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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三批珍贵古籍名录及省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专家评审会召开 

 

2011 年 7 月 28 日，《山西省第三批珍贵古籍名录》及“山西省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专家评审会在山西省图书馆召开。此次评审会共

收到了山西省图书馆、山西大学图书馆、山西博物院、山西师范大学

图书馆等 13 家单位和个人申报的 356 部古籍，隰县小西天、大同市

图书馆申报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此次省珍贵古籍评审延续第一、二批名录的评审标准。即凡已

入选“第三批国家级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将直接入选此次名录，新

申报古籍则必须符合国家二级古籍标准，山西地方文献需符合三级古



籍标准。 

各单位申报的古籍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充分体现了我省各收

藏单位的藏书特色，也体现了各单位的申报侧重点。总体来说，主要

特色有：地方文献特色，如乾隆之前刻印的地方志书，省内著名学者

傅山、董文焕、董文灿的抄稿本和部分，地方名人的代表作如明万历

刻本《守圉全书》是山西人韩霖的著述，流传较少，具有珍贵的文献

价值。精刻本特色，包括《憺园集》、《二十一史弹词辑注》、《蚕尾集》、

《杏东先生文集》、《渔洋山人精华录》、《赵裘萼公剩稿》等。禁毁书

特色，如《陈眉公太平海清话附书史》、《翠筠亭集》、《丁野鹤遗稿》、

《古文雅正》、《槲叶集》、《江辰六文集》等。孤本、稀见本特色如《红

椒山房诗》《静远居诗选》等。内府特色如清内府刻《渊鉴类函》《古

文渊鉴》等，清内府写《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和《大清文宗显皇帝

实录》（又称小红绫），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部内府写本品相上乘，保存

完好，十分珍贵。另外，隰县文物旅游局申报的《永乐北藏》和宁武

县文物馆申报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再次展示了我省收藏丰富的佛教

典籍。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对我省“全国古籍 

重点保护单位”申报单位进行考察 

 

2011年 7 月 11日至 12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罗琳、胡

平对我省申报第四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山西师范大学图书



馆进行考察，山西省图书馆副馆长王开学，古籍部郑梅玲等同志陪同

前往。 

山西师范大学位于华夏民族发祥地之一的古尧都临汾市，即古

代平阳府，也是金代著名的刻书中心。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是我省重

要的古籍收藏单位之一，基础业务扎实，工作作风严谨。 

 

 

 

专家们听取了山西师范大学关于古籍保护工作的汇报，之后对古

籍书库、古籍阅览室进行了实地考察，认真检查了库内的消防安防设

施以及相关的规章制度，了解了古籍编目整理情况。山西师大还向考

察组专家展示了其珍贵的馆藏古籍以及近年来在古籍整理方面的出

版成果。 

http://baike.baidu.com/view/62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2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8031.htm


经过考察，专家们认为，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踏实、

细致、严谨，同时，就其在设备设施改善方面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意

见。 

 

 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汇报 

 

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始建于 1958 年，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目前

