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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评审工作正式启动 

 

3 月 15 日，2019 年全国古籍评审工作会议在国家图书馆召开，第六批《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审工作正式启动。文化和旅游

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旭，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魏大威，文化和旅游部

公共服务司副司长陈彬斌，以及来自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图书馆相关部门负责同

志，全国古籍评审工作委员会及评审专家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国家图书

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主持。 

 
会上，张旭副部长充分肯定了多年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申报评审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对本次评审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他

表示，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评选工作的重要性；严格标准，真正把珍贵古籍和

重点保护单位选出来；要以名录评选为契机，深入做好古籍保护和宣传工作。 

魏大威副馆长回顾了第一到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

护单位”的评审情况，介绍了第六批古籍评审工作的组织情况及后续安排。他表

示，国家图书馆各部门将通力合作，保证评审工作的公平公正、严肃认真，保证

推荐名单的专业性和准确性。会上还宣读了 2019 年全国古籍评审工作委员会成

员名单、2019 年全国古籍评审专家名单。全国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

对评审标准作了说明。 

自 2007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国务院已公布五批《国家珍贵

古籍名录》（12274 部）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180 家），带动全国 1000

多家古籍收藏单位新建、改善库房，超过 2000 万册古籍得到妥善保护。2017年

8月，原文化部印发《“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要求适时开展第

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评审工作。2018

年 5 月中旬，申报工作正式开展，共有 3981 部古籍申报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27 家古籍收藏单位申报“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本次申报包含了近

些年普查和征集工作新发现的一批珍贵古籍。香港中文大学积极参与申报，也通

过专家点报一批珍贵古籍，使名录体系更加完整。通过近些年的古籍普查和评审



工作带动一批单位查清了善本数量，改善了库房存藏环境，符合“全国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的申报条件，此次申报单位比第五批数量有所增加，尤其是中西部地

区增量明显。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积极组织申报工作，有 11 家单位向陕西省古籍保护中

心提交了 236 部古籍名录申报书、一家单位提交重点保护单位申报书，经过省

古籍保护中心初审，有 8 家单位 28 部古籍符合申报名录条件、一家单位符合

申报重点单位条件，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提交申报书。 

目前，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评审正

有序开展。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对珍贵

古籍的宣传力度，及时展示新的成果，培养公众的保护意识，积极营造全社会共

同保护、传承古籍的良好氛围。 

“第四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管理人员研修班”在天津举行 

3 月 28 日，“第四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管理人员研修班”在天津师范大学

会议中心多功能厅开班。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管理处李晓松处长、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科技司中医科技处贾晓路处长、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刘惠平会长、天津师范大

学钟英华校长出席了开班仪式。 

研修班面向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管理人员开办，此前已有全国各省级古籍保护

中心主任（各省馆古籍保护工作主管馆长）、各省级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部分高

校图书馆馆长等古籍保护管理人员 159 人参加了此项培训，对推动全国古籍保护

工作、促进业务融合、提升管理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次培训共有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 35 家单位的 60 余名古籍保护管理人员参加，有文化和旅游部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 12 位领导和专家授课，对 2019 年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进行安

排部署，期间还举办两次专题讨论会。通过授课、工作交流、任务部署，将使大

家提高认识、明确任务，推动 2019 年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为实现《“十三

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的总目标积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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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班仪式上，钟校长代表天津师范大学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就天津师范

大学古籍存藏情况、古籍保护学科建设情况进行了介绍，强调将从建设文化强国

的国家战略出发，为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作出贡献。刘书记在致辞中表示，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和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按照各自的职能定位，从政府主导到社会参与，

相互支撑、优势互补，形成了推动国家古籍保护工作的合力，并勉励大家团结协

作，共同奋斗，推动 2019 年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再上新的台阶而努力。李晓松处长

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动实践”为题授课，贺晓路处长以“中医古籍保护

与《中华医藏》”为题授课，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部张阳以“全国图书馆缩微复

制中心与我国公共图书馆珍贵典籍文献的抢救与利用”为题授课，北京大学肖珑

以“古籍与数字人文”为题授课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已经步入第十二个年头，“十三五”时期国家古籍保

护规划的实施也到了关键之年。党和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和重视，为

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环境。此次培训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举办的第 200 期培训，也是今年培训工作的开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将坚定贯彻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落实《“十三五”时期全国

