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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山西省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召开 

 

2011 年 1 月 19 日，山西省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在山西

省图书馆报告厅会议室召开。省文化厅、省发展改革委员会、省财政

厅、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新闻出版局、省宗教局、省文物局等单

位的领导出席了会议。山西省文化厅社文处处长李培敏、山西省古籍

保护中心主任李小强等参加了会议。 

会上，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李小强就 2010 年山西省古籍保

护工作做了总结。他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省中心继续以申报为抓

手，带动了全省各项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上半年，中心集中对全省

市、县级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以及收藏有古籍的文博单位的编目数据

进行了收集和校对，并将其统一编辑录入山西省古籍联合书目数据

库。目前此项工作还在持续进行。同时省中心还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上交了山西省图书馆的普查数据以及馆藏编目数据。 

人才培养是中心十分重视的一项工作。我们一贯采取外出国家中

心培训和自主培养两种方式，仅 2010 年一年先后派出 25 人次参加了

国家举办的各类培训班，包括古籍保护与鉴定高级研修班、古籍普查

平台审核人员培训班、碑帖鉴定与整理培训班等。 

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华古籍总目·山西卷》的编纂工作，2010

年 3 月，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联合长治市图书馆举办了“山西省古籍

普查数据库培训班”，来自全省古籍收藏单位的 34 名学员参加学习。

12月又聘请文物修复专家为修复人员进行书画装裱技术方面的培训。



同时为了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省中心还组织人员参观了第三届“国

家珍贵古籍特展”。  

在宣传工作方面，省中心继续编辑工作简报，在全国范围内介绍

我省古籍保护工作的经验；继续在网站上开辟古籍保护论坛专栏，解

决基层单位在古籍编目中遇到的问题。并以第五个“文化遗产日”为

契机承办了“中国古代书籍史”展览，全方位多角度地向公众宣传古

籍保护理念。为了让古籍保护成果为社会共享，省中心在去年筹备编

纂了《山西省第一批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全面展示我省古籍保护的

成果，让全省人民欣赏、领略山西古籍精华。目前，这部书已经付梓

出版，不久即将面世。 

作为国家级的古籍修复中心，山西省古籍修复中心更好的发挥了

区域性修复中心的作用。全年不仅完成本单位的古籍修复的任务，还

先后为盐湖区图书馆、杏花岭方志办等单位及个人收藏者修复了破损

文献。同时，省中心正在成为本省古籍修复人员的实习基地，已不定

期接收实习人员。 

为了加强对珍贵古籍的保护和再生性利用，山西省图书馆还购置

了包括德国进口的冷光源、零边距“博爱 3”系列扫描仪等的多项先

进设备。同时启动了“碑刻资源拓制保护工程”，并初步形成了“调

查→登记→拍照→拓制→收藏”的工作模式。在 2010 年各项工作取

得成就的同时，省中心积极起草了古籍保护的“十二五”规划，用以

指导未来五年的工作；起草了《山西省珍贵古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

和《山西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管理暂行办法》，以期古籍保护的成果



能够真正落到实处。 

随后，李小强主任又向大会陈述了 2011 年古籍保护工作计划。

在继续做好古籍普查、名录申报、人才培养、加强修复工作及修复师

考级工作、古籍宣传、古籍再生性保护与利用等工作之外，他重点强

调了以下几点：一、编纂出版《山西省第二批珍贵古籍名录图录》；

二、完善山西省古籍联合书目数据库，编纂《中华古籍总目•山西卷》；

三、从科技方面尝试对民国文献进行抢救和保护；四、积极推进民间

石刻文献的拓制保护工程。同时李馆长指出，新的一年，古籍保护工

作依然存在许多方面的问题。如因编制紧张而造成的人员不足，以及

高素质专业人才的紧缺。用于工作调研和书目编纂等方面的经费不

足，基层古籍保护的投入更少。跨行业、跨系统的工作开展依然困难，

因此省中心期望能及早组建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来解决这方面的问

题。 

针对古籍管理的两个“暂行办法”，省文化厅社会文化处处长李

培敏向大会做了补充和介绍，希望各厅局负责人能够针对这两个办法

提出宝贵意见。 

最后，山西省文化厅副厅长赵晋蓉做了总结发言。他认为，2010

