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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 广东省 57种善本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 政协提案建议启动流失海外文化典籍整理工作被列入 2011—2020

年《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 

● 简讯 

 

 

 

 

 

mailto:gdgj@zslib.com.cn


 2 

 

广东省 57 种善本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近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公布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三

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经过评审，我省共有 9 家藏

书单位的 57种善本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入选书目：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26种） 

07306 诗外传十卷 （汉）韩婴撰 明嘉靖吴郡沈辨之野竹斋刻本

07581 元史二百十卷目录二卷 （明）宋濂等撰 明洪武三年（1370） 

内府刻嘉靖九至十年（1530-1531）南京国子监递修本  

07633 资治通鉴纲目发明五十九卷 （宋）尹起莘撰 明内府刻本

07634 资治通鉴纲目发明五十九卷 （宋）尹起莘撰 明内府刻本  

07758 贞观政要十卷 （唐）吴兢撰 （元）戈直集论 明成化十二

年（1476）崇府刻本  

07797 皇明疏议辑略三十七卷 （明）张瀚辑 明嘉靖三十一年

（1552）大名府刻本  

07883 北行日记不分卷 （清）黄培芳撰 稿本  存清嘉庆二十三

年十一月初九日至二十四年闰四月十四日 

07943 大明一统志九十卷 （明）李贤 万安等纂修 明天顺五年

（1461） 内府刻本  

07944 大明一统志九十卷 （明）李贤 万安等纂修 明天顺五年

（1461）内府刻本（卷四至五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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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45 大明一统志九十卷 （明）李贤 万安等纂修 明天顺五年

（1461）内府刻本（卷十九至二十、二十六至二十七、二十九、三十

一、三十四至三十五、七十四至七十六抄配） 存六十四卷（二至三、

六至十、十四至十八、二十一至二十五、二十八、三十二至三十三、

三十六至六十、六十三至七十三、八十三至九十） 

08025 [嘉靖]广东通志七十卷 （明）黄佐纂修 明嘉靖刻本（有

抄配） 

08037 说山一卷 （清）陈澧撰 手稿本  

08099 增入诸儒议论杜氏通典详节四十二卷图谱一卷 明刻本 

08105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 （元）马端临撰 明正德十一至十

四年（1516-1519）刘洪慎独斋刻十六年（1521）重修本（有抄配）  

08169 金石摛藻二卷 （清）李宗颢撰 稿本  

08235 刘向说苑二十卷 （汉）刘向撰 明刻本 

08271 真西山读书记乙集上大学衍义四十三卷 （宋）真德秀撰 明

刻本  

08316 白沙先生至言十卷 （明）陈献章撰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

刻本  

08501 元城语录解三卷附行录解一卷 （明）王崇庆撰 明刻本  

08710 韦苏州集十卷拾遗一卷 （唐）韦应物撰 明刻朱墨套印本  

09109 空同先生集六十三卷 （明）李梦阳撰 明嘉靖刻本  

09133 何柏斋文集八卷 （明）何瑭撰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

周镐刻本 存六卷（一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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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88 曹倦圃未刻编年佚诗不分卷 （清）曹溶撰 清抄本  

