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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 

 

简报 

  

第一期（总第 6期） 

 

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编        2008 年 1 月 15 日 

 

 

                      本期要目 

 

●  山西省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在太原召开 

本次会议是在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

召开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在联席会议的领导下，我省

古籍保护工作将会迎来一个新局面。 

●  “首届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结业，山西省图书馆参加

培训的学员满载而归 

●  省中心副主任袁长江等顺访国家中心办公室 

●  古籍保护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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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在太原召开 

2007 年 12 月 18 日，山西省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在太原

迎泽宾馆举行。联席会议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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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新闻出版局、省宗教局、

省文物局有关领导和负责人，以及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的有关负责同

志出席了会议。 

山西省文化厅社文处成霄冬处长主持会议。联席会议召集人、山

西省文化厅副厅长赵晋蓉发表了讲话，他强调了古籍保护的重要性，

分析了我省古籍保护整体工作态势，对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意见。古

籍保护今年已列入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国务院、省政府为此都下发

了专门文件，国务委员陈至立及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等领导到我省祁

县等几个县级图书馆视察，对馆藏珍贵古籍予以了赞赏。我省古籍收

藏丰富而且珍贵，这次《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只是我省众多收

藏中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精品未触及；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

视，今后要更好地开展工作，要进一步完善机制，争取古籍收藏单位

都参加普查活动，要加强协作，进一步推动我省的古籍保护事业健康

发展。 

会议听取了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李小强关于我省古籍普查

与保护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已顺利展开，且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在全国也走在前列，受到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好评。

我省主要工作有：领导重视；积极协调成立各种机构；制定方案、下

发文件、宣传推广；以点带面，努力抓好试点工作，有序推进；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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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形式培养我省古籍保护人才。李小强还介绍了我省古籍收藏的现

状及特点；关于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重点单位的申报工作；

文化部督导专家多次对我省古籍保护工作检查与指导的情况等。 

围绕着我省古籍普查与保护工作，与会同志进行了讨论，达成了

以下共识：一、一定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古籍普查与保护工作的意

见，山西是文化大省、文物大省，古籍文献资源也非常丰富，开展古

籍保护工作非常必要而有意义；二、各厅局根据各自的职责，要从不

同方面予以古籍普查与保护工作支持和配合；各有关部门及各古籍收

藏单位，应加强协作协调，形成合力，努力做好我省的古籍普查及保

护工作；三、省中心要积极与各有关厅局联系，及时沟通情况，并通

过编发工作简报，通报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四、为便于开展工作，联

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各确定一名联络员。 

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能是在省政府领导下，研究拟订全省古籍保护

的重大政策措施，向省政府提出保护工作建议；协调解决全省古籍保

护工作的重大问题；讨论年度工作重点并协调落实；指导、督促、检

查古籍保护各项工作的落实。具体由省文化厅牵头，进行统筹规划，

组织实施。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密切合作，共同做好古

籍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省文化厅。联席会议每年召开一至

二次例会。相信在联席会议的领导下，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将会迎来一

个新局面。 

 

附：山西省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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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

见》（国办发〔2007〕6 号）和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对

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促进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做好全省古

籍保护工作。经省政府同意，建立山西省古籍保护工作厅际联席会议

（一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一、主要职能 

在省政府领导下，研究拟订全省古籍保护的重大政策措施，向

省政府提出保护工作建议；协调解决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的重大问题；

讨论年度工作重点并协调落实；指导、督促、检查古籍保护各项工作

的落实。 

二、会议成员 

山西省文化厅副厅长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山西省财政厅副厅长 

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 

山西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 

山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山西省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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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报联

席会议确定。为便于开展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确定一名联络员。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省文化厅，承担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 

三、工作规则 

联席会议每年召开 1 至 2 次例会。根据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同志指示或工作需要，可以临时召开全

体会议或部分成员单位会议。联席会议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

事项，经与会单位同意后印发有关方面，同时抄报省政府。 

四、工作要求 

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研究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的有关问

题，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研究部署的工作任务。要互通信息，互相配合，

形成合力，共同做好全省古籍保护工作。 

 

附：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联络员名单 

 

成霄冬    山西省文化厅 

李俊宇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裴海燕    山西省财政厅 

车天文    山西省教育厅 

吴玉明    山西省科学技术厅 

刘晋辉    山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连军      山西省新闻出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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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晋辉    山西省宗教事务局 

王振华    山西省文物局 

 

“首届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结业 

山西省图书馆参加培训的学员满载而归 

 

2007 年 10 月 11 日，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首届全国

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在国家图书馆举行了开班典礼。来自全国 32

家古籍收藏单位的 35 位学员参加了培训学习。这是近 18 年来

我国首次开展的全国性的古籍修复人才培训，为期 3 个月。山

西省图书馆古籍部的邢雅梅同志参加了此次培训。 

带着对修复工作的心得、热爱和思考，以及修复技术方面的困惑

和问题，邢雅梅同志有幸聆听全国古籍保护界尊敬的前辈们的精彩

演讲，有幸与资深古籍修复专家面对面地交流学习，感受他们对古籍

保护与修复的理念,以及他们那种高水平的专业技艺和所具有的深厚

的文化底蕴。 

我国现存古籍约 3000 万册,有近 1000 万册古籍需要修复。

与此相对应的是,目前全国古籍修复人员尚不足百人。此次古

籍修复人才培训,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重要举措。 

这次培训班所授课程全面而系统,从古籍版本鉴定到书籍的产生

和发展,书籍装帧形式的演变过程及种类到具体每一种装帧形式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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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纸张的种类和鉴别方法,中国古代造纸术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碑帖

的发展及制作到修复,古籍的保护与修复技法和修复的原则，西方保

存和保护程序概况,函套的制作等等，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课程，让

学员们对古籍知识、古籍保护与修复技术都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掌

握，获益良多。 

古籍保护的指导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

强管理”。对于破损古籍来说，修复就是最好的抢救，是延长古籍寿

命、保障永续利用的不二法门。因此修复工作非常重要而有意义。通

过学习 ，使我省学员在古籍保护与修复的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了

一个质的提高，相信他们一定会把古籍修复新的理念和好的经验，运

用到实际工作中，为我省的古籍保护与修复事业做出贡献。 

 

省中心副主任袁长江等顺访国家中心办公室 

2008年元月 10日，在参加有关会议之际，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

副主任袁长江、办公室主任王开学抽暇来到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

室，一方面汇报近来工作，一方面学习请教。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心

领导的鼓励和肯定。汇报完工作后，袁主任等还参观了国家图书馆善

本部修复组，观摩了国图自行研制的纸浆补书机的补书全过程，并就

关心的问题同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 

 

古籍保护知识 

什么是古籍？   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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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 

什么是善本？   具有比较重要历史、学术和艺术价值的书本。

大致包括写印年代较早的，传世较少的，以及精校、精抄、精刻、精

印的书本等。 

什么是普本？   普通版本的简称，相对善本而言。指具有一定

历史、学术和艺术价值的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