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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全国古籍普查管理人员培训班”在辽宁举办  

 

为贯彻落实《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通知》，

2012 年 6 月 12 日至 6 月 14 日，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辽宁省古籍保护中

心承办的第四期“全国古籍普查管理人员培训班”在辽宁省图书馆举办。来自黑

龙江、吉林、内蒙古、辽宁四省的 66家古籍收藏单位的 88位学员参加了培训。

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助理王

红蕾、辽宁省图书馆馆长王筱雯参加了开班仪式并致辞。 

李致忠先生在致辞中向大家介绍了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及辽宁四省古籍藏

书的源流，强调了四省现藏古籍在全国的特殊地位，充分肯定了四省在近年古籍

保护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希望各单位再接再厉，努力把普查登记工作做稳做

好。 

王红蕾助理在讲话中进一步明确了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的中心任务：通过每部

古籍的身份证——“古籍普查登记编号”和相关信息，建立国家古籍登记制度，

加强各级政府对古籍的管理、保护和利用；同时强调了近期务必加快推进全国古

籍普查登记工作，力争年内完成普查登记工作。 

王筱雯馆长代表辽宁省古籍保护中心对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选择在辽宁举办

这次培训表示感谢，对来自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及省内各单位学员表示热烈的

欢迎，并鼓励大家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努力学习，加强交流，促进普查工作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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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台阶。 

培训期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助理王红蕾做了题为《全国古籍普

查与保护工作介绍》的专题讲座，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启动与实施、全国古籍

普查登记办法及登记成果、《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的申报与评审、古籍保护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等方面对

古籍保护工作进行了全面阐述；辽宁省图书馆刘冰副研究馆员从普查准备、流程

设计、普查实践、数据转换四个方面对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流程进行了讲解和演示。 

培训期间，全体学员参加了普查登记实践，带书在全国古籍普查平台中进行

了数据著录、审核及提交，并依照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公布的最新 EXCEL普查登记

表格样例进行了著录。 

培训结束后，全体学员就当前开展的古籍普查登记工作进行了座谈。各单位

分别介绍了自身普查登记工作的进展情况，还就一些具体业务问题与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的专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黑龙江、内蒙古、吉林、辽宁四省（区）

古籍保护中心还就本省古籍普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集中汇报。 

据悉，此次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全国九大区同时开办古籍普查登记管理人员

培训班，意在加大全国普查登记力度，尽早形成阶段性成果，为下一步建立全国

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和编纂《中华古籍总目》奠定基础。 

 

 

辽宁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 

 

2012年 5月 10日，辽宁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来自省内公

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 31家古籍收藏单位的主管领导和业

务骨干共 56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辽宁省古籍保护中心主办。会议期间，辽宁省图书馆特藏部副主任刘

冰宣读并讲解了《辽宁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方案》，传达了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参加培训期间了解的工作信息。辽宁省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周越针对古籍普查登记

工作中 EXCEL电子表格的著录以及已有古籍数据库中的数据向 EXCEL电子表格转

换中的注意事项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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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辽宁省图书馆副馆长杜希林在讲话中对下一阶段的

古籍普查登记工作进行了动员和部署，并提出了几点希望和建议：第一、提高对

古籍普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认真贯彻《辽宁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方案》，加强

领导，大力推进古籍普查工作的落实和协调；第二、结合工作实际，切实做好古

籍的普查登记和目录建立工作；第三、继续加强古籍保护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努力营造以老带新、人才辈出的良性局面；第四、省古籍保护中心除协调全省古

籍普查登记工作外，还要对全省普查数据的审查工作负责，严把质量关；第五、

各级单位、各部门要明确职责，确保古籍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 

据悉，按照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最新要求，我省将力争在年内完成古籍普查

登记目录档的建立工作。 

 

 

我省第二批《辽宁省珍贵古籍名录》及“辽宁省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申报及材料汇总工作结束 

 

