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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 广东省文化厅关于转发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国古籍普

查登记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粤文社[2012]10号） 

●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在我省考察古籍保护工作 

● 《清代稿钞本》第四辑结项会议在北京举行 

● 丘月明女士向省立中山图书馆捐赠谭均洪先生藏书 

● 第一期“全国古籍普查管理人员培训班”在北京举行 

● 第一期全国西文文献修复技术提高研修班在中山大学图书馆举办 

● 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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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广东省古籍普查登记科研课题立项申请书》电子版可在省中心

网站下载。网址： 

http://eweb.zslib.com.cn/com/tcb/ma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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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在我省考察古籍保护工作 

根据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关于开展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及全国古

籍重点保护单位工作检查的通知（社文函[2011]35 号），2011 年 10

月 17至 20日，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王荣国先生（辽宁省图书馆

馆长）、胡平博士（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组成的专家组对我省

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及省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等 5家图书馆进行实地考察。 

10月 18日上午，专家组在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以下简称“省

中心”）秘书长林子雄陪同下来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视察了该馆

即将启用的古籍陈列展厅、阅览室、书库和修复室，宽敞的阅览室、

整齐的书库密集书架、216平方米面积的古籍修复室及即将配备的厚

度仪、进口切纸机、纸张抗张强度试验机、白度测定仪、耐折度仪、

干燥箱、纸张水份仪、造纸纤维测量仪、酸度仪、高像素数码相机等

设备，各室配有 24 小时安全监控和温湿度调控设备，良好的硬件设

施给专家组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馆贵宾室，专家组听取了广东省立中

山图书馆馆长、省中心主任刘洪辉和副馆长、省中心副主任倪俊明关

于省中心的工作汇报。省中心自 2008 年 3 月成立以来，在加强我省

古籍保护专业人才培训、整理影印出版古籍、争取经费保障等方面做

了不少工作，确保了我省古籍保护工作稳步向前发展。 

同日下午，专家组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听取了林明副馆长的情况介

绍，他们对中大图书馆作为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凭借着

比较完善的软硬件实力和条件积极办班、改革创新的古籍保护修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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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表示赞赏。随后专家组查看了古籍修复实验室的各项专业修复设

施，到工作区仔细查看修复工作记录和修复档案资料，并参观了修复

作品展示及珍本书库。 

10月 19日，专家组在省中心林子雄、罗焕好和陈晓玉等陪同下

分别到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暨南大学图书馆、广东省博物馆考察。

上午，专家组受到了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胡钦太、图书馆党总支书记

龙君等馆领导的热烈欢迎，并召开座谈会讨论古籍保护工作。会上，

龙书记与该馆古籍部主任董运来分别对本馆的古籍保护工作开展情

况进行了汇报。专家组先后参观考察了古籍书库、文博馆，并对自控

档案杀虫防霉机放书设计提出了改良的建议。下午，暨南大学图书馆

馆长朱丽娜与专家组举行了座谈，朱馆长向专家组汇报了该馆的古籍

保护、古籍普查工作情况。随后专家组对该馆的线装书库、古籍修复

室、古籍阅览室进行了考察。由省中心安排，是日专家组还到广东省

博物馆图书资料信息中心考察。省博物馆是最近评出的我省首批古籍

重点保护单位之一，该中心主任邓小红向专家组汇报了该馆古籍收藏

和保护以及自控式档案杀虫防霉机的使用情况，并带领专家参观古籍

书库等。 

通过两天实地考察，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组对我省的古籍保护

工作进展表示满意，对省中心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以及各单位的古籍保护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们认为广东省近

年在古籍保护与修复方面投入力度大成果显著，开拓多方面人才培养

渠道，提高人员专业素质，古籍修复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同时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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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设施配置，调动了省内基层单位积极参与普查和申报名录的工

作，以及利用馆藏资源联合社会力量有计划出版古籍文献工作。专家

组希望今后省中心进一步围绕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重点，加大工

作力度和经济投入，扎实有力地推进各项工作，将广东省古籍保护工

作做得更好。 

 

 

《清代稿钞本》第四辑结项会议在北京举行 

2011 年 12 月 29 日，国家清史编委会项目中心组织召开的清代

文献整理项目《清代稿钞本》（第四辑）结项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由国家清史编委会副主任马大正研究员主持。与会人员包括

