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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古籍保护工作进展情况及存在问题  

陕西省图书馆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 

                                      

2007 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以来，“中华

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实施。在文化部和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的领导下，陕西省政府对古籍

保护工作给予高度重视。2008 年，颁布了《陕

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

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陕政办发〔2008〕

43 号），根据文件精神，陕西省文化厅负责

全省古籍保护工作。从此以后，陕西省古籍

保护工作开始稳步推进，逐步实施。现将陕

西省古籍保护工作进展情况和 2010 年工作

构想汇报如下，以期与会领导、同仁赐教。 

一、陕西省古籍保护工作进展状况 

早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颁布之前，

陕西省社科院和文化厅已于 2005—2006 年

分别开始了全省古籍摸底普查和调研工作。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公布实施以后，陕西

省政府于 2008 年颁布了《陕西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实

施意见》（陕政办发〔2008〕43 号），陕西省

古籍保护工作进入一个新局面，主要做了以

下工作： 

1.经报请省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于 2008

年 10 月成立了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保护

中心成立后，首先指导文化部指定的古籍普

查试点单位——陕西省图书馆，规范著录善

本古籍 2892 部、普通古籍 3206 部，完成了

文化部规定的试点单位普查工作。 

2.在省文化厅和省古籍保护中心指导

下，我省先后完成了涉及24家单位的第一、

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工作，共上

报 600 余部古籍。经文化部最后审定，我省

12 家单位的 114 部珍贵古籍入选《国家珍贵

古籍名录》。 

3.配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由陕西省图

书馆、安康市汉滨区少儿图书馆提供展品，

参加了第一、二次国家珍贵古籍特展。 

4.协助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对我省申报

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的陕西师大图书馆、西北

大学图书馆、西安博物院、陕西文史馆、周

至县图书馆五家单位，进行了藏品质量及古

籍保护状况考察。经文化部审核确定，继陕

西省图书馆之后，陕西师大图书馆成为我省

又一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5.在我省文化厅和古籍保护中心的安

排下，2008 年 10 月，省图书馆、省古籍保

护中心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合作，在陕西省

图书馆举办了为期 18 天的“第四期全国古

籍普查培训班”。全国 8 省市 62 名古籍工作

者参加了这次培训，其中，陕西省有 11 个

地市 47 家单位 47 名工作者参加了培训，为

全面开展陕西古籍普查提供了人员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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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从 2007 年 10 月至 2009 年 10 月，陕

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先后选派陕西省图书馆、

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博物院、陕西师大图

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西北政法大学图书

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咸阳市图书

馆、宝鸡市图书馆、汉中市图书馆、安康市

汉滨区少儿图书馆、三原县图书馆、富平县

图书馆等 20 余家单位 35 人次，参加了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明清古籍鉴定和著

录高级研讨会”、“第一期全国古籍鉴定与

保护高级研修班”、“古籍普查平台著录培训

班”、“第七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第

一期全国碑帖整理与鉴定培训班”“第二期

全国碑帖整理与鉴定培训班”、“第四期全国

古籍编目培训班”、“第四期全国古籍鉴定与

保护高级研修班”、“第九期全国古籍修复技

术培训班”、“第十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

班”培训学习。 

7.为了保证普查数据的规范化和标准

化，根据国家古籍普查任务和要求，我省将

使用统一的普查平台进行古籍普查。为此，

我省保护中心选派陕西省图书馆特藏文献

部两位工作人员，参加了全国普查平台使用

培训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磨合，陕西

省古籍保护中心已建成了一支普查平台使

用和管理队伍。与此同时，陕西省古籍保护

中心配置了古籍数据管理服务器，为全省使

用古籍普查平台和数据管理做好了准备。同

时并请示省文化厅，拟于近期召开全省古籍

保护工作会议，成立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

全面启动陕西古籍保护工作。 

二、2010 年陕西省古籍保护工作计划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2010 年，由省文

化厅负责的省政府古籍整理出版保护领导

小组古籍保护办公室，将指导陕西省古籍保

护中心全面启动全省古籍普查登记与开展

保护工作。具体工作计划如下： 

1.拟于 2010 年年初召开全省古籍保护

工作联席会议和全省古籍普查工作会议，全

面部署启动陕西省古籍普查工作。 

2.继续做好古籍普查人员培训。在即将

全面开展的全省古籍普查工作中，陕西省古

籍保护中心将把着重点放在全国古籍普查

软件平台的使用上，拟于年初举办全省古籍

普查平台使用培训班。旨在保证全省古籍收

藏单位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并使用古籍普查

平台，以保证普查登记和数据传送正常进行。

其后，再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分别进行

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普查知识培训，为陕西

顺利完成古籍普查，建设专业人才队伍。 

3.建立健全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各项

规章制度。包括机构设置、规章制度建设、

专家委员会人选、专家委员会章程及专家委

员聘用办法。以确保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工

作正常有序开展。 

4.在古籍普查过程中，根据普查登记进

展情况，保护中心拟于 2010 年上半年，组

织相关专家和资深专业人员，进行检查督导，

解决普查中的疑难问题。 

5.做好国家第三批珍贵古籍名录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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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在已完成的第一、二批名录申报的基

础上，对普查中新发现的珍贵古籍进行第三

次申报。按国家古籍保护计划规定，预计

2010 年 6 月完成第三次珍贵古籍名录申报。 

6.于 2010 年 7 月底，完成陕西省一、

二级珍贵古籍普查。于 2010 年 10 月底编辑

出版《陕西珍贵古籍名录》。 

7.按照国家古籍保护计划，2010 年正式

启动《中华古籍总目—陕西分册》编纂工作。 

三、存在问题 

1.普查平台不够畅通。普查平台是国家

确定的整齐划一的普查手段和信息标准，各

古籍收藏单位均按平台要求进行规范著录，

所以平台的畅通至关重要。但截至目前为止，

各单位的终审数据仍无法返回第一普查著

录者位置，数据不能最终上传。换句话说系

统不畅通。 

2.普查速度进展不快。由于普查平台系

统不畅通，各省市考虑到普查平台的调整和

变化，普查平台培训工作难以进行，这样，

就直接影响普查进度。 

3.普查经费不到位。对于各省市来说，

特别是地市县古籍存藏单位，原来的存藏和

保护环境状态都很差，办公环境恶劣，普查

设备急需添置，比如电脑、相机以及相关办

公用品，都亟待解决。 

以上就是陕西省古籍保护工作状况和

设想，若有不妥之处请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