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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古籍保护培训班圆满结束 

◆ 枣庄市图书馆王玉馆长为我馆捐赠《古滕盖村王氏族谱》一部 

◆ 山东省图书馆举办“古籍修复技艺展暨中国书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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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动态 

 

山东省召开推荐申报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专家评审会 

2010 年 3 月 1 日，山东省推荐申报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三批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专家评审会在山东省图书馆隆重举行。山东大学文史

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杜泽逊，原齐鲁书社副总编审、研究员周晶

以及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济南市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和山

东省图书馆的 11位专家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山东省文化厅社文处处长李军主持。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宗伟首先

对各位专家冒着雨雪天气，参加今天的评审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省古籍保

护中心的同志加班加点所做的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给予肯定，相信在大家的共同

努力下我省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三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推

荐申报工作一定会取得良好结果，并就我省古籍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山东

省图书馆副馆长、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李勇慧通报全省申报情况。据统计，

山东省共有文登市图书馆、蓬莱市文化局慕湘藏书馆、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淄

博市图书馆和泰安市博物馆五家申报第三批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有 27

家古籍收藏单位上报 1641 部古籍申报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选。山东

省图书馆馆长、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赵炳武，山东省文化厅社文处副处长冯

庆东出席了本次评审会。 

11 位专家遵循《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从二级以上古籍中选择的标准，本着

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中选出符合国家标准的古籍 1411部。评审专家们科学严谨、

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此次评审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山东省博物馆上报了两部雷

峰塔残卷，青岛市博物馆上报了一部雷峰塔残卷，杜泽逊教授综合专家组的意见，

最后确定只有省博的其中一部为真品，省博的另外一部和青岛市博物馆的一部则

不予申报，真正做到了评审工作的客观、科学、公正、公平。这次虽然是推荐申

报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但是其中不乏精品，如山东省博物馆的宋版《韦

苏州集》、曲阜市文物管理局孔府文物档案馆的孔广森稿本《读书札记一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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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读书札记) 》和《列国事语分类考释一卷》等。 

专家评审会还对申报第三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材料进行了审核，

五家单位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同意推荐申报第三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这次评审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为确保山东省审报工作按时完成，专家们加

班到深夜。而山东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和古籍收藏单位以申报“全国古籍重点保护

单位”为机遇，以评促建，使山东省多个古籍收藏单位极大地改善了古籍保护条

件。如文登市图书馆在新馆建设中以国家规定的《古籍特藏书库标准》，高标准

地配备了自动灭火、恒温恒湿、防虫书橱等古籍保护先进设备，蓬莱市文化局慕

湘藏书馆、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也新增了古籍保护自动灭火系统。 

 

 

评审会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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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分组评审 1 

 

 

专家分组评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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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分组评审 3 

 

2010年度山东省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在山东省图书馆召开 

2010年 5月 31日，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在山东省图书馆召

开了 2010 年度山东省古籍保护工作会议。省文化厅李宗伟副厅长、社文处冯庆

东副处长、省图书馆馆长、保护中心主任赵炳武、省图书馆副馆长、保护中心副

主任副主任李勇慧以及全省十七地市的各级、各系统古籍收藏单位的代表参加会

议。大会首先对 2009 年度山东省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李宗伟副厅长作了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对以后

的工作做出重要指示。省图书馆副馆长、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李勇慧通报了“全

国及全省古籍保护工作开展情况”。八家古籍收藏单位的代表作了大会发言，各

单位代表在分组讨论时介绍了本市本单位古籍保护工作开展情况，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以及今后的工作打算，并对《中华古籍总目•山东卷》的编纂工作和《山东

省古籍保护工作“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建议。 

会议认为，近年来山东省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建立市级古

籍保护中心和联席会议制度，评选市级《珍贵古籍名录》，创建青岛寄存模式，

举办古籍普查保护成果展，改善库房条件，完善规章制度等等，都反映了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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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视，也反映了我们古籍保护工作的成果。但我们也应清醒的

看到，古籍保护经费短缺，古籍从业人员缺乏，古籍破损严重急需修复，古籍书

库的硬件设备和设施不足，跨系统协调困难等等，是当前各古籍收藏单位普遍存

在的问题。 

经过讨论，与会单位代表提出了以下建议和要求： 

一、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力度，设立古籍保护专项经费，使古籍保护工作有持

续进行的物质保障。 

二、制定《古籍保护条例》等与古籍保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理顺各系统

古籍收藏单位之间的关系，以便于有法可依，顺利开展古籍保护工作。 

三、制定《山东省特藏书库管理标准和办法》，定期对全省各古籍收藏单位

书库进行检查。 

四、举办更多高质量的培训班，培养更多的古籍保护和修复人才。 

五、加强古籍保护宣传力度，充分发动民间力量。 

六、建立市级古籍修复中心，负责全市的古籍修复工作，或由山东省古籍保

护中心统一组织专家对全省的古籍进行修复。 

七、尽快推出古籍普查平台，以便于《中华古籍总目•山东卷》的数据上报。 

八、将争取古籍保护专项经费和古籍的再生性保护列入《山东省古籍保护工

作“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稿）》中，制定全省古籍出版规划、数字化发展规

划和全省古籍数字资源网的建设规划。 

九、关于《中华古籍总目•山东卷》的编纂工作，会议认为，应进一步细化

古籍著录规则，充分考虑地区和单位的差异，在全省范围内成立编纂委员会，以

严谨求实的态度完成编纂工作。 

会上，各单位代表纷纷表示，今后一定要继续做好古籍普查工作，进一步加

强书库管理，改善库房设施，培养古籍保护专业人员，加大古籍保护工作的宣传

力度，按时完成《中华古籍总目•山东卷》的数据上报工作，力争使山东省的古

籍保护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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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现场 

