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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据记载，福建文化自西晋南朝起步，唐朝渐兴，五代奠定基础，

宋朝勃然鼎盛，明清持续发展。闽中书院教育和刻书业的兴盛，推动

科举发达和人才培养。文化事业的全面进步，大大促进福建图书典藏

事业的发展：藏书机构不断增加，藏书家日益增多。清末至民国，由

于阅书报社和书报所的兴起，图书的流通与阅读更加普及。在一千多

年文化积淀与图书典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图书馆事业；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经历了曲折发展过程，时至今日已发生

巨大变化，不但建立和完善了全省各类图书馆系统，而且在图书的流

通、应用和管理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刘德城先生长期从事图书馆

的领导与管理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又因写作需要积累了大量资

料。他在参与编修《福建省志·文化艺术志》有关图书馆内容的基础

上，继续从事调查研究与资料整理，努力扩大范围、充实内容，写成

《福建图书馆事业志》。初稿形成后，又经征求多位专家学者的意见，

反复进行修改与补充，最终形成出版稿。经方志出版社领导与专家审

阅并提出意见后，再行修改，现在终于可以付梓。

本志出版，为福建的图书馆事业作了很好的总结，树起事业发展

的里程碑。其翔实资料、丰富内容和严谨结构，有利于读者系统地了

解本省图书典藏与管理应用的发展历史，全面认识图书馆功能及其实

际运作情形，同时也为图书馆工作者与研究者提供了有用的专业资

料，这实在是功德如山的实践。我们相信，刘德城先生为此付出的全

部辛勤劳动会得到报偿，这就是社会的承认；因为本书的存史价值与

教化功用是显而易见的。福建图书馆事业还在延续着自己的生命，而

且还在不断发展中，人们同样期待着将来有同类的丰碑，即福建图书

馆事业的续志，以记载这一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而使这一事业代代
相济，造福后人。

卢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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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事业，从古代藏书业至现代图书馆业，是社会发展、文化

积淀与变革的产物，是社会文明和人文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福建的图书馆，自1906年初创至今，历经百年，通过几代人的

奠基创业、滚动建设、群体发展、探索变革和奋斗创新，由一个个小

图书室发展为社会知识信息；12集和传播的中心。对这项事业的历史进

程，从生态的理念和时代的高度，进行宏观和微观的、纵向和横向

的、平面和立体的考察对比、分析研究，认识并揭示其规律，是很有

现实意义的。为此，我们以大量史料和事实数据为基础，试图从不同

的视角和领域，对福建图书馆近百年的发展演变，进行梳理、归纳与

演绎，探求其历史轨迹，观察其发展脉络，揭示其运行规律，从而形

成新的知识集合。

本书共分三大部分八个章：

一是图书典藏与图书馆，分别阐述各种藏书系统和各类图书馆的

发展概况及所具特征。

二是从文献整序、图书馆自动化、图书馆服务、图书馆教育、图

书馆学研究和管理等核心领域，记述福建省图书馆事业的成长过程和

历史成就。

三是通过附录，记录1000多年来福建图书馆事业发生的重要历

史线索；介绍福建图书馆界的重要人物和主要藏书家；收载历史上有

关图书馆管理的重要文献；书末所附“图书馆馆名索引?，亦可方便

读者查检。

公共、教育、科研系统图书馆是福建图书馆事业的主体，福建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厦门大学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是这个主体的核心，

关章节作重点表述。

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沿革过程中，本书尽量反映最早或有重

活动，并突出宏观视角，对一些旧说也重新作了稽核或校

图书馆界学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成果丰硕，但限于篇幅，

钩玄提要介绍。

按志书编纂体例编写，横分门类，纵述史实，所参考文献列
，

查核。



凡 例

一、本书按我国专业地方史志体例编纂，故记述则例亦参照地方

志规范。
、

二、本书分古代机构(私人)藏书和近现代图书馆事业两大部

分。全书按时序记述，详近略远。

三、本书从图书馆专业角度，

书馆自动化"、“管理”分列专章，

人藏书则归纳特点介绍。

突出核心领域和地方特色。如“图

“咨询"列专节记述，对书院和私

四、对相关史事有交叉者，注明“参见"，以免重复；某些史事

有争议者，取客观记述或在“大事记"中逐一记述；资料残缺不全

者，只作简记或提示。

五、本书叙事至2000年，部分内容涉及2000年之后，如研究生

教育、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六、“图书馆馆名索引"，按馆名首字汉字笔画及起笔笔形顺序排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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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图书典藏

