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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在合肥举办 

 

  为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做好古籍普查工作，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了第十期全国

古籍普查培训班。本期培训班由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承办，面向全省的古籍收藏单位招收

学员。本期培训班 10月 13日上午在安徽省图书馆开班，至 10月 28日结束，共计 16天。

期间外出考察 1天，普查平台系统上机实践 3天，普查表填写实践 1天。 

本期培训班共有学员 93人，分别来自安徽省内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博物馆、档

案馆、社科院图书馆等 5 个系统 59 家单位。学员中硕士研究生 8 人，本科学历 50 人，专

科学历 28人，大专以上学历占了全部学员的 92%。按职称及职务划分，副研究馆员及以上

20人，馆员 26人，馆长副馆长 13位。本期培训班的学员多，学历高，基本上都是来自古

籍工作一线的管理和采编岗位。 

培训班开设的课程内容涉及古籍的分类与编目、版本鉴定、名录申报、书影制作、再

生性保护、破损定级、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及思考、古籍普查平台系统的讲解及实践等诸多

课程，基本上涵盖了图书馆古籍工作的各个方面，对于指导基层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

古籍普查工作有重要的作用。安排上机实践 1 项：《汉文古籍普查平台登记系统讲解及实

践》，为时 3天。安排古籍普查实践 1项：纸本普查表填写。培训期间安排考察 1天，游览

参观皖中文化古镇肥西三河镇及晚清重臣李鸿章纪念馆。安排座谈一次，交流学习体会，

提出关于古籍保护及普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本次培训班安排的课程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授课质量好，实践效果好。

培训班的授课教师分别来自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单位，是

各自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他们精心准备课件，在系统介绍理论的同时，列举了大量

相关书影图版和实例，内容丰富生动。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李致忠先生、图书馆学家吴慰

慈教授分别为学员们讲授了《古籍分类与编目》、《电子资源与纸本资源的协调发展》。学员

参加普查平台的上机实践，安排一人一机。每位学员在平台上填报至少三部古籍，其中一

份由授课教师审核并通过。填报普查纸表基本上为二至三人一部古籍，共同商议完成。普

查表的填报质量由指导教师审核并通过，确保实践的质量。 

培训班的学员们都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按时上课，尊敬教师，课堂纪律好，表现

出良好的学习态度。大多数学员课堂上能够认真听讲，实践课提问踊跃，交流热烈。在学

习过程中，各组组长能够以身作则，认真学习，并协助组织者做好班务管理工作。整个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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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班的学习、实践及考察过程都体现出学员们良好的学风和纪律性。 

通过普查培训，学员们提高了古籍保护的意识，增强了理论素养和业务技能；促进了

不同系统、不同单位之间古籍工作者的沟通与合作。培训期间，学员们以严谨的学习态度、

良好的精神状态，充分展示了我省古籍工作者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整体素质。 

这次古籍普查培训总体上达到预期目标，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 

 

 

开班典礼 

 

课堂上的学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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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讲话摘要 

一、安徽省文化厅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姚安海讲话摘要 

安徽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古籍保护工作，长期以来对我省的古籍保护工作给予了大力

支持。去年六月十九号，省长王三运同志亲自视察了省古籍保护中心，并对我省古籍保护

工作做出重要指示。自古籍保护工作开展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重视，和有关部门

的共同努力下，在省古籍保护中心及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组的辛勤劳动下，我省古籍保护工

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在名录申报、人才培养、古籍修复、古籍宣传及古籍研究与开发

等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也受到文化部领导和省领导的认可。 

目前，我省已有二百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四家单位入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

单位。这是我们古籍工作者的骄傲，也是安徽文化实力的生动体现。古籍资源具有不可再

生性，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这些珍贵古籍文献，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安徽是古籍资源大省，古籍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今后需要做的事情还很

多。围绕建立健全我们古籍保护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这一核心，加大力度，继续扎实推进

各项工作。 

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先生讲话摘要（根据录音整理） 

中华古籍保护工作开展的面比较多，环节也比较复杂，其中有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最基础的工作，就是普查。这项工作做不好，其他的就难以开展。比如说名录的申报就是。

