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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参观馆藏珍品展 

2009 年 5 月 9 日是山东省图书馆百年华诞。馆庆典礼结束后，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和山

东省副省长黄胜在山东省文化厅厅长亢清泉陪同下参观了馆藏珍品展，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

瑞、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宗伟和山东省图书馆馆长赵炳武一同参观了展览。 

工作人员首先介绍了本馆古籍收藏情况，然后引领周副部长逐一参观。走到唐人写经展

橱时，周副部长询问工作人员此经的来历。看到袁树勋的奏折，周副部长说：“这是典型的馆

阁体。”看到宋刻本《文选》，工作人员介绍这是甲骨文之父王懿荣的收藏时，周副部长又对

甲骨文的发现侃侃而谈，令参观人员赞叹不止。看到我馆所藏的两部“天禄琳琅”旧物，周

副部长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工作人员的详细介绍，对《吕氏家塾读诗记》的入藏大加赞赏。 

最后，周副部长在离开展室时，对工作人员的讲解表示感谢。 

在我馆建馆一百周年之际，我们特选取部分馆藏精品，举办“馆藏珍品展”，与读者共赏，

并志庆祝之意。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组考察我省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申报工作 

根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单位和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申报单

位进行实地考察的有关通知和要求，3 月 30 日起，由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张木森、国家保护中

心郝永利组成的专家组对我省 13 家申报单位进行了实地考察。 

3 月 30 日至 4 月 3 日，专家组在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李勇慧及山东省古籍保护中

心办公室主任杜云虹的陪同下，先后考察了我省 12 家全国古籍保护重点单位的申报单位：山

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蓬莱慕湘藏书馆、烟台图书馆、文登市图书馆、青岛市

博物馆、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曲阜市文物局孔府文物档案馆、泰安市博物馆、淄博市图书

馆、山东大学图书馆、济南市图书馆和 1 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的申报单位：山东省图书馆。 

4 月 3 日上午，专家组来到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就我馆申报国家级古

籍修复中心进行调研与考核。赵炳武馆长、文化厅社文处冯庆东副处长及相关工作人员接待

了专家组。 

冯处长代表文化厅致欢迎辞，赵馆长向专家组汇报了我馆的基本概况，省古籍保护中心

办公室副主任唐桂艳汇报我馆古籍修复的工作概况，详细介绍了设施、设备条件，专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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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状况，古籍修复工作的开展情况，管理制度的实施与推行，经费保障情况以及所取得的

相关成果，以及我馆为申报国家古籍修复中心所做的努力。她介绍，目前我馆修复室面积有

350 平方米，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人员有 9 人，都具有较好的职业技能，尤其聘请著名修复

专家潘美娣老师来我馆工作，更加强了我馆的修复力量。在设施设备上，现有 6 台古籍修复

压平机，并配有古籍修复纸浆补书机、纸张纤维分析仪、洗画机、拷贝台 4 台、高级数码像

机 2 台、400 倍以上古籍修复专用显微镜、彩色数码扫描仪等的古籍修复必备的设备。在经

费保障方面，我馆每年都会对古籍修复投入专款，并有较为详细的经费预算，用以添购设备、

开展业务等，确保了古籍修复的正常开展。在管理机制上，制定了《古籍修复质量验收标准》、

《修复场所安全责任制》、《修复场所应急预案》等规章制度，并建立了古籍修复档案管理制

度，对古籍的收藏保护、交接管理、安全管理等有了较成体系的工作规范，并严格按照古籍

保护的制度予以执行。从以上几方面来看，我馆目前已经具备申报国家级修复中心的条件和

能力。 

汇报会后，两位专家实地考察了我馆古籍修复中心。宽敞整洁、设施齐备的修复室给两

位专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根据实地考察的情况，专家们对我省古籍保护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我省的古籍

保护工作设备设施先进、工作扎实细致。 

 

 

左起：唐桂艳、李勇慧、张木森、郝永利、赵炳武、冯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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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考察我馆古籍修复中心 

 
 
 
 

我省出色完成第二批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工作 

 

根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要求，我省在入选“山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第一批）和《山

东省珍贵古籍名录》（第一批）的基础上，于 2009 年 1 月 15 日，完成了第二批 “全国重点

古籍保护单位” 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工作。 

共有 34 家单位及个人的 1301 种上报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2 家单位上报第二