第一节机构藏书

福建自汉唐以来，由于中原文化的播迁和融入，刻书业繁荣，书肆业发展，兴学聚才以

教学者日见普及，藏书业也随之兴盛，逐渐形成以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观藏书为代表的

藏书系统，加上历代府学、州学、县学及文庙等的藏书，形成可观的藏书格局。从古代到清

朝末年，福建图书典藏不断发展和扩大。

一、书 院

书院起源于唐代，原为藏书和修书的机构，后虽成为授徒育才或讲学肄业之所，但仍注

重藏书，以备学者阅读。许多书院都建有御书楼、尊经阁等。

福建的书院，最早有唐代漳州的松州书院等；宋代有54所书院，如建阳的考亭书院、

庐峰书院，崇安的武夷书院，兴化的涵江书院等。南宋时期，仅在建阳与朱熹有关的书院就

有14所；元代有福州的勉斋书院，同安的大同书院等；明代有书院310所，居全国第二位。

而清代新建、续建的书院有328所。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诏令全国遍设书院，更使

书院遍及全省。就福州而言，宋代有三山书院、拙斋书院、黄干精舍；明代有共学、登云、

竹田等13所书院；清代有共学、越山、西湖、考志、道山等15所书院，而鳌峰、凤池、正

谊、致用四大书院则是全省性书院。

书院藏书规模不等，且多为经学典籍。各书院有藏经楼、藏经阁或辟专橱收藏图书；采

用经、史、子、集“四部法”进行分类排列；编有书本式目录进行揭示、报道；藏书由书史

或专人负责管理。

书院藏书是书院教学的工具，收藏均以服务于教学为宗旨。

(一)藏书来源

藏书来源：一是朝廷赐书；’二是州、郡长官及督、抚等地方官员捐赠；三是地方士绅、

社会名流、学者及书院肄业人士捐赠；四是地方官拨给官帑统一购书后分给书院；五是书院

山长、生徒所著书籍或校刊的书籍；六是书院自行刊刻的书籍及版片。书院刻书，一是刊印

书院师生研习所得；二是刊印阅读参考书籍，包括课艺、论文、讲义、教师著作，以及书院

学规、章程与方志、先贤遗书等。宋代理宗淳韦占年间(1241,--,1252年)，龙溪书院刊刻陈淳

的《北溪大全集》。清代福州鳌峰书院汇刻先儒遗书，编辑刊行几十种程朱理学著作。左宗

棠抚闽，设正谊堂书局，以刊印历代理学著作为主，书成散发各府、县书院收藏，刻有《正

谊堂全书总目》。与官立书院不同，私人书院的藏书主要靠办书院者自行购置。

(二)藏书管理

书院藏书管理和借阅制度比较严密，对藏书的排列、保管、修补、晒晾、阅览、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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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录、赔偿等都作了详细规定。

