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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星辰，璀璨今朝——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唐代诗人墓志拓片展

暨古籍馆试开馆揭幕 

文/应潇潇 图/苏开颜 

 

庚子年十一月四日，秋意深浓，昨夜星辰——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唐代诗人墓

志拓片展在古籍馆正式揭幕，古籍馆的红砖黑瓦与展览黑红色调相互映衬，在秋

日艳阳之下格外夺目。 

人文学院冯国栋副院长、本次展览策展人胡可先教授、图书馆吴晨书记、图

书馆黄晨副馆长参加了本次揭幕仪式，并由黄晨副馆长担任主持人，冯院长、胡

教授、吴书记分别就本次展览暨古籍馆试开馆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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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次展览的策展人，胡可先教授首先强调了唐代诗人墓志的重要价值，

肯定了图书馆在诗人墓志拓片方面的收藏成果，并指出了本次展览的意义所在。 

胡教授认为，墓志本身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较之一般图书，更具收藏和利用

价值。近年来，图书馆古籍碑帖研究与保护中心在收藏拓片的工作上面不遗余力，

使拓片成为了本校图书馆最具特色的收藏类型之一，是本次展览成功的基础条件。 

此外，胡教授指出，本次展览体现出图书馆与院系合作的意义。希望这一次

专题展作为突破口，促进图书馆与各院系联合，开设更多的专题展览，如书法专

题、道教专题、佛教专题展览等等，这样既使得图书馆的文献能够得到充分的展

示，也更能够凝聚提炼出浙江大学图书馆的收藏特点，以提高图书馆的收藏地位

和学术品位。 

胡可先教授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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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院长肯定了图书馆长久以来对人文学院师生所提供的文献支持与服务，并

强调了人文学院和图书馆的合作关系，本次联合展览是一个好的起点，示范了一

个好的合作模式，双方可以各展所长，以后逐渐打开合作研究的新局面。 

冯院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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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晨书记表示，古籍馆以线装古籍、影印古籍、学术特藏为核心馆藏，既

是服务于学科的专业型研究型古籍图书馆，又是一座“珍贵图书博物馆”。古籍

馆将打造成为学校重要的文化名片，更好地服务于人文社科研究，在学校文化传

承、文化影响力彰显方面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成为学校文科建设品牌推广的重

要载体和途径。在古籍馆建设筹备期间，图书馆多次与人文学院沟通，力求兼顾

学院的融合需求，满足师生的学习、教学、研究需要，最大程度发挥古籍馆利用

效能。期待在未来的馆院合作中，能谱写更多精彩华章！ 

吴晨书记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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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胡可先教授带领大家参观了本次展览，并为大家献上了精彩绝伦的

展览解说，本次展品共计二十三种，分为三个主题，曰：俊采星驰、红妆咏絮、

铁画银钩。 

 

提供优质服务是我馆的立馆之本，今与人文一脉比邻，望日后在做好学科服

务的基础上，互通有无，深入合作，为师生献上更多更精彩的文化活动，使优秀

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使昨夜星辰依然在今朝闪耀。 

路漫漫其修远兮，愿守望相携，共同探寻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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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质彬彬 汲古而新----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馆开馆日周公

敢先生捐赠珍贵古籍 

文/杜远东 图/苏开颜、朱原之 

 

5 月 21 日，在浙江大学建校 124 周年校庆日，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馆正式

开馆。浙江大学副校长黄先海、浙大城市学院校长罗卫东出席开馆仪式并共同为

古籍馆开馆揭牌。健洲控股董事长、普华资本投资合伙人周公敢现场捐赠元刻本

《资治通鉴纲目》第三十一卷、明成化刻本《资治通鉴纲目》第三十二、三十三

卷，以致开馆之庆。多位兄弟院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负责人、以及本校相关院

系、部门负责人、师生校友代表参加仪式。 

古籍馆开馆揭牌 

 

黄先海指出，一流大学离不开一流图书馆。典籍文献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

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面向未来，期待图书馆以古籍馆开馆为契

机，继续秉承求是精神与传承文脉的重要使命，服务立德树人、推动文化传承，

坚持开放办馆，努力营造温暖人心的、灯塔式的、高品质的文化浸润空间和育人

环境，支撑人文社科学科建设和与各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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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副校长黄先海讲话 

 

  
浙大城市学院校长罗卫东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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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副馆长吴晨主持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馆开馆仪式 

 