年省中心在四个方面做得比较好：一、古籍普查和建立名录方面，虽

然宗教系统还很难进入，但还是在逐步地摸清家底；二、修复工作迈

上了新的台阶，还购置了必要的修复设备；三、不间断、全方位地培

养修复人才；四、尝试将保护工作延伸至民国文献。他强调，在国外

越来越重视收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的同时，我们自己更要充分利用



好本省的珍贵古籍资源，重视对它们的研究和保护。期待在各厅际成

员单位更多物力和财力上的支持下，在全省古籍保护工作同仁们的共

同努力下，我省的古籍保护工作将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2011 年山西省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召开 

 

2011 年 1 月 19 日，山西省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在山西省图书馆多

功能厅召开。省文化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财政厅等厅级联席

单位的领导、山西省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成员、山西省各古籍收藏单

位负责人以及各县市宣传部、文化局的相关代表参加会议。会议由山

西省图书馆馆长助理袁长江主持。 

会上山西省图书馆馆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李小强汇报了 2010

年山西省古籍保护工作开展的情况。山西省图书馆党委书记、省古籍

保护中心副主任石焕发安排了 2011 年古籍保护工作计划。省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代表山西博物院图书馆馆长谷锦秋、山西师大图书馆夏文

华博士和祁县图书馆馆长杨文龙分别就 2010 古籍保护工作开展情况

做了汇报。会议还进行了颁证授牌仪式，授予应县木塔文物保管所、

运城市盐湖区图书馆、长治市图书馆、临猗县图书馆和宁武县文物馆

5 家单位 “山西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匾，并赠送笔记本电脑

一台。同时，大会向入选山西省第二批省级珍贵古籍名录的 11 家收

藏单位颁发了证书。这 11 家单位分别是：山西省图书馆、山西师范

大学图书馆、太原市图书馆、山西大学图书馆、山西博物院、应县木



塔文物保管所、祁县图书馆、运城市盐湖区图书馆、宁武县文物馆、

太谷县图书馆和临猗县图书馆。 

随后山西省图书馆副馆长、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王开学就

第二批山西省珍贵古籍名录和省级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评审工作做

了简单的说明。山西省文化厅社文处处长李培敏号召大家向先进单位

学习工作经验，并希望受表彰单位继续发扬自己好的做法；希望各单

位领导和古籍工作人员可以提高认识，做好汇报工作，积极争取财政

支持；希望厅联会议的成员单位能有效发挥厅联作用，主动联系各单

位，为他们提供帮助；希望专家老师们发挥专家指导作用，共同为山

西省的古籍保护工作贡献力量。 

 

弘扬文化   传承历史 

——山西博物院古籍整理保护工作介绍 

山西博物院图书馆自 2006 年成立以来，根据《全国古籍普查工

作方案》（文社图发[2007]31 号）及《山西省古籍普查实施方案》（晋

政办发[2007]65 号）文件要求，按照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省古籍保

护中心的部署，在博物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参与古籍普查、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山西省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以及馆藏古籍整理、

编目、灭菌保护、古籍信息化等方面的工作。下面把我院图书馆近几

年的工作简单介绍一下： 

一、积极组织参加国家及山西省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工作 

我院图书馆注重加强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及省古籍保护中心的



联系，积极参与珍贵古籍申报等各项古籍保护工作， 2007 年以来山

西博物院图书馆参加三次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工作，两次参加山

西省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工作。申报国家珍贵古籍近百部，北宋《开

宝藏》、《鼓山藏》等 12 部古籍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清初

山西著名书法家傅山先生的稿本《傅青主诗文稿》等 10 部古籍录入

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明代影抄宋刻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等

