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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换“新”，未来可“籍”
■骆 凡（扬州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

扬州大学图书馆是全国和江苏省古籍重

点保护单位。近年来，尤其是2023年2月江

苏省高校图工委“古籍保护与活化利用工作

专班”成立以来，我们在省图工委领导下，用

心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数字焕新：珍贵资源共享

近年来，图书馆积极开展古籍数字化工

作，建成“馆藏扬州文化典籍数据库”“馆藏宝

卷文献数据库”。积极参与“江苏省高校珍贵

古籍资源库”项目建设，向资源库（第一期）上

传了明嘉靖刻本《震泽先生集》、明万历程荣

刻汉魏丛书本《新书》、清刻朱印本《东观汉

记》3部珍贵古籍的全文数据资源。2023年

12月，资源库第一期建成启用，实现了珍贵古

籍数字资源共享，方便了师生的研究和学

习。以此为契机，我馆与扬州线装古籍文化

公司合作，完成了《左国类函》等6部珍贵古

籍数字化加工及善本再造。

研究创新：挖掘时代价值

积极参与申报江苏省高校图工委古籍整

理研究项目，共有《典籍里的扬州廉政文化史

料整理及汇编》《〈春秋毛氏传〉点校整理》两

项立项。这些项目的实施，推动了我馆古籍

整理工作的进程。

目前，我馆正在学校纪委监委、机关党委

的指导下筹备建设扬大“清风阁”，创新学校廉

政文化活动载体，打造廉政教育阵地。《典籍里

的扬州廉政文化史料整理及汇编》研究成果

将作为“清风阁”展览与活动的重要内容。通

过展览、文创、非遗等多种形式，充分挖掘古

籍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

范，以期借鉴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指导廉政文化

建设，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推广出新：做好普及传播

图书馆注重古籍文化的活化推广，多元

化、立体化做好普及传播。2023年6月，与校

工会联合举办了“典籍里的端午”亲子文化体

验活动。通过“说”“诵”“展”“印”“书”端午等

形式，让书写在典籍里的文字活化成鲜活生

动的体验。该活动成功入选“2024古籍数字

化与活化利用典型案例”。

2024年5月8日，全国“古籍保护课程进

校园”活动江苏启动仪式在我校举行，同时举

办了“芸帙留芳——古籍保护工作成果展”“雕

版印刷技艺精品展”“非遗”雕版印刷技艺以及

古籍修复体验活动，社会反响热烈。整个活

动采取了现场观众分享，互动式叙事、共情式

交流、沉浸式体验等形式，凸显了古籍活化与

保护，以及古籍保护课程进校园的重要意义。

服务育新：强化学习支持

图书馆将古籍资源纳入相关课程教学，

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更好服务新质

人才培养。古籍特藏部作为档案保护专业学

生实习基地，自2011年至今，共指导800余名

学生实习，传授文献修复理论，示范修复流

程，培养修复技能。2023～2024年图书馆与

社发学院、文学院等签订共建协议，在古籍保

护、人才培养、资源共享、内涵建设、文化传承

等方面，开展常态化深度合作。

扬州大学图书馆“典籍里的端午”亲子

文化体验活动

展览缘起：传承与致敬

在中国，“先生”一词是对德高望重者和

学识渊博者的尊称。《礼记·曲礼上第一》中就

曾将老师称作“先生”：“从于先生，不越路而

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充

分体现了古人对师者的敬意与崇拜。而

“大”，就是一个人张开手脚、顶天立地。“先

生”冠之以“大”，突出了为人师者所需要的境

界和风范。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教师

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

范，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在南京

大学120多年的办学历程中，就有很多这样的

大先生，他们不仅是各自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与奠基人，更是民族精神与文化传承的重要

