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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 

工 作 简 报 

2009 年第 2 期 （总第 2 期）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编                                          2009 年 8 月 1 日 

 

 

本 期 要 目 

 

◆我省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单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入选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我省全面启动古籍普查工作 

◆我省各市县公共图书馆古籍存藏状况及破损情况初步调查 

◆省古籍保护中心积极选派人员参加国家古籍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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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单 

 

日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中国古籍保护网公示了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单。

全国共有 4485 部古籍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单，陕西省共 10 家单位计 100

部古籍荣列其中。这 10 家收藏单位为：陕西省图书馆（30 部）、西安博物院（28 部）、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14 部）、西北大学图书馆（11 部）、西安碑林博物馆（6 部）、陕

西省文史研究馆（5 部）、三原县图书馆（2 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2 部）、陕

西省考古研究院（1部）、宝鸡市图书馆（1部）。 

 

一、公共图书馆 33部（3家单位） 

1.陕西省图书馆入选 30部： 

00270 南史八十卷 （唐）李延寿撰 元大德十年（1306）刻明嘉靖递修本  

00867 书经直指六卷 （明）徐善述撰 明成化二十年（1484）南京钱溥刻本  

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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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3 四书凝道录十九卷 （清）刘绍攽撰 稿本  

01025 埤雅二十卷 （宋）陆佃撰 明成化十五年（1479）刘廷吉刻本  

01064 重刻经史海篇直音十卷 明隆庆三年（1569）吴氏刻本  

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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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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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承弼跋  

0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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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29 少微通鉴节要五十卷外纪四卷 （宋）江贽撰 资治通鉴节要续编三十卷 （明）

张光启撰 明正德九年（1514）司礼监刻本  

01520 南宫奏议三十卷 （明）严嵩撰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严氏钤山堂刻本  

02140 东垣十书三十二卷 明吴门书林德馨堂刻本  

02289 衍极二卷 （元）郑枃撰 （元）刘有定释 清抄本 叶昌炽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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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22 适情录二十卷 （明）林应龙著 明嘉靖四十年（1561）澄心堂刻本    存十六卷

（一至七、十至十五、十八至二十）  

02503 文选双字类要三卷 题（宋）苏易简撰 明刻本  

0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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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29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六十九卷后集八十一卷续集五十六卷 （宋）谢维新辑 别

集九十四卷外集六十六卷 （宋）虞载辑 明嘉靖三十一至三十五年（1552-1556） 

夏相刻本 

0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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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970 韩文公文抄十六卷 （唐）韩愈撰 （明）茅坤评 明刻朱墨套印本  

0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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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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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27 苏长公小品四卷 （宋）苏轼撰 （明）王纳谏辑并评 明凌启康刻朱墨套印本  

03538 震泽先生集三十六卷 （明）王鏊撰 明嘉靖刻本  

03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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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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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611 周恭肃公集十六卷 （明）周用撰 附录一卷 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周国南川

上草堂刻天启重修本  

03678 李石叠集四卷 （明）李宗枢撰 附录一卷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西亭书院刻

本 

03760 温与亨先生诗草不分卷 （清）温自知撰 稿本 李因笃批校并跋  

0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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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88 新修杨忠愍蚺蛇胆表忠记二卷 （清）丁耀亢撰 清顺治刻本 罗振常跋  

2.三原县图书馆入选 2部： 

01429 鲍氏国策十卷 （宋）鲍彪校注 明嘉靖七年（1528）龚雷影宋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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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83 [嘉靖]陕西通志四十卷 （明）赵廷瑞 马理等纂修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

本 

3.宝鸡市图书馆入选 1部： 

01662 史记钞二十卷 （明）沈科辑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自刻本 

 

二、博物馆科研系统 42部（5家单位） 

1.西安博物院入选 28 部： 

00021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十六 （唐）释玄奘译 唐写本  

00022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八十三 （唐）释玄奘译 唐写本  

00024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 （唐）释玄奘译 唐写本  

00042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八 （北凉）释昙无谶译 唐写本  

00087 陀罗尼经咒 唐刻本  

00088 陀罗尼经咒 唐刻本  

00108 因明入正理论一卷 （唐）释玄奘译 唐写本  

00124 佛说相好经 佚名 妙法莲华经卷六 （后秦）释鸠摩罗什译唐广德三年（765）写 

本 唐写本  

00134 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卷下 （唐）释道宣撰 唐写本  

00474 历代十八史略十卷 （元）曾先之编 元至正二年（1342）刻本  

00609 妙法莲华经七卷 （后秦）释鸠摩罗什译 元刻本  

0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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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10 大明会典二百二十八卷 （明）申时行 赵用贤等纂修 明万历十五年（1587）内