14 部古籍录入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积极参加山西省珍贵古籍

申报工作，北宋《开宝藏》等 37 部古籍入选山西省第一、二批珍贵

古籍名录。 

从 2008 年至 2010年，山西博物院藏珍贵古籍北宋《开宝藏》山

西省著名书法家傅山先生的稿本《傅青主诗文稿》、明代影抄宋刻本

《史记一百三十卷 》等珍贵古籍入选并参加由文化部主办，国家图

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承办的三次“国家珍贵古籍特展”，我院参

展的珍贵古籍受到广泛的关注。 

由于我院图书馆设施完善、软硬件设备符合国家要求，2008 年 3

月山西博物院被国务院、文化部批准为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只有 51 家，而全国博物馆类图书

馆只有 5 家，扩大了我院的影响。2009 年山西博物院被批准为第一

批山西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二、加强古籍保护数字化工作，为古籍信息化奠定基础 

山西博物院图书馆藏古籍近 11万册，2006年由山西省文物局资

料室移交而来，由于长期封存，古籍与登记卡片难以对应，因而需重



新编目整理。2007 年以来，按照国家古籍普查标准，对善本书进行

版本信息采集和录入。共整理善本书目 292 函 1970 册，并对古籍重

要版本信息拍照，按古籍普查标准进行数字化处理，获取书影 1018

张；2008年至今登记录入、整理核对碑帖 1375 种 2676 册，拓片 1628

张；2009 年 3 月开始我们对馆藏 11 万册古籍逐步进行全面的整理、

编目，初步采集古籍版本信息近 8 万余册；2010 年参加了山西省古

籍基本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工作，录入善本古籍信息 207条。 

三、对古籍进行灭菌工作，加大古籍保护力度 

山西博物院古籍库硬件设施十分完善，为一级防范专用库，我院

古籍库常年基本达到恒温恒湿，对古籍保护十分有利，古籍入库以来

从未发现蛀虫及有害病菌。但是，古籍搬迁之前长期处于自然保护条

件下，难免滋生过有害的蛀虫及微生物，我们有计划对古籍有计划地

进行全面灭菌，把一切对古籍不利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2009 年历时三个月，整理古籍 9298 函，80501 册， 2010 年历

时两个月整理碑帖 1375 种 2676 册，拓片 1628 张 ，并对碑帖、拓

片分次进行环氧乙烷灭菌。 

在灭菌工作的同时对这批古籍、碑帖、拓片进行分类、编目、造

册。每本古籍下架后对其书名、版本年代、装帧形式等版本信息进行

详细登记造册，并查阅每种古籍相关信息进行分类，灭菌后再分类上

架，这项工作不仅对保护古籍进行保护，同时为逐步完善古籍编目整

理工作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四、加大业务学习，提升业务能力 



2007 年以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为我院提

供了多次培训学习的机会，使我馆全体员工多次参加了业务学习培

训，亲耳聆听了许多古籍研究专家的讲座，受益匪浅，极大提高了员

工的业务能力和水平，以及古籍整理的速度和质量。加快古籍普查、

整理、保护的步伐。 

2007 年至 2010 年我院共有 20 人次分别参加了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举办的“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培训班”、 “第一期全国古籍编目培训

班”、“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 “第五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

“第三期全国古籍普查平台使用人员培训班”、“第二期全国古籍普查

平台管理人员培训班”、 “第四期全国古籍鉴定与保护高级研修班”

和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山西省古籍基础信息数据库培训班”、

“山西省首届古籍普查培训班”。 

古籍记载历史传承后世，保护工作意义重大。弘扬国粹，保护利

用是我们得责任。多年来我院图书馆做了大量的古籍保护工作，得到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的好评。在今后的工作中，

