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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古籍普查和申报名录工作扎实推进 

 

安徽历史悠久，人文渊薮，典籍藏量丰富。据我们初步掌握的情况来估计，保存在各级图

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及民间的古籍线装书近 100万册以上，其中安徽省图书馆、安徽省博物

馆、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收藏的古籍数量均在 10万册以上。在 8月初全国古籍保护试

点工作会议上，57家试点单位中，我省有 2家入选。但是，跟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情况一样，

我省古籍保管条件差，许多古籍还处于自然状况保存之下。绝大部分图书馆没有特藏书库，没

有古籍修复人员。不少图书馆做不起专用书柜，许多古籍目前仍躺在纸盒或木箱里。古籍整理

和研究力量不足，省内许多藏书单位还没有进行完全细致的清点与编目整理。 “中华古籍保

护计划”的实施，让古籍工作者们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 

古籍普查工作正式实施以来，安徽省古籍普查和申报名录工作扎实推进。按时间划分，可 

分为三个阶段： 

5月 18日到 8月 4日是一个阶段。 

省图书馆两名同志参加了 5月底 6月初国图举办的第一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通过 20

多天的集中培训，在国内一流专家的系统讲授和指导下，更新了知识，掌握了技能。培训班结

束以后，该馆要求培训人员进一步巩固消化教材。同时，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宣传古籍保护工

作的意义，宣传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相关文件及工作进展情况。向业内人士宣传，向新闻媒体

宣传，向社会各界宣传。培训班结束以后，又着手酝酿和草拟制定普查工作方案，并积极在本

馆内试行。《全国古籍普查工作方案》公布以后，省图对照全国方案，在《安徽省图书馆关于

古籍普查工作实施方案》的基础上，制定了《安徽省古籍普查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普查

内容与任务分工及工作任务和工作要求。全省古籍普查工作由安徽省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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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统筹规划。设立安徽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聘任有关专家负责珍贵古籍的定级审核和

普查咨询工作。 

8月 5日到 9月 3日是第二阶段。 

按照周和平副部长在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工作会议上《抓好试点，加大力度，推动古籍保护

工作全面展开》的讲话要求，结合《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工作方案》，充分考虑安徽的实际情况，

省图书馆牵头起草了《安徽省古籍保护试点工作方案》。试点方案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详细说

明了试点的意义、目标、任务和时间安排等，确定安徽省图书馆等 10家古籍收藏较多、工作

基础和保管条件较好的单位为安徽省古籍保护工作试点单位，以承担先走一步，并带动全省古

籍普查和保护工作的任务。确定我省试点工作自 2007年 10月开始，至 2008年 9月结束，历

时一年。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调查研究工作，摸清情况，认真研究试点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

并有针对性地研究解决。 

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工作会议后，省图书馆按照会议精神，抽出两名同志从馆藏善本入手，

正式启动普查定级工作。积极筹建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及相关事宜。协助文化厅做好相关工作。 

9月 4日到 10月 8日是第三阶段。 

从 9月 4日开始，省图书馆提高要求，加大工作力度。历史文献部放下手头其它工作，集

中部门全体力量投入普查定级工作，积极准备《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工作。及时向文化

厅和有关部门汇报和反映有关情况。厅里对普查工作也非常重视和支持。9月 5日，主管厅长

专门召集省图书馆和省博物馆两个试点单位的工作会议，就试点工作和迎接督导工作作出具体

部署。 

9月 17日至 20日，迎接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工作督导组的检查。督导组在皖期间，我们充

分交流，虚心请教，获益非浅，为我们下一步普查定级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安徽的试点工

作也得到了督导组专家们的认可。9月 17日，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正式揭牌。中心设在安徽

省图书馆,负责全省古籍普查登记和培训工作,按照统一标准和教材培训本省普查人员,汇总并

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上报古籍普查报表，建立安徽省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形成安徽省古籍联

合目录。 

关于《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情况。省图书馆先从所藏 3000多种古籍善本中遴选珍品，

以初步掌握我馆一、二级古籍收藏情况。因为时间要求紧，我们以申报 100种为目标。我们先

做普查登记表（直接在纸本目录单上），在普查表基础上，按照文化部制定的统一格式，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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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书》。通过国庆期间的加班加点，到 10月 8日，安徽省图书馆向国

家中心提交申报名录 100种。同时也提交了“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书。 

10月 18日，安徽省图书馆副馆长、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阚华一行到安庆市图书馆、

桐城市图书馆进行调研，了解古籍普查工作开展情况，并就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

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情况进行交流和现场指导。 

下一步工作打算 

1、继续把古籍普查作为重点工作来做，扎扎实实做好本单位的试点工作，同时为安徽省

试点单位的方案实施和保护计划的全面开展、落实提供优质服务。 

2、切实行使省古籍保护中心的职能，争取专门召开一次全省古籍收藏单位会议，举办全

省古籍普查工作培训班。 

3、加大古籍人才培养力度，通过在职培训、政策倾斜和引进人才等方式，提高从业人员

素质，提高从业人员的积极性。 

4、加大古籍整理、研究、开发和数字化等工作的力度，使之为更多的世人所利用。 

5、加大古籍修复工作力度，设立专门岗位，挑选最合适人选到国家中心培训。 


	安徽历史悠久，人文渊薮，典籍藏量丰富。据我们初步掌握的情况来估计，保存在各级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及民间的古籍线装书近100万册以上，其中安徽省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收藏的古籍数量均在10万册以上。在8月初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工作会议上，57家试点单位中，我省有2家入选。但是，跟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情况一样，我省古籍保管条件差，许多古籍还处于自然状况保存之下。绝大部分图书馆没有特藏书库，没有古籍修复人员。不少图书馆做不起专用书柜，许多古籍目前仍躺在纸盒或木箱里。古籍整理和研究力量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