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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编                2011 年 6 月 30 日  
 

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古籍普查初级审核员培训班 

 

随着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全面展开，浙江省古籍普查工作目前也已

进入稳步、有序的推进阶段。为了进一步推进古籍普查工作，提高普



 

 2

查数据的制作质量，实现古籍普查、保护既定目标；同时，也为培养

出一支较强的古籍编目队伍，提高全省古籍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浙

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分批次举办全省古籍普查初级审核员培训。 

此次培训报名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条件，一是报名人员须参加过国

家或省中心举办的古籍普查培训班，有一定的古籍普查基础；二是报

名人员须是目前在古籍普查平台上进行数据著录者。培训周期为六

天，参加培训人员按照省中心普查组的要求进行普查著录实践，省中

心根据著录的数量和通过率进行考核，合格者颁发浙江省古籍普查初

级审核员证书；不合格者安排重新参加下一批培训，直至合格为止。 

目前，省中心共举办了三批初级审核员培训，共有 5人参加，杭

州图书馆仇家京和绍兴图书馆唐微最终通过省中心的考核、评定，获

得初级审核员的资格证书。 

 

 

全国古籍普查工作会议暨古籍保护技术交流会召开 

6月 21-22日，文化部主办的“全国古籍普查暨古籍保护技术交

流会”在南京召开。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领导、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

家委员会专家及各省（区、市）文化厅（局）社文处处长、各省（区、

市）图书馆馆长及古籍部（古籍保护中心）负责人共 120余人参加了

会议。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徐晓军、浙江图书馆古籍修复中

心主管阎静书、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典藏阅览部主任饶国庆、修复

部王金玉等应邀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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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社文司巡视员刘小琴出席会议并讲话，介绍了古籍保护

工作的进展及今后的工作安排，对下一阶段古籍普查和《中华古籍总

目》分省卷的编纂以及古籍的原生性保护工作，进行了动员和部署。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志清就大力推

进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和《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编纂工作做了具体部

署。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就《中华古籍总目》分

省卷的编纂工作做了说明。 

来自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局、武汉大学的 6位专家，分别就

古籍修复、古籍书库建设、古籍装具、文献脱酸、文献去霉及古籍

保护实验室建设等做了专题报告并现场进行答疑。天一阁饶国庆在

会上发言，介绍天一阁新书库建设及本馆古籍保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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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图书馆普查组组长陈谊博士 

介绍我省古籍普查经验 

 

受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李致忠先生的邀请，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

委派浙江图书馆普查组组长陈谊博士，在第三期“古籍普查与《中华

古籍总目·分省卷》研修班”（北京，5月 11-12日）和第二十八期

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重庆，5月 13日）上介绍浙江省古籍普查情

况及方法、经验。 

陈谊在课上介绍了浙江省古籍普查普查相关制度的建立、流程监

控、经费管理，并结合实际工作经验，介绍了古籍普查员必备的基本

素养，以及如何掌握普查技能、普查流程对普查工作的促进作用等。

课后，学员们就普查的相关制度规定、普查手册、普查补助经费及管

理办法、书影拍摄器材等，与陈谊进行咨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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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古籍普查书影拍摄架定购情况 

2010年 10月，浙江省财政厅下拨古籍保护专项补助经费，其中

为全省一、二类地区安排了古籍普查设备配置补助经费，分别是 2万

元和 1万元。根据省财政的安排，省文化厅社文处和省古籍保护中心

提出了普查设备配置标准，其中普查书影拍摄架由省中心统一安排定

购。7月初，厂家已向首批 7家单位派送 10台拍摄架。 

根据省财政的补助方案，全省共有 50 个县（市）属一、二类地

区。省财政的补助经费一般拨至该地区公共图书馆，但所购置的设备

由全县（市）古籍藏书单位普查共用，而非只供公共图书馆使用。为

了保证全省古籍普查数据，尤其是书影数据的一致性和规范性，古籍

普查书影拍摄架是必须购置的设备之一。根据拍摄架定购厂家的统

计，截止 6月底，共有 18家单位未签定购合同，6家未付预付款。 

各相关单位须尽快落实，以保证全省古籍普查整体工作顺利推

进。如有问题，可联系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联系人：童圣江，联

系电话： 0571-87988528，传真： 0571-87995860，电子邮箱：

jasont@126.com。 

已签定购合同单位 

浙江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浙江大学

图书馆、建德市图书馆、淳安县图书馆、宁波市图书馆、宁波市天一

阁博物馆、温州市图书馆、瑞安市图书馆、文成县图书馆、泰顺县图

书馆、嘉兴市图书馆、海盐县博物馆、桐乡市图书馆、平湖市图书馆、

嘉善图书馆、湖州市图书馆、德清县图书馆、绍兴图书馆、诸暨市图

mailto:jasont@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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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上虞市图书馆、嵊州市图书馆、金华市婺城区图书馆、义乌市

