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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籍保护展览专辑 

 

《守望精神家园——山西省古籍保护初步成果展》于 2008 年 6

月 1 日在山西省图书馆展厅举行。此次展览是对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开

展以来阶段性成果的回顾与总结，更是想通过展览让人们近距离感受

古籍魅力，了解古籍保护知识，认识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从而自觉地投入到古籍保护工作中来，让热爱古籍、热爱中华传统文

化在三晋大地蔚然成风。 

这次展览在全省范围内都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对于下一步古籍保

护工作的全面、健康、有序 、深入开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守望精神家园 

——山西省古籍保护初步成果展 

2008年 6 月 1 日，“守望精神家园——山西省古籍保护初步成果

展”在山西省图书馆主楼二层展厅举行。此次展览是对我省古籍保护

工作开展以来阶段性成果的回顾与总结，更是想通过展览让人们近距

离感受古籍魅力，了解古籍保护知识，认识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从而自觉地投入到古籍保护工作中来，让热爱古籍、热爱中

华传统文化在三晋大地蔚然成风。展览得到了全省公共图书馆界，文

博、高校系统等古籍收藏单位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关注，前来参观的读

者络绎不绝，省城多家新闻媒体都予以了大篇幅的深度报导宣传。总

之，这次展览在全省范围内都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对于下一步古籍保

护工作的全面、健康、有序 、深入开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展览共分四个部分，以下是前言及各部分内容梗概（并附展览小

样 5 张）： 

 

前言 

古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

的历史见证； 

古籍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泱泱大国奉献给世界的一份丰厚的

文化遗产； 

同时，古籍又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历史上这些珍贵典籍迭经

水火兵燹之灾，流传到今天已是百不存一，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因



此，保护好这些珍贵古籍，是我们的荣耀，更是我们的责任。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特别指出，“做好文化典籍

整理工作”；2007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

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 号)；紧接着文化部又组织召

开了“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全面部署古籍保护工作——一个古

籍保护的春天已经来临！ 

山西是文物大省，历史上三晋人民曾经创造出了浩瀚如海的文献

典籍。这些古代文献典籍承载着丰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是三晋历史

的荣光。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这些古籍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大事，同时对于建设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弘扬三晋精神都具有

重要意义。 

让我们一起行动吧，象激情传递的奥运火炬一样，传承、延续我

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根脉！ 

 

第一部分：盛世伟业 

全面开展古籍保护工作，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在新中国历史

上还是首次。这是综合国力强盛的体现！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召唤！

随着 2007 年 1 月 14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

的意见》的下发和“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的召开，古籍保护工作

即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作为文化大省的山西积极响

应，成立机构，制定方案，召开会议，推荐专家，遴选试点，编发简

报，紧锣密鼓，有条不紊，让文明摇篮、文化山西在对历史的追寻中



重振雄风。 

第二部分：调研申报 

普查、调研、定级、登记、申报是近期古籍保护工作的关键词。

我省山西省图书馆、应县木塔文管所、祁县图书馆等 3家单位以其丰

富的典藏和良好的管理入选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单位行列。省中心以此

为基础，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有针对性的调研、普查活动，收获颇丰；

并就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这两个

2007 年度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重头戏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和申报。期

间，文化部督导组和国家中心专家在短短两个月内 3 次对我省古籍保

护工作的检查、指导 ，对于促进、提升我们的古籍保护工作水平意

义重大。 

第三部分：修复保护 

古籍保护有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两种方式。古籍修复即属原

生性保护。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现存古籍破损严重，据专家估计，目

前我国公藏机构约有古籍 3000万册，其中 1000 万册需要修复，任务

艰巨。我省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以省图书馆为例，30 万册古籍中有

10 万册急待修复，比例很高。可喜的是我们正在加大对修复人员的

培养，修复技术也在逐步改善。在再生性保护方面，我们也一直在积

极探索，如对珍稀方志、名家手稿的缩微复制、影印出版、数字化等

都取得了一定成绩。近年来，在改善古籍保存环境、加大对古籍保护

的投入方面也成果显著。 

第四部分：琳琅秘籍 



     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 部）日前由国务院批准颁布。

其中，汉文古籍 2282 部，包括简帛 117 种、敦煌文书 72 件、古

籍 2020 部、碑帖 73 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 110 部，包括藏文、

回鹘文、西夏文、东巴文等 14 种文字。我省共有 61 部珍贵古籍入

选。这 61 部皆系宋元以前一级善本，质量上乘。就名录中宋元以前

纸质珍贵古籍来说，我省名列前茅，且极富特色，尤其是佛教典籍如

开宝藏、辽藏、崇宁藏、佛说北斗七星经等，琳琅满目，成为山西古

籍藏书的一个闪光点。在同时颁布的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51家）中我省也有 2 家（山西省图书馆、山西博物院）入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