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序号 藏地 古籍藏量 善本藏量 
1 山东大学图书馆 313000 册 35000 册 
2 曲阜市文物局孔府文物档案馆    300000 册   10000 册 
3 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200000 册 15000 册   
4 青岛市博物馆 37976 册 17198 册 
5 济南市图书馆    160000 册 10000 册 
6 山东省博物馆   74000 册  20000 册  
7 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  100000 册 7300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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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泰安市博物馆 38600 册    10122 册 
9 烟台图书馆   23078 册 5386 册    
10 成武县文管所 2086 册 1406 册 
11 文登市图书馆 35607 册 5407 册 
12 淄博市图书馆 18000 册  3305 册 

 

 

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与山东省图书馆学会 

联合举办 09 年度全省古籍编目培训班 

为提高山东省古籍整理从业队伍水平，加快我省古籍普查及《中华古籍总目·山东卷》

编纂工作，2009年 5月 21日至 25日全省古籍编目培训班在山东省图书馆举办。山东省图书

馆馆长赵炳武、副馆长李勇慧出席了开班仪式。来自全省市县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高校

图书馆的 72位从事古籍保护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 

在开班仪式上，赵馆长要求学员们好好学习以推动本地、本馆的古籍保护工作顺利开展，

同时也欢迎大家对我省的古籍保护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李馆长则向学员们通报了全国

及我省古籍保护工作进展情况并安排了 2009 年的工作（详见附录《2009 年全国古籍保护工

作会议纪要》）。 

此次培训班开设的课程为：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讲授《古籍版本鉴定》，山东省图书馆历

史文献部主任杜云虹讲授《古籍编目与著录》，山东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唐桂艳讲授《古

籍基本知识与工具书的使用》。此外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还针对申报国家第二批珍

贵古籍名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答疑，并对国家第二批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情况和有关《中

华古籍总目·山东卷》的编纂体例进行了说明。 

在 24日举行的欢送晚餐上，文化厅社文处冯庆东副处长祝贺各位学员学习圆满结束，并

要求大家回去后抓紧古籍普查和《中华古籍总目·山东卷》的编纂工作。通过这次学习学员

们不但掌握了古籍编目的相关知识，而且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任务，进一步推进了我省古籍

保护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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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班仪式 

 
山东大学教授杜泽逊在授课 

 

古籍修复专家潘美娣在我馆传授修复技艺 

 

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推进，古籍修复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山东省古籍修复中心特

聘修复专家潘美娣老师指导我馆年轻一代的修复人员，于今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 5 日、4 月 14

日至 26 日，两次来我馆传授修复技艺。在讲课过程中，潘老师严格按照古籍修复流程，手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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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地教课，还重点针对一些破损较严重的情况提出了具体的修复方案并亲自操作，对于焦脆

书叶以及难以揭开书叶的处理方式让修复人员受益匪浅。在潘老师的耐心指导下，我馆修复

人员的修复技术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为将潘老师高超的古籍修复技艺完整地保存下来，山

东省古籍保护中心还派专人对潘老师授课过程全程录像。 

 

古籍修复专家潘美娣 

 

潘老师在指导我馆修复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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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009年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纪要 

 

4 月 13 日，2009 年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在浙江省嘉兴市召开。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会上

讲话，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副司长刘小琴，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陈力

对 2009 年古籍保护工作做了部署和说明。山东省文化厅社文处李军处长，山东省图书馆李勇

慧副馆长与来自全国各省文化厅、公共图书馆的近百名领导参加了这次会议。 

一、周和平部长讲话 

周部长强调，古籍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面临着许多问

题和困难。加大力度，积极有效地推进古籍保护工作，是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及广大古籍保护

工作者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一）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进展情况 

2008 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各地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

加强管理”的方针，建立健全组织机构，认真开展古籍普查、修复和人才培训，积极申报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古籍保护工作机制初步形成，呈现出良好的工作

局面。 

1、普查工作有进展 

（1）全国普查共 6 万条，山东省达 2.3 万条，普查量最多，占全国第一。 

（2）山东省已率先启动《中华古籍总目·山东卷》编纂工作。 

2、国家二批名录申报工作 

（1）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全国共上报 12119 部，比 2008 年国一批增加一倍。山东、

江苏上报国家的数据都经过本省专家评审，工作认真，数据准确。山东省上报 1301 条，占全

国十分之一强，属第一位。 

（2）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申报：全国共 124 家申报，山东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军科

