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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学副馆长参加

“全国古籍数字化建设与服务工作研讨会”

2012 年 5 月 22－23 日，由文化部主办、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承办的

“全国古籍数字化建设与服务工作研讨会”在北京香山饭店举办。王开学

副馆长及古籍部主任范月珍代表我馆参加了研讨会。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出席开幕式并做了

重要讲话，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对《中华古籍数字资源库第一阶段

建设方案》进行了说明。周馆长指出：古籍数字化作为保护与传承珍贵古

籍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现代技术将古籍以数字方式加以再现，可以真

实、清晰地反映出古籍原貌，借助互联网等媒介提供大众使用，有效解决

古籍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合作共建、资源

共享”的原则，从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珍贵古籍数字化开始，全国

古籍保护工作者共同努力，建设中华古籍数字资源库，力争实现中华珍

贵古籍资源的完整揭示。

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上海图书馆、中国中医科学院、浙江大学等

单位的专家分别就各馆古籍数字化建设、标准规范、古籍成果共享方式

和知识发现重组等问题做了报告。

分组会上，王开学副馆长介绍了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开展以来取得的

成绩以及我馆古籍数字化工作的情况，提出了珍贵古籍与地方文献数字

化先行以及应充分利用以往成果和经验、避免重复建设的建议。

分组讨论中，大家形成以下共识：目前古籍数字化存在着缺乏统一

规划、重复建设严重；缺乏统一标准、阻碍资源共享；缺乏经费支撑，区域

发展不均；无统一发布平台，不利于用户查询等问题。 全国统一规划、合

作共建，开展古籍数字化工作十分必要。在古籍数字化工作中，应充分利

用以往成果和经验、避免重复建设；国家级项目间要相互借力，充分协

1

- -



作；应规范标引，统一标准，争取资金，提供设备支持，努力在数字资源共

享、服务利用上下功夫；要扩大交流，抓好专业队伍建设，在古籍数字化

机制上创出新路。

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举办山西省第二期古籍编目

暨第一期古籍普查平台使用培训班

为了提高全省各古籍收藏单位人员的业务素质，尽快推进古籍普查

工作的全面开展，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于 2012 年 5 月 29 日 -30 日在山

西省图书馆举办了“山西省第二期古籍编目暨第一期古籍普查平台使用

培训班”。来自全省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文博系统、医药系统等 27 家

古籍藏书单位的 44 名古籍编目人员接受了培训。

5 月 29 日，培训班开班仪式在山西省图书馆多功能厅举行。 山西省

文化厅社文处处长魏存庆、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李小强、山西省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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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党委书记石焕发、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袁长江、山西省图书馆副

馆长王开学出席了开班仪式。

李小强馆长首先代表省古籍保护中心感谢省文化厅及省内各古籍收

藏单位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指出了普查工作的重要性，概

括了举办培训班的目的和意义。 省文化厅社文处处长魏存庆强调了古籍

普查工作的紧迫性，希望学员能珍惜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发挥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的带头作用。

根据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要求，从我省古籍工作实际情况出发，山

西省古籍保护中心设置了针对性较强的课程，《古籍编目及普查规范》、

《编目及普查实践》、《古籍普查平台使用方法》和《平台实践》，教学中注重

普查项目的解释及古籍普查登记表格的填写。

山西省图书馆为学员们提供了 40 余种有典型版本类型特征的古籍，

让学员进行普查平台、古籍普查登记表实践操作时使用；为了强化培训效

果，省中心还为培训班安排了多名辅导人员，随时解答学员的问题。同时，

学员们也非常重视这次培训，不仅课上认真听讲，课下积极提问，每天主

动延长课时，取得了良好培训效果。

通过此次培训，学

员们明确了古籍普查

登记规范，增强了实践

操作能力，扩充了理论

知识体系，提高了业务

素质。对业务基础知识

薄弱的学员，这是一次

全面地编目及普查登

记培训，对经验丰富的学员，此次培训解决了他们工作中的一些悬而未决

的问题，纠正了一些单位工作中的偏差，同时在此次培训中，全省普查工

作统一了标准，确保近期内各单位的工作顺利开展，不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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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中，省古籍保护中心与学员们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多方面了解

各古籍收藏单位的工作现状，有针对性地指导各单位在近期工作中明确

思路，采取科学合理的工作方法，对各自收藏的古籍做详细、规范的普查

登记，早出成果，为加快山西省古籍普查及古籍普查目录的编纂进度、推

进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贡献力量。

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泽波应邀

对山西省图书馆藏文文献进行鉴定

2012 年 6 月 14 日，四

川省文化厅副厅长、 四川

省古籍保护中心专家组组

长泽波在山西省图书馆馆

长、 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

李小强等人的陪同下，对

山西省图书馆藏文文献进

行了鉴别和认定。

山西省图书馆一向注重多途径采选古籍文献，近年来也注重山西碑

帖拓片及民族古籍的收集，但由于缺乏相关人才，目前馆内有二十余种

藏文文献资料需要鉴定。 此次，泽波厅长为我们大致明确了这些藏文文

献的年代、内容及用途，使我们了解了藏品的版本与价值，也为我们上了

一堂生动的藏文古籍启蒙课，令在场的人获益匪浅。

一件由荷兰拍卖市场拍回的“课诵经”相当引人注目。 它的木质装具

镀以金银、镶有玛瑙等宝石，做工考究，颇具异域风格。 用纸也很特别，除

文字外，每叶的正中还有一副手工绘制的佛像，色泽鲜艳。 据泽厅长介

绍，此物应为旧时的达官贵人们所拥有，做每日诵经之用，大约是在八国

联军侵华之时流失海外，省馆在荷兰拍卖会上购得。 另一件手书“吉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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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其本身的完整性而显得倍加珍贵，据推测大约有一二百年的历史，时

