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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督导组专家莅临我省检查、指导工作 

为了加强对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督促、检查和指导，推动古籍保

护工作的全面启动和有序开展，按照全国古籍保护督导工作会议的安

排和部署，从 9 月 4 日至 10 日，文化部督导组一行 3 人先后对我省

的山西省图书馆、祁县图书馆、应县文管所三家试点单位及山西博物

院、洪洞广胜寺、曲沃县图书馆等多家古籍收藏单位进行了调研指导。

期间还认真听取了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汇报。现将督导组在晋

督导工作情况简述如下： 

一、听取省中心工作汇报 

9 月 4 日下午，督导组一行 3 人在山西省图书馆会议室听取山西

省古籍保护中心工作汇报。省中心全体成员参加，省中心主任李小强

具体汇报。汇报主要内容为：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并已挂牌；厅

际联席会议制度正在建立中；成立了山西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

会；制定了山西省古籍普查实施方案、山西省古籍保护试点工作方案、

山西省古籍保护人员培训计划等；各试点单位也制定了相应的试点工

作方案，并开始对一、二级古籍进行普查登记；首批“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和首批“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也已启动。督导

组组长李致忠先生对省中心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领导重视，

工作细致扎实，从机构建立到工作开展情况都值得称道。汇报前，中

心还向督导组递交了《古籍保护中心工作调查表》。 

二、山西省图书馆调研 

听取完中心的工作汇报后，督导组一行又视察了山西省图书馆古



籍善本书库、古籍普查工作现场和古籍修复场所。工作人员在古籍阅

览室向督导组展示了馆藏各种形式的书目和古籍修复电子档案，督导

组帮助该馆鉴定了宋元时期珍贵古籍 12 种，包括北宋雍熙三年刻《佛

说北斗七星经》、伪齐阜昌八年刻《成唯识论了义灯钞科文》等。山

西省图书馆目前已制定了山西省图书馆古籍普查方案，参加古籍普查

定级人员 5 人，参与人员 3 人。当前的普查任务是对馆藏一、二级古

籍进行填表定级，并积极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全国重点古籍保护

单位。督导组专家认为山西省图书馆的古籍普查工作计划周全、工作

细致、分工明确，注重普查及保护人员的培养，并积极发挥省中心的

作用。 

三、山西博物院调研 

9 月 4 日下午，督导组一行在省文化厅贾新田副厅长的陪同下，

参观了山西博物院及图书馆。督导组对陈列的开宝藏（1 件）、崇宁

万寿大藏（数册）、赵城金藏（1 件）、晋人写经残卷（1 件）、唐人章

草写经（1 件）、康熙御笔《般若波罗蜜多心经》（1 册）等进行了目

验。由于隔着展柜，不能接触到藏品，李先生对以上展品作了初步判

断，认为开宝藏、崇宁万寿大藏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版本无疑，赵

城金藏似影印本（后来得到证实），晋人写经和唐人写经有待进一步

考证。 

山西博物院图书馆书库位于博物院地下一层，古籍藏量约 10 万

册，傅增湘双鉴楼抄校本为馆藏特色，绝大多数古籍没有编目，正在

使用非 MARC 格式软件加工书目。古籍书库面积 700 多平方米，恒



温恒湿，装有监控探头，安防设施较好。督导组考察山西博物院图书

馆阅览室和书库，翻看了图书馆现有的全部藏书目录，提取了有代表

性的古籍 4 种，确认了馆藏傅增湘的双鉴楼抄校本。 

四、祁县图书馆调研 

9 月 5 日上午，督导组在省中心主任李小强的陪同下，来到了全

国古籍保护工作试点单位——祁县图书馆。在这里听取了县文化局及

图书馆领导的工作汇报。汇报结束后，督导组一行又参观了祁县图书

馆古籍书库，并在古籍普查现场具体指导工作。帮助鉴定了 6 种有代

表性的古籍，解决了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该馆在督导组到达之前

填好了《试点单位调查表》，古籍普查工作已经开始，9 月底前将完

成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 

五．洪洞县广胜寺调研 

督导组自祁县南下，到达赵城金藏的原藏地——洪洞县广胜寺。

广胜寺位于洪洞县城东北 17 公里处的霍山南麓，创建于东汉建和元

年（147），唐代扩建改名广胜寺。元代毁于地震，现存殿堂为元代所

建，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寺内供养有一部金代大藏经，因广胜

