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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访问山西省图书馆 

 

2010 年 8 月 30 日下午，日本明治大学石刻文物研究所所长气贺

泽保规博士、江川式部博士、札幌大学文化学部准教授高濑奈津子在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非等人陪同下来到山西省图书馆进行

石刻文献调研。 

 

山西省图书馆馆长李小强、副馆长王开学等接待了来访客人，宾

主之间进行了友好、务实的交流。李馆长向客人介绍了馆史、馆藏文

献和古籍保护工作开展情况等。山西省图书馆是省内最大的公共图书

馆，藏书 260 万余册，其中古籍文献 30 万册件，是第一批全国古籍

重点保护单位，第一批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古籍保护与修复工作开

展井然有序。山西省图书馆十分重视古籍文献的收藏，在金石拓片的

收集方面，从今年开始我们着手对山西境内保留下来的碑石进行传



拓，目前已在两个县市进行试点，这是我省开展古籍保护工作的一项

重要内容，已列入山西省古籍保护工作的“十二五”规划草案中。 

王开学副馆长介绍了山西省图书馆现存碑帖拓片情况。省图的碑

拓从装帧形式上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册页装或折装的书本形式，由于

分编时间较早，划入了古籍部分，另一部分是整纸装形式，这部分又

分旧藏与新藏两部分，旧藏整理于 1984 年以前，有 1700 余种，3200

余套，新藏由山西省石刻研究会赠与，有 700 余种 1800 余套。其中

有关佛教方面的拓本有 300 多种，主要是北魏造像记、南北朝、唐代

石刻等，这一时期正是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繁荣时期。 

江川博士向李馆长赠送了明治大学最新的中国唐代石刻研究著

作，对省图的支持表示感谢，希望未来的工作能得到进一步的帮助和

配合。李馆长表示，日本学者对中国佛教的研究同样在弘扬中华文化，

希望今后能加强合作。 

座谈结束后，江川博士一行还参观了古籍部以及山西省古籍修复

中心，对馆藏山西方志及其中金石部分的收录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询

问并索取了相关书目，在参观修复中心时，对古籍修复技术表现出了

浓厚的兴趣，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好评。 

 

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又添新设备 

2007年启动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要求对全国现存古籍进行普

查登记，这一次普查的内容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图像信息的增加，

要制作古籍版本书影和破损书影，为比对、判别版本提供影像佐证，



记录某一历史时期古籍破损的详细状况。同时出于对古籍的保护，对

采集影像资料的设备和方法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为此，山西省图书馆

投入三十余万元购进了德国[博爱]3 系（A1 Bookeye 3）高速多功能

A1 大幅面彩色和灰度非接触式不拆档扫描仪。 

扫描仪采用全彩色超 A1 扫描，光学解像度达 400dpi，高精度

光学镜头和零偏差线式 CCD扫描头，全自动对焦和全自动幅面格式识

别，零紫外光和零红光 LED冷光源，即亮即扫，扫完即灭，标配全电

动书托稿台连压稿玻璃面板，直觉式操作指示，1GB (Gigabit)高速

网络连接界面，全自动书本扫描功能把弯曲变形的页面展平并自动消

除书脊阴影，具备极高灵性和弹性。这样一方面避免热光源加速纸张

老化，另一方面避免因挤压造成的对纸张及古籍整体的物理损伤，避

免因压字而拆书的问题，极大地提高了书影质量。 

 



销售公司的技术人员对扫描仪经行了安装和调试，并就使用方

法和注意事项对古籍部全体人员进行培训。工作人员虚心学习，并

逐一进行了操作实践。 

扫描仪将广泛用于古籍普查、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珍贵古籍

的全文扫描、山西省旧方志的全文扫描等工作，有利于我省古籍普查

工作的高效开展。 

 

王开学副馆长一行考察晋祠博物馆古籍收藏情况 

 

2010 年 9 月 8 日，古籍部范月珍、侯瑞芳、郑梅玲在王开

学副馆长的带领下，对晋祠博物馆馆藏古籍藏量、分编及保存情

况进行了考察指导。 

晋祠博物馆常原生副馆长接待并介绍了图书收藏情况。目前

已分编古籍有 200 多册，未分编部分约数百册，全部保存良好。

从事古籍管理的工作人员 2 名，都参加过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专

业培训。王开学副馆长就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启动、我省古籍保

护工作的开展情况以及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山西省两批省级

名录的申报和评审工作做了详细的介绍，希望晋祠博物馆积极参

与到古籍保护工作中来，尽快在省中心的协助下完成未编书的分

编工作，发掘珍品，为下一批山西省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增光

添彩，为《中华古籍总目·山西卷》的编纂打好基础。常副馆长



表示积极支持工作，并向我们提供了已编古籍目录。 

晋祠博物院图书馆所藏古籍目录将全部由省古籍保护中心

录入山西省古籍联合目录数据库，丰富我们的编目数据。 

 

“第二期全国古籍普查平台审核人员培训班” 

学习总结 

 