图书馆、浦江县图书馆、武义县图书馆、磐安县图书馆、永康市图书

馆、江山市图书馆、常山县图书馆、龙游县图书馆、舟山市图书馆、

台州市图书馆、临海市图书馆、温岭市图书馆、台州市黄岩区图书馆、

三门县图书馆、仙居县图书馆、丽水市图书馆、缙云县图书馆、青田

县图书馆、龙泉市图书馆、松阳县图书馆、遂昌县图书馆、云和县图

书馆、庆元县图书馆。 

 

 

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开展古籍修复情况调查 

为进一步了解浙江省古籍保护与修复现状，为下一阶段制订全省

古籍修复工作计划提供依据，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开展关于全省古籍

修复情况调查。目前只有少部分单位发回调查表，本报今附上调查表，

以供填写。 

调查联系人：阎静书； 

联系电话：0571-87988627，传真：0571-87988659； 

联系地址：杭州市孤山路 28 号  浙江图书馆古籍修复中心；邮

编：310007； 

电子邮箱：yanjs@zjlib.cn。 

 

 

 

mailto:yanjs@zj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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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古籍修复情况调研表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古籍收藏量  古籍破损量  

古籍破损情况（多选） 
□ 虫蛀  □风化  □书口破裂  □装订线断裂  □鼠啮 □受潮 

□ 发霉  □板结成砖  □破损缺失  

现在古籍修复人员数量： 
□无       □1名       □1名以上（请详细说明 ）              

现在古籍修复人员职业构成： 
□专职       □兼职      □其它（请详细说明 ）               
古籍修复人员培训情况： 
□ 接受国家级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修复培训 

□ 接受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修复培训 
□ 其它（请详细说明 ）                            
是否有专门的古籍修复场地： 
□无              □10-20平方米 

□20平方米以上——50平方米以下 

□50平方米以上 

修复场地内是否安装空调等设施 

□是           □否       □其它（请详细说明 ）              

是否有专业的大型修复工具 
□修复操作台    □裱画台      □压书机    □纸浆补书机 

是否有专业的基本修复工具 
□ 镊子  □毛笔  □木尺  □竹启子  □针椎   □敲棒  □钉板 

□工具刀  □喷壶  □铅块  □剪刀  □针   □排笔   □棕刷 
是否有专门的修复材料： 
□丝线   □竹纸   □棉纸      □封面纸      □薄皮纸  
□厚皮纸（纸钉纸） □其它（请详细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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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是否开展古籍修复工作 
□ 暂时没有 
□ 整理、维护（如穿线换面、书角展平、除尘等） 
□ 书页修复 

是否建有修复档案 
□否   □有，纸质档案   □有，电子档案    
□其它（请详细说明 ）               
如有开展修复工作，请填写 2008年至 2010年的修复工作内容及工作
数量 
·2008年整理、维护古籍（穿线换面等）          册； 
修复书页       页 
·2009年整理、维护古籍（穿线换面等）          册； 
修复书页       页 
·2010年整理、维护古籍（穿线换面等）          册； 
修复书页       页 
是否需要省古籍修复中心派人员指导 
□是                □否 

对于修复工作有何建议或要求：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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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交流 

按：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已举办三次古籍普查初级审核员培训班，今刊登部

分学员培训心得，以飨同行。 

 