对浙大怀有深厚情谊的周公敢先生，作为民间藏书家代表致辞，从祖父周颂

棣先生对古籍的收藏与研究开始娓娓道来，历数家藏渊源，展现了一家三代人与

古籍的紧密联系与奇妙缘分，以及一直以来对浙江大学图书馆建设发展的积极关

注与支持。此次赠送家藏珍贵元刻本与明刻本《资治通鉴纲目》，已是他对浙江

大学图书馆的第二次古籍捐赠，对丰富浙江大学图书馆已有的《资治通鉴纲目》

版本系列，提升馆藏系统性与完整性，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同时，周公敢先生

就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宋刻本《资治通鉴纲目》，分享了个人的宝贵见解，表达了

自己对古籍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对古籍馆今后开展各项文化活动的深切期待。 

健洲控股董事长、普华资本投资合伙人周公敢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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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敢先生所赠元刻本、明刻本《资治通鉴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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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此次古籍馆开馆，距馆藏宋本刊刻年南宋嘉定十

四年（1221），正届八百年。文传千载，汲古而新，兼总条贯，无吝于宗。从小

浸润在浙江大学的文化氛围中的周公敢先生，更以满腔情怀表示：今后愿以藏书

家的身份，与大家做更多更加深入的关于古籍文化的分享与交流；并且也十分愿

意让家藏宋刻本等珍贵古籍参与到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馆举办的各种形式的教

学展览中，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更真切地亲眼、亲手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去激励大家研究、保护与传承古籍经典。 

复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杨光辉作为兄弟高校图书馆代表讲话 

浙江图书馆党委书记兼馆长褚树青作为公共图书馆代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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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千载传，盛世有新章。参加开馆仪式的兄弟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以

及各古籍保护工作相关单位、企业与个人，纷纷表示愿与浙江大学图书馆在今后

的古籍保护工作中，进行更为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共同践行习总书记的指示，“让

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到场嘉宾祝贺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馆开馆 

 

 
中文学科资料室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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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墓志原石捐赠 

 

 
艺术与考古学院与图书馆合作框架协议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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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图书馆写本文献搜集保护与研究中心” 备忘录签约 

 

 

浙江大学图书馆中元古籍修复中心成立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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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馆开馆仪式现场 

 

 

古籍馆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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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金石不朽：书写、复制与文化衍生”展览开展 

文/范晨晓 图/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 

 

1月 12日下午，由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和浙江大学图书馆共同主办

的“金石不朽：书写、复制与文化衍生”展览在艺博馆开幕。展览共展出金石拓

本、金石图书与金石学者的信札手稿百余件，配合以古代铜镜、简牍、砖瓦、碑

刻、墓志等实物，全面展示了拓本这一承载古代文明的独特形式，充分揭示了金

石深植于中国人文化与心灵世界的不朽地位。 

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白谦慎，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副

馆长吴晨出席展览开幕式并致辞，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楼可程主持开幕

式。艺术与考古学院艺术史系主任、策展人薛龙春介绍策展背景并作展览导览。

学校师生及部分金石爱好者参加了展览开幕式及有关活动。 

 

开幕式现场 

 

白谦慎表示，图书馆近年来不断丰富碑帖拓本特藏方面的馆藏，为学校师生

从事相关领域教学科研提供了有力支撑。此次展览就是由薛龙春教授带领学生充

分利用图书馆与艺博馆馆藏资源，策划的一次带有教学实践性质的展览。他们通

过遴选展品、撰写展签图录，把策展过程当作教学实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

近师生、走进教学，很好体现了图书馆和艺博馆的价值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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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白谦慎 

 

吴晨在致辞中介绍了图书馆拓片特藏建设的相关情况。他表示，目前图书馆

馆藏拓片已过万张，初步形成了馆藏规模和特藏品牌。作为高校图书馆，藏不是

目的，用才是关键。如何将特藏用好，更好地服务师生教学科研，服务学校文化

育人，是图书馆特藏建设的初心和使命。金石碑刻既是重要的历史、文学文献资

料，也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而中国特有的传拓技法能将其原始风貌

尽可能地保留下来，非常值得师生去学习、观摩、解读，这也正是图书馆践行“滋

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这一文化功能的有益尝试。 

浙江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副馆长吴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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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龙春在讲述此次展览策展思路理念的过程中，围绕古代拓碑、访碑等文化

专题向观展师生娓娓道来。他介绍，始自唐代的椎拓工艺，使金石文字以“拓本”

的形式进行复制和传播。而清代乾嘉以来，学者们对于金石拓本的题跋，洋洋可

观，更使拓本突破了复制的意义，实现了文化的衍生与增殖。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艺术史系系主任、策展人薛龙春 

 

