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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中心组织开展“第一批陕西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考察 

◆陕西省图书馆修复组积极开展修复培训工作 

 “第一批陕西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及“第二批陕西省珍贵古籍

名录”申报入选情况总结 

◆第九期全国古籍鉴定与保护高级研修班学习交流与体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及“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在京 

成功举办 

◆简讯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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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中心组织开展“第一批陕西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考察 

 

今年 7月，省文化厅下发了“关于开展陕西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审核和古籍

普查登记督导工作的通知”（陕文社 2014[22]号）。2014年 7月 10—16日，保护

中心组织了三个专家组，分别对十四家申报单位进行了实地考察初审。 

第一专家组由省文化厅副巡视员李全虎、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康

万武、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侯蔼奇组成。考察单位为西安碑林博物馆、省社科院

图书馆、省考古研究院、延安市图书馆、咸阳图书馆。 

 

      西安碑林博物馆             省社科院图书馆               省考古研究院 

 

 

                     延安市图书馆                咸阳图书馆 

 

第二专家组由省图书馆馆长、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马民玉、省图书馆历

史文献部主任杨居让、省古籍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刘颖组成。考察单位为富平县图

书馆、兴平市博物馆、宝鸡市图书馆、三原县图书馆、合阳县博物馆。 

 
        富平县图书馆               兴平市博物馆             宝鸡市图书馆 



 

3 
 

 
          三原县图书馆                合阳县博物馆 

 

第三专家组由省图书馆副馆长、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海翔、省古籍

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徐大平、省古籍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姜妮组成。考察单位

为安康市汉滨区少儿图书馆、汉中市图书馆、陕西理工学院图书馆、勉县图书馆。 

 

   汉滨区少儿图书馆    汉中市图书馆      陕西理工学院图书馆     勉县图书馆 

 

考察组主要依据四项标准进行考察初审：收藏古籍的数量在 1万册（件）以

上或收藏古籍善本数量在 1000册（件）以上，或收藏一级古籍达 10 册、二级古

籍达 300册；有古籍专用书库；有专门的古籍保护机构和工作人员，管理制度健

全；有专项古籍保护经费。 

考察组认真听取了各单位的汇报材料，实地考察了各单位古籍存藏保护环境， 

给出了各考察单位合理的意见和建议。最后，各小组讨论形成了考察初审意见并

及时反馈给了省中心，省中心将对各小组意见进行整理汇总并提交陕西省古籍保

护工作专家委员会讨论通过。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姜妮 供稿） 

 

 

陕西省图书馆修复组积极开展修复培训工作 

 

2014 年 8 月，陕西省图书馆修复组接待了来自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图书馆的

屈亚文老师和来自陕西中医学院图书馆的李冠华老师，他们利用暑假的休息时间，

自发向单位申请前来我馆古籍修复组学习古籍修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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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冠华老师修复作品展示                    屈亚文老师修复作品展示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图书馆现有古籍 2.2万册，大部分为经学类古籍，另有 130

余部特色地方志，值得注意的是，该图书馆的古籍已经全部实现了数字化，建有

古籍数据库，供读者浏览。 

陕西中医学院图书馆存藏有古籍 1700余部，3.8万册，多为中医药方面的典

籍，也包括少量的工具书、史书以及医方碑拓片等。据介绍，部分馆藏古籍来自

于老中医捐赠。 

通过近一个月的学习，两位老师在修复组薛继民老师的指导下，分别完成了

一部古籍的修复工作。从修复档案的填写到配纸，从纸钉的搓制到函套的制作，

每一个步骤都独自完成，精益求精。其中，来自陕西省中医学院图书馆的李冠华

老师喜好拓碑和书画装裱，在结业时特地向我们古籍修复组赠送了由他本人装裱

的立轴一幅。 

陕西省图书馆修复组一直致力于本馆的古籍保护工作，并为省内古籍存藏单

位提供技术支持，目前，帮助安康市汉滨区少儿图书馆实验性修复严重水渍、霉

蚀古籍三册；为渭南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古籍室、西安碑林博

物馆分别提供修复工具一套；接受外单位来馆培训古籍修复技术四人次。今后我

们还将继续努力，为本省的古籍保护工作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吴菲菲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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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陕西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及“第二批 

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入选情况总结 

 

为进一步推进我省珍贵古籍保护工作，强化珍贵古籍管理，促进古籍保护工

作持续规范开展，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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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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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政办发[2008]43 号）精神，陕西省文化厅下发了“关于开展第一批

陕西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评定工作的通知”（陕文社发[2014]6号）和“关于

申报第二批<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的通知”（陕文社发[2014]27号），启动我省第

一批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第二批珍贵古籍名录申报评审工作。 

截止 4月 10日，全省十四家古籍存藏单位向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递交纸

质申报书。7月 10日至 16日，由六名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和三名省

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工作人员组成三个考察小组，对十四家申报单位逐一进行实

地考察。9月 18日，“第一批陕西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暨第二批陕西省珍贵古籍