馆舍面积 17475 平方米，古今中外各类纸质藏书 147 万余册，其中线

装古籍近 9 万册。我馆自建馆以来一直都很重视古籍文献收藏，采取

多种渠道收集古籍文献。1965 年，山西省图书馆把复本较多的古籍 1

万余册移交我馆收藏。1970 年 10 月，山西省教育学院撤销，省教育

厅将教育学院图书馆的 20 万册藏书调拨我馆，其中包含大量线装古

籍，构成我馆古籍收藏的主体，唐人写经卷、宋刻《魏书》、元刻《玉

海》即此时归我馆收藏。“文革”结束后，我馆将古籍购藏列为工作

重点之一，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每年都拿出一定经费用于古籍收购，

采取民间访购、书店采购、吸引书贾上门售书等多种渠道收集古籍文

献。1991 年太原市古籍书店整理旧书之际，我馆购回古籍 200 余种、

1000 余册，其中多为山西人著述及山西刻本。大批入藏古籍丰富了

我馆古籍藏书的数量与质量。 

一、古籍善本藏书 

我馆现藏善本 773 部 10855 册，唐写经、宋刻元明递修本《魏书》、

元刻《玉海》为珍贵馆藏。  



    《魏书》北宋初刻本当时就流传不广，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

曾在四川翻刻《魏书》和其他六史，这两种本子都没有传下来。传下

来的魏书最早刻本便是南宋翻刻，经元、明二朝补版的所谓“三朝本”。

我馆藏本外封面有朱笔题识：“道光八年秋月，同友人阳崖兄过游苏

市，用白银贰两得之，此本未入明监本印也。宋本魏书 吴门汪氏藏”。

卷内钤清代著名画家姚元之朱文方印“姚元之印”。《玉海》元代刻于

庆元路，原附词学指南四卷，又附刻十三种，至明代版毁颇多，陆续

皆由国子监补刊，补刊之页书口皆刻有年代和刻工，可清楚地知道历

次递修情况。馆藏本存附刻五种十二卷：《通鉴答问》五卷、《周易郑

康成注》一卷、《周书王会》一卷、《践阼篇集解》一卷、《汉制考》

四卷。《汉制考》卷四页七、十五上书口刻“正德二年补刊”字样。

钤“集古斋珍藏书画印记”朱文方形藏印。 

明刻本 193 种 197 部 2300 册，最早的是永乐十三年（1415）内

府刻本《礼记集说大全》三十卷，白棉纸印本，开本宽大，纸白墨浓，

雕刻精湛。钤“话雨楼”朱文方印，为近代名士陆恢旧藏。正统 1 种，

景泰 1 种，成化 1 种，嘉靖 34 种，隆庆 6 种，万历 67 种，天启 9 种，

崇祯 21 种，不可考具体年代的明刻本 33 种，明抄 1 种，毛氏汲古阁

刻本 15 种，套印本 3 种，明孙鑛批点，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闵

氏家刻朱墨套印本《春秋左传》十五卷，为现知最早的吴兴双色印本，

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书中钤“面城楼藏书印”、“勉士”、“岒南温氏

珍藏”等藏书印 25 枚。曾被清藏书家、学者曾钊所藏，后入藏我馆。

明李元珍辑《诸子纲目类编》八卷附《昭代子快》一卷，明万历年间



李潮聚奎楼刻朱墨套印本，国内仅六家单位收藏。万历三十四年

（1606）吴元维树滋堂刻朱印本《秦汉印统》八卷，集录了古印七千

余枚，朱砂红印，印章清晰，字大悦目，乃印中佳品。 

清代乾隆以前的有 380 种 438 部 6859 册，著名的“林氏四写”，

我馆藏有三种：汪琬《尧峰文抄》、王士禛《渔洋山人精华录》、陈廷

敬的《午亭文编》。清乾隆五年（1740）柘城窦纾刻清窦克勤纂修、

窦容邃续修《柘城窦氏家乘》十卷，清乾隆四十八年储启隽刻清储秘

书撰《缄石斋诗稿》四卷，被《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认定为海内孤本，

为我馆所独藏。显示清初内府多色套印技术高超水平的康熙四十九年

（1710）内府刻朱、墨、黄、绿、蓝五色套印、康熙二十四年（1685）

朱、墨、黄、蓝四色套印本《古文渊鉴》在我馆亦有所藏。清代抄本

18 种 129 册，毛扆抄《苍崖先生金石例》十卷、江日濬精抄本《周

易粹义》四卷、道光十九年莫友芝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一卷为其

中精品。《苍崖先生金石例》卷十末题：海虞毛氏抄藏，钤“毛扆之

印”，近人王文进《明毛氏写本书目》有著录。《周易粹义》有著者手

稿本，楷书书写，收入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清代稿本百种汇刊》。

抄本除苏州市图书馆藏外，仅我馆有藏。馆藏本用小楷精抄，书法宛

