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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举办首期古籍普查培训班 

2008 年 3 月 11 日至 3 月 20 日，受省文化厅委托，广东省古籍

保护中心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文德分馆开办了我省第一期“古籍普

查培训班”。广东省文化厅杜佐祥副厅长、社文处陈瑞春副处长、文

献学家王贵忱、骆伟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李昭淳馆长出席了 3 月

11 日的培训班开班仪式。开班仪式上，李昭淳馆长首先发言，他表

示，本次培训的主要方向是针对即将开展的古籍普查工作，而古籍普

查则是整个古籍保护工作的基础环节，因此加强人员培训、提高古籍

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是我省古籍中心的重要工作。随后王贵忱、骆

伟两位专家分别发言，谈到了古籍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的素养和古籍普

查工作的任务。最后杜佐祥副厅长做了总结性谈话，强调了古籍保护

工作的重要性，肯定了省古籍保护中心开办古籍普查培训班的积极意

义，明确了古籍保护中心今后的职能和责任，对下一阶段古籍普查的

工作内容和安排做了指示，同时表示了对本次培训班学员们的期待。 

培训班课程根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要求设置，采用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的统一教材。培训期间省古籍保护中心聘请中山大学文献学专家

骆伟、原广东省文物鉴定站站长叶其峰、广东省文物鉴定站副研究员

林锐、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研究员林子雄等古籍文物专家为学员们讲

授古籍版本知识、印章鉴别等方面的课程，并安排广东省立中山图书

馆馆罗焕好、何玉姬、黄震河三位参加过国图培训班的同志为学员们

讲解了古籍普查表各项登记内容的填写和古籍书的破损定级。本次培

训班面向我省各县市级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共有 21个单位 27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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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参加，省古籍保护中心全体成员也和学员们一起参与了全部课程的

学习，此外，广州方志办的古籍保护工作人员以及一些民间收藏家也

慕名而来，旁听了古籍版本、广东姓氏族群与族谱、古籍印章等课程。

为期十天的培训课程结束，学员全体通过考试，领到了省古籍保护中

心颁发的结业证书。学员们都表示，这一次培训班给自己带来的收获

很大，十天的课程既有系统的讲授也有基础的实践，通过学习，强化

了古籍保护意识，加深了对古籍知识的了解，对于即将开展的古籍普

查工作流程也有了系统的认识，为今后更好地完成古籍保护工作打下

基础。 

 

 

广东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立 

 

2008 年 3 月，为规范和加强我省古籍保护工作的咨询、论证、

评审和专业指导，促进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经省古籍保护

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推荐，经广东省文化厅通过，广东省古籍保护

工作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这对我省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

义。在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 号）精神，广东省古籍保护

中心制定了《广东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章程》。根据《章程》

规定，广东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要就下列事项进行咨询：

（一）广东省古籍保护规划的制定；（二）广东省古籍普查工作方案

的制定和实施；（三）珍贵古籍定级及破损定级；（四）“国家珍贵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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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名录”的申报；（五）“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六）“广

东省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七）“广东省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的评

审；（八）古籍保护相关标准规范的执行；（九）珍贵古籍的整理、出

版和数字化工作；（十）其他重要事项。 

附：广东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名单 

顾  问：王贵忱    原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 

           骆  伟    原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组  长：杜佐祥    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 

副组长：李昭淳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程焕文    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 

           陈小明    广东省文化厅社文处处长 

           陈瑞春    广东省文化厅社文处副处长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李剑       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     

林子雄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研究馆员 

林明       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特藏部主任、副研究馆员 

林锐       广东省文物鉴定站副研究员 

罗志欢     暨南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倪俊明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特藏部主任、研究馆员 

倪根金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

室主任、教授 

董运来     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副研究馆员 

谢晖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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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举行揭牌仪式 

 

2008年 3月 18日，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的揭牌仪式在广东省立

中山图书馆文德分馆举行，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江海燕，广东省文化

厅副厅长杜佐祥、社文处处长陈小明、副处长陈瑞春以及省财政厅、

省发改委、教育厅、科技厅、新闻出版局、省文物局、省宗教局的多

位领导出席，我省两位著名的文献学专家王贵忱和骆伟也与其他来自

广州地区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科学院系统图书馆、博物馆的多

位专家学者一起参加了仪式。 

仪式由文化厅社文处处长陈小明主持，广东省文化厅杨伟时副巡

视员首先宣读了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文件。接着由广东省立

中山图书馆莫少强副馆长致辞。他在致辞中说，“广东省古籍保护中

心”的成立，标志着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将全面、有序地展开，我们的

古籍保护工作将面临更高的要求和任务。我们要在省政府领导下，全

面开展古籍普查，掌握全省古籍收藏的分布情况。我们还将继续加强

人员培训，提高古籍文献保护和修复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目前我省

各地古籍文献的整理、保护和修复人员极度匮乏，因此迫切需要加强

有关人员的在职培训，培养一批专业的古籍保护人才。此外，我们还

将努力加强古籍文献（保护工作）的宣传力度，营造保护古籍、重视

古籍的社会氛围，鼓励更多的有识之士捐赠古籍，或参与古籍保护与

修复的认捐活动，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古籍修复和古籍出版事业，力争

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保护古籍。我们同时还要继续开展古籍文献的开发

利用工作。我们近年在文献开发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陆续出版了《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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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历代方志集成》、《清代稿抄本》等大型古籍文献丛书，这对于抢救

