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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动态 

山东省图书馆召开修复宋刻本《文选》专家论证会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更好地保护馆藏珍贵古籍，2010

年 9 月 18 日，修复宋刻本《文选》专家论证会在山东省图书馆召开。与会领导

有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宗伟、山东省文化厅社文处处长孙猛健、山东省文化厅

社文处副处长王尚、山东省图书馆馆长李西宁；与会专家有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

公室主任陈红彦，中国制浆造纸工业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纸张研究专家王菊华，

原上海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古籍修复专家潘美娣，国家档案技术科学研究所研究

员、古籍保护技术专家裴秀清，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古籍修复专家杜伟生，山

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杜泽逊，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

研究馆员李勇慧等。受山东省图书馆委托，陈红彦担任专家组组长。 

宋赣州州学刻本《文选》是山东省图书馆收藏的五部宋刻本之一，刀法朴拙，

行格疏朗，楮墨精绝，被视为六臣注善本第一。流传颇少，惜存三卷，但有王懿

荣、王崇焕及王献唐题跋，又为蝴蝶原装，现已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有着较高的版本价值和文物价值。 

此书因传世年代久远，现已破损严重，基本状况为：书页变脆；版心断裂；

有修复过的痕迹，书页后面有托纸；浆糊已失效，以单页存在，已失蝴蝶装原貌。 

山东省图书馆古籍保护与修复中心成立于 2008年 4月。2009 年 12 月 15 日，

被设立为 12 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之一，软、硬件条件基本完善，具有一定的

修复力量。 

经过激烈讨论，专家组认为该书损坏比较严重，属于亟需抢救的文献，应该

开展修复。建议先将原装褙材料去除，并根据需要进行脱酸、加固，以恢复纸张

强度。建议此书的修复使用项目管理方式，项目负责人、参与人具备相应的资质

和管理能力，项目书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备案。修复过程中出现问题，随时请专

家组进行商议研究。修复过程以影像、照片和文字三种方式进行记录，为日后藏

品保护提供依据。以大约半年为周期进行监控检测，出现问题及时解决。完成修

复时组织专家验收，并将全过程作为案例，出具修复报告，编辑文字材料，以图

录形式结集出版，供古籍修复行业参考。 

此次论证会的召开为馆藏宋刻本《文选》的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也对其他



 3 

古籍收藏单位珍贵古籍的修复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宋刻本《文选》修复工作专家论证会（一）现场 

 

 

宋刻本《文选》修复工作专家论证会（二）专家现场鉴定该书破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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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初评活动圆满结束 

2010 年 3 月 12 日，山东省文化厅向各市文化局和有关古籍收藏单位下发了

《关于申报第二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和“山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函》

（鲁文函[2010]52 号），要求各市做好申报工作，并规定：评选对象主要是三级

以上（含三级）的古籍，不包括已入选省一批的古籍。 

接到通知后，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图书馆和古籍收藏者积极响应，

申报非常踊跃，把所藏精品整理、拍照，报送材料到省古籍保护中心。省中心陆

续收到 51 家单位和个人的申报数据 4596 条。 

收到材料后，省古籍保护中心充分吸取省一批评选的经验，对数据进行了初

步处理，剔除不符合评选条件的数据，将合格数据按照书名进行排序并逐条核对，

最后共有 2725条数据参加初评。 

2010 年 11 月 8 至 10 日，在山东省图书馆进行第二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

录》的初评，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杜泽逊，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山东省

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李勇慧，原齐鲁书社副总编审、研究员周晶，山东大学图书

馆副馆长、教授李剑锋等 12位专家分成六组对数据进行了评审，逐条鉴定版本，

考察文物性，考定资料性，最后共有 2400余条数据通过初评。 

此次评选活动，共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申报单位范围扩大。许多未参加首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申报的单

位如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鲁东大学图书馆、济宁学院图书馆、梁山县图书馆、

泰山学院图书馆等，均参加了此次申报活动。 

二、评选标准执行严格。专家们严格按照规定评审数据，不符合评选范围或

不够评选级别的数据，一律剔除在外。 

三、对重点版本进行专家会审。为了准确的鉴定复杂的清代内府刻本，专家

们特意将山东省图书馆海源阁专藏中的清代内府刻本与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师

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清代内府刻本原书放在一起，对照《清代内府刻书图录》合

并鉴定，务求将内府刻本与翻刻内府本鉴定准确。经过鉴定，上述三家藏品的版

本基本确定。 

四、发现一批珍品。如赵执信手稿《赵庄田宅文契账目》，原报送单位定为

清抄本，经专家审定应为稿本；元刻本《慈溪黄氏日抄分类古今纪要》，原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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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定为明刻本，经专家与中华再造善本比对，发现有七卷应为元刻本等。 

初评结束后，省中心对入选的珍贵古籍进行进一步核对、排序等工作，争取

早日进行终评。 

 

 

第二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初评（一）总结会议 

 

第二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初评（二）专家会审清代内府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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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珍贵古籍名录》评审工作圆满结束 

2010 年 10 月 10 日至 11 日，《烟台市珍贵古籍名录》评审工作在烟台图书

馆举行。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杜泽逊，山东省图书

馆副馆长、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李勇慧，山东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杜

云虹，山东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唐桂艳，烟台图书馆书记宋立成，烟台图

书馆副馆长姜瑞珍，烟台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刘树伟等专家参加了评审工作。 

专家们遵循从三级甲等以上古籍中选择的标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参

评的 5500 余部古籍进行了严谨认真的评审，最终确定 603 部古籍入选。其中慕

湘藏书馆有 300 余部古籍入选，约占总数的 50%，戏曲类书籍是慕湘藏书馆的一

大特色，此次入选的《古今奏雅》、《董解元西厢记》、《重校韩夫人题红记》

等均为珍稀版本，《耐闲堂重订西楼梦传奇二卷》则为存世孤本，其刊刻精美，

品相良好，有很高的文献和艺术价值。 

《烟台市珍贵古籍名录》评选工作始于 2009 年 10 月，市古籍保护中心（暨

烟台图书馆）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经过制定标准、确定版本、组织目录、核对

数据等环节，前后历时一年。该名录在款目的著录上实现了与《中国古籍善本书

目》、《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的统一。遵照《中华古

籍总目分类表》进行分类，以《中华古籍联合目录目录组织规则》进行排序。按

照刻本时间，分为宋元、明、清三个时间段。作为这次评审的成果，《烟台市珍

贵古籍名录图录》近期将由齐鲁书社出版。 

此次评审准备充分、标准严格、鉴定准确、数据齐全，是烟台古籍保护工作

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山东省古籍保护工作已形成国家、省、地市较

完善的三级保护体系，也说明山东古籍保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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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珍贵古籍名录》评审工作（一）专家鉴定原书 

 

《烟台市珍贵古籍名录》评审工作（二）评审现场 

 

 

                                  （以上两张照片由烟台图书馆刘树伟主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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