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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一览 

张伟丽赵大莹 

 

 

太平寰宇记二百卷目录二卷（宋）乐史撰清

抄本 

  《太平寰宇记》撰写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记

述宋朝疆域版图，是一部较早较完整的地理总志。卷

四十四河东道有“县东南三十里上有青莲寺”，为记

载青莲寺的早期文献之一。 

 

 

明一统志九十卷（明）李贤、万安等纂修明（1368

—1644）万寿堂刻本 

  英宗复位后，由李贤奉敕修撰总志，书成于天顺

五年（1461），赐名《大明一统志》，御制序文冠于

书首。全书以南北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分区，每府、

州分建置、郡名、形胜、风俗及古迹、人物诸目。结

合其所绘地图，可了解明代政区及其概况。是书卷二

一载“崇福寺，在朔州治东”。 

 

山西通志二百三十卷（明）杨宗气修（明）周

斯盛纂 明嘉靖（1522—1566）刻本 

是书系《山西通志》最早版本，可资勘校，具有

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其卷一《图考》载有《潞安府

境图》。崇庆寺即位于潞安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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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通志二百三十卷（明）杨宗气修 （明）

周斯盛纂 明嘉靖（1522—1566）刻本 

  是书系《山西通志》最早版本，可资勘校，具

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其卷三十《杂志上·寺观》

记载了广胜寺的相关情况。 

 

山西通志二百三十卷（清）觉罗石麟修 清雍

正十二年（1734）刻本 

此系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奉旨纂辑。增订旧本，

增广类目，遗文故事详加考订。特立《经籍》一门，

用以收集罕见之书籍。内容详尽，准确度较高，可

资考据，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是书卷一六八《寺

观》内有开化寺相关记载。 

 

大同府志三十二卷卷首一卷（清）吴辅宏纂

修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刻本 

《大同府志》详细记载了山西大同所辖各县的

风物，是历代大同府志集大成者。卷十五《寺观》

条记载了善化寺的相关情况。 

 

 

  朔州志十二卷（清）汪嗣圣修 （清）王霷纂  清

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 

《朔州志》为雍正年间汪嗣圣设局纂修，历时

一年多完成。全书十二卷，以《朔平府志》为准绳，

增补旧志所未编辑者，亦有比旧志加详者，堪称《朔

州志》定本。书中所载“林衙古寺图”，即崇福寺，

始建于唐麟德二年（665），辽代曾改作林太师府衙，

故又名“林衙院”。金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皇

帝完颜亮题额“崇福禅伟”，保存至今。 



   
27 文津流觞·山西寺观艺术暨文献展 

 

 

 

  

 

长子县志六卷（清）郭守邦修清康熙二十七年

（1688）刻本    

在明代弘治、正德两代县志基础上，康熙年间

长子县令郭守邦纂修新志，详细记载了长子县的历

史沿革和风物。是书卷五记载了崇庆寺的相关情况。 

 

冬青馆乙集八卷（清）张鉴撰清道光十九年

（1839）乌程张氏刻本 

是书卷六提到“信诚公主公主寺之建”，是记

载公主寺的早期文献之一。张鉴系清代中期浙江归

安人，博学多通，曾在阮元举办的西湖诂经精舍中

讲学。 

 佛说文殊师利般涅槃经宋刻《思溪藏》本 

此经述文殊师利菩萨出生、学法出家、弘传佛

法直至涅槃的种种事迹，为西晋聂道真译。 

宋代雕印的《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大藏经》（又称

《湖州本》《圆觉藏》《前思溪藏》），因雕版于安吉

州思溪（今浙江吴兴）圆觉禅院，故名。圆觉禅院

后遭蒙古军博颜破坏，思溪藏经板全部被烧毁。此

部藏经，为清末杨守敬自日本购回，具有极高的历

史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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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赵城金藏》（高仿本） 

《赵城金藏》的版式为上下单边，一版 23行，行 14

字，每版版端小字刊雕经名简称、卷次、版片号、千字

文号。部分经疏和经录的版式有所不同，版式继承了《开

宝藏》的特点。每卷前有释迦说法图一幅，构图严整而

疏朗，线条富有变化。 

此经卷八十二题载：“蒲州河津县第四都西毋村，

施雕大藏般若经卷，都维那毋戬、维那王行者，助缘维

那等毋忧、薛谨、毋弁、毋简……奉为报答龙天八部，

四恩三有，法界众生，同成佛果。皇统九年己巳岁”。

 广胜寺大藏经简目一卷民国二十五年（1936）北

平三时学会铅印本 西谛藏书 

书前有米庆兰题“宋藏遗珍叙目”，书前叶恭绰序

云“为访碛砂藏所阙本，至山西赵城之广胜寺，乃发

见（现）此经，黄表朱轴，悉为卷式，盈六厨”，反映

了《赵城金藏》早期保存状态。据蒋唯心考察记录，

经橱内部纵向分四行，每行上下叠置七箧，箧内四格，

各放置经卷一帙，每帙大约十卷。蒋著《金藏雕印始

末考》发表后，引起学术界轰动。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赵城金藏》（高仿本） 

金熙宗皇统初年，潞州（今山西长治）信女崔法

珍断臂募缘所修汉文大藏经，因发现于赵城县（今山

西洪洞县），被称为“赵城金藏”。在佛学研究、中

国印刷史上都具有极大的价值。抗日战争时期，日本

侵略者企图窃走此部大藏经，几经波折运抵北平图书

馆（今国家图书馆）。建国初起，历时十七年，完成

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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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资判定雕印年代。 

 

 

青莲寺碑碣之所碑（唐）张靖境正书 （唐）启为镌

山西省晋城市青莲寺唐乾符四年（877）二月中旬立石 

  原碑系唐代勒石，身首一体，主要记载了不同时期

寺中地亩与纳税数目，并简述了司马村人王愍与僧思峰、

缘会重修之事。楷书竖书，有分格线，书者为张靖境。

是研究青莲寺历史源流的重要文献。 

 重修明应王殿碑（元）王剌哈剌撰并正书 （元）崔友

闻题额 （元）郭信郭玟郭瑛刊 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下寺霍泉

水神庙元延祐六年（1319）八月六日立石 

现存广胜寺下寺霍泉水神庙。此碑分碑阳、碑阴两

部分，碑阳主要记述霍渠设施、水神诞日民众致祭娱乐、

元大德七年地震、水神庙塌毁、延祐六年重建等。此外，

碑文中还记载广胜寺中藏有元世祖忽必烈的御容、佛舍

利以及皇帝所赐的大藏经三种宝物。 

 

善化寺梁思成绘 手稿 

梁思成，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从事古代建筑

实例的调查、研究和测绘，为我国古建筑研究做出了极

大贡献。 

  梁先生等人在考察善化寺时所画手稿，内容主要包

括善化寺山门手绘图、大雄宝殿手绘图、平面现状总图、

普贤阁横断面图、普贤阁山面立面图、纵面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