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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书籍史”展览在我馆举办 

2010 年 6 月 11 日，值中国第五个“文化遗产日”之际，配合

文化部举办的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特展”，普及古籍知识，宣传中

华传统文化，由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山西省图书馆、山西省古籍保

护中心合办的《中国古代书籍史》展览在山西省图书馆主楼二层展厅

举办。 

展览由 55 块展板及一块主题板组成，以文字和图片相结合的形

式，通过文字的产生与演变、初期书籍的产生、正规书籍的产生、书

籍制作材料的伟大变革、书籍制作方法的变革、书籍的装帧形式的变

革六个内容，详细介绍了中国古籍书的发展历史，内容丰富，知识性

强，吸引了许多读者驻足观展。 

 

 

 



 

 

 

我国古代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

的重要文明成果，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

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中国古代书籍的历史，如同中国历史一样，

光辉灿烂，源远流长。 

这个展览是一次很好的古籍知识普及活动，对提高我省民众的古

籍保护意识十分重要。 

 

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派员参加 

“第五期全国古籍鉴定与保护高级研修班” 

 

2010年 5 月 4 日至 5 月 14 日，“第五期全国古籍鉴定与保护高级

研修班”在安徽省图书馆举办。全国 55 家单位的 65 名学员参加了本



 

次学习，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派出山西省图书馆的樊佳琦、晋祠博物

馆的田瑞媛、苏慧、介休市图书馆的李晶和运城学院图书馆的荆惠萍

五位同志参加了此次培训。 

为期 11 天的培训中，来自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

山东大学、武汉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和老师分别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学

术专长出发，给学员们讲述了有关明清古籍版本鉴定、古籍雕版印本

鉴定、稿抄校本鉴定、活字本的鉴定、碑帖的整理与编目、大藏经的

整理与编目、古籍保护方法的选择与评估以及古籍的再生性保护等诸

多方面的知识。老师们理论与实例相结合的讲课方式实用而生动，使

复杂的古籍版本鉴定更直观清晰地呈现在学员的面前，更加有利于学

员们接受与掌握。 

期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适时举行了座谈会，学员们就课程设

置、各馆古籍工作的开展情况和馆藏情况进行了交流，也对古籍工作

今后的方向和计划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会议气氛十分热烈。 

此次我中心派出的学员，除了山西省图书馆外，晋祠博物馆、介

休市图书馆和运城学院图书馆都是第一次派人员参加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主办的培训。大家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他们纷纷表示，

这次的培训内容丰富、专业性强，再加上老师们深入浅出的讲解，对

提高他们的业务素养和业务水平有着极大的帮助，老师们的研究方法

也对他们今后的工作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相信通过这次培训，这四

位同志回到本单位后，必将承担起各自单位的古籍整理与保护工作，

有利于我省古籍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省图书馆派员对长治市图书馆所藏古籍进行编目 

2010年 5 月 24日，按照馆领导的安排，我与申同正老师协助长

治市图书馆进行古籍整理、编目和普查的工作。到 6 月 10 日，这项

工作已初见成效。 

 

 

 

据我们的了解，二十多年前，长治市图书馆也曾对古籍进行过整

理，当时，每一种书都配有纸质标签，上面简单地写着有关版本、题

名、卷册数以及登录号之类的信息，“全国古籍善本书目”和“山西

省古籍善本书目”中，也都收录了长治市图书馆不少的古籍。但是，

由于没有及时建立财产登记簿，加上多次搬迁，原来的纸质标签已所

剩无几，造成图书混乱。 

我们的编目工作从“零”开始，对长治市馆藏的所有古籍进行全

面整理，任务是多重的，编目、定级、盖章、编号（财产号）、书写



 

吊签、建立档案、做普查填表等工作要一次性完成。依照“全本优先，

残本视情况而定”的原则，先进行卡片编目和普查定级的工作，而后

由长治馆的三位工作人员进行盖章、编号和建立档案。 

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效率并不高。因为古籍的混乱状况实在出人

意料，数万册书混在一起，要编目，就先要将同一种书配齐，然后才

能开始后面的工作，由于我们使用流水号作为财产编号，但经常是发

现有的书前面已经作为残本编完了，后面又发现了一本，财产号很容

易发生混乱，为了避免日后因补配残本而造成财产号混乱的现象，我

们决定先以普查号（即种类号）作为排架号，待普查结束后，财产号

的确定由长治馆的工作人员完成。经过反复变更工作流程，从 5 月

25 日到 6 月 10日的 17天里，总共完成了 326种古籍的编目和普查，

重要版本悉数编完，未配齐的古籍留给长治馆完成。 

期间，我们还对长治馆的工作人员进行了编目、普查等业务辅导。

长治市图书馆虽然没有收藏宋元珍本，但是明泰昌年间的闵氏套印

本、康乾时期的内府刻书、铜版印本、同治年间的四色套印本、蓝印

本等典型性版本都有保存，遇到这些书，我们就版刻特点、版本时代、

刻书历史等，为他们讲解，希望他们借此了解更多的版刻知识，提高

工作水平。同时，针对卡片目录的组织、财产登记簿的建立、古籍书

库环境的改善和古籍业务规章制度的制定等古籍保护方面的问题，也

对她们进行了指导。 

 



