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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古籍普查进度情况及计划 

——在“全国古籍普查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陕西省图书馆馆长马民玉 

（2017年 5月 25日） 

 

各位领导：大家好! 

转眼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已经十周年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

也十周年了。回顾这十年来的古籍保护工作，让人感慨万千。自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

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以来，全国古

籍保护工作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各省市古籍保护中心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领导下，

做了大量的工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已经裨益全社会，浸润着人们丰富多彩的文化

生活。和全国一样，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从古籍普查到分级管理，从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评审到深层保护，从古籍存藏单位整体环境改善到数字化加工，文献整理、开发、

利用等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和效果。毫不夸张地说，经过十年的辛勤努力

和艰苦工作，全国古籍保护已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上了一个新台阶。 

进入“十三五”以后，随着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整体发展和要求，作为

古籍保护的基础工作——古籍普查更显得刻不容缓。尽快完成古籍普查登记，拓宽古

籍保护新思路，已是势在必须。我们一定要下大力气，克服古籍普查中跨系统、跨行

业协调合作难度大，经费、人力资源紧张等问题，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完成古籍普查登

记工作。对于陕西来说，在 61家古籍收藏单位约 11万部古籍中，截至我来开会之前，

59家单位已完成并提交了 9.2万余条数据，完成了总任务量约 84%。剩余 11家单位近

2万部古籍数据尚未完成。 

下一步，我们要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组织人力，加大力度，对已提交的数据加紧审核。争取在今、明两年内，把

各单位已提交给省保护中心的数据全部审核完毕，批量提交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配合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完成数据审核订正，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辑出版《陕西省古籍普

查登记目录》。 

二、2017 年，全力以赴，基本完成剩余的——主要是文博系统 11 家单位不到 2

万部古籍的普查登记工作。我们已经采取了组织自愿者团队，深入到各古籍存藏单位，

各个突破，帮助他们完成古籍普查登记。 

三、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指导下，以陕西传习所为依托，从 2016 年到 2019 年，

在四年内按时完成馆藏国家一级珍贵古籍、清雍正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的修复

保护，总结经验，做好示范。 

四、加大全省珍贵古籍数字化力度，快速公布数字化成品以及普查登记目录数据，

服务社会。 

五、今年年底正式启动《中华古籍总目·陕西分卷》的编纂工作。积极认真完成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布置的新工作、新任务。 

六、联合陕西高等院校科研力量，合力开展古典文献研究与开发利用，使传统文

化研究成果在陕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璀璨闪烁。 

以上就是我汇报的陕西省古籍普查基本情况，以及今后工作计划。不妥之处，敬

请赐教。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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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与工作管理研修班”圆满结束 

 

 4月 27日，“第六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与工作管理研修班”在陕西省图书馆圆满

结束。在万群等授课老师和全国 17 个省市 20 家单位 23 位古籍修复保护骨干人员的

共同努力下，经过为期近 40 天的修复实践活动，本次研修班顺利完成了预期培训教

学实践内容，修复完成陕西省图书馆藏珍贵古籍《古今图书集成》200册。 

 

研修班先后邀请了天津图书馆万群、张建国，陕西省图书馆杨居让，山西省图书

馆邢雅梅、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肖晓梅、上海图书馆张品芳等六位古籍修复专家向学

员们分别主讲了陕西省图书馆古籍藏品主要来源和版本鉴定举例、修复案例详解、修

复技艺操作规范，以及修复实践基本要领等内容，让大家在体会“传帮带”实践研修 

的同时，又学习了古籍修复保护及其专业课理论知识。结合修复实践，全体学员还进

行了两次内部讨论，通过交流探讨，大家不断完善了修复细节，提高了修复技艺，为

陕西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今后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培训

