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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领导在内蒙古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视察 

2012年 1月 31日，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

治区政府主席巴特尔与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乌兰一行到内蒙古

图书馆进行视察。在内蒙古

文化厅厅长王志诚等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图书、报纸、期刊、残疾人

阅览室和蒙文特藏书库、汉文

古籍书库。在古籍保护中心，

巴尔特主席、乌兰部长等认真

听取了图书馆馆长李晓秋的汇

报与介绍，并参观了古籍书库

内所藏的珍贵蒙文和汉文古

籍、经卷，肯定了内蒙古图书馆对古籍的保护工作，并对下一步工作

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2011年 12与 30日，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刘新乐出席内蒙古图

书馆免费开放启动仪式。剪彩仪式后，刘新乐副主席一行在图书馆馆

长李晓秋的陪同下，参观了图书馆汉文古籍、蒙文特藏书库，以及图

书期刊等阅览室以及草原讲坛报告厅和草原印象展厅。在内蒙古古籍

巴特尔主席、乌兰部长参观馆藏蒙文珍贵经卷 

巴尔特主席、乌兰部长参观馆藏珍贵古籍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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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中心，听取了书

库负责人何远景教授

对馆内所存古籍情况

的详细介绍，参观了

书库内珍贵古籍和经

卷。参观结束后，刘

主席对内蒙古古籍保

护中心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要求进一步重视古籍保护工作，让

古籍充分发挥出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在我区进行满文文献调研考察 

为贯彻落实文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通知》

（[2011]12 号），加强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保护工作，针对少数民族

地区古籍收藏分散、保护条件相对薄弱，人才资金缺乏的状况，有针

对性地制定专项保护方案，从政策、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给予倾

斜和支持。2011 年 9 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黄

润华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赵令志教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办公室管理组副组长庄秀芬老师一行，在我区进行满文文献的调研工

作。 

此次在我区的考察活动为期 3天，由内蒙古古籍保护中心何砺砻、

满文专家宝音陪同前往，分别对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

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

李晓秋馆长为刘副主席介绍古籍存藏及保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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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师范大学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档案馆、呼伦贝尔市东

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档案馆、赤峰市喀喇沁旗档案馆、呼和浩

特市土默特左旗档案馆、阿拉善旗档案馆展开调研，对各存有满文文

献的单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摸底和业务指导工作。 

在详细考察了各收藏满文文献的单位后，专家组对我区的满文文

献保护工作给予了肯定，详细了解了各单位满文的保存情况和编目状

况，并对下一步满文文献的保护和编目著录工作给予了科学可行的指

导意见。我区各收藏单位对专家组的指导工作表示感谢，希望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继续加大对满文文献保护工作的力度。 

 

  
专家组在内蒙古图书馆调研 

 

  

专家组在社科院图书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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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在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调研 

 

  
专家组在内蒙古档案馆调研 

 

   

专家组在呼伦贝尔市档案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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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满文文献现存情况汇总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一行在我区主要考察了内蒙自治区图书馆、内

蒙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内蒙

社科院图书馆，呼伦贝尔盟档案馆、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博物馆、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图书馆、赤峰市档案馆、喀喇沁旗档案馆。

现将我区各馆满文古籍保存情况汇总如下： 

1、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内蒙古图书馆藏满文古籍 200 多种，约 3400 余册，其中复本较

多，编目卡片以满文著录。由于我馆刚刚改扩建完毕，还没有完全开

放，满文古籍只有部分整理出来。古籍书库没有防盗防虫设施，也没

有防紫外线及恒温恒湿等设备。古籍轻度破损，但没有专业人员做修

复工作，一部分破损古籍是从外面做的装裱修复。满文古籍还没有参

加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 

2、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 

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藏满文古籍 200 多种，约 1000 余册，其中

多为清代刻本。由于没有懂满文的相关人员，至今没有整理编目。其

中一部乾隆年间满文抄本《西游记》，较为珍贵，专家认为是迄今见

到最早的满文《西游记》抄本，内有“满珠三益真诠西游记序”，记

录了抄录此书的时间及过程。 

内蒙古社科院的古籍书库保存条件简单，没有配套保护措施，有

些古籍破损严重，至今无人修复，也没有参加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 

3、内蒙古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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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有近 2000 册的满文古籍，由于和蒙文古籍目

