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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古籍保护工作简报  
 

 2010年第 6期 

（总第 21期） 

 

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编                2010年 12月 20日  
 

2010年浙江省古籍保护专项补助经费下发 
 

日前，浙江省财政厅和省文化厅联合下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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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专项

补助的对象是：2010年全省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

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者，全省一、二类地区普查设备配置补助。 

今年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

补助标准与前两批一样：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者，每部 2000

元；入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者，每家 10万元。 

根据省古籍保护中心的估算，全省古籍普查设备的配置标准每套

约 2万元，根据通知要求，全省一类地区全部由省财政补助；二类地

区省财政补助 1万元，当地财政补助 1万元；三类地区则全部由当地

财政补助。这项补助经费到位后，我省古籍普查将按照基本一致的设

备进行，这对于提高普查数据制作的一致性及今后编纂《中华古籍总

目（浙江卷）》的准确性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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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度古籍保护专项补助经费分配表 

单位：万元 

市县 单位 

珍贵古籍保护补

助 

重点古籍

保护单位

补助 

普查设

备配置

补助 

其他补助

（注） 
合计 

册数 补助金额 

省级小计       177.6 
浙江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 158 31.6   120 151.6 
浙江省博物馆 浙江省博物馆   10   10 
浙江省中医药

研究院 

浙江省中医药研

究院 
1 0.2    0.2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图书馆 79 15.8    15.8 
杭州市小计       7.4 

杭州市本级 
杭州市图书馆 7 1.4    1.4 
西泠印社 5 1    1 

桐庐县 桐庐县图书馆    1  1 
临安市 临安市图书馆    1  1 
建德市 建德市图书馆    1  1 
淳安县 淳安县图书馆    2  2 
嘉兴市小计       1.6 
嘉兴市 嘉兴市图书馆 3 0.6    0.6 
海盐县 海盐县图书馆    1  1 
绍兴市小计       2.8 
绍兴市 绍兴图书馆 4 0.8    0.8 
嵊州市 嵊州市图书馆    1  1 
新昌县 新昌县图书馆    1  1 
湖州市小计       4 
安吉县 安吉县图书馆    2  2 
长兴县 长兴县图书馆    1  1 
德清县 德清县图书馆    1  1 
金华市小计       12.4 
金华市本级 金华市图书馆    2  2 
婺城区 婺城区图书馆    2  2 
武义县 武义县图书馆    2  2 
磐安县 磐安县图书馆    2  2 
义乌市 义乌市图书馆 2 0.4    0.4 
兰溪市 兰溪市图书馆    1  1 
东阳市 东阳市图书馆    1  1 
浦江县 浦江县图书馆    1  1 
永康市 永康市图书馆    1  1 
台州市小计       8.2 
临海市 临海市图书馆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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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市 温岭市图书馆 1 0.2    0.2 
玉环县 玉环县图书馆    1  1 
仙居县 仙居县图书馆    2  2 
天台县 天台县图书馆    2  2 
三门县 三门县图书馆    2  2 
温州市小计       16.2 
温州市本级 温州市图书馆 6 1.2    1.2 
瑞安市 瑞安市文物馆 15 3    3 
苍南县 苍南县图书馆     2 2 
永嘉县 永嘉县图书馆     2 2 
文成县 文成县图书馆     2 2 
泰顺县 泰顺县图书馆     2 2 
洞头县 洞头县图书馆     2 2 
平阳县 平阳县图书馆     2 2 
衢州市小计       14 
衢州市本级 衢州市图书馆     2 2 
柯城区 柯城区图书馆     2 2 
衢江区 衢江区图书馆     2 2 
龙游县 龙游县图书馆     2 2 
江山市 江山市图书馆     2 2 
常山县 常山县图书馆     2 2 
开化县 开化县图书馆     2 2 
丽水市小计       18 
丽水市本级 丽水市图书馆     2 2 
缙云县 缙云县图书馆     2 2 
青田县 青田县图书馆     2 2 
龙泉市 龙泉市图书馆     2 2 
景宁县 景宁县图书馆     2 2 
松阳县 松阳县图书馆     2 2 
遂昌县 遂昌县图书馆     2 2 
云和县 云和县图书馆     2 2 
庆元县 庆元县图书馆     2 2 
舟山市小计       10 
舟山市本级 舟山市图书馆     2 2 
定海区 定海区图书馆     2 2 
普陀区 普陀区图书馆     2 2 
岱山县 岱山县图书馆     2 2 
嵊泗县 嵊泗县图书馆     2 2 