期间，省古籍保护中心还组织学员参观了陕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研究中心和西安 

碑林博物馆，使大家了解了陕西在文化遗产保护中通过现代文物保护技术和手段所取

得的优秀成果。本次研修班通过各种形式的业务交流，为学员提供专业的交流平台，

在面对修复难题时大家能互相帮助，将老师的讲授与各自遇到的不同问题相结合，团

结协作攻克难关。有几位去年参加过研修班、修复技术高超的学员，在具体修复细节

上展现的精湛技艺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上，都为新学员做出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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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修班结业典礼仪式中，学员们以组为单位对近 40天的修复成果进行了集中展

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培训组负责人庄秀芬，陕西省图书馆副馆长、陕西省古籍保护

中心副主任张海翔，陕西传习所导师万群、山西省图书馆邢雅梅和学员一起观看并分

享了学习成果。 

 

 
结业典礼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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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主持。首先，庄秀芬老师致辞，充分肯定了研修班所取得的成绩。其次，万群老师

综合评述了研修班修复保护情况，她肯定了研修班学员们在短期内取得的修复成绩，

鼓励学员们回到岗位要继续努力工作。第三，湖南图书馆颜胜代表研修班全体学员做

了发言。他表示，此次研修班为学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业务交流平台，收获很大。接 

着，在会上向 23名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最后，张海翔副馆长对研修班做了总结

性讲话。研修班的圆满结束，离不开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大力支持，更离不开培训班

各位授课老师悉心指导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员们的认真努力、勤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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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六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与工作管理研修班”结业典礼上的讲话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陕西省图书馆副馆长张海翔 

（2017年 4月 27日）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在这里举行“第六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与工作管理研修班”

结业典礼。我代表陕西省图书馆和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对研修班老师们的悉心指导

和同学们认真学习、勤奋实践及顺利结业，表示衷心祝贺和诚挚感谢！ 

刚才，我看了同学们的修复成果，非常感慨，心里油然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情，这

些代表传统文明的珍贵文化典籍，曾经是那样的严重破损，但经过你们的聪明智慧、

灵巧双手，已被修复得几乎和原书叶一模一样，天衣无缝，毫不夸张地说，你们是妙

手回春的古籍医生！ 

这期短暂的研修班就要结业了，这是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陕西省图书馆举办的

第二次全国性的修复技术与工作管理研修班，我感觉到非常的欣慰和自豪，我特别要

感谢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对陕西省图书馆的厚爱与支持，我们一定不辜负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的期望，要把陕西省的古籍保护工作做得更好。按照计划，我们这次研修班超额

完成了预期的教学实践内容：修复《古今图书集成》200册，工作量超过了上一次研修

班的一倍，大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高了修复技艺和水平。研修班还组织参观了

陕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研究中心和西安碑林博物馆，感受了陕西作为文化大省的

文化底蕴，了解了陕西古籍修复与文物保护的技术和手段。在繁忙工作的同时，先后

聘请了杨居让、张建国、邢雅梅、肖晓梅、张品芳等老师，分别主讲了陕图古籍藏品

主要来源和版本鉴定举例、修复案例详解、修复技艺操作规范，以及修复实践基本要

领等内容，让大家在体会 “传帮带”实践研修的同时，又学习了古籍修复保护及其专

业课理论知识。对于来自全国 17个省市 20家单位的 23名古籍修复保护骨干人员来说，

这个研修班肯定是一个不同寻常很有意义的学习、实践、交流派对，大家聚集西安，

共同生活，相互学习，协作工作，建立友谊，一起参与修复保护国家级一级珍贵古籍

《古今图书集成》的情景，必将在每一位学员的心中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我们陕西

省图书馆也会因为你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在我们镇馆之宝《古今图书集成》的修

复保护过程中，在那些修复完好的书页里，有你们的功劳以及付出的辛勤汗水。 

从 3 月 20 日开班到今天，在这将近 40 天的时间里，研修班的学员们遵守纪律，

服从安排，展现了良好的个人素养；在指导教师的带领下，学员们认真敬业，积极负

责，表现了较高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责任感。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万群老师，作为