 

 

荣获“2009 年度山东省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的代表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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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2009 年度山东省古籍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的代表领奖 

 

 

省图书馆副馆长、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李勇慧通报“全国及全省古籍保护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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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讨论 1 

 

 

分组讨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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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讨论 3 

 

 

分组讨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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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古籍保护培训班圆满结束 

为加快《中华古籍总目·山东卷》的编纂工作，组织全省入选《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第一、二批的单位撰写《山东珍贵古籍叙录》，做好山东省第二批珍贵

古籍名录的申报工作，2010 年 6 月 1 日至 4 日“山东省古籍保护培训班”在山

东省图书馆举办。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宗伟、社文处副处长冯庆东、山东省图

书馆馆长赵炳武、副馆长李勇慧等领导出席了开班仪式。来自全省市县区公共图

书馆、博物馆、高校图书馆的 106位从事古籍保护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班开设的课程为：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讲授《清代内府刻书》和《古

籍著录编纂例说》，山东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杜云虹讲授《中华古籍总目编

目规则》，山东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唐桂艳讲授《清代山东刻书概说》，山

东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馆员毕晓乐讲授《山东珍贵古籍叙录》撰写方法。此次培

训班还安排了实践课程，学员们对山东省图书馆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的

16部古籍进行编目著录，并撰写了叙录，理论与实践结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此次培训是加强我省古籍保护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古籍保护工作全面深入开

展的重要举措，为《中华古籍总目·山东卷》的编纂和《山东珍贵古籍叙录》的

撰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有力地促进了我省古籍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 

 

开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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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泽逊教授在授课 

 

 

杜云虹主任在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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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桂艳副主任在授课 

枣庄市图书馆王玉馆长为我馆捐赠《古滕盖村王氏族谱》一部 

2010年 5月 31日，在山东省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召开期间，枣庄市图书馆范

军副馆长代表王玉馆长为我馆捐赠《古滕盖村王氏族谱》（影印本）一部，计一

函六册。 

盖村王氏家族明初由山西洪洞迁滕，明清两代虽多次修谱，但是修成后付梓

印刷的仅道光年间一次。《古滕盖村王氏族谱》刻于清道光八年（1828），书中有

关咸丰帝师王东槐的记载是枣庄市目前发现的最早关于王东槐的文字资料，具有

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收藏价值。 

王东槐，滕县西盖村（今滕州滨湖镇西盖村）人，道光十八年进士，咸丰帝

师，与曾国藩交情甚深，曾任江西道御史、户部给事中、内阁侍读学士等官职。 

《古滕盖村王氏族谱》共六卷，从卷三有关王东槐的记载可知，王东槐二十

七岁时（1825）选为拔贡，可谓风华正茂。王东槐的父亲、祖父、曾祖父均为监

生，王氏家族实为书香门第。这部族谱流传至今已有近二百年时间，字迹清晰，

品相良好。该书的入藏，丰富了我馆线装家谱的馆藏，为学界研究提供了便利。

近年来，我馆的家谱入藏有大幅度提升，一方面是采访人员四处访求的结果，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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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也得力于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我们对多年来支持我馆文献资源建设的各

界人士表示衷心地感谢！ 

 

枣庄市图书馆范军副馆长（左）代表王玉馆长为我馆捐赠《古滕盖村王氏族谱》（影印本）

一部，山东省图书馆李勇慧副馆长（右）代表我馆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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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军副馆长接收我馆收藏证书 

 

山东省图书馆举办“古籍修复技艺展暨中国书史展” 

为迎接第五个世界文化遗产日，山东省图书馆于 6月 11至 12日成功举办了

“古籍修复技艺展暨中国书史展”，这也是“山东省第一届全民阅读文化节”的

一项重要内容。 

文化遗产是千百年来祖先为我们留下的珍贵礼物，是民族文化厚重的历史积

淀，而古籍正是记录珍贵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之一。目前我国古籍总数超过三千

万册，其中善本超过二百五十万册，由于各种原因，约有一千万册古籍急待修复。

因此保护和修复古籍并使之传承下去，不仅是图书馆的职责，也是全社会的职责。

此次展览旨在唤起人们的古籍保护意识。 

山东省图书馆是全国十二个国家级修复中心之一，承担着全省古籍的修复任

务和指导工作。为了向人们直观展示古籍修复的过程，此次展览主要采取现场演

示的形式，对各种类型的破损古籍进行修复，不仅向读者展示了这一古老的传统

技艺，更使读者近距离地了解到古籍保护与修复工作。 

同时，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合全国十家图书馆，在各地以展板的形式展示了

中国书籍的发展历史和古籍在制作、装帧艺术上的演变规律。内容分为文字的产

生与演变、初期书籍的产生、正规书籍的产生、书籍制作材料的伟大变革、书籍

制作方法的变革和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形式六个部分。 

此次展览受到多家媒体关注，《山东商报》、《济南日报》、《生活日报》等进

行了宣传报道，展览受到了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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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人员进行现场演示 

 

 

简讯 

▲近期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我省共有 249部古籍入

选，泰安市博物馆、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淄博市图书馆、文登市图书馆四家单

位入选第三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两项入选总数均居全国前列。 

▲《山东省第二批珍贵古籍名录》及“山东省第二批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

报工作正式启动。 

▲《山东珍贵古籍叙录》撰写工作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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