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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全省古籍普查平台培训班在西安举办   

 
6 月 27 日，由陕西省文化厅主办、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承办的“第一期全省古籍普查

平台培训班”在西北大学图书馆开班。来自全省 42 家单位的 46 名古籍工作者参加了此次

培训。省文化厅副厅长蒋惠莉、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谢林、省文化厅社文处覃彬处长，省

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徐大平出席了开班典礼。蒋厅长、谢主任先后做重要讲话，学员代表

也做了表态发言。 

 

蒋厅长在讲话中回顾了近两年来我省古籍保护工作进展和成绩，强调了开展全省古籍

普查登记的重要意义，指出了下一阶段古籍保护工作的主要任务，勉励大家充分利用难得

的培训机会认真学习，深入实践，回到单位后认真做好普查登记工作，为我省古籍保护事

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谢主任首先就摸清家底、做好普查登记对于开展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

接着对我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指出利用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研制开发的古籍普查软件平台进行普查登记工作不仅确保了普查数据的科学性、完

整性、规范性，也是全国古籍数据共建、共知、共享的必要前提。谢主任希望全体学员清

醒地认识到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培训中认真听讲，勤于实践，虚心求教，深入交流，切实

掌握运用普查平台开展普查登记工作的知识技能；培训班结束后，及时向单位领导汇报，

立即开展本单位古籍的普查登记工作，认真细致地完成好每一条数据，审核好每一条数据，

上传好每一条数据。高标准、高质量按时完成普查登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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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培训从 6 月 27 日到 30 日，为期 4 天。邀请了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罗琳老师、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数据管理组王沛老师以及华中师范大学平台开发项目负责人马威老师担

任主讲，主要讲解古籍普查平台的操作环境、以及如何在平台中著录登记古籍。在此之前，

省图书馆已率先运用平台开始著录、登记古籍，积累了一些经验。大多数学员则是第一次

接触平台环境，面对复杂、细致的著录要项以及严格的平台运行管理，虽然掌握起来难度

不小，但大家学习的积极性十分饱满，一有机会便向老师请教，和其他学员探讨交流，表

现出了很高的学习热情。 

 
全省古籍普查是一项艰巨而意义深远的工作。此次培训，标志着我省使用普查平台开

展古籍普查的工作已全面启动，对全省古籍保护工作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三期全国碑帖鉴定与保护研修班”学习心得 

 
2010年 10月 13日至 27日，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广西古籍保护中心桂林分中心

承办的“第三期全国碑帖鉴定与保护研修班”在桂林图书馆榕湖分部开班，来自全国各地

的公共图书馆、专业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以及博物院(馆)、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共 95名学员

参加了此次培训。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安排碑帖存藏知名的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博物院、

西安碑林博物馆参加，我有幸参加了此次培训，聆听了诸位专家学者的讲座，受益匪浅。 

全国古籍普查，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重要工程和前期工作基础。2007 年文化部

《全国古籍普查工作方案》、《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评审暂行办法》、《全国古籍重点保护

单位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等系列文

件的颁布，彰显了国家对古籍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此项工程已经有步骤分阶段的给予实

施。全国古籍普查范围包括我国境内的国家图书馆、各公共图书馆、高等院校图书馆、科

研单位图书馆、文博图书馆(藏书楼)、宗教单位图书馆(藏经阁)等；个人或私人收藏机构

也可以纳入普查范围。古籍普查对象主要是中国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其他特种文献，

如甲骨、简册、帛书、金石拓片等，要根据国家统一部署，逐步纳入普查范围。古籍普查

的主要内容包括：古籍基本信息、古籍破损信息和古籍保存状况信息等。全国古籍普查工

作由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统筹规划，由文化部领导实施。在国家图书馆成立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省级图书馆成立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开展古籍普

查登记工作，最终建立中华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形成中华古籍联合目录。 

目前，我国的古籍存藏处于濒危状态，与之不相称的更是我国古籍保护的专业人才十

分匮乏。有鉴于此，国家在十分重视古籍保护与利用的同时，也极其重视古籍人才的培养。

在国家古籍中心和各省中心成立之后，国家古籍中心聘请全国古籍专家学者着手制定了多

项行业标准，如古籍定级标准，古籍定损标准，古籍修复技术与质量要求等，使得古籍工

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同时开展了古籍工作人员的各项培训活动，培训内容广泛，涉及

古籍保护与修复，古籍版本鉴定，古籍普查平台著录，碑帖拓本的鉴定与保护等，涵盖了

古籍保护工作的方方面面。目前，各种培训工作已有序开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古籍保

