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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要目 

 

● 省内媒体关注古籍保护工作 

自山西省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召开以来，省内各大媒

体就对我省的古籍保护工作给予了积极的关注，这对促进全省古

籍保护工作全面、健康、有序开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 古籍保护知识 

● 简  讯 

 

 

 

 

 

 



省内媒体关注古籍保护工作 

自 2007年底山西省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召开以来，省内各大媒体就

对我省的古籍保护工作给予了积极的关注，这对推动全省古籍保护工作全面、健

康、有序开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这里特采撷几则。 

 

山西首次古籍摸底普查系列工作启动 

本报12月18讯，记者从今天上午在并召开的全省古籍保护工作会议上获悉，

根据国务院部署，建国以来我省首次古籍摸底普查、登记造册、分级命名等一系

列工作开始全面启动。 

古籍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载体，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目前，经有关部门审

核批准，我省已成立省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山西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向

国家有关部门书面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19 部，其中，118 部均为一级古

籍，其品质名列全国各省前列。山西省图书馆、祁县图书馆、山西博物院图书馆、

临猗图书馆和山西大学图书馆 5 单位被我省确定为古籍保护重点单位，并申请国

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正在评审中。据悉，我省还将积极筹建古籍综合信息数据

库和山西省古籍联合目录数据库。（山西日报 2007-12-19） 

 

150万余册古籍进入“重点保护”名单  

18 日，由省文化厅牵头，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

民委、省新闻出版局、省宗教局、省文物局为成员单位的省古籍保护工作第一次

厅际联席会议举行。这标志着我省古籍保护厅际联席会议制度正式建立，保护工

作全面展开。经省古籍保护中心初步普查，目前，我省现有 150 万余册珍贵古籍

亟待保护。 

据省古籍保护中心初步普查，省图书馆藏有古籍约 30 万册，我市图书馆约

有 10 万册，其他市级公共图书馆约有 6 万册，祁县、临猗等县级公共图书馆约

有 34 万册，其他文博单位和高校图书馆约有 60 万册，散落民间的约有 10 万册，

全省共计 150 万册，约占全国古籍总数的百分之五，其中有不少珍本、善本，尤

其有很多珍贵的佛教典籍。我省的古籍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属全国上乘，其中，119

册古籍已申报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同时，省图书馆、山西大学图书馆和



省博物院图书馆等 5 家古籍收藏单位已申请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市

图书馆作为第二批古籍保护试点单位，于今年 9 月至明年 8 月对所藏古籍进行普

查、分析、修复和环境改造等。（太原日报 2007-12-21） 

 

首批《国家珍贵古籍保护名录》即将公布 

山西省图书馆和山西博物院入选首批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推荐名单 

  首批《国家珍贵古籍保护名录》推荐名单日前由文化部通过中国古籍保护网

和《中国文化报》进行公示。据悉，正式名单将在本月底公布。山西入选 61部，

全系宋元以前一级善本，其中山西省图书馆 10部，曲沃县图书馆 8部，祁县图

书馆 1部，山西博物院 12部，应县木塔文物管理所 27部，高平市文博馆 3部。 

  首批《国家古籍珍贵名录》推荐名单共 2383部，其中汉文古籍 2272部，少

数民族文字古籍 111部。在汉文古籍部分先秦两汉时期 117部，魏晋南北朝隋唐

五代时期 71部，宋辽夏金元时期 1074部，明清时期 1010部。 

  我省申报的首批“珍贵名录”皆为宋元以前善本，其它如明清时期古籍善本

等未列入首批申报计划。因此，虽然从数量上来说，我省首批入选只有 61部，

但质量上乘，就入选的宋元以前纸质古籍善本来说，我省名列前茅。且入选古籍

皆极富特色，尤其是丰富而珍贵的佛教文献，成为山西古籍藏书的一个闪光点。

如应县木塔的辽代秘藏，它是全国已知的 3处辽代文献重要收藏地之一，对文献

的保护、修复工作也是三处中做的最好的。辽代文献流传到今天的很少，应县木

塔 90件辽代佛经尤其是 12件《契丹大藏经》零本的发现，续接了我国古代历朝

历代纂修大藏经的历史长链，在文献和学术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开宝藏》是我

国第一部刻本大藏经，流传到今天的海内外仅有 10余件，而我省就有 3件，且

很有代表性。北宋开宝四年，蜀版大藏经开雕，起始年的刻本《妙法莲花经》卷

第七就存藏于高平市文博馆中，是目前唯一的开宝四年刻本；再如山西省图书馆

所藏北宋雍熙三年绛州刻本 《佛说北斗七星经》、伪齐阜昌八年刻《成唯识论

了义灯钞科文》等都是海内外孤本，有着极高的版本学价值和文献学价值；祁县

图书馆南宋刻本《昌黎先生集考异》是镇馆之宝，也是我省唯一的集部宋版书，

非常珍贵。 



  山西是文化大省，古籍资源也异常丰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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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利用这些珍贵古籍，对于传承

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文化部还向社会公示了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推荐名单。首

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推荐名单共 50 个，我省山西省图书馆和山西博物

院 2家入选。（太原日报 2008-2-28） 

 

           “拯救”古籍：留住我们的文脉 

古籍，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者印刷于 1912年以前、具有中

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我国对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使承载着中华数千