藏书只供师生借阅，珍贵书籍有的只供教师阅览。福州鳌峰书院于清嘉庆六年(1801

年)和十年(1805年)制定的《藏书章程》规定：

“贮书虽分门类(经、史、子、集)，宜酌量珍藏者贮之，列为上卷；书虽不全而版甚可

贵以及难以购补亦应一律珍藏。其余常行坊本应与复本另贮，列为下卷。

一书有缺卷缺页，应分别购补或抄补。假如一部中所缺卷数过多，须另为购补，其所缺

仅止数页，应即时抄补，以臻完善。至有只需粘补的，随时用白纸粘修。凡书之不成体裁以

及残缺并虫蛀不能修理者，应另贮，以存书院，旧目内概不开载，仍另开一册，用印存查。

书院各书以备士子观览，但恐任凭取阅或凭书史经手借阅仍易遗失抽换，此番查修之

后，应请于贮存收时每橱封锁。如有肄业生等取阅，必须告知监院开橱领书，随时登记档

册，限时日交还。若前借之书未还，不准再借。夏月应行晒晾，分日晒晾归贮。

上司借书，用印札差役至书院，向监院取阅，札存书院为据。发还时，仍将原札缴销，

以杜假冒侵蚀之弊。如逾三月未经发还及有升迁等事，监院官禀请发还归乎，如监院不行禀

请发还，着落赔补。

诸生借书，若大部书仅许先领一、二卷，阅毕即缴，再换下卷。只准在院中披阅抄录，

不得私带回家。如有带回者，查出即将原书取回，不许再借。如有遗失，由饬生赔偿。

每年将散馆时，该书史将诸生所借之书一概收回，监院官详细查点，倘有遗失，着落该

胥赔补。”

此份《藏书章程》，反映出清代藏书管理和利用的概貌。

(三)主要书院藏书

福建书院藏书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自有特色，大的书院藏书尤为丰富。

南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年)，朱熹在建阳崇化里兴建同文书院，收藏书籍。至

明正统三年(1438年)，又修建前堂东厅，使藏书设备得以充实。藏有《洪武正韵》等书。

朱熹在建阳所建考亭书院亦辟有“藏书阁”。

邵武的和平、樵溪、武阳、蒙古等书院，除收藏主持书院学者的著作外，还收藏不少地

方志。

尤溪南溪书院，建有“观书第”。收藏钦赐7部经书。

明代，永安贡JII的纹山书院，藏书达10万卷。

浦城的南浦书院，至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藏书130余种，共1500多册。

仙游的金石书院，设备完善，文献较齐全。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福建巡抚陈宏谋

向该书院捐送典籍42部又9种，计180册。

福州鳌峰书院，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由巡抚张伯行倡建。五十五年(1716年)，

御赐经书8部、御书《孝经法帖》1本、御书《渊鉴斋法帖》10本、《淳化阁法帖》10本。

乾隆十年(1745年)，朝廷赐《律书渊源》1部。书院有藏书楼一座，上层陈列大书橱二三

十个，多贮藏御赐法帖及御纂《朱子全书》、御定《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藏书钤有

“福建鳌峰书院藏书”方印和长条印。据嘉庆六年(1801年)十--,9刊《福建鳌峰书院藏书

目录》统计，藏书共896部23625卷、补遗78部及藏版13种、法帖3部。其中，经部各类

共277部4227卷，重贮《十三经注疏》全部323卷；史部各类171部7247卷，又重贮汲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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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十七史》全部1620卷；子部各类193部4423卷；集部各类225部5785卷。以子部分

类统计i分别有儒家82部1160卷，兵家2部19卷，法家2部5卷，农家3部70卷，医家

1部8卷，天文算法类10部137卷，术数4部35卷，艺术3部41卷，谱录类1部1卷，杂

家类51部592卷，类书13部2218卷，小说家类10部91卷，道家11部46卷。小说类有

《涑水纪闻》(宋司马光著)、《后山谈丛》(宋陈师道著)、《孔氏谈苑》(宋孔平仲著)、《唐语

林》(宋王谠著)、《挥尘前录后录三录余话》(宋王明清著)、《林下偶谈》等。由此可以看

出，书院藏书的范围、分类、排列和馆藏书目的编制情况。藏本有武英殿聚珍版、通志堂

版、正谊堂版、乐叙堂版、汲古阁十七史版等。

凤池书院，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总督汪志伊、盐法道孙尔淮倡建。辟有藤阴书

屋以藏书。其藏书除御赐外，有自刻(生员所用之书多为自刻)，也有捐赠，如《吴藩司前

后捐置书目》，计载60部1120卷，《全唐文》1000卷；《窦盐道捐置书目》，计载29部123

卷。据统计，共有经部15部、史部24部、子部26部、集部34部。所藏有武英殿聚珍版、

通志堂版、福州府学藏版、古柏堂版、正谊堂版、汲古阁十三经注疏原版等版本。

致用书院，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巡抚王凯泰倡建，是为振兴闽学而创立的研究

经、史的学堂，第二年改书院。据同治十二年《捐藏致用堂书目》统计，藏书有《玉海》、

《太平寰宇记》、《困学纪闻》、《榕村集》、《通志堂经解》、《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

