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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472 部古籍和 5 家古籍收藏单位分别入选 

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及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我省自 2008 年九月份起开展了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经省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的仔细评审和严

格把关，从来自全省各图书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共 2357 种古籍中，精心

挑选符合名录要求的古籍上报国家。 

近期，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已公布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在

这批名录中，江苏省共入选 472 部，比 2008 年入选首批名录的 314 部

古籍要多出 158 部；入选古籍所属单位共计 31 家，也比去年首批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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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出 6家。同时，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亦公示了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

单位的推荐名单共 62 家，其中江苏被定为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的数

量又增加了 5 家（首批是 6家），分别是无锡市图书馆、镇江市图书馆、

南通市图书馆、吴江市图书馆和扬州大学图书馆，则目前江苏被定为国

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的已达 11 家。 

经过第一次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和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工作，全社

会对古籍保护的意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各项申报工作也表现得更为积

极，参加第二次珍贵古籍名录申报的单位大大多于第一次，达 51 家之

多，范围分布更广。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在本次申报工作中，苏州市藏书

家陈昌、陈光远所藏稿本《白雨斋词话》十卷和《词则四集》二十四卷

共二种亦以私家藏书身份入选国家名录，殊为难得。 

在此次申报过程中，申报工作得到了国家、省市各级领导的高度重

视，各古籍收藏单位亦积极配合，全省申报的古籍从质量和数量上都比

去年有很大提高；而省古籍评审委员会的工作，也是在确保公正和公平

的前提下，高效有序地开展，为本次我省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再上

一个台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同时，省古籍保护中心评审委员会亦评

选出第一批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1588 部）和第一批江苏省古籍重点保

护单位共 20 家，这对古籍的长期有效保护，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江苏为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入选单位授牌 

6 月 11 日，在第四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古籍保护暨文博事业杰出人物表彰、颁证、授牌电视电话会议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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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全国

各省均设立分会场。江苏省副省长曹卫星，省政府副秘书长唐建，省人

事厅副厅长周广侠，省文化厅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王世华，省文化厅党

组成员、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以及我省获表彰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

共 60 多人参加会议。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南京图书馆副馆长全勤代

表省古籍保护中心、南京图书馆参加了会议。我省入选第二批全国古籍

保护重点单位的无锡图书馆、吴江市图书馆、镇江图书馆、南通图书馆、

扬州大学图书馆领导以及入选第二批全国珍贵古籍名录的代表单位南

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有关领导也参加了会议。 

刘延东在讲话中指出，文化遗产事业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是传承中华文明、增强国家软实力的迫切需

要，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的必然要求。要采取有力措施，扎实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加快推

进普查工作，加强名录体系建设，建立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

加强科技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运用，改善文化遗产生存状况和安全条

件。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加大投入力度，增强全社会

保护文化遗产的观念和意识，加强文化遗产保护队伍建设，切实保护好

我国的珍贵文化遗产。 

在全国电视会议结束后，江苏省举行了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古籍保护暨文博事业杰出人物表彰、颁证、授牌相关仪式。省文化厅党

组成员、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在会上宣读了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江

苏入选情况和江苏五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江苏此次共有 32

家单位的 478 部古籍入选珍贵名录，5 家单位入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两者数量均在全国名列前茅。与会领导为入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的代表颁发了奖牌。会议同时还表彰了一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先进工作者、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南京图书馆合作办学单位金陵科技学院古典文献专业学生 

来我馆专业实习 

22 日上午，金陵科技学院古典文献（古籍修复）专业的 80 余名学

员来我馆进行专业实习。金陵科技学院是南京图书馆合作办学单位，自

2004 年以来，南京图书馆即全程参与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古籍修复专

业的创办，2007 年起双方开始正式合作。目前联合办学进展顺利，取得

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此次专业实习也是联合办学协议中一项重要的教学

安排。 

实习正式开始前，副馆长全勤代表南京图书馆做了讲话，对学员们

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在讲话中，她简要介绍了南京图书馆的历史，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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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馆藏资源建设特别是古籍资源做了着重说明。她表示，南京图书馆自 