妙，令人展玩难罢。 

名人题跋批校本在我馆亦有所见。明末毛氏汲古阁刻宋娄机著

《汉隶字源》，有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题识，易培基过录清著名学者

翁方纲批校题识。明嘉靖六年至七年（1527-1528）胡缵宗、陆采刻

清代著名学者宋荦题跋本《艺文类聚》、明嘉靖间王忬刻清末民初著



名藏书家莫棠题识本宋曾巩《南丰先生元丰类稿》、罗振玉题签宝熙

题跋本《新增格古要论》、山西近代名人郭象升批校的清雍正刻《渔

洋山人精华录笺注》、佚名朱、黄、墨笔批近 90 条朱彝尊辑《明诗综》

亦非常珍贵。 

山西省内，被《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的有 43 家单位的 1614

部善本，该书目收录我馆善本 210 部，就收藏古籍的数量和质量来说，

我馆所藏古籍在省内名列前茅。我馆 10 部古籍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

古籍名录，5 部古籍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6 部古籍入选

第一批山西省珍贵古籍名录，13 部古籍入选第二批山西省珍贵古籍

名录。 

二、古籍书目编撰 

图书馆早期，由于我馆入藏古籍来源不一，且馆舍几度迁移，图

书陈列无序。1978 年，为落实国家整理古籍善本书工作任务，也为

师生查阅古籍提供方便，在已故老馆长陈曼若先生的主持下，我馆着

手进行古籍善本的整理、编目工作，按标准选出善本书认真鉴定，另

架安放，并编制书目卡片。1980 年 5 月编成《山西师院图书馆藏善

本图书及地方志目录》，收录善本 321 种 5055 册，地方志 384 部。经

上级古籍整理研究部门的核实，其中不少图书入选《中国古籍善本书

目》及《山西古籍善本图书目录》。随着古籍藏书日益增加，工作人

员再次对古籍进行整理，对原有善本目录进行了修订，1994 年完成

修订后的《古籍善本书目》，共收入善本 635 种，9429 册。2005 年工

作人员开始对原《古籍善本书目》进行考证修订，经过多年的努力，



《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于 2011 年 5 月由国家图书馆

出版社出版。书目全面翔实地揭示了现阶段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

善本的收藏和整理情況，收录善本 773 部 10855 冊，按经、史、子、

集、类丛五部分类。每种书均著明书名、撰者、版本、冊数、行款格

式、牌記、封面、刻工、写工、題识批校、藏家印章等。书后附有“书

名索引”、“著者索引”、“印文索引”。可作为可靠的古籍家底依据，

为我校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 

我馆古籍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排列，复单出丛书一

类，并编制有古籍目录卡片。2000 年，工作人员开始建立古籍文献

机读数据库，录入数据 4800 余条，数据库建成之后分批逐次对录入

信息进行核查校正增补。配合山西省基本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工作及

《中华古籍总目·山西卷》的编撰工作，从 2 010 年 4 月份起将馆藏

1912 以前的古籍与目录卡片、古籍书目数据库做核查校对，并增加

了登录号、行款、开本及边框尺寸等内容。由于此工作涉及古籍版本

诸多信息，而古籍整理工作须严谨慎重的科学态度，达到尽善尽美，

尚需假以时日。 

三、古籍书库状况 

我馆古籍书库共 356.2 平米，位于图书馆主楼书库最高层。有防

盗门窗。普通古籍存放在 352 个铁皮书架上。无单独善本库，善本书

存放在古籍库的 85 个铁皮柜及 4 个单面铁皮柜中。 

古籍书库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及感烟探头、火灾报警控制器（联

动型），正在安装海湾烟感、温感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正在安装



七氟丙烷气体自动灭火系统，共 12 个灭火柜。库房监控报警系统有

红外线监控探头（IRLAB  4 个）。防紫外线措施主要有防尘防紫外

线遮阳帘。防虫措施主要采用天然樟脑、粘鼠板。 

