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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 广东省文化厅关于第一批《广东省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一批广东省古

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时间延期的通知 

● 文化部周和平副部长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督导和公共图书

馆评估工作总结会议暨古籍保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公布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名单的通知 

● 省古籍保护中心召开古籍保护工作座谈会 

● 第五期全国古籍编目培训班在大连举行 

● 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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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周和平副部长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督导 

和公共图书馆评估工作总结会议暨古籍保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0年 2月 1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督导和

公共图书馆评估工作总结会议暨古籍保护工作会议上，文化部副部长周

和平做了关于古籍工作的重要讲话。周副部长认为：全国古籍保护工作

在 2009 年取得了良好进展，各地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保护机制也初

步形成。2009年顺利完成了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的评审、命名工作。并举办了第二次珍贵古籍特展，97家单

位的 300部珍贵古籍参展，再度引起轰动。同时，制订了《西藏自治区

藏文古籍保护工作方案》，召开了西藏古籍工作座谈会，对西藏古籍保

护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命名了 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完成了

“全国古籍普查平台”应用软件的开发，启动了《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

的编撰工作。先后举办 22 期古籍培训班，提高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队伍

的整体素质。此外，还开展了再造善本二期、组织制定古籍保护条例、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管理办法、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管理办法等工作。 

周副部长也提出一些目前存在的问题，他指出：目前一些东南沿海

富裕省份，在古籍工作上的财政投入甚至还不如一些落后的内地省份，

他希望各级地方政府加强对古籍保护工作扶持的力度。他强调，古籍保

护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功夫才能见效，做好古

籍保护工作，就要能坐得住“冷板凳”，不能只图当前效益。 

在对 2010 年的工作部署中，周副部长强调，我们应进一步完善保

护机制，扎实推进古籍保护工作。在 2010年度，要重点完成以下工作：

一是继续开展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的建设工作，完成大部分省古籍保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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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平台安装工作。适时开展海外中华古籍普查工作。积极推进《中华

古籍总目》分省卷的编撰工作，带动古籍普查工作的全面开展。二是要

组织开展第三批名录和重点保护单位申报评审工作。年初下发通知，严

格履行专家评审、公示、联席会议审议等程序，报请国务院审批，力争

于 6 月 12 日文化遗产日前公布。三是要积极改善古籍保管条件。对列

入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收藏单位，各地要加大投入，加强管理，建

设专门古籍库房，改善古籍保管条件。对未列入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的收藏单位，要加强硬件设施建设，切实保障古籍的完好与安全。四是

要发挥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的作用，全面开展古籍修复工作。进一步明

确、完善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的职责，充分发挥其在古籍修复工作中的

核心作用。适时命名第二批古籍修复中心。五是要继续实施西藏古籍保

护工作。继续组织实施《西藏自治区藏文古籍保护工作方案》，尽快制

定出台藏文著录规则，分布开展西藏古籍普查工作，力争推出第一批普

查成果。六是研究制定古籍数字化及基本古籍丛书出版计划，积极利用

古籍保护成果，为社会公众提供方便快捷的文献服务。积极推进国家图

书馆与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古籍的数字化合作项目。继续实施“中华再

造善本二期”工作。七是大力培训、培养古籍保护人才。积极推进古籍

修复人才学历教育工作。选择有条件的高校，由文化部、教育部共同挂

牌成立“古籍保护培训基地”。同时，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及部分省级

古籍保护中心、古籍收藏单位由两部联合挂牌成立“古籍保护实践（习）

基地”。实施文献修复师资格认证制度。八是研究、制定《古籍保护条

例》、《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管理办法》、《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管理办

法》、《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管理办法》、《古籍修复办法》等，大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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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保护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广东省文化厅杜佐祥副厅长、社文处王莉处长、广东省古籍保护中

心副主任、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倪俊明和中山大学图书馆林明副

馆长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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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名单 

    国家图书馆 

    天津图书馆 

    山西省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 

    山东省图书馆 

    云南省图书馆 

    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中山大学图书馆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省古籍保护中心召开古籍保护工作座谈会 

2010 年 1 月 26 日，省古籍保护中心在广州图书馆会议厅召开古籍

保护工作座谈会，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倪俊明副主任、广东省古籍保护

中心林子雄秘书长、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特藏部蒋志华主任、中山大学

图书馆林明副馆长、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部董运来主任、暨南大学

图书馆特藏部罗志欢主任、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李剑馆长、华南农业

大学农史研究市倪根金所长等广东省古籍收藏大馆负责领导和具体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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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古籍普查的工作人员共 18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倪俊明就过去两年我省的古籍工作进展情况做了报告。报告

中指出：我省自 08 年 3 月经文化厅批准成立省古籍保护中心后，又建

立了厅际古籍保护联席会议，建立古籍保护组织机构。同时相继颁布《广

东省古籍保护工作实施意见》、《广东省古籍普查工作方案》。前后两批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也顺利

