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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专家方广锠教授莅晋指导申报工作 

2007 年 12 月 3 日至 4 日，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工作敦煌暨佛教文献组组长方广锠教授莅

晋指导申报工作。在短短的两天内，重点对我省高平市文博馆及曲沃

县图书馆申报的 11 部佛经进行了考察。 

在高平市文博馆，方教授认真考证了该馆镇馆之宝北宋开宝四年

所刻《开宝藏》零本（《妙法莲华经》一卷和《大云经》一卷）及五

代北宋间刻本《妙法莲华经》卷六。确认三卷佛经版本真实可靠，十

分珍贵。同时，方教授还对三卷佛经的修复和保管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和意见。 

在曲沃县图书馆，方教授除了对此次申报的 8 部经卷一一过目

外，还实时解答了该馆在申报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帮助、指导纠正了

申报表中一些不妥的地方，并对材料中不足的内容进行了补充。如将

《大般涅槃经》四十二卷申报书更正为《大般涅槃经后分》二卷，又

将《妙法莲华经七喻合文附法华经集拂义初机决》申报书更正为《[妙

法莲化经科文]附妙法莲华经七喻合文》等，对提高曲沃县馆乃至全

省的名录申报质量都将有很大的促进。虽然方教授在山西的日程安排

很满，但仍然对省中心的工作予以了肯定和指导，并结合高平、曲沃

两馆的实地考察给陪同人员讲解了许多专业知识，让我们受益匪浅。 

方广锠教授在晋期间，文化厅赵晋蓉副厅长还与之进行了交谈，

感谢他对山西古籍保护工作及申报工作的支持和帮助。省中心李小强

主任、袁长江副主任及中心办公室主任王开学、副主任范月珍全程陪



同调研。 

应县木塔文保所保护古籍有新招 

——天山芸香草驱虫防腐功效显著 

打开应县木塔文保所的文物库房，闻到的是一股呛人的防腐剂味，

浓度极高，令人窒息。这是数月以前的一幕。现在，你推开库房大门，

一股特殊的、干燥的、略带清香的气味飘入鼻孔，令人心旷神怡。这是

怎么回事呢？ 

2007 年夏季，一次偶然的机会，文保所的秦所长接待了一位来自天

山的客人。此人言语不多，只神秘的出示了一个小纸箱，打开后，里边

盛放数个布囊。随之一股清香扑鼻而来，原来这就是具有强烈驱虫效能

的天山神草，学名芸香草。此草对人无任何毒副作用。正值国家古籍保

护工作紧锣密鼓之际，秦所长喜出望外，好好款待了这位客人，感谢他

为所里解决了一个长久以来的大问题。就是在保护古籍的同时，也能同

时保护工作人员和阅览人员免遭化学驱虫药剂的伤害。之后，这位客人

捎来了一些药草，已经把库房内大部分的化学药物替换下来。所以才有

了开门闻香的一幕。问及此人有什么要求时，他并未提出经济上的回报，

只希望能瞻仰一次所里珍藏的佛门至宝——两颗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佛

牙舍利。冥冥之中，佛陀开示，送来如此好因缘。 

所里现准备大量引进这种芸香草。不仅在库房内，也要在塔院内，

塔上各层安放，让整个景区笼罩在浓浓的香草之中。 

 

临猗县图书馆古籍保护取得阶段性成果 



在省中心的指导下，荆福奎馆长带领全馆人员按照文化部及省里

的安排部署，认真开展了古籍保护工作。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 

一、整修环境，增添设施 

在馆领导的重视下，成立了六人工作组，制定了管理制度和工作

计划，安装了防盗门窗。灰色双套铁门和六个钢栏套窗增加了安全系

数。室内窗帘全部换成墨绿色加厚布帘，配备了手提式干粉灭火器五

台，并重新走线，安上防爆灯具，还在醒目处安装报警器和摄像探头。

其它五防设施都逐步齐备，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古籍保护环境。 

二、清点书库，编制目录 

按照上级普查要求，对古籍书库所有藏书进行了认真对照检查，

并按四分法重新编目。现已刊印目录十套，分部目录 50 册；晋人著

述目录一套，印制 500 册；珍贵古籍目录一套，印制 12 册。所有目

录都通过本馆网站予以公布。 

三、筛选珍本，上报建档 

按照文化部评审定级标准，工作人员首先提取了明版书及有代表

性的各类书进行自评定级。可列入一级丙等的约有 140 种 1585 册，

如名人稿本《行朝录》，初版初印的《苏文公全集》，百卷本《艺文

类聚》等，还有大量手抄、影抄本。工作人员通过自评更觉本馆古籍

宝贵。还有一些疑为唐宋以前的碑帖拓片、元版书页等，皆恭候专家

赐教鉴定。对所定级之善本都逐部填表，加以详注并简述特点。除上

报外，还建立特种档案，并通过本馆网站予以公布。 



四、精心整理，强化保护 

本馆原藏有古籍 38000 册，1980 年书库梁断房塌受损严重，经

过抢救整理仍存 3 万余册，且有 5000 册残本。这次上目书有 25000

余册，有三千余册书不同程度破损，对破损书正在逐步登录。馆藏古

籍匹配、修补、装裱、制函任务还很大。书库书架也需更新，珍贵的

藏书除努力管好外，还需要各级有关部门给予支持帮助。 

 

