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

工 作 简 报 

2014 年第 2 期 （总第 15 期）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编                                        2014年 6 月 12日 

 

 

 

本 期 要 目 

 

◆陕西省图书馆积极开展馆藏国家珍贵古籍数字化工作 

◆第一批“陕西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汇总 

◆陕西省图书馆申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人才培训基地 

◆陕西省申报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汇总 

◆陕西省图书馆修复组人员为读者修竣《昌邑于氏族谱》 

◆简讯二则 

 

 

 

 



2 
 

陕西省图书馆积极开展馆藏国家珍贵古籍数字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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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积极响应“制定古籍数字化标准，规范古籍数字化工作，建

立古籍数字资源库”的要求，根据文化部指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已于 2012 年

底正式启动 “中华珍贵典籍资源库” 建设工作，开展国家珍贵古籍数字化工作，

实施国家珍贵古籍战略储备，并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对于保护、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国 27 家参建单位积

极响应，组织开展了本单位的珍贵古籍数字化工作。目前，已有 9 家单位率先完

成并提交数据。此项工作，以各古籍收藏单位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分别签订任务

书的形式开展，各收藏单位，先由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中选择申报

拟数字化古籍目录，经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审定，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下达后即可进行数字化制作。数字化制作任务须在规定时间完成，并以移动硬盘

存储方式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提交数字化成品，包括：档案典藏级图像数据、数

字化古籍文献整理登记表、描述元数据登记表、管理元数据登记表，并附《古籍

数字资源提交单》。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根据《古籍数字化工作手册》（试用本）的

验收标准，组织专业人员对所提交的数字资源进行验收。 

目前，陕西省图书馆已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签订相关任务书，正式开始古籍

数字化加工工作，共 32 部古籍入选资源库。 

 

 

陕西省图书馆珍贵古籍名录数字化目录 

国家

名录

号 

题  名 作  者 版  本 
册

数 

预估

拍数 

1672 [天顺]重刊襄阳郡志四卷 （明）张恒纂修 明天顺李人仪刻本 8 252 

1823 
大明天顺四年岁次庚辰大

统历一卷 
 明天顺刻本 1 19 

1898 典籍格言不分卷 （明）王恕辑 
明弘治十八年（1505）

刻本 
1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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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 渼陂续集三卷 （明）王九思撰 
明嘉靖二十五（1546）

广东揭阳翁万达刻本 
3 200 

3249 书经直指六卷 （明）徐善述撰 
明成化二十年（1484）

南京钱溥刻本 
5 299 

3291 
周礼全经释原十二卷周礼

通论一卷周礼传叙论一卷 
（明）柯尚迁撰 

明隆庆四年（1570） 

张大忠刻本 
7 935 

3394 四书凝道录十九卷 （清）刘绍攽撰 稿本 11 960 

3406 埤雅二十卷 （宋）陆佃撰 
明成化十五年（1479）

刘廷吉刻本 
6 256 

3445 
重刻经史海篇直音 

十卷 
 

明隆庆三年（1569） 

吴氏刻本 
10 608 

3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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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嘉靖四至六年