府刻本  

02065 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明）丘濬撰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吉澄刻本 

02095 中庸衍义十七卷 （明）夏良胜撰 清乾隆翰林院抄本  

02275 太清神鉴六卷 清抄本  

02342 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汉）高诱注 明嘉靖七年（1528）许宗鲁刻本  

02390 爱日斋丛抄五卷 （宋）叶寘撰 清翰林院抄本  

02417 意林五卷 （唐）马總辑 清抄本  

02422 绀珠集十三卷 明天顺刻本  



 5 

02481 初学记三十卷 （唐）徐坚等辑 明嘉靖十三年（1534）晋府虚益堂刻本  

02530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六十九卷后集八十一卷续集五十六卷 （宋）谢维新辑 别

集九十四卷外集六十六卷 （宋）虞载辑 明嘉靖三十一至三十五年（1552-1556）

夏相刻本 

02716 陶靖节集十卷 （晋）陶潜撰 （宋）汤汉等笺注 总论一卷 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

蒋孝刻本  

03652 薛考功集十卷 （明）薛蕙撰 附集一卷 明嘉靖刻本  

03858 文选尤十四卷 （梁）萧统辑 （明）邹思明删订 明天启二年（1622）刻三色套

印本  

04283 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 （西夏）白智光译 仁宗校 西夏光定四年（1214）泥金写

本   存三卷（一、五、十）  

04284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 （西夏）仁宗校 西夏写本  

04285 瑜伽师地论一百卷 西夏写本  

2.西安碑林博物馆入选 6部： 

00353 陈书三十六卷 （唐）姚思廉撰 宋刻宋元明递修本  

0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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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嘉靖四年（1525）汪谅刻本  

01561 厚乡录一卷 （明）王承裕撰 明正德十六年（1521）刻本  

02476 初学记三十卷 （唐）徐坚等辑 明嘉靖十三年（1534）晋府虚益堂刻本  

02793 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 （唐）李白撰 （宋）杨齐贤集注 （元）萧士斌补

注 年谱一卷 （宋）薛仲邕撰 明嘉靖二十五（1546）年玉几山人刻本  

03170 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目录二卷 （宋）王安石撰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何迁刻 

本 

3.陕西省文史研究馆入选 5部： 

00887 诗经四卷小序一卷 （明）钟惺评点 明凌杜若刻三色套印本  

01238 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 （宋）朱熹撰 明成化九年（1473）内府刻本  

01257 资治通鉴纲目发明五十九卷 （宋）尹起莘撰 明内府刻本  

01269 资治通鉴纲目集览五十九卷 （元）王幼学撰 明内府刻本  

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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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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入选 2部： 

02020 六子书六十卷 （明）顾春编 明嘉靖十二年（1533）顾春世德堂刻本  

02575 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普贤品一卷 （唐）释实义难陀译 明永乐十七年（1419）

刻本 

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入选 1部：  

02414 何氏语林三十卷 （明）何良俊撰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何氏清森阁刻本 

 

三、高校系统 25部（2家单位） 

1.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入选 14部： 

00695 纂图互注南华真经十卷 （晋）郭象注 （唐）陆德明音义 元建阳书坊刻本   存

五卷（一至五）  

00816 三经评注五卷 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闵齐伋刻三色套印本  

01080 洪武正韵十六卷 （明）乐韶凤 宋濂等撰 明正德十年（1515）张淮刻本  

01135 函史上编八十一卷下编二十二卷 （明）邓元锡撰 明末木活字本  

01381 两汉纪六十卷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黄姬水刻本  

01612 星烈日记汇要四十卷附一卷年表一卷 （清）方玉润撰 稿本  

01731 大明一统志九十卷 （明）李贤 万安等纂修 明天顺五年（1461）内府刻本  

02059 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明）丘濬撰 明弘治元年（1488）建宁府刻本 

