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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工作会议纪要 

 

3 月 3 日，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召开工作会议，保护中心主任李

小强、副主任袁长江及办公室主任王开学、范月珍参加了会议。商议

目前工作中的重点问题。 

会议就两方面工作进行讨论并达成统一意见：一是我省古籍再生

性保护工作。由于目前需要使用和出版古籍的机构和个人很多，为了

防止古籍在使用时的无序化及复制中受到无端的损坏，需要制定相应

的制度与方法，同时也可对《山西省珍贵古籍保护条例》进行修改，

确保各古籍收藏单位在复制古籍时有制度可依，在操作中能按规范执

行，处理好收藏与利用的关系，在利用古籍文献资源的同时做好保护

工作。为此，山西省图书馆需要组织专门人员率先对本馆所藏古籍进

行一些试验性扫描，为今后的工作模式和流程做探索性工作。如果有

必要，在调研和试验的基础上，这项工作也可以统一由馆外机构来做。

二是《中华古籍总目·山西卷》的出版工作，山西卷的目录搜集、校

对工作任务还很艰巨，但仍然要力争尽早完成部分目录的出版任务。

会上，对下一步工作中的困难进行了梳理，李小强主任指出，这些困

难需要逐个收藏单位去沟通和解决，由各位领导分头去协调，今后，

所有编纂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保护中心会都会全力支持并帮助解决，

在与各收藏单位协商的基础上，采取派人下去或运书上来两种方法来

开展工作，总之要尽力尽快去做。 
 



山西省图书馆派员赴汾阳市图书馆分编古籍文献 

 
随着《中华古籍总目·山西卷》编纂工作逐步展开，各县市图书

馆馆藏文献的分编整理，成为编纂工作的重要的方面，2010 年 4月 8

日，应汾阳市图书馆的邀请，山西省图书馆古籍部范月珍、郑梅玲、

樊佳琦一行三人对其馆藏古籍文献进行分编整理。 

 

汾阳市图书馆馆藏古籍文献大致按照经、史、子、集四大类进行

了排架放置，但由于缺乏专业古籍管理和编目人员，他们并没有采用

四部分类法对每一种古籍进行分类，而采用的是中图分类法分类，古

籍的排放也比较混乱，同一种书往往散落在不同的角落，这些都对普

查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鉴于这种情况，省馆的同志首先将现有古

籍文献和民国书分开，而后再将古籍文献归类，同一种古籍尽可能配

齐，对残缺程度较严重的古籍以及民国文献暂时不做编目，从为数不



多但部头较大的丛书开始入手。为了提高效率，指导汾阳馆工作人员

同时进行财产号的标注和吊签的书写，以便整理完毕后顺序归架。用

一天时间完成了 32 种 451 册古籍的编目和书影拍摄的工作，随后将

后续工作和应注意的事项交代给汾阳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返回省中心后，三位同志又对完成编目的数据进行了核对、归纳

和汇总，并将最终的数据提供给汾阳市图书馆。这次分编完成的数据

也将录入山西省古籍联合目录数据库。 

 

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加强古籍再生保护工作 

 

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是古籍保护的两种重要的形式，原生性

保护是在不改变文献载体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的修复以及对保护环境

的改善来保护古籍；再生性保护是通过现代技术对古籍内容进行复

制，将其转移成其他的载体形态，进行长期有效的保护。山西省古籍

保护中心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对古籍的再生性保护，2010 年更是

将其作为古籍保护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 

古籍文献的数字化是再生性保护的基础工作，早在 2009 年底

时，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购置了德国进口的无边距冷光源 “博爱 3”

系列扫描仪，拟对山西省图书馆馆藏珍贵古籍进行有计划的复制。目

前，省中心已经开始了对古籍再生性保护的尝试，现已完成清光绪三

年抄本《南华赘解》、清光绪刻本《潞城县志》、《拾遗集》及《寿阳

县志》的扫描存档。《南华赘解》是应华东师范大学方勇教授的需要



扫描的，此书将收入《子藏》一书；《拾遗集》系定襄县人吴德光所

辑，收录山西地方文人学士之作而成，属于山西地方文献，内容十分

珍贵，定襄县图书馆有计划出版《定襄古代文献汇编》，但由于其本

馆所藏版本为残本，于是希望可以籍由山西省图书馆的全本来完成出

版计划。而光绪《潞城县志》也将由社会机构整理出版。 

在初步尝试取得良好效果之后，省中心将会有计划地开展扫描影

印工作，既达到古籍再生性保护的目的，又能更好地为读者阅览和使

用提供方便。 

 
 