（1525-1527） 

王延喆刻本 

20 2411 

3544 后汉书九十卷 

（南朝宋）范晔

撰  （唐）李贤

注  志三十卷  

（晋）司马彪撰  

（梁）刘昭注 

明嘉靖汪文盛刻本 24 1769 

3900 南宫奏议三十卷 （明）严嵩撰 
明嘉靖二十六（1547）

严氏钤山堂刻本 
10 516 

4519 东垣十书三十二卷  
明吴门书林德馨堂 

刻本 
14 1133 

4670 衍极二卷 
（元）郑枃撰  

（元）刘有定释 
清抄本 2 61 

4890 
锦绣万花谷四十卷后集四

十卷续集四十卷 
 

明嘉靖十四年（1535）

徽藩崇古书院刻本 
16 1808 

5010 
国朝典故六十二种一百十

卷 
（明）朱当㴐编 

明嘉靖二十一年

（1542）抄本 
30 2478 

5411 孟东野诗集十卷 
（唐）孟郊撰  

联句一卷 

明嘉靖三十五年

（1556）秦禾刻本 
2 192 

5584 苏长公合作八卷补二卷 

（宋）苏轼撰  

（明）郑圭辑  

附录一卷 

明万历四十八年

（1620）凌启康刻 

四色套印本 

12 616 

5922 震泽先生集三十六卷 （明）王鏊撰 明嘉靖刻本 20 647 

5966 边华泉集八卷 
（明）边贡撰  

（明）刘天民辑 

明嘉靖十七年（1538）

司马鲁瞻刻本 
4 250 

5971 
阳明先生文录五卷外集九

卷别录十卷 
（明）王守仁撰 

明嘉靖十四年（1535）

闻人诠刻本 
20 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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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3 李石叠集四卷 
（明）李宗枢撰  

附录一卷 

明嘉靖二十九（1550）

西亭书院刻本 
4 181 

6231 六家文选六十卷 

（梁）萧统辑  

（唐）李善  吕

延济  刘良  

张铣  吕向  

李周瀚注 

明嘉靖十三至二十八

年（1534-1549）袁褧

嘉趣堂刻本 

32 1966 

6573 
新修杨忠愍蚺蛇胆表忠记

二卷 
（清）丁耀亢撰 清顺治刻本 4 145 

7451 新校经史海篇直音五卷  明刻蓝印本 5 482 

8200 六子书六十卷 （明）顾春编 
明嘉靖十二年（1533）

顾春世德堂刻本 
20 1519 

8411 活幼便览二卷 （明）刘锡撰 明刻本 2 96 

9130 凌溪先生集十八卷 （明）朱应登撰 明嘉靖刻本 4 240 

9190 大伾集三卷 （明）王璜撰 明嘉靖董世彦刻本 3 232 

9233 被褐子五卷 （明）王学谟撰 稿本 5 367 

9269 再游草一卷 （明）王若之撰 明崇祯刻本 1 52 

6145 温与亨先生诗草不分卷 （清）温自知撰 稿本 1 70 

 

 
第一批“陕西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申报汇总 

2014 年 3月 11 日，陕西省文化厅向全省有关古籍收藏单位下发了关于开展

第一批“陕西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陕文社[2014]6 号），

要求全省范围内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文化、教育、科技、宗教、民族、文

物等各系统的古籍收藏单位积极参与“陕西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申报工作，

截止 4 月 10 日，共有 15 家单位向省中心提交了申报书，这 15 家单位分别为：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西安碑林博物馆、陕西理工学院

图书馆、兴平市博物馆、合阳县博物馆、咸阳图书馆、宝鸡市图书馆、汉中市图

书馆、延安市图书馆、富平县图书馆、三原县图书馆、勉县图书馆、安康市汉滨

区少年儿童图书馆、尧山中学图书馆。 

省中心工作人员将对申报资料进行初步整理汇总，并尽快组织专家按照《“陕

西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对申报单位进行评审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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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图书馆申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人才培训基地 

 

根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关于开展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人才培训基地申报工作

的通知”（国家中心发[2014]2 号）的要求，结合我省古籍保护工作的需要与陕

西省馆实际条件，陕西省图书馆于日前申报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人才培训基

地”，申报类别为“编目与版本鉴定”及“古籍保护与修复”。2014年 5月 22日，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组成员史金波、沈乃文、庄秀芬三位专家对陕西省图书馆

申报培训基地工作进行了实地考察，陕西省图书馆书记赵登峰主持了汇报工作，

副馆长陆路向三位专家详细汇报了我馆申报培训基地的相关情况及各项优势，历

史文献部主任杨居让、教培部主任马月丽及相关工作人员出席了汇报谈话。三位

专家对我馆的申报情况进行了仔细的询问，肯定了我馆的古籍整理及修复工作，

同时提出了若干更具体的要求，随后，专家组一行还实地考察了省馆古籍修复室、

古籍普通书库、古籍善本书库、电子阅览室、多功能厅、报告厅及教培中心等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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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古籍人才培训基地，是一件迫在眉睫而又意义深远的大事，是为中华古

籍保护计划培养合格人才、推动我省古籍保护工作高水平顺利开展的有力保障。

如果申请能顺利通过，省馆将力争获得省财政进一步帮助支持。 

 

