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古籍保护 

 

工 作 简 报 
 

 

 

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编     2008年第 4期（总第 6期）    2008.10.9 

 

本 期 要 目 

 

◆ 我省代表入京参加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颁证暨“全国古

籍重点保护单位”授牌仪式 

◆ 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召开评审首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暨

“山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驻济部分专家座谈会 

◆ 首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暨“山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申报工作取得较大进展 

◆ 山东省图书馆接收济南郭店李经玉先生家传古籍百册 

◆ 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参与中国图书馆学会志愿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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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动态 

 

我省代表入京参加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颁证 

暨“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授牌仪式 

2008 年 7 月 28 日上午，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颁证暨“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授牌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出席仪式并讲话。她强调，古

籍保护工作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保护为

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扎扎实实做好有关工作。一要突出重点，全

面推进古籍保护工作。二要加强领导，形成多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合力。三要加大投入，鼓

励和带动社会资金参与支持古籍保护工作。四要大力宣传，在全社会营造古籍保护工作的良

好氛围。五要全面规划，认真做好地震灾区的古籍等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山东省共有 95种古籍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两家古籍收藏单位（山东省图书

馆、青岛市图书馆）入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宗伟，山东省

文化厅社会文化处处长李军，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李勇慧，青

岛市图书馆馆长冷秀云出席了颁证授牌仪式。 

 

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召开评审首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 

暨“山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部分驻济专家座谈会 

根据文化厅工作部署，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于 2008 年 9 月 18 日邀请部分驻济古籍专家

召开座谈会，就首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评选事宜征求专家意见。经过专家们的热烈讨

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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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座谈会，与会专家有：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杜泽逊、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

教授刘心明、山东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周洪才、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王恒柱、

济南市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普武胜。另外，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

李勇慧，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山东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杜云虹，山东省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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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山东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唐桂艳，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办

公室秘书王艳丽以及工作人员王珂参加了会议。 

 

首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暨“山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申报工作取得较大进展 

在文化厅领导的悉心关怀和各地市文化局、图书馆及古籍收藏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经过

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山东省首批珍贵古籍名录的数据申报工作基本结

束。截至 2008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17 点，74 家单位上交珍贵古籍名录申报书 9413 份，12 个

市 25家单位申报省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现将详情列表如下： 

 

地市 申报单位数 申报名录数 申报保护单位数 

济南市 12 家 4466 种 2 家 

青岛市 5 家 195 种 3 家 

淄博市 6 家 309 种 1 家 

枣庄市 1 家 51 种 1 家 

东营市 2 家 73 种 无 

烟台市 7 家 947 种 2 家 

潍坊市 12 家 601 种 4 家 

济宁市 5 家 609 种 2 家 

泰安市 5 家 1015 种 4 家 

威海市 1 家 151 种 1 家 

日照市 2 家 13 种 无 

德州市 2 家 39 种 1 家 

聊城市 1 家 23 种 无 

临沂市 1 家 84 种 无 

菏泽市 8 家 406 种 2 家 

滨州市 4 家 431 种 2 家 

总计 16 市 74 家 9413 种 25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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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图书馆接收济南郭店李经玉先生家传古籍百册 

2008年 8月 20日，山东省图书馆接收济南李经玉先生家传古籍 10种 100册。 

李经玉，济南市郭店镇李家西村人，现年 79 岁，济南造纸厂退休职工。近二十年来一直

对其祖上所留遗这批古籍进行整理研究，做了数万字的笔记。6 月 7 日，他到山东省图书馆

参观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山东省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珍品联展”暨“《中

华再造善本》珍品展”，并听了山东省图书馆邀请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在“大众讲坛”举办的

《古往今来话藏书》讲座，了解了“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的目的与宗旨，决定将家藏珍

