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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古籍普查平台培训班在省图书馆举办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通

知》（办社文函〔2011〕518号）和《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方案》（2012年 2月

23日发布）精神，推动我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加快完成各古籍存藏单位古籍登

记目录的编纂工作，2013 年 5 月 30 日（周四）上午，省古籍保护中心在省图书

馆教培部 B019 教室举办了“全省古籍普查平台培训班”，全省共 36 家单位的 47

位古籍工作者参加了此次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古籍普查平台基本项著录规则、

书影拍摄规范、数据转换。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陕西省图书馆副馆长徐大平为培训班致辞 

 

首先，由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陕西省图书馆副馆长徐大平

为培训班致辞。他指出：目前，全国已有 200多家古籍收藏单位完成了基本项普

查登记工作，提交数据 28万条。2012年年底，又有 9个省市全面完成古籍普查，

提交数据达到 100 万条。预计今年全国将有 17 个省市全面完成古籍普查工作。

而据初步调查，截止目前，我省有 160 万册古籍，按平均每 10 册为一部计算，

大约应有 16 万条数据，已完成数据 26000 多条，完成比例严重偏低。对我省来

说，古籍基本项普查登记已成为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任务



 

3 
 

十分繁重艰巨，所以他希望参加培训的各位古籍工作者能够珍惜此次培训机会，

认真学习，并在今后的工作中学以致用，为我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完成做出自

己应有的贡献。 

 

培训中授课掠影(一) 

                            培训中授课掠影(二) 

此次培训由省图书馆特藏文献部侯蔼奇、张志鹏、刘颖担任授课老师。首先，

侯蔼奇老师结合《全国古籍普查登记手册》中“汉文古籍著录规则”内容及省图

书馆平台著录实际，向学员系统讲解了如何进行古籍普查平台著录，尤其是古籍

登记目录项的著录。接着，张志鹏老师针对古籍普查平台部分单位上传书影所存

在的问题，从选择设备、书影拍摄、书影处理等三个方面向学员讲述了古籍书影

拍摄规范。最后，由刘颖老师向全省 31 家已完成《陕西古籍总目》编纂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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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作人员讲述了将《陕西古籍总目》数据转换成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要求的《全

国古籍普查等级目录》的方法。 

此次培训，是在继我省 4月 19日全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会议召开之后，为切

实推进我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而举办的一次培训，也为我省全面调整、落实古籍

普查登记工作任务奠定了扎实基础。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王小芳  供稿） 

 

 

“省古籍保护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在省图书馆召开 

 
                         会议现场 

2013 年 7 月 15 日，省古籍保护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在陕西省图书馆

召开，白阿莹副省长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参加会议的还有省政府副秘书长

杨长亚、省文化厅厅长刘宽忍、省社科院院长任宗哲、省发改委副主任刘强、省

教育厅厅长李兴旺、省科技厅副厅长史高领、省民委（省宗教局）主任（局长）

徐自立、省财政厅总会计师习云杰、省新闻出版局局长薛保勤、省文物局局长赵

荣、省政府参事室（省文史研究馆）主任张祖培、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张仁华、

省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贾二强、吴敏霞等。 

会议议题是研究审议古籍保护、整理出版工作，一是关于《第一批陕西省珍

贵古籍名录》（409部）入选书目的审定，二是关于省古籍整理出版专家委员会成

员名单变更的审定。省文化厅厅长刘宽忍向与会的白副省长及各领导小组成员做

了“全省古籍保护及《第一批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评审工作汇报”；专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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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副主任贾二强汇报了名录评审工作的流程及原则，强调评审工作的客观性、准

确性和严肃性。全体与会人员一致审议通过《第一批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之

后，省社科院院长任宗哲向领导及各成员做了“全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汇报暨省

古籍整理出版专家委员会成员名单变更申请”，会上全体成员一致审议通过了该

名单。 

 

陕西省古籍保护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陕西省副省长白阿莹讲话 

听完汇报，白省长做了重要讲话，对我省古籍保护工作提出了三点意见： 

    1、提高认识，进一步明确古籍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古籍是中华文明的

重要载体，承载着丰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周秦

汉唐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典籍文献。据统计，目前我省大

概存藏有 6万种、160 万册各类典籍文献，这些典籍文献内容涉及中国古代政治、

经籍、军事、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既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见证，也是陕西