02605 庄子翼八卷 （明）焦竑撰 明万历刻本（卷三至六抄配） 康有为题记  

02836 韦苏州集十卷 （唐）韦应物撰 明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  

03022 柳文七卷 （唐）柳宗元撰 （明）茅坤评 明刻朱墨套印本  

03569 空同诗选一卷 （明）李梦阳撰 （明）杨慎评 明闵齐伋刻朱墨套印本  

03819 韩文杜律二卷 （明）郭正域编 明闵齐伋刻朱墨套印本  

04050 唐僧弘秀集十卷 （宋）李龏辑 明刻本 施煃 陆树藩跋  

2.西北大学图书馆入选 11部： 

00039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一 （北凉）释昙无谶译 唐写本  

00040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三 （北凉）释昙无谶译 唐写本  

00044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一 （北凉）释昙无谶译 唐写本  

00054 妙法莲花经卷第四 （后秦）释鸠摩罗什译 归义军时期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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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6 佛说佛名经卷第三 归义军时期写本  

00372 周书五十卷 （唐）令狐德棻等撰 宋刻宋元明递修本    存四十卷（十一至五十）  

00447 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 （宋）袁枢撰 宋宝祐五年（1257）赵与 刻元明递修本  存

七卷（三十六至四十二）    

00643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一卷 （唐）释不空译 宋开宝八年（975）

吴越国刻本 吴湖帆 叶公绰跋  

01889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 （元）马端临撰 明嘉靖三年（1524）司礼监刻本  

02246 十四经络歌诀图不分卷 明抄本  

04016 文体明辨六十一卷首一卷目录六卷附录十四卷附录目录二卷 （明）徐师曾辑 明

万历游榕铜活字印本  

 

 

附：陕西省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单（共 14部） 

1.陕西省图书馆入选 6部： 

00841 碛砂藏六千三百六十二卷  南宋刻元补明递修本 

01672 [天顺]重刊襄阳郡志四卷  （明）张恒纂修  明天顺李人仪刻本 

01823 大明天顺四年岁次庚辰大统历一卷  明天顺刻本 

01898 典籍格言不分卷  （明）王恕辑  明弘治十八年（1505）刻本 

01946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目录四十卷  （清）蒋廷锡  陈梦雷等辑  清雍正四年

（1726）内府铜活字印本（有补配）  陕西省图书馆存九千二百六十四卷 

02125 渼陂续集三卷  （明）王九思撰  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广东揭阳翁万达刻本 

2.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入选 2部： 

02050 孟东野诗集十卷   （唐）孟郊撰  （宋）国材  刘辰翁评  明凌濛初刻朱墨套

印本 

02223 古文渊鉴六十四卷  （清）徐乾学等辑并注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四色套

印本   

3.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少年儿童图书馆入选 1 部： 

02219 古文渊鉴六十四卷  （清）徐乾学等辑并注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四色套

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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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陕西中医学院图书馆入选 1部： 

01791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二十四卷  （唐）王冰注  （宋）林亿等校正  （宋）孙

兆改误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顾从德影宋刻本   

5.西北大学图书馆入选 1部： 

00421 南齐书五十九卷  （梁）萧子显撰  宋刻元明递修本   

6.西安碑林博物馆入选 3部： 

00580 怀仁集王圣教序  （唐）太宗李世民撰文序  （唐）高宗李治撰文记  （唐）释

怀仁集王羲之书  唐咸亨三年（672）刻石  宋拓本   

00581 怀仁集王圣教序  （唐）太宗李世民撰文序  （唐）高宗李治撰文记  （唐）释 

怀仁集王羲之书  唐咸亨三年（672）刻石  南宋拓本   

02233 批点唐诗正声二十二卷  （明）高棅辑  （明）桂天祥批点  明万世德刻本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入选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2009 年 6 月 13 日，在省美术博物馆举行的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开幕式

上，我省代文化部、人事部向我省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先进单位、先

进个人和我省的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代表，以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颁发了奖牌和证书。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入选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陕西师范

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丰富，古籍线装图书 25万余册 , 其中古籍善本 700余部 ,9000 余册；

地方志收藏较为丰富，尤其是陕西地方志收藏较为完备；收藏有历代石刻拓片 12000 余通；

大型古籍丛书、古今名人字画收藏丰富（资料截至 2008年底）。 

   （附：陕西省入选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省图书馆）  

 

 

我省全面启动古籍普查工作 

 

随着我省古籍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我省将在机构建制、辅导培训、行业标准等不断

完善的基础上全面启动全省古籍普查工作。省文化厅作为古籍保护工作实施的领导机构，

对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非常重视，蒋慧莉副厅长多次强调开展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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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并提出指导性意见。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省图书馆馆长谢林，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

