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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 

为进一步推动广西古籍保护工作深入开展，更好落实《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总结

2007 年以来全区古籍保护工作的实施情况，对当前广西古籍保护工

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行全面梳理，并安排部署全区古籍保护工作，

2010年 5月 27日下午，由广西文化厅和广西古籍保护中心组织召开

的“全区古籍保护工作会议” 在广

西图书馆三楼会议室举行，这是广

西首次召开的全区性古籍保护工作

会议。自治区文化厅社文处处长黄

燕熙，广西图书馆馆长徐欣禄，广

西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主任欧薇薇，广西档案馆处长邓鸣鸣，广西桂

林图书馆，广西社科院信息中心、广西博物馆、广西地方志办公室、

广西日报社图书资料组、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柳州图书馆等 30 家

古籍收藏单位的相关领导 39 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基本涵盖了全区主

要古籍收藏单位。 

会议由广西图书馆黄艳副馆长主持。会上，黄燕熙处长对我区

2007 年以来古籍保护工作进行了总结和回顾。他充分肯定了广西古

籍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他认为，经过全区古籍保护工作者三年来

的不懈努力，广西古籍保护工作在建立古籍保护工作保障机制、推进

古籍普查开展、改善古籍保藏条件、加强古籍修复抢救、培养古籍保

护人才队伍、加大古籍保护宣传、形成古籍保护成果等 7个方面取得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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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阶段性的成果。同时，他也指出目前全区古籍保护工作中存在的一

些问题：一是人才队伍建设薄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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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古籍普查的力度不够。这些

都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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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推动古籍保护工作持续协调发展。     

为了交流经验，相互促进，会议还安排了三位与会代表进行经验

交流发言。广西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欧薇薇主任介绍了在建立健全少

数民族古籍工作联动机制，以重大项目为抓手推动民族古籍搜集保

护，以研究成果推动抢救保护，如何规范申报国家古籍珍贵等方面的

成功经验；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地方文献部主任唐咸明博士介绍了师

大图书馆在古籍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积极参与全

国全区的古籍申报等方面的经验；柳州图书馆地方文献部主任粟为民

围绕领导重视、制度健全、管理严格、人员精良、加大投入、长期规

划 6个方面介绍了柳州市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的好的做法。     

广西图书馆馆长、广西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徐欣禄在会上通报了古

籍保护中心的工作情况，对各古籍收藏单位的支持和配合表示感谢。

徐欣禄馆长对广西古籍保护中心今年所要组织开展的 10 项工作作了

强调和说明：一是配合文化部和自治区文化厅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好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工作和《广西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工

作，建立完备的珍贵古籍档案；二是配合文化部和文化厅进行“全国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推荐工作，推动各古籍收藏单位改善古籍保护

条件，以此带动古籍保护工作的科学、规范、全面、持续开展；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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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开展保护技术的研究，在资金允许的条件下加强与国内外保护机

构的技术交流；四是加强对行业用品的规范化推广；五是加大人才培

养力度；六是加强对古籍保护成果的出版与数字化研究；七是加快进

行古籍普查软件平台的应用，建立广西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八是开

展《广西珍贵名录》和《中华古籍总目：广西分卷》的编撰工作；九

是与各收藏单位之间建立和谐的协作关系。做好在南宁的区直藏书机

构地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对各单位普查数据进行汇总。十是全面开展

在人员培训、技术咨询、普查登记等方面提供更好的服务，为切实提

升古籍工作的整体水平尽最大努力。徐馆长还呼吁，希望各收藏单位

能进一步重视古籍保护工作，把做好古籍保护工作作为提高馆藏文献

质量和收藏单位含金量的重要手段；同时他要求各市级公共图书馆切

实承担起本地古籍保护古籍普查和保护的组织工作，加大古籍普查的

力度，夯实古籍保护基础。 

会后，与会代表前往广西古籍保护

中心参观考察。装修一新的古籍修复

室和纸浆补书机等设备引起了与会人

员的极大兴趣。 

 

广西编纂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取得新成果 

2010年3月30日上午，《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仫佬族卷》、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毛南族卷/京族卷》出版首发仪式在广