我们要尽职尽责保护好这批文化遗产，为文化遗产世代传承做出贡

献。  

在此我代表博物院感谢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省文化厅、省古籍保

护中心为我院提供培训学习机会，极大提高了我院古籍工作人员的业

务能力和水平，以及古籍整理的速度和质量。加快古籍普查、整理、

保护的步伐；为我院赠送的纸浆补书机、照相机、笔记本电脑等设备，

更加鼓舞了我们古籍保护整理工作的干劲。我们还要特别感谢省古籍



保护中心的领导及各位老师在古籍整理工作上给予的热心指导，使我

们能一步一个台阶不断取得进步。 

          （山西博物院   谷锦秋） 

 

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2010 年度古籍保护工作总结 

 

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于 2009 年 7 月被山西省文化厅授予山西

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荣誉称号。一年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山西省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相关条例，本着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按照山

西省古籍保护中心的要求，积极进行古籍普查工作，在学校党委的正

确领导下，一年来主要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积极争取校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年初向学校提交了《山西

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保存现状及保护规划》报告，计划实施五年期“古

籍保护工程”，用五年的时间整改书库环境设备，彻底改变我馆古籍

的硬件保护设施现状。经过多次努力，2010 年 12 月 6 日校长办公会

议研究决定正式立项，为古籍库装备无管网“七氟丙烷气体自动灭火

系统”，投入专项经费 40万元；在防盗保护方面，为古籍库拨付 3万

元专项经费，安装防盗门窗及红外线监控探头，这标志着“古籍保护

工程”正式启动，整个工程计划在五年内分步实施完成。 

第二，积极做好申报全国珍贵古籍名录和山西省珍贵古籍名录的

工作。2009－2010 年，我们重视做好申报全国珍贵古籍名录工作，

组织有关工作人员对馆藏古籍进行普查摸底，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申



报了 30 种珍贵古籍，最后经过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相关专家的鉴定，5 

种古籍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向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申报了

13 种珍贵古籍，最后经省古籍保护中心专家鉴定，13 种古籍入选第

二批山西省珍贵古籍名录。 

第三，积极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

各种培训班的学习。3 月份 1 人参加南京图书馆第十四期全国古籍普

查培训班，4 月份 2人赴长治图书馆参加“山西省古籍基本信息数据

库培训班”。通过学习，更新了知识，掌握了技能，回馆后积极投入

到山西省基本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工作中，将馆藏 1912 以前的古籍与

目录卡片、古籍书目数据库做核查校对，目前已经进行了 474 部普通

古籍的著录核查工作。 

第四，积极编纂馆藏古籍善本书目。长久以来，我馆没有形成正

式出版的善本书目，导致古籍善本家底不清，既不便于利用，也不利

于保护。经过多年的努力，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于 2010

年 12 月完稿，并交付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该书目全面翔实地揭

示了现阶段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的收藏和整理情況，收录善

本 773 部 10855册，按经、史、子、集、类丛五部分类。每种书均著

录书名、撰者、版本、册数、行款格式、牌記、封面、刻工、写工、

題识批校、藏家印章等。书后附有“书名索引”、“著者索引”、“印文

索引”。可作为可靠的古籍家底依据，为我校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奠

定基础。 

第五，积极做好破损古籍的修复工作。一年来，共计修补民国时



期的精装图书 8 种 11 册，对其做了揭书背、护页，接书皮、补书皮，

修补书叶、书体等修复，另外对 19 册清代线装书做了修补书叶、溜

口、清洗水渍、缝线等修补工作。为保护馆藏古籍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六，进行古籍函套的更换工作。针对馆藏线装古籍中有些尚无

函套及函套不合适的情况，先对其做了统计登记，并联系请人代为加

工函套，争取在明年将所有线装书都装上函套，为妥善保护馆藏古籍

打下良好基础。 

存在的问题:  

