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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图书馆举办“馆藏珍品展” 

 

2009 年 7 月 9 日，山西省图书馆百年庆典之际，在主楼

多功能厅举办了“馆藏珍品展”，展期一周。展览分唐宋、

金元、明、清、稿抄校、捐赠、地方文献、舆图八个单元，

以展板与实物相结合的方式，以晋藏珍品及晋人著书为主

线，共展出珍贵古籍、地方文献特藏及晋省舆图 88 件。 

展览期间，参观者络绎不绝，有父子、母女、祖孙、同

学结伴者，有老师带领着的作文班的小学员，有的人来了一

次，第二天会带上其他人再来，有些古籍爱好者更是天天流

连于展厅。许多人还通过留言表达了对本次展览的肯定，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喜好，对古籍保护事业的支持与期望。 

展览不仅宣传了馆藏，更普及了古籍常识，使社会各界

对古籍保护工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有利于古籍保护工作的

进一步开展。 

 



 

 
 

展览前言 

文献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从甲

骨刻辞、青铜铭文、石刻文字，到竹简帛书、雕版刻印，卷

帙浩繁的古代文献典籍，数量繁多，内容丰富，世所罕见。

这是中华民族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

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想象力、创造力，是中华文明绵延数

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是人类文明的瑰宝。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发达，

自古就有“圣贤渊薮”、“盐铁饶”、“诗风盛”的美称，早在商

周时期，就出现了甲骨文和钟鼎文载体，赵城出土的甲骨、

曲沃出土的晋侯苏编钟、侯马出土的玉质圭形盟书是其佐

证，春秋时期的古晋国就开始用文字书写自己的史书—— 



 

 

《晋乘》。 

西汉时期，山西最早的诗歌总集《河东蒲坂歌诗》在民

间传抄。南北朝时期，北魏定都平城，曾重用汉士在平城收

集校勘经籍。唐末五代，冯道始于国子监校刻《九经》,后蜀

河中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毋昭裔于蜀中私费校刻《九经》、《文

选》。自宋以后，图书出版更是兴盛不绝，金元之际，平水

成为黄河流域的刻书中心，所刻《赵城金藏》《政和本草》《四

美图》《关羽图象》等皆是名扬海内外的传世珍品。明代的

晋藩刻书被誉为“藩府之冠”。清代地方志出版空前繁荣，全

省纂修的地方志多达三百余种，除了平鲁县以外，各地皆县

有县志，州有州志，府有府志。 

辛亥革命以后，以铅印、油印、石印为主的图书印刷代

替了雕版印刷。抗战时期，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根据地

军民一边斗争，一边坚持编辑出版工作，出版了大量的政治、

军事、经济、法律著作以及戏曲、小说、报告文学等大众喜

闻乐见的通俗读物。  

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的珍贵文献，是历史的见证，

是民族文化的瑰宝，更是三晋文化的光辉篇章。 

山西省图书馆创建于 1909 年，百年风雨、百年变迁。

百年来我们通过采访、征集、鼓励社会捐赠等各种方式，使

馆藏线装古籍增加至三十万册（件），金石拓片增加至五千



 

余件。近年来，我馆又注重地方文献的征集，不仅制定了收

藏标准，还拓展了采选途径，目前，地方文献的收藏已初具

规模并已形成特色。 

这一展览，我们主要从古籍及地方文献中选取有代表性

的珍贵馆藏，以图版和实物相结合的方式，展示在中国书籍

发展各个历史时期的馆藏情况，诠释晋刻、晋藏图书的历史

和成就，有裨于读者从一个侧面更好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历

史、山西的历史，增强热爱民族文化、热爱三晋文化的自信

心和自豪感。 

 

省图亮相嘉德四季古籍拍卖会 

 

2009 年 9 月 13 日，我馆王开学、范月珍同志参加了在

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举行的嘉德四季第 19 期古籍拍卖会，

这是我馆第三次参加此类拍卖会。经过激烈的竞争，共拍得

4 种古籍。分别为：清乾隆三十年刻《选择天镜》三卷；明

汲古阁刻翁培树旧藏并题跋本《泉志》十五卷；清康熙九年

刻《罗昭谏集》八卷；明万历刻《陈眉公重定野客丛书》三

卷。 

多途径补充馆藏古籍是我馆一直以来坚持的采选方针，

此次拍卖会中的拍品有许多是我馆没有收藏的，在拍卖会前

我们就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对照所拍善本古籍对我馆古籍 



 

