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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山东省图书馆、

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举办庆祝“中华古籍
保护计划”十周年系列活动（上图）。12
月16日，在省图书馆举行的“潘美娣从业
五十三年座谈会暨‘天禄琳琅’装具瓷青
纸羊脑笺纸修复与研究项目专家论证会”
上，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山东省古籍保
护中心主任李勇慧透露，山东省图书馆、
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拟沿用宋刻本《文
选》修复项目科学管理模式，再次启动三

种馆藏国家级珍贵古籍修复项目。此次选定
的三种古籍，都是山东省图书馆馆藏珍品，
也都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分别为宋元
明三个时代亟待修复的典籍，具体包括“天
禄琳琅”装具修复与研究——— 宋刻《万卷菁
华》装具修复、明泥金写经《大方广佛华严
经》纸张修复与研究、元刻本《周易经传集程
朱解附录篆注》修复。

据介绍，2007年1月19日，国务院办公
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
意见》，对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进行总体部署，

提出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中央和地方
相继建立了联席会议、专家委员会和古籍保
护中心，构建了古籍保护工作体系。经过近
十年的努力，全国古籍保护取得了阶段成
果。

自2009年以来，山东省图书馆、山东
省古籍保护中心开展宋刻本《文选》等珍
贵古籍修复项目，成为国家级珍贵古籍修
复科学管理典范，项目经验和管理模式已
作为经典修复案例在全国推广。如今，拟
沿用《文选》修复项目科学管理模式，经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导师、山东省图
书馆古籍修复特聘专家潘美娣与山东省图
书馆、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保护与修复人
员共同研讨，选定三个新的珍贵古籍修复
项目。

据山东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山
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杜云虹介绍，
第一个项目是“‘天禄琳琅’装具修复与研
究——— 宋刻《万卷菁华》装具修复”。此书为
宋刻本，清乾隆“天禄琳琅”藏书，海内孤本。
海内外现存83册，山东省图书馆存80册，国
家图书馆存1册，北京市文物局存2册。“故宫
博物院专家认为我馆馆藏《万卷菁华》的装
帧形式和函套都是出自清宫，是‘天禄琳琅’
的原装原函。此书函套为四合套，函套的表
面织物为宋锦。四合套最上面一块板和侧边
板连结处的宋锦，由于函套经年折叠，表面
织物摩损，在数十年前已断裂。此次修复项
目拟对宋刻本《万卷菁华》装具进行修复。”

第二个项目是“明泥金写经《大方广
佛华严经》纸张修复与研究”。杜云虹说，这
种古籍为明泥金写经，天头、地脚处有较
严重虫蛀，书心保存良好，泥金字体部分
未被伤及。纸张强度较好，但书页粘连处
浆糊已失效。此书在明万历时期有抄配，
抄配部分的纸张和原纸张颜色不同，保存
完好。“本书修复难点在于配纸，也有专
家认为该经抄纸为名纸羊脑笺，有专家认
为是瓷青纸，其纸张表面经过打蜡处理。此
次修复项目拟对此经进行修复。”

第三个项目是“元刻本《周易经传集
程朱解附录篆注》修复”。这部书为元刻
本，包角。上函4册，其书叶下半部分近1/
3在战争年代曾被炮弹穿透，书叶撕裂、缺
损，并有纸张老化、焦脆等现象。下函因
未被炮击，保存情况良好。

杜云虹表示，“这三种古籍都是馆藏中
较为珍贵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其修复具
有典型意义，以此三种古籍和装具作为修复
对象，具备大型古籍修复项目实施价值。”

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推出古籍保护“重头戏”

我省启动三种珍贵古籍修复项目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启
动三种珍贵古籍修复项目当天，正是国家级
古籍修复专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山东传
习所导师潘美娣生日。今年也是她从业五十
三周年。谈到自己的这份工作，潘美娣很平
静，“我一生就做了这一件事。”正是因为这种

“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执著与坚守，有多部古
籍在她的手下获得新颜、迎来新生。

山东省图书馆特意编辑制作了《修·
行——— 潘美娣与古籍修复》，并于潘美娣生日
当天举行了首发式，向这位古籍修复专家致
敬。潘美娣生在上海、长在上海。1960年，被招
进上海市舞蹈学校。学习舞蹈不过3年，就因
病转业到上海图书馆，学习古籍修复技艺，从
此开始了她“为古书续命”的修书生涯。

入道之初，潘美娣即师从修复大师张士
达、曹有福、肖振棠，不仅学到正规的专业
技能，也学到了大师们“认认真真做事，清

清白白做人”这简单清澈、朴实无华的为人
处世之道。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曾担任上海
图书馆馆长的顾廷龙对古籍的热爱和执着，
潜移默化地感染着年轻的潘美娣。这种情感
化作她心底对古籍修复默默无言的深爱与感
悟，并通过指尖的技艺传递出来，形成她优
雅而从容的气韵。