指导老师，她不辞辛苦，多次奔波于天津—西安两地，踏实笃敬，认真负责，让我们

十分感动！谢谢万群老师。 

各位老师、同学门，紧张而短暂的研修班就要结束了，同学们也将很快回到自己

的所在单位，承担起修复保护其他珍贵文献的重担。陕西省图书馆和陕西省古籍保护

中心将铭记你们，这里有你们留下的辛勤汗水，也有你们熟悉的笑容和美好的回忆。

我们团结友爱、亲密协作建立起来的友谊，地久天长。欢迎大家有机会再到西安来，

再到陕西省图书馆来，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 

最后，祝大家回家路上一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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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古籍保护中心领导到中共陕西省委党校督导古籍普查工作 

 

6月 13日，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省图书馆馆长马民玉，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

省图书馆副馆长张海翔，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杨居

让组成督导组到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图书馆，对其古籍普查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副馆长元德保热情接待督导组的到来。元馆长介绍道：省委党

校图书馆藏有十分珍贵的古籍，以前家底不详，在省古籍保护中心的指导下，立即开

展普查登记，保证今年按时完成古籍普查任务。马民玉馆长查看了保存的珍贵古籍，

强调古籍普查一定要落到实处，有什么困难请及时与省古籍保护中心取得联系，今年

一定要完成古籍普查任务。 

 

 

组织志愿者团队加快进行古籍普查工作 

 
为尽快完成全省古籍普查工作，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自 2015年开始，赴陕西学前

师范学院、陕西省档案馆督导工作，2016年赴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陇县图书馆、

户县图书馆、西安博物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督导工作，2017 年赴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督导工作；同时，组织志愿者 2015年协助华阴市图书馆古籍普查, 2016 年协助陇县图

书馆、户县图书馆、三原县图书馆、扶风县图书馆、汉中市图书馆、麟游县图书馆、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古籍普查，2017 年协助米脂县斌丞图书馆、陕西省档案馆协助古籍

普查。2017 年，延安大学、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大荔县文物旅游局分别派出本单位工

作人员前来省图书馆学习古籍普查平台著录，投身于古籍普查的实践活动。 

米脂县斌丞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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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省档案馆  

 
截至目前，全省公共图书馆全部完成古籍普查平台登记著录工作。其余单位正在

抓紧进行古籍普查工作，力争今年完成古籍普查工作。今年下半年，陕西省古籍保护

中心重点督导单位是全省档案文博系统图书馆，并将继续派出志愿者赴有关单位协助

进行古籍普查。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又向 21家单位兑现古籍编目费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根据 1月 11日发布的《关于发放古籍编目费的通知》

要求，经过两个月收集结算票据和银行账户信息工作，于 3月份向 21家古籍存藏单位

兑现古籍编目费。此次 21家单位的古籍数据为 38313部，兑现古籍编目费 114939元。 

自 2015 年 4 月，省古籍保护中心向 34 家单位兑现古籍编目费之后，至 2017 年

元月，又有 21家单位先后提交古籍登记目录或完成古籍平台著录工作。兑现标准仍为 

3 元/条。21家单位有：户县图书馆、周至县图书馆、彬县图书馆、三原县图书馆、陇

县图书馆、麟游县图书馆、扶风县图书馆、华阴市图书馆、潼关县图书馆、韩城市司

马迁图书馆、汉中市图书馆（汉台区）、安康市汉滨区少儿馆、丹凤县图书馆、陕西

师范大学、西北大学、陕西理工学院、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博物院、兴平市博物馆、

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馆、陕西省文史研究馆。   

截至目前，全省 72 家古籍存藏单位约 11万条数据，已提交登记目录 62家 9.5万

条数据，完成全省古籍普查总任务量约 86% 。今年内,未完成古籍普查的 10 家单位必

须完成基本项著录。各单位在完成基本项著录的基础上，要加快完成完全项著录，之

后，再发 3元/条古籍编目费。待数据交到出版社，经确认后，再发 5元/条编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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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古籍普查进度调查表（陕西省数据） 

 

 

 