 

做了查重，根据馆藏特点列出预买书目，再根据我们的实际

情况标出了上限价位并在操作中加以调整，使竞拍时不盲

目、不跟风。这次拍得的四部善本皆为馆藏所无，且有较高

的版本和收藏价值。 
 

“第四期全国古籍鉴定与保护高级研修班” 

在省图举办 

 

2009 年 8 月 31 日——9 月 18 日，“第四期全国古籍鉴

定与保护高级研修班”在山西省图书馆举行，来自全国多家

公共图书馆、文博系统及高校图书馆的 94 名学员参加了此

次培训。多位国内知名专家李致忠、吴格、徐忆农、范正红、

沈乃文、刘心明、唱春莲、郝永利、徐蜀、李际宁、赵前、

程有庆等，将他们在各自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带到培训班里与

学员们分享、交流，十八天的培训工作取得了圆满成功。 

古籍鉴定与编目是从事古籍工作的重要内容，它所要求

的从业人员必须具备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素质，所谓“功夫

在诗外”，要想做好鉴定，对古文字学、目录学、书籍史、

书法史、印刷史、佛教史等都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甚至成

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另外，个人的阅历、见解和悟性也是做

好鉴定的“诗外功夫”。因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课程安排



 

中特别用心，培训班的课程内容不仅涵盖古籍整理与编目、

古籍鉴定与鉴赏、碑帖整理与编目、印章的辨识、古籍的再

生性保护等方面的知识，还针对性地对和刻本、活字本、佛

教藏经、明清版本等领域设置了专门的课程，使学员们能够

学有所专，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和一流的专家学者交流，受

益匪浅。另外，针对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阶段，安排了

实践性很强的书影的拍摄、名录申报中应注意的问题以及古

籍普查表的填写实践等课程。这样通过国家中心搭建的平

台，各地学员将自己在工作中的经验和问题聚合在一起进行

商讨和研究，这对我们今后工作的开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关于鉴定。老师们对宋、元、明、清不同朝代或同一朝代

不同历史时期的古籍特征做了详细的分析与讲解。从纸张、

版式、字体、避讳到序跋、批校、印鉴、版画的鉴定，从官 



 

 

刻、坊刻到私刻，从单色印到多色套印……细致入微，全面

而实用。同版刻古籍相比，活字本的古籍存世更少，更有特

点。虽然活字本往往呈现出与刻本不同的风格，但以往人们

在对一部古籍到底是活字本还是刻本的判断上常常出现偏

差甚至是错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活字本的鉴定就更为复

杂，原因是活字印刷的方式是多样的。因此，在这方面的鉴

定中就需要我们去全面了解活字印刷的方法，摒弃和否定一

些陈旧、错误的观点，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在徐忆农老师

生动并富有感染力的讲授中，学员们对此也表现出浓厚的兴

趣。作为古籍鉴定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印章的作用不可小觑。

一枚小小的印章，折射出中华文明的悠久与源远流长，它的

形制、文字字体、文字章法、材质、内容等特征也随着历史

长河的奔流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同时也深深地打上了那个

时代的烙印。佛教典籍可谓中华古籍之特色。佛教在传入中

国后，众多中国僧人纷纷译经写经，封建统治者为了统治需

要亦下令刊刻佛经，逐渐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形成大藏经的

多个系统和多种版本。这些大藏经风格迥异、各具特色，丰

富了中华古籍，同时也成为珍贵的史料。我们今天做鉴定，

有许多前人的经验可供参考，也有许多文献资料供我们查

阅，但是还要多看书，全凭实践。 

关于编目。古籍编目远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它必须建 



 

 

立在鉴定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不懂古籍鉴定，古籍编目

便无从谈起。因为古籍编目中最重要的版本项需要通过严格

的鉴定过程来确定。古籍编目也不是简单的著录，它隐含着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意义在里面，不但要搞清它的分

