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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古籍保护工作简报  
 

2011年第 6期 

（总第 27期） 

 

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编                2011年 12月 24日  
 

第二期浙江省古籍基础维护培训班 

在云和县图书馆成功举办 

2011 年 11 月 11 日，第二期全省古籍基础维护培训班在云和县

图书馆顺利开班，来自全省 28家古籍藏书单位的 33名业务人员参加

了为期五天的培训，学习最基本的古籍修复技术。此次培训班由省中

心与云和县图书馆联合举办，目的是加强全省古籍修复人员的业务技

能，提高古籍修复的整体水平。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浙江图

书馆副馆长徐晓军、云和县文广新局局长张盼星、云和县图书馆馆长

潘丽敏等领导参加开班典礼。 

 
教师指导 



 

 2

浙江图书馆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主管阎静书、修复人员王洁担任

指导教师。培训的课程分理论和实践两部分。理论课主要内容有古籍

基础保护与管理、古籍维护整理的重要性、古籍修复原则与分期、修

复工具及设备、常用的修复材料、古籍修复及案例分析等；实践课主

要有修复档案的建立、纸张的辨别、浆糊的调制及保存、纸钉的制作

与装订、霉烂书页的托裱修复等。 

 
学员实践 

培训结束前，承办单位组织学员进行座谈。虽然培训时间仅有一

周，但学员们都表示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大量的实

践操作，大大增强了培训的效果。同时，学员们也从各自的实际情况

出发，提出了一些要求和建议：比如增加培训机会；希望省中心能建

立巡回检查工作制度，敦促各单位领导开展古籍修复、保护工作；省

中心能统一代购修复工具；建立纸张样本库；修复中心的老师能够深

入地县帮助建立修复室、指导工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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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培训成果 

 

 

浙江古籍保护标志征集工作完成 

为了更好地向公众开展古籍保护的宣传，也为了拓展我省古籍保

护工作的深度和广度，省中心向社会征集古籍保护标志图案，目前已

基本完成征集工作，正在修改并进行扩展应用设计。 

 

古籍保护标志入选方案 

2010 年省中心曾公开向全社会征集，由于参与人员多为平面设

计业余爱好者，投稿作品缺乏新意，最终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据评

选专家建议，今年省中心开展第二次征集活动。此次征集不再公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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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开放，而是邀请多方专业人员参与创作若干作品，最终进行评选。

最终，经古籍工作、平面设计等领域的专家评选、省文化厅确认，杭

州师范大学平面设计系的林国胜创作团队设计的图案入选为最佳方

案。 

 

 

浙江省文化厅开展古籍普查立项工作 

为积极推动浙江省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顺利实施，有效推进全省古

籍普查工作的开展，近日，省文化厅下发《浙江省文化厅关于开展全

省古籍普查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浙文社[2011]77 号），要求我省

古籍普查工作以项目申报的形式开展，并委托省中心负责项目的发布

和管理。 

《通知》规定，项目依据馆藏古籍数量（含民国时期传统装帧形

式的书籍）分为 A、B、C三类。古籍藏量在 3万册以下（不含 3万册）

的古籍藏书单位申报 A类项目；3万册以上（含 3万册）、10万册以

下（不含 10万册）的单位可申报 B类项目，最多可设立二个项目主

持人；10万册（含 10万册）以上的单位可申报 C类项目，最多可设

立三个项目主持人。 

为对应全省古籍普查方案的规定，《通知》要求项目申报完成时

间最晚不超过 2015 年年底。普查工作以《浙江省古籍普查手册》为

规范，所有普查数据合格与否以是否通过省古籍保护中心二审为准。 

古籍普查项目申报每年集中受理两次，时间为每年的 4 月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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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申报材料递交给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目前，已有嘉兴市图书馆、绍兴图书馆、天一阁博物馆、宁波市

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等 18家古籍藏书单位申报立项。 

 

 

