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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督导情况通报 

2011 年 9 月 5 日至 8 日，辽宁省文化厅组织第二批

古籍保护工作督导组分赴沈阳、鞍山、抚顺、锦州、丹东、

阜新、辽阳 7 市督导古籍保护工作。现将情况通报如下： 

一、古籍保护工作进展情况 

1、积极落实 2010 年督导工作通报精神，进一步加

强古籍保护工作的组织与领导。 

一年来，各市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或古

籍保护工作委员会都能认真落实 2010 年省文化厅古籍保护

督导工作通报精神，在本地区古籍保护工作中积极发挥组织、

领导作用，推动本地区古籍保护工作持续发展。锦州市图书

馆在每月的班子例会上还将古籍保护工作作为专题专门进行

讨论研究，主管副馆长直接参与普查平台的著录工作；阜新

市图书馆等单位能将省中心编发的古籍保护工作简报及时下

发到基层，使一线职工能了解古籍保护工作最新动态。 

2、扎实工作，古籍普查工作稳步推进。 

2012 年 2月 15日 



一年来普查工作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锦州市图书

馆为规范工作流程，以国家古籍普查的总体要求为依托，根

据本馆的具体情况制定了锦州市图书馆古籍普查著录细则，

并制定了工作单，至今已完成 382 部线装书数据著录工作；

丹东市图书完成 368 部馆藏古籍的著录；辽阳市图书馆逐一

核对原书，在普查平台中著录数据 326 条；抚顺市图书馆派

人到省图书馆参加“对面辅导”普查业务培训，通过著录实

践学习普查基本技能，现已完成 72 部古籍的著录，拍摄书

影 720 余幅；为保证普查数据的准确、规范，阜新市图书馆

正在对已完成著录的馆藏 27 种 684 册古籍数据进行复核；

沈阳市图书馆和鞍山市图书馆已在 ILAS 系统中著录完整的

古籍 MARK 数据，在省保护中心的指导下，可在近期内批量

转换入普查平台中，并在此基础上按照普查工作要求修改转

入数据。 

3、努力改善古籍保护条件与工作条件。 

尽管财力不同，各单位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

措施，改善古籍保护条件与工作条件。2010 年底至今年，抚

顺市图书馆配备了吸尘器、空调、空气净化器等；锦州市图

书馆为改善古籍从业人员办公条件，将封闭的办公室开通窗

户以利通风；鞍山市图书馆在去年基础上继续配备密集书架

和樟木箱，开展了破损函套的普查工作，制定了库房改造方

案；辽阳市图书馆制作了供新馆使用的樟木书柜；阜新市图

书馆购买了古籍工作相关工具书、劳动保护用品；沈阳市图

书馆完成古籍修复 30 册，并着手开展清点及破损登记工作。 

4、结合馆情，合理使用古籍保护专项经费。 

从这次督导情况看，各馆对古籍保护经费的使用都

非常重视，都能结合本馆工作实际慎重、合理使用专项经费。

省文化厅 2010 年为各单位拨付古籍保护经费情况为：沈阳

市图书馆 5 万元；鞍山市图书馆 5 万元；抚顺市图书馆 4 万

元；锦州市图书馆 4 万元；丹东市图书馆 4 万元；阜新市图

书馆 3 万元；辽阳市图书馆 3 万元。此外，沈阳市图书馆还

从市财政单独申请到专项经费 10 万元。 

经费使用情况如下：2011 年沈阳市图书馆在 1 至 7



月末购买古籍保护材料用品共使用 9884 元；鞍山市图书馆

花费 61314 元用于安装新密集书架、樟木箱及劳保用品；抚

顺市图书馆使用古籍保护专项经费 52505 元先后购置了吸

尘器、空调、空气净化器及防鼠防虫药品；锦州市图书馆花

费 47332 元用于购买计算机、办公室改造、普查工具书、办

公用品及工作人员劳保补助；丹东市图书馆计划将 40000 元

古籍保护费用在古籍全文数字化相关工作上，同时也在积极

向市财政申请专项经费；阜新、辽阳市馆由于年底即将搬迁

入新馆，着眼于新馆建设中更好地发挥古籍保护经费的作用，

对今年省文化厅新拨付的古籍保护费使用比例不大。 

5、古籍文献全文开发开始起步。 

古籍全文数字化是属于古籍文献深层次开发，省内

个别市馆开始进行这方面尝试。丹东市图书馆拟对该馆古籍

进行全文数字化处理，以建立该馆馆藏特色资源全文数据库，

该项工作已委托给北京超星数图有限公司，目前有四名人员、

三台扫描仪进行工作，每人每天扫描书影 2000 幅左右，现

已经完成 26 种 283 册古籍的扫描；此外，沈阳市图书馆开

始筹备馆藏古旧籍的全文数字化工作。 

6、继续参加各类专业培训。 

为更好地培养古籍人才、奠定古籍工作基础，2011

年各市图书馆均选派人员参加了“第六期全国古籍鉴定与保

护高级研修班”；阜新市图书馆还在本馆开展了古籍知识讲

座，进一步普及古籍保护知识、宣传古籍保护工作；抚顺图

书馆派 3 人来到省图书馆实践古籍普查平台录入工作。 

二、实地考察，落实古籍保护设备设施需求情况。 

督导组在听取各单位汇报后，深入库房、编目办公

室、修复室、阅览室等处实地训视，并对照各单位填写的古

籍文献藏、编、修、用调查表，复核所需设备设施情况。现

统计 7 家单位共需吸湿机 17 台，空气净化器 14 台，温湿度

记录仪器 9 台，防紫外线灯具若干（规格不同），防盗门 8

扇，翻拍架 7 套，数码相机 7 部，二代身份证识别器 7 个，

修复台案 7 张，压书机 7 台，修复工具及耗材 7 套。另有 6

家单位提出制作防虫书柜，5 家单位提出制作函套，各单位



都提出需要安全的防虫药剂等。 

三、古籍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古籍工作专业人员匮乏，有碍古籍保护工作的推

进。 

各馆都表示在普查过程中深感自身专业知识不足，

希望能有定期培训，使工作人员更全面系统地掌握古籍保护

知识；各馆普遍提出有大量破损古籍急需修复，希望省古籍

保护中心培训修复人员。 

2 、保护经费不足，制约保护工作的深入及扩展。 

目前除沈阳市图书馆向市财政申请到 10 万元的古

籍保护费外，其他各市古籍保护工作经费还没有列入市级财

政经费预算。市级馆基本还是依靠省文化厅拨付的专项经费

来维持日常的古籍保护工作，甚至多数单位要从本馆其他事

业经费中补贴古籍保护工作，经费不足是各馆普遍反映的问

题。例如，锦州市图书馆还有一部分残本没有函套，少部分

函套破损，约有 1000 余册，需要经费配上函套保护；阜新

市图书馆因为缺乏资金，许多保护设施无法购置；辽阳馆除

了利用省里的古籍保护经费做了樟木柜外，还有一部分碑帖

拓片用牛皮纸简单包扎，处于自然的库房条件下，破损也很

严重；鞍山市馆古籍库房需要大修，苦于没有经费支持；即

使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沈阳市图书馆也提出了经费不足的问

题。 