录编在一起，无法分出种类，其中刻本、抄本都有。古籍都装在樟木

书柜中，书库保存设备齐全，满文古籍没有参加珍贵古籍名录申报。 

4、内蒙自治区档案馆 

内蒙自治区档案馆藏满文档案 2300 多函，多为呼伦贝尔副都统

衙门档案。由于没有整理，没有具体的件数，这些档案多轻度破损，

有一半以上做了托裱修复。 

5、莫力达瓦旗图书馆 

莫力达瓦旗图书馆藏有满文古籍 207册，没有编目。多是从民间

收集的清末、民国年间的抄本。其中一份遗嘱记录了一个家庭财产的

分配，有明确年款为 1962 年，是至今所见到的使用满文书写的最晚

的文献。 

6、莫力达瓦旗博物馆 

莫力达瓦旗博物馆藏满文古籍 100多册，没有编目，多为民间收

集的手抄本，其中一部《金卜经》记录了满文占卜的方法，比较少见。 

7、赤峰市档案馆 

赤峰市档案馆藏满文档案 2000多函。 

8、呼伦贝尔市档案馆 

    呼伦贝尔市档案馆藏满文档案 6000 余函，都是民国时期呼伦贝

尔地区的档案，虽然年代较晚，但印证了满文在这个地区的使用历史。 

9、喀喇沁旗档案馆 

因满文档案没有整理并且该馆正在搬迁，所以无法考察，没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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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相关的数据。 

 

内蒙古古籍保护中心古籍普查工作 

随着我区古籍保护工作的继续深入开展，古籍普查接近尾声。日

前，内蒙古图书馆对全区尚未普查的几家单位进行了最后普查。 

一、巴林右旗博物馆 

2011年 5月，内蒙古图书馆

古籍保护工作人员在李晓秋馆

长的带领下，对内蒙古赤峰市巴

林右旗博物馆进行古籍普查工

作。 

巴林右旗博物馆位于内蒙

古自治区赤峰市大板镇，是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审议确定

的古籍保护工作试点单位

之一。通过普查了解到巴林

右旗博物馆馆藏古籍经卷

共 140册，其中一批出土于

辽庆州白塔的经卷非常珍

贵。在 1988年至 1992年，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拨专款

对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进行全面维修的施工过程中，在该塔塔刹相轮

樘等处发现了按辽代佛教仪轨秘藏的一批辽代圣经、雕版印刷佛经。

辽庆州白塔出土经卷 

 

辽庆州白塔出土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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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还有 21 件经卷未修复。这些经卷的出土，对于辽代历

史文化、佛教文化乃至印刷和版本的研究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集宁四中 

2011年 6月，内蒙古图书馆何远景教授、何砺砻主任、路慧敏一

行三人对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四中进行古籍普查摸底工作。 

集宁四中古籍大多来自于解放前集宁地区的玫瑰营教堂，教堂被

毁后书籍辗转到集宁四中。因中学没有专门从事古籍的工作人员，古

籍一直处于混乱打包状态。经过两天的拆包整理、排架工作，彻底对

集宁四中的古籍进行了编目。 

此次普查共整理出古籍 339 种，2000 余册。其中四部备要 295

种，1900余册；其他文献 44种，106册。 

 

 

辽庆州白塔出土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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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古籍保护中心派人员参加第二期古籍普查 

与《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编纂研修班 

2011年 4月 6日至 4月 22日，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国家

图书馆承办的“第二期古籍普查与《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编纂研

修班”在国家图书馆开班。 

本期 29名学员分别来自全国 15省的 16家单位。为期 17天的培

训由李致忠、吴格、李国庆、包菊香、王沛等多位长期从事古籍整理

与鉴定的全国知名专家学者授课。内容包括古籍鉴定与编目、古籍分

类款目组织规则、古籍编目与著录规则、古籍普查平台系统及技巧运

用、著录常见问题、提要撰写等。 

内蒙古古籍保护中心的路慧敏、张静两位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培

训。 

 