09458 文致不分卷 （明）刘士鏻辑 （明）闵无颇 闵昭明集评 明

天启元年（1621）闵元衢刻朱墨套印本  

09467 唐文粹一百卷 （宋）姚铉辑 明嘉靖八年（1529）晋府养

德书院刻本  

09481 李于鳞唐诗广选七卷 （明）李攀龙辑 （明）凌瑞森 凌南

荣辑评 明万历三年（1575）凌氏盟鸥馆刻朱墨套印本  

中山大学图书馆（17 种） 

07069 唐书二百二十五卷 （宋）欧阳修 宋祁等撰 释音二十五卷

（宋）董冲撰 元大德九年（1305）建康路儒学刻明清递修本  

07267 读易余言五卷 （明）崔铣撰 明崔氏家塾刻本  

07450 新校经史海篇直音五卷 明刻蓝印本  

07570 辽史一百十六卷 （元）脱脱等撰 明嘉靖八年（1529）南

京国子监刻明清递修本 陈澧批点  

07809 余肃敏公奏议三卷 （明）余子俊撰 明刻本  

08241 纂图互注扬子法言十卷 （汉）扬雄撰 （晋）李轨 （唐）

柳宗元 （宋）宋咸 吴祕 司马光注 明刻本  

08260 小学句读十卷 （宋）朱熹撰 （明）吴讷集解 （明）陈选

增注 （明）王云凤辑 明刻本  

08862 苏文忠公全集一百十一卷 （宋）苏轼撰 年谱一卷 （宋）

王宗稷撰 明嘉靖十三年（1534）江西布政司刻本  存一百十卷（缺

奏议六至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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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28 凌溪先生集十八卷 （明）朱应登撰 明嘉靖刻本  

09215 陈后冈诗集一卷文集一卷 （明）陈束撰 明嘉靖二十五年

（1546）张时彻刻本 中山大学图书馆  存一卷（诗集） 

09239 青雀集二卷 （明）王穉登撰 明隆庆四年（1570）朱宅快

阁刻本  

09300 聊斋诗文集不分卷 （清）蒲松龄撰 清抄本 佚名录王士禛

题识 

09316 御制避暑山庄诗二卷 （清）高宗弘历撰 清乾隆六年（1741）

内府刻朱墨套印本  

09415 骈体文钞三十一卷 （清）李兆洛辑 清合河康氏家塾刻本 

陈澧批校  

09418 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三十五卷 （宋）楼昉辑 明嘉靖十

二年（1533）王鸿渐刻本 

09449 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八卷 题（明）唐顺之辑

并批点 明书林桐源胡氏刻本 存七卷（一至二、四至八） 

09520 南滁会景编十卷 （明）赵廷瑞辑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

刻本 

暨南大学图书馆（3 种） 

07044 晋书一百三十卷 （唐）房玄龄等撰 音义三卷 （唐）何超

撰  元刻明正德十年（1515）司礼监嘉靖万历南京国子监递修本  

07330 礼记集说十六卷 （元）陈澔撰 明正统十二年（1447）司

礼监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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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9 三华文集二卷 （清）梁机撰 清抄本  

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3种） 

07484 史记一百三十卷 （汉）司马迁撰 （南朝宋）裴骃集解 （唐）

司马贞索隐 （唐）张守节正义 明嘉靖八至九年（1529-1530）南京

国子监刻本  

08498 石林燕语十卷 （宋）叶梦得撰 明正德元年（1506）杨武

刻本  

09017 新刊宋学士全集三十三卷 （明）宋濂撰 明嘉靖三十年

（1551）韩叔阳刻本（卷三、九抄配）  

广州图书馆（1种） 

07495 古史六十卷 （宋）苏辙撰 明万历刻本 胡承珙批校并跋 莫

伯骥跋 存六卷（一至六） 

广东省博物馆（1种） 

08092 杜氏通典二百卷 （唐）杜佑撰 明嘉靖十八年（1539）王

德溢、吴鹏刻本 

深圳图书馆（4种） 

07620 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 （宋）朱熹撰 明成化九年（1473）

内府刻本（卷三十六至三十七、四十二至四十三配清刻本）  

07661 续资治通鉴纲目二十七卷 （明）商辂等撰 明成化十二年

（1476）内府刻本（卷二、十七至十八配清刻本）  

08866 苏长公表启五卷 （宋）苏轼撰 （明）李贽等评 （明）钱

椟辑  明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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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71 苏文忠公策选十二卷 （宋）苏轼撰 （明）茅坤 钟惺评 明

天启元年（1621）刻三色套印本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景堂图书馆 （1 种） 

08294 大学衍义通略三十卷 （明）王诤辑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

刻本  

佛山图书馆（1种） 

08475 学山堂印谱八卷附学山记一卷学山纪游一卷学山题咏一卷 

（明）张灏辑 明崇祯刻钤印本 存一卷（一） 

 