 

 

工作的顺利完成离不开长治市图书馆领导的大力支持与配合，在

共同工作的近三个星期里，古籍研究室的三位同志陈庆丽、马丽军和

米丰慧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任何工作都需要有一个延续性，希望我们这次的普查编目工作以及为

古籍建立的档案，能方便读者的利用，同时能使长治图书馆的古籍工

作规范化，工作人员可以将这一工作方法传承下去并不断完善，从而

促进我省古籍保护事业的延续。（山西省图书馆 樊佳琦） 

 

 

省图古籍部全体人员观看“国家珍贵古籍特展” 

 

6 月 26 日，在山西省图书馆领导的安排下，古籍部全体成员在

王开学副馆长带领下，参观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第三届“国家

珍贵古籍特展”。     

展览共分“传承文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成果”、“楮



 

墨芸香——推荐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珍品”、“完善典藏——

推荐第三批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介绍”、“永驻书魂——国家级古

籍修复中心巡礼”、“任重道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未来的发展”

五个部分，全面展示了近一年来古籍保护工作的进展和成效。 

古籍珍品展是展览的主要部分，有 300 余件第三批“国家珍贵

古籍名录”推荐名单中的珍品参展。展品按年代及内容、形式、版本、

语言、地域等分类排序，依次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文献”、

“宋元善本”、“明清善本”、“明清稿抄本”、“佛教典籍”、“舆

图”、“拓本与钤印本”、“少数民族文字文献”、“西文善本”九

个单元。 

各单元的展品内容不仅自成系列，而且皆为难得一见的珍品。

如敦煌遗书中的血书存世仅有几件，此次展出的归义军时期的《金刚

般若波罗蜜经并序》是其中保存最完整的一件。又如旅顺博物馆收藏

的《坛经》，是中国佛教禅宗创始者、禅宗六祖慧能的传法记录，这

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僧人著述中唯一能称之为“经”的作品。另外，数

件疑伪经的展出，反映了佛教的中国化及其与本土信仰的结合。 

宋元善本中展出的宋内府写本《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

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皇室宗谱，开本宽大，装帧精美。宋眉山刻小字本

《三苏先生大全集》、南宋蜀刻大字本《苏文忠公文集》及元刻《冷

斋夜话》、建阳坊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等也都有较高的文献及文

物价值。 

明清善本展出的数量最多，品种也最丰富，有明清内府刻本、

http://baike.baidu.com/view/33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492.htm


 

明代铜活字本、明藩府刻本、清代木活字本、泥活字本及四库底本等。

展品不仅全面体现了当时中国印刷术的最高水平，也充分反映了古籍

版本的多样性和明清时期出版业的繁荣。 

稿抄校本以其极高的文献价值一直是收藏家的珍爱。此次展出

的稿本数量很多，皆为名家手迹，如丰坊、惠栋、毛晋等，作品内容

涵盖经、史、子、集多学科；抄本中展出的皆为具有珍贵版本或文物

价值的手抄古籍，如清初毛氏影宋抄本《剪销集》；此外，精美的明

成化彩绘本如《宣和牌谱》也在这个单元展出。 

拓本部分展出了宋拓本《绛帖》、明拓肃府本《淳化阁帖》等

九件。 

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的展

品文种十分丰富，有西夏文、粟特文、东巴文、满文、蒙文等。 

舆图展区共展示了十八幅明代及清中期以前的舆图精品，如清

康熙年间的《避暑山庄全图》、《五台山圣境图》、《西湖行宫图》

等，色彩绚丽，精美绝伦。 

西文善本展出的是在中国境内保存、其他国家出版的珍贵古代

书籍，其中有欧洲摇篮本，也有早期传教士手抄本，有西方科技著作，

也有道德伦理经典，这部分展品让人感到中华民族对其他民族文化的

尊重。 

值得一提的是，由不同单位收藏的十二件雷锋塔经及其原始装

具藏经砖的展出是这次展览的一个亮点，不仅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在

形式上也别具一格，难得一见，十分引人注目。 



 

 

这次展览是文化部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举办的第三次

大型古籍特展，也是山西省图书馆第二次组织古籍部全体成员入京观

展，对参加者是又一次极好的古籍版本与鉴定知识普及与学习、提高

的机会，大家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观展中，每个人都十分认真

地在展柜及展板前驻足观看，流连往返。大家一致认为，通过参观，

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有利于部门业务水平的整体提高，对今后

古籍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将会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山西省古籍修复中心为读者修复 