文献、嘉惠学林、传承文脉、造福社会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接下来

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古籍文献和民国文献的开发力度，把保护与开发有

机结合起来，促使更多的古籍资源向社会和公众开发，使古籍文献真

正为学界所利用、为社会所共享。 

随后省政府江海燕副秘书长、省民族宗教委员会杨源兴副主任、

文化厅杜佐祥副厅长、杨伟时副巡视员向王贵忱、骆伟等省古籍保护

中心聘请的 16 位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颁发了聘书，并和专

家们合影留念。 

证书颁发完毕后，由杜佐祥副厅长致辞，他在致辞中强调，党和

各级政府非常关心文献保护工作，广东省领导对此也十分重视。广东

省成立古籍保护中心，是古籍保护的一个标志性工作。古籍保护中心

的职能应当包括：拟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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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省内古籍收藏与保护状况的普查和相关

工作；协助建立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古籍数字资

源库；指导市县开展古籍保护工作，负责相关人员业务技能培训等等。

在近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公示的 51 家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中，广

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名列其中；公示的首批 2392 部

珍贵古籍名录中，广东省有 50 部入选。随着古籍普查工作的不断开

展，珍贵古籍名录的上报工作将继续进行，同时，我省还准备在全省

范围内组织省级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和评审工

作。杜厅在讲话中还提到，我省古籍收藏单位比较分散，很多县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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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和博物馆、一些宗教单位都藏有古籍，但多数收藏单位的硬件

设施不足，达不到古籍保存所要求的条件。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可以

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加强馆际合作，鼓励那些规模小、存量少、条件

差的收藏单位将古籍“寄存”到收藏条件较好的大型图书馆，统一存

放、统一管理，这样既能给古籍文献提供相对良好的保存环境，又可

以避免各地藏书库建设一哄而上，造成资金浪费。 

最后，江海燕副秘书长和杜佐祥副厅长为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揭

牌，在礼炮和掌声中为本次仪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仪式完毕后，江

海燕副秘书长还和出席仪式的各位领导、专家一起，在倪俊明副馆长

和省古籍保护中心林子雄秘书长的陪同下参观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

馆的善本书库，期间观看了我省被收入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一些

善本古籍。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信息时报、

香港大公报以及广东电视台、广州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了本次仪

式。 

附：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负责人名单 

主任：李昭淳 

副主任：倪俊明 

秘书长：林子雄 

 

 

 

中山大学图书馆与香港大学图书馆建立古籍保护合作关系 

 

2007年 5月 10日，经中山大学图书馆程焕文馆长与香港大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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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彭仁贤馆长协商决定两馆将在古籍保护与修复方面建立全面的

合作关系。 

作为合作内容的一部分，中山大学图书馆于 2008年 1月 20日至

2月 3日派出特藏部修复专业人员肖晓梅女士赴香港大学图书馆进行

为期两周的古籍保护专业交流。在港访问交流期间，肖晓梅女士对香

港大学图书馆及其他文献收藏机构人员就线装古籍保护与修复进行

了短期培训，她还走访了香港大学图书馆及其学科图书馆、香港中央

图书馆和香港文化艺术博物馆，参观了图书馆修复室、装订社及私营

装订社，与香港同行探讨问题、切磋技艺。 

香港大学图书馆将委派该馆修复装订主管黎镇英先生于 2008 年

3 月 9 日至 22 日来中山大学图书馆访问交流两周。访问期间，黎镇

英先生就精平装图书的保护与修复举办相关的培训和讲座，与内地同

行探讨有关问题、交流技艺。 

 

 

 

中西方文献保护与修复高级研讨班在中山大学举行 

 

为加强内地与香港图书馆界在文献保护和修复方面的交流，促进

人们对西文古籍文献保护和修复的重视，3月 16日至 26日，中山大

学图书馆与香港大学图书馆在中山大学图书馆联合举办了“中西方文

献保护与修复”高级研讨班。 

本次研讨班邀请了香港大学图书馆文献修复中心的资深专家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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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英先生重点讲授精平装图书的制作与修复技术，同时还邀请了国家

图书馆善本特藏修复中心研究馆员杜伟生先生、原上海图书馆古文献

修复室副研究馆员、现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聘专家潘美娣女士、南京大

学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邱晓刚先生、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林明先生

分别就古籍修复的原则、中西方文献保护与修复的比较及中文古籍文

献修复技术、民国时期文献的保护与修复等进行重点讲授。 

来自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及相关研究单位的 30

余位古籍文献修复人员参加了此次研讨班。与会人员普遍认为，通过

此次研讨班可以学习借鉴西文古籍修复的技术和经验，开阔古籍保护

工作思路和视野，有助于将中西方古籍修复技术相融合，提高古籍修

复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