与会代表参观广西古籍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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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宁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高雄、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

张振东、广西文联主席潘琦、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卢献匾和与

少数民族古籍研究相关单位的专家学者 70 多人出席首发式。广西图

书馆馆长徐欣禄、采编中心主任谢耀芳参加了首发仪式。 

首发仪式由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卢献匾主持，广西民族古

籍整理办公室主任欧薇薇介绍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仫佬

族卷》、《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毛南族卷/京族卷》编纂和出版

情况；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名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长、自

治区政府副主席高雄作重要讲话。 

自 2004年正式布置启动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仫佬族卷、

毛南族卷、京族卷编纂工作以来，在自治区民委的直接领导和具体指

导下，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的具体组织下，在各级民委、民族局级相关部门通力协作和各民族专

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经过 4年多的辛勤劳动，广西三个特有少数民

族卷的编纂工作取了可喜的成果，也是广西独立完成的首批成果。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

仫佬族卷》共收录仫佬族古籍条目

829 条；《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

要.毛南族卷》共收录毛南族古籍条

目 321条；《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

提要.京族卷》共收录广西京族古籍条目 191 条。书中每一条目的内

容提要部分都对所收录古籍的主要内容与相关学科的联系进行了概

总目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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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和介绍，提要正文根据所述古籍的重要性进行等级区分。全面介绍

了仫佬族、毛南族、京族古籍的基本概貌，反映了少数民族独具特色

的民族文化。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赴广西考察古籍保护工作 

2010年 4月 17日至 20日，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研究馆员罗琳、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刘晨书一行

2人在广西图书馆地方文献部副主任蓝凌云和工作人员兰旻的陪同下

先后前往柳州市图书馆、柳州市博物馆、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和广西

桂林图书馆考察古籍保护工作情况。 

考察组一行首先到柳州市图书馆

考察了申报情况。在听取了工作汇报

和实地检查，特别对改扩建将增加古

籍书库及阅览室面积、采用先进的恒

温恒湿系统改进古籍保管条件表示

满意，并对改进书库防火设备提出了可行性意见和建议。 

在柳州市博物馆，考察组饶有兴致地参观了柳州历史文化展览，

并对保管库房进行了实地考察。古籍保护专家罗琳还对馆藏《增广注

释音辩唐柳先生集》进行了版本鉴定，肯定其为元代刻本。 

随后，考察组又冒雨赶往桂林。在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考察组

仔细查看了古籍保管情况，并对馆藏十多部古籍进行了版本鉴定。  

专家正在柳州市图书馆鉴定古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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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西桂林图书馆，考察组听取了桂林图书馆古籍收藏和保护措

施的情况汇报，仔细询问了恒温恒湿的控制、防火设备情况及防虫措

施，并查看了多部古籍的保管情况，充分肯定了桂林图书馆馆藏古籍

资料的丰富性、珍贵性，对桂林图书馆前期的古籍保护工作表示满意，

希望今后再接再厉，争取更大成绩。 

 

我馆派员赴钦州、灵山了解古籍收藏状况 

2010 年 5 月 11 日至 15 日，应钦州图书馆与灵山图书馆之邀，

我馆派出地方文献部兰旻、王真真赴钦州市与灵山县了解两馆古籍收

藏的状况。 

钦州市图书馆与灵山县图书馆线装书的收藏始于 2009 年。自

2007 年古籍普查工作在全国展开之后，两馆高度重视古籍的工作，

通过社会收集，获得这一批线装书，填补了两馆收藏史上的空白。钦

州市图书馆与灵山县图书馆所收藏的线装书，包括线装古籍、民国线

装书另外还可能包括部分解放后的仿古书。以版本而言，所收古籍主

要是清光绪年间的石印本、刻本；民国书则主要是上海、广东等地所

出的石印本、部分 铅印本、刻本。另外钦州图书馆有民国木活字的

《里仁钟氏五修族谱》，灵山县图书馆有一部商务印书馆铜版的《康

熙字典》。从内容上看，两馆线装书以术数、历书、医书、家谱等为

主，另外还有少部分的四书五经的内容。都是当时比较通俗的读物。

钦州市图书馆有一册手抄本《吴氏族谱-受田部》，据说是吴三桂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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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了从雍正开始吴氏家族不断收受田地的历史。对于研究当时的经

