住古籍保护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共

享工程的结合点，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加

强公共馆与高校图书馆的合作，实现资源共

享。领导的高度重视极大地推动广西古籍保

护工作的开展。 

2．加强组织保障。为了规范和加强古

籍保护工作咨询、论证、评审工作，广西古

籍保护中心于 2009 年 1 月成立了广西古籍

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制订了《广西古籍保

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章程》，明确了专家委员

会的职责。在省（区）中心的推动下，各古

籍收藏单位相继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桂林

图书馆经桂林市编制办批准于 2009 年 3 月

成立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桂林

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于 2009 年 11 月

正式成立独立的古籍部门，配备了古籍管理、

古籍普查、古籍修复专职人员，为古籍保护

工作提供了人员和组织保障。 

 3．规范评审制度。为了推动古籍保

护工作有效开展，广西古籍保护中心制定

“广西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广西壮族自

治区珍贵古籍名录”申报评审暂行办法。两

个办法的制订和实施对加强古籍保护工作

的管理，推动各古籍收藏单位改善古籍保护

条件，建立完备的珍贵古籍档案，提高古籍

保护工作水平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4．工作经费稳定增长。2009 年广西古

籍保护中心专项工作经费由2008年 25万元

增长到 2009 年 30 万元，对广西古籍保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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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组织和推动广西古籍保护工作提供了一

定的经费支持。为了激励和表彰先进，中心

向六所“第一批广西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发

放了奖金，并已着手开展《第一批广西珍贵

古籍名录》的出版工作。 

二、保护手段不断改善 

1．加大投入，改善保藏条件。广西图

书馆（广西古籍保护中心）发挥国家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的示范作用，2009 年投入资金

80 万元进行全馆安防系统改造，重点为古籍

书库更新安装了红外线摄相监控系统。广西

师范大学图书馆对古籍书库进行樟木板的

加工和老化纸夹板和木版的更新工作，2009

年加工和更新樟木板 200 副，加强了对古籍

的有效保护。桂林图书馆针对古籍书库的薄

弱环节，于 2009 年 8 月投入近 10 万元专项

经费专门新置 44 个 FZXA8/1.2 型悬挂式自

动干粉灭火装置于古籍书库，使消防安全设

施更趋于合理。柳州图书馆利用全国古籍普

查工作全面展开和第四次公共图书馆评估

定级工作的契机，投入古籍保护经费 1.5 万

余元，更换古籍书库的灵香草；安装全新的

遮光窗帘，改善了古籍的防虫、防光等保藏

条件。 

2.及时抢救，科学修复。广西图书馆

完成古籍修复5002页，修复《守山阁丛书》、

《玉篇》、马驹誉手稿《邕史杂钞》；并获

79 岁高龄石军读者捐赠的清代刊本，广西临

桂(今桂林)籍大儒陈宏谋所辑《五种遗规》

中的四种线装古籍七册。广西少数民族古籍

整理办狠抓民族古籍抢救搜集工作，一年来，

利用政策宣传、情感动员等多种办法，从都

安、武鸣、大新、灌阳、资源、罗城等地新

搜集到壮族道公、师公等民间宗教经书、瑶

族族谱和碑刻、仫佬族文书共500多件（册），

多数为清代至民国年间所抄，极大丰富了民

族古籍资料馆藏。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2009

年共计修补严重破损书页、溜口 211 页，扫

尘、揭页、加护页封面、装订成册 4 种 16

册，修复古籍特藏书库的现代精装书 1 册，

平装书 3 册。柳州图书馆配备专业人员持续

开展古籍修缮工作，全年修复古籍 69 册。 

三、保护成果不断涌现 

1．评审工作成效显著。广西图书馆、

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荣获“第二批全国古籍

重点保护单位”，全区共有广西图书馆、广

西博物馆、桂林图书馆、柳州市图书馆、广

西师大图书馆、广西民委古籍办等 6 家单位

41 部古籍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与

第一次全国评选结果相比，广西在全国古籍

重点保护单位和珍贵古籍名录上都实现了

量的突破。在参与推荐国家评审重点古籍单

位和珍贵名录的基础上，2009 年广西古籍保

护中心组织广西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

开展了广西珍贵古籍名录和重点古籍保护

单位的评审工作。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政府关于公布第一批全区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和全区珍贵古籍名录的通知》（桂政发[64]