师出名门，加之自身的聪慧与努力，潘美
娣成为时任馆长顾廷龙指定的上海图书馆等
级藏品的修复者，并受委派修复上海嘉定明
墓和江苏太仓明墓出土的“书砖”。从学徒一
路走来，潘美娣深知师傅的点拨对一个人成
长的重要性。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技艺
有时就是一层窗户纸，我捅破它，教给大家，
大家就能少走很多不必要的弯路。”她从不吝
啬将自己的技艺、经验传授给他人，甘愿为他
人捅破那层窗户纸。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潘美娣就着力于培
养修复新生力量。尤其“中华古籍保护计
划”开展的十年里，作为当代古籍修复工作
的元老级人物，潘美娣奔走于全国各地，传
道、授业、解惑。她常笑称自己是“空中飞人”。

2009年，经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推介，
潘美娣应邀北上，受聘于山东省图书馆、山
东省古籍保护中心。从修复室硬件设备设
施，到为7名青年修复人员传授技艺，潘美
娣都殚精竭虑，倾囊相授。

从十七岁的青春年少到七十岁的两鬓苍
苍，潘美娣大半辈子的时光灌注在古籍修复
事业，由她经手修葺的古籍不下万千。“一
生只做一件事”，把修书当成修行，坚守传
统、不断创新，潘美娣用行动诠释着中国工
匠精神，她身上浓缩了新中国古籍修复的历
史，亦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年来古
籍保护与修复事业蓬勃发展的见证。

“一生只做一件事”的古籍修复专家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潘美娣对山东省古籍保护与修复事业的
贡献尤为巨大。为此，山东省图书馆、山东
省古籍保护中心特意举办“潘美娣及其弟子
修复成果展”，让观众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她
们高超的古籍修复技艺与卓著成果。

2009年受聘以来，潘美娣采用传统师带
徒的方式，从搓纸捻开始，手把手地向弟子
们传授揭、托、补、裁、订等修复技法。

在潘美娣的精心培育下，山东省图书
馆、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的年轻修复师迅速
成长。多人达到二级修复师水平，其中1人
被评为全省唯一的古籍修复“高技能人
才”。2016年1月，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
古籍保护中心）取得山东省文物局颁发的
“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3月，“山东省
图书馆古籍修复技艺”获评“山东省省级第
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经过近年来的不懈努力，山东省图书馆
（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先后被国务院授予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被文化部授予“全
国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是全国12个“国
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之一，12个“国家级古籍
保护人才培训基地”之一，首批6个“国家级
古籍修复技艺中心附设传习所”之一，2个“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基地试点单位”之一，是
全国唯一拥有上述全部6个荣誉的古籍收藏
单位，在全国古籍保护领域享有美誉。

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山东省古籍保护
中心主任李勇慧介绍，此次“潘美娣及其弟
子修复成果展”，既有她们的培训学习作
品，也有她们的日常修复成果，“这些展品
记录了她们近年来的成长历程，也记录了山
东省古籍修复中心的发展历程。”

潘美娣及其弟子修复

成果展展示高超技艺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山东省是古籍收藏大省。据统计，全省17市皆有古
籍，收藏单位占已知全国古籍收藏单位数量的17%，全省
古籍总藏量约350万册，位居全国第5位。而与如此浩瀚的
藏量相比，全省古籍修复人才尤显匮乏。

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李勇
慧介绍，为解决这一困境，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拟在全省
开展“古籍修复初级导师”“古籍修复初级学员”培训计
划。12月17日，在为“初级导师”颁证后，又进行“初级
学员”拜师活动。“初级导师”将以“师带徒”的形式向
学员传授古籍修复技艺，培训为公益性质，不收培训费，
培训材料由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提供。

“初级导师”均为“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山
东传习所”正式学员，资历在5年以上，具备丰富的修复
经验和教学能力，“初级导师”资格经山东省古籍保护中
心组织专家甄选审批。“初级学员”原则上是2016年申报
“山东省古籍修复站点”单位的古籍修复人员，从事古籍
修复年限不少于2年、或曾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
古籍修复技术初级培训班。

我省开展古籍修复“初级

导师”“初级学员”培训计划

潘美娣（中）参加“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周年系列活动。

□ 孙先凯

近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会上，我
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 中国人通过观察
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
践”通过审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我国
有中国皮影、中国剪纸、中国雕版印刷技艺
等三十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该名录，
成为目前世界上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
量最多的国家。

我国自2004年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颁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公
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他各级政
府部门也纷纷在普查的基础上建立、公布了
省级、市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统
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经公布四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有1372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入选。

目前，我省公布了四批名录、427项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各地市、区县也建
立了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发掘整理
了数量可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入选其
中。公布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目的在
于保护，而非遗项目数量增长如此迅速，在
肯定其所起到的保护作用的同时，笔者也对
某些地区非遗项目“大跃进”的现象产生了
担忧。

笔者各地采访的过程中，接触了多个非

遗项目和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在基层，
有很多濒临失传的非遗项目被发掘和保护，
也有非遗项目“被成为”非遗；有的非遗项
目在某一地区流传广泛，由于受到行政区划
的限制，同一个非遗项目成为多个市县的非
遗；从事同一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各拉一
派，成为不同的非遗项目……这些现象虽然
是极少数个案，也不禁让笔者产生非遗项目
数量是否有水分的疑问。

