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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 2017年工作总结及 2018年工作思路 

 

 

2017 年，省古籍保护中心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指导下，在省文化厅领导下，在省

图书馆支持下，以保护古籍、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开展古籍保护工作，完成了

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指标。现就 2017 年工作总结及 2018 年工作思路，简述如下： 

一、2017年工作总结 

2017年，省古籍保护中心完成的主要工作有以下七个方面： 

1、基本完成了全省古籍普查任务 

在 2017年全国古籍普查工作会议上，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省图书馆馆长马民玉

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签订了“任务书”，提出到 2017年底一定要完成全省古籍普查工

作。 

为加大古籍普查督导力度，省古籍保护中心领导亲赴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图书馆等

单位督导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派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的同志十余人次赴大荔县文物

旅游局等六单位督导古籍普查工作。为解决古籍普查人力资源问题，联系志愿者到省

馆进行古籍普查培训，派出 63 人次赴米脂县图书馆、陕西省档案馆、泾阳县博物馆、

大荔县文物旅游局、城固县博物馆、汉中市图书馆和汉中市博物馆七家古籍存藏单位

普查，完成 10237 部 69956 册；催促西北大学图书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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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社会

科学院图书馆和蒲城县尧山中学勿幕图书馆等八家单位提交了馆藏古籍目录数据

17207部 198420册。 

截至 2017年年底，全省 71 家古籍存藏单位完成古籍普查 10 万余部，发放古籍编

目费 228423 元，除陕西中医药研究院因为装修搬迁，没有进行古籍普查以外，基本完

成了全省古籍普查。 

与此同时，省古籍保护中心组织人力，加大力度，对已经提交的数据加紧审核。

目前，完成陕西省公共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和高校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普

查登记目录 17628条数据终审，并提交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2、重视珍贵古籍修复，开展人才交流培训 

成功举办了两次活动：（1）3 月 21 日—4 月 27 日，在省图书馆组织“第六期全

国古籍修复技术与工作管理研修班”，开展省馆馆藏《古今图书集成》的修复保护项

目，来自全国 17 个省（直辖市）20 家单位的 23 位古籍修复保护骨干参加了培训。

修复完成《古今图书集成》200 册。（2）11 月 26 日—12 月 15 日，邀请 4 家单位 4

名古籍修复骨干来省馆参与《古今图书集成》修复保护项目交流工作站工作，修复《古

今图书集成》800 页。 

3、派员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培养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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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了三次活动：（1）中华书局与重庆图书馆于 4 月 6—8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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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研讨会在重庆召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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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

（2）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古籍修复组吴菲菲和省国画院的一名同志于 5 月 7—13 日赴

杭州参加“文化部第八期全国高技能人才（古籍修复）培训班”。（3）省古籍保护中

心办公室主任、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杨居让主任应邀于 6 月 6 日赴陕西理工大学图书

馆参加 2017 年全省高校图书馆古籍与特藏文献研讨会，并作大会发言。 

4、启动《中华古籍总目——陕西分卷》的编纂工作 

撰写《中华古籍总目——陕西分卷编纂工作方案》，条分缕析了工作方法、要领

及分工。 

5、省古籍保护中心对绥德师范学校抢救受灾古籍提供技术支持 

8月 7日，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杨居让主任等三名学者赴绥德师范学校图书馆考

察受水灾古籍情况，随后，又派薛继民和宋小平两名古籍修复骨干赴绥德师范学校对

抢救受灾古籍提供技术支持。 

6、编辑出版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工作简报》四期，宣传古籍保护工作 

    2017 年，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省古籍保护中心在各古籍存藏单位的支持下，基

本完成了全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各古籍存藏单位经

费紧张，没有专设的古籍保护经费，普查工作举步维艰；其次，地县级图书馆在科学

管理古籍方面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给普查工作带来一定困难。第三，省古籍保护中心

古籍工作人员紧张，不仅要做好省馆古籍普查，还要指导地县馆古籍普查、审核全省

古籍普查数据、编纂《中华古籍总目——陕西分卷》，古籍普查后续工作任务艰巨。

在以后的工作中，省古籍保护中心将进一步引导动员各古籍收藏单位积极开展古籍保

护工作，不断培养基层单位古籍人才，同时吸纳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组成志愿者，让他

们参与到古籍数据审核、编纂总目等工作中来。 

二、2018年工作思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文化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要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我们要认真抓好任务落实、总结

