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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要 目 

◆省中心积极选派修复人员参加全国修复技术培训班 

◆省中心成功举办“古籍修复保护成果展览” 

◆陕西省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 

◆第一期全省古籍普查平台培训班在西北大学图书馆举办 

◆陕西省文化厅副厅长蒋惠莉在“第一期全省古籍普查平台培训班”上的讲话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谢林在“第一期全省古籍普查平台培训班”上的 

讲话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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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中心积极选派修复人员参加全国修复技术培训班 

 

为加快培养我省古籍修复人才，2009 年 8 月至 9 月借全馆应聘岗位之际，省中心聘任

馆内 6 名同志为我中心修复人员，自此我中心修复人员已达 9 人，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结合

的人员梯队建设模式。 

2009年 10月 10日至 31日，我中心将 6位新进人员分两批送往国家图书馆和山西省图

书馆参加全国修复技术培训班，培训内容包括纸张的科学、古籍保护方法的选择与评价、

中国书史、国外书籍保护现状及发展、古籍的装具和陈设、古籍修复漫谈等基础理论课；

修复档案登记、中国传拓技术、淀粉提取与浆糊制作、衬拓片、纸浆补书机的操作、染纸

染线、修复技法等技能实践课。经过此次培训，使这 6位修复人员掌握了修复的基本技术，

为今后全省修复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9年 11月 15日至 28日，我中心修复人员薛继民被派往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参加首

期全国西方文献修复技术培训班，培训内容包括基础理论与技能实践两部分，理论部分主

要讲授西方文献的简要发展历史、文献保护的需求调查、文献保护与修复的理论、大规模

脱酸技术、修复档案、西方文献修复的工具、设备和材料等；技能实践包括精装书的缝制、

封皮的制作、染纸、染布、封面破损的修复、书脊破损的修复和书芯的修复等。我们有理

由相信，通过这次培训我省的西方文献修复将会拉开一个序幕。 

今后我中心还将积极配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选派人员参加古籍修复培训班，为陕西省

培养一支优秀的老中青相结合的古籍修复队伍，共同为陕西省乃至全国的古籍保护工作做

出贡献。 

 

 

省中心成功举办“古籍修复保护成果展览” 

 

2009 年底，我中心修复工作室由原来的三四十平方米改建增加到 105 平方米，修复人

员由 3 人扩充至 9 人，均经过国家古籍修复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能承担各项基本古籍修

复工作。其中数名骨干人员，可承接高难度高质量技术要求的古籍修复任务。修复工作室

还添置了一系列先进的修复设备：压平机、裁纸机、纸张纤维检测仪、纸张补书机、拷贝

台、纸张测厚仪等。按照中心领导整体规划目

标，将逐步建设成为全省乃至西北地区古籍修

复保护中心。 

在修复工作大发展的形势下，我中心为普

及古籍修复基础知识和技法，倡导全民热爱、

保护古籍，珍爱文化遗产，于 2010 年 4 月 23

日—5 月 13 日，在陕西省图书馆古籍近代文献

阅览室举办了一场“古籍修复保护成果展览”，

此次展示的仅是修复的一小部分工作成果，展

示内容为近来我中心修复人员修复的 17 部古

籍。此次展示活动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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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 

（公布时间 2010年 6月 11日） 

 

第三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共 37 家，其中我省西北大学图书馆和西安博物院列

入其中。全国共 2989 部古籍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单，其中陕西省共计 35

部，情况如下： 

1.陕西省图书馆（9部） 

07451 新校经史海篇直音五卷 明刻蓝印本  

08200 六子书六十卷 （明）顾春编 明嘉靖十二年（1533）顾春世德堂刻本   

08411 活幼便览二卷 （明）刘锡撰 明刻本  

08664 楚辞集注八卷辩证二卷后语六卷 （宋）朱熹撰 反离骚一卷 （汉）扬雄撰 明

嘉靖十四年（1535）袁褧刻本  存十四卷（楚辞集注全、后语全）  

08936 慈湖先生遗书二十卷 （宋）杨简 撰 明嘉靖四年（1525）秦钺刻本  

09130 凌溪先生集十八卷 （明） 朱应登撰 明嘉靖刻本   

09190 大伾集三卷 （明）王璜撰 明嘉靖董世彦刻本  

09233 被褐子五卷 （明）王学谟撰 稿本   

09269 再游草一卷 （明）王若之撰 明崇祯刻本  

2.西安博物院（9部） 

07245 新编红白蜘蛛小说一卷 元刻本 存一叶  

07391 论语类考二十卷 （明） 陈士元撰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刻本[四库进呈本]   

07394 孟子解二卷 清抄本[四库进呈本]   