全省合计 281 56.2 10 86 120 272.2 

注：浙江图书馆其他补助 120万元，具体项目包括：古籍普查补助 35万元、培训补助

30 万元、省古籍保护中心工作经费补助 25万元、浙江省中央修复材料库修复材料费 30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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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古籍保护标志专家评审会召开 

 

12月 14日上午，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组织有关业内专家，对浙

江省古籍保护标志征集活动的应征作品进行评审。 

 

今年 8月，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古籍保护标志

图案，截止 11 月初，省中心共收到来自全国各行业的作者投稿 200

余件。省中心先在业内匿名初选出一部分作品，然后邀请平面设计、

古籍保护等领域的相关专家作进一步评审。 

此次专家评审组成员有：浙大人文学院艺术系王小松教授（组

长）、中国美院艺术人文学院教授范景中、浙大古籍研究所教授张涌

泉、崔富章、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胡小罕和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

员余子安。经过评审，专家组一致认为，此次入围评审范围的标志图

案与省中心的要求有一定的距离,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难以很

好地反映浙江省古籍保护的特点，因此，没有产生入围作品。专家建

议省中心，可继续进行标志征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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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古籍保护情况调研报告 

 

衢州市古籍普查调研报告 

 

市辖各馆古籍收藏之现状 

2010年 5月 31日至 6月 4日，笔者对衢州市所辖四县二区进行

全省古籍普查全面启动前的调研。此前，开化县图书馆余宗明馆长来

省馆，言及馆藏古籍约有七千余册，多有受潮及虫蛀现象，请馆里派

人前去鉴定，并帮助该馆制定保存及修复方案，于是，促成了笔者衢

州之行。 

开化县图书馆 

开化馆古籍存放分两种情况：一是木制书箱迭加摆放，此类多是

单本及残损严重的书籍；另一种是用玻璃书橱装储，此类专放民国间

商务印书馆所印《四部丛刊》一至三辑及《四部备要》。 

整理程序：首先按版本类型分成抄本、刻本（包括清代活字本）、

石印本、铅印本四类。再将抄本、刻本中完整及残缺者分开，统计种

数、册数。石印本、铅印本由于量大，一时难以检理清楚，留待以后

处理。 

经统计，开化县图书馆现藏古籍中抄本 11种 33册（其中 3种疑

似稿本），刻本 92种 470册（含 2种日本刻本，不包括破损程度较大

的《皇清经解》200余册）。 

该馆目前古籍保存的基本情况是：第一，没有专门的书库；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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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专门管理人员；第三，古籍残损情况严重。由于经费投入及管理

