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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的通知》 

                              粤府办〔２００８〕６６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各直属机构： 

  为认真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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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进一步做好我省古籍保护工作，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做好我省古籍保护工作 

  各地和各有关单位要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

的态度，充分认识做好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责任感

和使命感，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基

本方针和依法保护、科学保护、合理保护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开展古

籍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按照统筹规划、分类指导、突出

重点、分步实施的步骤，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古籍保护工作力度，逐

步建立起科学规范、系统完善和行之有效的古籍保护制度，逐步提高

全社会参与古籍保护的意识。 

  二、开展古籍保护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开展古籍普查和登记工作。从 2008年起，用 4到 5年的

时间，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古籍普查和登记工作，了解和掌握全省

各类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民间组织和个人收藏古籍的现状，依据国家

有关标准对古籍进行登记造册和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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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做好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组织工作，建立《广东

省珍贵古籍名录》和《广东省古籍文献联合目录》。 

  （三）做好古籍保护重点单位的申报和管理工作。各地要组织古

籍藏量较多、质量较好的古籍收藏单位申报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并

积极争取申报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对获得国家和省命名的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当地政府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要定期进行检查、监督、

指导和评估，确保所藏古籍得到有效保护。制订重点古籍保护书库的

建设标准和技术标准，做到古籍保护条件标准化、规范化，进一步改

善收藏条件和安全措施，保障古籍安全。 

  （四）加强专业人才培训和培养。各地要重视对古籍保护管理专

业人才的培养，充分发挥有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单位在古籍保护

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加强与兄弟省市及具有古籍保护先进经验的国家

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逐步培养建立一支具备较高水准的古籍修复专

业技术队伍。省古籍保护中心要制定培训计划，加强对全省县以上相

关单位的指导以及对管理和技术人员的业务培训。有条件的高校应按

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相关专业或专业方向。 

  （五）加强对现存古籍的研究整理和开发利用。各地要对现存古

籍进行数字化加工整理，建立本地区的古籍数字化资源库。各地、各

有关单位要充分利用现代影印技术和微缩技术，复制、抢救濒危珍贵

古籍，并逐步将现存古籍进行数字化加工整理。有条件的地区可建立

古籍保护网站，或在各地文化共享工程网站上设立古籍保护网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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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众展示古籍保护资源和成果，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古籍的保护

和研究。 

  （六）提高古籍修复水平。各古籍收藏单位要建立古籍修复档案，

借鉴国内外先进的修复技术与经验，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有计划

地对破损古籍进行修复，尤其要做好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广

东省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以及濒危古籍的修复工作。 

  三、保障措施 

  （一）建立古籍保护工作协调机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由

省文化厅牵头，省有关部门组成的广东省古籍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负责指导全省古籍保护工作。各地级以上市也应建立相应的组织

协调机制，加强对本地区古籍保护工作的指导。省古籍保护中心（设

在省立中山图书馆）负责拟订全省古籍保护工作总体规划、古籍抢救

保护技术标准和工作规范，并组织开展古籍普查和相关申报、技术培

训等工作。 

  （二）加大对古籍保护工作的经费投入。各级财政部门要结合当

地实际，按照分级负责原则，对本地区古籍保护工作给予必要的资金

支持。 

  （三）加大古籍市场监管力度。各有关部门要依法管理和规范古

籍市场流通和经营行为，加强古籍销售、转让、拍卖等环节的审核、

备案工作，详细记载、录入我省古籍的去向，严厉打击盗窃、走私古

籍等违法犯罪活动。要加强与境外、省外有关单位的合作，坚决追索

非法流失的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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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加强对古籍保护工作的宣传力度。各级各类图书馆、博物

馆要充分发挥社会教育和文化宣传功能，通过讲座、展览、培训、研

讨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古籍保护的宣传工作，促进古籍的利用和传播。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新闻媒体要加大古籍保护工作宣传力度，

普及保护知识，展示保护成果，培养公众的保护意识，营造全社会共

同保护古籍的良好氛围。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八年十一月十日 

 

 

 

 省委宣传部顾作义副部长两次视察中山图书馆古籍工作 

2009年 2月 26日，广东省委宣传部顾作义副部长在广东省文化

厅杨伟时副巡视员、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刘海斌副处长，省文化厅社文

处吴少瑜调研员、计财处赵佩贤副处长等人的陪同下来广东省立中山

图书馆视察。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周国昌、倪俊明副馆长，毛凌文、

吴昊馆长助理，省古籍保护中心秘书长林子雄等参加了接待。 

顾作义副部长首先认真听取了倪俊明副馆长的工作汇报，对广东

省立中山图书馆在古籍保护工作方面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随后

还就图书馆提出的古籍保护工程建设缺乏资金支持等问题作了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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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图书馆应当拓宽思路，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古籍文献开发的