年文明的古籍得以世代相传。有关人士认为，目前，我国古籍数量至少在 3500

万到 4000万册以上。除了国家的图书馆、博物馆、文献收藏单位以外，古籍在

民间还大量藏于个人、寺 庙。然而自古以来，古籍频遭兵燹、水火等人为、自

然灾害，近年来，古籍酸化和脆化问题也十分突出，全国几千万册古籍生存状况

堪忧。 

  2007年新年伊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

颁布，意见指出：将在“十一五”期间实行“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全面普查现

有古籍，建立《国家珍贵古籍保护名录》，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培

训一批古籍保护专业人员。不久，这项工作确立了由文化部牵头，包括教育部、

宗教局等 10大部委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当年 5月，承担古籍普查登记、古籍

修复人员培训、古籍保护研究等具体职责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正式成立。 

  而珍贵古籍和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的工作从 2007年 9月开始，全国各地

共申报珍贵古籍 5000多部，申报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有 130家。 

  经过几个月的评审，最终，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共有 2383部入选，

分汉文古籍和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两大部分，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

多元化特点。其中简帛 117种、敦煌文书 72件、古籍 2010部、碑帖 73部以及

少数民族语文古籍 111部。入选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包括 15种语言，既有现在

仍在使用的藏文、蒙古文、彝文、傣文，也包括历史上出现过但现在已不再使用

的焉耆－龟兹文、西夏文等。 



  据介绍，我国的古籍共分四级，其中善本分三级，普本为四级，此次珍贵古

籍目录的入选标准原则上要求二级以上，是善本中的善本，件件堪称国宝，它们

都有自己的一段传奇故事。 

  江苏省此次有 314部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列全国各省第一。 

  古籍保护一般分为原本保护和再生保护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对古籍原本进

行妥善保存和修复；后者是对古籍进行影印或整理，对古籍的形式和内容进行转

移保存和再揭示，通过出版、缩微和数字古籍化等工作，使古籍化身千百，永久

传承。文化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08年将依靠现代化手段，将缩微复制技术与

数字技术结合起来，提高古籍的保护和利用的效率。今年还将筹建第一批国家级

古籍修复中心，拟建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促进古籍修复工作。有关部门将大力

推广已经被证明是成熟、安全的文献保护技术，对古籍加以科学保护。 

  而古籍保护工作的当务之急，是培养古籍保护、修复和鉴定人员。据悉，目

前全国至少有超过 1000万册件等待修复的古籍，然而，据粗略统计，全国范围

从事古籍修复这一职业的，不超过 100人。 

业内专家指出，古籍修复是一门既费心又耗时的“拯救艺术”，还必须科学、

规范，防止不可逆的“破坏性修复”造成恶果。修复人员不仅要拥有修复技术，

还要有更广泛的知识范畴，除了古籍知识，他还必须是懂历史、化学、生物知识

的复合型人才。这样的人才从开始培养到比较成熟而且达到数量可观，无疑不是

一件一蹴而就的事。 （太原日报 2008-2-28） 

 

山西 61部古籍入选国家保护名录 

本报 2 月 21 日讯，首批《国家珍贵古籍保护名录》公示名单日前由文化部

发布，同时发布和公示的还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推荐名单。记者今日从

省古籍保护中心了解到，此次我省共有 61 部珍贵古籍及两家保护单位入选。 

所谓古籍，是指书写或印刷于 1912 年之前的书籍。首批《国家珍贵古籍保

护名录》共收录古籍 2383 部，分为汉文古籍和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两大部分，其

中汉文古籍 2272 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 111 部。省古籍保护中心负责人介绍说，

我国的古籍共分 4 级，此次珍贵古籍目录的入选标准原则上要求 2 级以上，件件

堪称国宝。 



据了解，我省入选的古籍有《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五十四》、《大般涅槃经卷

三十九》等 61 部，其中，山西省图书馆 10 部，曲沃县图书馆 8 部，祁县图书馆

1 部，山西博物院 12 部，应县木塔文物管理所 27 部，高平市文博馆 3 部。 

另外，在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公示中，山西省图书馆和山西

博物院入选（山西晚报 2008-2-22） 

 

简 讯 

2008 年年初，山西省图书馆古籍书库安装了视屏监控系统和有线防盗报警

器，24 小时开启，并分别安排专人监控。这两套防盗设施的安装和使用，加强

了对古籍书库的监控力度，使馆藏图书的安全更有保障。 

2月 26日，“第二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在国家图书馆开班，山西省

图书馆古籍部魏清同志和祁县图书馆的一名古籍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期培训学习。 

3月 13-14日，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袁长江、办公室主任王开学等在

代县图书馆调研时，就该县古籍藏书保管及整理保护工作进行了了解和指导。该

馆馆藏古籍约 8000余册，在全省县级公共图书馆中也在前列。 

3月 14日，省古籍保护中心将填写完成的《古籍收藏单位调研表》及由中

心指导各收藏单位填写的《编目及古籍机读数据调研表》、《机读目录格式样例》

等若干份电子调研表发至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以配合“全国古籍普查平台”

的建设调研工作。 

 

古籍保护知识 

版本：一书经过抄写或印刷而形成的传本。指书籍具有的特征，如书写或印

刷的各种形式，内容的增删修改，一书在流传过程中卷帙的存佚，以及书中所形

成的记录，如印记、批校、题识等。一般包括写本、稿本、抄本 、影抄本、彩

绘本、刻本、活字本、套印本、钤印本、磁板印本、活字泥版印本、铜版印本、

影印本、石印本、批校题跋本、过录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