07664 皇王大纪八十卷 （宋）胡宏撰 明抄本   

07995 [顺治] 商城县志十卷 （清） 高材纂修 清顺治刻本 存六卷（一至六）  

08054 大河志八卷 （清）曹玉珂撰 清康熙刻本  

08297 慈溪黄氏日抄分类九十七卷古今纪要十九卷 （宋） 黄震撰 明刻本   

08908 汉滨集十六卷 （宋）王之望撰 清抄本（四库底本）   

09047 东里文集续编六十二卷别集不分卷（明） 杨士奇撰 附录四卷 明嘉靖二十八年

（1549）黄如桂刻本   

3.西北大学图书馆（9部） 

07256 十三经注疏三百三十五卷 明嘉靖李元阳刻南明隆武二年（1646）重修本   

07261 诚斋先生易传二十卷 （宋） 杨万里撰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尹耕疗鹤亭刻

本   

07380 春秋集传十五卷 （元）赵汸撰 明刻本   

07413 麻沙新刊会通古今四书说筌二十卷 （明）游逊辑 明刻本   

07657 续资治通鉴纲目二十七卷 （明）商辂等撰 明成化十二年（1476）内府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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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72 宋元通鉴一百五十七卷 （明）薛应旂撰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自刻本   

07804 尽言集十三卷 （宋）刘安世撰 明隆庆五年（1571）张佳胤、王叔杲刻本   

08247 中说十卷 题（隋） 王通撰 （宋） 阮逸注 明刻本   

09414 赋珍八卷 （明）施重光辑 明刻本   

4.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1部） 

07540 三国志六十五卷 （晋） 陈寿撰 （南朝宋） 裴松之注 明崇祯十七年（1644）

毛氏汲古阁刻本 祁隽藻批校   

5.西安碑林博物馆（2部） 

07486 史记一百三十卷 （汉）司马迁撰 （南朝宋）裴骃集解 （唐）司马贞索隐 （唐） 

张守节正义 明嘉靖八至九年（1529-1530）南京国子监刻本   

08970 滹南遗老王先生文集四十五卷诗一卷 （金）王若虚撰 清顾氏艺海楼抄本   

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4部） 

08602 韵府群玉二十卷 （元） 阴时夫辑 （元） 阴中夫注 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

荆聚刻本   

08628 乾隆版大藏经七千一百六十七卷 清雍正十三年内府刻本 存六千七百七十九册  

08743 唐陆宣公集二十二卷 （唐）陆贽撰 明刻本 钱廷锦批并跋   

08937 杨诚斋集一百二十卷 （宋）杨万里撰 明抄本  

7.陕西理工学院图书馆（1 部） 

08577 初学记三十卷 （唐）徐坚等撰 明嘉靖十年（1531）安国桂坡馆刻本  

 
 

第一期全省古籍普查平台培训班在西北大学图书馆举办 
 

2010 年 6 月 27 日，由陕西省文化厅主办、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承办的“第一期全省古

籍普查平台培训班”在西北大学图书馆开班。来自全省 42 家单位的 46 名古籍工作者参加

了此次培训。省文化厅副厅长蒋惠莉、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谢林、省文化厅社文处覃彬处

长、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徐大平出席了开班典礼。蒋厅长、谢主任先后做重要讲话，学

员代表也做了表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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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厅长在讲话中回顾了近两年来我省古籍保护工作进展和成绩，强调了开展全省古籍

普查登记的重要意义，指出了下一阶段古籍保护工作的主要任务，勉励大家充分利用难得

的培训机会认真学习，深入实践，回到单位后认真做好普查登记工作，为我省古籍保护事

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谢主任首先就摸清家底、做好普查登记对于开展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

接着对我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指出利用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研制开发的古籍普查软件平台进行普查登记工作不仅确保了普查数据的科学性、完

整性、规范性，也是全国古籍数据共建、共知、共享的必要前提。谢主任希望全体学员清

醒地认识到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培训中认真听讲，勤于实践，虚心求教，深入交流，切实

掌握运用普查平台开展普查登记工作的知识技能；培训班结束后，及时向单位领导汇报，

立即开展本单位古籍的普查登记工作，认真细致地完成好每一条数据，审核好每一条数据，

上传好每一条数据。高标准、高质量按时完成普查登记任务。 

本次培训从 6 月 27 日到 30 日，为期 4 天。邀请了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罗琳老师、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数据管理组王沛老师以及华中师范大学平台开发项目负责人马威老师担