护与著录工作也在井然有序地进行中。 

碑帖是一种文化历史内涵、艺术品位、工艺加工三位一体的艺术品，在印刷术发展的

前期，碑的拓本和帖的拓本都是传播文化的重要手段。加强碑帖的鉴定和保护，成为古籍

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此次培训活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高度重视，邀请古籍碑帖方面的

资深专家进行授课，采取课堂教学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多位著名古籍专家的精

彩讲演，使本次的培训成为一次古籍传承保护的学术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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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安排科学合理，授课方式深入浅出。邀请广西桂林图书馆杨邦礼先生讲授桂林古

籍保护，上海图书馆仲威先生讲授碑帖种类与形式、上海图书馆碑帖整理与研究概况 ，国

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孟宪钧先生讲授碑帖概论与碑帖鉴定，山东大学的刘心明先生讲授碑

刻的起源与分类等等。在课堂讲授的同时，由国家图书馆冀亚平先生讲授及实际操作中国

传拓技术，并要求学员亲自动手，了解制作拓片的全过程，自作墨包，独立拓出 2份拓片，

学员的拓片新作冀老师也做了签字以资鼓励。凡此种种使学员对碑刻拓片有个直观的感受，

有利于碑帖的鉴定与保护。国家图书馆金石组的卢芳玉老师讲授碑帖著录，她与中国科学

院的罗琳先生一起作了汉文古籍（拓片）普查平台登记系统的讲解与实践，上机进行实际

操作，现场指导学员登录古籍普查平台著录古籍。并建立培训班联系群，以利于今后古籍

普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各位教授均从自身的研究领域出发，传授碑帖鉴定的技法、现状以及诸位名家的成果。

并要求古籍、碑帖普查工作者应具备历史学、文字学、印章、书法、绘画、雕刻、纸墨等

方面的基本素养，努力学习，为今后的“中华古籍联合总目”，“古籍（拓片）普查平台”

工作的运作打下良好的基础。通过系统学习，对古籍、碑帖等学科有了一定的了解，推进

汉文古籍（拓片）普查平台的系统实践，为古籍、碑帖数据著录做了积极的准备。 

在本次的研修班，授课老师无一例外的常提及我省的古迹名胜－西安碑林，可见西安

碑林在金石学、碑帖学领域的地位是崇高的。略引几例。 

唐虞世南书的《夫子庙堂碑》有唐拓本，在日本。原碑不久即毁。现存藏西安碑林的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是宋太宗建隆、乾德年间由王彦超重刻于陕西西安的，故又称“陕

本”。亦珍贵非常。 

西安碑林存藏的《怀仁集王圣教序碑》，其馆藏碑帖有“北宋本”，“南宋本”，弥足珍

贵，已入选“第一批全国珍贵古籍名录”。 

西安碑林存藏的东汉《曹全碑》，明万历时出土，所传的“因”字未损本为“初拓本”。

又有“乾字未穿，即成明拓”（启功）之说法。 

秦《峄山刻石》原石早已不存。宋代的郑文宝首先摹刻于长安，现存藏西安碑林。此

后绍兴等地相继摹刻。前人评价《峄山刻石》重刻本的次第为：长安第一，绍兴第二……。 

此外，常常提及的西安碑林存藏还有：唐《开成石经》，《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皇

甫诞碑》，《多宝塔碑》，《争座位碑》，《熹平石经》等等。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搭建的这座培训交流平台，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互相学习、共同激励

的园地。各兄弟单位的同行济济一堂，交流学习方法、学习心得，切磋技艺、相互帮助，

建立了良好的同仁关系，有利于今后的普查工作。我也将以此次所学知识为基础，扩大阅

读学习范围，“学以致用”，更好的为今后工作服务。 

                                                   （西安碑林博物馆  景亚鹂） 
 
 

第二期全省古籍普查平台培训班在宝鸡举办 

 

11月 26日，由陕西省文化厅主办、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承办的“第二期全省古籍普查

平台培训班”在宝鸡市图书馆开班。来自全省 18 家单位的 22 名古籍工作者参加了此次培

训。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省图书馆馆长谢林，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省图书馆副馆长

徐大平，宝鸡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新闻出版科科长武岐省，宝鸡市图书馆馆长索新全，

宝鸡市图书馆书记刘掌全出席了开班典礼。谢主任从古籍的不可再生性及全省的古籍收藏

保护情况不佳、家底不清等现状出发，强调了开展古籍普查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大家利用

此次学习机会，熟练掌握普查平台的操作管理，按要求规范著录普查数据，如期完成全省

普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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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培训是继上半年 6 月 27-30 日在西安举办的第一期培训班之后的第二次全省古籍

