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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暨“山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评审活动圆满结束 

 

首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暨“山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审活动自 2008 年 5 月开

始至 2009 年 1 月圆满结束。 

2008 年 5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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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报首

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和“山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通知》（鲁文群[2008]14 号），

要求各市做好申报工作。《通知》同时公布了《“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申报评审办法》和《“山

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评定办法》。这两个办法是参考国家、江苏、上海的标准，并结

合我省实际制定的。山东省珍贵古籍的评选标准，原则上与文化部颁布的文化行业标准 WH/T 

20－2006《古籍定级标准》所规定的一、二、三级古籍的评定标准相同，即山东省珍贵古籍

原则上从一、二、三级古籍内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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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非常踊跃，争 

相把自己的馆藏精品整理、拍照，报送材料到省古籍保护中心。省中心陆续收到 81 家单位（或

个人）的申报材料 9962 件。收到材料后，省古籍保护中心组织人力对材料进行分类整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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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书和申报照片进行按属地和类别归类、重新命名、录入电子表格，为下一步评审准备准

确、便捷的材料。 

面对如此庞大的数据、如此艰巨的任务，工作到底如何展开，采取何种思路，坚持何种

标准，是摆在工作人员面前一道棘手的难题。省中心一边积极探索，一边集思广益，先后于

2008年 9月 18日和 2008年 10月 13日两次召开驻济专家座谈会，就省名录的评审工作征求

专家的意见。专家们就评审程序、评选标准、成果、机构、经费等问题各抒己见，最终达成

了以下共识：一是保证质量，对我省各收藏单位三级以上近万部古籍进行评审时要保证质量，

尤其是著录标准要统一，版本鉴定要准确；二是确保进度，要在 2008年底前完成评审工作；

三是“分批公布”，根据情况，分批次公布；四是 “照顾各地”，为发挥各古籍收藏单位的

积极性，适当考虑不同区域。四大古籍收藏单位共同承担本次全省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山

东大学图书馆负责经部，济南市图书馆负责史部，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负责子部，山东省图

书馆负责集部与丛部。 

在四大馆核实数据的基础上，2008 年 11 月 7 日—9 日省中心组织初评会，邀请杜泽逊等

17 位专家，分成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宋元明和集部清五组进行评选，对所有待选材料逐

一过目，鉴定版本，考察文物性、考定资料性，确定初选结果。 

《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的初评工作凝聚了各位专家的心血和汗水，他们牺牲了周末与

家人团聚的宝贵时间，加班加点进行评选。初评期间正赶上周晶（原齐鲁书社副总编辑）老

师的生日，为了保证首批省名录在规定时间内按质量完成，他在紧张的评选工作中度过了自

己的 66岁生日。郑杰文（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老师发烧感冒身体不适，每天早上他

都是打完吊瓶就赶到省图书馆继续进行初评工作，没有因为个人原因耽误评选进度。专家们

兢兢业业，一丝不苟，默默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古籍工作者学习。 

初评结束后，根据专家组的意见，对拟入选数据进行最后的版本书影核对、同项归并等

工作。 

《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初评工作结束后，12月 29日下午，在山东省图书馆举行了“山

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初评。由山东省文化厅社文处副处长冯庆东、山东大学图书馆馆

长韩子军、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赵善伦、济南市图书馆馆长郭秀海和山东省图书馆馆长、

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赵炳武，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李勇慧 

6人组成的专家组对全省上报的 30家单位进行初评，根据收藏古籍的数量一般在 3 万册（件）

以上或收藏古籍善本数量在 1000 册（件）以上、有古籍专用书库、有专门的古籍保护机构和

工作人员及管理制度健全、有专项古籍保护经费四项标准从中确定了 24家单位进行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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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1月 10-11日，首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暨“山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

审活动在济南山东剧院隆重举行，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著名历史学家

安作璋，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杜泽逊、山东省图书馆馆长赵炳武等 20位专家参加了评

审。其中，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杜泽逊负责《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山东省

图书馆馆长赵炳武负责“山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评审。 

评审会最终选出首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3810条和首批“山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24家，并从中择优申报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301条和第二批“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12家。 

首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收录有山东省博物馆藏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明鲁荒王墓

出土文献，青州市博物馆藏明万历二十六年赵秉忠殿试状元卷，山东省图书馆藏明永乐南藏、

永乐北藏、清康熙刺血佛经、清内府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等。另外明代闵凌刻朱墨

套印本、明嘉靖刻本、清内府刻本等也基本收录在内。 

评审会上，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宗伟做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此次评审会时间紧、任

务重、责任大，我们在评审工作中一定要做到客观公正、严肃认真、保守秘密，确保评选活

动公平有序的进行。 

评审活动圆满结束之后，李宗伟副厅长又对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表示：此

次评审活动的圆满结束，标志着古籍保护进入新的阶段，我们不能重申报、轻保护，申报仅

仅是保护的开始，下一步我们要彻底摸清山东古籍的家底，逐步建立各级名录体系，解决古

籍的抢救问题，唤起全社会保护古籍的意识并探索入选首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古籍的

保护方法，为此就需要我们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认真学习国家关

于古籍保护的政策，在各自的岗位上推动古籍保护工作。 

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先生也对此次评审活动做了重要讲话，他提出

了评审中应着重注意的几个问题，并指出此次评审活动入选范围合理，评选程序严谨，评审

结果科学公平，对山东省古籍保护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提出了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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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暨“山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审会现场 

简    讯 

▲2008 年 12 月 2 日，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先生正式接收山东省图

书馆副研究馆员、历史文献部副主任唐桂艳为学生，并在山东省图书馆古籍阅览室举行了隆

重的拜师仪式。出席仪式的嘉宾有：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宗伟，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

导小组成员、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董治安教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主任陈红彦，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培训组组长王红蕾，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杜泽逊，山

东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李剑锋，山东省图书馆馆长赵炳武，副馆长李西宁、吕承睿、李勇慧、

周玉山、王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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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拜师仪式的全体嘉宾 

（前排左起李致忠、董治安，后排左起吕承睿、王玉梅、唐桂艳、王红蕾、 

杜泽逊、赵炳武、李宗伟、陈红彦、李西宁、李勇慧、李剑锋、周玉山）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和济南市图书馆等 52 家单位荣获

“2007-2008年度山东省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荣获“2007-2008 年度山东省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的代表领奖 

 

▲2008 年 12 月 22—26日，山东省图书馆选派历史文献部助理馆员陆健参加了由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举办的“第二期全国古籍普查平台应用软件系统登记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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