楼可程在主持时指出，图书馆是文字文献的海洋，博物馆是文物艺术的殿堂。

文字与实物，正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本次展览是图书馆与艺博馆的首次合作，

也是全新尝试。相信这种文与物并重的“实物教学”、“展览教学”会极大提升学

生对于馆藏图书的理解能力、拓片实物的阅读能力。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楼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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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后，薛龙春还为到场嘉宾带来了一场热情洋溢、精彩纷呈的导览讲解，

图书馆古籍特藏部李俊文、韩秀丽在修复展示室向观众现场演示了拓片制作技艺。

本次展览还特别邀请了中国美术学院书画文献研究所所长方波举办了“鉴藏•研

究•取法——艺术史研究视阈中的碑刻及其衍生物”讲座。 

策展人薛龙春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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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馆员韩秀丽、李俊文现场演示拓片制作 

 

“金石不朽”展期为 2021年 1月 12日至 2021年 6月 30日，展览地点为浙

江大学艺术考古博物馆展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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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古籍装帧体验活动走进求是学院 

文/应超男 图/苏开颜、求是学院云峰分团委宣传部邱鑫 

 

2021年 5月 14日下午，图书馆与求是学院共建美育活动之古籍装帧体验活

动在紫金港校区白沙报告厅举行。图书馆古籍装帧体验活动走进求是学院，受到

求是学院师生的喜爱。本次活动基于求是学院党委与图书馆党委签署共建协议，

以党建共建为引领，全面推进队伍共建、平台共建和课程共建。依托“图·乐知”

共建空间，把美育活动之古籍装帧主动送到同学身边。 

 

“图·乐知”古籍装帧体验活动正式开始。图书馆古籍特藏部古籍修复团队

三位老师——韩秀丽、应超男和李俊文，向在场的同学与老师细致地演示了四眼

线装的制作方法，包括扣面，打眼，穿线，贴题签等具体步骤，并教授大家如何

确定打眼的位置及其比例。随后，现场的同学在老师专业指导下亲手完成了四眼

线装的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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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你们装订古籍用的浆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装帧是在古籍修复

的哪个步骤会用到？”活动中，因对古籍修复的好奇与兴趣，同学们频频提问。

老师们则对提问进行了详细回答，修复古籍所用浆糊都是用纯植物的小麦淀粉调

制，不含化学成分，最大程度地保护纸质不受损坏，也使修复操作可逆。而古籍

装帧属于修复完纸页后的装订流程，将古籍装订回原有的装帧形制。 

 

虽然装订过程中略有曲折，在三位老师的协助下，同学和老师们都完成了自

己的线装书装订。最后，大家带着自己动手装帧的线装书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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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学院老师表示，古籍装帧体验活动不仅让同学们近距离接触和感受到中

华典籍穿越历史的恒久魅力，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也

能让学生在实践中静心养气，消除焦虑情绪。 

本次活动提升了同学们的动手能力，让大家深刻体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

魅力。图书馆希望通过与求是学院共建，为同学们带来更多丰富有趣的活动，提

供更多学习机会，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为实现立德树人根本目标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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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先教授作“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的学术价值”讲座 

文、图/范晨晓 

 

5月 28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授业奖学金捐赠仪式在人文大楼 101

会议室举行，浙江大学副校长黄先海、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徐瑞君、人文学院院

长楼含松出席捐赠仪式，人文学院党委书记蔡荃主持仪式。 

胡可先教授创设授业奖学金，意在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文英才，进

一步促进教学相长的良好师生关系，推动建设更加完善、更加卓越的中文育人体

系。捐赠仪式后，胡可先教授又为师生作题为“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的学

术价值”讲座。 

胡教授多年来利用出土文献尤其是墓志文献研究唐代文学，功力深厚，成果

卓著，发表过三十余篇专题论文，先后出版了《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考

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等书。讲座从浙江大学图书馆所藏墓志拓片概况谈起，

浙江大学图书馆近年来成立了古籍碑帖研究与保护中心，搜集以墓志为主的拓片

超过万张，馆藏墓志原石达 30余方，成为中国高校图书馆收藏墓志拓片最多的

高校之一。墓志拓片也成为浙江大学图书馆最具特色的收藏类型。 

胡教授重点阐述了墓志拓片的学术价值。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中说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