力度。还认真翻阅广东古籍文献开发新成果《广州大典》、《清代稿抄

本》时，对中山图书馆依托本省的古籍和地方文献资源，卓有成效地

开展古籍的再生性保护工作连声称赞。 

座谈会结束后，顾作义副部长在杨伟时副巡视员等人的陪同下，

赴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文德分馆参观了馆藏《金刚经》、《水浒全图》、

《临川先生文集》等古籍善本。他强调，希望图书馆与出版社合作，

继续做好古籍文献开发利用工作。临别前，顾副部长题下了“薪火相

承 岭南书香”八个大字，勉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工作人员充分发

挥图书馆在传承文明、传播知识、营造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3月 31日，顾作义副部长在省委宣传部出版处郑广宁处长和《南

方日报》出版社周洪威总编辑的陪同下，再一次到广东省古籍保护中

心所在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文德分馆视察工作。这次顾作义副部长

重点翻阅了馆藏中较有特点的几种文献，如：罕见金元刻本《金刚经》、

孤本[嘉靖]《广东通志》、康有为《笔削春秋大义微言考》稿本、彩

色手绘本《武术图》、 蓝印本《水浒全图》等。顾作义副部长表示，

保护和利用是分不开的，这些文献弥足珍贵，并且特色鲜明，具有一

般文献无法替代的文献价值和社会作用，极具开发意义，广东省立中

山图书馆作为广东省馆，又是省古籍保护中心所在馆，应当进一步重

视和加强古籍文献的开发工作，省委宣传部也将大力扶持古籍开发项

目，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馆藏珍贵文献能出版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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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组考察我省 

   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工作 

根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单位和国

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申报单位进行实地考察的有关要求，4月 1日起，

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王荣国先生（辽宁省图书馆馆长）、王杨女

士（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研究馆员）组成的专家组对我省申报

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 4 家图书馆进行了

考察。 

4月 1日，专家组先后到我省申报国家级修复中心的广东省立中

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进行考察。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专家

组参观了兴建中的我馆古籍珍本楼和现在使用中的文德分馆修复室、

善本书库，听取了李昭淳馆长和倪俊明副馆长关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

馆改扩建工程的规划及近年古籍修复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李昭淳馆

长谈到，该馆规划中的古籍珍本楼按照文化部颁发《图书馆古籍特藏

书库基本要求》兴建，面积达 1 万平方米，具备 24 小时安全监控和

温湿度控制，并有良好的防虫防霉等条件，连同配备的 216平方米面

积的古籍修复室，计划可于今年底竣工。倪俊明副馆长介绍，广东省

立中山图书馆古籍文献修复组目前共有专职修复人员 11 人，修复人

员质量数量在华南地区古籍收藏单位中处于前列。还为省内市、县级

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提供古籍修复的相关培训，带动省内各古籍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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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建立修复人才队伍。同时，为了使当前的古籍修复工作更具系统

性，建立了古籍修复档案，对修复古籍进行科学监控。由该馆自行设

计并聘请软件公司制作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古籍修复档案系统”

也正在研发当中。经费保障方面，广东省每年均有一百万的古籍保护

专项经费，该馆则按季度制作详细的经费预算，用以添购设备、开展

业务等，确保了古籍修复的正常开展。 

在对位于文德分馆的古籍修复室实地考察中，专家组认真核对了

每位修复人员的资料，还拍下了大量已修复古籍的照片。广东省立中

山图书馆购置的自控式真空杀虫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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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专家组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中山大学图书馆，该校程焕文馆长、林明副馆长与专家组进行

了座谈。程焕文馆长介绍，中大图书馆近年来非常重视馆藏古籍的保

护与修复工作，多方筹集资金并已形成长效的经费保障机制。目前共

有修复人员 9名，并形成了结构合理的古籍修复人才梯队。2003年 3

月开始建立了专门的古籍修复实验室，面积达 300平方米，先后配备

了弱碱净水机、大面积水洗槽、德国 IDEA 电动和手工切纸机、大幅

面卡纸切刀、高分辨率数码相机、电子显微镜、低温冰箱、纸浆补书

机等设备，储备了大量手工纸张等修复材料。该馆近年来还多次组织

有关古籍保护方面的中外学术交流和培训活动，在业内反响良好。 

会后专家组成员观看了题为《文明之光 承接相续--中山大学图

书馆古籍保护与修复工作简况》的展览，考察了古籍修复实验室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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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专业修复设施，并查看了馆内的修复作品展示。此外，专家组还仔

细查看了每位修复人员的工作状况、修复工作笔记和修复档案资料，

深入地了解了中山大学图书馆修复工作的各项具体工作内容。 

4月 2号，专家组在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广东省立中山

图书馆倪俊明副馆长的陪同下分别到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暨南大学

图书馆实地考察。 

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胡钦太教授会见了专家，并向专家介绍了该

校基本建设情况和对古籍工作的重视，胡钦太教授谈到，华南师范大

学图书馆在古籍收藏和保护方面有良好的基础，目前馆藏古籍共 14

万册，其中地方志 1600 种，方志数量在华南地区位居第一。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专家认真听取了图书馆馆长王富民、古籍部主任董运来的