完成，目前已经开始准备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并启动首批省级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珍贵古

籍名录的申报。培训和宣传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全省古籍收藏达到

一定数量的单位均派员参加了省中心举办的相关培训，部分基层馆的普

查工作已经开展。此外，《广州大典》、《清代稿抄本》等大型丛书的顺

利出版，是我省古籍再生性保护工作的一大成绩。但总体而言，全省的

古籍普查进度仍然滞后。 

随后，各馆负责人也集中反映了一些普查和申报工作当中的问题，

主要包括：普查平台使用、专业人员不足、解决修复人员职数以及一些

设备、技术要求等问题。并就如何解决当前存在的普查进度滞后，以及

基层管理人员、技术力量不足两大困难进行了探讨。 

 

 

第五期全国古籍编目培训班在大连举行 

2009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16 日，第五期全国古籍编目培训班在大

连图书馆举行，来自全国 73 个省市图书馆、高校图书馆、文博单位的

95名学员参加了此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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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培训班课程主要包括：陈红彦老师主讲《古籍保护工作回顾与

展望》，概述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特别是全国古籍保护机制初

步形成和两批名录申报的情况。冀亚平老师主讲《拓片的著录》，对传

拓技术的历史、技术、工具作了详细的介绍，并就拓片整理著录工作的

细节安排传授了自己的经验。唱春莲老师主讲《关于申报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介绍了名录工作的进展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指出了解决办

法。程有庆老师主讲《古籍编目基础》，指出古籍鉴定是编目的基础，

并以明刊元曲选版本为例向学员展示了鉴定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陷

阱”。陈艳军老师主讲《古籍书目编纂相关问题举隅》，就古籍书目编纂

相关问题，结合大连馆的实际情况向学员作了陈述。李国庆老师主讲《五

部类目表及释例》，结合实例，就即将推行的新定古籍五部分类法各细

目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赵前老师主讲《明清版本鉴定》，详细介绍了明

代内府本、官刻本、藩刻本、私刻本的情况，并以其为参照介绍了清代

版本的特点。徐蜀老师主讲《古籍再生性保护》，指出影印书对原本古

籍的保护和传播意义，就影印技术和相关市场营销手段等问题向学员进

行了详细介绍。张本义馆长主讲《大连图书馆及其馆藏》，介绍了大连

图书馆概况。课程中还分次观看了郭立暄老师主讲的《书影的选择与制

作》授课录象，详细了解书影的发展史与选择要点。 

实践是本次培训班的重点，相关课程安排了六天。利用大连馆馆藏，

学员在陈艳军、于海英老师的指导下尝试按照 MARC 格式对古籍进行编

目和撰写提要。另外，在罗琳老师的指导下进行汉文古籍普查平台登记

系统实践，通过实例讲解，对平台各部分的应用加深了认识。学员们纷

纷表示，此次培训纠正了各馆在古籍编目和普查工作中一些不规范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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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强调统一标准规范的重要性，有利于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同

时通过与老师的交流，学员们了解到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这一两年内关于

古籍保护工作的相关规划，学员回去各自单位后能做好相关部署。另外，

培训为各馆从事古籍保护工作的人员搭建了沟通平台，促进了古籍工作

的共同发展。 

培训期间，大连馆方面还为学员组织了国家一级博物馆——旅顺博

物馆等景点的一日参观；结合文化部评估活动，举办了馆藏古籍特展和

白云吟唱团的演出，学员亦有幸躬逢其盛。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陈静敏、朱隽嘉，中山大学图书馆蒋文仙，佛

山市图书馆的刘淑萍参加了本期培训班的学习。 

 

 

简讯： 

★2010年 1月 26日，《广州大典》编辑部举行座谈会。广州市委宣传部

王海滨处长、广州出版社编审甘谦、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倪俊明、

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林明、省古籍保护中心秘书长林子雄及广州地区

古籍图书收藏单位共 20 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共同就《广州大典》的

编辑、出版工作进行了交流。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数字“珍贵古籍特展”在线发布系统日前开通，读

者可以通过访问网址观看到 2008 年 6 月“第二次国家珍贵古籍特展”

中展出的珍贵善本古籍。网址： 

http://219.137.192.235/gjtz/5dproject/index.aspx 

★依照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要求，省中心在春节假期后立即组织我省申报

http://219.137.192.235/gjtz/5dproject/index.aspx


 10 

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送审工作，在时间短、任务重的情况下

集中人力开展工作，在我省各古籍收藏单位的积极配合下，最终按时于

2010年 3月 2日完成了送审材料的上报。据统计，本次我省参加申报的

古籍收藏单位共 13家，申报一、二级善本共 382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