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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对我省“全国古籍 

重点保护单位”申报工作进行考察 

 

2010年 4 月 25日至 26日，根据文化部指示，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专家裴秀清、周新凤一行对我省第三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申报单位进行考察，为下一步评审工作做准备。在晋期间，山西省图

书馆馆长、古籍保护中心主任李小强，山西省图书馆总支书记石焕发、

副馆长王开学向专家们汇报了全省几年来古籍保护工作进展情况，并

与之进行了广泛交流，王开学副馆长及中心办公室范月珍等同志还全

程陪同考察。 

我省申报的第三批全国古籍重点单位共有两家：山西大学图书馆

和太原市图书馆。 

26 日一早，专家组就来到山西大学图书馆。山西大学图书馆馆长

李嘉琳及古籍部全体同志在古籍阅览室向专家们作了工作汇报。 

山西大学建于 1902 年，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共同开创了

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纪元。图书馆随大学的建立而诞生。 

经过了百年沧桑，古籍遗失聚合，山西大学图书馆现有线装古籍

10327 种，136874 册。其中全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 344 种 4268 册；

明刻本 291 种；乾隆前刻本 1507 种；活字本 96 种；和刻本 36种；

高丽刻本 4 种；抄本 84 种；馆藏碑帖 3503 件。馆藏明人文集 480

部，为馆藏特色。 



 

古籍编目工作已基本完成，现有卡片目录和正式出版的书本目

录，机读目录正在建设中，已有近千种书目数据。 

 

古籍书库面积 434平方米，阅览室面积 187 平方米。各项管理制

度及应急预案完善，并已集结成册。同时，一个宽敞明亮、设备完善

的新图书馆正在距离现址不远处紧张建设中。 

山大图书馆现有工作人员 4人，其中硕士研究生 2 人，大学本科

生 2 人。近年来，她们不仅接待本校师生，也面向社会，为全省及全

国各地的读者提供阅览咨询服务。 



 

 

由于专家们在山西停留时间只有大半天，在对山西大学考察结束

后，她们不顾疲劳，匆匆赶往下一个考察点——太原市图书馆。 

太原市图书馆位于美丽的汾河公园西畔，2002 年正式迁至现址，

建筑面积 2.1 万平方米，环境幽雅静谧。 

李明馆长及分管副馆长向考察组汇报了工作，随后陪同专家们考

察了书库及阅览室。 

 



 

 

 

太原市馆收藏古籍 10 万册件，善本 11136 册，其中已编图书 9

万余册，有卡片及机读目录，书库面积 273 平方米，阅览室面积 483

平方米。现有工作人员 3 人，皆有本科学历。 

近年来，太原市馆在古籍保护工作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如 2007

年 12 月，太原市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同月，太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发文，公布太原市古籍普查工作实施方案，制定太原市古籍保护试点

工作方案。2008 年 10 月，提出实施古籍寄存制并对各区县图书馆收

藏情况进行了考察。 

工作认真、务实、规范是两个申报单位的共同特点。考察过程中，

专家们一再表示，她们实际考察的情况远远好于两家单位所填申报

表。这次考察对两家单位的工作是一个极大的促进，相信他们的工作

也会因此再上新台阶。 



 

 

山西省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会议召开 

 

2010年 3 月 5 日下午，山西省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会议在山西省

图书馆主楼会议室召开，山西省文化厅社文处处长李培敏、调研员康

文萍、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李小强、副主任袁长江、中心办公室

主任王开学以及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主要对

山西省申报“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三批国家古籍重点保

护单位”的申报材料进行讨论审核。 

此次申报条件延续了前两次的申报标准。在接收到各单位申报材

料后，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已在第一时间对其中一些明显不符合申报

要求的书目进行了筛选，然后将初步审核过的目录提交专家委员会讨

论。 

会上，专家们对申报的每一种书都仔细核对，对绝大多数的申报

书目给予了肯定，如山西省图书馆所报传世较少的明刻本《盐铁论》、

明崇祯刻本《守圉全书》和明弘光刻本《柴庵疏集》，精刻本《午亭

文编》、《泽存堂五种》等。山西大学图书馆所报的《大云楼集十二卷》、

《二十一史弹词辑注十卷》、《红椒山房诗八卷》、《静远居诗选二卷》、

《木钟台集》、《御风阁集十卷》等都属于稀见本或孤本，文献价值较

高。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七、八世纪敦煌写经残卷《佛说无量

大慈教经》，首次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祁县图书馆的影宋刻本《礼

记二十卷》，刻印精美，品相上乘。还有山西博物院有大量的傅山稿



 