载体。2022年南京大学开展“寻根性办学”模

式，在鼓楼校区建立新生学院下设7个书院，

针对书院学科特色以南京大学历史上著名的

7位“大先生”冠之以名。为了让广大师生更

加深入地了解“大先生”们的生平事迹和学术

成就，学习和传承他们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

力，自2022年11月起南京大学图书馆先后举

办致敬“大先生”系列巡回展14场，每一场展

览都是跨越时空的盛宴。

多维度展现“大先生”风采

7位“大先生”中，有被毛泽东称赞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被宋

庆龄誉为“万世之表”的陶行知；有被誉为“中国核司令”的程开甲；有

被誉为“文理兼通旷世奇才”的顾毓琇；有配位化学开拓者和奠基人

之一的戴安邦；有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民主化的郭秉文；有倡导学术之

独立的吴有训；有被称为“东方居里夫人”的吴健雄。每一场展览遵

循“大先生”的个人魅力，从不同角度通过珍贵的历史图片、实物、信

件、手稿、视频，展现了“大先生”的独特风采，但每一场又各具特色。

如“万世师表 光照千秋——致敬‘大先生’系列展之走近陶行知展”，

不但以“学贯中西——胸中有丘壑”“坚定理想——心中有信仰”等主

题板块，展示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

更通过深入挖掘南京大学图书馆丰富的馆藏历史文献资料，以设想“如

果他有朋友圈……”的形式，通过现代社交媒体的方式，展现陶行知先

生的日常生活和思想风貌。

“先生风范 炳如日星——致敬‘大先生’系列展之走近戴安邦展”，

还特别邀请了戴安邦先生的关门弟子孟庆金教授进行现场讲解，通过

孟庆金教授的讲解，参观者能够更加深切地了解戴安邦先生的治学精

神和科研态度，以及他在化学教育领域的杰出贡献。该场展览期间，

图书馆还联合各相关单位在全校范围内举办“戴安邦精神学习与建设

‘第一个南大’研讨会”，研讨会上，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共同探讨了戴

安邦先生的科研思想、教育理念和国际视野，并就如何将戴安邦先生

的精神应用到建设“第一个南大”的实践中进行了深入讨论。

展览反响热烈，广受推崇

致敬“大先生”系列展览自开幕以来，吸引了众多校内外师生前来

参观。观众们对系列展览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系列展览不仅是一

次文化盛宴，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该系列展览2023年荣获南京大学

机关党委“精诚合作奖”，并被纳入南京大学推进落实“时代新人铸魂

工程”行动方案。2年来先后有1.4万多人次参观了“大先生”系列展

览，并进行了观展心得分享。

江苏省内更有多所中小学组织师生前来观展。南京市金陵小学

组织学生参观了“推明德教 泽溉万方——致敬‘大先生’系列之走近

吴健雄”，苏州市吴江区盛泽实验小学作为“科学家精神教育”实践活

动，组织师生参观了“一生为国铸盾 映照百年风云——致敬‘大先生’

系列之走近程开甲”等。此外，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纪念馆、无锡市顾

毓琇纪念馆、江西安高市吴有训科教馆、哈尔滨华德教育学院等多家

单位对该系列展览进行广泛宣传，其中哈尔滨华德学院更是把“万世

师表 光照千秋——致敬‘大先生’系列展之走近陶行知展”移展至该

校，并组织全校师生及党政机关进行参观学习。

展览意义在于传承精神，激励后人

致敬“大先生”系列展览的举办，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一

方面，系列展览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大先生”们的生平、事迹和

贡献，他们不仅是学术领域的巨擘，更是爱国情怀、师德风范和人格魅

力的典范。通过举办系列展览，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得以转化为校园

文化的一部分，激励着每一位师生。另一方面，致敬“大先生”系列展

览，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给留学归国青年学者们回信精神的积极响

应，希望新一代师生以程开甲、陶行知等老一辈大先生为榜样，心系

“国家事”、肩扛“国家责”，弘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以报效国家、服

务人民为自觉追求，努力实践传承和弘扬“大先生”的精神品格，将致

敬“大先生”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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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求精深耕校园 主动担当服务地方
■侯富芳（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作为江苏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江苏省

古籍保护与活化利用工作专班”成员馆、江苏

省社会科学普及基地、淮安市社会科学科普

及示范基地，2024年以来，淮阴师范学院图书

馆继续发挥古籍资源优势，深耕校园，服务地

方，不断创立服务新品牌，拓展图书馆古籍文

化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做好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工作。