 

 

政协提案建议启动流失海外文化典籍整理工作 

被列入 2011—2020 年《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 

在 2010 年 2 月闭幕的广东省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民盟广东省

委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启动流失海外文化典籍整理工作的建议》。提

案认为，广东文化既吸收了中原文化的养料，又得风气之先汲取了海

外文化的精华，遗存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但不幸的是，这些宝贵的

文化遗产，历经沧桑巨变、天灾人祸，大量流失海外而不存于中国大

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虽然有一些学者和机构通过各种渠道

以复印、扫描等方式，复制了若干中国国内不见的古籍珍本回归故里。

但此项工作一直未能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其具有的资治和存史的

价值与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也因此对一些文献编纂出版项目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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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因此，启动流失海外广东文化典籍整理工作，使其回归为我所

用，不但是一项抢救性的文化典籍整理系统工程，而且对于弘扬广东

优良文化传统，增强广东文化软实力，加快广东文化强省建设具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目前，海内外一些机构和研究者，包括北美、欧洲和

日本等国主要庋藏中国文化典籍的机构正建立较为通畅的联系与合

作，并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如在互联网上公布馆藏目录，制订中

国文化典籍的数字化与古籍善本的“再造”工程计划也正在逐步启动

和实施中。这给广东实施流失海外广东文化典籍整理工作提供了一个

难得的合作机遇。因此提案建议，组建流失海外广东文化典籍整理工

作机构，由专业人士收集出版的有关汉文典籍目录，摸清海外广东文

化典籍庋藏情况，汇总编制《庋藏海外广东文化典籍目录》。同时，

组建“庋藏海外广东文化典籍孤本善本珍本集成编辑委员会”，对庋

藏海外广东文化典籍各种不同版本进行研究，与海外相关庋藏机构共

同编制《庋藏海外广东文化典籍孤本善本珍本目录》，制定影印、整

理、编辑出版《庋藏海外广东文化典籍孤本善本珍本集成》计划，分

期分批逐步完成。 

该提案受到广东省政府的重视，在今年 7 月公布的 2011—2020

年《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中，启动流失海外广东文化典籍

整理工作已被正式列入，成为实施“岭南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内容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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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为加快广东省古籍普查工作的进度，解决基层图书馆工具书数

量不足的问题，省古籍保护中心于近期订购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索

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清稿钞校本鉴定》等一批普查工作工

具书，配发我省 34家古籍收藏单位。 

★8 月 19 日，倪俊明副馆长参加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举

行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座谈会。 

★10 月 13-15 日，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倪俊明、秘书长林子

雄、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林锐一行三人赴佛山市图书馆、

新会区景堂图书馆、阳江市图书馆、罗定市图书馆、高要县图书馆调

研，了解古籍普查进度以及古籍保护工作开展情况。 

★10 月 13 日至 27 日，第三期全国碑帖鉴定与保护研修班于桂

林举办。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袁妙玲、徐淑娟，中山大学图书馆丁春

华参加了本次学习，听取了桂林图书馆杨邦礼馆长所讲的《桂林古籍

保护中心工作介绍》，桂林市桂海碑林博物馆的曾燕娟研究员所讲的

《桂林石刻简介》，上海图书馆仲威研究馆员所讲的《上海图书馆藏

拓简介》，北京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孟宪均先生所讲的《碑帖整理概

论》和《碑帖鉴定的几个问题》，山东大学刘心明老师所讲《碑刻的

起源与分类》，国家图书馆冀亚平老师所讲的《中国传拓技术》，卢芳

玉老师所讲的《碑帖著录》以及中国科学院罗琳老师所讲的《汉文古

籍〈拓片〉普查平台登记系统讲解及实践》课程。期间参观了桂林市

桂海碑林博物馆，并学习和实践了拓印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