本、批校本以及傅增湘藏书等都是我省的珍贵典藏。 

同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专家们又提出了意见或建议。王开学

副馆长提出，在版本无其他特点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在年代上把关严

一些。如祁县图书馆所报的清康熙四十六年无锡华希闵刻本《遗山先

生文集四十卷附录一卷》、山西大学图书馆所报清乾隆二十五年教忠

堂刻本《国朝诗别裁集三十二卷》和明天启三年刻本《徐文长逸稿二

十四卷畸谱一卷》等几种书从年代上就明显不符合此次申报要求，版

本也无特色。最终，这几种书未能通过审核。白广明先生提出，每一

种古籍的书名和作者等都要规范著录，尽量避免产生混乱。对于这些

意见，省古籍保护中心在会后都予以了采纳。 

对于申报“第三批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山西大学图书馆

和太原市图书馆，这两家单位不仅古籍馆舍面积和古籍藏量达到申报

要求，去年也在改善古籍收藏环境和古籍保护设备方面做了诸多努

力，增加了自动灭火装置等。省古籍保护中心和专家委员会一致同意

申报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山西省古籍基本信息数据库培训班圆满结束 

 

为了推进我省各项古籍保护工作计划的顺利实施，山西省图书馆

和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经过精心筹备，于 2010 年 3 月 29 日至 4月 1

日在长治市图书馆举办了“山西省古籍基本信息数据库培训班”。来

自山西省内多家基层图书馆、高校图书馆、文博及档案系统的 42 名



 

学员参加了培训。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李小强及长治市文化广电管理

局局长陈秀英分别在开班仪式上作了重要讲话。省古籍保护中心领导

石焕发、袁长江、王开学及长治市文化广电管理局副局长杨建平、长

治市图书馆馆长董书忠等一同出席了开班仪式。 

 

自 2007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山西省古籍保护中

心在指导全省的古籍普查、编目、修复、人才培养以及珍贵古籍名录

申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许多阶段性的成果。今年 2 月 1

日，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上，《中华古籍总目·山西卷》编纂工

作正式拉开序幕。而在此之前，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已开始本省古籍

联合目录编纂的筹备工作，如对各收藏单位的目录编纂情况进行了调

查、索取，对未进行编目或编目情况不理想的单位进行了工作指导，

并筹建了山西省古籍基本信息数据库这一编目平台。从目前的情况来

看，省内主要古籍收藏单位所提供的目录准确性和真实性较高，可以



 

使用，但不少基层单位的编目工作还没有完成甚至没有启动，对古籍

编目的规则还缺乏了解，著录形式也比较混乱，甚至在著录信息上也

存在一定的错误，这些问题给我省的古籍普查和申报工作都带来了不

小的麻烦，这也是《中华古籍总目·山西卷》编纂过程中必须首先解

决的大问题。因此，以《中华古籍总目·山西卷》的编纂为契机举办

这次“山西省古籍基本信息数据库培训班”，非常必要和有意义。 

 

培训期间，山西省图书馆古籍部主任范月珍给学员们讲解了古籍

编目及申报中常遇到的问题与处理方法，比较了传统编目与中华古籍

总目规则的异同。根据各单位的藏书情况，着重为学员介绍了明清时

期刻书的特点并展示了大量书影，帮助学员进行版本的区分和比对。

同时，培训班还安排了编目实践，学员们分别依据传统著录规则及《中

华古籍总目编目规则》对古籍进行了分类和分编。编目过程中版本的

鉴定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同时也是学员们感到最复杂、最棘手的一



 

个环节。大家普遍认识到，要做好编目，在平时工作中就一定要重视

对古籍基本知识的积累，不断总结经验，勤于思考。 

山西省图书馆自动化部副主任韩旭向学员们介绍了山西省古籍

基本信息数据库的建库情况、CNMARC 格式及字段说明。建立这样一

个数据库，全省各古籍收藏单位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进行山西省古籍

书目的查询，今后，各单位在完成本单位古籍编目整理工作的基础上，

还可以对数据库的数据进行补充，不断丰富数据库资源。理论课后，

培训班安排学员进行上机操作实践，对于那些之前没有接触过 CNMARC

数据编目的学员们来说，要先使他们熟悉古籍基本信息数据库，进而

逐步掌握并能够熟练使用。 

通过这几天的学习，学员们对我省下一阶段古籍保护工作的主

要任务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专业理论知识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提高。他们纷纷表示，回去之后会将所学应用到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去，

并希望省中心能够对他们单位的工作给予帮助和指导，加强业务联

系，增进交流。 

这次“山西省古籍基本信息数据库培训班”的成功举办，对加

快《中华古籍总目·山西卷》的编纂以及对于进一步做好全省古籍普

查、申报等各项工作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派员参加“第一期全国古籍普 

查平台审核人员培训班” 

2010年 3 月 14日至 19日，“第一期全国古籍普查平台审核人员



 

培训班”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开班，山西省图书馆古籍部范月珍和郑

梅玲参加培训班学习。同时参加培训的还有来自国家图书馆、上海图

书馆、南京图书馆、天津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安徽

省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等 20 多个单位的 50

位学员。 

培训承办方华中师范大学是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的制作方。培训的

内容主要是古籍普查数据的录入和审校程序。古籍保护中心中心的王

沛和包菊香两位老师分别为学员讲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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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图书馆罗琳老师主要针对汉文古籍规范著录和审校作了重要讲解，目