类，还要组织好它的排序，古籍编目的好坏也就在于此。另

外，在编目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完整丛书与丛书零种、丛书

与单行本的编目，就像大藏经编目中要区分完整大藏经与藏

零本、大藏经与单行本的编目一样。名称项、责任者项以及

版本项的著录都是碑帖编目有别于古籍编目的地方。当然，

编目之前，对碑帖的鉴定同样必不可少。 

  无论鉴定还是编目，离开了书本身都是空谈。十几天的

学习过程中，学员们对实践课都积极参与，表现出极大的热

情。大家普遍认为，要真正将老师所讲的东西学懂学通，就

必须在今后的工作中学以致用，多动手，多看实物，在工作

中不断扩大知识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把古籍保护工作

真正落到实处。多名学员在座谈会上也提出希望以后可以加

大实践比重，增进馆际交流，互通有无，对开阔大家的眼界、

提高业务能力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山西省图书馆承办这样一次人数众多的古籍盛会，尚

是首次，尽管没有一点经验，但是从领导到部门工作人员都

尽心尽力做好各种细节工作，保证了培训工作的顺利进行， 



 

 

短短的十八天很快结束了，就要踏上回家的路程，学员们都

表现出了留恋和不舍，学员们纷纷表示获益匪浅，既丰富了

理论，又加强了实践，总体感觉既新鲜又充实。 

培训的目的是要促使中华古籍得到有效的保护，古籍

工作中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和未解的疑团等着每一位奋战

在古籍工作前线的同仁们去开拓、去探索。中华古籍保护工

程的启动不仅使古籍重新散发出勃勃生机，也是我们古籍从

业者的荣幸。 

 

山西省第一批珍贵古籍名录和 

第一批重点古籍保护单位公布 

 

为了加强对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的管理,提高古籍保护工

作水平,促进全省古籍保护工作健康、持续开展，依据我省

《省级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评审暂行办法》、《省级珍贵古

籍名录申报评审暂行办法》规定，经山西省古籍保护专家组

评审，并通过 30 天公示，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山西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山西省第一批省级古籍重点保

护单位和山西省第一批省级珍贵古籍名录的通知》（晋政办

发〔2009〕137号）公布了第一批省级珍贵古籍名录八十八 

 



 

 

部，省级重点保护单位八家。 

山西省第一批省级珍贵古籍名录（共88部） 

 

唐五代时期 

01.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五十四  （唐）释玄奘译  晚唐五代写本  曲

沃县图书馆 

02.大般涅槃经卷三十九  （北凉）释昙无谶译  唐写本  曲沃县图书馆 

03.维摩诘所说经卷下  （后秦）释鸠摩罗什译   唐写本  山西省图书馆 

04.妙法莲华经卷三  （后秦）释鸠摩罗什译  唐写本  山西省图书馆 

存一纸  

宋辽金元时期 

05.蒙求三卷  （唐）李翰撰  辽刻本  应县木塔文物管理所 

存七叶 

06.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  （唐）释玄奘译  宋开宝五年（972）刻

元符三年（1100）印开宝藏本  山西博物院 
存一卷（二百六） 

07.大云经请雨品第六十四一卷  （北周）释阇那耶舍译  宋开宝六年

（973）刻开宝藏本  高平市文博馆 
存一卷 

08.妙法莲华经七卷  （后秦）释鸠摩罗什译  宋开宝四年（971）刻大观二

年（1108）印开宝藏本  高平市文博馆 
存一卷（七） 

09.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十卷  （东晋）释佛陀跋陀罗译  辽刻大藏经大字



 