书库内无空调系统、温度监测仪器、湿度监测仪器、空气净化装

置、消毒、杀虫设施、水灾自动报警系统。 

我们馆在古籍保护方面，受各方面条件限制，平常仅能做一些避

光、驱虫、通风之类的基本维护，在设备配置上与《图书馆古籍特藏

书库基本要求》有一定的差距，如：古籍书库无空调，温湿度达不到

要求，书库完全处于自然状态，不少珍贵古籍已出现纸张老化现象，

需要加大对馆藏古籍保护的力度，加强硬件设施建设，整改书库环境

设备，切实保障古籍的完好与安全。 

2009 年 4 月 3 日，文化部古籍保护督导组专家一行六人莅临我

校，就我校图书馆申报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工作进行督查指导。指

出了我馆古籍保存中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如古籍书库的消防、温湿

度控制、防尘、照明、防盗措施等。            

之后我们积极争取校领导的重视和支持，2010 年向学校提交了

《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保存现状及保护规划报告》，计划实施五

年期“古籍保护工程”，用五年的时间整改书库环境设备，彻底改变

我馆古籍收藏的硬件保护设施现状。 

详细规划如下：2010－2011 年主要解决书库的安全消防措施，

所需设备有：库房监控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水灾自动报警系统；

2012 年主要解决书库的温湿度和灯光，所需设备有：恒温恒湿设备



古籍书库专用空调、温湿度监测仪器、防紫外线灯管；2013 年主要

改善古籍的装具条件，所需设备有：密集书架；2014 年主要解决书

库空气净化，所需设备有：空气净化装置。 

四、古籍保护机构沿革与工作人员 

图书馆早期人员较少，馆舍几经搬迁，机构设置不完备，业务分

界并不清晰。至 1978 年，我馆成立古籍组，陈曼若同志负责古籍整

理工作。1984 年图书馆新馆落成，古籍图书搬入新馆顶层，拥有稳

定、独立书库，使用至今。柴建国副馆长兼任古籍组组长。1999 年

底古籍组改称古籍部，2004 年改称特藏部，下设古籍阅览室、古籍

丛书阅览室、古籍书库。 

我馆历来重视古籍整理工作，有优良的古籍保护与开发传统。我

馆古籍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古籍整理工作合

理有序地开展，得益于几代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人员的努力，同时，

古籍整理工作也培养了一批优秀人员，取得了一批独具特色的学术成

果，如《山西书法通鉴》、《山西文化艺术志·金石书法编》、《山西古

籍印刷出版史志》、《平阳经籍志》、“金元时期平水刻版印刷考述”（《文

献》）、“《中国丛书综录》校补”（《图书馆杂志》）、“《经义考·论语》

阙误补正”（《书目季刊》）、“《经义考·论语》补遗”（《中央研究院中

国文哲研究通讯》）等。多年来我馆选派人员参加各种古籍整理业务

培训，并鼓励人员出外进修学习，考取研究生，以提高业务能力，充

实工作队伍。2008 年，我馆派人员参加山西省首届古籍普查培训班

学习，回馆后积极按照古籍普查工作要求，准备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C9%BD%CE%F7%B9%C5%BC%AE%D3%A1%CB%A2%B3%F6%B0%E6%CA%B7%D6%BE&xuanze=2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C9%BD%CE%F7%B9%C5%BC%AE%D3%A1%CB%A2%B3%F6%B0%E6%CA%B7%D6%BE&xuanze=2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C6%BD%D1%F4%BE%AD%BC%AE%D6%BE&xuanze=2


录，并申报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09 年，我馆派专人赴云南参

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的古籍修复班学习，赴太原参加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组织的古籍鉴定与保护研修班学习。2010 年派专人前往南京