治通鉴》、《桂氏<说文解字>义证》、《百子全书》、《正谊堂全书》、《十三经注疏》、《礼记》、

《周礼》、《福建通志》以及文集等近200种。

其他如，正谊书院设有藏经阁收藏经籍，刊刻经籍；越山书院共有藏书20大橱，400

多种，5000多册；海澄儒山书院，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建藏书楼；惠安螺阳书院，

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建，中立藏书楼。

清末废除科举之后，书院藏书陆续散失，所余有的归入学校，有的充实阅报所，更多的

汇人公共图书馆。

福建的书院除藏书外，还收藏刻版。如正谊书院规定，由举贡二人专管书版、书籍及晒

书之事。鳌峰书院不仅收藏自刻书版，还收藏非本院所刻书版，清嘉庆六年(1801年)统

计，共13种8715块，其中有《上谕讲解十六条》(版47块)、《御纂性理精义》十二卷(版

218块)、《御纂朱子全书》六十六卷(版1564块)、《福建鳌峰书院藏书目录》(版36块)

等。侯鸿鉴曾著《福建藏书版片一斑》以记此事。

二、学 校

府学、州学、县学始于唐代。这些官立学校都设有藏经阁、尊经阁，供生徒阅览，为当

地的藏书中心。

福州府学，唐代设立。文庙内设州学，宋景桔五年‘(1038年)建九经阁；南宋淳熙四

年(1177年)修经史阁，收藏官颁经籍等书。

朱熹于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曾撰《建阳县学藏书记》，记述建阳县学藏书阁藏书，

“上自六经，下及训传、史记、子集”；又撰《福州州学经史阁记》，述及御书阁及经史阁藏

书事。他在任同安县主簿兼管学事时，曾整理县学藏书，收集民间藏书，计900余卷。

仙游自唐代起设置县学，内有藏经阁，储藏官颁的儒家经典，也有私人捐献的书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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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从县学经费中列支。

兴化军学，宋咸平二年(999年)建御书阁，藏五经、御书、诰文、史著。绍熙二年

(1191年)改建经史库。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兴化府学建会文楼。清雍正二年

(1724年)，府学火灾，经史库、会文楼被火毁，藏书多散人民间。

漳平明代在学宫(即县学)内设尊经阁，收藏四书五经等书籍，供生员借阅。清乾隆元

年(1736年)曾颁发《圣谕广训》、《十三经》、《二十一史》各1部供藏阅。

浦城县学，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吕渭英署县事，筹款购书，倡捐图书，计93

种1261册。又确定从祝姓捐助给书院的余款中，按年提拨部分作购书之用，商订借阅规则

等管理制度。

福建各府、县的阴阳学(培养天文人才)、医学(培养医药人才)等官府所属学校，均

有部分藏书，供学官和师生借阅。

此外，文庙是府、州、县的另一种文化机构，内设尊经阁藏书。州学、县学设在文庙

内，又称“庙学”。

上杭于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建文庙，内设尊经阁，为该县藏书之始。

仙游自唐代建文庙，宋乾道七年(1171年)修葺文庙，建六经阁。宋宝禧三年(1255

年)修文庙和尊经阁，藏六经和百家之书。清康熙五十八年至乾隆三年(1719～1738年)

重修藏经阁，藏书200余部。

清代，建阳童游建文庙明伦堂、文昌阁，收藏诸子文集13本，《汉唐宋元名臣文集》1

本，理学诸事172本，《学政全书》1部8本，《续学政全书》1部4本，《福建通志》1部64

本，《福建续志》1部48本。

尤溪于宋乾道九年(1173年)建儒学讲堂，讲堂之东建传心阁，收藏历代经、史、子、

集图书，供儒学童生阅读。

浦城于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在皇华山麓建尊经阁。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扩

建尊经阁，先后收藏南浦书院、西山书院、梦笔书室藏书达6万册，设书橱、桌凳供人阅

读。一直延续至民国初年改作小学，藏书移明伦堂，剩万余册。

上述书院和学校的图书收藏及其利用，为当时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人才起过重要的历史