“第一期古籍普查与中华古籍总目培训班”学习总结 

 

2011年 3 月 7 日至 4 月 1 日，“第一期古籍普查与中华古籍总目

培训班”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省图范月珍、郑梅玲与来自山东省图书

馆、云南省图书馆、广东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中国社科院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的

21 名学员参加学习。这次培训时间长，具有很强业务性和针对性，

有幸参加学习，受益匪浅。 

培训班的举办主要是针对分省卷编纂的阶段性成果的攻坚，课程

安排围绕古籍编目、鉴定、平台著录以及中华古籍总目的编纂组织规

则，通过理论学习、实践操作、组织讨论以及参观天津分省卷阶段成

果等方式，使大家对古籍保护现阶段工作有了正确认识。 

首先，自 2007 年古籍保护工作启动以来，相继出台了一些列古



籍编目、著录的规则标准等，但是一直都在逐渐的调整适应，实际操

作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标准不能很好把握，或者著录有些太细、太繁

琐的问题。比如对于“禁毁书”的定级问题，对于普查平台的刻工、

藏印的著录问题等。这次对标准和著录的调整，简单规范，更方便了

今后工作的开展。 

其次，每次参加学习，都会听李致忠先生讲开班课，传授我们古

籍版本的知识，先生倾其所有，为我们授业、答疑、解惑，教给我们

的不仅有渊博 的知识 ，更有切实的方法和睿智的思考，每次学习都

有新的收获，让我们终身受益，老先生严谨的治学和敬业精神，让我

们敬仰。此次培训，人手一种善本古籍，撰写编目和提要，而后李先

生审查并提出修改意见，而后要求依据意见修改提要文稿，这样细致

认真、手把手的锻炼，提高了业务能力。 

第三，《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的编纂是这次学习谈论的重点，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就针对此问题开了座谈会，听取了各省关于分省卷

编纂情况的汇报，讨论编纂分省卷的方法，有些馆就分省卷的编纂规

则提出，要先编出善本卷，或者有的单位提出以地区为单位出总目等，

专家都予以否定。目前天津市图书馆已经收集完所有辖区内的书目，

形成 EXCEL 式古籍总目，计划年底编出类丛篇和方志篇。通过实际考

察天津图书馆的总目编纂工作，觉得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的有很多方法

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很多单位也提出，中华古籍总目不是一蹴而就的

工作，现在我们全国古籍普查还没有做完，家底还没有摸清，甚至有

些地方普查都没有开始做，所以应该扎实推进，由普查而形成总目。



讨论会上专家对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目前开展的一系列的编纂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意见。通过对各馆总目编

纂情况的了解，领会专家对总目编纂的要求和规划，感觉我们虽然做

了一些工作，但是任务还很重，还需要不懈努力！ 

 

                             （山西省图书馆  郑梅玲） 

                               

  

“第二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提高班”学习总结 

 

2011 年 2 月 28 日至 4 月 29 日，我参加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

办的“第二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提高班”的学习。学习内容包括古籍

修复技艺、书画装裱及地图修复等。通过学习不仅修复理念上有更新，

操作技艺上也有较大进步，特别是在各种修复技术的操作细节方面有

很多收获。 

开班伊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老师就强调学员通过学习在修复

技艺上要有一个提高：理念更明晰，基础更扎实，技法更全面。同时

指出如果初级班重点是对古籍修复中各技艺的基本知识的学习和掌

握，那么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这期提高班则侧重于对修复流程

的明晰，并能流畅而娴熟地实践，所以这期培训班的课程也正是基于

这样的考虑来安排的。 

古籍修复档案的建立，详细讲解了古籍修复档案的重要性及创制

修复档案过程中各项目的著录规范及要求，在建立修复档案的过程



中，统一标准是十分重要，比如在填制修复档案时要规范地运用一些

标准术语，要统一使用标准的主题词等，这样便于将来的统计与检索。

同样，书影的拍摄是修复档案制作的重要一个环节，书影拍摄能更加

直观立体地展现待修古籍的原貌和破损情况，以及修复完成后的状

态，修复前后的对比更为明显、准确。国家图书馆赵建忠老师结合自

己多年的工作实践，讲解了摄影的基本知识，强调了书影拍摄的自有

特点和成像要求，指出均匀布光以及对场地、器材等的选择的重要性，

介绍了古籍书影拍摄过程中实用的辅助支架的结构和使用方法，生

动、实用，使大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古籍修复过程中原书纸张的甄别、补纸的选配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工作，也是决定古籍文献修复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古纸分析的课