2011年 10月，省文化厅向各市文化局、省古籍保护中心、省直有关单位下

发了《关于申报第二批〈辽宁省珍贵古籍名录〉及辽宁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通

知》后，各古籍收藏单位都行动起来，根据自身馆藏古籍的数量和质量及古籍保

护工作开展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申报工作。省古籍保护中心对全部申报材

料进行了汇总与统计，现将申报情况通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1、《辽宁省珍贵古籍名录》申报情况 

截至 2012年 2月底，全省共有 20家古籍收藏单位申报第二批《辽宁省珍贵

古籍名录》，申报古籍数量 1669部。其中公共图书馆系统的 9家单位分别是辽宁

省图书馆、沈阳市图书馆、大连图书馆、鞍山市图书馆、抚顺市图书馆、丹东市

图书馆、锦州市图书馆、辽阳市图书馆、阜新市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纪念

馆系统的 3家单位分别是：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档案馆、铁岭周恩来纪念馆；

高校图书馆系统的 8家单位分别是：辽宁大学图书馆、辽宁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鲁迅美术学院图书馆、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辽宁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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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图书馆、沈阳大学图书馆、大连大学图书馆。 

2、“辽宁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情况 

申报第二批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单位有 6家，分别是抚顺市图书馆、锦州

市图书馆、丹东市图书馆、辽宁省档案馆、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鲁迅美术学院

图书馆。 

省古籍保护中心对全部申报材料进行了汇总，对申报数据进行了规范处理、

编码排序，并按统一著录格式打印出纸质申报材料。 

    二、申报特点 

总的来说，这次申报工作有以下特点： 

1、准备工作充分，申报工作开展有序。 

    2007年到 2011年间，我省曾先后四次组织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

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有 467部古籍精品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 5家单

位成功跻身“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09年 8月，我省出台了《辽宁省珍贵

古籍名录申报评审办法》、《辽宁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评定办法》、《辽宁省珍

贵古籍名录选录细则》等规范性文件；2009 年 10 月至 2010 年 6 月，我省成功

开展了第一批《辽宁省珍贵古籍名录》和“辽宁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和

评审工作，有 1013 部古籍入选省珍贵古籍名录，有 2 家单位入选省古籍重点保

护单位。 

    经过几次申报和评审工作，我们在“双申”工作的组织管理方面积累了一些

有益的经验，对申报组织工作进行了一些改进。如，我们简化了申报表格的填写，

对省名录的申报工作不再要求填写 WORD文档和纸质申报书，而填写统一的 EXCEL

申报表，这样便于省中心统一处理数据，进行后期材料汇总与排序；我们还要求

各单位将申报的古籍与以往国家或辽宁省公布的名录名单进行核对，与善本总目

核对，版本相同的进行标注，即可让各单位业务人员借此提高使用相关工具书的

能力，也让他们对申报之书的价值有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同时也为专家委员会下

一步评审与鉴定提供了初步的依据，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评审工作的效率。 

2、收藏单位积极响应，参报单位横跨多系统，覆盖面广、数量较多。 

参报单位覆盖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和高等院校系统图书馆。

在申报《名录》的 20 家单位中，有 8 家没有参与过以往《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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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目录》编写工作。在申报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 6家单位中，出现了档案系