本入归公藏，嘉惠士林。山东省图书馆对李经玉先生善举进行了褒奖。 

这批书全部是清代乾隆至咸丰年间的木刻本，其中三级以上古籍 3 种：清乾隆四十八年

味经堂刻本《应试新赋备要》，清乾隆二十一年吴仪洛刻吴氏医学丛书本《本草从新》，清乾

隆四十八年刘克昌刻本《善言纂要》。余有：清嘉庆五年五瑞堂刻本《诗韵珠玑》，清嘉庆十

三年刻本《试策徵实》，清道光刻本《臙脂牡丹》，清咸丰八年聚玉斋刻本《分类详注饮香尺

牍》，清文光堂刻本《资治新书全集》、《资治新书二集》，清刻本《尺木堂纲鉴易知录》。其中，

《善言纂要》、《试策徵实》两种书为山东省图书馆所无，《应试新赋备要》山东馆仅有嘉庆本，

《本草从新》、《诗韵珠玑》、《臙脂牡丹》、《分类详注饮香尺牍》虽所藏版本较多，但无李经

玉先生所收版本。李经玉先生多年对这批书尽心呵护，保存完好，其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都

值得重视。 

 

培训信息 

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参与中国图书馆学会志愿者行动 

2008 年 7 月 15—18 日，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山东省文化厅主办，山东省图书馆学会、

山东省图书馆、烟台市文化局共同承办的 2008’中国图书馆学会志愿者行动——山东省基层

图书馆馆长培训班在山东省烟台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市、县区的 150 余名公共图书馆馆长参

加了培训。 

为普及古籍保护常识和古籍基础知识，让各市、县区的公共图书馆馆长了解古籍保护以

及正在进行的古籍普查工作的重要性，7月 17日下午，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李勇慧为

馆长们讲授了《古籍保护与古籍基础知识》，并向学员们传达古籍保护工作的有关文件及精神、

古籍保护工作的进度，使学员们了解了古籍的基础知识和古籍保护的基本常识，明确了古籍

保护的重要性和今明两年古籍保护工作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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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写本《思益经》 

（山东省图书馆） 
 

 

 

 

 

简    讯 

▲2008年 8月 21—22日，淄博市文化局主办、淄博市图书馆承办首期“淄博市古籍普查

和保护培训班”。来自淄博市各区县图书馆、文物局（文管所）、博物馆（纪念馆）等单

位的共计 28人参加了培训并获得结业证书。 

▲2008 年 8 月 2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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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全国古籍普查平台应用软件系统登记培训班”。 

 

古籍常识 

  

稿本：指作者亲笔书写的自己著作的底本。分手稿本、清稿本和修改稿本。手稿本是由作

者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清稿本即誊清的稿子，包含两种情况：一是作者亲自誊清的，与

手稿本相同，也称手定稿本；另一种情况是他人誊清的本子，但经作者亲手校定并盖有印记

为凭。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本子上作者又进行修改，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

清后自己又进行修改，另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进行修改。这三种情况真正区分清楚并不容

易，所以常采用“稿本”作为通称。 

写本：缮写而成的书本。习惯上对宋及宋以前缮写、宋代以后著名学者及名家缮写、历代

缮写的佛道经卷等均称写本。历代中央政府组织编纂缮写的巨帙原本，如明辑《永乐大典》、

清修《四库全书》等，亦称写本。  

 

珍品介绍 

 

思益经唐代写本。卷端有缺损，钤有“阴

府所藏书画金石”，卷末题：“思益经 卷第三”，

钤有“阴府所藏書畫金石”、“阴弗所藏”。字

体朴拙秀美，应为唐代以写经为业的经生所

写。1987 年，顾廷龙先生来济南时，对山东

省图书馆的这件藏品再次作了鉴定。2008 年

已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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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本《方望溪先生文稿》 

（山东大学图书馆） 

                                                                           

                                                  

 

方望溪先生文稿清方苞撰，稿本。

此书为清代著名古文家、桐城学派开创

者方苞手稿，且经其手自改定删削。原

藏钱塘姚幼卿家，后辗转落于藏园傅增

湘先生之手，识跋于后，据其查考，该

书三十八篇文稿中，有三十篇不见于行

世各集。此书后复为现代著名藏书家冯

雄所得，有“南通冯氏景岫楼藏书”等

藏印。现藏山东大学图书馆。2008年已

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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