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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副书记朱善璐视察南京图书馆 

 

5 月 4 日下午，省委副书记朱善璐视察了南京图书馆。省文化厅党

组成员、南图党委书记方标军陪同视察。 

  朱书记饶有兴趣地参观了江苏作家作品馆、古籍善本书库和六朝遗

迹展示区。在古籍书库，朱书记对南图珍藏古籍兴趣浓厚，在听取相关

人员的介绍时，不时提出问题，与工作人员交流。对正在建设中的江苏

作家作品馆，朱书记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很有品位和特色。在南京图

书馆的一个多小时，朱书记还结合自己的工作，查阅了相关研究资料。 

 

第三批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评审工作顺利开展 

2011 年 7 月 22 日，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组织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

委员会部分专家，进行了江苏省第三批珍貴古籍名录的评选。本次评选

专家共有 9人，分别来自省市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高校系统。先期评

审出 350余部珍贵古籍备选目录，随后将结合国家第四批珍贵古籍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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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入选的目录进行公示。本次全省珍贵古籍申报，全省 23 家古籍收藏

单位上报了 700余条数据进行评选。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检查江苏古籍保护工作 

2011 年 10 月 16 日至 18 日，根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部署，由全

国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图书馆离退休干部处处长、研究馆员

苏品红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工作人员田丰组成的专家组，对江苏省内

“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及部分“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进行了实地

考察。 

专家组先后对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南京市博

物馆、南京博物院、苏州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苏州博物馆进行了

实地考察，听取了各单位古籍保护工作负责人的工作情况汇报，了解各

单位古籍保护经费的使用情况，重点对南京图书馆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

进行了调研与考察。专家充分肯定了各单位的古籍保护工作，同时也指

出了一些需要改进和注意的地方。 

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南京图书馆副馆长全勤代表江苏省古籍保护

中心和南京图书馆对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汇报，同时全程陪同专

家进行实地考察。 

此次检查是文化部对各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和国家古籍重点保护

单位挂牌以来所开展工作的一次全面了解，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全省古籍

保护工作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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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图举办大型馆藏民国文献珍本展 

11 月 28 日起，南京图书馆“第二届南图阅读节”主题展览“馆藏

民国文献珍本展”在本馆负一楼大厅隆重展出。 

今年是纪念中国共产党创建 90 周年和辛亥革命 100 周年，更是民

国文献保护和利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国家实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的战略，把民国文献保护提到了与古籍保护同等重要的高度。 

南京图书馆是国内举足轻重的民国文献收藏重镇，现藏民国文献 70

余万册，包括民国时期的图书 40 万余册、期刊近万种、报纸千余种。

范围广、品种全、机构遗藏多、政府出版物多尤为南图馆藏之显明特色。

南图馆藏中，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和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的大部分图书得

以完整保藏，仅中央政治学校学生实习调查报告手稿本即达 500多种，

海外出版的中文报纸有 66 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公报有 400 多

种，在在显示南图民国文献宝库的深厚底蕴。 

本次展览共展示馆藏民国文献约 360种，涵盖图书、期刊和报纸等

主要类型。同时，精心挑选 60 种重点文献在橱柜中陈列，开展“南图

馆藏民国文献十大珍品”评选。这些文献中，线装本、油印本、手稿本、

题签本、伪装本等珍稀品种比比皆是，平时难得一见的一些镇馆之宝首

次与观众零距离，诸如已成为一级革命文物的 1944 年 5 月晋察冀日报

社编印的五卷本《毛泽东选集》、已列入国家档案遗产名录的韩国钧《朋

僚手札》、发表戴望舒处女诗作的海内外孤本《璎珞》等等。 

本次展览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在南图历史上堪称空前。由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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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没有开展过全国范围的普查，存在底细不明、认定不清、参照不全、

编目未备、评选标准不一等状况，因而“馆藏民国文献十大珍品”的评

选在国内图书馆业界可谓勇开先河。我们相信，本次展览对民国文献保

护和利用势必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南图评出馆藏民国文献十大珍品 

此次民国文献十大珍品评选活动是第二届南图阅读节的一项重要

活动。在该项活动中，南图特别邀请了享誉海内外的民国史研究大家、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领衔的，包括国家图书馆

业务管理处处长高红研究馆员、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研

究馆员、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陈谦平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李玉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史料编辑部主任郭必强研究馆员、江苏行政学院李继锋教授、中国近

代史遗址博物馆副馆长刘晓宁研究馆员、南京出版社副社长卢海鸣编审

共十位著名民国史或民国文献研究学者，组成评选委员会，参与“南图

馆藏民国文献十大珍品”的专家评选，保证了评选结果的专业性和权威

性。 

  此次评选出的“南图馆藏民国文献十大珍品”分别是：一、《民权

初步》，原题名为《中国苏维埃》，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编，上海：

三民公司，1930 年 5 月，加精装。二、《毛泽东选集》（共五卷），晋察

冀日报社编印，1944年 5月初版，一册，布面精装本。三、《中央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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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学生实习总报告》（系列），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撰，稿本，南京：中

央政治学校，1931-1937年。四、《新译英国政府刊布中国革命蓝皮书》，

陈国权译、邓宗禹校勘，上海国民党交通部，1913 年出版，精装。五、

《蒋总司令军事手札》，南京：大陆印书馆代印，原件影印，于右任题

签，线装。六、《总理年谱长编初稿》，三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

编纂委员会 1932 年编辑，抄本影印，林森旧藏。七、《韩民月刊》，韩

国国民党宣传部主办，重庆：韩民月刊社编印。八、《璎珞》（旬刊），

江苏松江：璎珞旬刊社编印。九、《新华日报》（华中版），中共中央华

中分局机关报。十、《南京新报》（日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汪

伪国民政府机关报。 

  在这十大珍品中，前六种是书籍，第七、八种是期刊，第九、十种

是报纸。这些珍品从不同的角度，真实生动地呈现了民国时期的独特历

史，有革命文献伪装本如《民权初步》，有政党领袖著作的最早文集版

本如《毛泽东选集》，有中国近代具有代表性的文艺杂志的创刊号如《璎

珞》，也有极具政治文献价值的报纸，如《新华日报》等。“南图馆藏民

国文献十大珍品”的评出，一方面使广大读者对民国文献有了更为具体

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也为即将开展的民国文献保护工作做了很好的先

期宣传。 

“英华荟萃——南图馆藏民国文献珍本展”自 12月 1日正式开展以

来，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参观者众多，至今已达 3000人次。展览

也引起了各路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报纸、网络、电视均做了大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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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新华网、人民网、凤凰网等全国有影响的著名网站，都在第一时

间进行了跟踪报道。 

 

 

 

 

 

 

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 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