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西 省 古 籍 保 护 中 心 

简  报 

 

2011 年第 3 期（总第 32 期） 

 

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编             2011 年 6月 30 日 

 

本 期 要 目 

 

● 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李小强参加“全国古籍普

查工作会议暨古籍保护技术交流会” 

● 山西省图书馆书记石焕发参加民国文献保护工作

座谈会 

●省中心进一步明确分步实施《中华古籍总目·山西
卷》的既定编纂思路 

●“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培训班学习总结 

● 简讯 
 

 

 



 

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李小强参加“全国 

古籍普查工作会议暨古籍保护技术交流会” 

 

2011 年 6 月 21 至 22 日，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李小强馆长

及范月珍参加了文化部社文司主办、南京图书馆承办的“全国古籍普

查工作会议暨古籍保护技术交流会”。 

文化部刘小琴巡视员发表讲话，介绍了 2007 年以来古籍保护工

作进展及古籍普查、古籍修复工作情况。国家图书馆张志清副馆长及

文化部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李致忠主任分别就下阶段加快古籍

普查工作、建立《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工作机制提出了工作思路及

具体要求。 

古籍普查及古籍保护技术的交流是此次会议的两个重要议题，代

表们在会议期间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内容涉及到古籍保护工作的各个

方面，包括古籍普查的具体实施、古籍修复的重要性及工作流程、古

籍书库建设、古籍装具的配置、文献脱酸、文献去霉、古籍保护实验

室建设等内容。 

此次会议的召开恰逢山西省图书馆即将搬入新馆之际，对古籍书

库的格局划分、设备配备、书库管理、修复制度的修订等相关工作有

着很好的参考及借鉴作用。 

 

 



 

山西省图书馆书记石焕发参加 

民国文献保护工作座谈会 

 

2011 年 5 月 16 日至 17 日，国家图书馆主办、陕西省图书馆承

办的民国文献、革命文献保护工作及《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编纂工

作座谈会在西安举办，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及文化部、财政部、陕

西省政府、陕西省文化厅相关领导出席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省图书

馆石焕发书记及古籍部范月珍参加了会议。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动荡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

期，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壮大并领导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献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历史价

值、学术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民国文献及革命文献的保存和

保护情况并不理想，加强保护工作已势在必行。 

座谈会上，省图代表认真阅读材料，提出了积极合理的建设性意

见和建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民国文献保护工作的宣传十分重要，要通过讲座、展览等多

种形式宣传民国文献保护知识，宣传范围要广，力度要大，形式要新

颖多样，通过宣传培养公众保护意识，营造保护氛围。 

2、民国文献的概念应该更严谨、除了时间、载体，还要有地域、

语言等方面的规定，明确民国文献的范围，为民国文献的目录编纂及

珍贵名录的评选做好基础工作。 



3、意见及方案中涉及的重要用语要规范、一致，以免引起歧义。 

4、民国线装书作为民国书的一部分，没有纳入古籍保护的范围，

民国文献保护应考虑这部分图书的保护。 

5、对于《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的编纂机制等问题，根据目前

各地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等具体情况提出了转换思路、成果先行

的意见与建议。 

座谈会的召开，明确了省图下一阶段在民国文献及革命文献保护

方面需要做的工作，有利于及时调整我省《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的

编纂方案及思路。 

 

省中心进一步明确分步实施《中华古籍总目·山西卷》的既

定编纂思路 

 

    根据“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编纂培训班”及西安座谈会精神，山

西省古籍保护中心进一步坚定了过去依照山西实际确定的《中华古籍

总目·山西卷》的编纂思路和方法，就是按照初编、二编……的方法，

依实际情况，分步实施，最后再出汇编的方式进行。同时为了加快进

度，中心决定今后的古籍普查将在原十六表基础上，删繁就简，仅保

留基本项目，提高工作效率。 

在我们的编纂思路和方法得到认可后，中心将采取更加积极有

效的措施，按照修定后的《中华古籍总目》编纂体例和条款的要求，

对山西省图书馆及全省目录较完善的收藏单位的书目信息进行逐一

核对，增加行款项，拟按统一格式与外观出版，藏书较少的单位可联

合出版。书目质量较差以及还没有编目的单位，由省中心下发统一的



电子表格与填表样例，各单位按表格要求对本单位的古籍进行初步整

理、编目。 

6 月，省图书馆率先试行，集中人员核对馆藏古籍书目，更改书

目卡片错误，增加普通古籍的版式信息。而后将工作模式、经验和方

法推广于其它古籍收藏单位。 

根据一个多月的工作实践，6 月 22 至 24 日，中心在省图书馆对

太原市图书馆、祁县图书馆、太谷县图书馆、运城市盐湖区图书馆 4

个编目工作基础较好、藏书量适中的古籍收藏单位进行了培训。 

为了使培训工作落在实处，首先了解各馆古籍编目现状、人员情

况、工作环境、设备配备以及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然后根据各单位

的具体情况分别给予指导性意见和建议。提出了太谷县图书馆普查与

分省卷编目工作一步完成，其它馆分两步即先完成分省卷目录后在此

基础上完成普查工作的建议。 

省图为学员提供了 40 余种实习用书，要求每一位学员对题名、

著者、版本等必要项进行认真核对，同时增补行款、板框尺寸、破损

情况以及书影信息，省中心安排四名同志对学员进行辅导。此外，还

让每个学员学习了书影的拍摄及简易可行的存储编号方法。 

由于此次培训工作针对性很强，纠正了一些单位工作偏离方向，

工作方法不科学的问题，使各单位明确了现阶段及下一阶段的工作任

务与要求。据受训单位反馈信息，学员们回去后很快投入到工作中去，

目前，各单位的工作开展得都非常顺利。 

 



