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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保护与现代科技”会议在广州召开 
 

2015年 12月 16—17 日，一年一届的中国图书馆年会在广州花城举办。其中，17

日上午第十分会场为古籍相关会议，主题为“古籍保护与现代科技”。此次会议由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国图书馆学会古籍整理与文献保护专业委员会、中国古籍保护协

会联合主办，参加会议的有特邀嘉宾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院长杨玉良，台湾古籍保护学会会长林登昱，中国图书馆学会古籍整理与文献保护专

业委员会成员张志清、苏品红、陈红彦、沈乃文、刘乃英、李国庆、吴格、徐忆农、

谢水顺、李景文、刘家真、林明、王水乔，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负责人王雁行、王红蕾、

庄秀芬，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长刘惠平、秘书长梁爱民，以及各省古籍保护中心负责

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负责人等。陕西省图书馆副馆长、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海

翔，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杨居让参加了会议。 

会议分主旨报告、专题发言、《古籍保护研究》发布会、本年度成果发布、主题

研讨等。会议还举行了 2015年“我与中华古籍”摄影大赛优秀摄影作品巡展活动优秀

组织单位表彰仪式。 

杨玉良院士在主旨报告中，围绕会议主题，从纯科学的角度做了“与古籍保护与

修复相关的手工纸的物理与化学问题”。他首先谈到了手工纸造纸工艺中的问题，其

中涉及到手工纸张的纤维结晶度、纸浆中纤维的悬浮行为、手工纸“帘纹”的产生原

理、湿纸干燥后的“尼龙搭扣效应”、纤维的刚性定义和测量、手工纸各向异性的产

生原理、纸张的机械性能的测量、纸张的抗撕裂强度的表征等，他从化学、物理的角

度，科学阐释了很多手工造纸过程中发生的现象，这让过去很多只知其果，不知其因，

或者没有办法很好地解释相关现象的听众受益匪浅。除此之外，他还谈到手工纸的亲

水性问题。涉及到纸张的书画性能、手工纸对水的吸收性能（吸附及其扩散的毛细管

效应）以及期间可能产生的“咖啡环”效应。另外，他还特别讲到了手工纸在古籍修

复和保护中会出现和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因纤维链结构变化导致手工纸遇水后的收

缩和前后差异、用 C=O 基团的增量来做纸张寿命的检测、古纸寿命期望值的估计、以

及用等离子及高压静电喷涂来分别对待较贵重适合一页页脱酸和已经酸化严重拿不起

来的文献。这里他提到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用强碱处理纸浆，虽然效率较高，但

大幅度降低了纸张的寿命；二是给纸张表面涂上蜂蜡，并非保护措施，而是大大降低

了纸张的寿命。杨玉良院士的报告深入浅出，清晰明了，精彩异常，使与会者得到了

一次全新的科学洗礼。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介绍了 2015年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组织实施的众多古籍保护工作成果及中国图书馆学会古籍整理与文献保护专业委

员会科研成果，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古籍保护的春天已经来临。其中有 “中国珍贵

典籍史话丛书”，该丛书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一体，旨在“为书立史”“为书修史”“为

书存史”。该丛书立足《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我国第一部为典籍撰写史话的大型

丛书，初步规划了 100 种选题，目前已完成书稿 26 部，首批 10 种史话已经由国家图

书馆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国古籍珍本丛刊》也是由国家图书馆组织出版的一部大型

丛书，该书旨在收录各馆古籍珍善本，且存世不超过 5 部，更有存世孤本和非常珍贵

的批校本，很多都系首次影印，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此外还有中国古籍书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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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丛刊，该刊由中华书局每年出版一至两辑。主要刊登海内外各收藏单位、研究机