深耕校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坚持守正创新，做

好典籍文化传承工作。

以成立于2018年的国华抄书社为抓手，

继续推进“国学经典抄写百人挑战赛”系列活

动。与文学院、教科院等学院联合开展以《吕

氏春秋》等国学经典为主题的抄写活动，吸引

千余名师生参加。目前正在进行系列抄写挑

战赛第26场《管子》的抄写活动；2023年读书

节期间创立的新活动品牌“国学经典抄写大

赛”，今年顺利举办第二届，成果丰硕；今年读

书节期间创立“学子书法展”新活动品牌，遴

选历次抄写活动中产生的优秀学子书法作品

在馆内展出；继续开展典籍文化传承活动，在

图书馆、淮师梅林等地，在本科生、研究生、留

学生中举办多场次金石传拓、雕版印刷、线装

书装订等非遗文化传承活动，受到广大师生

欢迎。

发挥馆员业务特长，深度融入教学活

动。为历史学院《中国近代史课程》设计《二

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报告》子目提要撰

写作业凡例，在图书馆特藏室内指导300余

人次学生读者查阅相关文献，完成300多篇

提要的撰写，并进行批改；承担文学院《古典

文献学》实践课教学工作，讲授古籍的概念、

分类、版本等基本知识，带领学生探秘书海，

细嗅墨香。

为宣传馆藏、普及传统文化，编印《淮阴

师范学院图书馆珍稀文献图录》。

服务地方，助力公共文化建设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积极发挥地方高校

服务市民读者的职能，努力为淮安文化建设

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作为唯一参展地方高校，积极策划，认真

组织参加“淮抱观古今——淮安市珍贵古籍

展”，以期让市民读者得览我馆入选国家及江

苏省珍贵古籍名录的珍稀古籍面貌，“让书写

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请进来、走出去，积极开展中华传统文化

弘扬与传承工作。将周恩来红军小学学生、

留守儿童等市民读者迎进图书馆，开展丰富

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馆员吴凡应邀走进淮

安市新华书店、九龙湖书房及中小学生课堂，

在市民中间广泛传播传统文化技艺。

锐意进取，拓展文化传播渠道

图书馆开展的各项文化传承活动受到师

生及校内外读者的广泛好评；馆员侯富芳“抄

本《符山堂图卷》研究”、杨雅琼“地方高校图书

馆古籍活化利用方式研究”获得江苏省高校图

工委古籍整理研究项目立项；馆员盖佳择7月

21日以“红楼小人物——麝月、秋纹、小红”为

题主讲“丝路博闻公益讲座”第273期。

目前，图书馆正在申请在相关学院开设

“古籍鉴赏与文化”课程；申报举办《载体、装

帧、分类——中国传统图书文化概述》淮阴师

范学院文化素质讲座。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长期以来力争通过精彩纷呈的活动形式有效

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为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

展和促进校内外文化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第二届国学经典

抄写大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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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江区盛泽实验小学师生参观展览

江苏高校图书馆专刊

坚持守正创新，赓续中华文脉
■黄丽婧（江苏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

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延

续，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江苏师范大学图

书馆2024年度围绕推进新时代古籍保护展

开工作。

全国古籍普查平台工作

本年度，我馆继续对馆藏古籍进行了

详细登记，确保了古籍信息的准确性及完

整性。对每套古籍图书进行详细著录，包

括书名、卷帙、著者、装帧形式以及序跋、钤

印等的考校，并根据古籍年代及内容予以

版本定级。此外还根据古籍破损情况予以

破损定级，认真填写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的

各项内容。工作规范，著录完整，数据质量

良好。

时有恒先生捐赠图书目录修订工作

时有恒（1906—1982），徐州铜山人。中

国现代作家、诗人、藏书家、中国左翼作家

联盟成员，鲁迅曾为他撰写《答有恒先生》

一文。1980 年，时有恒先生慨然将一生所

藏图书，大半捐赠予我馆。大致包括线装

古籍、民国图书和民国期刊。古籍中清乾

隆以前刻本 140 余种，价值较高。此外，还

有部分手稿本也十分珍贵。《时有恒先生捐

赠书刊馆藏目录》原稿尚有著录信息不完

整，题名、著者、年代、卷帙及版本著录讹误

等问题，颇不便于读者检索。因此，本馆对

于《时有恒先生捐赠书刊馆藏目录》进行了

全面的补充和修订，以期更加完善，满足读

者需求。

特色数据库建设工作

中 国 汉 代 画 像 石 砖 数 据 库 是 根 据

CALIS特色数据库的建库标准，以TPI为建

库平台，对中国汉代画像石砖的储备、分布

和研究形成统一、协调、优化的系统。分别

建立了图像资料数据库、期刊论文资料库、

学位论文数据库、会议论文数据库、报纸资

料数据库、图书著作数据库、汉文化资料索

引库等子库。本馆对汉代画像石（砖）数据

库期刊论文、报纸资料、会议论文、学位论

文、最新动态等资料库数据持续更新，并对

徐州地方文献数据库中期刊库及报纸库的

数据进行整合和更新，对于元数据编目并

修改。

两汉文化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工作

徐州是汉文化的发祥地，深入了解汉

文化相关知识，研究徐州汉文化发展，对于

中华文化和文脉的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馆致力搜集汉代图书信息，并编撰汉代

典籍书目，以备检索和展示。检索两汉文

化研究相关图书、学位论文、期刊论文，并

下载重要文献，为建设两汉文化研究文献

数据库做好数字资料准备。检索下载汉代

太学研究相关文献，为建设汉代太学研究

资料数据库做资料准备。

“古籍保护课程进校园”活动

我馆结合馆藏古籍特色，组织开展“古

籍保护课程进校园”系列活动。活动以专

家讲座为主体，配套“楮墨芸香 文脉典耀”

的馆藏古籍展览，以及“大汉风华 传拓留

韵”的汉画像传拓体验等系列活动。古籍

展览依据馆藏古籍特色，精选具有代表性

的古籍展品，展现古籍刻印艺术之美和徐

州千年文脉传承经典。汉画像传拓体验活

动展示馆藏汉画像拓片，介绍传拓文化，体

验传拓过程，兼具学术性和趣味性。

江苏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课程进

校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