1907 年创办以来，经过百年的

建设，藏书量已经达到 800 余

万册，其中古籍藏量达 160 万

册，是南图引以为豪的重要资

源，在新馆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与利用。随后，全馆长重点向

同学们介绍了近年来国家对

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视与全国古籍保护工程进展情况，指出古籍保护工程

目前是国家重点建设的文化工程项目之一，学员们应充分利用这个重要

机遇，在大学四年的宝贵时间里抓紧学习古籍专业知识，并做到学以致

用，切实为古籍保护工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她也表示南图今

后将一如既往地在文献资源、师资力量、实习基地等方面支持古典文献

专业，共同将该专业打造成在全国有影响、有特色的品牌专业。 

实习分为讲座和参观两个程序。历史文献部主任徐忆农为学员们做

了《德艺兼备——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目标》的专题讲座。她在讲座中

为学员们重点介绍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产

生过程与主要内容；二是江苏古籍收藏状况与古籍保护事业的进展情

况；三是古籍修复专业的创立过程与在我国教育事业中所处的地位；四

是我国古籍修复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及应具备的相关条件。 

随后，在南京图书馆的精心组织安排下，学员们参观了南京图书馆

新馆。学员分为两组，在两位讲解员的带领下按既定的路线有序参观。

除了一楼共享大厅、各借阅区、阅览区、会展区外，学员们还重点参观

了古籍书库和古籍修复中心。在古籍书库里，历史文献部相关人员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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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们做了详细的讲解，介绍了古籍书库的设施设备和古籍保存情况，自

动化的密集型书架和樟木搁板相结合的先进设备，引发了学员们的阵阵

赞叹。在古籍修复中心，专业人员做了现场修复演示，并为学员们介绍

了修复的各种技术，学员们看得非常仔细，认真用心体会。他们表示， 

这次专业实习的收获很大，不仅对古籍保护有了更深的认识，对我省古

籍保护工作有了基本的了解，也因此对自己的专业更加有信心，对学习

更有热情，并对今后的工作充满希望。 

 

 

南京图书馆为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纪录片《南京》 

提供历史文献资源保障 

应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纪录片《南京》摄制组的需求，近日，南京

图书馆为该片的拍摄提供了历史文献资料资源保障。 

《南京》是由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市委宣传部和南京高新区

联合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该片将全面展现南京历史，记录从三国时

期南京作为东吴的都城到现今的概况，将在国庆期间作为纪念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的国庆献礼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根据摄制组的拍摄计划，需要调阅并拍摄南京图书馆大量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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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和新近的有关出版物，涉及种类达二十余种，如《白下琐言》、《桃

花扇》、《板桥杂记》、《陶庵梦忆》、《[景定]建康志》、《实业计划》、《拉

贝日记》等，其中不乏珍贵古籍，版本最早的为清康熙年间刻印。摄制

组从相关文献中获得了各个历史时期对南京的情景的记载，如，《景定

建康志》一书中，录用了“赏心亭，在（金陵城西）下水门之城上，下

临秦淮，尽观览之胜。丁晋公谓建”这一记载。《实业计划》一书中，

摄制了“南京对岸之浦口，将来为大计划中长江以北一切铁路之大终点”

这一规划等等。虽然涉及书量较大，而且拍摄时间很紧，历史文献部工

作人员还是提供了认真细致的用书服务，不仅代为选择版本，翻检条目，

并为摄制组创造和提供了适于拍摄的场地。全面周到的安排与服务，使

摄制组非常感激。 

拍摄结束后，南京图书馆根据馆内有关规则，已与该摄制组签订了

协议，享有该片在南京图书馆和江苏共享工程网站上播放的权利。此次

为该纪录片提供资料支持服务，也是南图充分发挥历史文献资源效益，

积极拓展服务的重要表现。            

 

 

 

 

 

 

 

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 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