作用，成为当地的藏书中心。

三、寺 观

汉代以后，随着佛教的传人和传播推广，佛经被大量引进和翻刻，寺院藏书因而也得到

发展。

福建的寺庙，以严高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在晋安郡北无诸旧城内兴建的绍因寺为

早，被称“福建第一寺”。太康九年(288年)，南安九El山建延福寺。至梁代，全省已有佛

寺28座，陈朝时有30座，隋代新建12座。其后，福建又新增许多寺院，唐代有735座，

五代706座，宋代1493座，元代414座，明代582座，清代382座，历代共增3577座，分

布于全省各地。而今各地的名寺多为南朝梁至唐宋间所建。这些寺院的藏书特点：一是建有

藏经阁、藏经殿或辟藏经室、藏经橱贮存；二是主要收藏佛学经典；三是所藏善本较多}四

是注重珍藏；五是有些大寺院还刊刻所藏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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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寺院藏书

1．藏书来源

寺院藏书来源，一是敕赐佛典。如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明肃皇太后赐宁德支提山

华藏寺(支提寺)大藏经《北藏》(明万历十二年续刻)，全藏678函。十九年，《北藏》移

福州开元寺。二十七年(1599年)，复赐全藏经书镇存支提寺。四十二年(1614年)，神宗

朱翊钧赐全藏678函予福清黄檗寺。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朝廷赐福州鼓山涌泉寺御

藏千橱。乾隆七年(1742年)又赐御藏7240卷。二是刻经分藏传布。宋元丰三年(1080

年)，福州东禅寺等觉院开雕《崇宁万寿大藏》(又称《福州东禅寺大藏》)，总数6870卷。

宋政和二年(1112年)，福州芝山开元寺开雕《毗卢大藏》(又称《福州开元大藏经》)，全

藏567函，6117卷。两经为佛教经典总集。绍兴戊辰(1148年)，又刻佛经《阿毗达摩大毗

婆娑论》。元大德八年(1304年)至至大元年(1308年)，泉州水陆禅寺用福州开元寺《毗

卢大藏》经版印造水陆寺大藏经，全藏6000多卷，存放寺内，供众披读。元延韦占二年

(1315年)，建阳后山报恩寺刊印《毗卢藏》中的四大部经，称为《延桔藏》，此大藏经印后

在福建曾分藏于建阳报恩寺、鼓山涌泉寺及福州、泉州、兴化等37个寺院，每年定期公开

展出，许人阅读。泉州明伦堂曾有《一百大寺看经记》碑详记藏经之所。福州鼓山涌泉寺刻

经始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盛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直至20世纪30