汇报，并对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数量、经费保障机制、队伍建设

情况、管理制度和设施设备条件逐项进行了审查，并现场考察了该校

古籍书库和文博馆。 

在暨南大学图书馆，朱丽娜馆长就古籍管理与保护工作和专家组

举行了座谈会，就该馆情况做了详细汇报，回答了专家就古籍保护经

费等情况的提问。据介绍：暨南大学图书馆藏有古籍约 1 万种，12

万册，其中明清善本近 500 种，5000 余册，此外还有特色文献如章

太炎先生藏书 300余种近 4000册、黄荫普、朱杰勤等藏书 2000余册。

专家组对该馆古籍藏量、善本数量、库房建设、保护措施、人员配备、

技术力量以及经费投入等情况进行了考察。 

通过对四家单位的综合考察，专家组对我省古籍保护工作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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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满意，并赞扬了省古籍保护中心在这次申报中所做的大量工作，

专家们认为：广东省近年在古籍保护与修复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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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创新科技手段在古籍修复工作中的应用，能够为古籍修

复手段寻找科学依据，这正是未来古籍修复工作发展的重要方向。同

时坚持吸收国内外先进经验，能够与国内外同行建立多层次交流、合

作关系，这对古籍保护工作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景堂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进展良好 

2009年 4月 25日，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倪俊明与保护中心工

作人员罗焕好、陈晓玉到江门市新会区景堂图书馆，对该馆古籍保护

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在景堂图书馆袁梅梅馆长的带领下，倪副

主任与随行人员参观了该馆古籍书库，并与袁馆长和相关工作人员进

行了座谈。据介绍，景堂图书馆建馆八十多年，通过早期购置、政府

征集及热心人士捐赠等多种途径，目前藏有线装书约 3.6万册，其中

善本 648册。早在 2005年，该馆即提出“景堂图书馆古籍保护计划”，

逐步加大古籍保护工作力度。2007和 2008年，该馆又分别得到了社

会企业与政府的专款扶持，陆续通过修葺门窗、安装防盗监控系统、

制定相关管理制度、添置空调、进行温湿度检测和调控、冷冻杀虫等

工作，大大改善了古籍的保存状况。同时加强人员培训，先后三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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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六人次参加了国家保护中心、中山大学和省图书馆举办的古籍保护

及修复学习班。目前该馆普查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展开，今年 1月，

经省古籍保护中心审核通过，已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递交了四种善本

数据，参加第二批国家珍贵名录的申报。 

倪副主任对景堂图书馆长期以来重视古籍保护，并积极争取政府

和社会支持的工作态度表示赞赏，同时强调，一定要安排专职人员从

事普查工作，这是保证普查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并建议有条件的基

层图书馆成立特藏小组，加强古籍修复等方面的人员培训，争取培养

出一批相关人才，能够在未来满足馆藏古籍基础修复与保护的需求。 

 

 

 

简讯： 

★2009 年 2 月 19 日至 3 月 6 日，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上

海图书馆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承办的“第一期全国碑帖整理与鉴定培

训班”在上海图书馆开班。李致忠、施安昌、孟宪钧、冀亚平、沈培

方、刘心明、仲威等国内知名古籍碑帖专家为 50 余名来自全国各省

市图书馆、博物馆的学员授课。主要教授了碑刻的起源与石刻文献的

分类、拓片鉴定相关问题、碑帖书法艺术价值、中国传拓技术及国家

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碑帖整理与编目实践等相关内容。广东省立中山

图书馆特藏部副主任郭祥文参加了此次培训。 

★2009年 3月 2日至 4月 24日，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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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提高班”在国家图书馆开班。李致忠、杜

伟生、张平、陈红彦、薛崇昀、宋纪蓉、马国庆等国内资深古籍修复

和鉴定专家分别讲授了中国书史、拓片及割裱、信札挖衬、古籍金镶

玉装订、册页装裱、书画装裱、古籍保护工作和修复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纸张研究和故宫物修复概况等课程。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吴小

兰、中山大学图书馆肖晓梅与来自北京、安徽、浙江、天津、四川、

重庆、贵州、湖南、湖北、山西、云南、福建、黑龙江、甘肃和江苏

等地图书馆、博物馆的 29名学员一起参加了培训。 

★2009年 4月 25日上午，江门市新会区景堂图书馆举办了题为

“古籍鉴赏知识”免费公益讲座，原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骆伟教授应

邀主讲。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倪俊明以及中心工作人员罗焕

好、陈晓玉，与来自景堂图书馆、五邑地区图书馆、新会博物馆、新

会收藏协会、民间收藏家等人士一起旁听了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