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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 

广东省古籍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粤办函[2008]396 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做好我省古籍保护工作，省人民政府同意建立省古籍保

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组成人员如下： 

召集人：方健宏  省文化厅厅长 

成  员：黄功绵  省发展改革委员会总经济师 

        韩晓进  省财政厅巡视员 

        魏中林  省教育厅副厅长 

        钟小平  省科技厅副厅长 

        李秀英  省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 

        杨以凯  省新闻出版局副巡视员 

        杜佐祥  省文化厅副厅长 

        苏桂芬  省文化厅副巡视员、省文物局局长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省文化厅，承担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 

                                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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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在中山大学举办 

2008 年 7 月 8 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第三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

培训班在中山大学图书馆举办，开班仪式由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林

明主持，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中山大

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倪俊明、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陈红彦、中山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施安昌、上海

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潘美娣、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冀亚平、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办公室培训组组长王红蕾博士等出席了仪式。陈力、程焕文、

倪俊明等发表了讲话，他们勉励学员认真学习古籍保护理念与古籍修

复技术，更好地做好古籍修复工作，为我国的古籍保护事业做出自己

的贡献。随后潘美娣、安徽师范大学刘和文分别代表授课教师和学员

做了发言。培训班由李致忠、刘家真、杜伟生、潘美娣、薛崇昀、方

楚娟、程焕文、林明等专家讲授，课程包括古籍保护的基础理论、古

籍修复的理念与原则、简明中国书史、国外文献保护教育和文献保护

事业概况、碑帖的分类和碑帖拓本的整理与保护、中国传拓术、古籍

装帧形式、淀粉提取与浆糊制作、镶衬拓片、纸浆补书、古籍修复等

内容。 

此次培训班由中山大学图书馆承办，中大图书馆的领导和工作人

员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同仁一起为开班做了充分准备，以期学员在学

习期间得到全方位提高。来自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市图书馆、

广州档案馆、顺德图书馆、新会景堂图书馆、香港中央图书馆、贵州

省图书馆、湖南省社科院图书馆、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南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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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图书馆、苏州博物馆、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云南昆明市石林县

图书馆、上海图书公司等 35个藏书单位的 35位学员参加培训。 

 

 

 

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在京举行 

2008 年 6 月 12 日至 7 月 28 日，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在国家图书

馆展览厅举行，本次展品主要来自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的各省珍贵善本，类型丰富，珍品纷呈，是全国古籍精品和古籍保护

成果的一次重要展示。适值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召开，特展为 7月

28 日参加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授牌仪式的单位代表举行了

专场。与会代表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览。其后还就观看展览感想和

如何进一步做好古籍保护工作等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代表们一致认

为，本次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对于推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培养和提高

公众的民族文化保护意识，普及古籍保护知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具

有重要的意义。我省共有 5部古籍参展，分别是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的明刻朱墨套印本《草堂诗余》、明刻朱墨套印本《考工记》和中山

大学图书馆的元刻本《国朝文类》、明活字本《春秋国华》、明活字本

《思玄集》。 

 

十三世纪刻本《金刚经》入藏广东省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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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经》是汉传佛教最重要的一部经典，被誉为佛门智慧之母，

一直受到各方推崇奉持。《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以

金刚比喻智慧具有摧断烦恼之功用，“般若”意为明见一切事物机理

之高深智慧，“波罗蜜”意为到达彼岸，经名意即以金刚石般无坚不

摧、无障不破之般若智慧对治一切虚妄执着，以理解实相，得到解脱，

到达彼岸。此经为当年释迦牟尼于中印度舍卫城南给孤独园中某次说

法之内容，主要说明般若（智慧）的实际在于不著事相（无相），也

就是情无所寄（无住）。《金刚经》有六种汉文译本，一般通行的为

鸠摩罗什译本，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将经文分作三十二节。现存最早

有确切纪年的《金刚经》印刷品制于唐咸通九年（868），1900年敦

煌藏经洞所出，现藏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新藏《金刚经》古印本，约成于公元十三世