名录评审工作会议”在省图书馆召开，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向省古籍保护工作

专家委员会汇报对各申报单位的实地考察情况，后经全体与会委员讨论，一致推

荐西安碑林博物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三原县图书

馆、宝鸡市图书馆、汉台区图书馆、陕西理工学院图书馆及勉县图书馆等八家单

位入选第一批陕西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提交陕西省文化厅最后审定。

 
第一批陕西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暨第二批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评审工作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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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8 月 20 日，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共收到全省十二家单位三百四十七

部古籍申报信息。8 月 21 日至 9 月 15 日，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对第一批陕西

省珍贵古籍名录中经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审核通过、留待二批省名录

公布的 336 部古籍、二批省名录新报三百四十七部部古籍进行初审。9 月 18 日，

在“第一批陕西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暨第二批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评审工作会议”

上，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向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提交二十六家单位的二

百八十部古籍入选二批省名录，经全体与会委员讨论，同意推荐二十六家单位的

二百七十八部古籍入选我省第二批珍贵古籍名录，提交省文化厅最后省定。 

 

 

第一批陕西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评审情况 

序

号 

考察 

分组 
申报单位 

入选《国 

家名录》 

入选《省 

名录》 

古籍 

总量 

1 第一组 西安碑林博物馆 12部 16部 2.4万册 

2 李全虎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4部 6部 4.5万册 

3 康万武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5部 11部   5万册 

4 侯蔼奇 咸阳图书馆 未入选 1部  8456册 

5  延安市图书馆 未入选 未入选  5101册 

6 第二组 

马民玉 

杨居让 

刘  颖 

三原县图书馆 2部 6部 2.7万册 

7 宝鸡市图书馆 1部 1部  9492册 

8 富平县图书馆 未入选 未入选  9600册 

9 合阳县博物馆 未入选 未入选  8400册 

10 兴平市博物馆 未入选 未入选  5606册 

11 第三组 

张海翔 

徐大平 

姜  妮 

安康市汉滨区少儿馆 1部 5部 1.1万册 

12 汉中市图书馆 未入选 未入选 1.9万册 

13 陕西理工学院图书馆 1部 9部 1.8万册 

14 勉县图书馆 未入选 未入选 1.3万册 

            第二批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及入选情况 

序

号 
申报单位 

一批遗留 

（部） 

二批新申报 

（部） 

二 批 入

选（部） 

总入选

（部） 

1 陕西省图书馆 115 
 

 114 

2 安康市汉滨区少儿馆 4 
 

 4 

3 宝鸡市图书馆 2 
 

 2 

4 岐山县图书馆 4 
 

 4 

5 陕西省理工学院图书馆 1 
 

 1 

6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3 
 

 3 

7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2 
 

 2 

8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1 
 

 1 

9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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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陕西中医学院图书馆 2 
 

 2 

11 西安碑林博物馆 1 
 

 1 

12 西安博物院 44 
 

 44 

13 西北大学图书馆 10 
 

 10 

14 咸阳图书馆 3 
 

 3 

15 延安大学图书馆 12 
 

 12 

16 尧山中学图书馆 7 
 

 7 

17 周至县图书馆 2 
 

 2 

18 富平县图书馆 1 1 0 1 

19 临潼区图书馆 3 2 0 3 

20 华县图书馆 1 24 9 10 

21 勉县图书馆 4 6 2 6 

22 三原县图书馆 6 11 1 7 

23 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13 207 11 24 

24 临渭区图书馆 
 

4 0 0 

25 高陵县图书馆 
 

34 3 3 

26 西安市图书馆 
 

4 1 1 

27 长安区图书馆 
 

12 0 0 

28 汉中市图书馆 
 

40 2 2 

29 略阳县江神庙民俗博物馆 
 

2 0 0 

  250 347 29 278 

我国古代文献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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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实施“中华古籍保

护计划”，在中央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

契机下，启动我省第一批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第二批珍贵古籍名录申报评审工作，

既是紧随国家古籍保护步伐的体现，又是逐步完善我省古籍保护体系的重要举措，

也藉此推动了我省古籍保护工作走上新的台阶。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王小芳 供稿） 

 

 

第九期全国古籍鉴定与保护高级研修班学习交流与体会 

 

9月 19日至 27 日，我和蔺晨二位同志参加了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贵

州省古籍保护中心和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承办的“第九期全国古籍鉴定与保护高

级研修班”。本次研修班是国家首批“培训基地”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全国性的培

训班，同时也是国家图书馆第一次与高校合作举办培训活动。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研究馆员在开班仪式的讲话中也特别强调了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对本期研修班的高度重视，希望通过培训能让大家进一步认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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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古籍鉴定与保护工作，完成古籍普查任务，建立一个长期的古籍保护人才培

养模式。 

 

本次高级研修班历时九天，以训练撰写善本古籍书志为重点。国家图书馆张

志清副馆长，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古

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吴格教授，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副研究馆员李际宁先生以及中