《浙江图书馆馆藏稀

见方志丛刊》出版 

近日，《浙江图书馆馆藏稀见

方志丛刊》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

版。《丛刊》全书共 62册，从浙江

图书馆收藏的 2 千多种方志古籍

中，精选稀见方志 43 种，包括收

藏单位较少的省、府、州、厅县志

的刻本、稿本和抄本，价值较高的

乡土志，其中《中国地方志联合目

录》著录为孤本的有 16 种，未著

录的有 6种。此书的出版，将珍稀

文献化身千百，以方便广大社会公

众更方便地利用古籍，是浙江图书

馆古籍整理服务社会，古籍再生性保护的一项成果。 

 

 

温州地区古籍保护工作调研报告 

2011年 11月 16-20日，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徐晓军带领

省中心普查组陈谊、曹海花及修复中心阎静书、王洁前往温州地区开

展古籍保护调研工作，调研的内容主要是各馆古籍藏量、保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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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损情况、整理状况、各馆普查硬件条件配置情况、保护队伍建设状

况以及宣传古籍保护政策、建立业务联系。 

调研组一行先后调查了泰顺县图书馆、苍南图书馆、平阳县图书

馆、玉海楼、瑞安市图书馆、瑞安中学古籍室、伯温图书馆、文成县

图书馆、温州大学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并参观了浙江图书馆抗战

期间在文成县南田镇避难时的临时馆舍，还访问了曾在浙江图书馆工

作（1945-1962）、现年 91 岁高龄的朱炳华老先生及刘耀东先生之子

刘天健。 

一、各馆古籍藏量 

经各馆介绍及调研组初步查核，温州地区各馆的古籍藏量情况大

致是： 

温州市图书馆现存古籍近 20万册，善本 1万余册； 

瑞安市文物馆（玉海楼）现存古籍 3万多册，善本约 4000册； 

温州大学图书馆现存古籍 2万册； 

瑞安中学现存古籍 14700册； 

平阳县图书馆现存古籍近 1万册； 

泰顺县图书馆现存古籍近 4000册； 

文成县图书馆现存古籍约 1200册； 

苍南县图书馆现存古籍约 140册； 

伯温图书馆有少量古籍，来自文成县第一中学。 

二 、古籍库房建设情况 

1．泰顺县图书馆、平阳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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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立库房，与地方文献等合置一室，未封闭，有书柜，书籍无

装具，另放有工作台等杂物。其中平阳县图书馆库房与工作间分为两

室，两室相通。 

2．瑞安中学古籍室、文成县图书馆 

无独立库房，与地方文献等合置一室，未封闭，有书架，无装具。 

3．温州大学图书馆 

无独立库房，与影印古籍《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共置

于“古籍阅览室”，未封闭，有书柜，部分有夹板或函套等装具。 

4．玉海楼 

有独立的古籍书库，未封闭，没有恒温恒湿设施，在自然环境下

保存，防虫用樟脑精，善本与普通古籍共置一室，有书柜、书橱。 

5．温州市图书馆 

整个温州地区，温州市图书馆馆藏设施条件最好，设有独立库房，

安装自动消防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中央空调、中央除湿、安防

系统、防虫措施等，善本库采取了恒温恒湿装置。已入选全国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 

三、破损状况 

整体来看，县级馆古籍的破损情况较为严重，特别是泰顺县图书

馆，平阳县图书馆大部分未整理的古籍破损情况也比较严重。破损类

型多为虫蛀，线断、破皮也不少。 

温州市图书馆保存条件较好，古籍破损情况不严重，破损者

多为虫蛀，其中有一部元刻本破损严重，已被虫蛀成网状，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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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 