2010 年 9 月 12 日——17 日，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华中师

范大学图书馆承办的“第二期全国古籍普查平台审核人员培训班”开

班。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来自全国多家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

文博系统的 36 名学员共同学习、相互交流，顺利完成了所有的培训。 

此次培训的主要内容是普查平台的业务流程及功能介绍、普查数

据的审核与上机实践操作，由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罗琳老师、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数据管理组的王沛和包菊香老师主讲。 

第一天的培训，国家中心的王沛老师和包菊香老师为我们详细讲

解了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的概况、普查工作的流程、用户权限以及相关

平台操作技术等内容。这个普查平台是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工作平台

和发布平台，相对应的，它也就是由业务处理系统和发布系统两部分

组成，旨在加强古籍普查工作，并能够及时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提交

审核，最后通过发布向公众展示普查成果，供公众检索和浏览。 

之后的几天里，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罗琳老师就利用平台进

行古籍著录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讲解和演示。由于各单位收藏的古籍类



型以汉文古籍为主，因此罗老师的讲解也主要是以汉文古籍为例。它

的著录界面由七个子页面组成，著录字段的设置也十分细致。在著录

的时候，只要点击每个字段的名称，旁边都会出现针对这个字段的说

明文字，方便著录人员在工作过程中更加准确地去完成著录。罗琳老

师也会结合这段说明文字进行更进一步的解释。课上罗老师还分门别

类地对单行古籍、丛书、丛书零本以及合册（合函）古籍的著录进行

了举例说明，比对了其中的不同之处。之后，我们每个人都在上机实

践操作中针对这几种情况进行了尝试，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 

通过这次的培训，学员们基本了解了全国古籍普查平台业务处理

系统的整个操作流程及数据审核的要点、数据的反馈、数据的提交；

基本掌握了 MARK、ACCESS、EXCEL、WORD 等多种数据的导入、导出；

掌握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在线申报。但更多

需要我们去做的是在今后的工作中多实践、多用平台，这样才能熟练

掌握著录规则，做到规范著录，使古籍信息得到最全面最真实的体现。          

（山西省图书馆  樊佳琦） 

 

“第三期全国碑帖鉴定与保护研修班学习”总结 

 

2010 年 10 月 13 日至 28 日，第三期全国碑帖鉴定与保护研修

班在桂林市图书馆开班。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科

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天津博物馆等来自全国公共图书馆、博物院、

大学图书馆等 52 个单位 94 名学员参加学习。山西省图书馆古籍部郑



梅玲和地方文献部陈晶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班邀请了来自全国的权威的拓片鉴定方面的专家授

课，课程从碑帖的历史发展、制作、鉴定、编目、录入等方面做了周

全的设置。来自上海图书馆的仲威老师以多年的分编经验介绍了上海

图书馆的拓片收藏和编目情况，并以上图馆藏宋明精拓为例，讲述拓

片的鉴定经验和方法，同时介绍了近年来上图在碑帖编目和研究领域

的新成就，编辑了《上海图书馆善本碑拓》、《中国碑拓鉴别图典》，

以及其个人成果《古墨新研》、《碑学十讲》、《帖学十讲》等。碑帖鉴

定专家、原国家文物局出版社编辑孟宪钧老师讲授了碑帖整理和鉴

定，讲授碑帖的发展历史，以名帖名碑的鉴定为例，从文字、纸张、

考据字、墨色等几个方面经验做了讲解，来自山东大学的刘心明老师

又从碑文的释读上讲授读碑的方法，同时来自国家图书馆的冀亚平老

师又指导学员亲自动手制作拓片，来自中科院图书馆罗琳老师和来自

国家图书馆的卢芳玉讲授了碑帖的著录和平台操作系统，同时用两天

时间就碑帖的编目和录入指导实践。 

学习期间，桂林图书馆的老师介绍了桂林的的古籍收藏保护情

况，桂林图书馆创建于 1909 年，历经百年风雨，其古籍收藏 14 万册，

善本 2 万多册，少数名族文献、地方文献和抗战文献是其收藏的亮点。

特别的是地方拓片的收藏，桂林山水甲天下，古往今来到桂林游玩的

达官闻人很多，多有墨宝留存，清人叶昌炽的《语石》就曾经说桂林

“诸山无一处无摩崖”，桂林摩崖石刻多为题咏和纪事，读来很有趣

味，且有很高的书法价值，且慢步街头，碑石随处可见，学员们可以



随时随地读碑，给这次的学习带来很多乐趣。 

为期十五天的学习很快结束了，这次培训班人数多，质量高。

碑帖作为古籍普查一项重要内容，整理、编目等的工作很多，培训班

的举办意义非常。 

（山西省图书馆  郑梅玲） 

简讯 

★9 月 15 日，浙江省图书馆古籍修复组闫静书、汪帆、王

杰一行三人参观山西省古籍修复中心，就修复设备的使用、修复

档案的建立和修复技法等与山西同行做了很好的交流。 

★10 月上旬，山西省古籍修复中心完成 248 个《山西省第

二批省级珍贵古籍名录证书》的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