古籍保护工作规划》，进一步神话史诗国家古籍保护工程，推进全国古籍保护利

用工作开展。

培训班于 3 月 30 日结束。陕西省图书馆副馆长张海翔、陕西省图书馆历史

文献部主任杨居让参加了培训。 

省图书馆迎接省文物局 

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认证专家组莅临考察 

3 月 26 日下午，陕西省博物馆协会保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梁彦民率领省

文物局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认证专家组一行 9 人莅临陕西省图书馆进行考察及

评审工作。陕西省图书馆在五楼会议室向专家组汇报了省图书馆申请可移动文物

修复资质认证的条件和基础。省馆周云岳馆长，历史文献部杨居让主任、姜妮副

主任，古籍修复组组长薛继民等参加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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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图书馆馆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周云岳作了“关于陕西省图书馆申请可

移动文物修复资质的致词”，他对专家组的莅临评审工作表示欢迎，将省图书馆

的情况特别是古籍工作概括地向各位专家作了概括介绍。 

历史文献部副主任、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姜妮作了“陕西省图书馆

申请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的材料汇报”。她从修复工作简介、历史文献部人员构

成、古籍修复场地和设备、管理制度和修复理念以及修复成果等几个方面作了详

细汇报。 

专家组的专家们认真地听取了工作汇报，对陕西省图书馆申请可移动文物修

复资质认证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汇报会之后，专家组一行考察了古籍修复室的环境、

条件，观看了古籍修复成果展示，考察了善本书库的保护环境。省图书馆的古籍

藏书环境、古籍修复的高超技术和修复人员的敬业精神等方面，给专家组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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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图书馆馆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周云岳 

在申请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汇报会上的致词 

 

（2019 年 3 月 26 日） 

 

 

 
 

大家上午好！ 

非常欢迎、也非常感谢各位专家能莅临陕西省图书馆指导工作。对于此次申

请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我们非常重视，前期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下面我将省

图书馆的情况特别是古籍工作向各位作以简要介绍。 

陕西省图书馆成立于 1909 年 8 月,是我国成立较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现属

于文化部评定的“国家一级图书馆”。作为陕西省政府主办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

位,省图书馆是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文献借阅、信息咨询与学习交流的社会公益性

服务机构和学术性研究机构，全省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服务窗口,也是陕西地方

文献收藏中心、全省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研究协作协调中心、全省公共图书馆业务

辅导中心、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陕西分中心、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  

截至 2018年底，省图书馆共有在职人员 197 人。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78% ，

专业技术人员共有 185 人，其中高级职称 28 人，中级职务 86 人。 

省图书馆收藏有古籍 37 万册，古籍善本作为馆藏特色在国内外颇有影响，

有宋元刻本《碛砂藏》、清雍正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明版《襄阳郡志》 《禹

贡详略》 《同官县志》 《适情录》等珍稀孤本；元代建阳刻本《东坡先生诗》、

https://baike.so.com/doc/9989429-103371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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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版《海刚峰集》《楚辞集注》《对山文集》《渼陂集》等罕见珍本；另有地方志

专藏 1500 多部，其中陕西省地方志约 300种、700多部。其中，273 部古籍入选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53部古籍入选前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72部古籍

入选前两批《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藏量和藏品均居全省之冠。 

2008年 3月，省图书馆入选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同

年 9 月，省编办批准省图书馆挂牌成立“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2015 年 9 月，

省图书馆入选陕西省政府公布的第一批陕西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10 月，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批准在省图书馆挂牌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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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陕

西传习所导师。 

作为省古籍保护中心，我们肩负着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的重任。十多年来，在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及全省古籍保护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下，组织开展了

全省古籍普查、古籍目录编纂出版、古籍整理研究、国家及省珍贵名录申报评审、

国家重点单位及省重点单位申报评审、古籍修复、古籍人才培训、古籍展览宣传

等多项工作，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工程贡献了应有的力量。 

作为“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陕西传习所”，我们从成立之初就

将培养修复人才、传承文化手艺、做好全省古籍修复工作作为传习所的基本职责。

为此，我们启动了馆藏一级善本《古今图书集成》修复保护工作，得到了国家中

心和上级的大力支持。围绕《集成》修复，我们和业内专家、修复骨干密切交流，

举办了专家研讨会和两期全国性的古籍修复培训班，并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支持

下设立了《集成》修复流动工作站，即锻炼了人才，又促进了工作。与此同时，

我们也在不遗余力地培养省内古籍修复人才，对于省级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有一

定条件开展修复工作的单位，一直都鼎力相助，力求充实古籍修复人才队伍，协

同做好全省古籍修复工作。 

在对全省古籍进行过全面普查摸底后，我们发现有很多单位的收藏条件并不

理想，很多古籍破损严重，亟待修复保护。作为省古籍保护中心、陕西传习所，

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古籍修复保护工作刻不容缓。全省文物系统收藏有大量古籍，

且多珍贵藏品，同样面临修复人员匮乏的问题。我们期待能同这些单位有深入合

作，共同努力守护好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为此，我们提出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