号），批准广西图书馆、广西博物馆、桂林

图书馆、柳州市图书馆、广西师大图书馆、

广西民委古籍办等6家单位成为第一批广西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广西 9 家图书馆、博物

馆等单位收藏的155部古籍入选第一批广西

珍贵古籍名录。 

2．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成果突出。

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担纲的《中国少数

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广西各民族卷》编纂工

作继续推进，完成了广西特有民族《仫佬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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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毛南族卷》、《京族卷》编纂出版

任务（共 72 万字），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

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三卷成果集

中展现了广西特有少数民族古籍的精华，对

加深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振奋民族精神、提

高民族文化地位、加快民族文化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实施的 11 个世居少数民族传统文

化资料集成重大项目和《壮学丛书》进展顺

利，其中侗族古籍《侗族款词》（130 万字）

完成整理任务，于 2009 年 9 月由广西民族

出版社出版，为侗族历史、文化和民间习惯

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国家少数民族古籍

整理重点项目《毛南族民间宗教经书影印译

注》（1200 万字）翻译整理工作取得初步成

果，精选的 49 本经书已完成了 9 本共 200

万字的翻译；《壮学丛书》重点项目《壮族

鸡卜经》（800 万字）完成后期统纂；完成

了《壮族民歌古籍集成》之《风俗歌》（150

万字）和《信歌》（110 万字）翻译整理。

《广西壮语地名集》（700 万字）完成卡片

审核，进入词条转化和后期审稿工作；《壮

族师公经书影印译注》（1000 万字）翻译整

理工作进展顺利，现已完成 50 本经书计 300

万字的翻译，《壮族师公文化集成卷》的图

片搜集和录像拍摄也已全面开展； 《中华

古壮字字典》完成了 5000 字的收录工作，

古壮字录入软件研发已基本完成。 

3．古籍普查稳步进行。广西图书馆目

前已完成馆藏一二级古籍著录，共 106 条。

全区已完成古籍普查平台著录 800 余条。 

四、队伍建设不断加强 

加强人才培养是古籍保护工作顺利开

展的保障，也是解决广西古籍保护、修复人

才短缺的关键。一年来，我们根据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的培训安排，组织全区公共、高校

图书馆等古籍收藏单位的人员参加不同内

容的培训。2009 年 2 月广西图书馆、桂林图

书馆、广西博物馆、梧州市图书馆、贵港市

图书馆、钦州市图书馆、玉林市图书馆、柳

州市图书馆、百色市图书馆、河池市民族图

书馆、柳州市博物馆、广西大学图书馆、广

西师范学院图书馆、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各

派一名学员参加在云南举行的第二期全国

民族语文古籍鉴定与保护研修班；广西图书

馆、桂林图书馆、广西师范学院图书馆各派

一名学员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期全国碑

帖整理与鉴定培训班。9 月桂林图书馆派一

名学员参加在山西举行的第四期全国古籍

鉴定与保护高级研修班。 12 月广西图书馆、

桂林图书馆共三人参加在大连举行的第五

期全国古籍编目培训班。通过培训，广西古

籍保护人员的专业素质与职业水平得到了

系统而显著的提高，同时也加强了与全国各

古籍保护单位间的交流与合作，为广西的古

籍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古籍保护宣传力度不断加强。 

1．扩大宣传。2009 年 12 月 24 日，广

西古籍保护中心隆重举行 “广西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授牌仪式。自治区副主席李康，