2011 年 5 月 23-28 日，本人有幸参加了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举

办为期一周的初级审核员培训，经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同仁悉心指导，

圆满完成培训任务，获得初级审核员资格证书。现总结培训情况如下： 

1．著录程序得以规范。此次培训，通过平台实践的方法，采取

实地审核的形式，古籍甘肃数据实现了录入、传送、审核、反馈的同

步，第一时间发现著录问题，在老师的指导下得以一一纠正，从而规

范了著录细节的操作，明确了著录的基本要求，提高了著录正确率。 

2．著录数量得以提高。此次培训，在保证质量的同时，也要求

考核著录数量。通过现场老师及时答疑解惑，本人的著录数量也得以

大幅增加，一周内共计完成普查 18种，且通过一次审核。 

3．掌握了初级审核的基本要素，熟悉了审核流程，获得了一定

的实践操作经验，为更好地开展地市级馆初级审核奠定基础。 

当然，由于时间比较短，还是存在一定程度遗憾，如所接触的古

籍分类面比较狭，仅史部中杂史、传记两类；其次，审核能力也有待

于强化。这些，都有待于将来在古籍普查实践中进一步提高。 

——绍兴图书馆  唐微 

 

为期一周的由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初级审核员培训班顺

利结束。在各位领导、老师的关心下，本人古籍普查业务得到很大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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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由刚开始的懵懂到结束时做数据的熟练，进步很大。 

浙图的资源很丰富，各位老师经验丰富，悉心请教都能得到满意

的答案，且引申到我馆业务时，也能顺利解决。本人资历尚浅，提出

的问题也较基础，在印章辨识与版本识别两项上特别薄弱，经常由各

位老师帮助，得到许多方法，对以后单独作业有极大的帮助。 

培训有数据量的要求，本人在一周内共完成 12 个录入，虽全部

通过一审，但瑕小问题很多，须谨小慎微地对待日常工作。如果可能，

希望还有这样来浙图学习实践的机会。 

——海盐县博物馆  印一如 

 

我于 5月 20日至 5月 25日参加了省古籍保护中心组织的普查初

级审核员培训。此次培训形式为实际操作，即在省馆古籍部上普查平

台对古籍进行普查著录。 

此次实际操作，获益良多。首先是对普查著录新规则的熟悉与适

应，这为以后著录的规范性打下了基础。其次，老师们严谨细致的治

学态度让人深受教诲。而从提书出库、填单、鉴定、著录、审核到入

库点验的整个工作流程，有条不紊，各人责职分工明确，有据可凭，

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再有一点是，好好体验了一把拍摄台的便利与快

捷，使用拍摄台，实时显示，操作可见，最主要的是效率高，比之我

们现使用的扫描仪，节省了 N倍的时间。 

跟班实习，让我感受最深的还是省馆老师们的敬业与工作流程的

严密。至于对新规则，颇有点难以适应，主要是已经做了几年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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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旧的规则已了然在心，不经意间习惯占了上风。如此浩大的工程，

参与者众，虽然任何规则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一蹴而就，都要在实践

中修订、完善，但稳定为上，不然牵一发而动全身，如同舞龙，龙头

摆一摆，龙尾跑死人。现在最迫切的希望是拍摄台及相机的早日到位，

使用拍摄台，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

句话。 

——嘉兴市图书馆  沈秋燕 

 

2011年 6月 20-25日，我参加了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浙江

省古籍普查初级审核员培训。经过 6天的培训，使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也发现了很多不足，现总结如下： 

一．我古籍知识薄弱，很多基础知识都没有掌握，这次的培训，

使我扎实了古籍的基础知识。 

二．基本掌握了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的著录，为以后参加古籍普查

打下基础。同时也学到许多有用的知识，比如如何鉴定版本、拍摄书

影、查工具书、利用网络资源等等。 

三．经过这次培训，从各位老师身上学到了工作要认真、严谨、

负责、耐心。我还存在粗心大意等许多的毛病，比如打错字、漏做、

没有仔细查找对比等等。在以后的著录当中，我将努力改变这些毛病，

根据古籍普查著录细则，认真仔细完整的著录每一条记录。 

——桐乡市图书馆  顾钟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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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 5月 17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总编徐蜀、综合编辑室主任殷

梦霞考察浙江省古籍普查工作，就《中华古籍总目》编纂进行座谈。 

● 6 月 2 日，安徽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石梅、文化服务

部主任黄滨到浙江图书馆，考察古籍未编书编目及古籍普查工作。 

● 6月 23日，贵州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陈琳到浙江图书馆考

察古籍普查工作。 

● 5月 6日-6月 30日，第三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提高班在北京

举办，我省浙江图书馆王洁、杭州图书馆赵凌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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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