申请，期待各位专家能给我们一些指导意见，以便我们下来更好地组织开展全省

古籍保护工作。 

再次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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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图书馆申请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的材料汇报 

 

（2019年 3月 26日） 

陕西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姜妮 

 

 
 

一、修复工作简介 

陕西省图书馆收藏有古籍 37 万册，藏量居全省之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省图已经有了古籍修复人员，只是当时没有较统一的行业规范，此项工作还处于

散兵游勇状态。1983 年 8 月，省图积极响应文化部号召，派员参加了在上海举

办的为期一年的国家级古籍修复培训班，此后，古籍修复开始列入日常工作。当

时参加培训的修复骨干梁晋保还参与了 1987 法门寺出土的宋刻《毗卢藏》、元刻

《普宁藏》的修复工作。2005 年，在国家不断重视古籍保护工作的大环境下，

省图组建了古籍修复组，隶属于历史文献部。2008 年 9 月，省编办批准成立陕

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中心挂靠在省图办公，中心主任由省图馆长兼任，办公人员

由历史文献部人员兼任。中心的一项重要职能即负责全省的古籍普查、鉴定与修

复保护。2015年 10 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批准在省图挂牌成立“国家级古籍修

复技艺传习中心——陕西传习所”，由国家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人、天津图书馆修

复专家万群老师担任传习所导师，省图四位修复人员成为传习所学员，学员在导

师指导下，每年完成 200课时的实践学习。多年来，在上级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

省图古籍修复组依托省古籍保护中心、陕西传习所，开展了多项重大古籍修复工

作，修复业绩卓然，修复力量不断壮大。 

二、人员构成 

目前，历史文献部共有正式在编人员 15 人，包括部门主任 1 人，古籍修复

组 7 人，古籍整理组 7 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2 人、副高级职称 2 人；博士 1



人，硕士 3 人。古籍修复人员均有 10 年以上修复工作经验，多次参加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组织的各类古籍、字画、碑帖拓片、西文修复等研修班，修复资历深厚，

修复技艺精湛。修复组梁晋保早在 80 年代就参加过文化部组织的为期一年的古

籍修复培训，亲得赵嘉福、潘美娣两位修复大家授业传技。修复组组长薛继民堪

称古籍修复领域的一颗新秀，多次受到业内专家的肯定和媒体的关注。2018年 9

月，经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选拔，薛继民受邀参与国家图书馆馆藏“天禄琳琅”珍

贵古籍修复保护项目，高质量完成了修复任务，受到业内好评。 

三、场地设备

   古籍修复组位于本馆四楼办公区内，面积约 300 平方米，按照功能分为实 

验区、操作区和办公区。修复组与古籍整理组、古籍书库紧邻，又自成独立区 

域。日常业务交流畅通，提还藏品便利。修复室作为重点安防区域24小时监 

控，门禁、视频监控和消防设施配备完善到位，场地安全无隐患。 

  修复室配备有纸浆补书机、纸浆纤维检测仪、纸张测酸仪、纸张测厚仪、 

电子显微镜、古籍压平机、古籍专用扫描仪、单反相机、翻拍架、裁纸机、修

复桌，晾书架、热水净水系统、修复木墙等专业修复工具，另有不同产地、各

类材质、采用传统工艺制作的古籍修复用纸若干、各类小型修复工具若干套，

各型存纸柜、工具材料柜、保险柜、储物柜不计。 

四、管理制度和修复理念 

规范的制度是做好工作的保障，修复组从设立开始就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管

理制度，具体有《古籍保护制度》《古籍修复管理规章制度》《古籍修复交接制

度》《古籍书库出入管理制度》《善本书库出入管理制度》《古籍修复工 作流

程》等，修复人员职责明确，修复队伍纪律严明。此外，我们还建立了一套完善

的古籍修复档案数据库，详细记录古籍文献的基本信息、破损情况、修复方案拟

定、修复用纸选配、修复关键过程（特殊问题）记录，修复前、中、后书影等，

确保修复各阶段工作有迹可寻、有责可问。 

作为省级事业单位，省图多年来一直严格执行目标责任管理制度，科学制定

部门工作目标责任书。修复组自成立以来，就建立了考核量化工作机制，每年年

初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制定修复计划，明确目标任务，分季度、年终对照进行考核。 