参加第十四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学习，赴长治图书馆参加“山西省

古籍基本信息数据库培训班”。通过学习，更新了知识，掌握了技能，

回馆后积极投入到山西省基本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工作中。 

五、健全规章制度，强化制度管理 

作为高校图书馆，我馆除制定有健全的图书馆工作与读者借阅制

度外，还制定有多项与古籍保护相关的规章制度与保护措施，如：特

藏部工作职责、古籍阅览室读者守则、安全制度、钥匙管理制度、校

外读者查阅古籍和报刊规定及图书馆因应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等。 

为保护馆藏古籍，减少流通，同时又满足师生读者的需求，本馆

规定古籍的主要使用者为教师、科研人员、研究生及高年级本科学生。

所藏古籍只能在室内阅览，如有特殊需要，须在非善本和有复本的情

况下，经馆长批准，方可出借，限时收回。 

古籍书库实行专人管理，要求书库门锁必配两把，钥匙分别由指

定的两人掌管；必须两人同时在场，方可开启门锁进入库房，实行严

格的出入库制度。签订安全责任书，把安全工作落实到人。定时对古

籍书库进行检查，进行清扫，查看有无漏水、漏电情况，做好消防、

防盗预防工作。按时撒放防蛀、防虫、防鼠药，保证馆藏古籍安全。 

六、完善馆藏体系，减少线装古籍的借阅 

古籍收藏是我馆特色之一，在收藏线装古籍同时，为补充线装古



籍品种不足，还投入大量经费购置大型影印古籍，仅《四库全书》、

《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

《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四库未收书辑刊》等

“四库”系列丛书，即价值 1314300 元。根据地方特色，为方便读者

查阅山西地方志资料，我馆购置了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

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及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

