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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余部古籍新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我省古籍保护工作成绩喜人 

 

6月 11日，国务院发文（国发[2010]20号），正式公布了第三批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我省共有

12 家单位珍藏的 309 部珍贵古籍和 1 家古籍收藏单位（浙江省博物

馆）分别入选。加上前两批评选的结果，我省共有 23 家藏书单位的

707部国家珍贵古籍和 9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评选活动

始于 2007 年，由文化部组织，全国各古籍藏书单位及个人申报，经

评审后由国务院公布。至今已评选了三批，前两批分别于 2008 年和

2009 年公布。举办这一活动的目的在于，通过评选珍贵古籍，逐步

实现对古籍进行分级保护，同时促进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开展；通过

评选重点单位，带动一批标准化书库的建设。 

在珍贵古籍名录和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过程中，省文化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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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局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联合发文，积极动员全省各级文化主管部

门及各藏书单位申报，并通过媒体动员社会力量的参与；浙江省古籍

保护中心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初审，以保证申报材料的质量。珍贵古籍

和重点保护单位的评选结果，得到了省领导的肯定，2009 年，省委

书记赵洪祝在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

选结果的相关报道上批示：“这是一很大成果，要继续努力做好收集

选报工作。” 

 

瑞安市文物馆藏北宋明道二年（1033）刻《大悲心陀罗尼经》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 07185 

浙江省此次入选的珍贵古籍，有年久远的宋元旧椠，如瑞安市文

物馆藏的刻于北宋明道二年（1033）的《大悲心陀罗尼经》，此经出

土于仙岩慧光塔，且此经为较原始的经折装形式，为传统装帧形式的

演变提供了一个新的实例。有当世仅存的孤本秘笈，如天一阁博物馆

藏的明嘉靖刻蓝印本《[嘉靖]兴宁县志》、明人朱拱梃的《樵云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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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明代铜活字印本《韩诗外传》。有浙江地方名人的手稿真迹，如杭

州图书馆藏的清末明初文学家、戏剧家，萧山人来集之的稿本《樵叟

备忘杂识》，浙江图书馆藏的清代海宁藏书家陈鳣的手稿《四书疏记》，

瑞安玉海楼藏的近代经学大家孙衣言、孙诒让父子的手稿等。有近代

名人批校题跋的珍本，如浙江图书馆藏近代朴学大师章炳麟题跋的元

刻本《附释音周礼注疏》，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敦煌学家姜亮夫题识的

清代吴荣光稿本《历代名人年谱》等。还有浙江图书馆藏的明嘉靖刻

公文纸印本《苏文忠公全集》、四库底本清抄《河东柳仲涂先生文集》、

清代多色彩绘的《人体经穴脏腑图》等有特殊价值的珍善之本。 

自 2007 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2007]6 号），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已进入第 4

个年头，浙江省的古籍保护工作也已进入稳定、有序开展阶段。省古

籍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等领导、协调机制已

经建立，省古籍保护中心也积极、有效地开展具体工作，文化部批准

浙江图书馆、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为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全省古籍

普查培训工作已基本普及到每个古籍藏书单位，省财政也为第一、二

批入选的国家珍贵古籍和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拨发了专项保护资金。今

年，我省试点工作期间所做的部分古籍普查数据正在全国古籍普查平

台中陆续完善、审核并递交到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等待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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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在京举办 

我省珍贵古籍第三次参展 

 

6 月 11 日，由文化部主办，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承办的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在京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来自 86 家收藏

单位的 300余件珍贵古籍，我省共有 10件珍贵古籍和 1件相关文物

参展。 

此次特展主要展出的是推荐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

珍品，并选择展示第一、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部分国家珍贵

特色古籍，预选展品目录近 300种。为体现各个地区和各个收藏单位

以及私人收藏的广泛参与性，涉及单位除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等古籍收藏大馆外，充分吸纳了一些省、市、

县藏书单位以及私藏的珍品，展品具有重要的文物、文献价值。 

我省此次参加展览的系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来

自浙江图书馆、浙大图书馆和西泠印社，另有浙江图书馆和西泠印社

藏的 2件雷峰塔经卷和浙江省博物馆藏的 1块雷峰塔经砖。 

 

 