等问题，该馆古籍在相当长时间内无人管理，致使大量书籍虫蛀、霉

烂，有的甚至已成为书砖、书饼，册册粘连，无法揭开。 

现任余馆长非常重视，并且亲自参与整理工作，针对现状，余馆

长拟采取以下举措： 

（1）拨出 20平方米房间，按古籍专用库房进行装修，配备消防

设施及恒温恒湿设备；（2）购置三十个樟木箱，专门放置古籍；（3）

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管理；（4）对馆藏古籍进行规范的登记著录，建立

数据库并拍摄书影，积极配合全省古籍普查工作。 

常山县图书馆 

常山县图书馆在古籍储藏及管理上有较好的基础： 

（1）已有馆藏古籍简要目录。常山县图书馆现藏 3628册线装古

籍，1971年 8月曾编制《战备图书总目录》，著录项目包括书名、作

者、版期、版次、册数，并备注存残情况； 

（2）有专门储藏书库及专用书箱。今年 6 月常山县档案馆、图

书馆、文物库房综合楼竣工交付使用，专门辟出古籍专用库房，配有

恒温恒湿及泡沫消防设备； 

（3）有专人负责古籍管理和编目工作； 

（4）对古籍保护和普查的认识水平较高。新任叶馆长及今年三

月份参加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的徐明同志，对开展全省古籍普查工作

都有很高的积极性。 

衢州市图书馆、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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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图书馆馆内没有古籍收藏，古籍现藏于衢州市博物馆，因

事先没有联系，故此次没有参观市博物馆的计划。衢州市图书馆黄祖

祥馆长对于古籍普查非常支持，馆内现有王智勇、倪晶晶两位工作人

员，曾参加全国及全省古籍普查培训班，有一定古籍知识并对古籍普

查有较高认识。因为没有看到古籍，所以只是针对全省古籍普查任务

进行了动员和一些技术性交流。 

龙游县图书馆、博物馆 

龙游县图书馆的古籍工作已经有所开展： 

（1）编制现藏古籍目录。为响应全省普查工作，龙游县图书馆

已经将现藏古籍目录上传至省古籍保护中心，现有目录两页，共计

30余种 40余册； 

（2）有专人负责。方燕飞同志毕业于温州师院中文系古代汉语

专业，现在专门负责古籍普查，虽专业知识较为薄弱，但学习积极性

高，对古籍兴趣较浓厚，只是没有参加过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所以

在普查具体操作程序方面尚属新手； 

（3）有专门储藏书库。龙游县所存古籍现储藏于龙游县博物馆，

博物馆二楼有书橱五个，其中三个藏有线装古籍，多为民国间石印本，

亦有抄本 2种，刻本数册。 

（4）对古籍普查有较为成熟的思考。馆长黄胜元同志原系县博

物馆党委书记，因为有博物馆工作的经验积累，认为文物普查有许多

想法和实践经验值得古籍普查借鉴。比如：启动普查，经费要到位；

政府各部门要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对相关人员要进行初步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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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只停留在对普查员的培训上；分步进行，分层审核，分等级进行

有计划的调查。 

江山市图书馆、博物馆 

江山市图书馆没有古籍收藏，所存古籍现均储藏于江山市博物

馆。市图书馆现有两名经过培训的普查员（方达峰、王冬琴），因无

古籍，故普查工作尚未启动。 

江山市博物馆所藏古籍保存在文物库房内，由朱丹青馆员兼管。

经图书馆及博物馆两馆长接洽，笔者得以进库观看。市博物馆所藏古

籍已经编目，并经朱丹青复核，现存 3千余册，清代刻本较多，亦有

抄校稿本、地方家谱族谱及抄刻佛经。朱丹青馆员系杭州大学图书馆

学专业毕业，未参加过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因博物馆新馆建成，近

期搬迁，故未能逐一翻检。博物馆毛馆长介绍说，新馆为古籍辟有专

门库房，有恒温恒湿及泡沫消防设备，面积约七十平方米，将来由朱

丹青专门负责管理。 

分析与建议 

经过一周的实地调查，笔者对衢州市辖二区四县古籍现存情况及

收藏状况都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由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看出： 

（1）古籍藏量有限，规模较小。据初步估计辖区内现存古籍约

有 4万余册（开化 7千余册、常山 3千余册、衢州市 2万余册、江山

3千余册、龙游百余册）。 

（2）现存古籍收藏单位不一。开化、常山在图书馆，衢州市、

龙游县、江山市三处均藏博物馆，因此对参与古籍普查的单位需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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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落实； 