任主讲，主要讲解古籍普查平台的操作环境、以及如何在平台中著录登记古籍。在此之前，

省图书馆已率先运用平台开始著录、登记古籍，积累了一些经验。大多数学员则是第一次

接触平台环境，面对复杂、细致的著录要项以及严格的平台运行管理，虽然掌握起来难度

不小，但大家学习的积极性十分饱满，一有机会便向老师请教，和其他学员探讨交流，表

现出了很高的学习热情。 

全省古籍普查是一项艰巨而意义深远的工作。此次培训，标志着我省使用普查平台开

展古籍普查的工作已全面启动，对全省古籍保护工作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陕西省文化厅副厅长蒋惠莉在 

“第一期全省古籍普查平台培训班”上的讲话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 

首先，我谨代表省文化厅，对第一期陕西

省古籍普查平台培训班开班表示热烈的祝贺！

对远道而来的授课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来

自全省各系统各单位的古籍工作者表示诚挚

的欢迎！ 

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在我省开展以来，按

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

作的意见》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省

文化厅作为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的归口管理部

门，会同设在省图书馆的陕西省古籍保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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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开展全省古籍保护现状调研、开展古籍保护培训、组织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重点古

籍保护单位申报、协调指导古籍普查登记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得到了全省古籍存藏单

位领导与古籍工作者的积极支持，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珍贵古籍已达 148 种。省

图书馆等率先应用古籍普查平台，已基本完成了善本古籍的普查登记，为全省古籍普查登

记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范例。省图书馆、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和西安博物院在改

善古籍保护条件，加强古籍保护工作方面也积累了有益的经验，被命名为国家重点古籍保

护单位。 

据不完全统计，我省现存的古籍大概有 5 万种 160 万册，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的有 1015 种。这些珍贵的文献典籍，曾经为陕西的政治、经济、文化繁荣发展，发挥了巨

大的作用。保护好这些珍贵文献典籍，就成为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责任。 

要保护好珍贵古籍文献，首先必须准确地掌握古籍数量、藏品质量和存藏保管状况。

也就是要进行古籍普查，摸清家底。为了实现古籍普查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化，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功开发了全国古籍普查软件平台，要求全国各地的古籍普查应用这一

平台统一进行古籍普查著录登记。为此，省文化厅拨付专款，授权省古籍保护中心举办陕

西省古籍普查平台培训班，并专门聘请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专家前来授课。通过培训，

将使大家熟练掌握平台各款项数据的规范著录，掌握古籍普查登记平台系统的数据管理。

在本次培训之后，将由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具体负责，全面启动和推动全省古籍普查工作，

争取在一两年内完成全省古籍普查著录工作。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将编纂出版《陕西省珍

贵古籍名录》，编纂出版《中华古籍总目—陕西分册》等，并且根据全省古籍存藏状况和藏

品质量，制定相应的古籍保护措施，开展包括古籍修复、古籍整理、古籍数字化等广泛深

入的古籍保护工作，让珍贵的古籍文化遗产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得以完善的保护和利用，

传之千秋万代。 

在以往的古籍保护工作中，在座的各位同仁肩负起陕西古籍保护的重任，辛勤工作，

成绩斐然。今天，大家通过培训学习，将熟练掌握古籍普查平台的操作与维护，成为古籍

普查登记工作的中坚和骨干。学习结业以后，大家将立即开始应用平台从事本单位的古籍

普查工作。希望各位古籍工作者在四天的培训中认真学习，认真实践，回到单位后认真做

好普查登记工作，为我省古籍保护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希望大家在不畏酷暑认真学习的同时保重身体，健康愉快地完成培训学习任务。 

谢谢大家！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谢林在 

“第一期全省古籍普查平台培训班”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谨代表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对远道而来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对长期从事古

籍保护与管理工作的各位同仁，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在座的各位彼此之间恐怕

并不陌生，因为 2008 年 10 月在省图书馆举办的古籍普查培训班，各位作为陕西主要古籍

存藏单位骨干，绝大多数参加过那次全国性的古籍普查培训。那次培训班，我们聘请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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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界的专家进行授课，分别讲授了“古籍普查概论” “古籍版本鉴定” “古籍基本知

识”和“古籍著录”等。通过培训，大家通

力合作，在省古籍保护中心的协调指导下，

完成了全国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工作，全省

148 部珍贵古籍被选入名录。入选善本较多

的单位有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西北大学图

书馆、陕西省图书馆、西安博物院、陕西省

考古研究院图书馆、咸阳中医学院图书馆、

安康少儿图书馆等。但是，珍贵古籍的申报

仅限于各单位存藏的国家一、二级善本古

籍，不少单位受藏品质量所限没有参与，其

数量仅为省内存藏古籍的很小一部分。据不

完全统计，陕西大约有 5 万种 160 余万册古

籍还没有按照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要求进行规范的普查登记，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十分艰巨