构和个人为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古籍所撰写的书志，兼及其他馆藏珍贵古籍或

专题文献资料的提要、叙录、解题、书录等详细揭示古籍版本、内容、价值的文献资

料，以及编著书志类专书的学术史回顾、经验总结和现代科技条件下的古籍修复、检

测档案，是业内交流古籍工作的又一平台。此外，还有海外中华古籍合作保护项目，

如欧美国各地所藏《永乐大典》的仿真影印出版 、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所藏宋

拓游似家藏《兰亭序》（游似为南宋淳祐间右丞相,以收藏兰亭拓本上百而著称于世）

的复制再造，《抗战时期古籍保护抢救史迹文集》的出版及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的抗

战时期古籍文献保护研究、我与中华古籍征文大赛获奖文集《书卷多情似故人》的出

版、我与中华古籍摄影大赛获奖作品的出版以及“珍贵古籍雕版展”“民间古籍收藏

展”的举办。除了国图（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实施的上述项目成果、活动外，还

有很多古籍保护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也纷纷问世，令人欣喜。 

在专题发言环节，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林明作了“西方与中国古籍修复技法比

较研究”发言、台湾古籍保护学会会长林登昱作了“台湾古籍保护新技术应用”发言、

浙江图书馆馆长徐晓军作了“图书馆古籍库房标准化实践——浙江省小微古籍书库规

范及实施”发言，和大家分享了古籍保护的新技术和宝贵经验。 

在成果发布环节，河南大象出版社社长王刘纯介绍了《古籍保护研究》这一新平

台、武汉大学教授刘家真介绍了她的新作《古籍保护理论与实践》、天津图书馆古籍

部主任李国庆介绍了该馆在举办修复高级研修班基础上形成的修复成果《融摄与传习》

（中华书局出版），诸多成果的问世，表明古籍保护工作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业内人士、

专家的认可、关注和支持。 

与会专家成员围绕“古籍保护技术应用与研究”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每位

专家都结合自己的研究对现代技术在古籍保护上的应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与希望。 

 

 
省馆古籍普查数据列入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 

 

    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首要任务，中心任务是通过每

部古籍的身份证——“古籍普查登记编号”相关信息，建立古籍总台账，全面了解全

国古籍的存藏情况。 

    “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是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重要成果之一。数据库

发布的內容主要包括普查编号、索书号、题名、著者、版本、册数、馆藏单位等信息。

系统支持用户按照题名、著者、版本、收藏单位、普查编号、索书号等字段进行简单

检索（单一字段检索）或高级检索（组合字段检索），支持繁简共检，检索結果可按

照普查编号和题名进行排序，同时可按照单位进行导航。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将根据普

查工作进展，陆续发布古籍普查数据。 

2014年 

10月 10日，“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正式开通。 

    10月 10日，新增国家图书馆古籍普查数据 133354条 1011452册。 

    10月 15日，新增天津图书馆古籍普查数据 31812条 340502册，累计发布 165166

条 135195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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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6日，新增黑龙江省图书馆古籍普查数据 5360条 64071册，累计发布 170526

条 1416025册。 

2015年 

2月 9日，新增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数据 11123条 122788 册、首都图书馆古

籍普查数据 28837条 263783 册，累计发布 210486 条 1802596册。 

    3月 13日，新增河南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数据 6437条 98777册、湖南图书馆古籍

普查数据 35902条 352648 册，累计发布 252825 条 2254021册。 

    3月 24日，新增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古籍普查数据 5504条 61544 册、青海省

图书馆古籍普查数据 5109 条 59090 册、徐州市图书馆古籍普查数据 4959 条 61943

册，累计发布 268397条 2436598册。 

    5月 18日，新增常州市图书馆古籍普查数据 5575条 37600册、内蒙古自治区图书

馆古籍普查数据 10109 条 108920册，累计发布 284081条 2583118册。 

    7月 9日，新增金陵图书馆等 6 家单位古籍普查数据 6094条 36123 册、陕西省图

书馆古籍普查数据 20529条 230758册、重庆市 33家单位古籍普查数据 10200条 118384

册，累计发布 320904条 2968383册。 

    10月 28日，新增烟台图书馆等 16家单位古籍普查数据 7147条 58367 册，累计发

布 328051条 3026750册。 

 

