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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辽宁省珍贵古籍名录》和“辽宁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申报和评审工作正式启动 

 

根据文化部关于开展古籍普查工作的要求，我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于 2009

年 8月正式启动。2009年 11月，全省开展了首批《辽宁省珍贵古籍名录》和“辽

宁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这是继 2009 年 8 月召开全省古籍保护工

作会议及举办全省古籍普查培训班后，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取得的又一项重要进

展。 

    我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对此次古籍普查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省文化厅专门

发布了《辽宁省古籍普查实施方案》、《辽宁省珍贵古籍名录申报评审暂行办法》、

《辽宁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等一系列相关文件。辽宁省图书

馆积极履行省古籍保护中心的职能，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古籍收藏状况的摸底调

查，最大限度地收集古籍收藏机构的信息，力求全面了解和掌握全省各级图书馆、

博物馆等单位及民间所藏古籍情况，并在全省古籍普查培训班上专门针对此次省

级珍贵古籍名录和省级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事宜进行了辅导。 

至 2009年底，全省共有二十四家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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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初省古籍保护中心开始整理

汇总申报资料，为将在 2010年 3月初进行的专家评审工作做好准备。 

 

省古籍保护中心完成古籍普查平台建设 

 

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重视下，由华中师范大学开发完成“全国古籍普查平

台”。省中心先后派刘冰、王蕾、娄明辉三位同志前往国家中心学习平台软件的

应用及省普查平台的建设。普查平台有基于Oracle、Mysql、Microsoft Sql Server

三种数据库的平台版本及单机版本。省古籍保护中心根据情况，选择oracle数据

库进行普查平台的安装和更新。省中心按照平台需求配置“全国古籍普查平台”

所需的服务器、数据库、磁盘阵列、服务器中间件软件，进行服务器操作系统、

数据库的安装、服务器内容更新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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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9月，古籍普查平台系统在辽宁省古籍保护中心安装调试完毕。并在

省中心举办的“辽宁省第一届古籍普查培训班”中，让学员实际上机操作。2009

年 11月开始，在省文化厅的重视下，为沈阳、大连、鞍山、抚顺、丹东、锦州、

辽阳、阜新等 8个市配备了古籍普查服务器，并陆续完成了古籍普查软件的调试

工作。目前从辽宁省图书馆、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锦州市图书馆等单位的古籍

普查登记、定级、定损、统计、上传书影等使用情况来看，平台运行平稳正常，

数据备份等工作定期进行。 

         

《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编纂工作启动 

 

2009年 12月，文化部下发通知，正式启动《中华古籍总目》的编撰出版工

作。2010 年 2 月 1 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上，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与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湖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就编纂《中华古籍总目• 天津

卷》《中华古籍总目• 湖南卷》签署任务书，就此《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编

纂工作拉开序幕。 

此次目录的编制以《中华古籍总目编目规则》作为分省卷编纂规则。经文化

部批准后发至各个省中心遵照执行。分省卷编纂有两个特点：一是建国以来第一

次针对现存古籍进行普查，是跨系统、行业的全面调查；二是第一次要求摒弃从

目录到目录的编纂，全部要查验原书，形成的成果将具有较高的准确性、真实性。 

目前，省古籍保护中心结合我省古籍保护工作的进展情况，已完成《中华古

籍总目·辽宁卷》编纂方案的制定工作，并上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省图书馆跻身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 

 

文化部在 2月 1日举行的 2009年古籍保护工作总结会上公布了首批国家级古籍

修复中心名单。经文化部批准：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辽宁省

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

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中山大学图书馆、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12家古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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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单位被文化部确定为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承担国家珍贵古籍的修复任务，国家

级古籍修复中心的设立为今后科学规范的开展古籍修复工作创造了条件。 

辽宁省图书馆凭借古籍保护与修复中心完善的软、硬件条件顺利入选，忝列首

批 12家入选单位之列。 

 

省文化厅举办“辽宁省古籍普查培训班” 

2009 年 10 月 26 日—10 月 30 日，“全省古籍普查培训班”在辽宁省图书

馆举行。本次培训由省文化厅主办、省古籍保护中心承办。来自全省公共图书

馆、高校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及宗教系统 39 家古籍收藏单位的 56 位古籍

从业人员参加了培训。本次全省古籍普查培训，按照统一的标准和教材为全省

古籍保护工作培训普查人员，特别是为各市级图书馆培训普查师资人员，以便

各市图书馆能够在本地区进一步组织培训，有效开展普查登记工作。培训开设

的课程包括古籍普查概论、古籍基础知识、古籍分类与工具书的使用、古籍普

查登记表和破损登记表的使用、古籍的定级与破损定级、普查软件的应用、《辽

宁省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等课程，并安排学员进行了培训实践。本次培训对

提高我省古籍收藏单位古籍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更好地推动全省

古籍保护工作的深入发展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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