第二期古籍普查与《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 

编纂研修班在国家图书馆开班 

2011年 4月 6日下午，第二期古籍普查与《中华古籍总目•分省

卷》编纂研修班在国家图书馆南楼举行开班仪式。全国古籍保护工作

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长汤更生、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主任助理王红蕾、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管理组副组长庄秀

芬主持了开班仪式。 

李致忠老师在开班仪式上介绍了研修班的主旨，强调不仅要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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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的古籍整理的技能，还要组织本省其他馆的古籍工作人员来学习

这些技能，进行实际操作，重视实践，把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河南省图书馆周新凤老师

代表学员发言。 

参加这次培训的单位有福

建省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黑

龙江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

重庆市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

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广西壮

族自治区图书馆、河南省图书

馆、河北省图书馆、石家庄市图

书馆、海南省图书馆、天津市图

书馆、陕西省图书馆等 16家单

位。 

 

 

学习心得 

2011年 4月 6日第二期古籍普查与《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编

纂研修班在国家图书馆开班。本次培训为期 17 天，来自全国部分省

市图书馆的 29 位古籍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通过学习，收获很大，以下是我的学习心得： 

一、通过学习认识到了古籍普查的重大意义。在这次培训的开班

仪式以及各课程的学习过程中，我认识到普查工作是古籍保护最基础

培训座谈 

学员们在天津图书馆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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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就目前的主要工作来说它承担着为《中华古籍总目》的编写

提供数据信息的使命。同时，古籍普查是古籍抢救、保护与利用的前

提，是确保国家历史文化遗产安全的重要措施。通过普查才能有针对

性地开展保护；通过普查才能开发利用现有古籍；通过普查还可以培

养一批古籍鉴定、编目和保护方面的人才，从而解决我国古籍保护和

修复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 

二、通过学习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在参加培训之前，我对古籍

的了解不多，只掌握一些粗浅的知识。如果要鉴定一部古籍的版本、

著者、真伪等等，是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的，通过这次培训我极其深刻

地认识了自己的不足。这次培训邀请到的老师都是古籍界的专家学

者。李致忠老师为我们讲解了古籍的分类方法和古籍版本鉴定方法。

他在讲授每个知识点时都穿插着例子，讲课既生动形象，又简单明了。

在讲到古籍著录的时候，李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作业，让我们自己著录

一本古籍，这就涉及到了每个人的版本知识功底以及文言文的素养。

作业交上去后，李老师详细点评了每个人的优缺点，同时还把他自己

对每部古籍的著录下发给学员，让学员对照，找出自己的不足和失误

之处。通过这次著录，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知识要去学习，李老师也

鼓励我们要踏踏实实，慢慢积累，相信我们都会成为出色的古籍工作

者。复旦大学的吴格老师和天津图书馆的李国庆老师结合古籍工作的

实践和研究，为我们讲解了许多著录中容易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

法。在学习过程中，不但一睹了大家的风采，还学到了很多解决实际

工作中问题的“窍门”，受益颇多，觉得自己的业务水平相对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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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三、通过学习认识到了自己肩负的责任。在培训的时候一位来自

江西图书馆的学员说了这样一句话：“自从 2007 年文化部启动了全

国古籍普查和《中华古籍总目》的编纂工程，我感觉到我们古籍工作

的春天已经来了。”我想这也是大多数古籍工作者的感受。作为传承

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古籍的保护与开发工作是刻不容缓的，是

需要每一个从事古籍工作的人来认真对待的。而我们要想很好地完成

这项艰巨的工作，就需要不断地学习，用态度严谨的工作来回报国家

和古籍保护中心的培养。 

这次培训的举办，体现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对普查工作的重视，

从课程的设置到学员的食宿都做了悉心的安排，在这里，我要感谢庄

秀芬等老师周到、细心的接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把所学的知识

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并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把古籍工