 

 

省古籍保护中心对入选 

《第二批省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发放保护补助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2015 年 9月 8日发布《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一批

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第二批省珍贵古籍名录的通知》（陕政发〔2015〕43 号），共

收录全省 26家单位的 279部古籍，其中，唐写本 2部、元刻本 3部、明刻本 190部、

清刻本 84部。 

为了鼓励全省古籍存藏单位积极申报省级珍贵古籍，相应改善全省珍贵古籍存藏

状态，参照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对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00 元/部的保护补助标准

及其他省、市古籍保护中心的类同办法，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决定，向全省入

选《第二批省珍贵古籍名录》的各古籍存藏单位发放古籍保护补助。 

此次发放入选全省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保护补助，仍沿用发放入选《第一批省珍

贵古籍名录》的古籍保护补助标准和办法。补贴标准为 200 元/部，279 部古籍保护补

助合计为人民币 55800 元。。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负责收集入选名录的 26家古籍存

藏单位提供的《陕西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第二联 收据）和账户信息

（单位名称、户名、开户行和账号），经汇总、核对无误后，将票据和账户信息交由

省馆财务科。由省馆财务科从古籍保护专项经费中支出资金，向 26家古籍存藏单位统

一发放入选名录的古籍保护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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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入选《第二批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单位名单 

序 号 申  报  单  位 入选数量（部） 

 1 
 
 

陕西省图书馆 114 
 
 
 
 
 
 
 

2 
 

西安博物院 44 

3 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24 

4 延安大学图书馆 12 

5 华县图书馆 11 

6 西北大学图书馆 10 

7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9 

8 三原县图书馆 7 

9 尧山中学图书馆 7 

10 勉县图书馆 6 

11 岐山县图书馆 4 

12 安康市汉滨区少年儿童图书馆 4 

13 高陵县图书馆 3 

14 咸阳图书馆 3 

15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3 

16 临潼区图书馆 3 

17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2 

18 陕西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2 

19 宝鸡市图书馆 2 

20 周至县图书馆 2 

21 汉中市图书馆 2 

22 西安图书馆 1 

23 西安碑林博物馆 1 

24 陕西理工学院图书馆 1 

25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1 

26 富平县图书馆 1 

合计 26 家单位 279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陕西传习所” 

揭牌仪式在陕西省图书馆举行 

 

2015 年 10 月 16 日上午，“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陕西传习所”揭牌

仪式在陕西省图书馆二楼贵宾厅举行。出席揭牌仪式的有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陕西省文化厅副厅长顾劲松、公共文化处处长覃彬，陕西

省图书馆馆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马民玉，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理事谢林，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主任助理王红蕾，国家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人、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

天津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万群，以及省馆历史文献部、地方文献部同志，各新

闻媒体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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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牌仪式由省图书馆副馆长、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海翔主持。省图书馆马民

玉馆长首先介绍了省馆在古籍修复工作方面取得的若干成果，对传习所在省馆的成立

给予厚望。国家图书馆张志清副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介绍了国家级古籍修复技

艺传习中心成立的始末。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助理王红蕾宣读了关于成立“国家级

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陕西传习所”批复文件。张志清副馆长和顾劲松副厅长为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陕西传习所”揭牌。谢林理事为“陕西传习所”

传习导师万群颁发了聘书，万群老师随即也发表了讲话，对陕西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

工作进行了肯定，对四位学员给予厚望。 

之后，“陕西传习所”拜师仪式在庄严而又感人的气氛中举行。四位学员薛继民、

魏瑜、陈彦婷、吴菲菲依次上台，向万群老师进献拜师帖，奉茶，老师也一一回帖，

赠送礼物并合影留念。最后，学员代表薛继民作了发言，表示一定不辜负国家和单位

的培养以及老师的厚望，踏实学艺，努力做好、做精修复工作。 

陕西是文化大省，又是十三朝古都所在地，丝绸之路起始点，存藏着丰富的珍贵

典籍文献，古籍总藏量约 160万册，入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273 部，入选国家珍贵

