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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第二批珍贵古籍名录评审结束 

2010 年 11 月 5 日，第二批广西珍贵古籍名录及首批自治区级古

籍修复中心专家评审会在广西图书馆三楼会议室召开。自治区文化厅

社文处处长黄燕熙出席了会议。此次评审会由广西古籍保护工作专家

委员会主任、广西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徐欣禄主持，广西古籍保护专家

委员会副主任欧薇薇，专家委员廖子良、姚倩、黄权才、黄南津、何

平、林艳红、兰旻参加了评审会议。     

评审会为期一天。与会专家依照《<

广西壮族自治区珍贵古籍名录>申报评

审暂行办法》，对我区 10家单位 330 

部古籍的申报材料进行了审定，同意 10 家单位的 120 部古籍进入第

二批广西珍贵古籍名录的推荐名单；另外根据首批自治区级古籍修复

中心的评定办法，同意推荐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为首批自

治区级古籍修复中心。在评审第二批广西珍贵古籍名录中,专家以认

真负责的态度开展工作,严格把关,对存疑的古籍一律不予通过，确保

珍贵古籍名录的权威性。目前，广西古籍保护中心已将评审意见呈报

自治区文化厅，待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审定后报自治区政府批

准公布。 

在评审会上，黄燕熙处长代表自治区文化厅向新增补的广西古籍

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南津、广西师范学院

历史系副教授何平、桂林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林艳红颁发了聘书。 

评审会领导专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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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全国碑帖鉴定与保护研修班在桂林图书馆成功举办 

为加快古籍保护队伍建设，推进全国古籍保护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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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定与保护研修班于 10月 14日至 27日在广西桂林图书馆成功举办。

来自辽宁、山东、浙江、广东、甘肃、湖北、四川、贵州等全国各地

古籍收藏保护单位的 95名学员参加了学习。 

  本次培训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首次在广西开设碑帖研修班，广西

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对此次培训高度重视，广西古籍保护中心也对此给

予大力支持，中心组织和选派了我区 21家文博单位的 42位学员参加

培训。开班当天，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李翠薇、广西壮族自治区

文化厅社会文化处副处长罗征、广西桂林图书馆馆长丰雨滋等领导出

席了开班仪式并先后作专题发言。他们在讲话中强调了加强古籍保护

工作的重要性，对这次培训班学习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培训班历时 14 天，邀请到中国科学院的罗琳教授、上海图书馆

的仲威先生、全国古籍善本专家孟宪钧先生、山东大学刘心明教授、

国家图书馆的冀 亚平先生、国家

图书馆的卢芳玉 女士等专家，为

学员讲授上海图 书馆藏拓简介、

碑帖整理、碑刻 的起源与分类、 

中国传拓技术、碑帖著录、汉文古籍（拓片）普查平台登记系统等内

容。学习期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学员到桂海碑林博物馆进行实

习。老师现场讲解并演示拓碑方法，学员实地练习，取得了良好的教

专家现场演示拓碑技术 



 3 

学效果。学员一致表示，能在碑林现场学习拓碑技术，收获很大。这

种课堂教学与实地练习相结合的方式，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让学

员能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十多天的培训，学员们认真学习、相互交

流，圆满的完成了学习任务。  

  桂林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全国摩崖石刻最多的地区

之一，素有“唐宋题名之渊薮，以桂林为甲天下”，“唐碑西安，宋刻

桂林”之称。第三期全国碑帖鉴定与保护研修班在桂林成功举办，不

仅让众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古籍工作者体会到桂林石刻博大精深的

文化底蕴，同时也为广西古籍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是对我

区古籍保护工作莫大的激励和鞭策，对我区培养后备人才，加强古籍

保护工作队伍建设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广西参加在新疆召开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座谈会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八十周年馆庆之际，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于 2010年 8月 19日在乌鲁木齐召开了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座谈会。

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周和平；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

任史金波，委员黄润华；以及全国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图书馆的代表

出席了座谈会。桂林图书馆馆长丰雨滋，广西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副馆长黄艳参加会议。     