本  应县木塔文物管理所 
存一卷（四十七） 

10.大法炬陀罗尼经二十卷  （隋）释阇那崛多等译  辽刻大藏经大字本  

应县木塔文物管理所 
存一卷（十三） 

11.大方便佛报恩经七卷  失译  辽刻大藏经大字本  应县木塔文物管理

所 
存一卷（一） 

12.中阿含经卷六十卷  （东晋）释伽提波译  辽刻大藏经大字本  应县木

塔文物管理所 
存一卷（三十六） 

13.阿毗达磨发智论二十卷  （唐）释玄奘译  辽刻大藏经大字本  应县

木塔文物管理所 
存一卷（十三） 

14.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一卷   （宋）释法

天译  辽刻大藏经大字本  应县木塔文物管理所 

15.一切佛菩萨名集二十二卷  （辽）释德云等集  辽刻大藏经大字本  

应县木塔文物管理所 
存一卷（六） 

16.胜鬘狮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一卷  （刘宋）释求那跋陀罗译  宋

元丰三年至政和二年（1080-1112）刻福州东禅等觉禅院崇宁万寿大藏经本  

山西博物院 

17.如来智印经一卷  失译  宋元丰三年至政和二年（1080-1112）刻福州东

禅等觉禅院崇宁万寿大藏经本  山西博物院 

18.菩萨善戒经九卷  （刘宋）释求那跋摩译  宋元丰三年至政和二年

（1080-1112）刻福州东禅等觉禅院崇宁万寿大藏经本  山西博物院 



 

存一卷（八） 

19.佛本行集经六十卷 （隋）释阇那崛多译  宋元丰三年至政和二年 

（1080-1112）刻福州东禅等觉禅院崇宁万寿大藏经本  山西博物院 
存二卷（九、十一） 

20.说一切有部集异门足论二十卷 （唐）释玄奘译  宋元丰三年至政和

二年（1080-1112）刻福州东禅等觉禅院崇宁万寿大藏经本  山西博物院 
存一卷（三） 

21.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二百卷 （唐）释玄奘译  元丰三年至政和二年

（1080-1112）刻福州东禅等觉禅院崇宁万寿大藏经本  山西博物院 
存一卷（一百八） 

22.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 （唐）释玄应音义  宋元丰三年至政和二年

（1080-1112）刻福州东禅等觉禅院崇宁万寿大藏经本  山西博物院 

存一卷（十七） 

23.法苑珠林一百卷 （唐）释道世撰  宋元丰三年至政和二年（1080-1112）

刻福州东禅等觉禅院崇宁万寿大藏经本  山西博物院 

存二卷（七十四、七十六） 

24.佛吉祥德赞三卷 （宋）释施护译  宋元丰三年至政和二年（1080-1112）

刻福州东禅等觉禅院崇宁万寿大藏经本  山西博物院 

存一卷（上） 

25.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三十卷 （宋）释施护译  

宋元丰三年至政和二年（1080-1112）刻福州东禅等觉禅院崇宁万寿大藏经本  

山西博物院 

存一卷（二十七） 

26.海意菩萨所问净印法门经十八卷 （宋）释惟净等译  宋元丰三年至

政和二年（1080-1112）刻福州东禅等觉禅院崇宁万寿大藏经本  山西博物院 
存二卷（九、十） 

27.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 （唐）释实叉难陀译  宋靖康元年（1126）六



 

月刻福州开元寺毗卢大藏经本  山西省图书馆 
存一卷（二） 

28.合部金光明经八卷 （隋）释宝贵合入  宋靖康元年（1126）六月刻南

宋咸淳四年（1268）补福州开元寺毗卢大藏经本  山西省图书馆 
存一卷（八） 

29.龙龛法宝大藏残叶 （元）释完吉祥译  元大德二年（1298）刻本  山

西省图书馆 
存一叶（两折） 

30.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 （唐）释实叉难陀译  元延佑二年（1315）

建阳后山报恩万寿堂刻毗卢大藏经本  山西省图书馆 
存一卷（二十八） 

31.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  （唐）释实叉难陀译  辽刻本  应县木塔文

物管理所 
存一卷（二十四） 

32.大般涅槃经后分二卷 （唐）释若那跋陀罗译  北宋刻本  曲沃县图书

馆 
存一卷（下） 

33.妙法莲华经七卷 （后秦）释鸠摩罗什译  五代宋初刻本  高平市文博

馆存一卷（六） 

34.妙法莲华经八卷 （后秦）释鸠摩罗什译  辽刻本  应县木塔文物管理

所 
存一卷（一） 

35.妙法莲华经八卷 （后秦）释鸠摩罗什译  辽刻本  应县木塔文物管理

所 
存一卷（二） 

36.妙法莲华经八卷 （后秦）释鸠摩罗什译  辽刻本  应县木塔文物管理



 