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

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

也。”胡教授认为预流是学术研究的要义，也就是利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饶宗

颐先生在《远东学院藏唐宋墓志目引言》中也谈到：“向来谈文献学者，辄举甲

骨、简牍、敦煌写卷、档案四者为新出史料之渊薮。余谓宜增入碑志为五大类。

碑志之文，多与史传相表里，阐幽表微，补阙正误。”说明墓志在新出文献中是

最为重要的材料。胡教授以南北朝文学为例，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一直呈现

重视南朝忽视北朝的不平衡状态，但随着北朝墓志的大量出土，出现了与中国文

学史常态研究反差较大的现象。新出土北朝墓志不仅可以填补北朝文献研究的空

缺，还可以启发人们进一步认识南朝文学重情感和北朝文学重实用的不同取向。

胡教授总结道，最近二十年，中古墓志研究已经由学术研究的边缘走到了核心，

这样的研究应该说是“预流”。 

唐代诗人墓志是诗人的特殊传记，记载了诗人的立身行事、文学活动等，唐

代诗人墓志是出土文献的精华所在，也是唐代文学史研究得以凭借的最有价值的

原始材料和实物载体。而这样的唐代诗人墓志拓片，浙大图书馆收藏了七十余方。

之前举办的“昨夜星辰——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唐代诗人墓志拓片展”，从馆藏中

选取诗人墓志拓片二十三方，包括“大历十才子”耿湋、宰相诗人第五琦以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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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婉儿、韦元甫等。这些墓志拓片融注了诗人的生活轨迹，诉说着诗人的人世沧

桑，表现出世事的春秋迭代，蕴含着文化的博大精深。将这样的墓志展示给读者，

公诸于社会，也就起到了人文关怀与文化传承的作用。 

胡教授还介绍了浙大馆馆藏墓志拓片的艺术价值和宗教研究价值。馆藏不少

墓志由名家撰写，如馆藏颜真卿撰并书的《郭虚己墓志》，徐浩撰并书的《李岘

墓志》等。再如墓志上绘有的云纹、莲花纹、生肖纹等，这些唐代纹饰也值得进

一步研究。馆藏还有不少宗教相关的石刻拓片，如道士墓志、买地券、镇墓文等，

都可以作为研究的新材料。 

胡教授的讲座提纲挈领地揭示了浙大馆藏拓片的学术价值。图书馆与学院精

诚合作，点滴积累转化成可持续学术输出。据悉胡可先教授研究团队編著的《唐

代诗人墓志汇编出土文献卷》近期也将出版。以特藏支持学术，既让学术有了新

材料和增长点，也让特藏得到了充分地展示，进而更能凝聚提炼出馆藏特点，提

高了图书馆的收藏地位和学术品位。 

胡可先教授在讲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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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雕镌，志铭其心——记杭州中元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向我

馆捐赠墓志原石 

2021年 5月 21日，恰逢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建校 124周年校庆日，浙江大学

图书馆古籍馆正式开馆，群贤毕至，共贺开馆。其中，杭州中元数据科技有限公

司向我馆捐赠墓志原石 16种共计 29件，以为佐贺。这批原石中，唐代墓志 15

种，明代墓志 1种，包含了男性墓志 10种，女性墓志 6种，其中不乏书法精品

如王守忠、杜德墓志，亦有名门之后如郭子仪玄孙郭行脩墓志，还有两方鸳鸯志：

李又玄、李又玄妻邵蒙墓志。 

墓志原石捐赠仪式 

墓志始于秦汉，发现最早的有秦劳役墓瓦志和东汉刑徒砖志。秦汉之时，墓

志少见亦全无系统。东汉晚年和西晋墓中或有与墓志相近的方版和小型墓碑，但

皆不自名墓志。北魏以后，方形墓志始成定制。到了隋唐，墓志蓬勃发展，数量

趋多，但因其深埋地下的特质，墓志原石依然难得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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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书记任少波视察图书馆古籍馆工作 

 文/杜远东 图/苏开颜 

 

4月 22日上午，校党委书记任少波在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馆出席首届浙江大

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师中国书画作品展开幕式。仪式后，在校党委副书记邬小撑、

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叶桂芳陪同下视察了古籍馆工作。 

任少波书记一行在古籍馆外 

11时，在浙江大学紫金港西区图书馆古籍馆一楼展览厅，任少波书记宣布展

览开幕。此次展览由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主办，浙江大学图书馆协办，为艺

术与考古学院自 2019年成立以来，教师中国书画作品的首次集中展示，共 15

位教师的 50余件作品。 

古籍馆一楼艺术与考古学院教师中国书画展开幕式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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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籍馆三楼阅览空间，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副馆长吴晨向任少波书记一行汇