至今日，墨迹亦清晰如故。

两件大小不一的小型佛龛，在藏语里称为“嘎乌”（或“尕乌”），是藏人

护身符的一种，内可装佛像或经文等物。“嘎乌”有金、银、铜造的三种，以

银制较为普遍，而有钱人常用纯金打造。 省馆所藏这两件装有经文的佛

龛则是以白铜打造，虽年代不久，却也不乏特色。

一件由主题经文和多数小经文组成的藏文经书可以算是藏文古籍中

的孤本了。 泽厅长介绍说，这大体是做打卦、祈祷及诵经之用。

令我们感到欣喜的是，省馆的藏文文献总量虽小，但是种类繁多，其

中也不乏藏文古籍精品。 明代的转经筒、“黑色底漆，银粉书写”的“般若

经”、叙述莲花生大师一生功绩的“莲花生传”、“开路经”、“长寿经”、“莲花

经”、“护法经”、“吉祥天母护法经”、“藏文历书”、“文殊名号经”、“中阴超

度经”、解放后的石印“课诵经”、大的转经筒……一件件的藏文文献，在泽

厅长的讲述下也都逐一揭开了它们神秘的面纱。 搜集这些藏文文献，丰

富了省馆的馆藏，体现了省馆对少数民族文献和佛教文献的重视，同时也

对我们的古籍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为它们的装帧形式多样，

刻印所用的材料也很特殊，对环境的要求也相对较高。 对这些藏文古籍

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能够推动对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的研究，也是中华

古籍保护工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今后，省馆还会继续致力于少数

民族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不断丰富和扩充馆藏。

传统技艺 内外兼修

———古籍修复技术学习心得

4 月，祁县图书馆安排我来山西省古籍修复中心学习古籍修复技术。

通过一个月的具体学习，我不仅学习了古籍修复、装裱字画的全过程，并

将我馆明万历年间破损严重又被水浸泡过的书籍带来进行了修复，更是

深深感受到了各位专家老师们身上认真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 几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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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专家毫无保留地将自身多年的修复经验和心得教授给我， 使我受益匪

浅。

学习期间，修复中心的魏清老师为我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讲解，她从如

何制定修复方案、拍照、清点页码、选用修复配纸、怎样染纸，到拍照后做

电子档案和纸本档案的整套过程，无一不细细描述。 在学习期间，我尽可

能地多看，多听，多问，多思，积极与魏老师交流。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尝试揭开如书砖似的书叶，用开水冲洗书叶，

揭书褙，修补天头、地角和大面积破损的书口，选择衬纸……这一道道繁

琐的工序，我均按照古籍修复的标准来操作，以“整旧如旧，最少干预”的

理念来完成整册书的修复过程。 同时，我还学习了四合套、夹板的制作及

字画装裱等。

在短短一个多月的学习过程中，通过老师的悉心指导，零距离地感受

着她们在修复技艺方面的认真与执着，感触很深，受益颇多。 古籍修复是

一项对专业性、技术性要求极高的工作，要有强烈的责任感，作为古籍修

复人员要掌握正确的修复方法，扎实的修复技术，具备一定的理论和实际

的动手操作能力， 我从省修复中心的老师们们身上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

点。通过学习与实践，无论在修复技艺上还是工作态度上我都有了很大的

提高。 再次感谢省图的老师和各位领导们，从学习上给予我指导，从生活

上也给予我细致周到的照顾，使我在学习之余倍感温暖。

祁县图书馆 刘 峰

2012 年 6 月 11 日

简 讯

★5 月 14 日至 18 日，省古籍修复中心高晓英、傅艳红、张育霞三名

同志赴北京参加由文化部人事司举办的“文化部第三期全国文化行业高

技能人才培训班”。

★5 月中旬， 山西省图书馆征集隰县境内的部分野外碑石拓片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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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这些拓片由省图委托隰县图书馆拓制完成。

★5 月下旬，山西省古籍修复中心接收南京金陵科技学院古籍修复

专业的一名学生前来中心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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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省委宣传部、 文化厅、 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财政厅、 教育厅、 科技厅、 民族事务委员会、 新闻出版局、 宗教

事务局、 文物局， 财政厅教科文处， 文化厅办公室、 人事处、 社文处、 计财处

送： 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

发： 省内各古籍保护试点单位、 基层公共图书馆

8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