年代，还与上海佛学书局合作，利用所存经版印刷发行，在国内外广为流传。主要刊刻《金

刚经》、《华严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等佛典和佛教诸祖语录，以及鼓山诸祖、禅德

的遗著，分藏传布。民国14年(1925年)，弘一法师倡缘印布明末清初为霖禅师所撰《大

方广佛华严经疏纂要》，还赠与日本各大寺。三是购赠。弘一法师在厦门南普陀寺时，曾向

日本购来古版佛教经典万余卷。该寺所藏《北藏》也是日本僧人所回赠的“黄檗版”。

2．主要寺庙藏书

福州鼓山涌泉寺，建于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有藏经殿，经藏丰富，被称为

“庋藏佛典古版之宝窟”。有宋、元、明《大藏》所未收之佛书。民国18年(1929年)，藏

经达4万卷。其后日本龙池清编有《鼓山、怡山藏逸佛书录》，著录鼓山佛书73种，多为明

版，部分为清初版。所藏元延祜二年(1315年)建阳报恩寺刊本《延韦占藏》762卷(其中约

50卷为补抄本)尤为珍贵，可惜后毁于动乱之中。还有明刊本《南藏》、《北藏》(以上两藏

仅存部分)，清刊本《龙藏》，近代涵芬楼影印本《日本续藏》，以及《杂藏》善本等，共

20346册。另有清康熙年间彩色绘制的《佛祖道影》、贝叶经等600多册。该寺刻经历史悠

久，所藏佛典经版有11375块。民国23年(1934年)刊有《鼓山涌泉禅寺经版目录》一

卷。

厦门五老峰南普陀寺，建于唐朝末年。民国25年(1936年)重建藏经阁，上层藏经，

下层法堂。藏有南宋最后一部私版大藏经《碛砂藏》，明版《大藏经》，日本《大正新修大藏

经》，《频伽藏》(《频婆伽》)和单行本藏经等5部大藏经，总数有万卷之多。还有血书《妙

法莲华经》，弘一法师亲书《佛说阿弥陀经》，以及缅甸白玉佛、何朝宗的白瓷观音、六朝文

物铜制七佛宝塔、宋开宝六年(973年)铜钟等珍贵文物。除藏经外，还藏有《万有文库》

和医学书籍。藏书和文物由2位僧人负责管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福建省

文物保护条例》严密保护。藏经不外借，藏经阁也不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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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开元寺，唐垂拱三年(687年)建。戒坛后有藏经阁。据1978年调查，藏佛教史

籍2000多种，38300多卷，3341册。其中弘一法师遗物中的佛教史籍1万多卷，700多册。

藏书主要有，宋刻本、元递修《崇宁万寿大藏》零本(包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存卷一百

九十五、《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存卷十二、《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存卷七、八等3函)；宋刻

元修《毗卢大藏》零本(包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存卷等21函)；宋刻《华严经合论论主

李长者事迹》，明刻南藏全佚、诸种明版单刻本，泥金书《金银大藏经》残页；元僧如照刺

血写成的《法华经》和秦尼尔文贝叶经等。其中有善本200卷，宋元版本经典12部26种

67卷，为稀世珍本。

福州芝山开元寺，。建于南朝梁太清二年(548年)。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至绍兴二

十一年(1151年)刊刻《毗卢大藏》6117卷567函。此书现今国内所存无几。1985年，经

日本日中协会和友好人士与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商定，影印所藏全部原版大藏经返藏于开元

寺。现该寺已重建毗卢阁，置藏经橱，收藏《毗卢大藏》6117卷。

福州怡山西禅寺，建于唐咸通八年(867年)。有藏经阁，藏有清康熙御笔之《药师

经》，刺血缮写的《法华经》、《楞严经》等。

福州瑞峰林阳寺，建于后唐长兴二年(931年)。现藏经卷颇多，有明刻善本《大广佛

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佛说大弥陀经》、《佛说观无量寿经》、《楞严正脉》、《金光明最胜

王经》等。此外，福州法海寺也辟藏经室，供有《大藏经》。

宁德支提山华藏寺，建于宋开宝四年(971年)。近代重修，有藏经阁，收藏明正统五

年(1440年)的《北藏》，至今基本完整。

漳州丹霞山南山寺，始建于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有藏经阁，收藏血书《华严

经》、《大藏经》、贝叶经等佛典。

邵武宝严寺，建于唐大顺元年(890年)。有藏经楼，收藏佛典；高商南源寺建于宋太

平兴国二年(977年)，收藏佛经2600卷。清康熙、乾隆年间，又敕赐御藏2万余卷。至

1966年前，仍藏有经书和寺僧诗文4600余册。后被焚毁，仅存50多块明代《金刚经》印

版，藏于邵武市文博馆。 ‘

仙游凤山九座寺，藏有《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等4种470册；枫亭会元寺藏

有经书47种517册；榜头灵山寺藏有《金刚经》等56种339册，其中古籍19种26册，多

为手抄本；龙华龙华寺藏有126种268册，其中古籍3种4册。

明溪聚龙寺有藏经楼，藏有华严三圣、《莲华经》、《华严经》等10余种。将乐观音庵，

1990年建有一座三层藏经阁，藏有《华严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等经籍700余册。还翻

印《大乘无量寿经》2万册，经书2万本，赠送各地信徒。该县含云寺不仅藏经，还辟有阅

览室，供人阅览。

(二)道观藏书

东汉初年，道教已传人福建，唐、宋时期大有发展。道观多建于名山，且多寺、观合

融，宫观、道院遍布全省。如宋代，莆田建有20余座，泉州建有30余座，武夷山多达99

观。道观藏书，应推《万寿道藏》为道教总集。此书于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至八年

(1118年)，由福州天宁万寿观(九仙观)所刊，总540函，5481卷。所印道藏有数十部，

颁发各地宫观收藏。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漳州玄妙观(天庆观)依福州九仙观(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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