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古籍保护工作简报 

 

2009 年第 2 期（总第 3 期） 

 

重庆市古籍保护中心编印                二 00 九年七月 

 

目     录 



重庆市成功申报 153 种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重庆市成功申报 2 家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重庆市古籍保护中心在重庆图书馆举办古籍保护基础知识展 

明清珍贵古籍现身重庆图书馆第二届晒书会 

重庆市第二次古籍保护局际联席会议召开 

重庆市古籍普查系统平台成功安装 

 

 

 

重庆市成功申报 153 种第二批珍贵古籍名录 

 

根据 2007 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

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 号）精神，为推动我国古籍保护深入

开展，继 2008 年 3 月 1 日国务院批准公布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2392 种和第一批 51 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后，近日，文化部确定

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推荐名单 4478 部，其中先秦两汉 9 部，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 146 部，宋辽夏金元 645 部，明清时期 3411 部，



民族文字 13 文种 266 部，其他文字古籍 l 部。第二批“全国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推荐单位 62 家，涵盖了各系统图书馆、档案馆、博物

馆等行业的相关单位。 

重庆市古籍保护中心申报的 246 种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 134 种

入围这次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推荐名单，其中，重

庆图书馆 123 种，北碚图书馆 9 种，华岩寺图书馆 1 种，西南政法大

学图书馆 1 种。另教委系统申报的西南大学图书馆入围 19 种。 

 
韦苏州集十卷拾遗一卷 （唐）韦应物撰 明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 西南政法大学

图书馆 



 
乐书二百卷目录二十卷 （宋）陈旸撰 元至正七年（1347）福州路儒学刻明俢本 

重庆图书馆 

 

 

 

 

 

重庆市成功申报 2 家第二批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此次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审共收到 125 家单位的申报材料。

入选单位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收藏古籍的数量一般在 10 万册件

以上或收藏古籍善本数量在 3000 册件以上；有古籍专用书库；有专

门的古籍保护机构和工作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有专项古籍保护经费。

经专家评审，最终确定 62 家申报单位作为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

单位”推荐单位，其中甘肃拉卜楞寺、浙江瑞安玉海楼、山西祁县图

书馆较有特色。 

我市西南大学图书馆、北碚区图书馆、梁平双桂堂三家单位递

交了申报书。西南大学图书馆、北碚区图书馆成功入选第二批全国重

点古籍保护单位。 

西南大学成立于 2005 年 7 月，由原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农业



大学合并组建而成。原两校毗邻而建，同根发源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公

元 1906 年）在西南地区开中国新学的川东师范学堂，几经发展演变，

遂成今日之西南大学。现有古籍 16.9 万册（含院系托管 1.9 万册），

其中善本古籍 2.2 万册，普通古籍 14.7 万册，以语言文字类、明版图

书、清人文集、稿钞本为收藏特色。列入《全国古籍善本图书总目》

的有 120 余种，近 3000 册，入选《四川省高校图书馆古籍善本联合

目录》939 种，10000 余册，2008 年《方舆考证》入选全国古籍珍贵

名录，并入选中华再造善本二期工程。此次古籍普查申报国家珍贵古

籍共 230 余种。 

 

 

 
西南大学图书馆古籍库房 

北碚图书馆即 1928 年 5 月 27 日卢作孚在北碚关庙创办峡区图

书馆的前身，当时藏书 400 余册。后由峡防局拨款陆续添购新书，1929

年藏书增到 2000 余册。以后，图书馆规模逐渐扩大，至 1949 年末藏



书总计达 240,458 册。截止 2002 年馆藏书刊 787,850 册，其中古籍文

献 34 万册。1950 年 1 月 25 日，北碚图书馆由重庆市军管会北碚分

会文教部接管并受其领导。1966 年更名为北碚人民图书馆。1971 年

至 2002 年为重庆市北碚图书馆，馆址北碚区公园村 26 号，毗邻北碚

公园。业务用房 8000 平方米，设：馆长办公室、借阅部、历史资料

部、采编辅导部、读者服务部、行政办公室。全馆人员 28 人，获专

业技术职称 22 人，副研究馆员 1 人，馆员 12 人初级职称 9 人。 

古籍善本书专藏有各类珍善本书(包括地方志善本)：甲类 97 种

100 部、10992 册；乙类 320 种 344 部，7923 册。甲、乙类善本共计

417 种，444 部，18915 册。特藏书(丙类)(因时代超出，外国刻印，

碑帖及其他甲类不收的部份)379 种，401 部，7476 册。 

 
北碚图书馆历史资料部 

 



