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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3 年 12 月 30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

學習時習近平指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要努力展示中華

文化獨特魅力。在 5000 多年文明發展進程中，中華民族創

造了博大精深的燦爛文化，要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以人們喜聞樂見、

具有廣泛參與性的方式推廣開來，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

富有永恆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把繼承

傳統優秀文化又弘揚時代精神、立足本國又面向世界的當代

中國文化創新成果傳播出去。要系統梳理傳統文化資源，讓

收藏在禁宮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

籍裡的文字都活起來。

燕趙大地有着悠久的歷史，作為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

一，自春秋戰國以來，便一直是文化繁榮之地。其燦爛文明

和輝煌歷史以典籍為載體，傳承千年，綿延不斷。這些典籍

既是河北歷史及文明發展進程的結晶，也是燕趙文化薪火相

傳的重要途徑。所以，做好古籍保護、利用和開發工作，對

弘揚河北的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中華古籍保護計劃自 2007 年启動以來，在國家古籍保

護中心、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的指導和支援下，河北省的

古籍保護事業也在全面推進。在建立一系列科學有效的古籍

前  言



二

保護制度基礎上，逐步形成了較為完善的保護體系；一批符合國家標準的特藏書庫已經建

立，古籍保護條件得到了改善；一批珍貴古籍入選了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和省珍貴古籍名錄，

並得到了科學有效的保護；經過多種渠道的古籍保護人才培養，全省古籍保護隊伍素質得

到了提高。為了認真貫徹落實《文化部辦公廳關於加快推進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工作的通知》

（辦社文函［2011］518 號）精神，我省於 2012 年根據本省實際情況，制訂印發了全省

古籍普查登記工作文件和方案，到目前為止，我省的重要古籍收藏館已經完成古籍普查登

記工作。

全省古籍普查工作全面鋪開之際，為配合文化部開展的《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評審

工作，我省也積極開展了首批和第二批《河北省珍貴古籍名錄》的申報和評審活動，評審

結果分別於 2011 年 6 月、2013 年 6 月由省政府正式公佈。其中第一批入選 159 部，第二

批入選 145 部。為了展示我省的古籍普查成果，弘揚傳統文化，2014 年省古籍保護中心

組織入選省珍貴古籍名錄的古籍單位，編輯出版了《首批河北省珍貴古籍名錄圖錄》。該

圖錄精選所收 159 部古籍的珍貴書影，配以著錄文字，展示了我省珍貴古籍的魅力。

為了進一步展示河北省古籍保護工作成果，揭示燕趙文化豐厚的底蘊，在第二批《河

北省珍貴古籍名錄》評審和公佈的基礎上，河北省古籍保護中心再一次启動《河北省珍貴

古籍名錄圖錄》的編輯和出版工作，希望為更多的古籍愛好者提供一條欣賞的途徑，為古

籍研究者提供參考工具和資料，同時彰顯燕趙大地在古籍保存方面的水準。

第二批《河北省珍貴古籍名錄》的申報和評審工作始於 2012 年 6 月文化廳下發《關

於开展第二批〈河北省珍貴古籍名錄〉及“河北省古籍重點保護單位”申报工作的通知》

（冀文社字 [2012]40 號）。接到通知後，我省古籍保護中心即對全省古籍收藏單位進行

了組織和動員，通過協調和指導，全省共有 12 家單位、個人 1 人進行了申報，共申報古

籍 220 種。評審原則及方法則以省文化廳《〈河北省珍貴古籍名錄〉評審評定暫行辦法》

為評審原則，同時參考《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評審原則、入選情況，以及其他省有關省名

錄的評審方法，由河北省古籍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評審會議評審。通過材料分析、資料考

證、實地考察三方面論證，在一審、二審的基礎上，又特邀了國家古籍保護工作專家委員

會古籍版本專家把關，最後經過討論、科學論證，確定 145 部古籍入選第二批河北省珍貴

古籍名錄。推薦名單先經網站公示，復由省古籍保護工作厅際聯席會議進行總體審議，最



三

後上報省政府批准，於 2013 年 9 月由省政府正式公佈。

此次《名錄圖錄》出版以入選第二批《河北省珍貴古籍名錄》的 145 部漢文古籍書影

為主，配以基本文字說明，加以彙編出版。在編排體例上，與《首批河北省珍貴古籍名錄

圖錄》相同，既充分體現科學性，又盡力尊重學術傳統，類別而時次。總體上採取四部分

類法，按經、史、子、集的順序編排。入選古籍以 20 世紀 70 年代末編制《中國古籍善本

書目》時，對善本概念界定的“三性”—— 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藝術代表性為標準，