的是让学员在准确地编目、普查工作基础上，通过普查平台实现书目

数据录入和上传，同时掌握数据的审核和申报程序。 

培训期间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提取了 50 余种古籍，供学员实践

操作。我馆学员就本单位平台的使用情况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以及开

发商进行了协商，提出了我们省的一些要求。 

此次培训班的举办，解决了平台使用中的很多实际的问题，为各

使用单位尽快熟悉和掌握平台操作技能打下基础，确保古籍普查平台

启用后能顺利运转。 

 
 
 

纸浆补书机新用途 

  徐昱东 

自纸浆补书机问世以来，它主要被用于修补虫蛀文献，拙文提出



 

利用纸浆补书机托补修复焦脆古籍书叶，这已被试验证明完全可行，

从而扩大了纸浆补书机的适用范围，同时也改变了以往对于焦脆古籍

只能托裱修复的不利局面。 

纸浆补书机托补焦脆古籍书叶是利用了中国传统手工纸透水性

强，但纸张纤维因体积较大无法通过传统手工纸的特点。利用纸浆补

书机将打散的补纸纤维均匀涂附于焦脆古籍书叶的背面，在不使用浆

糊的前提下，使涂附的纸浆层与焦脆古籍书叶紧密贴合在一起，形成

一个纸浆附着层来提高焦脆古籍书叶的柔软度、机械强度和耐折度，

从而达到修复的目的。 

2009 年 10 月 19 日至 12 月 31 日，我在山西省图书馆参加了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第十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两个多

月的学习中，我利用纸浆补书机托补了一册严重焦脆的古籍 30多叶，

修复效果非常好。 

与托裱相比利用纸浆补书机托补焦脆古籍的主要优势是： 

一、利用纸浆补书机托补焦脆古籍与托裱相比最大优势是不使用

浆糊，从而避免了修复过程中因大量使用浆糊所产生的诸多隐患，大

大降低修复后古籍被虫蛀的风险；纸浆补书机托补后的古籍书叶柔软

度也远远好于托裱后僵硬的书叶；利用纸浆补书机托补后书叶非常柔

软可以避免用浆糊托裱后古籍书叶变硬而发生折断的现象，减少了对

古籍的扰动有利于延长古籍的寿命和保存年限。 

二、利用纸浆补书机托补焦脆古籍书叶的第二大优势就是修复过

程可逆性好。利用纸浆补书机托补焦脆古籍是以水作为补纸纤维的溶



 

剂，只有将补纸纤维与溶剂水完全分离，纸浆附着层才能与书叶紧密

结合，纸浆附着层才有一定的机械强度。所以，如果要除去纸浆附着

层则只需将水喷于纸浆附着层上，使纸张纤维重新溶入水，便很容易

把纸浆附着层与书叶分开，而对古籍书叶不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手

工托裱因其在修复过程中使用了淀粉黏合剂，使补纸较难与书叶分

开。    

三、利用纸浆补书机托补焦脆古籍书叶第三大优势是操作简便、

修复效率高、修复质量稳定、修复过程自动化程度高、人员培训简单

及便于推广应用。 

中国古籍传统的修复技法都是口口相传，师徒相承，面对现存数

量巨大亟需修复的古籍总是力不从心。以托裱为例，托裱所用工具虽

极为简单，托裱技法也并不复杂，但对修复工作人员的修复能力和修

复经验要求却很高。诸如托裱前书叶是否清洗、托裱所用浆糊浓稀、

浆糊用量的多少和对补纸的选择等等这些都需要修复人员根据经验

加以判断。另外由于托裱过程中，浆糊的浓稀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焦脆古籍往往酸化比较严重这就需要在托裱时经常重新调制浆糊，因

此造成托裱修复效率较低和修复质量的不稳定。 

而利用纸浆补书机托补焦脆古籍书叶则是另辟蹊径，利用机械替

代过去那种完全凭经验的手工操作，从而大大提高了修复效率和修复

质量。此外，利用纸浆补书机托补焦脆古籍选用的是目前国产最先进

的 Bsj-2006A 型纸浆补书机，该型纸浆补书机具有操作简便，自动化

程度高，安全性强，便于推广应用等优势。利用纸浆补书机托补焦脆



 

古籍书叶属于扩大纸浆补书机的应用范围而不需另行组织专门培训，

这不仅大大减少了培训方面的投入，还有利于新方法的推广应用。 

通过试验，利用纸浆补书机托补焦脆古籍书叶取得成功。希望古籍修

复界的同志和有关单位能应用改进这一新方法。（作者单位：黑龙江

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第十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学员 ） 

 

 

 

 

简讯 

 

★  3 月 23 日，安徽省图书馆副馆长阚华带领古籍部成员一

行 8 人就古籍保护工作来省馆考察，期间，参观了山西省图

书馆古籍部，并就修复、申报、培训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与省

馆工作人员进行了广泛交流。 

★  4 月 12 日至 16 日，山西省图书馆古籍部主任范月珍参加

了 2010 年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 

★   4 月 23 日，值世界读书日之际, 山西省图书馆在本馆网

站举办“山西省古籍修复中心修复成果网络展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