第一、保护经费不足 

1、因经费欠缺，古籍普查专用扫描仪、数码相机等办公设备尚

未配置。 

2、修复设备、材料的缺乏。因无古籍修复现代设备，如纸浆补

书机、电动压力机、便携式酸碱度测试仪等相关设备以及修复档案管

理软件和修复材料，影响了我馆破损古籍文献的修复速度。 

第二、专业人员的配置和培训 

古籍普查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普查内容涉及面较广，登记

工作极其复杂，要按照文化部颁布的《古籍普查规范》以及全国古籍

普查平台数据建库的要求进行，然而目前我馆只有 1人从事此项工

作，在 3 至 5 年的时间内完成我馆 10多万册古籍的普查任务。时间

紧，任务重，只少应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2 人，才能保证此项工作的顺

利实施。 

古籍修复人员业务水平急待提高，我馆目前只有 1 名工作人员从

事修复工作，仅只参加了古籍修复初级班的培训，从业时间较短，急

切希望能去省古籍修复中心进修，跟从有经验的修复师学习以提高修

复技艺，从而更好地修复馆藏古籍，使古籍得到有效保护。 



   在新的一年里，我校图书馆将继续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方针，进一步做好珍贵古籍的保护、管

理和合理利用工作。 

                                

（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杨艳燕） 

 

祁县图书馆 2010 年古籍保护工作总结 

 

2005 年为达到阶段性的古籍整理要求，我馆制定了针对馆藏古

籍目录汇编、补充、整理的工作计划，并组织人员开展古籍整理工作。

2006 年成立了由馆长带头的古籍整理小组，进一步完善了整理古籍

具体工作，从《文献学》、《目录学》的角度，编制了一整套记录古籍

的表格和管理制度。2007 年随着全国性的古籍普查工作的全面展开，

从古籍基本信息、古籍破损信息和古籍保存状况信息等方面的统一要

求制定后，我馆古籍整理方案的实施从而更趋于科学化、规范化。 

回顾几年来的工作历程，主要有如下要点： 

一、积极组织实施，协调部门联合 

几年来，围绕馆藏古籍保护工作，我馆在县文化艺术中心的领导

下，组成由县政府牵头的部门联席会议，管理、协调体系，成立了祁

县古籍保护分中心，负责对全县古籍普查、登记、管理工作，并负责

向省保护中心上报普查数据，沟通相关工作事宜。在面上，我馆联合

县文物旅游局、县教育局等相关单位，对其所属古籍收藏单位，进行

政策宣传、业务指导，因地制宜开展本地区的普查工作；在点上，我



馆结合实际情况对数量较多、品相较好、有一定规模的古籍收藏单位

进行重点辅导和重点扶持，并成立祁县古籍普查领导组，并制定了古

籍普查工作方案（细则），这样有力地推动了全县的古籍普查工作。 

二、按要求推进工作，做到扎实落实 

在省古籍保护中心的统一部署下，我馆根据要求，首先申请县委

县政府“关于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单位”的经费并纳入地方财政年度预

算，同时选派 2名热爱事业、乐于奉献的员工参加“第一期全国古籍

普查培训班”的学习，落实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工作。其次，部署改善古籍保护条件，修善馆藏古籍书库、

强化馆藏古籍著录、编制馆藏古籍数据库，落实古籍破损定级、修复

等事项。截止 2008 年度，我馆完成了对馆藏古籍书库的修善，达到

了恒温恒湿、防火防盗、防尘防虫等标准要求，并设立了“古籍阅览

室”、“古籍修复室”的相关业务部门，完成了申报工作。2009 年正

式成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山西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完