四、古籍整理状况 

泰顺县图书馆没有专门管理古籍的馆员，有请人整理的十六表格

式若干，书籍之前经过简单梳理，书中夹有签条，上有题名及册数，

古籍普查平台中现有 66条数据；有数册破损古籍已请人修复。 

平阳县图书馆有专门管理古籍的馆员，有简要目录（电子版）。

约有三四千册古籍已经整理、加工，签条上内容翔实，著录有分类、

题名、著者、版本、行款及丛书子目、每册卷次等信息。签条用浆糊

粘在古籍上，不宜提倡。 

瑞安市文物馆（玉海楼）早在上世纪 70年代便延请老先生按经、

史、子、集、丛五部对馆藏古籍进行分类编目，2007 年编《浙江古

籍善本联合目录》时曾上报二、三百种。现有专人保管、整理。古

籍普查平台中临时保存数据有 43条。 

温州市图书馆有纸本古籍目录，另编制有温州地方文献目录，

通过 OPEC系统可以在网上查询该馆古籍。未编书约有 3万册，已初

步整理，尚未形成完整目录。有一位从事修复工作 30 年的员工负责

古籍的修复。古籍普查平台中现有导入数据 1007条。 

其他各馆有不同程度的整理，如瑞安中学古籍室之前编过纸本

目录；文成县图书馆有少数古籍封面使用牛皮纸，牛皮纸为酸性纸，

不宜使用；温州大学图书馆有专人管理，有电子版目录。 

五、古籍普查条件 

1．硬件设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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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财政厅文件《关于下达 2010 年度古籍保护专项补助经费的通

知》（浙财教[2010]258号），温州地区有苍南县图书馆、永嘉县图书

馆、文成县图书馆、泰顺县图书馆、洞头县图书馆、平阳县图书馆各

获得普查设备配置补助经费 2 万元，用于购置普查设备。其中，翻

拍架由省中心统一购置配发，多已到位。而相机、电脑及普查必备工

具书等，除温州市图书馆外，大多还未到位。 

温州市图书馆翻拍架、相机、电脑及普查必备工具书等设备比较

齐全，已具备开展古籍普查的条件。 

2．人员配备 

温州地区参加过古籍普查与修复培训的有： 

参加过第一期浙江省古籍普查培训班的有温州市图书馆王妍、苍

南县图书馆王成槃、泰顺县图书馆夏风； 

参加过第二期浙江省古籍普查培训班的有温州市图书馆陈伟玲，

温州大学图书馆周汝英，瑞安市文物馆（玉海楼）林传壹、彭纪迈； 

参加过第十五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杭州）的有温州市图书馆

王妍，泰顺县图书馆陈玲，瑞安市文物馆（玉海楼）林传壹、庄程剑、

贾瑞新； 

参加过第二期浙江省古籍基础维护培训班的有苍南县图书馆兰

成美，温州大学图书馆周汝英，瑞安市文物馆（玉海楼）陈钦益、林

传壹，瑞安市图书馆林晓霞，平阳县图书馆毛小敏。 

鉴于各种原因，以上人员并未全部投入到古籍保护工作中。 

整体而言，温州市图书馆人员配置较齐，有一人负责修复，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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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事普查工作；玉海楼、平阳县图书馆、温州大学图书馆有专人

管理；其他馆人员配备情况不乐观。 

    六、结论 

（一）古籍保存现状 

古籍藏量悬殊较大，多者如温州市图书馆，有近 20 万册；少者

如苍南县图书馆，仅 140册左右。 

除温州市馆，其他各县古籍保存条件整体较差，不过大多数图书

馆都建了新馆舍，对今后古籍保存条件的提高奠定基础。与此相对应，

市馆古籍破损情况较轻，而保存条件较差的县馆古籍破损情况较为严

重。 

各馆的古籍整理或多或少都已开展，多数已编制古籍目录，这也

有利于以后开展古籍普查著录工作。 

各馆都有人参加过省中心或国家中心在浙江举办的古籍保护相

关培训班，但是除温州市馆外，其他各馆参加过培训的人员多数暂未

承担起本单位的古籍保护工作。 

除温州市图书馆外，其他各馆普查硬件设备大都不齐备，有待抓

紧配置。 

通过古籍普查平台中的数据检索，温州地区现在平台中有数据的

有三家：泰顺县图书馆、玉海楼、温州市图书馆。 

（二）工作建议 

根据上述情况，建议温州古籍保护工作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根据各馆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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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县级馆虫蛀较严重的现状，各县级馆的首要工作当为杀虫、