座谈会由周和平馆长亲自主持。在座谈会上，张志清副馆长作了

题为《实事求是 突出重点 推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向纵深发展》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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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报告》对前一阶段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就

如何开展下一阶段工作在业务层面上提出思路和建议。为了更好地推

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周和平馆长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对下

一步工作提出了意见。他要求大家理清思路、打开视野，建立机制，

推动全社会重视古籍保护工作，使古籍保护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

容，为历史负责，为传承文化做出贡献；要求与会同志认真研讨，形

成共识，谋划发展。     

在小组讨论会上，与会代表就张志清副馆长的报告，结合周和平

馆长的讲话，根据当地古籍保护工作的实际作了积极发言，提出了建

立健全奖励机制、项目申报机制、人才培养机制，制度保障机制以及

实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资助扶持政策等建议；还对古籍普

查平台书目资源的共享，省中心对全省（区）工作的组织开展等具体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交流。     

为期一天的会议结束后，与会代表于 8 月 20 日参加了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图书馆八十周年馆庆活动。其中由文化部、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人民政府主办，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文化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籍保护

中心）承办的“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在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博物馆开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面展示新疆珍贵历史文献

的大型展览。文化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高树勋，国家图书馆馆长、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周和平，新疆自治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屹，

新疆自治区人大副主任杜秦瑞，新疆自治区副主席铁力瓦尔迪·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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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热西提，新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柯丽等领导同志出席开幕式，为“新

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开幕剪彩，并分别致辞。展出的文献

典籍独具特色，年代久远，存世稀少，堪称珍宝。 

广西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欧薇薇一行赴自治区档案

馆指导古籍保护工作 

为顺利推进第二批《广西壮族自

治区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工作，应

自治区档案馆的邀请，受广西古籍

保护中心的委托，自治区少数民族

古籍办主任、自治区古籍保护工作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欧薇薇，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蓝凌

云，以及工作人员兰旻、王真真一行四人于 2010年 6月 29日下午赴

自治区档案馆交流古籍保护工作。     

在自治区档案馆，欧薇薇一行详细考察了库房情况，对自治区档

案馆的收藏保管条件予以了高度赞誉，并与负责古籍工作的档案收集

保管处李泰城处长及相关负责同志就古籍收藏保管条件、珍贵古籍名

录的申报等问题进了交流；对部份古籍版本进行了细致地考证。     

自治区档案馆是我区重要的古籍收藏单位之一，馆藏古籍以清末

为主，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四部，其中以史部的方志类藏书最多，

其馆藏的清光绪十七年（1891）桂垣书局补刻本《广西通志》、清宣

统的《南宁府志》及清道光二十二年的《嘉庆重修一统志》等都具有

较高的研究价值。 

专家在鉴定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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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级古籍修复中心专家检评组到各申报单位考察 

今年 5月下旬自治区文化厅在全区范围内下达了《关于申报自治

区级古籍修复中心申报的通知》，全区有广西图书馆、广西博物馆、

广西桂林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共 4家古籍收藏单位提出申报

此次自治区级古籍修复中心。根据自治区文化厅的指示，为保证评审

会的公平、公正召开，广西古籍保护中心的专家委员被抽调 8人分为

三组赴邕、桂实地考察。10月 12日下午，第一专家组广西桂林图书

馆林艳红副研究馆员、广西图书馆兰旻赴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第二

专家组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姚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

何林夏、广西图书馆兰旻赴桂林图书馆考察。11 月 1 日上午，广西

民委古籍办欧薇薇主任、广西大学文学院黄南津教授、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系何平副教授作为专家组第三组成员赴广西博物馆、广西图书馆

实地考察。 

2010 年 11 月 1 日上午，广西民委古籍办主任欧薇薇、广西

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南津、广西师范学院副教授何平专家组一行三人到

广西古籍保护中心所在地广西图书馆进行考察。徐欣禄馆长主要围绕

着修复设施、修复 人员、管理制度、

修复成果、经费投 入五个方面向专

家组介绍了近年 图书馆古籍修复

工作的情况 ，并 就专家组提出的

问题进行解答。广 西图书馆今年调

配了 10 余万资金对修复场地进行了装修改造，现修复中心占地 150

徐欣禄馆长（左一）在汇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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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增设了上下水设施、空调设备，拥有纸浆补书机、晾晒架、