经验，进一步做好古籍保护工作，2018 年中心计划开展以下几项重点工作： 

1、召开一次全省古籍普查工作会议，总结表彰古籍普查工作。 

2、加大古籍普查数据审核力度，尽快出版陕西省各系统古籍普查登记目录； 

3、督促、指导未完成完整项著录的各古籍存藏单位，继续完成完整项著录； 

4、督促陕西中医药研究院开展并完成古籍普查； 

5、开展《中华古籍总目——陕西分卷》编纂，按总目编纂要求，着手进行基础数

据的修订补充，特别是分类项和版本项的整理、归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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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古籍保护中心向全面完成古籍普查平台著录单位发放编目费 

 

在省古籍保护中心的大力督促下，全省 72 家古籍存藏单位已有 71 家向省古籍保

护中心办公室提交了古籍平台数据或古籍登记目录。其中，有 59 家单位完成了完整项

著录古籍平台登记目录工作。 

省古籍保护中心经过审核数据后，曾分两次对 55 家单位发放了基本项著录古籍编

目费，现对完成完整项著录大单位发放剩余古籍编目费（3 元/条）。其中，陕西省图

书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西安博物院、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等 5

家单位尚未完成完整项著录，故暂不发；对完成或承诺于 11 月中旬之前完成古籍平台

登记目录的米脂县斌丞图书馆、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图书馆、延安大学图书馆、陕西省

考古研究院、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图书馆等五家单位一次性发放古籍编目费 6 元/条；对

于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组织派遣志愿者参与完成古籍普查的陕西省档案馆、泾阳县

博物馆、汉中市博物馆、城固县博物馆等四家古籍存藏单位，不发放古籍编目费。 

此次共发放 55家单位 34499条数据 113484 元。 

2017 年，全省将基本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与此同时，将启动 《中华古籍总

目· 陕西分册》 编纂工作。希望尚未完成古籍完整项著录的古籍存藏单位，克服困

难，加快速度，尽快完成本单位的古籍普查。 

 

 

 

附：55家单位数据量及编目费一览表 
 

序号 单    位 数据量（条） 金额（元） 

1 西  安图书馆                  39 117 

2 西安市长安区图书馆 619 1857 

3 西安市高陵区图书馆 934 2802 

4 西安市鄠邑区图书馆 90 270 

5 周至县图书馆 402 1206 

6 蓝田县图书馆 839 2517 

7 西安市临潼区图书馆 351 1053 

8 咸  阳图书馆 448 1344 

9 礼泉县靳宝善图书馆 110 330 

10 乾  县图书馆 138 414 

11 彬  县图书馆 56 168 

12 三原县图书馆 4882 14646 

13 宝鸡市图书馆 1349 4047 

14 陇  县图书馆 65 195 

15 宝鸡市陈仓区图书馆 78 234 

16 凤翔县图书馆 575 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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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麟游县图书馆 16 48 

18 扶风县图书馆 1327 3981 

19 眉  县图书馆 54 162 

20 岐山县图书馆 426 1278 

21 富平县图书馆 805 2415 

22 渭南市临渭区图书馆 335 1005 

23 渭南市华州区图书馆 85 255 

24 华阴市图书馆 191 573 

25 潼关县图书馆 159 477 

26 澄城县图书馆 97 291 

27 韩城市司马迁图书馆 508 1524 

28 蒲城县图书馆 299 897 

29 汉中市图书馆 1392 4176 

30 勉  县图书馆 1068 3204 

31 安康市汉滨区少儿馆 1112 3336 

32 商洛市商州区图书馆 519 1557 

33 丹凤县图书馆 85 255 

34 山阳县图书馆 134 402 

35 延安市图书馆 621 1863 

36 绥德县子洲图书馆 323 969 

37 米脂县斌丞图书馆★ 280 1680 

38 榆林市星元图书楼 527 1581 

39 佳  县国桢图书馆 287 861 

40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404 1212 

41 西北政法大学图书馆 211 633 

42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图书馆★ 902 5412 

43 陕西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1687 5061 

44 陕西理工大学图书馆 532 1596 

45 延安大学图书馆★ 725 4350 

46 西安碑林博物馆 2107 6321 

47 兴平市博物馆 1652 4956 

48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433 1299 

49 合阳县博物馆 1296 3888 

50 西乡县文物旅游局 287 861 

51 洛南县博物馆 127 381 

5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1325 7950 

53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图书馆★ 97 582 

54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349 1047 

55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740 2220 

 
合计 

  
34499 

 
113484 

 
备注：标注★的 5家单位系之前未发放过古籍编目费，此次按 6元/条标准一次性发放；
其余 50家单位均系之前已按 3元/条标准发放过古籍编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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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入选前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统计 