纪北方晋南地区，刻印精良，保存完好，堪称金元时期中国北方民间

单刻佛经的稀见珍品。 

该经册总长度约10.55米，高33.2厘米，框高24.5厘米，共20版，

扉画一版4个半页，其余每版5个半页，最后一版2个半页。半页11厘

米，5行，14字。纸张为北方染黄纸，多麻纤维成分。该经册字体方

正，起笔住笔颇有棱角，间有手写体笔意，多简体异体字，北地民间

风格浓厚。经册前扉画为同时代经坊配制，构图复杂，铺陈华丽，线

条流畅。经册正文及正文前之祈请偈赞完整，正文后唯般若真言和金

刚心真言。经册最后有墨笔题记，云“隰州隰川县保定乡去延村居住

孝男姚钧 奉为先妣霍氏今月二十三日届斯百日之辰 谨舍净财建

立”。据史料记载，金代隰州下设隰州县而非隰川县，元代改为隰川

县，明初撤销隰川县建制。由此可知，题记时间为元代。据题记及经

册品相考察，题记时间应迟于经版制成时间，经版可能成于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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隰州位于晋南，邻近平阳，平阳乃金、元时期北方重要的刻书中

心。金元两代国祚不长，金代刊印书籍很少传入宋境，加之长期战火，

流传至今的金刻除被誉为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的金代《赵城

金藏》外寥寥无几。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新入藏此本《金刚经》为金

元时期晋南民间单刻佛经，乃目前海内外公藏中孤本，它对研究我国

古代北方刻书、雕版印刷史和古代佛经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此册《金刚经》为鸠摩罗什译本，乃《金刚经》最早也是最通行

的译本，它与国家图书馆藏《赵城金藏》年代相近，国图《赵城金藏》

所收《金刚经》仅陈真谛译本保存完整，其鸠摩罗什译本则有缺损，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入藏的此册《金刚经》堪补国家图书馆藏金刻《金

刚经》之憾，具有独特史料价值。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参加《四库全书》特展 

2008年 9月 9日至 9月 20日，国家图书馆在北区稽古厅和右文

厅举办“盛世宏编——《四库全书》展”。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李昭

淳馆长出席了展览的开幕式。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珍贵善本《明史》清文源阁抄本由主办单位

指定特邀参加这次展览，这是《明史》清文源阁抄本继 2006 年 5 月

由我馆选送参加国家图书馆《文明的守望——中华古籍特藏珍品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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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成果展》后第二次晋京，可见各方对它的关注和重视。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皇帝在北京圆明园仿照宁波明代

藏书楼天一阁式样修筑文源阁，用于编纂贮藏《四库全书》，其被称

为圆明园中的第一座皇家图书馆。时至清咸丰十年(1860 年)，英法

联军入京，在圆明园焚阁毁书，文源阁《四库全书》损失殆尽。馆藏

《明史》清文源阁抄本 1 种 1 册，内钤 “古稀天子”、“信天主人”、

“文源阁宝”、“圆明园宝”诸印，均为乾隆御玺及文源阁印，故此系

文源阁《四库全书》的硕果仅存，独具文物文献价值，弥足珍贵。 

 

 

 

汕头市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进展情况良好 

2007年 8月全省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在德庆召开，汕头市图书馆

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古籍普查工作的重要性，按照会议要求，加强古

籍文献保护工作，制订《汕头市图书馆特藏文献管理制度》，对馆藏

古籍进行清点，为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做好准备。 

汕头图书馆新馆自 2006 年 12 月 16 日投入使用后，古籍保护条

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管理制度健全，有约 438平方米的古籍专用书

库和阅览室，古籍线装书 2万多册，其中善本 170多册。古籍书库实

行专人管理，配备了防火、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空调系统，实现了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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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恒湿。书库共有防虫双面书架 53个，阅览室设座位 24席。 