古籍名录 157 部。在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新经济体系发展构想中，要把陕西建

成文化强省，传承、利用、保护这些珍贵文献典籍，为“一带一路”服务，就成了陕

西古籍保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随着中华古籍保护工作持续深入发展，古籍的修复显得越来越重要，这是针对濒

危珍贵古籍原生性保护必不可少、刻不容缓的方法和措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批准了

在陕西省图书馆挂牌成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陕西传习所”，并由国

家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人、天津图书馆修复专家万群老师作为陕西传习所传承人，这将

为陕西古籍修复工作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契机。 

传统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通常是“师徒传承、口手相授”，随着古籍保护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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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这一传统的传承形式已经不能满足对古籍修复人才的需求，尤其是我们陕

西这一文化大省来说，就急需一支既有组织保障、又有专家指导，能开展全国珍贵古

籍，特别是国家一、二级古籍的修复保护工作的古籍修复保护人才队伍，“国家级古

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陕西传习所”就是为解决这一人才瓶颈问题而成立。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陕西传习所”主要开展以下工作，第一，在

传习所传承人的指导下，开展馆藏和全省一、二级古籍修复保护，对珍贵又濒危的古

籍进行抢救性的修复保护。第二，为我省培养一批年轻的古籍修复保护人才队伍。第

三，开展古籍修复保护培训讲座，让更多人了解、自觉保护古籍。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陕西传习所”在陕西省图书馆挂牌成立，是

陕西省古籍保护事业的新契机，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喜事。它必将为陕西古籍修复保

护培养一批新人，为古籍修复保护创造一个新局面。陕西省图书馆将以此为机遇，从

长计议，规划陕西古籍修复保护未来愿景，把陕西古籍保护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 

 

            

全省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在省图书馆召开 

 

 

    为总结“十二五”古籍保护工作，安排部署“十三五”古籍保护工作，进一步推

动古籍保护工作深入开展，更好地发挥古籍在传承文明、资政育人、普及知识、丰富

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省文化厅（省古籍保护办公室）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上午，在省图书馆召开全省古籍保护工作会议。 

会议由省图书馆副馆长、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海翔主持。大会包含六项议程。

第一，省图书馆馆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马民玉作了 2015年全省古籍保护工作总结

报告。回顾了自 2007 年以来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做的成绩，汇报了 2015 年古籍保护工

作进展情况，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明年及以后的工作做出了计划和部署。第

二，省文化厅公共文化处副处长张智林宣读了《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第一批陕西省古

籍重点保护单位和第二批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的通知》。陕西省图书馆等 12家单位获

准为第一批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6 家单位收藏的 279 部古籍入选第二批省珍贵古籍

名录。第三，马民玉馆长宣布了全省古籍保护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省图书

馆（省古籍保护中心）等 10家单位获得“全省古籍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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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鹏等 20名同志获得“全省古籍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称号。第四，参会领导为省古籍

重点单位颁发铜牌，为入选第二批省珍贵古籍名录单位代表颁发《陕西省珍贵古籍名

录证书》，为全省古籍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颁发证书。第五，西安碑林博物馆、

陕西理工学院图书馆、富平县图书馆的参会代表在大会上作了古籍保护工作先进经验

交流。第六，省文化厅副厅长顾劲松作了总结讲话，对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全省古籍重点单位表示支持，鼓励取得荣誉的单位和个人再接

再厉，共同做好古籍保护工作。 

省文化厅、财政厅、教育厅、社科院、省图书馆的领导出席了会议。全省古籍存

藏单位的参会代表共五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2015年陕西省古籍保护工作报告 

省图书馆馆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马民玉 

 

尊敬的顾厅长、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我们今天齐聚一堂，为我们在陕西省古籍保护工作中取得的诸多成果欢欣

鼓舞，为展望未来建言献策。自从 2008 年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成立以来，我们大家紧