 

2008年 3月，国务院正式公布《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 部）和“第一

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51 个）。 

陕西省图书馆入选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陕西省有 6家单位 14部古籍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中，陕西省图书馆

6部、西安碑林博物馆 3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2部、陕西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1

部、西北大学图书馆 1 部、安康市汉滨区少年儿童图书馆 1部。 

2009年 5月，国务院正式公布《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4478 部）和“第二

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62 个）。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入选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陕西省有 10家单位 100部古籍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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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2 部、三原县

图书馆 2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1部、宝鸡市图书馆 1部。 

2010年 6月，国务院正式公布《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989 部）和“第三

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37 个）。 

西北大学图书馆、西安博物院入选第三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陕西省有 7家单位 35部古籍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中，陕西省图书馆

9部、西安博物院 9部、西北大学图书馆 9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4部、西安碑林博物

馆 2部、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1部、陕西理工大学图书馆 1部。 

2013年 3月，国务院正式公布《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516 部）和“第四

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16 个）。 

陕西省有 3家单位 8部古籍入选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中，陕西省图书馆 3

部、西北大学图书馆 4 部、西安碑林博物馆 1部。 

2016 年 3 月，国务院正式公布《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899 部）和“第五

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14 个）。 

陕西省有 1家单位（陕西省图书馆）5部古籍入选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总结：截至目前，陕西省共有 13 家单位 162 部古籍入选前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其中，陕西省图书馆 53部、西安博物院 37部、西北大学图书馆 24部、陕西师

范大学图书馆 15 部、西安碑林博物馆 12 部、陕西省文史研究馆 5 部、陕西省考古研

究院 5 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4 部、三原县图书馆 2 部、陕西中医药大学图书

馆 1 部、陕西理工大学图书馆 1 部、安康市汉滨区少年儿童图书馆 1 部、宝鸡市图书

馆 1部。 

陕西省图书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和西安博物院等 4 家单位

入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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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拟申报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调研汇报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已对全省各古籍收藏单位展开调查，并通知各单位按照申报

条件核查馆藏珍贵古籍，向省古籍保护中心先提交拟申报古籍目录。经过统计，全省

符合条件的古籍数量有限，最终申报时仍须再斟酌判断。目前，新发现一部明《永乐

南藏》引起了外界的关注。此部《大藏经》系榆林市星元图书楼所藏，经我们现场核

查，为清雍正印本，共存经 88 种 1107 册 1099 卷。虽然所藏并不完整，但由于印刷靠

后，已到雍正年间，所以补版情况非常复杂。版心留有大量的助刊人名，卷末也多有

施经愿文等，两纸相接处一般阴刻有募者、书者、刻工姓名等，信息量很大。且很多

信息是这部《永乐南藏》所独有的，具有较高的版本文献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加

之陕西存世大藏发现不多，对于地县馆来说，能保存这样一部残藏实属珍贵。故我们

建议该馆所藏此部《永乐南藏》参与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 

受藏量硬性指标限制，本省区只有西安碑林博物馆符合“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申报条件。受各种条件限制，本省区近年亦未有单位购藏珍贵古籍。 

建议第六批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能对未入选古籍原因作以简要说明。建

议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复审，以督促各单位查漏补缺，不

断完善保护工作。   

 

 

 

四省（市）图书馆古籍修复骨干参加省馆《古今图书集成 》 

修复与保护项目第二期实践交流活动 

                            

 

 

 

 

 

 

 

 

 

 

 

 

 

 



 

 8 

12 月 15 日，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陕西传习所举办的《古今图书集成》修

复与保护项目第二期实践交流活动在陕西省馆圆满结束。本次活动分别邀请了重庆图

书馆许彤、福建图书馆宋丽钦、湖北省图书馆盛兰、山东省图书馆杨林玫四位古籍修

复骨干来陕交流实践。 

 

 

 

 

在为期 20 天的活动中，四位老师共完成 8 册《古今图书集成》的修复工作，并与

本馆古籍修复组工作人员举行两次交流座谈。对目前该项目所运用的技术细节进行深

入务实的探讨，进一步明确了该项目所秉承的“修旧如旧，最少干预”的修复原则。

活动期间，四位老师还分别进行了馆藏匾额试验性传拓、制作馆藏拓片册页装两项工

作的实践交流，为本馆古籍修复工作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参考和指导。 

陕西省图书馆馆藏一级古籍清雍正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修复与保护项目启

动以来，得到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多家省市古籍保护中心的大力支持。截至目前，累