所 
存一卷（三） 

37.妙法莲华经八卷 （后秦）释鸠摩罗什译  辽刻本  应县木塔文物管理

所 
存一卷（三） 

38.妙法莲华经八卷  （后秦）释鸠摩罗什译  辽刻本  应县木塔文物管理

所 
存一卷（四） 

39.妙法莲华经八卷  （后秦）释鸠摩罗什译  辽刻本  应县木塔文物管理

所 

存一卷（四） 

40.称赞大乘功德经一卷 （唐）释玄奘译  辽刻本  应县木塔文物管理所 

41.北斗七星经一卷   失译  宋雍熙三年（986）绛州刻本  山西省图书馆 

42.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科文]一卷  辽写本  应县木塔文物管

理所 

43.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一百二十卷  （唐）李通玄造论  释志宁合论  

金皇统九年（1149）刻本  山西省图书馆 
存一卷（六） 

44.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分卷不详） （唐）释澄观撰  辽刻本  应县木

塔文物管理所 
存一卷（四下） 

45.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分卷不详） （唐）释澄观撰   辽

刻本  应县木塔文物管理所 
存四卷（一上、一下、五上半、五上） 

46.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玄镜记（分卷不详） （辽）释思积

集  辽写本  应县木塔文物管理所 



 

存一卷（三上半） 

47.妙法莲华经譬喻合文一卷  宋元符二年（1099）写本  曲沃县图书馆 

48.[妙法莲华经科文一卷]  佚名著  妙法莲华经七喻合文一卷

（宋）释义悯集  宋抄本  曲沃县图书馆 
存二卷合为一轴 

49.妙法莲华经嵒前记六卷   金皇统八年（1148）刻本  曲沃县图书馆 

存五卷（一至三、五、六） 

50.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十卷  （辽）释诠明述  辽刻本  应县木

塔文物管理所 
存二卷（二、六） 

51.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二卷  （唐）释窥基撰  宋天圣二年

（1024）刻本  曲沃县图书馆 
存一卷（上） 

52.上生经疏科文一卷  （辽）释诠明改定  辽刻本  应县木塔文物管理所 

53.圆觉经并抄疏科文七卷  宋写本  山西省图书馆 

存一卷（卷次不详） 

54.成唯识论了义灯抄七卷  （唐）释惠沼撰  金刻本  曲沃县图书馆 

存一卷（四） 

55.成唯识论了义灯钞科文三卷  齐阜昌八年（1137）醴州乹明院刻本  

山西省图书馆 
存一卷（中） 

56.成唯识论述记应新抄科文四卷 （辽）释诠明述  辽刻本  应县木塔

文物管理所 
存一卷（三） 

57.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十卷  （辽）释守臻述  辽刻本  应县木塔文物管

理所 



 

存一卷（十） 

58.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三卷  （辽）释守臻述  辽刻本  应县木塔文物

管理所 
存一卷（下） 

59.[劝忏悔文]、略示戒相仪、毗奈耶藏近事优婆塞五戒本合卷  

（辽）释守臻  释思孝集  辽写本  应县木塔文物管理所 
存一卷 

60.发菩提心戒本、大乘八关斋戒仪、菩萨十无尽戒仪合卷  辽

写本  应县木塔文物管理所 
存一卷 

61.昌黎先生集考异十卷  （宋）朱熹撰  宋绍定二年（1229）张洽刻本   

祁县图书馆 

明清时期 

62.易注十二卷洪范传一卷  （清）崔致远撰  清乾隆八年（1743）绛云

楼刻本  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63.尚书古文疏证八卷 （清）阎若璩撰  朱子古文书疑一卷  （清）

阎咏辑 清乾隆十年（1745）朱续晫近堂刻本 清张穆校并圈点  山西省图

书馆 

64.杨全甫谏草四卷 （明）杨天民撰  明天启年刻本  山西师范大学图书

馆 

65. [康熙]山西通志三十二卷  （清）穆尔赛等修  （清）刘梅  温敞

纂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  山西省图书馆 

66.[乾隆]解州平陆县志十六卷卷首一卷  （清）韩夔典 李友洙修  

(清)杜若拙  荆如棠纂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盐湖区图书馆 

67.涑水记闻二卷 （宋）司马光撰 清抄本  祁县图书馆 

68.河东盐法备览十二卷  （清）蒋兆奎纂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刻



 