《中华经典古籍库》推介会与《重庆图书馆藏民国时期未刊书丛编》 

出版研讨会在重庆召开 

 

    4月 6—8日，中华书局与重庆图书馆联合举办的《中华经典古籍库》推介会与《重

庆图书馆藏民国时期未刊书丛编》出版研讨会在重庆图书馆召开。受陕西省图书馆馆

长、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马民玉的委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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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陕西省图书馆参加会议。 

 

省  份 陕  西 

古籍总藏量（部）（估算） 110000  

备  注 预  估  

完成普查数据（部） 92160 

完成率 84 %  

古籍收藏单位数 72 家  

备  注 基本核实  

完成全部普查单位 55 家  

完成率 76 %  

基本完成普查时间 2017年底   

 

备注：古籍总藏量及古籍收藏单位总数均为“十三五”期间能

完成的总量，完成率可空缺，数据截止 2017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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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总结表彰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 

 

4月 25日，陕西省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总结暨全省文物工作会

议，副省长魏增军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文物局局长赵荣作工作报告，会议通报表彰可

移动文物普查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经验交流发言，省政府副秘书长张小宁主持会议。 

魏增军指出，陕西是文物资源大省和文物工作强省，去年以来在陕西省委、省政

府部署下，文物系统以高度政治责任和文化担当肩负起保护文化遗产和文化安全使命，

积极建设彰显华夏文明历史文化基地，在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独有作用。 

魏增军对文物工作提出四点要求，要强化意识夯实文物保护主体责任，要积极作

为提升文物保护管理水平，要共享资源让普查成果惠及群众，要发挥优势加强对外交

流合作。他强调，陕西拥有“中华民族精神标识”，是国务院确定的“彰显华夏文明

的历史文化基地”，文物工作者要以高度文化自觉不断增强自身责任感和使命感，自

觉担当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者、传播者、推广者，充分发挥陕西文物资源优势，

推动文物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文化建设大局。 

赵荣在报告中指出，陕西普查工作自 2012 年至 2016年历时 5年，分普查试点和

全面普查两个阶段进行。通过普查全面摸清全省收藏可移动文物国有单位情况和可移

动文物数量及分布，建立较为完善的藏品登录制度、国有可移动文物收藏单位名录和

国有可移动文物名录及国有可移动文物调查、认定、登记、管理工作机制，基本建成

国有可移动文物信息资源库，初步实现国有可移动文物资源标准化、动态化管理。文 

博工作者文保意识增强，文物藏品管理水平得到提高，为藏品科学化预防保护奠定基

础，公众文化服务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 

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周魁英宣读  《关于表彰陕西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 普查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报》，省教育厅、省文化厅、西安市、安康市、省档案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作经验交流发言，省委和省政府 24个相关部门、省及各市普查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和文物部门、省文物局直属单位和社会相关文物收藏单位、受表彰的先进

集体和个人代表参加。 

陕西省图书馆副馆长张海翔、历史文献部主任杨居让和历史文献部古籍整理组组

长刘颖参加了会议。 

 

 

 

文化部第八期全国高技能人才（古籍修复）培训班在杭州举行 

 

由文化部主办、杭州艺术职业学院承办的“第八期全国高技能人才培训班（古籍

修复）培训班”于 5 月 7—13 日在杭州艺术职业学院举行。本次培训班汇集了来自来

全国 31 个省市的高技能人才共计 61 位学员。文化部人事司副司长王太钰、浙艺院长

黄杭娟等出席开班典礼。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派省馆历史文献部修复组吴菲菲同志参

加了培训。陕西省国画院也派出一名同志参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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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古籍修复专业培训班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新部署、新要求，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力度，加强文化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延请

行业高技能专家传授修复技术，开展古籍修复保护培训交流，以加快提升从业人员专

业修复能力。此次培训班所有课程安排紧紧围绕文化部人事司对本次培训的目的和要

求，邀请到的授课教师都是在文化系统和古籍修复行业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老师。文

