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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 我省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申

报工作圆满完成 

● 李洪峰同志参观省馆善本书库 

● 广东省召开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暨古籍保护工程专家座谈会 

● 《清代稿抄本》第二辑顺利结项 

● 《广州大典》丛部第一至十三辑正式出版 

● “德国古籍保护与数字化学术报告及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图书馆

举行 

● 连山县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取得良好进展 

● 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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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申报工作圆满完成 

根据《文化部办公厅关于申报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及第二

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通知》（办社图函[2008]488号）的精神，

以及广东省文化厅对我省古籍工作进度的计划要求，2008年 12月，

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积极组织开展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及第

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并于 2009年 1月 14日由省

文化厅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递交了全部申报材料和相关数据。 

2008 年 12 月 8 日，广东省文化厅下发《关于申报第二批<国家

珍贵古籍名录>及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通知》（粤文社

[2008]44号），省古籍保护中心积极配合，在做好省立中山图书馆第

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工作的同时，分别联系广州、佛山、

新会、汕头、潮州等市图书馆和广东省社科院图书馆、广东省博物馆

以及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通过互联网交流申报工作的要求和经验，力争按时保质完成申报工

作。在这次申报过程中，各图书馆和古籍收藏单位对即将申报的古籍

善本逐一进行版本鉴定，认真著录和拍摄书影，在填写申报说明时要

求做到客观描述与体现价值相结合，既要抓住馆藏古籍的特点，又要

反映其价值所在。在时间紧、要求高和经验少的情况下，各图书馆和

古籍收藏单位的工作人员通过交流协商、实践探究，克服了不少困难，

终于按时完成了任务。 

2009 年 1 月 8 日，省古籍保护中心邀请广东省古籍保护工作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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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委员会顾问、中山大学骆伟教授和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图书馆

古籍部负责人在省立中山图书馆召开了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申报工作座谈会。在会上，专家学者指出了这次申报工作中的一些存

在问题，与会者通报情况，切磋经验，阅览书影，并对部分申报的古

籍进行了审核，力求尽量减少错漏，避免失误。 

我省申报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收藏单位有 12 家，共

提交了 503种古籍文件的数据和书影，全部为一、二级古籍善本。按

上报的数量排列如下：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234种、中山大学图书馆

183种、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42种、暨南大学图书馆 14种、广东省

社科院图书馆 9种、佛山市图书馆 5种、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4种、

江门新会区景堂图书馆 4种、广州图书馆 3种、广东省博物馆 2种、

汕头市图书馆 2种、潮州市图书馆 1种。 

继 2008 年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被评定为全国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后，本次我省有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和暨南大学图

书馆申报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李洪峰同志参观省馆善本书库 

  2008 年 12 月 14 日，中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党组成员、

机关党委书记李洪峰在省文化厅纪检专员严建强的陪同下，专程到广

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参观了善本书库及省馆新入藏的《金刚经》和《临

川先生文集》、《淮南鸿烈解》、《泥版试印初编》等入选首批《国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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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古籍名录》的珍贵善本，还格外细致地观赏了馆藏石鼓文拓本和容

庚先生捐赠的各种碑帖拓本。李书记对省馆丰富的古籍藏品和良好的

保存环境给予了高度评价。 

 

 

广东省召开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暨古籍保护工程专家座谈会 

为加快推进我省文化共享工程的全面开展，部署我市开展古籍保

护工作，2009年 2月 11日，由广东省文化厅社文处、广东省立中山

图书馆主办的广东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暨古籍保护工程专家座

谈会在广州大厦云山厅召开，广东省文化厅杜佐祥副厅长，社文处陈

小明处长、吴少瑜调研员，计财处谭慧子处长、赵佩贤副处长，人事

处徐卫平副处长，广东省政府办公厅王彤处长，广东省发改委社会发

展处熊静副处长，广东省财政厅教科文处苏凤玲处长，资产处吴金华

处长、省编办事业机构编制处周晓梅处长，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莫少

强副馆长、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倪俊明副主任等领导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广东省文化厅社会文化处陈小明处长主持，文化厅杜佐祥

副厅长首先回顾了广东共享工程和古籍保护工程的发展情况，强调了

本次会议的重要意义。 

广东省文化厅社会文化处调研员吴少瑜就近年广东文化信息资

源共享工程和古籍保护工程的工作开展做了汇报，在谈到我省古籍保

护工作时，吴少瑜同志详细地介绍了国家对古籍保护工程的任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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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要求，我省现阶段完成情况和面临的困难，最后就如何把下一阶