或諸項皆具，或具其一二，均為年代久遠、傳世稀少、文獻價值或版本價值非同尋常者。

就版本類型而言，既有稿本、抄本、刻本，又有活字本、套印本等；就出版者而言，既有

內府刻本、藩刻本等官刻本，又有家刻本、坊刻本等；就裝幀形式而言，既有线裝，又有

包背裝等。可以說，這批《名錄圖錄》所收古籍，既代表了河北大地歷史長河裡的重要文

明成果，也凝聚了燕趙人民的智慧和思想，為燕趙文化的綿延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兒女尋根溯源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標識。習總書記指出：“優秀傳

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古

籍作為優秀傳統文化的載體，是人類發展進程中的瑰寶，加強古籍文獻的開發、保護和利

用工作，挖掘其蘊含的傳統文化精華，對樹立河北文化形象，提高河北文化軟實力，具有

重要的意義。我們衷心希望借圖錄的出版，從展示河北古典文獻魅力開始，推進對河北古

籍文獻的保護和研究，對河北傳統文化的挖掘和弘揚，讓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活起來。

《第二批河北省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編委會

                                                                                                      2016 年 9 月



一、本書的編纂和出版，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强古籍保護

工作的意見》（國辦發 [2007]6 號）和河北省文化廳《關于進一步加强古籍

保護工作的意見》（冀文字 [2008]23 號）為指導，旨在加强對珍貴古籍的

重點保護和利用，展示河北省古籍保護工作的主要成果，弘揚中國傳統文化。

二、本書所錄古籍為河北省人民政府於 2013 年 6 月公佈的第二批《河

北省珍貴古籍名錄》所列古籍，共計 145 部。第二批《河北省珍貴古籍名錄》

是對全省古籍收藏單位和個人進行普查的基礎上，經各單位申報，由省古

籍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分析、論證、評審，特予公示，復經省古籍保護工

作廳際聯席會議審議，最後由省人民政府正式公佈的。

三、本書以經、史、子、集、叢五大部類為序，進行系統編排。

四、本書的書影甄選，均以確能反映該書版本特徵與內容特色為原則，

包括正文卷端書影、牌記、名人批校題跋、名人藏書印等。所選書影數量，

則視具體情況而定，以供讀者鑒賞。

五、本書的著錄項目有：入選第二批《河北省珍貴古籍名錄》編號、

卷端題名、卷數、責任者、版本、冊數、版式行款、重要批校題跋和藏書印，

以及現藏單位及卷帙存缺情況。

六、本書收錄第二批河北省珍貴古籍，分别為各圖書館或個人所藏。

對古籍所屬單位名稱，均列於各著錄條目之後。

七、本書對個别古籍名稱和版本完全相同者，因其各有歧異之處，故

而不作并項處理而特予分列，以便反映該古籍的特色與價值所在。

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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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　部