作做得更好。同时也希望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能针对具体的问题开展更

多的培训，以提高我们古籍工作人员的素质和工作能力。 

（内蒙古图书馆 张静） 

 

这次古籍培训从 4月 6日到 4月 22日，为期 17天。共有来自全

国各地省市级图书馆的 29 名学员参加。在此期间，我们学习了许多

有关古籍普查和《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 》编纂的理论知识，并对古

籍普查平台的运用进行了实践操作。由于时间较短，我们不能很具体、

很系统地去学习一些有关古籍版本鉴定与编目、古籍分类款目组织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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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古籍普查平台登记系统的著录及技巧运用，以及提要撰写等知识。

但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各位专家、老师的讲解下，本人对古籍普查和

平台的著录有了深入的了解，找到了下一步开展工作的具体方法和途

径。回顾这段时间的学习，有了一些浅薄的认识： 

首先，深刻感觉到古籍工作的压力。我馆有 20 万册古籍，但是

古籍工作人员极少，加上老员工即将退休，我们年轻人对古籍工作缺

乏经验，感到压力特别大。工作近一年来，还没有翻阅过古籍善本，

对馆藏古籍了解不够，不是一名合格的图书馆古籍工作者，对此极为

惭愧。尤其见识到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各省馆老师渊博的古籍知识，

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多熟悉古籍，多阅读

多学习，履行好一个古籍工作者的责任。 

其次，古籍工作者必须懂得古籍的版本。版本的鉴定应该从内容

上掌握资料依据,从形式上考证年代，重点关注古籍的序、跋、牌记，

著者等。在李致忠老师的提要撰写课上，通过亲自阅读古籍善本，向

多位同仁请教，自己撰写提要，对古籍版本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 

再次，应加大对古籍的重视力度。古籍保护工作是一项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文化工程，我们省级古籍保护中心要积极发挥自己的作

用，努力做好古籍普查工作，继续指导和督促市、县级公共图书馆开

展普查工作。在普查过程中将培训的理论知识和普查实践有机结合起

来，争取早日完成全区古籍普查工作。 

最后，本人体会到学习的永无止境。古籍工作涉及的知识面非常

广，需要各方面知识的长期积累。如果不通文字音韵、不懂史地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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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民俗宗教，我们就不能有效地鉴别版本，也就不懂得古籍版本的

珍贵性。而且只有理论知识还不够，古籍工作需要我们参加更多的实

践。对于学历史专业出身的我，只是在本科时候接触过中国历史文献

选读，但是对古籍版本目录、古籍整理方面的理论知识一无所知。听

课的过程中，本人深刻体会到了所学理论知识的不足和实践操作经验

的缺乏。在国图几位老师形象生动的授课过程中，对于古籍知识有了

很多的了解，也增加了我们对古籍的热情和学习的渴望。希望自己在

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汲取知识，增进积累。 

由于初次接触古籍,所学的知识还不是很多，但我相信经过这次

培训，我一定会在将来的古籍学习和钻研道路上越走越远的。在此，

非常感谢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各位老师在这次学习中的悉心教导和各

省馆同事们的关心和帮助。 

（内蒙古图书馆 路慧敏） 

 

 

 

 

 

简讯 

1.《中华古籍总目•内蒙古分省卷》在《内蒙古自治区线装古籍

联合目录》的基础上进行编辑、著录和审校工作，目前分省卷内容基

本完成，正在进行最后的审核校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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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蒙古自治区古籍普查工作继续深入开展，在对内蒙古赤峰市

巴林右旗博物馆和乌兰察布市集宁四中普查后，下一步将对呼伦贝尔

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等地进行普查。 

3.内蒙古古籍保护中心古籍普查平台著录工作有序进行，到目前

为止，共著录古籍数据 333多条，对古籍的经、史、子、集各部类都

进行了基本著录。并且按照古籍普查平台著录要求，对 25 种共 128

册古籍进行了完整著录，包括古籍的基本信息及书影的扫描制作等，

已经上传国家中心等待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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