报了人文学院图书入藏古籍馆的相关情况。在古籍善本书库，古籍馆员程惠新展

示并讲解了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本《武经总要》，以及元刻本《新编方舆胜览》；

在古籍修复实验室，听取了古籍修复相关工作情况。 

在图书馆古籍馆善本书库翻阅文澜阁四库全书本《武经总要》 

在古籍修复实验室观看孙诒让会试朱卷修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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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浙江地方文书修复后的状态 

 

任少波肯定了前期图书馆所做的工作，鼓励古籍馆在文化育人、学术交叉研

究等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并期待今后古籍馆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上有更多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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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星辰—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唐代诗人墓志拓片展在中国

丝绸博物馆巡展 

文/应潇潇 图/苏开颜、应潇潇、晓风书屋 

 

庚子年夏、秋，我馆在古籍碑帖研究中心与古籍馆分别举办了两场馆藏唐代

诗人墓志拓片展，并首次进行线上展出，在特殊时期方便学者、师生们远程观展。

展品共计二十三种，分为三个主题，以挂框、卷轴、无框画、折页等多种形式呈

现，多角度展现了藏品的书法价值、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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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星辰—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唐代诗人墓志拓片展（古籍碑帖中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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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星辰——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唐代诗人墓志拓片展（古籍馆场） 

 

两场展览吸引了各界人士前来观展，为实现我馆一直践行倡导宣传专题文化

之使命，故展览走出校园示于诸君，以飨同好。 

昨夜星辰——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唐代诗人墓志拓片展（中国丝绸博物馆场）

于 12月 19日-2010年 1月 10日在中国丝绸博物馆锦绣廊「晓风书屋」举行。 

 

昨夜星辰——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唐代诗人墓志拓片展（中国丝绸博物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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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望野博物馆向浙江大学图书馆捐赠一组先秦文物 

文/薛世良  图/望野博物馆 

 

2020年 9月 15日，深圳望野博物馆馆长、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碑帖研究与

保护中心专家委员阎焰先生向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碑帖研究与保护中心捐赠了

一组先秦文物，其中包括商代甲骨文骨片 6枚、蚌坠 2枚、青铜铃套 1 枚，并出

具捐赠书。 

 

 

本次捐赠的骨片均为有字甲骨，其中包括整字五个，分别为“甲”、“五”、

“祸”、“入”、“丙”，另有残字两个。甲骨文是契刻于龟甲和兽骨的占卜文献，

自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首次被辨识和发掘以来，共出土 16 万余片，其中大

部分收藏于公藏单位。此组骨片虽仅为商代甲骨遗存之一鳞半爪，亦弥足珍贵。

甲骨文记录和反映了商王的活动和商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对研究商代社

会和上古汉语、汉字等具有重要价值，更是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历史记忆。同批

捐赠的蚌坠和青铜铃套在推动本馆的文物研究、丰富馆藏品种等方面也具有重要

意义。 

深圳望野博物馆成立于2009年2月，是一家非国有的中国古代文物博物馆。

馆藏各类珍贵文物 14500 件，重要出土标本资料 4 万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55件，二级文物 81件、三级文物 68件。 

望野博物馆自建馆以来，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超过二十万人次，包括

许多来自海内外博物馆、大学院校、文博机构、研究院所的专家学者。举办了《精

彩——宋金彩瓷》、《佛陀世界》、《三十器·三千年》等众多主题展览，广受好评，

对文物收藏和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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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图书馆最具人气“宝藏”评选 

为向读者展示犹如藏于“深闺”中的诸多馆藏，古籍部在“浙江大学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上进行了五期共计 25 件藏品的“宝藏”评选活动，评选出来的人气

宝藏将有可能化身为文创产品，供读者欣赏把玩。 

评选藏品种类丰富，从古籍珍本、名人手稿、民国画像，到石刻拓片、镇墓

文原石、金石拓本，乃至藏书印章、藏书票，琳琅满目，引人入胜。藏品之中，

最新入藏的《资治通鉴纲目》两部三册，为杭州普华资本联合创始人、浙江建洲

生物控股董事长周公敢先生于古籍馆正式开馆典礼上所赠。据周公敢先生介绍，

此次捐赠的两部《资治通鉴纲目》，一为元刻本（存卷三十一），一为明成化刻本

（存卷三十二至三十三），加之我馆所藏宋本《资治通鉴纲目》，使得我馆《纲目》

版本系列更为丰富，对于提升馆藏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 宋朱熹撰 宋嘉定十四年（1221）郑寅庐陵郡庠刻本  存卷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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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纲目》元刻本                    《资治通鉴纲目》明成化刻本 

 

 

唐代彩绘云篆镇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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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拓本）《愙斋藏器》                        汉三阙拓片（局部） 

 

民国宗教门神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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