2008 年 3 月汕头市图书馆选派 1 名人员参加广东省古籍保护中

心举办的第一期“古籍普查培训班”，通过古籍版本知识、印章鉴别、

古籍普查表登记和古籍书的破损定级等课程的学习，强化了古籍保护

意识，加深了对古籍知识的了解，对古籍普查工作流程也有了系统的

认识，为更好地完成古籍保护工作打下基础。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的指导下，工作人员按照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制定的《古籍定级标准》、

《古籍普查规范》、《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

质量要求》、《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等普查工作执行标准，

填写古籍普查报表。已做报表数据登记及版本书影、破损书影制作的

古籍 190部，约为列入此次普查馆藏古籍三分之一。同时，加强古籍

文献的宣传力度，与汕头电视台“潮汕风”栏目合作，制作了一期“书

山学海图书馆”专题，全面介绍了新馆的服务理念、服务设置、服务

项目和馆藏资源，特别是一些大型的丛书、古籍、报刊等重要文献，

让市民对馆藏文献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进一步营造保护古籍、利用古

籍文献的氛围，提高珍贵文献的利用率。 

 

 

 

新闻媒体报道我省古籍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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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来我省古籍保护工作进展顺利，省古籍保护中心组织的我

省古籍普查和《国家珍贵名录》申报等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

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省内多家媒体都对我省古籍工作进行了多

角度的报道，如 2007年 8月 30日《南方日报》、2008年 2月 5日《南

方都市报》、3 月 10 日《广州日报》、3 月 19 日、4 月 2 日《信息时

报》、3月 24日《大公报》、4月 4日《南方都市报》、6月 26日《深

圳特区报》、8月 22日《广州日报》等。 

6 月 26 日的《深圳特区报》特报新闻眼版面，用整版篇幅介绍

了我省古籍工作的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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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2008 年 4 月，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承担的清

代古籍文献整理出版项目《清代稿抄本》第二至五辑，经国家清史编

纂委员会批准，正式列入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该项目拟收录清代

稿本、抄本及独具史料价值的刻本、印本约 1000 种，其整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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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为清史纂修提供重要的史料支撑，也为这批珍贵清代文献提供了科

学的“再生性保护”。 

★2008 年 4 月 26 日和 4 月 30 日，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倪俊

明分别赴佛山图书馆和汕头图书馆参观考察，了解两馆古籍收藏、古

籍保护和古籍普查工作的开展情况。 

★2008年 5月 27日，第一期全国古籍鉴定与保护高级研修班在国家

图书馆举办，共有来自全国各系统 35个收藏单位的 35位学员参加，

均为各单位古籍部主任或业务骨干。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特藏部副主

任蒋志华参加了本期研讨班。 

★2008年 6月 19日，应香港中山图书馆骆雅雯馆长的邀请，广东省

古籍保护中心李昭淳主任、倪俊明副主任赴港参观考察，就馆藏古籍

文献的整理、收藏、编目、普查和人才培训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6月 25日至 27日，由浙江图书馆、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等举办的

“碑帖拓片鉴定与著录高级研修班”在杭州开班。故宫博物院研究馆

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王连起先生主讲碑帖拓片的鉴定；国家

图书馆善本特藏部金石组组长、研究馆员冀亚平，北京大学图书馆金

石组组长、研究馆员胡海帆先生分别主讲碑帖拓片的著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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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2008 年 8 月 24 日-29 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第

一期“全国古籍普查平台”，中山大学图书馆肖卓、蒋文仙参加了培

训。 

★2008年 9月 1日至 20日，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第一期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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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编目培训班在辽宁省图书馆举行，来自全国 15个省市的 49名学

员参加了培训，我省参加的学员有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秦洪芳、荣

子涵和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肖卓、蒋文仙。本期培训班由国家图书馆李

致忠、陈红彦等多位专家授课指导，通过 20 天的学习，学员们对古

籍分类、编目原则、著录规则以及古籍典藏等方面知识有了较系统的

了解，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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