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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冶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举行

为配合国务院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公布,6 月 14 日至 7 月 20 日,由文化

部主办、部际联席会议单位参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图书馆)承办的“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冶在国家图书

馆古籍馆展出。 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展品最精的一次大型古籍展览。
全国 80 家单位和个人参展,其中既有图书馆、博物馆,也有出版社、书店等出版经营单位,还包括一些个

人收藏家,涉及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民委、新闻出版总署、宗教局、文物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学院、社会

科学院和军队等各个系统。
此次展出的近 400 件展品都是从荣登 2008 年 3 月 1 日国务院正式批准颁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的 2392 种古籍中遴选出来的,或为宋元旧本、明清精椠,或为旧钞名校、珍秘未传之本,更有生动优美的

六朝隋唐写本、墨气逼人的宋明拓本、版画等,均为国家一、二级古籍。 其中最早的一件为旅顺博物馆收藏的

西晋元康六年(296)写本《诸佛要集经》残卷。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展品中有不少是首次公开登记、公开展出

的珍贵古籍乃至孤本,如目前存世的最早、保存最好的《十三经注疏》版本等。 另外,这次展览对中国多元文

化也有所反映,展品除汉文古籍外,还包括 33 种少数民族语文古籍。
为了更好地展示中国灿烂的文化,展览从书籍史的角度划分单元,系统地向公众介绍了各个时期的官刻

本、坊刻本、套印本、活字本、稿本、碑帖等古籍知识。
此次展览是全国古籍精品和古籍保护成果的一次重要展示,对于推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普及古籍保护

知识,培养和提高公众的古籍保护意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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