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技艺，古籍修复在 2008年已被列入国家非遗名

录，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古籍修复组工作从一开始就严格遵守“整旧如

旧”“抢救为主、修复为辅”“过程可逆”“最少干预”的修复理念。对于古籍修

复，我们始终怀着虔诚敬畏的心态，秉承工匠精神，不忘初心，坚持传统的修

复工艺手法，不随意添加、更换和改变古籍的装帧形式和载体材料，所用修复

材料都是天然的，绝少使用含有化学成份的物质。同时，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大

环境下，我们也坚持与时俱进，在修复中兼顾“真实性”“安全性”“适应

性”“可识别性”“相似性”原则，逐步实现古籍修复的规范化和科学化。 

五、修复成果 

伴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发展历程，我馆古籍修复保护工作也在持续稳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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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十多年来，我们已完成馆藏《岐山县乡土志》 《骈雅训纂》 《华岳志》 《荆

川文集》 《李氏家谱》 《字学大全》 《古今丽赋》 《遗山诗集》等数百部珍

贵古籍超过十万叶的修复任务。在修复工作常态化开展的同时，还有重大项目不

断突破。自 2012 年起，古籍修复组根据馆藏碑帖拓片存藏状况和后期保存的科

学规范性，按照修补、展平、衬纸、卷轴、最后装盒的流程，对馆藏碑帖拓片进

行了系统的修复与保护，累计完成馆藏碑帖拓片 4678份 8176张。2015 年 10月

陕西传习所成立之时，省图书馆同时启动了馆藏一级善本，清雍正内府铜活字本

《古今图书集成》修复保护项目，此项目受到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高度关注和支

持，截至目前，四位传习所学员累计修复《古今图书集成》44433叶，加皮装订

646册。 

作为省古籍保护中心，我们在持续开展省图古籍修复工作的同时，也积极指

导和协助省内有关古籍收藏单位开展古籍修复工作，先后有三原县图书馆、渭南

市职业技术学院、陕西中医药大学、西安博物院、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陕

西学前师范学院等单位选派多位人员前来省图学习古籍修复。2011 年，修复组

对安康市汉滨区图书馆送来的两部遭受上世纪 80 年代水淹已成书砖的两部清刻

本《四礼辩俗》 《中兴论略》进行了无偿修复，修复效果良好，经得起时间考

验。2017年 7月 26日,绥德县遭遇特大洪灾,绥德师范学校校史馆古籍全被被淹，

接到校方求助后，我们两次派员赴该校指导工作人员对受灾古籍进行清洗、除霉

等抢救性保护，并捐赠了必备的修复工具、纸张等，对该校古籍保护给予了持续

的指导和关注。 

六、交流、合作与宣传 

古籍修复工作需要有沉下心来闭门修书的定力，同样也需要孜孜不倦勤于探

索的动力。正是如此，我们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尤其重视行业间的交流学习，

积极派员参加各类修复培训班，密切掌握行业动态，激发个人潜能，不断提升自

身修复技艺，着意打造一支技术一流、素质过硬的古籍修复队伍。2016 年至 2017

年，我们联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馆藏《古今图书集成》修复与保护工作研讨

会、第四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与工作管理研修班、第六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与工

作管理研修班，设立了《集成》修复技术实践交流工作站，联合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纸张实验室对重要古籍进行纸张纤维分析与检测。 

在国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下，我们积极参与传统文化推广活动，举办

了古籍修复成果展，线装书装订、古籍修复技艺展示等活动。2018 年 9 月，我

们开展了为期十天的碑刻传拓和雕版印刷体验活动，接待数万名读者参与体验，

吸引多家省市级媒体报道，引起社会大众对传统文化和文物保护的关注。 

古籍是不可再生的文物和文化遗产，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据

调查了解，我省有 70 余家古籍收藏单位，共有古籍 160 万册，很多古籍亟待修

复保护，我们深感使命神圣又任重道远。 

谢谢大家！ 

 