统首次提出申报的情况。 

3、各家藏品异彩纷呈，稀有版本时有出现。 

此次名录申报，辽宁省图书馆和大连图书馆两家古籍大馆仍为主力军，占据

了申报古籍总量的 60%以上。省图书馆除了将以往没有提出申报的宋元版书全部

申报外，还重点申报了本馆的特色藏品，如明抄本、明嘉靖及以前刻本、闵凌刻

套印本、汲古阁精品、清殿版等，该馆还认真筛选了地方志中的孤本和存世较早

的版本进行了申报；大连图书馆除申报了一些明版古籍外，还重点申报了清代小

说和部分满文古籍；此外，省博物馆提出申报一部元版古籍，其他各馆申报的大

多为明中后期及清代古籍。 

此次申报，我们发现有一些以往《东联目》或《善本总目》没有著录的书，

最终版本确认还需要经过专家委员会在评审时进行鉴定。   

4、申报态度认真，申报材料标准规范。 

申报的大多数单位非常认真地核对各家书目，提交了高质量的申报材料，这

也是对申报工作高度负责的一种体现。大多数单位都能认真核对本馆所藏与“中

国古籍善本书目导航”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网站或工具书中著录的信息，

还核对了一批、二批、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及第一批省珍贵古籍名录中著

录的信息，认真填写了申报说明。 

三、存在问题 

除了上述值得肯定的方面外，我们在汇总数据过程中也发现了《名录》申报

材料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个别单位申报材料填写过于简略。 

虽然经过几年的各类培训工作，我省古籍保护人员总体业务能力有了一定提

高，此次各单位报送的申报材料已经体现出来这一点。但也有个别单位只填写了

书名，版本一项完全空缺，说明本单位人员还不具备鉴定本馆古籍版本的能力。 

2、个别单位申报的古籍版本有待专家进一步鉴定。 

第一次省名录申报时，省保护中心的同志对各馆申报数据进行了初步鉴定，

发现了有些单位上报的古籍鉴定版本有误，如将翻刻本当成原刻本，并逐一通知

原单位进行改正。此次，省保护中心一直忙于进行古籍普查工作，抽不出人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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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鉴定，评审工作中需要核对的具体项目比较多。 

 

 

辽宁省图书馆启动稿本《聊斋志异》档案捐赠工作 

 

2012年 5月 30日下午，在辽宁省图书馆诚挚邀请下，蒲松龄后人蒲延章老

人在稿本《聊斋志异》研究学者、省文化厅社会文化处处长康尔平先生的陪同下，

莅临辽宁省图书馆，商谈捐赠稿本《聊斋志异》档案材料事宜。辽宁省图书馆馆

长王筱雯、副馆长

杜希林及相关工

作人员热情接待

了蒲老师一行，双

方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中交换了意

见。 

王筱雯馆长

首先对蒲延章老

师的父亲蒲文珊

先生当年将稿本《聊斋志异》无私捐赠给国家的义举表示敬重之情，同时也对蒲

老师能秉承父志，将多年收集的建国初期捐赠稿本《聊斋志异》的相关档案材料

再次捐赠给辽宁省图书馆的这种无私精神表达了深深的敬意，并表示一定要给予

褒扬奖励。蒲老师也诚挚地感谢辽宁省图书馆多年来为保存稿本《聊斋志异》所

做出的贡献，并感慨道：“没有国家给予妥善的保管，不会有今天的稿本《聊斋

志异》。”据悉这批档案材料主要是建国初期关于稿本《聊斋志异》捐赠的一些信

件、材料，包括捐赠者蒲文珊先生与西丰县政务秘书刘伯涛、东北文化部文化处

长王修等人的往来信件，弥足珍贵。会谈结束后，辽宁省图书馆请蒲延章老师阅

览了稿本《聊斋志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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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理妥藏 守先待后 

——辽宁省图书馆推进未编目古籍整理工作记 

辽宁省图书馆  刘冰 

 

2007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作为国家古籍保护计划的首批试

点单位，辽宁省图书馆积极响应并迅速加以实施。五年来，结合本馆的古籍保护

实际情况和馆藏特点，开展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古籍保护工作，并取得了令人

欣喜的成果。 

辽宁省图书馆现有藏书 520 余万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馆藏是 56 万余册古

籍文献。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及客观条件的限制，尚有 10 万余册古籍文献未曾编