山大学图书馆特聘专家沈津先生承担本次研修班的授课任务。授课期间几位老师

各有所重，详尽其能。张志清副馆长在专题会议上，专门就《书志》丛书征稿的

相关问题向与会学员作了详细说明。国家保护中心王红蕾博士后则介绍了中华古

籍保护计划，并讲解了近期古籍保护的工作安排，就国家珍贵古籍数字化项目、

海外中华文献典籍合作保护项目等事宜作了介绍。吴格教授为大家介绍了《中国

古籍总目》编纂的相关情况，就其著录对象、立目原则、分类设置作了说明。同

时他为研修班的重点内容：古籍书志撰写，准备了充分的资料，不仅为大家分析

了孙氏平津馆、瞿氏铁琴铜剑楼等明清近代藏书楼撰写的书志、历代书目提要，

还对大陆、港澳台地区甚至日本、欧美等域外书志作了介绍。长期从事敦煌遗书

和佛教文献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副研究馆员李际宁先生，在

课堂上细致地为大家讲解佛教典籍版本、分析佛经文献编目最常遇到的问题，并

且强调佛经文献的书志撰写规范应充分考虑其编纂习惯而制定。最后由沈津先生

指导我们完成了最重要的书志撰写实践课程。沈先生细致地讲解了《美国哈佛大

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的成书经过，遴选其中书志数篇，与《续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北平图书馆善本书志》等多部书目、提要比较分析，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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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充分体会了“哈佛模式”的书志撰写要求。在沈先生的带领下，学员们结合《书

志》丛书的征稿格式，每人撰写了一篇书志。沈先生对这些书志，从内容到组织、

甚至标点的使用都进行了细致地指导，既有针对学员提出的钤印、句读等具体问

题个案的辅导，也有对大家选出的代表性作品进行了逐条逐段的点评，令人受益

匪浅。  

通过这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课程，大家对善本古籍书志撰写有了一定

的认识，也了解了古籍保护工作的下一个方向，不仅要进行普查著录古籍信息，

还要全面深入的揭示古籍，客观总结前人对文献版本的研究，才能实现让古籍活

起来的内涵。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刘颖 供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 及“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 

在京成功举办 

2014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于 10月 10日在北京隆重开幕。按照文化部要求，为

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创新公共文化服务

模式，使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于年会期间举办“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论坛”。论坛邀请社会知名学者、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古籍整

理与文献保护专业委员会成员和各省古籍保护中心负责人、省图书馆古籍部主任

参加。我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省图书馆副馆长张海翔及省古籍保护中心工作

人员参加了年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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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共分为两场，10月 10日下午于北京建国国际会议中心报告厅举行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名家论坛”。在论坛开始前，首先举行“我与中华古籍”有奖征

文颁奖典礼，对获奖代表进行了颁奖。西安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巡视员李森虎

《幸得被劫家藏古籍》荣获优秀奖。 

论坛由首都图书馆馆长倪晓建先生主持，邀请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先生、

大连图书馆终身馆长张本义先生、著名文化学者王蒙先生做了演讲。吴建中先生

的演讲题目是“为藏书文化鼓与呼”，他提出了每个人都是一座图书馆的理念；

张本义先生的演讲题目是“关于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思考”，他认为诵读经典

是学习体验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在诵读中悟道、在诵读中收获，号召全民诵读

经典；王蒙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历史进行了回顾，论述了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

重要价值与意义，并对当前文化的走向提出了思考。 

10月 11日下午，年会第二十分会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论坛”召开。

论坛开始前举行了 2014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成果宣传推广活动颁奖仪式和

西藏藏医学院向国家图书馆捐赠《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捐赠仪式。陕西省

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学会荣获组织奖。 

专业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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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及古籍整理与文献保护

专业委员会专家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起草的《图书馆古籍工作者倡议书》进行讨

论。专家对宣言给予了高度肯定，号召不仅是图书馆古籍工作者，全社会都加入

到古籍保护的队伍中来。最后全体举手通过并宣读倡议书。 

年会期间，文化部还组织召开了“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会上，国家图

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韩永进作古籍保护工作报告。文化部党组副书

记、副部长杨志今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教育部、国家民委、国家宗教事务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文化部领导以及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代表，各省（区、市）文化厅（局）长、社文处长，副省级以上公共图书馆馆长，

古籍保护专家代表等近两百人参加会议。 

在此次会议上，文化部授予首都图书馆等八十一个单位“全国古籍保护工作

先进单位”称号，授予张昊等一百五十七人“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我省有六名古籍工作者、三家单位获此称号。大会还向国家图书馆等十二家“国

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颁牌。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山

东省文化厅厅长徐向红、浙江省文化厅厅长金兴盛分别就开展古籍保护、促进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了经验介绍。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姜妮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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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三则 

 2014年 9月 19—27日，“第九期全国古籍鉴定与保护高级研修班”在贵州民

族大学图书馆举办，陕西省图书馆刘颖、蔺晨参加了此次培训。 

 2014年 10月 13 日—11月 29日，“第二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与工作管理研修

班”在天津图书馆举办，陕西省图书馆陈彦婷参加了此次培训。 

 2014年 10月 19—31日，“第二期全国传拓技术培训班”在上海图书馆举办，

陕西省图书馆魏瑜参加了此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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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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