（3）古籍储藏条件较差，残损情况较为严重。凡收藏于图书馆

的古籍多有不同程度的虫蛀和破损现象；储藏于博物馆的古籍由于对

其价值认识上的差异，在收藏与管理上也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 

（4）馆藏古籍目录编制尚有待进一步加强。辖区内除衢州市博

物馆情况未明外，开化尚未完成初步财产登记，常山、江山两处有目

录，但都是七八十年代所编制，龙游为新编目录，十分简略，并且都

没有著录行款、尺寸等信息； 

（5）古籍管理尚有待进一步明确，馆藏古籍专人负责制度尚未

普遍建立。有些曾参加省内古籍培训的馆员，回馆后没有从事专业工

作。 

虽然如此，在此次调研中，笔者还是感到衢州市开展古籍普查工

作的前景是十分光明的，这主要体现在： 

（1）各级馆长重视普查工作。在调研中发现，从市馆馆长到县

馆馆长对古籍普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都有相当程度的认识，衢州市图

书馆黄祖祥馆长、开化县图书馆余宗明馆长、常山县图书馆叶馆长、

龙游县黄胜元馆长、江山市图书馆毛馆长都表达了对古籍普查的重视

和推进普查工作的决心； 

（2）各位普查员对普查工作具有高涨的积极性。经过笔者深入

了解得知，除客观因素外，各位曾参加过普查培训班的普查员对启动

全省古籍普查工作都有较高的积极性和较强的责任心、使命感； 

（3）经验借鉴较为丰富。辖区内古籍多藏于博物馆，普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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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博物馆人员参与其间，而开化、龙游两县图书馆馆长都曾经在文

物部门工作过，文物普查经验的丰富积累，对古籍普查，尤其是民间

私藏家谱、族谱、医书、农书、舆图、档案、拓片等地方文献类古籍

普查，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  陈谊） 

 

丽水市古籍普查调研报告 

 

2010年 10月 18日至 23日，笔者在丽水市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古

籍普查调研。此行主要目的有五： 

一是建立古籍普查业务联系，二是了解各馆古籍藏量与质量及损

坏程度，三是调查是否有专职古籍从业人员，四是介绍古籍普查平台

著录情况，五是宣传古籍保护政策。 

另外一个重要的收获是，走访了云和县大坪乡浙江通志馆旧址—

—梅园，以及浙江图书馆在龙泉县的两处藏书遗址：□（石+达）石

乡的季边金家祠堂——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暂存处和锦溪镇的

“文革”战备书库。 

市辖各馆古籍收藏现状 

缙云县图书馆 

缙云县图书馆钭伟明馆长对馆藏古籍及地方文献兴趣很大，亲自

负责本馆古籍工作。该馆现藏古籍约 7000 余册，为丽水市辖各图书

馆藏量最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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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实地查看，馆藏古籍保存状况尚属良好： 

有专门的古籍书库；有书本目录 1册及卡片目录，可供读者查阅，

该馆网站上亦可查询古籍书目；尚有未分编书两架；馆藏书中学术书

较多；没有专门管理古籍的馆员，现由馆长负责管理及普查；古籍破

损程度较轻，主要是虫蛀。 

馆藏古籍中比较重要的有： 

清代缙云学者郑赓唐所撰《读易搜十二卷》，清光绪四年五云松

溪刻本，为地方著述及刻书的代表性文献，馆藏两部，一全一残。 

《缙云县志》，清光绪二年刻本。 

《十三经注疏》数种，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如《春秋左传注

疏六十卷》、《春秋谷梁注疏二十卷》、《仪礼疏十七卷》（存卷六至十

七）、《周易注疏九卷》，封面有“醉珊”墨笔题款。 

清人王宗炳辑《金华征献略二十卷》，雍正壬子年镌，婺东藕塘

贤祠藏板，存一至六卷计三册，传记类相对完整。 

丽水市图书馆 

丽水市图书馆馆藏古籍约 3000 余册，现由江永强副馆长负责管

理。该馆有张根明一人专门负责古籍修复，已有部分修复成果，并编

有修复档案。 

该馆曾接受李震宇捐赠古籍图书二箱，百余册。有赠者抄写书单

一纸，尚未编目。该馆古籍尚未有完整目录，藏书有一定程度破损。 

馆藏亦有部分善本，如《白香山诗长庆集》（存 1 册，卷十八至

二十、后集卷一至二），清康熙一隅草堂刻后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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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中学图书馆 

