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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要 目 

 

◆ 山东省文化厅下发《关于在全省开展古籍普查工作的通

知》 

◆ 山东省文化厅召开全省文化局长会议，杜昌文厅长就古籍

保护工作做重要讲话 

◆ 我省 95 种古籍、两家收藏单位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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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文件 

《关于在全省开展古籍普查工作的通知》 

各市文化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

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鲁政办发[2007]81 号）

的精神，进一步推动我省古籍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省文化厅决定从今年 3 月起，在全省范

围内开展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普查工作的意义 

此次古籍普查工作，是建国以来在全省范围内进行的第一次全面深入普查，主要是全面

了解和掌握全省各级古籍收藏单位及民间所藏古籍的基本情况，对登记的古籍进行清点和编

目整理，并依据有关标准进行定级，为下一步建立全省古籍档案、确定省级珍贵古籍名录、

省级重点古籍保护单位以及推荐上报国家级珍贵古籍名录、国家级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等工作

打好基础。普查工作是古籍抢救、保护与利用的重要环节，对于建立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的有

关制度，科学有效地进行古籍保护，传承和光大齐鲁文化，促进我省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

强省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二、普查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此次古籍普查工作本着“统一部署，加强协调，全面展开，有序进行”的指导思想，由

省文化厅牵头统一部署，各市文化部门加强领导和协调，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展开。 

普查工作要按照“深入调查，摸清家底，严格鉴定，认真登记，突出重点，精心整理”

的原则进行，确保全面性、准确性。 

三、普查工作的范围内容 

（一）这次普查范围包括全省内公共图书馆、博物馆、高等院校图书馆、科研单位图书

馆、宗教单位图书馆等所有收藏古籍的公藏单位，个人或私人收藏机构也纳入普查范围。 

普查对象为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指辛亥革命（1911年）之前历朝写本、刻本、稿

本、拓本等，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印、排印的线装书籍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

其他特种文献如甲骨、简牍、帛书、金石拓片、舆图与民间谱牒、碑刻、文书（如契约、诉

状、规约）、应用文籍（如账簿、日记、书信、宗教科仪书、经文、药方、日用杂书）、民间

文艺作品（如唱本、剧本）等都列入本次普查范围。 

（二）本次普查主要内容包括：古籍基本信息、古籍破损信息和古籍保存状况信息等。 

（三）本次普查工作的执行标准主要有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制定的《古籍定级标准》、《古

籍普查规范》、《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图书馆古籍特

藏书库基本要求》等。上述标准和普查登记表由省图书馆下发各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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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普查工作的机制形式 

（一）省里建立由省文化厅牵头，省发改委、财政厅、教育厅、科技厅、民委、新闻出

版局、宗教局、文物局等部门组成的部门联席会议，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省文化厅。各市要

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和有关机构，成立专门班子，加强协调力度，组织本地的普查工作。 

（二）山东省图书馆负责全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负责汇总全省古籍普查成果，建立全

省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形成全省统一的古籍目录，开展全省古籍业务培训、学术研究等工

作。各市图书馆负责本市古籍普查登记工作。 

（三）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省部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依据本系统古籍普查实施方

案，参加各地图书馆统一开展的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民间收藏的古籍，可到所在市、县图书

馆进行登记、定级、著录。 

（四）为保证普查和整个古籍保护工作的科学规范，加强专业指导，我厅成立古籍保护

工作专家委员会，在普查工作中发挥咨询、指导、鉴定等工作。各市也要成立专家组，指导

本地普查和整个古籍保护工作，可根据实际需要邀请有关单位专业人员参与。 

五、普查工作的时间进度 

全省的普查工作从现在开始，到 2010年底结束。今年的普查工作重点主要是组建相关机

构、开展人员培训，初步掌握一、二级古籍状况。从 2009年开始，开展对二级以下古籍的普

查与汇总工作。各地要按照省里的工作进度，制定本地的普查工作规划，确保按时完成。按

照省里文件要求，列入国家古籍保护试点工作的 4个重点收藏单位，要在 2008年 7月底以前

完成普查定级工作。 

六、普查工作的几点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古籍保护和普查工作是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大事，各级

文化部门要站在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传承齐鲁灿烂文明、建设先进文化、和谐文化的高度，

加强对普查工作的领导，做到早部署、早着手、早落实。 

（二）加强队伍建设。要根据当地普查任务、人员素质、实际需要和面临问题，加强对

普查工作人员的辅导和培训，培养一支能够熟练开展普查和保护工作的专业队伍。 

（三）注意工作规范。在普查登记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程序，规范实施和操

作。各级普查机构对下一级上报的普查数据，要采取随机抽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法，严

格进行质量检查。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普查效率。 

（四）加大宣传力度。要积极做好古籍普查和保护工作的宣传工作，扩大古籍普查和保

护的社会影响力，注意发挥社会各界的作用，在全社会形成自觉普查的意识。 

各地普查工作中的有关问题，请与山东省图书馆联系。 

联系人：杜云虹、唐桂艳       电话：（0531）85590773。 

二ΟΟ八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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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动态 

 

山东省文化厅下发《关于在全省开展古籍普查工作的通知》 

  2008 年 3 月 5 日，山东省文化厅下发《关于在全省开展古籍普查工作的通知》，通知

要求从今年 3月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到 2010年底结束。今年的普查工

作重点主要是组建相关机构、开展人员培训，初步掌握一、二级古籍状况。从 2009年开始，

开展对二级以下古籍的普查与汇总工作。各地要按照省里的工作进度，制定本地的普查工作

规划，确保按时完成。按照省里文件要求，列入国家古籍保护试点工作的 4个重点收藏单位，

要在 2008年 7月底以前完成普查定级工作。 

 

 

杜昌文同志在全省文化局长会议的讲话 

2008 年 3 月 13 日，山东省文化厅召开全省文化局长会议，杜昌文厅长出席会议并做了

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针对古籍保护工作提出了七点要求：一、尽快建立组织协调机构；二、

搞好人员培训；三、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四、全面展开古籍普查；五、摸清全省古籍现状，

建立古籍档案；六、依照有关规定健全保护措施；七、积极做好国家珍贵古籍申报工作。 

 

 

我省 95种古籍、两家收藏单位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及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国务院于 2008 年 3 月 1 日批准颁布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2392 种及 “全国古籍

重点保护单位”51 家。我省共有 95 种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两家收藏单位（山东

省图书馆、青岛市图书馆）入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详目见第三期《简报》） 

 

古籍常识 

 

活字本：活字印本的简称。选用单体活字，按照书的内容，摆成印版，敷墨覆纸印成的书

本。按照活字制作材料的不同，分为泥、木、铜、锡、铅活字等。活字印刷是宋仁宗庆历时

（公元 1041-1048 年）毕昇所发明，用胶泥制字，火烧使坚，摆版印刷。这一发明较德国谷

登堡使用金属活字排版早四百年。元代又创制木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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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印本：套色或套版印成的书本，包括套色印本和套版印本两种。早期为一版分色套印，

元代以后发展成两版或多版分色套印。 

 

珍品介绍 

 

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目录四十卷清蒋廷锡、陈梦雷等辑，清雍正四年内府铜活字印本。

是清修最大的一部类书，不仅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体例最完整的一部古代类书，也是我国

铜活字印刷史上卷帙浩繁、印制精美的代表作。山东省图书馆藏此本蓝绫书衣，黄绫书签，

包角，系用太史连纸印成，印刷精良，装潢富丽，足显皇家气派，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清雍正四年内府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 

（山东省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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