 

陕西省申报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汇总 

 

2014 年 1月 23 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下发了关于申报第五批《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通知，接到通知后，我省古籍保护中心

及时向全省各古籍收藏单位传达了文件精神，鼓励各单位积极组织开展申报，截

止 5月底，陕西省中心整理汇总完成五批名录申报工作，向国家中心提交申报书

149 份（陕西省图书馆 81 份、宝鸡市图书馆 28 份、西北大学图书馆 25 份、西

安碑林博物馆 14份、咸阳图书馆 1份），光盘 1张。此次申报，各单位均对馆藏

进行了较细致的核查整理，基本杜绝了重复申报的现象，所填申报书及汇总表翔

实规范，受到了国家中心负责老师的好评。 

 

 

陕西省图书馆修复组人员为读者修浚《昌邑于氏族谱》 

 

经过近两个月的辛勤工作，陕西省图书馆修复组人员为于姓读者成功修复了

珍藏的两册家谱，此家谱名为《昌邑于氏族谱》，最早为清康熙二十一年于氏九

世孙沛霖创修，书前分别有康熙十七年汪懋麟序、康熙十九年王训敷序，未见他

处记载。于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二十八位的大姓， 人口较多， 约占全国汉

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六。关于于姓的起源，一说为周武王第三子（一说第四子）

受封于邘国（今河南沁阳市北部一带），称为邘叔，其后去邑旁为于，是有于氏。

在于邘国灭亡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于姓基本上都生活在今河南省境，而如今，

于姓分布以山东省为多，约占全国汉族于姓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 

该于姓读者珍藏的家谱，即源自山东昌邑。经过祖上数代的传承，族谱至王

氏此辈已较破旧。第一册前后书衣已缺，书叶上有大面积清晰可见的水渍、油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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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口全部裂开，书底鼠嚙严重，部分书叶有虫蛀痕迹。针对以上种种破损现象，

修复人员制定了科学合理的修复方案，先用热水将书叶上的水渍、油渍清洗干净，

用薄皮纸对口开书叶一一进行了溜口，鼠嚙、虫蛀部分则用颜色、厚度近似的补

纸修补完整，经过修复人员的精心修复，《昌邑于氏族谱》的面貌焕然一新。 

  
 

 

 

简讯三则 

 

◆4 月 17 日，“2014 年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工作会议”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这次会议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重要讲话，做好 2014 年全国古籍保护重点工作，全面推进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巡视员刘小琴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国家图书馆馆长、党委书记兼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韩永进同志就中华古籍保护

计划的进展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做了主旨报告，并就 2014年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何晓雷副处长就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和古籍普

查对接事宜做了说明。大会还进行了分组交流讨论，各省中心负责同志就 2014

年全国古籍保护重点工作进行了工作交流，就如何推进本年度古籍保护重点工作

建言献策，表示将全力做好各项工作。陕西省图书馆馆长马民玉及历史文献部主

任杨居让参加了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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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5 月 12—15 日，第三期全国珍贵古籍数字化培训班在天津图书

馆举办，来自全国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30 家古籍收藏单位的 44 名学员参

加了培训。第三期全国古籍数字化培训班针对各参建单位影像数字化实际情况和

反馈的各类问题，精心准备了包括古籍影像数字化基本流程、元数据著录、标准

与实例解析、实物扫描技术与方法等在内的培训内容。为提升学员实际操作能力，

培训班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授课方式，安排学员着重进行了古籍影像数字化

元数据著录及扫描、拍照等相关训练。同时，结合正在开展的数据验收工作，对

前期珍贵古籍数字化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陕西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姜妮

参加了此次培训。 

◆2014 年 5 月 28—30 日，由文化部公共文化司主办、国家图书馆（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协办的“全国基层文化队伍示范性培训——第一期全国古籍保护

工作管理人员研修班”在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隆重举办。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文化厅社文处负责人、各省古籍保护中心负责人参加了此次培训。此次培训

内容包括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现状与未来发展、2014 年全国古籍保护工作、

古籍普查重要新发现、古籍的保藏和修复、古籍保护工作经验交流等相关内容。

陕西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杨居让主任参加了此次培训。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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