掷地无声的执着 
陈伟玲 

作家村上春树曾经说过：“每个人既有擅长的东西也有不擅长的

东西。有人专门会向女孩子花言巧语，有人星期天干一手好木匠活。

有人善于搞营销，有人却适合闷头写小说。”其实人的才能就像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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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皮筋，有很大的可能性，可以擅长很多事情。比如我们图书馆的工

作人员，虽然因为专业、性格、兴趣、工作需要等主客观因素而决定

了分工不同，但个人能力并不只局限于某一部门的某项具体的工作，

因此可以根据单位需要或自己的意愿进行适当的岗位流动。能够“打

一枪换一个地方”，我们有时应该为这种流动的自由感到庆幸。然而

有人却是毕其一生都坚守在同一工作岗位上，即便这是一项非常枯燥

单调的工作，即便在价值观渐趋物质化的当今社会，身边的人会因为

枯燥难耐清贫难守转而离开了原先的工作岗位。但是人生最高的境界

之一，能够达到令人敬畏的境地不就是毕生执着于一件事情吗？这份

“执着”，或许仅仅是由某一瞬间的热爱建立，却要用一生的时间去

执行。 

今天我所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古籍部的潘补补老师，她进馆修复古

籍才二十岁，至今已经修复了二十六年，在执着中奉献了人生最宝贵

的青春年华。古籍修复是什么样的呢？在商业气息如此浓重的温州，

恐怕没有几个人会有兴趣去了解。其实这是一项与时间竞赛的事业，

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一千多万册古籍需要修复，而全国古籍修

复师不到一百人，凭这个人数去修完全国所有待修古籍，需要的时间

是一千年。而之所以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竟然会比国宝熊猫还少，根本

原因就是——这是个坐冷板凳的工作。造成古籍破损的原因主要有虫

蛀、污垢、霉烂、焦脆、水湿等，一般人看到这些破损的古籍，第一

印象就是脏，第一反应就是摇头皱眉，何况是天性爱干净爱美的女孩

子呢？修复的过程也十分的繁琐，修补一本古书往往要经过拍照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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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拆书数页、选配补纸、清洁书页、修补、润湿压平、折页、捶平、

压实、齐栏、打眼、穿稔、捆结、装订、贴书签等十几道工序，每道

工序都需要经年累月的经验的积淀。然而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份与寂

寞、单调形影不离的工作。需要从事者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每天

面对着破旧的古籍，把身心都融入到修补过程中，远离人群、远离喧

嚣。每次想到这样沉寂的工作气氛，我不由自主地就会联想到村上春

树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这部小说的题名。其实我们馆八十年代

曾经成立了专门的修补组，组员亦有数人之多，后来一个个离开了岗

位，对这些放弃的同志我们不能求全责备，如果换成是我们，甚至未

必有勇气站在这个岗位上。而坚持至今的就是补补老师。有时候我在

想，对于她来说，一生从事修复古籍的事业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仅仅

是一门赚点工资的技术？我想不仅仅是，修复古籍更是一门 “拯救”

艺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泱泱文化，能够相传至今，口

耳相传不太现实，主要还是记载在古籍里。这才更是补补老师从事古

籍修复的神圣目的所在吧。 

安德烈·纪德说，你永远不会知道，我们为了对生活感兴趣，付

出了多大的努力。假如有人从事古籍修复的工作，他一开始不太会觉

得津津有味吧？中间是否会对这项工作产生倦怠、有过挣扎，会怀疑

自己今后人生的存在仅仅是作为修补的机器？直到经过了相当长时

间的积淀下，才会觉得很有味道？而这需要多久？补补老师能够坚持

至今，我想在我们视线所看不到的背后，应该付出了常人所难以想象

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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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温州市图书馆。本文转载自《温州 

读书报》2010年 5期总第 156期。） 

 

简  讯 

● 6月 11日，与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同时，中国古代书籍史展览

在浙江图书馆（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等全国 10 家省图书馆（省古

籍保护中心）同时开展。该展览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设计制作，全面展示了中国古代书籍的产生、演变及变革的全过程。 

● 7 月 11 日，国家图书馆举办“雷峰塔经卷版本研讨会”，参

会人员有白化文、杨成凯、李致忠、李际宁、艾思仁等国内外版本、

佛经研究领域及收藏界的专家学者及国内收藏有塔经的十余家单位

的代表。我省浙江图书馆王巨安、陈谊，西泠印社邓京也受邀参会，

并在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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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