寺原属赵城县，后被称为 《赵城金藏 》。广胜寺分上下二寺。上寺

在霍山之巅，下寺在霍山脚下。《赵城金藏 》原存下寺，抗战期间

被移至上寺，位于上寺的 弥陀殿内，寺内前殿东西南三侧排列着上

锁的 红漆木柜，正是《赵城金藏》的原藏柜。通过文管所管理人员

的介绍，督导组了解了赵城金藏在广胜寺的保管、研究情况。据文管

所解先生讲，原藏 《赵城金藏》的木柜中仍有古籍，只是由于各种



原因，木柜多年来未被打开，所以柜中古籍情况不详。 

六、曲沃县图书馆调研 

9 月 6 日，督导组来到晋国腹地曲沃县。曲沃县图书馆是山西省

先进图书馆，该馆的古籍书库位于地上二层，面积约 60 平方米，装

具为铁皮文件柜，馆藏古籍没有分编，库内无监控措施，无温湿度调

控设备。有 1 人参与古籍普查工作，已收到省古籍保护中心古籍普查

规范和标准，督导组帮其拷贝保存了所携带的电子文件资料，9 月底

前将在省中心的帮助下完成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 

李先生帮助曲沃县图书馆鉴定了 7 种古籍，包括：宋元符二年释

宗密写本《妙法莲华经辟喻合文》、金皇统八年（？）李守忠刻《妙

法莲华经喦前记》五卷、唐人写经一卷、宋天圣二年沧州归化镇彰教

院刻《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二卷、金刻本（？）《成唯识论

了义灯抄》、宋刻本《大般涅槃经》。对《成唯识论了义灯抄》等几种

经卷的版本鉴定问题，李先生表示要再组织专家进行会诊，方可下结

论。曲沃县图书馆所藏这些经卷，出自上世纪 70 年代金大定二年建

成的曲沃县东凝村广福院佛体内。 

七、应县木塔文管所调研 

9 月 8 日，督导组一行沿大运路北上，来到我省又一个全国古

籍保护试点工作单位——应县木塔。1974 年，木塔二、四层佛像中

出土珍贵辽代古籍 90 件，全部由应县木塔文管所收藏保管。 

经省中心多次联系，应县木塔文管所接待了督导组一行，在李

先生向文管所领导介绍了有关古籍保护工作情况和督导组此行的目



的后，得到文管所领导的支持和配合，同意申报馆藏经卷。李先生在

浏览了所藏辽代经卷目录后，文馆所为督导组提取了辽代丝漏印《释

迦说法图》、辽代刻印契丹藏《妙法莲华经》、《大乘功德经》经卷及

明永乐二十年布告以及《战国策》、《春秋经传集解》等线装古籍。文

管所在督导组的帮助下填写了试点单位基本情况调查表，督导组到达

前该所已收到国家图书馆下发的试点单位基本情况调查表，督导组将

所携带电子版普查表和其他馆的普查方案留给该所，省中心将帮助该

所完成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 

9 月 9 日，督导组在结束山西行程前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途中，

在大同市曾作短暂停留，李先生一行不顾疲劳，挤出时间又对大同市

图书馆古籍保护状况进行了指导，为在山西的督导工作画上了一个圆

满的句号。 

督导组在晋期间，山西丰富的古籍收藏尤其是佛教文献收藏，如

开宝藏、辽藏、赵城藏、崇宁藏、佛说北斗七星经等一部部佛教名典，

令专家们为之赞叹；与之相仿，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开展同样

让督导组的专家们表示满意和赞许。当然，问题也有不少，比如一些

县级图书馆及高校、文博、宗教系统的普查前期准备工作做的不够，

甚至有些单位对普查工作一无所知；省中心及各试点单位尚无普查经

费，影响了普查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共图书馆系统对督导工作非常配

合，其他系统的一些古籍收藏单位则对古籍普查工作存有戒心，一方

面担心珍贵古籍申报后上级机构会索要藏品，另一方面，考虑本单位

在古籍普查中能得到多少利益，同时，担心普查工作会在经济上给本



单位造成一些负担；基层图书馆古籍从业人员素质及古籍保护现状依

然形势严峻，亟待加强和提高，省中心及山西省图书馆当然责无旁贷。 

省中心副主任袁长江、中心办公室主任王开学全程陪同、协助督

导组一行在山西的督导工作。 

 

山西省图书馆增补为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试点单位 

根据文化部办社图函（2007）423 号通知精神，2007 年 9 月 24

日，山西省图书馆和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资料馆一同被增补为全国古

籍保护工作试点单位。通知要求，以上两个新增试点请按照《全国古

籍保护工作试点方案》的具体要求，认真做好古籍保护工作。 

山西省图书馆是本省古籍收藏最丰富、保护管理最完善、研究开

发利用水平也较高的古籍收藏机构。之前虽未列入全国古籍保护工作

试点单位，但他们依然按照对试点单位的要求精心组织并积极开展工

作。同时积极帮助祁县、应县两个试点及其它古籍收藏单位制定方案、

填写普查表格、申报珍贵古籍名录、重点保护单位等，为全省古籍保

护工作的全面展开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