计完成两万余页的修复任务，取得了可喜成果。 以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为模 

式开展修复国家一级古籍，陕西省传习所具有很大的示范性。 2016 年，经请示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同意，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为《古今图书集成》修复保护项目批拨专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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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建立《古今图书集成》修复与保护项目实践交流站，期望通过各传习所之间的通

力合作，充分发挥古籍修复骨干人员的作用，开创了珍贵古籍修复保护工作的新模式，

促进全国古籍修复保护工作的长效良性发展。目前，已成功举办两期活动，邀请五省

市传习所古籍修复骨干来陕参与《集成》项目的实践交流。 

 

 

省古籍保护中心派志愿者赴大荔县文物旅游局加速古籍普查工作 

 

 

 

 

 

 

 

 

 

 

 

 

 

 

 

 

 

 

 

 

 

 

大荔县文物旅游局是我省古籍存藏单位之一，古籍藏量丰富，约有 5 万册。限于

人力、资金等条件制约，该局古籍一直没有进行过较为细致、彻底的普查，因此有一 

些古籍尚不为外界所知，亟待建立一套完整、可信的目录。暑假期间，省古籍保护中

心办公室曾先后派孟文强等 21 名志愿者前往普查，完成普查数据 1.9 万册；从 11 月 8

日到 12 月 8 日，魏繁星等 9 名志愿者经过一个月的普查，完成普查数据 2890 条 16740

册；寒假期间，中心准备再派志愿者前往，彻底完成大荔县文物旅游局馆藏古籍普查。 

普查期间，该局工作人员一直严格遵守文物管理规定，出入库登记完备，普查志

愿者不能进入书库，须由工作人员提书清点交接后方可普查。但该局古籍书库环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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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理想，书库至于顶楼已经有几十年之久，这对纸质文物来说是非常致命的伤害。在

中心工作人员的建议和该局古籍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已将古籍搬离顶层，重新

选置了新书库，并购置了古籍书柜，较之前完善了存藏环境。 

 

 

西安博物院完成 1000部古籍完整项著录工作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国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及陕

西省古籍保护中心的要求，西安博物院在完成古籍平台基本项著录的基础上，于 2017

年 10月下旬全面启动“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的完整项著录工作。 

全国古籍普查平台是一项全国性的古籍普查工作，在全国所有收藏有古籍的公藏

单位进行，普查范围是民国以前的古籍。包括民国以前的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稿本、

抄本、批校题跋本等不同种类古籍。全国古籍普查平台完整项包括：索书号、分类、

题名著者、卷数统计、版本、版式、装帧、装具、序跋、刻工、批校题跋、钤印、定

级定损及书影等 13项内容。2017年度，西安博物院平台著录工作计划完成院藏古籍中

1000 部清代及以前古籍的著录，民国线装书不在此次普查著录的范围之内。从 2017

年 10月底开始，西安博物院藏品保管部组织了包括两名库管人员及陕西师大、西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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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等大专院校十几名学生在内的人力开展此项工作。此项工作因受库管人员外调、库

房维修电路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迟至 10月底才正常开展，因已近年底，工作任务量较

大，库管人员带领十余名协助工作的大专院校学生，加班加点，克服困难。做数据电

脑不够用，动员学生自带笔记本电脑；因时间短、任务重，为了赶进度，在库房维修

电路的同时开展工作。在重重困难的影响下，短时间内也取得突破性进展，至 12月中

旬，顺利完成 1000部古籍的完整项著录工作。 

西安博物院于 2017 年全面启动古籍普查平台工作，计划当年完成 1000 部古籍平

台完整项著录。此项工作计划在 2018年全面推进，完成普查后西安博物院的古籍资料

基本信息将纳入中华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这项工作将使西安博物院古籍资料有一个

全面的、信息化的提升，对更好的保管、整理西安博物院古籍资料有着重要意义。 

 

 

古 籍 普 查 随 笔 

 

孟文强 

 

 

