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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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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求意见论证会召开 

 

2010 年 11 月 26 日，山西省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议在省馆会议

室召开。会议专题讨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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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文化厅社文处处长李

培敏出席会议并讲话，山西省图书馆馆长、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

李小强主持会议，社文处调研员康文萍、山西省图书馆馆长助理袁长

江、山西省图书馆副馆长王开学、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全体成员以及

省级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代表出席了会议。 

 

李小强馆长首先就两个《办法》提出的重要意义做了说明，在各

级图书馆及文博系统、高校图书馆的共同努力下，山西省的古籍保护



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通过申报国家级珍贵古籍名录、国家级古籍

重点保护单位和省级珍贵古籍名录、省级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我省的

古籍精华得到了彰显。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古籍，更好地发挥每

个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作用，受山西省文化厅委托，结合我省古籍保

护工作的实践情况，省古籍保护中心起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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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对

今后我省古籍保护的各项工作起到一定的规范和指导作用，希望各方

专家就两个办法提出宝贵意见。 

李培敏处长也强调了两个办法提出的重要性，讲到如果只注重申

报，而没有相应的保护措施，同样起不到保护的作用。 

之后，与会代表针对“两个办法”展开了讨论，并分别结合自己

所在单位的实际情况表达了对“两个办法”的意见和看法。主要归纳

为以下几点： 

一、各位代表都一致认为，这样的一个法规性的“办法”的出台

对保护现有珍贵古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有了这样的规定之后，

公藏单位就有了更充分的理由和更有力的武器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保

证珍贵古籍不会因某些原因而随意流失或遭到损害。 

二、古籍保护是一项长期的文化保护工程，改善古籍的收藏环境

以及对破损古籍的修复等都需要地方财政在经费上的大力支持。因

此，有代表提出，可以考虑将是否重视和扶植古籍保护工作并积极提

供经费保障作为考察各级相关领导政绩的一项重要标准。 

三、公藏单位收藏的古籍和私人收藏古籍在所有权上的不同造成



管理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代表们一致认为，应该将这两种所有权

形式分开做规定，以便今后更好操作。另外，各级古籍公藏单位要对

本单位的珍贵古籍建立档案，同时鼓励个人古籍收藏者对手中的珍贵

古籍建立档案。 

四、关于是否允许古籍转让的问题，依照相关法律和参考《文物

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在有些单位藏有复本多的古籍，可以拿出其中

的一部来跟其他单位做交换，从而实现古籍的转让。但这样的交换仅

限于 “公对公”。当然，私人可将其珍贵古籍捐赠给公藏单位，公藏

单位也可以对其进行相应的表彰或奖励。 

五、关于古籍的利用方面也应在“两个办法”中多提及一些。为

了更好地保护原始的古籍，尽量使用无接触扫描或无损伤复印的方法

对古籍进行复制，或对古籍进行缩微和数字化，以复制品来代替原件

供读者使用。因此，每个单位都应该针对抢救、保护和复制等问题拿

出可行方案。 

六、作为一个法规性的文件，“两个办法”在措词方面还需要仔

细斟酌。比如“出境”与“出国”的使用，文字上要力求做到准确、

规范和简练。 

最后，李小强馆长建议各位与会代表在会后还能针对其中的未尽

事宜提出更详细的意见和方案，并及时反馈到省古籍保护中心。大家

期望这次的“两个办法”能在“粗线条、宽范围”的原则下顺利出台，

成为促进和推动我省古籍保护工作更好、更快发展的一个有力保障。 

 



王开学副馆长赴隰县图书馆调研古籍保护工作 

 

11月3日至4日，王开学副馆长、古籍部范月珍、宋艳明一行赴隰

县图书馆考察、调研古籍收藏保护情况。 

隰县文化局任局长及图书馆冯馆长介绍了隰县图书馆的现状及

新馆的筹建情况。随后，王馆长一行参观了借阅室、电子阅览室、地

方文献室、古籍书库。隰县图书馆现存古籍总量有五、六千册，但多

是残本，破损比较严重。冯馆长提出了由山西省图书馆帮助其进行编

目整理的要求，王馆长表示，省图一定会采取有效可行的方法积极帮

助隰县馆对这些古籍进行整理和保护。 

小西天位于隰县县城以西一里许的凤凰山上，建于明代崇祯年

间，寺庙内珍藏着一部较为完整的大藏经——《永乐北藏》。在隰县

旅游局王局长的陪同下，王馆长一行参观了大藏经的保存环境并了解

了版本情况，认为藏经保管良好，且基本完整，非常难得，建议将《永

乐北藏》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王局长欣然允诺。为提高工作效率，

当下范月珍及宋艳明还拍摄了大藏经的版本书影，采集了各种版本数

据，以备日后申报所需。由于现在的库房湿度较大，不利于大藏经的

长久保存，王馆长等人对改善保存环境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王局长表

示大藏经将另迁新址，新的环境将更利于大藏经的保管，目前正在等

待装具的到位。 

山西省图书馆今年启动了“山西民间石刻文献拓制保护工程”，

目的是对山西省境内所有现存碑碣（以野外为主）等石刻资料陆续进



行调查、登记、拍照、拓制工作，并拟以县域为单位，有计划、按步

骤实施。隰县则是第一家试点。这次隰县之行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对此

事进行考查、落实。在查看了隰县图书馆出示的拓本样品后，王馆长

等人指出了其中的一些不足，强调了拓片要有较高的质量，提出了开

展制作拓片工作的建议。随后，当地的拓碑师傅在小西天景区挑选了

一块碑石进行捶拓，宋艳明进行了现场指导并指出需要改进和规范的

一些细节，保证了上交拓片质量的提高。 

 