密团结，相互激励，全力以赴投入古籍保护工作，至今已经 7 年了，我们在古籍保护

各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果，推动了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向纵深发展。今年是“十二五”

规划收官之年，明年将是“十三五”规划开启之年，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要

内容的古籍保护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这里，我代表陕西省古籍保护中

心，将 2015年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开展情况和明年工作计划向各位领导和同仁作一汇报，

诚请大家集思广益，共襄盛举。 

一、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回顾 

自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07〕6 号）以来，省委、省政府对古籍保护工作高度重视，2008 年下发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陕政办发〔2008〕43 号），全面启动了我省

古籍保护工作。经过 7 年的努力，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得到长足发展。 

1.完成了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前四批我省 13家单位的 157 部珍贵古籍收

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完成了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申报审核，西北大学图书馆、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西安博物院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被授予国家级重点古籍保护

单位。 

2.全面开展我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 

3.完成了我省“第一、二批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审批，两批共入选我省珍贵古籍

688部，进一步加强了我省珍贵古籍分级保护管理。 

4.完成了我省“第一批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申报评审，全省有 12家古籍存藏单位

入选其中。提升了重点古籍存藏单位古籍保护水平和状态，加强了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古籍保护意识。 

5.加强古籍保护人才培训，七年来，省古籍保护中心先后举办了五次大规模的古

籍普查培训，选派 20 余家古籍存藏单位 50 余人参加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古籍

保护各种类型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古籍保护骨干人才。 



9 

6.积极开展古籍修复保护，已修复古籍达 50000 余叶，完成了一批级别高、难度

大的珍贵善本古籍修复。 

7.加强了古籍分级管理和保护，编辑出版了《第一批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图录》、

《陕西省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 

8.加强古籍保护宣传，提高全民古籍保护意识。成功举办了“陕西省古籍保护成

果展”“丝绸之路——西北五省区珍贵典籍展”“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成果展”，

设立了古籍保护主页、编印了《陕西省古籍保护工作简报》，及时发布古籍保护相关

政策、知识、技术规范，展示古籍保护信息与成果。 

二、2015年我省古籍保护工作稳步推进 

2015 年是“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我省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完成关键之年。

古籍保护中心针对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方案，全方位、立

体式推进古籍保护工作向前发展。 

1.继续做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古籍普查是基础也是关键，是古籍保护工作的前

提。今年，保护中心调整了工作重点，加大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督导力度，全力以赴

审核各单位提交的普查数据。截止 11 月 19 日，公共图书馆已基本完成古籍普查登记

目录。全省 70余家古籍存藏单位中，44家单位已提交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数据 44470

条，加上平台数据共计 5 万余条，保护中心完成数据审核并提交国家保护中心 17 家

27423条。如果社科院的《陕西古籍总目》数据可以共享，明年上半年，我省将基本完

成古籍普查登记目录。 

2.完成《第二批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的审定和《图录》编辑出版。为全省各古

籍存藏单位发放了《第一批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图录》。这是我省珍贵古籍分级保护

管理的再继续。 

3.完成了一批珍贵古籍的修复保护，完成了一批珍贵拓片的修复保护。 

4.配合可移动文物普查，完成了省馆民国文献的全面普查。从今年 4月初到 10月

底，省图书馆与可移动文物普查办鼎力合作，完成了省馆存藏的民国文献普查，为全

省开展民国文献普查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5.支持重点古籍保护单位古籍保护环境改善和文献开发，支持、指导地县图书馆，

做好古籍保护重点项目及其工作规划。保护中心对于入选省重点古籍保护单位及其他

古籍存藏单位，在有明确计划、项目申请的前提下，将给与相应的经费支持和专业指

导，解决其古籍保护中的环境改善和文献开发等实际问题，使我省古籍保护工作沿正

确方向发展。 

6.为全省已完成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的 34家单位发放了普查经费 109878元；

现拟发入选《第二批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279 部古籍的保护经费，以及“第一批陕西