目整理，只是简单打成纸包，存放于库房书架上，保护条件较差，不能为读者所

利用。古籍保护工作开展伊始，馆领导班子决定将未编目古籍的整理工作作为辽

宁省图书馆古籍保护的重点，其目的有三，一是摸清馆藏古籍家底；二是对流传

稀少、文献珍贵、版本价值高的古籍采取更具针对性的保护。三是将几十年密不

见天日的古籍加以整理，方便使用，以利学林。 

辽宁省图书馆的前身是东北图书馆，建馆初期，曾直接或间接接收了满洲国

立奉天图书馆、满铁奉天图书馆、东北大学图书馆、冯庸大学、辽宁省立图书馆、

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委会图书馆等藏书机构以及张学良等个人所藏古籍，形成了馆

藏古籍复本多、品种杂、残帙缺卷所在多有的情况，未编目古籍有一部分就是接

收的古籍复本及残本。另一部分是文革时期，接收的东北局、辽宁省委、辽宁省

社会科学研究所、辽宁省群众艺术馆、辽宁省作家协会等单位图书室、资料室的

古籍，及海城图书馆移送来的古籍。这些古籍的种类既杂且乱，交接手续不清不

楚，一直未作编目整理，过去虽做过一些简单的登记工作，但未整理古籍却犹如

未发掘完的宝藏，还有很多奇珍异宝未曾发见。1989 年，就曾在未整理的古籍

中发现了一部宋德祐元年（1275）华亭义塾刻本《春秋集注》，此书因比现存的

另两部同版本的《春秋集注》多出一篇德祐元年（1275）乙亥卫宗武序 ，厘定

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藏的两部同版宋刻本的版刻時間，成为一段

书林佳话。 

2007 年整理工作开始，首先确定开展对佛教大藏经及其他佛教文献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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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先后整理了三部大藏经：《龙藏》、《黄檗藏》、《嘉兴藏》及相关的佛教文

献。 

《大藏经》汇集历代佛教典籍著作，亦称为《藏经》、《一切经》，是佛

教典籍的集大成者。大藏经雕刻始于北宋，之后各代皆有刊刻。如刻于北宋

开宝四年（971），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的《开宝藏》；刻于元至元十四年（1277），

至元二十七年（1290）完成的《普宁藏》；刻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正统五年

（1440）完成的永乐《北藏》；明末至清中期刻选的私版《嘉兴藏》；清代雍正

乾隆间官刻《龙藏》等。受中土佛教文化影响，比邻朝鲜、日本也有藏经的

刊刻。如《高丽藏》、《黄檗藏》。有宋以降，共产生了 39 部藏经，可见在社

会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及为官私重视的程度。 

《嘉兴藏》又称《径山藏》，万历十七年（1589）在五台山的妙德庵开始雕

刻，万历二十一年（1593）刻经地点迁到浙江杭州径山化城寺、寂照庵雕刻经版

和印刷，在嘉兴的楞严寺请经发行。为了降低刷印成本，同时也考虑到易于流通，

改变了传统藏经装帧形式，变梵夹为方册，因此也称此藏经为《方册大藏》。《嘉

兴藏》从明代万历年间即请经刷印，一直延续到清代嘉庆时期，历时二百多年。

由于此经刊刻时间漫长，增刻不断，全藏收录了多少佛教典籍一直没有定论。据

最新研究成果，该书正藏 211 函，续藏 93 函，又续藏 46 函，拾遗 28 函，共收

佛教典籍 2350 种左右。此次整理出《嘉兴藏》正藏、续藏、又续藏、拾遗四部

分， 计 1296种，6519卷，1429冊。 

《龙藏》又名《清藏》。清雍正十一年（1733），于北京贤良寺设立藏经馆，

由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及贤良寺住持超圣等主持，雍正十三年

（1735）开雕，乾隆三年（1738）完工。雕成经版 79036块。全藏 724函，1669

部，7168卷。全藏分正续两部分，正藏 485函，内容完全和《永乐北藏》相同；

续藏 239函，内容较《永乐北藏》有所增减。当时刷印 100部，颁赐各地禅院，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又用原版刷印过 22 部，期间也有少量刷印。经版原存

北京故宫武英殿，乾隆后期移藏柏林寺。版片至今尚存。此次整理出《龙藏》7293

卷，6666册，670函，另附印书捐资人名 20册 2函。（包括复本） 

《黄檗藏》，又名《铁眼藏》。日本山城州宇治郡黄檗山宝藏禅院沙门铁眼日

本宽文九年（1669）至天和元年（1681）年刊刻，以《嘉兴藏》为底本并有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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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全藏分为 19个部类，734函，1618部，7334卷。经版现存万福寺。此次整