“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培训班学习总结 

 

    2011 年 5 月 9日至 27 日，我参加了国家图书馆组织的“第三期

古籍普查与中华古籍总目培训班”，新入馆不久就能获得如此机会，

我感到万分荣幸。通过倾听专家们的讲解，结合编目和破损鉴定的实

践，自己收获颇丰，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扎实掌握理论基础 

 由学校毕业直接到工作岗位，我深深感觉自己自己所学基础理

论知识的不足，特别是对于古籍文献工作，需要的文字学、版本学以

及历史学等方面的广博的理论知识，同时还要实践的积累和锻炼，正

如我国著名的版本鉴定专家李致忠所说，“多看书，多接触书才可能

不犯一些常识性的问题”。 就鉴定古籍版本问题来说，朝代更迭，刻

书各有特点，一般来说宋本都被奉为善本之最，宋本纸质精美，版心

白口居多，字体浙本秀气，蜀本敦厚，福建本俏丽，多效柳公权字体，

两宋本中多有避讳字出现，这些都成为辨认宋本的依据。到了元代，

元本黑口居多，字体多仿赵孟頫字，多简体字，元代之初也避宋讳字。

明本有早、中、晚三期风格不尽相同，特点也有异。粗略概括起来，

大约是明初至正德刻书仍是“黑口赵字继元”；嘉靖至万历时期的刻

书大约是“白口方字仿宋”；天启至崇祯时期又表现为“白口长字有

讳”。清本字体除清前仍沿袭明朝旧习，至康熙时便发生了变化，形

成了一种非颜非柳又非赵的馆阁体。因此辨别古籍版本，必须了解各

个朝代的版本特征，从细节入手，才能辨认准确。所以除了之前在学



校所学的知识之外，我们还要不断地充电，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体

系，以便更好的胜任自己的工作。 

    二、 反复做好相关实践 

    掌握再好的理论，不去实践也是枉然。在这次学习中，张平老师

主讲了古籍定损与实践的课程，一上午的时间讲理论知识，下午的时

间留给我们做具体实践工作，通过课堂上对古籍破损中常出现的老

化、酸化、霉蚀、粘连、虫蛀、鼠啮、撕裂、烬毁和口开等等损坏情

况的界定以及定级标准的介绍，大家都想在下午的实践中跃跃欲试，

一展身手，当一册待定损古籍交到我们手中的时候，我们都有种莫名

的兴奋，每个人都沉浸在这份独有的快乐当中，仔细小心地翻阅着书

籍，深怕错漏一点，错判一处，当大家都把定损结果写出来后，张平

老师对我们的作业进行了一一点评并作出总结，指出了大家普遍存在

的问题。通过这次实践之后，我们明白了理论不等于驾驭了工作的道

理，书本中的理论不能涵盖了工作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只有不断地实

践，不断地总结实践，丰富理论，才能将工作做到最好。 

三、 始终保持认真态度 

李致忠先生德高望重，学富五车，是著名的版本学家、目录学家

和书史研究专家。这次作为培训主讲人，他不仅给我们授课，要求我

们每个人写一份提要，将提要中所要涉及到的部分细说分明，而且对

我们所交上去的提要进行了一一点评，并附上了一份自己的提要，全

班 32 人，每个人评一次，再附上一篇自己的提要，就是等于要认真

看 32份，然后分别写 32份提要附到每个学员所写的提要之后，在短



短三天之内做如此繁重的工作，恐怕年轻人都无法有如此大的精力和

认真态度，其为学之精，令人叹服。 

四 、爱书护书奉为至上  

    作为一名新图书馆员，行动上要做到爱书护书，真正与书为友，

以书为乐，只有这样，才能从本质上喜欢上这份工作。同时要把爱书

护书的理念深深地植入我们的思想，作为我们的座右铭，我们爱护书

籍，不仅是对自己工作的负责，更是对书籍本身负责。古籍文献见证

了古人智慧和文明，在经历了时间和空间的磨砺之后，已经相当脆弱，

现在能静静地躺在书架上，已经是万幸，所以更需要我们进行保护、

修复，尽量使它们能够完好，能够继续为我们当代和子孙后代使用。

只有在理念和行动上合二为一，才能真正做到爱书护书。这是我们的

职责，也是我们古籍文献工作者得义务。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通过这次的培训学习，

我深深感觉到只有摆正态度，不断学习，不断思考，扎实基础，做好

实践，在学习中进步，在思考中完善，在基础上拔高，在实践中磨练，

才能把本职工作做好，才能在今后的工作中越走道路越宽阔。 

（山西省图书馆  刘亚男） 

                                       

                              

                                  

简讯 

★ 5 月 1 日至 7 月 1 日，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派出傅艳红、高

晓英、张育霞 3 名同志参加国家中心举办的“第三期全国古籍修复技



术提高班”的学习。 

★6 月 24 日，山西省图书馆收购大宁县境内石刻拓片 37 种 55

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