成了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第一至三批的申报工作、完成“山西

省第一、二批珍贵名录”申报工作，全县共 17 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

古籍名录，27 部古籍入选山西省珍贵古籍名录。“中华再造善本”选

用我县宋刻本 1 部，修复了破损古籍 8 册，建立了古籍数据 1000 余

条，完成馆藏古籍规范化著录 1800 余部。 

三、边干边学，做到一丝不苟 

古籍普查和保护工作的展开，推进了全馆业务工作的进一步深

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深深地感到业务知识的普及和提高、业



务队伍的整合和培训，成为保障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几年来，

我馆采取“外请内修”的方法，先后派送 8 名员工，参加古籍普查、

古籍编目、古籍修复、古籍数字平台、古籍鉴定等方面的业务培训，

由于古籍普查工作有知识广、专业强的特点，加之时间紧、任务重的

要求，所以，他们只能在实际的工作中边学边干。遇到问题首先请教

省中心的专家、同仁、友邻馆等，同时我们补充了“古汉语词典”“常

用纂字词典”“康熙字典”等大量的工具书。一面对照规则，认真辨

别事物，一面细致甄别记录，努力建立科学的古籍信息，特别是在对

古籍基本信息方面的著录，更是慎之又慎、细之又细、细致推敲，竭

力达到完善。 

四、建立长效机制，确立保护方案 

古籍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针对这一特殊工作的要

求，我馆全体职工提高认识，做好长期工作的准备。首先，馆领导狠

抓此项工作，从人员队伍、经费保障、制度建设等方面均列入全馆重

点工作，几年间多次召开全馆古籍保护工作专题会议，并参加国内、

省内古籍保护汇报会、总结会、业务会等。特别是 2007 年原国务委

员陈至立同志莅临我馆调研工作后，我馆从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单位到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山西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这个过程中我们

做了许多的努力，无论是馆内书库、设备等硬件的建设，还是人员培

训、保护意识、信息沟通、组织协调等方面的软件建设，均呈现出很

大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在参加全国古籍特展、山西省珍贵古籍特展，

外派人员培训学习当中，感受到兄弟馆先进的管理办法和素质较高的



专业人员，他们工作的态度和敬业的精神，不仅激励着我们，同时增

强了自身学习业务的信心。大家一致认为，通过参加各种会议、参观

培训业务，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有利于古籍业务水平的整体提

高，对今后古籍保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将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其次，

结合我馆实际情况，制定了古籍保护工作的长效机制，确立了以古籍

部人员为重点，全馆配合其工作的方法，同时要求他们以每日一部的

进度，扎实著录古籍信息，逐步补充内容，通过与省中心及兄弟馆的

互相交流，分享经验，博采众长，取长补短提高业务水平，掌握各种

技能，完善和完成古籍保护工作。 

总之，几年来，通过对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调动起全馆员工的

积极性，提高了业务水平，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与上级领导和省古籍

保护中心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自身所存

在的问题和不足。为此，我们加倍努力，提升业务能力，尽职尽责地

保护好这些历史文化遗产。 

（祁县图书馆   杨文龙） 

 

王开学副馆长一行在黎城县征集石刻文献 

 

2010年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启动了“山西民间石刻文献拓制保护

工程”，对山西省境内所有现存碑碣等石刻资料进行调查拓制， 2011

年1月23日，山西省图书馆副馆长王开、古籍部范月珍主任、郑梅玲

同志在黎城县征集石刻文献。 



 

 

黎城县为古春秋时期黎侯国，《尚书》有“西伯戡黎”的记载，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石刻文化资源丰富，全县现存造像碑、经

幢、墓碑、题名等石刻300多件，种类较多，时代较远。最早的是北

魏建义元年《造像碑》，距今已经1500年历史。还有唐代《宝泰寺附

图碑》、唐五代经幢等都有上千年历史。明万历年间训诫碑《莅官总

要》，为万历年间王永福任历城县令所立，“廉洁以守自己，谦和以

待士夫。忠厚以待僚友，慈祥以抚百姓。勤慎以事上司，严限以销未

完。清谨以临仓库，明慎以审狱囚。缜密以防奸诈，节用以备不虞。”