省图书馆副馆长徐大平对我省古籍保护工作的的开展也给予了高度的关心和指导。这次古

籍普查，是在文化部领导下开展的首次全省范围的古籍普查工作，这对准确掌握现存古籍

的数量、价值、分布、保存环境等基本情况，从而对古籍进行科学的编目整理、依据有关

标准进行定级，同时，为下一步建立全省古籍档案、确定省级珍贵古籍名录以及推荐上报

国家级珍贵古籍名录等工作夯实了坚实的基础。 

这次古籍普查范围包括全省公共图书馆、高等院校图书馆、科研单位图书馆、文博单

位图书馆（藏书楼）、宗教单位图书馆（藏经阁）等所有收藏古籍的公藏单位，个人或私

人收藏机构愿意参加普查的，也可以加入。普查对象为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指辛亥

革命(1911 年)之前历朝写本、刻本、稿本、拓本等，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印、排印的线

装书籍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同时还有碑刻、金石拓片。其他特种文献如甲骨、

简牍、帛书、舆图与民间谱牒、文书(如契约、诉状、规约)、应用文籍(如账簿、日记、书

信、宗教科仪书、经文、药方、日用杂书)、民间文艺作品(如唱本、剧本)等都暂不列入本

次普查范围，以后要根据统一部署，逐步纳入普查范围。本次普查按照全国古籍普查工作

的执行标准，主要有《古籍定级标准》《古籍普查规范》《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等。

为使古籍普查数据准确、统一，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研制了“全国古籍普查平台”软件，用

于对古籍版本信息、古籍破损状况等相关情况进行登记和著录。 

我中心为配合全省古籍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在中心主任谢林和副主任徐大平的高度

关心和指导下初步计划完成以下工作： 

一、起草相关的全省古籍普查文件、技术标准，并向省文化厅作相关汇报，同时提请

召开全省古籍保护工作联席会议。 

二、为规范和加强本省古籍保护工作的咨询、论证、评审和专业指导，促进陕西省古

籍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将在全省古籍保护工作联席会议研究通过的基础上，成立陕西省

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 

三、做好全省古籍普查人员的培训工作。2008 年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4 日，陕西省古籍

保护中心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合举办了“第四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为陕西培训了一

批基本的古籍普查业务骨干。在即将开展的全省古籍普查工作过程中，陕西省古籍保护中

心，在全国古籍普查软件著录平台定型的基础上，拟于年内再举办一次全省古籍普查培训

班。其后，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分别进行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普查知识培训，为陕西

古籍保护储备更多更优秀的人才队伍。 

四、认真总结第一、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中出现的问题，吸取相关经验，继续

做好下一阶段的珍贵古籍申报工作。 

五、为更好的配合古籍普查工作，省中心还将在省图书馆筹建全省乃至国家级的古籍

修复中心，担负全省古籍修复、保护、培训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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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积极开展以展览、媒体宣传等多种形式的古籍保护宣传和推介工作，使古籍的不

可再生与珍贵性深入人心，推动全民重视古籍、保护古籍。 

 

 

我省各市县公共图书馆古籍存藏状况及破损情况调查 

为配合国家“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顺利实施，省古籍保护中心重点对我省各市县古

籍存藏状况及破损情况进行了初步摸底性的调查，为之后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奠定了

良好基础，其基本情况如下： 

 

陕西省各市县公共图书馆古籍存藏状况及破损情况统计表 

收藏市区 

（收藏总量） 
收藏单位 收藏种数 收藏数量 破损原因 破损数量 备注 

西安市（812

种 20726 册） 

西安图书馆 19 种 650 册   无破损 

户县图书馆 23 种 147 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5 种  

长安区图书馆 391 种 5882 册    

周至县图书馆 不详 1800 册    

蓝田县图书馆 不详 5000 册    

临潼区图书馆 379 种 7247 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75 种  

榆林市（1376

种 11506 册） 

榆阳区星元图书楼 570 种 3089 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352 种  

绥德县子洲图书馆 379 种 3557 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29 种  

米脂县斌丞图书馆 299 种 4134 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4 种  

佳县国桢图书楼 110 种 726 册 未填 未填  

汉中市（2582

种 20035 册） 

汉台区图书馆 844 种 6459 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125 种  

南郑县图书馆 6 种 153 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6 种  

城固县图书馆 8 种 75 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5 种  

洋县图书馆 11 种 160 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3 种  

勉县图书馆 1713 种 13188 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1518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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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市（15098

