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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忠先生一行再临我省检查、指导古籍保护工作 

继 9 月 4 日—10 日，李致忠先生率文化部督导第六组的专家亲

临山西指导工作后，10 月 25 日—28 日，李致忠先生一行再临我省检

查、指导古籍保护工作。同行的还有佛经版本专家李际宁、民族文献

专家郑贤兰、古籍修复专家杜伟生等 

26 日上午，专家组前往崇善寺考察。崇善寺向来被称为佛经图

书馆，但由于深藏寺中，佛经的种类、版本、数量并不被外人所知。

为贯彻国务院古籍保护工作精神，全面掌握全省古籍保管及保护状

况，调查、了解寺藏图书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也是山西省古籍保护中

心的重要任务之一。省佛教协会秘书长、崇善寺大和尚法海法师

及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魏文星接待了专家组一行。专家们参观

了崇善寺大悲殿，了解了大悲殿中的佛经保存情况。魏秘书长

提取了宋刻《碛砂藏》一册、元刻《普宁藏》一册、明刻《永

乐南藏》一册供专家组鉴赏。看过大藏经，大家一致认为崇善

寺的藏经版本真实可信。因大悲殿属中国传统寺庙建筑，空间

宽敞、空气流通、冬暧夏凉，湿度适中，所以寺藏佛经保存完

好。之后，李致忠先生等还与法海法师进行了愉快交流，李先

生向法师介绍了国家古籍保护现状，希望崇善寺能积极配合这

次普查与保护工作。法师表示会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指示下支持

这项工作，同时，也提出对佛经安全保护等方面的一些担忧。 

临近中午，专家组又来到山西省图书馆古籍部，对馆藏元

刻大藏经残叶、明正统年间所刻《道藏》的版本等进行了鉴定。



解决了省图书馆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疑点，为下一步本馆珍贵

古籍名录的申报与普查扫清了道路。  

下午，专家组来到山西博物院。博物院副院长刘军、博物院图书

馆副馆长谷锦秋接待了专家组。专家组先后察看了展厅及图书馆，对

省博物院所藏的珍贵古籍作了鉴定，确认了《鼓山藏》版本的真实性，

认为《赵城金藏》为民国年影印本，查看了展出的手写佛经并对其书

写年代予以确认。随后，专家组考察了博物院图书馆古籍书库。古籍

书库位于负一层，恒温恒湿，使用带玻璃门的铁书柜及密集书柜，防

监及监控设施齐全，是一个条件十分优良的书库，只是水喷淋灭火装

置不适合古籍。同时，杜伟生对其古籍修复工作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与

意见。 

27 日，专家组来到高平市文博馆。李致忠先生向文博馆李德文

馆长介绍了国家古籍保护的情况，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也为该馆带去

了古籍保护及普查的相关文件与表格。征得博物馆的同意，山西省古

籍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在几位专家的协助下，为所藏经卷进行拍照并记

录了相关信息。经专家鉴定，高平文博馆所藏《开宝藏》二卷属真本

无疑，但历来被认为是辽刻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六，经过对纸张、

字体、书写习惯等方面的考证，认为应是北宋刻本，更正了多年来在

版本认识上的错误。同时，杜伟生对经卷的修复提出了建议。 

28 日，李致忠先生、郑贤兰老师与袁长江副主任先期返回，李

际宁、杜伟生及省中心王开学、范月珍继续西行考察曲沃图书馆收藏

的八部佛教经卷。最后，经过认真鉴别，对上次存疑的几件经卷，在



版本鉴定上给出了肯定答复。 

经过短暂而紧张的三天工作，专家组一致认为山西省所存的珍贵

古籍是丰富而真实的，希望山西省各古籍收藏单位能积极申报，配合

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完成古籍保护与普查工作任务。 

为了协助配合专家组的工作，省中心先期曾多次与上述四个单位

及其上级主管部门联系，多次到省文化厅、省宗教局、省文物局、崇

善寺请示、接洽、协商相关事宜，多次与省博物院、崇善寺、高平市

文博馆、曲沃县图书馆进行电话沟通，保证了专家在山西的考察能顺

利进行。 

专家组一行在晋期间，省中心主任李小强，副主任袁长江、石焕

发等曾与之座谈交流，中心副主任袁长江及中心成员王开学、范月珍

还全程陪同调研。 

 

省中心两位同志应邀参加 

“全国古籍保护评审工作会议” 

2007 年 11 月 2 日-4 日，“全国古籍保护评审工作会议”在北京

召开。文化部周和平副部长到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由国家图书

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詹福瑞主持。文化部社图司刘小琴副

司长、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以及来自国家图书

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上海师范大学、中央

民族大学及部分省级公共图书馆的 60 余位领导、专家出席了会议。

省中心王开学、范月珍二位同志应邀作为“全国古籍保护评审工作委



员会委员”，参与评审工作。 

会议主要是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暨“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评审工作进行部署，对有关工作问题进行讨论。 