丽水中学图书馆藏古籍约 2000 余册。有专门古籍书库，樟木书

柜，但橱板未晾晒干透而发霉，对古籍有所损坏。现由夏晓春馆长负

责管理。馆藏古籍主要为常见经、史部书，有十三经、十通、《玉海》

等。 

云和县图书馆 

云和县图书馆馆长潘丽敏与地方文献研究馆员梅和娟负责古籍

普查。该馆现藏古籍约 4000 余册，目录尚在编写。其中道教抄本较

多，属于较有特色之馆藏。该馆藏书破损较严重，普遍虫蛀厉害，已

有数种粘连，无法揭开，保护修复任务较为急迫。笔者建议书库需经

常通风，按册清理登记，轻轻翻动书叶。该馆已与县档案馆联系，借

用杀虫除霉设备进行处理。 

该馆另藏有数量不少的畬族文献，并与畬族文献传承人蓝观海建

立良好联系，已经复制蓝氏手钞畬族歌曲数种。 

馆藏重要古籍有： 

《唐宋八大家类选》，清乾隆刻本，存卷一、二、四、六至八。 

《百美新咏》1册，清乾隆刻本。 

《周易述义》，清乾隆刻本，存卷三至四。 

《柳氏宗谱》1册，嘉庆十四年稿本，朱墨两色，清培本斋纂订，

林茂撰，有“培本斋”印章。《浙江家谱总目提要》著录为《[景宁]

柳氏宗谱》，清嘉庆十四年钞本。（第 417页） 

《字汇》11册，明末刻本，缺丑集。书口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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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和县档案馆 

云和县档案馆在县政府院内，馆藏文献中属于古籍普查范围的主

要有家族谱数种，另有大宗民国档案，值得关注。 

云和中学 

云和中学所藏古籍数十册，其中有数册钤有“古真州晏氏藏书之

印”（朱文方），已建议县图书馆代管。 

龙泉市图书馆 

龙泉市图书馆藏古籍约千余册。明年四月启用新馆，有专门古籍

书库，并订制 65个樟木书箱。目前，古籍存放于古籍工具书阅览室。

有乡贤名人著作，书院书生藏书较多，封面有签名，是值得关注的地

方文献。破损情况主要是虫蛀、霉变。 

馆藏重要古籍有： 

《木讷斋文集》，元末明初龙泉王毅著，清嘉庆刻本。 

《覆瓿诗稿》吴梓培撰，稿本。 

《寒柯堂诗》，为余绍宋签名题赠本。 

《薛氏钟鼎款识》，清嘉庆二年写刻本。 

龙泉市档案局（馆） 

龙泉市档案局收藏古籍主要是家谱（宗谱）文献及民国档案。 

馆藏重要古籍有： 

《清源何氏宗（族）谱十八卷》，明刻本，只看到复印本，原本

未出示。 

《江氏源流宗谱》，庆邑姚溪监生邵廷魁撰，清光绪三十四年抄



 