厅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领导出席仪式。广西

壮族自治区图书馆等6家荣获第一批全区古

籍重点保护单位、9 家入选第一批全区珍贵

古籍名录收藏机构的代表，在邕公共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大专院校读者代表，以及新闻

媒体记者共 300 多人参加了活动。广西电视

台进行了专题采访报道。     

2．展示成果。 为配合“广西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授牌仪式的举行，广西古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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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中心依托广西图书馆“广图展览”举办了

“广西古籍保护工作成果展”，向公众介绍

第一批广西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含第一批全

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重点展示入选“第

一批、第二批全国古籍珍贵古籍名录”的广

西 45 部珍贵古籍；同时进行了部分古籍实

物版本展示，并到柳州进行巡展。 

3．传播知识。为了结合文化遗产日开

展古籍保护宣传工作，加强对公众的古籍知

识教育，6 月 13 日，广西古籍保护中心邀请

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主任欧薇薇登台

“八桂讲坛”作《古壮字文献》讲座，宣传

广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2009 年，广西的古籍保护工做虽然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一

是人才队伍的建设薄弱，二是汉文古籍研究

水平不高，三是保护意识不强，四是经费投

入不够。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加

以改进，不断地创新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

推动古籍保护工作持续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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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林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报告 

广西桂林图书馆 

提要：广西壮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桂林分中心成立于 2008 年 7 月，是“广西古籍重点保

护单位”，有 8 部古籍文献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26 部入选第一批“广西古

籍珍藏目录”。目前馆藏古籍文献 15万册，古籍保护消防安全设施达标，参加了全国古籍培

训，开展了馆藏古籍详细清点、鉴定编目和修复工作，抢救性出版了二部书，开展古籍数字

化建设，建立了馆藏古籍书目数据库及方志提要数据库。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

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加强广西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

（桂政办发[2007]69 号）文件精神，使中华

古籍保护计划在我馆得以顺利实施，在自治

区文化厅的直接领导下，我馆积极筹备、组

建工作机构，认真开展馆藏古籍保护和古籍

普查工作，加强对古籍的管理，促进对古籍

资源的利用，现将工作汇报如下： 

一、领导高度重视，完善我馆古籍保护机制。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古籍保护工作，

多次做出重要批示。2007 年 4 月，自治区吴

恒副主席检查广西古籍保护工作，并做出重

要指示。2007 年 11 月，我馆杨邦礼副馆长

参加在南宁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古籍保

护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会后，在自治区文

化厅领导下，成立广西古籍保护工作办公室，

杨邦礼副馆长成为办公室领导成员。 

2007 年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国家

图书馆成立，我馆即于 2008 年初向广西壮

族自治区文化厅递交《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

治区古籍保护中心桂林分中心的请示》，同

年 7 月，获编委批复，正式建成广西壮族自

治区古籍保护中心桂林分中心。随即，我馆

设立了以馆长丰雨滋挂帅的组织机构，制定

了相应的工作职责。 

二、突出重点，科学规范地开展古籍保护工

作。 

根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广西文化厅

的工作安排，我馆 2008.2009 年先后着手对

我馆古籍的进行详细清点和鉴定编目。目前

初步清点我馆古籍藏量为 15 万册，正按照

国家中心下发的古籍普查平台进行登记。 

我馆参加了《全国古籍珍贵名录》、《全

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广西古籍珍贵名

录》、《广西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

馆藏（元）胡一桂撰泰定四年（1327）翠岩

精舍刻本《诗集传》等 8 部古籍入选第二批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中（元）《诗集

传》进京参加了 2009 年“国家珍贵古籍特

展”；另有 18 种共 26 部入选第一批“广西

古籍珍藏目录”，我馆也成为第一批“广西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开展地方文献整理。抢救性出版了《酾

江诗草》、《清代桂林状元翰墨》等书。开展

古籍数字化建设，建立了馆藏古籍书目数据

库及方志提要数据库。对一些破损古籍，在

做好修复的同时，尝试以照相方式进行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