0160　鄭氏周易三卷　（漢）鄭玄撰　（宋）王應麟撰集　（清）惠棟增補　清乾

隆二十一年（1756）雅雨堂刻本　武安市圖書館  

0161　周易集解十七卷　（唐）李鼎祚輯　明汲古閣刻本　胡貴平

0162　周易傳義大全二十四卷綱領一卷朱子圖說一卷　（明）胡廣輯　明刻本　河

北大學圖書館

0163　尚書七卷　（漢）孔安國傳　（明）馬應龍校　明萬曆刻本　河北大學圖書

館

0164　書集傳六卷　（宋）蔡沈撰　明崇禎元年（1628）閔齊伋刻本   武安市圖書館

0165　詩經類考三十卷　（明）沈萬鈳辑　明萬曆刻本　河北大學圖書館

0166　張君一先生毛詩微言二十卷　（明）張以誠撰　明萬曆刻本　保定市圖書館

0167　周禮述註六卷附周禮二氏改官改文議一卷　（明）金瑤撰　明萬曆七年（1579）

刻本　河北大學圖書館

0168　新刊禮經搜義二十八卷　（明）余心純撰　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刻本　

河北大學圖書館

0169　儀禮註疏十七卷　（漢）鄭玄註　（唐）賈公彥疏　明崇禎毛晉汲古閣刻本

　胡貴平

0170　奎壁禮記十卷　（元）陳澔集說　明刻本　武安市圖書館

0171　大戴禮記十三卷　（漢）戴德撰　（北周）盧辯注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

雅雨堂刻本　胡貴平

0172　春秋胡傳三十卷　（宋）胡安國撰　（宋）林堯叟音註　明汲古閣刻本　唐

山市圖書館

0173　春秋左傳 評測義七十卷春秋左傳世系譜一卷春秋左傳名號異稱便覽一卷春

秋左傳地名配古籍一卷春秋列國東坡圖說一卷引用書目一卷姓氏一卷總評一卷　（明）凌

稚隆輯　明萬曆十六年（1588）刻本　保定市圖書館

0174　春秋大事表五十卷附錄一卷春秋輿圖一卷讀春秋偶筆一卷　（清）顧棟高輯

清乾隆十四年（1749）刻本　河北博物院 

0175　御 孝經一卷　（清）世祖福臨撰　清順治內府刻本　河北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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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6　御 孝經一卷　（清）世祖福臨撰　清順治內府刻本　河北博物院 

0177　四書集 大全三十六卷　（明）胡廣等輯　明刻本　保定市圖書館 

0178　新刻顧隣初先生批點四書大文五卷　（明）顧起元批點　明末金陵光啓堂刻

三色套印本　石家莊市圖書館 

0179　鄉黨圖考十卷　（清）江永撰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金閶書業堂刻本　

河北博物院  

0180　近鑒齋經說不分卷附外編　（清）林國賡撰　清林氏手稿本　河北省圖書館

0181　五雅四十一卷　（明）郎奎金編　明天啓六年（1626）堂策檻刻本　石家莊

市圖書館 

0182　爾雅翼三十二卷　（宋）羅願撰　（元）洪焱祖音釋　明天啓六年（1626）

刻本　河北大學圖書館 

0183　復古編二卷附錄一卷校正一卷　（宋）張有撰　清乾隆四十六（1781）年刻

本　河北博物院

0184　新校經史海篇直音五卷　（□）□□撰　明萬曆刻本　河北大學圖書館

0185　精刻海若湯先生校訂海篇統匯二十卷首一卷次一卷　（明）□□編　明天啓

金陵奎璧堂鄭思鳴刻本　河北大學圖書館

0186　康熙字典十二集三十六卷總目一卷檢字一卷辨似一卷等韻一卷補遺一卷備考

一卷　（清）張玉書　（清）凌紹雯纂修　清康熙內府刻本　河北省圖書館    

0187　大明正德乙亥重刊改併五音集韻十五卷　（金）韓道昭撰　明正德十年（1515）

刻本　武安市圖書館

0188　大明正德乙亥重刊改併五音集韻十五卷　（金）韓道昭撰　明正德十一年

（1516）刻本　保定市圖書館

0189　大明萬曆己丑重刊改併五音集韻十五卷　（金）韓道昭撰　明崇禎二年至十

年（1629—1637）釋新仁重刻本　河北大學圖書館

0190　大明正德乙亥重刊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十五卷　（金）韓道昭撰  明正德十五

年（1520）金臺衍法寺覺恒募刻本　保定市圖書館

0191　洪武正韻十六卷　（明）樂韶鳳撰　明刻本　河北大學圖書館

0192　音韻闡微十八卷附韻譜一卷　（清）李光地等撰　清雍正六年（1728）武英

殿刻本　河北博物院



五

史　部

0193　通鑑直解二十八卷　（明）張居正撰　明崇禎刻本　河北大學圖書館 

0194　綱目集略五卷　（明）董繼祖輯　明萬曆王繼祖刻本　河北大學圖書館

0195　通紀直解十四卷續二卷　（明）張嘉和撰　明崇禎刻清初增刻本  河北大學圖

書館

0196　宋元通鑑一百五十七卷　（明）薛應 編　（明）陳仁錫評　明天啓六年（1626）

刻本　保定市圖書館

0197　重刻校正增補皇明資治通紀十卷　（明）陳建輯　明刻本　河北大學圖書館

0198　皇明嘉隆兩朝聞見紀十二卷　（明）沈越撰　明萬曆刻本　河北大學圖書館

0199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十二卷　（明）沈朝陽纂　（明）焦竑校　明萬曆刻本　