省重点古籍保护单位”保护经费。古籍保护经费的及时发放，是促进古籍保护工作可

持续发展所必须。 

7.成立了“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陕西传习所”，解决了我省修复一、

二级古籍及濒危古籍疑难问题。古籍修复保护是古籍原生性保护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

和措施。为了发扬光大古籍修复保护技艺，做到传统意义上的“师徒传承，口手相授”，

10月 16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省图书馆正式挂牌成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

--陕西传习所”。从此以后，我省的古籍修复保护工作将会在国家级古籍修复保护专

家指导下，常态化开展一、二级及濒危珍贵古籍修复保护，把我省古籍修复保护提高

到一个新台阶，开创一个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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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开展全省古籍保护工作评选先进表彰活动。在省文化厅古籍保护办公室安排部

署下，今年，保护中心根据全省各古籍存藏单位古籍保护工作整体进展情况，在全省

各厅局和地市县文化局的推荐下，评选出了 10 家先进集体和 19 位先进个人，给与表

彰。目的是要总结经验，肯定成绩，再接再厉，促进我省古籍保护工作更大发展。 

9.继续加强古籍保护宣传，提高全民古籍保护意识。今年 5 月 23 至 29 日，在陕

西省图书馆举办了为期一周的“中华古籍保护摄影图片展”，并配合展出《中华再造

善本》样书 10余种，宣传“中华古籍保护工程”和《中华再造善本》，扩大古籍保护

影响。在古籍保护主页刊发古籍保护信息和报道，继续编印 4 期《陕西省古籍保护工

作简报》，及时发布古籍保护相关政策、知识、技术规范，展示古籍保护信息与成果。 

三、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存在问题 

虽然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和不错成绩，但是，

我省古籍保护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特别是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影响并制约着我省古

籍保护的发展速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相关领导重视程度不够。有些厅

局领导没有认清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没有把古籍保护工作放到民族复兴的历史视

野中对待，没有把古籍保护提高到维系文明根脉和维护文化安全的高度来认识，缺乏

责任心和紧迫感。二是政令不统一，跨部门跨系统合作难度大，与省上其他重要文化

工程衔接不够好，这一点，直接影响着我省古籍保护的整体质量和进度。三是缺乏合

理有效的工作激励机制，难以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四是专业人才严重不足，影响制

约古籍保护工作向纵深发展。“十三五”期间，我们必须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协调好

这些关系，抓住机遇，努力开创我省古籍保护工作新局面。 

四、明年及以后工作计划 

明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开启之年，明年和今后一

段时期，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将在“省古籍保护与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

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做好古籍保护工作： 

1.理顺思路，严谨规划，在深入总结以往工作和经验的基础上，拟定《陕西省古

籍保护工作十三五规划》，使我省古籍保护工作目标明确，措施有效，保障有力。 

 2.协调一致，团结一心，上下一体，做好全省古籍保护工作。 

 3.加快我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2016 年，基本完成全省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在此

基础上，全面开展第二阶段古籍普查完整项著录工作，启动《中华古籍总目▪陕西分册》

编纂。当然，社科院负责的《陕西古籍总目》数据共享是前提。 

 4.加大古籍开发力度，拓展古籍数字化加工和珍贵濒危古籍影印出版工作，使珍

贵古籍化身千百，服务社会。 

 5.依托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陕西传

习所”，开展多种形式的古籍修复保护培训，形成一支覆盖全省的高素质古籍保护人

才队伍。 

 6.在省图书馆新馆建设中建立陕西省古籍统一存藏书库，统一规划，统一管理，

切实改善我省古籍存藏环境和状态。 

 7.建立陕西古籍数据库，为广大读者和科研工作者提供方便快捷服务。 

 8.加强古籍保护宣传推广，通过举办珍贵古籍及其保护成果展览、古籍知识讲座、

古籍修复体验等多种方式，不断增强社会各界的古籍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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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古籍保护单位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名单 

 

自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各级文化行

政部门、各收藏单位的共同努力下，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古籍登记、

保护修复、整理出版、数字化、宣传推广、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并

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为激励广大古籍保护工作者的积极性，不断推动我省古籍保护工作良好发展，省