古籍修复压平机、移动纸壁、书画装裱桌、厨柜式工作台等专业工具

十余台（套）和数码相机、电脑等现代化工作用具。修复中心用房全

部安装了防盗网并实行视频监控；目前修复中心 4名专业修复人员都

有十年以上的修复工作经验，且全部经过文化部、国家图书馆或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的专业培训，具备了修复线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

装等多种装祯形式古籍的能力，年修复古籍达 6000 多页；在管理制

度上，该馆制定了《广西图书馆古籍修复质量要求》、《广西图书馆古

籍书库出入库登记表》（含送修复），《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古籍文

献修复档案》、《广西图书馆古籍书库和修复中心灾害与应急预案》、

《广西图书馆安全责任管理制度》等制度，对各种古籍的修复情况、

古籍的交接、档案的制作、验收标准、进行了细化规定，能有章可循

并实行科学化的管理；修复成果方面，目前，已修复古籍 2000多册。

以 2008年为例，图书馆重点修复了 21种 121册古籍，主要为清末民

国年间刻本，年修复量约 5000 张；经费保障方面，图书馆每年都有

古籍修复的专款，近几年更是加大了对古籍修复经费的投入。2010

年古籍保护工作经费达到 80万，其中用于古籍修复的达到 22.7万。

听取汇报后，欧薇薇主任、黄南津教授、何平副教授纷纷发言，充分

肯定了广西图书馆古籍修复取得的成果，认为图书馆在修复中心申报

中作了大量工作，体现了馆领导对修复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在对各申报单位的实地考察中，专家组成员根据《广西自治区级

古籍修复中心的职能》的具体要求仔细核对申报条件，对设备、人员、

成果、制度等进行了认真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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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参加缩微文献影像数据库研讨会 

2010年 8月 24至 27日，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举办、

天津图书馆承办的“缩微文献影像数据库”研讨会在天津举办。会议

的主要议题是研究利用数字化手段开发缩微资源的文献价值，促进文

献抢救成果在公共图书馆范围内的共建共享。来自南京图书馆、吉林

省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等 19个成员馆的 37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广

西图书馆地方文献部副主任蓝凌云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会议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主任李健主持，天津图书馆

馆长李培出席了研讨会并致辞。李健主任就研讨会的背景、目的和规

划草案做了说明。他系统总结了缩微复制中心的工作情况，特别是近

年来与各公共图书馆通力合作，系统、有计划地开展了国家珍贵历史

文献的抢救拍摄工作，共组织协调拍摄了 11万余种文献，其中古籍、

民国文献近 10 万种。国家图书馆周和平馆长非常重视缩微工作，到

馆后专门组织了专项考察，要求缩微工作既要与古籍保护工作相结

合，又要与网络化、数字化相结合。近年来，针对数字时代缩微工作

的新变化、新挑战，各馆都做了一些有益地探索，但如此大量的缩微

资源，如何统一协调各馆共同开展缩微资源数字化建设，特别是统一

扫描、加工、上网服务的标准，以提高其服务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已

成为当前缩微工作的重点，也是本次会议的研讨重点。     

会上，天津图书馆副馆长李茁对天津图书馆自行研发的缩微文献

影像加工发布系统做了介绍。浙江省图书馆副馆长徐晓军、湖北省图

书馆副馆长贺定安、四川省图书馆副馆长王嘉陵、福建省图书馆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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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贵州省图书馆副馆长刘梅也分别就“缩微文献影像数据库”的建

设做了相关发言。针对缩微资源数字化建设的现状、标准、方式、手

段、软件功能设计等内容，与会的各馆代表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

本次研讨会务实、创新而且富有成效，为进一步推动缩微资源数字化

建设在全国范围的合作，最终形成全国性的资源共建共享联合体系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广西图书馆作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成员馆，具有丰富

的文献缩微拍摄经验，能保质保量完成国家中心确定的拍摄任务，为

读者提供缩微文献阅览和复制服务，有利于珍贵文献的保存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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