普查平台培训，主要培训对象为尚未参加第一期培训的古籍收藏单位。此次培训授课老师

为省图书馆的侯蔼奇、张志鹏，他们都有着丰富的古籍工作经验，熟悉平台操作环境，几

年来一直从事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本次培训开设有全国古籍普查平台功能介绍、古籍普查

平台字段著录、古籍书影拍摄、平台实习等课程，目的在于全面地向学员讲授古籍普查平

台的相关内容，按照国家规范科学著录数据。通过三天紧张充实的学习，学员们基本掌握

和了解了古籍普查平台，并能完成数据的录入。 

 

在结业典礼上，省馆马民玉书记受保护中心委托再次强调，我省古籍普查工作任务十

分艰巨，中心要求各古籍收藏单位积极开展古籍普查工作，并将此项工作列入单位重要工

作计划中，尽快完成本单位普查任务，重申了古籍保护中心工作职责，号召全省古籍保护

要一盘棋，上下一致，协同工作，加快全省古籍普查工作进度，按时完成全省古籍普查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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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县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圆满结束 
 

从今年 10 月开始，我县图书馆抽调精兵强将奋战近三月，将堆积 40 余年的散乱古籍

逐册进行了整理，分类、注册、编码。圆满完成了古籍整理工作任务。 

 

古籍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我县古籍整理工作得到县

委、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在县文体旅游局的直接领导下，聘请陕

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文献专业的 6 名研究生专业指导图书馆工作人员，集中两个多月时

间对馆藏古籍进行了系统、科学的专业分类。据统计，我县馆藏古籍三万余册，位居全省

第十一位，市县排名第二位。在这些古籍中，有相当部分古籍珍品。据专家考证如日本有

一本《古文蘭编》，在国内唯一的孤本就收藏于我县图书馆；古籍中最古老的是明永乐十三

年（公元 1514年）古广编撰的《周易传义大全》四册，古籍中大部属本地刻版。古籍藏量

之多，内容之丰富，彰显我县深厚文化底蕴、关中文化大县之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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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工作为下一步开发、利用古籍资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必将在创建文化先进

县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原县图书馆供稿） 
 

 

 

 全省古籍普查开展情况调查 

 
 2010 年，省古籍保护中心分别于 6 月和 11 月举办了两期古籍普查平台培训班，参加

培训 56家单位 69人次。培训结束，中心分别于 7月初和 12月初对参加普查平台培训单位

进行了平台普查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已正式使用平台进行普查的单位有 14 家，其他 42

家单位仍未开始。已开始普查的 14 家单位工作进展情况亦不容乐观，情况如下：1、普查

进展速度缓慢，有的单位仅仅做了几条数据，且不完整。工作人员经常被借调脱离本职工

作。2、普查著录中存在的问题较多，尤其是在规范著录、定级、版本鉴定等方面把握不准，

亟待专家的指导帮助。很多单位均表示希望专家对其数据进行审核指导。3、一些单位数据

著录和书影拍摄工作没有同步进行，即使拍摄书影，也达不到要求，需要返工。各单位都

存在这个问题。4、工作人员经常被抽调，普查工作不能持续开展。此问题亦普遍存在。未

开展工作的 42 家单位主要有以下原因：1、单位领导不重视，未将此项工作列入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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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之后未及时安排人员开展工作，消极等待主管上级单位或政府下发相关文件。2、没有

资金支持，设施设备欠缺，如无计算机、照相机、翻拍架、扫描仪、工具书等，无法开展

工作。3、古籍无人管理，财产账目混乱，家底不清，同时因搬迁原因古籍长期处于打包或

无人问津状态。4、人员紧张，一人常常身兼数职，拨来调去，古籍普查工作备受冷落。 

 

虽然中心已组织开展了两次平台普查培训，但普查工作仍令人十分担忧。综合以上情

况，普查工作进度迟缓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各单位领导重视不够，特别是跨系统的纵向

领导力度不够。由于保护中心是跨系统的安排和督促，所以各厅局的纵向领导就更为重要。

因此导致的各单位领导没有认识到古籍保护的重要性，没有将古籍普查列入当前古籍重点

工作，未制定计划，未安排固定人员。第二、古籍普查经费不到位。因缺少最起码的普查

办公设备而无法开展工作，更别说采取激励机制督促加快古籍普查速度。这是古籍普查要

解决的另一关键问题。第三、从事古籍普查人员古籍基础知识薄弱。在普查工作中经常碰

到因古籍基础知识欠缺而难以胜任工作，急需工作过程中的专业指导和业务提高。 

 

   针对以上问题，下一步我们将敦请文化厅尽快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并成立专家委员会，

加强各古籍收藏单位的纵向领导力度，逐步落实经费，组织专家亲赴各古籍收藏单位开展

业务指导和督促工作，自上而下，齐心协力做好我省的古籍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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