文化至高性的承载，做好古籍保护工作是我们的重要责任。同时还强调，对文化

典籍的保护应注意“古为今用”。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延续性，后人总是沿着前

人的脚印在前进，前人的智慧和经验对于今天社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借鉴和指导

意义，我们必须把这些历史典籍保护好、利用好。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

下，我省的古籍保护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

在：古籍保护的统筹意识不强；古籍的存藏条件堪忧；古籍保护的社会意识有待

加强。尽管随着《文物保护法》的普及，各界对文物保护的意识越来越强，但对

古籍的保护还远没有深入人心，特别是各级政府的保护意识有待加强。 

    2、突出重点，加快推进我省古籍保护工作  首先要摸清家底。据初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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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陕西省有 6 万种、160 万册古籍，按平均每 10 册为一部计算，大约应有

16 万条数据。截止目前，已完成数据 26000 多条，完成比例严重偏低。2013 年

底，全国将有 17个省市全面完成古籍普查工作，我省必须加快进度，迎头赶上。

要求各有关单位要协调本系统、支持文化厅做好这项工作。其次要建立名录。我

省现存古籍数量大、品类不一，所以这项工作要分轻重缓急、有序推进。这样就

需要建立一套名录体系，对纳入国家和省珍贵名录的要重点保护，对没有纳入的

可以暂缓。对于此次会议审定通过的 409部古籍，会后要由办公厅按程序向社会

公布，这也是提高社会对古籍认识的一个手段，随后还要公布第二批、第三批 ，

实现我省对古籍的有序保护。再其次要培养人才。人才的培养是多方面的，古籍

保护要求的人才也是多方面的，包括传统的对善本的保护，还要进行数字化的制

作，让它能更完整有序地保存下来。这些工作都需要大量的、各方面的人才。下

一步，文化厅要加强和高校的合作，有计划地委托高校和研究机构，代为培养和

短期培训，充实我省古籍保护队伍。还要抓紧古籍修复保护。修复工作要求非常

细致，修复任务也很繁重，需要抓紧此项工作。 

    在保护好古籍的同时还要有效利用。保护的目的在于利用。这里主要要做好

三项工作：抓紧推进《陕西古代文献集成》的编纂；加强古籍数字化、 专题数

据库的建设；实施善本再造。 

3、加强保障，确保古籍保护工作取得实效  首先，文化厅要牵好头。文化

厅是古籍保护工作的责任主体，要积极协调各成员单位，承担起全省古籍保护、

普查登记、业务培训、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其次，各成员单位要尽到责任，

积极配合文化厅做好这项工作，做好本系统的古籍保护，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工

作的发展 。再其次，继续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 

杨长亚副秘书长在总结时指出，各成员单位要按照白省长的讲话指示，认真

做好下一步工作，并特别强调，要按照相关的程序和规定，由省政府办公厅对第

一批省名录进行公布，把这项工作做好。同时，还借此机会向各与会代表通报了

6月 30号到 7月 2号文化部公共图书馆评估检查对我省工作的些意见反馈。他指

出，此次评估工作组重点对陕西省图书馆、西安市图书馆以及陕西省图书管理工

作进行了检查，检查组的同志对我们陕西省的各级和相关部门对公共图书馆建设

的重视给予了肯定，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反映在几个方面，一是经费投

入不足；二是图书总量偏少；三是公共图书馆的设施有待改善。他指出文化厅应

该拿出具体的解决措施和方案，同时发改委也应该结合我省图书馆建设的实际情

况，在项目建设上予以加强，另外，财政厅也要给予相应的支持，共同结合国家

此次检查评估提出的意见做好下一步的工作。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姜妮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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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审校人员培训班在省图书馆举办 

 

为加快《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出版工作进度，总结普查登记工作阶段性

成果，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2013年 7月 22—26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陕

西省图书馆举办“第二期《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审校人员培训班”，来自全

省 32个单位的 42名古籍普查工作者参加了培训。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王红蕾博士后、陕西省图书馆副馆长徐大平、浙江省

图书馆古籍部副主任陈谊、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管理组庄秀芬老师等人参加了开班

典礼。王红蕾在致辞中强调了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重要性，肯定了陕西省的古籍

普查工作。同时，她还向学员详细介绍了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要求和进展程

度，希望各单位加快进度、克服困难、互相协作，早出成绩。 

此次培训班为期 4天，培训内容包括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介绍、古籍普查

登记工作组织流程、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审校细则、审校实践、《全国古籍普查登

记目录》编纂出版要求。浙江图书馆陈谊老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宋志英老师担

任主讲，陕西省图书馆侯蔼奇老师参与审校实践指导。 

 

 

                         培训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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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培训班之所以选在陕西省举办，主要原因在于陕西省已有多家单位基本

完成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或者已有可供参考利用的数据，并且已有 36 家单位同