理出《黄檗藏》255函，2019册，6792卷。（包括复本） 

三大部头藏经整理完成后，又整理出零散佛经 500余种，5千余册。整理中

发现的具有较高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的佛经相当丰富，如许多东北地方版本佛

经，是研究东北地区宗教、历史、文化难得的资料。整理中还令人惊奇的发现一

部宋版藏经残卷，《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唐）释菩提流志译，宋元

丰三年至政和二年（1080-1112）福州东禅等觉禅院刻本，为崇宁万寿藏零种。

查各家书目，不见此藏经零种著录。今宋刻本属凤毛麟角，就是藏经零种也绝少

见，该书出现是使人为之眼亮的一个版本，现已入选《国家第二批珍贵古籍名录》。   

佛经整理完成之后，开始了未编目古籍的全面整理。通过近五年的时间，10

余万册未编藏书，现已整理了 13870部，80749册，完成百分之九十的工作量。

初步整理工作即将完成，整理中有若干整理成果及发现。1、可以补充本馆馆藏

品种的古籍。如清刻本《焦氏遗书》、民国稿本《温疹溯源答问》、清同治十二年

（1873）刻本《御风要术》等，皆为馆藏所缺的古籍品种。补充后可使馆藏古籍

品种数量有较大提高。2、配补残卷零种，以成全本。未编目古籍散落在书堆中，

通过查找、配补，集零为整，补残成全。如乾隆刻本《唐诗笺注》，与馆藏残本

同版，相配可成全本。日本刻本《有像列仙全传》一册，为原馆藏本所散出，合

之成为全书。另集合零种丛书，配补成《四部丛刊》、《四部备要》、《辽海丛书》、

《皮氏经学丛书》、光绪时期刻的《教育丛书》等丛书。3、稿本。整理中发现稿

本《广雅疏证》一部，经考证是比现馆藏《广雅疏证》稿本更早的书稿，文献价

值相当高。在整理过程中还发现一批民国时期东北大学的毕业论文稿本，达几百

篇之多。“九、一八”东北沦陷后，东北大学流亡关内，这些论文就是流亡时期

学生的毕业论文，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4、善本佳刻。整理中发现明吴氏西

爽堂刻本《晋书》一部，有宣统二年（1910）莫楚生跋，钤有 “独山莫氏铜井

文房藏书印”、“莫堂岭外房收”、“独山莫堂”等藏印。明活字本《唐诗类苑》一

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只著录三家有藏，流传稀少，弥足珍贵。明崇祯刻顺

治康熙续刻本《西洋新法历书》残本一部，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全国各

收藏馆所藏均为残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整理中还发现元版书一部，元至元六

年（1340）庆元路儒学刻至正修补明正德、嘉靖、万历南京国子监递修本《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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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残存 45 卷。宋刊元椠，向为世人所重，旧书堆中有此佳刻发见，虽为递修

残帙，也足令参加整理工作者心情振奋。5、朝、日版本。整理出 600 余部朝鲜

版、日本版古籍，丰富了馆藏。整理中发现的珍稀古籍层出不穷，不胜枚举。 

此次整理工作，馆里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聘请了具有丰富古籍整理工作经

验的老专家来担纲整理工作，以保证整理工作有一个较高的起点，科学合理开展

古籍整理工作。古籍整理工作的关键是人才，人才短缺、人才的培养都是当前古

籍工作面临的刻不容缓的问题。整理工作异常艰辛，掀起的是陈年灰尘，对身体、

意志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如何保证整理人员的相对稳定、古籍整理人才不流失

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经过慎重考虑，深入研究，我们选择了一些能够热爱

古籍整理工作，同时具有一定古籍整理工作基础的年轻同志参与整理工作，以老

带新的方式培养新人。这些年轻人都经过古典文献或相关专业学习，具有较高的

学历和一定的理论基础，对待古籍整理工作积极热情，通过整理过程中大量的实

践探索，专家精心的指导点拨，业务能力提高很快，时至今天，已可以独当一面

开展工作。将来古籍整理完成之日，便是古籍整理人员成材之时，辽宁省图书馆

的古籍整理事业定会薪火相传，蓬勃发展。 

整理后的古籍，要定制书套加以保护，对破损、污损的古籍要加以修复，

恢复原貌，便于利用。这些古籍日后将搬入新建古籍库房中，在适合的环

境条件中妥善保藏，传承后世。揭示馆藏是图书馆职责所在，但此次整理工作

侧重在目录、版本方面，更深入的研究，待有志于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后来者。  

      