 14

本，版心题“江氏族谱”。 

《安福金氏宗谱》，清光绪十二年文英堂活字本，版心题“文英

堂活版”。 

《张氏宗谱》，光绪丁亥活字本。 

《龙泉陈山潘氏宗谱》，光绪己亥年重修，谱中所记潘氏支系由

松阳迁居龙泉。 

浙江图书馆编修《浙江省家谱总目提要》时，该馆所藏谱牒适送

省档案馆修复，故未著录。 

庆元县图书馆 

庆元县图书馆藏古籍 5000余册，用 30多个书箱（省馆 2002年

下调）装置，有部分卡片目录。馆藏古籍经史类、丛书较多，如《武

林掌故丛书》、《海山仙馆丛书》、《当归草堂丛书》、《邵武徐氏丛书》、

《聚学轩丛书》、《金陵丛书》、《章氏遗书》等。有一点值得肯定、推

广的地方是：破损残书用白纸包住，防止遗失。但没有专门古籍书库，

空间、安全都是问题。 

馆藏重要古籍有： 

清永怀堂刻《十三经》数本，如《仪礼》、《春秋左传》等。 

道情书一种，民国九年佚名稿本。 

《庆元县志》两种，一为嘉庆道光刻本，一为光绪刻本。 

《学耨堂文集》，清乾隆刻本。 

《书仪》，清同治七年影宋刻本。 

私人藏书家姚德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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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德泽，字镜山，庆元县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庆元县后田人，

“丽水市十大藏书家”之一。著有《镜山樵歌》、《樵暇偶记》等。庆

元图书馆张泽平书记介绍姚氏藏书，其中古籍约有两千余册，已经与

其取得联系，因近日外出，欲访未果。 

遂昌县图书馆 

遂昌县图书馆藏古籍 3000 余册。存放于工具书参考数据室，有

专门玻璃书柜，部分古籍有木夹板。破损情况较轻，其保管情况在丽

水地区应属最好。有四本古籍目录，分经、史、子、集四部。 

馆藏重要古籍有： 

《月洞诗集二卷》，宋县尉平昌介翁王镃著，清光绪十三年影刻

嘉庆本（嘉庆本又是影刻明万历本）。 

《窥园诗钞五卷窥园词钞一卷窥园四六一卷》，平昌庽裔王梦篆

文沙著，清乾隆刻本。 

《国策脍》存卷一，栝昌项应祥纂，清康熙写刻本，永思堂藏版。 

《岳雪楼鉴真法帖》，南海孔广陶辑，共 12册，缺第 2册（此帖

为乌金拓，罕见）。 

《国语》校注本三种，清道光丙午振绮堂汪氏刊。 

遂昌县汤显祖纪念馆 

汤显祖纪念馆最有价值的古籍是遂昌石练民间“十番“队演奏《牡

丹亭》曲谱（工尺谱）手抄本，展出两种，毛装，一为 4册，一为 1

册。 

有胡忌先生捐赠线装古籍。据遂昌汤显祖纪念馆金伟明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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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332527.com/viewnews-4162.html），2005 年 9 月 28

日，胡忌先生的夫人黄绮静女士将胡忌先生生前的相关物品、研究论

著和珍藏的图书数据等近万册捐赠给了遂昌。胡忌先生珍藏有《古本

戏曲丛刊五集》、《六十种曲》、《樊榭山房集》、《樊榭山文集》、《北宋

方镇经抚年表》、《十八家诗抄》、《乐府诗集》、《明代版刻综录》、《兼

山堂奕谱》等古籍善本，另有一些名人字画，与名家的书信，学术笔

记，著述手稿和相关物品等。估计其中古籍约有千余册。 

丽水市馆藏古籍分析及古籍保护工作意见 

丽水市下辖九个县市图书馆，若再加上各县档案馆、博物馆、纪

念馆和中学等单位以及个人，初步估计有二十多处藏有古籍，其中庆

元县有私人藏书家一位，藏量最多的是缙云县图书馆，其次是庆元县

图书馆，再次是遂昌县图书馆，云和、龙泉两县图书馆以及庆元姚德

泽先生的藏书数量尚不明。 

一、收藏特点 

基本集中收藏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相对较少；馆藏古籍

来源清晰，流传有绪；地方文献搜集相对集中；档案馆有大量成宗民

国档案。 

二、保存现状 

古籍馆藏各有特色；古籍藏量尚不清楚；保存条件不佳；破损情

况严重；对古籍保护的认识尚有偏差；专职管理人员尚未稳定；古籍

工作已受重视；亟需专业辅导培训 

三、古籍保护工作建议 

http://www.332527.com/viewnews-41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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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现状，笔者认为推进丽水市辖内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根据馆藏特色，建立古籍特色专库。 