济和社会文化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在整理钦州市图书馆和灵山县图书馆收藏线装书的过程之中，发

现这些清末与民国线装书的情况相当的复杂，相当一部分的出版印刷

手段由清代一直延续至民国。例如石印的技术用于印刷中国典籍始于

同治年间，而铅印则大概在嘉庆时由传教士传入中国，第一家设在中

国并由中国人参与编辑出版的出版社，墨香书馆是在 1843 年，即道

光二十三年。石印与铅印曾一度取代中国古老的雕版印刷而占据主导

地位。而相当一部分书局是由清代光绪年间开始而延续至民国。同时

清末到民国是一个社会巨变的时代，产生了相当多的新生事物。如雕

版机器印刷等，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在这批线装书中常常发现很多

有趣的现象：例如《阴阳对照百中经》，封面题“道光二十三年”，它

的时间从光绪乙巳（1905）到庚辰年（2000），也就是在民国三十七

年之后，即 1949 之后转而用干支纪年，那么这种情况是一种巧合或

者它本就是 1949 年之后的仿古书。而上海锦章图书室在封面上使用

的却是完全的简体字，那么它是民国书还是 1949 年后的仿古书。这

些都是非常困惑的问题。 

在这次考察的过程中，钦州市图书馆和灵山县图书馆的刘馆长等

各位领导和老师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钦州市图书馆的老

馆长罗馆长还有半年就要退休了，在他退休之前，仍然怀着极大的热

情去进行古籍搜集工作，让我们深切的感受到老一辈图书馆人对于工

作的认真和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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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派员参加第五期全国古籍保护与鉴定高级研修班 

为全面推进“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顺利实施，由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主办、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承办的“第五期全国古籍鉴定与保护

高级研修班”于 2010年 5月 4日 至 14日在安徽省图书馆举行。安

徽省文化厅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姚安海、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

陈红彦等领导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全国 22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各系统图书馆及文博、古籍办等 57家单位的 75名学员参加了这

次培训。广西古籍保护中心也选派了广西图书馆、广西桂林图书馆、

广西民委古籍办、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四家古籍收藏单位的 4位同志

参加了此次培训。  

在 11 天的培训中，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结合工作实际，精

心设置了明清古籍版本鉴定、活字印本的鉴定、稿抄校本的鉴定、碑

帖的整理与鉴定、大藏经的整理与鉴定等八门课程，内容精彩，涉及

领域非常广泛；而授课老师既有来自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

图书馆等知名图书馆富有实践经验的一流专家，也有来自山东大学等

高校极富理论性、实践性和拓展性的知名学者。本次培训对于提高在

职人员的版本鉴定能力和古籍保护工作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 

 

加强方志文献交流 促进文献资源共享 

地方志是一种珍贵学术资源。其内容不仅包括各地区的疆域、气

候、山川、物产等地理资料，亦涵盖人文历史各方面的记载，如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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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赋税、艺文等，可视为了解一个地区的综合性百科全书。它是

地方文献部读者阅读量最大的文献资料。 

为丰富我馆馆藏地方志资料，更好服务读者。2010年 3月 24日

上午我馆地方文献部尤小明、蓝凌云、谢莉萍、王真真到广西方志办

公室借回一批我馆未收藏的志书。地方文献部将尽快将它们复制出

来，提供给读者阅读。这批地方志大都是民国时期的版本，包括广西

柳州、百色、苍梧、桂平、阳朔、荔浦、钟山、富川、岑溪、忻城、

藤县、宁明、龙州、凌云、庆远（今宜州市）、归顺（今靖西）等不

同版本的地方方志计 16种 32册。 

这次文献交流活动对于加强地方文献部与广西方志办公室的友

好往来，促进双方文献资料共享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为今后我馆

同其他单位文献交流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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