段工作做好，使我省古籍保护工作能够走在全国前列提出了几条思

路，主要包括：1、落实古籍保护联席会议制度；2、加大财政投入力

度，同时充分利用现有业务经费；3、改善古籍保存条件，建设和完

善古籍书库；4、利用技术成果，添购古籍保护专业设备；5、继续加

强培养专业人才以及增加人员编制；6、加强宣传推广和社会化运作。 

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倪俊明在会上也做了发言，总结了我

省前一阶段两次《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

工作的情况。 

随后，与会领导就我省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和古籍保护工程的发展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已经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并表示从明年开

始将进一步加大古籍保护工程的财政投入，相信在现阶段中央和广东

省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之下，我省的古籍保护工作工作一定会越做越

好。 

 

 

《清代稿抄本》第二辑顺利结项 

2008 年 11 月 29 日，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

承担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整理项目《清代稿抄本》第二辑，通

过专家组评审，顺利结项。 

评审会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马大正研究员主持。广东省

立中山图书馆倪俊明副馆长代表项目组介绍该项目文献收集、鉴别、

著录、编辑、整理和扫描的具体情况。与会评审专家对本项目给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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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好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发言说：“《清代稿抄本》第二

辑共收录清代日记、书札、诗文集和清末各省财政说明书共 232种，

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尤其是以下几类资料更为重要：一是清末

财政说明书，虽非稿抄本，但对研究清代财政具有特殊的价值；二是

道教文书，突破一般古籍整理的收录范围；三是陈澧的遗稿，更是陈

澧生平思想及晚清学术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这些珍稀史料的

挖掘整理、公开出版，正是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长

期秉行‘学术乃天下公器’理念在文献整理工作中的体现，值得称

道 ”。评审组组长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蔡鸿生指出：“该项目文献价

值高，具有显著特色。一是内容宏富，包括清代政治、经济、社会、

学术、宗教和民俗等方面，对多学科有参考价值。二是选材注意珍贵

性和独特性，基本上是馆藏的稿、钞、稀、孤本，尤其是陈澧全稿及

清末财政说明书等。三是反映原貌，编选过程做了大量查找和核对、

补缺、整合工作，保证了材料的准确和可靠性。”马大正研究员在总

结发言中指出：“该项目是清史文献整理项目中的重头戏。第一辑出

版后，引起学术界的良好反响，诸多核心报刊发表了书评和利用该丛

书资料的研究成果，已达到预期目的。第二辑无论在书目鉴别、内容

选编，还是编辑加工上，也达到较高的质量要求，按时按质完成了任

务。希望课题组成员再接再厉，做好第三至第五辑的整理、编辑工作，

使《清代稿抄本》成为清史文献整理工程中的一个亮点，一个品牌。” 

最后，经评审专家投票，一致同意《清代稿抄本》第二辑评为优等，

顺利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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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典》丛部第一至十三辑正式出版 

2008年 11月，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厅主持，广东省

立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整理的《广州大典》丛部第一至十三

辑共 83册，由广州出版社正式出版。 

《广州大典》是大型的广州历史文化丛书，拟收录广州史料、穗

人著述、广版丛书约 2000 多种，主要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中山

大学图书馆馆藏为基础，同时尽量广泛征集散落海内外各公藏机构和

民间私藏的有关文献以丰富充实丛书内容，力求翔实地反映广州历史

的变迁和发展，可谓集广州历史文献之大成。 

《广州大典》是我省的基础性文化工程，该丛书的出版，将珍稀

的地方典籍化身千百，使人们不必翻阅文献原件便能看到大量珍贵古

籍善本，这是我省对广州地方历史文献采取系统化再生性保护的重要

措施，对于抢救古籍、传承文脉、嘉惠学林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德国古籍保护与数字化学术报告及研讨会” 

在中山大学图书馆举行 

2008年 11月 10日至 12日由中山大学图书馆主办的“德国古籍

保护与数字化学术报告及研讨会”在图书馆五楼聚贤厅举行。来自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内多个省市自治区、港澳特别行政区的图书馆、

博物馆、档案馆及研究单位的修复专家、学者和广东图书馆学会会员

约两百人参加了首场开放式报告会，11-12日共有四十余位业内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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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国专家进行了专业研讨。 

德国在古籍保护修复与数字化，尤其在适用新科技于古籍保护修

复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与技术、加强国内

外古籍保护修复从业者的交流，中山大学图书馆在香港歌德学院图书

馆的帮助下特邀两位德国专家，举办了这次专题报告与研讨会。 

Mr. Reinhard Feldmann是德国明斯特大学与国家图书馆文献保

护与修复部主任。明斯特大学与州立图书馆既承担着为明斯特大学师

生服务的职能，又承担着国家图书馆分馆和公共图书馆的职能，是德

国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Dr. Thomas Staecker是德国下萨克森州奥