前两次我们都是用珍贵名录的申报来带动普查，往下再走就不是这样。应该说，我们原来

规划这个工作，是在古籍普查的基础上甄选珍贵名录。可是这个工作要有一个突破口来启

动，就以珍贵名录的申报来启动。 

我们下面有一个很大的项目，就是要编制《中华古籍总目》。现在整体规划设计这个《中

华古籍总目》，不拿到北京总编，而是出分省卷。按照同样的规则来进行，将来出版时汇合。

编这样一个目录，没有普查登记做基础，是编不出来的。分省出可以使各省的积极性都能

调动起来，而且在工作进度上、质量上，大家可互相比较，互相促进。古籍普查登记平台

设计的项目非常多，将来的《总目》要比这个平台简单。这个班是平台后验收通过之后的

第一个班，课程后面是安排讲解平台的使用。这个平台已经通过鉴定，大家就要用它。 

上海的《图书馆》杂志从去年开始组织了一个栏目，是反应我们图书馆界这六十年来

业务发展和业务成就，其中有一个建国六十年的古籍整理。找到我头上了，我就写了一个

图书馆界自建国以后这六十的古籍整理。我感觉有很多内容可以写。从五六十年代“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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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进军”开始，周总理开始注意到这个，讲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讲到了图书馆的重

要性。从这开始，这六十年走过来了，回顾起来，我们确实是做了不少的工作和努力。图

书馆的古籍整理确实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么再过四十年，等我们共和国一百周年的时

候，可能方方面面又要回顾。从六十年以后，这四十年，你取得了什么成绩。我就想到了

我们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我想内容比我们前六十年可能更丰富。那这后四十年的成果，

靠我们在座的去做。 

三、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陈红彦在开班仪式上的讲话摘要（根据录音整理） 

古籍保护工作开展二年多以来，从申报到普查，以及修复工作的各个方面，可以深切

地体会到，我们工作人员的数量和开展的工作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今年六月十一号在北京

中南海召开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刘延东同志向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和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的代表颁证颁牌，充分肯定古籍保护工作取得的进展和成绩，明

确要求各级政府和领导要重视古籍保护工作，增加资金和人员的投入。这次的古籍普查培

训班，实际上是落实会议的一次重要实践。我们说古籍保护工作任重道远，是一项长期的，

艰巨的，功在千秋的工作。通过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的评审工作，我们认为专业人才，特

别是高层次人才依然缺乏。所以我们的在职培训依然是近期工作的重点。希望通过大家的

共同努力，尽快地逐步提升整个行业的水平。 

以前的培训，很多学员反应，通过学习找到了古籍工作的路径。安徽的文化底蕴非常

深厚，安徽省中心的几位老师不但实践经验丰富，而且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和职业使命感。

安徽省图书馆领导对古籍保护工作十分重视，两年中开展力度也很大，工作成绩令人瞩目。

希望各位同行通过这次学习和交流使自己的古籍编目水平得到一定的提高。回到岗位以后

能够比较顺利地从事古籍编目工作。 

国家中心除了编目培训以外，还有鉴定、普查、修复等各方面不同系列的培训。希望

通过这样的培训培养出一批复合型人才，使我们古籍行业得到更大地发展。同时，我们也

在不断地努力开展与学校联合开办学历教育，通过学历教育能够为我们这个行业发展注入

更多的后备人选，同时也为我们在职人员进修提供一个很好的渠道，以便以后更长久地开

展古籍工作。 

零九年国家投入专项资金，希望能够启动《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的工作，也会建设

起一批国家级的古籍修复中心和国家级的古籍重点实验室，从而使古籍保护事业向科学化

和国际化发展。古籍普查平台在上个月通过了最终的验收，现在已经开始使用。我们这次



 6 

培训的一个重点，也是平台使用的操作培训。通过古籍普查工作能够摸清家底，为下一步

分级保护这些古籍提供一个清晰的数据和规划的基础。 

这次培训班是国家中心开办培训班以来第四个超过九十人的培训班。学员的数量比较

大，组织工作比较困难。希望大家互相配合，互相关照，通过学习，同行之间结下友谊，

促进以后的工作交流。希望各位把学到的东西，回去以后辐射给周围的同事，一起把古籍

普查和《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等各个方面的工作开展好，为中华古籍保护工作做出我们

更加积极的贡献。 

四、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阚华在结业典礼上的讲话摘要 

10 月 28 日，第十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在安徽省图书馆召开结业典礼，省古籍保护

中心副主任阚华全面总结了培训班的举办和学习情况，并对学员们提出了以下希望：  

1、做好古籍普查的宣传工作 

通过本次培训，希望你们真正认识古籍普查的重要性。认真做好古籍普查的宣传工作，

向领导宣传，向员工宣传，向同行宣传，向本地其他单位宣传。作为一个宣传员，把古籍

普查的重要性宣传出去，传播到四面八方，使家喻户晓。 

2、加强交流和合作 

通过 16天培训，大家相互认识、了解。以后我们要经常走动，同时通过培训班建立的

QQ群，以及电子邮箱、电话等方式加强交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3、脚踏实地做好古籍普查工作 

