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 年第 5 期(总第 5 期) 
 

本期导读 

   我省召开首次全省古籍保护工作会议 

  全省古籍保护工作会议交流材料摘编 

  江苏古籍保护网正式开通 

 

江苏省首次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在宁召开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会议的意见》

要求，为认真贯彻落实 2008 年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总

结江苏省古籍保护工作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2008 年 10

月 8 日，江苏省首次在宁召开全省古籍保护工作会议。省政府副秘书

长唐建、省文化厅副厅长马宁等出席会议。来自省古籍保护工作厅际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各市文化（文广新）

局、各市图书馆、各古籍保护收藏单位的近百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省文化厅社文处处长方标军主持。与会领导为 23 家古籍

收藏单位颁发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入选证书，唐建副秘书长点击

开通了“江苏古籍保护网”。马宁副厅长就江苏古籍保护工作做了重

要讲话。他首先传达了 2008 年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及全省古籍保

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的情况，对前阶段全省古籍保护工作做了总体回

顾，部署了下阶段的重点工作任务。 



会上，南京师

范大学图书馆代表

和苏州文广局代表

分别做了经验交

流。省文化厅社文

处副处长谷峰从厅

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的角度，对近阶段的工作做了补充，对全国第二批珍贵古籍名录和古

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首批省级珍贵名录和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评

审、古籍普查工作的开展、古籍保护专业人员培训工作以及《江苏省

古籍联合目录》的编辑出版等工作提出了具体的安排和要求。南京图

书馆副馆长、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全勤介绍了省级中心的相关工

作。 

这是自江苏启动古籍保护工作以来，首次召开的最大规模的专门

会议，对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江苏省古籍保护工作会议交流材料摘编 

在 10 月 8 日召开的全省古籍保护工作会议上，南京师范大学图

书馆和苏州文化局被选为古籍保护收藏单位代表，南京师范大学图书

馆馆长张建平及苏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社会文化处处长陆前就

各自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情况做了大会经验交流。为加强全省古籍保

护收藏单位之间的交流，学习并借鉴好的做法与经验，促进全省古籍

保护工作的发展，特将两个单位的交流材料摘编如下，以供参考。 

一、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情况简介 

（一）基本情况 

古籍收藏方面：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是在 1952 年全国院系

调整图书资源整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来源主要是金陵女子文理



大学时期留存下来的古籍、其他单位并入以及新购入。共有古籍约

11 万册/件，其中善本古籍 200 种，0.3 万册/件。普通古籍 10.7 万

册/件。特色馆藏有唐人写本《妙法莲华经》、《如来庄严智慧光明入

一切佛境界经》、孤本《且居批评惜息宰河传奇》等。基础设施方面：

古籍保护的基础设施较好，目前共建有古籍书库五个，书库总面积

1000 ㎡ 。古籍阅览室五个，总面积 250 ㎡ ，阅览座位共 130 个。

古籍全部入柜，具备空调、温湿度测试、防紫外线、火灾报警、库房

管理制度、防虫等环境条件和保护措施。机构设置方面：设有专门的

组织机构，实现常规管理，共有 8名服务人员，其中高级职称 3 人，

中级职称 5 人。开展服务方面：面向本校师生、江苏高校通用借书证

的读者以及社会各界。周一至周五开放，主要以阅览为主。目前已为

《中华大典》、《清人别集总目》、《清朝进士题名录》、《清代人物生卒

年表》、《清名家诗丛刊初集》等项目的编纂提供文献资料支持，获得

好评。  

（二）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加强古籍整理保护项目管理。由图书馆统一管理，常务副馆