 

锦州市图书馆古籍普查工作概述 

锦州市图书馆  靳莉   

 

锦州市图书馆现有古籍 5356种，5万多册，其中 1912年之前古籍 1万余册，

是辽西地区古籍藏量最多、古籍保存相对完好的图书馆。 

我馆领导高度重视古籍普查工作，由业务副馆长主抓，并从图书馆工作人员

中选拔业务能力强、工作认真负责的几名同志充实到古籍普查工作岗位，专门从

事这项工作。从 2008 年起先后分批委派他们参加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及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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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古籍普查平台、古籍鉴定与保护、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等各种

培训班，以提高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的水平和能力。馆领导还给出了优惠政策，调

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待遇。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我们制定了

工作单，每日按要求严格填写，及时掌握工作进度。与此同时，我馆还和省古籍

中心保持密切联系，在著录和审校过程中，有问题及时请教，尽量减少差错。此

外，我馆还积极参予申报国家和省级珍贵古籍名录工作。馆藏明刻本《元包经传》

已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昌黎先生》等十八部古籍入选第一批《辽

宁省珍贵古籍名录》。 

目前，工作人员积极工作，干劲十足，现已完成普查平台工作量的 60%以上，

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上级交给的工作任务。 

 



 

《朱子实纪》 

辽宁省图书馆  王蕾 

 

《朱子实纪》十二卷，明戴铣辑。明正德八年鲍雄刻本。 

    戴铣字宝之，婺源人，明弘治九年（1496）进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后调

南京户科，以疏弹太监下诏狱，卒于廷杖之下。世宗立，赠光禄少卿，事迹《明史》有传。

著有《朱子实纪》、《峰文集》。 

《朱子实纪》详述朱子始末，首曰道统源流、世系源流，次年谱，次行状、本传，次

庙宅，次门人，次褒典，次赞述，次纪题。大凡与朱子相关之行实，均搜罗无遗，间有考证，

亦列其中。其书本因《朱子年谱》而作，但标曰“实纪”，如铣自序称“谓之年谱，则绍乎

前、彰乎后者不足谈，必曰实纪，然后并包而无遗”。《朱子年谱》主于明朱子问学之序、出

处之道，而《朱子实纪》“惟主于铺张褒赠，以夸讲学之荣”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七《朱

子年谱》提要)，二书立意各有所取。是书虽发明无多，而汇辑传存文献、考镜道学源流，

仍功不可没。 

馆藏《朱子实纪》书前有明正德八年（1513）

李梦阳序，次为正德丙寅年（1506）戴铣序。卷

末汪愈序云：“朱子实纪凡十二卷，前南京户科

给事中戴翀峰所编也。……正德丙寅编成，自为

序。越二年而先生（戴铣）卒，又五年乃今正德

癸酉歙鮑雄以道氏始板行焉。”言及刻《朱子实

纪》事。 

是书板框高 19.3厘米，宽 13.1厘米，半葉

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單邊，

单鱼尾。此书曾为王懿榮、张仁黼、稻叶君山等

名家收藏，钤“日讲起居注官”、“翰林供奉”、

“王懿榮印”、“张仁黼印”、“内廷侍直”、“固始

张氏鉴藏金石图书印”、“国朝登州第三祭酒”、

“君山遗品”等印。王懿荣（1845—1900 年）

字正儒，一字廉生，山东福山古现村人。近代金

石学家、甲骨文的发现者。著有《汉石存目》

二卷、《南北朝存石目》八卷、《天壤阁杂记》

一卷、《翠墨园语》等书。稻叶君山(1876 年

--1940年)，日本明治后期时代，权威中国历史

学者，近代日本学者，清史研究专家。著有《清

朝全史》、《满洲发达史》等，编有《朱舜水全集》

等。此书后入伪满图书馆。解放后为辽宁省图书

馆接收。是书精雕细刻，楷书端庄，为明版佳品，

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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