评审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庄建平研究员(评审组组

长)、清华大学历史系蔡乐苏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闵

杰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宋平生研究馆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

学院汝企和教授；项目组成员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林子雄研究馆员、

广东大沿海出版工贸有限公司杨亚基董事长、广东大沿海出版工贸有

限公司出版部李群燕部长；清史编委会项目中心主任徐兆任、副主任

李岚；国家清史编委会文献组专家王汝丰、孙燕京；国家清史纂修工

程出版中心负责人孟超与项目中心曹凤萍、盖增莲、朱刚、丁德超等

20余位专家学者及工作人员。 

《清代稿钞本》是 2006 年批准立项的国家清史工程文献整理项

目，计划出版稿钞本 5辑、250册。目前该项目已完成第 1至 3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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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出版工作，它们收录清代经、史、子、集各部稿抄本 530种，约 1

亿 5 千多万字。《清代稿钞本》第 1 至 3 辑 150 册图书的出版，为清

史修纂工作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在国内外学界引起较大的反

响。 

结项会上，林子雄研究员首先具体介绍了《清代稿钞本》第四辑

的编辑整理情况，《清代稿钞本》第 4 辑继承前三辑之编辑宗旨和收

书标准，收录清人经、史、子、集各部的稿本抄本共 90 种，3 万多

页，内容丰富，涵盖四部，具有较高的学术、史料价值。该项目于

2011年 12月提交专家评审。北京师范大学孙燕京教授介绍项目实施

情况，她说，几年来《清代稿钞本》项目组积极努力，利用广东省立

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丰富古籍文献，为广大学者，特别是清

史研究者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稿抄本，难能可贵。 

评审专家和与会其他专家学者就该项目进行了全面而具体的评

议和评价。专家终审意见为，《清代稿钞本》第四辑是广东省立中山

图书馆项目组送审的第四批成果，共收入清代经史子集各部稿本、抄

本九十种、三万余页，合五千三百多万字。专家组随机抽查了部分样

稿，一致认为，本辑所收文献种类繁多，基本为稀见稿抄本，反映了

清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状况，是清史研究和清史编

纂的珍贵史料，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稿抄本的缮录工整，影印件字迹

清晰、编排有序，达到了出版的要求，建议予以结项，并进入出版程

序。 

最后马大正副主任发言，他充分肯定《清代稿钞本》项目组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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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纂修工程所做的贡献，希望项目组根据专家意见在可能的范围内加

工修改，尽快进入出版程序，在争取社会效益的同时，取得良好的经

济效益。他认为包括《清代稿钞本》在内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将会培

养造就出 21世纪研究人才和后起之秀。 

 

 

丘月明女士向省立中山图书馆捐赠谭均洪先生藏书 

2011年 8月 26日，广州市民丘月明女士委托长子谭少奋先生，

将丈夫谭均洪先生生前珍藏的一批珍贵的古旧医书全部捐赠省立中

山图书馆。省古籍保护中心秘书长林子雄与省立中山图书馆采编部两

位同志前往接收赠书，经鉴定，这批古籍图书品相良好，卷册齐全，

具有较高文献收藏价值，它们包括刻本 7 种、石印本 11 种、铅印本

6 种、稿本 1 种，共计 25 种 266 册，其中有 9 种图书版本为省立中

山图书馆馆藏未见。 

谭均洪先生（1912～1988），广东高要人，出生在中医世家。 1957

年以前，在西湖路 33号开私人诊所行医，1957年，参加广州市北区

中医大联合，1958 年调入广东省人民医院，组建正骨科，任该科主

任。 

丘月明，谭均洪先生妻子，广东省人民医院退休医师。丘女士认

为，丈夫的这批医书放在一个能让大家读得到的地方，比放在家里更

能发挥作用，家里长期保管条件有限，还是放在图书馆好。 

在赠书过程中，得到了谭氏长子少奋先生的大力协助，谭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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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生前很珍爱这些藏书，现在我们将它捐赠给广东省立中山图书

馆，能让更多的人读到这批医书，我们很高兴，让省图书馆收藏及保

管这些书，我们很放心。” 

 

 