长任项目负责人，下设专门工作小组，由随园读者工作部、文献资源

建设部、系统技术部及馆办公室相关人员构成。并从馆内抽调相关专

业、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员从事古籍整理、保护和开发工作。二是

领导重视，加大投入。每年从学校争取专项经费，保证古籍馆藏建设

与保护工作。自 05 年起，学校每年专项投入达 20 万，累计 80 多万。

目前古籍保护项目已经作为学校专项，列入 211 建设项目。三是加强

馆藏补充，加大古籍方面的投入，先后购进四库系列丛书、《故宫珍

本丛 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等一批具有极高研究与收藏

价值的大型古籍丛书，总经费约 44 万元。引进古籍类“龙语瀚堂” 数

据库，即将大型古籍数据库 “中国基本古籍库”。四是加强目录整理

和清查工作。完成精平装古籍的计算机编目，并提供系统检索；开展



了线装古籍的书目数字化建设。 08 年开始进行全国古籍普查工作。

五是进行数字整理，实现网络服务。在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网页里

设有“特别推荐”栏目，可点击阅览馆藏十三部国家珍贵古籍书影。

六是积极开展古籍名录申报工作。目前已上报 28 部第二批珍贵古籍

名录。七是改善条件，增强保护措施。完善库房恒温恒湿条件以及防

火防盗设施。逐步开展部分文献的修复工作以及机读数据编目工作。

加强人员培训。八是加强宣传，获取支持。 

二、苏州地区古籍保护工作情况简介 

（一）基本情况： 

苏州共有古籍主要收藏单位 8 家，其中苏州图书馆、苏州大学图

书馆、常熟市图书馆藏量均达 10 万册以上，吴江市图书馆、苏州博

物馆、苏州西园寺图书馆藏量在 5万册以上。今年，苏州图书馆、常

熟市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三家单位入选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全市共有 36 部古籍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二）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积极改善古籍保管条件。8 家主要收藏单位大部分为新建馆

舍，库房条件较好，不仅有专用古籍书库和书橱，硬件条件也相对较

好，部分在建或拟建新馆的单位，也将按标准要求建设古籍库房。二

是认真做好古籍基础工作，加强古籍整理分编和计算机编目工作。如

苏州图书馆已于 2001 年完成善本目录的数据库建设，今年底前将完

成全部古籍的分编著录工作；吴江图书馆也已完成了全部 7 万册古籍

的计算机编目工作，为古籍普查、保护和利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

是积极推动全市古籍保护工作机制的形成。今年，《苏州市政府办公

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即将出台。常熟市古籍保护

中心已于 6 月 12 日在常熟图书馆挂牌，负责起全市的古籍普查、整

理等工作。四是积极开展古籍普查工作。3家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单位

已基本完成既定工作任务。苏州图书馆按照《古籍定级标准》的要求，



对馆藏善本进行普查定级工作，基本完成了馆藏一、二级古籍的普查

定级和数据库建设工作，目前已累计完成普查古籍约 1000 种。五是

坚持做好古籍修复工作。苏州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常熟图书馆

均有专人进行修补工作。苏州图书馆长期坚持开展古籍修补工作，已

累计修补古籍近五千册。加强修补专业人材的培养，选送人员参加全

国古籍保护中心、省级中心举办的的古籍修复培训班，为古籍修复的

规范化打下了基础。六是积极开展古籍缩微、古籍数字化和整理出版

工作。苏州图书馆参加了全国古籍缩微工程，是全国唯一的地级市拍

摄点，至今已完成善本缩微拍摄 139 种，200 余卷；累计完成 70 部、

约 10 万筒子页的线装古籍数字化，以及《苏州明报》等 18 种、55000

版面的民国报纸全文数字化。古籍数字化已经承接周边公共图书馆及

高校图书馆的古籍数字化加工业务。吴江图书馆实现了馆藏 20 余部

地方志的全本数字化处理，出版了可全文检索的《纵览吴江》光盘。

常熟市图书馆、吴中区图书馆等也正对部分馆藏古籍及地方文献进行

数字化处理。此外，各馆均对古籍文献进行了出版整理，《苏州图书

馆藏古籍善本提要（经部）》、《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常熟历史文

献丛书》均已出版或正在进行。《徐兆伟日记》稿本被列入国家清史

文献整项目。七、加强古籍人才队伍建设。积极选派人员参加由国家

中心、省级中心举办的各类古籍保护培训班。苏州图书馆、苏州大学

图书馆、常熟市图书馆引进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充实了古籍保护

力量。 

 

江苏古籍保护网正式开通 

    为全面反映江苏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情况，加强全省古籍保护工

作的信息沟通，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建，完成

了江苏古籍保护网的构建工作。10 月 8 日，随着江苏省人民政府副

秘书长唐建的点击，江苏古籍保护网正式开通。 



点开江苏古

籍保护网，古朴雅

致的页面给人以

深刻的印象，而综

观栏目的设置：

“新闻动态”和

“工作简报”，及

时展现全省古籍

保护工作动态，促

进全省古籍保护单位之间的交流；“公示通告”，及时发布各项工作开

展情况，加强信息沟通；“相关标准”，为古籍的普查、定级的规范化

提供标准查询；“人材培养”、“术语解释”，普及了古籍保护工作的专

业知识等，整体栏目设置丰富，实用性强。 

目前，江苏古籍保护网运行平稳，已有近万人点击浏览，成为江

苏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展示和交流平台。 

 

 

 

 

 

 

 

 

 

 

 

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南京图书馆) 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