作为警示教育的素材，多年来为许多为政者临摹，还有解放战争纪念

碑等都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些丰富的石刻资源集史料和诗赋、书法、

绘画等艺术于一体，是黎城县历史的真实记录，是研究其历史、文化

和地理的重要资料。然而这些重要的历史文物历经长期的战乱和自然

磨损，损失很多，为了挽救保护这些即将流失的重要历史文物，山西



省图书馆启动了石刻文献保护计划，收集整理现存山西的石刻资料，

黎城县率先行动，对全县存石刻文献进行拓制，共完成413件，由山

西省图书馆将其全部征集回来，省馆将对其进行编目整理，方便读者

使用。 

黎城县现存石刻文献的征集一方面丰富了馆藏资源，另一方面也

为保护历史文化遗存，是山西文献保护工作的重要方面。 

冬季野外拓碑技巧 

众所周知，做古碑拓片都会用到几样东西，其中水是不可缺少的

东西，清洗古碑，或者沁泡宣纸都会用水，然而，由于某些特殊的原

因，我们不可避免的在冬季也会遇到需要在野外做拓片的情况，那么，

这就肯定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当我们用清水清洗碑的时后，碑的表面

很快就会结一层冰，那样，我们就无法做拓片了。那么怎样在冬季这

样寒冷的季节也能做一种清晰的拓片呢？前段时间，笔者经过多次实

验，总结出几点技巧，现分享给大家。 

首先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1 泡宣纸，泡宣纸的水而且必须是开水，但不一定很热，只要是

开过的水就可以了，把宣纸叠成方块后，放入盛有开水的盆中，等完

全湿透后取出，大概两三分钟就可以了，用两块平整的木板或者是玻

璃上下夹住宣纸，把宣纸里的水挤出，要挤到宣纸似干未干的程度，

完全挤不出一点水为止。然后装入塑料袋中备用。 



2 熬白芨水，去药店买 30克白芨（一种中草药），防在锅里，加

入适量的水，在火上熬，熬到发粘的时候就可以了，把白芨捞出，剩

下的水装入一个瓶中备用。 

3 准备工具，工具包括，鬃刷、毛刷、打刷、墨汁、拓包、开水、

脸盆，小刀等等。 

接下来就可以做拓片了，其实在冬季寒冷的天气做拓片，总结一

下就是六个字：“少用水，动作快”。一定要尽可能的少往碑上洒水，

清洗碑的时候可以用热水，用热水湿过的抹布多搽几次，但千万别用

水洗，那样，即使是热水，也会结冰的。碑搽干净了就可以上宣纸了。

（宣纸一定是用开水泡过的）。上纸时用毛刷蘸少量的白芨水在碑上

均匀的涂抹一遍，上了宣纸以后，用鬃刷把纸刷平整以后，再用打刷

把纸打下，这些步骤和平时是一样的。这里要注意的是，动作一定要

快，否则不等你把纸完全打下后，纸和碑上的白芨水这时候就开始要

结冰了，等一结了冰，纸可就打不下去了。 

 接下来就可以休息一会，如果时间太紧的话还可以生点火，烤一

烤纸，让它早点干，但要注意安全。如果时间富裕的话，就别管它了，

让它自然风干吧。等纸完全干了，才可以上墨汁，这里特别要提醒的

是，纸没有完全干了，可千万别接着往下做，否则即使你用墨汁拓完

了，你也取不下纸来，还很容易把拓片撕破。 



    等宣纸完全干了，墨汁也完全干了，就可以往下取拓片了，先用

小刀沿着拓片的四周把拓片的边缘把它和碑分离，然后再顺着一点点

的去下，动作要轻，这样在寒冷的野外，一张拓片就制做完成了。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经验总结，不知会不会给大家带来方便。 

     （黎城县文化局局长  王苏陵） 

 

 

简讯 

★1 月 26 日，山西省古籍修复中心收到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配发

的纸、补书板、壁子、折纸规等古籍修复材料。 

★2 月 25 日，山西省图书馆派人参加了北京德宝拍卖公司举办

的古籍文献专场拍卖会，拍得康熙《平遥县志》、民国《山西省明细

地图》等以地方文献为主的古籍文献 5 种 11 册，丰富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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