消毒，改善古籍的保存现状，以防破损情况恶化；而对藏量丰富、保

存条件及前期整理情况较好、普查设备较为齐全的单位，如温州市图

书馆，应该逐步展开古籍普查工作。 

2．加大古籍保护投入，改善古籍储藏条件，配备古籍普查所需

硬件设备。 

各县级馆的古籍库房条件还有待完善，古籍普查所需硬件设备还

有待配置，这需要各级政府给予财政上的支持。 

3．加强古籍修复人员的培训，对残损较严重且重要的古籍文献

进行修复。 

温州地区已有苍南县图书馆兰成美、温州大学图书馆周汝英、瑞

安市文物馆（玉海楼）陈钦益与林传壹、瑞安市图书馆林晓霞、平阳

县图书馆毛小敏参加过载云和县图书馆举办的第二期浙江省古籍基

础维护培训班。通过培训，他们掌握了古籍基础维护的技能，并期

待着得到进一步的培训指导。省中心应及时为这些参加过基础维护

班的学员提供古籍修复高级班的培训等，以切实有效地培养出一批

古籍修复人员。 

4．加强有针对性的古籍专业培训，培养稳定的古籍普查人员队

伍。 

到目前为止，温州地区各馆已有数人参加过普查班的培训，但古

籍保护工作人员岗位设置大多不稳定。 

除集中举办古籍普查培训班外，省中心还不定期地接待各基层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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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单位业务人员前来普查实践和交流。截至目前温州地区尚未有人员

前来。 

5．省市各级各部门统一行动，建立畅通的普查渠道 

经过改善馆藏条件、购置普查设备、对受损古籍进行初步维护、

培养一批古籍修复人员及古籍普查员，普查的条件已基本成熟，省市

各级各部门应统一行动，建立畅通普查渠道，大规模开展普查工作。 

6．加强古籍普查力度，在摸清馆藏家底的情况下，也应重视对

历史悠久的中学及民间藏书家收藏古籍情况的调查，尽可能摸清温州

地区古籍家底。 

此次调研的一大收获是发现了瑞安中学的 14700册古籍，再者文

成县图书馆及伯温图书馆有部分来自于文成县第一中学的古籍；温州

地区不乏民间藏书家，他们收藏古籍的情况也不能忽视。 

7．根据馆藏特色，建立古籍特色专库；开展宣传工作，如举办

各种展览，介绍古籍特点及文献价值等。 

在普查摸清家底的基础上，各馆可以根据古籍收藏特点进行文献

开发利用；建立古籍特色书库，以举办各种展览等形式进行宣传，介

绍古籍特点及文献价值，以提升、实现古籍的价值。 

（浙江图书馆  曹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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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 近日，绍兴图书馆整理的民国《绍兴县志资料》将由扬州广

陵书社正式出版。民国年间，绍兴县没有编成过正式的县志，但留下

了五百余万字的《绍兴县志资料》。资料分两辑，第一辑已在 1937-1939

年出版，第二辑因抗日战争而无法付梓。第二辑资料内容丰富、体例

完整，原始性、珍稀性特点尤其明显。出版民国《绍兴县志资料》是

绍兴图书馆文献开发的一个重要项目，从计划到出版，历时近二年。

全书采用影印线装的形式，共 15函 85册，编有目录、索引四册，方

便读者使用。（绍兴图书馆  鲁先进） 

● 按照《嘉兴市古籍普查工作方案（2010-2015 年）》（嘉文

[2010]54号）要求，日前，嘉兴市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就《嘉

兴市古籍珍本图录》（暂定名）签订出版协议。《图录》拟精选嘉兴全

市所藏古籍珍本，力争将嘉兴市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载体形态、

不同装帧形态的重要古籍全面展示出来。此书将于 2012年 8月底面

世。（嘉兴市图书馆  吴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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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省委宣传部、文化厅、省

财政厅、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民宗委、省人力社保厅、省文

化厅、省卫生厅、省新闻出版局、省档案局、省文物局、社会科学院 

送：各省古籍保护中心、省级图书馆 

发：省内各古籍收藏单位、基层公共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