的任务，也是必须举办这次古籍普查平台培训班的重要原因。 

古籍普查是做好古籍保护工作的基础，是一次全面、客观、细致的古籍摸底工作。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委托华中师范大学研制了古籍普查平台软件，要求全国各古籍存藏单位统

一采用这一平台进行普查登记，不仅确保了普查数据的科学性、完整性、规范性，也是全

国古籍数据共建、共知、共享的必要前提。因此，本次古籍普查平台培训，也是 2008 年 10

月古籍普查培训的继续和深化。那次古籍普查培训班的重心是对古籍普查的意义、方法和

古籍基本知识的了解，是对国家有关古籍定级、定损相关行业标准的掌握，那么这次古籍

普查平台培训的重心则是是在古籍普查软件平台上对馆藏古籍逐种逐册进行全面、准确、

规范的著录登记。普查登记包括的内容涉及到诸多方面，要求十分明确。胜任并做好这项

工作不但需要具备古籍专业知识，需要广博宽泛的文史知识，需要掌握古籍相关工具书的

使用方法，更需要对古籍普查平台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平台著录中另一个重要环节是数据

的维护和管理。每做完一条数据都要经过本单位审核、上传省级保护中心审核、再上传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审核，合格后才正式发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认真

细致地完成好每一条数据，审核好每一条数据，上传好每一条数据。由于各古籍存藏单位

人力所限，在座各位可能不少人既是数据加工者也是数据审核上传者，所以，工作任务和

责任非常重大。 

本次培训之后，我们将全面启动全省古籍普查工作，使用普查平台进行全部古籍的普

查著录登记工作。计划在 2011 年底以前完成陕西所有古籍的普查著录；完成《陕西珍贵古

籍名录》的编纂和出版；在此基础上着手编纂和出版《中华古籍总目—陕西分册》；针对濒

危珍貴古籍，着手进行善本再造或数字化；在三年内建成陕西古籍数据库。大体构想是，

第一，按照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统一批给的古籍存藏单位代码，全省各古籍存藏单位按照代

码登陆平台进行著录，在 2011 年底以前完成全省古籍普查。第二，在此期間，省古籍保护

中心聘请专家组建专家委员会，对各单位普查登记工作进行不定期检查督导，解决普查中

遇到的相关疑难问题，对珍稀古籍进行版本鉴定。第三，保护中心组织专业队伍对各古籍

存藏单位平台著录上传数据进行审核，合格后上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同时建设陕西古籍

数据库，编纂陕西古籍总目。第四，通过建立陕西省古籍保护 QQ 群等方式，加强古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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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工作者之间的工作交流和研讨。由于省图书馆特藏文献部使用普查平台已经著录了数千

条数据，积累了一些经验，省古籍保护中心委托省图书馆特藏部，负责普查登记的业务咨

询和技术指导，各系统各地市县古籍存藏单位，在开展普查登记中遇到的问题，可以通过

QQ 群、电话，以及其它方式与保护中心进行交流沟通，解决疑难。 

总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为我省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

机遇，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在本次培训班上认真听讲，勤于实践，

虚心求教，深入交流，切实掌握运用普查平台开展普查登记工作的知识技能；培训班结束

后，及时向单位领导汇报，立即开展本单位古籍的普查登记工作，高标准、高质量按时完

成普查登记任务。 

刚才，蒋厅长在讲话中对全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也对大家寄予了

殷切的期望。我相信，这次古籍普查平台培训班的举办，标志着全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全

面正式启动，标志着陕西省古籍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省政府、省文化厅以及

各古籍存藏单位领导的重视、支持下，在全省古籍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全省古籍普查登

记工作一定会全面、规范、顺利地开展起来，完成预定的各项任务，开创陕西古籍保护工

作新的辉煌！ 

谢谢大家！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会议召开 

 

2010 年 7 月 5 日，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会议在陕西省图书馆召开，中心主任谢林

和副主任徐大平就古籍普查平台培训班之后，在全省范围全面启动使用平台软件进行古籍

普查作了详细安排，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和副主任分别参加了会议。办公会议主要内容是：

首先细化了保护中心办公室日常工作，责任到人，各负其责。其次，由文化厅下发文件，

全面开展使用平台软件进行古籍普查，力争在 2011 年底之前完成我省古籍普查工作。再次，

立即成立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发挥专家的督导检查作用。与此同时，鉴于第一次古籍普

查平台培训班受条件所限，还有 20 余家古籍存藏单位未参加培训班学习，保护中心准备筹

办第二期全省古籍普查平台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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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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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