册） 

 

宝塔区图书馆 1909 种 15098 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118 种  

铜川市（5000

册） 
耀州区图书馆 236 种 5000 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2 种  

安康市（206

册） 
汉滨区图书馆 19 种 206 册    

商洛市（651

种 6378 册） 

商洛市图书馆 2 种 10 册 未填 未填  

商州区图书馆 506 种 3789 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9 种  

镇安县图书馆 13 种 69 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1 种  

山阳县图书馆 130 种 2510 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124 种  

宝鸡市（1996

种 17799 册） 

宝鸡市图书馆 230 种 2762 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200 余种  

陈仓区图书馆 56 种 341 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55 种  

凤翔县图书馆 372 种 4376 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300 余种  

岐山县图书馆 445 种 3036 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400 余种  

眉县图博馆 7 种 210 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7 种  

陇县图博馆 130 种 100 余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44 种  

麟游县图书馆 15 种 105 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5 种  

扶风县图书馆 741 种 6869 册 未填 未填  

咸阳市（621

种 35506 册） 

咸阳市图书馆 470 种 3280 册    

三原县图书馆 不详 30000 册    

彬县图书馆 7 种 320 册    

乾县图书馆 144 种 1906 册    

渭南市（3781

种 38819 册） 

临渭区图书馆 424 种 2150 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50 种 

250 余种

残缺不

全 

华县图书馆 34 种 172 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12 种  

华阴市图书馆 163 种 1693 册 未填 未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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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县图书馆 5 种 69 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5 种  

澄城县图书馆 70 种 1121 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70 种  

韩城市司马迁图书

馆 
168 种 7607 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22 种  

蒲城县图书馆 163 种 7640 册 未填 未填 
丛书量

大 

富平县图书馆 2754 种 18367 册 
霉蚀、虫蛀、

鼠啮等 
56 种  

 

 

 

 

 

 

 

 

省古籍保护中心积极选派人员参加国家古籍培训班 

 

为不断提高我省古籍工作者的理论素养和专业技能，培养古籍方面人才，我省古籍保

护中心积极选派人员参加国家举办的古籍培训班。 

2008 年 11 月 17 日至 2009 年 1 月 9 日，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贵州省图书馆承办

的“第七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在贵州省图书馆开班。培训内容包括基础理论课、

技能实践、考察、古籍装帧形制的演变、糟朽书页的裱补、金镶玉装、中国古代造纸技术

发展的特点与规律、西方文献保存和保护程序等。授课老师共有 12 位，他们都是我国古籍

界的知名专家学者。有来自全国各系统 35 个藏书单位的 37 位学员参加了本次培训，我中

心修复人员綦胜利参加了此次培训。 

2009年 2月 19日至 3月 6日，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上海图书馆、上海市古籍保

护中心承办的“第一期全国碑帖整理与鉴定培训班”在上海图书馆开班。李致忠、施安昌、

孟宪钧、冀亚平、沈培方、刘心明、仲威等国内知名古籍碑帖专家为 50余名来自全国各省

市图书馆、文博系统、科研系统的学员授课。主要教授了碑刻的起源与石刻文献的分类、

拓片鉴定相关问题、碑帖书法艺术价值、中国传拓技术及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碑帖整

理与编目实践等相关内容。我中心工作人员张志鹏参加了此次培训。 

2009年 7月 6日至 24 日，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甘肃省图书馆、甘肃省古籍保护

中心承办的“第四期全国古籍编目培训班”在甘肃省图书馆开班。徐蜀、倪晓健、唱春莲

刘心明、陈先行、李际宁、李国庆、罗琳等国内长期从事古籍整理与鉴定工作的专家、学

者为 70余名来自全国各省市图书馆、文博系统、科研系统的学员授课。主要教授了古籍再

生性保护的若干问题、名录申报中应注意的问题及书影的选择、碑帖拓片的整理与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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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稿抄校本的编目与鉴定、佛教大藏经的整理与编目、古籍分类及款目组织、汉文古籍

普查平台登记系统讲解及实践等相关内容。我中心选派了本省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西安

碑林博物馆、宝鸡市图书馆等 14家单位的 15名同志参加了此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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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形式的国家古籍培训

班，为陕西省培养一支优秀的老中青相结合的古籍编目、鉴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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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西安市长安北路 18 号 陕西省图书馆（内） 

电话：029-85360057      邮编：710061 

邮箱：sxsgjbhz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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