省古籍保护中心签订了完成普查任务协议书，这样，陕西省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的

审核工作就迫在眉睫。 

此次培训，学员们学习态度认真、一丝不苟，虽然酷暑难耐，仍表现出了极

高的学习热情。尤其通过实践课的指导学习，实地解决了很多普查著录中的问题，

学员们的审校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多数学员表示有信心做好并加快完成这项工

作。今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将继续举办《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审校人员

培训班，着力培养一批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审校业务骨干。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姜妮  供稿） 

 
 
 

韩城市司马迁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情况简介 

 

一、馆藏古籍基本情况 

韩城市司马迁图书馆现存线装古籍 606部，7607册。馆藏古籍基本都属于清

中晚期，均继承自韩城市文化馆图书室的馆藏线装古籍。 

二、古籍存藏条件 

2011年以前，由于条件限制和多种原因，馆藏古籍一直基本上处于自然状况

保存之下。虽设有古籍特藏室，但几乎等同于仓库，没有专存书柜，没有相关保

护和管理措施、规章制度和专职的管理人员，没有开展古籍查阅服务，古籍业务

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这些古籍，开展古籍业务。2012年，馆领导在经费紧

缺的情况下，克服各种困难，努力争取资金对古籍特藏书库进行了改造和装修，

使古籍特藏书库的建筑结构和格局符合古籍特藏室的建筑要求。购置了 21 个樟

木隔档木纹专存古籍书柜，安装了空调设施，配备和完善了消防和温湿度监测等

设施、设备。经过半年努力，古籍书库已建设成为一个建筑结构，“九防”设施、

设备和装具等完全符合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的标准化古籍特藏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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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前古籍书库                       改造后古籍书库 

在古籍书库硬件改造完成后，完善了古籍书库的管理制度，“九防”细则和

工作人员岗位职责等各项规章制度。为古籍书库配备了专职管理工作人员，并派

工作人员到省图古籍特藏部进行业务培训，使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满足工作的要

求。 

经过硬件和软件改造后的韩城市司马迁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的存藏条件在

全省县级图书馆范围内处于领先位置。 

三、古籍普查开展状况 

为了配合省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安排，做好全国古籍普查工作，根据本馆古

籍存藏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古籍普查计划和实施方案，抽调专人开展古籍普查工作。

古籍普查工作人员先后参加了省古籍保护中心的古籍普查培训和数据审校培训，

为做好本次古籍普查打下坚实的基础。本馆古籍普查工作从 2013年三月份开始，

目前已完成三分之一。工作人员按照普查工作的要求努力工作，争取保质保量按

时完成古籍工作。                      （韩城市司马迁图书馆张伟  供稿） 

 

 

《中国丛书综录》简介 

《中国丛书综录》（以下简称《综录》）是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编纂的一部大

部头的丛书目录。该书是在顾廷龙先生的主持下,由上海图书馆于 1952 年至 1962

年编纂而成，1959年至 1962年中华书局分批出版面世。1981年经上海图书馆校

订，除对部分错误校改外，其它均同初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82 年至 1983

http://www.baike.com/wiki/%E4%B8%8A%E6%B5%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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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再版。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再版的基础上，对《综录》进行重印，此版对