等单位在改善书库条件后再次申报，显示他们高度重视这项工作。 

3、国家级修复中心筹建工作 

全国有 18 家单位要求在本地设立国家级修复中心，有 15 家条件基本达标，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正组织专家考察。 

4、人才培养扎实推进 

国家培训 900 人次，各省培训 2500 人。 

5、工作机制与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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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有 24 个省有联席会议制度。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及时编发简报。 

6、社会影响大 

政府网在线访谈、“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影响大。 
（二）存在问题 

但不可否认，目前古籍保护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比如，个别省的文化

行政部门对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没有将古籍保护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

程。古籍保护专业人员匮乏特别是编目、鉴定和修复人才短缺的问题突出。一些地方的古籍

保护经费投入十分有限，有些省份至今尚未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省级保护中心，影响了古籍

保护工作的整体进展。 
（三）提高认识，做好 2009年工作 

周部长强调，要提高认识，明确任务，认真做好 2009 年度的古籍保护工作。要围绕建立

健全古籍保护工作体系、工作机制这一核心，进一步加大力度，继续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1、提高认识 

保护好古籍是保护民族的根脉。但保护状态堪忧，虫蛀、酸化严重。修复人少，现有古

籍 3000 万，修复人员 100 人。 

2、抓紧开始普查 

09 年底普查平台数据达 5 万条。抓紧《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编纂。国家统一体例，

统一出版，经费由文化部出版，开总目编纂会议与编目培训班，按部类出版。这也是普查成

果展示。 

3、做好国二批评审工作，积极改善条件 

这两个名录评审是个好抓手，争取在 6·.13 文化遗产日公布。建立健全省名录评审机制，

可仿照非遗、文物评审机制进行。 

4、切实搞好古籍修复工作 

国家级修复中心在 6 月 13 日前公布。有条件的省可在市级设修复中心，不一定在图书馆

规范程序，科学有序展开。不能因修复出现损坏。一二级古籍修复要上报国家中心，做好方

案后再修。 

5、大力开展古籍人才培训 

09 年办 20 个班，以编目、修复为主。文化部启动“文献修复师”资格认证，在 10 月份

公布，与职称挂钩。推进古籍修复学历教育，设古籍保护实践基地。如舆图应展开存放，不

能卷起来放。蟑脑丸对人体有害，可用草药去虫。 

6、推动古籍保护法规法律研究： 

纸张、环境保护可在科技部立项，“国家级古籍保护实验室”已在文津街国图分馆建成。

加强国际交流，组织国外考察。推进古籍数字化，为社会提供方便快捷服务。“善本再造二期

工程”收书 570 种，各地也可做“再造”，如《广东大典》做得不错，这加强了地方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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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加强领导，确保今年工作落实 

加强宣传，尤其是在图书馆宣传周、非遗、国庆期间，要举办活动。 

二、陈力谈国家第二批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工作 

（一）近期工作回顾 

2008 年 7 月 28 日全国会议以来，做了如下工作： 

1、普查登记 

这是工作量最大的部分。平台开发完成，已开始试用装备。手工普查已 6 万条。 

2、国家一批名录公布与国二批名录评审 

（1）第二批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申报：各古籍收藏单位高度重视，山东大学等单位在

改善保管条件后积极申报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参与单位广泛，国一批主要为公共图书馆，

国二批申报单位中高校、文物系统占的比例多。 

（2）第二批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国二批申报名录是国一批的一倍。山东重视程度高，工

作做得好，扎实，山东省图书馆上报 700 多部。 

3、人才培养 

2008 年下力最多，见效最快。 

4、国家重点保护实验室筹建工作 

各地可带材料来共同研讨。国家购纸和纸浆补书机下发到各省中心和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二）2009年工作 

1、全面推进古籍普查工作。 

2、《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编纂。山东省已启动分省卷编纂工作。 

3、国二批评审，确立几个国家级修复中心。 

4、加大培训力度，09 年要举办 20 期。 

5、古籍修复师资格认证。 

6、古籍修复行业用品研制，推出系列古籍保护培训教材。 

7、加大宣传力度。 

8、“再造善本”二期工作。 

三、刘小琴副司长讲话 

周和平副部长讲话很全面，陈力副馆长讲话很具体。2009 年，要进一步加大厅级联席会

会议制度，文化厅要负责并发挥作用。省中心带动全省，发挥好指导管理职能。“文献修复师

资格认证”意义深远，日前，正在做考官专题库、考务、教材准备。要做古籍普查启动率调

查统计，即普查单位与收藏单位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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