本  稷山县图书馆 

69.河东盐法备览十二卷  （清）蒋兆奎纂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刻

本  盐湖区图书馆 

  70.薛文清公读书全录类编二十卷 （明）薛瑄撰 侯鹤辑 明万历二十 

四年(1596)刻本 太原市图书馆 

   71.文选六十卷 （梁）萧统辑  (唐)李善注  明嘉靖四年（1525）晋府养德

书院刻本  山西省图书馆 

72.宋文鉴一百五十卷目录三卷 （宋）吕祖谦辑 明嘉靖五年(1526)晋

藩朱知烊养德书院刻本 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73.河汾诸老诗集八卷 （元）房祺辑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曹氏敬翼

堂刻本  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74.三晋诗选十四卷 （清）范鄗鼎辑 清康熙五经堂刻本 太原市图书馆 

75.遗山先生文集四十卷 （金）元好问撰  附录一卷 （明）储巏辑 清

康熙四十六年（1707）无锡华希闵剑光阁刻本  山西省图书馆 

76.雁门集六卷  （元）萨都剌撰  清康熙年间萨氏半野轩刻本  山西师范

大学图书馆 

77.柳待制文集二十卷 （元）柳贯撰  附录一卷  清顺治十一年(1654)

冯如京范养民等刻本 山西大学图书馆 

78.条麓堂集三十四卷 （明）张四维撰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张泰征刻

本 山西大学图书馆 

79.句注山房集二十卷 （明）张凤翼撰  明孙传庭刻本 山西大学图书馆 

80.辛复元先生著述六种十二卷 （明）辛全撰 明末刻本 山西省图书

馆 

81.泊水斋文钞三卷  （明）张慎言撰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张茂生刻

本  祁县图书馆 



 

82.姑射山人吟稿二卷 （明）王体复撰  清乾隆四十年(1775)赵熟典刻本  

稷山县图书馆 

83.涑水编五卷 （清）翟凤翥撰  清康熙蒲易书林刻本 临猗县图书馆 

存四卷(一至三、五)   

84.谷口集七卷 （清）王含光撰 清初刻本 临猗县图书馆 

85.霜红龛拾遗不分卷 （清）傅山撰 张廷鉴等辑 清抄本 徐继畬等批 

太原市图书馆 

86.霜红龛集十二卷 （清）傅山撰 我诗集六卷 （清）傅眉撰 清乾隆

十二年（1747）张氏生生堂刻本 (清)刘○(上雨下飞) 张震校 张廷铨跋 

山西省图书馆 

87.莲洋集十二卷补遗一卷 （清）吴雯撰 清乾隆十五年(1750)刘组曾刻

十六年(1751)宋弼补修本  太原市图书馆 

88.王石和文八卷 （清）王珻撰  清雍正七年（1729）培风斋刻本  山西师

范大学图书馆 

山西省第一批省级重点古籍保护单位（8 个） 

山西省图书馆 

山西博物院 

祁县图书馆 

山西大学图书馆 

太原市图书馆 

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曲沃县图书馆 

太谷县图书馆 

 



 

     简  讯 

     

2009 年 9 月 1 日，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在交城县调研。交城县

玄中寺现藏有《永乐南藏》一套，经藏均装于旧经柜中，保存较为完

好。《永乐南藏》，又名《再刻南藏》、《南藏》，明代官版大藏经，

是在《洪武南藏 》所收典籍的基础上，重新分类，并略有增删编

成的。始刻于明成祖永乐十年(1412)，完成于永乐十五年(1417)，

刻藏的地点和经版收藏处在 南京报恩寺 。 

2009年 9 月 2 日上午，我国著名版本目录学专家、国家图书馆

发展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组专家委员

会主任李致忠先生在山西省图书馆做了“中国书的故事”的讲座，两

个多小时的讲述，生动精彩。来自省城及周边市县图书馆的 300余名

工作者聆听了讲座。 

http://baike.baidu.com/view/1110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2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