古斯特公爵图书馆古籍数字化部主任。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建造于 1572年，到 1666年藏书已经多达 13万

5千册，现已成为欧洲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现有

藏书 220万卷，其中有不少六世纪到十五世纪的秘籍珍本，还有属于

中世纪的羊皮书 3000 多种。两位专家介绍了德国古籍保护与修复科

研活动的动态、古籍数字化工作的最新成果，同与会者讨论了文献保

护与修复的原则，不同材料、技术的应用等热点话题，并解答了与会

者提出的问题。 

为了推动中国与德国在图书馆古籍保护与修复方面的学术交流，

中山大学图书馆和香港歌德学院图书馆商定明年将再邀请两位德国

专家举办西文古籍修复专题培训。 

本次研讨会是继 2004 年“中美文献保护与修复高级研讨班”、

2006年全国文献保护与修复学术研讨会和 2008年 3月“中西方文献

保护与修复高级研讨会”后，中山大学图书馆主办的第四场全国性古

籍保护与修复学术研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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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山县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取得良好进展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

发办[2007]6号）和广东省民委、省文化厅《转发国家民委文化部关

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粤民宗发

[2008]210号）的要求，连山县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

的开展，各镇（场）成立了相应领导小组，指定专人负责，明确职责，

分工协作，先后在全县范围内对少数民族古籍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普

查、搜集、登记、修复、整理等工作，并坚持抓好《中国少数民族古

籍总目提要》的编纂工作。2008 年以来，连山县的少数民族古籍保

护工作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帮助指导下取得了良好进展，一方面精心组

织、认真传达和学习上级有关精神，抓好业务培训；另一方面深入村

寨发动群众，挖掘收集少数民族古籍。至 2008年 12月止，已收集的

少数民族民间古籍有族谱、过山榜、碑刻、匾额、方志、经书、民歌、

文物等 256（套）件，经过筛选，并按照《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

要》的编写原则，目前已经整理并进行著录登记的具有研究价值的文

物 188件，其它工作也正在按计划紧张地进行。连山县政府表示，一

定要进一步重视古籍保护工作，在原有基础上加大工作力度，建立健

全少数民族古籍管理体系和工作机制，逐步完善保护制度，扎实推进

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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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2008 年 8 月东莞莞城图书馆编印的馆藏古籍文献图录——《莞城

图书馆古籍珍藏》出版，该目录共收入莞城图书馆馆藏古籍和近代文

献 71种，其中包括明清刻本、抄本和木鱼书等地方特色文献。 

★2008 年 10 月 17 日，东莞莞城图书馆两位工作人员到广东省立中

山图书馆特藏部参加了古籍普查方面的业务培训。 

★2008年 11月 10 日至 14日，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古籍整理与文献保

护专业委员会主办，天津图书馆承办的“2008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古

籍年会”在天津图书馆举行，来自全国公共图书馆、大专院校图书馆

分管古籍工作的馆长、特藏部主任、从事古籍整理与文献保护工作的

专家学者及出版社代表共 130多人出席会议。中国图书馆学会古籍整

理与文献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家图书馆陈力副馆长，原南开大学

图书馆馆长、著名文献学家来新夏教授出席了开幕式并讲话。与会代

表就图书馆的古籍复本交换、古籍普查平台建立与使用以及古籍保

护、古籍普查、古籍修复、民国文献保护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

流讨论。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秘书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古籍整理与文

献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研究员林子雄参加了这

次会议。 

★2008 年 11 月 16 日，在东莞图书馆举行的“广东省公共图书馆馆

长培训班”上，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倪俊明研究员向学员做了

《古籍保护工作概说》的辅导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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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2 月 9 日至 11 日，四会图书馆两位工作人员到广东省立

中山图书馆特藏部进行业务培训，学习了古籍编目、古籍普查等内容。 

★2008 年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成立以来，中山图书馆先后收到社会

各界和市民捐赠的古籍、地方文献和各种实物资料：梁丽珍女士捐赠

的古籍 60 种 301 册，广东地方文献 31 种 32 册；广东人民广播电台

捐赠的地方文献 80 种 535 册；志锐中学校友会捐赠的广东地方文献

61种和照片等资料一批；谢荣滚先生捐赠的民国文献11种17册（件）；

以及罗瑞宇先生捐赠的清刻本 1种 1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