程中，王菊华老师结合纸张纤维的影像详细讲解了各种材质纸张纤维

的特征和主要区别，并通过纤维检测仪的实践操作，大家掌握了通过

仪器辨识纸张的方法。 

国家图书馆杜伟生老师讲授古籍修复实践课程，杜老师对古籍修

复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讲解，结合实践中的各种问

题，给出严谨实用的解决办法，阐述其中的原理，简洁、明了，切中

问题的关键，印象深刻。杜老师还着重逐一讲解了古籍修复过程中共

计约一百二十个工序的操作要领，特别对其中一些工序的操作细节及

注意事项进行了详细的说明，通过实践、再述理论，学习效果更好，

课程结束时还进行了一次古籍修复技术答疑课，大家提出了在古籍修

复日常工作的遇到的问题，杜老师一一作答，精炼、明了，许多问题



迎刃而解，收获很大。 

书画装裱是这次修复技术提高班的重点之一。云南省图书馆杨利

群老师讲授镜片、横披的制作，杨老师从托纸等基本操作技能讲起，

并结合具体实践，理念明晰、讲解精炼、切中关键。通过实践初步掌

握了操作要领，也了解了客观环境对书画装裱的影响和不同自然环境

下的操作要求。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徐建华老师在书画装裱行业是知名

专家，徐老师主要讲解了立轴的装裱，对手卷及册页的装裱工艺流程

进行了演示，讲解十分详实，特别是对一些细节的深刻诠释，让大家

豁然明了。还结合实际讲解了南北方书画装裱操作技法的区别，特别

是对书画装裱工具的选择、修剪及在操作过程中的使用方法都进行了

说明。 

国家图书馆张平老师全面讲解了地图的修复技法。首先，他结合

待修复的地图一一阐明了科学合理的修复方案，说明其中的原理，使

大家从总体上掌握地图修复的要点，然后根据每一幅地图的具体材

质、装帧形式和破损情况提出详细的修复步骤，在操作过程中强调要

全面考虑好各个细节，周全、细致，在每一修复阶段都要做好对修复

料件因接触水份变形的控制，只有较好地控制变形，才能收到更为理

想的修复效果。地图的修复，补纸染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序，也直

接影响修复的效果，张平老师示范了颜料的调制，并反复比对，使色

彩更为接近。生动的讲解、具体的示范，并结合大家在修复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剖析原因，明晰原理，提出解决的方法和修复操作中的要

求，许多知识点形成一个更为完整的有联系的整体，引导大家更全面



地着眼修复过程，使大家的学习兴趣更浓，印象也十分深刻。 

天津图书馆万群老师结合古籍修复实际工作，讲解了蝴蝶装金镶

玉的制作，同时，启发大家在工作中要注重古籍修复原则与文献修复

装帧形式的协调统一，既要保持古籍文献的文物、艺术价值，也要尽

可能地实现装帧形式的创新，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两个月的学习结束了，许多精彩的讲解让人倍受启发，久久回味。

当然，许多的知识、技能更有待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去实践和娴熟，各

位老师科学的修复理念和平实的工作作风，更令人尊敬与感动，有待

我们学习与传承，我一定将这些好的技术和作风落实到今后的工作

中，更加精心细致地做好古籍修复工作。 

               （山西省图书馆 宋艳明） 

 

 

简讯 

★ 3 月 3 日，山西省运城学院图书馆荆惠萍老师来省中心咨询

古籍编目、保护等工作。 

★ 3 月中旬，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收到定襄县图书馆、稷山县

图书馆、榆次区图书馆提供的古籍目录。 

★ 4 月 6 日，山西省古籍修复中心收到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配发

的修复用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