重庆市古籍保护中心在重庆图书馆举办古籍保护基础知识展览 

为配合全国图书馆服务宣传周及重庆市古籍保护工作，重庆市

古籍保护中心在重庆图书馆二楼大厅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古籍基础

知识及保护展”。 

展览主要以古籍基础知识（包括古籍的定义、古籍的装帧、古

籍的结构及内容）、古籍版本（包括古籍版本定义、类型）、古籍普查、

古籍保护、古籍修复等为主，图文结合，向读者宣传古籍知识。 

随着古籍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除古籍基础知识展览外，重庆

市古籍保护中心还将陆续举办各种有关古籍保护的展览。 

 



 

读者观看展览 
 

明清珍贵古籍现身重庆图书馆第二届晒书会 

5 月 29 日下午，重庆图书馆第二届晒书会在二楼展览大厅举

行。此次晒书会包括图书展示交换、读书心得交流及古籍鉴定等活动

内容。由于适逢端午佳节，前来参加活动的人并不多，但出人意料的

是，一批明清珍贵古籍竟悄然现身晒书会。 

晒书会刚开始不久，一位王姓市民就捧着一个大纸箱匆匆来到

了“古籍鉴定”现场。我馆古籍鉴定专家王志昆老师仔细地观看了王先

生带来的这一大堆宝贝，大为惊异，欣喜地说：这是他为市民免费鉴

定古籍一年多以来，首次在民间发现了好东西。通过认真细致地鉴定，

他初步认定王先生携来的《大明正德乙亥重刊改併五音类聚四声篇》、

明刻本《三命通会》、清四色套印本《重刊补注洗冤录集证》、清初刻

本《太上洞玄灵宝高上玉皇本行集经》等皆为真品，具有很高的收藏

保存价值，尤其是《大明正德乙亥重刊改併五音类聚四声篇》在首批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就有收录。至于王先生的其他藏品，如兴福寺半



截碑拓片、巴蜀名士赵熙书写的荣县碑文拓片、文征明之子文彭的钤

印图《九如印》等，则需进一步查阅相关资料，才能最终确定其真伪

及价值。 

王先生对这次鉴定的结果十分满意，并殷切希望重庆市古籍保

护中心能够代市民保管古籍、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以及修复破损古

籍。 

 

晒书会鉴定现场 
 

 

重庆市第二次古籍保护局际联席会议召开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

办发〔2007〕6 号）文件的精神和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 2009 年嘉

兴古籍保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了研究和部署我市 2009 年度及今

后一个阶段的工作任务，6 月 23 日，重庆市第二次古籍保护工作局

际联席会议在市文化广电局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市政府办公厅副



秘书长方佳军主持，参加会议的单位成员有：市文广局温俊华副局长、

重庆图书馆馆长市古籍保护中心任竟主任、市发改委马福渝副调研

员、市民宗委任华处长、市教委程明亮副巡视员、市新闻出版局谢再

明处长、市财政局教科文处刘祥斌副处长、市科委社发处艾必燕干部

等。 

本次会议的议程主要有：市古籍保护中心汇报 2008 年全市古籍

保护工作情况；局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就审定事项作说明；审定重庆市

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推荐名单、2009 年全市古籍普查专项

经费方案、《重庆市珍贵古籍名录申报评审暂行办法（讨论稿）》和《重

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评定暂行办法（讨论稿）》。  

    会上，各单位成员积极讨论，并提出了建议。  

    最后，方佳军副秘书长对本次会议作了详细总结：认为 08 年无

论是经费的落实上，还是人才的培养、机制的完善、督导工作等方面

都取得了很大成功。特别是重庆市古籍保护中心，在日常工作中，认

真细致、保质保量完成了珍贵名录申报和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的申报工

作。09 年作为古籍保护工作最关键的一年，我们一定要提高思想认

识，全面开展全市一、二级古籍的普查，并做好我市的评审工作，争

取在年底评审并公布出我市的珍贵名录和重点古籍保护单位。此外，

他还特别强调了市文广局办公室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发挥好作

用，进一步加强联合督查，做好各系统的协调工作。在经费保障上，

除市财政局的大力支持外，各区县财政也应该加大投入力度，做好本

区内的古籍保护工作。 



 
方佳军副秘书长讲话 

 

重庆市古籍普查系统平台成功安装 

随着国家古籍普查系统平台的成功开发，重庆市古籍保护中心在

6 月中旬通过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与重庆图书馆自动化部一

起，成功安装了我市的古籍普查系统。 

待系统调试稳定后，重庆市古籍保护中心将举行全市图书馆系

统、民宗委系统和高校系统各单位古籍工作者进行培训，全面学习古

籍普查平台的使用及填写规范。 

预计到今年年底，我市将全面完成一、二级古籍普查工作。 



 
重庆图书馆工作人员在古籍普查系统中录入数据 
 
 
 
 
 
 
 
 
 
 
重庆市沙坪坝区凤天路 106 号 重庆图书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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