再版的改动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开本由原来 16开变为 32开；其二，在第一

册的最后增入由上海图书馆新编的《丛书编撰者索引》。 

《综录》吸收了以往汇刻书目的长处，并加以发展，是迄今为止查找古代丛

书目录及其子目最完备的工具书。全书共分 3册： 

第一册为《总目分类目录》，末附《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 《丛书书

名索引》（以四角号码为序编排）、《索引字头笔画检字》。《总目分类目录》共收

丛书 2797种，分《汇编》和《类编》两部分。《汇编》分杂纂、辑佚、郡邑、氏

族、独撰 5类，为汇编性丛书；《类编》分经、史、子、集四类，为类编性丛书。

每条丛书目录著录丛书书名（包括异名）、编纂者时代和姓氏、版本及丛书子目。

《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与《总目分类目录》相一致，反映了北京图书馆

等 41 家（(1982 年再版时增至 47 家）图书馆的所藏丛书的有无全缺，具有联合

目录的作用。《丛书书名索引》和《索引字头笔画检字》用以检索以丛书书名和

各丛书中包括数种著作的子书书名。每条索引所标号码，正体字是《总目分类目

录》的页码，斜体字是《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的顺序号。 

第二册为《子目分类目录》，实质上是以丛书中的子书书名为标目编辑的目

录，它将 2797 种丛书的子书 70000 余种，去除重复，共著录了 38891 种。子书

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详列，每书著录其题名、著者和所属丛书题名等

三项，以便读者从这几方面检索所需资料。 

第三册为《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实质上是将子书的书名和

子书的著者按照汉字四角号码顺序编排，以供检索第二册《子目分类目录》之用。

索引前附有《四角号码检字法》 《索引字头笔划检字》 《汉语拼音方案》 《索

引字头拼音检字》。 

这三册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体，缺一不可。通过《综录》的这三个分册，

它主要可以解决读者以下问题：（1）某一书是否被某丛书收录，若已收录，收录

在哪一部丛书中？可通过书名或著者利用《索引》查找。（2）该丛书除收录本子

目外，还收录哪几种子目？可利用《总目》查找。（3）该丛书在那些馆有收藏？

可利用《总目》的《丛书书名索引》查找“收藏顺次号”，再查《全国主要图书

馆收藏情况表》获得。 

《综录》采录宏富、编排科学，因而在面世以来颇受学术界的好评。首先，

http://baike.baidu.com/view/16924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924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8727.htm
javascript:linkredwin('《总目分类目录》');
javascript:linkredwin('《总目分类目录》');
javascript:linkredwin('《汇编》');
javascript:linkredwin('《类编》');
javascript:linkredwin('《总目分类目录》');
http://www.baike.com/wiki/%E5%8C%97%E4%BA%AC%E5%9B%BE%E4%B9%A6%E9%A6%86
http://www.baike.com/wiki/%E5%8C%97%E4%BA%AC%E5%9B%BE%E4%B9%A6%E9%A6%86
javascript:linkredwin('《总目分类目录》');
javascript:linkredwin('《总目分类目录》');
javascript:linkredwin('《子目分类目录》');
javascript:linkredwin('《子目书名索引》');
javascript:linkredwin('《子目著者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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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避免了前人编制丛书目录时只有总目而无子目、或有子目而无索引的缺点，将

收集到的 2797 种丛书编制成为有总目、子目、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三

个部分，并将其合为一个互有联系、相互配套的统一体。这就使得读者在查找古

籍丛书的过程中可以按图索骥、方便快捷。其次，在《综录》第一册后附有《全

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这一方面便于图书馆资源共享、互通有无；另一方

面也便于古籍研究者就近查阅、节省时间。故《综录》既起到了目录的作用，又

起到了联合目录的作用。最后，《综录》较完备的反映了我国历代所出丛书的全

貌，使大量的丛书在收录上都有依据。所以说《综录》以准确、完备、细致、成

书迅速等特点，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部同类性质的目录工具书，这对于我国古籍

的探索和学术研究都有极大的帮助和参考价值。 

如上所述，《丛书》在收录范围、编排著录等方面远远胜过以往的丛书目录，

但也由于其在编著过程中和编著者等方面有诸多因素的限制，使之存在子目未全、

版本未详、异名未全等缺陷。所以在使用《综录》的时候，我们可以将其和阳海

清编撰的《中国丛书综录补正》、施廷镛主编的《中国丛书子目及子目索引汇编》、

庄荣芳编的《丛书总目续编》三部书配套使用。 

《综录》在我国古籍分类工作上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由于丛书内容非常复杂，

故而因书设目，这是该书目对传统四部分类法的大胆突破。另外，无论在收录古

籍种数方面，还是在类目细致方面，它都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部古籍目录，是历

来丛书目录集大成的著作。我国现存古籍，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学术界的一般估

计和社科院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至少大约在七八万种左右，《综录》著录的丛书

子目达 38891种，将近现存古籍的半数。它的出版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

且为广大学者研究和整理古籍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王小芳  整理） 

 
 

简讯五则 

 2013年 4月 9—11日，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工作人员陈新和张志鹏赴西安市

图书馆督导检查。两位工作人员帮助该馆提前完成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工作任

务、审定几部版本时代为明末清初的善本、对该馆的古籍排架进行了专业技术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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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6月 20日—8月 9日，“第一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与工作管理研修班”

在天津图书馆举办，陕西省图书馆薛继民 1人参加此次培训。 

 2013年 7月 9日，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刘颖、王小芳前往西安市长

安区图书馆对该馆古籍工作者从古籍普查平台著录规则、如何将《陕西古籍总目》

数据为平台登记目录数据、古籍书影拍摄三个方面进行了现场培训。 

 2013年 7月 9—13日，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张志鹏前往延安市图书

馆指导古籍普查工作，对该馆在古籍普查平台著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现场专业

指导。 

 2013年 8月 14日—9月 28日，“第三期全国西文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在广

东中山大学举办，陕西省图书馆吴菲菲 1人参加此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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