2、省市各级各部门统一行动，建立畅通普查渠道。 

3、加强有针对性的古籍专业培训，建立古籍普查保护人员队伍。 

4、进行长时期宣传及各种展览，介绍古籍特点及文献价值。 

5、加强古籍修复人员的培训，对残损较为严重且重要的古籍文

献进行修复。 

6、政府加强古籍保护投入，改善古籍储藏条件。 

7、加强古籍普查力度，在摸清馆藏家底的情况下，加大对民间

藏书家收藏古籍情况的调查。 

（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  陈谊、谢凯） 

 

台州地区古籍调查手记 

 

2010年 10月 26-29日，笔者对台州地区古籍保护情况做了一次

初步的摸底调查，此行共走访了 5个县（区）12家单位。 

温岭市图书馆 

温岭市图书馆有独立的古籍书库，位于该馆四楼（非顶楼），古

籍基本整理归架，编有财产目录；尚有部分民国书未整理。新制的带

门书橱，房间封闭无窗，装有一台立式空调，无除湿装置。书库外间

为阅览室，也有新置实木阅览桌椅，目前尚未对外开放。建议他们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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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温、湿度表，定时记录温、湿度。 

黄岩中学 

黄岩中学的前身为创建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萃华书院（后

更名为“清献书院”），1900年创办“清献中学堂”，距今已有 110年

历史。该校收藏有 2000余册线装古籍，皆为清末民国时期刻印书籍，

中有部分地方文献，如清光绪刻《黄岩县志》，另有多种台州各地志

书，并有民国上海书店印行四库珍本。这些古籍藏于一间独立库房中，

木制书柜置之，之前请人整理归架，编有财产目录。无空调、除湿装

置。该校规划近期动工兴建校图书馆（该校于一年前迁入新校址），

拟设古籍库房。 

黄岩区图书馆、文物办 

黄岩区图书馆无自己的书库，古籍暂借放于黄岩文物办的一间库

房中，大部分书籍皆打包，尚未整理归架，惟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者单独放于书柜中。目前尚无人力整理，据卢勇馆长称，今年新

招入一名研究生，拟令其着手清理。 

经卢勇馆长推荐，走访了黄岩文物办，看了一件北宋咸平元年

（998）宋塔出土的写经，《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一卷》，卷前题记为

“成都府大圣慈寺沙门藏川述赞”，出土此经的宋塔塔砖上镌刻“岁

在戊戌咸平元年”字样。此经长 6米余，纸质厚实，似麻纸，色白，

且有手绘画像。已定为一级文物。 

仙居县图书馆、文物办 

仙居古籍多存于该县文物办，文物办与图书馆相邻，同一幢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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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进。最初，古籍属于仙居文化馆下属图书室，后成立文物办，古

籍便归于其中。据统计，文物办所藏古籍约有 1800 余册，编有简单

的财产目录。为清末民国时期刻印、铅印书籍，有台州地方文献，如

铅印《台州丛书》，并有当地名人李春芳、王魏胜（字杏村）手稿、

抄本若干种。仙居图书馆有少量收藏，架上偶然发现有光绪六年四明

林植梅刻《文选》（有缺），此本以嘉庆胡氏影宋本（顾广圻校本）为

底本，据毛氏汲古阁、叶氏海录轩本等精校而成。 

台州学院 

台州学院图书馆设有古籍书库，大部分为现代影印出版的书籍，

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印《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乾隆大藏经》、