河北大學圖書館

0200　季漢書六十卷正論一卷答問一卷　（明）謝陛撰　明萬曆刻本  河北大學圖書

館

0201　戰國策十卷　（宋）鮑彪校注　明萬曆五年（1577）童子山刻本   河北大學圖

書館

0202　史略紀事三編二卷　（明）黃弘輯　清抄本　河北大學圖書館

0203　皇明典故紀聞十八卷　（明）余繼登輯　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世德堂刻

本　唐山市圖書館

0204　皇明寶訓四十卷　（明）呂本等輯　明萬曆三十年（1602）秣陵周氏大有堂

刻本　保定市圖書館

0205　少保于公奏議十卷　附錄一卷　（明）于謙撰　（明）吳邦相編  明萬曆

四十一年（1613）刻本　保定市圖書館

0206　王文肅公牘草十八卷　（明）王錫爵撰　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王時敏刻

本　 保定市圖書館

0207　葉文莊公奏疏四十卷　（明）葉盛撰　明崇禎四年（1631）葉重华刻本　保

定市圖書館

0208　撫豫宣化錄奏疏一卷　（清）田文鏡撰　清抄本　河北省圖書館

0209　刻漢唐宋名臣錄五卷　（明）李廷機編　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刻本　保



六

定市圖書館

0210　古今將略四卷　（明）馮時寧輯　明崇禎刻本　保定市圖書館

0211　伊洛淵源續錄二十卷　（清）張伯行撰　清康熙五十年（1711）正誼堂刻本

　河北博物院

0212　尚古類氏集十二卷　（明）王文翰編　明羅田刻本　保定市圖書館

0213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三十九卷　（明）唐順之輯　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吳

用先刻本　石家莊市圖書館

0214　[ 康熙 ] 靈壽縣志十卷末一卷　（清）陸隴其修　（清）傅維橒纂　清康熙

二十五年（1686）刻本　河北省圖書館

0215　[ 康熙 ] 撫寧縣志十二卷　（清）趙端輯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　唐

山市圖書館

0216　[ 康熙 ] 安州志十卷　（清）王朝佐修　（清）房循矱等纂　清抄本　河北博

物院

0217　[乾隆 ]口北三廳志十六卷首一卷　（清）黃可潤纂修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

宣化縣官府刻本　張家口市圖書館

0218　[乾隆 ]口北三廳志十六卷首一卷　（清）黃可潤纂修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

宣化縣官府刻本　張家口市圖書館 

0219　[ 康熙 ] 宣化縣志三十卷圖一卷　（清）陳坦修　清康熙五十年（1711）宣化

縣官府刻本　張家口市圖書館

0220　齊乘六卷　（元）于欽纂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刻本　張家口市宣化區

圖書館

0221　[ 康熙 ] 新修齊東縣志八卷　（清）余為霖纂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本

　唐山市圖書館

存六卷（卷一至六）

0222　[ 雍正 ] 陝西通志一百卷首一卷　（清）劉於義修　清雍正十三年（1735）刻

本　唐山市圖書館

存九十二卷（卷一至三、七至九、十一至六十、六十二、六十四、六十六至六十八、

七十至一百）

0223　帝京景物畧八卷　（明）劉侗　（明）于奕正撰　明崇禎弘道堂刻本　保定



七

市圖書館

0224　壇廟祀典三卷　（清）方觀承輯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刻本   張家口市圖

書館

0225　欽定康濟錄四卷　（清）倪國璉輯　清乾隆五年（1740）武英殿刻本　張家

口市圖書館

0226　籌海圖編十三卷　（明）胡宗憲輯議　明天启胡維極重刻本　保定市圖書館

0227　經義考三百卷目錄二卷　（清）朱彝尊撰　清乾隆二十年（1755）盧氏刻本

保定市圖書館

存二百九十九卷（卷一至二百八十五、二百八十七至二百九十八、目錄卷一至二） 

0228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三十卷　（宋）王黼等編撰　明嘉靖七年（1528）黃

景星刻本　張家口市宣化區圖書館

存二十八卷（卷一至十四、十七至三十）

0229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　（宋）薛尚功撰　明崇禎七年（1634）南州

朱謀垔刻本　河北博物院

存十三卷（卷一至七、十五至二十）

0230　宋淳熙敕編古玉圖譜一百卷　（宋）龍大淵編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刻

本　唐山市圖書館

0231　史通通釋二十卷附錄一卷　（清）浦起龍撰　清乾隆十七年（1752）浦氏求

放心齋刻本　保定市圖書館

0232　史通通釋二十卷附錄一卷　（清）浦起龍撰　清乾隆十七年（1752）浦氏求

放心齋刻本　保定市圖書館

0233　讀史漫錄十四卷　（明）于慎行撰　明萬曆于緯刻本　河北大學圖書館

0234　十七史商榷一百卷　（清）王鳴盛撰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洞涇草堂刻

本　張家口市圖書館

子　部

0235　孔子家語八卷　（明）何孟春補註　明聖府永明書院刻本　石家莊市圖書館

0236　劉氏通論十一卷　（明）劉繪撰　明刻本　唐山市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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