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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山西省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召开 

2010 年 1 月 18 日，山西省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在山

西省图书馆报告厅召开，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财政厅、省教

育厅、省科技厅、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宗教局、省新闻出版局、

省文物局以及省文化厅有关领导和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山西省古

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山西省文化厅社文处处长李培敏主持，山西省文化厅

巡视员赵晋蓉发表了讲话，对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一年来的工作

做了肯定。他指出，2010 年，我省的古籍保护工作已迈入了第

三个年头，厅际联席会议也成功召开了两次。过去的几年中，在

各联系单位的积极努力和通力合作下，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了多项

成果和重大进展。目前我们已基本上摸清了家底，省中心在多次

的调研的过程发现了许多珍贵宝贝，令人为之振奋。就去年的一

年，省中心的同志们就在宁武县文物馆发现了一部保存相当完好

的《永乐南藏》，且至今保存在清咸丰年间的原装经柜中，而且

历朝历代的封条都还在，让人震惊，这部《永乐南藏》已入选了

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无独有偶，去年九月份，又在交

城县的净土宗祖庭——玄中寺，发现了一部保存同样完好的《永

乐南藏》，又是一个惊喜，目前，省馆已与该寺主持达成协议，

申报下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为我省保护工作增光添彩。 申

报工作也做的很好，目前已申报了两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212

种，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3 家，山西省第一批省级珍贵古籍名



录 88 种，山西省第一批重点保护单位 8 家 ，很好地彰显了我省

古籍精华和丰厚底蕴以及收藏实力。

 

古籍修复工作在去年也上了一个大台阶。除了修复人员数量日益

增多和修复水平日益增强外，还改造了旧有的修复室，筹建了山西省

古籍修复中心，并且申报国家级修复中心成功。去年山西省古籍保护

中心还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合作，承办了“第四期全国古籍鉴定与保

护高级研修班”和“第十期全国修复技术培训班”，全省古籍收藏单

位共有 48 人参加了这两次培训，收获很大。这样高规格的培训班在

我省还是第一次，对提升我省的古籍保护工作水平大有稗益。其它如

展览、宣传、出版、编目等工作都进行的有声有色。 

总之，去年一年，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

不少成绩，但应该看到，我省的古籍保护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古籍

普查作为一项旷日持久的工作，需要各成员单位一如既往的支持与配



合；基层馆的古籍保存环境亟待改善，古籍保护意识要不断提高；加

强人才培养，并使受培训人员在结束培训后能逐步成长为各领域中的

业务骨干；积极争取财政拨款，在进行古籍原生性保护的同时，注重

对古籍进行再生性保护，利用现代化手段对古籍进行数字化整理，建

立古籍资源数据库，从而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古籍保护和研究。希望

厅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继续发挥协调、领导作用，共同将我省的古

籍保护工作推上新的台阶。 

随后，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李小强向厅际联会议代表汇报了

2009年我省古籍保护的工作情况，同时提出了 2010 年全省古籍保护

工作的思路。2010年，我省古籍保护将建立更加完善的机制和形成

更加畅通的联络方式；继续开展珍贵古籍的国家级申报和省级申报；

编辑出版《山西省珍贵古籍名录》和建成山西省古籍目录数据库；加

大培养古籍保护人才，加强古籍修复工作，发挥国家级修复中心的作

用；加强古籍再生性保护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改善图书馆尤其是基

层图书馆的古籍收藏条件；继续深入开展基层调研，并做好古籍保护

宣传工作等。最后，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袁长江向联席会汇报

了专家委员会对山西省第二批珍贵古籍名录和山西省第二批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的初步评审结果。 

相信在厅际联席会议的领导下，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将会迎来更大

的发展。 

“山西省第二批珍贵古籍名录和山西省第二批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评审会议召开 



2010年 1 月 18日上午，山西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在山

西省图书馆主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山西省文化厅社文处处长李培敏

主持，山西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要是对全省各古籍收藏单位申报的“第二批山西省珍贵

古籍名录”和“第二批山西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进行评审。参与第

二批省珍贵古籍名录申报的单位有山西省图书馆、山西博物院、山西

大学图书馆、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太原市图书馆、太谷县图书馆、

祁县图书馆、临猗县图书馆、长治市图书馆和阳泉市图书馆等申报的

278 种珍贵古籍。第二批山西省珍贵古籍名录评审标准为：凡入选第

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将自然入选第二批《山西省珍贵古

籍名录》，各单位不需要再次申报；凡 1912 年以前书写或乾隆 60 年

前刻印，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的，有山西地方特色的珍贵古籍均

可申报，非地方文献古籍不在本次申报范围。 

会上，专家们针对申报单位提交的申报书及书影进行了仔细的

斟酌和讨论。对于那些符合申报标准、版本珍贵、品相上乘的古籍，

专家们一致同意其入选山西省第二批珍贵古籍名录。有些单位申报的

古籍虽然达到了善本标准，甚至版本还十分珍贵，但由于不在二次申

报标准的范围，专家决定不将其列入本次名录讨论范围，但会根据两

次申报的具体情况，调整第三批名录的申报范围。会上还对一些特殊

问题进行了讨论，如刻于民国十二年的《霜红龛集四十卷》在年代上

本不符合评审标准，但由于该书为晋人著述、晋刻图书，书中又有 



 

大量山西名人郭象升的题跋批校，而且其内容和形式也符合古籍

标准，经过讨论后大家认为，此书可以上调等级，同意入选。对于著

者籍贯不明、版本暂不能确定的古籍，请专家在会后作进一步的核实，

然后分别将意见或建议向省古籍保护中心反馈。此次申报省级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的有应县木塔文管所、运城市盐湖区图书馆、宁武县文物

馆、长治市图书馆、临猗县图书馆和大同市图书馆六家。省古籍保护

中心主任李小强分别向专家们介绍了各申报单位的情况，这些单位的

古籍藏量不仅达到了申报标准，且又各具特色。如应县木塔文管所的

90 多件辽藏，运城市盐湖区图书馆的 2000 多块清代木刻板，宁武县

文物馆的《永乐南藏》收藏于旧经柜中，同时还有一批清嘉庆时期的

抄本，长治市图书馆有大量根据地特色的文献等等，会议对各申报单

位进行了审核并达成一致意见。 



  山西省首批珍贵古籍名录暨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颁证授牌仪式在省馆举行 

     

2010年 1 月 18日，山西省首批珍贵古籍名录暨重点保护单位颁

证授牌大会仪式在山西省图书馆报告厅举行，省文化厅、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民委、省宗教局、省

新闻出版局、省文物局有关领导为省第一批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一批古

籍重点保护单位颁发了证书及牌匾，各重点保护单位颁授了笔记本电

脑。 

★ 2010 年初，山西省图书馆利用 INTERLIB 系统建立本馆古籍书目

数据库（包括全部已编普通古籍及善本古籍），作为一个基本书目数

据库，数据库可以远程登录并增加或修改,为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的



编纂做了基础工作。 

★ 2010年 2 月底，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接文化部第三批珍贵古籍名

录申报通知，积极通知各收藏单位，组织申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