书画装裱专家王金石先生为古籍修复中心人员授课 
 

为提高我馆文献修复人员的修复技能，拓宽文献修复知识视野，

更好地开展文献修复工作，12月 10 日，山西省图书馆聘请了省城书

画装裱界的知名专家王金石先生来古籍修复中心授课。 

 

 



王金石先生以自己多年工作的实际经验，为中心修复人员详细讲

解字画的装裱技法。就整幅、卷轴装、册页装的特点和装裱方法，从

理论到实际操作都做了详细介绍。书画装裱、装镶对修复中心的大多

成员来说是初次接触，大家认真记录讲解内容，遵循操作要领，在老

师的指导下动手操作，反复实践，并虚心向老师请教，课堂收到良好

效果。书画装镶是一项是非常细致的工作，每一个环节看似琐碎，但

是在整个书画装裱过程都有很重要作用，直接影响着装裱的效果，比

如托纸、托绫的操作既是装裱的基础工作、也是重要的功力所在，大

家细心揣摩，反复练习，实践之余进行探讨，切磋技艺。还有稀粘合

剂的调制直接影响着书画装裱的效果，在装裱各环节中要用到不同粘

度的桨糊，结合其在装裱过程中的运用，修复人员按照老师的要求，

细心掌握了浆糊的调制方法。就这样一点一滴，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

全体修复人员都亲自动手，初步掌握了书画装裱及册页、手卷等装帧

形式的理论知识以及书画包括立轴、横披两种形式装裱技法。特别是

在学习实践过程中，王老师对古籍修复和书画装裱工具、装裱材料的

选择给予了很好的建议，对修复工具的修整方法作了具体指导。大家

学习兴致都很高，并将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古籍修复问题和老师进行

交流，丰富了技艺，拓宽了思路。 

学习时间很短，但是大家受益匪浅，基本上掌握了书画装裱知识

和技法，以期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实践，娴熟技艺。 

 

 



《关于宁武县文物馆申请复制 

<永乐南藏>的请示》的回复 

 

宁武县文物馆： 

贵馆所藏《永乐南藏》已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入

选号为 04950），贵馆应妥善保护。 

贵馆从弘扬佛教文化出发，拟更大限度地发挥本藏的文化价值，

欲对本藏进行复制，对此我中心认为，大规模的复制有损坏的危险，

应该慎重从事，如要复制，必须以确保其完好与安全为原则，同时遵

循以下规定： 

1、 复制场所要设在书库或库外工作间，以确保图书的安全； 

2、 复制时不得拆书，以免破坏原书的装帧形式； 

3、 复制时要使用冷光源，以免高温加速纸张老化； 

4、 操作台周围不能放置液体及食物，以免污损图书； 

5、 工作人员在使用图书时要轻拿轻放，以免造成撕裂或缺损； 

6、 工作期间收藏方要有专人负责，做好复制情况记录；使用完

的图书后当天要归架。 

 

                                  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 

                                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全国文化行业高技能人才培训会议”学习汇报 

 

11 月 22日至 26 日，我们参加了文化部人事司主办，山东省文

化厅承办的全国文化行业高技能人才会议。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 60名文化高技能人才会聚济南，切磋技艺。 

文化是一个民族复兴发展的灵魂，在这次会议上，文化部的专家

强调要做大做强文化产业，重视文化创意，真正形成文化产权。文化

技艺的传承是一种使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必要过程，也是文化人的历

史使命，任重道远！一方面要求各专业人员不断提高综合素养，从手

工技艺、学术理论、推广聚才等方面都要有新的提高；而另一方面，

要细化文化高技能行业的标准、规范，这样更有利于各行业的推广和

扩大影响力，使全社会都认识到文化高技能行业是一项重要的、有生

命力的、大有可为的行业，为其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会议上，

如何更好地汇聚传统优秀技艺，并更好地与时俱进，稳妥有序传承等

议题受到与会人员的极大关注。参会的人员有从事银雕、铜雕、刺绣、

剪纸、民乐等技艺的代表，还有来自民营企业的动漫制作的人员，都

有一些在专业特长和技术。在为期一周的培训学习过程中，与会人员

通过展示各自的技艺，座谈交流，增进了对文化各行业的了解。在学

习过程中，大家还实地考察了木版年画等传统文化手工工艺的制作流

程。参加此次会议有来自 8个图书公藏单位古籍修复方面的人员 8人，

大家交流了各自单位古籍修复工作开展的现状，并深入讨论做好古籍

修复工作的具体方案，以及在各单位行业技能人才的带动下如何在今



后的工作中传、帮、带，进一步做好文化行业技艺的传承。 

    几天的学习很快就结束了，每一位与会人员都感到文化高技能行

业的发展正逢其时，通过培训学习对各文化行业的发展信心大增，思

路活跃了，方向更明确了，为做好各自的工作有了更为具体的目标。                       

（山西省图书馆古籍部    魏清  邢雅梅） 

 

 

简讯 

★ 山西省古籍修复中心为太谷县图书馆修复清稿本《太谷至广东江

西等地经商线路及沿路气侯风俗稿一卷》一册。 

★ 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又添新设备，购进海尔冰吧和德国理想

（IDEAL）手动裁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