文化厅决定授予省图书馆（省古籍保护中心）等 10家单位为“全省古籍保护工作先进

单位”，授予张志鹏等 20名同志为“全省古籍保护工作先进个人”。希望受到表扬的

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为古籍保护工作做出更大贡献。 

    

 

 

全省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名单 （共 10个单位） 

  陕西省图书馆（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       蓝田县图书馆 

  西安市高陵区图书馆                       宝鸡市图书馆 

  富平县图书馆                             汉中市（汉台区）图书馆 

  延安市图书馆                             韩城市司马迁图书馆 

  西安碑林博物馆                           陕西理工学院图书馆 

    

 

 

全省古籍保护工作先进个人名单 （共 20人） 

  张志鹏  陕西省图书馆（省古籍保护中心）   刘  敏  西 安 图书馆 

  麻亚楠  西安市长安区图书馆               陈  艳  蓝田县图书馆 

  解晓燕  咸 阳 图书馆                     苟永东  礼泉县靳宝善图书馆 

  胡金凤  宝鸡市图书馆                     杜海锋  凤翔县图书馆 

  孙博仁  岐山县图书馆                     张迎红  渭南市临渭区图书馆 

  车春丽  富平县图书馆                     梁  艳  渭南市华州区图书馆 

  程永强  勉 县 图书馆                     徐  石  汉滨区少年儿童图书馆 

  葛慧荣  商洛市商州区少年儿童图书馆       艾米珠  米脂县斌丞图书馆 

  高建军  佳县国桢图书馆                   张  伟  韩城市司马迁图书馆 

  景亚鹂  西安碑林博物馆                   屈亚文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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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古籍保护中心赠送《第二批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图录》 

 

由陕西省文化厅、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编辑，陕西出版传媒集团三秦出版社出版，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第二批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已于 2015年 10

月出版发行，发行数量 1000 部。该图录共收录全省 26 家单位的 279 部古籍，其中，

唐写本 2部、元刻本 3 部、明刻本 190部、清刻本 84部。 

为宣传我省珍贵古籍，交流和共享我省古籍保护成果，指导省内各古籍存藏单位

完成古籍平台著录工作，满足全省广大古籍存藏单位的存藏需求，根据全省古籍保护

工作会议的需要以及按照第一批图录赠送惯例，我们已经向参会者及相关领导赠送了

第二批图录 76部。 

经过省古籍保护中心领导研究决定后，我们将陆续给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赠送第二批图录贰部（贰册）、向 31家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及没有参加全省古籍

保护工作会议的省内其他古籍存藏单位各赠送《第二批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壹

部（壹册）。 

 

 

省馆《古今图书集成》修复保护项目进入实质性修复工作 

    

随着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陕西传习所的成立，陕西省图书馆馆藏一

级善本“《古今图书集成》修复保护项目”在经过立项、调研、准备等前期工作的基

础上，实质性修复工作已逐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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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工作对馆藏《古今图书集成》保存现状进行了调查，详细统计了古籍目前存

在的破损类型及破损程度、并派人带书前往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纸张实验室对原书纸张

进行检测，得出科学数据。传习所万群导师亲临省馆善本书库，查看图书破损情况，

对该修复项目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 

目前，《古今图书集成》修复保护项目进入实质性修复工作。修复中，对各个操

作步骤中拟采用的材料、工艺提出明确要求，对前期采集的补纸、丝线等项目修复材

料进行局部实验性使用，及时调整修复方案，为今后更好地开展工作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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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 

        地址：西安市长安北路 18 号       陕西省图书馆（内） 

电话（传真）：029-85252264           邮编：710061 

邮箱：sxsgjbhzx@163.com 

 

报：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省文化厅、 

省发展改革委员会、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民委、省财政厅、省新闻出版 

广电局、省文物局、省政府参事室、省地方志、省档案局、省社科院 

送：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 

        发：陕西省各古籍存藏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