西省》比《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多出的县志 13 种。 

随着图书数字化的发展，为方便师生查阅古籍，同时减少线装古

籍的流通，更好地保护馆藏线装古籍，我馆购置了古籍电子资料《中

国基本古籍库》（52000 元）。 

七、加大经费投入，改善硬件设施 

我校历来重视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近年来投入大量经费改善古

籍收藏条件。我馆有近 500 平米的古籍专用书库和阅览室。自 2004

年至今，学校先后拨款近 20 万元用于制作古籍函套、书画柜，更换

防尘防晒窗帘，更换古籍部书架、阅览桌、办公桌椅，粉刷古籍书库

及阅览室、改造电源线路和暖气管道、配备了二氧化碳气体灭火装置

等。2010 年初向学校提交了《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保存现状及

保护规划》报告，计划实施五年期“古籍保护工程”，用五年的时间

整改书库环境设备，彻底改变我馆的硬件保护设施现状。经过多次努

力，2010 年 12 月 6 日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正式立项，为古籍库装

备无管网“七氟丙烷气体自动灭火系统”，投入专项经费 48 万元；在

防盗保护方面，为古籍库拨付 3 万元专项经费，安装防盗门窗及红外



线监控探头，这标志着“古籍保护工程”正式启动，整个工程计划在

五年内分步实施完成。 

“十二五”期间，我馆计划争取向学校申请投入 100 万元用于古籍

保护。2011 年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学校已投入 50 余万元作

为“古籍保护工程”的启动经费，购置七氟丙烷气体自动灭火装置、

防盗设备等。此后计划每年至少投入 10 万元逐步购置水灾自动报警

系统、恒温恒湿设备古籍书库专用空调、温湿度监测仪器、防紫外线

灯管、密集书架、空气净化装置等设备，用于解决书库的安全措施、

书库的温湿度和灯光、古籍的装具条件、书库空气净化，以整改书库

环境设备，彻底改变我馆的硬件保护设施现状。 

八、古籍保护面临的问题 

尽管各级领导都很重视古籍保护工作，历年来我馆古籍保管的硬

件有所改善，但这些是随着图书馆整体的发展而改进的，专门针对线

装古籍特别是善本的保护工作还远远不够。需要解决的问题有： 

（一）、需要加强书库硬件设施建设。我馆无独立善本库房，善

本书主要藏于铁皮柜中，没有能防虫防蛀并天然调节湿度，防霉防臭

的樟木柜。古籍库无恒温恒湿空调机组、无温度湿度监测仪器以保证

书库温湿度能够控制在标准要求的范围内。无空气净化装置以滤除空

气中的灰尘和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有害气体，

临汾市作为全国的重污染城市，空气中的粉尘是主要污染源，而以

SO2为主的各类粉尘对古籍的损害十分严重，而我们所能采取的措施

只能是密闭书库门窗，加挂防尘窗帘，补做函套也尽量做成六合套，



这样的结果是书库长年空气不得流通，函套内古籍的状况不易查明。

虽然工作人员时常清理函套，但函套的布制属性也常令人无可奈何，

急需改善古籍的装具条件。无水灾报警系统、无消毒设施。 

（二）、古籍保护工作专用设备缺乏。因经费欠缺，古籍普查专

用冷光扫描仪、数码相机等办公设备尚未配备，不利于普查工作的开

展。修复设备、材料的缺乏。因无古籍修复现代设备，如纸浆补书机、

电动压力机、便携式酸碱度测试仪等相关设备以及修复档案管理软件

和修复材料，影响了我馆破损古籍文献的修复工作的开展。 

（三）、专业人员的配置和培训。与省内其他收藏古籍较多的单

位比较，我馆古籍保护从业人员数量较少，专业人员不足，不利于全

面地展开工作。我馆古籍整理长于书目编撰，而修复业务欠缺，古籍

修复人员业务水平亦急待提高，我馆目前只有 1 名工作人员从事修复

工作，仅只参加了古籍修复初级班的培训，从业时间较短，急切希望

能去省古籍修复中心进修学习，提高修复技艺，更好地修复馆藏古籍，

使古籍得到有效保护。 

鉴于以上状况，我馆在古籍保护上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客观

上又缺乏相应的专项配套资金，这些都不利于古籍的保存。因此需上

级给予资金扶持，以改善古籍保管条件，加强古籍保护工作力度。 

再次感谢各位专家莅临我馆指导工作。作为高校馆，与公共馆交

流较少，很多关于古籍保护的信息不能及时掌握，也是工作开展滞后

的原因。今后渴望接受上级古籍保护中心的业务指导，加强与各图书

馆之间的交流，互通声气，信息共享，做好古籍保护这一功载千秋的



事业。 

（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杨艳燕） 

 

 

山西省古籍修复中心为五台山普寿寺修复《护戒牒》 

 

8 月 14 日，五台山普寿寺贯涌藏主来省古籍修复中心参观，同

时委托中心帮普寿寺修复清光绪年间的《护戒牒》一份，我中心及时

安排人员帮其进行了修复。以下是我中心修复人员提供的修复情况： 

原件长 140 厘米，宽 80 厘米，属皮纸类，折叠存放。由于年久，

折叠处和四周断裂严重且有部分缺失，纸质已趋絮化。 

修复方法：（1）取与原书纸质相仿的皮纸用红茶染色。（2）用清

水将原件喷湿掸平并将沉积在原件表面的赃物用软毛刷和镊子清除

掉（3）用染好的皮纸将断裂和缺失的部位修补（4）为了控制其絮化

程度，用 5 克马尼拉皮纸以极薄的的浆水托于原件上，撤水后上木墙

绷平。（5）制作一个和原件宽度相同的园柱形木轴裹纸做地杆、上轴

头。（6）原件干透后下木墙，将多余的部份裁掉，在天头和地脚的部

位以点浆的方法各接 50 厘米和 30 厘米长的手工竹纸，接出部分的纸

与原件仅有几个粘接点，起着包首包尾的作用，有利于原件的保存和

使用。 



 

 

 

 

 

 简讯 

★ 2011年 8 月中旬，山西省古籍修复中心接收到国家修复中心发放

的修复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