化人才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力度及承担文化传承和创新

中任重道远。 

开班典礼后，培训班学员即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中。本次培训班采用专题讲座、

案例赏析、书画装裱、古籍修复实践课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训，并辅以实地现场教学

课程。授课教师有浙江绍兴文理学院党委书记汪俊昌、中国丝绸博物馆修复技术部主

任汪自强、浙江图书馆副研究员阎静书、浙江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陈谊、汪帆、浙江省

文化馆研究馆员周子清，以及浙艺专业教师等。 

在 5天的紧张学习中，学员们系统学习了中国书画装裱、古籍修复方面理论知识，

力求掌握装裱和古籍修复技艺的核心技术。与此同时，还与来自各个省市的图书馆、

博物馆同仁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讨论，视野更加开阔。  

通过培训，大家对古籍修复有了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并取得了由文化部颁发的合

格证书，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                       （省馆历史文献部吴菲菲） 

 

 

陕西省高校图书馆古籍与特藏文献工作研讨会在陕西理工大学召开 

 

6月 6日，由陕西省高校图工委主办的“陕西省高校图书馆古籍与特藏文献工作研

讨会”在陕西理工大学图书馆召开。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杨居让、陕西省

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张惠君，以及来自我省 23所高校图书馆的馆长和

特藏文献工作人员五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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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由陕西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王长安主持。陕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程琳杰与会

并代表全体师生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对各位嘉宾和图书馆同仁的到来表示

诚挚欢迎。杨居让主任作了大会发言。他总结了近期全省古籍普查工作进展概况，提

出了下一步古籍保护及督导普查工作计划和方案，并讲了建立联合机制进行古籍开发

和利用的必要性 

研讨会上，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藏民族大学、

长安大学、西安科技大学、延安大学、陕西理工大学等 8 所学校的代表分别就图书馆

特藏建设、古籍收集、整理与保护、特色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地方文献建设收藏与

整理等内容作了大会报告。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田向阳作了会议总结。 

与会代表还参观了陕西理工大学图书馆、汉中市图书。 

 

会议期间，杨居让主任和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綦胜利同志到陕西理工大学图书

馆和汉中市图书馆指导古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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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图书馆古籍保护掠影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图书馆古籍特藏室建于 2007 年，原为陕西教育学院图书馆古籍

室。自 1963年建校以来，我馆陆续收藏古籍两万余册，包括明、清至民国年间各类刻

本，抄本及影印本，内容丰富、四部咸备，其中不乏善本、精刻本、批校本等。 

我馆古籍保护工作历经三十多年风雨历程，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一定成绩。 
 

一、整合古籍资源，优化建库并自建古籍数据库 

 
古籍建库剪影                            古籍展柜 
 

1985年，我馆从故纸堆中清查和初步整理了两万余册古籍；1992年，聘请专家，

按四部法分编了所有古籍，并进一步甄别、整合、排序、上架；2007 年 3 月，经过精

心筹划、统筹安排，建成古籍阅览室，并正式接待读者。古籍阅览室的开放，满足了

广大师生对古籍文献阅读与研究需求，成为我馆特色服务项目。 

2011年 12月，我馆古籍特藏室搬迁至长安校区图书馆三楼，书库的藏书条件得到

极大改善。目前库室面积约 300 平方米，馆藏古籍均藏于全樟木玻璃门书柜和展览柜

中，室内安静整洁、古朴优雅、光线柔和、空气流通好。书库安装防盗门、气体消防

系统、除湿机、空调以及监控系统等设施，配有实木阅览桌椅。这些为古籍保护与研

究利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此外，为了进一步加强古籍阅览室的管理，我馆相继出台了《古籍特藏室管理细

则》 《古籍阅览制度》和《古籍库出入的登记制度》 《古籍阅览室接待校外人员办

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工作人员严格遵守这些规章制度，规范工作流程，使古籍保

护工作落实到实处。 
 

二、积极开展馆藏古籍普查工作 

2014 年，为更有效地保护和利用馆藏古籍，我馆主动接洽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