    周和平副部长对评审工作非常重视，特地从外地赶来，并发表了

重要讲话。他从评审工作的重要性、评审工作应把握的几条原则、评

审工作的要求等三个方面高屋建瓴地阐述了公布首批《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和“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以及评审工作的重要意义，具在

很强的政策性。周部长特别强调，名录是政府的一种彰显行为，目的

是让古籍价值被认识，让全社会都来关注古籍保护事业。 

李致忠主任重点就《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著录规范、公布格式、

存档格式等进行了说明；同时强调了入选名录应遵循的三条标准或原

则。 

刘小琴副司长宣读了分组讨论名单：《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

组和“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评审组。名录评审组又分为 5 个小

组：汉文古籍组、民族语文文献组、敦煌暨佛教文献组、简帛古籍组、

金石碑拓组。汉文古籍组最大，因此再按经史子集分为四块。省中心

二位同志分别参加经部和史部的讨论。 

经过 3 天的初步研讨，汉文古籍组基本上大致遴选出了首批珍贵

古籍名录，其它各组也都拟定出了标准和收录规范，为下一步工作奠

定了基础。按照会议要求，年底前要公布首批名录和重点单位。 

 

我省高平市文博馆补报首批珍贵古籍名录 3 部 



10 月 27 日，李致忠先生一行在调研时，对高平市文博馆所藏珍

贵大藏经零种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积极鼓励他们申报。后经省中心与

其多方沟通，终于同意申报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并由省中心帮助

代为填报。11 月 2 日，高平市文博馆补报的首批珍贵古籍名录已提

交国家中心办公室。这样申报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达到 73 部。 

附高平市文博馆补报首批珍贵古籍名录 

1．妙法蓮華經卷七 

姚秦釋鳩摩羅什譯 

宋開寶四年(971) 高品、張從信四川成都刻本 

1 卷 

2．大雲請雨品經六十四一卷 

北周釋闍那耶舍譯 

宋開寶六年(973)高品、張從信四川成都刻本 

1 卷 

3．妙法蓮華經卷六 

姚秦釋鳩摩羅什譯 

      [北宋]刻本 

1 卷 

 

积极参加培训学习，培养古籍保护人才 

7 月 1 日—15 日，山西省图书馆选派侯瑞芳、郑梅玲 2 人参加了

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第二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学习。这



次参加学习的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公共图书馆和南京大学图书馆、中

科院图书馆，共 19 个单位，35 个人参加学习。共 96 个课时，主要

内容有：古籍概论、古籍鉴定和定级、古籍破损定级和登记、古籍著

录和登记、古籍收藏单位情况登记、古籍书影扫描和登记。学习的同

时学员们还参观了国家图书馆善本库、敦煌库、再造善本库，看了国

家图书馆的精品《赵城金藏》、《敦煌文书》、《永乐大典》等藏品，还

进行了古籍著录和普查登记的实习。 

8 月 15 日至 29 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 “第三期全国古籍

普查培训班”。山西博物院图书馆李凤琴、祁县图书馆刘锋参加了此

次培训。 

10月 10日，山西省图书馆又派邢雅梅同志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举办 “古籍修复培训班”的学习，为期 3 个月。现正在学习中。                   

在学习期间，授课老师们多次提到我们省的藏品，种类多，资料

丰富，有北宋开宝藏的零种、有辽藏 20 多件、有北宋绛州刻《佛说

北斗七星经》、南宋刻《昌黎先生集考异》，还有明刻的《山西通志》

等和清傅山的一些东西 ，其他的还有不少。就大藏经而言，山西就

有 9 部：《开宝藏》、《赵城金藏》、《辽藏》、《崇宁藏》、《毗庐藏》、《碛

沙藏》、《洪武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或为零种、或为足本，

都是珍贵古籍。这一切都说明我省珍藏丰富。 

 

省中心李小强主任亲临应县木塔文管所沟通、指导工作 

2007 年 10 月 13 日，省中心李小强主任在中心办公室主任王开



学的陪同下，亲临应县木塔文管所试点单位，就申报《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等事宜，进一步与文管所领导进行沟通。李小强主任从古籍普

查、古籍定级、珍贵古籍名录申报等多个方面和角度阐述了古籍保护

工作的重大意义，尤其说明了普查的目的首在于摸清家底，做到心中

有数，绝不会改变珍贵古籍的所有权。古籍普查、保护是政府行为，

是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事业，拥有古籍尤其是珍贵古籍收藏的单位应积

极响应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为传承中华文明成果做出贡献。文管所领

导赞同李主任的观点，表示会积极配合中心工作。 

在我省申报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应县文管所多达 48 部，

为全省之最。这 48 部申报书都是由省中心帮助填写并申报的，为此

文管所领导表示感激。同时省中心还将制作的应县木塔文管所申报资

料光盘赠送给该所。 

简迅 

10 月 12 日，省中心派侯瑞芳、魏清二同志携珍贵古籍名录和重

点古籍单位申报书，前往祁县图书馆、曲沃县图书馆征求意见并签字

盖章。 

10 月 15 日，省中心办公室王开学主任前往北京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办公室报送我省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书暨“全国重点古

籍保护单位”申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