非遗项目要保护首先就得有发掘，数量
增长则是在情理之中。在笔者看来，盲目的
数量增加则给非遗保护带来了矛盾：有更多
的非遗项目被发现，这些项目是不是都得到
了很好的保护？会不会陷入“重数量、轻保
护”的怪圈？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笔者认为，非遗的
保护不仅需要重视挖掘非遗资源、增加受保
护非遗的数量，更要重视非遗保护的质量。

首先，政府相关部门要有正确的“非遗

政绩观”。要意识到，单纯的非遗数量增加
并不意味着非遗保护工作成绩的突出。更何
况，随着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进入保护名
录，非遗项目的数量不可能维持持续的高速
增长，新挖掘的非遗项目数量应有规律的递
减。对于政府相关部门的考核，也不应该以
数量作为衡量标准。

其次，对于不同地域、不同人群共同占
有的非遗项目，需要合作保护。而不应破坏
其完整性，以地域、人群划分成不同种类的
非遗项目进行保护。这就要求打破行政区
域、派别的划分，对相类似的非遗项目进行
合作保护。以“蒙古族长调民歌”为例，在
2008年，我国同蒙古国联合申报了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并获得通过。有专家认
为，这体现了联合国保护非遗所传达的“共
享”精神。非遗项目的保护，需要更加强调
“包容性”，不应单纯地定义为属于某一地
区、某些人群，而应是共享的文化遗传。

非遗保护不应只重视数量

□记者 董卿 报道
本报烟台讯 扶贫先扶智。为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烟台市财政局今年安排资金234万元，用于省
定贫困村综合性文化活动室建设和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更
新。

今年以来，该局围绕着改善村风民风，以美丽乡村建
设为主题，坚持环境整治、道德建设、文化惠民等同步推
进，预算安排50万元实施乡村文明行动“百镇千村”建设
示范工程，在全市重点扶持25个乡村文明家园示范村（社
区），以引导城乡环境治理由村（社区）向家庭延伸，由
改善硬件环境向提升人的文明素养延伸，让农村（社区）
乡风民风、人居环境、文化环境“三个美起来”。

234万元为贫困村

买“文化大餐”

12月26日至1月1日
1、12月26—1月1日19：30，山东剧院芙蓉馆演出相声

专场；1月1日19：30，山东剧院演出儿童剧《宝莲灯》。
2、12月25日19：30，历山剧院小剧场演出《历山艺享

汇》相声专场。
3、12月30日19：00，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在齐河文

化中心演出新年音乐会；1月1日19：30，交响乐团在省会
大剧院演出山东新年音乐会。

4、12月31日、1月1日，山东省话剧院在省话亲子剧
场演出儿童剧《小红帽》；12月31日10：00、15：30，在
JN150剧场演出儿童剧《灰姑娘》。

5、12月27日、28日19：30，山东省会大剧院演艺厅演
出话剧《网子》；12月28日19：30，音乐厅演出意大利萨
姆尼特交响乐团新年音乐会；12月31日、1月1日19：30，
歌剧厅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古典芭蕾舞团芭蕾舞《天鹅
湖》。

6、12月30日19：30，济南市吕剧院在群星剧场演出吕
剧《皇上英明》，12月31日19：30在省会大剧院演艺厅演
出吕剧《姊妹易嫁》，1月1日19：30在演艺厅演出吕剧
《墙头记》。

7、12月30日、31日19：30，济南市杂技团在铁路文化
宫演出杂技剧《红色记忆》；1月1日、2日10：00、15：00
在JN150剧场演出亲子魔术主题秀《魔法学院》。

8、1月1日、2日15：00，济南市京剧院在明湖居演出
京剧折子戏。

9、1月1日、2日10：30、15：30，济南市儿童艺术剧
院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演出亲子剧《小吉普变变变》，
2日10：00在宝贝剧场演出儿童剧《灰姑娘》。

10、12月27日、28日19：30，济南市曲艺团在北洋大
戏院演出话剧《茶壶就是喝茶的》；12月31日19：30，在
明湖居剧场演出开心甜沫130期。

11、山东美术馆继续举办：青峰巍峨墨彩璀璨——— 徐
青峰、徐青巍画展；“追梦同行”——— 首届残健共融公
益美术作品展；孔维克从艺50年艺术回报展；墨舞齐鲁
风·山东中国画年度展——— 山东省首届山水画学术大展。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庆祝山东省散文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座谈

会12月17日在济南铁路文化宫举行，学会向山东省散文学
会成立三十周年·散文创作荣誉奖、散文事业发展贡献
奖、创作（理论）成就奖、创作（理论）新锐奖等获奖者
代表颁发了证书。会上还补选了5名副会长。

中国作协副主席、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参加座谈会，
他希望省散文学会在30年来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在创
作上能更进一步，推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来自全省散
文界的同仁70余人参加了座谈。

山东省散文学会

成立30周年颁发各大奖项

齐鲁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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