“立功喜报” 和《太原县志》 

     



 

 

 



 

 

2010 年 5 月 5 日，太原解放战役中的战斗英雄之女拿着老人的

“立功喜报”和“立功证”来省古籍修复中心要求修补。拿来时证件

因长期折叠及使用，已全部断裂，同时伴有老化掉渣的现象，破损较

为严重。古籍修复中心魏清、邢雅梅就其破损情况制定了修复计划，

对两个证书进行了修复。修复“立功喜报”时将整张破损的证书用纯

净水喷水清洗、然后将破碎的文字图案拼接完整，溜口后用薄皮纸托起、

趁湿将喜报背面编号部分的托纸撕掉，裁齐压平。修复“立功证”时，

由于正反面皆有文字，则使用了皮纸纤维连接破损裂口，纤维结实而

纤细无痕，补后天衣无缝。还特意用仿古色宣做也一个袋子，并系上

一条红丝带。修复一新的证件，一如当年的抗敌英雄，神采奕奕，这

是对英雄最好的纪念。 

 

 

 

 



 

 

 

 

 

 5 月 12 日，太原市杏花岭区地方志办公室委托山西省古籍修复

中心修复光绪《太原县志》一部八册。 

省古籍修复中心邢雅梅、魏清接受了修复任务。原书八册都有不

同形式的破损，第一册尤甚，其他册的书衣皆有破损，书牌有过破坏

性修复。修复人员将第一册全部拆开，用手工竹纸修补破损书页的四



 

周、用染后的机制薄皮纸溜口后压平，而后将书裁齐四边，打磨上护

页，将其余的部分的书皮及书牌加以修复，包书角、用染后的丝线装

订，全书修复完成。 

 

 

馆 际 交 流 

范老师：你好！ 

我们做的目录卡片你已经看到了吧，这些目录的主要问题是版本

的确定，由于我们自己能力有限，许多版本没有确定，希望老师们能

给我们指出来，我们重新学习，让我们的业务能力有一个新的提高。 

范老师：这次古籍目录整理我自己是感慨良多。 

今年二月份中旬开始整理古籍目录，我自己才真正地第一次打开

古籍，第一次这样面对面的和古籍交流，而我自己就如同无知的孩童

走入神秘而古老的城堡，一切是那么的新奇、神秘，打开一摞摞的古

籍，我为先人智慧所倾倒的同时也为自己的无知而感到羞愧。 

2009年我也参加了在省图举办的古籍版本研修班的学习，那次

学习是理论性的，特别是对我这样一个接触古籍时间不长的人来说，

研修班的学习为我打开了一扇可以窥视古籍的窗户，让我远远地领略

了古籍内在所蕴含的美，也让我真正地知道了古籍书本不是静止的一

册册书，它们是有灵性的，它们静静地躺着只为等待能了解和认识它

们的人。从一本本书中，我看到一页页的纸张，经过了无数文人和匠

人的手逐渐变得丰满而有灵性，成为人类文化的传承者。 



 

面对着已经发黄变脆的古籍，我心痛，古籍一旦消失，那就是不

可恢复的，这也是我们最无奈的事。珍爱古籍，保护古籍是我们古籍

人要承担的重担，这副重担沉甸甸压在我们肩头让我们感到了什么叫

责任。 

在整理古籍目录的这段时间里，我由于自己的才疏学浅遇到了许

多无法解决的问题，是范老师及各位老师及时的为我解决了一个个也

许并不是问题的问题，你们耐心讲解，诲人不倦的精神让我知道了古

籍人默默奉献的情怀，这也是我——一个正在朝古籍整理道路上奔跑

的人学习的榜样，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帮助!希望以后能得到各位老

师更多的帮助，谢谢你们！ 

范老师，我们的古籍是前辈们已经分好类的，我自己并没有分类，

对一些分类法的名词不是很了解，我自己查了一些工具书，但不知道

这样的解释在分类法中是否是正确的，我想麻烦老师给我看看。谢谢

范老师了！                     

太谷县图书馆  程秀珍 

（编者按：这是程秀珍同志 5 月 25 日发给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范月

珍的电子邮件，表达了对古籍保护事业的热爱之情和强烈的责任感，

值得我们学习。） 

 

 



 

 

简讯 

★     今年以来，山西省各古籍收藏单位积极配合本省古籍联合目

录的编纂工作，先后有山西大学、山西省中医研究院、盐湖区图

书馆、太谷县图书馆、祁县图书馆、阳泉市图书馆、大同市图书

馆、临猗县图书馆、忻府区图书馆、介休市图书馆、山西师大、

山西博物院等单位交来全部或部分较为完善的古籍目录，保证了

《中华古籍总目·山西卷》编纂工作的顺利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