省古籍保护中心正式启动 

《中华古籍总目·陕西分卷》的编纂工作 

《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项目是国家“十三五”重大社科项

目。《中华古籍总目》编纂项目，是在《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

的基础上，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牵头组织，主要采取省级分卷的形

式，编纂出版《中华古籍总目》。在分省（区、市）编纂的同时，

《中华古籍总目》还将依机构、类型、文种等分卷编纂。收藏古籍

在 100 万册以上的单位，可独立成卷；简帛、敦煌遗书、碑帖拓片

等按类型编纂。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自 2007 年实施以来，已经十二个年头了。陕西省古

籍保护中心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指导下，在省文化和旅游厅的领导下，依靠全

省各古籍存藏单位的共同努力，基本完成了全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2019 年，

省古籍保护中心将着手《中华古籍总目·陕西分卷》编纂的数据整理工作。截至

目前，陕西省已经出版了《陕西省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陕西省二十二家

公共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等三

部六册涵盖有四万条数据，还有六万余条数据需要审核、补充、完善，2020 年

要全部完成数据审核，上交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为了推进《中华古籍总目·陕西分卷》的编纂工作，加

强全国各省市古籍保护工作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于 2018年 11 月 12—16 日，

选派陕西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杨居让，陕

西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古籍整理组组长刘颖、古籍整理组研究馆员郎菁同志参加

了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天津图书馆（天津古籍保护中心）承办的“《中华

古籍总目·分省卷》编纂研修班”，通过研讨和学习，为编纂《中华古籍总目·陕

西分卷》起了积极作用。 

    今年，全省古籍保护的一项重点就是着手《中华古籍总目·陕西分卷》编纂

的数据整理工作，难点工作就是督促未完成古籍普查完整项著录的单位继续完善

古籍普查平台数据，补充古籍书影，加紧完成目标任务。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将

继续加大力度，督促陕西省图书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铜川市耀州区博物馆、洋县文物博物馆、汉中市档案局、

陕西省政府办公厅文史处、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蒲城县尧山中学勿幕图书馆等

10 家单位补充、完善古籍普查平台数据，为《中华古籍总目·陕西分卷》编纂

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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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古籍保护中心派志愿者赴陕西中医药研究院 

进行古籍普查平台完整项著录工作 

 

经过近十年的古籍普查工作，全省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基本完成。截至目前，

全省 72 家古籍存藏单位还有 10家单位没有完成古籍普查完整项著录工作。省古

籍保护中心通过与陕西中医药研究院的领导沟通、协调，先后派出志愿者经过专

业培训后前往进行此项工作。省古籍保护中心负责培训、督导等事项，陕西中医

药研究院负责普查志愿者考勤及工作进度安排。 

陕西中医药研究院系全国中医药系统古籍藏量比较丰富的单位，收藏古籍约

1800部、2万余册，藏品质量较高。该院早已向省古籍保护中心提交了古籍普查

登记目录，但该目录系早年旧目，未重新核对原书，存在问题较多。鉴于此种情

况，省古籍保护中心领导去年曾两次前往该院与其领导协商解决办法，对其工作

人员进行古籍普查基本知识培训，但工作进度有困难。经过研究，省古籍保护中

心指导该院从今年开始聘请普查志愿者进行古籍普查平台完整项著录工作，计划

用半年的时间，至今年八月底完成普查任务。这项工作不仅有助于该院普查登记

目录的顺利完成，同时对完成中华古籍总目的编纂也将起到积极作用。 

 
省古籍保护中心从今年 1 月 11 日起，聘请了西北大学文献学及相关专业的

8 名本科生或研究生作为普查志愿者赴陕西中医药研究院进行古籍普查，同时，

为加强古籍普查力量，提高古籍普查平台著录的准确性，省古籍保护中心从 3

月起，又派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张志鹏同志前往该院，督导古籍普查工作，答疑

解难，与志愿者一起进行古籍普查著录。截至目前，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已经完

成古籍普查平台完整项著录 814条、10169册。 



简讯四则  

□ 2月 13日，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收到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赠送的《济南市

图书馆馆藏古籍书目》（郭秀梅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年 3月出版发行）部

一册及《山东省图书馆馆藏珍品图录》（山东省图书馆编、齐鲁书社 2009 年出版

发行）一部一册。 

□ 3月 11日，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收到辽宁省古籍保护中心赠送的《辽宁省

第二批珍贵古籍名录图录》（该书编委会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8 年 9月出版

发行）一部四册。 

□3 月 12 日，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收到辽宁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编的《辽

宁省古籍保护工作简报》2018年 12月（总第 28期）1册。 

□3 月 18 日上午，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孟祥国副厅长一行 7 人到陕西省图书馆

视察工作，参观了古籍善本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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