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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召开 

浙江图书馆受邀介绍全省古籍普查经验 

 

 

2010年 12月 20日，由文化部主办，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承办的

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表彰了入选国务院公布的第

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藏单位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总结

2010年古籍保护工作成果，部署下一阶段古籍保护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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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文化部副部长杨志今主持，文化部部长蔡武、国家民委副

主任丹珠昂奔、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

长齐晓飞、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

大宁等全国古籍保护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领导出席会议，向国

务院公布的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藏单位代表和第三批全国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代表颁发了证书和标牌。文化部党组成员、副部

长杨志今主持会议。 

蔡武发表重要讲话，他对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和工

作成果给予充分肯定，要求全国广大古籍保护工作者深入领会十七

届五中全会精神，认清形势，总结经验，进一步增强做好古籍保护

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正确处理古籍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关系，在

做好古籍保护、抢救工作的同时，充分挖掘古籍所蕴含的历史文化

价值，将古籍保护工作成果服务于当代社会，加大力度，突出重

点，推动古籍保护工作深入开展。 

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巡视员刘小琴总结 2010年全国古籍保护工作

进展情况，并提出 2011年古籍保护工作的重点。国家图书馆副馆

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重点介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下

一阶段的工作安排，在全面推进全国古籍普查、加快《中华古籍总目》

分省卷编纂进度、《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工作常态化、加强海外

中华古籍普查和少数民族地区古籍保护工作、推动中华医藏和《中华

再造善本》续编工作、加强人才培养和科研工作、建设“中华古籍资

源库”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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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还邀请了中国中医科学研

究院、广东省立中山大学、天津图书

馆和山东省图书馆等单位和地方的

代表，介绍了各自在古籍保护工作中

取得的经验。浙江图书馆副馆长、浙

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徐晓军从

前期的调研工作、有针对性地解决关

键问题和合理制订普查计划等方面，介绍了浙江省古籍普查工作开展

的相关情况。 

 

宁波市图书馆全面开展古籍整理工作 

 

为全面了解和精确掌握馆藏古籍的详细情况，充分认识馆藏特

色，挖掘开发其价值，同时也为了高标准地完成全国古籍普查任务、

实施浙江古籍保护计划，自去年 9月份起，宁波市图书馆启动馆藏古

籍的全面整理工作。 

为科学、有序地做好 10万余册古籍的整理、挖掘工作，宁波市

图书馆专门成立了古籍整理工作小组，制定了《宁波市图书馆古籍整

理方案》。本次古籍整理范围包括已登记编目和未登记编目的全部古

籍，清点的主要内容有书名、著者、索书号、现存卷、册数、版本等

信息，同时，市图书馆专门定做了樟木夹板，每清点完一种古籍，即

用夹板捆扎保护。 

徐晓军副馆长在会议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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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清点整理是古籍保护工作的基础，是古籍开发、利用与保护

的重要环节，将为宁波市图书馆今后进一步开展古籍征集和地方文献

数字化工作奠定扎实基础。 

（宁波市图书馆  汪岚） 

 

余杭区图书馆完成馆藏古籍清点工作 

善本搬入新书库 

 

为了进一步加强古籍善本的管理保护工作，杭州市余杭区图书馆

根据古籍典藏、保护的要求，近期设立了古籍善本专库，并已于近日

将馆藏古籍善本搬入善本书库。 

余杭区图书馆古籍善

本书库建设综合考虑了

科学、合理、环境及安全

等因素。书库设在图书馆

三楼古籍阅览室内，实现

了古籍善本与普通古旧

书籍、地方文献类现代图

书资料分别典藏，既方便读者前来查阅古籍资料，又便于工作人员对

善本集中进行防虫、防潮等管理与保护工作。此外，善本书库特别考

虑到安全问题，配备了防盜门、防盗窗、气体自动灭火系统等设备。 

此前，余杭区图书馆特藏部完成了馆藏所有古籍的清点工作。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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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清点范围包括线装古籍（含民国线装书）和影印四库全书等新古籍，

对种数、册数进行了详细记录和统计，并对古籍书目及目录卡片进行

了仔细校对。 

据此次清点统计，余杭区图书馆现藏有线装古籍（包括民国线装

书）2501种 10776册，其中善本有 85种 1001册，家谱 53种 95册

（本地家谱有 37种 58册，非本地家谱有 16种 37册），碑帖 67种

（编有《馆藏古籍碑帖目录提要》），其他影印四库全书等新古籍共

计 33种 3465册。 

此次清点工作使该馆古籍藏量有了更清晰、准确的反映，书目卡

片的著录更为准确。此次清点工作也将为该馆今后开展各种层面的古

籍普查工作、真正摸清古籍家底、切实做好古籍保护工作打下基础。 

由于部分古籍藏书破损严重，无法翻阅。为了解决既能保护古籍

又能满足读者需求的矛盾，余杭区图书馆对部分馆藏地方史志、史料

进行拍摄复制，为读者提供服务。共计拍摄《嘉庆余杭县志》等 6种

40册。 

（杭州市余杭区图书馆  卫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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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 年初，天一阁博物馆组织编写的《清防阁·蜗寄庐·樵斋藏

书目录》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该目录是继《新编天一阁书目》、

《伏跗室藏书目录》、《别宥斋藏书目录》后又一部重要的馆藏目录

类工具书。该书的出版将便利相关人员更好地开展文献利用与研

究。1957-1979年，张季言的“樵斋”、杨容林的“清防阁”、孙家

溎的“蜗寄庐”先后捐入天一阁后藏于一处，馆内统称“三家书”，

此次也一同出版，共收书目 2018部。（据天一阁博物馆网站） 

● 2月 12日上午，温州市图书馆举办该馆所编《温州历史文献

集刊》第一辑首发式。《集刊》采用以书代刊的形式，设文集、信札、

碑志、年谱、族谱、笔记、专题汇编等栏目，选题广泛，共计 50余

万字，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浙江图书馆副馆长徐晓军、温州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崔卫胜等 30余位领导、学者出席首发

式。（据温州市图书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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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