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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要 目 

 

 辽宁省 145部古籍、2家单位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推荐名单 

 辽宁省文化厅公示首批《辽宁省珍贵古籍名录》及“辽宁省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推荐名单 

 《中国古代书籍史》展在辽宁省图书馆举办 

 辽宁省图书馆首批《嘉兴藏》修复完毕 

 辽宁省参展 2010年“国家珍贵古籍特展” 

 简讯一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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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 145部古籍、2家单位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推荐名单 

      为加强古籍保护工作，逐步形成完善的古籍保护制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 号）要求，在各收藏单位

申报的基础上，经反复审议、遴选、论证，文化部初步确定推荐 3005 部珍贵古

籍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38家单位入选第三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

单位”。文化部将推荐名单于 2010年 4月 30日至 5月 9日向社会公示。 

我省 9 家单位的 145 部古籍进入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推荐名单，

其中辽宁省图书馆 71部、大连图书馆 42部、锦州市图书馆 1部、辽宁省博物馆

1 部、沈阳故宫 1 部、旅顺博物馆 18 部、辽宁大学图书馆 5 部、中国医科大学

图书馆 4部、沈阳师范大学 2部。我省此次进入推荐名单的辽宁省图书馆藏的元

刻本、名家稿抄本，大连图书馆的特色馆藏明清小说，旅顺博物馆藏的敦煌文献、

宋元藏经，皆为我省这次申报名录工作的亮点。 

我省沈阳市图书馆、辽宁大学图书馆两家单位通过努力，在保管条件、专

项保护经费、机构人员、工作与实施计划等方面都有了较大提高和改善，此次成

功进入第三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推荐名单。在推荐名单上辽宁大学图书馆

列于第十位，沈阳市图书馆列于第三十二位。这次评审结果是我省古籍保护工作

在全面铺开之后进一步深入的成果。 

辽宁省文化厅公示首批《辽宁省珍贵古籍名录》及 

“辽宁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推荐名单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精神，加

快我省古籍保护进程，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古籍保

护工作的意见》的要求，2009 年底，全省共有 24 家单位的 2160 部古籍申报了

省级珍贵古籍名录、十家单位申报了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经过组织专家反复评

审，辽宁省文化厅初步确定了首批《辽宁省珍贵古籍名录》及“辽宁省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推荐名单。首批省名录共收录 1013 部珍贵古籍，沈阳市图书馆、辽

宁大学图书馆两家单位入选首批“辽宁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推荐名单由辽宁

省文化厅于 2010年 5月 7日至 5月 14日在辽宁省图书馆网站进行了为期一周的

公示。 

首批《辽宁省珍贵古籍名录》收录我省辽宁省图书馆、沈阳市图书馆、大

连图书馆等 18 家单位 1013 部古籍，其中汉文古籍 988 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

25部。唐宋元古籍占 50部，其余为明清古籍。辽宁省图书馆入选 570部、大连

图书馆入选 251部、旅顺博物馆入选 43部，这三家为入选古籍较多的单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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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辽宁省珍贵古籍名录》和“辽宁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建立，是我省古籍

保护工作取得的又一项重要进展，有助于提高全社会对古籍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

识，培养和提高公众的民族文化保护意识。 

《中国古代书籍史》展在辽宁省图书馆举办 

为迎接即将来到的第五个“文化遗产日”，配合文化部举办的 2010年“国家

珍贵古籍特展”，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合全国十家省级公共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

甘肃省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南京省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和云南省图书馆，

于 2010年 6月 11日同时举办《中国古代书籍史》展览，普及古籍知识，宣传中

华传统文化。辽宁省图书馆作为十家省级馆之一，承办本次展览。 

此次展览共分 6 个部分，内容包括文字的产生与演变、初期书籍的产生、正

规书籍的产生、书籍制作材料的伟大变革、书籍制作方法的变革、中国书籍的装

帧方式六个部分。本次展览集中展示了几千年书籍在创作上的不同倾向和特色，

在制作上的不同材料和方法，在装帧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揭示它们之间的

相互关系和演变规律，这是中国书籍史所承载的内容，也是本次展览力图表现的

主题。展览于 2010年 6月 11日——7月 5日期间在辽宁省图书馆读者大厅展出。

其丰富内容的吸引了众多读者前来观看，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展览在省馆结

束后，省保护中心将组织在省内进行巡展，在更广范围内让广大读者感受中华文

明的发展与传承。 

辽宁省图书馆首批《嘉兴藏》修复完毕 

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下，古籍保护与

修复的经费、人员等各方面都有了一定的改善。为保护古籍这一传承文明、不可

再生的文化资源，响应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关于有计划地开展对全省破损古籍

的修复工作的要求，省馆开展系列的破损古籍修复工作，同时，充分发挥专家学

者和有经验、有技术的文化单位在古籍保护中的作用，积极开展古籍修复工作的

交流与合作。2008 年底我馆与具有古籍修复技术专业的南京莫愁学校合作，开

展修复馆藏《嘉兴藏》工作，至 2010年 5月首批 339册修复完毕。 

我馆此部《嘉兴藏》存于馆藏古籍未编目书中。2007 年下半年，我馆启动

《嘉兴藏》的整理工作，经编目整理，共得 1396 种，6519 卷。《嘉兴藏》是我

国从明万历至清嘉庆历时 200多年收录佛教典籍最多的私刻大藏经。由于时间久

远，这批书大多破损严重，有些甚至支离破碎，焦脆不堪，触手即破。根据省文

化厅有关有计划地对破损古籍进行修复，尤其是抓好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和濒危古籍的修复工作的要求，我馆开展了此次合作修复工作，争取在最短的时

间内使得这些“重伤员”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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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参展 2010年“国家珍贵古籍特展” 

为弘扬中国文化，展示中华古籍保护成就，2010年 6月 11日至 7月 12日由文

化部主办，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承办的 2010年“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在

国家图书馆举行。我省 3家单位的 7部珍贵古籍参加了此次展览。 

这次特展书目是在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推荐名单基础上，挑选珍稀性、

代表性的古籍确定而成的。我省辽宁省图书馆有 5部古籍参展，分别为：《元包经传》

五卷《元包数总议》二卷，明刻本；《奕薮》四卷《棋经注》一卷，明天启二年自刻

三色套印本；《楚辞》二卷，明万历四十八年闵齐伋刻三色套印本；《九家集注杜诗》

三十六卷，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春秋年考》一卷，明末抄本。大连图书馆 1部古籍

参展，《谕行旗务奏议》不分卷,清雍正内府抄本。旅顺博物馆 1部古籍参展，《坛经》,

归义军时期写本。我省利用这次参展机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示了辽宁省古籍精

品，展示了辽宁省古籍保护工作的成果，让社会更加广泛地关注辽宁省的古籍资源，

加深对辽宁省古籍保护工作的认识。 

 

简讯一束: 

2010 年 6 月 7 日，省图书特藏部主任周越、保管员戴立岩、保卫科王凤来等三

人,去北京送‘‘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展品。 

2010年 6月 21—25日,省图书馆特藏部副主任刘冰去北京参加 “自然因素与文

献保存保护”国际研讨会。 

2010年 6月 24日，省图书馆特藏部修复员崔锦兰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

第十一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学习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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