第一期“全国古籍普查管理人员培训班”在北京举行 

2012年 2月 29日至 3月 2日，第一期“全国古籍普查管理人员

培训班”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省级图书馆及其他古籍收藏量较大

图书馆的专家、古籍部主任 70余人参加了培训。 

在开班典礼上，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巡视员刘小琴，全国古籍保护

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副主任张志清分别致辞。刘小琴同志在讲话中要求大家提高认识，加

强领导，大力推进古籍普查工作，扎实做好《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

的编纂出版工作，尽早形成阶段性成果，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确保古籍普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并且希望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省

级保护中心积极发挥协调和指导作用。李致忠先生回顾了建国以来在

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古籍整理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鼓励大家克

服困难，聚全国之力汇成《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推动古籍保护

工作深入开展。张志清同志就《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方案》及 2012

年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具体安排进行了详细说明，进一步明确了全国

古籍普查登记的的中心任务是通过每部古籍的身份证——“古籍普查

登记编号”和相关信息，建立国家古籍登记制度，加强各级政府对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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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的管理、保护和利用。 

此次培训班的内容包括“古籍普查工作流程演示”、“《全国古籍

普查登记目录》出版工作”以及“古籍普查工作的组织与管理”等。

学员们还交流了古籍普查经验，分组讨论了如何开展具体工作。此次

培训不仅明确了今后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方向，而且为兄弟单位提供

了相互学习的机会，为进一步推动全国古籍普查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特藏部副主任肖玲参加了此次培训。 

 

 

第一期全国西文文献修复技术提高研修班 

在中山大学图书馆举办 

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香港歌德学院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联

合主办的“第一期全国西文文献修复技术提高研修班”于 2011年 11

月 21日至 12月 2日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成功举办。 

此次研修班是在前两期“全国西方文献修复技术培训班”的基础

上，对已掌握一定西方文献保护修复及装订知识的学员，进一步提升

其专业技术。学员来自京、沪、渝、陕、宁、川、津、鄂、粤等全国

十多个地区的文献收藏单位，共 14 人。担任此次研修班的授课老师

为德国索林根纸张修复工作坊创办人、资深文献修复师 Monika 

Schneidereit-Gast女士。 

在为期 2 周的培训里，Monika Schneidereit-Gast 女士演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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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了纸张修复方法、脱酸、施胶等内容，介绍了欧洲中世纪图书的

制作，把数十年的修复经验倾囊相授。学员通过理论学习和动手实践，

在原有的基础上对西方文献修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 Monika 

Schneidereit-Gast 女士的指导下独力完成了中世纪图书样本的制

作，获益匪浅。 

最后在中山大学图书馆聚贤厅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结业茶会。中

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教授、香港歌德学院图书馆馆长珊达女士

(Ms Gabriele Sander)、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林明副研究馆员等与

全班师生参加了本次结业茶会。茶会上各位领导和专家认真检视同学

们的习作，与学员们一同讨论研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解决方案。与

会领导、专家和学员代表分别发表讲话，对各方在我国文献修复事业

和中德文化交流中所做的努力表达了敬重和感谢。 

 

 

简讯： 

★ 2011 年 9 月 19-22 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受文化部委托，在华中

师范大学举办“第一期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系统维护人员培训班”，

课程内容包括全国古籍普查平台软硬件维护、图书馆网络管理，

以及平台安装、部署、维护、升级及相关操作等内容，广东省立

中山图书馆网络部工作人员孙德鹏、潘俊参加了本次培训。 

★ 2012 年 2 月 23 至 24 日，由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全国省级公共图

书馆馆长座谈会”在京召开。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文化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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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文化司巡视员刘小琴，国家图书馆副馆长詹福瑞、陈力、张志

清、魏大威、国家图书馆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全国省级（含副省级

城市）公共图书馆馆长 5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就策划和实

施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民国时期文献

保护计划、建立“领导干部讲座共享平台”、“中国记忆”等多个

项目通报情况，并征求业界意见。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刘洪

辉参加了本次会议。 

★ 由广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档案馆

整理编辑的《民国时期广东财政史料》，于 2011 年 9 月由广东教

育出版社出版。该丛书收载民国时期广东财政资料 37种、档案 283

件，是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民国文献保护整理工程的第一项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