夫关中者，汉唐故地，周秦旧区，自古为文献之渊薮也。昔在炎刘，司马迁作《史

记》，垂千古史家之典范；刘向、歆校群籍，肇百代经籍之权舆。有唐诗赋取士，诗

人千万，而关中实群贤之所聚。两宋理学肇造，张载创为关学，濂、洛、关、闽，四

居其一。关学薪火，历宋至清，千载不绝，非惟有功孔、孟，亦曰再造斯文，郁郁乎

文哉！ 

近年国家兴古籍普查之策，陕西顺时而动，普查全省馆藏古籍，一时招贤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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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集响应，洵为盛矣。而吾等术业所系，因缘际会，得与盛事，普查往圣遗编，重温

向、歆事业，幸甚至哉！ 

自丙申季夏，吾与同学仝龙伟、胡鹏、苏晓方等十余人，经省图培训，分赴三原、

汉台、扶风、户县，普查著录馆藏古籍，历经二月，终克其役。越明年，春三月，吾

等又奉命往米脂普查一周，其后五月往省档案馆数日，七月往泾阳二十余日，八月往

城固二十余日。其间黄学仕等赴汉中，仝龙伟等赴大荔，各处并举，古籍普查，如火

如荼。而大荔典籍甚多，号曰五万册，非数月不能克其事。吾与诸生自城固还，当日

即赴大荔与仝等会师，一时在大荔者近二十人，可谓盛矣。至九月初始臻其三之一，

而久已开学，遂不得不返焉。其后闻汉中博物馆所藏适中，遂复与马志超等慨然前往，

历二十余日而毕其役。此外吾等尚以课业之余，间往考古研究院、西安博物院普查，

至于今矣。计自丙申夏至今凡二载，北出塞上，南逾秦岭，昼则披览群籍，夜则赋诗

言志，乐且不知倦矣。而杨主任、綦老师、姜师姐统筹始末，助成斯役，亦云勤矣！

总计跋涉所及，遍及三秦，历馆藏十二家，普查古籍二万余部，近十五万册，洋洋乎

大观哉！ 

夫典籍者，文明传承之所系也。欲为往圣继绝学，必先传承其文献，欲传承其文

献，则不可不普查古籍，由此观之，古籍普查固今日当务之急也。关中虽曰文献渊薮，

而非普查，无以知其究竟也。经此普查，感悟实多，请略论之。 

自宋版籍风行，文献日渐多有，关中虽无汲古阁、芥子园之名擅天下，论文献者

不以关中为然。实则非关中无人，而学者以遭际所限，瞩目江左，未遑及此也。今则

古籍普查尚未克终，而全省已得近七十万册，可不谓多哉？普查之余，掩卷叹息，则

见明清以来，三秦士人校刻群籍，代不乏人。夫宋、元尚矣，载籍无征。其在明也，

则秦藩之刊《史记》，府县之刻《张子全书》，许宗鲁之梓《吕氏春秋》，合阳书堂

镌《长安志》，弘道书院雕《吕氏乡约》，传承有序，绵延不绝。其在清也，则三原

刘氏之传经堂、李氏之惜阴轩、泾阳柏氏之经正堂、朝邑刘氏之青照堂、凤翔周氏之

正谊堂、安康张氏之来鹿堂、汉南赵氏之明德堂、大荔马氏之敦伦堂，群雄并起，蔚

然成林。更有贺复斋之《清麓丛书》、李桐阁之《桐阁全书》、李锡龄之《惜阴轩丛

书》、李嘉绩之《怀潞园丛刊》、张补山之《皇朝经世文编补》、味经书院之从刊，

皆学术巨制，册府鸿裁。凡此皆遗在人间，俱在馆藏。而旧无普查，学者无以知之，

以至《中国丛书综录》之著录《清麓丛书》，而未睹其全貌，王海成之整理《李元春

集》，而叹原本难得，使夫未臻尽善，遗憾斯存。今据普查可知遗存甚多，异日公布

天下，必将造福学林，嘉惠后学，是则古籍普查，厥功非浅，岂止普查云乎哉！是为

记。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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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四则 

□10 月 12 日上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调研组一行在省人大常委会领导

陪同下，到省图书馆开展公共图书馆立法调研工作,参观了古籍修复室。 

□10 月 13 日上午,哈萨克斯坦国家图书馆专家学者一行到省图书馆交流学习, 参观了

古籍修复室。 

□10 月 26 日,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收到由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陈东辉先生编著

的、由台湾经学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发行《著名古籍保护专家研究文献目录》一册。

□12月 11日，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收到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赠送的由甘肃省古籍保

护中心编著、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甘肃省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上下册）1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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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