希望你们能够运用在培训班学习理论知识联系古籍普查实践，脚踏实地做好古籍普查

工作。同进做好传帮带工作，现在是学员，通过你们努力，将来有可能会变成老师，还要

传授未来参加学习的本单位同事，以及本地区其他单位的同仁。期待着大家回到本地区、

本单位以后，能继续保持良好的学习风气，把培训期间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日常管理中，

认真做好本单位的古籍普查、定级等工作，摸清家底，切实承担起对古籍的保护责任。 

4、迎接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工作。 

根据前两批的经验，年末或第二年初开始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工作。希望条件的成熟单位从现在开始准备，积极做好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工作，为我省第三批有更多的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和更多单位入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5、条件成熟的单位，建立古籍修补室，开展古籍修补工作。 

总之，我对各位充满了期待，能够把古籍普查这项工作开展起来，为我省古籍得到更

好地保护创造条件，使我省古籍普查乃至古籍保护计划得以顺利实施，使我省珍贵的文化

遗产得到很好地传承。为保护和整理文化典籍，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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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班满意度调查 

 

10月 28日，以无署名填写的方式向参加结业典礼的本期培训班非本馆学员 76人发放

了《第十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学员满意度调查表》纸质问卷调查表 76 份，实际回收 76

份。调查结果统计如下： 

 

项  目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非常满意率 

学习期间课程设置 61 14 1 0 98.7% 80.3% 

教师授课情况 63 13 0 0 100% 82.9% 

学习资料准备 68 8 0 0 100% 89.5% 

文具准备 71 5 0 0 100% 93.4% 

实践操作情况 64 12 0 0 100% 84.2% 

学习座谈交流情况 54 20 2 0 97.4% 71.1% 

承办单位接待工作 72 4 0 0 100% 94.7% 

学员住宿情况 60 16 0 0 100% 78.9% 

学习期间就餐情况 59 17 0 0 100% 77.6% 

考察活动安排 61 15 0 0 100% 80.3% 

 

从以上数据统计分析说明，本次培训的精心组织和举办得到了绝大多数学员的好评，

前 6 项学习方面指标的综合满意度为 99.3%，后 4 项生活方面指标的综合满意度为 100%，

各项指标均无不满意数据。可见，此次培训工作全程可控，成绩理想，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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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为今后的培训工作积累了经验。 

                              

学员代表结业感言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十几天的学习即将结束了，如同金秋这个收获季节一样，我们将带着丰硕的学习成果

回到工作岗位。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培训班全体 92位学员对各位老师的谆谆教诲、对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和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服务表示衷心的感谢！ 

回顾十几天的学习生活，我们有以下感受： 

第一、古籍保护工作首先需要的是责任心和敬业精神。图书馆工作是一种为人作嫁衣

的工作，古籍工作在图书馆内部又处于边缘地带，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古籍工作都是远离名利场的。而要做好古籍工作，首先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这就需要

责任心和敬业精神。在这方面，国家图书馆和省图书馆的各位专家、老师为我们树立了现

实的典范。 

第二、古籍保护工作需要科学精神和专业素养。从事古籍保护工作，仅有热情是不够

的。各位老师在上课时提到，有人请装裱师修复古籍，结果好心办坏事；有人在书影选择

中将翻刻本当成原刻本，结果以讹传讹。这些事例说明，要做好古籍工作，需要具备尊重

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和求真务实的专业素养。 

第三、古籍工作学无止境。古籍作为古代文献，记录的是中国古代文明，古籍本身也

富含大量文明信息。要做好古籍工作，就要不断地学习、实践，不断地充实、提高自己。

李先生和各位老师在课堂上的信手拈来、娓娓道来，就是在用事实告诉我们：古籍工作学

无止境。 

第四、我们的工作任重道远。我们皖西学院的古籍收藏是在普查的基础上申报国家珍

贵古籍名录才被外界知晓的，相信省内还有更多的古籍珍品等待人们去发现，去保护。所

以，我们的工作任重道远。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陈红彦主任在今年第八期《文物天地》

上发表了《传承与守望》一文，总结今年的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其中讲到：“我们用感恩的

心去延续前人的遗存，去传承中华的文化，去守望中华文明的一片净土，去呵护这些浸透

了血与泪的古籍，相信她们一定会融入更多中国人的心灵，培育更多中国人的精神。” 

李先生在开班典礼上讲到，他受邀撰写建国六十年来的古籍保护工作的回顾性文章，

并寄望建国一百年时的古籍保护工作。我们相信，在建国百年的古籍保护工作回顾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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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座各位学员一定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我们更期待，建国百年时古籍保护工作的

回顾性文章是由在座的某位学员来撰写。 

谢谢大家！ 

                 （皖西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舒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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