四、下一阶段古籍保护工作重点及工作要求 

1、认真贯彻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有关古籍保护工作的

最新精神，抓紧调整、制订我省下一阶段古籍保护工作方案，

特别是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方案；召集全省古籍工作会议，统

一部署，明确重点，限定时间，明确职责；各单位要配备好

相关人员和设备，按照要求完成工作任务。 

2、继续加强古籍保护人员业务培训，重点是普查

业务培训和修复业务培训。 

省古籍保护中心将继续组织普查登记业务培训，并

采取“对面辅导”的方式，专门针对普查平台的使用进行培

训，保证每位学员学习期间完成不少于 50 种古籍的数据著



录，使学员回到工作岗位后能着手开始普查登记工作，解决

一般性问题；对于普查工作中存在的具体业务问题，省古籍

保护中心除通过电话咨询、网络咨询等方式解答外，还将在

适当时机到各单位进行指导，协助解决工作中的疑难问题。 

省文化厅将在年内举办一次古籍修复培训班，重点

为省内市级图书馆培养古籍修复人员，使得学员在结业后能

开展基本的古籍修复工作。 

3、用多种渠道争取各级政府财政支持，采用多种

方式用好古籍保护专项经费。 

过去三年，省文化厅对 7 市图书馆都有一定的专项

投入，而且逐年增加，这对改善各市图书馆古籍保护条件，

促进古籍保护工作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各市图书馆

也应积极向地方财政申请专项经费。 

                                        辽宁

省古籍保护中心 

2011 年 9 月 20 日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一行三人来我省考察满文文献保

存保护情况 

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对满文文献典籍进行全面系统地

普查，有计划地科学地开展少数民族古籍抢救和保护工作，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管理组副组长王沛、中国第一历史

档案馆研究院满文专家吴元丰及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少数民族

语文组满文专家朱志美一行 3 人，于 2011 年 09 月 14 日至

16 日来我省考察满文文献保存保护情况。 

考察组成员先后走访了大连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

辽宁省档案馆等单位，听取各单位汇报了满文文献收藏情况、

近年来开展满文文献保护工作情况，王沛代表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向各单位介绍了目前满文文献存藏、开发的基本情况及

下一步工作计划等，各方还就开发本单位满文文献及古籍普

查工作充分交换了意见。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来我省“国家级古籍修复中

心”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考察工作 

2011 年 10 月 17 日至 18 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



家张平、赵文友一行来我省考察“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及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工作开展情况。 

省古籍保护中心考察组专家先后考察了沈阳市图书

馆、辽宁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及大连图书馆，通过听

取工作汇报、与专家座谈、收集相关业务资料与档案、实地

检查等方式全面检查了古籍保护工作。 

在沈阳市图书馆、辽宁大学图书馆，考察组对古籍

存藏情况、书库面积与设备、书库管理制度、古籍普查及古

籍修复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考察组在对两馆古籍

工作全面肯定的基础上，对沈阳市图书馆的修复室建设和辽

宁大学图书馆的古籍编目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辽宁省图

书馆，考察组对该国家级修复中心成立以来修复队伍建设情

况、专业设备配备情况、修复制度建设及落实情况、入选国

家级修复中心后工作开展情况等进行了全面了解，并对修复

中心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在大连图书馆，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的专家认真听取了大连图书馆的工作汇报，参观了

大连图书馆古籍修复中心、古籍部数字化加工室和古籍善本

书库等。对大连图书馆在古籍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

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大连图书馆馆长辛欣表示，在各级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今后大连图书馆将不断学习各地先进经验，

创新工作思路，使大连地区古籍保护工作再迈上新的台阶。 

简讯一束： 

2011 年 9 月 1 日，辽宁省图书馆王筱雯馆长参加了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召开的“古籍普查工作座谈

会”。 

2011 年 9 月 27 日至 28 日，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

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先生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赵文友同志陪

同下，来辽宁省图书馆审核《扬子法言》等几部宋版书。 

2011 年 10 月 25 日至 27 日，辽宁省图书馆杜希林

副馆长参加了在贵州召开的“2011 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工作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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