我省申报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又增补 46部 

在文化部及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关注下，为了更好地展示我省在

佛教文献精品收藏方面的优势，提高我省名录申报的质量和规模，进

而丰富和提升全国首批佛教类珍贵名录的权威性，在省中心的努力

下，我省又精选了 46 部佛教经典，并于 11月底报送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办公室。现将名录附后。 

 

山西省首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申報目錄（補報） 

一．山西省圖書館（4 種） 

1.[西夏文佛像扉畫]   元刻本   一葉 

2.[元大藏經殘葉]   元大德二年（1298）刻本   一葉 

3.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二十八十迴向品第二十五之六    元延祐二年

（1315）本   一冊                                     

4.解脫道論卷一   元刻《普寧藏》本    

二．應縣木塔文館所（42 種） 



1.成唯識論卷一   遼寫本   一卷     

2.佛說大乘聖無量壽决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   遼寫本   一卷 

3.勸懺悔文、略示戒相儀、毗奈耶藏近事優婆塞五戒本合卷   遼寫

本    一卷      

4.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玄鏡記卷三上半    遼寫本    一册 

5.大方廣佛華嚴經十迴向品疏   遼寫本   一卷       

6.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科文    遼寫本  一卷     

7.科文殘卷   遼寫本  一卷   紙質  

8.佛说延寿经一卷   遼寫本   一葉 

9.新雕諸雜讚壹策   遼刻本   一册 存 8 葉 

10.玉泉寺菩薩戒壇所牒   遼刻本   一葉 

11.玉泉寺菩薩戒壇所牒封   遼刻本   一封 

12.菩薩戒壇所牒封   遼刻本   一封 

13.菩薩戒壇所牒   遼刻本    一葉 

14.講經啟   遼刻本   一葉 

15.卜筮書殘葉   遼刻本   一葉 

16.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甲）   遼寫本   一卷 

17.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乙）   遼寫本   一卷 

18.梵綱經手記卷第二   遼寫本   一卷 

19.法華經手記第七   遼寫本   一卷 

20.發菩提心戒本、大乘八關齋戒儀   遼寫本   二卷 

21.十戒戒本   遼寫本   一卷 



22.受戒發願文   遼寫本   一卷 

23.大方廣佛華嚴經随疏演義抄卷第一並序   遼寫本   二册 

24.隨疏演义抄經題撰人釋疏   遼寫本   一卷 

25.佛本生經變相目錄   遼寫本   二葉 殘 

26.經疏抄記   遼寫本   一卷 

27.应州當寺沙門祈福願文   遼寫本   一卷 

28.圓教四門問答   遼寫本   一卷 

29.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序、勸善文合册   遼寫本   一册 存 17葉 

30.法華經笔記   遼寫本   一卷 

31.天親菩薩造第一論   遼寫本   一卷 

32.雜抄   遼寫本   一卷 

33.僧光章為賣常住什畜狀   遼寫本   一卷 

34.五言詩偈殘卷   遼寫本   一卷 

35.菩薩戒壇消文卷中包首   遼寫本   一葉 

36.採藥图   遼彩繪本   一幅 

37.熾盛光佛降九曜星官房宿相   遼彩繪本   一幅 

38.藥師琉璃光佛（甲）   遼彩繪本   一幅 

39.藥師琉璃光佛（乙）   遼彩繪本   一幅 

40.釋迦說法相（甲）   遼彩色套印本   一幅   絲質  

41.釋迦說法相（乙）   遼彩色套印本   一幅   絲質 

42.釋迦說法相（丙）   遼彩色套印本   一幅   絲質  

以上合計 46種 



省中心副主任袁长江前往太谷县图书馆调研 

11 月 28 日，省中心副主任袁长江、办公室主任王开学应邀对太谷县

图书馆的古籍收藏保护状况进行了调研。该馆古籍藏书共 32321 册，其

中善本 3000 余册，未编目，但有财产目录，财产目录上还按善本、普本

及地方文献、碑帖、丛书等进行了简单分类。在我省县级图书馆中太谷

馆的古籍属于藏量较大者之一，且质量也不错，如傅山小楷《金刚经》

册页、《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三十卷等都属馆藏珍品。目前，该馆古

籍有一个专门书库，善本与普本共用，木书架存放，没有书柜，也没有

其它必要设施。听说新馆基本建成，准备搬迁。希望到新馆后古籍书库

的环境、条件、设施等能有明显改善。太谷县图书馆、文化局及县领导

对古籍保护比较重视，我们在调研期间，该县分管副县长及文化局长都

亲临现场，表示会大力配合省中心的工作，并希望派专家具体指导他们

的普查、定级及申报、保护工作。 

简讯 

11 月 28 日下午，省中心副主任袁长江率中心办公室人员再次造访崇

善寺，就申报工作进行沟通。袁主任重点强调了古籍普查、申报系政府

行为，主要在摸清古籍家底，彰显人类文明。寺方表示会积极配合。虽

然首批申报有困难，但相信通过沟通了解和寺院方面的努力工作，今后

的普查、申报都会顺利进行的。 

11 月 30 日，省中心办公室主任王开学赴北京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

公室报送我省增补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书 46 部。至此，我

省申报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达 119 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