《四部丛刊》、《民国丛书》等，古籍据称有 3000 册左右，系从当地

一收藏家手上购得。由于该校图书馆分管领导外出，书柜上锁，故未

能翻检书籍。 

经临海图书馆彭春林馆长介绍，笔者拜访了该校办公室胡主任，

个人收藏有 3000册左右古籍，据他自称，较好的古籍有 1000册左右。

当天他带了部分书来，有清刻《永嘉禅宗集》、汲古阁刻《渭南文集》、

清抄《名山藏副本》、清刻《第一才子书》等。据胡主任介绍，天台

地区私人收藏，从收藏者的数量上讲，临海最多，其他地区依次是天

台、黄岩、温岭。 

临海市博物馆 

临海市博物馆徐三见馆长之前电话联系较多，曾以馆藏六十卷本

《说郛》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惜未入选。该馆约有 4000 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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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收藏，近年来，徐馆长精选馆藏善本，多有整理、点校出版。经

同意，出见了明隆庆刻《吾学编》、明内府刻《历代名臣奏议》、当地

名人宋经畬《砖文考略》稿抄本三种、稿本《台州金石录》等善本。 

临海市图书馆 

临海市图书馆藏古籍大部由博物馆转入，据转移清单有 8 万余

册。该馆古籍部杨米周主任正对其进行整理归架，经、史部财产目录

已基本完成。杨主任出示清雍正三年淮扬官署刻《行水金鉴》（近人、

水利专家胡步川批校）、汲古阁刻《十三经注疏》，拟申报下批国家珍

贵古籍名录。 

天台县图书馆 

天台县图书馆古籍藏书约 1400 余册，并有财产簿。编全省善本

联合目录时已有上报，如通志堂刻《仪礼》等。古籍放于一个书柜中，

在王水球馆长要求下，将清康熙刻《字汇》、清刻《正字通》、康熙扬

州书局刻《御定全唐诗录》等书初步整理出来，另行放置。 

天台县博物馆 

天台县博物馆藏有古籍 600余种 5400余册，1973年便有目录四

册整理出来。该馆拟将其馆藏古籍尽数移交图书馆，因图书馆无处放

置，暂未成行。查其馆藏目录，其善本数量亦有不少，如清康熙刻《类

林新咏》、康熙十六年刻《袁中郎集》、雍正刻《在陆草堂文集》、《读

史备忘》、乾隆六年刻《古文翼》、乾隆刻《谐铎》等，另有当地名人

褚传诰（1860-1940）稿本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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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台州地区古籍藏量不少，善本较少，入选《国家珍贵

古籍名录》者仅两家单位（黄岩图书馆、温岭图书馆）6部古籍，另

有部分单位未参与申报。藏书条件总体不佳，即使如黄岩文物办所藏

一级文物写经，其库房条件亦非完善。人员配备上也不理想，一般县

级图书馆人员总数在 10余人，如有专人管理亦属不易。至于博物馆、

文物办等处，仅保管而已。一般的馆藏古籍破损都十分普遍，因无人

会修复，断线成散页的书也不在少数，加之古籍的利用也甚少，长期

以来也得不到除尘等基本清理工作。整体情况不甚乐观。 

（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  童圣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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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 日前，温州图书馆启动“馆藏日记丛刊”计划。温州市图书

馆馆藏晚近日记未刊稿约 20家 338册，近八百万字，内容独特，涉

及温州近代政治、教育、文化、经济、社会诸方面，史料价值高。12

月 7日，《厚庄日记》等第一批 5种日记正式签约，整理出版。（据温

州市图书馆网站） 

● 12月 8日，天一阁新书库正式启用，馆藏古籍、字画、碑帖

等全部迁入新书库。同一天，天一阁古籍数字化工程也正式启动，首

批 3 万册馆藏古籍通过网络为公众提供服务。（据《宁波晚报》2010

年 12月 9日 A26版） 

● 近日，绍兴图书馆系统收藏和保存绍兴地区家谱文献，增加

馆藏量，向社会公开征集各种家谱。绍兴图书馆现藏绍兴地区 1949

年之前线装家谱原件一百多种，新修家谱五十余种。（据绍兴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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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