2015 年，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确定我馆为“陕西省古籍存藏单位”，并允许进入“全

国古籍普查平台”，展开古籍普查工作。目前，我馆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古籍的著录

工作。截至 2017年 5月，共著录数据 1157条，13782册。 

由于我馆的古籍普查工作起步晚，在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即将结束前才进入“全国

古籍普查平台”开展工作，面临着时间紧、任务重、人员少、缺乏专业知识等多方面

困难。但古籍室的两位同志在做好日常读者接待工作的同时，一边恶补古籍版本知识、

学习古籍著录规则，一边摸索着进行馆藏古籍普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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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普查著录                      曾凯馆长查看古籍著录数据 

 

三、加大馆藏古籍的宣传力度，有效推进古籍保护工作 

2011 年，为加大馆藏古籍的宣传力度，我馆多维度优选特色古籍六十多种，并配

置彩色图片，形成《陕西教育学院图书馆古籍要览》，对特色馆藏古籍进行了重点推

介。这本宣传册有效展示了我馆古籍特色和收藏亮点，成为我馆古籍推介的有力工具，

激发了更多读者古籍阅读和研究的兴趣。此外，我馆还通过开设信息检索課、举办相

关讲座、进行古籍展览、开展读者培训等方式，为广大读者和馆员普及古籍知识，宣

传古籍的珍贵价值，提高大家的古籍保护和利用意识。 

自 2010年始，我馆古籍阅览室的读者接待量逐年增加，目前累计接待读者超 1500

人次。近年来，我馆古籍阅览室还吸引了多批次校外人员前来参观指导和交流学习，

其中包括省市各级领导、兄弟院校、古籍爱好者以及国外友人等，有效扩大了我馆古

籍的对外影响，进一步推动了古籍保护工作。 

 
杨居让主任指导我馆古籍工作             馆藏善本书影 

 

四、重视古籍人才培养，大力促进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 

我馆重视古籍人才培养，积极安排古籍管理人员参加业内相关会议和培训，学习

交流，开阔眼界，促进业务能力和古籍保护工作水平提高。 

2015 年，学校又成立了以校级主管领导为成员的古籍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在全校

范围内，联系相关优势院系，团结中青年学术骨干，组建并正式挂牌成立了“陕西学

前师范学院古籍保护研究中心”，结合我校科研的实际需求，积极参与古籍研究，使

我馆古籍整理和保护工作向更深层次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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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古籍保护虽然取得些许成绩，但保护形势依然严峻。古籍保护工作依然存在

着缺少人手、技术力量薄弱、经费短缺等实际困难。古籍保护是和时间赛跑，任重而

道远。我馆还将加大投入，履行职责，团结各方力量，继续做好古籍保护和整理工作。 

作为古籍工作人员，我们深深迷恋于这些美丽古籍中的文字，感恩前人的恩惠，

庆幸自己能够有机会善待它们，发现他们的价值。怀抱一份热诚，下一份笨功夫，我

们满怀希望，努力向上提升，向下扎根。我们憧憬着这批收藏在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图

书馆里的珍贵古籍，汇集到中华古籍文化遗产的海洋中，为大众所用，为文明传承助

力。诚盼同行提携，学界支持，集腋成裘，共成美业。（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图书馆） 

 

 

简讯五则 

□ 4月 5 日，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收到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编的《广东省古籍保护

工作简报》 no.28、29 各一册。 

□ 5月 22日，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收到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北京市古籍保

护中心工作专刊》总第 7期 1册。 

□ 5月 22日，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收到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编的《浙江省古

籍保护工作简报》总第 46—58期各一册。 

□6 月 19 日，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收到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编的《安徽省国家珍贵

古籍名录图录》1部、《首批安徽省珍贵古籍名录图录》1部。 

□6 月 19 日，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收到宁夏图书馆馆长韩彬主编的《宁夏图书馆馆

藏精品集萃》1部，刘格平传记编委会著的《寻觅真实的刘格平》1部 3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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